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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主席 蔡英文 

 

 

一一一一、、、、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台灣應從海島型國家經濟的角度思考台灣應從海島型國家經濟的角度思考台灣應從海島型國家經濟的角度思考台灣應從海島型國家經濟的角度思考    

� 面對當前全球化競爭的挑戰，台灣的經濟如何永續發展，攸關全民的生存福

祉，對於任何一個政黨而言都是一個嚴肅的課題。 

� 台灣處於一個大陸之外的島國，過去無論在生活、環境、文化、教育、貿易

各方面，都受到中國以及美國這兩個大陸型國家很大的影響。但是因應全球

化的挑戰，大陸型國家的思考模式，許多觀點不盡然適用於台灣，所以台灣

首先應調整以一個海島型國家經濟的角度，來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二二二二、、、、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沒有選擇沒有選擇沒有選擇沒有選擇，，，，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向外看向外看向外看向外看(outward(outward(outward(outward----looking)looking)looking)looking)」」」」    

� 台灣人的集體眼光經常陷入「向內看(inward-looking)」，比較不會「向外看

(outward-looking)」，只有看到自己的問題以及自己彼此相互之間的矛盾。  

� 台灣在國際空間經常不是被排除，就是被隔離，導致國內的政治人物或是社

會精英，習慣是在被國際排除或隔離的心態下來看這個世界，而不是在跟這

個世界互動之下所產生的世界觀，其結果是有距離而且是不夠有自信的。  

� 作為一個海島型經濟小國，台灣沒有選擇，只有「向外看」， 而且必須向外

擴張，必須跟這個世界產生互動交往。我們應該創造出一個平衡的觀點，給

外國人看到是台灣人，以及台灣人的想法、觀點及願景，而不只是台灣貨。 

三三三三、、、、十年內十年內十年內十年內全球全球全球全球將維持將維持將維持將維持供給大於需求供給大於需求供給大於需求供給大於需求的經濟態勢的經濟態勢的經濟態勢的經濟態勢    

� 戰後所謂的全球化，很大的一部分是指貿易的自由化。台灣經濟過去在 60、

70 年代能夠快速的成長，就是因為全球的市場對台灣是開放的，當一個有

限供應的經濟體，面對的是一個無限開放的市場，讓台灣有完全揮灑的空間。 

� 當前全球化的問題是供給遠遠大於需求。由於金融風暴後的信用緊縮，造成

美國人的需求降低，再加上老年化及少子化現象，全球整體需求下降。但同

時有許多的新興國家包括中國、印度以及諸多開發中國家成為市場的新供應

者，有源源不絕的勞力供給，造成現在全球的供給能量遠遠超過需求。 

� 許多人把希望寄託於中國的市場。歷屆美國總統以及高階官員到中國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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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就是要求中國開放市場，接下來是問中國的市場在哪裡？誰可以掌握中

國的市場？中國市場最大的問題是中國人不花錢，普遍的消費者信心不足，

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社會安全網還沒有建構，導致大部分的錢都被儲蓄起來。 

� 中國要建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是一件很大的工程。十年之內，中國要取代美

國，成為支撐起全球的需求的主要市場，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全球仍會維持

供給大於需求的經濟態勢。台灣的經濟發展無法靠內需，必須靠世界市場才

能撐得住，所以在台灣，無論是個人、企業、國家都必須思考如何向外擴張。 

四四四四、、、、我們對我們對我們對我們對與中國簽訂與中國簽訂與中國簽訂與中國簽訂 ECFAECFAECFAECFA 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    

� 我們為什麼對 ECFA有意見？一個國家在面對全球化環境的基本立場一定

是往外發展擴張，但是首先必須先把家裡顧好，所以準備要擴張到其它地區

之前，有幾件事情一定要先做好。 

1. 1. 1. 1. 防衛機制防衛機制防衛機制防衛機制    

� 當外國的低價貨品大量進入國內市場，並衝擊到國內的就業市場時，政府最

重要的責任就是讓人民有工作。人民沒有工作，貧富差距一定擴大，社會問

題一定很多，社會信心一定崩盤。所以必須要有防衛機制，不能讓外國貨沖

垮國內的市場結構，造成大量的失業勞工。 

� 政府不能只強調 ECFA 使我國某些產品可免稅出口到中國，而不說大部分的

中國產品也將免稅進入台灣。中國與香港 2003年簽署的 CEPA，其中第七條

載明「雙方承諾一方將不對原產於另一方的進口貨物採取反傾銷措施」。從

馬政府美國牛談判的例子，人民及企業對馬政府的談判能力感到憂心。 

2. 2. 2. 2. 產業調整機制產業調整機制產業調整機制產業調整機制    

� 也就是政府必須替人民找新的工作，創造新的工作機會。現代經濟最艱鉅的

挑戰，就是創造一個新的產業必須花比較長的時間，但是要丟掉一個既有的

產業卻很快。馬政府說 ECFA 勢在必行，馬上要做，請問政府有足夠的時間

去創造新的產業，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給人民嗎？  

� 與中國簽訂 ECFA 勢必造成產業結構的改變和所得的重分配，有「早期收穫

清單」就會有「早期受害清單」，而受害的產業應得到補償。政府必須誠實

告訴我們有哪些是可能受害的產業，以及受害的程度，並和受害產業協商補

救的配套措施。 

3. 3. 3. 3.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經貿經貿經貿經貿戰略戰略戰略戰略的的的的平衡平衡平衡平衡    

� 不能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中國未來十年要面對非常嚴酷的經濟結

構調整以及社會穩定度的挑戰，其中會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所以台灣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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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的時候，必須要維持一個好的全球經貿戰略平衡感。 

� 全球化之下的台灣，應該積極和各國簽訂 FTA。中國市場僅佔全球 5%，台

灣出口卻已有超過四成賣給中國，利用中國市場的程度是世界最高的，主要

國家第二高的南韓只有不到三成的出口品賣給中國。台灣反而要掌握這次與

中國 ECFA 談判的機會，要求中國不得阻撓台灣與其他國家簽署 FTA。 

4. 4. 4. 4.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軍事的安全網絡軍事的安全網絡軍事的安全網絡軍事的安全網絡    

� 所謂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可以分開來，在今日的全球化時代是不存在的。唯

有在政治、軍事的安全網絡裡，台灣經濟的擴張才不會有後顧之憂。台灣在

政治上必須要與民主的國家站在一起，在軍事上也必須與民主國家合作，共

同維持這個地區的穩定。 

� 台灣不是單獨面對亞洲，也不是單獨面對中國，而是在亞洲的這個網絡裡面

去面對這個問題。很多鄰近的國家因為怕中國所以不敢跟台灣在一起，但是

他們在怕中國的同時，同我們也有許多的利益是一致的，台灣應該找出與其

他國家共同的利益，形成共利共生的共同網絡。  

五五五五、、、、與社會對話與社會對話與社會對話與社會對話，，，，全民共同全民共同全民共同全民共同參與參與參與參與型塑政策型塑政策型塑政策型塑政策    

�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政府有兩項最重要的工作，前者包括積極創造工作機

會、對失業者的協助，與對社會安全網的補強；後者包括產業轉型與升級、

尋找台灣在全球市場的利基與競爭力的提升，以及人才的培育。我們要強調

的是，經濟治理的核心在於如何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社會才能免於不安，

政府推動任何的經濟政策，都必須思考這項政策對於就業的影響。 

� 現在台灣社會高度關注 ECFA這個議題，其實更重要的是，面對全球化的競

爭，馬政府必須要有一個更清晰的全球化經貿戰略藍圖，馬政府應該告訴我

們簽了 ECFA之後台灣的下一步要如何走，而不是為了簽而簽。ECFA這道

門的後面，到底是一條康莊大道，還是走入一條死胡同。 

� 當前台灣是一個富裕的社會，人民受了很完整的教育也有思考的能力，民進

黨開始恢復元氣的同時，我們願意擴大與社會的對話，把對於如何面對全球

化挑戰的觀點與台灣人民共享，而執政的馬政府更是有責任加強跟人民溝

通。我們堅信不是一個人，或是一個政黨在領導台灣，而是全民要參與，共

同來型塑政策，這才是台灣的生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