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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沒有替代品 

    在十月底時，民主進步黨舉辦了一場「政策白皮書草案」發表及研討會議，
這是一個相當值得肯定的舉動，在當今媒體上的議題多半被眼前短期的人事及政

爭所籠罩之下，任何對政策的討論都有其正面意義，更何況一個主要政黨確實也

應該有一套明確的政策方針。 

    這草案中當然有一部份是「台灣經濟發展藍圖」，其主要內容最先就是討論
「國際關係的調整方向」，其中首先處理的就是與大陸的經貿關係，而這確實是

現今就台灣經濟發展而言最重要的議題。草案一開始就承認，雖然有些經貿來往

可能不會違背國家安全與全民利益，但有些則是會的。它將之歸罪於國家認同教

育的不足或混淆，而不真是有人要忽視整體的利益。 

    因此這部份的結論即認為，若能「主動宣告台灣人民的自主權」，則對大陸
經貿上依賴關係的政治顧慮就可減輕，因此就可放寬對兩岸經貿的限制。也就是

說對於要如何規範台商對大陸的經貿行為，這裡所提出的卻是一種政治解決，即

只要宣告自主，就不必規範台商的行為。 

    對於如此之方法是否能解除在國家安全上的顧慮，想來應是自明，也不是此
文探討之範圍，但是要討論的則是，如此一來其實也等於放棄了制定政策的原

意，也等於不願意對台商對大陸的經貿行為做出任何規範，也不願處理其所必然

帶來的對大陸依賴度增高的後果。 

    這兩三年來，兩岸經貿關係快速加深，在國際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大
陸轉口市場也成了台灣出口成長的主要來源之一。大家都會同意對大陸經濟關係

上的加深，在現今的政治情勢下，必會有政治上的影響，應該是公共政策處理的

對象，只是該如何處理，是否有政策工具可用來處理這問題，則是另外的問題。 

    但是很清楚的，這兩年來，政府對於台商到大陸的經貿行為的對策，從將去
投資者判刑到今天這只差三通不行的情況，是有了極大的變化。不過在這過程

中，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即政府政策是極為被動的，是被情勢推著走而演變的，

是台商在造成既成事實迫使政策追隨，所以幾乎是台商在制定政策，而不是一個

所謂應該以全民利益為依據的公共政策。 

    對於執政黨如此的政策制定模式，反對黨照理應該提出批評，並且提出適當
的相應的政策主張，而不是如上述的歸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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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裡所討論的雖然是政策問題，但也顯現了一種在台灣相當普遍的「不
擋人財路」的心態，而這態度與政策制定的理性原則是不相符的。政策通常意味

著依據利益的先後次序，對某些行為作一些規範，因此不可能皆大歡喜。在台灣

或許因為經濟成長快速，人們對於分配問題比較不會看成是零和賽局(zero-sum 
game) 般的嚴重，比較不會認定說他人的「得」必是自己的「失」。但是公共政
策必然牽涉到利益分配的問題，以及後果承擔的問題。別人少交一點稅，必然意

味著自己要負擔多一點。如果這種問題不去面對，必然會讓既得利益者捷足先登

分配掉大部分的利益，而讓其他人分擔後果。 

    在「發展藍圖」中也期望以參加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開發東南亞，來作為對
大陸經貿關係的替代品。與東南亞加深關係是可行並且也已經在進行，但是問題

是未必能在重要程度上取代大陸。而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則是絕不可行的方案，

因為對方不會接受。美國近年來早就為了台灣對它的貿易順差，而一直威脅要採

取各種貿易報復措施，若台灣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則對美貿易順差必會因為關

稅降低而更加擴大，如此對美國不利的安排當然不會被接受。 

    台灣的經濟與美國﹑日本的關係已經太深，不應該如藍圖中所說加深與這兩
地的關係。台灣與日本的貿易逆差在今年已經創新紀錄，更加顯現台灣在貿易上

在技術上，對日本的依賴與日俱增。若在如此情況下，台灣與日本組東亞自由貿

易區，則日本的產品能更加自由的進入台灣市場，屆時貿易赤字將創更高的記

錄。所以台灣應該降低與美日的關係，而實際上台灣出口分散到歐洲市場在前兩

年確實已經有相當成績，只是近日的不景氣與歐市的成立對這方面進一步的發展

罩上陰影，但進口對日本依賴則沒有消減的趨勢。 

    這種情況也清楚的顯示，在經濟上要「調整國際關係的方向」，並不是那麼
容易，也不是輕易就可以找到大陸市場的替代品，不然台商為何如此趨之若騖。

這更說明了制定對大陸經貿關係的政策，實在是當務之急，是無法逃避的一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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