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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化、全球化與台灣經濟發展 

2004/7/24 民主學校 
瞿宛文 

 
 
台灣經濟發展的前途何在？台灣的經濟願景在哪裡？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

政策來達成這願景？我們是否在往正確的方向進行？ 
在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中，我們會發現兩岸關係已經成為關鍵所在。以下我

們將先討論大陸經濟的崛起，以及台灣產業在其中的利基位置，再探討我們應有

何種相對應的經濟政策，以及相配合的社會政策與制度改革。結論是我們必須在

全球化的框架下，積極經營兩岸經濟關係，這是我們有條件有利基去做的，同時

為了維護台灣經濟在全球經濟的位置也必須去做，積極與消極意義皆然。同時，

必須建立新的社會福利制度，來照顧農業與全球化的受害者，維持社會的公平正

義與長治久安。 

 
大陸經濟崛起的全球意義以及因應之道 

1. 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之一──以實質價值計算，近年來全球經貿成長部分
有四分之一來自中國大陸，美國不再是全球唯一的火車頭 

2. 世界的工廠 
3. 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 
4. 大陸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最重要的投資地區 
5. 全球各地，尤其亞洲國家，都在努力找出因應之道 
6. 對台灣也一樣，積極因應是唯一途徑 
7. 應將我們的資產作正面的運用，而不是成為負面 
8. 運用累積能力幫助大陸發展，有助自身成長，也為兩岸和平提供基礎 
9. 亞洲區塊正在形成，必須積極介入這以大陸為中心的區域，促使中國擔
任正面和平的角色 

 
台灣產業在全球之利基 

1. 代工致富，累積了幾十年國際市場運作經驗 
2. 但在先進市場升級到品牌模式很困難 

  在先進市場缺乏品牌利基 
  無足夠國內市場支撐 

3. 在大陸市場則不同 
  相對於先進廠商有優勢，市場與文化利基 
  準國內市場─做品牌的機會，進行基本研發與產品創新 
  並結合文化特色，作為進一步全球化的基礎 

4. 不過這些發展前提是解決兩岸政治對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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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中華市場─東亞─亞洲─全球 
6. 大陸市場是全球廠商競逐之處，經營大陸市場，並非只是大陸化，還是
全球化的一環。這是台灣產業有利基之地 

 
經濟政策因應 

1. 儘速尋求和平解決之道，降低兩岸對立 
2. 儘速三通，協助維持垂直分工模式 
3. 放寬人力流通，補充台灣缺乏的人才 
4. 以政治協商方式尋求兩岸在高科技及重點產業合作發展之道 
5. 全球化環境下，管制產業資本的流動絕非良策  
6. 以公開透明的資訊管道與治理方式，來監督企業與資本的流動 

 
全球化之下經濟社會制度的調整 

1. 所有先進國家都在做調整，調整社會福利制度、勞資協商機制，要建立
新制度來補償在全球化中的受害者，維持社會公平與正義 

2. 台灣在加入WTO之後，並未做好這部分。這不只是兩岸關係的影響，
是全球化的影響 

3. 台灣特殊的財政問題──因與大陸對立而帶來的高額軍費與資本補貼
問題，加劇財政的危機 

4. 若兩岸能建立和平關係，可減少軍費，可減少對資本的補貼，賦稅負擔
應公平化，稅收應可增加，可用來增加社會福利 

5. 建立新的社會福利機制、勞資協商機制，來因應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臺灣正在被快速的邊緣化，我們必須積極正面的經營兩岸經濟關係，我們有

條件有利基去做，這有助於兩岸經濟的成長，也有助於鞏固臺灣在全球經濟的位

置。同時，為了因應全球經濟競爭的影響，我們必須建立新的社會福利制度，來

照顧農業與全球化的受害者，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與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