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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沒有方向沒有章法 

事實上，台灣政府這種一昧開放的政策，已經帶來巨大的負面衝

擊。相較於中國利用服貿協議來發展他們的產業，台灣政府卻看不到

任何發展重心。當談判前我們連評估報告都沒有，要簽了，結果產業

的衝擊為何，這些都不知道。政府動不動就是一句：自由貿易、全球

化是世界潮流。彷彿我們提出任何保留意見，就是不理性的，甚至被

冠上保護主義的名字。但本來就沒有一個國家的國際貿易是完全自由

的，所謂的完全競爭市場永遠只存在實驗裏或者模型裏，偏偏這麼簡

單的道理，我們的政府高層卻不懂。 

之前台灣政府有明確的產業政策，但現在幾乎是失去了章法，結

果造成台灣的發展沒有方向。這對所有的勞動者都是災難，因為妳無

法預期將來的勞動市場要的是什麼。而偏偏勞工要換步道所需要的調

整時間是更長的，因為要學習新的技能並不容易。因此，中高齡失業

率愈來愈高，期間愈來愈長，因為一旦失業了，妳真的不知道下一個

工作是什麼，這點在高雄尤其嚴重。很多傳統產業外移了，結果我們

政府的職訓常常還是在教傳統產業的工作，勞工因為不知道將來產業

的發展，所以也無法選擇比較符合市場需求的職訓類別。這就是政府

一昧只講開放的下場。事實上，即便是歐美國家，他們的貿易也充滿



了各種防護措施，美國政府對國內農業的大量補貼更是被其他國家嚴

厲批判，但美國政府為了保護其農業利益，還是不管這些批評。所以

教條式的高喊自由、去管制，無疑是脫離現實的。 

二、 違反民主程序 

6月 21日，服貿協議以「先簽訂、再公布」方式，由台灣海峽

交流基金會（海基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簽署。根

據協議內容，台灣將對中國開放美髮、洗衣、印刷、餐廳等共 26個

產業項目。服貿協議影響範圍涵蓋食、衣、住、行，幾乎無所不包，

但簽署過程卻未公開，也未經與可能受影響行業的公會討論，違反民

主程序。批評整個協議內容中，「我們是完全沒有限制，相反地，中

國卻是『假開放』」，指中國的開放項目大多設有但書，例如必須合資，

或者配合 12個五年計畫發展策略，將台灣投資項目限制於福建省等。 

 

三、 現在看到民意反彈如此嚴重，趕快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做了一個

大利多的評估，但我們強烈質疑這份報告的可信度。當初 ECFA簽訂

時，中華經濟研究院告訴我們一堆美麗的圖像，但實際上呢？ 

根據當初中經院效益研究，稱可「取得領先競爭對手國進入中國

市場之優勢」，但事後卻是台灣產品在中國的市占率從 2008年的 9.23



％一路下滑到去年的 7.1％，創 1993年以來最低。 

研究也指出，「將有助於歐美日企業選擇將台灣做為進入中國大

陸市場之門戶，並可吸引外人來台投資」、「有助於產業供應鏈根留台

灣」。 

但結果卻是外人來台投資從 2006年、2007年的 139億美元、153

億美元高峰一路走跌，近 4年外人來台投資金額平均每年僅 47億餘

美元，是民進黨政府高峰時 1/3；但台資赴中投資卻在 2011年創下

131億美元的史上最高，近三年核准台資赴中投資累積突破新台幣一

兆元。 

研究也誇稱，「可提高經濟成長 1.65％到 1.72％」，但除 2010年

因全球金融海嘯過後、比較基期較低，台灣ＧＤＰ一度大幅成長外，

台灣史上經濟成長率最差的四年，馬政府就包辦三年。  

不僅如此，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100年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的統

計顯示，所得最高的 5%家庭平均年所得為 463.5萬元，最低 5%家庭

平均年所得為 4.8萬元，所得差距高達 96.56倍，再創歷史新高紀錄。 

 

四、服務業貿易協議簽訂後，緊接著將於年底簽訂貨物貿易自由化協

議，產業衝擊影響全台各行各業。 



    就政府規劃所要開放的項目有影響台灣糧食安全的農漁業產

品，包含稻米、蔗糖等民生必需品一旦全面開放，台灣將產生無可避

免糧食依賴，相關產業也對受到極大的影響。就行政院經濟建設建設

委員會提出 WTO對經濟影響報告中就提出，一旦開放農產品市場，農

業勞動力將有 1萬 8千到 4萬 6千人受到影響，但這都還只是評估到

民國 93的資料。  

除此之外，包含汽車、家電、造紙、電子資訊、鋼鐵、機車、石

化、製藥、塑膠製品、紡織、食品、航空等相關產業在兩岸服務貿易

協議簽訂後，都收到貨物貿易自由化協議清單當中，如果就全台灣在

十年後全部開放的各項品總數則有 10,344項，已經影響台灣全部產

業，對勞工而言，所受的的衝擊更勝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