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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放服務貿易的兩極交鋒

自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簽署以來，學界反對聲音中最犀利的當屬台大經濟系主任鄭秀玲。她的憂慮
引來不少學者的回響。鄭教授的基本論點是，由於官員怠忽職守，失誤的談判與簽約，讓開放後
的台灣將面臨嚴峻的考驗:一方面中資入侵，台灣弱勢產業面臨倒閉之虞，而連帶而來的失業率攀
升，勢必危及整體經濟；另方面，台灣專業技術人才大量外流，產業升級不及而導致經濟弱化，
其結果卻是反向壯大了中國。在中國謀取台灣的圖謀不變之下，台灣將同時面臨經濟與安全的兩
重挑戰。

      對此論點，陸委會副主委林祖嘉反駁說，兩岸服貿協議只開放中資來台投資，並沒有開放
中勞來台工作，而政府對中資來台，都有事前審查、事後管理及違規處分等，早已建立一套管理
機制，到目前為止，都未曾發生中資大量來台或是台灣產業被獨占、寡占或壟斷的情形。他又表
示，中資來台投資服務業，必須運用臺灣的人力資源，會帶來更多就業機會；而在市場開放清單
中，我方開放的64個項目，只有37項是新增的中資來台投資開放項目，台灣業者在這些項目也具
有很好的競爭力；相反地，中國開放的80項都超過WTO承諾水準，包括電子商務、證券業、銀行
業、文化創意產業、運輸物流業、環境服務業、醫療照護產業等。馬英九總統對簽署也持正面看
法。他說，台灣的洗衣業已經開放22年，目前為止外資與僑資共只2家來台投資；相對的台商「
象王」赴中國投資，在中國開了800多家洗衣店十分成功，「自然美」美妝也在中國開了1173家
分店，而85度C咖啡在中國開了400多家分店，而對岸市場很大，台灣的服務業在中國有競爭力，
開放對台灣有好處。馬英九表示，台灣的服務業也有其特色，具有在地性，不怕中資來競爭，即
使開放投資，對岸雖然來了398家中資企業，但幹部只來216人，平均一家不到1人，但它們卻提
供台灣6000多個就業機會，因此不必擔心中資入台的問題。 

     
將上述正反兩種論述對照來看，實際上，馬政府的回答並未解除鄭秀玲等學者的疑惑與擔憂: (1)
目前政府對於中國人進入台灣後的活動並無法有效規範。當前很多需要密集勞力的工作項目，如
家庭或醫院看護以及飯店和餐廳等等，皆有越來越多的中國雇工的趨勢。他們利用各種名目進來
台灣從事這類工作，這已是公開的秘密。政府行政管理機制失能，而執政黨高層又怕過度取締影
響兩岸關係，不敢大刀闊斧處置。民眾對於政府的治理能力，早已沒有信心，自然對於政府在中
資入台的管理能力與決心上，亦不敢輕信。(2)吸納台灣人才納入中國的做法，本來就符合中國藉
大市場掏空台灣人才，並讓台灣被高度吸納入中國經濟體系的一貫戰略。開放有助於該戰略的圓
滿達成。(3)未來中資一旦懷著統一台灣的政治目的，夾其龐大資本、通路或網絡優勢，以一條龍
式地入侵台灣，除非兩岸事前有針對這一項經濟安全上進行談判與約束，否則，後果堪慮。服務
貿易開放後，一旦中資進入連鎖店的經營，將可能進行掠奪性訂價及傾銷，並憑藉市場與資本規
模而對於貨源加以壟斷，並逐漸把台灣業者先行擠出關鍵市場。其後果是，除了弱勢企業將大量
倒閉，造成大量失業外，失業增加也將使家庭的開銷減少，連帶造成消費力減弱，進而導致更多
的產業倒閉與百業蕭條，同時，中資也將因壟斷通路與市場，或壓榨消費者或主導商品文化的內
容與走向，而侵蝕台灣市場可貴的多元性與特殊性。由此論述對比可以看出，馬政府的分析過於
單面且缺乏經濟安全上的未雨綢繆，同時對於北京的大戰略，也缺少必要的警覺與防範。

貳、大中國主義的勢力在台灣將日趨茁壯
   

      服務業不同於製造業，其資源除了資本外，多半立基於人。於是，過程中不免涉及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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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文化認知、政治認同與族群認同等等成份。尤其當兩岸經貿交流又有政治圖謀的操弄
時，將使已飽受統獨撕裂的台灣更加不堪。就以目前中國學者或中國留學生在台灣各種媒體或意
見交流場合的大中國言論以及某些傾中傳媒不斷擴大影響力看來，誰會相信服務貿易的開放只是
個純經濟的議題? 

     

      馬政府說只讓中資進來，不會開放中勞，但實在難保不會是，中資先一腳踩進來，而中國
勞工後面跟進。即便中勞暫時不進來，基於鄉情或關係是找工作的主要憑藉，中資雇用目前在台
具有中國身分或背景的中配或短期依親的中國人，其可能性很大。服務貿易對中資開放的結果正
為這些人找到了工作的入口，成為中國人進入台灣的一塊安全島。事實上，現在非法雇用中國人
於家庭或醫院看護以及飯店和餐廳等，大有人在。服務業中那些資本額較小、技術要求與進入門
檻較低，對於入台之中國人提供了方便之門。開放這類產業讓中資來台，將間接有助於變相鼓勵
中國人以各種名目登陸台灣。如此一來，中勞雖暫時未被放行入台，但該族群的發展卻以另種方
式在擴大。未來，中國人的社群會越來越壯大。

參、中資大舉入台是遲早的事
   

      這幾年中國國內為資金過剩而苦。中國的外匯存底截至2013年3月底為3.44 兆美元。央行
為收購外匯儲備需要發行大量本國貨幣，因而造成流動性過剩的現象。除此之外，又有大量的外
資流入中國。流動性過剩的結果是大量的資金追逐房地產、基礎資源和各種金融資產，而形成資
產價格的快速上漲。近年來中國飽受通貨膨脹之苦；2011年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5.
5%。2008年9月以來出現的世界性金融海嘯，香港成為中國資本最佳的避難所。結果，熱錢不止
推高香港的股市，房市也上漲10%以上。未來，兩岸服務貿易開放後，台灣將可以成為中國資金
的另個去處。據了解，受稅務及清算機制影響，中國銀行台灣分行的有關定存息率，顯著高於中
國銀行香港分行，而港台兩地的清算戶口利率差距，長遠或導致香港人民幣資金流向台灣。未來
，服務貿易協定一旦生效，勢必有更多來自中國與香港的資金進來台灣。而除了一般資金的流動
外，最需注意的是具有政策使命的中資，或收購企業或收購資源或投資金融，大舉入台，正如過
去大舉入港一般。 

     大量資金進來台灣後，誠如前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所提出的警告:中共背地裡以經濟實力干預
選舉，插手香港政局，扶植親北京政黨、民間組織和民主派對抗，讓有錢人不敢捐款給民主黨等
；而某些因為自己做生意，必須與親中企業合作，只好聽從指揮。這正是以經濟利益影響政治立
場的作為。長遠看，在中國，台資和中國社會經濟體系既分不開；在台灣，中資和台灣的社會經
濟體系也同樣益趨緊密連結。在北京高舉「中國夢」的同時，經濟、科技、文化合作和交流將賦
予更多的大中國意涵，可想而知，大中國主義者會期待透過媒體與文化事業，有計畫地將台灣文
化或意識界定為中國文化或意識的附屬。兩岸地理位置近，語言與文化近似，復以中國戰略併吞
的措施綿密，使得經濟的重組效應更為加速。服務貿易協定簽署後，台灣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的
門戶將更見洞開，而隨著中國學歷承認的範圍的擴大，台灣子弟赴中國留學有機會返回台灣就業
者隨之增加，也將促使部分學生流向中國就學，這將進一步使得台灣的學生來源出現短缺的現象
，而尋求中國市場的補充，乃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需求。在交流日益密切的現實下，大中國的因
素也將會在教育體系蔓延開來。

肆、大中國主義者在台灣將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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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香港經驗看，中資企業曾很技巧地支持慈善、青少年教育和環保等公益事業，樹立服務
香港、惠澤社群的良好形象。這個做法一旦被複製於台灣並與未來海協會台北辦事機構相配合，
便可發揮最佳的統戰做法，結合政商、地方派系中的親中勢力，讓台灣主權獨立與民主多元的聲
音，受到壓抑或排擠。不僅如此，即連黑社會也是其做工作的對象。黑道老大白狼張安樂回台灣
前在上海召開記者會，公開支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當晚有六百台商在上海為其送行，便
是一例。問題是，台灣會出現支持獨立的黑社會與之抗衡嗎?至少，目前並未看到。 

      負有政策使命的中資一旦大舉入台，其令人關切者不再只是經濟而已，更重要的是政治。
這些中國資本如何透過規則與法律的保護傘，有效地滲透與繁衍開來，它不會僅止於一個行業，
而是多角化經營，同時，它也會尋求與台灣本地「大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利益結合，透過民主機
制，利用政策漏洞，進行公共資源的掠奪或壟斷。中國目前透過各種管道留在國際市場的私有資
本才佔1%。換言之，約99%的外流中資是國有的，其範圍包括大型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各省市
企業。於是，一旦中資大量來台，其對於台灣的潛在影響力便會跟著增強，北京對台灣政治影響
力的增加也必會上升。在自由的市場經濟裡，當一個企業體背後是一個大集團，而且有操控政策
的能耐，一般人對於市場是否會遭到壟斷，都保持警惕，更何況，中國對台灣有領土併吞的野心
，其影響所及已不止於市場的壟斷與支配，而是政治生活的掌控。但，台灣做好準備了嗎?如果台
灣的政府也充滿大中國主義者，那麼，期待它扮演起防禦台灣主體性的角色，無乃緣木求魚。而
期待民間自發性組織，其實已相當無奈與無力了。 

      對媒體與廣告的可能操控，也是中資統戰工作的重點涉入項目。台灣的媒體一旦對中資開
放，等於對紅色資本開放。在沒有強有力的勞工組織為後盾，勞資關係不對等的狀況將使媒體工
作者，往往為了保住飯碗，被迫向政治正確與商業利益低頭。在香港，便時有中聯辦打電話給媒
體高層下指示的情形。而檢視過去中資投資港澳的經驗，操控港媒、股匯市牽制政局，時有所聞
。目前台灣已有媒體公開在社論呼應北京的對台政策，可謂端倪初露。 

      透過與中國有緊密關係的商人，涉足相關服務業，也是統戰的手法之一。入境後的中資可
望成為結點。北京向不少媒體老闆招手，最有效的方法是將他們納入中國的政治諮詢組織。政商
掛勾，最能保障利益。而此一手法勢必會大量複製在一些與中國內需市場相關的行業。北京在香
港利用商業網絡的經驗是，凡有重大議會選舉，中資也會配合中央，支持親北京候選人，並居中
協調和派人拉票。中國旅行社董事長張學武便曾表示：「在港中資企業的員工，要牢記『在商言
商、在商言政』的雙重使命、政商一體的雙重功能。服貿協定簽署後，台灣體驗香港處境的日子
也近了。一旦走到這個田地，台灣幾十年爭來的民主競爭體制將遭到扭曲、污染，甚至摧毀。

伍、嚴重的後果與回應對策
   

      為了兩岸關係的發展與穩定，政府間的交流與協商無法避免，但兩社會的差異應作為談判
議題，並在談判時，列入討價還價的範圍。否則，開放對台灣終究是不利的。台灣畢竟是個相對
守法與透明的社會，中資來台相關的辦法越訂越多後，其資本所受的掩護將越趨成熟與完備。相
反地，中國社會相對不守法並多條框限制，台灣能「登堂」，卻未必能夠「入室」。制度化的機
制反而提供中國官方展現意志與介入兩岸事務的一個平台。政治有機會將手伸入商界，這毋寧是
引狼入室之舉。有趣的是，馬英九竟在今(2013)年7月25日公開表示，如果把台灣要發展觀光業，
但「關」起來就不「光」了，所以一定要開放。此說無疑地是在誤導問題的本質。實際上，綠營
或一般民眾並沒有人會反對開放，大家要求的是治理的改善。馬避開民眾對於治理問題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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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扣別人「反開放」的帽子，令人啼笑皆非。 

   兩岸服務貿易的大門互開之後，其所產生的政治涵義即是:台灣的精英人口階層陷入「統一」
的大環境，而台灣境內守城的老弱殘兵，卻面臨中國大軍團式企業入台後，可能的支解與消滅，
以及大一統意識的大行其道。而後續海協會辦事處的設立，將使北京入境的勢力更堂而皇之。這
兩種正反不同的場景合併起來，即宣告台灣更進一步鎖進中國的統一架構。 

      兩岸服貿協議對中國的開放項目中，甚至有十分敏感的，包括電信、入口網站、廣告、港
埠碼頭、礦脈探勘與橋樑隧道管理等。此等開放將危及國民之隱私權、言論自由、通訊自由乃至
於媒體獨立性與國土安全，對國民的基本權利及民主體制勢必造成重大影響。中資大都為國營企
業，是為中國共產黨政府服務，不怕暫時的或策略性的賠錢，其最終目的是期望透過對資源的掌
控而主導政治發展。中國公布的《陸資入台通知》更規定入台中資不得違反統一和國安，還規定
要嚴格監督企業是否違反規定。開放中資來台後，在台的中資加上他們可以影響的企業，將自動
形成為中國利益代言的龐大「親中集團」，為北京的政治目的服務。過去台灣企業表態支持兩岸
統一的例子，不勝枚舉。 

      那麼，台灣應當如何防範?綠營應預想十年後的變遷，及早做好面對大中國勢力登陸的防
風林，尤其是強化民眾對台灣土地與文化的認同。並且，在民進黨重返中央執政尚未完成之前，
應積極建立一些足以讓中資遭受透明化監視的機制，並應善用綠營執政縣市、立院黨團、黨部以
及民間社團，進行策略連聯盟的批判與揭露，讓馬政府無法推諉與怠惰，而中國共產黨的圖謀無
法順利得逞。

作者顏建發為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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