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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貿易協議記者採訪黃孝文先生之文稿  

 

受訪人：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理事長 黃孝文先生 

訪問人：新蘇黎世日報 東亞特派員 Patrick Zoll (周仁光)先生 瑞士籍  

採訪日期：西元 2014年 4月 3日下午 14時至 15時 

採訪地點：顧問協會會議室 (台北市羅斯福路 2段 91號 23樓) 

 

提問 1：企業界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有何想法及期許？ 

回答 1： 

1.全球貿易競爭合作與聯盟關係已是趨勢，世界是平的，且門戶將大開，鎖國主

義或保護主義(保護國內特定企業) 證明是無法長久的。 

2.電子商務、網路貿易、雲端管理…的時代來臨，是趨勢，是無法阻擋的。 

 不管你願不願意！企業應該順應趨勢與潮流，逆勢操作將會充滿危機！ 

3中國大陸「兩岸」關係並非一般國與國的關係，中國大陸過去的一些政策、行

為對台灣並不友善，甚至有吞併台灣的潛在危機，所以不能用一般國與國的關

係進行思考。 

4.國民黨執政對國家治理的綜和表現尤其是經濟表現令多數民眾失望，總統馬英

九所領導的執政團隊在民眾心目中的滿意度平均低於 20％，造成民眾對政府的

執政能力缺乏信任及信心。 

5.服貿協議簽約前後執政者雖有進行一百多場溝通會議及簽約後的 20場公聽會，

但是因為進行方式及溝通的不良，致使絕大多數的民眾無法了解甚麼是服貿協

議！心中充滿疑惑！ 

6.國民黨因為堅持在立法院審查服貿協議時必須包裹表決及拒絕任何的修改，且

拒絕民進黨提議的逐條審查，最後還想強行通過的行徑下，引燃了導火線，致

使許多大學生怒火中燒而集體強佔立法院，訴求「反服貿」主張，要求馬英九

必須接受他們的 4大要求，否則將進行長期抗爭！馬英九目前已經答應學生提

出的 3項要求，包括逐條審查及監督機制，唯獨退回本協議進行重審重簽堅不

讓步。 

     綜合上述六點想法，可以理解台灣人民尤其是企業界普遍並不擔心開放或

競爭的問題，大家擔心的是與中國大陸的競爭及合作的問題，兩岸因為互信基

礎薄弱，再加上執政者執政績效不彰！執行力及監督管制能力都令人擔心的情

況下，企業界也充滿著矛盾的情結！支持者與反對者皆有，這就是台灣的現況！ 

     我個人對服貿的期許是：簽訂兩岸服貿協定是必要的作為，中國是全球的

重要市場，企業不應該放棄這個市場，只是兩岸的特殊關係我們更應該小心謹

慎的處理問題，台灣依賴中國太深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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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2：那些產業會從服貿協議得利？那些會受害？ 

回答 2： 

    所有的產業都有強者與弱者，競爭力強的企業會從服貿協議得利；反之，競

爭力弱的企業將會受害！競爭力強的企業不見得是大企業，而是技術含量高、核

心能量深、創新研發強或品牌價值優的企業，例如：透氣保暖且防風防水科技布

料業者或網路創新服務商品，又如知名小籠包或咖啡餐飲連鎖店，再如精密機械

工具機或高科技腳踏車或金融業、證券業、資訊業等；而競爭力弱的企業也不見

得是小企業，而是同質性高、無研發、無品牌、技術門檻不高或利潤微薄的企業，

例如：多數的代工業(OEM)或不具特色的服務業等，而印刷出版業、物流業、倉

儲業認為他們會不敵大型陸資削價競爭，但卻有印刷業者認為台灣有競爭優勢正

準備進軍大陸，美髮師認為他們可能會只能待在中資連鎖美髮沙龍工作，但訪問

美容美髮公會理事長時卻說我們的優質服務品質具有競爭優勢！且台灣的價位

及市場規模，陸資不見得有興趣。所以要特別指出哪一個產業受害比較難，因為

每個產業裡都有自認為不擔心兩岸競爭的業者。 

    我個人認為競爭力強的企業應該鼓勵他們積極布局全世界，而不應該牽絆住

他們；反之，競爭力弱的企業應該考慮強化體質提升競爭力或轉型或更換跑道等，

而政府也應該提供必要的配套措施，例如：輔導協助、轉型協助、補貼、優惠貸

款、社會福利、救濟援助或服貿捐…等各項措施，以降低競爭所帶來的傷害。 

 

提問 3：企業界人士如何看待此次示威？ 

回答 3： 

    學生這次的示威行動展現了驚人的組織動員能力及團隊合作能力，他們對這

個國家及對這個社會的熱情與使命感令人佩服與肯定，他們的勇氣與決心甚至令

人感動！學生對於服貿的要求大致而言是受到多數人民支持的，尤其是 330(3

月 30日)總統府前示威活動所表現的高度自律行為及解散後的環境恢復速度，令

全國民眾刮目相看，有人稱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完美的抗爭行動。企業界人士普

遍認為這次的學生示威是執政者未能讓民眾事先清楚了解服貿協議條款才會有

今日的示威抗爭！而馬英九回應學生同意四項訴求的三項後，企業界人士有些便

認為學生應該適可而止了。 

 

提問 4：以企業界角度來看，對馬政府的施政及中國政策評價為何？ 

回答 4： 

    馬英九總統我認為他是一個有心想改革的人，他希望將台灣的一些腐敗或不

合時宜的制度改正過來，他不想也不會討好選民，所做的事情經常是吃力卻不討

好！他是一個想做事的人，他不是一個政客！只是他的身旁缺乏傑出優秀的經營

團隊，而這個優秀團隊的組成極為困難，原因並不是人才的問題，台灣的人才素

質很高！原因是公務人員制度、利益團體角力及政黨惡鬥的問題，這一些問題會

讓馬英九的施政團隊難以展現績效！簡而言之，即便聘請在企業界表現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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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來協助執行，也會人才變成庸才！馬英九可能會成為一個失敗的改革者！ 

    馬英九的中國大陸政策是破冰之旅，將過去兩任總統(李登輝與陳水扁)十多

年時間對中國大陸的冰冷或敵對態度轉化成破冰或友善態度，這個政策方向是美

國所支持的方向，兩岸先從經濟、文化進行交流合作增進彼此的了解及信任，不

要再有敵對的氛圍，慢慢逐次的再來談政治問題，不論一國兩制或邦聯制或其他

任何可能的方式，就是不能搞台灣獨立！而台灣的多數人民也傾向維持現狀，先

進行經濟文化的交流合作後，政治問題以後再說吧！這樣的中國政策有人認為太

親近中國，不過大致而言反對的聲浪並不大。 

 

提問 5：在經濟上，台灣是否應聚焦於中國或尋求更多元的途徑？ 

回答 5： 

    台灣的經濟活動對外貿易佔了將近七成，而其中又有將近七成與中國進行貿

易往來，所以台灣幾乎將近一半的經濟活動皆與中國大陸有關，企業要與全世界

做生意，本來就應該要考慮風險的問題，必須尋求更多元的途徑分散風險，不可

以孤注一擲。 

    這次反服貿抗爭，其實許多人真正擔心的是「台灣的未來被出賣了」！自從

中國大陸崛起之後，發現過去的文攻武嚇並無法降低台灣人「仇共反共」的心態，

這幾年來改以金錢攻勢積極投資台灣展現兩岸緊密合作的氛圍，卻造成「恐共懼

共」的心理矛盾，許多人認為中國大陸用資本吞噬台灣，運用更大更好的利益吸

引台灣的資金、技術及人才等，中國太大而台灣太小，所以擔心台灣有被吸乾、

吸空的焦慮！這個焦慮也確實令人擔心，因為這已涉及國家意識及國家安全的問

題！商人無祖國！果真如此的話，相信多數的商人或企業家恐怕難以抵擋如此的

誘惑！所謂「以商逼政」就是這個道理。 

 

提問 6：如果服貿協議無法通過，將會對台灣經濟有何影響？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 

回答 6： 

    如果服貿協議無法通過，必須再重新與中國進行談判，變數將會增多！且擔

心與台灣同質性較高的韓國搶先台灣一步與中國簽訂 FTA，短期而言對台灣的經

濟有關稅及優惠措施的影響；長期而言經過這次抗爭而整合出全民的共識，何嘗

不是一個較能長治久安的辦法！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失去的有時也不一定是壞

事，上帝關了一個門，祂也將會再開出一扇窗！台灣許多有能力有競爭力的企業

其實早就進去中國了，服貿協定簽與不簽對這些企業而言只是加不加分數的問題，

而不是生死存亡的問題！當然對一些不具特色或微利產業如多數的代工業(OEM)

等，他們的衝擊很大，因為關稅將決定他們的存亡。這些大型的代工業者聘僱勞

工有些都以數千或數萬人計算，一旦倒閉將會對台灣造成嚴重的衝擊及嚴重的失

業問題！ 

    如果真要找出一個替代方案，那麼朝商品的特色化、差異化及難以取代的方

向努力這是其中的一種長遠替代方案，就像隱形冠軍或中堅企業或優質連鎖品牌



4 
 

一樣，讓全世界的人在某個特定領域都需要你的產品，而別人卻不易生產出來這

樣的產品或永遠追趕不上你的商品品質或服務，也因此甚至於你還能夠制定市場

價格並掌握市場的主控權，這樣就是別人來找你合作，而不是你去求別人合作了！

我認為台灣應該要轉型成的企業型態是：以 10人創造 1億元年營業額的高價值

企業(每人年平均營收貢獻 1000萬元)；而不是以 10,000人創造 100億元年營業

額的低價值企業(每人年平均營收貢獻 100萬元，企業利潤相當微薄！)，相信能

如此，如果服貿協議無法通過，對這些企業而言影響及衝擊是很小的。 

    當然你一定會說，上述的替代方案難度很高，而且遠水救不了近火！是的，

我認為短期急迫的建議是：與其他的國家合作，借助其他零關稅國家名義(借殼)

進入該市場，或透過虛擬市場進行交易，或思考如何分散風險將市場進行移轉等，

但是這些建議都會有一定的難度或滯礙，所以通過服貿協議有時是不得不的選

擇。 

 

提問 7：您個人支持服貿協議嗎？ 

回答 7： 

    我個人支持服貿協議，但是必須讓全國民眾了解、斟酌審查並獲得多數人的

支持。還有，我必須補充說明國際談判或協議，內容都是經過取捨、讓步或爭取

後，修改協調出來的，雙方的條款一定都是「部分較有利及部分不太有利的！」，

如果我們只能接受有利的條款，而排除不利的條款，那麼大概很難達成協定！這

就需要靠大家的智慧了！ 

 

 

 

附註： 

1.採訪記者簡介： 

新蘇黎世日報 東亞特派員 Patrick Zoll (周仁光)先生 瑞士籍，  

是台北外籍記者聯誼會會員， 

周君 2012年 3月起擔任該報東亞特派員，採訪範圍涵蓋日本、朝鮮半島及台灣。

周君曾於 2012年 10月 8日於該報中，專題報導台灣議題之新聞，標題：「拓展

國際空間的一小步 -台灣在多邊外交關係中受制於中國大陸」。 

2013年 11月曾就我國決定自徵兵制改為募兵制之相關議題來華採訪。 

 

2.媒體簡介： 

「新蘇黎世日報」創刊於 1780年，發行量 13萬 3,000份，讀者近 30萬人，係

瑞士德語區重要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