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其是對台灣與香港來說，挑戰並不是就

此結束了。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台灣與香港

不只是兩個普通的鄰居而已；地理位置的相

鄰，以及彼此在歷史與種族上的關聯，台港

兩地正位於中國向外發展的樞紐邊緣上。而

這些鄰近關係，又讓台港兩地處於緊隨大陸

向上提升的經濟浪潮的最佳位置上。然而，

悲觀主義者卻認為，上述的種種關聯，將使

台灣與香港的經濟更加受制於大陸經濟而產

生日漸削弱的傷害。中國大陸的利益會以台

港經濟損失為代價嗎？

台港經濟朝高附加價值發展

自從1 9 4 9年以來，台灣即以個別實體的地

位，自行行使統治權。接下來的四十年中，

除偶爾發生的相互言辭辱罵與戰火交鋒外，

海峽兩岸的政府實際上沒有任何的接觸。至

於香港與中國的分離狀態，則更早在1 8 4 1年

英國接手管理這塊被割讓的土地開始。在接

下來的一百五十年中，英國政府以百分之百

明確而個別的方式，監管香港的經濟與政治

發展，完全沒有給中國政府涉足的餘地。

對於東亞這兩個最初如虎般強勁的經濟體

來說，早期與中國大陸的分離狀態，對兩地

經濟發展其實是利多於弊。1 9 5 0年到1 9 7 0年

代後期，大陸本身「與世隔絕」的這段期

間，台灣與香港的經濟，在勞力密集的製造

業帶動下蓬勃地發展。即使在1 9 8 0年代與

1 9 9 0年代初期，當大陸經濟開始與全球經濟

重新整合之際，這兩地的生活水準仍然持續

快速的成長。這全是拜其經濟朝向高附加價

值活動發展之賜，其中包括台灣資訊科技產

業的硬體生產，以及香港服務提供部門的產

出，特別是對新興的大陸經濟所提供之服

務。

最近數年，台港兩地的政經環境再度發生

變化。就在一方面朝向推廣台灣是獨立於中

國大陸以外的政治實體之際；另一方面，

1 9 9 0年代初期，台灣政府也同時放寬了它與

大陸幾乎是全面性的接觸禁令，允許兩岸人

民、資金，以及商品有限度的流通。這兩種

趨勢一直持續到2 0 0 0年，由贊成台灣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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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破崙曾經將中國稱之為「沈睡中的巨

人」，一旦醒來，將會撼動全世界。

只不過，對拿破崙來說，他比較關切的是中

國潛在的軍事能力；而目前，全世界密切注

視的，則是中國大陸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

近幾年來，就在大部分地區努力從不景氣

中重新站立起來之際，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

卻格外地耀眼。相較大陸境內不斷攀升的外

國投資，部分鄰國的外人直接投資（F D I）

卻只能維持持平水準，甚至下滑。尤其大陸

在2 0 0 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 TO）的事

實，似乎也成為各國戒慎恐懼的因素之一。

某些評論家把大陸的入世預示為一個嶄新時

代的來臨；在這個新時代中，大陸產業也將

被迫與外國競爭者正面交鋒。

有許多著作討論過有關中國大陸的經濟覺

醒會如何影響東南亞經濟的議題，至於對東

北亞較為富裕的經濟體的影響，則較少有著

作提及。在此同時，也有外國企業獲利即將

枯竭的疑慮。此外，還有一項令人憂心的後

果，即大陸的誘惑力，將導致其國內投資者

忽視本地經濟。就在國內外投資者均在尋找

大陸商機之際，當地的經濟會開始萎縮嗎？

「巨人」甦醒，
台港付代價？

對許多台港人士而言，

就在兩地經濟與日益強大的

中國大陸更加糾結在一起之際，

最近浮現的經濟問題，

絕對不是偶發事件而已。

有關「中國大陸的利益

是以台港經濟損失為代價」

的疑慮，也一直存在著。

其實，

他們的疑慮是有待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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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巨人的甦醒

1 9 9 0年至2 0 0 1年中國大陸國內生產毛額（G D P）與外國投資總額

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單位：美元） 直接外資流入總額（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信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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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黨員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不但

終結國民黨對台灣超過五十年的統治，同時

也觸發了島內史無前例的政治不穩定時期。

在此之前，儘管維持過去生活方式的安排

——特別行政區（S A R）——被認為獲得了

五十年保證不變的保障，香港在1 9 9 7年回歸

中國大陸主權的懷抱。但是自從權力移交之

後開始，雖然香港獨特的經濟與立法系統，

一直維持著既有的運作模式；然而，獲北京

支持而當選的特區首長董建華所領導的政

府，似乎不斷受創於各式危機，讓香港人民

對於政府官員的信任感幾近崩潰。

台港同時經歷經濟最衰弱的階段

而讓這種抑鬱情況更惡化的是，台港兩地

經濟同時經歷史上最衰弱的階段。2 0 0 1年，

台灣遭逢劇烈的經濟蕭條；即使到了今天，

年失業率也維持在5％以上的水準，這是

1 9 9 0年代後期以前，未曾出現過的現象。至

於香港，則是被1 9 9 7年到1 9 9 8年間發生的亞

洲金融危機所觸動，因而導致股票與房地產

市場大崩盤。之後香港又經歷兩次技術性經

濟衰退，其一，失業率從2 . 2％爬升到7％以

上；其二，連續四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滑落，

以及更進一步打擊信心的事件，即全香港正

陷入對抗S A R S病毒大流行的防疫作戰中。

對許多台港人士而言，在兩地經濟與日益

強大的中國大陸更加糾結在一起之際，最近

浮現的經濟問題，絕不是偶發事件而已。對

於這種現象，可知的普遍憂慮是，現階段的

衰退並非具有循環性或暫時性的性質，反而

是屬於結構性的，直接由台港兩地與愈來愈

具競爭性的大陸的變動關係所引起。

我們很容易就察覺其憂慮所在。台灣的報

紙每天充斥資金與人才轉進中國大陸的報

導。根據估計，在過去十年間，流入大陸的

台商資金超過1兆美元；同一期間內，單單

上海一地，可能就有四十萬台灣人民（幾乎

為總人口之2％）居住在該地。在此同時，

深圳口岸日益增加產量的數據，則被炒作為

香港逐漸不適合擔任大陸貿易轉口港的證

據，任何外國銀行在上海設分支機構的決

定，往往被看做是建構香港金融中心靈柩上

的另一根釘子。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導論

在此同時，對台灣的製造業，以及香港的

服務部門而言，整體局面比較像是在發展分

工，也就是說，某些低階的製程向外移動，

而高階的活動則繼續存在，並且多半確實在

逐漸擴張。與某些人擔憂的情況正相反的

是，台灣與香港都擁有複雜的產業族群，一

方面是資訊科技硬體的生產，另一方面則是

服務業的產能，而這兩大族群所提供的產

出，均不容易在大陸被複製。

以台灣而言，台灣擁有資訊科技硬體生產

與發展為主要中心的優越地位。然而，如果

沒有對中國大陸更開放的人才、資源與資訊

的流通，台灣將很難維持這個優勢，理由在

於大陸不僅在資訊科技產品上可以大量生

產，更是日益重要的銷售市場。可以斷言的

是，限制與大陸的經濟聯繫，最後將自負製

造業出走的後果，而非提供根留台灣的美

意。去除禁令的結果，還會讓另一個被兩岸

經濟聯繫限制搞得不良於行的服務部門，搖

身變成經濟成長的另一個原動力。

相對於台灣，香港顯然並沒有被那些禁令

搞得綁手綁腳。事實上，香港之所以能從低

階的世界製造中心，逐漸轉型成高階服務的

全球提供者，主要是拜對中國大陸的開放之

賜（這部分經驗值得台灣借鏡並提供一個可

行的發展模式）。然而儘管香港對資本流動

採取開放政策，但對人員與貨品的交流，就

不是那麼地自由。當香港還是大陸境內唯一

提供國際化之海空交通與生活品質的城市的

時候，前述情況也許不成問題。只不過，隨

著大陸的政策與實體基礎建設的迅速改善，

整體情勢開始有了變化。很幸運地，港府充

分瞭解到這一點，一方面已經朝改善與大陸

的運輸聯繫前進，另一方面則開始放寬大陸

人民進入香港的限制。

雙叉政策處方

台灣一方面需要鼓勵更重大的研發活動，

另一方面也必須執行必要的基本實體與限制

結構的改善。至於香港，一方面須對外界普

遍疑慮會阻止自由競爭的既得利益團體開

刀，另一方面則需加強經濟的技能基礎。

此一雙叉政策處方，會造成台港兩地官員

的困難。長久以來台灣對未來政治槓桿平衡

點的拿捏一直有爭論，尤其北京已因台商大

量投資而獲利之際。無可否認地，沒有政府

有讓對其長期維持侵略威脅的伙伴過好日子

的想法。然而，上述處方至少是讓台灣經濟

受惠發展的思考途徑。至於採取相應不理的

做法，在中國大陸的經濟變得愈來愈強健之

際，也絕不是明智的選擇。

對於香港來說，更進一步的整合的確會讓

很多人害怕。理由在於不動產所有人（或房

地產商）擔心更緊密的跨邊境聯繫，將有利

於在深圳尋找較便宜的投資機會，這將會導

致香港未來的自有住宅所有人離開香港。然

而，如果更緊密的整合與當地改革結合後，

即使必須付出更高的價格，香港房地產仍將

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對香港來說，政府已

逐漸接受雙叉政策處方的第一部分之際，既

得利益集團是否會阻礙香港政府實施雙叉政

策處方的第二部分，才是其風險之所在。

台灣總統陳水扁業已表示，與中國大陸進

行「三通」（通商、通郵、通航），並非解決

台灣經濟問題的萬靈丹。這句話是正確的；

而且對於香港而言，也同樣地十分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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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從精力充沛到不過爾爾

台港主要經濟指標比較（單位：％）

香港 台灣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信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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