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面臨巨大變革的同時，往往很難在風

險與報酬上平衡取捨。

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間經濟聯結的快速

發展，一直是由追求未來巨額財務報酬的商

場人士所主導。而這種聯結關係往往也會一

再地被政客，或某些團體以各種實質或想像

的擔憂所阻擋，例如台灣與香港的產業發展

前景是否空洞化等。

好消息是，現階段，樂觀的期待戰勝了保

守的戒慎恐懼。一如先前所討論的，台灣大

量的相關立法限制，並沒有成功地阻止民間

企業西進中國大陸進行投資。而在此同時，

台灣的產業基地，不但沒有如一般人所擔心

的會被摧毀，反而走向升級。而香港企業也

透過貿易，及作為大陸生產廠商中介商的方

式，取代在香港當地進行生產的產業模式，

同時也開創了大陸與香港間的互利新局。

壞消息是，台灣與香港政府還沒有完全面

對新的現實。這將會限制兩邊政府獲取未來

利益的能力。

台灣政府還沒有掌握經濟整合的所有意

涵。陳水扁總統曾經表示，與中國大陸進行

「三通」，並非解決台灣經濟問題的萬靈丹，

這句話是正確的。此外，如果台灣想在直航

後獲利的話，發展更佳的產業基礎建設也是

重要的課題。但陳總統及其他相關人士必須

瞭解，缺少直接聯繫，對某些產業而言，可

能不是保護，而是毀滅它們。而且台灣服務

業的發展，無疑地已經因當局限制與大陸進

行直接貿易而產生重大的負面衝擊。

香港政府目前則在積極尋找明確的政策方

向。而儘管一路走來跌跌撞撞，香港政府也

體認到三通的意義，即信任自己的實力，而

不必過度擔心中國大陸享有的優勢。近來積

極降低跨邊界交通運輸成本，以及改善軟硬

體基礎建設的做法，均顯示香港政府積極地

想面對問題，而不是忽略問題。

中國大陸、台灣與香港之間更緊密的聯

繫，將持續為某些部門帶來風險；然而政府

政策，由所有層面看來，都應該把焦點集中

在所獲得的報酬上。

忽視整合挑戰
只會造成傷害

忽視更大的經濟整合

所帶來的挑戰，

只會對台灣及香港的經濟

造成傷害。目前的挑戰是

如何強化

與中國大陸的聯結關係，

同時在內部進行改革。

當然，這風險還是依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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