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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8年7月4日，台灣開啟了與中國之間第一次包機直航與觀光客來台的合併行動，

而且可預期地，這樣的包裹政策會成為長期而持續的互動行為，甚至在台灣對中國巨幅

投資之外，另一個台中關係的重要內涵。這樣的交流管道的建立，對台灣而言是新的挑

戰，範圍波及社會、經濟、文化，乃至於民心與菁英的組合，因為自1949年以來，台中

關係的發展是在隔絕，或是管制中進行，甚至在九○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台中關係

的交往還是採取政經分離的策略，而在民間交流方面則是採台灣單方面的開放，證諸平

均一年台灣有數百萬以上的民眾訪問或是長居中國，而中國則僅有不及十餘萬名的參訪

團、漁工、非法移民等，顯示一個失衡的狀態。 

  「（台灣）單方面開放」與「交流失衡」可以說是前一階段台中關係的重要內涵，

而產生的影響則是在風險管控之下來利用中國崛起的經濟機會，這與日前馬英九總統所

說的：「極大化中國機會」的差別在於：風險的管控。因此，本文對於開放中國觀光客

來台的國安衝擊分析，也是從風險管控的角度來分析，探討這樣的政策變化對於台灣在

「短期社會與文化的衝擊」、「中期經濟依賴的形成」，以及「長期『親中』聯盟的建

構」三個層次所造成的影響。簡言之，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的國安效應，不只是在機場

開放數目與航道截彎取直等軍事考量上，還有其短中長期的效應。 

二、短期社會與文化的衝擊 

  7月4日的意義，在於中國觀光客「直接」且「大量」來台，所以短期的社會文化效

應在於干擾台灣主體性的發展，尤其當馬政府決定以極大化中國機會作為施政的新思維

時，中國觀光客來台將成為台灣社會文化上的重要景觀。 

  以外國的例子來看，中國觀光客帶來了消費力、帶來旅館住房率，但也同時夾帶了

生活文化的落差，如吐痰、大聲喧嘩，以及安全上的非法移民與犯罪問題，而這些效應

和副作用，在台灣將會受到前所未見的詳細檢視，效應也將隨之放大。因為中國對於台

灣的是極特殊的存在，特殊性來自於台灣民眾的心目中存有兩種極端的意象拉扯，無論

是「同胞與機會」或「敵國與威脅」論者，都想急於找尋證據來印證自己的假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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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否獲得實質利益」上有共識外，這樣的「注視」除了讓持有兩種不同想像的台灣

人民分頭找出自己與中國的同與不同，同時也可能使這兩批人的內部歧見更浮出水面，

成為社會團結的風險來源。 

三、中期經濟依賴的形成 

  短期而言，馬政府的關切重點是在承擔上述社會文化遭受衝擊的風險外，要看到中

國觀光客對台灣的經濟產生實質幫助，但即便中國觀光客真的展現了消費力讓馬政府在

這點上解套了，台灣仍要面臨第二層考驗，就是經濟依賴的形成。 

  台灣近年來的主要經濟課題是邁向知識經濟的產業轉型，無論是傳統產業提升附加

價值，還是發展生科等高科技產業，都需要台灣產業的關注投資與耐心研發。未來如果

真的藉由中國觀光客來台而改善了收入，讓錢突然變得好賺，則依照台灣人一窩蜂的投

資習性，只怕向中國依賴的心態會比香港更為明顯，而香港目前的經濟現況正是呈現一

種過度依賴中國的狀況。過去有人憂慮過「兩岸共同市場」並將此次中國觀光客來台視

為共同市場的鋪路階段，事實上，在缺乏貨運直航的情況下，台灣產業並未獲得更靈活

的設廠與外銷環境，現在可能面臨的條件可能比共同市場更不堪。 

  當民間與企業的注意力多放在如何從中國觀光客身上獲利時，對於產業轉型的排擠

效用就會越大，使得未來的經濟發展更要依靠這筆觀光收入，如此一來，台灣經濟與產

業自主性就會面臨極大的風險，尤其馬政府近來的諸多基本準備措施都被發現嚴重不

足，卻只想儘快讓中國觀光客來台以轉移民眾對經濟問題的關注時，很難讓人相信，這

樣的政府對於中、長期的產業衝擊已經做好因應策略的準備。 

四、長期「親中」聯盟的建構 

  我們不會去討論台灣對美日的經濟依賴，也不會特別關注為數可觀的日本觀光客，

就在於其他國家對於牢牢掌握台灣沒有這麼大的興趣。而台灣除了都想從中國觀光客身

上獲取利益之外，另一個共識就是對於中國統戰心態的認知，無論是機會或威脅論者，

都不會樂見中國輕易掌控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而很遺憾地，中國觀光客來台的長期風險

就在這裡。 

  從7月4日之前的包機安排就可以發現，雖然馬政府不斷對中國釋出善意，並宣傳這

是兩會協商的結果，實際上主導權仍是在中國的手上。即便台灣單方面地開放了每天三

千人，透過八個機場入境，中國一聲令下就變成了每天一千人。換句話說，如果中國觀

光客真的成為馬政府的經濟救命仙丹，這個救命丹將掌握在中國的手上。 

  另外一項值得觀察與憂慮的是，中國對於這樣的控制能夠細緻到什麼程度。最近已

經出現中國來台設立旅行社的消息，對於「團進團出」的中國觀光客來說，要住什麼飯

店、搭哪一家的遊覽車、到哪個景點和紀念品中心消費，規劃權統統抓在旅行社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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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國觀光客真的帶來龐大利益，這個規劃權所牽涉的人事物將非常廣泛，而這些人

很可能為了維持利益分配，成為台灣島內最忠實的中國擁護者。 

  換句話說，中國所嫻熟的以商圍政手法，將從隔著一條海峽的台商，直接搬到台灣

上演。並透過新的利益同盟，直接影響台灣人民的政治與認同傾向。除了同盟內既得利

益者將忠實擁護外，在同盟外的也難保不會加倍展現對中國的忠誠，來換取瓜分利益的

權利，而這樣的情況將深入台灣的各縣市，不再是一海之隔的上海、廈門，也不再侷限

於幾個大企業首腦的親中發言，而是在各位的身邊發酵，輕則讓訴求台灣主體性的聲音

沈默，重則使這些聲音轉向。 

  至此，馬政府無論是基於經濟需求，還是選票考量，都必須與中國充分配合，上至

中國移民門檻的開放，下至縣市長的提名人選，只要中國願意，都能對馬政府產生極大

的影響力。而當這些劇本一一實現時，也再無「國安」考量的必要，而僅剩下維持治安

的考量了。 

五、初步結論 

  上述的風險要成立，大抵有兩個前提，第一個是台灣政府的讓步，這部分目前已有

明顯跡象，第二個是中國觀光客帶來的經濟效益，而站在民間的立場，既然開放了就是

要賺到錢，這方面的動能將持續存在，尤其是在馬政府對於當前經濟問題缺乏正確認識

與有限解決方案時。換句話說，面臨上述風險台灣人無法心存僥倖，必須確確實實地做

好各種準備。 

  在經濟上，我們仍要繼續提醒政府與產業，必須牢牢緊握經濟的自主性。相較於其

他先進國家，中國並非態度友善且經濟穩定的大國，各種因為中國觀光客而生的獲利條

件，都具有極大的變數，而且並非操之在我。當中國未來要解決各種國內問題，如失業與貧

窮、經濟泡沫崩潰等重大危機時，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中國會優先考慮台灣的利益，而在

不犧牲台灣的前提下持續餵養觀光效益。台灣的產業條件也並非差到非靠中國不可，如

果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正確，協助各企業研發或轉型，那才是對台灣經濟的實質保障。 

  更重要的是，開放與接觸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時，必須找到適切的台灣人自我定

位，畢竟從隔離到接觸發展轉換仍過於倉促，其中最難調適同時也給予中國最大操作空

間的，就是台灣人的心理準備。在此「和而不同」或許可以作為一種新的詮釋方式，即

中國當然可以合作，但台灣依然不是中國，這樣平和但堅定的主體意識，將是台灣國安

的最重要的一條防線。 

  無論各位想要的兩岸終局安排為何，台灣的主體性越高，籌碼就越多。相反地，當

台灣人對於身旁林立的五星旗沒有特別感覺時，中國也將不必特意談「統一台灣」的課

題，而這很可能是各位在想盡各種辦法從中國觀光客身上賺錢時所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