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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潛藏經濟危機與台灣因

應之道」座談會討論紀要 
 

●陳雪琴／記錄整理 

 
 
時  間：2006年7月15日 (星期六 ) 

上午9時～12時  

地  點：台灣國際會館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 持 人 ：陳隆志教授（台灣新世紀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  

報 告 人 ：  

 張清溪／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楊家彥／台灣經濟研究院研六所副所長  

與 談 人 ：  

 黃天麟／前國策顧問 

 王塗發／立法院立法委員  

 

與會者：陳逸南先生（台灣北社社員） 

 根據剛剛兩位報告人、與談人的說法，

個人認為2000年以後台灣產業西進中國的

原因，有二：一、親中國的立法委員帶頭

去中國投資；二、經濟犯都逃往中國，譬

如 在 美 國 開 記 者 會 的 陳 由 豪 以 及 伍 澤 元

等，他們不知道掏空了多少錢，目前都逃

到中國。2000年政黨輪替後，一些心術不

正的人都逃往中國，而一些立法委員也跑去

中國投資，這些人都應該自我檢討。 

與會者：羅榮光秘書長（台灣聯合國協進

會） 

 政府是不是可以公佈，到底有哪一些立

法委員到中國投資的證據，民進黨應該好

好收集這些名單並將它公諸於世。另外，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有沒有針對台商投資中

國的趨勢，成立一個工作因應小組，不時

將此訊息傳播給更多的台灣人民，特別是

生意人，我希望民進黨有更積極的作為，

讓國人知道到中國投資的風險與危險性，

我期盼民進黨能夠公佈有哪些立法委員到

中國投資，不要同事之間互相隱瞞，如此

一來可做為下次選舉投票時的參考。  

與會者：沈國椽先生（良洲科技公司） 

 一、關於中國一胎化的後續影響，我大

致上認同。可是政府在考量上，經濟發展

有個陷阱要去避開，是不是一胎化政策所

造成。  

 二 、 為 何 經 濟 部 的 立 場 較 偏 向 投 資 中

國 ， 但 行 政 院 或 總 統 府 的 立 場 較 偏 向 管

理 ， 而 李 前 總 統 為 何 要 考 慮 讓 廠 商 留 下

來。我的看法是，留在台灣的廠商多數效

率是不好，當初會選擇留在台灣是因為要

增加就業機會。廠商到中國發展，中國不

僅是市場也是生產中心，所以去大陸效率

會比較好，可以佔商機，成本也比較低。  

 另外，為什麼越南不是一個良好的投資環

境，越南雖然有機會、成本又低，但和中

國相比，台商到越南語言不通，且文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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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台灣不相同，台商假如不以政治立場 考

量，而以經濟立場考量會選哪一種？  

與會者：黃振銘執行長（台灣新聞報） 

 以政治立場觀看台商投資大陸的行為的

確存在很多盲點。投資行為是一個經濟的

行為，主要考慮的重點在於利潤的取向，

這可以解釋為何台商到中國投資的原因，

就是考量到中國投資是可以降低其成本。

因此，我認為台灣要降低對中國的投資，

不能完全利用法令的限制，而是應該先改

善台灣內部的投資環境。  

 我本身也是位律師，過去接觸過很多生

意 人 ， 他 們 認 為 在 台 灣 無 法 繼 續 生 存 下

去，就是因為生產成本高，同業只要有人

到 中 國 去 投 資 ， 就 會 改 變 整 個 行 業 的 生

態，留在台灣同業無法與到中國投資的同

業競爭，最後使得每一個人都要去中國投

資，才能繼續生存下去。因此，我們在台

灣思考這一類的問題，必須要考慮到產業

在台灣繼續生存發展，是否能夠以此條件

繼續在國際市場和別人競爭？我認為必須

從此角度來看，才能瞭解生意人的心態，

也比較能解決這個問題。  

 另一個可以解決台灣經濟向中國傾斜的

方案就是開放外勞。廠商的成本考慮中，

勞動成本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台灣目前對

外勞是採取人員總量管制，外勞的薪資適

用於本國的基本工資。我認為現在應該開

放外勞，可讓台灣的勞動力供應增加，而

且協助在台灣設廠生產的廠商，沒有欠缺

勞工的疑慮。此外，台灣的廠商在國際市

場上與其他國家競爭，包括在中國與越南

投資設廠的對手，他們的勞動成本比台灣

勞工的成本少太多。以目前的生產環境而

言，假使我們的勞動成本無法降低，在台

灣投資生產的台商在國際上並無競爭力，

所以，我認為外勞的薪資應該不適用於本

國的基本工資。開放外勞、增加以台灣作

投資、實施「基本工資不適用於外勞」，

鼓勵台灣的生意人以台灣作為生產基地，

政府協助降低成本並增加國際市場上的競

爭力，如此才是解決台灣經濟向中國傾斜

問題的方法。  

與會者： 

 剛剛報告人有提到台商的迷思就是要降

低 工 資 ， 但 從 工 程 業 來 看 ， 除 了 工 資 之

外，效率也是一個問題。我曾代表經建會

訪問一些台灣的面板商，他們說台灣的工

資是中國的七倍，如果乘以效率，台灣只

有中國的二倍而已，但台灣的土地成本卻

比中國高很多。  

 事實上，台灣的產業如果沒有人去中國

投資就不會有事情，譬如台灣的筆記型電

腦 產 量 佔 世 界 總 量 的 80％ ， 結 果 五 年 之

後，台灣最後的一條生產線在今年就不見

了 ， 主 要 原 因 一 旦 是 有 人 到 中 國 投 資 以

後，其結果使得台灣的生產力從世界筆記

型電腦產量80％的佔有率降到趨近於零。

這是執政者要去瞭解的問題，同時也可以

說明，雖然產業界有其要求，但是追求低

工資並非唯一的要求。因此，執政者應該

要針對上述的事實，好好考慮深思才行。  

與會者： 

 我認為如果在台灣可以做生意，就儘量在

台灣做生意，但是我有很多同學去中國做生

意。我 建 議 主 辦 單 位 以 後 舉 辦 這 類 座 談

會，應該邀請那些到中國投資的台商來參

與，大家一起討論廠商出走的原因，如此

才能對症下藥。譬如南進政策，國民黨時

代 也 曾 說 過 要 推 動 南 進 政 策 卻 沒 有 成 功

過 。 所 以 我 認 為 應 該 邀 請 台 商來參加會

議，好好瞭解他們出走的原因，中國那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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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為何還要過去投資？另外，我曾聽高為邦

先生說過，台灣是否給外勞的工資太高，反

而造成台灣失去競爭力，不曉得各位的意見

如何？ 

與會者： 

 剛 才 有 人 提 到 中 國 投 資 是 比 較 有 效 率

的，我認為事實上並非如此。台灣發展經

濟的目的在於使更多的台灣人民有較好的

生活水準，而不是為了發展經濟而追求經

濟的發展。換言之，台灣不是一個經濟特

區，討論台灣經濟的發展不應該被視為生

意人的問題而已，必須從長計議，只顧引

進 外 勞 ， 而 影 響 台 灣 其 他 的 老 百 姓 的 生

活。台灣不是只有生意人和外勞兩種身份

的人，一般人民要有穩定的工作保障，國

家才會安定。  

 另外，如果外勞的薪資沒有維持一個基

本的保障，恐怕會導致台灣勞工更大的失

業衝擊。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其它的成本

太高，比如說買一棟房子要好幾千萬元，

這是什麼樣的社會？社會進步的一些利益

好 處 ， 全 都 跑 到 生 意 人 或 資 本 家 那 邊 去

了，受害者反倒是這些勞工。所以，我認

為大家談到成本時，就認為其中最大的比

率來自勞工成本，台灣勞工的所得水準，

跟其他國家比較起來，並不是最高的高，

最大的成本應該是其它的成本。  

報告人：張清溪教授 

 剛剛有人提到中國一胎化的問題和台灣

節育的家庭計畫來比較，我認為中國的一

胎化政策是強制性的，現在還存在這個問

題。中國的一胎化最後變成是貪污腐化的

工具，因為推動一胎化政策的力道太強，

造成社會承擔不了，造成很大中國人口結

構的問題，這一方面跟台灣推行的家庭計

畫有所不同。另外一方面，台灣早期推行

的政策是剝削農民，從肥料換穀等各種方

式，利用強迫投資的手段，來累積國家的

資本。基本上，一個政策的推動，或多或

少會遭遇到所謂自主性的問題，當政策強

迫推行某些事情時，社會將會產生移轉的

效果。  

 我認為台商去中國投資，最主要還是在

於成本的問題。因為外勞有其限制，台灣

不可能全部引進外勞在台灣工作，不然台

灣的工作就全變成外勞來作，那我們發展

經濟的目的作什麼？我認為引進外勞必須

有所限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無限制

引進外勞，必須有一個管制措施來發展經

濟。目前台灣的一個大問題是，因為台商

本來可以去印度或印尼去投資，很多台商

認為最大的投資障礙是語言不通。如果只

是因為語言可以相通，雖然語言方便可以

視為投資的誘因，其實對外投資乃是大廠

商進行擴廠時的一種選擇，中小企業到外

國去投資不應該視為對外投資，正確來講

應該是說搬廠，這是中小企業主自己必須

考慮的事情。從廠商的立場來看，對外投

資其實是擴大規模，也就是生產力較高的

廠商才需要到外國去投資，這才是正常的

現象，但台灣之所以不正常，則是因為大

多數台商都以為語言相通，而把中國當成

是自己的地方，這些廠商其實不應該到外

面去投資的。可是有人會問我說，不讓這

些 台 商 到 中 國 去 投 資 ， 他 們 又 能 夠 怎 麼

辦？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因為這涉及

到每一家做生意與經營事業的手段有所不

同。  

 再者，如果說勞工成本要低或是勞工的

工資要低企業才能存活，為什麼日本廠商

可以活得好好的？日本的工資比別人高，

美國的工資更高，為什麼他們就可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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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很低很有競爭

力，中國以其低廉的生產成本將產品輸出

到世界各地市場，橫掃歐洲、美國，甚至

連 非 洲 比 較 落 後 的 地 區 ， 都 無 法 不 受 影

響，也許很多中國產品是由監獄中的犯人

所生產，或是根本不考慮環境保育所製造

出來的，縱使他的工資比其他國家低，原

料的供應價格也比其他人還低，以致於中

國的產品特別具有競爭力。  

 最近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報導，英國國

內針對大量中國產品輸入英國，討論用什

麼辦法可以克服英國的產業不受中國產業

的威脅。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如果一定要

強調工資，就要想為什麼美國、日本還可

以活？他們應該會比我們死得更慘！有低

工資的地方就去投資，如果沒有這種地方

可以去的時候就只好想辦法。怎麼做生意

我不懂，但我認為經濟發展與創新都是被

逼出來，不是沒有壓力就做得出來。  

與談人：王塗發委員 

 從經濟理論來看台灣過去的發展，當然

台灣是靠勞工密集的工業，因為當時台灣

工資很便宜具有競爭力。現在的問題是，

我 們 發 展 到 今 日 不 能 夠 憑 藉 著 低 廉 的 工

資，就能夠繼續在國際市場上與其他後進

國家競爭。像剛剛張清溪教授所提到的內

容，日本、歐洲與美國等先進國家如何面

對後進國家的價格競爭，走出自己的一條

路？英國、美國等先進國家，剛開始發展

時也是如此，隨後工資逐漸提高，而不是

一味將工資壓低，不然經濟發展的最後目

標是什麼？為提升全民的生活品質，不可

以為了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而刻意將工資

壓低，或者提出非去中國投資不可才有未

來的說法，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話，那台灣

的未來真的令人擔心。假若台灣的競爭力

只有工資低一項的話，為了這個目的，不

得不引進外勞，才能維持台灣的競爭力，

那 麼 台 灣 勞 工 的 權 益 何 在 ？ 這 是 一 種 思

維。  

 過去，台灣的經濟發展到某一種程度之

後，有人開始提出產業升級的主張。事實

上 ， 經 濟 發 展 有 二 種 策 略 ： 一 是 降 低 成

本；二是提升附加價值。所以經濟發展很

強調如何加強創新、設計的能力，或者是

落實產品的異質化等作法，這些都是經濟

發展過程中產業升級的策略，如果只是想

依靠降低成本，如何處理勞工問題就變得

很棘手。至於依賴引進外勞又把基本工資

脫勾以解決成本問題，則又牽涉到其他人

權的問題，因為台灣有訂基本工資，我們

不能隨意降低外勞的工資，這些所涉及的

問題非常複雜。  

 其實，有關引進外勞的問題，並不是台

灣的基本工資有多高，還是有很多廠商在

這個條件之下出現找不到勞工的窘境，譬

如科技園區所支付的工資，不單只是基本

工資而已，而是很多廠商找不到勞工，並

且很多外勞被仲介所剝奪，他們實際得到

的工資並不高，所以總歸一句，我認為如

何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還是最重要。  

 至於，土地成本的問題，政府現在推動

「006688」方案，就是政府為了促進廠商

投資設廠，並考量廠商建廠及試運轉其間

並無營收，從91年5月起擴大工業區土地

租金優惠措施，將租金優惠延長為六年，

即提供承租廠商前二年免租金，第三、四

年租金打六折，第五、六年租金打八折，

第七年起恢復原租金的優惠。  

 投資是一個經濟行為，很難去限制它，

但為何要去限制？因為投資行為會產生一

些外部性的效果，比如說一旦台商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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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設廠，利用中國便宜的勞工、豐富的

人力資源，將製造的產品回銷台灣，使得

國內部分產業受到打擊。譬如毛巾業、陶

瓷業廠商相繼到對岸投資設廠，當然利用

中國便宜的成本，然後回銷台灣，很直接

就會打擊到本土的產業，如此一來就變成

所有廠商非出走不可。部分出走到中國的

廠商，反倒回來跟國內廠商競爭，國內廠

商沒有到中國投資設廠者，當然敵不過到

中國設廠的廠商競爭。又如筆記型電腦過

去佔世界總產量的比例有多大，幾年光景

而 已 ， 只 要 其 中 有 一 家 出 走 到 中 國 去 設

廠，最後的結果就是現在連最後一條生產

線 都 要 搬 過 去 ， 也 是 因 為 去 中 國 投 資 之

後，又回銷回來與原有在台灣的廠商競爭

才造成的結果，這就是問題的癥結。  

 政府要管制廠商的投資行為，就要付出

一些成本，政府要以全民的利益來思考，

而不是站在個別的生意人立場上思考，不

然就變成完全的自由經濟，根本不需要政

府來管。因為台商到中國投資會對國內產

生外部成本，至於要管制到什麼程度？我

認為並非所有行業都要管制，政府對中小

企業可說是完全沒有管到。所以，我們必

須考慮，到外國投資，可以善用勞工、土

地等成本的確較低的優勢，另一個考慮的

重點，則是市場的因素，以全球化的發展

趨勢來看，最後的市場也不會僅限於部分

台灣所投資的中國市場而已。這是我們必

須思考的課題。  

 總之，我們要站在全國人民的立場，不

是個別的生意人立場，原本在經濟學中本

來就存在著「個別的利益」和「整體的利

益 」 的 衝 突 ， 政 府 是 否 需 要 管 制 對 外 投

資，或是管制到什麼程度較適當，諸如此

類都需要檢討，但本身投資環境的改善還

是最重要。  

報告人：楊家彥副所長 

 我是覺得很多人現在還拿降低成本，作

為主要的競爭策略，一定是短命的。各位

思考看看，引進外資也許可以把台灣的工

資降低到和中國沿海地區一樣，但有可能

比越南甚至中國大西部的工資更低嗎？台

灣 的 廠 商 如 果 還 是 在 比 較 成 本 高 低 的 問

題，將不會有出路的。台商到中國發展已

經有十幾年，剛開始部分廠商也許有賺到

錢，等到中國把我們的技術學走之後，很

容易就可以取代台商。像南韓的投資者，

這幾年才大量進入中國市場，很多中小企

業是在南韓活不下去沒辦法才跑到中國設

廠，他們的處境會比台商更慘，可是韓國

主 要 的 大 企 業 ， 例 如 ： SAMSUNG、LG、

現代等，他們是產業升級之後才進入中國

市場，他們到中國去的目的是為了佔有中

國大陸的市場，唯有如此才能維持長久競

爭的生命。回到根本，我們還是要強調知

識經濟，也就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不會做

的事情，台灣才有利基。我是覺得政府這

幾年有些朝向媒體治國的傾向，可能是選

舉太頻繁，政府為了討好選民，不得不炒

短線。我認為政府要投注心力在一些長期

性的投資及建設，不要隨著媒體的步調起

舞，比如說政府能否保四或保三的目標。

有些事項比如說落實長期投資、長期建設

的目標，其實短期的成長波動就沒有那麼

重要，不可只見眼前的利益。  

與談人：黃天麟前國策顧問 

 時間有限，簡單回應下列幾點：如果台

灣所有的企業都以成本為考量，作為將來

經營的策略，不提升本身的附加價值，恐

怕會是死路一條。韓國的工資現在可能比

台灣還高，為何韓國同樣面對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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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是可以生存？的確有部分韓國廠商

到 中 國 去 投 資 設 廠 ， 但 比 例 上 沒 有 那 麼

高 。 對 韓 國 而 言 ， 到 任 何 國 家 去 都 是 外

國 ， 甚 至 到 中 國 也 是 外 國 ； 但 對 台 灣 而

言，可能有些人到中國去，並不覺得是在

外國。從剛開始的一個、二個，三三兩兩

到中國投資設廠，最後延伸到為了壓低成

本幾乎所有人都要去才行，這就是台灣目

前所遇到的問題。面對台商不把中國當成

外國來看待，同時又一窩風到中國投資的

情況，如果政府沒有出面稍微阻擋，只是

順應部分人士所主張的市場經濟、投資是

個人行為等似是而非的說法，台灣內部真

的有一天會漸漸變成空洞化。  

 過去台灣能夠創造傲人的經濟奇蹟，實

際上是因為沒有和中國有任何牽扯才有經

濟奇蹟。我認為台灣和韓國不一樣，對韓

國而言，中國是外國。所以政府對海外的

投資都要管理，如果政府不好好管理，把

中國當成對外投資的主要市場，那麼對本

身充滿了威脅。部分泛藍人士的論點是，

政府不該管制廠商到中國投資，應該採取

開 放 讓 它 完 全 自 由 ， 我 認 為 如 果 任 其 自

由，完全依市場、經濟原理，台灣最後一

定會被中國統一。我還要提醒台商朋友，

各位請不要忘了中國是一個專制沒有民主

的地方，像王永慶到梅山設立石化廠，當

地政府根本不考慮島上住民的權利，他們

只是考慮一、二天就打電話給王永慶說解

決住民的問題，結果當地政府強迫人民遷

村 ， 這 種 作 法 在 台 灣 是 根 本 不 可 能 出 現

的。除此之外，按照市場原理只要台灣繼

續經濟傾向中國，終有一天會被邊陲化，

這是台灣面臨最大的考驗，也是台灣特殊

的環境下所無可避免的挑戰。  

主持人：陳隆志董事長 

 今天座談會的主題是「中國潛藏經濟危

機與台灣因應之道」，各位報告人、與談

人都指出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很多危機問

題 將 會 出 現 ， 但 是 這 些 問 題 尚 未 爆 發 之

前，台灣所面對的問題與困難還有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課題是台灣應該順應全球化

的發展趨勢，結果卻變成中國化。因此，

台灣如何因應？個人認為台灣必須在堅持

台灣的主體性、維護國家主權的前提下立

足台灣、以投資台灣為優先，進而放眼世

界、進行多元化的對外投資，同時也要小

心中國的威脅，並建立敵我意識。今天我

們也檢討這幾年來台灣經濟過度向中國傾

斜的現象，希望政府能提出正確的政策，

台灣人民要以台灣的發展經濟為主體，共

同 打 拚 才 能 有 更 好 的 經 濟 將 來 。 多 謝 大

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