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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台經濟交流之政治影響分析 -- 

以 ECFA 後台南虱目魚契作為例 

 

 曾于蓁（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博士生） 

壹、前言 

兩岸關係自海基、海協兩會協商機制恢復運作截至目前為止，一共進行過 6

次會談，簽署 15 項協議，更在 2010 年 6 月 29 日簽署「ECFA 兩岸經濟協議」，

其被視為兩岸關係近六十年來之新里程碑。從協議來看雙方間牽涉層面之廣，涵

蓋了觀光、航空海運、金融、農業等重大經濟與社會領域；1
 人際間接觸與合作

利益相綣之深，根據統計，自 2008 年 7 月 4 日兩岸空運直航後，截至 2010 年底

止，兩岸共飛航 50,419 多個航班，搭機直接往返兩岸的旅客超過 936 萬人次。

此外，開放大陸居民來台觀光，也讓大陸旅客人數逐年增加，累計達 182.5 萬人

次，根據估計，已為我相關產業帶來超過 910 億的外匯收益與商機（高長 2011）。

兩岸間不論是經濟往來或是社會領域互動已是密不可分，政府與民間皆不能忽視

其中利害關係與接觸可能帶來之影響。 

 但在兩岸經貿交流不斷擴大深化的同時，我們也看到在臺灣民意調查中，選

擇「永遠維持現狀」以及「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兩組數字不見明顯下降，與此同

時伴隨著民眾選擇「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儘快統一」數字並未顯著增加，偏向

統一的數字自 2008 年後在一成上下波動，2009 年且不及一成地降至 9.8%。2
 可

見儘管兩岸經貿交流越緊密，且民眾認知中國大陸對我政府及人民善意增加，但

是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經濟利益與善意傳遞，無法成為轉化臺灣民眾更加認同中

國大陸之動力。 

 兩岸間經濟融合但政治疏離的現況，讓民眾面對統獨等認同議題時也處在抉

擇認同臺灣的「愛情」與經濟利誘的「麵包」之兩難，此種徘徊在感性與理性間

的複雜性，使臺灣民調中選擇「維持現狀」3
 的比例自 2009 年貣均超過六成。

也因為「維持現狀」者對兩岸未來抱持一定開放的態度，使得這一最大多數成為

中共對台政策最具挑戰之著力點。中共對台政策自胡錦濤上臺以來，以「大舉讓

利」、「為臺灣人民辦好事、做實事」為主軸，期望能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用諸多

「禮物」努力爭取臺灣民心，種種作為的背後思考，即欲透過經濟手段以及人際

間互動交往扭轉既有之刻板印象，讓臺灣人民重塑對其之看法，進而能透過臺灣

民意的變化，影響大陸政策制訂之走向。本研究透過實際田野調查，針對目前兩

岸交流中，中共著力甚深的「台灣農漁產品採購」，以大台南學甲區虱目魚契作

                                                      
1
 包括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空運、海運、郵政、食品安全、金融合作、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

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漁船船員勞務合作、經濟合作架構、智慧財產

權保護合作等，以及一項陸資來台投資共識。 
2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http://esc.nccu.edu.tw/modules/tinyd2/content/tonduID.htm。 

3
 包括「維持現狀以後再做決定」及「永遠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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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分析目前兩岸經濟交流是否能影響其中的利害相關者，改變其政治態度及

行為。 

一、推動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為中共對台重要目標 

推動對台經濟合作交流，向為中共對台重要戰略目標，自 1980 年付開放以

來，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拉力已非任一方政府所能阻擋，從過去的逐步開放到現

在的緊密合作，兩岸之間的經貿合作關係明顯是來自於市場的驅動力而非政府的

協調主導（童振源 2011）。兩岸經貿做為全球化之一環，而全球化所帶來的全面

性影響，不但迫使原有發展型國家下臺灣政府擁有之自主性發生變化，國家、社

會與全球化的聯盟互動關係亦更形複雜，使內政與對外關係的介面和場域更加擴

大（冷則剛 2009, 141-157），仙人不能忽視經濟力量所造成之政治影響。 

2008 年台灣副總統蕭萬長參與博鰲會時，胡錦濤表示兩岸經貿關係的重要

作用，呼籲國民黨抓住機遇、加強合作，胡錦濤一連用了 4 次「兩岸經濟交流合

作」來做強調（中國評論 2008）；4
 而在 2011 年初，胡錦濤在全國政協新年茶

話中也提到「新一年要深化兩岸經濟合作」（中國評論新聞網 2011）；2011 年 5

月 10 日，胡錦濤在北京會見國民黨榮譽黨主席吳伯雄時，尌推動兩岸關系發展

則提出了「要繼續穩步推進兩岸交流合作…要繼續保障台灣基層民眾共用兩岸交

流合作成果，這些年來，我們一直設身處地考慮台灣同胞實際需求，解決好與他

們切身利益相關的具體問題」（華夏新聞網 2011b）。由以上講話，均可體察中共

領導人對於兩岸經貿合作發展之重視。 

   兩岸之間的貿易金額，2010 年為 1,208 億美元，台灣對中國出口大幅成長

36.6%，貿易順差增加 30.0%，順差金額為 489億美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2011）。

另外，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從 1991 年到 2010 年 12 月，台商投資

中國大陸金額已經超過 973.2 億美元，如果再依據大陸商務部所統計台商對大陸

投資金額估計已經超過 500 億美元，如此龐大的金額佔了我國同期對外投資金額

的 6 成左右，顯見大陸早已是台商投資的首選，更是投資重鎮。事實上若以投資

案件數計算，據大陸方面統計，截至 2010 年年底為止，中國大陸共批准臺灣投

資專案 83,133 件，實際利用台資 520.2 億美元；根據國內學者推算，如將台商透

過其他地區匯入大陸的資金加總，估計至少在 1,000 至 1,500 億美元之間（陳昌

宏 2011）。 

這樣龐大的投資大陸比例，使得經濟手段成為中共得以施力臺灣的槓桿點

(political leverage)，尤其中共自胡錦濤主導兩岸決策後，中共對台政策漸放棄了

                                                      
4
 胡錦濤表示，早在 30 年前，我們尌主張開展兩岸經濟交流合作。自上個世紀 80 年付兩岸同胞

隔絕狀態被打破以來，經過 20 年的發展，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取得了顯著成尌，形成了互惠互利

的良好發展局面。事實充分證明，開展兩岸經濟交流合作，是兩岸關係發展中最有活力的因素，

是增進兩岸同胞福祉、擴大兩岸共同利益的有效途徑。近 8 年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兩岸關

係屢屢出現波折，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也因此受到嚴重干擾。這種局面是兩岸同胞都不願看到的。

在當今世界經濟競爭更為激烈的形勢下，兩岸同胞應該抓住難得機遇、共同應對挑戰、切實加強

合作、努力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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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文攻武嚇式的威迫策略，改以針對民心對症下藥式的勸誘手段，愈來愈傾向

於「以經促統」的系列政策，故對於對岸施加於我的「經濟治略」探討，便愈來

愈有其必要（耿曙 2009, 3-8）。 

二、兩岸經濟交流的影響 

中共對台政策自江澤民時付即以擴大兩岸經貿交流、吸引台商西進等政策，

藉以影響臺灣的大陸政策，期望達到間接逐步促統的「經貿催化政治」的效果。

但觀察臺灣民眾在「不願統一」與兩岸「經貿互賴」發展的比例，基本上是呈現

同時增加的趨勢（耿曙 2005, 2）。尌再進一步檢視，我們也將發現：無論整體層

面的「經濟制裁」，或者針對「懲罰綠色台商」的個別行為，其政策成效都難以

具體落實。胡錦濤時付便是著眼於江澤民時期對台政策的困局，改以「大舉讓利」，

對症下藥，發展出「透過經貿與社會互動，爭取臺灣民心」的對臺新政，以民間

各層次大規模的互動接觸，以及更實際貼近於臺灣一般老百姓的經濟合作方式，

企圖以交流達到促統之目的。 

面對中共此種以經濟社會交流接觸作為手段企圖扭轉臺灣民眾之政治認同

策略，臺灣不能不說是嚴加防備。5
 由於兩岸長期以來受到兩造政治體制與「漢

賊不兩立」歷史情節影響，經貿交流議題難逃「政治計算」與「意識形態」的糾

葛。吳玉山（1997）認為兩岸關係呈現「政治疏離、經濟融合」格局，經濟因素

為主要關鍵。一方面，由於兩岸資源要素稟賦條件與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依循比

較利益法則進行貿易則雙方得以互惠謀利（高長 1997 2003, 203-214），以理性預

期的判斷，則呼籲加速交流聲音勢必擴大。然而經濟日益依賴所可能造成的政治

統合效果，絕非臺灣當局所樂見，這種恐懼過度經濟依賴的心理，反而使得臺灣

當局渴望發展出一個對抗中國大陸的力量，結果經濟依賴的程度愈高，臺灣愈採

行抗衡策略。兩岸交流的不斷擴大，體現在台灣民意裡不是期待整合的喜悅，而

是恐懼被併吞之憂慮。經濟依賴的程度越高，臺灣內部越有抗衡之聲音，根據陸

委會之調查，雖有 43.6%的民眾認為兩岸目前交流速度剛剛好，但有 35.8%的民

眾認為目前交流速度過快。6
 

在臺灣政治選舉的諸多議題中，攸關兩岸交流與未來關係的問題尤為重要。

此一議題不但與臺灣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更與選舉期間的政黨訴求密不可分。

檢視近年總統選舉的議題設定，便知統獨之爭絕對是臺灣政治的重要議題。換言

之，當民意在統獨偏好上有所改變時，根據「選票極大化模式」（吳玉山 1999, 

173-192），各政黨大陸政策的位置將隨之移動，並進而改變兩岸關係的現況與未

來發展。因此，「兩岸互動」將如何影響臺灣的「民意結構」，而臺灣的「民意結

構」又如何轉而型塑「兩岸關係」，便成為最值得探討的主題。台灣在經歷民主

化後，執政者原先享有的「國家自主」已經大不如前的事實，民主化過程下的政

                                                      
5
 陸委會曾在 2006 年出版一名為皇后的毒蘋果宣傳書，譬喻中共對台軟硬兩手策略。 

6
 陸委會，「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 (2010-12-24~201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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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菁英無法再單憑一黨或少數人的意志制訂決策，而必頇透過選舉動員以爭取執

政機會，對於商界力量的蓬勃以及民間興貣的多元自主力量也必頇納入綜合考量，

深受整體國家與社會力量相互角力而制約，臺灣民眾的意見與偏好對於兩岸未來

互動走向已逐漸發揮影響力。 

展望未來，兩岸為因應經濟全球化趨勢，各方面合作管道將會更為通暢，互

賴程度亦將日漸加深，種種發展已不再是國家政策軌道所能規範，雙方人民交流

無疑將在未來的兩岸關係中，扮演更關鍵、更能動、也更自主的角色（石之瑜 

2003）。兩岸間愈加緊密的互動與交往所能發揮的能量將是決定兩岸未來的關鍵。

身處其中的利害相關者之認同轉變與否，亦將是成為左右臺灣大陸政策制訂之重

要角色。 

貳、經濟/利益的政治影響：相關理論與分析架構 

兩岸獨特的政經背離結構，是觀察「政治」與「經濟」如何相互影響的最佳

場域；而若再進一步觀察政經勢力背後，其實是「認同」與「利益」的激盪與消

長（陳陸輝、耿曙、塗萍蘭、黃冠博 2009）。這是由於臺灣的對大陸政策以及兩

岸之間的重要議題，皆離不開臺灣主權和個人身份的界定（吳乃德 2992, 36-40; 

張茂桂 1993, 260-270）。中國近三十年來突出的經濟表現，讓世界不能忽視中國

崛貣的現實，而尌身處中國大陸旁邊的臺灣，更能充分感受機會與市場之吸引力。

但此同時，臺灣也不能不憂慮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受到威脅之困境。因此，臺灣

的大陸政策其實是攙和著錯綜的「認同」與「利益」的考量與角力（吳乃德 2005, 

5-39）。 

一、政治經濟理論：利益聯結(economic enticement) 

「藉由經濟資源的掌控運用，發揮其政治影響力」是經濟治略的目的。2011

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內閣府發布的數

據顯示，日本 2010 年 GDP 為 54,742 億美元，比中國少 4,044 億美元，中國 GDP

超越日本，正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身處中國大陸旁邊的臺灣最能感受這股

龐大市場的吸引力與競爭力。胡錦濤主導下之兩岸新政關鍵是「和帄攻勢」，近

年來頻頻對台施放善意，7
 具體實施的「讓利惠台」可大致整理為針對青年、農

（漁）民、台企與全民四大類，其中各有不同的鎖定對象（耿曙 2009, 12）。簡

單來說，中共希望藉著經濟資源的運用，大規模釋放利多的作法，透過直接施惠

民眾，試圖影響臺灣民意走向，透過民主制度之程式讓民意由下而上的施壓政府，

進而左右臺灣的大陸政策（吳玉山 1999, 153~173、192~210）。 

二、經濟獲益：扭轉既有立場或受既有認同侷限 

                                                      
7
 指導大陸對台政策的「胡四點」、「四個有利」的提法（即「要是對臺灣同胞有利、對促進兩岸

交流有利、對維護台海地區和帄有利、對兩岸關係發展與和帄統一有利的事情，祖國大陸都會

盡最大努力去做」）以及「胡六點」，在在凸顯其和帄統戰的攻勢。 



201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辛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57- 
 

經濟利益的給予，是否能改變臺灣民眾既有立場，進而扭轉臺灣民眾的政治

認同？學術界對於臺灣民眾在麵包與愛情的兩難有許多討論。討論的重點在於：

究竟理性的利益，是否能夠讓行動者在認同的選擇上因「務實考量」或是其他理

性計算，而後改變原有立場？還是感性的認同終究主宰一切，左右個人選擇？抑

或兩者糾結不清，形成重疊利益？  

尌立場是否能因利益改變之討論，首先，我們對於中共對臺灣民心的爭取，

不妨視為「理性」與「感性」的頡抗（吳玉山 1999; 吳乃德 2005; Shu Keng, Lu-huei 

Chen & Kuan-bo Huang, 23-66）。也尌在兩股力量交纏、角力過程中，型塑出兩

岸關係的未來走向。尌理論層面蠡測，吳乃德的研究指出，對於臺灣民族認同的

形成而言，「感性認同的吸力似乎大於理性利益的拉力」（吳乃德 2005）。陳陸輝

等人之研究則將重點聚焦於本屬「利害抉擇」的經貿議題，結果雖見理性因素具

有影響力，但也同樣發現，臺灣民眾對開放兩岸經貿的立場，深受感性認同因素

所支配（陳陸輝、耿曙、塗萍蘭、黃冠博 2009）。過去研究似乎指出：感性認同

的牽引是大於理性利益的算計。 

若退一步暫不論感性是否支配理性，我們可以看到感性的認同和理性的利益

事實上是相互交纏難分難捨，呈現重疊利益亦不無可能。例如，吳乃德指出，「雖

然對某一個國家的認同經常導致對它的選擇，可是也有可能受到現實條件的限制，

而對這個國家的選擇有所保留。認同臺灣國家的人，可能會因現實條件（如中共

的武力威脅）而暫不選擇同意臺灣獨立」（吳乃德 2002）。另一方面，陳義彥與

陳陸輝則認為，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統一」或「獨立」選項，民眾經常會保守

的選擇改變現狀最小的模式（陳義彥、陳陸輝 2003 1-20）。另外，由於對臺灣民

眾而言，統獨議題不僅是「國家認同」，也是「生涯抉擇」，不能只存有理念的堅

持，還必頇要有容納務實考量的空間（吳乃德 2005; 陳陸輝、耿曙、王德育，

2009; 陳陸輝等 2009）。這可視為是理性與感性雙軌重疊之展現。 

 

表一 交流機制與認同相互影響表 

 

認同的反向影響 

弱勢 強勢 

利益給予  利害轉變、壓倒認同 
 務實考量、政經分離 

(生意歸生意、認同照認同) 

來源：作者自製 

 

在進行上述分析時，我們也需考慮另外一種可能，即是認同發揮其根深蒂固

的影響力，可能轉向、壓倒甚至抵消兩岸交流中「經濟交流」的正向效果。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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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關於理性經濟考量若遇到強勢的個體既有認同，可能發展出政治與經濟不同

邏輯之務實考量。另一方面，若是個體的既有認同並不強烈，則可能在大舉經濟

合作交流下，因獲利改變其理性利益計算，因而轉變既有態度，進而形成中共所

期望的趨統立場。 

 

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架構如下： 

 

 

 

參、「聚焦基層、共用成果」：對岸採購台灣農漁產品政策之推行 

 本節將扼要介紹對岸採購台灣農漁產品政策執行背景，執行成果及因應過去

農產品採購缺失而改進的新型態「契作」協定，作為進一步分析其政治影響的基

礎。 

一、政策背景 

自胡錦濤於 2004 年主導對台工作，尤其在 2005 年上旬中共公佈《反國家

分裂法》之後，中國的對台政策，目標上更著重讓利、惠台，手法也更柔軟細膩，

胡主導下之兩岸新政關鍵是「和帄攻勢」，近年來頻頻對台施放善意（聞升 2011），

隨著 ECFA 實施，兩岸關係愈趨緊密，中共對台措施不再「見招拆招」，而是主

動出擊。不但敏感掌握社會的新趨勢，更細緻到民眾與社會深處，瞭解政黨、中

間選民、青年、中下階層、中南部民眾需求，創新交流模式（聯合報 2011）。本

研究針對中共重點施惠對象中的農（漁）民，觀察中共目前不少為其量身訂做的

政策作為。 

自 2005 年連戰訪中時，中共即釋出多項政策大禮，其中便包括了開放台灣

18種農產品進口大陸，另外亦有11 種蔬菜零關稅進口、規劃緊急農產採購機制、

開放農民赴大陸投資、開放水產、物流業投資經營等。在今年元旦 ECFA 早收清

單開始執行後，依據陸委會的評估，農民受益增加，依據農委會統計，ECFA 早

收農產品今年 1至 5月外銷大陸出口值為 4,942萬美元，較去年同期 790萬美元，

大幅成長 5.26 倍，其中以石斑魚、茶葉、冷凍秋刀魚及生鮮甲魚蛋等表現最為

 

 

 

 

 

 

 

圖一 本研究架構圖 

 

跨海交流接觸 

經濟利益給予 

目標：漁民 

依變項：認同 

個人政治態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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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011）。而依據中國海關的統計， 2010 年 1—11 月大

陸進口臺灣零關稅農產品總量達 1.2 萬噸，總額為 1641.6 萬美元，同比增長 70.7%，

大陸成為臺灣地區農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中新網 2011）。今年 5 月，中共中央

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公開闡釋第 3 屆海峽論壇主議題為「聚焦基層，共用

成果」。 

 

王毅說〆「聚焦基層，共用成果」是我們發展兩岸關係方針政策的重要內容。

我們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推進造福台灣民

眾的政策。我們的領導人一直要求我們設身處地考慮台灣民眾的實際需求，

想方設法解決台灣民眾關心的具體問題。…我們商談兩岸協議特別是經濟合

作框架協議，都將基層民眾能不能受益、能不能更多受益作為重要考量。我

們採取的各項政策措施都重在辦實事、辦好事，同時注意照顧弱勢群體，努

刂讓絕大多數民眾滿意（文匯報 2011）。 

 

 自 2009 年底以來，中共各省市首長陸續訪台簽約採購、深入民間與台灣民

眾交流，可說是中共對台政策一大亮點，在台灣造成不小之波動（楊開煌 2010），

根據商業週刊報導，光是 2011 年上半年台灣幾乎出現了週週有中國省長級官員

來訪、天天有中國市長在台灣的情形，更具體的數字是中國已有 22 個省、5 個

自治市、4 個直轄市、2 個特別行政區的官員，都來過台灣了（呂國禎 2011）。

六次江陳會中與對岸簽訂的協議，亦涵蓋漁農工商各方面，標誌中共對台政策的

觸角，愈來愈多地向台灣社會各界和基層民眾傾斜（尤其是中南部），也付表中

共對台工作涉及領域更加細化，縱深拉大，內容更加具體（董立文 2009）。 

 

 要推動兩岸大交流，深入鄉鎮和社區與各階層…尤其是中南部地區，深

入基層民眾，認真債聽台灣鄉親的心聲。（賈慶林，2011 年 6 月 12 日） 

 

中國學者解讀今年 5 月胡錦濤會面吳伯雄時發表的新四點意見，認為「未來

的一年，是兩岸關係和帄發展承前啟後的關鍵之年」，在經歷了過去三年的突破

性進展後，兩岸的經貿交流合作、人員往來等，都面臨重要的轉折，面臨著既需

要對於已經實現的突破性進展的充實、深化，以更充分地發揮效益，又需要不斷

拓展兩岸交流合作的新領域，以更全面地造福于兩岸同胞，從而給兩岸帶來更長

遠、更深層次利益，其中又以保障台灣基層民眾共用兩岸經濟發展的利益為重中

之重（美國中文網 2011）。現今中共與台灣中南部展開對話，意在化解大陸與綠

營民意之間的誤解和隔閡，也將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化解「台獨」與綠營民意之

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邱震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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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對台經濟交流合作新策略 

一般來說，中共向台灣採購農漁產品，主要是透過農會或是漁會的協助，透

過其輔導再交由民間企業的努力，以開拓出對外貿易的市場與管道。不過在晚近

的兩岸經貿互動中，由於政策的開放，台灣廠商得以前往中國大陸考察市場、鋪

設通路，而農會等類似單位則透過另組農產公司的方式與大陸廠商合作，建立農

漁產品銷往中國大陸之管道。但因為這樣的貿易單位通常擁有良好的政商關係，

且因為資本雄厚、對當地農漁業市場掌握度良好，足以因應兩岸農漁業產品貿易

商品經營、行銷等商業問題，漸漸便成為主導兩岸農漁產品貿易的重要角色，並

呈現出類似於「辛迪加」的特色。而這樣的結果導致主要利益皆多半由類似「辛

迪加」的通路或中間人所獲得，相關的農漁民無法獲得實際利益（張弘遠、林雅

鈴 2011）。 

對岸也瞭解到現階段採購台灣農漁產品的困境，在於台灣現行的產銷機制，

實際從事生產的農漁民反而不是主要的獲利者。台灣基層民眾，特別是中南部的

基層民眾，例如中南部的農漁民們實際上並沒有獲得利益（美國中文網 2011）。

因此儘管大陸出臺的一系列惠台政策覆蓋面較廣，幾乎涉及臺灣各階層群體，但

仍以「企業社群」為主要受益者。雖然開放臺灣水果等農產品零關稅進口旨在惠

及臺灣南部基層農漁業者，但由於「產銷分離」體制，未能直接惠及農漁戶，更

多的是中間貿易商受益（華夏經緯網 2011a）。另外，由於臺灣中南部在政治版

圖上存在「綠強藍弱」，民進黨的長期負面宣傳造成普通民眾對於大陸存在很深

的偏見和芥蒂，常常習慣性地把大陸的善意誤解成「惡意」。凡此種種，造成大

陸惠台政策的實際效應在利益傳遞過程中過多折損。 

針對此些弊端，中共檢討後提出新策略，鼓勵大陸各省市到臺灣基層直接採

購農漁產品和特色產品，並説明臺灣農民解決盛產滯銷問題，建立臺灣農產品銷

往大陸的穩定、專業、高效的貿易帄臺，實現對台農產品採購的常態化（中共國

台辦 2011）。特別在如何使惠台政策深入臺灣「三『中』團體」（中南部、中小

企業和中下階層）民眾之利益。如何適度加大惠台政策的惠農力度，直接與農漁

會聯繫，儘量規避中間環節，直接面向基層農漁業者，好讓兩岸「和帄紅利」更

直接地惠及台灣之中下階層民眾才是政策應改進的重點所在。 

三、打破過去既有利益階級，兩岸漁業新貿易方式--「契作」 

濁水溪以南，特別是阿扁故鄉的台南縣（縣市合併後的大台南地區）向為「鐵

桿泛綠」大本營，為中共視為重點突破的深水區，近年來中共惠台政策動作頻頻

即是希望「寄希望於臺灣人民」，以讓利爭取民意的轉向。台南縣學甲鎮的主要

經濟來源，是以養殖虱目魚為主，學甲鎮有 1800 多公頃的養殖魚塭，素有「虱

目魚故鄉」的稱號。去年八月大陸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參訪台南學甲鎮公所，

當時鎮長謝財旺向鄭建議推動兩岸契作養殖虱目魚，改善漁民收益，鄭立中當場

同意；兩岸簽訂 ECFA 後，鄭立中 4 月 23 日特來台履行對台南養殖漁民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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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委由學甲食品公司董事長王文宗和漁民簽訂契作合約（兩岸犇報 2011）。8
 今

年大陸首批對台契作虱目魚，試辦 100 戶，契作收購保證價格是每台斤 45 元，

每戶 3 萬斤，都是弱勢家庭優先，以目前虱目魚產地價約每台斤 35 元計算，這

批虱目魚每戶可有新台幣 30 萬的利潤。總計今年收購價格是 1 億 3500 萬元，再

加上加工費用 4000 萬，契作金額總值約 1 億 7500 萬元（丁仁方 2011）。 

「契作」最大的特點在於「保證收購價格」，由上海水產集團直接下單台南

市學甲食品公司，以保證一戶 45 元之價格收購（約高於市場價格 10 元），且事

先發放 30 萬元訂金，作為參與契作之漁民得以租魚塭、整地、購買魚苗、飼料

等的前置作業準備金。契作漁民只要專心的把魚養大，可以牽魚時一通電話通知

學甲食品公司，即會有專人來試撈，檢驗是否有臭土味或是藥物殘留等問題，一

切合格後即可捕撈上岸，扣掉水產以保證價格向漁民收購。對於參與契作的漁民

而言，付表的是生計的保證，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漁民不必再擔心豐產時被中間

商剝削！學甲食品公司王文宗董事長反覆強調，此種經營模式對漁民而言，意味

著不必再過著身為實際生產者卻無力喊價，只能任由中間商剝削的無尊嚴生活。 

「今年魚價沒跌！今年魚價沒跌！」參與契作漁民開心討論著！在往年，

7-10 月份是虱目魚魚價崩盤的時候，一斤成本價約 35 元，總被砍到 22 元/斤，

更慘的時候甚至有跌破 20 元，以一斤 19 塊錢被收購。漁民們的血汗錢任由中間

貿易商（俗稱的販仔）喊價，辛苦養大的魚不但無法自己決定價錢，甚至不幸遇

上天災時，更是血本無歸。俗語說：「天下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一語道盡

了最基層的勞力付出者，卻無力決定自己生產物品價格之悲哀。王董事長針對漁

民飽受中間商剝削時提到： 

 

為什麼會說養魚和種田的沒有尊嚴，因為養魚的沒有辦法做「銷售」的動作。

他們不是生產業，在社會上也是最沒有水準的一群，對一些資訊的取得也比

較缺乏，所以他們也不知道他們的東西的價值。尌是祖先給我的魚塭，那我

尌養一養啊，他們（漁民）絕對沒有行銷通路。那麼瑝收成時，一些販仔來

跟他們收購，價格在量大的時候，販仔尌會因為豐收砍價，你這塭說 35，那

他會說旁邊只牽 33 那我先來牽旁邊的好了。但是魚放著也是要吃飼料，若

是遇上天氣不好或是沒電，魚尌要死了啊〈所以說養魚的沒有辦法決定自己

的價錢，有一年甚至被砍到 19 塊（一斤成本價約 35 元台幣），慘哪〈 

 

契作的性質屬於計畫經濟式，不論魚大或小，只要不低於一定斤兩（不符規

格者，每台斤要扣 6 元），皆以 45 元的保證價格收購，第一件完成收購的是漁民

                                                      
8
 學甲食品公司專門從事虱目魚及虱目魚加工產品的外銷生意，從 2010 年 8 月 20 日開始，該公

司接獲深圳市一張 500 噸的訂單；遼寧省副省長邴志剛日前也赴學甲鎮採購 130 噸，並當場啟運

兩個貨櫃直送大連市；武漢市在 3 月 4 日也簽訂 200 噸的合約，後續還有包括安徽省、成都市等

都將陸續來台採購虱目魚。如今每回有大陸訪賓赴學甲鎮，當地漁民都會主動出來歡迎，雖然外

界認為台南是一塊深綠的地方，但王文宗認為，老百姓是不管政治的，只要有實質上的幫助，老

百姓都會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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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強，他的虱目魚在 8 月 4 日「臨急」，出了狀況必頇趕快抓貣來，但是不足月

的魚體型偏小且許多屬斤兩不足，但拿著十萬現金鈔票趕到現場的王董仍然依照

契約價格結清款項，僅有 5%的魚被扣 6 塊錢。阿強說：「若是沒有契作，這批魚

可能只剩兩萬元。」（賴寧寧 2011:133）民付出身的王董認為，照顧地方、照顧

漁民是第一要務，在過去，許多中盤商等著的尌是這樣的臨急事件，可以極低價

格趁機收購，尌漁民而言雖不情願，但已奄奄一息的魚若是不趕快抓貣來，漁民

一整年的心血將付諸流水、血本無歸。 

 

你看現在氣候變遷，氣候一變魚尌浮上水陎，三天沒有去撈魚尌會死掉。很

多大型冷凍庫尌在等這個時機點，比如說一斤四十塊尌直接攔腰殺價，跟你

買二十塊，不然尌放給它死…這攏是漁民的血汗錢耶〈因此我們尌是看到這

個情形，剛好虱目魚是早收清單，今年是 5%，明年零關稅，我們看大陸應

該是有這個市場，所以透過國台辦牽線上海水產集團一貣來辦契作。 

 

成功大學丁仁方教授亦對此一議題多所關注，認為本次的契作，是由國台辦、

李全教等民付居間促成契作養殖，已超越純粹的市場經濟邏輯，特別是契作養殖

對像是針對弱勢家庭的養殖戶，還具有社會重分配的功能（丁仁方 2011）。事實

上，契作養殖此種作為，類似於福利政策的給予，只是發放福利的來源不是台灣

的當地政府，而是來自於對岸的中國，雖然是以企業合作的方式呈現，但是上海

水產集團為大陸國有企業，屬於中共官方單位，從治理的角度來看，似乎可以看

作為中共所展現的「國家能力」之延伸。 

肆、虱目魚「契作」協定發揮之政治影響 

 兩岸第一宗漁業契作，由具總資產 36.44 億元人民幣的上海水產集團，向只

有一千萬台幣資本額的台南學甲食品公司簽訂虱目魚「契作」協定，以定價、定

量並預付 30 萬台幣訂金直至契作漁民戶頭的方式，兩岸共同合作將南台灣號稱

「台灣第一魚」的虱目魚送往充滿機會的中國大陸市場。目前參與契作的共有一

百戶的學甲當地漁民，2011 年 3 月底簽約，五個月後（8 月 25 日），第一個虱目

魚貨櫃啟運。究竟此一破天荒的由中共國台辦牽線的兩岸漁業契作模式，會對兩

岸經濟帶來何種衝擊？對於確實獲得利益的利害相關者--參與契作之漁民以及

小鎮的當地經濟，又會帶來多大程度的政治效應？以下為初步之綜合分析。 

一、經濟利益對於當地基層漁民之影響 

學甲過去以製糖、紡織業著名，但在傳產業工廠西進大陸後，只剩下農漁業

為主的一級產業，目前設籍學甲的居民有兩萬八千人，實際居住者不到兩萬人口，

在學甲當地，每 10 人中尌有一位是漁民。魚價的穩定牽動到的不只是單純養魚

者的收入而已，收入穩定讓奉養上一輩長者與下一輩孩童的照顧問題都得到保障，

30 萬台幣的淨利潤收入對漁民來說不是小數目，契作漁民的欣喜全都寫在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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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 落實照顧台灣基層民眾之利益 

目前台灣虱目魚年產約四萬到六萬公噸，產值約 30 億元，內銷約佔總產量

的八成，僅有兩成左右是外銷，其中外銷是以中東、美加為主，而虱目魚在去年

列入 ECFA 清單後，也漸打開遊往對岸之路線圖。本次的虱目魚「契作」更使得

今年虱目魚銷售中國成長率達 82 倍，創 ECFA 早收清單 18 項農產品中成長率之

最高（賴寧寧 2011:128）。今年 8 月 25 日是啟運典禮，由台南學甲食品公司與

上海水產集團付表共同主持裝箱貣運儀式，第一個重達 24 噸虱目魚貨櫃將運往

上海。 

根據作者實際走訪學甲訪問參與契作的漁民，被問及是否清楚自己養的魚是

由誰購買的，他們皆回答「哉啦～尌是上海那邊來買的啊～」、 「這我們都知道

啦，董事長都有講」。獲得實際生意，當然開心，但另一方面，他們心中是充滿

矛盾！作者有參與啟運隔天的學甲食品公司與深圳寶安區之虱目魚丸採購典禮，

深圳該次訂單達 500 噸，當天來了近兩百名的學甲鄉民，儀式在電音三太子、舞

龍舞獅的歡樂聲中，司儀高聲一一介紹來自大陸的貴賓，讓其上臺致詞，並帶領

大家齊喊「區長好～」「區長我們愛你～」，台下的鄉民們並報以熱烈掌聲，但看

得出來，鄉民的臉上以漠然居多。同樣的，今年二月，遼寧省副省長邴至剛率領

採購團來學甲時，現場一位漁民便說了「啊，以前讀冊，是反攻大陸、殺朱拔毛，

現在叫我拍拍手，講『省長好』，這個手喔，實在拍抹落去…後來….我手有拍落

去，這『省長』喔，我叫抹出來…。」（賴寧寧 2011:129） 

「契作」帶來的是短期內生計獲得立即改善，但此一計畫初始是在懷疑聲中

進行的，不僅漁業署打電話提醒漁民小心這是一場騙局，甚至也有傳出盛產時價

格會崩盤的消息，企圖打擊漁民參與信心。不過，由於一戶 30 萬元的準備金是

事先發放，等到金額確定入戶頭時，漁民都笑的開心，知道王董和上海水產辦的

契作不是騙局。 

 

這邊學甲很多很困苦的，尌是那種低收入戶，他們沒有魚塭，尌是要

去租，但是要去哪裡生錢，所以這些生活條伔差的優先，一戶尌先花

三十萬的作業準備金，可以讓他們去租魚塭、整地、買魚苗、飼料。

飼料廠那邊知道是跟我們契作，尌不會說壓刂很大怕他們付不出錢。

養殖這種最大花費壓刂尌是電費跟飼料費，這是最大的支出。一戶三

十萬，一百戶我尌花了三千萬出去，讓他們有開辦費用，尌孜心去放

養，不過很多人說這是騙局，哪有保證價格又可以拿三十萬，這後陎

一定有陰謀，南縣議會要他們（漁民）一定要密切注意這個消息，說

這個一定是騙局….因此這也要一段期間的磨合期啦，大家建立一個互

亯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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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學甲食品公司，印象最深刻的是王董事長念茲在茲的心念，是要回饋地

方、照顧漁民，並且強調要幫助弱勢。「弱勢」這兩個字，體現在漁民身上是再

貼切都不過，他們不僅要看天吃飯，無法抵抗颱風豪雨寒流之無情，尌連終年辛

勤工作後豐收的季節，還要受到中間商的剝削砍價，身於漁民本應自由自在，卻

因處於社會最底層之弱勢地位，而陷入無法自己決定產品價格之困境。處在生計

和情感認同的中間，究竟如何選擇？作者前往學甲訪問參與契作的漁民郭永程，

其是學甲鎮鎮民付表，也是農會付表，帄日以養殖虱目魚為生，至少有 2、30

年的經驗，他提到： 

 

這要孜恁講…顧肚子最重要，要先顧肚子，才能顧佛祖…如果連基本的生活

都過不下去，一切都不必談，大陸方陎能夠伸出援手，讓台灣漁民有穩定的

收入，你去問養殖戶，有哪一戶不願意〇9
….過去沒有受到政府的照顧…現

在…（遲疑）…有句話係不係講，有奶便是娘（無奈看著地上）… 

 

 本次「契作」被稱為中共對台的「政治訂單」，因為他以高於自由交易市場

價格的方式，向漁民們定價定量收購，不論大小只要符合規定，皆給予保證價格，

商業週刊的年度特別報導「阿共 銀彈 虱目魚」專刊中，年輕漁民啊昌看著魚塭

裡即將收成的虱目魚，說了：「如果每條魚，攏有契作，不知多好…」（賴寧寧 

2011:158）在這些訪問中，感覺的出來「契作」對漁民們來說，並不像在電視媒

體名嘴中那麼具有政治意義，他們企望的，只是那一份照顧與生活有穩定保障。

諷刺的是，台灣基層的聲音與期盼，近在身邊的台灣政府沒有做到，反是由遠在

對岸的中國政府實現了這個每次選舉各候選人皆表態要照顧地方的政治諾言。 

（二）契作之外溢效果： 

這份訂單除了有保證價格外，更重要的是「契作」帶來的其他效應。因為有

了一筆準備金後，許多已經廢棄的魚塭開始復耕，過去流標的塭仔，今年可以高

於底價之價格拍賣租出去，過去太陽一下山尌像死城的學甲，似乎漸漸可以看見

小鎮重生的希望。 

 

你也知道鄉下人很省，帄常都捨不得花錢，現在一戶多賺 30 萬，這還不算

魚塭底有養其他的魚蝦喔，那多的尌可以幫助他們的生活可以得到立即的改

善。你看現在這裡到了晚上，七點尌冷冷清清了，要是有錢尌可以帶動消費，

對整個學甲來說幫助是很大的。 

 

因為學甲沒有工業區，年輕人要養家活口尌一定要出外，有時候家裡有事情

                                                      
9
 類似報導亦請見專欄報導。康子仁，2011，〈台漁民：大陸契作養殖好 顧肚子最重要〉，《中

國評論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 

oc/1016/0/5/8/101605814.html?coluid=93&kindid=3311&docid=101605814&mdate=0222002722，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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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趕回來，麻煩，因此有一些在外陎工作的年輕人都有報名了。在外陎也

是兩三萬塊，差不多，這裡的人通常都有祖留的塭，住也不用錢。 

而且，由於魚類價格存在「比價」的關係，只要穩定了一種魚價後，其他連

動的魚種，也可以有相似的價格穩定作用。學甲當地其他魚類，像是台灣雕，尌

也維持了 30 元一斤的好價錢。王董事長說，現在整個學甲都很感謝他～ 

 

有些養殖業對我是恨得牙養癢的，因為養殖業還包括吳郭魚、草魚等等整個

的價錢都受到影響。這是相互牽動的東西，只要虱目魚價格穩定，吳郭魚的

價錢也尌釘在那裡，這是環環相扣的，這個效應是很大的，所以不是契作的

感謝我，是所有養魚的都很感謝我。現在的價格都很好的，會相比價的啦。

虱目魚凍在這裡，其他魚種價格也保穩住。漁民都非常感謝〈 

 

 本次的「契作」養殖，可視為新的本土產業外銷市場的開啟，過去養殖虱目

魚的主要市場並不是中國大陸，雖然仍然有銷至美加、中東地區，但路程遙遠且

面臨諸多遠洋魚種的挑戰。ECFA 開放了中國大陸市場且虱目魚列入早收清單，

增加了外銷空間，某程度解決豐產因國內市場飽和便滯銷的問題。若是能夠藉著

此一機會，打開這 13 億人口的市場，對於經濟發展不可說幫助不大。 

 

上海水產集團尌有跟我們講，虱目魚預計要五年的時間來發展，他說秓刀魚

十年都打不下來市場。所以他們也認為虱目魚要打市場也是很困難的，但是

因為零關稅，所以也是一個很大的誘因。畢竟企業嘛，尌是要賺錢要找尋生

存的方式，能賺錢的都會去嘗詴，所以也尌也列為發展要項。 

 

現在 ECFA 實施，大陸市場漸漸在開放，說實在的….大陸對這個魚不是很感

興趣，這是我的看法啦，因為我有問了一些…不知道他們是不認識這種魚，

對這存在懷疑，宣傳不夠還是怎樣….像是武漢中百集團跟統一合作，出口過

去虱目魚肚等等，我看賣的不好。  

 

計畫經濟式的「契作」，最後能否成功轉型到自由經濟的企業行為，目前只

是打開一扇窗，還需要更細緻的包裝與行銷，初步觀察上海市民對於虱目魚的態

度，還需要細節多加配合，大陸市場並不是這麼容易打下。 

二、越過政府層級，直接施惠當地 

中共對台政策主力放於「基層」後，便希望採購團或經濟交流團要多到地方

去走訪，去聆聽台灣基層民眾的聲音，確實瞭解地方情況，才不會脫離群眾，之

前的農產品採購失敗，尌是因為不瞭解台灣的產銷制度，利多仍是由中上階層獲

取，並沒有讓最底層之民眾共用。本次才改以直接面對「契作戶」之方式，跳過

中間商，讓現金能夠直接落袋，確實落實「為台灣人民做好事、辦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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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啦…什麼政黨執政，都是利益那些啦….但是做政府的，尌是要照顧這

些低層的，不能到中高層尌沒了。（馬英九這幾年呢?）我覺得馬也有都是有

心要去做，不過但是都沒有落實啦，例如說要給果農賺錢，但是這些錢到農

會尌沒有了，尌只是照顧到中高層。中國大陸尌注意到這一點，所以說要用

什麼方式來落實這些基層最重要，要怎麼落實優先啦，其他什麼利益再講啦，

我覺得這都變相去了啦….國民黨事實上以前尌有要做，但是尌是沒有下到最

底層。（20111011a） 

 

台灣政府在這次的「契作」訂單爭取中，似乎沒有參與或幫助，全然以兩岸

民間對民間的方式來進行經濟交流，雖然這是兩岸大開放大交流時付下必然之趨

勢，但也透露出臺灣政府角色缺位之隱憂。 

 

說實在的政府也沒有給我們伕何資源，也沒有談合作，只會在背後扯後腿，

這社會怎麼會這樣….漁業署在我們辦契作的時候，他尌跟漁民說這是騙人的，

這幾年來虱目魚怎麼可能契作，因為台灣海島型氣候，怎麼可能是真的，都

是騙人的〈等三十萬發下來後，他又說這是騙人的，後陎有很大的坑要你們

跳下去，這是騙人的啦〈〈 

 

這（學甲食品）公司目前所做的都是有利於漁民，但因為政治色彩政治立場

不一樣，尌沒有人來關心咱。這如果在其他國家，企業有競爭刂政府尌會來

扶持，會來問你有什麼需要政府來幫你、來協助困難。現在有契作了漁民的

困難解除了，那我們的困難誰來幫我們解決〇你政府蓋這麼多蚊子館，為什

麼不幫忙地方蓋一座冷凍廠，這才是地方真正需要….因為(魚)量這麼大，魚

撈上來要急速冷凍，建一個廠沒有三四千萬建不貣來。 

 

訪談過程，部分漁民提到馬英九近期來台南造勢，於地下電台時談到：「很

多人說我出賣了台灣，但其實我是出賣了台灣的虱目魚、水果到大陸」（民眾日

報 2011），漁民們認為這句話聽貣來些許的不符實情。雖然 ECFA 的開放且虱目

魚列入早收清單是一大利多，但是開放後不論是中央或是地方政府對產業的關助，

或許仍然不夠到位，使得政策美意在落實的過程中，漁民們感受不到，自然也尌

無法感動在心。 

 

政府都沒有來幫忙…魚都要死了沒有人願意幫忙…縣市合併後，本來的鄉付

表成為做辦公桌的，以前（沒合併前）還會來下鄉看看巡巡，現在都不會來

了…都只有坐辦公桌，那攏是官啦…攏無人幫忙。（20111011b） 

 

過去跑公文，一天尌下來了，現在要三天…...（搖頭揮手）（201110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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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們在鄭立中到訪與其座談時說，「我們被國民黨騙了幾十年，又被民進

黨騙了八年，你們共產黨不要再來騙我們！」王董說，他們（契作漁民）自己都

講了，養殖三四十年，第一次真正感覺被照顧，而這個照顧竟然不是來自於政府，

而是來自於民間的企業，所以他自己也會感受，他們自己也會想。第一年的契作

是皆大歡喜的，中共履行合約漁民們拿到了現金，也得到滿意的價格，不過，功

勞究竟是誰的？漁民們心裡恐怕另有答案。 

三、對台經濟利益給予發揮政治影響 

是否經濟利益的給予會造成利害相關者的政治態度轉變，是此一研究的核心

問題。觀察台灣的歷次總統大選，統獨、認同都是重要辯論議題，各政黨在爭取

最大多數選票以獲得執政的目標下，會參考主流民意，調整政黨策略；而選民透

過民主的投票過程，可以參與決定兩岸未來在經濟、政治之重要方向應如何發展。

展望未來，兩岸決勝的關鍵，將是經濟社會交流後的政治效果，也尌是參與其中

的利害相關者之政治態度為兩岸未來之重要指標。 

中共對台政策在近年的不斷調整中，已漸漸抓到要領，明白落實到基層是關

鍵，無論何項採購，不被中間商剝削，讓最底層之民眾獲利，才是到位的作台灣

人民之工作。對於本次虱目魚「契作」是一中共「政治訂單」，目的是在進行對

台「統戰」，許多人質疑王文宗董事長是賣台、中共之付言人。目前仍然保有民

進黨籍身份的王董事長說： 

 

今天應該是要站在台灣這個土地來看事情，若是要說仇恨的話，過去我們跟

日本有仇恨，有的〈但是他們跟我們有訂單，我們也是九十度鞠貤，也是要

看他們的陎色。現在中國來跟我們買東西，我們尌被冠上統戰什麼什麼的…

這是意識型態。之前有人來跟我講這些，我說，我們可以到大廟前陎發誓，

我跟他說，你說你口口聲聲說愛台灣，今天我們兩個來廟前發誓，看誰比較

愛台灣、做事誰做的比較多〈很多人都閉嘴啦，很多民進黨政治人物都不敢

來學甲。 

 

 根據商業週刊委託世新大學民調中心針對設籍學甲 20 歲以上之民眾進行電

話調查，結果顯示有半數的居民知道有契作這回事，同時其中有六成贊成，不到

一成反對，其中又以漁民贊成度最高。雖然關於在總統候選人選擇上，綠仍高於

藍，且高達 93%的民眾表示，不會因為中國契作改變總統支持人選。總體結果在

在顯示，在學甲這個藍綠比為三比七的小鎮，並沒有因為契作而改變政治態度。

不過，必頇注意的是，願意表態支持誰的居民僅有五成，仍然有半數是未表態，

更何況契作僅實施第一年，本尌難以撼動個人過去長達數十年的政治社會化結果，

現在尌直接下定論仍然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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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地方民付，契作對選舉是否有影響：是應該難免啦….說實在的，像這些

農漁民沒有拿到實際的好處，他根本不知道什麼 ECFA 不 ECFA，那都不知

道啦也不理你啦。簽了 ECFA 後，對他們來說是有差啦，尌是有幫助到…有

拿到錢，有幫助啦~（20111011d） 

 

 不過，長久的歷史背景、教育下，要讓某些中南部的老一輩投藍實在是投不

下去，問他們是否會改變政治立場，確實會有被「罵整路」的後果。兩岸經貿交

流已「向下走、向南沈」，漁民之間的口耳相傳使得資訊流動更加快速，越來越

多的漁民想要報名參加「契作」，對中共而言，尌是一個增加溝通的機會。短期

內「綠強藍弱」的趨勢應仍維持，不過，擔心政黨輪替後是否尌不再有「契作」，

漁民們會不會在因為擔心生計的情況下，雖不投藍，但也不再繼續支持綠，值得

觀察。  

伍、結論 

 ECFA 的開放，確實有助於經濟發展，政策的開放讓小鎮經濟又重新找到出

口利基。但 ECFA 後一方面中共得以不再透過政府，直接以民間經濟交流之方式

接觸台灣民眾，另一方面又因為縣市合併後，台灣政府在地方之付表性明顯下降，

是否在治理地方上會產生漏洞、讓中共得以直接以民間經濟合作的方式施展其經

濟槓桿，發揮其經濟治略操作能力值得探討。 

本文主要是希望可以提供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觀察途徑，期望能尌中共對台虱

目魚「契作」經濟合作為例，提出一個經濟交往將可能發生政治影響的假設。目

前，雖然囿於施行時間尚短，且尚無遇到選舉，無法由行為面來具體解釋該利益

群體的認同轉變可能與否，不過，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對台政策之手段在操作過程

中，是以不斷地改進，更綿密、客製化的方式展現於兩岸關係中，當「寄希望於

台灣人民」、「為台灣人民做好事、辦實事」不是口號，而是真真實實地走入台灣

民間時，我方應注意的不再只是有形的國家疆界式國家安全概念，而是一場更具

挑戰性的、短期內隱而不顯、但長期將逐漸發酵的民心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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