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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鋼鐵業] 中小企業看 ECFA：良藥亦毒藥 / TVBS
TVBS 2010/02/16 蔡祐吉

兩岸積極洽簽ECFA，過去幾十年撐起台灣經濟半邊天的中小企業主們，卻憂心這帖藥方，如果使用不當，可能「良
藥變毒藥」，提早讓中小企業生存不下去。今天的ECFA大透視系列報導，資深記者蔡祐吉、潘郁文將帶您前進機械
製造產業的第一線，聽聽中小企業主的聲音，了解他們所需要的協助與建議。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2009.12.22)：「推動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這樣一個架構協議，是一個純粹的經濟議題，確實
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2009.12.22)：「結論都是互利雙贏的。」

兩岸兩會負責人相見歡，異口同聲說，要趕快簽署ECFA，但是到底什麼是ECFA，簽ECFA有什麼好處和壞處，老百
姓卻一直霧煞煞。國民黨籍立法委員侯彩鳳(2009.12.17)：「到底ECFA是什麼碗糕，不要污衊我們勞工，（請來）
一流的講師，我們勞工都在睡。」

根據經濟部的官方報告，台灣會因為ECFA而受惠的，包括塑膠、機械、紡織，石化、煤製品及鋼鐵等產業，以鋼鐵
業的鍍鋅鋼捲
為例，台灣一年，銷往中國大陸的數額，超過一百億元，目前的主要對手，是日本和南韓，但是如果未來不必再付出
百分之八的關稅，很有可能進一步擊退日韓，拉高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

不過相對地，大陸廉價鋼鐵製品，也會銷來台灣，未來新蓋的建築物，使用的就可能是大陸鋼筋，同樣的，在台灣奮
鬥多年的，中小型製造業與模具業，也將因為上中下游，廠商接連外移，而被連根拔起。

製造業者潘建芳：「台灣的模具工業，雖然是現在比較精密，比較有優勢，但是如果不再考慮，跟著系統廠走，跟著
組裝廠走的話，可能競爭力會越來越弱，甚至於把整個行業，整個市場都拱手讓給大陸。」

潘建芳在高雄縣燕巢鄉，設廠生產家具五金，及三C外殼等產品，他自豪地拿出大陸貨做比較，指出台灣的技術跟精
緻度，大陸根本不是對手。

製造業者潘建芳：「這裡的角度是90度的，我們台灣做的公差，就是90度加減2度，絕對保證，在這個公差範圍之內
，很精密很密合，我們看過那個大陸的產品，也是做90度，但他們的公差，可能是加減5度到8度，也是可以用但是
不密合，裝起來不精密，會卡卡的甚至於會有噪音。」

雖然台灣產品的品質，目前為止，還是比大陸貨好得多，但是製造業的產能在萎縮，卻也是不爭的事實。TVBS記者
蔡祐吉：「實地走訪南部，第一線的工廠，跟中小企業主，深度訪談之後可以發現，其實訂單銳減的效應，並不是在
兩岸，決定簽署ECFA之後，才出現事實上廠商外移的狀況，已經逐年地嚴重化，如何救亡圖存，考驗的是政府，能
不能拿出一套具體的辦法。」

鏡頭轉到另一家工廠，這裡是專門，切割不銹鋼片的廠房，在不銹鋼業屬於中游，負責人蔡永輝說，ECFA還沒簽，
他就已經感受到下游，一百多家廠商，投資腳步放緩的效應，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產品，未來到底有沒有能力，跟
大陸產品競爭。

鋼材業者蔡永輝：「如果說我們的下游廠商，本身他的產品相當有競爭性，也許他可以在台灣增加投資，然後把他的
產品做大，做得更精緻，銷往中國大陸去，那如果說相對地，沒有這些競爭條件之下，相對地我想慢慢，是不是就會
萎縮下來。」

不過儘管台灣的產量在減縮，中小企業主們還是認為，簽署ECFA，是非走不可的一條路。製造業者潘建芳：「台灣
中小企業的未來，沒有ECFA，沒有兩岸自由貿易的，簽訂的話，台灣會慢慢失去機會，最後就是沒有機會，簽ECF
A，可能是還有更多機會，但是簽ECFA下去，如果沒有很好的計畫，跟配套的話，可能會台灣的企業，會死得更快
，等於是台灣的市場，讓人家長驅直入。

鋼材業者蔡永輝：「ECFA我們簽這是必然的嘛，東協簽了以後，我們台灣再不簽的話，我們怎麼走，簽了以後我們
能夠享受的，中國市場這麼大，中國市場不是我們想怎麼樣，就能怎麼樣，你一定要有相當的能耐，所以機會來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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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你能夠把握這個機會嗎，你要把握這個機會，你本身就要有這個能耐。」

蔡老闆講的這個能耐，其實就是中小企業主，最大的共同心聲，也是他們最希望政府，必須提供的協助。製造業者潘
建芳：「我們不知道怎麼去開發，知道他有這個市場，知道大陸最近的，經濟成長很快，已經產生一些大陸的新貴，
但是這些人在哪裡，在這麼大的中國裡，我們怎麼去挖掘他們的市場，怎麼去凝聚他們的市場，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我們都是中小企業啊。」

在商言商，中小企業主坦言，他們不像大企業，有專門的團隊，在研究大陸市場，
他們希望政府輔導，在市場開發，與智慧財產保障方面，提供協助，讓他們有根留台灣的本錢
，否則的話，在市場接近性，以及成本等因素的考量下，工廠搬光光，早晚全部撤離台灣，絕對不是危言聳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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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農業] 不增開放陸農產　農民憂馬守不住 / TVBS
TVBS 2010/02/15 蔡祐吉

政府希望在今年，和對岸簽署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但直到現在，簽ECFA到底是好是壞，許多民眾還是有
疑慮；尤其在攸關中南部農民生計的部分，儘管馬總統宣示，不會增開農產品進口之門，不過農民們依舊忐忑不安。
TVBS製播的「ECFA大透視」系列報導，資深記者蔡祐吉、潘郁文，首先就要從「農業」切入，看看ECFA對農民的
影響，以及農民該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7年前，白米炸彈客楊儒門藉由10多起白米炸彈案，試圖阻止政府開放外國稻米進口，全台震驚；7年後，政府積極
推動兩岸簽署ECFA，大陸農產品大舉進軍台灣的疑慮再起，馬英九總統親上火線消毒。

嘉義縣民雄鄉鎮北村長黃憲耀：「簽ECFA以後，是否開放中國農產品進口？」總統馬英九：「沒有，沒有要開放。
」黃憲耀：「這是百姓最煩惱的。」馬英九：「不是，不是，台灣跟大陸討論有關ECFA，沒有要開放大陸農產品到
台灣。」

馬英九總統斬釘截鐵，保證不會多開放任何一項農產品，但農民的不安，還是四處可見，當年的炸彈客，2年前開始
在全台灣各地的農友家奔走，用自己的力量，協助農民提升轉型。

楊儒門：「我們不能說一直說，我們如果簽了，什麼水果要賣給大陸，什麼水果要賣給大陸，你相反地沒有講到說，
什麼東西中國大陸之後會賣來台灣，就是對台灣農業的影響，會造成哪一部分影響，你還是要講清楚。」

台灣智庫引用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發現以2008年為例，中國大陸的水果賣進台灣的金額，是台灣賣去對岸的5倍，
在目前還有830項大陸農產品，禁止或限制進口的情況下，就已經是如此，萬一市場真的開放，情況勢必更嚴重，更
何況馬政府沒說出口的是，ECFA的內容不是台灣說了算，必須兩岸都認同才行。

大陸商務部最近公開的一份研究報告就點出，中國大陸對台灣商品全面開放，台灣卻未履行加入 WTO 的承諾，仍禁
止中國大陸2194項農工產品輸入，是不合理的限制，相當程度反映出對岸的態度，也讓民眾再度疑慮，馬政府上了
談判桌，究竟守不守得住。

果農劉錫洲：「那現在政府講那麼多，講那麼多說對我們農民，一定是有利的怎麼樣，簽了這個以後，有編列450億
的經費，來保障我們的勞工，既然簽這個那麼好，他為什麼要編那麼多的經費，來給勞工呢？表示勞工以後沒飯吃，
等著政府來救濟啊！」

劉錫洲在東勢老家，種柿子種了16年，他口中的450億，指的其實是勞委會承諾編列的364億勞工照顧方案，數字雖
然有誤，背後的邏輯卻很清楚，他想問的是，政府既然說農民不會受影響，又何必編列救濟經費？

同樣擔心的還有畜牧業者，遠景基金會的調查研究指出，因為 ECFA 而增加的失業人口，可能多達12萬人，其中農
牧業就佔了2萬1千人。養羊農黃源波：「唉，現在茫茫然，不知道要怎麼辦，也是走一步算一步，跟一般農業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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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你全部都開放進口的話，很多人沒有辦法生存。」

如果說農牧業者的短期危機，是不確定政府跟對岸談判，能不能堅守保護農產品底線，那麼長期危機就將是，在自由
貿易的精神下，市場終究必須開放的問題。

簽訂ECFA初期，兩岸可以自己決定，給對方什麼好處，但是WTO也規定，雙方不能永遠處在協商過程，因此最遲1
0年，兩岸之間，9成以上商品的關稅，仍必須降為零，大陸低成本商品，狂銷台灣的惡夢還是會出現。

不過並不是所有農友都不知道能怎麼辦，有一個組織早在5年前，就已經開始佈局，將MIT的農產品，打進大陸市場
。

TVBS資深記者蔡祐吉：「這一箱箱等待裝櫃，運送到大陸的柳丁，代表的是台灣農業的出路與希望，而箱子上台灣
優質柳丁，上頭的『優質』兩個字，則是讓台灣跟大陸，未來在簽署ECFA之後，台灣農業還能夠維持競爭力的重要
關鍵。」

台南縣的玉井鄉農會，在總幹事黃澄清的帶領下，成功將台灣水果行銷大陸，不但為台南的芒果、楊桃、柳丁，殺出
一條血路，甚至還跨界，幫台東的鳳梨釋迦、還有嘉義的蓮霧，搭起兩岸之橋，黃澄清認為，ECFA也可以成為台灣
的機會點。

玉井鄉農會總幹事黃澄清：「我們可以像以前所說的『反攻大陸』，把我們的東西，我們反過來推銷過去，可能對我
們的產業，會有更大的幫忙。」

黃澄清很早就體認到，要維繫台灣農業命脈，必須把握住大陸市場，他親自到大陸進修博士學位，廣泛結交當地的官
員與進口商，在ECFA衝擊來臨之前，就已經站穩腳步。

黃澄清：「我也曾經碰到很多大陸的代理商進口商，要求我幫他們進口台灣的稻米到大陸，尤其是產地幾個農會的總
幹事一直在拜託，但是我告訴他，現在目前的法令規範我們沒辦法，把我們台灣優良的良質米，尤其是東部的這些良
質米，沒辦法銷售到大陸，那如果簽了之後，不是從危機變成一個轉機了嗎？」

玉井鄉農會有自信，在ECFA簽署相關法規鬆綁之後，帶領台灣各地農會前進大陸市場；另一方面，曾經在台灣加入
WTO時，以白米炸彈激烈手法，向政府表達抗議的楊儒門，則是以個人的力量，在台灣推廣農學市集，輔導各地農
民種出優質稻米，抓住台灣消費者的胃。

楊儒門：「我們如果今天，好，我們把柿子要外銷出去到外國，產業界有人來嘛對不對，官方會派人代表嘛，學界會
介入說，我們要如何種會比較好，但是就兩個人沒來，一個就是防檢局沒來，檢疫局沒有出現，檢疫局沒有出現，你
就沒有標準化下去到外國了嘛，第二個外貿單位沒出現，你要做你就把真實的人，該做的從產地到平台，平台到銷售
，到外國的所謂的通路這一塊，你不要中間只找兩個人，但是缺少最後一個，後來還是賣不出去啊！」

冰庫裡成箱的水果，即將啟程銷往中國大陸，如果每一個地區的農會，都有這樣的實力，如果政府主管單位，能落實
輔導最前線的農民轉型，讓台灣水果成為「精緻」的代名詞，創造產品差異化，並且協助農民找到適當的通路，把精
緻的高單價水果，一方面打入對岸金字塔頂端的市場，一方面鞏固原有的台灣地盤，簽署ECFA之後，危機也有機會
化為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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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毛巾業] 簽ECFA在即　毛巾窟心事誰人知 / TVBS
兩岸簽訂ECFA之後，受到影響最大的，將會是台灣傳統勞力密集型產業，像是毛巾、寢具等等。這些產業如何因應
？他們希望政府提供什麼樣的協助？今天的ECFA大透視系列報導，資深記者蔡祐吉、潘郁文，要帶您實地走訪有「
台灣毛巾窟」之稱的雲林縣，了解傳統產業的心聲，以及自救的策略。

勞工：「ECFA！ECFA！反對！反對！殺人！台灣製造！台灣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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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位來自中台灣，雲林的民眾，專程上台北向官方喊話，他們憂心政府未來，和對岸簽署ECFA，可能犧牲本土，
傳統產業的權益。勞工：「ECFA反對！ECFA反對！ECFA殺人！」

從台北的眼光看，這只是一場常見的小規模集會，但是從民眾的角度出發，這麼多老弱婦孺，為什麼要拖著年邁身軀
，來舉牌綁布條，背後卻是攸關無數，弱勢家庭生計的無奈。毛巾廠員工蘇麗玉：「大家不知道不知道台灣貨，都買
大陸的，買一買用一用再丟掉，不如來買這邊，買我們台灣的，用得不錯，我們才有工作做，不然怎麼有工作做。」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報告，ECFA一旦簽署，台灣的傳統勞力密集型產業，像是毛巾、寢具、成衣
等，都將因為成本太高，無法和大陸貨競爭，受到負面的影響。毛巾廠員工蘇麗玉：「不好啦，大陸不好啦，不要跟
他們簽下去啦，簽了之後我們又要沒工作了，就跟以前一樣了。」

一頭銀髮的蘇麗玉，如同許許多多，跟她一樣的工人，她們說不出，到底什麼是ECFA，卻都很害怕，兩岸簽了ECF
A之後，她會沒有工作可以做，因為早在十多年前，台灣加入WTO那一回，蘇麗玉就已經嘗過一次失業的滋味。

當時，有台灣毛巾窟之稱的雲林縣，擁有200多家毛巾工廠，但是加入WTO，大舉開放大陸，及東南亞毛巾進口後，
台灣毛巾瞬間失去競爭力，工廠一家一家關門，10年來關掉四分之三，剩下不到50家工廠，近幾年靠著高額反傾銷
稅，拉高大陸毛巾成本，讓台灣毛巾暫時得以喘息，也讓許許多多的「蘇麗玉」，好不容易有機會，再回到熟悉的毛
巾業，她們唯一的希望，就是保住自己的這份工作。

員工怕老闆，也怕毛巾家族第二代廖啟宏，原本有滿腹理想，要把家裡頭老一代的織造機器換新，但是ECFA還沒簽
，就已經出現的訂單銳減效應，卻讓他不敢再輕舉妄動。

毛巾廠第二代負責人廖啟宏：「變成我們的銷售商，也不敢跟我們下訂單，因為沒有什麼配套嘛，就是我們工作12
個小時，現在可能不到8個小時，而且又變成週休二日，我比較怕的是，以後可能會比以前更嚴重。」

陳舊的織造機，還在線上賣力編織著，一條一條的毛巾，業者感嘆這樣根本賺不到錢，維持運作只是為了，不讓員工
沒有飯吃。轉個彎來到另一家工廠，這裡是毛巾製造的中游，漂染機器運作時，散發的大量蒸汽，讓前方的視野一片
模糊，這也是毛巾業者跟工人們，最真實的心情寫照。

TVBS資深記者蔡祐吉：「從除漿、漂染、平整到烘乾，這整個過程，只是繁複的毛巾製造過程，當中的一小部分，
光是這家工廠，30多名員工，加上50多個配合的廠商，如果營運不下去的話，至少就有1千多個家庭，會受到影響。
」

業者呼籲政府相關單位，在簽署ECFA之前，一定要具體照顧到傳統產業。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
周清源：「能夠不簽是最好，因為如果簽下去，我們的台灣的傳統產業，一定打擊是非常大的以外，在失業率很慘的
狀況之下，一定會再深化。」

毛巾廠負責人李應興：「幫我們訂一個退場機制，萬一如果像以往，這樣大的影響打下來，我們馬上啟動這個機制，
不然我們現在怕得要命，政府說沒影響你們不用怕，你說不會我說會，萬一如果會的話，會的話我們再來，啟動這個
機制嘛。」

同樣屬於傳統產業，寢具製造業
也面臨了，ECFA的強力挑戰。TVBS資深記者蔡祐吉：「看似簡單的車縫工作，其實背後還是需要，相當程度的專
業和技術，以我們所在的，這家寢具工廠為例，在1998年，之前的全盛時期，它的員工高達40個人，每天可以生產7
00到800件的床單跟床罩，但是在最近10年，受到加入WTO之後，大陸跟越南，大量的廉價寢具進口的影響，這裡
的員工只剩下10個人，而多數機台，就像您看到的這樣，全部都被閒置著。」

這是自動的拉布機，這都已經11年到現在，造價70萬只用2次，工廠老闆黃光藝眼眶泛淚，指著這台自動拉布機說，
前幾年花大錢買進的新機器，用沒兩次就閒置至今，許多地方都已經生了厚厚一層鏽，這種感覺不是，心痛兩個字足
以形容。

台灣寢具團結聯盟理事長黃光藝：「42個人同時開動的時候，那種平車拷克熱鬧的聲音，就像早期70年代的那種榮
景，整個台北市繁華的社會，那種的感覺，每天起來都覺得有希望，因為每一天都有在賺錢，心情也覺得很好，但是
到現在，聽到只剩下10名，剩10名員工的聲音，這種聲音欷欷，零零落落的聲音，這種讓人家覺得，越來越沒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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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

不甘心自己的努力付諸流水，黃光藝這幾年，積極串連傳統產業，催生台灣精品館，希望藉由政府的協助，在台灣大
陸乃至世界各地，設置專賣MIT精品的場所，讓消費者有管道可以買到，貨真價實的台灣精品，也讓台灣的傳統產業
，可以維持一線生機。

台灣寢具團結聯盟理事長黃光藝：「大家對台灣製造的產品，認同度很高，但是很無奈買不到，所以我積極推動，台
灣製造精品館，當然是希望，大家可以買得到，台灣製的產品，當然我也有私心，我也希望自己買得到。」

設計台灣製造標章，打造台灣精品館，業者的自力救濟還不只這些，也有業者把眼光放遠，爭取代理國外知名品牌，
如哆拉A夢、海綿寶寶，紐約洋基隊的毛巾產品加工，把生活日用品變成收藏品，價格翻兩番，用不同方式擦亮MIT
的招牌，也試著為自己的事業，打出一條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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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房地產] 搭ECFA順風車　房股市可賺一筆
TVBS 2010/02/19 蔡祐吉

說到ECFA跟你我的關係，許多投資人可能會想：是不是有機會藉著ECFA，在股市或房地產投資方面賺上一筆？今
天的ECFA大透視系列報導，資深記者蔡祐吉、潘郁文就尋訪專家，從投資的角度，來看兩岸簽訂ECFA前後，投資
人該如何佈局？以及如何搭上ECFA議題列車獲利。

MOU剛上路，ECFA還沒簽，大陸炒樓團，就已經一團接一團，高調來台踩線探路，就連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的第
一站，也被安排去參觀豪宅。

嗅覺敏銳的建商跟代銷業者，早已經嗅出景氣回溫的效應，他們看好兩岸經濟加速互動，可望讓更多台商回鄉置產，
因而加快推案腳步，光是今年第一季，就預估將爆出，上千億台幣的巨量推案，房價還看漲1成，台北市的預售屋，
每坪幾乎都衝上100萬新台幣。房地產業者賴正鎰：「這個ECFA完畢之後，大家都在預期，所以最近半年多來，像
我們在新莊副都心，還沒有公開，樣品屋都還沒好，我們的銷售說明還沒印好，就賣完了，這次是我過去在十幾年，
這段期間都沒有看到的現象，表示一個很明確地一個，就是說所有人看好未來，兩岸的交流會帶動全世界，全球到台
灣來的投資，台灣全面地國際化，會帶來整個，台灣產業的商業機會。」

建商坦言，民眾的預期心理，是最好的銷售題材，樂觀派的看法甚至是，從商辦到住宅，未來都一片大好。房地產業
者賴正鎰：「第一個影響最大的，是商業不動產，就是廠辦店面，這個當然會帶動住宅，我剛才提到說，他必須要來
租房子，或是買辦公室，完畢之後就是要有人來工作，租金上來之後，住宅就會跟著起來，尤其台灣現在住宅的自有
率，已經有88%了，表示只要房屋一漲價，有88%的人都會受益，那我想應該都會，舉雙手贊成的。」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這麼樂觀，長期觀察台灣房地產的專家，分析從ECFA簽訂後，到大陸資金與企業，什麼時候會真
正到位，可以發現，這段獲利之路還很漫長。房地產專家田大權：「ECFA簽訂之後，其實它真正會，跟我們之前講
的說，就是說早期收穫的產業，對不對，這些產業偏重泛製造業為主，那製造業其實會使用的，其實是工業廠房和工
業土地，因為它是製造，那事實上如果沒有，帶動到服務業的話，它其實不會實際使用到商辦，尤其是像一些什麼，
科學園區的商辦，其實這些來看，跟他們的實用性，是有落差的，這個東西長線是看好的，但是短期內我覺得是要觀
察。」

房地產專家田大權：「我覺得總的態度來說，是樂觀的，但是不要要求不要期待能夠，短期獲利短期賺兩成，賺一倍
那種暴利，也許它不如你想像的這麼好，也許它需要一點時間，MOU簽訂之後，兩岸的金融業務往來，事實上大陸
的企業，要能夠看到中國大陸的銀行，在台灣設分行，這還有一段時間呢，所以在這些狀況之下，你說現在投資個店
面，以後租給大陸的銀行，也許真的至少還要，3、5年的時間，可能想太久了。」

專家提醒投資客當心，但還有許多民眾更擔心的是，一旦ECFA簽署，兩岸交流更加頻繁後，大量陸資熱錢湧入台灣
，可能會造成房價高漲，一般市井小民，更加買不起房子的效應。投顧總經理蔡明彰：「不要把陸資想得太可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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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際上，我們早就開放了，我們拿開陸資，美國人、日本人、新加坡人，全世界人都可以到台灣買房子，事實上你
說開放的幾十年來，有美國人在台灣，炒作房地產嗎？好像完全沒有聽過，所以其實這個部分，我們如果放開來看，
陸資如果你要把它當作全球經濟體的一個，一種資金，當然它還是要看投資報酬率，要看我們台灣，有沒有相對的前
景可以看，所以我覺得大家放寬心去看，不要認為說陸資來，一定會惡意地炒作，其實他們在中國大陸，也是一樣將
本求利，在看投資報酬率的，所以不要太擔心，不用把陸資視為洪水猛獸，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相較於房地產，股市的投資，比較有短期獲利空間，但是分析師警告，要藉ECFA題材獲利，投資人必須小心再小心
。投顧總經理蔡明彰：「你一定要記得，你要提前2、3個月就買相關的受惠的股票，但是也要很理智地，一旦簽成
了之候，是你股票賣出的時候。」

蔡明彰強調，不但進場時機要拿捏準確，選股標的也要緊抓住，ECFA的受惠產業。投顧總經理蔡明彰：「受惠的產
業，第一個是在石化工業，其次呢紡織、汽車、金融，再到電子的話這次會談面版，但是比較不受到重大影響，就是
世界級的，我們的這些電子，應該跟這議題比較沒有關聯。」

政府跟中國大陸簽署ECFA，投資人在意能不能荷包滿滿，學者更憂心的，則是台灣競爭力的一去不返。經濟日報總
主筆馬凱：「我們從今年開始，就一定會感受到，我們的出口市場的百分之六十五，就是東協加一，所以將來東協加
一之後，百分之六十五的市場裡面，凡是他們能生產的東西，你都會碰到百分之九的關稅，我們今天這個微利時代，
你哪裡去找百分之九來減價，那將來何處去，台灣今天出口已經這樣可憐，如果再受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市場，被競
爭者用沒有關稅，把這個市場拿走，台灣將來要怎麼樣發展。」

TVBS記者蔡祐吉：「從今年元旦開始，東協加一正式上路，東南亞國家跟中國大陸，進出口免關稅，這讓台灣產業
界，感受到的壓力是愈來愈沈重，灣在早已經，輸在起跑點的情況之下，能不能夠藉由簽署ECFA，取得這張如同進
入，自由貿易市場的門票，開始亡羊補牢急起直追，答案已經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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