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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陣子楊淑君事件因為媒體過度操作轉移的結果，引發國內的反韓情緒，甚至讓韓國外交部出面
澄清，此舉反而讓台灣丟臉。雖然目前憤怒的台灣網友們已漸漸清楚事件背後確有黑手的存在，
媒體也不敢再一味地把矛頭指向韓國，但韓國媒體卻不斷地拿台灣少數不理性的行為大做文章，
例如網友的辱罵、蛋洗韓僑小學的畫面、在青瓦台臉書寫的「韓國狗」…等，試圖再度引發憤怒
情緒？

  

      台灣對韓國的不滿情緒其來有自，但多數的韓國人並不知情，他們覺得韓國沒有做對不起
台灣的事情，媒體上提到的斷交，那也是40歲以上的台灣人才有的深刻情結，年輕人根本不清楚
這個事件對台灣人的傷害有多深。  

      再者，韓國網路新聞說，我們的憤怒是因為長期自以為的優越感作祟，這個情結如果有的
話，也應當發生在老一輩的台灣人，甚至這些老一輩的台灣人，這些年來受到部分媒體不斷吹捧
韓國經濟發展的報導影響下，包括年輕人，有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一致認為韓國不管在經濟或建設
發展上都不輸台灣，甚至超越台灣。  

      還記得幾年前，台灣媒體不斷報導韓國GDP超過台灣，達到2萬美元，又說韓國大學畢業
生薪水為7萬元台幣...，類似這樣「長他人之志滅自己威風」的報導不勝枚舉。可笑的是，今天棒
打韓國的媒體不也是當初吹捧韓國的媒體嗎？  

      楊淑君事件已經談了很多天，但我想要探討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希望藉由這個機會，來
看台灣哈韓的病態。再次強調，我不是要鼓吹大家反韓，只是想把真相秀給國人看，讓大家知道
過去十年來哈韓的結果究竟對台灣造成多大的影響？真心呼籲台灣當局想辦法讓韓劇熱可以降溫
，讓一些不平等的交流可以有個休止符。  

      大家可知道，因為韓劇，韓國賺了台灣多少錢，版權也好、觀光也好、韓貨也好，我們無
限制地接受韓國進口進來的東西；但韓國卻對台灣產品的進口做了很多限制，也對台灣電子業動
了很多手腳與打壓，對台灣留學生也多所不公平對待。也就是說，不管是運動賽事、商業往來、
學術交流...，在各項領域中，只要跟韓國交過手的台灣人，幾乎都吃過韓國人的虧。而這也是台
灣人反韓情緒的根源，但韓國人不知道，也不認帳吧！  

      韓國在各方面其實對台灣人真的不友善，可是我們台灣卻因為韓流對韓國經濟有很大的貢
獻。以下幾個數據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韓國、中國、日本等國家限制外劇不得在晚間7～10點的黃金時段播出，但台灣有線電視
台卻無時段限制播放韓劇。下面的節目表是目前平日各家電視台所上演的韓劇，是不是很嚇人！
以2010年11月15日以後為調查基準，平日一天所有電視台播放的韓劇總數為36部，黃金時段的晚
間7~10點之間，共12部(不含重複播放節目)。這個數字比起去年同期的每日18部、黃金時段9部
增加將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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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選看自己喜歡的戲劇是大家的權益，但我們的熱愛讓韓國人不斷哄抬價碼，同時也影
響台灣藝人的生計。據統計，2005年一年間，電視台支付買韓劇金額高達22億5千萬元。文建會
也指出，2002年文化創意產業的貿易收支赤字為16.1億元、2003年為82億元、2004年為149.5億
元，也就是說，從2002～2004年三年期間，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貿易收支赤字增加了8.3倍，原
因首推韓劇的進口。此外，據韓國外貿協會的統計，2004年韓國對台灣的消費財進口總額為9.8
億美元，其中10%以上與韓流有關，比中國的8.2%、日本的7.6%都來得高。  

      韓劇高漲，乃因台灣電視台惡性競爭，讓韓國電視業者有機可乘，不合理地哄抬價格。韓
劇版權，從2000年「火花」一集台幣3萬3千元，2001年「藍色生死戀」6萬4千元；到了2005年
「巴黎戀人」飆到約72萬元，2006年Rain演的「這該死的愛」則漲到一集99萬台幣。  

      我實在不明白，為何我們的政府相關單位與電視台不認真去思考這個問題？過去前新聞局
長姚文智曾試圖改革，但或許牽扯太多利益糾紛，因而作罷，這樣的結果就是韓劇的進口一年比
一年倍數成長，這像話嗎？  

      如果政府當局把握住這個契機硬起來，訂定出外劇播出時段的限制，也讓電視台開始慢慢
去改變過去的播放生態，當然如果政府可以有配套的推廣或補助政策，培養更多的演藝人才，也
多拍一些戲劇，讓老一輩的演員可以重新站上舞台，並指導新生代演員，這樣不是很好嗎？事實
上，如果我們也能拍出像韓劇這樣夠水準的連續劇，我不相信台灣人會不捧場！正因為頻道這麼
多，卻沒有一個好看的，但又想看電視劇，怎麼辦？只好鎖定韓劇。  

      也許有人會說這只是個理想，但為何我們不學學韓國人，勇於實踐夢想。一棵種子播種下
去，也許一年、也許十年、也許更久才能看到成果，甚或一輩子都看不到，但如果不播下去，就
永遠沒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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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韓劇之外，因為赴韓觀光人數的大增也讓韓國賺取大筆的觀光外匯，其嚴重性恐怕國
人也不清楚吧。提幾個數據給大家參考。  

      從下表可得知，以韓流吹起的2000年為基準，赴韓觀光人數開始緩慢成長，但人數明顯增
加則在2004年，此乃「大長今」的播出，以及斷航12年之久的台韓航空亦在當年12月復航，因此
從2003年的183,830人，暴增為293,099人，成長幅度為59.4%。  

      韓國觀光熱持續到2005年，光是2005年一年期間，赴韓觀光人數比起前年增加了45,647
人，較2004年、2003年各成長了15.6%、84.3%。2005年入境韓國的台灣人數達到最高峰，總計
385,079 人，觀光人數便佔了338,746人，為全部入境韓國總人數的87.97%。相較之下，台灣人
赴韓的商用、就業、投資方面，由於韓國政府的各項限制，雖小幅成長，仍偏少數。

<入境韓國的台灣人數（資料來源：韓國入出境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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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兩國幾個主要項目的入境人數比一比的話，是個很不平衡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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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一直以來，韓國就是台灣的貿易逆差國，但因為韓流的影響，逆差額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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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言，數據會說話，如果大家想要反韓，要反的應該是這個，不是楊淑君事件！

作者郭秋雯為政治大學韓文系助理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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