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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 框架下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预警分析 
徐秋韵 

（南昌师范学院  江西南昌） 

摘要：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是闽台两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ECFA的签署为两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带来

了良好契机，但这背后仍存在着诸多隐患。本文通过层级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的结合，对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可能存

在的风险做出了计算和分析，旨在规范台湾海峡经济区的构建，为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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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ewarning Analysis of Building of Taiwan Strait Economic Zone b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Under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XU Qiu-Yun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building of Taiwan Strait Economic Zone b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wo places. Based on current cooperation status on economy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also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building of Taiwan Strait Economic Zone，and the analysis on the main 

patter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zone by regional cooperation，the principle and mode on building of Taiwan 

Strait Economic Zone are proposed. We can build a prosperous Taiwan Strait Economic Zone，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places by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Fujian and Taiwan，

strengthening the cohesion of infrastructure of the two places，building the industrial division coordination system 

of Taiwan Strait Economic Zon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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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成为了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自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区域

化和集团化发展趋势日益加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建设经济区域

已成为多国和地区之间振兴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以提高竞争力

的重要途径。闽台两地仅一水之隔，其相似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独特

的产业互补优势使其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台湾海峡经济区，是指台湾海峡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及状

态，即以海峡两岸沿海中心城市为主轴，发挥台湾的台北、基隆和

高雄等东岸城市与福建的福厦漳泉以及浙南的温州和粤东的汕头等

城市交流及联盟所产生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依托台北、台中和高雄

三大都市区经济圈和海峡西岸沿海核心区福、厦、泉、温、汕，以

及以这五大核心区为中心所形成的城市经济发展区，形成海峡两岸

两大城市带八大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区，推进扩散至山区次中心城市，

分别辐射带动台湾东部山区和闽东北、赣东赣南赣东北、闽西闽中、

浙西南和粤东，以促进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台湾海峡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已显

露端倪。之后不久，又有不少海内外学者纷纷提出海峡两岸经济整

合之可行性，先后提出了“南中国经济圈”、“华南经济区”等区域

经济设想[1]。在 20 世纪 80 年代，福建省社科院亚太研究所金鸿泛研

究员就提出闽台经济圈构想[2]；1987 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

同志邀请了北京专家来闽共商福建经济发展问题，在议题中首次出

现“珠联璧合的台湾海峡经济区”构想[3]；随后，在 1997 年，福建

省社科院亚太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全毅也提出了建立台湾海峡经济区

的战略构想[4]。当前，《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 ECFA）

的签署和生效给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带来了良好契机，但

与此同时，也将给福建本土企业造成一定的压力。因此，对 ECFA

下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进行一个预警分析，对加速和完善

台湾海峡经济区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预警理论综述 

预警一词源于军事，它指通过各种手段提前获取信息，经过对

信息的处理和分析预测敌方的动态，将可能的动态进行分类定级并，

最终由总部决策出需提前采取的措施，以此来应对敌方的可能行为
[5]。随着社会的发展，军事预警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得到

广泛和深入的应用。目前，预警主要可以分为经济预警、社会政治

预警和自然灾害预警几类。 

至今为止，经济预警的应用范围最为广泛，它最早产生于二次

世界大战后 50 年代的美国，是指围绕经济循环波动这一特定经济现

象所展开的一整套对经济进行监测、评价、预测和政策选择的理论

和方法体系。经济预警又包括宏观经济预警和微观经济预警。宏观

经济预警研究主要是在近三十年内展开的，尤其是 1984 年投资失控

和消费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后，我国加快了针对国民经济运行的

监控和提前报警研究。国外学者 Paul Krugman（1979）[6]等人以及国

内学者胡一朗（2000）[7]等对金融危机预警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

在产业经济预警领域，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业，如 Sumi

t Sarkar、Ram S.Sriram[8]等人。而国内有关产业经济预警的研究主要

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其中，汪晓宇（2000）[9]等人先后对房

地产预警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各种房地产预警研究方法；Fa

ulkner B.[10]、R.Woller Calvo[11]和祝喜[12]等人则对旅游业的预警进行了

一系列研究；企业预警理论则是在 1993 年由我国教授佘廉首次提出
[13]，意指能够对企业经营失败和管理失误等现象进行早期警报和控

制的一种管理活动，主要包括财务风险预警、营销风险预警和经营

管理风险预警三大部分。针对企业人力方面的预警，大多集中于人

才流失预警研究，如国外学者 Mitchenll[14]和 So Young sohn[15]等和我

国学者张雪飞（2009）[16]、张颖丽（2010）[17]等人都对企业人才流失

的原因和预控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Beaver（1966）[18]、Altman（1

968）[19]及和许坤（2010）[20]等人主要对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的模型和

指标进行构建。此外，Bollerslev（1986）[21]、R.J.KUO（2002）[22]和

林伯强[23]等人对经济预警的众多模型进行了构建和改进。就社会预

警而言，陈秋玲（2008）[24]等人分别从社会预警的概念、机制和指

标体系对社会预警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而在自然灾害预警领域

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主要以 JD.Cooper 博士[25]、Kanamori（2005）[26]

以及我国学者马强（2008）[27]等人为代表，提出了不同的地震预警

震级计算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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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CFA 下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预警分析 

3.1 层次分析法 

3.1.1 构造层次分析结构 

ECFA 的签署，一方面，给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带来

了很多优惠政策，但另一方面，也令经济区的构建存在很多威胁。

首先，在早期收获清单中，大陆降税产品数额小于台湾降税产品，

这易使大陆产品丧志竞争力；其次，ECFA 协议致力于降低关税和

消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而以台资为主的电子、石化、

机械等行业占福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成为了福建三

大支柱产业，若台商撤资，则台湾海峡经济区内的企业将面临倒闭

的危险；再次，两岸签订 ECFA 之前，对台经贸活动自由化是海西

先行先试的部分内容，因此海西享有相对于大陆其他地区独特的政

策优势。两岸签订 ECFA 之后，ECFA 在整体层面推进了两岸经贸关

系正常化与经贸活动自由化，ECFA 的普惠性，意味着海西先前可

以独享的对台经贸政策将为大陆其他地区共享，这无疑给海西本土

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另外，由于闽台双方实力相差太过悬

殊，在 ECFA 下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恐怕会出现福建技

术低下而无法承接台湾产业的情况；最后，ECFA 是一国内两个独

立的关税区签署的经贸协议，旨在最终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同样

会产生“强者通吃”效应。由于福建的经济实力与多数产业竞争力

同台湾相比差距较大，处于不同层次，同时台湾仍是大陆台资企业

生产所需原料或零组件的重要供应地，ECFA 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

应和贸易创造效应，以及因 ECFA 引发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降低或

消除带来的贸易替代投资效应，在短期内均对福建产业构成不利。

据此，我们可建立如图 1 所示的层次分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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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 下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  A 

服务贸易  2B   投资保障  3B   经济合作  4B  

海

西

劳

务

人

员

面

临

就

业

压

力 

1C

海

西

产

业

面

临

衔

接

压

力 

2C

 

海

西

本

土

企

业

面

临

竞

争

压

力 

3C

大

陆

产

品

丧

失

竞

争

力 

4C

 

台

湾

企

业

“

强

者

通

吃

” 

5C

 

台

湾

单

向

投

资

7C

 

台

湾

经

贸

投

资

大

陆

化 

6C

 

 

图 1  ECFA 下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的层次分析结构图 

3.1.2 构造判断矩阵 

建立层次分析模型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各层元素中进行两两比

较，构造出比较判断矩阵。通过专家赋权法，对图 1 中的各指标按

照重要程度进行比较打分。 

首先，按照常用的 1~9 标度法构造 A-B 层次判断矩阵，为以后

计算方便，我们将上述矩阵记作 A，简写为

1 3 5 1 7

1 11 3 53 3
1 1 11 35 3 5
1 3 5 1 7

1 1 1 1 17 5 3 7

A

 
 
 
 

  
 
 
 
  

，

以后类同。相应地，我们分别可以写出判断矩阵 1B（相对于货物贸

易，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危险程度）、 2B （相对于服务贸易，各

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危险程度）、 3B （相对于投资保障，各种可能

出现的情况的危险程度）、 4B （相对于经济合作，各种可能出现的

情况的危险程度）、 5B （相对于争端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的

危险程度）。构造出比较判断矩阵后，要对每个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

检验，以保证各判断之间协调一致，不致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在

对判断矩阵进行过一致性检验之后，即可对判断矩阵进行单排序计

算，最终进行各层次总排序计算。在此，我们将一致性检验和层次

单排序计算同时进行。 

3.1.3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在此，我们引入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以外的其余特征根的负平

均值作为度量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的指标，即用 max

1

n
CI

n

 



检查

决策者判断思维的一致性。CI 值越大，表明判断矩阵偏离完全一

致性的程度越大；CI 值越小（接近于 0），表明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越好。 

除此之外，衡量不同阶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我们

还需引入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当阶数大于 2 时，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I 与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之比称

为随机一致性比率CR，当 0.10
CI

CR
RI

  时，即认为判断矩阵具有

满意的一致性，否则就需要调整判断矩阵，使之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3.1.4 层次单排序 

层次单排序，即计算出某层次因素相对于上一层次中某一因素

的相对重要性。在本文中，即计算出 C 层次的各因素相对于 B 层次

中每一因素的危险程度。这里，我们给出一种简单的计算矩阵最大

特征根及其对应特征向量的方根法的计算步骤。 

a.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1

n

i ij
j

M a


 ，i=1，2，……，

n； 

b.计算 iM 的 n 次方根 n
i iW M ； 

c.对向量
1 2, ,

T

nW W W W   …， 正规化，

1

i
i n

j
j

W
W

W





，则

 1 2, , ,
T

nW W W W …… 即为所求的特征向量； 

d.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max
1

( )n
i

i i

AW

nW




 ，其中 ( )iAW 表

示向量 AW 的第 i 个元素。 

利用上述方法，我们分别对上述判断矩阵的各单层次排序进行

计算，并求得一致性检验结果，具体如下。 

对于判断矩阵 A 来说，其计算结果为：

0.3638

0.1588

0.0753

0.3638

0.0383

AW

 
 
 
 
 
 
  

，

max 5.1357  ， 0.0339CI  ， 1.12RI  ， 0.0303CR  ； 

对 于 判 断 矩 阵 1B 来 说 ， 其 计 算 结 果 为
1

0.1047

0.6370

0.2583
BW

 
   
  

，

max 3.0385  ， 0.0193CI  ， 0.58RI  ， 0.0332CR  ； 

对 于 判 断 矩 阵 2B 来 说 ， 其 计 算 结 果 为
2

0.2275

0.1279

0.5629

0.0817

BW

 
 
 
 
 
 

，

max 4.0592  ， 0.0197CI  ， 0.90RI  ， 0.0219CR  ； 

对 于 判 断 矩 阵 3B 来 说 ， 其 计 算 结 果 为
3

0.1095

0.5816

0.3090
BW

 
   
  

，



教育研究 

 61

max 3.0037  ， 0.0018CI  ， 0.58RI  ， 0.0032CR  ； 

对 于 判 断 矩 阵 4B 来 说 ， 其 计 算 结 果 为
4

0.0666

0.3478

0.1726

0.1726

0.1726

0.0414

0.0264

BW

 
 
 
 
   
 
 
 
  

，

max 7.2124  ， 0.0354CI  ， 1.32RI  ， 0.0268CR  ； 

对 于 判 断 矩 阵 5B 来 说 ， 其 计 算 结 果 为
5

0.0636

0.1950

0.0840

0.4624

0.1950

BW

 
 
 
 
 
 
  

，

max 5.1140  ， 0.0285CI  ， 1.12RI  ， 0.0254CR  。 

3.1.5 层次总排序 

依次沿递阶层次结构由上而下逐层计算，即可计算出最低层因

素相对于最高层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优劣的排序值，即层次总排序。

在本文中，在 ECFA 下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可能出现的问

题的危险程度总排序计算如表 1 所示。 

表 1  ECFA 下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各情况危险程度 

1B  2B  3B  4B  5B  层次 B 

层次 C 0.3638 0.1588 0.0753 0.3638 0.0383 
总排序

5

1

( 1, 2, ,7)j ij
j

b c i


 …  

1C  0 0.2275 0 0.0666 0.0636 0.0627 

2C  0 0 0.1095 0.3478 0 0.1347 

3C  0.1047 0.1279 0 0.1726 0.1950 0.1287 

4C  0.6370 0.5629 0 0.1726 0.0840 0.3871 

5C  0.2583 0.0817 0 0.1726 0.4624 0.1875 

6C  0 0 0.5816 0.0414 0 0.0589 

7C  0 0 0.3090 0.0264 0.1950 0.0404 

将层次总排序进行整理得到各个指标的相对优先顺序，如表 2

所示。 

表 2  二级指标权重排序 

指标代号 权重 指标名称 

4C  0.3871 大陆产品丧失竞争力 

5C  0.1875 台湾企业“强者通吃” 

2C  0.1347 海西产业面临衔接压力 

3C  0.1287 海西本土企业面临竞争压力 

1C  0.0627 海西劳务人员面临就业压力 

6C  0.0589 台湾经贸投资大陆化 

7C  0.0404 台湾单项投资 

3.2 模糊综合评价法 

3.2.1 确定评价等级 

评价等级是评判者对评判对象可能做出的各种总的评判结果组

成的一个经典集合，用 V 表示： 1 2( , , )nV V V V … 。其中， iV （i=1，

2，…，n）代表各种总的评判结果。在本预警系统中，将等级分为

五个等级，分别用红、橙、黄、绿、蓝五种信号灯表示，分别代表

非常危险、较危险、正常、较安全、非常安全。 

蓝灯表示目前台湾海峡经济区的状况非常好，未出现任何阻碍

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问题。 

绿灯表示目前台湾海峡经济区的状况尚为良好，短期内无较大

风险。当绿灯变为蓝灯时，表示台湾海峡经济区的运作正朝规范化

和合理化靠近；当绿灯变黄灯时，表示应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调控，

以避免经济区内企业或其他因素向危险区域转化。 

黄灯表示目前台湾海峡经济区的状况处于正常范围内，既无风

险也不算十分安全，可以采取适当措施继续保持该状态或朝安全区

域努力。 

橙灯表示台湾海峡经济区的状况已出现危险势头，如大量福建

本土企业可能面临倒闭的风险，短期内有可能恶化，但也有可能转

危为安。由橙灯转为黄灯时，表明形式好转，可适当放松调控措施；

由橙灯转为红灯时，表示已出现危险，此时应及时采取调控措施，

避免情况继续恶化。 

红灯表示已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闽台构建的台湾海峡经济区

严重偏离了旨在促进两岸经贸共同发展的初衷。对此，相关部门应

立即采取调控措施，使台湾海峡经济区的构建和运作回归正常轨道。 

3.2.2 建立权重集 

所有因素不能同等看待，需要对各个因素赋予相对应的权数，

由权数组成的集合  1 2, , , mA a a a … 称为权重集。
1

1
m

i
i

a


 ， 0ia  ，（i=1，

2，…，m）。在本文中，  0.0627,0.1347,0.1287,0.3871,0.1875,0.0589,0.0404A 。 

3.2.3 单因素模糊评判 

对着眼因素集中的单因素 iu （i=1，2，…，m）作单因素评判，

从因素 iu 着眼该事物对抉择等级 jv （j=1，2，…，n）的隶属度为 ijr ，

这样就得出第 i 个因素 iu 的单因素评判集： 1 2( , , , )i i i inr r r r … ，这

样 m 个着眼因素的评价集就构造出一个总的评价矩阵 R。即每一个

被评价对象确定了从 U 到 V 的模糊关系 R，它是一个矩阵： 

11 12 1

21 22 2

1 2

( )

n

n
ij m n

m m mn

r r r

r r r
R r

r r r



 
 
  
 
 
 




   


。其中， ijr 表示从因素 iu

着眼，该评判对象能被评为 jv 的隶属度（i=1，2，…，m；j=1，2，…，

n）。具体地说， ijr 表示第 i 个因素 iu 在第 j 个评语 jv 上的频率分

布，一般将其归一化使之满足 1ijr  。 

可通过邀请有关专家进行对比评判，就 ECFA 下闽台合作构建

台湾海峡经济区风险的隶属度作出评价： 

如 1 11 12 13 14 15( , , , , )R r r r r r ，即 11r 的专家认为，就海西劳务人

员就业压力这个指标而言是非常安全的，12r 的专家认为这个指标是

较安全的， 13r 的专家认为这个指标是正常的， 14r 的专家认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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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是较危险的， 15r 的专家认为这个指标是非常危险的。类似，

对 剩 余 6 个 指 标 进 行 专 家 评 定 ， 结 果 可 记 为 ：

2 21 22 23 24 25( , , , , )R r r r r r ， 3 31 32 33 34 35( , , , , )R r r r r r ，

4 41 42 43 44 45( , , , , )R r r r r r ， 5 51 52 53 54 55( , , , , )R r r r r r ，

6 61 62 63 64 65( , , , , )R r r r r r ， 7 71 72 73 74 75( , , , , )R r r r r r ，

据此可得到单因素模糊关系矩阵：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24 25

31 32 33 34 35

41 42 43 44 45

51 52 53 54 55

61 62 63 64 65

71 72 73 74 75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 

3.2.4 多因素模糊评判 

所谓模糊评判就是综合考虑所有因素的影响，得到全面而且正

确的评判结果。从因素集 U 到评判集 V 的模糊变换，B=A*R 表示对

评判对象的模糊综合评判结果，即：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24 25

31 32 33 34 35

41 42 43 44 45

51 52 53 54 55

61 62 63 64 65

71 72 73 74 75

(0.0627,0.1347,0.1287,0.3871,0.1875,0.0589,0.0404)*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B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

1 2 3 4 5( , , , , )b b b b b ，把各项数据带入可计算出 1b ， 2b ， 3b ， 4b ， 5b 。 

3.2.5 确定评判结果 

对综合评判指标 jb （j=1，2，3，4，5）进行归一化处理可以确

定评判结果， jb 为归一化的模糊综合评价指标。该指标确切地表明

了评判对象总的评判结果中各评判等级所占的百分比。经计算得到

评判结果 1 2 3 4 5( , , , , )B b b b b b      。评价结果表明，专家们将各因素同

时考虑时， 1b  的专家认为非常安全， 2b的专家认为较安全， 3b的

专家认为正常， 4b的专家认为较危险， 5b的专家认为非常危险，此

时 ， ECFA 下 闽 台 合 作 构 建 台 湾 海 峡 经 济 区 的 危 险 状 态 处 于

1 2 3 4 5max( , , , , )b b b b b     的专家认为其所处的状态。 

4.小结 

闽台两地独具的五缘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以及两

地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迫使其在区域经济发展迅猛的背景下构

建台湾海峡经济区。台湾海峡经济区是客观规律，是历史驱动，是

民心所向，也是福建谋求更大发展的最佳出路，更是推动两岸经济

整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随着 ECFA 的签署和实施，

闽台合作构建台湾海峡经济区获得了诸多政策保障，使闽台经贸合

作如火如荼，但在发展的背后，也存在不少隐患。在此，建议两岸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遵循“互信互利、求同存异、先易后难、

逐步推广”的原则，建立必要且完善的制度性沟通渠道，构建民间

层次和政府层次相结合的机制，进一步加快闽台经贸合作步伐，为

两岸乃至全国人民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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