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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問題與民族主義  

 

    在最近犀牛角的事件中，媒體上盡多是義憤填膺﹑充滿著民族主義情緒的
反應，好似幾位外國保育組織人士，又再度代表著西方帝國主義，要運用外力
來干涉我們的內政。在現今正走向國際化的台灣，「帝國主義」這字眼以這種
方式在這種場合出現，也是相當錯亂的現象。 

    現今各工業先進國家中的環保與保育團體，很多都開始將貿易問題與環保
或保育目標相連，也就是將貿易管制措施，當作促使本國或他國政府提高或執
行環保或保育標準的武器，這在當今自由貿易區風行之時，更形重要，因為環
保人士深恐，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競爭壓力，會使得各國的環保標準向最低的標
準看齊。世界環保組織之一綠色和平組織還有自己的船隻，曾以阻擋日本捕鯨
漁船以及法國核試而出名。在這樣的背景下，會有犀牛角事件發生也無足為
奇。這些西方環保人士確實不尊重當地「國情」，而台灣一般的反應，也十足
的顯現了一般人尤其媒體對外界了解之不足。 

    其實這些環保及保育組織在其國內還只能算是弱勢的民間團體，為什麼他
們的一些抗議行動會在台灣引起如此大的反響？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台灣做為
國際孤兒，很在乎形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為對方在發起拒買台灣商品
的運動，而眾所皆知，台灣經濟是以出口為命脈，任何威脅到出口的行為，都
不能以等閑視之。 

    所以這抗議能有效果，其前提是台灣這整體中，有一些利益是被威脅到
了，有一些利益團體是有求於對方的，即台灣的出口廠商要將產品販賣到英國
市場去。而英國環保團體就以其對英國消費者之影響力，來要求台灣政府執行
對犀牛角的管制措施。當然台灣政府其實可以不理會這威脅，因而維護台灣犀
牛角使用者的利益，但卻可能損害到台灣出口商的利益。也就是說，當政府選
擇去執行對犀牛角的管制措施時，其實也是在台灣內部兩種利益團體間做了一
個選擇。 

    若只是責怪外國環保團體，而忽略本國內利益團體間之衝突，其實是在假
設他國讓台灣出口品進入其市場是一種天經地義的事，因而認為英國環保人士
之罪過在於以損害台灣出口權利為要脅，不顧國情﹑干涉內政。但這種假設當
然是太過於天真，國與國之間是力量與利益的問題，哪有權利可言。 

    所謂的自由貿易，嚴格來說是從未存在過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向來充滿
著各種障礙，只是程度有差異而已。在1960's以及1970's年代，美國在各方面都
還是相信自己國力強盛﹑為一代霸主，所以美國市場在那時期相當開放，而同
時，美國因為在政治經濟上要圍堵中共，所以在貿易上對東亞小龍特別寬容，
而那時期台灣也仍然是個貿易小國﹑落後國家，因此那時台灣可以對進口設有
多般限制，但仍大量出口到美國去。近年來，被巨額貿易赤字所困的美國，到
處以貿易制裁作威脅，來促銷他自己的出口品。就世界貿易歷史而言，開放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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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是常態，貿易戰爭也不是少見。其實台灣政府現在也在運用六年國建的訂
單，來進行各種非經濟交易。 

    所以台灣近年來所進行的自由化，其實也是一種相應於台灣的經濟地位所
作的必要調整。既然要出口，就要他國願意接受這樣的進口，但當台灣的貿易
量不再是少的可以忽略時，他國就會對於貿易條件提出各種要求，因此台灣就
必須漸漸修正對進口的限制，譬如犀牛角等。 

    以出口為主幹的台灣經濟體，其實已經高度的介入國際經濟之中。每項貿
易談判之中，都牽涉到各國間不同利益的交換，也就是說，貿易談判就是各國
代表拿本國內部的各種不同利益互相作一些交易，必然牽涉到犧牲某部份來保
護另一部份的利益。犀牛角事件雖然不是政府正式部門所進行的貿易談判，但
也具有類似的性質，也牽涉到本國內不同團體利益的消長。在這種情況下，以
激動的民族主義情緒高喊反對帝國主義，不單是無法認清真相，更是於事無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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