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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中日釣魚臺主權爭議背後，中國以稀土禁運為武器對日本

施加外交壓力，以及日本採取反制措施的外交衝突事件。藉此個案研究，凸

顯出中國挾其經貿優勢以施壓經貿對手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模式，以及

日本成功地反制中國施壓的經驗教訓。由於日本具有稀土高度依存中國的危

機意識，並未雨綢繆地研擬確保稀土穩定供應對策，當中國發動稀土禁運措

施時，日本能夠迅速對應「稀土震撼」，並且以中國禁運措施違反WTO規範

以及中國加盟 WTO 的承諾，與歐美國家聯手向 WTO 提起訴訟，最終迫使

中國修正其管制稀土政策。 

關鍵詞︰釣魚臺、非正式經濟制裁、稀土、禁運 

* * * 

壹、前 言 

根據我們的觀察，中國在過去幾年處理外交衝突時，會採取一種比一般經濟制裁

更有彈性的報復性策略，我們稱之為「非正式經濟制裁」。此經濟制裁是一種沒有官方

正式宣告的經濟制裁，以過去的案例觀察可知，儘管中國官方否認有實施經濟制裁的

事實，但是，實際上卻是透過海關手續刁難等行政措施的干擾，造成物件國與中國的

貿易關係暫時中止，或者進出口商品價格劇烈變動等現象，讓物件國實質上承受經濟

損失，達到外交施壓的目的。由於非正式經濟制裁是非正式的，官方沒有明示制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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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與時間，具有彈性操作空間。因此，中國可以躲避正式經濟制裁所必須擔負的風

險，例如，物件國的報復措施以及國際輿論的批評，同時也能讓物件國承受一定程度

的經濟損失，達到警告、施壓、報復的外交目的。 

2010 年 9 月 7 日，中國籍「閩晉漁 5179」號漁船在釣魚臺周邊 12 海浬、日本主

張「領海」內作業，拒絕接受日本海上保安廳（以下簡稱：海保廳）人員登船臨檢，

並且在逃走過程中與日方巡視艦發生衝撞。事件發生後，海保廳將人船扣押，並且以

涉嫌違反《外國人漁業規制法》與妨礙公務罪嫌等，將船長詹其雄移送沖繩那霸地方

檢察廳石垣支部收押偵辦。北京當局認為，中日雙方於 1978 年鄧小平訪日期間已達成

擱置釣魚臺主權爭議之共識，因此，當日本警方於 2004 年 3 月 24 日逮捕登陸釣魚臺

的 7 名中國籍保釣運動人士時，當時的自民黨政府僅將該 7 名人士遣送出境，並未移

送司法機關偵辦，如今民主黨政府卻將詹其雄移送司法機關收押偵辦，是違反擱置爭

議共識的挑釁舉動。由於胡錦濤政府曾於 2008 年與日本達成共同推動中日全面性「戰

略互惠關係」、共同開發東海資源的政治共識，如果不對此事件採取強硬的對日交涉手

段，胡錦濤政府勢必成為國內反日民族主義者的批判目標（春原剛 2015, 15-23）。在此

背景下，胡錦濤當局採取停止部長級以上官員互訪、暫時擱置輸往日本稀土（Rare 

Earths）出口通關查驗等一連串外交與經濟制裁措施，要求日本立即無罪釋放詹其雄，

並且道歉與賠償。其中，擱置稀土出口通關查驗措施，中國政府挾其經貿優勢以迫使

貿易對手國讓步或妥協的非正式經濟制裁之典型事例，即是本文討論的主題。 

諷刺的是，中國以稀土禁運作為非正式經濟制裁，反而促使日本政府加速產官學

的整合，透過稀土進口多元化、研發稀土使用減量技術或替代材料以降低對中國稀土

的依賴。更重要的是，日本聯合歐美國家向「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提出告訴，指控中國稀土管制措施違反 WTO 規範，

並且獲得勝訴，迫使中國不得不修正稀土管制措施，並導致中國稀土企業削價出口，

引發稀土國際市場價格暴跌（中村繁夫 2015），凸顯出中國非正式經濟制裁的稀土牌

已經失效。 

事實上，政府研究機關與學界已關注到中國稀土的戰略性價值，以及在國際市場

的獨占地位，並且探討中國操控稀土戰略價值的政策。例如，美國國防大學期刊與國

會研究處的相關論述（Hurst 2010; Grasso 2013），部分經我國防部《國防譯粹》期刊翻

譯刊登。其次，我國學界方面，包括有軍方研究員執筆在內的多篇論述（應天行

2010；劉宜友 2012；謝志淵 2012；盧文豪 2013），以及行政院官員撰寫的研究報告

（黃星滿 2012, 233-263）。另一方面，日本民間智庫與外務省研究報告，也有多篇探討

中國稀土戰略與日本對策之論述（谷口能敬 2012；八田善明 2010）。然而，上述文獻

對於他國如何反制中國的稀土戰略，則較少提及（李世暉 2015）。相對於此，本研究

以日本反擊策略為例，將有助於我國學界瞭解中國的稀土戰略與受影響國間的動態性

博弈。中國財政部宣布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停止課徵稀土出口關稅，則是中國利用

稀土禁運作為非正式經濟制裁手段策略失敗的象徵。因此，我們將完整記錄與分析日

本產官學團結因應中國的稀土管制政策，並且結合歐美國家在 WTO 架構上成功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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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制的過程。 

最後，我們試圖提出中國非正式經濟制裁的概念，去解釋近幾年來，中國以行政

手續去造成物件國經濟損失與外交壓力的策略，希望可以提供國內學界研究中國外交

與經濟戰略等領域的參考。此外，在實務方面，在臺灣對中國貿易依存度不斷上升、

而中國對臺灣貿易依存度卻逐年下降之際，沴為避免臺灣形成對中國不對稱經貿依存而

影響到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我們認為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國非正式經濟制裁的運作方

式，進而學習日本如何反制中國的對策。 

關於中國對於臺灣施行經濟制裁的可能性，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代，兩岸關係較

為緊張，有較多的研究，例如，童振源（2003）與 Tanner（2007）。然而這些研究因為

局限于當時的時空背景，對於臺灣今日的處境，可提供參考之處有限。例如，童振源

的研究反映當時中國的經貿實力，認為「從經濟制裁的啟用和後果來看，中共不具有

對付臺灣的經濟槓桿，臺灣在兩岸經濟關係中幾乎不存在脆弱性」（童振源 2003）。而

Tanner 的研究認為，中國已經足夠造成臺灣經濟的脆弱性，並且指出中國有幾種可能

的對臺經濟制裁：限制臺灣商品進口到中國、限制臺灣在中國投資、限制中國商品出

口到臺灣、對臺灣經濟進行擾亂與破壞（例如干擾股匯市）（Tanner 2007, 137-140）。

中國曾多次以非正式經濟制裁方式，對東亞國家進行外交脅迫，並且以觀光客當作對

臺經濟制裁的籌碼，這些現況都是先前研究中國對臺經濟制裁時所沒有的情勢，因

此，臺灣急需能夠反映新時空背景的中國經濟制裁研究。 

為此，我們將以個案研究的途徑，探討中日稀土爭議發生的背景、中國以禁運為

手段實施制裁的方式，以及日本成功地反制的因應策略，並且對章節作如下安排：第

二節闡述中國式的非正式經濟制裁；第三節描述中日稀土衝突的結構性因素，亦即，

稀土的戰略價值以及中國稀土在國際市場的獨占地位；第四節將說明近年來中國稀土

出口政策的轉變，在此節中我們可以瞭解，在 2010 年中日稀土爭議之前，中國已經開

始緊縮稀土出口；第五節中，我們將說明中日稀土爭議的過程，以及日本的反擊策略

與成效；結論部份，我們會討論中日稀土爭議對於臺灣規劃兩岸經貿戰略的啟發。 

貳、中國式的非正式經濟制裁 

一、經濟制裁的定義與方式 

研究經濟制裁的重要學者，如哈斯（Richard N. Haass）與布魯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團隊，以及哈福包爾（Gary C. Hufbauer）與國際經濟研究所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團隊，對於經濟制裁的定義各

                                               

註 沴 依據陸委會統計，我國對中國進出口占外貿的比重，從 2004 年的 15.1%，一路攀升到 2015 年的

22.7%；而中國對我國進出口占外貿的比重，卻是從 2004 年的 6.8%下降到 2015 年的 4.8%。（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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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星野俊也 2000）。哈斯定義經濟制裁為：「針對某一國家（或政治實體），主

要是透過經濟性的懲罰（但也可能是軍事或政治性的手段），去改變該國的政治或軍事

行為」（Haass 1998, 1）。而哈福包爾團隊將其定義為：「由政府有意圖的發動，去停止

或者威脅停止，慣有的貿易與金融關係」（Hufbauer, Schott, Elliott and Oegg 2009, 3）。

兩者定義的差異在於，哈斯的定義限定於以經濟手段去改變物件國的政治與軍事行

為，至於以經濟手段企圖改變物件國的經濟行為，則不在哈斯的討論範圍。而哈福包

爾團隊則認為，由政府所發動、停止或威脅停止與物件國既有經濟關係，都可以算是

經濟制裁。 

關於經濟制裁的實際操作方式，哈福包爾團隊將其區分成三大類：貿易、金融與

資產制裁（Hufbauer, Schott, Elliott and Oegg 2009, 91-97）。而哈斯則是詳細列出制裁手

法，包括：「武器禁運，減少或斷絕海外援助，出口或進口的限制，資產凍結，關稅增

加，進口配額減少，取消貿易最惠國待遇，透過國際組織的表決，終止外交關係，拒

絕簽證，取消飛航路線，禁止信用授予、金融貸款、以及投資」（Haass 1998, 2）。至於

有關經濟制裁的成效，學術界的研究有著不同的意見。至於有關判斷經濟制裁成效的

研究材料，學界大多參考自哈福包爾團隊在 1990 年出版，從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的經

濟制裁個案紀錄（以下簡稱：HSE 資料庫）（Eyler 2007）。HSE 資料庫在 1990 年時紀

錄 115 個案，而在最新的 2009 年版本，HSE 資料庫已經更新到 174 個案。沊裴博

（Robert A. Pape）在 1997 年檢視哈福包爾團隊 1990 年版本時發現，該研究認為 115

個案中有 40 個案是制裁成功，但裴博嚴格檢視個案的因果關係，發現只有 5 個案算得

上是成功的經濟制裁。因此，裴博認為經濟制裁的成功率不高（Pape 1997）。 

艾倫（Susan Hannah Allen）與拉克辛（David J Lektzian）的研究更指出，成功的

經濟制裁通常會造成被制裁國家的基礎設施提供變差，比如缺乏好的醫療與乾淨的

水，會使得被制裁國家中的一般民眾，特別是弱勢團體成為經濟制裁中無辜的受難者

（Allen and Lektzian 2013）。為了減少經濟制裁波及到無辜民眾，政策執行者與學界在

近數十年來重視一種新的經濟制裁模式：「精巧制裁」（smart sanctions），精巧制裁是

將經濟制裁設計到儘量不要傷害到一般民眾，實際的手段包括：武器禁運、金融制裁

（鎖定特定人或組織）以及旅行禁制。沝然而近年的研究卻顯示，精巧制裁儘管比傳統

的經濟制裁更符合人道主義，但也有著成效上比傳統經濟制裁更低落的問題（Drezner 

2011）。哈福包爾團隊的研究也指出，成功的經濟制裁，制裁發動國家雖然達到目的，

但也有可能留下負面的國際名聲。例如，在 1970 年到 1973 年間，智利民選總統薩爾

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施行激進的左派經濟政策，嚴重破壞美國利益（例

如美國資本銅礦企業被國有化），美國遂聯合相關國家發動停止經濟援助與國際借貸等

                                               

註 沊 事實上，最早三位學者的合著是 1985 年出版，1990 年是第二版。2009 年的第三版增加了一位作者

Barbara Oegg。有關 HSE資料庫的發展，可參閱：Pape 1997。 

註 沝 關於精巧制裁的簡單理論討論可參考：Drezner 2003。而有關精巧制裁的實際運作案例可參考：

Friedma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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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裁，促使智利經濟崩壞，最後導致軍隊政變。沀阿連德總統在政變中身亡，而美

國中央情報局在政變中的神秘角色，也讓美國留下使用情報機構從事骯髒勾當（dirty 

tricks）的壞名聲（Hufbauer, Schott, Elliott and Oegg 2009, 112）。 

哈福包爾團隊最新的研究指出，經濟制裁成功率不高，主要是以下的因素造成泞：

選擇不適當的制裁經濟手段；經濟制裁會激起被制裁國的國家意識，進而支持政府選

擇替代性商業方式以度過危機；「黑騎士（black knights）」的存在；制裁發動國無法說

服同盟國或者國內的經濟利益團體採取一致的立場（Hufbauer, Schott, Elliott and Oegg 

2009, 7-9）。其中，所謂的「黑騎士」，有些學者較狹義的定義是，對於被制裁國家，

基於政治性動機而給予協助的國家（Early 2011）；而有些學者採取比較廣義的定義，

認定除了政治動機之外，基於商業利益而與被制裁國進行經貿交流國家，也可稱為黑

騎士（Kozhanov 2011）。 

經濟制裁除了大多成效不佳外，派特生（Peksen）與都魯裡（Drury）的研究更進

一步指出，對於非民主國家遭受到經濟制裁，政權往往會利用制裁的外壓，來強化國

內的統治權威，並且弱化國內原有的自由程度（Peksen and Drury 2010）。艾倫的研究

也得到類似結果，他的研究指出，經濟制裁的確會提高被制裁國發生反政府運動的機

率，但是對於獨裁國家，由於其政治結構的因素，因經濟制裁所引發的反政府活動往

往會被壓制住（Allen 2008）。裴博認為，在經濟制裁效果不佳的情況下，經濟制裁施

行國家領袖，往往有國內政治需要的考慮（Pape 1997）。例如，黃泰希（音譯，Taehee 

Whang）的研究就證實了這種說法。黃泰希指出，儘管大多數學者並不看好經濟制裁

的效果，但是，近年經濟制裁件數卻在增加，因此，他認為施行經濟制裁的目的，主

要是在滿足國內需求。他以美國為研究物件，證實美國施行經濟制裁可以提高總統的

民意支持度（Whang 2011）。 

上述國際學界對於經濟制裁的研究，對於我們觀察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有相

當大的幫助。例如，HSE 資料庫可以讓我們瞭解，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 2000 年代初

期，中國發動過所有重要經濟制裁個案。哈福包爾團隊的研究發現，貿易制裁是較易

控制經濟損失範圍的制裁手段；金融制裁的不確定性高，較容易出現非預期的損失；

而凍結資產等方式的制裁，通常是與軍事活動同步進行的激烈性制裁（Hufbauer, 

Schott, Elliott and Oegg 2009, 97-98）。而中國在非正式經濟制裁時，以行政手續進行進

出口限制，成為實質上的貿易制裁，這顯示中國有控制損害範圍，不將制裁範圍擴大

                                               

註 沀 關於智利在 1970年代初期政變的歷史背景與美國經濟制裁的影響可以參閱：Osieja 2006。 

註 泞 除了哈福包爾團隊指出的因素之外，筆者們認為，被制裁國的自行評估，也是經濟制裁不容易成功的

重要因素之一。通常在經濟制裁之前，實施國家都會進行警告。而被制裁國在被警告之後，對於可能

的制裁內容進行評估，如果最後決定不理會警告，則意味著被制裁國認為制裁是可以忍受的，否則就

會屈服制裁國的要求而改變政策。我們認為，在哈福包爾團隊的研究中，也可以找到支持證據，例

如，在他們的 174 個經濟制裁研究個案中，有 11 個案只有威脅，並沒有真正付諸實施。但是，這 11

個案中，有 9 個案是成功。顯示威脅內容如果能夠對被制裁國造成無法忍受的傷害，威脅就足以達成

目的（Hufbauer, Schott, Elliott and Oegg 2009,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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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圖。泀 

然而要將國際學界對於經濟制裁的研究成果，直接套用在中國式非正式經濟制裁

的研究上，恐怕會有難以說明的困境。首先，在理論層次上，研究經濟制裁的重量級

學者莊子納（Daniel W. Drezner）就明確指出，過去研究經濟制裁的文獻，都是以美國

所發動的經濟制裁為主，就一個學術研究而言，研究經濟制裁理論是很難跟美國外交

政策切割，而中國做為一個新的霸權運作經濟制裁，是經濟制裁領域新材料的挑戰

（Drezner 2012）。再者，中國以行政手續干擾作為貿易制裁的手段，但是過去學者較

少將此列為制裁手段。洰雖然哈福包爾團隊定義經濟制裁時，有考慮到威嚇也是經濟制

裁的一種手段，但是在他們的實際個案研究中，威嚇的經濟制裁，通常是威嚇就已經

達到目的，所以威嚇後無實際的經濟制裁，被制裁國也沒有發生經濟損失（Hufbauer, 

Schott, Elliott and Oegg 2009, 106-108）。然而中國的施壓性制裁，卻會讓物件國承受一

定程度的經濟損失。此外，既有文獻在討論經濟制裁成效時，往往被制裁國都是處於

被動立場。儘管經濟制裁成效往往不佳，既有文獻大多歸因於發動國的策略錯誤、無

法說服同盟國採取一致立場、以及「黑騎士」國家的存在。被制裁國的主動反擊，策

略性化解經濟制裁的個案，在既有文獻中少見。因此，中國以非正式制裁的方式，對

日本施行稀土禁運以及日本對此之反擊策略，較不容易以既有文獻說明，需要進行深

入的個案研究。以下，我們就中國獨特的非正式經濟制裁的運作方式做說明。 

二、中國式的非正式經濟制裁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制裁，已經引起國際學界的注意，萊利（James Reilly）認為隨

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對於使用經濟制裁當作外交政策手段的意願、能力與實

際發生的案例都在增加（Reilly 2012）。而另一方面，中國學者劉建偉認為，受限於下

述三項因素：WTO 法規、中國經濟結構性因素、以及中國追求和平發展的國際名聲，

中國就算使用經濟制裁為外交手段，也是一種低調而節制的方式，而不會成為如美國

與歐盟一般，成為全球經濟制裁的主要發動者（Liu 2013, 225-240）。 

就事實而言，如以下表 1 所列，近幾年來中國發動的經濟制裁確實有增加的趨

勢。萊利認為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制裁有下列幾點特色（Reilly 2012）： 

                                               

註 泀 在中日發生稀土衝突時，也出現中國觀光客大量減少的現象。觀光客的減少也可以視為是貿易制裁的

一種，亦即，限制被制裁國的服務業出口到中國，此種服務業貿易制裁，跟一般商品貿易制裁一樣，

可以透過選定制裁的商品項目來控制損害範圍。 

註 洰 行政手續干擾的非正式制裁手段，過去學者不太討論的原因，有可能是過去學界討論經濟制裁，主要

是以美國為主要研究物件，而美國施行經濟制裁時，通常有展現世界領袖解決問題（demonstration of 

resolve）給其他國家看的需求，因而會採取明確且宣示性的制裁，而非不明確的行政手續。

（Hufbauer, Schott, Elliott and Oegg 200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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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國所實施過的重要經濟制裁 1949~2016 年 

編號 實施時間 對象國 實施方式 實施目的 

1 1978~1983 阿爾巴尼亞 減少經濟援助 報復該國的反中言論 

2 1978~1988 越南 停止經濟援助 逼迫越南撤軍柬埔寨 

3 1992~1994 法國 撤銷協定中的中法大型合作專案，如廣州地鐵

、大亞灣核電站二期工程、以及購買法國小麥

等；不再與法國商談新的重大經貿合作專案；

嚴格控制兩國副部長級以上人員的往來；立即

關閉法國駐廣州總領事館。（錢其琛2003, 291-

302）。 

迫使法國今後不敢再軍

售臺灣。泍 

4 2004 臺灣與中國

境內臺商 

警告威脅模式。中國學者提出，除軍事、外交

等政策工具外，不應排除使用經濟制裁工具的

可能性。 

對臺獨勢力以及中國境

內親綠臺商施壓。 

5 2008~2009 法國 中國航空公司取消或推遲了與空中巴士公司的

部分契約。 

達賴喇嘛訪問法國後的

報復。 

6 2010 美國 警告威脅模式。美國決定64億美元對臺軍售後

，中國發出對參與此次軍售的美國公司的制裁

警告。 

中國並沒有實施制裁，

可視為向美方表達不滿

情緒的訊號。 

7 2010 日本 非正式經濟制裁。中日釣魚島爭議升高，中國

以海關手續暫時停止出口稀土到日本。 

暫緩稀土出口來對日本

進行外交施壓。 

8 2012 菲律賓 非正式經濟制裁。中菲黃岩島衝突升高，中國

以海關手續暫時停止菲律賓的香蕉進口。 

暫停香蕉進口以施壓菲

律賓。 

9 2016~ 中華民國 非正式經濟制裁。管制觀光客來臺旅遊人數，

取消經貿團來臺集體採購，例如，面板、農產

作物、臺南虱目魚契作。 

意圖強制蔡英文政府明

確承認「一中」原則，

持續施壓中。 

10 2016~ 韓國 非正式經濟制裁。啟動所謂「限韓令」，禁播

韓國影視劇與代言廣告、取消韓國藝人在大陸

的演出通告、管制觀光客赴韓旅遊並拒絕韓國

航空公司的包機申請；中國外交部亞洲局副局

長陳海警告三星、樂天等韓國大企業，一旦韓

國部署THAAD系統，他們在中國經營將會受

到影響；針對提供土地供作部署THAAD的樂

天在中國投資企業進行查稅。 

意圖強制韓國不得在其

境內部署「終端高空區

域防禦系統（THAAD）

，持續施壓中。 

資料來源：個案編號 1-3，參考：Hufbauer, Schott, Elliott and Oegg 2009, 20-33；個案編號 4-7，參考閻梁（2012, 

16-29）論文；個案編號 8、9、10，為筆者觀察。 

（一）非正式且曖昧的施行方式 

美國的經濟制裁通常是正式的法律或總統命令，而中國則是以非正式且曖昧的方

式實施，例如，不明確表示的威脅，減少某些商品的採購或中國高官的訪問等方式。

這種非正式的經濟制裁，讓中國領導人可以彈性的處理外交議題。 

                                               

註 泍 此次軍售是法國出售 60 架幻象兩千戰鬥機給臺灣。此外，1981 年荷蘭出售兩艘潛艇給臺灣時，中國

採取的是外交制裁而非經濟制裁，當時中國將駐荷蘭大使召回北京，一直到 1984 年，荷蘭同意不再對

臺軍售後，雙方大使級外交關係才得以恢復。中國對荷蘭的外交制裁，參閱：BBC中文網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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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威脅多於實際採取行動 

中國常釋放要對某國施行經濟制裁的訊息，讓制裁物件國改變中國所不樂意看到

的行動。誠如萊利所言，中國的經濟制裁是「叫多於咬（more bark than bite）」。如果

中國採取了實際的制裁，傾向於採用短期且集中目標的制裁，伴隨其他的外交壓力，

施壓制裁物件國改變行為。 

（三）都只為中國利益 

美國發動的經濟制裁，通常會將其理由提升到國際利益層級，例如，為了人權問

題或者防止核武擴散等。而中國發動制裁通常只為了中國本身的外交利益。 

（四）會針對個別公司 

中國會採取類似「精巧制裁」的手段，針對違反中國利益的個別公司發動經濟制

裁，例如，針對軍售臺灣的美國企業。 

（五）中國民眾也參與制裁 

中國經濟制裁某國或某企業時，中國政府往往會鼓勵民眾拒買某國或某企業產

品，解此來增加中國外交談判的籌碼。 

（六）偏向特定議題 

中國發動的經濟制裁，通常是以下幾個議題所促發：臺灣、西藏、人權議題、島

嶼領土糾紛。 

有些學者認為，萊利過度誇大中國經濟制裁的運作。例如，萊利以 2010 年諾貝爾

和平獎得主為中國民權人士劉曉波，中國禁止進口挪威產鮭魚為例，指出人權議題容

易促發中國發動經濟制裁。但是，莊子納就指出，在萊利的分析中，包括劉曉波事

件，不少被中國「經濟制裁」的物件國，經濟受損程度低，在外交策略上也沒明顯屈

服中國。這樣外交互動模式，是否可以稱為「經濟制裁」，值得商榷（Drezner 2012）。 

依照莊子納的分析，萊利的研究可能誇大了中國的經濟制裁運作。然而萊利對於

中國經濟制裁的分析，確實提供了不少參考。我們認為萊利認為中國經濟制裁的運作

方式，大多是曖昧、且非正式的，是符合事實的分析。表 1 是我們收集萊利以外學者

對於中國近年實施經濟制裁的紀錄。我們發現 1990 年代後的個案，都可以視為非正式

且曖昧的運作，亦即是中國官方沒有正式宣告經濟制裁的實施。其中最近的兩個案

（個案 7 與個案 8），中國都採取了海關手續干擾國際貿易進行的方式。至於個案 9、

10，因為仍處於發展中的事例，不列入討論。除了本文要討論的個案 7 之外，以下我

們略為說明個案 8的中菲黃岩島衝突。 

2012 年 4 月 10 日，菲律賓海軍艦艇於南海黃岩島周周邊海域企圖逮捕中國籍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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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而與隨後趕到護漁的中國國家海洋局巡視艦對峙，雙方展開長達一個多月的海上

對峙與外交衝突。嗣後，因中國宣布自 5 月 16 日起進入「休漁令」時期，才使得雙方

衝突冷卻下來（環球網 2012）。不過，就在雙方海上對峙期間，菲律賓香蕉種植與出

口商協會宣稱，黃岩島對峙事件導致中方對進口菲律賓香蕉實施更嚴格監管。根據報

導，菲律賓香蕉遭到中國以海關手續限制進口，導致菲方損失 10 億菲律賓比索（約

1.48 億人民幣），為此菲國農業部官員赴北京交涉，商討如何確保菲國出口水果符合中

國品質檢驗標準。泇經交涉後，中國才允許部分香蕉進入中國市場。儘管菲律賓香蕉再

度進入中國市場，但是由於中國國內的強烈反菲情緒，菲國香蕉依然乏人問津而遭受

嚴重打擊。 

在個案 7 與個案 8 的非正式經濟制裁中，中國海關的通關手續刁難，大約只持續

一到兩個月時間。為何中國不延長海關手續刁難，以增加施壓的力道？根據日本經濟

產業省（以下簡稱：經產省）的判斷，長期對單一國家進行海關手續刁難是無法持久

的，因為將違反《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下

簡稱：GATT）第一條有關「最惠國待遇」規定：各會員不得對與其他會員之貿易實行

特別利益或不利益之待遇（経済産業省 2011）。除了海關刁難手續難以持久這一點相同

之外，兩個案的差異性很大，長期而言，兩個案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儘管 2012 年黃

岩島衝突讓菲律賓香蕉產業嚴重受損，然而 2014 年中國依舊是菲律賓香蕉最大的出口

國（Colina IV 2014）。菲律賓香蕉出口依舊嚴重依賴中國市場，也因此中國對菲律賓外

交仍然保留香蕉進口的籌碼可以使用。相對於此，如後所述的個案 7，最後中國被迫

修正稀土管制措施，同時稀土國際市場價格暴跌，中國的稀土牌籌碼已經完全失效。 

儘管個案 7 與 8 的比較研究，抑或者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制裁的各種方式解析，都

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但是，作為深化中國經濟制裁研究的第一步，我們必須把近

年來中國式的非正式經濟制裁，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將制裁發生的前因後果，以及物

件國的反應方式，予以明確的釐清與分析，為日後總合性評估建立堅固的基礎，沰本文

以下就是表 1個案 7的深度研究。 

參、中日稀土衝突的背景因素 

一、中國稀土在世界市場的獨占性地位 

稀土是 31 種稀有金屬礦物中，由元素週期表中原子序數 57-71 的 15 種鑭（La）

                                               

註 泇 菲律賓官方強調，出口香蕉與黃岩島事件無關，菲國政府將香蕉出口看成技術問題，這也是為何菲國

願意派遣專家技術團訪問中國的原因（鉅亨網 2012）。 

註 沰 關於中國經濟制裁的綜合性評估，萊利研究是目前國際學界唯一系統性的分析，然而萊利認為中國的

經濟制裁是警告性與發洩不滿居多（用萊利的話說：China’s sanctions are more bark than bite, signaling 

frustration）。然而，相對中日稀土衝突之後，日本官方的緊張與大動作，萊利的研究缺乏深度的個案

研究，以及輕忽中國經濟制裁的影響力（Reill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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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元素氧化物，以及與鑭系元素化學性質相似的鈧（Sc）和釔（Y）等，共 17 種罕見

化學元素氧化物的總稱。按元素原子量及物理化學性質，分為輕、中重稀土元素，只

要添加極少量便可大幅改變材料的性質（加藤泰浩 2012, 27-28）。因此，稀土是現代產

業不可或缺的元素，被稱為「產業維生素」。稀土以其獨特的化學與光、電、磁等性

質，成為 21世紀的戰略資源，廣泛運用在民生與軍事用途。 

在民生領域方面，例如，電動汽車高階電池、智慧型手機、產業機器人、永磁材

料等。在軍事領域方面，稀土材料應用遍及飛彈導引、航太、製造核武與核電關連設

施、衛星、通訊、鐳射、潛水艇聲納、等高科技產品。使用稀土元素的最新軍事技

術，也與最新的航太產業相連結，意味著掌握稀土元素以發展高科技產業，就能夠執

未來高科技產業之牛耳（加藤泰浩 2012, 33-39）。隨著尖端科技的不斷進步，再加上中

國的人為操作，稀土做為具有生產高科技商業與軍事裝備的戰略資源，其價值亦水漲

船高，甚至被視為僅次於石油的戰略資源（Brennan 2013）。2011 年 11 月，日語版

《人民日報》針對日本可能介入南海議題時指出，中國除了擁有以日本對中國貿易高

度依存作為經濟施壓手段之外，還可以利用日本 83%稀土來自中國的資源依存作為施

壓手段。該報導引用日本學者的話警告稱：中國稀土資源十分豐富，「掐住了日美的咽

喉，日本和美國沒有這些稀有金屬，就無法製造精密的制導武器」（人民網 2011）。泹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資料顯示，2014 年全球稀土生產

量依序為中國、美國、印度、澳洲與俄羅斯，蘊藏量則依序為中國、巴西、澳洲、印

度、美國。其中，中國 2014 年產量 9.5 萬噸，占全球年產量約 86.36%，蘊藏量 5,500

萬噸，占全球蘊藏量約 42.3%（U.S. Geological Survey 2015）。稀土礦在開採和冶煉分

離過程中，其放射性元素對人體和生態環境會造成傷害，成為環保意識較高的歐美國

家開採稀土之瓶頸。在中國稀土大量開採初期，由於無視於環境污染的濫行開採與出

口，導致稀土價格慘跌，也同時迫使其他國家稀土礦廠紛紛關閉，形成中國稀土寡占

局面。其後，中國開始實施出口管制以調節市場供應量，進而影響其價格，導致

2010~2011年間稀土價格連番暴漲。 

二、中國稀土出口政策的轉變 

1975 年，中國國務院成立「稀土領導小組」，並且在 1991 年將稀土列為國家保護

礦種。鄧小平在 1992 年初南巡講話，表明：中國的稀土資源，「其地位可與中東的石

油相比，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時至今日，中國稀土產業龍頭內蒙古包剛稀土高

科技公司大廳，依然高掛著「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的鄧小平語錄。換言之，鄧

小平將中國稀土視同中東石油一樣，認為中國可以透過調控稀土產量與價格機制的建

構，以發揮稀土做為戰略資源的價值與影響力（人民網 2012）。在急需外匯的改革開

放初期，中國大量開採稀土出口以賺取外匯，結果是價格低廉的中國稀土，迫使許多

                                               

註 泹 不過，根據美國國防部報告指出，美國目前已經不依賴中國稀土進口（Bloomberg Business 2013）。 



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與對象國的反擊策略：中日稀土衝突為例的分析   63 

 

外國稀土礦山關閉，讓中國稀土曾經達到全球 9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2005 年 9 月，

徐光憲等中國科學院院士聯名致函國務院，建議中國政府應加強對稀土生產的管控，

以避免繼續污染環境以及戰略資源流失（北方網 2010）。嗣後，中國即逐步啟動稀土

管制措施，包括建立稀土出口許可證制度、廢除出口退稅優惠措施、課徵出口關稅與

資源稅、以及大幅削減出口數量等政策。 

首先，業者必須取得稀土出口許可證，而許可證數量有年度限制，且逐年減少。

例如，2006 年有近 50 家企業擁有出口許可證、出口 61,560 噸，迄 2011 年僅剩下 22

家，出口數量腰斬為 30,184 噸。其次，中國自 2006 年 11 月起，開始課徵出口稅

10%，並逐次提高稅率，稅賦自然轉嫁到出口價格。第三，逐次降低、最終予以廢除

原先為鼓勵出口的增值稅退稅制度，助漲稀土出口價格（福田一徳 2013, 46-51）。2009

年 4 月，中國國土資源部發布通知，決定繼續對稀土等礦實行開採總量控制管理（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09）。此外，工業和資訊化部則規定，今後 6 年稀土出

口配額總量不超過每年 3.5 萬噸（中國建材網商業資訊 2009）。2010 年初，商務部頒

布將稀土出口數量定為 30,258 噸配額，比上年度減少 40%，並且在 7 月初再度宣布，

將當年下半年出口量減少 72%。7 月 17 日，溫家寶回應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對中方管制稀土出口憂慮時表示：「我們絕不對各國封鎖稀土原料的出口，

但我們要按照合理價格和合理出口數量來保證稀土工業的可持續發展。」（國際線上

2010） 

另一方面，中國於 2002 年提出將全國稀土產業整併為南北兩大集團的構想，以收

拾稀土行業無序競爭的亂局。其中，北部是以內蒙古自治區或四川省等輕稀土類主要

產地為主，南部則是以江西省為中心的離子型中重稀土類產地為主（福田一徳 2013，

55-56）。工業和資訊化部為強化對稀土產業的宏觀調控力度，推動中國稀土企業聯合

重組，打造中國稀土版的托拉斯（trust）組織，以掌控國際稀土市場的數量與定價權

（中國建材網商業資訊 2009）。2010 年 7 月，在中國政府主導下，內蒙古包頭鋼鐵集

團公司等 6 家企業出資成立稀土交易所；2011 年 5 月，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公布計畫，

對 35 家稀土上游企業展開整併，啟動中國北方稀土的整併；廣東省則於 2010 年 6 月

公布廣東稀土資源與產業鏈整併的時間表，意味著南方稀土整併也進入實質性階段。

在官方主導下，「中國稀土行業協會」於 2012 年 4 月成立，為中國稀土產業邁出大整

併計畫的第一步，最終強化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慧典市場研究報告網 2010；中商情

報網 2012；旺 e報 2012）。 

鑒於中國稀土政策的變化，美國與歐盟（EU）開始意識到稀土供應風險問題。例

如，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於 2007 年發表《礦物、關

鍵性礦物、以及美國經濟》（Minerals, Critical Minerals, and the U.S. Economy）報告，

將稀土等 4 種礦物列為對美國經濟發展不可或缺、具有高度供應風險，以及一旦供應

中斷將產生重大影響的物件。其次，歐盟也在 2010 年將稀土列為 14 種具有高度供應

風險的礦物之一（経済産業省 2014）。此外，有鑒於中國壟斷稀土並採取管制措施，美

軍開始針對其武器裝備所用稀土來源進行調查，而美國國會也限期要求五角大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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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說明美軍裝備使用稀土的狀況。2011 年 7 月 10 日，五角大廈向國會提出報告

稱，美軍在稀土供應上高度依賴中國，將會是個大問題，美國必須建構一個非中國的

稀土供應鏈，才能降低稀土依賴中國進口的風險（美國之音 2011a）。在此背景下，美

國眾議院於 2013 年 9 月通過《2013 年國家戰略與關鍵礦物生產法》，要求行政部門加

快開採包括稀土在內的戰略礦物資源，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美國之音 2013）。 

由以上可知，控制稀土產能、產量和出口，將是中國稀土政策的主旋律。美國學

者易明（Elizabeth Economy）指出，除了確保環境生態以及本國稀土需求外，中國希

望透過控制稀土出口獲得更多的商貿優勢，亦即：「迫使外國公司將各種高技術含量產

品的生產技術轉移到中國」（中國網 2010a）。例如，2011 年 9 月初，國務院副總理

（當時）李克強在北京接見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米倉弘昌時，表示：日本擁有開

發和使用稀土的先進技術，中國希望日資企業把先進的稀土技術帶入中國（美國之音

2011b）。不過，由於中國削減稀土出口等一連串措施，導致稀土價格暴漲，引發美國

與歐盟等稀土主要消費國家不滿，因而於 2012 年 3 月與日本聯手，要求 WTO 對中國

稀土出口配額制度進行協議、仲裁。 

肆、中日稀土衝突之發生：中國的非正式經濟

制裁與日本的反擊策略 

如同前述，在中國稀土形成寡占狀態後，中國即以保護環境與戰略資源為由管制

出口，再加上中國內需市場急遽增加，導致稀土價格逐漸水漲船高。其後，中國以釣

魚臺海域撞船事件為由，變相禁止稀土對日出口，導致稀土價格飆漲，讓日本企業吃

足苦頭，凸顯出依賴中國稀土進口的高度風險（馬場洋三 2014）。對於日本而言，稀

土供應高度依賴中國進口的情況下，如何因應中國稀土政策的轉變?面對中國以稀土作

為非正式經濟制裁籌碼時，日本又是採取何種因應措施?以下我們將分段說明。 

一、高度依賴自中國進口的日本稀土戰略 

從 1990 年初迄今，經濟泡沫化導致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不振，成為「失去的二十

年」。雖然如此，日本依然能夠維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 20 年的原因之一，乃是日

本企業掌握許多高科技產業技術。由稀土被稱為高科技「產業維生素」可知，稀土就

是像維持日本高科技產業運轉的血液，若是稀土供應鏈遭到切斷，其高科技產業的心

臟恐將停止跳動。因此，面對中國加強對稀土出口管制，如何確保稀土供應無虞，即

成為日本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要課題。 

2001~2007 年，日本稀土進口總量與自中國進口量，雙雙呈現逐年攀升傾向，並

且分別在 2006 年與 2007 年達到高峰。此外，由於中國稀土精煉技術提升，以及外資

企業的投入，導致國內需求急速成長，並且在 2005 年超越出口，以致中國稀土政策由

鼓勵出口轉變為管制出口，因而影響到日本稀土供應安全（黃孝春、田中彰、康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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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 2014）。其後，由於受到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稀土出口限制、日本稀土進口多元化

的影響，導致兩項數據均呈現下降趨勢（冀麗安 2013）。儘管如此，日本對稀土的需

求依舊依賴中國進口，並且對中國缺乏談判籌碼。舉例而言，雖然日本進口中國稀土

數量自 2008 年開始下降，但是，當年對中國的依存度依舊高達 91%（福田一徳 2013, 

24）。當中國於 2010 年 7 月，再度大幅減少當年度稀土出口量後，日本透過中日經濟

部長級對話管道，以及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赴北京遊說，依然未能說服中國。 

為擺脫稀土依賴中國進口的困境，日本經產省於 2006 年 5 月公布《新國家能源戰

略》，宣示將集中力量研發以稀土為材料的油電複合與燃料電池等新世代汽車技術，以

及培育燃料電池與蓄電池等相關產業鏈，同時表明將研擬確保新能源研發不可或缺的

稀有金屬供應來源、促進資源回收再利用、研發替代材料等綜合性對策，以保障高科

技製品所需材料之供應無虞（経済産業省 2006）。2007 年，經產省與文部科學省（以

下簡稱：文部省）及其所轄「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共同啟動跨部會產官學合作

研究計畫『元素戰略』，揭櫫要開發高尖端科技製品所需新材料，實現稀有金屬等材料

的替代、減量、回收再利用、規制、新機能等五項目標（中山智弘 2013, 78-92）。其

次，為確保能源與資源供應無虞，經產省與外務省於 2008 年 3 月，提出確保資源三項

基本方針：透過雙邊或多邊外交與資源國建構全面性互惠關係；彈性對應資源國之實

際情況；透過「石油天然瓦斯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等半官方機構協助，活用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以利推動與資源國家間的資源外交（外務省 2008）。2009 年 7 月，經產省公布

《確保稀有金屬戰略》，針對部分資源輸出國家強化對資源出口管理，提出以下四項對

策：推動資源外交以確保海外供應無虞；推動回收再利用及其技術之研發；研發替代

材料以及減量技術；因應短期間供應停止之儲備（大嶋健志 2010）。 

2010 年 6 月，菅直人內閣會議決議通過《能源基本計畫》修訂版，將具有「需求

擴增可能性、高度依賴特定國家、以及供應障礙風險」的稀有金屬，列為必須確保供

應無虞的「戰略性稀有金屬」，稀土即是其中一項。該計畫強調，將推動「戰略性稀有

金屬」之穩定供應，並且為因應短期供應中斷風險，將落實推動儲備措施。此外，該

計畫揭櫫將透過開發海外資源、回收再利用、開發替代材料等途徑，希望在 2030 年達

到「戰略性稀有金屬」自給率 50%以上（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 2010）。此一

確保稀土穩定供應機制才剛啟動，即遭逢中國稀土禁運措施，讓日本政府與企業相當

震撼。 

二、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 

誠如前述，海保廳巡邏艦於 2010 年 9 月 7 日，將中國籍漁船「閩晉漁 5179」號

人船扣押，並且移送那霸檢方偵辦。13 日，那霸檢方釋放了除船長詹其雄外的 14 名

中國籍船員，並且發還漁船。其後，中方陸續採取推遲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建國訪日

行程、停止部長級交流、派遣多艘公務船進入釣魚臺周邊海域巡航執法、擱置東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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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田共同開發協議、中止增加民航班機協議等施壓措施，以迫使日本立即無罪釋放詹

其雄。不過，日方堅持依據司法加以制裁，那霸檢方並且在 19 日做出延長詹其雄拘留

期限的裁定，導致中方進一步提高施壓力道。9 月 20 日，中國國安部門在河北省石家

莊市，以非法侵入軍事管制區攝影罪嫌逮捕日本「藤田株式會社」4 名員工。21 日，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紐約僑界發表演說，表明中國強烈敦促日方立即無條件放

人，並警告稱：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中方將進一步採取行動（你好臺灣 2010）。 

在溫家寶示警後翌日，《紐約時報》報導稱，中國凍結稀土出口日本，中國海關已

中止運往日本的稀土裝船作業，「最初的出口禁令將持續到月底，如果沒有釋放船長，

中國政府將重新評估擴大禁令」（The New York Times 2010a）。而日本經濟財政政策擔

當大臣海江田萬里也證實中國已停止稀土對日本出口，並表示：中國此舉是相當深刻

的問題，將造成日本與亞洲經濟發展的重大障礙（日本経済新聞 2010）。同日下午，

那霸檢方以「考慮到對我國民之影響以及今後日中關係」為由，做出「處分保留」決

定，當庭釋放詹其雄。其後，中國海關雖然重啟稀土出口日本之報關手續，但是仍以

嚴厲查驗的通關手續，刻意延宕稀土裝船作業。10 月 12 日，經產省大臣大畠章宏召

開記者會表示：中國並未重開稀土對日本出口，「我們將看本周出貨是否改善。如果沒

有，我們將採取措施，使中國政府改善這一狀況」（文匯報 2010）。這種變相禁止稀土

對日出口的手法，就如同前述萊利所提中國經濟制裁的第一項特色，亦即，具有非正

式且曖昧的施行方式。 

其次，由羈押詹其雄、溫家寶對日示警、啟動稀土對日出口禁令以及最終釋放詹

其雄的時間點來看，我們認為中國政府企圖以切斷稀土供應為手段，迫使日本釋放詹

其雄。如果詹其雄受到日本司法審判，形同日本對釣魚臺領海行使司法管轄權，而這

是中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中國政府為捍衛釣魚臺主權而祭出非正式的對日稀

土禁運措施，正是萊利所提中國非正式經濟制裁的第六項特色：偏向特定議題。關於

釋放詹其雄的問題，我們透過電子郵件與三位知名日本學者交換意見。泏首先，早稻田

大學教授天兒慧表示，日本政府之所以釋放詹其雄，主要原因在於希望中國能解除稀

土對日出口禁令，而中國以間諜罪嫌扣押日本企業派駐中國的 4 名員工，也是個不可

忽視的原因。其次，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官飯田將史表示，希望中國解除

稀土對日出口禁令，固然是日本政府釋放詹其雄的原因之一，其他諸如溫家寶的強硬

發言、中國各地掀起反日示威遊行等因素，也都是促成釋放詹其雄的原因。第三，日

本慶應大學准教授加茂具樹表示，除非決策當事人承認，否則難以找到證明日本釋放

詹其雄與中國稀土對日禁運有因果關係的確切證據。此外，《日本經濟新聞》編輯委員

春原剛則認為，那霸檢方釋放詹其雄的「准法規措施」，乃是內閣官房長官仙谷由人

「間接誘導」法務省官僚放人，以避免日中關係惡化的「政治判斷」結果（春原剛

2015, 34-47）。 

從中國稀土禁運措施來看，北京當局似乎效法以石油禁運為武器的石油輸出國家

                                               

註 泏 與日本三位學者進行電子郵件交換意見的時間為 2017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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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企圖以切斷稀土供

應，迫使日本做出外交讓步。不過，此舉不但傷及中國自身的國際形象，也凸顯依賴

中國稀土的風險。從日本釋放船長的角度看，中國對日非正式經濟制裁，確實收到預

期效果。但是，如果從決定稀土價格與出口量的話語權，以及涉及國際形象的外交面

來看，其結果則未必是如此。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即

撰文批評中國，使用經貿力量介入外交紛爭，是個不遵守規則的「無賴經濟強權」

（rogue economic superpower），指控中國是在發動一場經濟戰，呼籲美國政府不應坐

視不管。克魯曼指出，國際社會必須開發中國以外的稀土資源，包括像日本一樣挖掘

都市礦山，回收再利用廢棄電器產品的稀土成分（Krugman 2010）。 

三、日本採取「脫中國稀土」對策並展開反擊 

針對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日本採取內外兩種因應措施。首先，在內部措施方

面，經產省於 2010 年 10 月公布《稀土總合對策》，提出以下四項確保稀土供應不致中

斷的措施，並追加編列 1000 億日圓（下同）預算，以降低中國稀土禁運措施對日本產

業之負面影響（経済產業省製造產業局 2010）： 

第一，研發替代材料與減量技術：編列 120 億預算，研發面板玻璃研磨制程中使

用鈰的替代材料（研磨劑），以及減少觸控面板透明導電層銦（In）使用量

的技術。 

第二，讓日本成為稀土回收再利用的世界大國：編列 30 億預算，導入回收再利用

稀土等稀有資源的設備，主要是從廢棄家電製品中回收。 

第三，稀土相關產業的高度化：為維持與強化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編列 390

億預算，支援擁有稀土核心技術之企業更新設備，讓他們將稀土精煉設備

與技術留在國內，以避免稀土產業外移而技術外流。 

第四，開發礦山以確保權益與供應：編列 460 億，由 JOGMEC 出資或提供債務保

證，以推動日本企業參與中國以外的海外稀土礦開發，以確保稀土供應之

權益。 

此對策乃是日本政府首次針對單一特定礦物資源，編列龐大預算以確保資源穩定

供應，並史無前例地協助民間企業更新設備投資以利業者根留國內（福田一徳 2013, 

130-131）。由此可知，中國的施壓性制裁措施，迫使日本政府加速分散稀土進口來

源，以降低對中國的依存度。經產省於 2012 年 6 月所公布《資源確保戰略》，即是此

一思維下的產物。為確保穩定價廉的資源供應，日本在該戰略中提示三點政策方向：

政策資源重點分配在「戰略性礦物資源」；從中長期觀點，促進上游資源權益之確保；

推動替代材料之開發普及、回收再利用、以及增強供應易出現問題礦種的儲備（経済

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 2012）。此外，前述『元素戰略』在高性能磁鐵不可或缺的鏑

元素之替代技術研發獲得成果，亦即，使用釹銅合金開發出高磁力新技術，有助於降

低對稀土的依賴（日本経済新聞 2013）。經歷過中國的「稀土震撼」後，避免與減量



6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60 卷 第 4 期 民國 106 年 12 月 

 

使用稀土成為企業風潮，導致日本在 2013 年的稀土需求量，由最高峰的 3.2 萬噸劇減

至 1.3 萬噸（経済産業省 2014）。再加上日本積極與哈薩克、越南、印度等國合作探勘

稀土，以及美國、澳洲、加拿大等國重啟稀土礦生產等因素，讓中國的「稀土牌」失

去預期效果。 

另一方面，日本也在外交上聯合歐美國家，對中國展開反擊。在中國接連採取強

化管制稀土措施、實質性對日稀土禁運時，讓歐美國家感到不滿。2010 年 10 月 12

日，日本駐北京大使丹羽宇一郎邀集美、英、德、法、韓等國駐北京大使協商，希望

各國共同要求中國緩和稀土出口管制（加藤泰浩 2012, 73）。其後，美國媒體報導稱，

中國將稀土限制出口對象擴大到美國與歐盟，美國貿易代表署（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將針對中國管制稀土出口的行動與政策，有

無抵觸美國貿易法第 301條或 WTO規範展開調查。對此，日本經產省表示歡迎，並聲

稱：「日美可以聯合對抗」中國（中國網 2010b）。12 月底，美國貿易代表署針對中國

將再度刪減下年度稀土出口配額問題表示：「我們非常關切中國管制稀土材料。我們已

經向中國表達關切之意，並且持續與關切此議題的利益關係者保持密切聯繫」（The 

New York Times 2010b）。2011 年 5 月，日本經產省公布《2011 年版不公平貿易報

告》，指責中國限制稀土出口、課徵高額出口稅等作法，「可能違反 GATT 第 11 條（數

量限制的一般禁止）以及中國加盟 WTO議定書之承諾（廢除出口稅與設定出口稅率上

限）」（経済産業省 2011），為聯合歐美國家向 WTO 控訴中國進行布局，以期防制中國

今後再度以稀土禁運作為外交施壓的籌碼。 
2012 年 3 月 13 日，日本、美國、以及歐盟以中國管制稀土等礦物出口措施違反

WTO 協議為由，分別依據 WTO 協議，要求與中國進行協商。協商失敗後，WTO 於 7

月間設置「解決紛爭專家小組」（the Panel），開始審議歐美日等國的提訴內容與中國的

抗辯。2014 年 3 月 26 日，專家小組提出報告，從課徵出口關稅、出口配額、貿易權

等三個角度，裁定中國管制稀土出口措施違反 WTO 協議（日本関税協会 2014a）。中

國不服裁定，於翌月中旬向 WTO 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提起上訴。8 月 7 日，

上訴機構提出最終審議報告，同樣裁定中國管制稀土出口措施，是恣意優待國內產業

的不公平貿易政策，要求中國採取修正措施（日本関税協会 2014b）。同月 29 日召開

的 WTO紛爭解決機關（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會議，通過前述專家小組與上

訴機構的報告內容，裁定中國管制稀土出口措施違反 WTO 協議（日本関税協会

2014c）。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國商務部發布《2015 年出口授權管理貨物目錄》，正式宣

告自 2015 年起，廢除稀土出口配額制（京華時報 2015）。而中國財政部也在 2015 年

4 月 23 日宣布，自 5 月 1 日起，停止課徵稀土出口關稅（日本関税協会 2015）。此等

政策變化，意味著中國對日稀土貿易戰爭，是以失敗告終。由於日本經產省修改《輸

出貿易管理令》，禁止稀土企業將製造可使用於飛彈導引之高性能磁石技術與設備等移

轉中國，以避免中國取得相關技術，（日經中文網 2013），再加上自 2011年夏季以降，

日本大幅減少進口中國稀土，以及稀土價格逐漸下滑至幾近崩盤程度，都凸顯中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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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非正式經濟制裁的失敗。不僅如此，本次事件不僅讓日本企業深刻體認到中國投資

的政治風險，也傷害到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透過本次事件的結果，「中國領導人理

應認知到，為達政治目的而輕率地使用經濟手段，將不符合成本」（産経新聞 2013）。 

伍、結 論 

如同本文所述，由於日本稀土對中國的高度依存，讓中國獲得以稀土出口作為對

日施壓的籌碼。因此，當中國以保護環境生態與戰略資源為由，強化稀土管制措施

時，日本開始意識到依存中國的高度風險，並採取開闢其他進口管道、回收再利用、

研發減量技術與替代材料、建立儲備等因應措施，以保障稀土的穩定供應。值此之

際，中國突然以稀土禁運為籌碼，要求日本釋放遭到羈押的中國籍船長，升高雙方在

釣魚臺周邊海域衝突的危機。中國發動稀土禁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雖然造成日本的

「稀土震撼」，不過，由於中國的禁運措施，被裁定違反 WTO 的公平貿易規範，最終

不得不修正管制稀土政策。 

相對地，資源匱乏的日本，對於稀土高度依存中國進口的現象，原本即已抱持深

刻的危機意識。在中國開始逐步管制稀土出口的同時，日本即未雨綢繆地研擬確保稀

土穩定供應對策。而產官學界三位一體、研發包括稀土在內的稀有金屬減量使用的替

代技術或新材料之『元素戰略』計畫，也在文部省與經產省主導下啟動。因此，當中

國展開對日稀土禁運措施後，日本政府隨即提出《稀土總和對策》，得以讓日本企業迅

速從「稀土震撼」中回神，並強化「脫中國稀土」的因應措施。不僅如此，日本亦運

用外交上的合縱連橫，結合美國與歐盟的力量，利用 WTO解決貿易糾紛機制，反擊中

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此外，日本政府更是史無前例地提供資金，協助稀土精煉業者

根留國內，並修改《輸出貿易管理令》，禁止涉及國防安全的稀土精煉技術與設備移轉

中國，化解中國企圖藉由管制稀土出口以迫使稀土精煉業者赴中國投資設廠的挑戰。 

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中國以行政手續暫停稀土出口，也非完全失敗的

經濟制裁。在撞船事件發生初期，中國以凍結稀土出口，以及更多可能的經濟制裁為

威脅，迫使日方釋放被捕的船長，事實上日方也在稀土出口被凍結後不久即釋放船

長。因此，就迫使日方釋放船長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還是有其成效。

只是，日方在中國暫時凍結稀土出口，及其後的稀土價格飆漲後，加速解決稀土依存

中國之經濟脆弱性，採取一連串的國內政策以及透過 WTO機制的介入，讓稀土無法再

成為中國對日非正式經濟制裁的工具。 

本文研究在理論上的最大貢獻，是呼籲學界開始關注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儘

管萊利的研究已經指出，相對於美國的經濟制裁是總統命令或國會決議等正式制裁，

中國則是曖昧不明顯的方式進行制裁（Reilly 2012）。但萊利的研究沒有論及被制裁國

如何面對中國的非正式制裁，尤其是中國官方往往否認制裁的存在，被制裁國恐陷入

有苦難申的困境。而本研究透過中日稀土戰爭的案例顯示，中國使用行政手續干擾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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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出口的非正式制裁，施行期間頂多只有數個月，因為使用過久，就可能因為明顯不

平等對待特定國家而違反 WTO規範。此外，一旦中國把針對某特定國家的曖昧非正式

貿易制裁，強化成針對所有國家的貿易限制時，則可能面對關係國家在 WTO的聯合訴

訟。而在稀土案中，中國在 WTO是敗訴的。 

然而我們也必須指出，我們的研究在理論層次上的貢獻是有侷限的。首先，我們

研究中日稀土戰爭，指出中國的非正式制裁面對著兩種限制：非正式制裁在時間上只

能短期維持，否則恐怕違反 WTO的非歧視原則；非正式制裁如果要長期化，在不抵觸

WTO 非歧視原則的限制下，只能轉為正式的，但此種方式恐怕會遭遇 WTO 的聯合訴

訟。然而上述的限制只能適用於有明文制訂於 WTO 法規的經貿活動，對於 WTO 沒有

規範到，例如，利用行政手續限制中國觀光客去特定國家旅遊，被制裁國就難以運用

WTO 此一國際平臺去保護自身的權益。為了將來進一步拓展中國非正式經濟制裁的理

論性貢獻，我們認為針對中國對日本以外國家的非正式經濟制裁，例如菲律賓、中華

民國臺灣、韓國都要繼續進行深入的個案研究。將這些個案研究的成果統合後，我們

對於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會有一個更全面的瞭解。 

本文在政策實踐層面上的貢獻，是指出日本高科技產業對中國稀土的高度依存現

象，提供中國對日本實施非正式經濟制裁的籌碼。同樣地，臺灣經濟發展高度依存對

中國出口的不對稱現象，也將提供中國對臺灣進行非正式經濟制裁的籌碼。在馬英九

政府的「和中」政策下，兩岸關係走向和平發展，中國也以「惠臺政策」拉攏臺灣民

心，未曾出現過對臺非正式經濟制裁措施。在蔡英文總統於 2016 年 5 月 20 日就職

後，迄今未明確回應是否承認「九二共識」及其「一個中國」內涵，我們無從推測兩

岸關係是否會真的出現「地動山搖」狀態。但是，中國將限縮觀光客來臺人數、中止

兩岸交流的消息甚囂塵上，以及福建暫停與臺南虱目魚契作 1 年，均顯示出非正式經

濟制裁措施將是中國對臺政策選項之一。 

而透過日本的反擊措施，我們可以瞭解到，日本讓中國稀土出口作為經濟制裁手

段失效，主要是透過國內政策與產業努力降低對中國稀土的依賴，並且聯合歐美以

WTO 平臺逼迫中國停止稀土出口的種種限制。參照日本經驗，我們瞭解到為了防止中

國以經濟制裁作為外交箝制手段，臺灣必須以國內政策引導產業界，降低對於中國資

源以及市場的依賴。此外，臺灣也必須利用既有的國際平臺，甚至未來自己創造平

臺，建立反制中國經濟制裁的國際網路連結。透過中日稀土戰爭，我們可以明顯看

到，如 WTO的國際組織平臺，對於中國發動經濟制裁是有箝制力的，即便中國是使用

曖昧的非正式制裁。 

目前國內面對中國經濟制裁的思考模式，多是局限於兩岸關係，像是「臺灣政府

不承認『一個中國』，中國就會限制陸客來臺」等論述。然而這樣的思考模式，就會讓

臺灣忽略到中國的經濟制裁，不只是兩岸關係的問題，而是中國對外關係的一環，被

中國施行制裁的物件，不只臺灣而已，日本、菲律賓，以及現在的南韓都面對著類似

的問題。瞭解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對象不只是臺灣，而是中國周圍的許多國家都

會遭殃。從這個角度思考問題，如果臺灣能夠創造反制中國經濟制裁的國際性合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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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即便是民間組織的合作，都能強化臺灣對於中國經濟制裁之反制能力的彈性。因

此，蔡英文政府必須抱持「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的態度，預擬因應中國對

臺非正式經濟制裁的對策，而本文所探討日本因應中國非正式經濟制裁的預警思維與

對策，正是值得我們參考的做法。 

 

 

 

* * * 

 

 

 

（收件：105年 4月 22日，接受：106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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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China’s export restrictions on rare earth 

elements and Japan’s responses after the Diaoyu Islands dispute in 2010. We 

consider the rare earths trad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s a case 

study, where China pressured Japan by its informal economic sanctions and 

Japan demonstrated an effective counter-attack. Japan was cautious about its 

dependence on China’s rare earths and previously prepared strategies for 

their stable supply. When China embargoed rare earth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immediately put their strategies into practice; 

meanwhile, Japan cooperated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sue China as its 

restrictions had violated WTO rules. These measures successfully forced 

China to amend its export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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