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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沒有言論自由，出版業完全國營

出版產業與其他產業很不相同的一點，就是大陸的
出版業是完全言論管制，出版社也全部都是國營
企業。

因此服貿協議對台灣出版業的影響就不僅僅是純粹
商業利益考量而已。



服貿協議將威脅台灣出版業言論自由

雖然雙方只開放投資上游印刷與下游發行通路，出
版產業互不開放，正因為大陸沒有出版言論自由
。

然而，印刷業及發行通路開放大陸投資的後遺症很
大，甚至將威脅到台灣的出版業與言論自由。



一、出版業的通路也是出版品的媒體

台灣的出版通路在出版業並不是單純的通路角色，
而是出版品的媒體，因為出版品必須依賴通路才
能與消費者見面。然而消費者在書店能看到的圖
書，都是經過書店業者的挑選過濾。試想如果有
一天我們的書店變成大陸中資經營，我們還有可
能在書架上看到任何批評中國政策的書籍嗎？法
輪功的書呢？



寒蟬效應的結果，我們的出版業當然不敢也不願意
再出版無法銷售『違禁品』了。我們台灣也就沒
有真正的出版自由，因為台灣的出版社都被大陸
官方箝制了。

更進一步來說，如果擁有五百萬會員的博客來變成
中資單位，每個消費者的購書資料全被大陸官方
掌握，您能放心買書嗎？



二、大陸出版業投資並非商業目的

大陸的出版業者都具備官方身份，並不是純粹生意
的商業考量，對台灣的投資，還是以中共政策對
台統戰為目標。這對我們台灣出版產業的發展將
有嚴重威脅!



三、台灣出版業的民間資本無法與大
陸國家資本競爭

台灣的出版業通路都是民營的中小企業，但是大陸
的出版業通路大都是官方的大型集團，台灣的民
間資本怎麼能夠有力量與大陸的國家資本競爭？
我們對大陸業者開放無異以卵擊石，未蒙其利先
受其害，直到我們的業者全部倒閉或被併購為止
。



四、不是真正對等的開放

政府說服貿協議是對等談判，大陸開放什麼，我們就開放
什麼，其實這不是正確的。舉個例，某甲英文比較好，
某乙數學比較好，某甲就跟某乙說，我們現在來考試比
賽，但是只算英文成績就好，這樣當然不公平！可是如
果某乙真的同意，那真的就是大笨蛋！

拿這個例子來看我們出版業，我們台灣的出版規模雖然小
，但是因為民主社會言論自由，創意也無限，相較於大
陸出版業是活潑許多，但是大陸很聰明，知道我們出版
比較強，所以他們不開放，只能開放他們經濟規模大的
印刷與發行通路，我們的政府真的卻同意，你就知道經
濟學人所說的還真有一點道理！



五、台灣出版業將被上下游夾擊

另一方面，台灣的出版產業也是長期依靠上游印刷
廠的資本協助(不少出版社都有印刷廠的參股)

如果我們的出版產業未來受到上游的中資印刷廠，
下游的中資發行通路像三明治一樣被夾擊，台灣
的出版業還有生存機會嗎？言論自由更不用說!



六、服貿協議對台灣出版業是百害而
無一利!言論自由威脅更是禍害無窮

國家經濟政策的制訂，不應該只是由不知民生疾苦
的權貴紙上談兵劃大餅，一定要傾聽業者的心聲
，站在產業未來長遠發展的戰略制高點上審慎思
索利弊得失。

出版產業將會受到嚴重威脅了，請問服貿協議對我
們台灣出版業又到底有什麼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