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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對大陸台商來說，融資問題從來就不是一個容易解答的習題。無論從台灣、

香港、或大陸融資，對台商來說，都有不同的限制與障礙。以台灣方面來說，由

於台灣與大陸敏感的政治關係，政府對於投資大陸金額與資金匯出有許多限制；

大陸方面則因為仍處於經濟的轉型階段，無論是金融市場的結構，或是金融商品

的開發，都未臻成熟，另外，中國的投資環境仍有不透明地帶，不同的區域可能

有著截然不同的遊戲規則，這些都增加了台商在大陸融資的困難度；台商若選擇

經由第三地或香港調度資金，則必須承擔額外的往來費用。內在條件如此，外在

環境對台商來說也十分嚴苛，大陸民營企業的崛起以及外資在中國加入 WTO 後

蓄勢待發的氣勢，使得競爭日趨劇烈，若沒有足夠的資金支援，勢必會影響台商

們未來的生存與發展。有鑑於此，本研究以關心大陸台商發展為出發點，希望能

夠瞭解大陸台商融資障礙的內涵以及台商們如何因應這些限制。 

藉由訪談研究方式，本研究蒐集了多個融資案例。從融資故事中，本文發現

大陸台商面臨的投資環境存在著很多融資障礙與限制，作為這個環境下的行動者 

，台商們都受到了某種程度的限制。無論是沒有解決融資障礙導致財務危機、解

決融資障礙最後融資成功，還是從一開始就沒有融資障礙等，台商們都付出許多

價格與非價格的成本。此外，由於某些障礙具有不確定性，使得台商在融資過程

中，無法總是選擇最佳決策，無法總是達到效率最大化。 

本研究共分為四章。第一章緒論，交待本文研究動機、研究問題以及研究貢

獻。第二章為文獻回顧，此章整理既有文獻對於「大陸台商資金來源」「大陸台

商融資管道」「大陸台商融資障礙及其解決方式」這幾個主題的討論，第四節則

簡述本文將會引用到的幾個理論概念。第三章為研究方法，內容包含理論架構、

研究架構圖以及研究設計。第四章則為訪談結果與綜合分析，將根據融資案例與

訪談內容，分析與討論大陸台商的融資類型、融資障礙以及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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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台商的發展情形是台灣經濟極重要的一環 

80 年代下半期，台灣企業因為台幣升值，勞動短缺、工資過高以及國內市

場太小等因素，難以維持原有的利潤，為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台商不得不向海

外移出，又為了尋求便宜的勞力，有的將廠房移至東南亞，例如越南、泰國、緬

甸等；有的則選擇剛剛開放的中國大陸作為新的發展基地。(于宗先、王金利 2000)

自此，台商對大陸的投資金額便不斷增加。根據陸委會「台商對大陸投資金額統

計」1，經濟部核准的台商對大陸投資件數從 1991 年 237 件開始，整體呈現逐年

增加的趨勢，至 2004 年，單一年度即有 2004 件經濟部核准的台商對大陸投資案；

2005 年 1-10 月，則有 1059 件之多。總金額方面，1991 年台商對大陸投資金額

為 174.16 百萬美元；2004 年則上升至 6940.66 百萬美元；2005 年 1-10 月則有

4719.98 百萬美元，雖然投資金額偶有波動，但 10 年間的確呈現了大幅度的成

長。此外，根據陸委會「我國對外投資統計」2資料，1952-2004 年累計的對大陸

投資金額佔所有對外投資金額的 49.51％；但 2005 年 1 月至 10 月間，台商對大

陸的投資金額已佔所有對外投資金額的 70.08％。正式官方資料尚且如此，更何

況還有許多未經核准的大陸台商並未計入。各種資料都顯示著，台商對大陸的投

資是台灣對外投資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無疑地，台商的生存與發展已成為台灣

經濟重要的一部分。

                                                 
1 參見陸委會(2006)，「臺商對大陸投資金額統計」，《兩岸經濟統計月報 156 期》，

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em/156/10.pdf。取用日期：2006 年 3 月 6 日。 
2 參見陸委會(2006)，「我國對外投資統計—國家(地區)別」，《兩岸經濟統計月報 156 期》

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em/156/13.pdf。取用日期：2006 年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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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台商對大陸投資金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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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我國對外投資統計—國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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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金取得是台商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 

大陸台商無論是建廠初期或是擴廠時的資金需求，都非常龐大，但現實中台

商可選擇的融資管道卻十分有限，融資問題已成為大陸台商持續發展的最大障礙 

。(李世聰 1997)若沒有足夠的資金，大的開發案勢必無法進行，產業根本無法

持續成長，融資問題一日不解決，台商遲早會失去競爭力。有鑑於資金取得對台

商的重要性，我認為研究大陸台商融資困境是十分必要的。 

台商融資困難最根本的原因與台灣銀行無法在大陸營業有關。由於兩岸的政

策，大陸台商無法延續原來在台灣的往來條件，向台灣銀行借錢，在大陸當地融

資又有許許多多的限制，使得台商在原有融資管道無法持續，新的融資管道又得

之不易的情況下，為了籌措資金頭痛不已，融資問題已經成為台商持續發展的一

大障礙。 

一般企業的融資型態，可以分為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兩種，外部融資又分為

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大陸台商的外部直接融資部分，可以透過股票或債卷融

資，但因為大陸經濟結構因素，台商很難進入大陸的資本市場從事直接融資。至

於間接融資，無論是由母公司、境外公司或子公司的名義向台灣 DBU、台灣

OBU3、大陸中資或大陸外資銀行融資，都有不同形式的困難。台商無論利用哪

一個融資管道，都必須要符合某些條件，才能夠順利取得資金。 

三、問題敏感複雜，有長期觀察的必要性 

由於資本問題對廠商來說頗為敏感，資料取得不易，相關的研究雖然在這兩

年持續增加，4但對於台商融資管道的步驟與方式，卻常出現眾說紛紜的狀況。

                                                 
3 根據簡永光「如何利用 OBU 操作國際貿易」一書的說明，DBU 為 domestic banking units 的簡

稱，包括銀行各地的分行以及營業部、國外部、投資部、信託部等單位，統稱為 DBU。平常並

沒有特別提起 DBU 的必要，只有提到 OBU 時，才會特別標明以示區別。(p13)OBU 則是 Off-shore 
Banking Unit 的簡稱，指的是銀行辦理 off-shore banking business 的部門。我們的官方稱謂為「國

際金融業務分行」，服務對象為境外客戶。(p5-7) 
4 根據筆者的整理，題目出現”台商融資”四個字的碩博士論文在 2004 年為止，至少有 17 筆，特 
別的是，17 筆中，只有 3 筆是在 2001 年以前，表示 2002-2004 年至少增加了 10 數筆。專家者 
部份，研究台商融資的學者則沒有顯著增加的趨勢，相關文獻仍是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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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為大陸方面的規定與台灣有關 OBU 的規定持續改變，使得台商所面對

的融資環境至今仍在不斷變化當中。 

以「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金融業往來許可辦法」為例，自 82 年開始自 93

年止，歷經 7 次修正，逐步放寬台商向 OBU 融資的條件。例如 90 年 11 月開放

OBU 往來對象，只要「經主管機關許可，得與外商銀行在大陸地區之分支機構、

大陸地區金融機構及其海外分支機構、大陸地區法人、團體、其他機構及其海外

分支機構、個人為金融業務往來」。又例如 92 年 8 月，全面開放業務往來的內容，

範圍包括收受客戶存款、辦理匯兌、簽發信用狀及信用狀通知、進出口押匯之相

關事宜、代理收付款項、授信、應收帳款收買、與前七款業務有關之同業往來、

經主管機關核准辦理之其他業務等。5由於 OBU 往來對象和業務內容的放寬，台

商利用 OBU 調度資金的情形因此獲得極大改善。雖然如此，銀行業者以及台商

們仍然殷切的期待財政部可以鬆綁其他限制，例如 OBU 的貸款對象以及授信限

額，財政部也屢次表示會積極處理。6  

由於台商的融資政策仍持續變動，基於弄清楚此重要問題的必要性以及長期

觀察的必須性，使得筆者想要藉由撰寫碩士論文的過程，更加認識台商的融資情

況。

                                                 
5 參見「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金融業往來許可辦法」。 
6 參見邱金蘭，2004，〈及時雨，台商獲益〉。經濟日報，第 3 版，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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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基於以上目的，本研究希望以此論文，回答以下研究問題： 

1.大陸台商的融資障礙有哪些？台商們怎麼解決這些障礙？ 

2.大陸台商的融資障礙除了在台灣會遇到的一般融資問題之外，到了大陸有 

何額外特殊的問題？ 

第三節 研究貢獻 

台商融資問題的釐清，無論在實證上或理論上，都可以有所貢獻。實證上， 

此問題的釐清可以提供建議給正面臨問題的台商或者想要瞭解台商融資障礙問

題的讀者。此外，在這個研究中，可以藉著台商的融資，窺見大陸的經濟環境如

何影響行動者的行為。理論上，本研究將會討論大陸經濟制度與台商融資的關聯

性。這部分的討論將會應用到制度經濟學的交易成本概念。這種結合方式一方面

可以藉由具體現實案例落實制度經濟學的抽象概念，另一方面，則有助於對這些

概念的理解，最後，還可以檢證制度經濟學中有關交易成本的一些重要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