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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與旅客被禁止直接流通等，同樣也迫使

許多製造業外移，而且對於選擇留在台灣的

製造業來說，更是提高了經營成本。

直航可大幅減少成本

以兩岸間航運與航空聯繫的限制而言，對

於在中國大陸有投資的業者來說，顯然增加

了營運成本。

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人知道，開放直航

之後，台海兩岸的交通費用可以低到什麼程

度。不過，很清楚的是，一旦開放直航將會

為台灣企業帶來成本降低的效果。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學者陳麗瑛博士就表

示，一旦開放直航，台灣製造業者的貨物運

輸成本將降低1 4 . 6％；旅客運輸成本會降得

更多，達2 7 . 1％；而電機及電子設備部門受

惠部分分別達1 5 . 8％及2 5 . 5％。不過，這還

不是受惠最多的。陳博士發現，橡膠產業的

原物料及旅客運輸成本，分別會降低達2 3％

及5 0％，其成本節省的幅度非常顯著。

儘管近年來，已經有許多非正式的「直航」

模式被發展出來，然而，它們仍然與真正的

直航有所差異（表一）。雖然航經石垣島，

對由高雄到上海的船隻而言，並不算太遠，

但是繞道經由日本水域，就船運航程來看，

卻可能要多花一整天的時間。

此外，還有其他的現金花費，據《經濟學

人》信息部訪談的航運公司表示，航經石垣

島的船隻，每艘必須多支付3 0 0 0美元的港務

清理費用；這筆費用雖然比香港的5 0 0 0美元

仔
細分析電子產業的結果顯示，台灣並

沒有因為產業外移到中國大陸，而造

成產業空洞化的現象；反倒是低階的生產選

擇外移，而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則大多

數仍然留在台灣，並且愈做愈好。

表面上看來，在使產業「根留台灣」這件

事上，台灣當局限制性政策扮演著某程度的

角色。

以2 0 0 1年放寬對大陸投資限制的情形為

例，台灣筆記型電腦廠商在大陸生產製造的

比例大幅增加，對於顧慮與大陸建立更緊密

經濟聯繫的人來說，適度的限制性政策，或

許可以解除他們的疑慮。

然而，對電子產業的健康情形而言，限制

性政策與筆記型電腦生產廠商外移的現象，

可以說是幾乎毫無關係。相對於泡沫化經濟

和多變的市場而言，台灣電子產業一直以令

人印象深刻的速度發展。台北到新竹間的高

科技走廊，至少在短期間內，幾乎不可能消

失無蹤。

對直接投資的限制，其實只是台灣當局試

圖約束與中國大陸間經濟聯繫的努力之一。

其他的限制，諸如台灣與大陸間無法直航，

台灣篇4：經濟管控的成本

直航不是萬靈丹，
卻非常重要

由台灣政府強制實施的

限制航運與航空聯繫，

以及勞動人口流動的政策，

可能已經迫使部分製造業

離開台灣。而對於

仍然留在台灣的製造業來說，

則需面對成本的增加。

問題是，就這些障礙而言，

台灣產業必須付出哪些成本呢？

陳穎玫攝直航禁令，提高了製造業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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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很多，但如果貨物必須在途中卸貨的

話，其成本更會增加不少。整體而言，目前

在高雄——上海間連續船運之二十呎標準貨

櫃，如果航經石垣島的成本是2 5 0美元，若

經由香港，則成本為3 5 0美元；一旦直

航，這些成本將可分別降低1 0％及3 0

％。

至於空運貨物的比較成本數據，則

比較難以取得。不過，《經濟學人》

信息部訪談的產業專家表示，旅客

飛台北到上海間的合理成本價格，

應該在新台幣8 0 0 0元到1萬元之

間。目前，經由香港或澳門飛

往上海的成本，平均價格為新

台幣1萬6 0 0 0元。很顯然地，

一旦直航，旅客的飛航成本

會降低很多。

不過，即使成本的降低

十 分顯 著， 但 其重 要

性，或許比不上直航後

飛航時間的節省。從台

北到上海，直航的飛行時

間約為9 0分鐘，比目前非直

接路線平均所需的6小時，要

快得太多。一旦兩岸直航，節

省的2 7 0分鐘將會讓商務人士釋

出更多具生產力的時間。

這些成本對於台灣與中國大陸間的

勞力分工，不可能一點影響都沒有。

雖然支持限制性政策的人士或許會說，

禁止兩岸直航，會使得企業留在台灣。但

是，更有可能的是，不能直航，不論在金錢

與時間上，都逼使企業不得不外移到大陸。

在目前兩岸間禁止直航的情況下，會導致

其他相關成本的發生，例如較長的前置作業

時間，可能會使得台商的大陸工廠在向台灣

供應商進貨時採取較高安全庫存的策略，而

由本地其他供應商進貨則沒有這樣的顧慮。

慎防台灣腦力資源的流失

目前台灣與華南地區以外的大陸城鎮間之

旅客輸運，花費時間太長，也很不方便。這

應該就不是太多人喜歡經常往返的旅程。其

結果，我們很難推論一位常駐在台灣的工程

師能同時有效監督在大陸的廠務運作。

理論上，這種情況會發生兩種結果；其

一，一部分原本可以外移的生產作業，繼續

留在台灣；其二，擔負責任的工程師雖然常

駐台灣，但卻必須兩地奔波。

隨著愈來愈多的生產廠商選擇在中國大陸

設廠，相信趨勢會朝後者的方向發展。這不

但會造成台灣腦力資源的流失，而且隨著時

日漸長，也會帶動更多上游的研發過程跟著

外移。

現階段，並不只有禁止直航會對台灣的製

造業造成影響。許多電子公司主管表示，目

前禁止中國大陸人士進入台灣的政策，使得

他們很難讓大陸籍員工到台灣總公司進行教

育訓練，結果就是，許多有經驗的台灣專業

人士必須到大陸出差。

另外就是，在大陸的外籍企業聘用員工

時，除薪資之外，最具吸引力的福利即為公

司承諾外派海外，但現階段台灣的相關限

制，使得台商預防員工跳槽的能力也跟著受

影響。

除此之外，紡織成衣業者常遭遇另項困擾

是，台灣禁止大陸某些特定產品的進口，影

響了它們在台灣生產的能力。

2 0 0 2年1 0月，台灣陳水扁總統曾經公開表

示，開放三通並不是解決台灣經濟問題的萬

靈丹。毫無疑問，他的說法是正確的。在我

們的調查中，大部分的企業回應也表示，在

現階段台灣的各項經濟發展政策中，最重要

的就是改善島內的基礎建設。（表二）

直航雖不是萬靈丹，但對台灣的經濟來

說，直航卻是非常重要的。在回覆我們問卷

的企業中，有三十九家公司表示，要持續台

灣的經濟成長，必須先改善台灣的基礎建

設。有三十五家公司表示，開放三通直航是

必要的。與一般認知不同的是，台灣的資訊

科技硬體產業，並沒有因為產業外移大陸而

空洞化，因為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已建立

了成熟的資訊科技產業。

的確，台灣資訊科技產業的地位，就算在

三通之後，也能維持在台灣總部與在大陸生

產基地間的運作模式，但如果台灣當局仍然

維持目前僵化而無效率的兩岸經濟關係控制

體系，則其發展就不盡然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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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上海

石垣島

（日本）

■1 9 9 3
■2 0 0 2

廈門

台灣

台北

高雄

5 0 9 2
5 6 4 8

3 4 0
8 7 6

香港

開放三通

解除兩岸間
貨品流通限制

降低稅負

改善島內基礎建設

其他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信息部調查，台灣，2 0 0 3年3月

表二：改善基礎建設是確保經濟成長的當務之急

要確保台灣經濟得以成長，哪些政策需優先處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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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航經第三地的非正式直航模式

從台灣駛出經香港或石垣島的船隻數（單位：艘）

G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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