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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持續深化連結中國經濟

下的危機 
 

●邱俊榮／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自稱「比較會搞經濟」的國民黨，藉著這種刻意塑造的形象，順利讓馬英九成功連

任總統。檢視馬英九在第一任總統任期內的經濟政策，絕大部分都是強化與中國聯結的

政策，除了開放兩岸直航、開放中客來台、開放中資來台，鬆綁赴中投資等，最重要的

就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簽定與實施。 

  這些政策中，開放兩岸直航並沒有如馬政府宣稱的讓高雄港的排名直線上升，反而

是益加蕭條；開放中客來台的效益受到質疑，甚至還被中資企業壟斷；開放中資來台並

沒有為台灣的產業發展加分，也沒有創造就業效果。 

  馬政府將ECFA視為台灣經濟的特效藥與萬靈丹，宣稱只要有了ECFA，即可透過中

國市場創造商機，會有台商回台投資的「貿易取代投資」效果，藉此帶來經濟成長與廣

大就業。然而，ECFA上路已近一年半，ECFA也如同其他傾中政策一般，絲毫看不出相

關效益。台灣經濟非但沒有因為ECFA而呈現榮景，反而陷於空前低迷。馬政府宣稱的

「ECFA是與其他國家簽定自由貿易協定的敲門磚」，在與主要國家的FTA根本沒有進展

的情形下，更是最大的諷刺。 

  雖然如此，在馬英九順利連任後，馬政府仍持續擴大進行傾中政策。除了在3月底更

大規模地開放中資來台，幾乎到毫無限制的地步，ECFA的後續談判也正如火如荼展

開。 

  在馬英九即將展開第二任任期的此刻，對於馬政府持續傾中政策對台灣經濟影響的

檢討，當然有其必要。以下將先檢視台灣經濟與ECFA的成效，並探討未來可能的發

展。 

壹、當前經濟與貿易情勢衰退低迷 

  時序已經逐漸進入第二季尾聲，當初馬政府及許多專家所宣稱的景氣將在第二季由

谷底回升，不但沒有發生，各種數字還顯示我國經濟與貿易仍在持續向下的情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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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重的是，這並非全球普遍的狀況，而是我國特別顯著的情勢。 

  首先，由於首季出口、工業生產、民間消費的表現都不如預期，台灣首季經濟成長

率僅0.36％，遠低於原預測的1.19％。此一幾近零成長的表現，不但創下自2009年第三季

以來最低點，也幾乎低於所有新興國家，甚至大部分工業國家。而今年第一季台灣已有

七千四百餘間工廠歇業關門。 

  其次，3月份景氣對策燈號為景氣低迷的第五顆藍燈，組成景氣燈號的九項指標中，

有六項落在藍燈區，可說所有生產指標、商業指標及出口都極為低迷。 

  再者，4月份出口共二百五十五億四千萬美元，比去年同期衰退6.4％，1到4月比去

年同期減少4.7％，和美國、亞洲鄰近國家（韓國、日本、新加坡、中國）相比，跌幅第

一，不但是亞洲四小龍之末，也是唯一負成長的國家。今年1到4月，韓國整體出口比去

年同期成長0.9％，今年第一季日本出口也比去年同期成長3.2％，新加坡、中國、美國也

分別有6.2％、7.6％、10％成長。 

  以上數據都顯示了經濟持續低迷的嚴重性，更重要的是，長期扮演帶動我國產業與

經濟發展角色的出口貿易，已經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與危機。 

貳、ECFA成效不彰 

  馬政府以為只要有ECFA，許多台灣的經濟問題即可藥到病除，但在ECFA簽定上路

後，由上述的數據可以看出，ECFA非但並未產生所謂「貿易代替投資」效果，反而引發

台灣產業更大幅度外移中國，對中國的投資不斷增加，對中國的出口則持續衰退。 

  就前述低迷的4月份出口來說，連財政部統計長林麗貞表示：「我國出口貨品太集

中，若遇上景氣循環，競爭力又沒提升，影響就會很劇烈。近期我國對歐出口金額平

穩，4月對歐出口還增加3.5％，看不出歐債對出口的影響」，倒是對中國出口減少11.6

％。這些數字已明顯呈現台灣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此外，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今年1到3月，中國與台灣貿易額為三百五十一億兩千萬

美元，較去年第一季減少6.7％。其中，中國對台灣出口為七十三億七千萬美元，較去年

同期減少8.6％；自台灣進口二百七十七億五千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6.1％。另一方

面，今年第一季中國共批准台商投資項目五百一十項，實際使用台資金額七億五千萬美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9.79％。 

  根據台灣交易所資料，上市公司轉投資中國金額年年大增，但匯回台灣金額卻很

少。轉投資中國前五十大上市公司，有將獲利匯回台灣的只有約四分之一，亦即高達四

分之三的上市公司並沒匯回任何金額，即使匯回台灣，相較其轉投資中國金額，大多數

只有2％、3％。據交易所資料，轉投資中國累計金額前五十大上市公司中，僅有十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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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獲利匯回台灣，前十五大上市公司也僅四家匯回。而前五十大累計匯往中國的投資金

額高達六千四百二十四億八千萬元，但匯回金額只有一百六十九億餘元，匯回比例僅2.6

％。 

  馬政府雖一再宣稱ECFA對於虱目魚、秋刀魚出口產值的效果，但除了少數這些農漁

產品外，實在乏善可陳。以馬政府當初作為樣板的機械業來說，台灣列入ECFA早收清單

的機械產品，從今年起有一百零七項可享零關稅優惠，是早收清單中項目最多的產業。

然而，台灣1至4月機械出口值六十四億三千萬美元，出現三年來首度負成長0.9％，也讓

台灣機械業今年產值擬躋身兆元產業之林的願望破滅。目前台灣機械設備出口歐美維持

成長，出口至東南亞的泰國更比去年同期成長42％，透過新加坡而轉至緬甸大增，前四

月銷往新加坡成長一倍以上，但前四月銷往中國負成長21.7％。對照機械業輸中在2010

年大幅成長88％，2011年也有21％成長，ECFA的效果令人唏噓。 

  實情是，中國出口至歐美的不確定因素急速提高，內銷則有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根

本很難以此現狀幫助出口或賺錢。以中國最近4月份的進出口數據來看，進出口增幅均遠

低於市場預期，其中進口增速更是大幅下降，年增率僅0.3％。4月份進出口增速的突然

放緩，除了顯示中國出口依然疲弱，也說明其內需市場的需求遠不如外界原先預估強

勁。 

  向來最支持ECFA的工業總會日昨公布一份進口威脅調查報告，其中中國產品依然高

居威脅首位，高達七成六受訪者認為最大的進口威脅來自中國。這次調查有一百九十八

項產品受到進口威脅，較去年調查時暴增一倍，而此一百九十八項產品中，中國產品高

達一百九十二項，顯示簽定ECFA後，中國貨低價侵台問題嚴重。根據這項調查，在剔除

各國重複的產品稅則項目後，這次共有一百九十八項產品表示受到各國貨品的進口威

脅，較去年九十一件暴增一倍以上。其中單鋼鐵類產品就有一百二十八項，占全部產品

的64.6％，高強力聚酯絲紗、冷壓與衝壓金屬片機器用衝頭及模、空氣調節器零件、熱

交換器、其他水過濾或淨化機具五項ECFA早收清單產品，表示感受到中國貨品進口衝

擊；可見被列入早期收穫清單產品，雖然較有競爭力與出口需求，但並不代表這些產業

不會受到進口貨品的威脅。 

  上述這些明顯的數據都說明了ECFA顯然不會是帶動台灣產業與經濟持續成長的關鍵

動力，依賴中國市場更是台灣經濟最大的隱憂。 

  ECFA的簽署固然可能帶來個別企業短期利益，但對於整體產業而言，卻也不得不因

應其可能帶來的挑戰及風險，台灣產業發展至今，與自由化、國際化，引進新知、技術

息息相關，因此，ECFA作用若無助於台灣更融入國際經濟，而僅囿於兩岸市場的連結，

則台灣的特殊地位與貢獻，就與中國內地各區域無所差異，亦即，兩岸連結若走不出兩

岸，將使台灣落入更深的依賴單一市場系統性風險。因此，就台灣而言，兩岸關係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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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放置於全球架構中，當有了全球架構與連結，那麼，台灣在面對中國時，才足以維

持技術持續優勢，才能夠看清台灣產業在全球架構下的價值，而立於不敗之地。 

參、對未來發展的關注 

  在台灣面對出口嚴重衰退之際，雖然馬政府也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願意開

始檢討並謀求對策。但馬政府並未能認清產業發展與貿易問題的本質，難以掌握台灣產

業的發展動能來據以釐清未來台灣產業的國際定位，因此仍在傾中思維下，無法針對問

題提出真正有效的政策方針來改善惡化的局勢。在此一情勢下，今後台灣面對的經貿發

展問題，必定越來越加嚴峻。 

  近來，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已經啟動，面對此一情勢，馬政府仍未能認知提

升與維持台灣經濟的自主性才是最重要的課題。相關官員反而認為現在的低迷情勢，乃

是由於ECFA後續談判進度過慢所致，解決之道竟還是在加速ECFA後續談判。例如國貿

局長卓士昭指稱，「由於大陸平均關稅達9％多，加上零關稅項目少，勢必對我國衝擊相

當大，因此須加速ECFA後續協商」；對於中日韓即將啟動三邊自由貿易協定，馬英九指

示行政院加速與新加坡、紐西蘭的經濟合作談判，也強調兩岸的ECFA後續協商應儘速完

成，否則台灣「因ECFA帶來的相對優勢」，很快就會被韓國取代。 

  實情是：與中國未簽FTA也沒簽ECFA，沒有早收清單免稅加持的韓國，去年對中國

之出口增率卻是台灣的兩倍多，高達17.56％，美國更高，增加19.71％，連日本對中出口

也增10.12％，而ECFA上路後，去年台灣對中國出口年增率大幅減少，僅8.11％，遠低於

我國對東協六國之出口增率22.68％，亦低於對美國之出口增率15.57％，致使我國去年總

體之出口增率被拉低至12.26％，低於韓國去年總出口增率之19.04％，亦低於新加坡之

16.29％。 

  馬政府這種昧於傾中危害台灣經濟事實，反而硬要強化與中國連結的政策，不僅置

台灣經濟於險境，更讓我們忽略了產業升級、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性，這才是最可

怕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