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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商投資大陸的區域選擇除了以原先華南沿海、華東及西南為主外，東北與華北地區逐漸受到重視，一方面是上述地區競

爭日益激烈，原物料、土地與人力資源成本漸高，另一方面各地區地方政府亦透過其地區性的優勢重新定位與推廣，特別

是包括了北京、天津與青島的華北地區有日漸受到台商重視的趨勢，許多的大陸投資研究也較少提及此區域。 本研究即旨

在探討影響台商投資華北地區因素探討，並以台商協會會會員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文獻探討中了解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的歷

史、演變與未來發展得出九大經濟區域的劃分，進一步九大經濟區域分析與歸納，得出未來華北地區將是下階段台商進入

大陸的重要新興投資據點，依此分析影響台商華北地區因素的幾個面向。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與理論分析，獲致以下結論

: 一、自然環境優勢是台商選擇華北地區的主要因素。 二、法制環境為台商考量的負面因素。 三、其它環境因素(基礎建設

、公共設施、社會環境、經濟環境、經營環境)等因素為台商考量的滿意因素。 四、已投資華北台商普遍看好其未來發展

。 五、原投資華北地區台商成為主要的投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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