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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六日工商時報一則專題報導指出，我國的總體經貿戰略將轉向以汎

美自由貿易區與東歐兩大區域市場為重心，而具體的作法包括了隨後陳總統在

「中華民國與中美洲元首高峰會議」所宣布的「榮邦專案」。 這則報導也根據「財

經高層」的說法，指出此一戰略轉向的重要原因在於，我國「短期無法有效突破

東協或台日、台星的自由貿易協定洽簽」，所以必須另闢新戰場。 

東協國家原是李登輝總統時代南向政策的重點所在，而東協中的新加坡又是

素與我國交好的國家。但即使經營多年，我們在自由貿易協定一事上仍然不得其

門而入，這不能不讓人感慨我國處境的困難。然而，除了中國大陸的打壓外，我

們自己有沒有責任？我們是否盡了一切可能的努力？ 

其實我們本來在幾年前就幾乎與新加坡達成自由貿易協定的協議，最後卻因

名稱問題以致功敗垂成。由前述報導可知，這麼些年來情況顯然並沒有改變。不

僅如此，大家應該還記得，大約正好一年前 (二零零四年九月二十七號)，因為

不滿新加坡外長楊榮文稍早在聯合國大會有關台灣海峽問題上的發言，外交部長

陳唐山在接見「台灣外館正名聯盟」時，不僅公開譏嘲新加坡為「一個鼻屎大的

國家」，並且口出穢言，引起國內外譁然。我們不知道外交部長的口舌之快是否

會讓對外交涉的困難雪上加霜，但可以確定絕不會產生正面作用。 

然而根據九月初中時電子報的報導，陳唐山部長今年五月出訪他國時過境美

國紐約，卻未能獲得禮遇通關，而必須經過安檢門檢查。身為中華民國的官方代

表，在官方行程中碰上這種有辱國體的事，這位罵新加坡時口不擇言的部長不僅

不以為忤，反而輕描淡寫的表示，這是「沒有什麼了不起的事情」。 



這就是「家門口的好漢」，在家門口罵別人時聲色俱厲，一離開家門就變得

溫良恭儉讓，一派與世無爭的樣子。從與新加坡的自由貿易協定來說，我們若有

此協定，就等於在東協國家中找到一個切入點，這對台灣未來經貿活動以及參與

亞洲經濟競合是何等重要的事。外交部長能在家門內痛罵新加坡，卻沒能力走出

去幫忙打開新加坡的門，這是什麼本事？對台灣的未來又有什麼幫助？ 

然而家門口的好漢豈止一人而已？在國內一會兒告記者，一會兒告學者，看

起來軍威浩蕩的國防部，一旦聽到漁民保衛釣魚台的要求時，卻連「國軍打不贏」

這種荒唐藉口都搬出來了；這難道不是另一條家門口的好漢？二零零二年八月呂

秀蓮副總統「硬闖」印尼，不僅引起印尼政府強烈不滿，甚至使鄰近各國全面戒

備，以防止她再次「闖關」。即使在國外弄得灰頭土臉，又賠上了國家顏面，可

是回國後仍然可以大吹法螺，洋洋自得；這不也是家門口好漢的另一種例子？ 

家門口的好漢就是仗著在家門內自己個子大，所以特別威風凜凜，可是出了

家門，看到滿街更大個子的人，不自覺的腰桿兒就軟了。我們盼望平常看到的這

群好漢們，出了台灣大門也仍舊是好漢，能真為台灣多爭些面子與裏子。如果只

能或只敢作家門口的好漢，我們就敬謝不敏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