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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貿易政策的形成受很多因素影響，對民主國家來說，民眾的偏好又常是形構貿易政策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為何人民支持或反對自由貿易？許多經濟學及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都在嘗試解釋民眾
的偏好是如何形成，透過更完整的數據蒐集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學界已對此問題有了更深入的
瞭解。在理論上，經濟學理論認為個人對自由貿易的態度主要受職業影響，政治學或社會學理論
則指出個人對自由貿易的態度更可能受情感認同及價值觀念影響。許多研究都發現教育程度對貿
易偏好具有重要影響力，但不同理論對其因果機制有不同的解釋。在研究方法上，多數研究主要
透過大規模問卷調查來驗證假定，然而學者也發現問卷設計本身亦會影響研究結果。本文主要將
回顧目前學術上較重要的研究成果，以台灣本地的經驗資料與既有文獻進行初步的對話，並歸納
出可供未來政策制定者參考的基本原則。

 

經濟學理論之辯：HO模型vs. RV模型

 

經濟學家很早便開始建構理論闡述自由貿易如何可能同時產生贏家以及輸家，而其中Heckscher–
Ohlin (HO)模型以及Ricardo–Viner (RV)模型是兩種最常見的理論，兩個模型的主要差異在於對生
產要素(factor)的流動性程度有不同的假定。

 

HO
模型最重要的假定之一為要素能夠自由地在部門(sector)之間移動。一國中較豐沛的要素較容易具
有國際的比較優勢，因此國家通常會選擇出口豐沛要素，並進口稀缺要素。Stolper-Samuelson定
理進一步指出，自由貿易的結果會提高該國豐沛要素的價格，並降低該國稀缺要素的價格，並進
而讓豐沛要素的實質工資上升，稀缺要素的實質工資下降，自由貿易從而在國內產生贏家及輸家
。資源分配的不均進而可能影響贏家及輸家的政策偏好：一國內較豐沛的要素會傾向支持自由貿
易，較稀缺的要素則會反對自由貿易。例如在美國，高技術勞工是較豐沛的要素，低技術勞工是
較稀缺的要素，自由貿易的結果，會讓美國的高技術勞工比貿易保護的情況下賺得更高的工資，
因此HO模型會預測美國的高技術勞工會支持自由貿易，而低技術勞工會反對自由貿易。然而在開
發中國家，低技術勞工是較豐沛的要素，高技術勞工是較稀缺的要素，自由貿易的結果，會讓開
發中國家的低技術勞工比貿易保護的情況下賺得更高的工資，因此HO模型會預測開發中國家的低
技術勞工會支持自由貿易。

 

RV
模型假定則假定部分要素並不能夠在部門之間自由移動，而勞工可以在部門間自由移動。自由貿
易的結果會提高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的產品價格，並降低該國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的產品
價格。由於自由貿易的結果有利於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因此一國內擁有比較優勢的部門會支持
自由貿易，缺乏比較優勢的部門則會反對自由貿易。例如RV模型會預測在擁有比較優勢的部門中
就業的勞工會支持自由貿易，而在缺乏比較優勢的部門中就業的勞工會反對自由貿易。

 

經濟學家發現，HO模型和RV模型都分別能獲得部分證據的支持，然而舊有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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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使用間接資料（例如選舉投票或遊說的資料）來測量個人對自由貿易的偏好。使用間接資料的
問題是，個人的投票或遊說行為很可能會受到其他因素（例如制度）的影響，因而不能直接等同
個人的貿易偏好。

 

問卷調查的發現

 

為了驗證經濟學理論的預測，Scheve 以及 Slaughter（2001）首次透過1992年發放的問卷直接測
量美國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態度。透過問卷，他們詢問受訪者：「有些人認為限制國外進口能夠保
護美國的工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限制進口會提高消費價格及傷害美國的出口。請問你支持或反
對設置這種新的進口限制，又或者你沒有
想過這些事？
」。為了驗證HO模型，他們的問卷詢問了受訪者的職業及教育程度，以便測量受訪者的技術能力
。同時，為了驗證RV模型，他們的問卷也紀錄了受訪者所工作的部門，並進一步標註這些部門受
貿易影響的程度。

 

透過統計分析，他們發現HO模型較能夠解釋問卷資料：美國的低技術勞工和支持限制進口具有顯
著的相關性。RV模型的預測則不顯著，因為受貿易
影響大的部門和支持限制進口並無顯著
的相關性。此外，
他們的研究也提出了額外的新發現：由於自由貿易會讓稀缺要素或缺乏比較優勢的部門成為輸家
，從而造成這些要素或部門所在地區的勞工失業，進而降低該地區的房屋需求，因此對這些房價
可能下跌地區的房屋所有人也會傾向反對自由貿易。

 

經濟學者Mayda 以及Rodrik（2005）
進一步使用1995年橫跨23國的28,500份問卷資料來進行研究。他們的問卷詢問受訪者：「在多大
的程度上你同意或不同
意下列陳述：我國應限制外國進口以保障本國
經濟 」。 同樣的，他們的問卷也透過
職業及教育程度來測量受訪者的技術能力。特別的是，他們的問卷還詢問了受訪者的其他資料，
例如社區意識，民族自豪感以及制度自豪感。

 

Mayda 以及Rodrik
統計結果同樣驗證了HO模型的預測：技術程度越高的個人，越反對限制進口。然而，他們也發現
證據支持RV模型：就業於會與進口商產生競爭關係的國內產業（import-competing industries）
的個人，比較反對自由貿易，就業於出口導向產業的個人比較支持自由貿易。更重要的是，他們
的統計結果還發現了不同於主流貿易理論的其他因素亦發揮了重要作用：1. 如果受訪者認為自己
處於較低階級，或擁有較低收入，或具有較強社區認同或民族自豪感，該受訪者會較傾向反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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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貿易；2. 如果受訪者對自己國家的民主制度較有信心時，該受訪者則會傾向支持自由貿易；3.
女性比男性更傾向反對自由貿易。

 

綜合上述，透過問卷調查，經濟學家發現豐富的證據支持經濟學的HO模型，但亦有部分證據支持
RV模型。經濟學家也發現非經濟因素（例如性別、民主制度、社區認同和民族主義）也會影響個
人的貿易偏好。簡言之，自我利益、情感認同和價值都是決定個人貿易偏好的重要因素。

 

爭辯中的研究成果

 

 

儘管經濟學者已承認自我利益和價值都可能影響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態度，許多研究仍不斷提出挑

雖然過去許多研究都發現個人的教育程度與貿易偏好有顯著相關，政治學者Jens Hainmueller
和Hiscox（2006）認為這項研究發現不該被視作對Stolper-Samuelson
定理的直接證據。他們認為教育程度主要是測出個人的經濟知識及價值取向，而非單純反映出個
人的技術程度。他們的理論主張越高教育程度的個人，越能夠瞭解比較利益法則（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及自由貿易為國家經濟帶來的好處，也越具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
nism）及容忍多元文化的態度，反對排外思想，因此高教育程度的個人越容易支持自由貿易。換
言之，Hainmueller
和Hiscox
反對高教育程度的個人越容易支持自由貿易是導因於個人就業上的利害考量，他們認為教育程度
的作用在於讓個人獲得經濟資訊及價值觀。Hainmueller 和Hiscox重新使用Scheve 以及
Slaughter（2001）的問卷資料以及Mayda 以及Rodrik
（2005）的問卷資料，他們的統計結果發現，不論個人是處於就業、非就業或退休狀態，高教育
程度都與支持自由貿易具有正向相關。這些證據說明了，教育程度對貿易偏好的作用並非透過職
業，而更可能透過價值觀念的改變。

 

 

另一批政治學者Mansfield以及 Mutz（2009）的研究也支持Hainmueller
和Hiscox的發現。他們
的資料主要來自2004年及2007年於美國進行的電話訪問及網路問卷。他們的統計結果顯示，職業
對個人的貿易偏好並無顯著影響，反而是教育、孤立主義（isolationism）以及族群中心主義（et
hnocentrism）對個人的貿易偏好具有顯著影響：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自由貿易；孤立主義及
族群中心主義越強，越反對自由貿易；且教育程度能夠緩解孤立主義及族群中心主義。他們更發
現，個人會根據國家當前經濟的整體狀態來決定自己的貿易偏好。換言之，個人並非總是只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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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基於這些發現，Mansfield以及
Mutz主張應透過心理認知模型去解釋個人貿易偏好的形成。

 

 

除了挑戰就有研究的因果機制，Hiscox（2006）更
認為過往研究測出的民眾貿易偏好，深受問卷題目設計的構框效果（framing effect）所影響。換
言之，不同的問卷題目可能引導受訪者做出不同的回應，從而導致測量上的誤差。
例如上述Scheve 以及
Slaughter對貿易偏好的問卷題目描述中有同時提到自由貿易的正面影響及負面影響，然而Mayda
以及Rodrik的問卷題目僅提供貿易保護主義的正面描述，這些問卷題目設計上的差異便很可能會
造成研究結果的誤差。

 

為了驗證題目設計的構框效果，Hiscox設計了一項問卷實驗。他測量受訪者貿易態度的主要問題
是：「你支持或反對增加與他國的貿易？」。然而，他還另外設計了四種版本的問卷題目簡介放
在問題之前：第一版是包含傾向自由貿易簡介:「許多人相信增加與他國的貿易會創造工作機會，
並讓美國人能以更便宜的價格買到更多產品」，第二版是包含反對自由貿易的簡介:「許多人相信
增加與他國的貿易會造成失業，以及讓美國的生產者面對不公平的競爭」，第三版是包含正反並
陳的簡介:「許多人相信增加與他國的貿易會創造工作機會，並讓美國人能以更便宜的價格買到更
多產品。另外一些人則相信增加與他國的貿易會造成失業，以及讓美國的生產者面對不公平的競
爭」，第四版則是無簡介的題目。Hiscox將這四種版本隨機分派給受訪者，透過這項實驗便可驗
證問卷的構框效果是否會導致不同的回應結果。

 

問卷結果顯示，構框效果確實會導致不同的回應結果：閱讀到反對自由貿易簡介的受訪者，會比
無讀到任何簡介的受訪者少了17%支持自由貿易。閱讀到正反並陳簡介的受訪者，會比無讀到任
何簡介的受訪者少了19%支持自由貿易。然而閱讀支持自由貿易簡介的受訪者，並沒有比無讀到
任何簡介的受訪者更傾向自由貿易。換言之，當受訪者讀到反對自由貿易的資訊或正反並陳的資
訊，該受訪者越不容易支持自由貿易。統計分析更顯示，低教育程度和低技術勞工較容易受問卷
的構框效果所影響。基於此項研究發現，Hiscox認為過去的研究問卷大多是包含了對自由貿易影
響的反面簡介或正反並陳簡介，因而可能高估了受訪者反對自由貿易的程度。

 

綜言之，透過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學界已發現許多影響民眾貿易偏好的重要因素，許多證據都顯
示，職業利益上的考量、情感認同及價值觀都與貿易態度相關。然而，目前的研究仍無法清楚地
驗證這些因素之間的因果機制，例如教育程度如何發揮作用仍存在爭論。此外，問卷資料本身也
仍是目前研究的侷限之一。問卷題目的設計及民調進行的方式都可能影響問卷調查的結果（黃芳
誼 2014）。未來的研究仍需要持續改善問卷及訪調的品質，並透過更嚴謹的研究設計來進行因果
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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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態度

 

台灣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態度是否與上述研究成果一致呢？「全球化下經貿調查」所進行的數波問
卷調查提供了我們一個管道來瞭解台灣民眾的貿易偏好。這個計畫測量貿易偏好的題目是：「有
人說，政府應該要對外國商品進入台灣進行管制或課關稅，以保護台灣產業及保障台灣人的工作
機會；但也有人說，管制進口會造成台灣境內民生物價上揚，不利台灣的出口。請問：對於進口
商品進行管制，您的看法如何？」。根據2012年5月的調查資料(圖1)，16.79%的受訪者認為政府
應該作嚴格的管制進口，41.83%的受訪者認為應該作適度的管制進口。33.74%的受訪者認為政
府應該作適度的開放進口，僅有4.43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全面開放進口。如果我們將主張政府
應管制進口視為不傾向自由貿易，這份問卷顯示高達58.64%的受訪者不傾向自由貿易。

 

圖1：2012年 台灣民眾的貿易偏好

資料來源：全球化下經貿調查（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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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亦提供了另一版本的問卷題目來幫助我們瞭解台灣民眾的貿易偏好。 「20
08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第五期四次」測量民眾貿易偏好的題目為：「為了保護我國經濟，台灣應
該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資料顯示(圖2)，不同意限制外國產品進口的受訪者為38%，同意限制
外國產品進口的受訪者則高達51.4%。此結果與「全球化下經貿調查」的資料一致，亦即高於半
數的台灣民眾並不偏好自由貿易。

 

圖2  2008年 台灣民眾的貿易偏好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8）

 

為何一些台灣民眾偏好自由貿易，多數則不？經濟學者江淳芳、劉錦添及文采薇的研究（2013）
透過2009年到2010年期間「全球化下經貿調查」計畫中的三次大規模問卷調查，試圖為此問題提

[1]
、收入、就業狀況及所在產業的特性。統計結果顯示：1.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訪者，越傾向支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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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貿易受訪者；2.受訪者如果就業於不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就越傾向反對自由貿易，但受訪者
如果就業於非貿易產業，則傾向支持自由貿易；3.泛藍的支持者比較傾向支持自由貿易，泛綠的
支持者以及具有台灣認同者，則傾向反對自由貿易；4.原住民比較傾向反對自由貿易。簡言之，
江淳芳、劉錦添及文采薇的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的貿易態度同時受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影
響。

 

我們同樣也可以從「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中看到教育程度的影響力。表1顯示，學歷屬於
高中和高中以下的民眾，多數贊成貿易限制；學歷屬於大學及碩博士的民眾，多數則反對貿易限
制。簡言之，當教育程度越高，民眾越不傾向支持貿易限制。

 

表1  教育程度與貿易限制的交叉對照

為了保護我國經濟，台灣應該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
 贊成 不贊成 無意見 總計
     
高中以下 454 125 108 687
 66.08% 18.20% 15.72% 100%
     
高中 293 194 45 532
 55.08% 36.47% 8.46% 100%
     
大學 285 386 60 731
 38.99% 52.8% 8.21% 100%
     
碩博士 27 77 8 112
 24.11% 68.75% 7.14% 100%
     
其他 3 2 0 5
 60% 40% 0% 100%
     
總計 1,062 784 221 2,067
 51.38% 37.93% 10.69% 100%
     

Pearson chi2(8) = 234.8010   Pr = 0.000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8）

 

「 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第五期四次」的問卷中亦有提供題目可測量受訪者的民族主義態度、技術程
度、居住地的都市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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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居住城市/鄉鎮的感情以及對全球化的態度[2]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統計模型來檢驗既有文獻的假設。首先，有序勝算對數迴歸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的結果顯示（表2），在模型1和模型2中，技術程度具有顯著影響，技術程
度越高，越不傾向支持貿易限制。在模型3中，倘若受訪者的民族主義越強，或受訪者為女性，
越可能支持貿易限制。當受訪者越贊同全球化會導致台灣經濟及自然環境變差，該受訪者也會越
支持貿易限制。然而，當受訪者教育程度越高時，則越傾向支持自由貿易。在模型3中，技術能
力、年齡、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對居住城市/鄉鎮的情感認同以及全球化對工作機會的影響等
因素並不顯著。換言之，此統計模型僅提供部分證據支持經濟學的HO模型，反倒是提供較強證據
支持受訪者確實可能從社會整體角度來思考自由貿易，且價值及情感因素扮演重要角色。

 

表2有序勝算對數迴歸模型 (依變項：貿易限制)

                                                                      
                                       

(1) (2) (3)
變項 貿易限制 貿易限制 貿易限制

民族主義 -1.183*** -0.910*** -0.877***
(0.163) (0.168) (0.175)

技術程度 -0.716*** -0.245** -0.203
(0.106) (0.124) (0.126)

教育程度 0.531*** 0.489***
(0.078) (0.079)

性別（1=男, 2=女） -0.308*** -0.331***
(0.104) (0.106)

居住地都市化 -0.077 -0.032
(0.050) (0.051)

年齡 -0.003 -0.001
(0.005) (0.005)

全球化態度：經濟 -0.144***
(0.050)

全球化態度：工作 0.039
(0.041)

全球化態度：環境 -0.093**
(0.044)

居住地認同 0.066
(0.073)

Constant cut1 -3.963*** -2.884*** -3.284***
(0.203) (0.489) (0.526)

Constant cut2 -1.794*** -0.653 -0.981*
(0.167) (0.476) (0.512)

Constant cut3 -1.161*** 0.013 -0.291
(0.162) (0.476) (0.512)

Constant cut4 -0.878*** 0.310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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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1) (0.476) (0.512)
Constant cut5 -0.278* 0.939** 0.636

(0.159) (0.477) (0.512)
Constant cut6 2.254*** 3.531*** 3.263***

(0.209) (0.500) (0.534)

Observations 1,218 1,218 1,188
r2_p 0.0282 0.0467 0.0540
chi2 119.2 197.4 221.8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8）

 

若再對照表3
，資料顯示學歷屬於高中和高中以下的民眾，高達八成贊成貿易限制；學歷屬於大學及碩博士的
民眾，反對貿易限制的比例較低。換言之，當受訪這教育程度越高，民族主義觀念較弱，而這也
部分支持教育的確可能具有轉化人們經濟知識及價值觀念的作用。

 

表3教育程度與民族主義的交叉對照

即使會導致與其他國家的衝突，台灣都應該以自己國家的利益為主
 贊成 不贊成 無意見 總計
     
高中以下 560 49 78 687
 81.51% 7.13% 11.35% 100%
     
高中 452 68 12 532
 84.96% 12.78% 2.26% 100%
     
大學 506 187 38 731
 69.22% 25.58% 5.2% 100%
     
碩博士 76 32 4 112
 67.86% 28.57% 3.57% 100%
     
其他 5 0 0 5
 100%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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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599 336 132 2,067
 77.36% 16.26% 6.39% 100%
     

Pearson chi2(8) = 342.1441   Pr = 0.000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8）

 

我們也可以使用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來進一步分析教育的作用（圖3），我主要採用上述有
序勝算對數迴歸模型中的模型2來進行路徑分析。結果顯示，教育確實能夠透過技術及民族主義
來間接影響貿易：教育程度越高，民族主義傾向越弱；教育程度越高，技術能力也會越高。綜言
之，教育的確可以作為測量技術能力的指標之一，但技術能力對貿易偏好的影響，在控制更多變
項之後，便不再顯著。教育同時也可以作為測量民族主義的指標之一，但民族主義對貿易偏好的
影響，在控制更多變項之後，仍然顯著。

 

圖 3 路徑分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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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對不同貿易夥伴的態度

 

民眾對自由貿易的態度除了可能受到自我利益和價值的影響外，貿易的對象也可能是影響因素之
一。民眾可能偏好與特定國家進行自由貿易，並對另一些國家進行貿易保護 。我們同樣可以從「
全球化下經貿調查」所提供的資料看見這種趨勢（圖4）。「全球化下經貿調查」於2012年5月的
問卷中詢問了同一群受訪者對美國及對中國的貿易偏好。該問卷詢問受訪者對美國貿易偏好的問
卷題目為：「如果台灣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也就是所有商品可自由進出口，全部免關
稅，您的看法是？」。問卷結果顯示：47.94%的受訪者贊成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43.97%
的受訪者反對，贊成者多於反對者。該問卷詢問受訪者對中國貿易偏好的問卷題目則為：「請問
您贊不贊成台灣和中國進一步簽署兩邊商品完全可自由進出口，全部免關稅的「自由貿易協定」?
」。問卷結果顯示：59.23%的受訪者反對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34.8%的受訪者贊成。比較
這兩題問卷結果我們可得知，相較於中國，多數台灣民眾更願意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如果我們
再將這兩題問卷結果（圖4）與圖1做比較，我們會發現儘管多數台灣民眾反對自由貿易（58.64%
），但如果貿易對象是美國，支持自由貿易的台灣民眾（47.94%）會高於反對者（43.97%）。
如果貿易對象是中國，則會有更多的台灣民眾傾向反對自由貿易（59.23%）。簡言之，這些結果
都說明民眾的貿易態度確實會受到貿易對象所影響。

 

圖4  2012年 台灣民眾對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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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全球化下經貿調查（2012）

 

為何有些受訪者比較支持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另一些則比較支持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經濟學
者江淳芳、劉錦添及文采薇的研究（2013）探究了這個現象背後的可能原因。他們的統計結果發
現：1. 學歷越高的受訪者越有可能更支持與中國自由貿易，且較反對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2.泛
綠支持者及台灣認同者較反對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且較支持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3.泛藍支持
者及外省族群較容易支持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且較反對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他們認為高教育
程度者較支持與中國自由貿易符合Stolper-Samuelson
定理的預測：由於高教育程度者屬於高技術勞工，而中國又屬於缺乏技術要素的國家，因此高教
育程度的台灣民眾較能夠從與中國的自由貿易中獲益。然而，美國不屬於缺乏技術要素的國家，
因此高教育程度的台灣民眾較無法從與美國的自由貿易中獲益。關於黨派立場及民族主義的作用
，他們的發現也接近政治學者陳陸輝等人（2009）的研究發現，亦即台灣意識越強的民眾，越贊
成加強管制兩岸經貿交流，泛藍認同越強的民眾，則更傾向經貿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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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中國效應」調查計畫2010-2013年期間的問卷，林宗弘的研究（2016）則進一步發現：越
支持台灣獨立的民眾，越容易認為兩岸貿易會惡化個人及家庭的經濟狀況，也越容易擔憂兩岸貿
易將會提高國內經濟的不平等。越認為兩岸貿易會帶來經濟上負面效應的民眾，也越傾向支持泛
綠政黨。換言之，民族主義及黨派立場對貿易態度的作用，很可能仍是基於經濟資源分配上的原
因，而不單僅受非經濟的價值或情感因素影響。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當問卷題目明確著重在農產品開放的議題時，受訪者的回應則會有所不同
（圖5）。不論是針對美國或中國，多數民眾皆反對農產品全面開放，且反對的比例高於反對自
由貿易的比例（圖4），43.97％的受訪者反對與美國進行自由貿易，但卻有73.58%的受訪者反對
全面開放農產品，59.23％的受訪者反對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 84.27%的受訪者則反對全面開放
中國農產品。由此可見開放農產品議題可能涉及其他因素，因而加深民眾的反對程度。但若比較
中國和美國，反對開放中國農產品進口的受訪者仍多於反對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的受訪者，亦即
民眾針對不同的貿易對象，仍有不同程度的貿易偏好。

 

圖5 2012年 台灣民眾對美國與中國開放農產品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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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全球化下經貿調查（2012）

 

政策意涵

 

自由貿易是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標嗎？經濟學的分析往往指出，透過自由貿易所實現的比較利益法
則，能夠讓生產者的收入增加，消費者以更低的價格享受到更多選擇的消費，同時也能夠讓一國
的生產要素更有效率地分配，降低全體社會的絕對損失（deadweight loss）。更有證據顯示，在
某些條件配合下，自由貿易其實也可以有進步的一面，例如自由貿易可以有助於婦女及勞工權益
的提升（Greenhill, Mosley, and Prakash 2009; Bhagwati 2007），促進環境的永續發展（De
Soysa & Neumayer 2005），以及消除貧窮（Le Goff& Singh 2013; Bhagwati & Srinivasan
2002）。

 

儘管許多經濟學家相信自由貿易能夠為全民創造更高福祉，國際上的經驗資料往往顯示多數民眾
並非總是贊同自由貿易，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約有六成民眾反對自由貿易，台灣近年來的問
卷調查同樣也呈現出類似的趨勢。在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中，學運團體也傳達出反對自由貿易的訴
求，例如《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提到:
「
反對服貿，不是「逢中必反」，服貿最大的問題在於，自由化下只讓大資本受益，巨大的財團可
以無限制的、跨海峽的擴張，這些跨海峽的財團將侵害台灣本土小型的自營業者。那個我們曾經
引以為傲的中小企業創業天堂，未來將被一個、一個跨海資本集團併購。服務貿易協定的本質，
和 WTO、FTA、TPP一樣，這些國與國的經濟協議，都是在去除國家對人民的保護。服貿協議，
不管統獨、不管藍綠，這是一個少數大資本吞噬多數小農小工小商的階級問題，更是所有台灣青
年未來都將面臨的嚴苛生存問題
」。換言之，相較於自由貿易理論所描繪的美好願景，多數民眾更關切的是自由貿易所可能帶來
的負面影響。

 

透過回顧既有學術研究的成果，我們可以初步瞭解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首先，短期而言，自由
貿易會創造贏家及輸家，造成勞工收入不平等的加劇，資源分配的不均進而會影響勞工的政策態
度，自由貿易中的贏家更願意支持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中的輸家則會傾向反對自由貿易。經濟
學的HO模型及RV模型闡述了這種可能性，而許多國際上及台灣的問卷調查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
支持了這些理論的預測。其次，自由貿易本身或自由貿易的對象也可能違背民眾的社群認同或民
族認同，傷害民眾所相信的價值。跨國的研究顯示，當民眾具有越強的民族認同，其越容易反對
自由貿易。而台灣的資料更顯示，當民眾具有越強的台灣認同與泛綠認同，其越容易反對與中國
進行自由貿易。

 

瞭解形塑民眾貿易態度的因素，對於政策制定者有何重要啟示？在太陽花運動之後，台灣的政策
制定者都該謹記，自由貿易即便在某些條件下能夠帶給社會更大福祉，一旦自由貿易缺乏民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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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或缺乏民主程序的正當性，強行推動的政策終究難以永續，甚至可能讓推行成本遠超過政策所
帶來的效益。

 

圖6 台灣貿易依存度 (=貿易總額/GDP*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台灣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長期以來大多超過100%
（圖6），由此可見國際貿易對台灣經濟
具有關鍵影響，
自由貿易在未來仍將是台灣政治上的重要議題。未來的政策制定者如仍希望在具有民主正當性的
前提下來推展自由貿易，目前的研究可提供以下基本原則：首先，政策制定者應明白民眾對自由
貿易的態度可能因貿易對象而異，民眾贊成或反對的原因也可能因而不同。因此，政策制定者有
需要針對不同的貿易對象，擬定不同的貿易政策，以便消除民眾對該對象的特定疑慮。例如對中
國貿易所可能產生的國安問題，便應設立特別的制度及法令來加以監督管制。

 

 15 / 17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科技經濟

發佈：2016-04-18, 週一 09:33
點擊數：10759

其次，研究已指出個人就業上的考量是影響民眾貿易態度的關鍵因素，政策制定者應明白自由貿
易會產生贏家，也會產生輸家，對於自由貿易下的弱勢勞工，政策制定者不但應以重分配政策對
其進行補償，更應該全力協助其進行轉業。丹麥投入大量資源在成人教育，幫助勞工不斷學習新
技術以便適應快速變化的勞動市場，便是一個可供台灣參考學習的案例。另外，建立提供金融上
的援助也是協助弱勢產業轉型的重要環結。 政策制定者也可以透過教育政策來強化本國勞工在國
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而這樣的政策也需要針對不同貿易對象而有不同的設計，且在國內教育資
源的分配上也應符合分配正義的精神。

 

最後，面對國內由民族主義而激發的保護主義，長期而言，政策制定者可透過提升民眾教育程度
來逐步改變民眾的排外情緒，但短期來看，健全的民主體制才是緩解排外情緒的藥方。研究已發
現，當民眾對本國的民主體制越有信心，其越有可能支持自由貿易。具體而言，政策制定者應讓
貿易政策制訂過程中的重要資訊更加透明以受公眾監督。 在台灣，自由貿易常被特殊利益團體當
作用來掩飾不公平競爭的口號，削弱特殊利益團體在貿易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強大影響力，從而讓
市場體質能從少數壟斷走向公平競爭，也可視作未來強化民主體制的目標之一。

作者林竣達 為馬里蘭大學政治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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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們測量民族認同的問卷題目為：「目前社會上有人會說自己是台灣人，有人會說自己是中國人，請問您認為自己是
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2]
問卷中，越贊成貿易限制，標註數字越小。詢
問民族主義的題目之一為
：「即使會導致與其他國家的衝突，台灣都應該以自己國家的利益為主」，贊同者標註為1，反對者標註為0。另一
題則為

：「增加與外國電影、音樂或書籍的接觸，對我們自己的文化是有害的」，兩者題目互換並不影響模型結果，以下模
型主要使用後者題目；詢問對居住城市/鄉鎮感情的題目為：「 請問您對於下列地區的感情強不強烈？」，感情越強
，標註數字越小；詢問對全球化的題目有三題：「各國及各地區之間的人、物與資金等的往來交流一直在增加，請問
您認為這是好還是不好？1.對於台灣經濟；2.對於台灣人的工作機會；3.對於環境」，回應不贊同程度越高者，數字
越高。問卷中詢問技術程度的問題主要採用ISCO88分類法，我將高技術程度的職業標註為1，低技術程度標註為2。
詢問居住地都市化程度的問題為「請問您覺得您現在居住的地區是都市或鄉村？」，居住地都市化程度越高，標註數
字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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