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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與農業

黃紹恆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對臺灣農業乃至客家

族群的壞處，就像政府當局拼命宣傳的好處一般，因為皆未有施行的事

實，所以在目前的時間點，很難有蓋棺論定的結論。然而臺灣與中國之

間的這類協定，是否僅止於中共政權妄圖運用資本輸出以大吃小的手

段，還是可視為 20 世紀末開始的經濟「全球化」之一環，便值得吾人

玩味。

一、資本主義的全球化

席捲現代世界，所謂市場經濟 =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簡單地說，

就是以金融資本得以自由移動為槓桿，邁向「世界經濟」形成的過程。

由於資本的移動，從生產到流通、消費等各層面，原本世界各地各具個

性的經濟系統，結果不得不以華爾街的要求為基準開始走向齊一化的路

線。自 20 世紀末以激烈速度進展的經濟全球化，亦成為對過去被世界

市場隔離出去的地區 ──諸如社會主義經濟圈、新興開發中國家 ──加

速資本輸出的激流。但是如同 20 世紀末「突然」爆發的亞洲金融與經

濟危機，暴露出這種全球化世界資本市場並非健全且有效率發揮機能的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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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自由移動的同時，另一方面則有商品跨越國境自由移動的全球

化。資本與商品在世界各地的自由移動，基本上，是出於跨國籍或無國

籍化的銀行、企業為追求其私利，所產生的要求。然而，經濟上的自由

化，很難與國民國家、國民經濟相調和，主要原因是經濟的自由主義與

政治的民主主義，在體質上並不相同，任何國民經濟都無法僅依靠金融

資本或可跨國化的產業便能成立。

一國的製造業及流通業往往存在著許多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又

多半是該國產業資本主義還未確立之前，由所謂「前近代經濟」的核心

（家族經營）為母體而形成，產業資本主義無論如何發展，也無法百分

之百蛻變成資本家的經營。另外，適應各地生態而成立的家族農業也不

會消失無蹤。一國的國民經濟包含如此多種類的經濟主體，產業之間也

必須維持均衡，作為政治課題的國民經濟之經濟政策，所要解決的正是

這些課題，因此著重在資本、商品自由化的經濟全球化，無可避免地與

此國民經濟的經濟原理對立、衝突。

二、農業與資本主義全球化之間的矛盾

農業與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始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緊張

或矛盾，而此正是所謂「世界農業問題」發生的主因。世界各地所進行

的農業生產，其內容相當多種多樣，粗糙地區分其種類，可分成（1）、

由歷史上自給自足的農業進化到適應生態環境的農業，以及（2）、以

熱帶農園大量栽培世界商品作物的資本主義農業。尤其後者，從古至今

都是以輸出到世界市場銷售而進行農業生產，不僅有大量的資本與勞動

力投入，也引進高度的栽培加工技術。換言之，是少數熱帶、亞熱帶的

作物以大面積且有效率地生產的大規模農園農業，而此農園農業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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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誕生出近代的歐美列強。

21 世紀世界農業的總體特徵，與 19、20 世紀有若干不同，主要不

是在於作為工業原料生產的農業，而是作為糧食農產品生產的農業，並

且必須在核心、邊陲關係的架構下予以理解。所謂「先進國是工業國家，

後進國是農業國家」的常識已被推翻，而變成「先進國是工業與農業皆

發達的國家，後進國則不只是工業，而且是連農業也瓦解的國家」，科

技與資本的優越性在農業再度獲得確認。    目前世界農政的中心課題並

不是依然未被解決的飢餓貧窮，而是先進國家集團過剩農產品之處理。

21 世紀的世界農業問題，起源自 20 世紀末將世界農業問題重新改

寫的農業生產力飛躍性發展。20 世紀是由科學技術的發展所支撐之工

業化世紀，其成果亦積極引進到農業裡。化學化（肥料、農藥、除草劑

等飛躍性的改良及大量的投入）、機械化（每種勞動過程引進機械動力、

運用電子資訊技術的農業技術高度化，即技術水準高度的大型機械化體

系之形成）、與生物科技（高品質、高產量的 FI 品種、基因改造作物）

等力量，使得農業技術體系煥然一新。

然而為了使這些技術與現實的生產力結合並能產生成果，能夠有系

統引進的資本力量及與此資本力量配合的經營規模、經營能力成為不可

欠缺的條件，因而必須塑造出質量均優的經營，其結果使「僅少數被選

出來的大經營 + 農業支援系統」之全新農業構造，成為新的目標。歐

美諸國由於在這類變革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不僅使上世紀末的世界農

業問題的發生變化，即歐美列強由進口地區轉換為出口地區，而且成為

「世界農業政治」的最有利武器。

近代農業革命雖然也需要經營規模及資本力的擴張，但是現代農業

革命（專業化、資本集約化）所要求的經營規模及資本規模則更為巨大，

而且能滿足這種要求的經營體，往往由國家強力推進創造出來。而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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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體的創出及其強化，亦被定位於將技術予以生產力化的結節點上。

三、代結語：經濟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相形之下，亞洲的農業問題其實是小農問題的別名。由於數量龐大

的小農繼續滯留，當遇到恐慌（相對購買力，農業生產過剩）導致價格

下跌時，工業多少可以減少作業時間（削減生產）的手段應對，小農作

為解決窮困的方法，經常是設法增產，結果反而導致恐慌的更加惡化與

長期化（農業恐慌）。另外，小農的型態由於是繼承上一個世紀而來，

不僅易受傳統制約之牽制，亦因經營與家計的混雜，使得經營的合理化

難以貫徹。加上因資本力處於劣勢，致使技術革新遲緩，對自然較高的

依存程度亦成為阻礙的因素。

今日臺灣農業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恐怕是這類挾資本及科技之威

勢，假借自由貿易或貿易協定之管道，對臺灣農業造成根本性的破壞。

換句話說，「服貿」協定極有可能對臺灣農業所帶來的打擊，未必是中

國農產品的對臺傾銷，更值得憂慮的卻是經由資金的挹注對臺灣農業的

干涉與破壞。

雖說今日的臺灣已非所謂的「農業立國」，但是過去 200 餘年所發

展出來的農業、農村塑造出臺灣文化的基底，亦形塑了臺灣的國民性

格。今日的農業問題或許被視為經濟問題，但是以今日臺灣所處的兩岸

關係及世界經濟環境而言，我們不得不說：「所有的經濟問題都是政治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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