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醞 · 文化暨社會系列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 全球化對政治 、 經濟與文化的衝擊
Global Tran sf 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 and Culture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 

David Goldblatt anq Jonathan Perraton♦著

沈宗瑞、高少凡 ：訐湘濤、陳淑釒令♦譯

l '
·
·
£
町

· 



TCS 
趨勢·社會最書。

閽昺''量矗霑阿－
,. 

舺
論
、
文
化
暨
訌
會
系
列

Theorv, 

Culture 

an l̂qo2c0·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全球化封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

David Held／等著

沈宗瑞·聶少凡·許湘濤·陳淑鈴／譯

聲明
本書中譯本經過雨次的修訂，前譯本書名分別是《全球化大轉變》、《全球化衝

皇·現已革新修訂及更攻書名、書系和封面，讀者除非經過評估．否則請

勿重履購買。敝社非常有心做好翻譯工作針對文中若仍有錯譯之處歡迎隨

時至敝社網站(www.weber.com.tw)的「翻譯指正討論區」提供意見，敝社將秉

持虛心受教的懇度改正，敬請謹者續續指教。



翩譯品質控制流程與心得－

「理論．文化．社會系列 1(TCS)是本社的重點書系，我們希莖做出口碑

和品牌，更熜為社會科學界做出一番貢獻。公開校稿流程是期望請者能

體會我們對品價控管的用心，並希望能提供編輯與譯者意見的交流。

·
曰

·一校：陳文暉（編輯）社之埠（簽名檔經當事人同意後使用）
本書為全球化領域的經典名作，內容包聶甚廣，涵蓋政治、經濟、軍事丶

社會、文化等諸多面向，在此次修討改版過程中，編輯特別針對各領域

的專有名詞、專業衙語作中文譯名上的統整與修正，例如將原譯為「國

內生産總值」的 GDP 改譯為國內通用的「國內生産毛額」，以增進各界

謹者在研贛、學習上的功效。

·二校：鄖淳予（編輯）研，5 子（簽名檔經當事人同意後使用）

編輯在二校程序中，對淤較為鈿部的迪名、人名作了重新檢視，務求譯

名的精苲，避免讀者的混淆，譬如將前版的尼日 (Liege, 比利時的一堵）

改譯為列日；再者，前版「縮寫對照」有不少譯法，不符現今通行的譯

法，我都查鏹後改正了。另外，仍有少教段落漏譯了，我也加以補譯，

文中有關藪據的部分，譯者可能筆誤了，我都逐一核對原文更正之。

·總編側記：

敝社「理論·文化·社會系列」 (TCS)每一本新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嚴謹

過程，有鑑淤本書前版中繹本已做多次修正，因此，此次修正版只要求

社內編輯交換校稿兩次。整體來說，這次修正除了有兩章幅度較大外，

其餘章節並不大，此次修正再次加強文句的中文化和流暢度，許多人名

譯音和學術術語對照了社內的「外文譯名統一表」，做了不少調整和統

一。另外，這次修正版，敝社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做了 70 頁的索

引，希望能對讀者帶來閱讀上的便利。此版中譯本的排版也做了一些調

整，字體加大，行距加高，讓讀者在閱讀時更舒適，因此頁藪比前一版

多了 161 頁，不過，我們仍然維持了 449 元的超低價回饋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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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多國籍企業和生產跨國化的興起

伍、多國籍企業與全球生產網絡

陸、歷史上各階段的商業全球化形式

柒、國家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當代模式

捌丶商業全球化：國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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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化的歷史型態

貳、前現代時期全球化

參、現代初期的全球化（約在一五00年到一八五O年）

肆、現代全球化（約在一八五O年到一九四五年）

伍、當代全球化

DI· 

本書乃近十年的研究成杲，難得一見地羹整所有相關領棫。
一九九0年代中期，在區域與全球關係日益密切的背景下，海

德(David Held)與麥格魯(Anthony McGrew)針對已經確立的自由民主
國家本質與型危變遷展開一連串深入對話，咭杲往往為彼此留下許
多疑惑與不解之處。政治理證本科系出身的海德傾向將區城與全球
鷿係的世界排除於政」合理論領域之外，另一方面，身為國際間亻系學
者的麥格魯則傾向將國內政治解析為國際體系的邊際要素。這番精
彩絕倫的對話與討論，充分揭示密切往來世界中的政治本質變遷，

同時有效地發展出激發雨造對話的傳統與概念工具。
此番對話隨即為經濟社會研究會議(Ecanomic and Social Rese沮:ch

Council, ESRC)所採納，在建立政冶理論與國際關係之間的延伸交流
架構時，主要焦點在於現代國家角色變遷的追牣議題，這些研究始
於調查區域化和全球化改變世界秩序本質與國家王槿及自王性地

位的程度。

本研究計畫主要由經濟社會研究會議提供資金贊助，我們非
常戚謝該機構提供此一富貴機會，同時對許多不願具名的專家所提
供之精彩硏究表達由衷謝意。

在本計畫獲得資金協助後，海德與麥格櫓的對話進一步跨越
學術界限深入處理本研究議程所設定的一系列追切問題。高德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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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特(David Goldblatt) 的社會理諧與環境政治背景提供本計畫有力

支援，裴若頓(Jona出an Perraton)則是參與本研究計畫的經濟學者。

雨位學者對於本計畫的知識架構與哥究計畫的諸多面向都有卓越

貢獻，本書職可謂之共同努力的成果，研究結果更是所有參與專家

的智慧結晶。

本書的哭生歸功於許多人的努力，杭特(Anne Hunt)為大量原稿

的處理與後置處理提供重要支援，曼斯(Ray Munns)在不斷更改的闃

遮中以過人內耐力完成本書圖表灼繪製杭特(Rebecca Hunt)對本書

的資料庫建置提供許多寶貴協助，馬汀(Brenda Martin)也在本計畫

的最後陛段提供許多必要的研究協助，哈森特(Julia Harsant) 波普

(Sue Pope)與墨特利(Gill Motley)謹慎用心地推動本書手稿的出版過

程歧恩(Ann Bone)孜孜不倦，才寺之以恆地致力於本書的編輯工作

湯普利(Serena Temperley)在本書出版過程提供許多技術上的協助，

羅絲(Jane Rose)有計畫的推廣本書，引起廣大讀者迴響，我們對這

些相關人士致上由衷謝意，同時也十分凰璈所有曾經提供協助、建

議與建設性吡評的同僚 友人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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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OD 

CENTO 

CEPT 

CFCs 

CFE 

CITEL 

CITES 縮寫對照
anns and annaments 武器與軍備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country 先進工業化國家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後夭免疫缺乏症候群

（愛滋病）

advanced medium-range anti-aircraft missile 先進中程防空飛彈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Telecommunity 亞太電信社區

ASEAN Regional Forum 柬南亞國協區域論塏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柬南亞國協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國際清算錶行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牛海綿狀腦病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生物武器公約

Bretton Woods system 布列頓森林體制

Catholic Fund for Overseas Development 天主敎海外發展基金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中部公約紐幟

Conference of Europea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dmini-
strations 歐洲郵政及電信管理會成

chlorofluorocarbons 氟氯碳化物

Conventional Forces in Europe Treaty 歐／、州傳統武力條約

邛e Inter-American Teleco111IDunications Corrunission 美洲通信

委員會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瀕臨絕

程野生動植物國際慣易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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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CON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經濟互助委員會
CTBT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全面禁止核試條約
Dm defence industrial base 國防工業綦迪
OOD Department of Defense(US) 美國國防部
ECHR Europe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歐洲人旅委員會
EEC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歐洲經濟共同體
EFTA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MS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歐洲貨幣體系
ERM 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歐洲匯率機制
EU European Union 歐洲聯盟
EUROCORPS European Multilateral Force 歐洲多國部隊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鉦織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國直接投實
FRG Federal Republic of Gennany 禱意志聯邦共和國
FSX US-Japanese Advanced Fighter 美日先進戰鬥機
GAT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Services 服務貿易總協定
GAI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關疣暨貿易總協定
GCD general and complete disannament 普遍暨全面裁減軍備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國內生差毛額
GDR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德念志民主共和國
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國民生羞毛額
G5 Group ofFive 五大工業國
G7/G8 Group of Seven/Eight (leading indus1rial nations) 七大／八大工業國
GlO GroupofTen 十大工業國

IAEA lntem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國際原子能總署
"3RD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國際復興

開痊錶行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國際民航紐織
ICJ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國際法庭
ICTU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國際工會聯盟
ID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國際開發總署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iporation 國際金晶公司
IFPI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onographic Industries 國際唱片産業

聯盟

IGO lntergovemmental organiz.ation 政府間鉦織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國際勞工鈕織

縮寫對照 • 
IMCO International M函time Consultancy Organization 國際海事紐織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貨幣綦金

INF Treaty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 Treaty 中程核武條約

INGO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國際非政府鉦織

INTELSAT futem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Organiz.ation 國際電信
衛星鈕織

IPCC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國際氣候變遷小鈕

呻M Intermediate Range Ballistic Missile 中程彈道飛弹

ISD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國際服務數位綱路

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國際竜信聯合會

LIPEE 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倫敦國際金緑
期貨交易所

M&A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併購

MERCOSUR Southern Cone Common Market(Latin America) （拉T美洲）南錐
共同市場

MFN most favoured nation 最息國

MNC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跨國公司

MN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多國企業

MTCR M函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ine 飛彈技術塋制協定

MTR military-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軍事技術革命

NACC North Atlantic Council for Cooperation 北大面洋合作理事會

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lb大函洋公的鈕織

NIE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y(ies) 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鈕織

NPT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防止核武器
擴散條約

NSG Nuclear Suppliers Group 核子供慮國集團

NWFZ nuclear weapon-free zone 非核區

OAS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美洲國家鉦織

OAU Organization of A出can Unity 非洲團結紐織

ODA 。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官方發展援助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濟合
作罄痊展綑織

OPEC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石油輪出國家緝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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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歐洲安全暨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聯合國環境計劃署

合作紐織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OTA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美國國會科技評 聯合國赦育、科學及文化維緘

估局 UNFPA United Nations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 聯合國人口活動綦金

OTC over the counter 店頭市場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聯合國難民高級

PATU Pan Af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泛非電信聯盟 公署

PCB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多氯聯苯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PFP Partnership for Peace 和平夥伴關係 UNIDO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聯合國工業

PTT Post, Telegraph ru1d Telephone Administrations 郵政電赧電活總署 發展紐織

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發 UPU Universal Postal Union 萬國郵政聯盟

RCC Regional Commonwealth for Communications 區域通訊協會 us United States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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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概念的時代已經降臨，自從一九六0年代法國 1 

與美國的出版品揭櫫此一概念後，探討全球化觀念的書籍

早已在世界各國俯拾可得（參照Modelski, 1972) 。然而，全球

化的棡念卻始終缺乏明確的定義。事實上，全球化一詞在

當代巳逐漸有變成陳腔濫調之虞：這個龐大概念幾乎涵蓋

從全球金融市場到網際網路的所有事項，但對當代人類環

境卻缺乏實際的洞察力。

然而，這些陳腔濫調往往能清楚地捕捉時代的生存經

驗要素，在這一方面，全球化反應出某種普遍的認知：由

於經濟與技術影響力的廣泛作用，世界迅速地被塑造成一

個共同的社會空間；而世界某一區域的發展，可能對地球

另一端個人或社群的生存機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對多數人

而言，全球化也同時帶來某種政治宿命論與長期不安的意

識，在這種意識之下，當代大規模的計會與經濟變遷似

乎已經超出一鯛政府或國民去控制、質疑或抵抗該變遷

的能力。換言之，全球化強烈地凸顯國家政治活動的侷

限性。

儘管「全球化」這樣的通俗用語可以捉住當代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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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觀點，然而，就分析架構的建立而言，在進入另一個

千禧年開端之際，無論全球化對於形塑日常生活中社會政

治現實之歷史力量的探究，能否提供任何有助於共同理解

的附加價值，它都已引發日益激烈的學術爭議。儘管有關

全球化的相關研究文獻相當廣泛而不虞匱乏，然而，令人

意外的是這些文獻中並未提出足以令人信服的全球化理

論，對當代全球化世界的主要特徵更缺乏一套系統化的分

析。少數有關全球化的研究確實提供一致的歷史描述，這

些描述將短暫或當下發生的事件與表現出新轉捩點的重大

發展加以區分；亦即指出人類社會的本質、型態以及未來

遠景的轉變。有鑑於現有研究理論的不足，本書企圖在嚴

密的歷史背景分析架構下發展出一套與眾不同的全球化解

釋，此一架構將在導論中詳加闡述，接下來各章節則將利

用此一架構展開全球化的描述，並分析全球化對現代國家

政治與國家統治的意涵。為了處理驅動整個研究的核心問

題，我們將在緒論中提供處理這些問題的知識基礎。這些

核心問題包括：

·何謂全球化，全球化一詞應如何概念化？

．當代全球化是否代表一種新懲勢？

．全球化是否閼係到國家權力的終止丶復甦式轉型？

．當代全球化是否加諸玫冶活動許多新限制？全球化如

何同時兼顧到文明與民主化？

有關全球化及其影響的當代討論中，上述這些問題皿疑

是諸多爭議與辯論的根源所在，而這些問題究竟可能如何處

理，以下篇幅將提供某種新的思維方式。

壹、全球化的爭議

初期階段的全球化可能被視為當代所有計會生活面向

中，一種日益廣泛、深化且迅速的世界性相互聯繫關係，其

範圍之廣，從文化層面到犯罪領域、從金融範疇到宗教精神層

面，可說無所不包。在時空壓縮的背景下，位於印度的電腦程

式設計師可以在第一時間內為遠在歐美的曆主提供服務，緬甸

種植的罌粟花可能與柏林或貝爾法斯特（北愛爾蘭首都）的毒品

泛濫關係匪淺。這些例子驗證當代全球化密切聯繫世界各地

區。然而，在全球相互聯繫的關係真正開始強化，或在意識到

開始強化的普遍認知外，真正引起各界爭論的問題是：什麼是

「全球化」一詞最適當的概念？如何思考全球化的因果關係？

如果全球化確實產生任何結構性後果，則應該如何界定這些結

構「生後果的特徵？針對這些問題引發熱烈爭論與討論，主要可

以區分成三個廣泛的學派：超全球主義論(hyperglobalizers) 、懷

疑論(sceptics)與轉型主義論(transformationalists) 。本質上，這些

學派或許皆能代表某種獨特的全球化解釋，皆企圖理解並解

釋此一社會現象。

對超全球主義論者而言，如大前研一(Ohmae) ，在當代全

球化所定義的新時代裡，全球各地居民逐漸成為全球市場法

則的規範客體(Ohmae, 1990, 1995) 。赫斯特(Hirst)與湯普森

(Thompson)等懷疑論者則持不同的見解，他們主張全球化基

本上是一種迷思，它隱藏著國際經濟體系逐漸分裂成三大主

要匿域集團的事實，各區域內的國家政府仍舊維持其強勢地

位(Hirst and Thompson, 1996a; 1996b) 。轉型主義論者以羅森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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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nau)舆紀登斯(Giddens)為主要代表，認為當代全球化型

態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清況，以致全球所有囿家輿祖會在企

圖適應更密切聯繫但處於高度不確定世界的同時，正逐漸經

歷一種深刻的變遷過程(Giddens, 1990, 1996; Rosenau, 1997) 。

值得玩眛的是，這三個學派皆未宣接描繪傳統意識型態

的立場或世界觀，在超全球主義論陣營中可以發璣正統的新

自由主義論的解釋，同時也可以發現馬克思主義論者的解

釋，而主張懷疑論的保守派或激進派人士對當代全球化本質

的酵釋也有相似的概念舆結論。此外，著重祖會平等性的自

由主義、保守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傳統意識型態無一將全琮

化視為一種祖會經濟現象。例如，嗎克思主義者以相當矛盾

的方式將全球化理解成由資本主義壟斷的帝國主義擴張，或

3 者可以說是一稹全新型態的全球化資本主義(Callinicos et al., 

1994; Gill, 1995; Amin, 1997) 。同樣地，儘管大體上以正統新

自由主義為出發點，大前研一與芮伍德(Redwood)對驅動當代

全球化的园素卻有不同的解釋與結論(Ohmae, 1995; Redwood, 

1993) 。雖然超全球主義論者、懷疑論者與轉型主義論者的知

識硏究途徑與基本信念呈現極大差異，然而各家學派對於全

球化某些面向的看法卻普遍反映一致的輪點與結論，這些全

球化面向大致包括：

．全球化的概念化。

．全球生的因果關係。

．全球化在社會與經濟二面向的影響結杲。

．全球化對國家權力與國家統」台的意涵。

．全球化的歷史軌跡。

在全球化議題的緊要關頭，詳細闡述各種研究途徑的論證

型態有助於凸顯全球化爭論的根本議題0 。

一、超全球主義論

緒論

對超全球主義論者而言，全球化被界定爲人類歷史上的新

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傳統民族國家已經一反常態地成為

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商業單位」 (Ohmae, 1995, p. 5; Wriston, 1992; 

Guehenno, 1995) 。在新自由王義的變體中，這樣的全球化觀點

普遍偏好某種經濟邏輯，這種觀點頌揚全球單一市場的出現，

支持以全球競爭原則做為推動人類進步的手段。超全球主義論

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正透過生產、貿易與金融等跨國網絡，逐步

引導經濟活動「脫離國家掌控」。在這個「漫無疆界」的繹濟

活動區域中，由於受到全球資本機制或日漸強勢的地方、逼域

與全球管理機制之中介制度的影響，各國政府最終幾乎淪為經

濟全球化的傳播媒介。誠如斯特蘭奇(Strange, 1996, p. 4; 參照

Reich, 1991)所述：「超越社會與經濟層面的最終政冶權威本駭

屬於國家，然而，現今世界市場的客觀影響力遠勝於國家，政

治權威日漸分散於其他機制、團體或地方性與區域性機構的趨

勢，亦反映出國家權威的衰退」。從這種觀點看來，多數超全

球主義論者擁有一套共同信念，他們認為錙濟全－球化正逐步建

構全新的社會組織型態，這些新組織型態正逐漸取亻－乜筮終牁
－一一一 ,,~～－一-,- - 取代匯區艮嘉國皋十成爲全墓醞倉邕土豎孿黔屆政治單位上

• -2 

這種新組織架構內存在一種根本性的嚴重差異，就某方面

而言，新自由主義者欣喜地迎接超越圖家權力的個人自主權與

市場原則之勝利，然而，對於激進份子或新馬克思主義者而

o: 以下闡述的研究途徑僅在呈現不同全球化思維的普遍性摘要，
並未完整闡述個別理論學者h9特殊立場與諸多差異，這些陳速的主要

目尚在強調現今全球化議論與文麻的主要趨勢與缺失。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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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言，當代全球化卻意味具冇壓制性發展的全球資本主義已獲場

勝利（參隰Ohmae, 1995; Greider, 1997) 。然而，儘管擁有不同的

意騧型態信念，但他們卻一致相信全球化基本上屬於某種經濟

現象；這種現象逐漸將現今存在的全球經濟體系予以整合；而

全球資本需求迫使所有政府接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原則，如此

一來，政治將不再是一種「可能的藝術」，而是一種「充分經

濟管理」的實踐。

進一步而言，超全球主義論者主張經濟全球化正重新分配

全球經濟領域的新競爭型憊，傳統的南北分野逐漸為時代所淘

汰屯i為全球新分工型態以更複雜的經濟權力結構逐步取代傳

統的核心－邊陲結構。在此背景下，政府必須管理全球化所引
發的社會結果，也必須花費心思治理「某些未跟上腳步，和為

了陌礙其他勢力而不甚積極往前邁進的勢力」 (Ohmae, 1995, p. 

64) 。此外，在新經濟型態下，全球金融與競爭法則的限制可

能導致主張社會保護的社會民主模式喪失立場，同時招致相關

福利國家政策的終止，因此各國政府必須妥善處理這些後果

(Gray, 1998) 。全球化也可能導致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勝負雙方逐

漸形成兩極化之對立局面，但這卻不是必然的結果，因為至少

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而言，全球經濟競爭不必然會產生零和結

果。儘管國家內部的特定團體可能因爲全球競爭而蒙受損失，

然而，以長期運作觀點而言，所有圍家在產品製造上幾乎均能

擁有某項相對優勢。新馬克思主義者與激進派份子認為這種

「樂觀看法」無法獲得支持證據，他們相信全球資本主義創造

並加深了國與國之間或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結構型態。但是他們

至少同意新自由主義認爲社會保護的傳統福利選項似乎已逐

漸不合時宜且難以維持的觀點。

在全球新經濟體系下，號稱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正統之意識

型態結合所促使的，由菁英與「知識勞動者」所組成之跨國「楷

緒論

級」聯盟正消悄醞釀成形。對那些正處於邊際地位者而言，如

消費者保護主義這種普及全球的意識型態也產生一種新的認

同意識，並逐漸取代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分佈於全球的自由

民主體制，進一步強化了日漸浮現的全球文明意識，這股意識

乃被主要政治與經濟組織的普遍標準所定義。「全球文明」

(global civilization)的風潮同時廣泛流傳於諸如國際貨幣基金

(IMF)或世界市場規則之類的全球管理機制內部，這樣的發展

趨勢使全球國家與人民逐漸成為各種全球與區域權威機制的

規範客體，這些新權威型態可能屬於官方或民間性質(Gill,

1995; Ohmae, 1995; Strange, 1996; Cox, 1997) 。有鑑於此，對多

數新自由主義者而言，全球化被視為一種真正首次出現的全球

文明象徵，然而，對許多激進派份子而言，全球化卻意昧一個

初始的全球「市場文明」(market civilization)已然成形(Perlmutter,

1991; Gill, 1995; Greider, 1997) 。

在超全球主義論者的解釋裡，全球經濟的崛起、全球管理

機制的出現以及全球文化的擴散與混雜，悉數被詮釋為新世界

秩序的論證依據，此一世界秩序的趨勢預示民族國家將步入歷

史(Luard, 1990; Ohmae, 1995; Albrow, 1996) 。有鑑於圍家經濟逐

漸成為連結跨國體系與全球網絡的定點，相對於國家社會經濟

活動的土要內容，民族國家的權威與合法性面臨挑戰：一國政

府逐漸無法掌握廠家疆界內發生的狀況，也無法藉由自己單獨

的力量實現人民的要求。當全球與區域管理機制扮演更重要角

色之際，國家主權與自主性進一步遭到侵蝕。另一方面，由於 5 

全球通訊基礎建設的日漸發達，與全球利害與共的認知逐漸提

升，如此有利於跨國合作的環境實為前所未見。從這方面盾

來，確實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全球公民社會」的來隅。

從超全球主義論者的觀點而言，經濟權力與政冶權力逐漸

有效分散並脫離國家掌控，因此無論國內政治人物的主張為

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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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民族願家「為了管理經濟事務正逐漸轉變成過渡型組織型

態」 (Ohmae, 1995, p. 149) 。無論是從自由主義或激進主義／社

會主義面向而言，超全球主義論嚮為全球化無非意味著「人類

行為架構」根本性地重新配置(Albrow, 1995, p. 85) 。

二、懷疑論

相較之下，懷疑論者利用十九世紀以來的世界貿易、投資

與勞工流動等統計證據，推斷當代經濟互頼的程度在歷史上並

非從未出現。相反地，對嚷疑論者而言，全球化必然暗示了世

界經濟體系內盛行著「單一價格法則」而能絕佳地整合在一

起，但歷史所呈現的證據充其量僅能驗證國際化水準逐漸在提

高，並代表現今主要國家間的經濟活動有著良好的互動（正rst

and Thompson, 1996b) 。懷疑論者主張全球化只是某種迷思，而

這樣旳論點主要仰賴某種經濟學的全球化概念，它基本上將全

球化視為一個完全整合的全球市場。懷疑論者透過經濟整合水

準未達「理想型態」，以及十九世紀末葉（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

此種整合型態尙不明顯等主張，進一步歸結出當代「全球化」

程度完全言過其實的結論(Hirst, 1997) 。懷疑論者認爲超全球主

義論有其根本上的問題，且在政治觀點上過於天真，因為它低

估了各國政府長期在規範國際經濟活動上的權力。與其說是失

去控制，不如說為了確保長期的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勢力本身

即高度依賴國家政府的規範權力。

對大多數壞疑論者而言，世界徑濟體系正逐漸走向三大主

要金融與貿易集團的發展方向，這三大集團包括歐洲經濟區、

亞太經濟區與北美經濟區；現有的證據足以顯示世界經濟活動

正歷經明顯的「區域化」發展(Ruigrok and Tulder, 1995; Boyer 

and Drache, 1996; Hirst and Thompson, 1996b) 。相較於古典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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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體制時期，世界經濟體系的整合胜顯然今非昔比(Boyer and 

Drache, 1996; 田rst and Thompson, 1996a) 。在懷疑論者眼中，全

球化與區域化被視為兩種相互矛盾的趨勢，正如高登(Gordon)

與衛斯(Weiss)所歸納的結論：相較於世界帝國時期，從地理涵

蓋範疇的觀點來看，現代國際經濟體系的全球化程度已大不如

前(Gordon, 1988; Weiss, 1998) 。

對於國際化意味即將出現一種較不以國家為核心的新世

界秩序，懷疑論者對這樣的假設亦抱持質疑的憊度，他們並不

認為各國政府會因為國際上日趨密集的跨國經濟活動規範而 6 

逐漸停止運作。政囧並丕是國驃化潮流下的消極受害者，相反
.~ ~ ~.".~ 

迆化的基本架構 o-吉爾平(Gilpin)甚至評為國際化大體上

可說是美國提倡多邊經濟秩序下的副產品，多邊經濟秩序同時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推動國家經濟自由化的主要動力(Gilpin,

1987) 。從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面向而言，柯林尼可斯(Callinicos)等

其他學者將近期日益熾盛的全球貿易與國外投資風潮解釋成西

方帝國主義的新階段，身為資本壟斷代言人的各國政府，顯然在

新帝國主義型嗯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Callinicos et al., 1994) 。

然而，儘管所強調的重點不盡相同，但主張懷疑論的陣營

卻意見一致地腮為無論真正軀使全球化旳原動力為何，圍際化

並未改變南北國家的不平等狀態：相反地，北方富裕國家內部

日益興盛的貿易與投資風潮，進一步排除全球其他厰家，導致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旳經濟地位日益邊際化 (Hirst and 

Thompson, 1996b) 。此外，克魯曼(Krugman)則對這樣的普遍信

念提出質疑，亦即出現在工業能力衰減(deindustrialization)之北

半球國家中的新國際分工，是因為跨國公司輸出工作機會至南

半球之故(Krugman, 1996) 。同樣地，克魯曼、圖德(Tulder) 、湯

普森與艾倫(Allen)等人企圖破解「全球化企業」的迷思，他們

強調國外投資潮流主要集中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大部分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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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司只是母國或所屬區域支配下的產物(Ruigrok and Tulder, 

1995; Thompson and Allen, 1997) 。有鑑於此，懷疑論者對國際

化導致全球經濟關係徹底重建的說法普遍抱持輕蔑態度。關於

此論點，懷疑論的立場是承認世界經濟體系中根深蒂固的不平

等與階級型態，從結構觀點而言，這種不平等的階級型態在過

去一世紀裡只有些微變化。

就多數懷疑論者的觀點而言，這種不平等結構同時助長了~._ 
基本教義派份子(foundamentalism)與侵略性瓦豷丁義的震霈-

_ _-·-~--—--- - · -－－一一-·一·-·一--_．-~ -- -- ~--- 
而非全翌三主卹早謚-誠如超全球主義論所預測，世界正逐漸
陷入文明集團分立與種族文化分裂的情勢(Huntington, 1996) 。

因此文化同質性與全球文化的概念成為另一項迷思，這種迷思

驅使受害者傾向接受懷疑論的觀點。此外，全球不平等現象的

惡化、國際關係的政冶現實以及「文明的衝突」均逐一揭露「全

球化管理」的虛幻木質；即世界秩序的管理早在一世紀前便由

西方國家一工包辦。從這方面看來，匽疑論的觀點認岳西之國

家鬥竺壟管理與氬言國］皇止當作訢求的雪要目的互慾維持西
方國家直土異事務的領導地位。誠如卡爾(Carr, 1981, p. 87)觀

察所得到的秸論：對那些有感於自身勢力足以將其行為標準強

加於他國的國家而言，「國際秩序」與「國際團秸」永遠是最

醒目的口號。

J 一般而言，懷疑論者與超全球主義論的主要爭議在於，超

全球主義論者主張二十世紀初期相對更高的經濟互賴程度以

及世界經濟體系影響了更廣泛的地理範圍。懷疑論者否決現代

政府權力或國家主權因為經濟國際化或全球管理機制而逐漸崩

7 壞的普遍迷思(Krasner, 1993, 1995) 。部分看法認爲在執行較不受
歡迎的正統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時，「全球化」往往較無法反映

合宜的政治原理(Hirst, 1997) 。衛斯、沙普夫(ScharpD與阿明吉恩

(Arming eon)等人則認爲普遍存在於全球的總體經濟與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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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融合，顯然與現有證據相抵觸(Weiss, 1998; Scharpf, 1991; 

Armingeon, 1997) 。雖然國際經濟情勢可能對政府行為構成限

制，但政府絕不至於停止運作。誠如衛斯所主張：「資本國際

化對政策選擇構成限制的同時，也可能擴展政策選擇空間」

(Weiss, 1998, pp. 184ff.) 。冇別於超全球主義論認為世界逐漸趨

於互賴的假設，懷疑論者企圖對支持全球化理論的種種迷思進

行抽絲剝繭的探究。

三、轉型主義論

轉型工義論的核心理論相信在即將邁入新千禧年的時

刻，全琽化是引發社會、政冶與經濟變遷的主要驅使動力，而

這些變遷正逐漸地重塑現代計會與世界秩序(Giddens, 1990; 

Scholte, 1993; Castells, 1996) 。對此一觀點的擁護者而言，當代

全球化過程乃歷史上前所未見，因此全球各國政府與社會將必

須有所改變以適應國際與國內事項、外部與內部事務不再有顯

著分野的新世界體系(Rosenau, 1990; Cammilleri and Falk, 1992; 

Rugg冗， 1993; Linklater and MacMillan, 1995; Sassen, 1996) 。對羅

森瑙而言，「國家內部」事務的成長定義了「新的疆界」、社會

與全體人民之命運也取決於日漸擴張的政治、經濟與計會空間

(Rosenau, 1997, pp. 4-5) 。在這方面，全逑止誠氬旦二股強而有

力的轉型力量，i這股轉型力量是引發釷會、罷＾經濟－、管追機制以~

及且遷棕庄太緄總旻動約工噩風因氐jddens, 1996) 。

然而，在轉型主義論的解釋中，這些變動的方向仍未有定

論，因爲全球化基本上被視爲一種偶發且充滿矛盾的歷史過程

(Mann, 1997) 。哪些區域的全球化可能成爲引領先驅？全球化

可能預示何種世界秩序型態？這些概念是一連串無限期的動

態過程，也是引發爭議的主要癥結所在。相較於懷疑論與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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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主義論的解釋，轉型主義論者對全球化的未來發展軌跡並沒

有明確主張；他們也不企圖評價當前某些單一固定的「全球化

世界」典範，不論是全球市場或全球文明。取而代之地，轉型

主義論的解釋強調全球化是一種長期的歷史過程，此一過程中

充斥許多矛盾主要由許多因素的結合所形塑。

然而，轉型論者也認為有必要對全球化的未來確切性抱持

謹滇態度，他們相信當代全球經濟、軍事、科技、生態、遷移、

政治與文化交流達到一種歷史上空前的發展型態。誠如尼若普

(Nierop)對當代全球化的描述：「就單方面或多方面觀點而言，

現代世界各國的領土範疇或社會層面即使尙未整合成單一世

界體系，但是至少在功能上幾乎都已成為龐大全球體系的一部

分」 (Nierop, 1994, p. 171) 。然而，單一全球體系的存在並不能

因此作為全球趨於一致或達成單一世界祖會的證據；相反地，

對轉型主義論者而言，全球化關係到全球新階級型態的形成，

s 在此階級架構內的部分國家、計會與社群正逐漸深陷全球秩序

體系的同時，也有其他國家、社會或社群的邊際化情況正日益

惡化。全球權力關係的新結構正逐漸具體成形，傳統南北分立

的局面迅速屈服於新國際分工體系下，如此一來，「核心－邊

陲式的金字塔階級結構不再是一種地理性質的劃分，而是一種

有關世界緹濟的祖會性質劃分」 (Hoogvelt, 1997. p. xii) 。談到南

北方國家或第一世界國家與第三世界酮家等概念時，勢必要對

貫穿並擴散至世界所有的社會與區域，重新配置傳統國與國之

間包含與排斥關係的全球化新階級體系進行檢視。南方與北方

國家，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再清楚地劃分，取而代之

地，這種階級型態集體蘊藏於世界所有主要城市內部。在傳統

金字塔式的世界社會結構中，只有少數成員位居頂端地位，大

多數成員分備於底部基層；現代全球新社會結構則可以想像成劃

分為三個等級的同心圓，每一等級均跨越國家疆界，分別代表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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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階層、對現況滿意階層及處於邊際地位階層(Hoogvelt, 1997) 。

當生產活動與金融領域逐漸呈現出全球與跨國傾向時，全

球階級體系的重新配置勢必結合了經濟活動打破國界限制的發

展趨勢。從其他不同的出發點而言，柯司特(Castells)與拉吉

(Ruggie)等人認為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使國家經濟面臨重組，因此

國家經濟活動空間不再與國家領土界線契合(Castells, 1996; 

Ruggie, 1996) 。在此一全球化經濟體系中，跨國生產、交易與金

融體系網絡促使不同區域的社群與個人命運更緊密地結合。

轉型理論的核心在於相信當代全球化正逐漸重新建構或

再造各國政府的權力、功能與統治權威。雖然對於國家仍保留

「領土範圍內所發生的事項具有效主權」的最終法律主張並未

出現爭議，但是轉型主義論者認為這些主張或多或少會擴張國

際管理機制的管轄權，同時也可能受到國際法與相關義務的限

制；這種情況在歐盟尤其顯著。歐盟內部的主權管轄權力分散

於國際、國家與地方各層級的權力行使機制；這種情況在世界

貿易組織(WTO)的運作上也清晰可見(Goodman, 1997) 。然而，

即使主權完整未損，國家也無法再對領土疆界內發生之所有事

項保有獨一無二的控制指揮權。從金融領域到生態領域，錯綜

複雜的全球體系將各地區人民的社群命運與世界另一端遙遠

區域的社群命運密切結合在一起。此外，全球通訊傳播與運輸

等基礎建設對於新型態的經濟與社會組織也發揮支持的功

效，這些新組織型態跨越傳統疆界限制，卻無損於組織的效率

與控制力，權力運作場域與權力行使主體可能因爲海洋的阻隔

而散佈於全球。在這些環境下，傳統民族國家的自冶與自主性

定位似乎逐漸傾向某種規範性主張，而不再是過去的描述性聲

明。依據領土主權法則定義的現代機制，顯然與當代經濟與社

會生活等諸多面向有關的圈際組織不甚協調(Sandel, 1996) 。依

照這種解釋論點，全球化實際上是一種轉型過程，以盧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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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全球化是一稹主權、領土與國家權力誾的「散置」關係

(Ruggie, 1993; Sas sen, 1996) 。

9 當然，也有部分國家始終能在其領土疆界內行使完整或絕

對的主權，如外交豁免權的行使(Sassen, 1996) 。相對於國家主

權理論的臣定性，國家主權的實踐必須隨時不斷適應歷史現實

的變遷(Murphy, 1996) 。對轉型主義論者而言，全球化正不斷改

變或重新建構國家政府的權力與權威，他們駁斥超全球主義論

者評爲主權國家已步入江河日下的論點，也反對懷疑論者認為

「世界沒什麼大變化」的主張。取而代之地，轉型主義論者斷
言新「主權體制」將逐步取代絕對、不可分割、領土獨佔以及

零和政府的權力形式等傳統國家概念(Held, 1991) 。有鑑於此，

他們認爲今日主權觀念的最佳詮釋為：「以領上意義界定的疆

界屏障已不那麼重要；而是將主權視為政治家的談判交涉籌

碼，以錯綜複雜的跨國網絡為其主要特徵」 (Keohane, 1995) 。

這並不是認為領士界總不再具有政治、軍事或其他重要的

象徵性，只是將這些領土界線視為現代生活的主要空間標示，

進而承認其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時代已逐漸出現問題。因

而現今主權、國家權力與領土間的關係遠較現代民族國家萌芽

時期更為複雜。的確，轉型主義論者的主要論點在於全球化不

僅關係到新「主權體制」，也攸關全球領域逐漸出現的新經濟

與政治組織型態，這些組織普遍以非領土的形式存在且具強勢

影鬢力，如多圈籍企業(MNCs) 、跨國社會暹動、國際規範機

構等。就這層意義而言，世界秩序不可能再單純地以國家爲核

心或僅由少數國家主導，因爲合法懽威已逐漸分散於地方、國

家、區域或全球層級的官方與民間機構。國家將不再是世界唯

一的權力核心或主要統治形式(Rosenau, 1997) 。

由於全球秩序的變遷，國家形式與國家功能勢必要因應環

境而有所改變，各國政府必須尋求契合全球化世界的一致政策

緒論

與策略。各種截然不同的政策包括新自由主義的最低限度國

家、發展型國家模式（政府是經濟擴張的核心推動者）、催化國

家模式等（政府扮演協調性行動與集體行動的幕後推手角

色）。此外，政府也逐漸開始接觸外界，似乎企圖尋求進一步的

合作策略，並重新建構國際規範體制，以有效管理日漸增加的

複雜越界議題，因為這些議題幾乎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出現在國

家議題內。與其說全球化導致「國家的結束」，不如說全球化鼓

勵政府擴大政策協鯛範圍，在某些方面也鼓勵國家採取更積極

的行動。因此，各國政府權力不必然因為全球化而削減，相反

地，在相互聯繫日趨密切的世界裡，各國政府為了反應愈趨複

雜的管理過程，必須重新建構或重組政治權力(Rosenau, 1997) 。

全球化爭論中的三個主要趨勢摘錄於表1.1, 除了這三個研

究途徑以外，還必須建立一個檢視架構，透過這個架構方能確定

每個研究途徑的基本主張。然而在建立這樣的架構前，必須對環

繞於爭議本身的主要謬誤加以釐清，以界定全球化爭議中之閥鍵

議題其背後的知識基礎。這對於全球化應如何得到最佳概念化，

以及各種理論對特定全球化背景思考的各欞主張均有所助益。

貳、全球化辯論中的爭議來源

在既有的全球化研究途徑中，主要的爭議來源有五項，其

主要關切的事項包括：

．全球化的概念化。

．全球化的因果關係。

．全球化的期間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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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表1.1 ：全球化的具體概念化：三種傾向
超全球主義論 懷疑論

新穎之處 全球時代 貿易集團、地域

統治能力較前期

弱

主要特徵 全球資本主義丶 世界互賴程度低

全球管理、全球 於一八九O年代
公民社會

國家統治權力 哀退或腐蝕 強化或提高

全球化的驅動 資本主義與技術 國家與市場

力量 發展

階級型態 舊階級體系崩潰 南方國家利益逐

漸邊際化

中心主扈 麥當勞之類的多 國家利益 / 

圍篡企業

全球化概念化 全球化是人類行 全球化即國際化

爲架構的重新配 與區域化

置

歷史軌跡 全球文明 區域集團與文化

衝突

簡要結論 民族國家型態結 仰賴國家默許與

束 支持的嗣際化

．全球化所造成的影響衝擊。

．全球化的發展軌跡。

轉型主義論

全球相互聯繫程

度達到歷史巔峰

密集型全球化（指

擴張性與強度）

復甦或重建

各種現代勢力的

結合

世界秩序的新階

級體系

政冶社群的轉型

全球化是國際關

係與遠距離行為

的重新配置

含糊而不確定：

全球整合與分裂

全球化促使國家

權力與世界政治

的轉型

在依序探討每項議題的過程中，我們將逐步發展出嚴謹解

釋全球化所必備的條件，如此有助於我們跳脫以上三個研究途

徑的概略描述。

目一、概念化

在懷疑論與趙全球主義論者的解釋中，他們皆傾向將全球

化的概念具體描繪成預示某種單一狀況或國家終止的結果，亦

緒論

即價格與利率呈現平衡狀態而達到完全整合的全球市場。因

此，誠如前文所言，當代經濟全球化的型態被評斷為符合此一

理想型的程度(Dore, 1995; Hirst and Thompson, 1996b) 。即使以

該理論本身的觀點而言，此－研究途徑亦有其缺失，因為沒有

充分的理由可以認定全球市場的「完全競爭」程度必須高於國內

市場。國內市場或許相當缺乏完全競爭，但這並不妨礙經濟學家

對其市場特徵的認同，因為實際上存在各種不同的「不完全」市

場型態。相對於國內市場，全球市場可能存在許多問題。

此外，這種「理想型」的研究途徑在目的論與經驗論的邏

輯上亦不被接受。以目的論的角度而言，這種研究途徑不被接

受的原因在於他們將現階段的清況視為邁向未來國家終止目標

的一種手段，因為我們並沒有任何邏輯上或經驗上的理由，足

以認定全球化比工業化或民主化更可能擁有固定的結局狀況；

而從禋驗論的角度看來，此種研究途徑不被接受的原因在於它

引用許多有關全球化交流的統計證據以企圖確認、證明或駁斥

全球化論點，然而這樣的方法在執行過程中可能產生許多困難

(Ohmae, 1990; Jones, 1995; Hirst and Thompson, 1996b) 。舉例而

言，全世界以中文爲母語的人口多於英語人口的事實，並不必

然可以證明中文是全球通用語言。同樣地，即使數據顯示一八

九O年代西方各國國內貿易生產總值與一九九O年代相差無

幾，甚至還更高，但在進一步探討這段期間的貿易活動對社會

與政治造成的影響時，這種統計證據本身所能表達的十分有

限。因此，想要在表面上看似明確無疑的全球化趨勢中推斷出結

論，饉慎的戀度與小心的推理實有其必要。任何足以令人信服的

全球化解釋都必須權衡相關量化證據與所闡述議題的重要性。

相較之下，在社會歷史研究途徑對全球化的研究中，認爲

無論從完全整合的全球市場、全球社會或全球文明的觀點來理
解，全球化都只是某種缺乏單一固定旳或決定性的歷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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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過程(Giddens, 1990; Geyer and Bright, 1995; Rosenau, 

1997) 。沒有任何理白足以顯示全球化必須完全朝單一方向發

展，或只能被理解成單一理想狀況（完全競爭的全球市場）。有

鑑於此，這些轉型主義論者認為全球化是某種偶然發生而繕果

未知的歷史過程，唯一的差別在於它並不符合傳統線性模式的

計會變遷過程（參照Graham, 1997) 。而且，這些解釋對於僅藉著

量化證據就可驗證或駁斥全球化「事實」的觀點亦持懷疑態

度，他們對於因計會本質與權力運作而可能造成的質變十分感

興趣；統計數據很少能完全捕捉這些質的變化。

將全球化議題界定為一種歷史過程的論點，這關係到全球

化究竟應該以單一或不同的觀點來理解。大多數懷疑論與超全

12 球主義論的文獻，傾向認為全球化大體上屬於某種經濟或文化

密集聯繫的單一過程(Ohmae, 1990; Robertson, 1992; Krasner, 

1993; Boyer and Drache, 1996; Cox, 1996; Hirst and Thompson, 

1996b; Huntington, 1996; Strange, 1996; Burbach et al., 1997) 。然

而，這樣的信念可能忽略各種不同社會生活面向（從政冶到文

化）的全球化型態差異。從這方面而言，全球化最好被視為某

種存在於所有王要社會活動領域（包括政冶、軍事、法律、生

態、犯罪等等）的高度差異化過程，我們很難釐清它應被視為

某種純粹的經濟或文化現象之原因(Giddens, 1991; Axford, 1995; 

Al brow, 1996) 。因此，承認這種差異性的全球化解釋，在說明

全球化形式與背後的軀動因素時，可能比忽視這些差異往的全

球化解釋更令人滿意。

二、因果關係

全球化爭議的主要關切焦點之一，在於全球化的因果關

係：是什麼力量驅動此一過程的進行？現有解釋所提供的答案

緒論

傾向集中於兩套解釋版本：其中一派觀點將全球化界定為某種

單一或主要刺激因素所造成之結果，如資本主義或技術轉變；

另一派見解則將全球化解釋成結合各種影響因素所產生的結

果，這些因素包括技術變革、市場力量、意識型態與政冶決策

等。簡單而言，可以有效區分為單一全球化解釋因素與多重全

球化解釋因素的差異。雖然大多數現有文獻傾向將全球化融入

市場法則或資本主義的解釋規則，然而這種過於簡化的解釋卻

引超許多批評聲浪。後續有許多重要論點對此做出回應，企圖

發展出更廣泛的全球化解釋，來強調經濟、技術、文化與政冶

變遷等多重驅使力量間的錯綜複雜影響(Giddens, 1990; Robert

son, 1992; Scholte, 1993; Axford, 1995; Albrow, 1996; Rosenau, 1990, 

1997) 。當代全球化的任何分析都必須歸結到核心的因果關係

問題，唯有如此方能提供最終協調一致的觀點。

然而，有關全球化根本因果關係的爭議卻牽涉到更廣泛的

現代性爭議(Giddens, 1991; Robertson, 1992; Albrow, 1996; Con

nolly, 1996) 。對部分人士而言，全球化可以簡單地理解成西方

現代社會在全球的擴散現象，簡單地說就是一種西方化現象。

例如，世界體系理論將全球化視同西方資本主義與西方體制的

散佈(Amin, 1996; Benton, 1996) 。相反地，其他觀點則著重於西

方化與全球化之間的區別，並且駁斥後者等同於前者的觀點

(Giddens, 1990) 。這些爭議的核心主要著眼於一個基本議題：

今日的全球化是否有必要被單純地視為西方權力與影響力範

圍的擴張。截至目前爲止，沒有任何有力的全球化分析可以避

免去面臨到這個議題。

三、期間認定

單純地企圖描繪當代全球化的具體形貌，必須仰頼各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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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實描述，無論這些歷史描述是否來自偉大的文明研究或世界

歷史的研究，對於當代全球化歷史特徵所可能達到的結果均

有重大意義(Mazlish and Buultjens, 1994; Geyer and Bright, 

1995) 。世界歷史分期的界定更是攸關全球化結果的核心，因

爲最後的結局往往必須從各種歷史分析推論中得知，當然，

更特別的問題是當代全球化與往昔究竟有何不同。顯然在回

答這樣一個問頲的過程中會出現許多重大差異：究竟要定義

當代全球化的期間是整個戰後時期、一九七O年代以後或是

整個二十世紀之後。

近期有關世界體系與文明互動型態的歷史研究，使得全

球化是一種現代現象的認知觀點備受質疑(McNeill, 1995; 

Roudometof and Robertson, 1995; Bentley, 1996; Frank and Gills, 

1996) 。世界宗教與中世紀貿易網絡的存在，促使大眾益發感

受到全球化其實是漫長歷史中的一個過程，這也暗示我們在

企圖提出當代全球化新特徵的解釋時，必須將研究檢視範圍

擴展至現代時期以外的其他時期。但是這種嘗試需要建立一

套分析架構以作爲不同全球化階段或歷史型態的對照與比較

基礎，此亦呼應法國歷史學家布勞岱(Braudel)的觀點，他認爲

全球化的歷史已經持續數世紀而非數十年(Helleiner, 1997) 。

四、影響衝擊

有爲數可觀的文獻，暗指經濟全球化導致肚會民主體制與

現代福利國家的終止(Garrett and Lange, 1991; Banuri and Schor, 

1992; Gill, 1995; Amin, 1996; J. Gray, 1996; Cox, 1997) 。根據這樣

的論點，全球競爭壓力將迫使政府降低國家支出並減少干預行

爲；因爲儘管政黨承諾有所差異，但所有政府皆會在壓力驅使

下往同一方向發展。奠定這種理論基礎的決定性觀念即是將全

緒論

球化視爲一種難以撼動的「鐵籠」 (iron cage) :強行將全球金

融原則加諸於各國政府，嚴格限制革新政策的發展空間；支

撐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福利國家的社會協議也被破壞殆盡。

因此，無論執政政府的意識型態爲何，這種方式明顯導致西

方國家的經濟與福利策略逐漸協調一致。

這樣的論點在近期許多的研究活動中引發激烈爭議，嚴

重質疑全球化導致政府在執行經濟政策時將陷於癱瘓的觀點

(Scharpf, 1991; Jones, 1995; Ruigrok and Tulder, 1995; Hirst and 

Thompson, 1996b) 。誠如米爾納(Milner)與基歐漢(Keohane)的觀

察結果，「世界經濟體系對受影響國家所產生的衝擊並不盡然

相同」 (1996, p, 14) 。如何透過國內制度結構、國家策略與國

家在全球階級秩序中的定位來解決全球化造成的社會與政

治衝擊？這些研究對這類問題提供相當深刻的見解(Hurrell

and Woods, 1995; 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 Garrett and 

Lange, 1996) 。許多學者專家在提升國家與人民對全球化的認

知上亦有所貢獻(Geyer and Bright, 1995; 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 Burbach et al., 1997) 。這些研究也顯示必須承認各種全

球化管理、競爭與抵抗型態的差異皆有其重要性，因爲全球 14

化可能對國家經濟與國家社群產生不同的衝擊，有鑑於此，

我們有必要建立各種複雜而精密的全球化分類 (Axford,

1995) 。

五、軌跡

全球化爭議的三大「理論派別」對於全球變遷的方向與驅

動力都有一套獨特的見解，這些見解賦予各種全球化型態的整
體形貌，也因此將全球化解釋爲一種歷史過程。在這方面，超

全球主義論者傾向將全球化詮釋成一種全球整合的漫長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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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ae, 1995; R. P. Clark, 1997) 這樣的主張往往結合直線式的

歷史變遷觀點；在此觀點之下，全球化省略了相對上表現平

穩的人類進步過程。相較之下，懷疑論者的全球化觀點傾向

強調不同的全球化階段與各種週期性特徵的差異。對部分人

士而言，懷疑論者的解釋著重在相對於先前歷史時期之當代

全球化的評價，然而，此派主要的論證焦點卻著重於全球互

頼的「黃金時期」（指十九世紀後期）（R. J. B. Jones, 1995; Hirst 

and Thompson, 1996b) 。

這些歷史變遷模式都無法在轉型主義論陣營中尋得太多

支持，因爲轉型主義論者傾向將歷史視爲一種白許多戲劇性激

烈變革或間斷事件所串連而成的過程。這類觀點強調歷史的偶

然性，以及在特殊歷史環境與社會勢力影響下而引發的時代變

遷；這種主張也促使轉型主義論者將全球化詮釋成一種充滿偶

然與矛盾的歷史過程。依據此一論點，全球化促使肚會在相互

對立的方向上不斷拉扯；因此全球化社會始終不斷面臨分裂與

整合，同時產生合作與衝突，而普遍化與特殊化的情況也並立

而行。由此可見全球變遷的軌跡大多是含糊而不確定的局面

(Rosenau, 1997) 。

顯然任何一種欲在現有知識上超越全球化限制，並進而建

立一套分析架構的企圖，都必須先解決以上所揭示的五大爭論

要點。所有足以令人滿意的全球化解釋必須提供的內涵包括：

協調一致的具體概念化；合理的因果邏輯解釋；一些有關歷史

分期的清晰建議；衝擊影響的具體化說明；確實反應全球化過

程的軌跡。建構全球化新思考邏輯的首要之道莫過於正視這些

難題。

這五項難題爲以下章節揭開序幕，將在結論部分再次回顧

這些議題，以下將先試圖處理另一項關切焦點：全球化之類型

與本質。

緒錀

參、全球化的再思考：建立分析架構

何謂全球化？儘管從最簡單的意義而言，全球化指涉的是

全球相互聯繫的擴張化、深入化與迅速化，但這樣的定義仍需

進一步闡述。當代對於全球化定義的討論普遁環繞在「互賴程 15

度的增加」、「遠距離活動」與「時空壓縮」等概念上＠（分別

參見Ohmae, 1990; Giddens, 1990; Harvey, 1989) ，但是現有文獻

卻很少對全球化所指涉的「全球」範圍有精確的具體說明。舉

例而言，以上這些定義大多是侷限於有限空間內的過程，如國

與國之間或區域之間往來聯繫範圍的擴張。爲了補救此一概念

上的難題，本研究將從全球化的共識著手，亦即承認全球化的

空間特胜差異，而這些特性可能隨著時間而改變。

全球化可能同時發生在地方、國家或區域＠等層級的相關

領域，這些相關領域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以地方或國家爲基礎而

組織的社會與經濟關係網絡；也有可能是透過更廣泛的區域與

全球互動規模而形成的社會及經濟關係網絡。全球化可以用來

指涉人類社會組織因時空轉換而產生的變化過程，且這些社會

＠：「互賴程度的增加」係指國家經濟與社會領域的國際涉入程度增
加，因此某一個國家的痊展可能直接對其他國家産生衝擊。「遠距離活

動」念味嚐代全球化環境下，某些她方其社會機楫（包括個人、圍體與
企業）的活動方式可能對距離遙遠的他人行為彥生重大之預期或非預

期後果。晨後，「時空壓縮」念指全球化的地理範疇與時間在外槻J:.淆
亻以縮減；在瞬間溝通的世界裡，距離與時間似乎不再構成人類社會紐

織型態或互動模式的重大限制。

＠：此虞的區域指的是她域上或功能上的國家或社會群集，這種區
域群集可能透過其共同特緻（包括文化丶宗敎、志識型態、經濟等）與
其相較淤外部世界的高度定型化互動方式加以界定(Buzan,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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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變化大多導因於不同區域與陸地之閭人類活動的擴張與

結合，然而這些過程可能並無清楚或協調一致的固定用語。

因此，最初的全球化概念暗示一種跨越疆界而延伸的社

會、政治與經濟活動，世界某個區域的事件、決策與活動可能

對遙遠區域外的個人與社群產生重大影響。從這層意義看來，

全球化的內涵包括跨越區域的相互聯繫關係；社會活動與社會

權力網絡影響範圍的擴大；以及遠距離行動的可能性。除此之

外，全球化也意味著跨越疆界的接觸與聯繫並非只是偶然或隨

機地發生，而是一種有規律的活動；如此才導致超越計會與國

家（世界秩序之構成要素）的互動型態與相互聯繫程度之明顯增

強或重要性日增。此外，全球相互聯繫程度的擴張與強化可能

也暗指全球互動與全球化過程的加速，因為遍及世界各地的運

輸與通訊傳播體系之發展有助於各種觀念、財貨商品、資訊、

資本與民族能以全球性方式加速擴散。而逐漸擴張、強化與加

速的全球互動可能也促使地方與全球事務的相互影響程度逐漸

加深，因此遠距離事件的衝擊影響被擴大，儘管只是最地方性的

事件發展也可能導致巨大的全球性影響後果。就這層意義而言，

國內事項與全球事務的分界可能逐漸趨於模糊。一個令人滿意的

16 全球化定義必須涵蓋全球化的擴展範圍、強度、速度與衝擊影響

等要素，所以一個令人滿意的全球化解釋必須徹底地檢視這些要

素。今後我們理應將此四個要素視為全球化的「時空」特性。

承認這些特性後才可能提供更精確的全球化定義。因此，

全球化可以詮釋為：

包括各種社會關係與處置措施等空閒性組織發生轉變

（以其擴展範圍、強度、速度與衝擊影零等觀點來評

佔），而產生跨越洲際或槿跨區城的行為、互動與權力

運作等這一種（或一系列）交流與網絡的過程。

緒論

在這種背景之下，交流所指涉的是物質、人口、符號、圖

像及資訊的跨時空轉移，而網絡則是指獨立機構、活動環節與

權力位址間的規律化或定型化互動(Modelski, 1972; Mann, 1986; 

Castells, 1996) 。

此種表達方式有助於解決現有研究途徑的缺失，進一步

區分全球化與其他空間上較為侷限的過程，亦即我們所指稱

的「地方化」、「國家化」、「區域化」與「國際化」。根據以上

的定義，全球化與其他較有限的社會發展空間確實有其區

別。所謂地方化僅意味特定場所內部交流與網絡的鞏固；國

家化則是固定領土範圍架構內社會關係與處置措施的發展過

程；區域化意指各種功能性或地域性之社會與國家集團間各

種處闓、交流、網絡與互動之集合；國際化可以用來指涉兩

個以上國家之間的互動與相互聯繫型態，且這種互動體系與

國家獨特的地理位置無關（參見Nierop, 1994; Buzan, 1998) 。有

鑑於此，當代全球化所描述的是世界經濟體系中王要區域間

的貿易與金融交流；儘管從地方、國家與區域的整體觀點來

看，這些共同交流可能也有些微差異。

在提供這些概念更精確的定義時，必須註明的一點是，

此處的全球化並不被認為是反對那些空間上較為侷限的過

程，相反地，卻是和這些過程維持著複雜的動態關係。一方

面，諸如區域化等過程可能會產生經濟、社會與物質上必要

類型的基礎建設，而這些基礎建設可能有助於全球化的深

化。例如，經濟區域化（如歐盟）並未構成貿易全球化與生產全

球化的障礙，反而成爲一股刺激的力量。另一方面，這種過

程也可能對全球化構成限制，但是也沒有進一步的理由足以

認定地方化或區域化與全球化呈現對立或相反關係。更明確

地說，這些過程在經濟與其他領域的相互關連性比較偏向一

種經驗性問題，我們將在以下各章節處理這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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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的歷史型態

全球化理論中的懷疑論者使我們（主意到，國際或全球相

互聯繫絕不是一個新的現象；但是他們卻忽略了不同歷史時

17 期的全球化型態可能有所差異。要區分不同時期的全球化新

特徵，則必須建立各種分析架構以鉭織比較性的歷史探究。

因爲一旦缺乏這些分析架構，我們就很難界定不同全球化時

期的主要特徵及其持續性與差異性。因而此處發展的研究途

徑將焦點集中在全球化的歷史型態此一概念，有系統地建構

跨越時間的全球化比較分析基礎。這樣的概念對於不同時期

的全球化型態，可周全而有系統地比較其中異同；在此背景

下，全球化的歷史型態所指的是：

不同歷史時期中，全球相互聯繫闞係的時空特性與組織

屬性。

如欲界定對當代全球化極具意義的任何特殊屬性或重要

特徵，必須先具備清晰的分析類型方能建構這些特徵描述。

根據我們稍早所建構的特質，全球化的歷史型態基本上可以

從四個時空直向加以描述及比較，這四個面向分別是：

．全球網絡的擴張性。

．．全球相互聯繫的程度。

．全球交流的速度。

．全球相互聯繫所造成的衝擊。

這樣的架構同時爲全球化的歷史型態提供了質與量雙方

緒論

面的配置基礎，這個架構可能會分析： （1）關係網絡與聯繫網

絡的擴張性； （2）這些網絡內的活動程度與交流強度；（3）全球

交流的速度； （4）這些現象對特定祉會所造成的衝擊。有關這

些現象如何發展的系統化評估，為全球化的歷史型態變遷提

供透徹的觀察，也驤我們有機會更深入比較或強化不同時期

特殊全球化型態的關鍵屬性與重要差異。這種以歷史過程為

基礎的全球化研究途徑，可以避免現今的某些假設傾向，包

括了認為全球化基本上是一種全新現象，或認爲當代的全球

經濟與社會相互聯繫程度與過去時期似乎相去無幾，因此毫

無新穎之處等觀念。

當然，以歷史過程爲基礎的全球化研究途徑，認為從經

驗上的意義而言，欲描繪各時期全球交流與全球網絡的四項

時空屬性並非不可能。在以下章節中，我們企圖將全球化的

四個屬性面向實際操作化；例如，我們將利用各種統計資

料或其他指標評估全球貿易交流的地理影響範圍，這些指

標包括其規模、傳播速度與影響衝擊等等。然而，全球化

其中有一個面向特別難以實際操作化，亦即全球交流、網

絡與處置措施的衝擊傾向。倘若對全球化所引發衝擊的本

質沒有清楚的理解，那麼全球化概念仍將維持其模糊不確

定的特質。但究竟全球化所造成的衝擊亻頃向應如何表達

呢？

為了達成這項研究，我們在分析上區別出四種不同類型 18

的衝擊：包括決策衝擊、制度衝擊、分配衝擊與結構衝擊。

決策衝擊指的是政府、企業、全體人民與個體在政策選擇的相

對成本與效益方面，受到全球勢力與環境影響的程度。全球化

可能多少會導致某些政策選項或行動方案的成本提高，如此一

來自然也間接影響到個人與組織決策的結果，隨著決策者與

全體人民對全球環境的敏感度或承受度的差異，其政策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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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或少將因而受到侷限或蒙受助益O 。決策衝擊可以從高度

衝擊（因為全球化導致不同行動方案的成本與效益變化進而改

變政策僑好）與低度衝擊（政策偏好僅受到些微影響）兩個不同觀

點來評估。

然而，全球化的衝擊可能永遠無法從所採行的決策或先前

決策的觀點得到最佳理解，因為決策議題本身與可能的決策選

項之間的重新配置都可能使全球化的衝擊影響並非那麼顯而

易見。換言之，全球化可能與薛特史奈德(Schattschne這er)所指

之「偏差的動員」 (mob山zation of 切as)有關，意指政府、個體

與企業所遭遇的決策議題與選項主要由全球環境所確立

(Schattschne這er, 1960, p. 71) 。然而，當決策衝擊的概念將｛主意

的焦點對準全球化如何直接影響決策者的偏好與選擇時，制度

衝擊的概念卻強調在全球化過程中，組織與團體議題以何種方

式反應有效的決策選項或選擇範圍。制度反應決策選項的方

式，對某些特定選擇為何永遠不被列入考慮的原因，也能提供

透徹的精闢洞察。

除了這些考慮以外，全球化對於國家內部及國與國之間的

權力與財富分配也可能產生廣大影響，分配衝擊意指全球化造

成社會內部或計會之間祉會勢力重新配置的方式。例如，貿易

活動在削弱某些勞工的金錢所得時，也可能增加其他勞工的所

得。在這種背景下，某些團體與祉會可能較不易抵抗全球化旳

影響。

最後，全球化也可能產生可辨識的結構衝擊，這些結構包

括國內社會、經濟與政治等組織與行爲的環境型態。因此，全

o: 「敘感度牽涉到政策架構中的反慮私度，一國內部變化導致其他

國家成本變動的速度有多快，而成本變動的影帯程度又有多大……忍

受度則可以定義成行為者對外部事件所加諸成本的忍受力（即使是在

政策改變後）」（Keohane and Nye, 1977, p.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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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影響可能深入制度內部與日常生活運作中 (Axford,

1995) 。以西方國家為例，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市場的概念決

定了全球大多數社會與文明的發展，他們迫使或刺激傳統權力

與權威型態改變，進而產生全新的規範模式與資源配置型態。

針對全球化所造成的結構衝擊，其短期與長期後果可以從國家

與計會自行調節以適應全球勢力的過程中窺知一二，但是這樣

的調節行為顯然並非出於主動，因為全球化是由政府、機構與 19

人民所調節、管理、競爭與抵抗。國家與計會對於全球化過程

可能展現不同的敏感度與承受度，因此國內結構型態的調節程

度與持纘期間也會所有差異。

在評估全球化對國家與社群所造成的衝擊時，強調下列情

況會十分有用：這四種衝擊可能直接影響並改變國家與祖群的

表現形式及行事方法，或是間接地影響、改變了國家所必須對

抗之國際勢力的背景及均衡狀態。關於這一點，決策衝擊與制

度衝擊傾向直接影響，儘管它們可能對國家運作的經濟與社會

環境造成嚴重後果；分配衝擊與結構衝擊則傾向間接影響，但

對於國家經濟與社會環境也不能說毫無影響。

全球化的歷史型礱尙具備其他應該加以區別的重要特

徵，除了簡單描繪全球化型態的時空面向以外，還有描繪全球

化特殊組織輪廓的四個面向，包括綦礎建設、制度化、階層

化與互動方式。有關全球相互聯繫網絡的範圍、程度、速度

與衝擊的描述，勢必會牽涉到促進或帶領全球交流、全球網絡

與全球關係的基礎建設描述。若無這些基礎建設的支持，全球

相互聯繫網絡便不可能存在，這些基礎建設可能是實質的、規

範／法律的或象徵意義上的建設，如交通運輸基礎建設、戰爭

法或以數學作爲共同的科學語言。但是在大多數領域中，基礎

建設乃結合各種設備型態而構成。例如在金融領域，有一個關

於銀行業務清算的全球資訊系統，其籍由共同的慣例、規範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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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機制得到適當管理，並透過成員間賴以溝通的共同技術語

言維持資訊系統的順暢運作。

基礎建設可能助長或限制任何單一領域的全球聯繫範圍與

程度，因爲這些基礎建設有調節全球交流與往來頻率的效果，

並足以影響每個部門的整體互動能力水準以及潛在的全球相互

聯繫程度。互動能力是透過現有技術能力界定的潛在互動規模

來表現，這主要取決於技術能力與通訊技術的發展程度（但不是

絕對）（參見Buzan et al., 1993, p. 86) ，以中世紀的世界體系為例，

其互動能力的限制主要導因於有限的通訊管道；在其他領域

上，當代的互動能力較無過去的限制，衛星與網際網路的發達

有助於瞬間且幾乎是即時的全球溝通(Deibert, 1997) 。因此基礎

建設的變遷對全球互動能力的發展與革新有重要的影響力。

基礎建設環境亦有助於全球網絡、全球交流與全球關係的

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制度化包括全球互動型態的規則

化，以及這些互動型態跨越時空的複製過程。若以全球聯繫型

態（如貿易、聯盟關係）的制度化觀點來思考，就得承認全球網

絡與關係已逐漸規則化，且從文化層面到犯罪領域，逐漸深入

每個社會領域機制（國家、法人團體、家庭與個人）的實踐與運
作（參見Giddens, 1979, p. 80) 。有鑑於此，制度化遂構成全球化

歷史型態的另一個重要面向。

20 有關基礎建設與制度化的討論直接關係到權力議題。所謂

權力意指社會執法機關丶行政機關與公共團體維持或改變所處

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能力；主要的關切焦點在於

構成這種能力基礎的來源以及形成並影響其運作的力量。因

此，權力是一種跨越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領域，存在於所有團

體、制度以及內部與外部社會的現象。當「權力」引發一連串

複雜議題時，有助於凸顯權力本質是人類生活的普遍面向，並

獨立於任何特殊制度與團體之外（參見Held, 1989,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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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論一個執法機關、行政機關或社會制度的權力如

何歸屬，其權力絕無法單獨存在。在黨派相對能力的背景下，

權力是持續運作的，而政治結果總是被決定的。權力必須被理

解成一種關聯現象(Giddens, 1979, ch. 2; Rosenau, 1980, ch. 3) 。

因此，特定時刻的權力運作表達了各種組織團體的企圖與目

的，也展現他們彼此可能部署的資源相對平衡模式。然而，權

力不能純粹由執法機關或行政機關的外在行爲模式加以考

量：因爲權力也是一種結構現象，主要由各種團體的社會組織行

爲與文化模仿行爲所形塑，兩者之間存在交替循環的形塑關係

（權力塑造團體行爲模式，團體行爲塑造權力形式）（Lukes, 1974, p. 

22) 。任何組織或制度都可以決定或限制其成員的行爲，這些組

織與制度涵蓋的規則與資源不但甚少能形成中立的行爲架構，且

往往建立權力與權威型態，賦予團體決定者某些特定決策的權
力；實際上，他們已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臣屬者」與

「管理者」的相對權力隨係予以制度化(McGrew, 1988, pp. 18-19) 。

全球化改變了權力的組織、分配與運作方式。關於這一

點，不同時期的全球化可能攸關不同模式的全球膚層化。在描

繪全球化的歷史型態時，我們有必要特別注意階層化的模式。

在此背景之下，階層化同時具有社會特性與空間特性，其分別

爲階層以及不均衡（參見Falk, 1990, pp. 2-12) 。階層特性意指在

全球網絡與基礎建設的掌控度、親近度與涉入程度上的不對稱

狀態；不均衡特性則意味全球化過程對不同種族、階級與性別

團體的生存機會與福利所造成的不對稱影響。這些分類提供一

套有效的機制，使我們得以順利界定不同歷史時期的全球支配

關係與控制關係的差異。

每個全球化時期的主要互動方式也有一些重大差異。我們

可以將主要互動型態約略區分爲帝國強制型、合作型、競爭型

與衝突型，而主要的權力手段則約略區分爲軍事手段與經濟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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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 Boxl.1 全球化的歷史型態：關鍵面向

時空面向：

l 全球網絡的擴張性。

2 全球相互聯繫程度。

3 全球趨勢的傳播速度。

4 全球相互聯繫的衝擊傾向。

組織面向：

5 全球化的基礎建設。

6 全球網絡異懽力運作約制度化。

7 全球階層化型慮。

8 全球主要互動方式。

段。然而，值得討論的是，十九世紀末的西方擴張時期是以帝

國工義與軍事權力作爲全球化的主要方式與、手段，但是在二十

世紀後期，經濟手段、競爭與合作型態的影響力似乎已經超越

傳統軍事武力了(Morse, 1976) 。

總之，全球化的歷史型態可以從八個面向加以分析：參

見Boxl. 1 。這些直向共同決定了每一時期的全球化樣貌。

肆、決定當代全球化的樣貌

根據以上的架構便足以建構出全球化的類型區分，也可以

概略描纔出全球交流、全球網絡與全球關係的範圍、強度、速

度與衝擊傾向等時空特性。圖 1. 1與圖 1. 2中列出這四個特性之

間的關係。在這些表格裡，高擴張胜意味跨區域或跨洲際的網

絡與交流，而低擴張性則意味侷限的地方性網絡。因此，根據

緒論

圖 1. 3所顯示，這些特性面向可能產生不同的組合型態，表格中

的最上面四個象限分別代表不同的全球化類型（分別是高擴張

性與強度、速度以及衝擊的不同組合）；下方象限則是另一種空

間的極端，它代表地方性網絡的不同組合。這個簡單模型的構

思傳達出全球化的系統化分類基礎，這已經超越超全球主義論

者與懷疑論者的經濟理想型態與「單一世界」模式的爭議，因

為圖 1. 3的上部象限顯示全球化可能因為高擴張性結合了各種

不同的強度、速度與衝擊的數值，而呈現邏輯上的多重樣貌。

這四種潛在樣貌都具備獨特優點，因為它將高擴張性與最

極端的強度、速度以及衝擊數值加以結合，呈現出這種分類模

型的外部限制。在這方面，圖 1. 4界定四種邏輯上有所區別的

全球化類型，反映出極端差異的跨區域交流、跨區域網絡與跨

區域互動型態。其所建構的簡單全球化分類也顯示全球化沒有

固定不變的形式：

·第一種類型表示全球網絡的擴張範囯與其他三個面向

（強度、速度與衝擊傾向）的高數值相呼應，從經濟到文

化等所有社會生活領域均遭受劇烈衝擊，這種型愚稱

為濃密型全球化（血ck globalization) 。對某些懷疑論者

而言，十九世紀末的全球帝區興盛時期便接近此種類

型，但是如圖 1.4所顯示，還有其他潛在的全球化形貌，

在這些潛在全球化樣貌中，此種類型可謂獨一無二。

．第二種類型的全球網絡結合了高擴張性、高強度與高

速率，但所受的衝擊程度較低，這種型慰稱為分散型

全球化(diffused globalization), 匡為此種全球化類型造

成的衝擊普遍受到靑度節制與規範。儘管歷史上並未

出現這種全球化類型，但不滿當代過度經濟全球化者

可龍極度渴望這種全球化型隱。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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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全球化的時空特性 (I)

．第三種類型的主要特徵在於結合了高擴張性、低強

度 低速率與高衝擊傾向的全球相互聯繫型慰，遣種

型樾稱為擴妝型全球化(expansive globalization) ，此一

定義主要著眼於全球化的擴張範圍與衝擊影響，而非

全球化交流的捍散速度。現代西方帝國早期的擴張時

期便接近這種類型，當時歐洲帝國王義菌影零力蔓延

全球，引發各文明閏的劇烈衝擊。

．第四種類型稱為薄弱型全球化（thin globalization) ，此種

全球網絡雖具高擴張性，卻缺乏旗鼓相當旳全球聯繫強

度、速度與衝擊傾向。早期聯繫歐洲、中國與東万國家

的絲路等高價值商品貿易路線便近似此種類型。

圖1. 2 :全球化的時空特性 (II)

這種分類代表四種全球化可能呈現的樣貌，當然還有許多

其他可能的組合類型；產生這四種類型的「思想試驗」也可能

因為各種時空特性的不同組合而創造出其他更廣泛的可能結

果。如果遭些類型真的存在，何種類型能最適切地描繪歷史上

實際的全球化型態，這也是以下章節所欲達成的最主要任務。

我們一直企圖驗證全球化不只是一種單－肽況或直線行

進的過程。而有閼全球化的最佳詮釋，乃是一種涉及政治、軍

事、經濟、文化、遷移與環境等諸多領域的行為與互動型態差

異，而發展出來的高度差異現象。其中的每一項領域都牽涉到

不同的關係與活動型態，這些可以從「權力位址」(sites of power) 

的概念來思考，這些「權力位址」是權力運作的互動背景與組

織環境，透過權力運作培養人民與計群的行動能力；亦即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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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邏輯上的全球化類型

民與社群塑造並限制有效的機會、生存希望與貞源基礎構成

每個特殊位址耳動背景的要素普遍能自上逗作；換言之，該位

圻上的權力闊係與懽力結構可能泗於內部創造且適用於內

部，類似的案例出現在軍事組織方面，其內部階級關係可以創

芷資源、樹言權威，並在嚴窰受限的範圍內發展明顯的干涉柿

力。然而，某些權力位址可能產生超越其外部界線的壓力與影

睿力，進而形朔芷限制其池位址。相較於其他網絡，某些特殊

互動網絡對各匡廣泛的、深入的、壟斷式與分散式前［會關係有

較高的組織能力（參見Mann, 1986, ch. 1) 。這此權力位址在某種

程度二成為其他位址的權力來源，中世紀教會深入涇濟生活頌

域的影響力，或是常代大型企業在生產與金融領域上對政府造

成的重人影響都是適切的案例。

L ,-－1--J喜－ 一一一一
毫＇＇

, 汽严',
工－＿上三

強度／速度

第一種類型(Type I)＝）農密型全球化

（高擴張性丶高強度丶高速度、高衝擊性）

第二種類型(Type 2)－分散型全球化

（高擴張性丶高強度丶高速度、低衝擊性）

第三種類型(Type 3)＝擴張型全球化

（高 4廣張性丶低強度丶低速度丶高衝擊性）

第四種類型(Type 4)＝薄弱型全球化

（高擴張性丶低強度、低速度丶低衝擊性）

圖1. 4 ：全球化類型劃分

政冶、軍事、經濟、文化、勞工、遷徙活動與環境等領域

都是以下將探討的重要權力位址。我們並未上張這是一系列定

義明確的可能權力來源或權力位址（參照Mann, 1986; Held, 1995, 

pt 3) ，也排除捫酮一篤點生中於某些領瑊，儘管這氐領域可能

是本書內容的某個關鍵部分（如科技），然而我們此處的上張

是·本書所涵蓋的領域在解釋全球化發展時是必要而不可或缺

旳；至於包括和技在內的其他領域於本書的描述中办將酌量訂

論，但不會成為單一章節的探討焦點。此處強調的是透過一系

列人類主要活動領域來檢視全琮化的必要且，並且承認全球化

-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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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解釋無法僅從單一領域窺得過去的歷史全貌或預測未

來可能發生的情況。截至目前爲止，有關全球化的爭議已經逐

漸減少，因為普遍看法煩向將世界經濟（如全球金融市場或全

球競爭勢力）、國際體系（如區域與全球管理型態的變遷）、以及

環境（如全球暖化）的改變等現象，視為其他人類互動領域也可

能發生的典型變化，但是沒有任何適切的理由足以證明任河一

個領域必然可以例示其他領域的變遷活動與普遍型態。最重要

的是保持這些不同領域的分立，理解每個領域所發生的事件及

其後續影響，藉山這些過程建構每個領域的全球化解釋。

本書用以分析全球化過程的理輪模式基礎，在於深入檢視

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領域所發生的大量變遷過程，我們的用意

並非將這些變遷過程合併成單一過程，相反地將其視爲各種可

26 能的歷史時程所運作的不同過程，這些過程的互動需要謹「真的

考量，因為它可能導致變化多端且難以預料的結果。考量的重

點主要在於全球化的過程、影馨因素以及不同的因果型態，而

非著重於單一解釋因素的推測。我們稍後再回來探討這種區別

與單－因果硏究途徑的意義，並在結論中歸吶其重要性。

全球化的分類（圖 l. 1 至圖 l. 4)呈現另一種描鑰全球化的

方法，不僅可以追免超全球主義論與懷疑論過度簡化的解釋，

也可避免落入全球交流方向的抽象分析陷阱。在這方面，全球

化類型的劃分承認了全球化的複雜性與歷史的偶然性，但是這

樣的分類有叻於產生常代全球化的理解基礎，這種分類型態只

在有系統地比較及分析全球化歷史型態的背景下才能發揮真

芷的意義。

在以下章節中，我們將利用此一架構的廣泛要素來描述和

解釋每項人類生活領域的全球化歷史型態。我們將藉著比較四

個主要全球化時期來解釋全球化的歷史型態，這四個型態約略

画分為前現代時期；西方擴張的現代初期：現代工業時期；一

緒論

九四五年迄今的當代時期。全球化過程以緩慢而不均衡的方式

持續數世紀之久，我們很難且甚至不可能明確界定一個全球化

的起始點，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許多意蘊深遠的連貫性與驟然變

化的缺口及轉折。不同的全球化過程發展於不同的時間點，當

然發展軌跡與節奏也隨之有所差異。而隨著本書各章節探討領

域的不同，所採用的全球化分期也呈現些微差異。例如，第一

章將政治全球化的歷史回溯至古帝國時期；第二章探討的組織

亻七暴力與軍事活動起始於現代初期以確實反應傳統領域的重

大變遷；第三章至第五章也從現代初期往後展開，分別探究貿

易、金融與生產領域的全球化過程；第六章則將人類居住於地

球的早期遷移活動視爲人口遷徙的起始點，但特別檢視歐洲擴

張後的遷徙活動；第七章的文化全球化肇始於羅馬帝國與世界

宗教的擴張，特別強調十九世紀末的發展；第八章將焦點集中

於二十世紀後半期的環境惡化問題，也約略提及較早時期的環

境概況。結論部分將這些不同的歷史描述放在一起，檢視所有

時期與所有領域的變遷影響；串連不同時空下的事件描述，探

討其間的主要關連。其中，後者特別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每個領

域的全球化過程之間，其潛在的共同作用可能產生獨特的系統化

邏輯。在描述每個領域的全球化過程時，切記不要忽略所有交

流、網絡、互動型態以及相互聯繫關係究竟以何種方式產生全球

化的刺激誘因。因此，結論部分企圖將每個領域的全球化描述予

以整合，針對主要全球化的歷史型態進行更廣泛之比較。

我們必須強調只有在闡述全球化的歷史型態後，才有可

能在人類主要活動領域方面，發現潢跨這些領域的全球相互

聯繫型態的群集(clustering) 。唯有透過此種群集分析，才能推 27

斷當代全球化的全貌；無論當代全球變遷型態是否被適切地

描述成濃厚型、薄弱型、擴張型、分散型或其他潛在的全球

化樣貌。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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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往後各章節發展的全球化解釋主要以導論中所提及的

要點為基礎，這些要點亦將反映在各章節的全球化解釋上：

1．全球化的最佳解釋是一個或一系列的過程，而非某種單

一狀況。它所要反映的不是單純的線性發展囉輯，也未

預示某種世界注社會或世界注社群。相反地，它反映了

跨區域宅絡與互動交流體系的出現。在這方面看來，國

家與仕會醴系對較廣泛全球過程的涉入必須與其他的

全球整合概念做出區別。

2．全球與跨國相互聯繫的窋度及空問範圍在社群、國家丶

國際體制、非政府組織與多國籍企業間交纖成複雜的關

係竭絡，而這些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白

這些交互重疊並相互影響的網絡所界定之發展咭構，同

時對社群、國家與社會力量產生限制與投權關係。從這

方面看來，全球化近似一種「結構化」過程，可以說是

全球羆數組織、制度的個體行為與連墳互動下的產物

(G這dens, 1981; Buzan et al., 1993; Nierop, 1994; Jervis, 

1997) 。全球化關係到一個逐漸發展成形的動態全球架

構，此一架構決定了世界秩序成員的能力與限制。但它

本身也是一種高度層級化的結構，因為全球化是一種極

度不均衡的發展：它在反映現有不平等型態與階級結構

的冏時，也重新決定世界秩序中的贏家與輸家(Hurrell

and Woods, 1995) 。因此，全球化可以理解為一種包含結

構與階級的過程。

3．幾乎沒有任何社會生活領域能免於全球化過程的影

緒論

響，因為這些全球化過程會具體反映在文化、經濟、政

治、法律、軍事與環境等所有社會範疇。全球化的最佳

解讀，是一種多重面向或有所差異的社會現象，而非某

種單一情況，它泛指所有主要社會活動領域內日漸頻繁

的全球相互聯繫型態。有鑑於此，要瞭解全球化的動力

和影響後果必須先具備這些領域中不同全球聯繫型態

的相關知識。例如，全球生態相互聯繫型態便截然不同

於全球文化或軍事互動型態。任何有關全球化過程的普

遍解釋必須承認這一點：全球化不是一種單一情況，而

是一種多重面向的不同過程。

4．藉由貫穿政治疆界，全球化和社會縹濟與政治空間的去

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及再領土化(reterritorializati on) 

有所關聯。當縹濟、社會與政治活動逐漸向全球延伸時 28

傳達了一個重大意義：道些活動將不再井然有序地依領

上原則而組織，也就是噻些經濟、吐會或政治活動可能

在領土以外的特定地方有著根屎蒂固的發展。在全球化

的環境下，地方性、國家性甚至大陸內部的政治、社會

與繹濟空間大多重新界定，因此這些空間不再必然等同

於既定的法律與領土界線。另一方面，全球化力量的逐

漸強化也可能產生壓力，迫使社會涇濟活動重新界定其

領土範圍，渲些社會經濟活動型態包括國家以下、區域

或國家以上的經濟區域、管理機制與文化設施，也可能

加強社會的「地方化」與「國家化」。由此可見，全球

化涉及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上關於解除領土限制與領

土重新界定等複雜議題。從道一點看來，全球化確實牽

涉到領土。

5．全球化極度關切權力組織與運作的擴張規模，意即權力

網絡的空間影響範圍。而權力也的確是全球化的重要特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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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一，在相互聯繫逐漸密切的全球體系中，某些機構

的決策、行動或互動等權力運作形式可能對其他國家丶

社群或家庭產生重要影響。權力關係可謂深植於特定约

全球化過程，事實上，權力關係的延伸意味著，權力位

址與權力的運作正逐漸遠離真正遭受權力運作結果影

響的個體或場所。從這方面而言，全球化牽涉到遠距離

權力關係的建構與重組。當全球化影響縉果的分佈始終

不甚平均時，全球階级型態傳達個體接近權力位址的管

道。世界主要大都市區域的政冶與縹濟菁英因此更緊密

地與全球綱絡整合，也更充分地掌控全球網絡。

以上陝述的要點冇助於以十分明確的方式來釐清全球化

的意義，特別是它們庄意到互賴、整合、普遍性與聚合等概

念可能與全球化概念產生混淆的危機。互賴概念所呈現的是

祉會或政冶行為者間的對稱權力關係；全球化概念則承認階

級與不對稱的可能性，將全球化視為全球階級形成的過程。

整合概念亦有其特殊意義，因為此一概念意指經濟與政冶的

統一過程，預示共同社群意識、共同命運與共同管理機制的

形成；然而，誠如前文所言，將全球化概念視為單一世界計

會或計群的前兆有其嚴重缺失。而全球化與普遍［生的結合亦

存在同樣問題，因為全球性顯然不是普遍性的同義詞，並非

所有種族或社群所經歷的全球相互聯繫程度或方式都如出一

轍。我們也必須對全球化與聚合做出區別，因為全球化並不

意味著同質性或一致性的提高。相反地，誠如布爾與博贊(Bull

and Buzan, 1991)的看法：日趨密切的全球聯繫程度可能正是

全球激烈衝突（而非合作）的來源，也可能導致共同的恐懼與高

張的仇視敵意。

緒論

伍、寫在本書之前

本書將由政冶全球化的探討揭開序幕（參見第一章），之所

以選擇政冶領域作為起始點有幾個主要因素。首先，擴張主

義與帝國主義國家在創造區域與全球聯繫上向來表現積極，

而他們也是促使全球化歷史型態變遷的重要因素。其次，不

同的國家形式可能建立從模糊界線到嚴密組織化疆界等不同

的領上空間形式，這些領土空間繼而形塑各種區域與全球關

係、網絡與交流型態。第三，現代與當代民族國家的特殊統

冶形式導致全球化的本質、形式與未來展望徹底改變；正因

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使國家政府成為統冶核心，而政府也

開始在固定領上範圍內主張其主權、自主性以及各種不同的

政冶責任形式。後者值得花一點時間詳細描述。

第一、二章即將出現的現代民族國家，因為主張領土丶

主權、合法性與民主政冶（十九、二十世紀的新理念）之間必須

完全對稱與一致，而有別於先前的政冶統治形式。主權概念

提出在限定領域內合法行使政冶權力的不同主張（參見

Skinner, 1978, vol. 2; Held, 1995, ch. 2) ，企圖具體說明肚群內的

政治權威有權決定既定領土範圍內的法令、規章與政策架

構，同時有權以此架構作爲統治的依據。然而，在考慮全球

化對現代民族國家造成的衝擊時，必須明確區分主權主張與

國家的自主性，前者指的是在限定領土範圍內的統治資格（名

義上）；後者則指國家獨立制訂與實現政策目標的實際權力。

實際上，國家自主性意指國家代表人、管理者與行政機關明

確表達與追求其政策偏好的能力，即使這些政策偏好偶爾可

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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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國內或國際社會勢力和環境的支配相衝突(Nordlinger,

1981) 。此外，就某種程度而言，現代民族國家普遍遵奉民主

體制，而主權與自主性早已包含於自由民主政府的領土組織

架構內：「統治者」（人民選出的代表）必須對限定領土內的「被

統治者」（具備公民身份者）負責，實際上存在一穡利害與共的

「國家命運共同體」，政冶社群其成員身份的界定主要著眼於

居住於國家領土疆界內的人民之觀點；這個社群成為民主政

治最適切的立身之處。

這些概念大多牽涉到全球化及其結果的討輪，當代經

濟、社會與政治活動的龐天規模與密度似乎導緻政冶上的領

上形式逐漸失去作用。儘管冷戰已經結束，但是在西方肚會

中這種概念逐漸引發了包括政府效率降低、公民社會分裂程

度加深、人身安全失去保障等許多疑慮。無論是真實或假想

的清況，這些疑慮確實反應出「一種個人或集體的恐懼心理，

因為支配人類生活的各種勢力芷逐漸脫離我們的掌控」

(Sandel, 1996, p. 3) 。也正因為如此，超全球主義論者與轉型王

義論者一至文認為在此高度複雜而抽象的體系中，全球化正逐

30 漸將彼此相隔遙遠的多數家庭、社會與民族的命運交織連結

在一起，因此所謂「命運共同體」無法再以單純的國家或領

土觀點來界定。這也意味在全球化環境下，任何人都無法單

純以國家結構來理解政冶社群的本質與各種可能性。

當然，在法律意義上，我們必須承認主權只有在被其他

獨立或更高層級的法律或司法權威型態取代時才會受到侵

蝕；這些新權威型態正逐漸縮減國家政體內的合法決策基

礎。隨著涇濟生產與交易的全球化，國際機構、法律互動和

全球體制與日俱增的重要性，以及國內政策國際化與國際政

策國內化等重大發展，超全球主義論者與轉型主義論者望

爲，主權國家實行自冶並主導國家未來的獨立地位逐漸搖擺

緒論

不穩。全球化引起這樣的問題：全球與區域涉入型態是否正

逐漸取代傳統「沒有限制的、不可分割及排他的主權溉念」，

因此「今日的主權必須被視為分散於國家、區域與國際層級

的專業行政機構上，而且受到這種多元本質的限制」 (Held,
1991, p, 222) 。

探討全球化的樣貌及其政治結果乃是以下章節的主要目
標，但是我們所考慮的國家筍圍將限定於先進資本主義肚會
的國家，之所以利用這種方式縮小調査範圍有兩個正當理

由。第一，如果全球化確實對主權國家的地位造成衝擊，先

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其縱橫交錯的政冶型態可以提供最強而
有力的檢驗，因爲這些國家足以代表現代國家發展的主要模
式與軌跡（譯者按：這就是備受爭議的「現代化理論」）。其次，在全

球化爭論中，超全球主義論者、轉型主義論者與懷疑論者對

於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命運呈現兩極化的不同主張，本
硏究則企圖評價這些立場迥異的不同主張。然而，本書將檢

視焦點集中於六個特定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這些國家分
別是美國、英國、瑞典、法國、德國與日本。之所以挑選出

這些特殊的國家組合，是因為它們在許多變項的評估中所呈
現的同質性與差異性；這些變項包括各國的國內階級定位丶

國內政治結構與政治文化、外交與國防政策立場、全球涉入
程度、產業與經濟結構、適應全球化的能力與策略等（參見方
法論附錄）。因此，我們企圖在以下各章最後兩節中透過全球
化樣貌與全球化歷史的分析，瞭解這六個國家在每個領域所
經歷的不同歷程。．我們將針對這些國家在每個領域不同的全
球涉入程度提出獨特解釋，並檢視這些涉入程度差異對國家
主權與自主性所代表的意涵。這種分析的主要目的乃企圖對
當代全球化的本質與不同政治結果提出更系統化的理解。為
了達到比較目的，我們也會在相關章節中特別針對其他經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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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發展國家進行討論。

貫穿本書的主要思路，將在本書最後的結論一章山再度

論及，以期能系統化地描繪與評估當代全球化樣貌。本章將

以全球化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主權與自主性意義之許

估作為結論，但是在探討某些全球化產生的主要知識挑戰丶

制度挑戰與政冶挑戰時，則會將全球化爭論帶入基本領域。

特別是本章將以一套規範議題來直接面對環繞在多數當代全

球化討論外的政冶宿命論；該議題闡述了使「全球變遷」變

得民主化且文叫的可能性。

領t國家與全球政治
卫

本章主要目標在於為政治全球化的歷史型態變遷，提供合 32

理的解釋；此即政治權力、統冶權威與統冶形式影響所及範圍

的改變。由此我們可以預期本章以下論點將顯示早期的政冶全

球化階段如何伴隨著緩慢而雜亂無章的領土政治發展。髓著現

代民族國家的出現以及世界各文明逐漸融合於－個世界體

系，創造了一個井然有序的世界，且劃分為國內與國外領域，

包括國家政冶領土界線內的「內部領域」，以及有關外交、軍

事與安全事務的「外部領域」。然而這些領域並非絕對封閉，

而是現代民族國家建立政冶、法律與社會制度的基礎所在。從

二十世紀初期起，這種領域的劃分越來越脆弱，而區域化與全

球化潮流更扮演居間促成的角色。儘管新的領土限定形式，如

區域主義，仍舊十分明顯，然而政治活動、統治行為與治理機

制逐漸「去領土化」，已經成爲當代的主要特徵。

本章涵蓋六個主題，第一部分探討政治統治形式的變遷，

特別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第二部分則檢視各國政府間與日

俱增的越界或跨國政治過程與政治問題；第三部分的焦點著重

於國際政治決策機制、制度與規則的發展，這些發展亦促成新

型態的全球與區域治理；有關現代政治全球化的主要歷史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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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第四部分概略描述；第五部分探究六個先進資本主義社會

國家或其他個案研究國家涉入全球過程的差異程度；第六部分

亦即緒論部分則總結政冶全球化型態的變遷對國家自主權、自

主性與政治責任的意涵。

壹、從帝國到現代民族國家

當代世界的傳統政冶地圖隱約透露出一種在政冶權力上

極為特殊的疆域概念；因為這些明確界定的領土區域範圍內，

被假定存有單一國家，其領土界線受到國際上的承認。似乎只

有如極地等偏僻地區方能置身於這種地理拼湊行為之外，儘管

仍有部分國家對這些地方作出其主權宣示。在進入西元第一涸

千禧年時，這種政冶疆域的繪圖方式似乎令人感到彆訝而不可

思議，即使是當時世界上最文明的製圖，其有限的知識亦可能

33 對現代已知世界的細節完全不知所措。孤立於歐亞與非洲大陸

之外的美洲與澳洲，使這些領域（譯者按其指歐亞又明世界）中的

人們感到驚訝。如果他們知道現今世界區域間的聯繫交流的快

捷與旅行各地的便利，將會更驚訝不已。

在邁入第二個千禧年之際，人類文明呈現相對孤立的發

展，特別是歷史悠久的中國、日本與伊斯蘭等古文明簡直個別

是「截然不同的獨立世界」 (Fernandez-Armesto, 1995, ch. 1) 。儘

管他們在人口數量上始終維持高度成長，但是在許多方面卻呈

現一種多元而複雜的文化；雖然這些文明彼此間的接觸頻率相

對偏低，但他們並不缺乏某些匱接交流形式(Mann, 1986; 

Watson, 1992; Fernandez-Armesto, 1995; Ferro, 1997) 。例如，世界

貿易交流跨越文化與文明界線，連結不同社會的經濟福祉，並

第—章 領土國家與全諒政治

且扮演理想與技術實踐問的溝通導管角色。廣泛的貿易網絡往

往透過龐大的因果環節將各個古文明連結在一起（參見第三章

與第四章； Abu-Lughod, 1989) 。最顯著的案例之一便是中國在

十三世紀以後所發展的遠洋航行艦隊，他們的海上探險活動不

僅揭露了海洋的神秘面紗，也促使諸如絲綢、銀器與鞋類等奢

侈品的貿易擴展至印度、西亞與非洲東部(Kennedy, 1988, p. 7 ; 

另請參見第三章）。儘管存在這些交流型態，古文明的發展普

遍仍導因於其內部的勢力與壓力；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古文明

可以說是由帝國體系塑造而成的獨立自主文明，此類帝國體系往

往延伸遍及世界各地，而散佈著廣大的人口和疆上(Fernandez

Armesto, 1995, ch. 1) 。

一、初期國家形式：政治統治範圍變遷

（一）早期愔國體系

過去幾個世紀裡，帝國體系或帝國支配著國家形成的歷

史，尤其是國家的規模大小與雄偉壯觀的程度。某些國家長期

維持相同的制度型態，這方面最顯著的案例就是中國。這些國

家體制的維持往往必須依賴累積而集中的軍事強制手段與發

動戰爭的能力，一旦這些能力衰退，帝國體系便陷於分崩離

析。所有傳統帝國的發展普遍都從初期有限的權力基礎與國家

範圍開始逐步往外擯張，此外，軍事力量的部署是建立與維持

領土疆界的最主要手段，雖然領土界線往往因為結盟型態的改

變、內部叛亂或入侵行動等因素而有所變動(Giddens, 1985, pp. 

80-1) 。

雖然帝國體系往往爲長距離貿易路線所貫穿，但是他們的

經濟需求普遁籍曲強制性的朝貢行為得到滿足；在軍事力量衰
退時，朝貢行為便淪為一種收買或賄賂手段，用以避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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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擊威脅，因此朝貢體系成爲支持帝王、行政官僚與軍隊的主

要基礎。然而強大帝國內部可能存在一些相互競爭的權力核

心，在這種情況下帝國僅能維持有限的管理權威。帝國體系延

34 伸範圍內的眾多祗群與社會往往呈現極端的文化差異，因此帝

國往往只能做到統治而未能有效管理；換言之，君王雖然支配

一定的社會與地理空間，卻缺乏制度、組織、資訊、人才等有

效的行政管理工具，以致無法對自己宜稱的領土範圍提供規則

化管理。雖然擁有強大的政治權力，但政治權威的管轄範圍卻

相當有限，然而，透過帝王家族與地方菁英之間的聯姻關係，

或是文化與宗教的同化作用等行爲的連結延伸，都有助於整合
帝國權威的影響範圍（參見第七章）。帝國政府經常疲於應付各

方勢力團體（統治階級）或地方城市中心內的詭譎陰謀與衝突

傾軋；除此之外，訴諸軍事武力往往成爲約束人民與整合領土

的主要機制。雖然軍事武力往往成效顯著，但其重要性不應被

過度渲染。帝國軍隊的規模、機動性與佈署能力完全仰賴水源

與當地農耕收穫的取得便利性，由於軍隊對農村的依賴而使軍

隊嚴重受制於糧食取得的便利性，導致軍隊每天的移動速度比

不上一個人的行走速度。

將這類國家圖像顯示在當代地圖上有著相當大的困難

度，首先，軍事權力與政治權力的影響範圍並非完全一致，大

多數帝國對於軍事力量與軍事威嚇的計劃遠勝於對政治權力

與行政控制的規範。帝國領土範圍內的政治權力與政治控制原

本便處於極端不均衡狀態，運輸路線沿途的政治控制也呈現程

度上的差異，在接近主要道路與河川之處的控制力較強，而這

些地方以外區域則缺乏常態規範與控制。出現在核心領土範圍

內的替代性勢力，以及宗教組織與地方權貴的力量也可能導致

不同的政治控制型態。更進一步而言，當帝國在邊陲地區的軍
事力與政治控制相對薄弱之際，他們可能以較容忍的態度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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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較大的自治權，或聽任邊陲地區名存實亡地成爲其他帝

國的勢力範圍。這些邊境地區很難描繪出固定疆界，地方政府

與鄰近帝國的交疊部分也會隨時間產生變化。

下一節我們將描繪導致早期分離的多重結構世界緩慢轉

變的某些關鍵過程，早期世界型態終究因爲歐洲政治與經濟結

構的改變而改觀，這些結構所引發的特殊政治統治與肚群概念
在稍後的政治創造力中佔有主要地位。

（二）中世紀歐洲的權威分立體系

約莫一千年前，源於歐洲大陸上的法蘭西王國、日耳曼帝

國與波蘭公國等各地勢力崛起所造成的重大權力分裂，有助於

掩飾此分裂破碎的政治地域。攻克這些領土的帝國統治者普遍

抱持軍事勝利者與征服者心態，強迫臣服者朝貢並強徵賦稅；

他們完全稱不上是治理領土與國民的國家首領(Tilly, 1990, pp. 

38-9)。我們此時所談論的歐洲政治秩序是以征服者與被征服者

間的連鎖關係與責任義務爲顯著特徵，此時的統治網絡分裂成

自主性的小單位(Poggi, 1978, p. 27) 。政治權力容易傾向地方化 35

與個人化，產生一個「權利主張與權力範圍相互重疊」的世界

(Anderson, 1974a, p. 149) ，而往往造成某些權利主張與權力範圍

的衝突。當時政治統治的領土原則尙未凌駕於其他政治秩序原

理；因此，在當時沒有任何統治者或國家對於既定的領土與人

民擁有最高的統治主權(Bull, 1977,p. 254) 。在此背景下，緊張

情勢充斥其間，動輒兵戎相見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

中世紀歐洲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生產爲主軸，所有經濟剩餘

價值全數受制於競爭對手主張的權利要求。成功的權利要求有

助於確立建構與維持政治權力之基礎，權力位址的發展形成一

套由王國、公侯封邑、公爵領地及其他權力核心組成的網狀體

系，此一網狀體系因爲城市與鄉鎮中相繼出現的替代性政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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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而日趨複雜化，城市與大都會區主要仰賴商業與製造加工爲

生，通常享有獨立的資源基礎與憲章明確記載的自治體制。最

廣爲人知的莫過於義大利的城邦國家，但是這些城邦國家與歐

洲崛起的多數都市中心對於政治權威卻有不同的權利主張。然

而在環繞農村建立的封建關係網絡中，不管他們在任何地方都

無法自行決定統治型態或政治控制形式，因爲中世紀的歐洲更

確切地說是一種「拉丁基督教國家」 (Latin Christendom)的型

態，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的影響力奠定了基督教在歐洲的統一

局面。有鑑於此，中世紀的歐洲秩序可以視爲一種「國際基督

教社會的秩序」 (Bull, 1977, p. 27) 。這是基督教發展的空前盛

況；這種發展形式期盼藉由上帝的權威解決所有爭議與衝突；

主要的政治參考均來自宗教教義與信條，中古歐洲社會也被賦

予人類祗會本質一致的假設。

二、早期現代國家：專制政治及國與國體系的出現

導致中世紀政治概念腐化的發展既複雜又繁多，其中包括

君王與貴族間有關合法統治權威的衝突；農民反對稅賦與義務

過重而引發的叛亂；貿易、商業與市場關係的普及；文藝復興

運動的蓬勃發展重現古典政治觀念的重要影響；各項技術的革

新，尤以軍事技術進步最爲神速；國家君主地位的鞏固；宗教

傾軋與天主教的權利主張面臨挑戰；教會與國家的對立衝突。

我們將在以下章節處理這些轉變發展，而在此之前我們首先要

釐清這段期間出現的國家型態。

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歐洲可以區分成兩種主要政治體

制類型：一是包括法國、普魯士、西班牙、奧國、俄國與瑞典

的君主專制政體；另外則是英國與荷蘭的君主立憲政體與共和

政體(Mann, 1986, p. 476) 。這些政體型態間存在許多重要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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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以國家或社會關係的歷史觀點看來，某些差異在表面的重

要性可能勝於實質重要性。此處的焦點集中於絕對主義的專制 36

政治，它在現代政體及國與國體系(interstate system)的形成中扮
演關鍵角色。

絕對主義牽涉到的國家形式發展，主要以下列要素爲基

礎：捨棄弱小政治單位轉而追求強大政治結構；對統一領土區

域的強大統治能力；強行貫穿領土範圍的嚴密法律與秩序體

系；由享有唯一主權地位的君主實施一元化的中央集權統治；

國家出現疲於應付「無限期且充滿危機的競爭性權力鬥爭」的

機會相對減少(Poggi, 1978, pp. 60-1) 。儘管絕對主義統治者的實

際權力往往被過度誇張，但以上這些變遷卻透露出垂直性權威

的實際增長O 。可以確定的是，奉行絕對主義的君王主張成爲

人類所有規範的最終權威，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能忽略

支持這些主張的源頭與合理化的藉口，是來自於所謂「上帝法

則」，或稱「自然法則」。

現代政治世界，亦即現代民族國家體系本身的最近根源來

自歐洲絕對主義政治及其所產生的國與國間之秩序。籍著政治

權力與軍事權力的集中掌控與創建核心統治體系的企圖，絕對

主義的政治觀爲世俗與國家權力體系的出現鋪路。權力的集中

啓動對政治社群意義深遠的一連串重大發展，包括領土疆界與

單一統治體系逐漸趨於一致；財政管理的集中與延伸；軍事權

力逐漸爲國家所壟斷；常備軍隊的建立；新立法機制與強制機

制的建立；透過外交策略與外交制度的發展將國與國之間的關

係正式化（參見 Anderson, 1974b, pp. 15-41; Giddens, 1985, ch. 4; 

Mann, 1986, chs. 12-15) 。絕對主義有助於開啓國家形塑過程，

從縮小國家內部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差異著手，繼而擴大國與

O：有關東方與西方社會專制主義的有趣比較；參見 Anderson, 197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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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間的差異，換言之，它有助於形塑一個具有明顯國家認同

感的政治共同體(Tilly, 1975, p. 19) 。

國與國體系的形式與本質具體呈現在「國際」與「區家」

環境過程的交錯面上（這些用詞以引號標示，因為在進入固定

疆界時期，即民族國家時期之前，這些用詞並未全然符合當代

意義）。事實上，現代國家的樣貌大多決定在這塊交錯面上，

包括國家的規模、外觀形式、種族構成、組織結構、有形基礎

建設等等（參見 Hintze, 1975, chs 4-6, 11) 。這些過程的核心部分

在於國家維持與強化本身權力基礎以及指揮國內外事務的能

力，換言之，完全取決於國家對其強制手段（陸軍、海軍及其

他可能的軍隊類型）的組織能力與必要時的佈署能力而定（參

見第二章）。特別是那些能利用龐大人口資源、擁有相對蓬勃

的商業經濟與技術革新傳統的國家，得天獨厚地成為主要政治

勢力，不但確立共同遵守的政冶遊戲規則，也擴張了本匾政冶

管轄權的影響範圍(Tilly, 1975) 。

37 三、歐洲的「國家社會」

十七世紀末的歐洲不再只是政體的拼湊，而是逐漸一個孕

育成形的「國家社會」 (society of states) ，在此新社會中，主權

與領土原則成為至高餌上的國家行為依據，每個國家的權力鞏

固同時成為國家形成過程的一部分（伍ddens, 1985, p. 91) 。每個

國家都主張擁有無庸置疑的權威地位，伴隨這種主張而來的是

國與國之間的相互承認，國與國之間的承認行爲表示對他厰疆

界與統治權力的尊重。國家主權發展的核心在於國與國之間相

互承認的過程，國家藉此表示同意彼此在各自領土與社群上的

管轄權。主權確立了特定領上範圍內的統治權力，但是這種統

治權力是否有效卻是另一回事。換言之，統治權力的有效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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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於國家相對於其他重要機構與社會勢力，是否擁有充分自主

權以表達或實現其目標(Krasner, 1995) 。但是在國際關係的世界

裡，所有國家擁有平等自決權的原則，成為國與國間正式行動

的最重要依據。當然，大國間的正式關係無疑是主要爭議焦

點，統治權的正當性與特權絕不可能得到所有往來圍家全體人

民與社群的承認（參見下文）。

歐洲國家社會的出現，可以從圖際法的新概念得到詳細說

明，亦即俗稱的「西發利亞模式」〔 Westphalian model, 始於一

六四八年的西發利亞和約(Peace Treaties of Westphalia)' 止於三

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Falk, 1969; Cassese, 1986) 。此一

模式涵蓋一六四八年至一九四五年誾的國際法與國際規範（雖

然有部分看法主張迄今依然存在）。儘管可能有部分爭議認為

此模式的所有要素均來自於西發利亞和約的原有本質，但此項

爭議無需在此處檢視（參見 Krasner, 1995; Keohane, 1995) ，因為

此一模式應該用來描繪國際法的「示範軌跡」，真正的國際法

是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才完成較周全的規範，包括領土

主權完整、國家形式上的平等、互不干涉內政、同意以圖家為

國際法律義務基礎等悉數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原則（參見

Crawford and Marks, 1998) 。

該模式描述世界秩序的發展主要是由領土主權國家構

成，沒有所謂最高權威：各國自行解決其國內差異，如有必要

可訴諸武力；各國從事外交關係行為，但在其他方面鮮少合

作；各國企圖將本國利益置於他國之上；各國接受有效性原則

的邏輯，亦即國際世界中最終可能的正確原則：侵佔行爲合法

化。西發利亞模式可歸納出以下幾點摘要(Frand, 1969; Cassese, 

1986, pp. 396-9; Held, 1995, p. 78) : 

1．世界是由主權國家所構成，不承認有超越國家的更高權威。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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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法過程、爭議的解決與法令的執行普遍掌握在各個國

家中。

3．國際法傾向建立最少的共存規則；建立國家與人民之間

的持續關係是一個目標，只有在國家目標被滿足時才可

能成立。

4．跨國界不當行為的責任，屬「當事人範疇」，只有利害

相關人有權過問。

5．所有國家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規範不考慮權力對

稱與杏。

6．國家差異往往訴諸武力解決；統治權力的有效性原則躍

居主導地位。實際上沒有任何法律束縛可以抑制訴諸武
力的行為；國際法律標準所受到的保護十分有限。

7．減少圍家自由受到阻礙的最佳利器在於「集體優勢」。

這種國家新秩序在提供國家體系擴張架構的同時，也正逐

漸確立每個國家的自主性與獨立行動權力。國家被視爲「獨立

而分離的政治秩序」，沒有任何共同權威可以促成或阻斷其活

動(Beitz, 1979, p. 25) 。在此概念中，世界由追求各自利益的不

同政治權力組成，以外交主動精神與強制權力做爲追求國家利

益的後盾。

國與國彼此外交關係的建立與管理可以回溯至十五世紀

的義大利城邦國家，儘管外交行爲的起源可能在更早以前(Bull,

1977; Derian, 1987; Watson, 1992) 。然而在西發利亞和約之後，

外交官員交流成爲官方認可的國家代理行爲，常駐外交使節團

的誕生與外交豁免權的確立逐漸延伸貫穿歐洲，西發利亞和約

中有兩項法條特別用以支持國際事務中的國家主權地位：「司

法豁免權」與「國家代理行爲豁免權」。前者指涉「沒有任何

國家可以因爲主權的行使而成爲他國法院的訴訟對象」；後者

第一＝早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則規定「當個人因爲代表國家的代理行爲而違反他國法律時，

在進入母國法院審理程序前不被視爲有罪，因爲此刻他所扮演

的角色是國家代表而非個人」 (Cassese, 1988, pp. 150-1) 。這些

條文的基本目的乃欲保護各國政府在所有外交政策事務上的

自主性，同時也防止國內法院干涉外國政府的行爲（世界各地所

有國內法院均受此原則規範）。傳統論點認爲政府暨其外交官員

在其「可能的藝術」範圍限制以外，可以自由追求其利益目標，

在此背景之下，國家原則上能在可預測的關係架構基礎，與其他

國家產生互動影響。現今的國際法原則中，外交使館依舊維持著

不可侵犯的地位，所有非法入侵行爲都被解釋成對國家主權的侵

犯，因此有引發重大外交事件的危險。有鑑於國家代表在追求各

嗣利益時，於他國領土內享有的相對安全地位，因此國與國體系

中各國的外交重要性（以所派遣或接受的外交使節團數量來衡量）

也跟著水漲船高（參見 Small and Singer, 1973; Nierop, 1994) 。

當然，西發利亞政治秩序的規定與原則不能完全轉化成單

一國際事務概念（參見第二章； Hall, 1996) 。民族國家體系的鞏

固從來就不是全然一致的過程，對每個區域和國家的影響方式

亦不盡相同。爲了維持多數國家的獨立自主，整個國家體系的 39 

鞏固過程從一開始就付出龐大代價，這種情況在非歐洲文明區

域尤其顯著。事實上，當國與國體系從歐洲往世界各地迅速擴

散時，階級性與不對稱性持續成爲國與國體系的主要特徵（參

見 Falk, 1990, pp. 2-12) 。

四、政治全球化變遷型態：基礎建設、速率與階級體系

歐洲的擴張促使國與國之間的往來聯繫日趨頻繁，雖然在

同一時期存在其他帝國的擴張行動，如俄國(Ferro, 1997, ch. 2) 。

歐洲的擴張也導致傳統非歐洲的國與國關係之瓦解。現代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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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主要特徵包括政治權力集中化；國家行政部門、領土統

治與外交體系的擴張、常備軍隊的出現等；這些國家特徵萌芽

於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隨即成爲全球秩序的普遍特徵。歐

洲國家憑藉軍隊與海軍艦隊的長程航行能力所發展之海外遠

征活動，更成爲此時全球化的主要傳播工具。

早期海上探險活動的領導先驅由西班牙與葡萄牙獨佔鰲

頭，雖然伊比利半島的君主政權領導了歐洲擴張的前兩個世

紀，然而他們卻面臨其他逐漸強大的競爭勢力，兩國航海先鋒

的地位於十七世紀為荷蘭與稍後的英法兩國所取代，從地圖

1.1 可以看出英法兩國的影響力在十八世紀達到巔峰，而英國

在十九世紀的支配能力更為顯著。如霍布斯邦(Hobsbawm)的評

論：「或許是因為英國所建立的勢力範圍實在太龐大，以致十

九世紀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逐漸發展成自由主義潮流的單一

體系，國際資本與商品的調度普遍統籌於往來各洲之間的英國

船隊，所有相關機制也都以英國貨幣為計算依據」 (1969, p. 14, 

參照 p. 314) 。英國強大的海軍與軍事力量，將倫敦推向世界貿

易與金融中心的地位（參見第三、四章），然而當時並未出現掌

握霸權的單一強國；歐洲本身至少都維持兩大強國奪取主導權

的競爭局面，兩國在有關殖民地的利益上時有衝突。除此之外，

世界商業的擴張也導致許多非國家行為者捲入這些衝突漩渦

(T且ly, 1990, p. 189) 。殖民地問題成為新帝區體系的權力與地位

象徵（參見 Furnivall, 1948; Spear, 1959; Fieldhouse, 1966; Pakenham, 

1992; Ferro, 1997) 。透過強行加諸的貿易壟斷與特別商業協

議，每個帝國企圖確保對貿易流通與自身富庶資源的專斷掌

控，當然國家威望的提升也是這些過程中的刺激因素之一。

誠如一位觀察家所言，「對於有能力從事如此大規模運作

的組織來說，歐洲的全球性擴張行為無疑有提升其需求的效

果，包括現代國家、現代公司企業、現代科學等所有現代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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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木組紘型態悉數由這些組織需求所形塑，史從其中獲益匪

淺」(Modelski, 1972, p. 37) 。帝國擴張尤其成為國家活動與權力

成長的主要原因。富海外探險的裝備、計畫、資金籌扒等過程

與新取得上地的管理逐漸大幅消耗國家資源的同時，政府卻透

過對歐洲以外的地區進行剝削與掠奪行為而得到補償。行政權

力與國家官僚體系在經驗累積與資產取得上蘑大有斬獲，這也

有助提升其在面對地方議會與團體時的自主性。依賴發達的武

器丁業與造船工業而擁有穩定行政基礎建設、大量人口與廣泛

賦稅利基的圍家，往往能取得支配優勢。這種優勢在十七、十

八世汜時字要由奉行絕對上義政治的君主與立憲政府所享

有，到了「九世紀則由新出瑰的現代民族國家所享有。

雖然早期現代殖民主義已涵蓋全球許多部分，而歐洲大西

洋區域的汜汗帝國擴張，則加速區域聯繫的深化，但是直正促

使政治社群涉入程度漸增的歷史分水嶺，卻可能出現在十九世

紀中咽之後 從擴張範圍與擴張強度的觀點看來，刺激全球

過程形塑的催化劑，乃源自於這段期間歐洲權力的迅速擴

張，擴張期閆的權力競爭，以及不同區域核心所涵蓋的衝突

鬥爭(Geyer and Bright, 1995; Ferro, 1997, pp. 345-50) 。毫閂疑問

地，迅速發展的大英帝國與其他歐陸國家，是十九世紀末最

有刀旳全珪化機制 c 十九世紀末英國龐大的帝國勢力範圍，

幾乎涵蓋世界四分之一的上地，勢力範圍內的人口則超過世

界總人口數的四分之一：參見地圖 1. 2 。我們可以引用一段

話來描述大英占國勢力的發展盔況：「英國已延仲到世界的指

尖」 (Fernandez-Armesto, 1995, p. 264) 。引起爭議的不完全是自

數世紀前延續迄今且愈發變本加厲的歐洲擴張，而是世界

要區域中支配與從屬關係的重新洗牌，此時革新的通訊與運

輸基礎建設亦有助於發展政治抨制內新機制。

歐洲殖民主義往往為「拓荒型擴張主義」的精神所驅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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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則以剝削當地環境與基礎結構的利益作為最主要支撐。以

萁洲為例，帝國主義者在聽取英國國會委員會的建議後，成功

發展其殖民勢力，英國國會委員會建議「吸收當地原有的政

府；適度控制其異議行為並維持雙方和平關係」（摘錄自

Fernandez-Armesto, 1995, p. 419 ;參見 Pakenham, 1992) 。對帝國

政府而言，盡可能利用殖民當地現存的政治結構與資源，才不

致於在龐大海外領上的管理與控制上，付出昂貴成本卻無實際

效用。當十九世紀末的旅行與通訊等基礎設施（包括新式快速

輪船、摩斯電報們、電報、纜線連結等）尙未出現全面革新發

展前，帝國體系內分散的領土普遍存在著溝通障礙，也很難防

範有獨立傾向的殖民地管理者：關於當地的環境變遷，帝國核

心所知有限且訊息傳遞緩慢。雖然通訊與旅行科技的變遷對倫

敦、巴黎、華盛頓等地的政冶菁英而言並非萬靈丹，姑且不論

這些科技變遷的成效如何，至少帝國菁英們認為若羆這些投資

與部署，他們的海外擴張利益與人員便無法得到完善管理（例

如參見 Pakenham, 1992, ch. 3) 。

但或許最重要的是，此一擴張時期標示著從爭議頻仍的帝

43 國與領土控制模式逐漸過渡到一種嶄新而特殊的非領土權力

形式與統冶型態。漸漸地，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這段期

間，歐｛川帝國透過新型態基礎結構的互動與控制，以直接的管

道或管理機構捕強其控制模式。蓋爾和布萊特(Geyer and Bright, 

1995, p. 1047)曾如此描述：「透過空間的擴張與佔領……挾著新

技術能力，一股促使全球時間同步化、協調世界互動的新努

力，有可能建立一套以通訊爲基礎的控制體系……開始在世紀

末之際，將世界納入全球權力迴路」。歐洲國家的權力擴張從

對其他國家的剝削，延伸到新機制與新組織的形塑，這些基礎
設施可能有助於加強他們對其他國家的掌控。隨著時間變遷，

這種個人命令與直接控制的政權類型本身充滿偶然性與不確

第—章 領士國家與全球政治

定性，終究逐漸為新跨國組織與行為形式所取代。這些由新跨

圍組織或多國籍企業(MNCs)駕馭掌控的新權力體系，開始發

展出獨立於民族國家的一種新生命體。一股新政治秩序的崛

起，企圖取代領土性帝國而延伸至許多區域，並將其納入單一

政治體系的支配。新政冶秩序透過政府組織、跨國企業實踐與

交流網絡的擴張為基礎開始逐漸成形，包括工業與金融業、資

訊與通訊以及旅行與文化交流等。西方商業、貿易與政冶組織

的影響較政府直接控制更為久遠，因而引發新型態的非領土全

球化 沒有領土的全球化（參見柘eterse, 1997) 。強大的國家

經濟利益往往能藉由銀行、企業與國際組織等「羆形的控制」'

取代以往「有形的統冶」方式，以保持其對前殖民領土的霸權

地位(Ferro, 1997, pp. 349-50, 參見以下第三至五章）。當然，在

許多案例中，這些過程可能延宕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及反殖

民工義浪潮正式點燃後才完成。

但是，自國際電信聯合會於一八六五年成立後，基於規範並

指揮不同活動領域的國際責任，大量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引起爭議的重點並非管理

世界事務的單－權威之建立，而是新型態國際組織是否在羆形

中建立一套控制機制，以可預測而有條理的方式掌控國際過

程。我們可以看到表 1. 1 所顯示，至一九一四年時，多數全球

事務的重要領域均已納入世界組織的國際規範，藉此創造出跨

國管理並抨制經濟、社會與文化過程的新基礎結構。在整個國

際管理機制的形塑階段，管制活動逐漸跨出歐洲疆界而涵蓋了

更廣泛的全球管轄範圍，這些不同的官方或非官方國際規範形

式的擴張，產生許多重要的影響：

電報、信件與包裹充斥於國際網絡 歐洲鐵道與道路

系統所承載的貨物裝運噸數屢創新高，尤以工業產品最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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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表 1.1 ：一九一四年的世界組織（以主要責任領域與成立日期劃分）

| 新興工業 I 
基礎結構：

1865 國際電信聯合會

1874 萬國郵政聯盟

1884 國際鐵路會議聯盟

1890 國際鐵路運輸總局

1894 永久國際航海會議聯盟

1905 國際海事法外交會議

1906 萬國無線電信聯盟

1909 永久國際道路會議聯盟

工業標準與智慧財產：

1875 國際重量與度量衡署

1883 國際產業資產保護聯盟

1886 國際文學藝術作品保護聯盟

1912 國際人類暨動物食品化學分析署

貿易：

1890 
1893 
1913 

國際關稅出版聯盟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國際商業統計署

暦在社會衝突的管理 I 

| 氘上會的鞏回
人權：

1890 國際反奴隸貿易署

救濟與輻利：

1907 有關外國人救濟的資訊調査署

健康：

1900 死亡原因術語修訂委員會

1907 國際公共衛生處

1912 國際公共浴場與清潔聯盟
教育與研究：

1864 國際測量學協會

1903 國際地震學協會

1908 國際數學教學委員會

1909 國際地圖總署

責料來源： Murphy, 1994, pp.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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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

1901 
農業：

1879 
1901 
1902 
1905 

國際勞工局

國際楊木委員會

國際海洋研究會議

國際糖業聯盟

國際農業協會

為突出。國家法院致力保護國外著作權、專利權與商標

權的持有者；生產製造者逐漸採用統一的度量衡標準；

歐洲最具特權的勞工階層獲益世漸趨一致。昔日奴隸買

賣盛況漸趨沒落，流行疾病的傳播範圍較少超越國家疆

界範圍(Murphy, 1994, p. 106) 。

國際秩序形式的建立，促成工業資本主義的穩固與擴張，

儘管二十世紀的全球規範體系無法完全擺脫分裂狀態，但新國

際組織確實立足於更廣泛的基礎之上。

七亻牛弓勺廿系罌
1

竹家國與家國

公共秩序與行政管理：

1875 國際監獄委員會

1910 國際管理科學協會

國與國衝突的管理： /' 

1899 常設仲裁法院

1907 國際法庭

五、現代民族國家與世界秩序

甫出現的新國際秩序主要以現代民族國家爲核心。現代國

家就是民族國家－~別於傳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劃分型
態，政治機器在領土限定範圍內擁有最高管轄權，並主張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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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壟斷獨佔的強行權力，同時享有其公民最低限度的支持與忠

誠而擁有統治的正當性。誠如所有關於政冶分析必須面臨的名
詞定義問題，這類定義也引起不少爭議（參見 Held, 1995, ch. 3) 。

然而，這些爭飄對於我們在此處的目的卻有其效用，因為它們

突顯出許多現代國家本身和國與國間國際社會的實際新課題，

其中包括領土主權、暴力手段的壟斷控制、非個人性質的權力

結構與不同的合法性主張等這些課題有必要在以下簡略釐清。

首先，儘管所有國家在領土上皆有其權利主張，但是只有

在民族國家體系户才逐漸確立固定國界，戰後的反殖民主義行

動對於此一過程特別具有重要意義。其次，只有透過種族「綏

娉行動」，擊垮國內敵對權力與權威核心，才可能實現壟斷軍
事武力與強制手段（受常備軍隊及警力所支持）的權利主張。直
到十九世紀，此一現代國家要素才在歐洲完全達成，多數國家

在這方面的成就顯得脆弱而不堪一擊。第三，非個人性質且擁

有最高統治權的政治秩序概念，是一種受到法律規範的權力結

構， f雍有領土範圍內的最高管轄權。在過去政治權利、義務被

視為與宗教及傳統特權階級（如君主與貴族）的權利主張緊密
結合的時期，此一概念普及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這個問題在十

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歐訓仍引起廣泛爭論，甚至在現代某些

「法治原則」有問題的國家也出現類似爭議。第四，當「君權

神授」或「國家權利」等主張面臨挑戰或受到侵蝕時，公民忠

46 誠度成爲現代國家必須爭取的重要課題：不變的是其中仍舊涉

及國家必須擁有合法性的權利主張，因爲合法性正反應或代表
著該國公民的需求、意願與利益。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現代民族國家成爲全球主要政治

統治形式，隨著殖民勢力解除與蘇聯的崩潰，民族國家的數量

迅速成長（參見圖 1. 1) 。而且現代民族國家普遍傾向某種特定

政治形式，主要包括自由民主政體或代議式民主政體等民主政

,7, 
弟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治型態，自由民主政體意指所有影響社群的決策，皆由透過人

民選舉產生的代議團體所決定，這也是統治合法性的來源，透

過在法律原則架構內的選舉過程來執行其統治行為。在國家政

治領域中，自由民主政體以眾多法令規章與制度規範為主要特

徵，而這些法令制度正是民主政治成功運作的必要條件；如欲

完整實現自由民主體制，這些原則可謂缺一不可。自山民主體

制的法律原則與制度包括： （l）憲法明文規定由人民選出的民

意代表依法制訂政府政策； （2）建立一套自由公平的定期選舉

機制，賦予人民自由選擇或和平罷免民意代表的權利； （3）所

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投票權（因嚴重心智障礙或犯罪行為而遭法

院判決褫奪公權者除外）； （4）人民依法享有服公職的權利； (5) 

每個公民依法享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包括有懽批評政府施政與

社會經濟政策；（6）資訊來源具可親性，而非為政府或任何其

他單一機關團體所掌控； （7）無論該組織團體的性質為政治、

經濟或祉會的，人民均有權透過合法與和平的管道設立或參與

公共生活中各種獨立組織團體(Dahl, 1989, pp. 221, 223) 。具備

以上法律原則與制度的國家數量在十九、二十世紀時大幅增

加，也鞏固了自由民主體制成爲現代民族國家主要政體型態的

發展趨勢（參見 Ware, 1992; Held, 1993; Potter et al., 1997) 。

我們可以透過民主政冶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劇烈逆轉

情勢，區分成三波民主化浪潮，隨著時間發展突顯出自由民主

體制的鞏固與影響範圍；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始於十九世紀初期

至一九二0年代中期；第二波浪潮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一九六

0年代初期；第三波浪潮始於一九七四年以降（參見 Box 1. 1; 

Huntington, 1991) 。最近一波民主化浪潮有助於確保遍及世界各

地自由民主政權的優勢，在一九七四年，全球至少有百分之六

十八的國家可以合理地稱為威權政體；然而在一九九五年，全

球百分之七十五的國家已經確立競爭性選舉程序，同時也將部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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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1 :肪廷頓的民主化浪潮(1991)

第一波民主化長波： 1828-1926
範例：具國丶英國、法國丶義大利、阿根廷丶英國海外殖民地。

第一波民主化逆流： 1922-1942

範例：義大利、德國丶阿根廷。

第二波民主化短波： 1943-1962
範例：西德丶義大利、日本、印度丶以色列。

第二波民主化逆流： 1958-1975

範例：巴西丶阿根廷丶智利。

第三波民主化： 1974-
範例：葡萄牙丶西班牙，以及許多拉丁羨洲丶亞洲、非洲及

東歐國家。

責料來源： Potter et al., 1997, p. 9. 

分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納入正式保障。此時此刻，全球自由民

主政權的數量似乎仍處於成長狀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從南歐

點燃，隨後蔓延至拉丁美洲以及亞洲、撒哈拉以南弄洲旳部分

區域，東歐與前蘇聯集團則延宕至－九八O年代與一九九O年

代初期才趕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表 1. 2 參酌三種政權類型而

列出了世界區域的民主發展變遷，這三種類型分別是威權主義

政權(authoritarianism' 以國家統治優勢爲特徵，缺乏競爭性選

舉，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嚴重受限） ；部分民主政懽(partial

democracy' 政府透過選舉對公民負起部分責任，但在選舉程

序、人民權利與社團自主性方面大幅縮減） ；自由民主政懽

(liberal democracy' 落實責任政治、公平自由的競爭性選舉丶

公民權利與政冶權利保障、社團自主性等）。當然，從威權政

權到自由民主政權之間必然是一種漸進式的革新路徑；政治

社群對於自由民主政權的支撐力往往屬於短暫實驗性質，隨時

第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表 1. 2 ：民主化的證據，一九七五年與一九九五年

1975 年的國家數目 1995 年的國家數目

（總數＝147) （總數＝ 164)

威攏 局部 自由 威搵 局部 自由

體制 民主 民主 噩制 民主 民主

西歐、北美與澳洲 2 。 22 。 。 24 
拉丁美洲 15 2 5 2 5 15 
亞洲 18 4 3 1 1 5 9 
撒哈拉以南非洲 43 2 3 12 16 20 
中東與波斯灣 14 3 2 13 3 2 
東歐與前蒜聯集團 9 。 。 5 14 8 
總數 101 1 1 35 43 43 78 
百分比 68.7% 7.5% 23.8% 26.2% 26.2% 47.6% 

賚料來源： Potter et al., 1997, p. 9. 

可能出現連轉情勢。

誠如現代民族國家概念剛萌芽之際的發展，自由民主體制

的星星之火於其極有限的政治空間內點燃(Walker, 1988; 

Connolly, 1991; McGrew, 1997) 。由於現代民主理論與實踐係建

立於西發利亞體系的基礎之上，國家計群與厰家計群理論則基 48

於政冶社群可以控制其命運，且公民可以有效地認同彼此的假

設前提上，如此一來，他們才可能以社群最大利益為出發點去

共同思考集體行動，這也就是所胭的公共利益觀點(Sandel,

1996, p, 202) 。一般普遍腮為內部困難障礙、人民、選舉權程

度、代表權形式與範圍、同意權的本質與意義等（事實上即唷

有政治中的自決啁鍵要素）都可以在地理分佈上提出具體說

明，亦即代表權體系與民主政治責任都可能與權力影響範圍所

及之領土作緊密結合，也因爲如此可能出現某些二分法式的明

顯分界，國家制度就建立在此劃分基礎上，以致出現「內政」

與「外交」政策、酮內與國外事務的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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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一國民主社會的建構，往往會牽涉到不同社會、經

濟與文化團體爲了社群本質及其本身在社群中的地位而產生

的激烈競爭。如果十九、二十世紀沒有爆發有關勞工階級、女

性主義與民權活動等激烈暴力鎮黠鬥爭，許多國家便無法產生

真正的普選權（參見 Potter et al., 1997) 。民族與民族認同感的建
構，也呈現同樣激烈的競爭，我們將在第七章回過頭來檢視建

立民族的文化政治與民族主義，但是這裡值得花一點時間探討
這些現象與現代國家形成過程間的複雜關係。國家所強調的是

制度結構面，民族則是一種跨越社會階級的共同體。就主觀標

準而言，無論這個群體事實上是否真的具有共同的文化、語言

與歷史傳統，只要他們相信彼此擁有共同的命運，便足以產生

一份民族間的認同感及休戚與共的政治命運 b 民族主義所描述

的不僅是個人對此認同感與共同體的情感忠誠，同時也意味由

特定領土內佔優勢的多數民族來建立國家的政治計畫。現代領

土主權國家的固定疆界內普遍涵蓋著不同種族丶文化與語言團

體，所產生的認同感與忠誠意識也十分混雜；這些實體（民族

與民族國家）之間也有不同且激烈競爭的關係，某些民族主義

可以在成功的建國計畫中發揮龐大支持與動員力量，如法蘭西

民族與法國的組合。有些民族與民族主義則抱持反對其他民族

建國計畫的立場，如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更有些以

反對多種族帝國的姿態出現，例如匈牙利民族主義對奧匈帝

國；也有部分主張反對外國殖民勢力，如印度民族主義。

儘管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十分多樣化，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亦經常模糊不定，然而十九、二十世紀的民主理論發展卻被認

爲與人民、公民身分、選舉機制、同意性質與民族國家國界之

間關係密切。不同政治社群的命運可能呈現相互競爭與相互糾

纏的情況，但是決定民族命運的最適場所，仍舊不脫以領土主

權爲基礎的政治社群本身。當代世界自由民主體制的主要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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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踐仍幾乎無法排除主權國家的制度與原理。更進一步而

言，現代民主理論與民主政治幾乎將選民與國家決策者劃上等

號。原則上，選民可以透過投票行爲約束決策者負起政治責 49

任；決策者則挾著選舉勝出的民意力量得以合法制訂或追求其

選民所偏好之法律或政策。

因此，現代民主國家體系的核心或深層結構，可能包含許

多顯著特徵：民族國家內的民主政治與各國間的非民主關係；

國家疆界內之政治責任與民主合法性的確立，以及國家疆界外

的國家利益追求（包括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承鄴國界以內的民

主權利與公民權利，卻反對國界以外的這些權利。但是隨著政

治全球化逐漸鼓勵全球政治活動的成長，這些劃分差異似乎不

再那麼明顯。

貳、全球政治的誕生

時至今日，幾乎所有民族國家都逐漸步入全球變遷與全球

流通的潮流趨勢中(Nierop, 1994, p. 171) 。跨國網絡與國際關係

的發展幾乎涵蓋人類所有的活動範圍，商品、資本、人員、知

識、通訊、武器以及犯罪、污染、流行事物、信仰等皆可超越

領土疆界而迅速傳播(McGrew, 1992) 。這不再是一個文明截然

分立的世界或單純由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而是根本上相互聯

繫的全球秩序體系·，以頻繁的交流型態及明顯的權力、層級結

構與不對稱型態爲主要特徵。

爲了探究全球變遷在過去與未來對國家與政治決策的影
響，我們有必要釐清某些概念，包括全球政治、全球治理、國
際制度組織與國家主權等。倘若這些概念未事先釐清，我們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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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理哮導致政治本質改變，特別是現代政治肚會本質改變的龐

大全球過程與結構，因為這些概念有助於具體闡明政治全球化

的諸多面向。

一、政治全球化

「全球政治」一詞可以有效地捕捉穿越時空的政治關係

所呈瑰之延展性；亦叩政治權力與政冶活動跨越了現代主權

國家疆界而不斷擴張。世界某一區域的政治決策與行動，可

以迅速地擴散而遍及世界各地。此外，一個地方的政冶行動

或決策，可以透過便利的通訊管道迅速連結至複雜的決策網

絡與政治互動體系。從這點看來，範圍的「延伸」往往深化

全球政治過程的衝擊，這種發展有別於古代與現代帝國的特
質，其「遠距離行動」亦對特定地區與政治計群的計會環境

50 與評知世界產生較強的影響。如此一來，全球層級的發展幾

乎在瞬間即產生地方性的影響，相反地，地方重大事件也可

能旋即引發全球效膺。

「全球政治」的概念挑戰國內／國際、對內／對外、領土

／非領士等傳統政治櫃念的劃分型態（參見 Walker, 1993) ，它同

昉強調全球秩序中構跨國家與社會的密集與複雜聯繫程度。雖

然政府與國家仍舊是國際社會中的強勢行為者，但卻必須與其

他機溝及粗織共同分享全球領域的管理。昔日國家的壟斯地位

開始受到大量政府誾組織(IGOs) 、國際組織、國際機構，與準

超國家性質的區域機制（如歐洲聯盟）的挑戰。非國家行為者或

跨國粗織團體（如多國籟企業、跨國壓力團體、跨國專業協會、

祉會運動等），均熱衷參與全球政治活動。許多次級國家行爲

者與國家壓力團體亦積極活躍於國際領域。有鑑於此，全球領

域可以被視為一個多元化的「混合行為者體系」，體系中的政

第—章 領土國家與全瑊政治

治權威與政冶行爲來源極度分散(Mansbach et al., 1976; Rosenau, 

1997) 。此一概念挑戰了傳統西發利亞式、以國家為基礎或是

現實主義的全球政治秩序特徵描述。

現今的全球政治，不再侷限於安全與軍事事務的傳統地緣

政治關切重點，而是將觸角延伸至多變的經濟、社會與生態問

題。污染、毒品、人權與恐怖主義都是跨國政策議題的關切焦

點，這些議題超越領土主權管轄範圍與既有全球政冶結盟領

域，必須透過國際合作方能有效解決這些共同議題。國防與安

全議題不再主導全球議題或一國政府的政治議題。全球治理的

概念有助於詳細闡述此一重大轉變。

全球治理不僅意味著建立正式制度與組織以制酊管理世

界秩序的法令與規範，如國家組織的建立、政府間的合作等，

也包括所有非正式組織與壓力團體，如多國範企業、跨國社會

運動與為數眾多的非政府組織，其目的無非是欲建立一跨國統

治與威權體系(Rosenau, 1997) 。很明顯地，聯合國、世界貿易

組織及大批政府活動皆屬於全球治理的核心溝成要素，但它們

卻不是唯一的構成要素。如果肚會運動、非政府組織、區域政

治協會等被排除於全球治理概念之外，全球治理型態與動力將

無法獲得適當理解。全球政治的假設前提是將廣泛的全球治理

概念視爲政冶生活群體變遷的必要因素。新型態政治組織機制

的數量成長反映出跨國聯繫之迅速擴張，以及多數國家希望藉

由新國際統治型態解決共同政策問題的一致渴望（參見 Luard,
1977; Krasner, 1983) 。除此之外，在推動國際政治生活的新責

任機制方面，也逐漸突顯出非政府組織舉足輕重的壓力影響。

為了掌握這個領域正在進行中的某些轉變，必須先對國際體制
的概念有所理解。

國際體制無論從模糊或明確原則的觀點，皆可定義爲「在 51

國際關係的特定議題領域中促使行為者期望趨於一致的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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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法則與決策程序」 (Krasner, 1983, p. 2) 。所謂體制並不只是

一種暫時或特別的協議；相反地，它們可以被視為國際體系中

的基本權力與經濟緒構及其所產生之特定結果間的「中介變

項」 (intervening variables) 。例如，市場體系無法有效管理財貨

與勞務的供給與分配，或餌法解決跨國施壓的問題時，可能為

國家與政冶行為者提供建立不同體制的誘因。體制可以提供一

套法律責任的架構，增進資訊取得的便利性、減低合作交易成

本，並提高其他「羆政府」關係的可預測程度（參見 Keohane,

1984a) 。國際體制主要在表達為了解決共同問題，而尋求新合

作與規範模式的必要性。

國際體制突顯出全球政冶制度化程度的提升(Young, 1989, 

p. 且），它們建構出有別於傳統政府概念的全球冶理型態，傳

統概念將政府視為擁有至高主權地位的政冶權力壟斷者。可想

而知，當代國際體系中沒有高於國家之上的單一政治權威，然

而儘管如此，圖際管理體制卻迅速發展，反映出全球與區域涉

入型態的強化，誠如楊格(Young)的描述：

以功能範圉 地理鑕域與成員的觀黠而言，國際體制

涵蓋的範圍廣」乏。從功能上來看，其範回是從狹隘的

北極螭協議到南極』｀丨、l 甚至外太空配置的廣泛閼切。所

涵蓋的地理範団可能是極度受限的體制領域，如北大

百泮海域中的海豹皮毛問題，或無空間限制的全球體

制，如國際航空運輸〔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或核子試驗的控制。就體制成

員數量的觀點而言，範圍從雨至三個成員的國際北太平

洋漁業公約(International North Pacific Fisheries Convention) 

下確立的遠洋漁業體制，到超過一百個成員的防止核武

第—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擴散體制。然而其正引起囑目的是國際體制的驚人數

量，遣些體制所規範的內涵並非專屬於某些區域的特殊

問題，而是貫穿國際社會的共同問題(Young, 1989, p. 11) 。

國際體制涵蓋廣泛的政治行為者，包括各國政府、政府部

門、與次級國家統冶權威（地方政府）等。當數個體制以政府誾

組織為其核心時，往往產生許多源於特定條約、集體政策問題

或跨國社群利益的相關協議。正因如此，歐洲國際安全體制的

建構即環繞在數個機制的複雜關係中，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 TO) 、歐洲聯盟(EU) 、西

歐聯盟(WEU: 一九四八年由九個西歐國家共同成立的集體防

衛組織）與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 溍亥組織包括歐洲所有國

家與美國、加拿大在內的五十五國集團，主要功能在確保歐洲

的政治穩定與軍事安全）等。相較之下，國際防止核武擴散體

制的核心並沒有正式的國際組織，取而代之地以國際條約結合

國際會議中的重要決策結果形成此一體制。這種模式與管理海

底資源免於破壞的海洋法體制有異曲同工之處。此外，國際體 52

制有許多截然不同的核心功能，某些只是單純從事監控活動，

大多數武器管制體制均屬此類功能，如歐洲的軍備裁減(CFE:

歐洲傳統武力條約） ；有些則採取會議方式對國際性質的財產

權利做出共同決策，如無線電頻率或衛星運行軌道的分配。儘

管在形式、功能與構成方式上有所差異，國際體制仍充分表達

一套治理體系，或者可能是當代世界秩序中一套「無政府的治

理」體系(Rosenau, 1992, p. 5) 。

值此之際，我們必須對有關全球政治、全球治理與國際體

制的討論更加謹慎看待。在處理這些概念所造成的衝擊影響
時，尤其著重於這些概念相對於國家和世界秩序的關係。此處

反應兩個導論中提過的重要議題。首先，個別民族國家主權地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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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遭受侵蝕的狀況，只發生在圉家主權地位被更高的權威或具

有獨立性、非領土1生、功能性等屬性的其他權威形式取而代之

時，這些權威形式靼斷了國家架構內的合法決策基礎。因爲誠

如稍早的陳述，國家主權意味著固定領土內的統治資格，同時

其在社群內部旳政治權威有權決定法律、條例與政策等結構，

並以之作為統冶依據。其次，在考慮全球化對民族國家所造成

的衝擊影響時，我們必須將主權與國家自主住這兩個概念加以

區分，國家自主性指的是國家獨立表達並實現政策目標旳能

力。因此，我們不禁要問：當國家自主性改變時，民族國家的

主權地位是否仍維持完整？或者現代國家在面臨政治全球化

時，實際上是否也同時面對主權地位的縮減？這個問題成為以

下許多章節論點的重要基礎，而我們也將在本書結論部分再回

到這個問題。其間必須強調的是有關政冶全球化的探討，不必

然歸結出現代民族國家即將凋謝，或現代國家主權根本上已經

受到侵蝕，或圖家自主'l生已急遽削減等結論。這些基本問題將

持續成為本書探討焦點，為了進一步探究這些問題，以下將回

溯到全球政冶旳起洞、制度化型態的變遷、以及國際、跨國與

全球層級的政冶決策基礎結構之發展。

二、國際化與跨國化：範圍、強度與制度化

一九九七年，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Group of Seven, G7 : 

七大工業國）的財政與勞工部會首長於倫敦齊聚一堂，此次會

晤的目的在討論失業率問題。此次七大丁業國所舉辦的「就業

高峰會」，最主要目的是在檢視如何協調各國的經濟策略，以

提升七國就業機會。此次高峰會在當時具有重要的象徵性，即

將失業問題納入西歐首要政治議題。的確，七大工業國的年度

高峰會逐漸將注意力焦點轉向過去被視為國內或福利領域的

第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議題上。事實上，這代表他們企圖管理或「治理」某些單一國 53 

家所無法掌控的政冶生活面向。這也意味經濟、生態與社會安

全問題逐漸吸引更多目光焦點，而不再侷限於傳統地緣政冶與

軍事安全議題。七大工業國高峰會突顯出某些時期的顯著情

勢：亦即當政府及其國民順應跨國交流與往來密切聯繫的世界

時，全球政治的「制度化」程度正逐漸提升。

此一制度化類型並不僅是二十世紀的現象。如稍早所強調

的，「治理」全球事務各類面向的國際機制從十九世紀中期開

始明顯增加（在這之前將「權力平衡」視為類似機制，參見第

二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類國際機制更呈現驚人的擴張。

隨著貿易、外國直接投資(FDI) 、金融商品、觀光旅遊、文化

聯繫、有害廢棄物與知識（將在之後各章闡述）等交流的實質成

長，國際合作形式亦隨之強化，以管理、規範、促進，甚至防

止這些急遽成長的趨勢與聯繫關係。這樣的觀點不欲將此類規

範單純視爲這些新潮流趨勢的產物或結果，因為我們有強烈的

理由相信它可能是重要的潛在促成因素（參見 Murphy, 1994) 。

進一步而言，我們認為社經全球化的歷史型態與政治全球化的

歷史型鸌間，存在明顯的關聯。

駰際機構與組織的發展導致世界政治決策結構的重大變

遷，新型態的多邊政治與跨國政治主要由政府、政府間組織、

各種跨國之壓力團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所組成。截至

一九O九年已經有三十七個政府間組織和一百七十六個國際

非政府組織，根據一九九六年的統計，政府間組織激增至兩百

六十個，國際非政府組織更高達五千四百七十二侗。圖 1. 1 

顯示這些國際組織規模的變化從一九四五年後便呈查線上升

趨勢；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從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間，

政府間生效的國際條約數量從六千三百五十一個倍增至一萬

四千零六十一個，隨著條約簽署而成立的政府間組織，也從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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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杜來源：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1996. 

圖 1.1 ：二十世紀國家、政府間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成長

百二十三個擴增至兩千三百零三個。

這種跡象顎示政冶決策的「國際化」過程在最近有突破性

的進展。這樣的發展伴隨著外交往來關係的成長並不令人意

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此一成長趨勢尤其突飛猛進：國與

國之間的平均外交往來頻率幾乎呈倍數成長，派駐他國的外交

使節團總數量則幾乎增加三倍（參見表 1. 3) ，然而外交闊係的

普及程度仍不甚平均。舉例而言，最近的數據顯示：駐外使節

數量在十個以下的國家有二十一國；介於十一至五十個的有七

十九國；介於五十一至一百個的有四十六國；介於一百零一至

一百五十涸的則有九國(Kidron and Segal, 1995, pp. 76-7) 。

這些數據透露出政府與跨圍政府的溝通與互動程度呈爆

炸性成長，意即聯繫一國部會官員與他國或非政府組織中對等

表 1. 3 :國家外交聯繫，一九五O年到一九九一年（其他國家
的數量至少有一位常駐使節）

1950 1960 1970 1980 1991 
國家藪量 81 90 134 159 167 
總外交使節藪 2140 3566 5388 7163 7762 
乎均外交使箇數 26 40 40 45 46 
各國外交使餌數

美國 70 80 115 136 150 
法國 70 75 117 133 142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a 69 99 125 135b 
英國 67 80 115 131 132 
日本 a 65 90 104 111 
瑞典 50 73 73 86 94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日本與一九五O年代尚未獲准建立外交關係。

b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淤一九九一年更名為德國。
資杜來源： Nierop, 1994, app. 2 

單位的政策網絡與溝通網絡逐漸形成，而電子通訊的發達對這

些政策網絡的廣泛規模，與日復一日高度活躍的基礎有推波助

瀾的貢獻。誠如克拉克(Clarke)對英國的觀察：「國內部門爲了

履行職責必須逐漸進入國際環境運作，每個月有將近兩百個來

自農業漁業食品部(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的

政府官員必須至布魯塞爾執行相關業務」 (Clarke, 1992, p. 96) 。

這也引發了大量的政策協調問題，如此一來國家似乎不再是世 55 

界舞台的唯一行爲者，而是在各種不同領域中扮演多重行為者

的角色。例如，一九八九年英國的衛生暨計會安全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同意世界衛生組織(WHO)憲章的環

境議題，無意間已經破壞環境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在歐

盟內反對更嚴格環保標準的談判立場(Clarke, 1992, p. 165) 。

傳統上外交部必須對所有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面向負

責，然而時至今日這些責任已逐漸分散於不同部會。這不僅導致

簽署國際協議的機闊形式與數量迅速累積，同時也促使國與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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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協議形式與數量的相對增加。在現代世界裡，許多部會首長

確實越來越難對國內事務的範疇做出央定；他們很難監控在不同

區域層級與國際層級上所制訌的協讚範圍；也發現實際」不可能

追蹤到封其政策領域鬬缸有實質意義的祈有不同國際會讓屯［某

種程度而言，這並不是一種新現象，例如一八七四年成立的萬國

郵政聯盟便是郵務管理的統一，此—協議的主要目的是監督政府

部門建立更有效率的郵伴傳遞制度。但是由於運作於國際與跨國

頜域的組織數量大幅成長，各國部會機關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也日

漸普及，整個國際決策與外交體系遠比過去更複雜而多樣化。

貢外交事務的各郃會成爲虹複雜體系中的一系列機構，甚至連外

交官員都被視為「外交政策的末端」 (Talbott, 199丁 p, 81) 。

如果針對這些廣泛的政府間與跨政府活動提出補充，呈現

在眼前旳景象無疑是極端肺烈且相互文疊的全歸、區域與多邊

治理網洛。戰後湧現的重大多邊會議包括七大工業嗣(G7) 、歐

盟(EU) 、國際貨幣基金(IMF)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東南

亞國協區域論壇(ARF) 、南鋯共同市場(MERCOSUR)等仃度高峰

會及其亻也創多官方或非官方尚峰會。透過這些例澄我們注音到

自十九伊紀中期後，每年都出現二至三個由政府間組織所贊助

的國際會讓，累積到今天的總會議數量已經接近四千個(Zacher,

1993) 從他們的空間範圍、涵蓋功能、管轄範圍、權丿」與政治

特點等觀點而言，這類型的會議與相關的政策網絡呈現高度不

均衡的發展（例如參見地圖 1. 3) 。然而，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制

度、措施與決策過程的國際化方面，卻出現相當清楚楚的發展

型態，各國政府已深陷於全球、區域與多邊治理體系的洪流中。

這種傾向可以進 步從國際規則與規章逐漸納入國家立

法與國家去律的過程得到例證。在將國際標準吶入或反映於國

家「辶去之比例的研究中，發現一些令人玩味的研究結果，那就
是透過有關國際法的直接與間接參考文獻檢視二十世紀英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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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57 圖、澳大利亞兩國的法規制度時，我們發現在本世紀以画家立

法反映或納入圍際法律標準的比例有明顯增加的趨勢，而此研

究暐結出以下結論：「兩圖立法過程中參酌國際規章制度的程

度令人印象深刻；並反駁國內法與國際法各自獨立的這種過度

簡化說法」 (Crawford, 1979b, p. 646 ；另睛參見 Alston and Chiam, 

1995) 。此外也有跡象顯示國內法院參考國際法原則的程度逐

漸提升，氘論是否牽涉到條約或其他國際法律文件的哮釋，國

內法院判決引起國際法爭議的數量，已經成為急待處理的迫切

問題，根據現有跡象顯示自一九七O年代初期後，這種爭議案

例有驟然增加的趨勢（參見 Crawford, 1979a) 。從這個角度來

看，國內法與國際法原則之間，不再存有嚴格的分際。

因此，現今的國際協定已經不再是特定國家或其外交部

門，可以恣意選擇履行或漠視的事物；因為在國際法層級上，

圉際協定不是一種選項。從政府部門、國內法院與立法機關逐

漸增加的活動中，即反映出國際法規制定（包括正式與非正式）

的政治活動、標準與關切焦點。

全球政冶與全球治理的制度化，並非亻局限於政府活動與國

家活動的國際化，隨著政府與國家活動的國際化，我們可以描

繪出隨之而來的經濟活動、公民社會與國家計群的跨國化。從

經濟到文化等所有社會活動領域的跨國關係與網絡，幾乎都呈

現明顯的制度化發展，亦即這些關係與活動正跨越國家領土韞

界而蓬勃發展。新跨國組織型態的出現，不但將全球各地人民

密切地組織起來，基於政治、文化、經濟、技術或社會目的，

也充分整合了跨越國界的所有資源、資訊與社會權力位址

(Lash and Urry, 1994) 。

在有關金融、生產全球化與多國籍企業的發展上，這種跨國

化趨勢最顯而易見（參見第四、五章）；例如，一九七三年，全球

兩百三十九家各國銀行共同建立世界銀行往來與金融交易標準

第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體系 (standardized world interbank and financial transactions, 

SWI門），創造普及世界的銀行快速往來溝通架構。一九八九年

世界銀行往來與金融交易標準體系，已擁有五十一個國家的一

干個成員(Ward, 1989, p. 263) 。除此之外，在其他許多領域也呈

現明顯的跨國化發展，在政治領域方面存在數量龐大的跨國壓

力團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包括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與

國際工會聯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CTU) 

等；文化領域方面包括世界伊斯蘭會議與各種不同的基督教社

團；社會領域方面諸如國際紅十字會、天主教海外發展基金

(Catholic Fund for Overseas Development, CAFOD)與牛津飢荒救

濟委員會(OXFAM)等為數可觀的國際組織；科學領域方面的專

門機構亦大幅增加，如國際營養科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Nutritional Sciences) 與國際政治學協會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擁有兩國以上成員的

非政府組織（包括公司與企業）在一九五O年代開始出現爆炸

性成長，跨鬬組織的總數量從一九五一年的八百二十三個激增

至一九九六年的五千四百七十二個（參見圖 1.1) 。

儘管這些圖表在許多方面可能不盡然精確（因為定義上與

資料蒐集上的問題），但它們卻突顯出全球大多數地區的肚

會、文化與政治購係有著跨越國界的制度化趨勢。大多數跨國 58

組織的運作旨在協調遠距離行動，組織橫跨國界與世界主要區

域的共同體利益（例如參見第八章有關環保團體的討論）；某些

跨國組織則代表特定的跨國計群，如天主教教會、有關生態方

面的社會運動或掃女運動；也有一些不是那麼善意的跨國組織

形式，如恐怖主義組織與犯罪組織。儘管走私交易與政治權威

當局間的衝突巳糾纏數世紀之久，近年有關毒品交易的跨國犯

罪組織（目前估計每年交易價值超過三千億美元）與分布廣泛

的組織化犯罪〔三合會(Triads) 、美國黑手黨(Cosa Nostra)等〕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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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長，已經成為全球政府與警方治安的重要關切目標（參見

第三章；賾lliams, 1994; Castells, 1998) 。

無論促成國家行動國際化與計會政冶關係跨國化的根本

原因為何，政冶決策與各種全球冶理面向逐漸加深的國際化程

度是毋庸置疑的，這意眛著全球政治網絡、政治決策與政治活

動等相關制度與基礎結構的明顯擴張。

三、全球政治斡旋：基礎結構發展與政治互動速度

眾多跨越國界的新傳播科技與媒介形式將國家、人民與組

織緊密連桔在一起。微電子技術、資訊科技與電腦的革命性變

革幾乎建立瞬間即時的全球聯繫，這些新變革結合電話、視

訊、有線電纜、衛星與噴射運輸等技術後，戲劇性地改變了政

冶往來的本質。新傳播型態讓個人與團體克服昔日可能妨礙彼

此接觸的垃理界線；創造出侗人或團體前所未有的機會去直接
參與其中的廣泛社會政治經歷（參見 Giddens, 1991, pp. 84-5) 。

「自然環境」、「社會形勢」與政冶活動（有別於前現代時期與

現代時期的政冶團體）之間的親密關係已經被破壞；新傳播系

統開創許多新經歷、新理解模式與直接接觸特定人民或議題的

新政冶參考架構(Meyrowitz, 1985, p. 7 ;另請參見第七章）。此

時搓觸這些新溝通模式的管道不甚平等，這也造成全球政冶

上，政冶納入與徘除的新型態。

新傳播體系的發展，導致某些地區特質與個體狀態經常因

區域與全球傳播網絡而重新展現或重新詮釋。但是，這些體系

的重要性絕不只如此，更重要的是這些新傳播體系是促進許多

政治變遷過程的重要手段；換言之，它們是促使遠距離政治組

59 織與政治權力的運作成爲可能的根本基礎，也是現代政治社群

與領土國家體系更普遍轉型的重要手段(Deibert, 1997) 。以國際

第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組織與跨國組織的擴張為例，國際規章規則與法律機制的延伸

完全仰賴新傳播體系所帶來的刺激，以作為推動組織目標的手

段（參見第二、四、七章）。

當代電信傳播重新建構了政治組織的本質與外觀，並透過

新的互動往來架構連結全球社群（參見第七章有關此一論點的

詳盡闡述）。然而，他們不僅有助於政治關係的空間延伸或政

冶社群的聯繫延伸，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政治互動速度的強化上

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重大事件、意外與災難的迅速報導可

能在區域或全球產生瞬間的即時效應。來自全球各地的成千上

萬人民見證了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天安門廣場事件，一九九一年

的俄羅斯克里姆林宮包圍事件，以及一九九五年綠色和平組織

成功挑戰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企圖沈沒一座巨型貯油槽與裝載

浮桶［布蘭特史帕爾鑽井平台（Brent Spar）〕的事件。電視攝影

鏡頭真實地記錄這些事件，因為他們可以直接接近並取得事件

發生的真相，儘管這些事件各自發生在不同地點，但透過傳播

技術可以在世界各地產生迅速而直接的衝擊，這些衝擊隨即形

塑了各國機關與公民社會複雜而迥異的回應基礎。

現代全球傳播網絡儘管尙未能遍及世界上的每一角落，但

至少幾乎可涵蓋每個國家。這種現象正如其他眾多全球網絡，

反映權力與特權的地理分佈特徵；無論是人對人或點對點，先

進資本主義國家世界所擁有的國際電話或傳真服務在很多地

方尙羆法達到普及。以墨西哥市西部的 Villes de Bravo 小鎮為

例，當地大多數人口仰賴社區電話服務，這種電話服務型態即

使在該國其他地區亦極罕見，使用權利與機會的不均衡狀態在

全球電信傳播網絡中仍隨時可見。

有趣的是，全球網絡本身是跨圍化活動中最被高度規範的
部分之一，它是由國際電信通訊體制所管理，包括國際電信聯

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由無線通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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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I Box 1.2 :區域政府閤的電信通訊組織

亞太電佶社區(APT) ：一九七九年成立於曼谷，擁有二十六個會

員國。

泛非電信糰盟(PATU) ：成立於一九七七年，旨在協調非洲的電

亻言發展。

阿拉伯電信道訊當設委員會(Arab Telecommunications Permanent 
Committee) ：在阿拉伯語系世界中，由阿拉伯聯盟集團內各國通

訊部長組成。

歐洲郵攻及電佶懵理會議(CEPT) ：最初為西歐郵政電報電話

(West European PTTs)諮詢銀織；近來亦允許東歐成員國加入，由
於此區許多國家發生結構性改革，歐洲郵政及電信管理會議逐漸

發展出各種相關規範機構。

美洲通佶委員會(CITEL) :隸屬於美洲國家組織的分支機構；除

了古巴以外，本區所有國家皆屬於該委員耷／成員。

區城遁訊槁會(RCC) ：總部設於其斯科，集合獨立國協各國郵政

與電信通訊部長級會議。

漬料來源：擷取自國際電信聯合會(ITU, 1994b, p. 93, Box 5.9) 

部門、世界無線電通訊會議與國際衛星組織所組成）與各式各

樣的區域組織（參見 Box 1. 2) 。這些組織提供促進世界電話、
電報、無線電與衛星通訊體系能整合運作的國際協調機制。每

撥一次國際電話或寄發一封國際傳真時，不僅仰賴全球通訊基

礎建設的軟硬體技術，也間接依賴國際電信通訊體制內相關規

範法則的有效應用。

自從一八六五年國際電信聯合會成立後，國際傳播通訊便

逐漸成爲得以強化歐洲整合與進行全球控制的主因。在電報革

命的早期階段，歐洲各國政府爲能審慎維護其國家主權的完整

性，並保護國家軍事安全與商業安全，因此在其電報出入口的

保護上嚴格把關。建立雙邊基礎的電報往來通行權利之複雜

性，甚至造成國際聯繫網絡的重重阻礙，因爲電報的發送過程

必須在國內先行譯解密碼，通過徽收關稅的海關崗哨後，才能

將電報內容正確地送交海關崗哨另一端的電報辦公室(Cowhey,

1990) 。由於一八六五年國際電信聯合會的建立，國際協調與

合作大幅促進各種國際電信與通訊的流通，「而這種快速傳播

的效果全拜國際電報體制之賜，因爲它要求體制成員接受所有

國際訊息，將不同國家體系的電信纜線連結成單一網絡」

(Murphy, 1994, pp. 86-7) 。此一傳播通訊體系的運作效果，在世

紀轉折點上，將原本侷限於歐洲的國際電信傳播通訊體系擴展

至全球範疇。

二十世紀末葉，有效維繫全球傳播通訊網絡的問題，漸趨

複雜且流於高度政治化。因爲全球市場所提供的通訊服務量日

趨龐大，使維持國際傳播通訊網絡的風險提高，根據一九九七

年的估計，每年全球通訊服務市場粗估有六千億美元的價值。

這對於國家主權與自主性的意義亦不容小覷，不同於早年電報

時期的是，沒有一個國家能有效監管或控制電子郵件、影像、

資料、廣播等超越國界的跨國行爲。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

子，莫過於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參見第七章）。

電信通訊活動的龐大規模令人印象深刻：一九八O年德國

打出兩千四百億通國際電話，在一九八八年時此數據暴增至六

千零三億五千兩百萬通；泰國與中國大陸所撥打的國際電話數

量也分別從八億七千三百萬通增加到與一百二十六億四千六百

萬通，與從十億七千五百萬通增加到四百五十億零三千萬通

(Zacher, 1993 ；另請參見第七章）。從一九九0年至一九九六年的

六年間，單是電話線數量便從五億兩千萬成長至七億一千八百 61

萬，最大的成長貢獻來自亞洲（根據國際電信聯合會估計，

Hnanc.函 Times, 17 Mar. 1998, p. 1) 。此外，隨著世界廣播電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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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與衛星軌道的日益密集，開發沒有不當干擾的可用頻率與衛

星軌道位置的國際權利分配上，國際電信通訊體制扮演的角色

愈顯吃重。若缺少這些國際規範活動，整個全球通訊系統將逐

漸分裂且效率逐漸降低。即使如日本、美國與英國這些有能力

選擇退出一切制度面向的國家，皆未採取如此手段，因爲在這

樣一個重大商業範圍裡，沒有人願意錯過國際協調的整體利益。

國際電信通訊體制在政冶意義上的重要性，是因爲它反

映了國家均衡狀態改變與全球政冶上的共同權力。直到一九七

0年代，此一制度的運作才出現少許爭議。然而，由於全球金

融服務革命以及英美兩國解除電信通訊事業的管制，國際電信

通訊體制問始呈瑰高度政冶化。包括網絡旳標準化、全球共同

議題（廣播頻率與衛星軌道位置）的集體決策、共同提供服務與

多邊協商等全球通訊體制的基本規範都能維持運作，且大部分

的制度規則與決策機制亦能正常運作。之祈以有這樣的結果，

是因為我們必須確保所有區家都能維持使用此體系的最低限

度，特別是以衛星為基礎的通訊絕不可能成為完全由市場所驅

策的制度。在某些意義上看來，此一體制在其國際決策上確實

納入全球本等的要素溍周節各國利用全球通訊體系的程度便成

為體制內最明顯的政冶活動，這也導致「第三世界」國家對其

國內傳播通訊事業的獨佔地位享有較大的優勢，但是大多數決

策的制訂仍基於彼此的共識基礎。

然而，隨著先進國家經濟體陸續解除通訊部門管制，及多

國籍企業跨國聯盟的出現，催促一個更自由化的國際電信通訊

體制。仰賴廉價通訊的跨國金融與銀行體系，也是成就圍際通

訊市場自由化的驅動因素之一，有關全球通訊市場其決策平等

性的基本規範逐漸消弱，市場自由化的壓力更是如潮水般接踵

而至。這些壓力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內有關國際貿易自由化

的相關協議上有淋漓盡致的表現，基本通訊服務自由化的協議

第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在一九九八年元月五日正式生效。然而，即使是美國這個解除

全球貿易管制的最堅定擁護者，爲了避免整體規範秩序的瓦

解，其所準備接受的原則是「規劃一個固定的衛星服務系統，

允許每個國家擁有自己的軌道定位」 (Vogler, 1992, p. 13) 。

相對較小型的政府聯盟與大型國家集團間的交互作用，有

效地形塑了嗣際電信通訊體制內的政治活動。小型政府聯盟之

共同利益與技術專家催促著更高度的自由化，而大型國家集團

雖然積極利用各自的國家通訊壟斷權與技術專家，以企圖限制

進一步的自由化，但這些企圖卻不見得能構成自由化的阻礙。

結果是國際與跨國政治勢力間產生複雜互動，其中政治結果由

體制本身的制度功能所解決。

當代電信通訊體制的本質說明了厥內與國際領域的高度

互動，而且它也針對全球政冶的概念提出補充，認為政治空間 62 

無法再簡單地視為與領土國家界線一致：政冶活動與統治行爲
將超越國家疆界範圍，因此沒有簡單的內部與外部或國內與國

外的二元性劃分。從這層意義上看來，電信通訊體制代表一種

跨越國家領土界線的功能性政冶空間型式，呈現某種非領土邏

輯，而且是基於跨國的共同利害關係而衍生之政治一體感，其

共同之處在於將成員定位設定為國際電信通訊服務的供應

者、消費者與管理者。從這個角度來看，全球電信通訊基礎建

設處理了西發利亞式的國家秩序型態，對於政治利益、政治結

構與政治結果有一番新詮釋。

參、多層級治理與政治權威分散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逐漸讓世人體認到，如果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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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最極端的暴力形式是不合法的，則國際治理便無法再仰賴

權力平衡法則來運作，兩次世界大戰也讓世人意識到國家之間

的往來聯繫程度與互頼關係日益密切，如此一來，西發利亞國

際規範概念中的特定淵源、範圍與主體，特別是國際法的概念

將逐漸面臨挑戰（參見 Bull, 1977, ch. 6) 。以下內容將針對過去

所發生的某些主要法律變遷做一簡要描述，有助於瞭解全球政

治的根本變化。

首先是來自國際法原則的挑戰。誠如奧本海(Oppenheim)

對這項挑戰的描述：「國際法是國與國之間唯一且排他的法律

約束」（參見 Oppenheim, 1985, ch. 1) 。承認個人與團體為國際法

主體的基礎，主要經過下列革命性的協定而確立，包括紐倫堡

與東京戰犯法庭審判條例(1945) 、世界人權宣言(1948) 、公民權

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 、歐洲人權公約(1950)等。

第二項挑戰的見解主要是關於國際法之政治與地緣政治
事務概念的原則。根據此一新概念，國際法開始逐漸關切經
濟、社會、傳播通訊與環境問題的協調與管制。由於世界政治

舞台上的各積機構與行為者在數量上的實質擴張，如聯合國本

身、世界銀行、國際電信聯合會、糧食農業組織、世界衛生組

織等，因而成為國際法範圍擴張的龐大壓力。隨著這些發展，

開始有些看法認爲，國際法影響範圍的變化對於國家自由並未

造成重大影響，對於全球體系中有影響能力之企業與壓力團體

的整體福利反而影響較大（參照 Roling, 1960; Friedmann, 1964; 

Cassese, 1986, esp. chs. 7-9) 。

第三，過去認為羆論其為明示或默示性的同意，各國的同

意共識是國際法的唯一真正淵源，但是這樣的法律觀點卻逐漸

63 引起質疑。在現今全球體系中，國際法的許多淵源已經取得普

遍評同，這些淵源包括經國家承懿的國際條約或公約等傳統來

源；國際社會上普遍接受的國際習慣或慣例；「文明國家」所

第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冶

承認的基本法律原則等。然而，隨著現代這些國際法淵源已被
視為「國際社會意志」的表現，在某些清況下可以視其爲具有
「法律地位」或可以成為「國際法律義務之基礎」（參照 Bull,

1977, pp. l47-58; Jenks, 1963, ch. 5, Falk, 197O, ch. 5) 。此一概念
意味著已打破每個國家在訂定國際規則與國家責任的歸屬上
必須提出其同意意志的原則。此外，政府之間或跨國活動中所
同意或附帶的各種正式與非正式標準與規則，拼湊成一套鉅細
靡遺的規範機制，因此對組織結果產生長遠影響（例如參見本
章第二節之主題二與第三節之主題二）。

一、聯合國體系

雖然西發利亞的國際法模式到了現代才招致許多批評，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的國際規範模式才被廣泛倡導
與接受此一新國際規範模式的倡導風潮在聯合國憲章採行時
達到高峰。聯合國憲章所涵蓋的原則引發有關國際法形式與本
質的根本問唷辶這些問題直指各國國內法津體系與廣泛的國際
社會法律體系明顯分立的可能性。這些變遷的主要核心在於兩
種不同權利主張之間的衝突：一部分主張以主權國家的利益為
考量，一部分則主張以世界事務的秩序原則爲出發點。在新的
規範體系中，每涸國家在由全體會員國組成的聯合國大會中享
有平等的投票權，透過公開與集體決議原則共同管理世界事
務，同時會員國必需嚴格遵守聯合國憲章與大批人權公約。然
而，國家投票權平等的機制並未解決原本就巳存在的衝突，這
種發展容易使人們誤以為聯合國憲章模式的時代已經完全取
代了西發利亞模式的國際冶理邏輯。
透過憲章與相關文件投射出來的國際規範影像是「國家仍

舊謹慎維護『主權』地位」，但卻與下列三項原則產生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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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3 :聯台國憲章聵式

1 由主權國家組成，彼此以密集的閼係網絡相互聨繫，個人與圍

體被柷為國際關係中的合法行為者（雖然所扮演角色有限）。

2 受到殖民強權、種族主義政權或外國佔領勢力壓制的民族檻利

獲得承認，各民族對於自己的未來與利害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民族自決原則正式合法化。

3 某些促使國家主權原則出現問題的標準與價值逐漸被接受，因

此，某些對國際法原則的重大破壞，在理論上不被視為合法。匿

家訴諸武力的權利受到限制，其中世苞括未經授權運用經濟勢

力。

4 在國際事務領域上，陸續產生許多有助於法律制定與法律執行

的新規則、程庁與制度設計。

5 広律原肛隈定了所有國際社會成員的行為範疇與形式，同峙才是

供一套架構國際規則的引導指標。

6 表達對個人權力的重要關切並在國家事務的處理上，許多國

際規則企圖約束各國遵行某些標準，包括對待國民的万式。
7 維護和平、提倡人樞建立更廣泛的社會正義是全體國際社會

的優先目標，公共事務苞括整個國際社會事務。針對某些特定

價值如和乎、禁止種族屠殺蟀，現在的國際法規原則上也對

國家政府官員的個人責任與區家祀罪行為的界定有相閼規定。

8 承認民族與國家之間徹底不乎等的現象，同時建立許多新規則

（包括「人類共同遺產」＊的概念）以妥菩管理有關領土、資産

與夭然資派的開發、利用與分配。

＊於一九六0年代首次提出「人纇共同遺產」的概念，旨在排除

任何國家或私人佔有某些資源的權利，王張遣些資源的開發應

以全體人類利益為考量，同時必須閼汪相間的環瑾保護問題。

資料來源：擷取自 Held, 1995, p. 86；摘錄自 Cassese, 1986, pp. 398-400 

字塔閼係」般的緊密連結：嚴格限制訴諸武力或武力威脅行

為；應透過和平手段或依據國際法原則解決爭端；各國必須遵

循某種標準來對待領土內的居民，包括其本國公民(Cassese,

,^ 
弟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1991, p. 256) 。當然，憲章條款對各國的限制約束力如何又是

另一個重要議題，在處理此議題之前，我們將聯合國憲章規範
模式的基本要素簡要摘錄於 Box 1. 3 。

聯合國組織與程序的設計，有一部分目的是為了避免國際

聯盟時期的明顯缺失(Zimmern, 1935; Osiander, 1994, ch. 5) ，另
一方面則考慮到一九四五年的國際權力結構。列強基於不同的

地緣政治利益將全球政治瓜分包含在憲章體系內，最明顯的例
證莫過於聯合厰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享有的特別否決權，這種
特權所賦予的政治重要性，對主要強國的權威與合法性而言無
疑是如虎添翼；雖然他們原則上不得使用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武
力侵犯，但其在單邊行動事件中卻能受否決權的保護而免於國
際譴責或制裁。正因如此，聯合國在美蘇陣營冷戰期間，針對
許多迫切職嘎幾乎無法有效動員(Falk, 1975a, pp. 169-96, 1975b, 

PP, 69-72; Cassese, 1986, pp. 142-3, 200-1, 213-14, 246-50) 。此外，

憲章第五十一條明訂基於自衛之必要可發動單邊軍事行動，但
是對於「自衛」的用詞卻缺乏清楚界定。因此在某些方面，憲
章架構意昧著國與國體系的延伸。

然而，聯合圍憲章體系在許多方面也出現明顯的革新與重
要影響，至少它提供一個慎重審議的國際討論場所，原則上，
所有國家在某些方面是完全平等的。這個國際討輪場所對許多 65
開發中國家及許多國際問題解決方案的共識有特殊價值。憲章
體系不僅提供一套掃除殖民主義與追求國際制度改革的正式
架構，同時有助於發展一個管理「國際公共財」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供應的複雜體系，亦即從國際空中交通控管、電

信通訊與郵政組織（包括早期國際組織體系所建立的相關制
度），到傳染疫病的掌控、難民與天災受害者的人道救濟、共
同環境的保護等複雜議題均包含於其中（尤其是臭氧層與氣候
變遷問題）（參見 Imber, 1997 ;另請參見本書第二章與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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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I . Box 1.4 :聯台國組織声專門臍購

聯合國組織：

一九四五年後由聯合國大會陸續創立，道些組織由聯合國本身的

预算所資助，其財原主要來自所有會員國共同分擔支什金與額外

的自發性籌款金。它們主要負責執行聯合國的吐會與經濟功能。

聯合國專門機構：

根據聯合國憲章依法獨立的組鏃。很多紐織在聯合國成立前便

已存在，有各自的成員國丶預算與計劃。名義上道些專門機構

與聯合圓的噝繫是透過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協調功能維繫 並非

其附屬機構。經社理事會設有由各專門機構行政首臘糾成的「協

調行政委員會」，負責協商所有相閼事務。

縮寫 名稱 成立 總部

ITU 國際電信聯合會 1865 日內瓦

WMO 世界氣象組織 1873 日內瓦

UPU 萬國郵政聯盟 1874 伯恩

ILO 國際勞工組織 1919 日內瓦

ICAO 國際民航組織 1944 蒙特婁

IMF 國際貨幣基金 1944 華盛頓

IBRD 篋際復興發展銀行 1944 華盛頓

FAO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1945 羅馬

UNESCO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1945 巴黎

WHO 世界衛生組織 1946 日內瓦

IMCO 國際海事組織 1948 倫敦

GATT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1948 日內瓦

(WTO) （即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

IFC 國際金融公司 1956 華盛頓

IAEA 國際原子能總署 1957 維也納

IDA 國際開發總署 1960 華盛頓

UNIDO 聯合國工業發展粗織 1967 維也納

資料來源： Imber. 1997, pp. 206-7 

第—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所有的這些「公共財」乃需要國際合作才能有效實現並獲得保

護國際合作的要求有助於產生廣泛的全球治理體系（參見 Box

1.4) ，儘管這個體系可能隨著時間而逐漸分裂，並臣服於強大

的政治衝突與金融壓力之下（參見 Childers, 1993) 。

儘管聯合國架構本身有許多限制，但對於傳統地緣政治活

動仍能提供一套替代性的全球治理原則憧憬，這些原則主要以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誾的集體決策爲基礎，而全球環境則瀰漫著

一股超國家的擁護人權聲浪。的確，以邏輯上的極端發展而

論，此一憧憬嚴重挑戰了人類可以或應該組成主權國家社會的

原則，這樣的發展需要進一步考量（參見第二章與結論部分）。

二、人權體制

國際法的演變將個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置於新法律規範

體制下，國際法同時承認權力與限制、權利與義務的相對性，

這在許多重要面向均符合國家主權原則；主權本身不再是國際

合法性的明確保證。透過某些法律文件確立這樣的觀點：即合

法國家必須是一個擁有特定共同價值的民主國家(Crawford,

1994) 。這方面最重要的發展包括人權法與人權體制。

阿根廷人權運動者米格農(Emilio Mignone)主張「人類尊嚴

的捍衛並無國界之分」（引述自 Brysk, 1993, p. 281) ，此一描述
精確捕捉了國際人權體制的重要精神，也確立推動全球人權體
制的政治與法律架構。它同時強調全球人權共識與世界主權國
家政冶組織之間可能存在的潛在衝突。「將民族國家視為一個
有界線的政治空間，而政府權威得以其意欲方式對待本國國
民」，這樣的概念遭到米格農等人權行動上義者的強力反駁。
主權地位不只牽涉到限定領土範圍內統｛台政治社群的最高權
力，同時也是國家抵抗外部機構干涉內政事務的權利主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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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國際人權的特殊存在往往被許多政府視為一種未經授權而

67 侵犯國家內政的行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時期，

絕大多數國家均支持或默許廣泛國際人權制度的發展。

當代人權體制由各種重疊的全球、區域與國家組織機構及

公約所組成。在全球層級上，人權概念在園際人權法案的簽署

中確立，該法案主要由一九四八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和幾

個於一九六O 、七O年代納入公民權利、政冶權利與經濟權利

的公約共同組成。這些與國際人權相關的發展在一九八O年代

通過「消除婦女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與「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和ghts of the Child)後更趨完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UNCHR)

負責監管國際人權問題，並且將持續違反人權的情況提報聯合

國安理會。除此之外，勞工權利領域則由國際勞工組織(ILO)

負責監督管理。

在大多數世界區域內也都存在相同性質的法律結構與機

制，以歐洲為例，歐洲人權委員會、歐洲人權法院與歐洲安全

暨合作組纖(OSCE)負責人權議題的監督與人權弊端的審判；非

洲地區的班竹憲章(Ban」ul Charter) ;美洲地區美洲國家組織

(OAS)的美川人權委員會都具備類似的功能。然而在國際人懽

的推動上，或許像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聯盟與國際法律人協會

等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重要性更不容忽視。

從一九七O年代開始，「與人權有關的非政府組織，在數

量及其活動程度上同時呈現戲劇化的成長」 (Donnelly, 1993, p. 

14) ，目前美國國內有關人權議題的非政府組織超過兩百個以

上，英國與歐洲地區也有相近的數量，這類組織在開發中國家

的數量亦急遽擴張。這些非政府組織的重要性不只是監督或公

布人權弊端，它們也針對特定的目標展開活動，發展出全球人

權組織網絡。由於其可以跨國運作，因此可以越過政府，建立

第一章 領土圈家與全球政治

蓬勃發展的全球或區域活動網絡。實際上，這些關於人權的非

政府組織呈現一種不同的跨國計會運動類型，就這類組織對個

人權利的擁護，或是它們主張保護公民計會自主性免受國家支

配的觀點而言，這種社會運動型態在許多國家被視為激進主義

的表現。

目前聯合國主要人權公約在一百九十個國家中已經得到

一百四十個國家的批准，預計還有更多國家會陸續批准通過。

似乎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願意在本國法律程序與內政措施中接

受國際人權公約要求的保護、警戒與約束等普遍義務(Beetham,

1998) 。儘管這些承諾幾乎沒有強制權力，但是新國際人權體

制（正式或非正式）所產生的大批團體、運動、機構與法學家巴

開始重新塑造國家政冶本質、國家主權與國家責任機制。

然而，如果因此就簡單地推斷全球人權體制是遏止破壞人

權的強勢力量，那就是大錯特錯了；即使是一九七O年代晚期

與一九八O年代初期（參見 Box 1. 5)' 制裁阿根廷獨裁政權的

國際行動亦未導致該國人權弊病的終止。而且，甚至如聯合國

人權委員會等圜際人權組織的正式機構也缺乏強制性權力來

捍衛人權。此外，由於國家仍舊堅持主權豁免權的主張，因此

類似的人權問題除了在圖際公開討論場合公布的王要案例，或

者鼓吹雙邊與多邊行動以外，並無其他有效方法。但是在審議

國家的合法權威概念時，不應低估人權體制的政冶與法律重要

性。就這點看來，「歐洲人權及基本自由保障公約」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1950)相對於世界人權宣言與後來聯合國的相關權利

公約，格外值得注意。歐洲人權公約在序言中明訂「將採取首

要步驟，以便集體施行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的某些權利」。歐

洲的主動精神迄今仍是最激進的法律革新創舉：一股對抗國家
歷史潮流的革命性舉措，允許公民個人主動對政府提出訴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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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5 ：有鷓A臞方面的跨國奮鬥

以下案例可以驗證全球非政府組織在人權議題領域扮演的重

要角色，所關切的焦動在一九七六年阿根廷軍事政變後的－

九七O年代末期與一九八O年代初期景況。

－九七七年美國國務卿范錫(Cyrus Vance)訪問阿根廷期間，

交給軍事執政團縷統一份未經解釋的「政冶失蹤人口」名單

名單中包括七千五百個政治失蹤案例。這份名單最初由阿根

廷人權活動份子所提出，隨後轉交至總部位於華藍頓的非政

府呾纊（這分資料據估計只有近八年獨裁政權期間政冶失蹤

人數的四分之一）。透過國際人權組纖機制與全球人權非政府

組峨帛絡的動員 阿根廷的激進主義份子使世界媒體與全球

頫汪焦點對準蔻國人權纪錄。國際壓力透過跨國網絡密集動

員，引發聨合國人權委員會、美」'、|國家組蛾與各固政府在全

球與區域的強烈政冶動作（參見 Fisher, 1989)。阿根廷最著名的

人權圉體「失蹤者之丹」 (Las Madres de Plaza de Mayo) 

於一九七八年訪問美囿、加拿大與歐」州……一九七

八年成為夭王教會普艾布羅(Pueblo)會議 美」州國家

組纖與聨合國的代表圍圍員 同年於美國國會做

遶。一九八C)年獲得諾貝爾獎三項提名。當他們行

徑歐」州時 ……被西班牙境理、法國繻続與羅馬教

皇待為上賓(Brysk, 1993, p, 265) 。

隨後這些后重加里點集中於來自美國與歐』＇I、|各國政府對阿根廷

政府所施力n 的雙邊與多邊壓力 包括中斷援助、受到聨合國

與美洲國家縊紙的「檢直」 (inspections) 以及其他各種制裁。

來自各方的外部援助包括基金、世界教會理事會、國際特赦

組織丶挪威國會、荷蘭教會、美國、法园、瑞典、丹麥、瑞

士等國政府以及聯合國的罄援，讓阿枝廷國內的公民自由與

人權運動在整個軍事獨裁期間仍得以積極運作。因此，「國際

人權制度可以說是阿根廷人懽運動的親密夥伴兼活動場所」
(Brysk, 1993, p. 266) 。換言之，在某些意義上，國際人権制度

意味國家政治空間的擴展，也是爭取公民權利提升的新領域。

第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冶

序。在此架構之下，國家無法再隨心所欲地以自認為適當的方

式對待本國公民(Capotorti, 1983, p. 977) 。

因此，在區域法與國際法上開始出現某種漸進改變，背卣離

了堅持捍衛國家主權而不問其對個人、團體與組織造成之後果

的原則，儘管改變的幅度與速度並不平均。對個體自主性與廣

泛人權範圍的尊重，產生一套政治事務的新指導原則，它可以

限定與削減有效的國家權力。這些發展一方面象徵著主張以國

家體系利益為基礎的重要性，已經產生變化；另一方面，對主

張世界秩序重組者而言，國家主權不再亨有最高支配權。

就這方面而言，更進一步的顯著範例是當代國際法已逐漸 69 

確立以下的觀念，即國際社會中的合法國家必須是擁護特定共

同民主價值的國家（參見 Crawford and Marks, 1998) 。例如，「世

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一條主張民王原則與列舉權利作為「所有

國家與人民必須達成的共同標準」（參見 UN, 1988, pp. 2, 5) 。然

而，「民主」一詞本身並未出現在宣言中，形容詞形式之「民

主的」一詞在世界人權宣言中也僅重複過一次（第二十九條）。

聯合國於一九六六年通過，一九七六年正式生效的「公民權利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其中第二十五條也提及此一原則，將許

多不同的權利協定與公約納入具有約束力的條約規範（參見

UN, 1988, p. 28) 。公約第二十五條規定如下：

l．所有圍民都應享有下列權利與機會，不受……不合理的

限制：

(1)直接或透過經自由選舉所產生之代表來參與公共事

務管理。

(2)在真正的定期選舉中選舉或被選舉，追種選舉應符

合普遍與平等原則，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以保

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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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選舉人意志得以自由表達。

(3)在普遍的平等條件下，參與本國公務。

美洲人權公約與其他區域公約對於「世界人權宣言」第二

十一條與「公民權利與政冶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都有清

楚的回應，而「歐洲人權公約」也最明確地將民主與國家合法

性結合在一起。歐洲會議章程中也呈現相同的精神，甚至將民

主承諾明訂為成員身分的先決條件。雖然這種承諾經常是脆弱

不堪的，但卻意味著國際法上合法政治權力概念出現了新途徑

的開端；換言之，他們確立了國際法上的新概念：合法的政治

權力一方面必須是一種對其政冶肚會成員負責的政治權力形

式，另一方面也必須扮演基本人權的推動角色。

承詔必須支持少數團體或該團體所屬成員的權利，對國家

主權的合法效力亦構成重大挑戰（參見 Crawford and Marks, 

1998) 。從一九八九年以來對有關種族衝突的關切，引發國際

社會迫切地意識到特殊少數種族必須被保護。在一九九二年的

聯合國大會通過個人隸屬民族、族群、宗教、或語言少數族群

70 權利宣言，宣告各國「應保護少數族群的存在及其民族、文化、

宗教及語言的一致性」，此項少數族群成員的權利聲明「確保

他們能有效參與文化、宗教、祗會與公共生活」。儘管此項聲

明尙未具備法律上的約束力，但普遍看法均認為此項聲明確立
國際法未來的發展軌跡。在其他背景下，喚起少數族群權利

保護的刺激動力特別值得注意，在歐洲會議內部，區域暨少數

語言憲章與國家少數民族保護組織公約中，都可見到相關的少

數權利保護規範，歐洲安全合作組織更通過一系列的制度以申

明少數權利，並成立少數民族高級委員會辦公室，在出現「涉

及少數民族議題的緊張局面」時，可提出「初期警告」與「先

期行動」 (Crawford and Marks, 1998, pp. 76-7) 。

,' 弟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這些發展都是國際法體系從以國家為核心的西發利亞秩

序，轉變成限制國家主權的新趨勢之重要徵兆。就傳統國際法

觀點而言，基於防止重大人權迫害的立場而對國家進行人道干

涉是不被接受的，因為這種行爲被視為違反國家主權原則，然

而此種觀點在新國際法體系中已逐漸受到侵蝕。最明顯的案例

是聯合國在伊拉克、索馬利亞與波士尼亞發起的干涉行動，以

聯合國安理會第六百八十八號決議案(5 April 1991)為例，該決

議案合法化在伊拉克境內建立庫德族安全避難所的概念，「這

在某種程度上無疑是開創了另一番新局面，其中牽涉到安理會

採取反對國家不當對待人民的特殊立場」 (Greenwood, 1993, p. 

36) 。有鑑於此，國家主權優於人道需求的傳統觀點有必要重

新考慮；當然，重新考量此觀點所造成的衝擊可能在全球產生

莫衷一是的影響。然而，我們卻可以合理地主張「當代國內人

權問題的處理已經處於國際法架構的監督下，這並不是為干涉

行動提供普遍藉口……而是將所有國際社會成員其國內政權

之合法性訴諸於國際評價」 (Vincent, 1986, p. 152) 。誠如克勞佛

與馬爾克斯(Crawfold and Marks)的描述，我們可以合理地主張

「隨著規範範圍的擴大、相關法令文件的增加與制度化程度的

提升，國際法確實為全球化現象提供了最佳例證」(Crawfold and 

Marks, 1998, p. 82) 。

三、從國際法原則到世界法原則

無論是世界法·、全球法或全球人類法，都意味著法律領域

類型已經不同於國內法，以及單一國家與他國基於地緣政治上

互利原則而制定的法律原則（參見 Held, 1995, ch. 10) ，儘管此處

世界法所指的重要法律要素仍是由國家所締造。這些法律要素

不僅產生權力與限制、權利與義務，也同時超越了民族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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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I . Box 1.6 :鄲爭法煩

戰爭法規的主要文件及其主要適用乾圍包括: (1)一八五六年

的巴黎直言．關於海上戰爭的限制，廢除武裝民船並具體明

訂海上封鎮行為必須受到法律的有效約束，（2）一八六四年的

日內瓦公約（一九O六年修改） 改善傷病人員的人道待遇

(3)一八九九年的海牙公約 備纂許多關於陸戰行為的相關規

範 (4)一九O七年第二次海牙公約．修討一八九九年的海牙

公約，主要關切重點包括交戰國、中立國與中立人民的權利

義務；公佈諸如達姆彈、有莓氣體與利用氫氣球投摶砲彈等

新式武器的管理規則，（5）一九二九年的日內瓦公約 改善戰

俘與傷病人員的合理恃遇，（6）一九三六年的倫敦議定書·有

關潛水艇作戰方式的規亁，如不得以潛水艇攻擊商船 (7)一

九四九年的日內瓦公約 更新有關戰俘、傷病人員待遇與戰

時保護乎民的規定。除了這些主要公約及其他少數公幻與區

域協定外，當代世界中的交戳囿也必須受到國際習慣法與「人

道法」的幻束 「人道法」的概念禁止未經授權的殘暴行為或

其他國際慣例與條約法未包括之損害公共道德的行為。

資料來源： Plano and Olton, 1988, p. 193 

權利主張而引發意義深遠的國內結果。世界法的要素定義也企

圖捍衛基本的人道主義價值，但是這些價值卻可能與某些國內

法原則產生衝突或矛盾；原則上，這些價值樹立了政府與國家

代表等任何政治代理人，都無法踰越的基本標準或界線。

在前面幾節中，我們已經探討過人權體制與人權法令正逐

漸侵蝕傳統國家主權概念，不再將之視為政治社群內部關係與

對外關係體制的適當原則。由於這兩個觀念都是當代全球政治

的屯心，因此將被分開討論（第三節第二部分）。但是它們可以

連同戰爭法、戰爭罪及危害人類罪管理法、環境法，共同構成

世界法要素之一。這些法律領域共同構成一套發展中的標準與

限制，對國家主權原則不受限制的概念提出某種程度的限制。

第—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儘管這些標準的承諾及保證往往相當脆弱，但是在區域法與全

球法律的原則上，卻示意出某種影響合法國家權力概念的重大
轉變。

戰爭法規範的形成，其所根據的假設前提為：當戰爭無法

完全被廢止時，戰爭對於軍人與國民所造成的某些駭人後果應

該被判定爲非法，而且戰爭應該要儘可能地符合人道原則。戰

爭法目的在於限制交戰期誾武裝衝突的雙方必須遵守最低之

文明行為標準，儘管戰爭法在真正交戰期間往往遭到破壞，但

從過去的經驗驗證中，戰爭法原則上可以避免某些更肆無忌［單

的毀滅行為，有闊戰爭規範的主要多邊公約列於 Box l. 6 。

戰爭法建立了一套逐漸成形的規範架溝，企圖靼制國際武

裝衝突過程中的好戰行為，此規則主要以雙重假設的前提為基

礎：「在特定軍事必要性下，戰爭的負面影響應盡可能減緩；

而交戰兩方之間訴鱈戰爭手段或方法的自由並非毫無限制」 72 

(Dinstein, 1993, p. 966) 。儘管大多數戰爭法規係由國際習慣法

逐漸發展而成，但現今多已編入龐大的國際協定中。原則上，

這些協定標示著現代圜家法律方向因時制宜的重大轉變，因爲
它們在軍隊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軍隊不顧對國民造成的影

響後果，去追求國家目標的能力等敏感問題上，企圖挑戰傳統

軍事紀律並質疑國家主權原則。原則上在兩國交戰之際，國家
武力的使用有其隈制。

國家逐漸受到「合法限制」的過程，可以從某些國家逐漸

允許涸人有拒絕履行國民服役義務的權利得到例諠，承認這種
基於道德或宗教因素而反對服役行為的合法地位後，許多國家
也接受在某些重大時刻，個人的道德義務確實得以超越身為一
國國民的責任義務（參見 Vincent, 1992, pp. 269-92) 。這些卓越
的義務進一步從位於紐倫堡與東京的國際法庭判決得到驗
言這些判決乃是歷史上首次確立了當國際法爲了維護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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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價值而與國內法相衝突時，除了在沒有道德選擇空間者以

外，每個人都必須違反國內法而遵守國際法(Cassesse, 1988, p. 

132) 。當代國際法逐漸認可上述國際法庭所堅持的立場，在危

害和平與人類之罪責場合上，拒絕爲服從較高級命令的立場予

以辯護。

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後，國際社會逐漸承認

戰犯不能援引官方立場或較崗命令作為免除戰罪責

任之藉口。即使是基於服從國內明確法律亦無法提供

國際法上的保護。除此之外，戰爭之罪也不受普通法

原則的限制，因此，戰爭罪的起訴告發沒有普通法上

的時間限制，可能在數十年後方執行審判 (Dinstein,

1993, p. 968) 。

有關戰爭與危害人類之罪行的管理法規體系，主要關係到

戰爭期間危害人民的暴力犯罪，然而，許多針對個人的暴力形

式與權力濫用形式並未發生在雙方正式宣戰的戰爭衝突中。實

際上，近來的看法認爲戰爭與和平、侵略與鎮壓之間的區別已

經因爲暴力型態的改變而漸趨模糊(Kaldor, 1998) 。一九九三年

至一九九五年在波士尼亞衝突中所見證的暴力類型，突顯了半

軍事化部隊、組織化犯罪團體，以及部分國家軍隊的運用不再

處於國家的直接掌控之下。這類團體所使用的暴力形式往往是

以分散的游擊戰方式崮接危害平民。他們犯下各種殺燒擄掠的

殘暴罪行、發動長期的襲擊挾持，其目的往往在追求某種形式
的政治認同或種族排外。這些戰事衝突所突顯的意義在於，此

種暴力形式與國家戰爭狀態下的戰爭之罪其實只有一線之

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暴力形式對人民福祉與領土完整性的
襲擊經常發生在國家並未宣戰的狀態下。儘管許多新戰爭型態

第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並未超越傳統戰爭法規的內涵，但它們對國際人權往往造成重

大危害。有鑑於此，戰爭法與人權法可以被視爲國際法規上必

然的互補形式（參見 Kaldor, 1998) 。這些目前已納入國際法律協 73 

定監督的背景，顯示必需同時透過控制戰爭與防止人權弊端，

才可能達到遏止武裝侵略與權力弊端之目的。有關人權制度執行

上的缺失我們已經探討過，戰爭法執行上的弱點亦顯而易見，但

是戰爭法與人權體制確實豎立了有關國家與國際政治行爲的原
則與規範，原則上亦適當地規範了主權形式與主權範圍。對所有

執行上的限制而言，這些規範都稱得上重大變遷，如果我們所討

論的規則與權利能夠公平地執行，則不論在國際法上或管理政治

社群間往來行爲的組織原則之本質上都是一大進展。

年 有關對國家主權效力的挑戰，可以從另一個規範領域得到

驗證：亦即管理環境與國家資源利用的相關法律。這方面的國

際法領域對於規範領土與資源利用的傳統原則提出質疑，在古

典西發利亞國際法體制的核心裡，地球、海洋與大氣被視爲合

法隸屬於國家主權權威範圍內之現象，其管轄劃分原則爲「無

論該領土曾被哪些國家佔領，擁有實際控制權者才享有合法管

轄資格」（參見 Cassese, 1986, pp. 376-7) 。儘管近代國家主權原

則的延伸，已經涵蓋到對各種領域資源的掌控，其中包括大陸

棚與「專屬經濟區」（從國家領海基線起算延伸兩百海浬），一

九六七年時「人類共同遺產」的新概念被提議作爲重新思考資

源利用與開發之法律基礎的潛在工具（參見 Box 1. 3) 。雖然這

項原則在聯合國與許多國際會議場合引發激烈討論，最後在

「月球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 

1979)與「海洋法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兩個重要的國際條約中納入此原則。首先激發世人重新思考在

新科技衝擊下，開發海底、月球與其他天體自然資源的可能

性；這些領域已經超出國家管轄範圍，而這些概念的最初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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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這些領域所擁有的龐大未開發資源應該基於全體人類

利益而開發，亦應對貧窮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給予特殊隰顧。

人類共同遺產的概念掲示了幾個重要原則；排除佔用資源

的權利；資源的探索利用應為全人類謀利益；資源的開發利用

只能專用於和平之目的(Cassese, 1986, p. 390) 。共同遺產概念的

採納可能有助於建立以平等與合作為基礎的法律秩序體系。儘

管實際上有關這些原則的適用方法與場合，以及新資源開發所

得利益的分配方式仍存在大量爭飄，但此一概念的引進確是國

際法律思維的轉捩點。

簡單而言，戰爭法、危害人類之罪的管理法則、資源利用

與人權體制的法律新思維等，全都意味國際法關切之主體與範

圍在方向上產生了轉變。國際法必須是專鬥規範國家之間的原

則，已招致許多反對意見，較引起爭議的是大量法規機制與準

法規機制的興起，以及法律原則的變遷開始改變全球秩序中的

共存與合作基礎。法律制度的革新，使人類政治組織的最高規

M 範原則仍屬於主權國家的概念開始面臨挑戰，從更近期的發展

來看，推動國際犯罪法庭建立的提案更進一步驗證了朝向「全

球憲政秩序」(universal constitutional order)的轉變（參見 Crawford,

1995; Dugard, 1997; Weller, 1997) 。新法律架構在開始縮減並限
制國家主權的同時，也確立處理一切戰爭與和平誾的基本標準

與價值。這些新標準與價值乃是醞釀世界法架構出現的基礎。

當然，此一法律機制並未得到全面系統化的支持；但它卻呈現

出後西發利亞秩序的發展方向：新全球政冶趨勢確立了政冶社

群關係中行為與規範的新法律架構。

四、區域主義：新治理階層

全球政［台與世界法要素的出現，與新區域主義形式的發展

第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可謂相輔相成，這些發展我們將在稍後的章節探討（參見第

竺、三、五章）。此處引起爭議的是政治區域主義形式的發展。

這裡所指的政治區域主義意味著基於地理毗鄰因素而組成的

國家集團，這些圈家擁有許多共同的屬性且彼此之間的互動聯

繫程度殛為密切，經常透過正式的多邊架構建立制度化的合作

關係。歐洲區域王義的發展使歐洲｛聯盟(EU)與區域社會（鄰近

國家舆社會所組成）的政冶與縵濟範圍可能趨於一致，南亞地

區的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則界定了一個發展中區域政治集團的界線。

對有關歐洲聯盟可能的最佳描述，既不是一種國際體制亦

非聯邦國家，最佳的詮釋應骸是一個集合各國主權的網狀體系

（參見 Keohane and Hoffmann, 1990, p. 10) 。歐洲聯盟的成立起源

於歐洲各國政府間的一連串交涉協商，最近的協定包括「單一

歐洲法案」 (Single European Act, 1986) 、「馬斯垂克條約」

(Maastricht Treaty, 1991)與「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 

1997) 。歐洲聯盟政治過程的「超國家性」 (supranationality)是任

何國際組織型態都無可比擬的，歐洲聯盟的權力來自於集團內

國家對各領域主權的「自願放棄」，這種主權「放棄」行為實

際上是否有助於歐洲國家的強化，在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

的頭三十年，美國主導優勢與亞太地區崛起的經濟挑戰時曾經

引起許多爭議（參見 Wallace, 1994) 。而且歐洲聯盟會員國在許多

政策領域上握有最終與最廣泛權力，此外在馬斯垂克條約後，

歐盟法律架構內「輔助原則」概念的確立，也增加歐盟國家對

其特定領域的政策選擇空間（參見 Neu皿~ither, 1993) 。然而，現

今聯盟內部的主權仍舊有明顯劃分：過去認為公共權力具備不

可分割性、無限性、排他性與永久性的主權概念已經不符時宜。

歐盟各會員國不再是國家疆界內的唯－權力核心，誠如歐

洲法院所提及，「歐泗聯盟創造了一個擁有本身體制與特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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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延續共同體，……特別的是，這個共同體真正權力來自於

主權的限制或主權從國家轉移至共同體，會員國限制自身的主

75 權懽利」（Mancini, 1990, p. 180) 。在歐盟體制架構內，部長會議

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因為部長會議擁有強大的法律手段，這

套法律主具讓部長會議可以在最低限度的國家民主責任機制

內，規劃與制定政策。在所有法律工具中以「規章」 (regulations)

最受人矚目，因爲它所擁有的獨立法律地位不受會員國任何進

一步的協商或行動所影響。有關國家在解釋或適用這些規章

（或指令）時所引發的爭議，在歐洲法院中亦時有所聞：歐洲法

院在歐盟內部法律的協調上扮演重要角色，且在歐洲單一法案

通過後，原本部長會譜所採行的一致決，在多數重大議題上以

「有限制的多數決投票」 (qualified ma」ority voting)取而代之（參

見 Noel, 1989)。雖然這些改變納入某些國家主權的捍衛條款（決

定嗎些議題應該採行多數決投票時，應以全體同意為基礎），

但政策卻不會因為單一政府的反對而放棄採行，國家主權地位

也不再取得保證。

一九九一年通過的馬斯垂克條約不僅企圖延伸經濟與貨

幣同盟範圍，也企圖延伸其他領域上的政治整合架構。它特別

推動歐洲聯盟的公民身分概念：現在歐盟會員國內的每一個國

民都同樣具備歐盟的公民身分，在歐盟內部各地享有居住旅遊

的權利，同時在居住國內的公職選舉中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

權。有鑑於此，傳統政治疆界的重要性進一步降低，而解除領

土限制的過程則持續發展。不問居住地為何的遷徙自由與政治

參與權利，對忠於單一國家的傳統基礎構成一大挑戰（參見 Khan,

1996) 。倘若馬斯垂克條約能徹底執行，再輔以阿姆斯特丹條約

所建構的社會關係與環境（禁止性別、膚色、宗教、種族等各種

歧視行爲），歐盟會員國在邁向高度整合的超國家政治組織之路

上，又再度往前邁了一大步(Pinder, 1991; Ross, 1995) 。

第一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歐洲高度的政治整合意味著其在許多重要面向．上與日益
增加的國際互動產生疏離，華勒斯(Wallace)對這樣的發展也提
出下列解釋：

歐洲與眾不同之處在於 它創造出一個相對穩定的

制度化體系，讓政府之間得以透過廣」乏議題的協商達成

共同利益的協調，而且 ..內部共同傳統、歷史 文化

與政冶價值的存在，讓政治領袖與制度創建者得以在彼

此同意共同執行的法令或共同分擔的責任上尋求合法

化支持(Wallace, 1994, p. 20) 。

因此，相較於其他普遍的全球化潮流與互動過程，歐洲區

域墳得獨樹一格，除了因為歐洲內部密集的政治互動外，共同

的文化與歷史聯繫基礎也是關鍵。政府間正式制度架構的存在
與發展，刺激這些互動與共同歷史能進一步發展。然而，過度

誇大這些發展程度亦有其謬誤，追根究底歐洲區域在地理上與
功能上，代表的不過僅是純粹的政治、計會與文化統一體而巳。

歐洲區域由評多分區與體制所組成，隨著每個區域發展至 76
巔峰便開始產生拼湊效果，十五個歐盟會員酮及其共同體制提
供一個核心架構，環繞在核心架構以外的歐？州互動亦逐漸趨於
集中。然而，即使是在聯盟內部，六個原始會員國與後來加入的
會員國之間亦存在明顯差異。在歐盟核心之外歐洲自由貿易協
會(EFTA)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會員國身分，形成歐洲
區域互動與制度形式的另一個核心機制：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將
歐洲納入全球軍事網絡的同時，北歐國家的制度與互動也貫穿歐
盟體系而存在。此外東歐、中歐、巴爾幹半島與前蘇聯集團國家
也悉數與歐洲核心維持各式各樣截然不同的關係與互動。
冷戰結束後，歐洲以外的區域關係也開始出現重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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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進展，包括美洲與亞太地區都有所發展，非洲發展程度則略

遜一籌。然而這些區域主義的發展型態與歐盟的整合模式相去

甚遠。世界其餘地區迄今仍普遍拒絕直接仿效歐盟的區域整合

模式，布魯塞爾的「聯合主權」 (pooled sovereignty)原則並未在

吉隆坡、巴西利亞(Brazilia' 巴西首都）與拉哥斯(Lagos, 奈及

利亞首都）等地引起共嗚，這與當初西發利亞廠家主權原則引

起廣泛迴響的盛況有天壤之別。在歐洲以外，取而代之發展的

是一種更開放的區域主義形式，通常以「新區域主義」的概念

做為區別，這股新發展趨勢在亞太地區最為顯著。

有鑒於東南亞國協集團相對在亞太地匾的成功發展，環太

平洋地區數個國家於一九八九年共同組成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簡稱亞太經合會），

企圖促進區域內的政府閆合作。亞太經合會起初並未獲得重

視，但隨著創始會員國逐漸擴張而涵蓋此區所有主要國家後，

會員國以共同促進區域內自由貿易與資本自由化為目標，數量

龐大的工作小組與政府間的聯繫網絡遂逐漸發展成形。亞太經

合會透過定期舉行的部長級會議，對匭域內的重大政策頃域交

換意見，｛在每年舉行的各國領袖高峰會中企圖設定區域議題。

一九九三年在新加坡成立秘書處協助相關活動的處理，亞太縲

合會代表亞大地區的「新區域主義」型態，此類多邊組織雖然

侷限於經濟事務，但是逐漸成形的重要制度化論壇卻傾向多邊

合作（開放式画域主義）而非區域政治螫合（封閉式區域主

義）（Ravenhill, 1998) 。儘管這類組織缺乏具法律約束力的相關協

定，但亞太經合會已然同意經濟合作與「亞太共同體精神」的

行動議題，其中包括預定於西元二0-0年達成區域自由貿易

的特殊承諾。

除了亞太經合會以外，東南亞國協區域論壇(ARF)亦是另

一個逐漸醞釀成形的區域安全對話機制（參見第二章）。與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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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合會及東南亞國協論壇並駕齊驅的區域性跨國組織，尙包括

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 、太平洋盆地經濟會議(PBEC) 、太

平洋貿易暨發展組織(PAFTAD) 、亞太安全合作會議(CSCAP)

等(Yamamoto, 1995) 。這些菁英組織也反映出社會運動與公民

團體之間逐漸發展的區域聯繫與合作，從婦女運動、宗教團

體、環保團體到諸如「人民高峰會」 (People's Summit)的聯盟
組織，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亞太經合會於溫哥華舉行年度正式高

峰會時，「人民高峰會」亦隨之召開(Woods, 1998) 。

這股「新區域主義」在拉丁美洲的發展亦頗為顯著，特別 77

是一九九一年創立的南錐共同市場最引人囑目。南錐共同市場

的基本目標，旨在鼓勵南美洲國家建立更密切的經濟整合，一

部分也是回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的發展 (Grugel,
1996) 。拉丁美洲以外的中東阿拉伯地區也出現有限的區域組

織，包括海灣合作理事會(GCC）、阿拉伯聯盟(AMU)與阿拉伯
合作理事會(ACC) 。除此之外，隨著冷戰結束，世界其他地區

蓬勃發展的「新區域主義」，包括非洲、加勒比海、亞洲與太
平泮島嶼地區的區域組織亦逐漸成形。

而且，在這些新舊區域集團企圖鞏固彼此關係的同時，無

論從市場觀點或是簡單的外交對話觀點而言，區域間的外交往
來頻率已漸趨密集。透過一九九六年召開的歐亞會議
(ASEM) ，歐盟與東南亞國協各國已開始針對從經濟到人權等

共同關切領域，展開一連串的外交對話，而歐盟則已和南錐共
同市場簽署共同協定，同時也針對大西洋自由貿易區(AFTA)
的建立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展開討論。同樣地，身為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首要成員的美國，也和南錐共同市場就鼓勵更爲密切
的合作進行對話。從這方面看來，「新區域主義」並非政治全
球化的障礙，相反地，兩者之誾若不是間接的鼓勵關係，就是
完全相輔相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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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治全球化的
歷史型態：政治社會的轉型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所描述的基本轉型變遷可以從表格
1. 1 薁表格 1. 2 的摘要約略窺知：首先是以領土為基礎的政治
社群發展，其次則是全球政治以及多層級全球與區域冶理體系
的出現時期。第一項轉變的主要特徵包括：歐洲內部政治權力
漸趨集權化；政冶統治納入國家結構；以領士為基礎的政治運
作：國與國秩序的普及；國家的政冶責任機制逐漸發展；同時
亦有部分圍家正因為殖民擴張、征服與戰爭行為而抵制此一政
治責任機制的發展。第二項轉變並未取代第一項改變的所有面
向；此時出現在政治疆界內部與外部的階層式統治開創了一套
全新的多層級治理體系。然而第二項轉變的主要特徵包括：政
治活動的國際化與跨國化；有關國家的政冶決策觀點逐漸解除
領土範疇限制；區域性與全球性國際組織制度的發展；區域
法、全球法以及多階層全球治理體系的出現（包括正式與非正
式體系）。此一複雜而相互聯繫的秩序體系對民主政治社會的

本質有極深刻的意涵。

誠如前文所闡述，在邁入兩千年的開端之際，政治社會與
各文明之間不再是各自分立的世界；他們已經陷入各種勢力丶
關係與運動交錯重疊的複雜結構中，而這些錯綜複雜的結構體
系往往由不平等關係與階級差異所建構。即使是最強勢有力的
大國或國際組織亦無法免於這些區域與全球變遷環境及過程
的影響。政冶全球化與現代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化可以歸納出五
項主要特徵，所有特徵都顯示出政治全球化逐漸擴增的施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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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 ：世界政治秩序的歷史比較 78 

現代初期 現代 當代

（十四至十八世紀） （十九至二十世紀） （一九四五年後）

國家形式 分裂的政治組 歐美現代國家與 拉丁美洲、亞洲、

的轉變 織：權威結構重 自由民主體制的 非洲與東歐的自

疊。 鞏固。 由民主國家日漸

歐洲政治集權：立 民族主義的擴散。 普及。

憲君主制與專制 民族國家型態的

主義。 鞏固。

帝國、城邦國家丶

權力分散。

國與國體 領土內的對立。 全球性帝國。 反剜民主義。

系 匾域內的對立。 多邊外交與法律 多邊外交互動迅

約束國家武力的 規則的發展。 速擴張。

國際規則與限制 地緣政治型態。 區域主義：歐盟、

偏少。 亞太經台會、北美

權力平衡。 自由貿易協定。

全球政治 歐洲帝國主義擴 開啓全球政治交 政治、治理與權威

的出現 張開始：政治統治 流：國際與跨國政 日漸趨向國際化

的延伸。 治決策邁入制度 與跨國化發展。

化，尤以貿易、戰 國際與跨國規範

爭與和平議題最 制度旳擴散。

為顯著。 多層級治理體系。

世界法要素萌芽。

全球政治：新中世

紀秩序？

表格 1. 2 ：政治全球化的歷史型態 79 

現代初期 現代 當代
（十四至十八世紀） （十九至一十世紀） （一九四五年後）

擴張性 普遍侷限於領 全球性帝國。 全球國家體系。

與區域範圍內，但 民族國家全球體 全球敢治秩序出現。

帝國擴張已嶄露 系出現。 政冶區域化與區域

頭角。 中的區域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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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 較低，但政治或經 強度漸增，往來聯

濟競爭者交會或 繫與全球趨勢擴

衝突時會產生強 張。

度點。

速度 有限而零星的。 逐漸叩速。

衝擊傾向 較低，但出現集中 制度面與結構面

的衝擊點。 影響逐漸增加。

基礎結構 較少，從條約到會 國際與跨國組織

議組織等多邊架 體制的出現。

構發展緩慢。

制度化 較少，但外交聯繫 規則、制度與國際

及國與鼷體系的 法的嘗試性發展。

規範逐漸發跡。

80 層級性 以歐洲為核心的 政治、軍事與經濟

世界秩序發展。 權力階級集中於

領土內的政治組 北方與西方國家。

織呈現脆弱、分散 政治功能逐漸發

與不平等傾向。 展但普遍呈現不

對稱現象。

互動模式 敵對，「有限戰 領土。

爭」。 外交。

衝突／強制。 地緣政治 1 強制。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

衝突與競爭。

總體戰型態逐漸

形成。

所有交流、協定、

正式與非正式網

絡、全球往來程度

均屬空前。

全球政治互動加

速，幾乎可達到瞬
間溝通。

往來聯繫、敏感度

與易受影響程度居

高不下。

國際／跨國組織與

法律機制的範圍丶

形式及規模產生大

幅變化。

瞬誾的全球媒體通

訊結構。

國際體制、國際

法、世界法要素丶

政府間與跨國組織

結構的顯著發展。

從兩極冷戰轉變

為多極世界。

多國籍企業與非

國家行為者改變

權力結構，導致南

北階級結構逐漸

腐蝕。

政治組織分布於

全球但組織功能

參差不齊。

領土限制解除或

重新界定。

在逐漸出現合作

架構中追求國家

目標 d

合作與競爭。

地緣經濟。

帝國終止。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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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速度與衝擊影響，對於民主政冶社會逐漸孕育成形的特

徵尤其有重要意義。

第一，有效的政治權力不再歸屬於一國政府，而由國家、

區域與國際層級的各種不同勢力和機溝共同分享與交涉。第

-，有關民族自決團體其政治命運一致的概念在單一國家疆界

內不再有意義，部分決定政治社群內部與對外生存機會本質的

最基本勢力與過程，多已超越單一國家範圍。國家政治社群體

系仍然繼續維持，但體系內部所連結的複雜經濟、組織丶行政、 81 

法律與文化等過程與結構卻對政治社群的功效構成限制與束

縛。

第三，此處爭論焦點不在於現今國家主權的地位是否遭到

全盤推翻，事實上即使是在政治架構與權威結構呈現高度重疊

分割的區域中，國家主權也不盡然全盤破壞。然而我們關切的

是世界許多上要區域所出現交錯複雜的忠誠行爲、對於權利義

務的不同解釋、相互聯繫的法律與權威結構等等，這些特徵的

轉變使主權概念不再是具備無限丶不可分割與排他性質的政治

懽力。國家逐漸在相對複雜的區域與全球體系中運作，這些轉

變對國家自主性（因為環境不僅改變政策的成本與效益，也影

響國家制度議題）與主權地位（因為環境改變了國家、區域與國

際層級間的法律架構與管理措施上之平衡）產生重大影響。雖

然廣泛的權力集中仍是多數國家的主要特徵，但這些特徵經常

與分散的政治權威領域相互結合。

第四，二十世紀末出現一連串新型態的「邊界問題」。我

們生活在一個「社群命運層層相疊」的世界裡，每個國家的發

展軌跡較過去更緊密結合，也因為如此，新型態的邊界問題便

繼之而來。當然，過去多數國家通常訴諸國家最終的強制手

段，作為解庚邊界問題歧見的慣用伎倆，但是這種權力運輯並

無法充分且適當地解決從經濟規範到資源消耗與環境退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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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複雜議題，這些議題以驚人的速度產生一連串休戚與共的

「國家命運」。在現今這個複雜的世界中，強勢大國不僅爲本

國國民也爲他國國民制定決策，而跨國行為者與多元勢力亦透

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貫穿國家計會界線而運作，因此究竟該由誰

基於何種基礎為這些決策或行為負責，成為相當棘手而難解的

踝題。

第五，內政事務與外交事務、國內政治議題與外部問題，

以及國家主權關切與國際考量之間的區別不再那麼明確斷

然。政府在面對毒品、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IDS)與牛海綿狀

腦病(BSE) 、非再生資洞的利用、核廢料的管理、毀緘性武器

的擴散、全球溫室效應等議題時，不可能將這些議題根據傳統

原則做出有意義的分類。除此之外，諸如多國籍企業的設立地

點與投資策略、全球金融市場的規籠、全球分工背景下的國家

稅基威脅、資本控制的缺乏等議題，使國家經濟政策的中央決
策過程出現問題（參見第三至五章）。事實上，在所有重大政策

領域中，誠如以下章節所將闡明的，國家政治社會在區域與全

球趨勢過程的涉入，將使其置身於強烈的越境協調與規施環境

中；發展與追求有效政府與權力責任機制的政治空間，不再等

同於限定的政治領上範圍。富代政冶全球化形式牽涉到政治權

威逐漸跨越領土限制，儘管此一過程未來將如何發展並無法進

一步地具體說明。

82 伍、國家涉入程度的差異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降至一九八九年，形塑世界政治與國

家安全本質的關鍵在於美圈與蘇聯兩大強國間的「超級競

第—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爭」。東西分立的兩大強權分別主導支配著全球事務，冷戰時

期的國際體系呈現明顯的階級結構，美國與蘇聯儼然是世界領

導的龍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等

聯盟組織的發展對戰後各國的決策結構形成嚴重限制。各國提

出特定外交政策的能力、追求何種戰略關係、選擇何種軍事技

術，及本國領土內的武器系統掌控等國家主權行爲，悉數受到

該國在國際權力關係體系的定位所限制（參見 Herz, 1976; 

Kaldor and Falk, 1987) 。

美蘇兩強在全球的對立局勢左右了世界政治情勢將近五

十年，這段期闐世界成為一個統一戰略區域，意識型態與軍事

優勢的衝突荳延於世界各大洲，華茲(Waltz)的觀察顯示；「在

兩極世界裡沒有所謂的邊陲地帶，因為只有兩大強權的勢力範

圍擴及全球，任何地方所發生的任何事都是雙方潛在的關切重

點」 (Waltz, 1979, p. 171) 。即庚是那些企圖在冷戰期間保持中

立的國家，其政治認同亦由兩大強權間的競爭所界定；這些國

家被稱為「非結盟國家」 (non-aligned) 。任何地方所受到的冷

戰衝擊，都比不上其對歐洲地區所帶來的影響還嚴重。

第二是世界大戰結束後，本書所提供的六個研究圈家案

例，包括美圈、英國、法國、德區、瑞典與日本，在全球政治

體系中各據一方。然而隨著自由主義民主政權在世界各地的蔓

延與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的確立，這些圍家開始在國與國關係、

地緣政治與全球政治領域中出現某些顯著的共同特質。這方面

我們可以藉由表 1. 4 的檢視得到理解，顯而易見地，在過去五

十年裡，六個國家在全球政治的涉入形式與樣貌皆有所變化，

雖然每個國家在戰後前幾年的生活有明顯差異，但實際上它們

都能擺脫先前的殖民王義包袱，其中有四個國家屬於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會員國，瑞典則在近期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和平

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Peace)的相關計劃。此外，有四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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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當代世界政治秩序中的國家涉入型態差異比較
美國 英园 法國 德國 瑞典 日本

戰前地緣 區域霸權－孤立主義者 全球性帝國 全球四帝國 修正主義者l權力擴 獨立中立國 帝國主義大國

政治角色
張主義者

外交往來

1950 年 70 67 70 。 50 。
1991 年 150 132 142 135 94 111 

軍事聯盟／ 北大西洋公約祖緘創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北大西洋公約祖織 北大西洋公旳組織 由中立國轉而加 美日共同安全條

共同安全 國 1949 創始國 1949 創始國 1949 成員 1955 入北約和平計疍 約 1951

架構 太平洋共同防衛組織 西歐聯盟 1954 西歐聯盟 1954 西歐聯盟 1954 夥伴關係 1993 東南亞國協區域

1951 歐洲安全保障合作 歐洲安全保障合作 歐洲安全保障合作 西歐聯盟觀察員 論檀 199牛

美日共同安全絛臼 1951 會職］975-91 會議 1975-91 會議 1975-91 1995 

歐洲安全保障合作會議 歐洲安全合作組織 歐洲安全合作組織 歐洲安全合作組織 歐洲安全保障合

1975-91 1991- 1991- 1991 作會議 1975-91

歐洲按全合作組織 1991-
歐洲安全合作組

東南亞國協區域論壇
織 1991

1994-
國際政府性

組織成員

1950 59 62 67 25 35 14 

1996 64 71 87 83' 87 63 

在聯合圜 安理會永久會員圖 安理會永久會員國 安理會永久會員國 企圖取得安理會永 不結盟運動的領 企圖取得安理會

的角色
久會員國身分 導覈家 永久會員國身分

聯合國預算

分攤比（％）

1984-5 25 4.46 6.26 8.31 1.31 9 58 

1997 25 5.32 6.42 9 O6 1.23 15.65 

表 L4（續）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瑞典 日本

主要多邊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經濟組織 經濟合作發展粗織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經濟合作發展組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全球七大工業國 全球七大工業國 全球七大工業國 全球七大工業酮 織 全球七大工業團

國際貨幣基金l魍際復 剧際貨幣基金／國際 國際貨幣基金／國際 國際貨幣基金／國際 國際貨幣基金丨國 國際貨幣基金／國際

興開發銀行 復興開發銀行 復睫開發銀行 復興開發銀行 際復興開發銀行 復興開發銀行

區域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罪 加入歐沆聯盟 1973 歐新l 聯盟創始國 歐洲聯盟創始國 歐洲聯盟會員國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大經濟合作會議 1958 1958 1995 
美洲國家組織 北歐理事會 1952

北歐部長理事會

1971 
國際非政府

組

1960 612 742 886 841 651 412 
1996 2418 3031 3255 3204a 2733 l叨0

國際法律 國際法院 顾際法院 國際法隗 圈際法隗 國際法院 圈際法院

機制參與 歐洲人權委員會 歐洲人權委員會 歐洲人權委員會 歐洲人權委員會 歐洲人權委員會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I釉合國人權委員會 聨合図人權委員

會
目前的 軍事霸權 從全球性大國轉變 從全球性大國轉變 歐盟主要國家 中等位階的獨立 超級經濟大國

全球角色 疇政治與外交上旳重 成中等位階國家 成中等位階國 全球主耍角色 國家 有限的地緣政冶角

要角色 色
a一九九六年前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資料
資料來源：一九五0年的團際政府紐緘資料與外交資料取自 Nierop, 1994, app. 2. 

－九九六年的國際政府紐織資料及一九六0年、一九九六年的國際非政府紐織資料援引自國際協會聯盟與國際徂織年赧， 1983-4,

1996-7．各國對聯合國預算的分攤比例則取自聯合國綱站(www.un.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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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現在的歐洲聯盟會員國。儘管這六個國家在政府間組織與

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參與程度上略有差異，但都是國際社會與全

球政治的重要角色。

當然這些國家之間仍存在許多重大差異。一九八九年蘇聯

的解體持續鞏固了美國軍事霸權的角色。值此之際，英國與法

幗仍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的主要常任理事國，雖然兩國都曾

在地緣政治體系中扮演主要角色，但由於其身為全球行爲者的

地位從一九四五年後就逐漸衰退，所以僅管兩國在國與國關係

及聯合國事務上仍是第二要角，但現今只能視為次要角色，但

在聯合國相關事務上仍是重要的第二要角。德國與日本逐漸增

加的經濟影響力也產生重要結果，同樣身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戰敗國，兩國都被禁止參與國際與全球軍事事務。兩國都接受

憲法明訂不得參與國際軍事行動的限制，包括聯合國發起的行

85 動亦不例外。但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體制呈現經常性的財政危

機下，德日兩國強大的經濟力量似乎意味在某些時候或許能扮

演更重要角色。日本尤其冀求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

色，企圖將該國對國際組織與體制的龐大財政貢獻與扮演更重

要的政治角色相結合，甚至在不久的未來尋求更重要的軍事角

色。

陸、結論：政治全球化與結構影響

本章討論著重於現代世界中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與

政治組織概念：一是傳統的國與國體系或地緣政治關係； - 
全球政治與全球冶理架構的出現。某些看法認爲因為當代政冶

全球化重新建構了傳統主權國家形式且重新組合囤際政治關

第—章 領土國家與全球政治

係，而改變了世界秩序的基礎，但是這些轉變過程既非歷史上
的必然結果，當然也不是全然穩固的成果。因此，當代世界秩
序的最佳詮釋即為極度複雜、彼此競爭卻又相互聯繫的秩序體
系；於此秩序體系中，國與國體系逐步納入醞釀成形的區域與
全球政治網絡，全球政治網絡尤其是政冶權威與治理機制逐漸
連貫結合的基礎。

將當代世界秩序視為一套複雜、彼此競爭且相互聯繫的秩
序體系，意味著承認在新千禧年轉折之際，捫全球政冶輪廓定
義為一「混亂局面」 (Mann, 1993, p. 4) 。然而某些趨勢無法清
楚地定義這些趨勢必須透過對國際與跨國組織變遷型態的探
討才能突顯，包括政府間組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實質成長；
不同制度形式的迅速發展；國際法形式、範圍與主體等結情性
變遷區域組織與制度的出現等等。所有的這些發展都驗證了
單純以國家為核心的政治發展，逐漸轉變成更複雜的多階層全
球冶埋形式。在同一個歷史時點上有許多重疊的多邊政冶過程
在同時運作著。

許多政冶過程同步運作的情況在歷史上亦有跡可循，尤其
是歐洲的中世紀末期與現代發展頗有相互共鳴之處。中世紀歐
洲存在著從地方到跨國甚至超國家性質的複雜權威結構，而此
時以界定領土籠圍為基礎的政冶單元體系正逐漸醞釀成形，這
些發展與當代時期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並非主張政冶全球化從
過去到現在根本沒什麼改變，而是突顯出「新中世杞主義」或
許可以作為思考當前時期的有效象徵。以布爾(Bull)的描述來
說，「新中世紀主義」代表「一種存在於中世紀西方基督教社
會的普遍政治組織類型重現於現代世俗世界。在中世紀體系
中，就主權的優越性意義而言，沒有任何統治者與國家可以對
特定基督教人口享有主權統冶地位；每個統冶者與國家必須與
位居下位的封建諸侯及居上位的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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冏分享統治權威」 (Bull, 1977, p. 254) 。將現代世俗世界的重疊

權威與多重忠誠與中世紀秩序相互比擬可能有些奇怪，但是在

前幾頁有關當代世界秩序類型的描述中，某些面向確實有殛高

的相似度，而且誠如布爾在其相關評論中所顯示：

86 現今主權國家與「其他行為者」共享世界政冶舞台的場

纍，有幾分似曾相識的熟悉貳，與中世紀時期國家必須

與「其他圍體」共享政冶舞台的情境有些許雷同之

處 如果現代國家對其國民的銃治權威必須為區域

或世界懽威所瓜分，另一万面，國家掌控國民效忠行為

的能力也必須與次級國家權威共享時，就某種程度而

言，國家主權概念已經不再適用，隨後可能興起另一種

新中世纪形式的普遍政治秩序(Bull, 1977, pp. 254-5) 。

雖然主權概念紀不可能視為多餘，但是現今國家主權競相

承認新政治權力形式與權威位址的改變卻是不爭的事實。布爾

認為新中世紀世界秩序可以看成一個政治空間與政治社群仍

持續由國家主權的領土詭圍所形塑之秩序體系，但卻又不盡然

如此，歐洲聯盟便是最佳例證。歐洲聯盟主要由各種重疊的權

威所建構，而區域內國民則呈現多元複雜的效忠行爲。就這層

意義而言，歐盟的區域組織型態代表一種連續不斷的衝突，或

者可以說是「尋求一個新的政冶空間」。緊接著出現一個殛端

戲劇性的問題：政治權威、政治行動與政治責任的最適當定位

究竟應歸屬於民族國家還是國際機構（參見 Pattie, 1994, p. 

1O10) ？然而，隨著當代世界秩序本質的探索，這個問題在以

下章節將有更詳細的處理。

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互
上
寛

對多數歷史學家而言，激烈的縮體戰爭幾乎定義了整個 87

二十世紀的輪廓，霍布斯邦(Hobsbawm)觀察到自一九一四年

來，人類一直「生活在世界戰爭裡，甚至在槍林彈雨趨於沉

寂的休戰狀態下，亦無法從世界戰爭觀點出發的思考邏輯中

跳脫」 (Hobsbawm, 1994, p. 12) 。在工業化戰爭緒合地緣政治

競爭的刺激下，全球興起一陣前所未見的軍事衝突與對立趨

勢。從邁入新千禧年的角度來看，歷史學家可能有必要對此

「災難的時代」仔細進行考量，發生在此時代的兩次世界大

戰與冷戰奪去世界上超過一億八千七百萬個生命，全球所有

社會均無法於戰爭的無情蹂躪中倖免（參見 Hobsbawn, 1994, p. 

12) 。現代戰爭要求整個肚會的動員，而且一旦戰爭爆發。世

界體系中鮮有國家能夠置身於戰事之外，或是避免戰爭結束

的政治後果。隨著核子時代來臨，超級強國間的軍事對抗導

致摧毀整個地球的可能性，驅使人道概念強化成一種全球一

致的共同體命運。在其他領域絕少有如此廣泛的全球化現

象，明顯地涵蓋了全球，或者以人類的社會與政治用語而言，

很少有如此的（潛在）空前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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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從最早期的文明到當代世界，軍事權力始終是人類事務

全球化的核心。歷史上第一個帝國的建立便歸功於其所擁有

的軍事技術與組織化武力(Mann, 1986) 。歷史經驗證明了軍事

權力在國家領土的擴張與文化的傳播上一直扮演關鍵角色。

現代國與國體系的建立確實伴隨著大量的暴力與苦難經歷，

任何不承認這項特徵的全球化解釋將不足以令人信服。

所以，此處的重要任務乃欲檢視軍事權力所扮演的歷史

角色，因為它是人類社會關係邁向全球化的重要機制。有鑑

於此，本章企圖審視並評價組織化武力範圍漸趨擴張的歷史

證據。簡言之，本章企圖描繪從近現代時期到現今之軍事全

球化的主要趨勢與獨特型態。這將包括在第三節至第五節中

對於世界軍事秩序的檢視（其演進、結構與動態變化），其中特

別著重於全球軍事關係的地理佈局與歷史型態的變遷。透過

這些分析應該可以建構有關軍事全球化歷史型態的大量比較

分析（參見第六節）。經白這些比較分析，我們可以提出某些有

關當代軍事全球化型態的政治重要性與歷史形式的觀察報

88 告，這隨即引發一個問題：當代軍事全球化有何新穎之處？

爲了補充這種廣泛概略的歷史掃描，第七節的內容將就六個

主要案例國家（美國、英國、德酮、法國、日本及瑞典），評價

其在當代世界軍事秩序中複雜的國家涉入結構。第八節則針

對軍事全球化對國家主權與後冷戰時期國家防禦特徵的意

義，並提出部分有限的結論。以下就從軍事全球化一詞的意

涵切入本章探討的議題。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貳、何謂軍事全球化？

在過去一個世紀中，軍事領域的全球化可以從各種發展趨

勢得到明顯驗證，這些趨勢包括世界強權的地緣政冶對立與帝

國主義的發展（約莫從一八九O年代的非洲爭奪到冷戰的爆

發）；國際結盟體系與國際安全結構的演進［從歐洲協定(Concert

of Europe)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世界武器貿易的出現並與軍

事技術的擴散相結合；全球軍事與安全事務管轄機制的制度

化，如防止核子擴散的國際體制。的確，一般的看法可能認為

目前所有國家，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都已涉入世界軍事秩序

結構。此一世界軍事秩序呈現了高度階層化與制度化的發展：

階層結構概略分為第一等級（超級強權）、第二等級（中級強國）

與第三等級（發展中的軍事國家）；制度化則指軍事上的外交協

定或多邊協議逐漸定義出規則化的互動型態。世界軍事秩序同

時也由相對自主的武器動態體系所形塑。

在解釋當代世界軍事秩序的本質之前，有必要在主要概念

的運用上建立部分概念上的釐清，尤其要對全球軍事化(global

皿litarization)與軍事全球化(military globalization)這兩個概念加

以區別。在這裡，前者不甚嚴謹地泛指全球軍事發展的廣義過

程（以整體世界軍事預算、軍備或軍隊的成長幅度作為衡量標

準），後者專指橫跨世界主要區域的軍事聯繫過程與型態，藉此

反映出軍事關係、網絡與互動的時空特黴和組織特性。雖然這

兩種過程在特定因素共同作用時，可能具有高度關聯性，某些

特定的全球軍事化時期（如一九八O年代初期）似乎密切關係到

各種不同的軍事全球化階段（一九八O年代，超級強權的全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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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局勢再現），兩者之間的因果脈絡相當複雜（參見 Ross, 1987; 

Shaw, 1991, esp. ch. 1) 。釐清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後，本章王

要將著重於軍事全球化逕程的描述。

軍事全球化可以概略視爲世界體系中，每個政冶單位之間

軍事關係程度與擴張性逐漸增加的一種過程（此處的軍事關

係、軍事權力泛指組織化的武力形式）。基於這樣的理解，它同

時反映出世界軍事關係網絡的擴張與重大軍事技術革新旳影響

（從蒸氣輪船到偵測衛星），隨著長時間發展，軍事全球化重新

將世界建構成一個單一地理戰略空間。從歷史上來看，當發動

89 遠程毀滅注武力內能力激增時，這種時空壓縮的過程，將軍事

權力中心導入更密切關係的同時，也容易引發潛在衝突。值此

之際，軍事決策與反應的時間亦大幅縮短，因此常備軍事機構

及其隨時處於備戰狀態，成為現代社會生活中一項不可或缺的

特徵。

各種不同量化指標的使用，可能有助於描籠軍事全球化的

時空面向與組織面向，包括帝國擴張範圍、外國蛀軍、軍事外

交代表團、武器貿易、購置武器開支、國防經費支出、緒盟行

為、軍事合作協議、國防工業連鎖、軍事干預影響及軍事援助

模式等。諸如此類的指標有助於追蹤軍事全球化的歷史型態以

及世界軍事秩序中國家涉入輪廓的轉變，這樣的系統化評價可

以更廣泛地描繪並呈現軍事全球化的歷史型態與歷史上旳世界

軍事秩序。

就分析角度而言，區別出軍事全球化的三個不同面向，會

具有相當的助益，這三涸面向分別為：全球性的戰爭體系（強權

對立與衝突）；全球武器動態（軍事生產系統與武器貿易）；地域

安全管理與軍事事務的擴張（如武器控管協議）。這些面向各自

代表著軍事全球化過程的某一方面，但此三種面向的結合為世

界軍事秩序的演進提供一個包羅廣泛的解釋。世界軍事秩序的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概念起源於相對近代，意指政冶實體（無論是民族國家、城邦國

家或帝國）間的軍事關係與活動（包括戰爭到軍事生產）構成複雜

互動領域的方式，而這些互動領域同時包含政治實體本身的結

構與動態。雖然戰爭體系、武器動態與地域管理的三種面向區

分有助於分析目的，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體認歷史上的世界

軍事秩序與軍事全球化的歷史型態是透過政治實體的互動所構

成。既然我們的目的是在描澮軍事全球化的歷史型態，本章將

個別探討這三個問題面向後再集結考量。

因此，本章的分析從三個主要機制的歷史演進過程來闡明

軍事全球化過程：

L 戰爭體系（包括地緣政治秩序、強權之間的對立、衝突與

安全關係） ; 

2．武器動態（軍事能力與軍備生產技術藉此擴散於全球） ; 

3．組織化武力的地域管理（包括有關軍事權力之取得、部署

與利用的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國際規範）。

參、戰爭體系的全球化：

地緣政治與世界軍事秩序演進

從許多人性觀點與人類歷史來看，全球化經驗是一種充滿

了血腥殺戮的經歷。拉斯·卡薩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 首

先讓世人注意到最早期新世界殖民暴行的歐洲人）在一五五二

年的作品中描述到：「那些自稱是基督教徒的西班牙人，擅長使 90

用滲絕人寰的血腥戰爭手段，滅絕弱小國家並企圖將之連根拔

除」 (Las Casas, 1992, p. 31) 。從這點來看，全球化並非一個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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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過程，反而會牽扯到異常程度的組織化武力。

在十六世紀初，整個世界因地理上的區隔，而被區分為數

個主要的軍事帝國和文期，而它們之間亦僅有寥寥可數旳政治

與軍事互動。除了一些重要的貿易聯繫外，這些主要權力中心

的互動多半受「距離的摩擦」所阻礙，而此種摩擦又被最先進

文明中持續增長的政治內向性所強化。

一四一八年，幾乎在哥倫布(Columbus)發現新世界一個世紀

以前，中國明朝皇帝所派遣的鄭和艦隊抵達距非洲東岸莫巴沙

(Mombasa)不遠的馬林迪鎮(Malindi)(Levathes, 1994, p. 19) 。就李

露曄(Louise Levathes)的觀察，「當時歐洲才剛脫離黒暗時代，中

國挾其強大的海上艦隊成為十六世紀的殖民大國，輕叩全球富

饒資源」 (Levathes, 1994, p. 142) 。但是國家內部的帝國統治問題

緒束了中國的海外版圖擴張；根據甘迺迪(Kennedy)所述，到了

一四三六年，「一項帝國禁令宣告禁止製造航海船隻……中國決

定排拒外國勢力，採取門戶自閉的政策」 (Kennedy, 1988, p. 7) 。

同屬亞洲地區的日本，情況亦相去不遠，幕府時代採行封閉圍

家的鎖國政策，遺項政策在一六三六年宣佈停止建造航海船隻

時達到巔峰(Kennedy, 1988, p. 14; Beasley, 1995) 。從許多面向看

來，十五世紀初期歐亞文明與外界的聯繫程度甚至還比不上中

古世紀初期(Hodgson, 1993, p. 123; Roberts, 1995, pp. 140, 305) 

O 。事實上，十五世紀末尙未完成世界環航一周，美洲文明在

歐洲尙不為人知，而此時的「亞洲大陸在某些方面比過去數世

紀更不易為歐洲人民與基督徒所親近」 (Phillips, 1988, p. 246) 。

隨著近現代來臨，世界在政冶上由數個龐大的專制文明所

組成，每涸專制政體都擁有其獨特模式的權力政治與軍事關

o ：此處並不代表沒有重大互動，相反玭，柬方鄂圖曼帝國與西方歐洲
之間的長年衝突對淤兩大文明的命運形塑有相噹的重要性，然而誠如瓦特
森的觀察，他們仍舊屬淤極為分巢的世界秩序（參見 Watson, 1992, p. 216) 。

第二章組緘化武力的擴張

係。雖然早在近千年前的幾個世紀裡，世界主要文明間即存在

著大量的軍事互動，如蒙古帝國的東西向擴張、伊斯蘭教的崛

起，以及十字軍東征等事件都是顯著案例，然而這對於世界軍

事秩序的構成並不具任何重要意義(Ferro, 1997; Phillips, 1988) 。

相反地，前現代時期的世界可以描述成由數個不同的「次級統

治體系」所構成的世界軍事秩序(Black, 1998) 。這些世界秩序究

竟如何整合入全球軍事關係體系，成為一種單一地緣政治秩

序，主要可以在歐洲的帝國擴張與競爭歷史中見分曉。

一、歐洲軍事權力的擴張：初期擴張(1492-1800) 91 

有關「西方國家的興起」的傳統解釋往往誇大了西方的軍

事優勢及其受害者的衰弱(Watson, 1992, p. 214; Geyer and Bright, 

1995) 。從二十世紀末西方國家的有利位置來看，歐洲文明的全

球擴散可能也很容易被描繪成歷史「邏輯」的平順延展。但是

這樣的說法忽略了歐洲擴張過程的偶然性、間斷性及重重爭

論。傳統「西方的興起」論逋隱含著一種以歐洲為核心的世界

歷史概念，在這種概念下，歐洲文明挾軍事能力優勢取潯全球

支配地位的結果，被認爲是可以預期的。然而，這樣的觀點忽

略了歐洲權力在全球的薄弱掌控度以及地方勢力在帝國擴張中

扮演的角色(Femandez:..Armesto, 1995; Geyer and Bright, 1995) 。有
鑑於帝國擴張本質在第一章已有討論，此處的描述將集中於軍
事全球化之歷史型態及其與歐洲各國海外擴張階段的關聯。

歐洲國際社會的軍事擴張約可區分成三個不同階段：涵蓋

十五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的「地理大發現」時代；從十七世紀
到十九世紀中的鞏固時期；從一八五O年代到世紀之交的世界
帝國時期(Howard, 1984, p. 124) 。在每個階段中，各種軍事革新、
經濟發展邏輯、國內政冶與強權對立的結合所產生之影響，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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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歐洲文明的領土擴張。這種擴張主義絕非預定的結果；因

在中世紀，歐洲文明仍是有些不甚確定地處於世界軍事權力平

衡之中。受到鄂圖曼帝國、蒙古人及伊斯蘭教勢力的龐大軍事

實力所遏制，基督教歐洲在十字軍東征結束後主要採取了防禦

性的軍事立場。此外，我們可以從各國內部與歐洲大陸的權力

衝突，明顯察覺歐洲主權的運作。然而引人注目地，在十八世

紀結束之際，歐洲主要強權合計取得了全世界百分之三十五陸

地區域的政治掌控權(Headrick, 1981,p. 3) 。
在早期成功的航海大發現後，一股軍事征服的侵略精神開

啓了歐洲初期擴張之門。得益於航海技術的進步與船堅炮利的

優勢，歐洲主要強權迅速在新世界與亞洲地區建立自己的殖民

體系，儘管軍事權力在這些行動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但歐洲

征服行動相對輕鬆而不費力的主要原因，仍應歸功於其他影響

力的適時發揮（如隨著歐洲入侵軍隊迅速蔓延的歐洲疫病），歐

洲軍事技術的優勢反而是次要原因。此外，地方軍閥與民間軍

事武力，例如柯提茲(Cortes)擊敗蒙提祖馬(Montezuma ，繹者按：

阿茲特克帝國的皇帝）的驚人軍事勝利，對此軍事征服行動亦提供

大幅助益(Diaz, 1963; Fernandez-Armesto, 1995) 。建造與配備航海

船艦的能力導致世界軍事權力的平衡開始發生重大改變；這種

轉變塑造出更強勢的歐洲國家，也因此歐洲國家無不竭盡所能

地鞏固這種轉變。

92 從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末這段期間，無盡的戰爭與軍事衝

突肆虐整個歐洲大陸，在此軍事技術與組織密集革新的時期，

每個主要國家無不企圖利用軍事手段阻止潛在對手取得歐陸霸

權地位。防禦性軍事技術（如堡壘的建造）的進步激起攻擊性軍

事技術（如轟炸戰術）的發展，同時也引發一場數量上的軍備競

賽。當已經確立的軍事組織、策略與戰術型態逐漸廢除時，火

藥與步槍的發明大幅改變了陸地戰爭的特徵。而常備軍隊發展

第二章 組織亻訌武力的擴張

成形時，則加諸於國家的財政負擔逐漸擴大。日益擴大的戰爭

規模、成本與複雜度，便需要一個集權而組織化的政治權威出

現，其有能力增加稅收及開闢財源以進行現代戰爭。於此背景

之下，漸趨集權化的歐洲專制主義國家模式遂因應而生（參見第

一章第一節）。

在防止對手取得霸權地位的競爭衝突中，歐洲強權建立了

龐大而精密的軍事機制，這些軍事能力提供他們一套對付世界

其他潛在權力核心的重大軍事技術優勢。無論這個時期是否以

「軍事的革命性變革」爲主要特徵，從十六世紀末到十八世紀

初這段期間，我們見證到好幾項接二連三發生的重大發展，這

些發展改變了世界主要文明間長久以來的軍事權力平衡狀態

(Parker, 1988; Black 1991, 1994) 。

此一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軍事權力重分配，確保了歐洲海外

帝國的進一步擴張，尤以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與英國，特別

聲名遠播。先進的軍艦設計與建造有助於建立大規模的作戰艦

隊，這些艦隊通常有足夠的能力將軍事影響散播至遙遠的海域

之外。誠如帕克(Parker)所描述，「爲了獲取戰略利益，新船隻

航行路線在一六八八年時已經能運作於加勒比海、印度洋與太

平洋海域」 (Parker, 1988, p. 103) 。儘管遭受許多挫敗，陸地上的

軍事利益平衡態勢也開始產生變化，西方國家自然無法避免這

股轉變潮流。略勝一籌的火力、軍事組織、戰術與後勤戰略促

使奧地利在一七一八年對鄂圖曼帝國的戰役中取得決定性的軍

事勝利，隨後的「巴沙洛維茲和約」 (Peace of Passarowitz)見證

「歐洲軍事勢力凌駕過去所有雄霸一方的軍事權力，其中又以

土耳其民族最爲人熟知」 (Black, 1994, p. 14) 。

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世界主要文明逐漸採取防禦性措施來

對抗歐洲強權的先進軍事能力與技術。除了新取得的領土征服

地以外，既存的殖民統治範圍進一步深入世界大陸內地（參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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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Howard, 1984) 。即使如此，某些殖民地只有在遭遇巨大

的軍事優勢時才可能被征服，而且由於嚴重的軍事後勤限制，

歐洲帝國對多數殖民地的掌控度偏於薄弱(Black, 1994, pp. 

19-20) 。然而，十八世紀後期，歐洲強權國家與世界其他區域閆

日益加深的「火力差距」更確立了西方國家追求「史上首次全

球霸權」的軍事環境(Parker, 1988, p. 154) 。

歐洲全球霸權的競爭衝突為世界洛下深刻的政冶與軍事後

果：世界軍事秩序正逐漸醞釀成形。首先，歐洲各國企圖建構

一套反映歐洲文明標準與政冶原則的新世界秩序，一套執行著

93 初步國際關係體系的全球規則與做法正緩慢地醞釀發展。此一

新世界秩序以一六四八年的西發利亞體系為基礎，該體系定義

了中世紀後期歐洲國家體系的法律與制度形式（參見第一章；

Osiander, 1994) 。其次，武器火力的懸殊差距與歐洲帝國在世界

各大陸間的影響範圍，刺激許多非歐洲國家群起學習西方軍事技

術或仿效其軍事組織形式；其他殘存文明的獨立政權地位亦面臨

生死存亡關頭。在這段期間，「東亞許多大國對歐洲軍事革新的

｛主意力遠超過西方文化的任何其他面向」 (Parker, 1988, p. 144) 。

西方以外的軍事與政冶菁英對歐洲軍事體制丶技術與戰爭模式的

發展益發敏感。第三，當歐洲帝國勢力跨越各洲版圖之際，世界

上愈來愈多民族的命運開始和歐洲權力政冶的動態緊密地糾結

在一起。十八世紀初，「歐洲強權間的戰爭規律化地延伸到海外

殖民地的爭奪戰而］其殖民地的歸屬往往透過戰爭手段達成海外

帝國重新分配之目的」 (Tilly, 1990, p. 168) 。

二、地緣政治的發跡：軍事基礎建設與軍事權力階層化

儘管美洲國家陸續取得獨立地位，歐洲的帝國勢力仍在十

九世紀末形成鞏固。過去未曾受歐洲所掌控的區域與文明，親

第二章 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身體驗到歐洲強大的軍事力量。一八七八年，歐洲強權對世界

陸地區域的支配掌控範圍幾乎暴增兩倍(Headrick, 1981, p. 3) 。這

股狂熱的擴張局面一部分是受到戰爭工業化的影響，它促成所

有主要大國的軍事能力改變，甚至造成軍事能力呈倍數增加。

輪船、鐵路、電報與電信通訊系統的發展，徹底改變了軍事勢

力及組織化武力的基礎建設，龐大的軍事權力足以投射到遙遠

的地球另一端。

以印度為例，當地的鐵路建設改變了軍事後勤體系，印度

總督達爾豪西(Governor-General Lord Dalhousie)在一八五二年作

出以下的說明：「鐵路建設讓軍事力量得以集中於任何特定地

點，過去曠日費時的工作現在只需要數月時間即可達成」（引述

自 Heakrick, 1981, p. 82) 。一八四二年，英國海權在中國陸地的

延伸範圍還不到兩百英里，但卻在短短十年之內呈倍數擴張延

伸至內地的漢口市(Howard, 1984) 。麥克尼爾(McNeill)的觀察報

告指出「輪船與鐵路彌補了畜力馱運隊的不足，地理與距離的

天然屏障逐漸不足為慮，歐洲海陸軍隊因而有能力將其資源隨

心所欲地運送至任何偏遠的不毛之地」 (McNeill, 1982, p. 257) 。

諸如後膛槍、蓋特林機槍、炮艇、機關槍、精密大砲等新

戰爭技術，加上大量生產軍事硬體設備的能力，更加深西方國

家與其他國家的「火力差距」。根據甘迺迪從軍事能力的角度所

做的觀察，「第一流國家所擁有的資源幾乎是底層國家的五十至

一百倍」 (Kennedy, 1988, p. 150) 。

如此懸殊的「火力差距」可以從世界歷史上這段期間極度

不對稱的軍事對立局勢看出些許端倪。一八四一年的中英鴉片 94

戰爭中，英國船艦復仇女祚號(Nemesis)在一天之內即摧毀了「九

艘戰船、五座軍事堡壘、兩個軍事基地及一支海岸巡防連隊」

(Parker, 1988, p. 154) ，不到一年的光景，中國在英國些許船艦與

優越軍事火力下屢戰屢敗。一八九七年，非洲地區由索科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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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koto)的努佩族(Nupe)酋長率領的三萬一千人大軍被僅由五百

三十九人組成的皇家尼日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部隊所擊

潰(Headrick, 1981, p. 117) 。的確，龐大的軍事不均衡狀態導致「軍

事權力經常處於備戰狀態」 (Howard, 1984, p. 7) 。

戰爭工業化（將工業生產方法與技術應用在軍事技術與工

具領域）與大批組織精良而紀律化的軍隊，共同助長了自早期航

海發現以來最激烈的西方帝國主義局勢。十九世紀末的「新帝

國主義」見證了非洲的殖民化、亞洲與中東的歐洲權力鞏固、

中國的征服、日本孤立主義的被迫結束、美國勢力在拉丁美洲

與太平洋地區的延伸等。二十世紀初，整個世界被重新建構成

「一個由經濟與戰略關係組成的網狀體系」 (Waston, 1992, p. 

265) 。

十九世紀末，在西方強權所建立的新基礎建設影響與控制

下，一連串各自獨立的帝國探險運動逐漸發展成一套相互聯繫

的軍事與戰略關係體系。在歐洲主要都市的全球權力平衡充分

反映於軍事與外交政策的爾虞我詐上，因爲「列強之間的權力

衝突已從歐洲議題蔓延至全球範圍的領土與市場議題」

(Kennedy, 1988, p. 195) 。地緣政治規則正是在這個時期獲得確

立，這並非歷史上的巧合。

這些「縮短距離」的新技術拉近了潛在競爭對手之間的距

離，並且使得遠距離部署及動用軍事武力變得更加容易；在評

估此一發展趨勢的戰略意義時，地緣政治學的論述提供西方軍

事、政治菁英一套理性的解釋架構，透過這套架構可以理解並

影響整個世界的軍事秩序發展。地緣政治學將國家權力等同於

領土空間的掌控，並且以列強爭奪世界海洋與大陸之掌控權的

觀點來重新定義國際政治。在這種取得軍事與政治優勢的競爭

中，帝國版圖的擴張（空間支配權）不僅被視爲極大化國家權力

（以至於國家安全）的必要手段，更是穩定脆弱的國內社會秩序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所不可或缺之措施（參見 Kearns, 1993; O'Tuathail, 1996, ch. 3) 。

地緣政治學的論述使得下列概念廣為流行並且言之成理：世界

被視爲一個一體的戰略空間，而各方強權在此空間中進行其軍

事與政治的對抗。誠如法國政治家甘貝塔(Leon Gambetta)在二十

世紀末狂熱地說道：「欲保持或實現大國地位，你必須採取殖民
手段」（引述自 Joll, 1984, p. 148) 。

由於歐洲強權的競爭已經具備全球特質，因此軍事關係

網絡的全球屬性自不在話下。所有強權大國在不同程度上都

已建立跨越洲際的軍事基礎建設，軍事基地與前哨基地設立

於全球各地的重要戰略位置，一部分是基於帝國防衛目的，

一部分則爲了確保貿易與運輸補給路線的安全無虞。在各國

於世界戰略區域的危機地區迅速發動軍事行動時，海外基地

也可以確保後勤基礎建設的全力支援。普及世界的通訊網絡 95

遍佈於陸上與海底區域，至一九00年，長達約一萬九千哩

的海底纜線埋設於世界各大海域，而整個大英帝國透過密集

的通訊網絡，得以與倫敦的軍事指揮中心保持直接聯繫

(Headrick, 1981, p. 162) 。

由於國家之間的軍事關係在政治上愈趨顯著，軍事外交在

這段時期亦呈現驚人的擴張程度，各國政府開始更有系統地蒐

集外國軍隊與軍事能力的相關資料，自一八五O年後軍方人員在

主要大使館中擔任特殊幕僚工作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其中尤以海

軍爲甚，儘管這類軍事幕僚人員的正式任命直到一八六0年代才

步入常態化（參見 Hamilton and Langhorne, 1995, p. 120) 。一八五五

年英國軍事幕僚人員首度派駐於巴黎、杜林與君士坦丁堡；一八

八0年代瑞典、法國與義大利等國也開始在歐洲主要都市派遣軍

事幕僚人員。截至一九一四年，世界各地約有三百名同性質人員

派駐各地(M. S. Anderson, 1993, pp. 129-30) 。

在軍事外交逐漸邁向制度化之際，歐美模式的軍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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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與戰術在全球的普及度日益分散，甚至有成功凌駕的趨勢

（參見 Ralston, 1990) 。西方國家開始在拉丁美洲、非洲與菲洲等

地訓練並配置本土軍隊，以補充帝國武力或鞏固全球權力衝突

中的乳戸式工事聯盟，就連日本與中國的軍事與政冶菁英亦積

極尋求取得西方國家的軍事援助(Beasley, 1995, p. 64; Black, 

1998) 。在二丨世紀轉拆之際，全球軍事競爭的激烈程度與歐洲

軍事權力網絡的廣泛影響範圍，將全球壓縮成單一的地緣政治

空間

三、全球衝突時期， 1914-1990

由於歐洲在全球勢力範圍的鞏固，全世界的文明、帝國與

國家就其安全了子亡而言，也已變得非常顯著地互為關聯。世界

每個區域的和平遠景不再單獨決定於地方環境或地方決策者，

相反地，逐漸収決於複雜旳全球權力閼係動態，及相互關聯區

域的軍事與政治決策發展。在列強對其所處戰略環境的掌控能

力超越［附屬國家鬥，每個區域皆無祛避免地步入仝球軍事與

安全關係體系中，此一全球軍事與安全體系缺乏有效的衝突解

決機制，有支閭於重大而不可控詞的危機傾向，這柿懽力均衡

體系中往往潛伏著韁以預測的災難往後果。

戰爭在一九一四年爆發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歐陸

以外地區蔓延，有三同主要因素影響了這場戰役擴張至全球範

圍。第一，許多戰略地位重要的帝國領土幾乎在戰爭爆發之初

便拉入衝突，囚此無江抑制的仇視與敵意如洪水般蔓延十非韌

與中束地區。第二，工業化改變了現代戰爭的本質，創造出大

規模的戰爭機制，但為了讓戰爭的運作更有效率，這些機制已

須動員整個國家卑帝國力量全力支持 e 戰爭的成敗繫於全球原

料與糧食的供給來源 c 對交戰國而言，現代戰爭訌須鐧書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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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地動員所有顾內外可取得的工業、技術、人力與自然資源。第

三，工業化戰爭的規模與本質促使國際結盟成為必要的機制，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圖家能夠獨自擁有獲得勝利或避免戰敗的所

有必要資源。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 英國、法國、俄國）與三

國同盟(Triple Alliance' 德國、義大利、奧匈帝國）是交戰雙方為

了協調作戰方針而成立的制度策略，這種聯盟策略也是導致戰

爭擴大成國際規模的主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突顯出工業時代列強間的戰爭，不再限

定於交戰區域內的交戰國。有別於十五世紀的戰爭，二十世

紀的戰爭過程與戰爭結果所波及的地理範圍相當龐大：「過去

的戰爭型態是由軍事雄才在有限交戰空間內進行的戰爭；然

而在總體戰的時代，戰爭範圍已經涵蓋全球陸地，同時牽涉

到祖國的所有國民」 (Klein, 1994, p. 55) 。一種全球衝突的時代

已經來臨。

誠如霍布斯邦的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全球人類

的空前浩劫」 (Hobsbawm, 1994, p. 52)' 戰爭的龐大規模與人類

蒙受的苦難在歷史上都是前所末見。當戰爭在歐洲與遠東地區

瀑發之際，軍事上的仇視對立幾乎蔓延全球所有陸地和海域，

拉丁美洲與南部非洲是極少數幸運的特例。未直接或間接參與

戰爭的國家很少可以有效地保持中立地位，因為軸心國

(Axis' 指德國、日本、義大利）與同盟國(Allied powers' 指美

國、英國、法國）交戰雙方的戰爭補給系統必須動員相當龐大

的資源。誠如麥克尼爾提及「因應戰爭而形成的跨圍組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到更全面而淋漓盡致的空前表現」

(McNeill, 1982, p. 356)。但是戰爭所造成的最深刻結果在於因而

產生了世紀權力結構的變化，一九四五年標示著歐洲全球性霸

權地位的結束，同時也確認美國與蘇聯晉升為全球兩大超級強

國，此一結構性轉變正預示著戰後全球軍事與安全關係型態的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戲劇性結果。

第二次大戰終止後將近五十年的時間裡，國際政治格局為

美蘇兩大超級強權的對立狀態所支配。兩國對於戰後世界秩序

重建的迥異見解甚至形成水火之勢，地緣政治型態也迅速進入

東西冷戰的對峙狀態。世界政治分裂成由軍事聯盟體系與區域

安全協定主導的兩大對立競爭集團，除此之外，美國與蒜聯開

始與世界各國締結大量的雙邊與多邊軍事合作暨安全協議。

雖然兩大超級強權之間的對立狀態並未平均分佈於全球，

但是中東、中美洲以及東亞等地區卻成為兩大對立集團的王要

角力競技場，這些地區不斷上演的「大型衝突」幾乎是司空見

慣，隨時都可能發生的核子大戰激起了一股人類命運與共的強

烈意識（參見地圖 2. 1) 。儘管以理性的角度來看，因為核武競賽

引發兩大超級強權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不高（但也不必然完全不

可能），然而東西對立局勢已然進駐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地

區。反殖民主義與民族解放的奮鬥過程隨後滲入冷戰的軍事動

態關係，這些活動在此動態關係中避開了直接干預而以連續不

斷的戰爭做為抗議。在歐洲國家的國外蛀軍逐漸減少之際，兩

大強權開始取代昔日歐洲強權的地位，大肆擴張國外駐軍（參見

Harkavy, 1989) ，即便是外太空與水底海洋世界也因為軍事目的

而無法逃過殖民化的命運。在軍事後勤與通訊系統的科技進步

讓人嘖嘖稱奇之際，減少軍事部署需求的可能性極為渺茫，而

實際上這些軍事需求也沒有不進反退的道理。一九八二年，外

國軍事基地部署的數量高達三千個，而且在一九八五年所謂「第

二次」冷戰高峰時期，美國在世界七十多個國家部署近五十萬

部隊，蘚聯則擁有超過六十萬的駐外部隊(Harkavy, 1989, ch.4) 。

雖然直接的歷史比較並不完全具有意義，但是就多數強權國家

而言，其在二十世紀中葉的駐外部隊占總軍力之比例很可能高

於十九世紀（參見地圖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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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構築了一個獨牡的全球權力關係體系，其」分弔詭地

將全球劃分成兩大對立陣營，卻又將全球都納入·個戰略上相

互聯繫的世界軍事秩序之中。冷戰的發展涉及到廣泛而強烈的

區域與全球軍事權力網絡，至少對兩大超級強懽而言是如此，

此外在冷戰背景下，大量軍事基礎建設的潛在破壞力幾乎足以

摧毀地表上任何一處。這段期間全球軍事秩序旳發展呈現高度

制度化與階層化之煩向（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皆是如

此）（參見地圖 2. 3) 當兩大超紈強權於 九九O年十一月共同

簽署巴黎憲章後，隨著東德的瓦解，全球冷戰格局的結束如同

冷戰的開啓，同樣地令人措手小及。然而，冷戰的後遺症仍持

續影響著當代地緣政治景觀。

四、無系統的地緣政治：區域主義與全球安全

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軍事與安全闥係的型態再度產牛變

動。就某些方面而言，二十世紀末的世界軍事權力結構似乎又

走回傳統的多極權力政治型態，但在其池方回看來，這個結構

在歷史上卻又顯得前所未見，尤其是美國的單級軍事超強地位

（參見 Waltz, 1993) 。不過我們在此有必要提出二點重要的條件。

第一，就軍事權力的觀點而言，美國與世界其池國家的「火

力差距」甚為巨大，在軍事支出方面，即使將有計劃的支出削

減考量在內，美國的軍事支出仙絪大幅超出其池主要大國合計

的總開支。而且在軍事能力方面（包括人力資源），美國與其他

國家的技雨與硬體差距幅度更不必多言。有鑑於此，美國仍是

世界諸多中階軍事國家屮的超級軍事強國。第二，相較於先前

各個歷史階段，今日毌界主要大國問的對訂情況相對趨於沉宣

（只有中國人陸可以被描述為「修正主義國家」），即使存在著

對立情勢，亦井表現存軍事形式上。第二，除了美國以外，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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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世界大國旳主要安全利益絕人多數頌向區域或地方郡態。在

世界大國的政冶考量中，全球安全與軍事關係的重要性可能囚

血逐慚降低。以I這些條件顎示當前體系有別於十九川紀末強

權對立而慚趨全球化的多極國際體系，可能逐漸形成更匿域

化、更分裂且更缺乏系統的新體系型態。

隨著冷戰結束，美苣兩國的國外駐軍人幅縮減，區域與地 101

方性的國與國對立型嘿日益激列，這種情勢所引發的結果之

一寸更是「魍際安全體系的分散化」，世界體系分割成相對分雕

（但未完全自制的）的區域安全集團(Buzan, 1991, p. 208)＠。這種

傾向，在歐洲與巴爾斡半島地區再度復甦的民族主義雨突與緊

張情勢、南亞的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對立，以及東南亞的南中國

海對存情勢中更為突顯。卸去冷戰衝突的外衣後，區域衝突（有

些區城衝突可以追溯辛歐曲帝國時期之前）旳屯大外力限飼便

不復存在 以目前形勢來看，東南亞地區的區城衝突洁果相對

較為和緩，然而大多數區域的對立與緊張情勢卻逐漸升高。這

種國際安全旳「區域化 1 正代表後冷戰貯期世界軍事與安仝秩

序的正要差異特徵。

然而，此一區域化的重要性在當代安全關係型態中引起了

許多爭議，其中一直有種引發高度爭議的說法·認為全球安全

與軍事佚序尸進行某種「結溝上旳分又」過程，意指人體上將

分裂成兩固擁有不同國際行為檸準、規則的獨立體系。謬勒

(Mueller)認為在先進工業國家中，由於傳統戰爭或核武戰爭所

花費的成本及其可能的意涵是如虻地驚人，因此重人戰爭將逐

漸被廢棄：因為戰爭無論是做為解決國與國衝突的方法或是改

變國際現狀的策略，皆會產生不良後果（參見 Mueller, 1989) 。與

；依據布蓋恩(Bman)的説法，區域安全集団可以從「某些限定」也理

區域內，國與國之間的和睦與敵意閻係型態」觀黠加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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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觀點呈現對比的看法則評爲，處於開發中世界的邊陲國家

乃在充斥政冶不安、軍國主義與國家擴張的地方性體系運作，

而體系中缺乏可以有效制止以戰爭做為國家政策工具的強制

約束。因此，國際軍事與安全關係型態，隨著後冷戰世界秩序

的逐漸分歧而出現兩極化的發展（比較 McFail and Goldeier, 

1992) 。

然而，與這些分裂及區域化過程截然相反的是，許多具向

心性的強大勢力正逐漸強化世界軍事秩序的統一特徵。在這方

面要特別提及四項重要因素：

．第一，全球許多區域陸續出現大量的共同防禦與多邊安

全協議。盡可能地避免國防事務將帶來的國際衝突、龐

大成本、技術條件與國內沉重的負擔，這是各國長久以

來的渴望，如此共同的心理期盼，促成了歷史上多邊共

同防禦協議以及國際軍事合作與協調的強化而非削

減。北大西洋公約紲纊非但不如眾所預期地隨著一九九

O年冷戰的結束而沒落，其角色與重要性反而益發擴

張。此外，世界多數主要區域的多邊集體安全防衛架構

亦隨著既有的區域協議逐漸蘄露頸角，儘管諸如東南亞

國協區域諭壇(ARF)等多邊架構可能尚處於初步發展階

段，且正為了各式各樣的對立型懲所困擾，但其在歷

史上卸代表軍事安全關係制度化的重要里程碑。而且

隨著美國在全球參與上角色的增強（參與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與東南亞國協區域論壇），這些協議大多逐漸跳脫

區域格局。在全球層級上也有同樣的發展，儘管不必

然能發揮更高直生效果，但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及其

日漸普遍的集體安全功能越來越顯而易見。這些發展

反映出某種政治現實，在冷戰結束與軍事技術變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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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國家防禦領土疆界免於武力侵犯的能力」可

能正逐漸衰弱(Cammilleri and Falk, 1992, p. 152) 。可以確

定的是現今多數國家都承認國家安全無法完全倚賴單

邊行動達成目的。

．第二，回家金融、貿易與經濟聯繫的漸趨密集（參見第三

至五章）導致全球遠距離危機對大多數囿家的潛在影響

力大幅擴張。因此，包括世界主要強權在內的許多國家

即使不受影響，仍舊對其他區域的安全與軍事發展極端

敏貳。這種敏貳度可能有崗度選擇性，當然並非全球所

有地區都被視為具有同等的戰略重要性，然而一九九O

年的波斯灣危機卻突顯出戰略地位舉足輕重的區域軍

事發展，持繽在全球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軍事／安全

關係的區域化與全球化絕非雨種相互矛盾的過程，甚至

可能是一種互相補強的過程。

．第三，國家安全所面臨的威脅逐漸分散，而且不再僅止

於軍事性的特徵(Buzan et al., 1998) 。因此劇烈毀滅性武

器的擴散對所有國家均構成潛在威脅，但是有一部分的

擴散是工業與技術方面的知識以及硬體設施普及下的

產物。有鑑於此，防止武器擴散成為典型的全球集體行

動問題，必須有遍及全球的行動，同樣地，環保、經濟丶

辜品、恐怖主義、文化、犯罪及其他構成國家安全的種

種威脅 都無法單獨透過軍事手段或國家手段得到解

決。為了處理逐漸擴張的安全威脅陰影，全球協調與合

作機制已經成為一種永久性需求。

．第四，在全球國際體系中，所有國家的軍事安全明顯受

到體系因素的制約影辜。的確，全球結構與大國行動仍

然對當事國家與其他國家保有顯著影響力，道在某些程

度上只是因為大國豎立了軍事技術或武力規模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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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而這些標準最終會導致其他國家的國防能力趨於標

準化，因此美國的國防政策比吉里巴斯共和國（氐ribati)

的围防政策有更廣泛的全球效應。大國行為究竟如何

影響世界所有區域的安全，而且如杲缺乏任何促使全

球穩定的上位權威，大多數國家將傾向透過軍事力量

追求和平，如此一來將產生某種嚴重的安全迷思．認

為只要透過增加或改善國家軍事能力使能確保國家安

全 國家「可以輕易達到威脅其他國家懽力與安全之

目的」 (Buzan, 1991; 另參見第一章二、三節）。擴張軍

事權力的最後結果可能促使潛在對手以頫似的方式以

為回應，造成國際不安的悪性循環。有鑑於此 在－

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固家安全不可能完全與全球系

統環境脫鉤。

103 以上四項要素悉數顯示出當代地緣政治秩序仍充斥了全球

戰略互相聯繫的問題，而不僅止於分裂的問題。冷戰與一八九

0年代新帝國主義時期嚴重的全球政治與軍事對立型態雖然已

不復見，但不應就此解讀爲軍事全球化過程已然結束。我們將

在更周全地考量全球武器動態與國際安全體制等其他世界軍事

秩序面向後，再回到此議題。

肆、全球武器動態？

第二次冷戰於一九八O年代中期達致高峰，世界每年軍事

費用總支出將近一兆美元（全球每人平均支出一百九十美元）：

軍事硬體上的支出更超過兩千九百僮美元，武器貿易總值超過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四百八十億美元（參見 Krause, 1992, p. 93; Sivard, 1991, p. 499) 。

在這段期間內，估計約有一百二十個國家參與軍事技術與武器

的生產、買賣與轉運。因此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的結論：「全

球武器動態」乃伴隨了一種功能性的全球「武器磚移與生產體

系」 (Krause, 1992, p. 1) 。

所謂「武器動態」意指國家與全球軍事能力在質與量上的

變動過程(Buzan, 1987, p. 73) 。驅動此一過程最重要的影響力，

除了地緣政冶因素與國內因素以外，還包括軍事技術的革新。

軍事技術革新是武器動態的核心，通常可能產生重大的全球性

後果。尤其普及世界的軍事技術標準往往由軍事上最先進的國

家所制定，而它們實際上就是擁有科學、工業與技術創新能力

的國家。當某國家不斷有創新發展，而且同時具備獨占鰲頭的

軍事技術優勢時，其他國家往往容易陷入明顯的安全困境：儘

管他們竭盡所能地企圖獲取最先進的硬體丶系統或國家潛在的

軍事懽力，最後往往無法避免國家軍事安全遭到破壞的結果。

因此武器動態的作用突顯出一套固有的全球化邏輯：在這套固

有邏輯中，武器動態直接助長了貫穿世界各洲的軍事技術與能

力的擴散。它也的確促進了世界主要區域安全集團內部或區域

安全集團誾，某種軍事技術的連鎖反應型態，既然在軍事技術

先進國家陣容中列名，各酮往往企圖維持他們在區域與全球權

力階級中的相對地位。「全球武器動態」一詞生動而鮮明地捕

捉到「軍事技術上質的提升過程」與「技術和相閱技術知識普

及傳播於國際體系」之間的關係(Buzan, 1987, p. 36) 。有關全球

武器動態的－項鮮明例證出現在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之

後，在戰爭甫開始的最初幾個小時裡，先進的指管通情〔 C3I,

也就是指揮(cornrnand) 、管制(control) 、通訊(cornrnunications)與

情報(intelligence) ］技術整合結合了新型隱形戰機，在極短時間

內以壓倒庄姿態摧毀蘇聯建置的伊拉克空防系統。這場戰役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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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先進的 C3I 系統逐漸成爲全球所有國家軍事採購計劃的必

備要件。

全球武器動態在一個層級位階明顯的武器轉移與生產體

系內運作，因此不同等級國家的軍事技術能力間亦存在大幅差

104 異。克勞斯(Krause)籍由四種不同的國家等級觀點突顯出這種

體系的層級結檣特徵：

．第一等級供應者：軍事技術創新國家；

．第二等級供應者：武器技術與系統的主要生產者與改裝

者；

·第三等級供應者：再造或複製既有軍事技術與硯體設備

者；

．第四等級接受者：最主要的武器購買者。

這種結構大多是自行繁衍擴大，因爲誠如博贊(Buzan)提

及：「執牛耳地位的大國在體系中必須保持技術發展的領先優
勢，除非他們想要退居第二等級國家。第一等級國家地位的動

力來自於必須獲取技術革新領先優勢的競爭能力」 (Buzan, 1987, 

p. 37) 。

雖然佔據這些層級的特定國家經常隨時間而有所變動，然

而根深蒂固的體系結構從近現代迄今仍維持原封不動，截至二

十世紀末期，西方國家對此結構的支配優勢亦不曾改變過；十

九世紀的戰爭工業化更顯著地鞏固西方的支配情勢。然而，當

二十世紀末西方國家以外的新武器供應者與軍事生產中心逐

漸冒出頭時，工業化與現代化確實對西方優勢構成挑戰。爲了

分析這種全球武器動態的主要表現，亦即武器貿易與軍事技術

的普及，以下將更有系統地呈現此一軍事全球化面向的發展景

象。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一、近現代的武器貿易體系：擴張範圍、強度與層

級性

有關現代武器貿易體系的發展，幾乎清一色被解釋成一種

地緣政治環境的產物、國家擴張的過程，或是國家軍事生產與

軍事技術革新的組織型態之變遷（參見 McNeill, 1982; Creveld, 

1989; Pearton, 1982; Krause, 1992) ；這些解釋傾向強調全球擴張

過程中的不連續性與層級胜。武器貿易體系的層級結構突顯出

引發全球擴張的各種不同刺激動力，隨著武器轉移規模與範圍

的擴大，連帶促使武器交流規模與空間型態得以長期鞏固。前

現代時期的武器貿易體系大多侷限於空間範圍有限而分散的地

方性貿易，然而隨著軍事與傳播技術的革新，當代武器貿易逐

漸轉型爲廣泛而密集的高度制度化貿易型態，這其中的發展只

能從武器市場一連串階段性變革的觀點下得到解釋，驅使這種

轉變發生的主要原因是許多偶發事件的累積影響，而非某種單

一長久的歷史變遷過程。

雖然有關前現代時期武器貿易的證據相當有限，但可以肯

定的是當時武器轉移的範圍、程度與影響均受到高度限制(Black,

1998) 。根據克勞斯表示，羅馬帝國內的主要武器生產中心，其

位置接近軍事要塞，且由國家控制其運作(Krause, 1992, p. 35) 。

當時根本不存在任何有組織或制度化的武器貿易型態。事實上

直到中世紀初期，歐洲內部才開始出現較規律化的武器貿易型 105 

態，歐洲以外的世界武器貿易則處於缺乏管理機制的放任狀

態。在中國與蒙古帝國等區域，雖然軍事革新（十字弓、騎兵隊）

極其迅速地擴散，但並未因此而產生規則化的武器貿易型態

(Pacey, 1991; McNeill, 1982) 。

歐洲城邦國家與王國間的戰爭及征服行爲加速了武器的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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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在部分商旅資本家旳援助下，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將歐洲武

器傳入中東內陸，其後更透過貿易網絡而得以廣泛傳播。同樣

地，西方基督教國家內旳「文明」衝突也造成蒙古、伊斯蘭教

徒國家與中國武器及軍事技術的擴散，最廣為人知的便是火藥

的發明(Contamine, 1984, p. 139)@ 。然而，製作火藥的知識整整

花了兩個世紀才從中國傳入歐洲（透過蒙古與伊斯蘭帝國），這

個事實強調早期武器貿易缺乏組織、流於分散與地方化等特

徵，同時也突顯出軍事革新的普及速度甚為緩慢。的確，這些

早期武器轉移範圍普遍較分散而侷限，程度上也較為有限，因

此從任何意義上而言都不可能將之視為一種武器貿易「體系」。

前現代時期的武器貿易幾乎都發生在各自獨立的世界文明

範圍內，這方面可以參考巴特萊特(Bartlett)有關西元九五O年至

一三五0年期間法蘭克民族的武器與軍事技術（如城堡與砲擊

技衛）如何在歐洲擴散的描述(Bartlett, 1994, pp. 70-84) 。透過往服

與競爭的手段，城堡、圍城器械與十字弓成為中世紀歐洲內部

戰爭中常見的作戰主具。或許是因為火藥與大砲的發明以及大

規模生產，才導敎武器貿易發展陷入充滿仇視敵意的氛圍。即

使如此，軍事技術高度地方化生產的本質逐漸成為常態，原本

以製造教堂聖鐘為生意大宗的地方家庭式鑄造廠，輕易地改裝

成「砲彈工廠」。結果導致一三六0年至七O年代歐洲大部分城

＠：依據康塔明(Contamine)的說法，中國最早的火藥製作技術記載出
現在－O四四年，而一二六七年洋人培根(Roger Bacon)所製造吋火藥是西
方最早的火藥製作紀錄，期間超過兩百年的差距顯示已知文明間相封偏
低的互動程度。相較淤十九世紀末，歐洲懷特沃斯(Whitworths)與克魯伯

(Krupps)等主要軍火製造商向海外販售最先進武器時，往往直接從生產線
上取得武器成品，有時候甚至比軍火製造商本國軍隊更早取得新產品（參
見 Contamine, 1984, p. 139; and Krause, 1992, p. 66; McNeill, 1983, p. 
241) 。亦或相較菸當代時期德國與美國製造第一枚火箭後不到五十年，
中國丶印度、巴西等其他多數國家均已取得飛彈製造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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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及主要大國不是陸續培養許多本地生產的重要兵工廠，就是

取而代之自義大利、德國、法國與荷比盧低地國等不同來源採

購大量武器（參見 Contamine, 1984, pp. 139-50) 。這種早期的武器

貿易主要侷限於區域範圍，大多由民間私人勢力掌控而缺乏國

家規範(Krause, 1992, p. 37; Harkavy, 1975, p. 35) 。

隨著中世紀歐洲秩序的崩潰，這種混亂的「武器市場」之

政治基礎逐漸侵蝕衰敗。而由於國家開始發展更持久的軍事組

織形式（如常備陸海軍隊），更有系統的武器生產需求亦隨之增

加。國家權威當局企圖壟斷與軍事相關的生產與商業活動，強

107 調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政策，以合法化發展其壟斷行動。以英

國爲例，十四世紀對國外火藥供給的嚴重依賴在一五二0年代

有效轉變成徹底的閉關自守政策(Krause, 1992, p. 40) 。同樣地，

在瑞典、法國、普魯士、西班牙與葡萄牙等地，早期現代國家

的形塑過程與武器取得上的經濟自立有密切關聯，然而矛盾的

是，豷著十六、十七世紀期間常備部隊規模的日益擴大，國內

生產的軍事武器經常出現供不應求的窘況，更無法滿足大多數

國家與日俱增的軍事需求(Parker, 1988, p. 61; Black, 1994, p. 9; 

Krarse, 1992, pp. 42-7) 。即使是英國與瑞典這些第一等級的武器

生產國也必須仰賴少許武器進口，名列第二等級的法國、俄國

與西班牙等武器生產國則經歷嚴重的武器短缺。

政府兵工廠的興建〔如十八世紀由科爾伯(Colbert)所設計的

法國兵工廠〕並未解決武器供應不足的問題，因爲傳統工藝製

造技術在推動產量最大化時面臨了原料不足的嚴苛限制(Krause,

1992, pp. 39-47) 。以俄國爲例，儘管該國一直企圖逹到自給自

足，仍舊無法避免大量軍火武器的進口，一六五三年至一六五

五年期間，光是從荷蘭進口的武器，數量便高達四萬噸。其餘

如列日 (Liege)等重要軍火生產中心，更因爲往返於歐洲與法

國、西班牙、英國、普魯士之間的大量槍砲運輸業務而繁榮一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時。矛盾的是製造技術的限制不但沒有導致武器貿易徹底縮

減，反而較中古時期更有利於歐洲內部強烈武器貿易風潮的推

動。

這段期間歐洲統治者開始將武器轉移視爲歐陸權力政治中

潛在的重要工具，誠如克勞斯的觀察，各國「可以透過供應他

國軍火武器的積極方式，有系統地影響其他國家的結盟行爲與

戰爭結果」 (Krause, 1992, p. 42) 。此外，早期航海征服行動與世

界性帝國的建立，首次開創出潛在的全球武器市場，日本在十

六世紀開始從歐洲進口軍火與砲彈（分別於一五五一年與一五

四三年），於一五五六年建立了三十萬單位的軍火庫存。十八世

紀時，帝國征服與貿易商的運作使大量槍枝軍火流入非洲西

部、鄂圖曼帝國、印度以及美洲。十七世紀中期，荷蘭以十二

支槍砲換取一名非洲奴隸的比例進行奴隸與軍火交易，據估

計，一六五八年至一七五0年期間每年約有十八萬支槍砲流入

非洲(Parker, 1988, p. 121; Krause, 1992, p. 56) ，大批軍火因此流入

最不可能抵達的偏遠區域。十九世紀邁入二十世紀的轉折之

際，黑人涉入一樁美國暴力事件，他們襲擊一處位於佛羅里達

州阿帕拉契可拉河流域深處的奴隸與克里克印地安人的根據

地，只是爲了發現「一座藏匿十門大砲與三千兩百支槍械的軍

械庫，這座軍械庫是在早期英國陸軍上校指撣下所興建的防禦

工事」 (Krause, 1994, p. 21) 。一個新生的全球武器轉移體系就以

歐洲爲其核心逐漸發展成形（參見地圖 2.4) 。

二、現代武器貿易：戰爭工業化與全球武器市場

繼「火藥革命」之後，軍火武器生產技術發展逐漸停滯不

前：軍事技術的革新只有漸進的增長而缺乏革命性的進展。一

七九六年拿破崙入侵義大利時，法國軍隊所使用的兵器與「三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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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查理八世進攻義大利時相差無幾」 (Creveld, 1989, p. 87) 。

即使在十九世紀末，軍火武器的生產仍脫離不了小型工廠的技

藝基礎。然而，工業化的來臨促使戰爭工具與武器生產本質發

生根本性轉變，在工業化刺激下興起一場軍事技術革命，這場

革命所引發的全球後果或許較六世紀前的火藥革命更為深刻。

由於十九世紀的戰爭工業化明顯將武器轉移的全球化導入

一個全新局面，從武器轉移的範圍、程度、速度、衝擊影響、

制度化、層級型態、轉移模式、武器貿易類型等諸多觀點而言，

全球武器貿易確實已經產生重大變遷。此一轉變過程主要歸結

於許多因素的驅動，這些因素包括了，持續不斷的武器革新過

程產生一個所有國家渴望追求的先進軍事技術領域；軍火武器

的量產能力與大量的武器出口；武器工業部門脫離經濟部門而

獨立，爲了追求利閆而投入武器的大量生產；此外有利於淆有

貿易型態的全球通訊與運輸等基礎建設的迅速發展（參見第一

章第一節）。誠如麥克尼爾的觀察，這些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導

致一八六O年代全球開始出現企業化的軍備武器交易體系」

(McNeill, 1982, p. 241) 。一種規則化、制度化且普遍由民間運作

的全球武器貿易體系，在最小程度的政府干預下逐漸發展與運

作（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期間除外），然而此一體系發展至

一九三O鉭代突然出現了阻礙(Harkavy, 1975, p. 36) 。

在英國、德國、法國這些第一等級的武器供應國中，大型

民間企業扮演軍事工業部門的重要代表機構，最著名的有克魯

伯、維克斯(Vickers) 、阿姆斯壯／懷特沃斯、史奈德(Schne這er) 、

克魯梭特(Creusot)等軍火工業集團。這些企業不但象黴著龐大

經濟與產業權力的集中，事實上也幾乎被視為全球武器出口市

場中的國家代言人。大量生產技術洁合國際競爭和日漸增加的

世界武器需求，造就了武器出口的繁榮光景。十九世紀末，克

魯伯公司生產的武器出口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六點四，第一次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世界大戰前史奈德公司的武器出口比例為百分之五十，維克斯

公司則接近百分之三十三(McNeill, 1982, p. 302) 。當國內國防市
場逐漸飽和時，軍事企業開始出現生產力過剩的問題，而軍火

武器的出口當然更趨密集。此外，政府也開始著手規範雜亂無
章的武器貿易。

這種自由貿易制度所導致的結果之一，乃是國際體系中的

武器擴散範圍擴大。帝國征服行動結合了蓬勃發展的全球貿易

與通訊基礎建設，大幅提升民間武器製造商的全球出口率。有

鑑於此，諸如南美、亞洲、近東與非洲等區域因而逐漸成為歐
洲重要的武器出口市場。二十世紀初期，克魯伯軍火企業負責

全球五十二個國家的武器供應，法國軍火製造商供應全球二十

三個國家，英國軍火武器的採購者更是遍佈各大洲(Krause, 1992, 

pp, 59-61) ，由此可見武器貿易規模之龐大。儘管這段期間旳武

器貿易缺乏有系統或可靠的相關統計數據，但是從下列統計數

據中可以突顯某些武器轉移的衡量標準：十九世紀末每年從英

國出口至西非的槍枝數量介於十萬到十五萬支間；法國武器銷 109
售額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間暴增兩倍；一九一四年克

魯伯公司出口了超過兩萬六千枚的砲彈（佔總生產量的百分之
五十一）；法國史奈德公司於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一四年閆出口近

四萬五千枚砲彈(Headrick, 1981, p. 106; McNeill, 1982, p. 303; and 
Krause, 1992, pp. 59-60) 。

綜觀這個期間，各國軍火企業為了回收新武器系統的龐大

研發成本，普遍均背負著龐大出口壓力，龐大的成本壓力迫使

某些軍火公司不褐不在本國軍隊採購該公司產品前，便先行於

世界市場中兜售其最新型的高科技武器。以英國的阿姆斯壯公

司為例，該公司所建造及出口之巡洋船艦的航行速度與火力，

就比英國皇家海軍的船艦更為優越；但該公司卻將其研發的第

一批先進八吋手槍售予俄國(Krause, 1992, p. 66) 。英國建造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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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潛水艇在本國海軍採用前便先行出口至希臘(Harkavy, 1975, 

p. 36) 。就在大戰席捲歐洲前夕，各圍武器製造商在本國政府的

鼓勵措施下，創造出一套以商業邏輯運作的全球武器貿易體

系，而該體系實際上已經超出各國政府的掌控範圍。克勞斯歸

納出這樣的結論：在一八六O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間，「從第一等

級霸權國家壟斷現代武器供膺，到現代武器逐漸擴散於全球這

樣一個轉型趨勢中，國際武器轉移體系正逐漸發展成形」（幻ause,

1992, p. 72) 。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武器轉移與生產型態迅速地

轉變以適應變動中的地緣政冶與經濟環境。與其說戰爭導致現

代武器貿易體系發展的新歷史斷層，不如說戰爭更呈現出當代

裂痕。在相當程度上，武器擴散與武器貿易商業化再度重返十

九世紀的發展路線，當愈來愈多國家邁向工業化之際，諸如捷

克與波蘭等新武器供應者陸續加入既有的供應者行列，第一次

世界大戰也讓美國晉升為第一等級的武器生產國；值此之際，

德國在凡爾賽條約的決議下已不再是武器貿易體系的競賽者

（至少形式上如此）。

兩次大戰之間的政冶動盪與經濟不安，促使世界軍事支出

的成長大幅超越戰前水準(Sloutzki, 1941, p. 23) 。戰後軍事支出

與軍備武器貿易的同步成長，直到一九二九年爆發經濟大蕭條

後才稍見緩和（參見圖 2. 1) 。即使在一九三0年代的大蕭條期

間，武器出口總值的滑落幅度亦極為有限，而且很快便回復至

原有水準(Sloutzki, 1941, p. 67) 。相較於前幾個世紀，世界市場

中參與武器貿賣交易的國家數量大幅增加，如此一來國際武器

市場結構便不若先前那樣集中，且逐漸趨向由少數製造商掌控

全球武器市場的寡佔情勢。雖然全球軍事技術能力的層級體系

仍舊存在，但是第一等級、第二等級與第三等級的生產者卻呈

微幅增加(Harkavy, 1975, p. 90) ，約由二十個武器出口國家共同

70 
武器與軍火

60 I- 彈藥出口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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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Sloutzki, 1941; League of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升ade

in Arms and Ammunition, Geneva, various years. 

圖 2. 1 ：戰間期的全球武器貿易

囊括全球武器出口量的百分之九十(Sloutzki, 1941, p. 72) 。在主

要大國保有武器貿易的支配優勢時，他們卻必須對抗許多市場

中的新競爭者。哈卡維(Harkavy)基於對兩次大戰之間武器貿易

的綜合研究，提出這樣的結論：實際上對武器貿易體系中的所

有等級而言，體系中存在著大量的潛在供應者(Harkavy, 1975) 。

有趣的是，如戰鬥機或坦克等最先進軍事技術的生產，甚至比

一九四五年的戰後期間更為廣泛普及。這種情況也產生三個重

要的政冶結果：任何擁有必要資源（金錢）的國家相對較容易取

得最新的武器系統：武器採購者經常力求供應來源多樣化；武

器貿易的有效控制必須仰賴國際合作方能達成。

極其複雜的武器貿易關係網絡在這段期間蓬勃發展，在各

國政府企圖提升自主性的同時，也從許多不同的供應者手中取

得軍火武器，因而逐漸發展出多元供應者的貿易型態。一九三

0年代後期，世界所有區域的主要大圍開始向敵對的民主政體

或獨裁政體集團採購所需武器(Harkavy, 1975, p. 127) ，這些重疊

的貿易關係進而引發世界主要區域間更密集的軍事聯繫。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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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者型態的存在讓武器進口國可以有效協調不同供應者網絡

間的聯繫，袁器貿易體系內的複雜性與互賴程度亦隨之提高。

在這層意義上，兩次大戰之間的武器貿易發展出更具影響力的

系統動態；武器貿易體系亦蛻變成更具結構性的整體。

在貿易範圍方面，武器進口國的數量接近六十個國家，加

上六十個以上的保護領地或殖民地(Sloutzki, 1941, p. 72) 。特別

是中國與拉丁美洲市場在這段期間變得格外引人矚目。

武器貿易於兩次大戰之間的顯著特徵之一，在於新重商主

義或武器轉移形式的出現，如生產許可證的核發與跨國生產模

式。隨著戰後解除動員，全球武器製造工業開始重新建構並結

台日益蓬勃發展的國際卡特爾〔 cartel ，譯者按：卡特爾為壟斷行為

的一種，指同業間進行橫向式合作，並採取一致的策略，以避免彼此間激

烈的航爭，而獲取利潤，最著名者為元油専合出國家紐織(OPEC) J 厘悍開（參：

見第五章），一時之間武器生産的跨國化逐漸蔚為風潮(Harkavy,

1975, p. 38) 。武器生產的跨國化以種種不同的商業模式進行，

從跨國結合的董事會與持股股東，到國外執照、海外子公司集

團的建立等不一而足。相對於直接銷售，證照化的生產佔了武

111 器縳移相當大的部分。與傳統武器供應模式相較，證照制度的

實施建立了一套更制度化與規則化的關係型態，因為它牽涉到

知識、技術與生產組織的移轉。在最先進的武器部鬥（諸如戰鬥

機），證照制度也成爲主要的武器轉移模式。領有執閂的公司通

常也會取得多種執照，避免過度仰賴任何單一企業體。一九三

0年代日本從英國、德國與美國的飛行引擎公司手中取得生產

執照，瑞典也相繼從英國、美國與憶國公司取得戰鬥機的生產

執照(Harkavy, 1975, p. 170) 。

在商業競爭與靜態國內市場的推動下，許多武器製造公司

開始在海外大量興建子公司；英國造船公司在海外投資大量新

生產設備，而容克斯(Junkers)公司在瑞典建造轟炸機；克魯伯公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司則在荷蘭製造潛水艇(Harkavy, 1975, p. 173; Krause, 1992, p. 

77) 。這些發展代表著重新建構後的第一階段跨國國防生產體

系，此階段有部分可視為缺乏規範的全球武器市場在決速成長

下的商業回應。然而，隨著戰爭的爆發，全球武器生產突然納

入國有化，從這一點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全球武器貿易演

進所造成的中斷效果，較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過之而羆不及。

雖然從一九三九年持續至一九四五年的戰爭，並未預示國

際武器貿易的完全中斷，但它確實使得當時既有的武器貿易型

態出現了巨大的重整。武器生產完全用於戰爭用途，事實上，

戰爭已經改變過去確立的全球武器供應結構、武器取得型態及

武器轉移模式。戰爭也迫使國家大量干預龐大科學、金融與企

業資源的組織與重新配置，目的在確保武器與軍事革新趨勢能

不間斷地持禮發展(Pearton, 1982) 。武器貿易淪爲美蘇兩大超級

強權（第一等級供應者）王導的局面並不令人意外。當冷戰促使

武器轉移成為東西方對立的主要工具時，武器貿易又重新取得

全球重要性。但是在大規模的衡量標準下，冷戰時期的武器轉

移體系可以被視爲某種脫罷歷史正軌的發展，因為這段期間的

武器轉移體系受制於政府支配，其發展工要取決於世界政治的

兩極結構。

三、當代武器貿易：擴張範圍、強度與層級性

在檢視當代武器轉移體系的區別特徵前，將場景轉移至戰

後全球軍事支出｀、軍事能力與武器實賣等主要趨勢與型態，可

能會有所助益。一九四五年解除動員後，世界軍事支出持續急

速成長至一九五O年代初期，在一九六己年代的短暫穩定後旋

即恢復向上攀升的成長路線。一九八七年到達巔峰時期，世界

總軍事支出攀升至一兆美元的歷史閱卡，直到冷戰結束後才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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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全球主要傳統武器出日， 1983-1997

步穩定下降。一九六O年至一九九O年期間，世界總軍事支出

難以置信地高達二十一兆美元（以一九八七年的美元匯率計

算）（Sivard, 1991, p. 11) 。當然，這些全球趨勢隱含武器開支分配

的幾項重要特徵。這段期間的大多數時候，北大西洋公約祖織

與華沙公約粗織各國在世界軍事支出當中佔了最大比例，單單

這兩大超級強權的軍事支出顯然就已構成全世界軍事支出的絕

大部分，但是後冷戰時期美蘇兩國在世界總軍事支出所佔的比

例已逐漸下降，然而西方國家的軍事支出仍舊是世界總軍事支

出的最大部分。開發中國家逐漸擴大的國防預算也引起廣泛遷

目，從一九六O年代開始，開發中世界內的國防支出在世界總

軍事支出所佔的比例已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世界武器貿易交流中的對應趨勢亦極爲顯著：一九四五年

以後，武器轉移程度呈現驚人的急遽成長，這些成長大多直接

關係到一九六O年代初期、一九七O年代中期與一九八O年代

中期的軍事力量強化。武器出口在一九八0年代中期達到四百

八十億至五百億美元的戰後高峰，而後在一九九一年時驟降至

高峰數據的一半以下（參見圖 2. 2) 。即使如此，後冷戰時期的世

界武器出口總值仍高於一九六O年代的世界武器出口經值。但

是這些全球數據隱含武器轉移型態的重大結構變遷。一九六O

年代晚期以後，開發中世界的軍事採購量位居世界武器進口量

的最大比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間的武器貿易水平則

逐漸縮減（有趣的是，此種情況與這段期間的商品貿易結構和國

外直接投資的趨勢幾乎呈逆向發展，參見第三章與第五章）。布

若斯卡與奧爾森(Brzoska and Ohlson)亦曾對這種轉變規模提出

暗示，他們提到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五年期間，開發中圍家累

計的武器採購總金額高達兩千八百六十億美元（以一九八五年

的美元匯率計算），這個數值幾乎是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七O年期

間總採購金額的四倍(Brzoska and Ohlson, 1987, p. 1) 。但是從一

九九O年代初期開始，冷戰結束與全球不景氣的共同影響，導

致開發中國家在武器採購的絕對數額以及佔全球武器總進口量

的比例都呈現下降。截至目前為止，這種發展似乎較傾向於一

種週期性趨勢而非結構性趨勢(Laurance, 1992, p. 134) 。

全球武器貿易範圍與程度，勢必受限於這些轉變的制約，

而武器貿易體系的層級型態也勢必產生對應的變化。一九七O

年代以後，世界市場上的武器供應國數量呈現穩定增加的狀

態，至一九九O年，全球武器供應國已接近四十國(Laurance,

1992, p. 103) ，這個數量遠遠超越先前任何時期（參見圖 2.3 與圖

2.4) 。而且迄今為止，這種供應國數量的擴張程度與武器轉移巿

場集中程度的降低仍有密切關連（以供應國在全球武器貿易所

佔的比例爲衡量觀點），因爲新武器生產者佔世界武器出口市場

的比例與日俱增。·導致武器轉移市場集中性減低的主要原因有

二：第二等級武器生產國積極進取的銷售政策，如法國、英國、

中國與德國等；第三等級武器生產區的迅速發跡，如以色列、

印度、巴西與南韓等（參見 Krause, 1992, p. 86; Brzoska and Ohlson, 

1987, p. 112) 。一九九0年蘇聯武器出口的衰退與冷戰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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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武器供應國數量， 196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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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開發中世界的武器供應國數量， 1960-1990

更突顯出武器貿易市場中國際競爭的情勢，顯然對低層級生產

者的關注傾向旋即出現逆轉(Anthony, 1994a) 。

當戰後時期的武器生產國數量逐漸增加之際，武器採購者

數量亦隨之攀升。一九七0年代之前，全球武器採購者的總數

量向來穩定地維持在一百個國家上下(Laurance, 1992, p. 135) ，除

了反殖民主義造成獨立國家數量增加以外，此一數據與兩次大

戰之間並無太大差異。但是從地理範圍的角度而言，世界所有

區域和各大洲無一置身於當代武器轉移體系之外，雖然在區域

與國家涉入程度上仍呈現極端不均衡的發展。更進一步來看，

這種不均衡的發展特質在武器進口方面尤其顯著；前十大武器

114 進口國經常囊括戰後時期全球武器進口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左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右。現代武器的擴散甚爲「曲折起伏」，絕非僅是進步論者認爲

的全球軍事化單一景象(Krause, 1992,p. 188) 。

蘇聯的瓦解，讓美國再度確立支配全球武器供應買賣的主

導地位，儘管如此，現今世界存在的武器供應國遠超過一九四

五年的水準，加上世界絕大多數地區的國防支出普遁削減，相

形之下，武器出口市場的競爭更顯激烈。因此當代武器轉移體

系很大程度上仍是買方市場，這也導致當今美國的地位顯然迥

異於一九四五年壟斷武器供應市場時的龍頭地位。

雖然從供應者與採購者的觀點來看，戰後時期的全球武器

貿易趨勢呈現出更大的多樣性，但體系的層級屬性仍舊相當明

顯。就這點而言，供應者市場的集中程度不若過去密集(Laurance,

1992) 。然而儘管如此，世界前六大武器供應國（美國、英國、法

國、中國、俄羅斯與德國）仍持續掌握絕大多數的世界武器轉

移。這些層級型態仍可從武器供應國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武器出

口型態觀察到，儘管各國的武器供應狀況略有差異（參見Brzoska

and Ohlson, 1987, app. 4NB)。全球武器進口市場上同樣存在明顯

的層級性，雖然武器進口市場的集中程度遠不及武器出口部

門。誠如安東尼(Anthony)提及一九九O年代初期，全球二十五

個國家佔了全球將近百分之九十的武器進口，此一比例略低於

前幾年(Anthony, 1994a) 。與此層級型態息息相關的是特殊之地

理屬性：武器進出口的空間型態存在驚人的不均衡特質。戰後

期間的武器貿易範圍出現明顯的地域轉變，從北方國家（戰後初

期）轉移至中東（一九六0年晚期之後），近年來則轉向亞洲（參見

Krause, 1992, p. 184) 。

除此之外，羅倫斯(Laurance)觀察到，相較於一九六0年代

時期，武器市場「在本質上逐漸趨於商業化，因爲在武器貿易

百分比穩定成長的狀況下，政府並未直接列名買賣契約的當事

人」 (Laurance, 1992, p. 147) ，而這不太可能是一種簡單的週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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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全球防衛市場戲劇性急轉直下的轉捩點，在於冷戰的結

束迫使所有武器生產者必須面對出口市場的激烈競爭，政府則

順水推舟地將此競爭視為維持國家國防工業基礎的策略。此

外，世界各國的國防生產亦逐漸邁向民營化與商業化之趨勢，

武器出口市場的競爭因而漸趨白熱化。

有關戰後當代武器轉移體系幾個主要趨勢的討論，可以歸

納成三個主要論點：

．第一，直接戎閏接參與武器貿易的廣泛程度確保了「全

球」武器轉移體系的成立（儘管參與程度不乎均）

．第二，當代武器貿易之範圍及相關交易的密度與連度，

進一步讜明崗度連結的世界軍事秩序確實存在，從這些

面向可以看出當代武器轉移體系呈現某些十九世纪末

所特有之屬性，

．第三，當代武器貿易涉及具有龐大破壞力的先進武晷系

统與武器的擴散，先進軍事能力的擴散是武器競爭與全

球工業化型懇下的產物 現今轉移至開發中國家的大部

分武器都是新近崖品而非存貨出清(Brzoska and Ohlson, 

1987, p. 11) 。而且愈來倉多的間發中國家不斷在獲取先

進的軍事能力。一九八O年至－九九O年期間，擁有地

對空飛彈系統(SAMs)與先進戰鬥機(AFA)的國家數量大

幅增卿（參見 Laurance, 1992) 。諸如彈道飛彈、先進戰鬥

機等先進技術擴散的結果，導致某些開發中國家的遠距

離戰略影響力大幅增加。

當代武器轉移因此在全球體系中促成了軍事能力的重新分

配，但先進武器的擴散只有在軍事工業生產能力普及於世界的

背景下，才能得到適當理解。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四、全球武器生產能力的擴散：近現代與現代時期

在近現代時期，接近原料產地或軍事與政治權威的中心，

是決定武器生產地點的關鍵因素。在世界主要文明範圍內，軍

火武器的大規模生產自是毋庸置疑，而戰爭、征服行為與建立

帝國則是軍事技術從一處轉移至他處的主要機制。我們將歷史

場景回溯到一千年前，當時芷值法蘭克人(Franks)貫穿整個歐洲

而大肆擴張之際，他們帶來各式新城堡類型與攻克城堡的新武

器(Bartlett, 1994) 。中世紀期間的十字軍遠征有助於東西方間的

軍事技術擴散，而中世紀時期源起於義大利的砲彈製作技術開

始往歐洲內部擴散，各國紛紛群起仿效這些軍事技術，在短短

二十年間，即使邊陲地區也能擁有自己的武器生產設備

(Contamine, 1984, pp. 139-50), 五十年後這批技術才傳入巴爾幹

民族與鄂圖曼帝國。但是在助長軍事技術能力擴散的制度機制

與基礎建設方面，火藥革命亦具備相當重要的陀段性意義。由

於軍火砲彈的生產需要具備高度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因此從中

世紀末期橫貫至近現代期間，軍事技術的普及「多半透過遷徙

技術性勞工的模式達成」（氐ause, 1992, p. 44) 。在三十年戰爭之

前，阿道福斯(Gustav Adolphus)藉由將大批荷蘭軍火製造主人遷

移至瑞典以取得荷蘭的軍事技術，此舉讓瑞典躋身先進軍事強

國之列(P沮:ker, 1988, p. 23) 。

歐洲地區的軍事技術轉移，大部分隱含著龐大商機，但事

實上缺乏有紀律的規範。武器製造技術透過貿易網絡、使節團

與早期帝國體系蔓延至歐洲以外的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地

區。蒙古帝國軍隊、日本、鄂圖曼帝國與中國都能善用西方軍

事技術(Parker, 1988, pp. 126-9; Krause, 1992, pp. 48-53) 。即使如 116

此，十八世紀末印地安人的製炮技術「仍未進步到十五世紀的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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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Krause, 1992, p. 52) 。儘管歐洲軍事技術已經普及於世

界，但西方歐洲直到二十世紀始終保有其技術優勢。

在專制王義國家屹立不搖的鞏固地位下，軍事革新的速度

與軍事技術的擴散腳步稍微放慢，歐洲各地的統治者如火如荼

地投入國營兵工廠的發展，企圖實現由國家掌控所有軍事生產

的目的。然而，工業革命導致民間企業的發展成為軍事技術革

新旳主要動力(Creveld, 1989, p. 220) 。造就了輪船、鐵路與電報

之發展的技術與生產方法，不僅改變實際的戰爭手段，也改變

了這些基礎建設的生產。全新的國家軍事工業關係型態，開始

將民間技術大幅運用於軍事生產與戰地。隨著民間工業新技術

與方法的普及，先進武器系統與軍備的大量生產能力也跟著提

昇。

一八五一年的世界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後，英國從美國

取博了恩弄爾德兵工廠(Enfield armoury, 當時尙未興建）先進生

產技術與生產機器的特別使用於，在一八六三年，這座兵工廠

每年生產的槍枝總數量高達十萬零三百七十支(McNeill, 1982, 

pp. 233) ，到了一八七O年，歐洲其餘國家亦跟進如法炮製。工

業資本主義導致軍事生產能力與軍事相關技術的大幅擴散，這

種普及過程不再如同過去專制王義時期處於政府的直接控制。

因為工業資本主義下的主要代表機制是當時大型的民間軍火武

器企業集團，如克魯伯、維克斯、史奈德、阿姆斯壯等，這些

企業集團的利潤來自於其產品與關鍵技術的市場擴展。此外，

也有許多小型企業從事軍事生產技術或出口應用於軍事用途的

民間技術以諜取利益。在十九世紀邁入二十世紀之際，俄國在

歐洲主要武器生產國的直接援助下，將該國軍事生產能力付諸

現代化(Krause, 1992, p. 66) 。其餘如日本、中國、義大利、奧匈

帝匿、鄂圖曼帝國、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的新近獨立國家則大量

進口國外軍事技術，以作爲經濟現代化政策的一部分(McNeill,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1982; Krause, 1992) 。

二十世紀初期，全球所有區域逐漸整合入世界軍事技術秩

序體系，體系中第一等級生產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的

軍事工業發展，透過模仿與軍事技術革新的跨國網絡而迅速擴

散至第二等級（俄國、奧匈帝國、義大利、西班牙）與第三等級（日

本、中國、土耳其）生產國。

雖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軍事

工業技術貿易暫告中斷，但是先前的軍事貿易型態卻迅速地在

兩次大戰間復甦。邁入一九三0年代後期之際，國外瞪照化的

生產模式「在整體武器轉移比例中佔有相當的份量…...軍艦與

潛水艇以外的武器類型平均搜近百分之二十」 (Harkavy, 1975, p. 

150) 。對應之下，武器生產體系透過國際卡特爾的運作及許多

重要武器公司旳國外合資生產，而逐漸趨向國際化。透過這些

機制，諸如戰鬥機等重要國防部門的武器技術與軍事生產技

術，從第一等級的主要生產國逐漸傳入第二與第三等級生產

國。即使如此，軍事生產能力的層級體系從兩次大戰之間以來

幾乎沒有太多變動，戰爭的發生促使軍事技術的擴散逐漸受到 117

政府規範，軍事生產正式進入戰後時期，逐步恢復戰前軍事生

' 產的證照制度。

我們將軍事技術能力（以軍事研發支出預算來衡量）列入考

量時，兩造之間的差距更是無可言喻。第二，儘管這涸差距的

缺口仍然存在，但是擁有重要軍事生產能力之第二等級與第三

等級的國家數量，卻可能比現代時期的任何時候更多。第三，

第二等級國家數量的擴張反映出戰前情況的重現（甚至可能反

映更早期的中世紀武器生產模式）。第四，第二等級武器生產國

以異軍突起的姿態，出現在新近工業化國家及全球工業化區

域，這種發展是造成武器生產地點產生重大轉變的主要原因，

早期的第三等級國家主要位於歐洲邊陲地區。最後，從武器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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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表 2. 1 ：世界軍事秩序：武器生產結構

1980 
第一等級武器生產國 美國

蘇聯

第二等級武器生產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日本

波蘭

義大利

加拿大

捷克斯洛伐克

荷蘭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比利時

第三等級武器生產國 中國

印度

以色列

南斯拉夫

南非

巴西

南韓

阿根廷

台灣

土耳其

埃及

巴基斯坦

北韓

新加坡

希臘

伊拉克

第四等級武器採購國 其餘國家

1993 
美國

俄羅斯（獨立國協）

英國

法國

德國

日本

中國

義大利

加拿大

瑞典

西班牙

比利時

瑞士

捷克

波蘭

荷蘭

印度

以色列

巴西

南韓

阿根廷

台灣

土耳其

巴基斯坦

希臘

新加坡

南非

埃及

北韓

塞爾維亞

伊朗

伊拉克

其餘國家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產的擴張性觀點看來，檯面上的情況反映出軍事技術能力與生

產能力正迅速往四面八方擴散。全球所有區域至少擁有兩個當

地的軍事生產中心，而所有區域大國也都具備某種程度的國內

軍事生產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軍事技術以及生產現代武器系統

的工具出現迅速而廣泛的擴散。克里費德(Creveld)在其戰爭技

術研究中歸結出，當代時期「與先前時期最大的區別在於，一

種單一而同質性高的軍事技術在所有區域都被視為主流」

(Creveld, 1989, p. 290) 。促成還種歷史轉變的關鍵過程究竟爲

何？

從一九七O年代起，亞洲、拉丁美洲與中東，其急起直追

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步伐大幅助長了當地軍事生產能力的頃著擴

張O 。一九六O年至一九八O年，從事精密軍事系統生產的開

發中國家其數量幾乎成倍數增加(Brzoska and Ohlson, 1986; 

Newman, 1984) 。諸如巴西與台灣等國家利用自行研發的工業基

礎建設，已經有廂力建構重大國防工業的基礎，而這些基礎使

他們有能力進入武器出口市場分一杯羹。當然，在大多數案例

中，若缺乏外力援助的話，這種轉變並不容易達成，軍事技術

直接移轉在本土軍事能力的扶植上始終扮演了吃重角色。令人

驚訝的事實是，一九五O年代整個開發中世界的本國武器生產

總值「約略等於一九八O年代中期生產一部軍用坦克車的成

本」，但是一九八四年，此一生產總值約暴漲近五百倍(Brzoska

and Ohlson, 1986, p. 7) 。

直到一九六：年代，大部分的軍事技術轉移往來乃介於超

級強權及其顧客國家之間：這些技術轉移的主要目的，在協助

o ：在此處當她生產能力一詞意指國內生産能力而非獨立生産能力，
只有美國與蘇聯可以宣稱擁有眞正獨立（但亦不完全是）的國防工業綦
礎。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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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聯盟體系內之核心國家建立並鞏固其軍事工業基礎；進入

一九七0年代後，證照化的生產成為主要的制度化機制，透過

119 證照制度的確立，軍事技術的轉移不再侷隈於單一聯盟內，這

種轉移關係亦存在於主要武器供應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美

國顯然是唯一獨大的軍事技術證照核發國（參見圖 2. 5) ，而最大

的執照獲准國莫過於義大利和日本。但是取得生產許可的最大

集團卻是新近工業化國家，在這些參與軍事生產的開發中國家

裡，取得許可的生產在整體國內武器產出中佔有相當的比例，

在先進軍事系統的生產上更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少部分西方

企業仍主宰了開發中國家得到許可的武器生產。

自一九六0年代以來，外國核發武器生產許可的情況愈演

愈烈，這也顯示商業力量已經取代了地緣政治勢力，而逐漸成

為全球軍事技術轉移的強力決定因素。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

逐漸取代集團對立的情勢後，就更突顯出這種趨勢，地緣政治

因素的影響逐漸退居次要地位，地緣經濟因素取而代之成為主

要影響因素。因爲這種轉變而引發的世界國防預算削減效應，

刺激了全球各訓本土國防工業的重新建構，然而先進軍事技術

與武器生產持續上漲的昂貴成本，也是推動國防工業重組過程

的原因之一。國防採購預算的成長幅度根本趕不上軍事成本的

增加速度，一九八O年代晚期，因國防支出驟減而迫使各圍國

防工業同時面臨成本提高與產能過剩的問嘻＠。冷戰的終止更

加速這些過程的發酵。為了解決成本上升的問題，歐洲內部逐

漸出現跨國合作、共同研發與共同生產等協議，但是到了更為

近期，這類協議則是為了因應產能過剩的問題。西方國防工業

®：凱伯斯坦(E. B. Kapstein)提供一些有關成本提高的衡量指標，他注
意到－九七己年美國企業界以四十億美元出售三千五百架軍用飛機，一

九七五年卻以冏樣的價錢出售數量成半的軍用飛機，一九八0年滑落到

一千架六十億美元，一九八五年時九百一十九架則價值一百八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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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全世界主要傳統武器系統的許可生產估計， 1960-1988

從一九八O年代開始發展一種新趨勢，亦即國防生產的跨國

化。

隨著領有許可執照的生產活動之擴張，美國與歐洲的主要

國防企業更積極參與全新的國際合作模式。轉包契約、等求全

球原料來源、共同生產、多國聯盟、跨國財團、策略聯盟與合

作開發計畫等國際合作模式盛行一時（參見圖 2. 6 與圖

2. 7)(Bitzinger, 1994; Skons, 1993) 。國際轉包契約在目前甚為風

行，許多重大武器計畫中經常可以發現合作生產〔美國通用動

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與日本三菱企業(Mitsubis缸 Company)

合作生產 FSX 戰鬥機〕、合作開發 [FSX 戰鬥機；歐洲直升機

(Eurocopter) ;歐洲戰鬥機(European Fighter Aircraft) 〕、跨國聯盟

〔歐洲戰鬥機（颱風戰機）〕、合資企業（歐洲直升機）等國際合作

模式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除此之外，當企業重組壓力愈來愈強

烈峙，跨國合併、收購與共同策略聯盟的數量明顯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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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6 :全球國防工業的企業連結， 196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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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7 ：武器生產的全球化， 1961-1993

(B且zinger, 1994)這種國際合作模式在外太空與電子等先進防禦

領域最為顯著。

這種發展意味著西方國防工業基礎走向重要的跨國化趨

勢，與國內或國家安全條件背道而馳的商業邏輯是驅使此一過

程的主更動力(Skons, 1993) 。但這種跨國化趨勢亦反映出一九七

0年代以來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領域中，國際化生產大量擴張的

普遍型態（參見第五章）。然而在解釋這些趨勢時必須格外謹慎 122

的是，跨國化容易傾向集中於區域發展而非真正的全球發展。

從區域化的觀點或許可以得到更精確的描述，雖然橫跨大西洋

與穿越太平洋的共同防禦計畫以及合作協議確實存在（有些看

法更認為這種合作模式正逐漸增加），然而誠如泰勒(Taylor)所下

的結論：「把國防企業視為受到本國政府顯著影響下的圖家實體

著實有失妥當，而國防機制的發展與國防設備的生產正逐漸在

國際基礎上邁向組織化」 (Taylor, 1990) 。

在當代國防採購預算逐漸刪減之際，跨國化的國防生產成

為維持國家國防工業能力的最佳解決之道。因此，國防生產的

跨國化並不只是一種侷限於歐洲或跨大西洋區域的過程，雖然

這些區域的作用最為明顯，但事實上這是國防工業重組過程中

的一種普遍趨勢(Bitzinger, 1994) 。促成這股趨勢的主要原因，在

於對許多大型國防企業而言，「國際化是確保企業在市場中長期

存續的一種鞏固策略」 (Skons, 1993, p. 160) 。國防工業基礎的重

新建構實際上也伴隨著全球國防生產的重新建構。在不同程度

上，所有參與國防生產的國家正逐漸接觸到這兩種關係密切的

發展，這種發展趨勢恰可呼應稍早討論過的許多政治現象（參見

第一章），即國內與國外的區別逐漸消弭。的確，龐大的跨圍合

作集團與生產網絡「逐漸從傳統單一國家的武器生產型態轉變

成跨國化的武器生產與研發」 (Bitzinger, 1993, p. 7) 。例如，富豪

航太引擎公司(Volvo Aero Engine AB)既生產美國海軍戰鬥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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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零件，同時也從事瑞典鷹獅號(Gripen)先進戰鬥機引擎的許

可生產。在商業領域方面，隨著生產成本的居高不下，尋找國

防生產的全琮原料來源逐漸成為當務之急。對擁有本國國防生

產能力的工業化國家而言，尋找全球原料來源仍是滿足國防需

求不可或缺的任務(Brzoska and Ohlson, 1986, p. 285) 。但是在「本

國」軍事體系的生產與發展上，生產原料的需求亦可透過其他

合作形式得到滿足，有時候則必須仰賴其他開發中國家政府或

先進國家的協助以舒緩原料不足的問題(Bitzinger, 1993, p. 35) 。

後冷戰時期全球軍事技術與國防工業能力的普及，逐漸與國防

生產的跨國化產生密切關連。

在先進武器系統的生產與研發過程中，民間商業技術（與民

間技術革新）逐漸扮演核心角色，此一發展有助於國防丁業能力

與軍事技術的普及。二十世紀末的軍事技燭革命(MTR)可謂「資

訊時代」的產物。從超級市場結帳系統到個人通訊，使得日常

生活各方面出現革命性變化的技衛，同樣也正在改變戰爭後勤

體系以及現代戰場，如一九九一年的波灣戰爭(Gulf War)所顯

示，現代戰場被建構成「一場電子雷達影像的大風雪」而不是

「一場调鐵風暴」 (Creveld, 1989, p. 282) 。幾乎毫不意外地，一

九九一年波灣戰爭期間負責美國軍隊後勤指揮的派高尼斯(Gus

Pagonis)將軍，在退休後立即被西爾斯羅巴克公司(Sears Roe-

123 buck ，全美第四大零售企業）所網羅，負責該公司的配給系統業

務(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995, p. 5) 。

今日的關鍵技術大多屬於軍商兩用技術，民間部門與軍事

工業部門之問的傳統分界似乎已經瓦解。就羅倫斯所觀察，「過

去的工業可以洽好區分爲軍事與非軍事的部門，而如今我們正

在目睹此一時代的消逝」 (Laurance, 1992, p. 146) 。當這些界線漸

趨模糊之際（證實「民間」技兩與「軍事」技術誾的虛擬區別），

軍商兩用技術不僅愈來愈盛行，且逐漸成為先進軍事系統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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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看法認為民間技術發展往往基於軍

事目的而開發，因而導致現今許多軍事技術的革新(Stowsky,

1992) 。一九九O年一項有關全美前二十大企業的調査報告，指

出「企業所生產的軍用產品大多都是商業產品的副產品」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994, p. 13) 。這種圖防工業基礎「文

明」幾乎是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開始改變軍事生產與武器技兩時

的寫照，接著它也可能對全球產生深刻影響。

就定義上而言，兩用技術具有商業性質，而生產兩用技術

的企業遠較國防工業部門更全球化，因此大部分的兩用技術擁

有密集的全球性交易，廑管生產這些技術的能力往往因為跨國

公司的運作而呈現分散狀態。根擄卡洛斯(Carus)的評論，這種

發展模式「將導致愈來愈多國家可以取得發展軍事技術革命的

必需技術」 (Carns, 1994) ，全球體系內的軍事技術權力階級亦將

隨之改變。擁有商業技術革新之先驅優勢的國家與企業，不再

等同於今日的軍事大國或大型軍事企業。從這方面看來，注意

到下列事實，對於我們會有所啓發：一九八九年美國軍用半導

體有百分之三十八仰賴進口，「若沒有三家日本公司提供百分之

九十五用以保護其電子零件的陶瓷封裝，美國五角大廈便無法

發射任何飛彈或航空器至空中」 (OTA, 1991, p. 38;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994, p. 18) 。

伍、地域管理形式的出現：組織化的武力

軍事權力的規範，突顯出戰爭體系與全球武器動態之間重

要的政冶、倫理與法律介面，本質卜它代表兩種意義：其一是

對世界軍事基本秩序的全球管理過程，其二則是稍早提及的世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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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法模式（參見第一章第三節）。在描述組織化武力管理的歷史

型態特徵後，有助於對軍事全球化過程更全面的理解。我們將

分析焦點集中於三大領域：包括國際安全體制的出現；戰爭與

軍事衝突的規範；戰爭手段的規範。

124 一、軍事權力的管理：國際安全體制

沃波爾爵士(Sir Robert Walpole)教授是支持國際聯盟價值的

忠誠信仰者，就他的觀察，「近代聯盟制度的過度運用已經引起

許多爭論，透過成功的協議與恪遵協定的方式，噝盟制度讓弱

勢的一方得以抗衡強勢旳一方」（引自 Kegley and Raymond, 1994, 

p.93) 。從歷史上來看，國與國之間的同盟關係，是各國協調軍

事武力之運用與部署的博統機制。在最低限度上，聯盟制度包

含「國與國間軍事武力使用條件」的相關協議(Russett quoted in 

Kegley and Raymond, 1994, p. 90) 。國家之間的結盟閱係在本質上

普遍頻向實用主義，同盟關係的建立旨在解決立即性的突發意

外，但是也可熊涉及更高程度的軍事合作或國防以及國家安全

協調，這種結盟關係通常具備相對固定的地緣政冶特徵。相較

於前幾個世紀，戰後時期主要聯盟體系顯得更爲正式，制度化

程度也遠高於先前峙期。聯盟制度代表國家使用軍事權力旳手

段受到國際層級的規範，其在不同的程度上也意味一種軍事安

全國際化的過程。

甚至在近現代之前，聯盟制度與契約協定常被所有主要文

明的統治者與國君援用為制止或挑起戰爭的手段(Watson,

1992) 。但是隨著現代國家體系的演進，結盟成為規範歐洲國與

國敵對狀態的主要機制。早期聯盟的形成乃屬於大國問為了應

付立即［生威脅而成立的雙邊或三邊協定，這些協定普遍傾向彈

性化的配置，因此結盟夥伴為了回應新國際情勢會經常有所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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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此外，這類的盟約協定往往是秘密進行或涉及秘密計畫，

這也是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主要籌劃者美國總統威爾遜

(Woodrow Wilson)痛斥秘密外交的理由。但是隨著二十世紀中期

冷戰的爆發，聯盟成立的形式與動態呈現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特別是兩大超級強權確立了正式或半常設性質的區域與多

邊聯盟，這些盟約關係實際上巳經涵蓋了世界所有主要區域，

共同拼湊成全球軍事與安全配置，而這些配置透過條約形成正

式的合法化規範，也較先前時期更爲制度化。諸如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等新組織結構逐漸確立重回家防禦與安

全政策的協調亦成為必要。事實上，戰後的全球結盟體系定義

了歷史上獨特的國際安全制度模式（泛指管理軍事與安全領域

的規範、規則與決策程序），將兩大集團的成員國納入特殊的集

體安全配置型態。這些聯盟體系外的其他國家亦被迫加入超級

大國之一的非正式防禦協定，或選擇採取不結盟的防禦策略，

在此意義上，全球聯盟體系的存在直接或間接地規範了國際體

系中所有國家的防禦態勢。

後冷戰世界裡的制度化聯盟配置趨勢並未稍減，唯一旳變

化是更強調區域集體安全或多邊防禦機制的鞏固與擴張，這在

後冷戰時期的歐洲尤其顯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仍是提議與討 125 

論西歐共同防禦策略的主要論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長久以來

的運作，對於國防行政機關與軍隊之闇強大的跨政府網絡或利

益共同體的建立，有強烈的鼓舞作用。即使是冷戰的結束也未

曾破壞己經確立的機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甚至涵蓋前

華沙公約組織會員國（如波蘭、匈牙利與捷克共和國），俄羅斯、

瑞典與其他歐洲國家則加入相關的和平夥伴關係(PFP)協議。舉
凡北約事務的例行業務或國際危機的重大時刻，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不失為符合國家安全與軍事自主理念之多邊決策與多邊合
作機制。

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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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終止再加上歐洲的動盪不安，進一步促進了這種國

際化發展，或者更精確而言是安全事務的區域化發展，諸如西

歐聯盟與歐洲安全保障合作組織等既有制度，悉數被賦予新責

任與功能。這些區域安全體制牽涉到深入會員國內政事務的各

種不同國際商議與協調機制。實際上，歐洲正目睹一種新集體

安全結構的發展，即一項修正後的「歐洲協定」（參見以下段

落），這項新安全結構驅使軍事與安全事務更緊密地整合。現今

大西洋區域的發展現實趨向集體防禦而非單獨的國家防禦，我

們必須注意到，即使是瑞典等傳統中立國家亦深感無法維持其

軍事獨立與中立態度。而且，礙於日漸升高的預算限制以及逐

漸擴張的防禦硬體成本，「在不久的未來，任何歐洲國家都無法

透過發動單邊軍事戰爭，來擊敗任何具備現代軍事作戰能力的

敵對國家」（參見 Zelikow, 1992, pp. 12-30) 。軍事工業因素益發

強化了集體防禦功能組織的發展趨勢。

歐洲以外的亞洲（東南亞國協）、非洲（非洲團結組織）與拉丁

美洲（美洲國家組織）地區，亦可見到類似的安全體制全球化與

區域化之發展趨勢。東南亞國協內部的東南亞國協區域論壇，

在區域安全事務上逐漸發展出亞太國家與美國、歐盟等世界主

要大國間的協商模式(Leifer, 1996) 。誠如史耐德(Snyder)的觀

察，它代表了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與多邊對話邁向制度化重要

的一步(Snyder, 1996) ，但是這種趨勢的發展相當不平均，某些

菡域因爲薄弱的國際社會規範與既存的區域對立與仇恨，而使

制度化腳步趨緩。

相對於安全的蓋域化與全球化，一種圍際上的普遍認知正

逐漸醞釀成形：亦即傳統「國家安全」享有特權的安全概念不

再適用於後冷戰背景。一九九0年代的集體安全實踐，在國際

聯盟「試驗」失敗的歷史教訓中已經有所修正。

集體安全的實踐起源於歐洲協定 (Concert of Europe, 

1815-70) ，其透過制度化的大國協商會議體系，來鞏固十九世紀

歐洲內部的相對和平與安全(I. Clark, 1989, ch. 6) ，這種協商會議 126 

體系可以描述成一種國際安全體制。謝利高(Zelikow)認爲後冷
戰時期的歐洲安全配置逐漸趨近一種新的協商會議體系

(Zelikow, 1992) ，但是不同於昔日協商會議時期之處在於：當代

歐洲結合其他區域安全體系的一項國際創舉，在改革過後的聯

合國背景下，重新建立了全球層級的集體安全體制。

由於聯合國憲章賦予聯合國採取有效的集體辦法來制止侵

略行爲並恢復和平（參見聯合國憲章第一章與第七章），因此理

論上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均有權參與全球集體安全體制，但是冷

戰的爆發卻阻礙聯合國集體安全功能的發揮。然而，近期聯合

國維持和平行動成長的現象（參見表 2. 2)與形成國際集體行動

規範的合法性，意味著國際社會對集體安全態度的轉變。這也

反映出一種強烈認知：在彼此緊密聯繫的世界秩序中，有效的

安全不可能僅透過單邊行動達成，相反地，國家安全與國際安

全在某些程度上被視爲不可分割。在當代全球體系中，國家安

全困境的解決在區域與全球面向上均有重要意義。

重疊存在的區域與全球安全體制，在國際安全事務的歷史

型態上定義出一種嶄新的連動關係。幾乎沒有任何國家或全球

主要區域被排除於現有國際（包括區域及全球）安全體制的參與

權利之外。此外，各種不同體制間的制度化與彼此間的互動，

有助於形塑全球基礎建設的管理，儘管此一管理機制的權威相

當有限，但對於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軍事與安全措施卻有一定程

度的規範作用。

二、軍事權力的管理：戰爭與衝突

根據華森(Watson)的記載，早在古典文明時期便存在著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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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

1 冷戰期間的聯合國任務 I 

中東：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UNTSO)

一九四八年六月迄今＇，

印度／巴基斯坦：聯合國印度和巴基斯坦軍事觀察小組(UNMOGIP)

一九四九年一月迄今 a

中東：第一次聯合國緊急部隊(UNEF I)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七年六月

黎巴嫩：聯合國黎巴嫩觀察小組(UNOGIL)

一九五八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剛果：聯合國駐剛果部隊(ONUC)

一九六0年七月至一九六四年六月

西部新幾內亞：聯合國西新幾內亞安全部隊(UNSF)

一九六二年十月至一九六三年四月

葉門：聯合國葉門觀察團(UNYOM)

一九六三年七月至一九六四年九月

127 I賽普路斯：聯合國駐賽浦路斯和平維持部隊(UNFICYP)

一六四年二月迄今 4

多明尼加共和國：秘書長駐多明尼加共和國代表團(DOMREP)

一九六五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十月

印度／巴基斯坦：聯合國印巴觀察團(UNIPOM)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三月

中東：第二次聯合國緊急部隊(UNEF II) 

一九七三鉭十月至一九七九年七月

戈蘭高地：聯合國脫離接觸觀察員部隊(UNDOF)

一九七四年迄今 a

黎巴嫩：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UNIFIL)

一九七八年三月迄今 a

阿富汗／巴基斯坦：聯合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斡旋團(UNGOMAP)

一九八八年四月至一九九0年三月 a

伊朗／伊拉克：聯合國兩伊軍事觀察團(UNIMOG)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一月 a

繩計：冷戰期閭聯台國共朝行十五次和平維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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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後冷戰期問的聯合國任務 I 
安哥拉：聯合國第一次安哥拉查核團(UNAVEM I) 

一九八九年一月至一九九一年六月

那米比亞：聯合國過渡援助團(UNTAG)

一九八九年四月至一九九0年

中美洲：聯合國中美洲觀察團(ONUCA)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九二年一月

伊拉克／科威特：聯合國伊拉克和科威特觀察團(UNIKOM)

一九九一年四月迄今

安哥拉：聯合國第二次安哥拉查核團(UNAVEM II) 

一九九一年六月至一九九五年二月

薩爾瓦多：聯合國薩爾瓦多觀察團(ONUSAL)

一九九一年七月至一九九五年四月

西撒哈拉：聯合國西撒哈拉公民投票工作團(MINURSO)

一九九一年九月迄今

柬埔寨：聯合國柬埔寨先遣團(UNAMIC)

一九九一年十月至一九九二年三月

柬埔寨：聯合國駐柬埔寨過渡行政機構(UNTAC)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九月

前南斯拉夫：聯合國保護部隊(UNPROFOR)

一九九二年三月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索馬利亞：第一次聯合國索馬利亞行動(UNSOM I) 

一九九二年四月至一九九三年三月

莫三比克：聯合國莫三比克行動(ONUMOZ)

一九九二年四月至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索馬利亞：第二次聯合國索馬利亞行動(UNSOMII)

一九九三年三月至一九九五年三月

盧安達／烏干達：聯合國盧安達烏干達觀察團(UNOMUR)

一九九三年六月至一九九四年九月

喬治亜：聯合國喬治亞觀察團(UNOMIG)
一九九三年八月迄今

賴比瑞亞：聯合國安哥拉觀察團(UNO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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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九月至一九九六年六月

海地：聯合國海地任務團(UNM田）

一九九三年九月至一九九六年六月

盧安達：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UNAMIR)

一九九三年十月至一九九六年三月

129 I查德丨利比亞：聯合國查德利比亞觀察團(UNASOG)

一九九四年五月至一九九四年六月

塔吉克：聯合國塔吉克觀察團(UMOT)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迄今

安哥拉：聯合國第三次安哥拉直核團(UNAVEM III) 
一九九五年二月至一九九七年六月

克羅埃西亞：聯合國克羅埃西亞恢復信心行動(UNCRO)

一九九五年三月至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五日

前南斯拉夫馬塞多尼亞共和國：聯合國馬其頓預防部署部隊

(UNPREDEP) 
一九九五年三月迄今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那：聯合國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那任務團

(UNMIBH)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迄今

克羅埃西亞：聯合圍駐普力夫拉卡觀察團(UNMOP)

一九九六年一月迄今

克羅埃西亞：聯合國東斯拉夫尼亞過渡機構(UNTAES)

一九九六年一月迄今

海地：聯合國海地支援團(UNSMIH)

一九九六年七月至一九九七年七月

瓜地馬拉：聯合國瓜地唄拉査核團(MINUGUA)

一九九七年一月至一九九七年三月

安哥拉：聯合國安哥拉觀察團(MONDA)

一九九七年一月迄今

海地：聯合國海地過渡行動(UNTMIH)

一九九七年八月迄今

總計：從瞰後時期到目前為止，聯合國共執行三十次和平維持行動
註： a橫跨冷戰至後冷戰時期

實料來源： UN - http://www.un.org/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戰爭外之國與國衝突的機制(Watson, 1992, ch. 12) 。不過，戰爭

則普遍被視爲解決城邦國家與帝國爭執或敵對狀態的合法機

制。長久以來，人們對於規範戰爭的態度始終在兩種渴望之間

搖擺不定：一則渴望將道德注入戰爭行爲，二則渴望將戰爭完

級強懽熱線）與國際法院的廠際法律爭端仲裁，皆在國際衝突管

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這些機制大多是以雙邊或個案型態為基

礎。此外，一九二五年主動減少戰爭的羅加諾條約(Locarno

Treaty) ，一九二八年主動廢棄戰爭的凱洛－白理安公約

(Kellogg-Briand Pact ，或稱巴黎非戰公約）證實缺乏永久性價值。

相較之下，後冷戰時期與近代聯合國維持和平與建立和平的運

作有其獨特的重要功能。在戰爭的預防與廢除上，一九八O年

代以來聯合國角色開始大幅擴張（參見表 2. 2) 。與聯合國角色擴

張有密切關聯旳莫過於新國際規範的發展，這些規範的關切焦

點在於當國家被懷疑出現違反人道之犯罪行為時，國際社會有

權干預犯罪國家的主權事務（參見第一章第三節）。就這層意義

而言，聯合國預防戰爭與衝突的角色逐漸在全球彰顯，儘管聯

合國往往未能達成正面結果。

與全球軍事衝突規範的重要性旗鼓相當的是中世紀以來對

戰爭罪起訴的普通法演進。中世紀時期，羅馬天主教會成功地

企圖建立管理訴諸武力與戰爭行為的國際規則。正義之戰的信

條成為基督教文明在戰爭時的道德標準，也是後來許多戰爭法

概念的法律思維基礎(Watson, 1992, pp. 144-8; Contamine, 1984, 

pp, 280-4) 。但是芷義之戰的信條對於世俗權力的影響極為有

限，歐洲內部與外部的征服行為更是動輒以此信念做為其合法

化藉口，造成這種結果的一部分原因是當時的國家仍處於空中 131 

樓閣式的空洞組織，既沒有常備軍隊，而戰爭的進行也被歸類

為私領域事務。正式外交體系的發展與國家對暴力工具的壟

斷，為戰爭行為更廣泛與系統化的規範提供一套制度結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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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革命及後來的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對此過程亦有

進一步的鼓舞作用。

現代戰爭法的法源基礎出現在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

這段期間(Best, 1980, p. 128) 。一部分導因於工業化戰爭時代來

臨的驅使，此外透過大規模的國際和平運動，一連串國際會議

制定現代戰爭的進行規則，一反傳統嗣際法上把訴諸武力視爲

國家合法權利的慣例(Best, 1980, p. 331) 。這方面的發展過程在

海牙公旳(Hague Conventions)達致高峰，其對於戰爭的進行及武

力使用的限制，建立了一套更人道且法典化的國際法架構。從

歐洲萌芽而逐漸向外擴散成歐訓國際法標準的法律原則，亦逐漸

成為二十世紀國際社會中各國成員的重要行為準則。隨著國際聯

盟與後來聯合國的成立，戰爭法開始延伸至有關國家與士兵行

爲規範旳新領域，同時也進一步談判並批准更嚴格的圍際法令

約束（參見 Box 1. 6) 。在戰後期間的新總體戰爭環境下，國際

社會陸犢通過一系列保護平民權利的相關國際法原則。這些發

展構成一套享有國際法效力的普遍規則與法律原則，具有約束

力的條約與法案簽署國巖格遵守經過國際同意的交戰期間之

行為標準。＝十世紀的國際戰爭法終於取得國際計會的普遍管轄

權，然而國際社會成員無法普遍而有系統地遵守戰爭法規的事實

並非眾所樂見，此一事實不僅反映出國際權威缺乏確保各國遵守

承諾的有效權力，也同時反映出戰爭本質的變遷(Kaldor, 1998) 。

三、軍事權力的管理：戰爭工具

有關武器控管的最早紀錄可以追溯至西元一一三九年的拉

特蘭會議(Lateran Council) ，其決議禁止在基督教軍隊之間使用

十字弓(Contamine, 1984, p. 274) 。就像大多數的武器控制與主動

削減軍備等措施，這種禁令證實只有短暫而有限的影響。不過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在尙未啓發的國際體系歷史上，它卻代表著企圖規範並預防戰

爭工具的取得、利用與部署的濫觴。這段歷史也煩向證實稍早

有關戰爭與安全的討論，強顴二十世紀國際規範活動在形式、

範圍與程度上的重大轉變。的確，如果說國際武器控制與裁減

軍備屬於典型的現代現象，勢必引發爭論。

在海牙和平會議(Hague Peace Conferences' 一八九九年與一

九O七年）之前，國際社會便出現了企圖規範武器使用的單邊主

動行為。例如，一六六0年英國實施的武器出口控制（主要為確

保國內武器供應）（Krause, 1992,p. 41) 。但在十九世紀末期，戰爭

工具的改革導致在政治上，要求透過國際立法禁止非人道武器

以及規範武器貿易的聲浪逐漸高漲，因為這些政冶需求背後有

喧騰一時的和平運動作為強力支持(Howard, 1981) 。雖然海牙會 132 

議幾乎只著重於解決非人道武器的議題，亻旦這些會議卻相對成

功地創造了進一步控制的政治動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屠殺

慘劇後，透過一連串的協商談判，終於在一九三0年代完成普逼

而全面的裁減軍備行動。海牙會議定義出武器控制歷史上重大的

分水嶺，因為它們象徵了武器控制進入潛在全球管轄範圍的一種

多邊行動。第一次海牙會議包含了二十六個與會國家（以歐洲國

家為主），第二次會議的與會國家擴大至囚十四國，「幾乎代表了

所有獲得國際社會承韌的世界各國政府」 (Brown, 1994, p. 220) 。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成為倡導普遍而全面裁減軍

備之鼓吹者，為進一步提倡裁軍計劃的新制度論壇(Howard,

1981)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全世界獲得承認的六十

四個國家於日內瓦的世界裁軍會議(World Disarmament Confer

ence)中齊聚一堂，正式展開普遍而全面的裁減軍備過程。但是

「理想主義」終究不敵「現實主義」，會議的解散導致裁軍成效

微乎其微。正當國聯重新討論歐洲地區的複雜危機之際，德國以

侵犯蒜臺德地區的軍事行動大舉報復普遍而全面的裁軍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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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爆發成爲裁減軍備的新刺激因素，軍備裁減重心落

在原子彈與其他大量的毀滅性武器上，因此戰後期間大規模破

壞性武器與傳統武器的多邊控制，經歷了持續最久的慘烈失敗

經驗。武器控制已經成爲國際政治的常態特徵。世界主要國家

都設有武器控制與軍備裁減機構以妥善管理相關的外交過程，

位於日內瓦的聯合國常設裁軍會議，也確保武器控制的議題在

全球安全議題中能受到高度關注。

雖然戰後武器控制過程牽涉到一連串全球武器限制與禁令

之談判，如防止核武器擴散條約(NPT) ，大多數提議集中於菡域

性，如歐洲的中程核武條約或太平洋無核武區，或者特定功能

性議題，如全面禁止核試條約(CTBT) 。雖然有些協議幾乎獲得

世界各國普遍地批准，如一九二五年的日內瓦議定書(Geneva

Protocol)與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但也有

諸如非人道武器公約或南極條約等更多其他協議，僅取得極有

限的國際支持。武器控制已經成爲一種多邊過程，它也反映出

軍事領域上各國安全與防禦體系的相互聯繫程度和範圍。即使

是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九0年：那段美蘇兩大超級強權雙邊談

判的「黃金時期」，著名的雙邊協議包括限制戰略武器談判

(SALT)與戰略武器裁減談判(STARD等，這段期間正式的外交

過程，在聯盟夥伴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多邊討論與談判中，逐
漸隱沒失色。

多邊主義的崛起導因於，現今大多數武器控制的關鍵問題

起源於世界軍事秩序的密切聯繫，因此武器規範需要一個集體

同意及共同執行的解決方案。誠如稍早所提及，大量武器供應

者加上兩用技術成長的事實，致使規範武器的國際企圖更形複

雜化。因爲政府可以從各種潛在的供應來源取得武器，也可以

133 透過向軍事供應者購買技術或元件的方式來發展本國的武器製

造業。除此之外，隨著民間技術與軍事技術分野的模糊，控制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機密技術擴散的企圖勢必要擴大國內與國際商業的國內與國際

規範及監督。透過這種方式，國際武器控制體制大舉進入國內

與民間領域。

戰後期間，仰賴正式或非正式多邊體制以解決各種武器控

制議題的情況迅速成長。非正式體制提供一項規範特定議題領

域的機制，省去了許多如正式會議外交與制定條約等分散注意

的複雜細項。例如，核子供應國集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與

中東武器管制小組(Arms Control Middle East Group) ，分別意圖規

範機密核子技術的取得途徑與中東的武器交流。

戰後時期的大多數時刻，有關武器控制的承諾遠超過實際

履行的行動，但是一九八0年代後期，武器控制「開始成爲實

現轉變的手段而不僅是紙上談兵地將現狀付諸條文化的工具」

(Sharp, 1991, p. 111) 。許多近期協議關係到介入國家主權與國家

軍事自主性的承諾方式。冷戰的結束導致變遷速度驟增，而真

正的裁減軍備（不只侷限於武器控制）行動也受到影響。這並非

意指後冷戰時期的武器規範必定較過去成功，而是承認現代武

器規範顯然影響了許多國家的國防決策過程。國際武器規範並

非專屬於聯合國論壇上的議題，而是多數國家的軍事與武器採

購等實際情況之根本。在整個戰後時期，包括全球、區域與功

能型態等國際武器控制行動累積的影響，使全球軍備規範結構

漸趨成熟。

陸、軍事全球化的歷史型態比較

綜合先前討論的論點與證據，我們企圖建構近現代、現代

時期與當代時期軍事全球化的主要特徵輪廓。儘管這種期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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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表格 2. 1 ：世界軍事秩序：歷史比較

近現代 現代時期 當代
（十四至十八世紀） （十九至二十世紀） （一九四五年後）

地緣政 區域內對立 全球帝國 全球對立

治 帝國擴張初期 總體戰爭 共同安全與集體昉
有限戰爭 徨示

制度化合作架構內
的對立與競爭

重疊的區域與全球

安全複合體

武器轉 池方化、缺乏組織 戰爭工業化 全球武器動態的強

移體系 的工藝生產 全球武器動態出現 化

缺乏規範的民闃世 武器貿易規模與數
界武器市場 量的擴張

國防生產能力普及 武器生產跨國化

全球市場受到規

範，武器貿易進入

商業化
地域管 受限於文明與宗教 開始出現多邊法律 規範機制的普及
理 限制而普遍缺乏 規範 化、合法化與制度

集體安全的失敗 化

劃分可能稍嫌武斷或不甚嚴謹，然而在現今軍事全球化的特色

上，它卻提供了一個組織初步思維的簡單架構。

利閂本章前幾笳的討論，表格 2.1 根據這些概略的分期，

摘錄逐漸形成的世界軍事秩序之主要特徵。近現代與當代時期

的比較特別引人注目，現代時期與當代時期的比較則較細微，

但並不表示較不深刻。例如，儘管兩次大戰之間的武器轉移體

系毋庸置疑地屬於全球性規模，但當代時期的武器轉移體系卻

更趨密集，從大量的國際規範主體反映出別具一格的武器擴散

機制，而這正是國際外交手腕與外交政策高度制度化的特徵。

為了對軍事全球化的歷史型態提出更有意義的解釋，我們

有必要回顧導論中所發展的概念架構。此一架構為軍事全球化

'k 弟－-= 早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表格 2.2 ：軍事全球化主要特徵

近現代 現代時期 當代

擴張範圍 大多是區域間的 全球性帝國與對 全球民族國家體

武器交流 立情勢的強化 系確立

大發現時代與擴 展開全球武器貿 全球與區域安全

張主義 易與多邊規範 集團的相互貫通

強度 缺乏基礎建設致 交流與聯繫的速 所有軍事安全領

使交流與聯繫程 度與程度逐漸增 域的交流與相互

度偏低 加 聯繫程度達到前

所未見的巔峰

速度 以數世紀或數十 由慢漸快 高：迅速擴散

年作爲衡量

衝擊面向 低：強調重商主義 尚敏感度且易受 槀敏感度且更容

與自給自足 彰早夕瑯言 易受影響

基礎結構 有限．缺乏規則 規則化而可靠的 先進而普及的運

化、可靠、有效且 全球運輸與通訊 諭通訊系統與軍

可轉換的全球通 體系逐漸發腰 事監督

訊機制

制度化 極度有限：缺乏軍 有限而分散：全球 強烈但分散：武器

事、外交、武器貿 武器貿易、集體安 貿易、集體防禦與

易與規範系統 全配置的演進與 共同安全配置以

瓦解 及規範體制的鞏

固與擴張

層級性 歐洲優勢與武器 軍事權力高度集 大西洋的全球優

壟斷，形成以歐洲 中，形成以大西洋 勢漸趨分散

為核心的秩序 爲核心的秩序 軍事能力與權力

高度不平等性 有限的全球軍事 期顯出現全球性

能力與權力擴散 擴張

互動模式 帝國主義／強迫式 帝國主義丶全球對 對立、集體合作結

立、擴張主義、總 構內的競爭與衝

體戰爭 西天

的歷史型態變遷提供了一個相當有系統而嚴謹的比較方法。表

格 2. 2 呈現每個軍事全球化歷史分期的主要特徵。

此處首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當代軍事全球化與眾不同的

特色為何？這個問題可以透過表格 2. 2 在某些關鍵比較所反映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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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上得到解答。 七年 印度尚隸屬於英國殖民地，現在綽已經公然宣示其

具備核子能力。

．當代軍事全球化在許多閼鍵面向上，充分反映出比十九世 ．雖然當代武器貿易全球化逐漸為商業邏輯所驅動，但相較

紀以來任何時斯（包括雨次世界大戮在內）都更廣泛的軍事 於往昔，它仍舊較偏向為國家所管理，世較受制於國際監

／安全相互聨繫型崽與制度。儘管冷戰的對立狀慰巴經結 視與國際規範的約束。

束，但是軍事全球化不但沒有明顯地回復到早期國家軍事 ．在當代，軍事技術知識與實踐曲普及，不同於早期的軍

自給自足的跡象，甚至出現反其道而行的發展，世界亦未 事全球化只是帝國建立、軍事征月及或跨文明衝突過程中的

潰散成分離的區域安全集圍。軍事領域的全球化與區域化 附帶崖品，相反地已經擁有自已齿發展重力力。

136 似乎呈現一種互相強化的關係而非互相排斥的過程。 ．各種全球與區域規範體制及安全鋯構的存在，說明了當代

．就歷史標準而言，當代全球軍事預算支出、武器轉移與軍 軍事全球化商度制度化且規範化钓本質，與此密切關聯的

事外交聯繫程度頵然偏商，而當代時期更因缺少大國之間 莫過於囿防與安全政策過程的多邊主義與跨國化發展，因

吋持續軍事衝突而顯得與眾不同。 為各國行政官僚攻治人物、軍事人員、非政府組紙與公

．相較於十九世紀末期，當代武器貿易、武器生產與軍事／ 民匣體，無不致力於提升自身利益。

安全關係網絡漸趨制度化與規則化。 ．國家安全與軍事安全等概念逐漸面臨重大轉變，因為世人

．軍事技術革命加速全球武器的動崽發展使第一等紈與第 的蔗調重點已經轉變成合作或多邊安全防禦機制，而國家

二等級國家設立的軍事標準快速取得全球性地位(Buzan, 安全議題的擴張逐漸涵蓋了從環境到文化等面向的多重

1987) 。 問題。遣息反映出全球國家社群命運已逐漸趨於一致（參

．由於全球化與現代化促使軍事權力新焦點的出現，世界軍 見第一章）。

事秩序逐漸趨向分散的發展。然而十九世纪由歐」卅支配世 ．隨著冷戰結束，出現了越來越多（金融 技術 工業與政

界軍事秩序的主導地位，在邁入二十世紀後逐漸為美國所 冶）的垕力，追使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參與多邊合作以

取代 龐大的軍事權力集中度與軍事生産潛力逐漸在亞 力囿達成其國防工業基礎曲合理化。大多數先進國家面臨 137

洲丶拉丁美5州與中東蘄露頸角。 的多重垕力正緩慢促成國防工業解除國有化，並促使國防

．雖然世界軍事權力與能力結構（第一等級至第四等級）仍維 生産的全球化(Bitzinger, 1994) 。

持相當固定的狀態，但是佔據每個等級的國家卻有相當 ．殼後提到：在社會軍事化與軍事全球化之間，假設性的歷

劇性的變化。有鑑於此，有關當代軍事全球化的層級型懲 史關聯似乎不復存在，在多數引領先趨的國家中，當代軍

明顆有別於過去由歐洲'|王導的世界軍事秩序。當然這其中 事全球化隨著國內社會的長期非軍事化而相繼沒落(Shaw,

岂出現許多有趣的廷續性但是軍事技術與能力的全球擴 1991) 。在當代，軍事全球化與社會非軍事化可能成為雨種

散已經創造出一種裁然不同的戰略環境。例如，在－八九 互相強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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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節有關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在當代世界軍事秩序

的涉入程度探討中，將進一步闡述這些論點。

柒、當代世界軍事秩序中的國家涉入型態

先前各章節中的分析完全集中於軍事全球化的歷史型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研究中的主要案例國家（美國、英國、瑞典、

德國、日本與法圖），其立場與角色巳經在分析過程中大量呈

現。然而先前所強調的重點則偏向這些國家在世界軍事秩序層

級中的重要性，此處的分析改從國家面向探討這些國家在當代

世界軍事秩序中的涉入輪廓，透過這種分析可以為這些先進資

木主義社會國家，其在軍事全球化過程的相對重要性上，建立

更系統化的解釋與更確定的經驗基礎；最後在本章末節，則確

立有關其政冶結果的一些普遍性結論。但是在著手進行此一概

略描述之前，必須確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中有關軍事權力

與國家權力關係的結構趨勢。

蕭(Shaw)根據許多指標，認為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正逐漸朝

「後軍事社會」的方向發展(Shaw, 1991) ，他並非意指這些計會

本身必然較過去平靜，而是指計會中福利與戰爭衝突之間的結

構平衡關係，已經改變為趨向前者。相較於現代時期，當時所

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傾全力組織以應付總體戰爭，如今軍事武力

作爲一種社會體制（以及按其定義上的軍工複合體）「始終只存

在於後軍事社會的邊緣地帶」 (Shaw, 1994, p. 134) 。這種趨勢在

軍方人員的裁減與國家軍事支出的遞減等某些指標中更爲顯著

（參見圖 2.8) ，在大多數案例中，這些趨勢因為冷戰的結束而更

加鞏固。誠如蕭的深入觀察，顯示了戰爭工業化時代的軍事化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計會與現今後軍事社會之間的懸殊對比，可以從一九九一年的

波灣戰爭中鮮明呈現：這場戰爭中，「在典型的伊拉克軍事化計

會，即使是老年人與青少年，也都無法免除軍隊服役義務，軍

事意識型態更是深入日常生活，與西方國家的後軍事社會呈現

尖銳差異」 (Shaw, 1991, p. 203) 。

這種趨勢與二十世紀末的戰爭環境及技術變遷脫不了關 138

係。根據克里費德所言，總體戰爭時代逐漸為區域化與國際低

度衝突時代所取代(Creveld, 1991) 。此外，資訊時代的戰爭執行，

似乎僅牽涉到國家政治層面的默許表示，而不再涉及計會的總

體動員，因為資訊時代的戰爭不僅擁有資本密集特質，同時面

臨更多潛在限制(C. Gray, 1997) 。的確，誠如稍早所討論的，由

於資訊科技造成現有軍事能力、作戰方式與遠程精確軍事行動

能力的改變，因此世界正經歷一種新軍事技術革命(Carns,

1994) 。然而矛盾的是，軍事權力的毀滅性逐漸無限擴張的同

時，軍事常設編制與軍事預算支出卻相對遞減。軍事技術革命

正逐漸促成背道而馳的發展，因為它不僅增加軍事武力使用的

可能範圍，同時也降低戰爭進行中的軍事自主性，後者主要是

因為在瞬間即時的全球通訊系統中，各國政府與國際社會在某

種程度上可能會對軍事行動進行直接的監督與干預，這種史羆

前例的突破性發展可說是當代時期的獨有特徵。

冷戰期問軍隊、國家與企業之閶普遍的傳統軍事企業複合

體關係逐漸經歷重大轉變，誠如稍早所提及的，所有大國的國

防工業正經歷生產、持股型態與公司組織的重新建構。主要國

家國防支出的遞減，再加上逐漸成長的研發與生產成本，導致

冷戰時期的國防工業基礎面臨全面重組的龐大壓力。國防部門

的國內及跨國企業出現重組，而此一相互牽連的過程正方興未

艾，並促使西方的國防工業基礎進行重要的跨國化發展。誠如

史孔斯(Skons)對歐洲的觀察：「一九九O年代，許多西歐大型企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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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間的往來聯繫漸趨密切，除了共同開發或生產以外，更廣

泛地延伸至資本投資層級」 (Skons, 1994) 。

隨著企業重組的過程，逐漸醞釀出國防企業民營化與國防

工業基礎民間化的潮流趨勢。特別是諸如歐洲那些第二等級武

器供應國政府，開始面臨嚴重的國防生產困境：亦即爲了維持

符合成本效益的軍事能力，國家的國防工業基礎必須儘速邁向

跨國化，但如此則損害了單一國家的國防工業基礎及國防的根

本概念(Buzan, 199仁參見第八章）。這也進一步鞏固了軍事技術

革命的影響，因爲「更新更聰明的傳統武器……同時引發國防

成本提高與進口依頼加重的雙重後果」 (Haglund, 1989, p. 245) 。

這些發展累積的影響重新建構了國家、企業與軍事之間的基本

關係。誠如席維伯格(Silverberg)認爲「冷戰的特殊情勢讓企業

經營者、政府與軍事計劃者有機會合理地規劃及編列預算，並

在有組織及可預期的長期基礎上，穩健地執行企業政策與計劃」

(Silverburg, 1994) 。隨著冷戰告一段落，過去的運作模式逐漸被

一種更彈性、短期與商業化的配置取而代之，這種新配置破壞

了軍事、企業與官僚複合體中主要掌權者之間的傳統關係。

這三種趨勢有助於界定一個歷史背景，而在此背景中，可

以解釋先進資本主義肚會國家涉入世界軍事秩序的型態。這些

型態可以透過各種對戰後趨勢的檢視逐一建構，包括各國在國

防事務、國防工業基礎、武器貿易、參與國際安全結構、駐外

軍隊的運用與部署等方面所投入的國家資源。對於美國、日本、

瑞典、英國、德國與法國等每個案例，在世界軍事秩序中的國

家涉入程度將有個別描繪。下列分析將從美國這個僅存的第一

等級武器生產國與供應國先開始著手探討。

一、第一等級：美國

在一項名爲《拆解冷戰經濟結構）（Dismantling the Cold War 

Economy)的研究中，馬庫森與亞德肯(Markusen and Yudken)主

張：「對美國而言，二十世紀下半葉是一段軍事工業時期」

(Markusen and Yudken, 1992, p. xv) 。就許多方面而言，戰後美國

國防支出的規模與趨勢，通常都掩蓋了美國經濟整體受到「軍

事凱因斯主義」政策所規範的程度，或是結構上受制於國防部

之「工業政策」的程度。雖然國防花費總是構成政府支出的主

要部分，而預算的主要比例亦大多耗費在軍事採購與研發上，

然而由於冷戰的結束，國防支出、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以及

軍事人員的數量，普遍都呈現逐漸削減的趨勢（參見圖 2. 8) 。儘

管如此，美國仍舊維持超越蘇聯的大量傳統軍事能力與核子軍

事能力，其所擁有的軍事能力甚至超越主要中階大國的總和。

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防工業部門開始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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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飛彈工業甚至高達百分之九十）。此亦造成一股持續進行

的重組調整過程，特別是在航太工業部門(Brzoska and Pearson, 

140 1994; Gansler, 1995) 。這方回更帶動「美國與歐洲的國防企業界

之誾，逐漸趨向策略合作聯盟與轉包契約的合作模式」 (OTA,

1991, p. 24) 。許多海外國防企業企圖收購美國的國防工業基

礎，這從美國國防部對多數潛在而敏感的海外接管人或併購者

所進行的調查行動中可見一斑(Friedberg, 1991) 。再加上合作生

產、合作發展與海外合資企業的吸引力逐漸增加，這些發展導

致美國國防部與國會開始嚴重關切美國國防工業基礎過度跨國

化所引發的國家安全疑慮。隨著兩用技術在迎合國防需求上與

日俱增的重要性，美國國內的關切焦點益發強化。諸如電子等

某些國防工業依頼甚深的商業領域中，尋求全球原料來源與國

外投資的程度相對偏高。有鑑於此，除了國防工業基礎本身受

制於跨國化過程旳影響外，連帶所生產的產品亦間接納入跨國

化過程中。史托斯基(Stowsky)提到：「從先進中程防空飛彈

(AMRAAM missile)到 M-1 坦克，許多美國最自豪的武器一旦缺

少了日本商業發展的機械工具便無法建造，這種說法可是毫不

」 (Stowsky, 1992, p. 137)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勿過度誇大

這種跨國化規模，因為雖然沒有一些比較性數據可供驗證，但

是美國國防丁業的跨國化程度相較於歐洲、開發中世界甚至日

本，可能和對較不那麼顯著的現象卻是事實。雖然跨國化的說

法並無不當，然而誠如近期美國政府技術評價處所觀察，關鍵

重點仍在於：對美國國防計劃者與國防工業而言，跨國化問題

是一種全新的經驗(OTA, 1991, p. 38) 。

美國向來是全球主要的武器出口國，但它在全球武器市場

的相對地位及其武器販售的目標國卻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冷

戰剛開始時，它幾乎壟斷了世界武器出口市場，但是在一九七

O與一九八0年代，蘇聯急起直追並挑戰美國的獨佔地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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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美國再度奪回世界武器市場的龍頭寶座，一九八0年

代武器貿易蓬勃發展之際，美國在四年內出口了總值五十九兆

美元的軍事裝備至全球八十四國(Krause, 1992, p. 102) 。但是這

個數據卻無法呈現武器貿易在地緣政治型態與工業重要性上的

重大轉變。一九五O年代至一九六O年代以歐洲為核心的貿易

方向逐漸轉移至一九七O年代與一九八0年代的中東，一九九

0年代則轉移至亞洲（氐ause, 1992, p. 100) 。另一股更重要的發

展趨勢在一九八O年代初期開始緩慢形成，美國主要武器製造

商對海外銷售的依賴程度與日俱增。從一九八三年開始，美國

企業直接將武器售予國外公司或政府的直接商業銷售行為明顯

擴張(OTA, 1991, p. 11) 。由於一九八O年代末期國內武器需求急

遽減少，美國武器製造商對圉外銷售的依賴立刻大幅提昇，這

是一種顯著的桔構性轉變，因為美國國內的採購支出水準從一

九九0年開始持續衰退，至少下降了三分之一。因此這些嚴重

仰賴國防工業的主要公司轉而密集搶灘荒器出口市場（參見

Gansler, 1995) 。此外，新武器採購計劃的成本與採購預算的削

減意味著相較於持續性裁員以縮減生產規模，出口買賣或分擔

成本的合作計劃，是較佳的可行之道（甚至是勢在必行）（OTA,

1991; Krause, 1992; Gansler, 1995) 。這同時代表美國國防承包商

的立場態度與公司策略上的一大轉變，這些承包商在二十世紀 141

的大多數峙候多僅仰賴國內市場即可獲得滿足。

然而有些矛盾的是，各國更加重視在世界武器市場中的競

爭，卻伴隨著美軍在全球部署的顯著刪減。儘管新技術與優越

的空戰能力（如-;九九一年波灣戰爭所展示）降低了大規模海外

駐軍的必要性，然而相較於一九八0年代，美國全球駐軍確有

明顯縮減。海外駐軍的縮減無礙於美國在其認爲必要的時機與

地點發揮其軍事力量；儘管冷戰已經結束，全球錯綜複雜的聯

盟體系與五十年前相差無幾。的確，隨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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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與亞太地區的發展，美國在世界所有主要區域安全集團中

所扮演的「區域平衡者」角色，仍舊是維繫全球安全、強化單

一軍事安全秩序中所有區域整合的關鍵。

美國一如冷戰時期，在全球武器控制與軍事部署過程中扮

演左右大局的關鍵角色，即使冷戰已經走入歷史，美國在世界

軍事秩序中的涉入程度並未稍減。

二、第二等級：日本、英國、法國、瑞典、德國

後冷戰期間，日本在世界軍事秩序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工

業化世界的最大武器出口國，雖然它堪稱是今日世界上軍事支

出最龐大的國家之一，但日本花費在國防領域的開支從一九五

五年趙逐年遞減（以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來判斷），直到近年

才又出現成長局面。即使日本已經發展出龐大的本國軍事工業

基礎，國防生產依然有限且普遍依賴美國所核發的武器生產許

可（但依賴程度逐漸遞減）。日本在主要武器系統上完全依賴美

國，以致「該國百分之六十的武器必須向美國採購，其餘百分

之四十在曰本製造生產」 (Ikegami-Anderson, 1993, p. 339) 。

俱是從一九八O年代起，本國武器的取得逐漸占據了穩固

地位，即使如此，在技術轉移模式上仍少不了重要的國外支援。

叭而，美日兩國的技術與產品聯盟關係，不僅侷限了日本的武

器生產方法與生產產品，對於日本的國防立場與態度亦構成苦

遍的限制。因此日本三菱公司與美國通用動力公司間的FSX 戰

鬥機合作計劃中，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美國擔心日本擁有獨立

生產戰鬥機的能力。日本憲法第九條明文禁止武器出口，但該

法條並不適用與國防相關的軍商兩用設備。然而，沒有任何官

方數據可以評估此類出口貿易之規模(OTA, 1991, pp. 114-15) 。

有趣的一點是，我們注意到大多數從日本出口至美國圍防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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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電子與半導體產品，都記載為商業買賣行為(OTA, 1991, p. 

116) 。

儘管日本在世界軍事秩序中的涉入角色看似有限，我們卻

可以宣稱「日本在現今國際安全體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囚為它掌控著一項攸關軍事力量的關鍵資源：高科技」 (Vogel,

1992, p. 56) 。倘若結合日本在聯合國的角色；在亞洲區域安全

議題方面日益活躍的軍事外交；以及在南中國海武力部署上益 142 

受肯定的軍事立場；日本在世界軍事秩序的涉入程度遠比兩次

大戰之間以來的任何時刻更深入。

雖然歐洲武器生產者在世界軍事秩序中展現了截然不同的

涉入型態，但它們卻也呈現許多共同特徵。最顯著的差異表現

在軍事能力與安全立場的觀點上，這些國家都擁有規模龐大而

先進的軍事工業基礎，但其軍事力量之規模、部署與構成要素

卻有顯著差異。此外，瑞典擁有公開宣佈的中立政策，而德國丶

英國、法國都隸屬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正式會員國®。隨著

冷戰的結束，法國與瑞典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立場也跟著改

變（瑞典加入和平夥伴協議；法國重新加入北約軍事聯盟）。所

有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均密集參與全球與區域的軍事外交網絡。

瑞典、英國與法國提供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重要物資與軍事

援助，英、法兩國更同時具備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身分。除此之外，身為前殖民強權的英法兩國，在部分歐洲以

外地區仍維持軍隊駐守。

在國防支出型態方面，德國與瑞典顯然較不傾向於將資源

投入國防領域；與之截然不同地，英國與法國則明顯將較大比

例的國民生產毛額耗費在國防事務上。但是這些歐洲國家在國

®：瑞典的官方政策在近期引發諸多噴疑，參見中立政策委員會

(Commission on Neutrality Policy,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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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支出上普遍有逐漸縮減的趨勢，此一趨勢尤其可以從國防支

出佔政府預算的比例得到驗證（參見圖 2. 8) 。然而此一趨勢在一

九九O年代出現大幅度的分歧發展，雖然各國國防支出的增加

與削減比率不盡相同，但法國與瑞典基本上均有逐漸遞增的傾

向，而英國與德國則逐漸遞減(Tayler, 1994b, p. 110) 。這種差異

也反映在武裝軍隊的縮減方面，整體而言，這些差異反映出迥

異的國防組織、軍事承諾、國防政治與國防工業基礎結構型態。

這四個國家面臨一項共同的問題：重組並改造其國家的國

防工業基礎，以因應後冷戰的安全環境。當然各國在圍防工業

基礎結構的主要面向上皆有所差異，例如德國與瑞典對武器生

產旳經濟依賴程度不及英國或法國，不過它們都擁有引人矚目

的航太工業、國防電子工業與軍火工業。每個國家無不企圖在

主要國防領域建立「國家的領先地位」，各國竭力追求此目標的

桔果，導致每涸國家的國防工業基礎發展皆日趨集中(OTA,

1991, p, 74) 。

直到一九七O年代戰後初期的泰半時間裡，除了英國以

外，所有國家的軍事裝備普遍依頼美國核發的生產許可，法國

與應國尤其是箇中翹楚。當這些國家在重組該國國防工業基礎

之際，本國國防生產也逐日擴張，但隨著一九七O年代國防成

本的持續升高與國家採購預算的緊縮，跨國武器合作的壓力急

遽增加。一九九O年代，此一趨勢的加速發展導致國內生產已

不足以維持可行的國家國防工業基礎，有鑑於此，成立單一歐

洲航太與國防公司的提議於一九九八年晚期展開討論。對於主

143 要的第二等級生產國而言，戰後國防工業基礎一直循著依賴或

半依賴、相對自主以及功能關聯性逐漸提升的發展軌跡來回移

動。

當這些國家的國防工業基礎逐漸呈現跨國化發展之際，區

域合作的趨勢開始醞釀成形(Bitzinbger, 1994; Skons, 1993) 。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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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O年代法國與英國將百分之三十的國防採購預算花費在合作

計畫上，德國的比例更高達百分之四十五(Bitzinger, 1993, p. 

26) 。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鼓勵政策與單一歐洲市場的轉變趨

勢下，歐洲國防工業基礎的區域化進一步因為冷戰的結束而日

趨強化。隨著區域化潮流的蔓延，歐美在國防工業上的合作顯

著擴張(Bitzinger, 1993; OTA, 1991) 。誠如克勞斯的觀察指出：這

些發展「顯示技術的進步、武器生產與轉移體系的演進，意味

著引領先趨的第二等級武器供應國無法再維持獨立而全面的精

密武器生產」 (Krause, 1992, p. 150) 。

隨著國防工業基礎的跨國化發展，歐洲四個主要國家益發

仰賴武器出口以維持本國圖防生產能力。一九七O年代與一九

八O年代的法國與德國更躍居對第三世界的主要武器出口國

(Huebner, 1989; Brzoska and Ohlson, 1987) ，英國也在一九八O年

代致力於武器出口擴張(Krause, 1992, p. 134) 。就連一九八0年

代尚屬世界武器出口政策限制最嚴密國家之一的瑞典，也逐漸

涉足世界武器市場。由於國內武器生產需求的大幅縮減促使出

口屋力益發強烈，現今英圖、法國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德國，在

世界主要武器出口市場中與美國有直接而激烈的競爭關亻系。

捌、當代軍事全球化及其政治後果

軍事權力是現代領土主權國家之演進及其制度型態的根

本。獨力以軍事手段防禦鬬家領土空間的能力，是現代王權國

家制度概念的核心。但是此處所討論的問題關係到當代軍事全

球化對國家主權與自主性實踐的意義。在當代，傳統有關軍事

權力的空誾組織與民族國家之領土空閒一致的假設，似乎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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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變化。在前一章有關六個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討論

中，各國在世界軍事秩序中的涉入程度產生許多重要的政冶結

果，這些政冶後果對獨立國家概念的核心產生猛烈的衝擊。

儘管這些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涉入世界軍事秩序的程

度呈現出顯著的差異，但是有關當代軍事全球化對於國家安全

信條與策略、國防組織與管理、國防採購與生產、國家安全與

「後軍事計會」的政冶等面向的影響，六個國家卻冇共同的歷

史經驗。以下將逐一探討這些決策面、制度面、分配面與鱈構

面的影響。

144 一、決策面影響：國防政策與軍事力量

先進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國家，其國防管理與國防決策不再

侷限於國家事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其龐大附屬機構與委員

會，以及其但多邊防禦等相關論壇〔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郿

合國裁軍會議(UNCD) 、飛彈技術管制協定(MTCR）〕的存在，

結合跨政府或跨匭行政官僚、軍事、國防工業與專家網絡，共

同促成了國防決策過程並延伸了跨國防禦管理任務。在這些西

方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裡，軍事全球化刺激了多層級與多邊

管理的制度化，因為大西洋地區的防禦與安全攸關現行鬬內結

構與過程的執行。

從防禦戰略的決定到軍事力量的部署與運用，這些國防決

策逐漸隱沒於制度化的各種雙邊與多邊機制所形成的複雜矩陣

中，這些諮詢與合作機制可能屬於官方或非官方性質。現今幾

乎沒有任何國家安全的政策面向能完全不受這些多邊發展趨勢

影響即使是情報機關也發展出本身特有的機關間對話型態。

雖然身為軍事強國的美國看似保有軍事領域的最大（相對）自主

性，然而這種看法無疑忽略了美國身爲歐洲與太平洋軍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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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關鍵的簡單事實，美國的軍事自主性顯然必須妥協於該國

所參與的軍事協議與配置網絡。軍事能力與國家軍事自主性因

而不必然呈現正向關聯。在英國、法國與德國等歐洲中階國家

裡，防禦合作與互助甚至擴張到由多邊軍隊組成的歐洲軍團

(Eurocorps)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力量著重於軍事命令、有

意義的溝通與標準化的整合，聯合軍事計劃與多邊軍事行動明

顯背離了國家軍事自主性之傳統概念。然而這些發展並未預示

画家武裝力量本身的終止，或者軍事角色上某些功能特殊化的

轉變，當然更非國際軍事的整合發展。六個先進資本主義社會

國家並未均勻一致地經歷這些發展，從日本與瑞典處於這些發

展邊緣的案例即可得到驗證。

相較於二十世紀初期，在世界大戰浩劫中動用軍事武力或

以軍事武力威脅的權力，無疑是由各國政府自行決定，如果各

國政府對於多邊防禦與安全協議的發展不願做出妥協或讓步，

政府決策的制定必然日趨複雜化。其他諸如條約義務、軍事與

防禦承諾、環環相扣的軍事能力本質、後勤配置與部隊、國際

化的國防生產與武器採購等因素，不僅促成政治背景的轉變，

所有國防政策面向的成本與效益變化，更導致國家政冶決策過

程丕變，其中尤以軍事武力的使用或戰爭的宣示變化最大。雖

然所有先進資本主義祉會國家最後都具備合法宣戰或使用武力

（以武力威脅）的主權權力，但是在某些關鍵面向，選擇軍事行

動途徑的成本與效益卻受限於許多正式與非正式承諾。這方面 145 

較令人感興趣的是，我們注意到在一九四O年代後期，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條約的簽署首次引發美國國會爭議時，凡德柏格

(Vanderberg)等參議員嚴重關切條約的通過，可能侵犯美國主權

與國會在重大戰爭與和平決策上的憲法權威(Glennon, 1990, pp. 

209-14) 。當戰爭與和平決策縮減或瞬間而非數週的核子武器時

期，類似的關切焦點益發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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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涉入世界軍事秩序的程度及制度化

形式，引發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這些國家是否具備獨力執行軍

事行動的能力？英國在技術上或政治上是否具備「獨立的」核

子威嚇力量，法國的「凍結威力」 (force de frappe)少了美國華府

的諮詢甚或共同決策是否能有效發揮，諸如此類的質疑批評數

十年來未曾間斷。除此之外，在國防預算縮減與國防漸趨合理

化的後冷戰時期，對有關歐洲中級國家獨力發動或執行傳統軍

事行動能力的廈疑亦堪稱合理。誠如蕭的評論，一九八二年的

福克蘭群島戰役(Falklands · War)或許可以代表某種歷史時期的

結束與「經驗規則的特例」 (Shaw, 1997, p. 34) 。然而即使美國具

備獨力執行軍事行動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該國所參與的複

雜全球協議網絡，對於其海外軍事行動中的軍事權力運作亦有

相當程度的影響，一九八八年的伊拉克危機便是最佳例證。雖

然對於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而言，有關國家安全等重
大決策的國家主權地位絕不可能爲更高層的權威所剝奪，然而

軍事與安全事務的決策，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必須妥協於當代世

界軍事秩序中的國家涉入型態，包括現實世界中既有的軍事與

安全關係、軍事義務以及承諾，都可能對不同政策選項的成本

與效益構成影響，這也同時意味著多邊諮詢協商甚或聯盟共同

決策時代的來臨。

二、制度面影響：國家安全或共同安全？

國家安全的信條仍舊是現代國家地位的基本定義原則之

一。現代國家防禦國家免於外力威脅的自主能力，是傳統主權

概念的關鍵要素（甚至堪稱爲根本要素）。如果一個國家缺乏保

護領土與人民的能力，則勢必危及國家的生存，因此傳統國家

安全概念，主要以軍事觀點解讀爲因實現國家目標而進行的武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力征服、部署與運用(Buzan, 1991) 。少了這種能力，現代國家地

位確立的特有本質將斷然改變。

當然，有關現代國家地位的思想體系並非完全表現在國家

的政治行爲中(Krasner, 1995) 。但是在其中諸多領域，特別是軍

事領域中，現代國家往往企圖維持其獨立地位。然而在當代，

軍事全球化與世界軍事秩序中的圍家涉入型態，有助於我們重

新審慎思考有關國家安全的理念與實踐。雖然在本研究中的六

個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其國家安全的論點始終支配著有關

軍事事務的政治爭辯與大眾爭議，然而與其將國家安全論視爲 146 

國家實際行爲的決定因素，不如將其視爲實際國家行爲的簡單

呈現或合法手段。對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而言，逹成

「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的策略之間幾乎難以辨別，因爲它們

與其他先進國家連結並共同建構一種「安全共同體」，在共同體

架構的成員國關係中，軍事武力很少扮演積極的角色(Deutsch

and Burrell, 1957) 。

在這種「安全共同體」下的國家防禦與安全策略，主要建

構於制度化的聯盟體系內，透過體系內的諮詢商議與合作，實

現國家安全政策機制。因此從大多數面向來看，國家安全目標

與聯盟安全目標這兩者的發展與追求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有鑑於此，對國家安全與聯盟安全的最佳詮釋是：一種相輔相

成的關係(S. Weber, 1993) 。即使是對於諸如法國等在歷史上企

圖追求高度自主性防禦立場，或如瑞典等聲明維持中立政策的

國家而言，戰後國家安全政策總是有效地透過這種更廣泛的「安

全共同體」的運作而形塑（後冷戰背景下更是如此）（參見

Commission on Neutrality Policy, 1994; Ullman, 1989) 。

此外，對美國而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身分代表

著一個在國家安全立場上的歷史性轉變，其背離了自給自足、

孤立主義及迴避外部軍事承諾的態度(Ruggie, 1996, p. 43)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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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九四九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該國歷史上是第一個在

和平時期參與的聯盟，的確，在後冷戰時期，對於美國這樣一

個無須對抗任何可能危及國家領土完整或全體居民的直接軍事

威脅之國家而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其擴張）與美日安全聯

盟的重申承諾，正突顯出戰後軍事全球化如何深刻地改變歷史

上旳國家安全態勢。美國身為軍事超級大國，其國家安全與全

球安全的維繫與追求勢必不可分割，對美國與其他「安全共同

體」成員而言，共同安全措施正逐漸重新界定有關國家安全的

傳統議題(S. Weber, 1993) 。

三、分配面影響：國防採購與生產

誠如本章前幾節所描述的，當仕在全埭武器貿易與武器採

購旳本質與組織上呈現了重大變遷。此處沂討論的六個先進資

本主義釷會國家，在過去二十年裡都經歷了國防工業基礎驚人

的跨國化發展。刪減國防採購預算與國防工業產能過剩的結

合，導致國家內部及國與國間開始出現國防工業的重組趨勢。

相較於民問企業的全球化，國防工業企業體的全球化及區域化

大多停留在起步階段，但是它在歐洲與大西洋安全共同體內部

卻達到前所未見的強烈稈度。

國防二業基礎的跨國化代表國防生產祖織與採購組織特殊

的新階段，這與全球企業生產的改組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兩者

147 在規模上有顯著差異(Sassen, 1996; Moravcsik, 1991; Bitzinger, 

1994; Skons, 1994 ;同時參見以下第三章與第五章）。事實上，許

多最關鍵旳國防技術均出自電子與光學等特定民閒工業部門，

更驅使這股跨國化趨勢益發鞏固，這些特定民間企業領域正逐

漸捲入全球化漩渦。而這些發展對於國防工業組織的傳統途

徑，有著相當深刻但不必然是完全新穎的意義，因爲傳統上都

第二章組織化武力的擴張

偏好以國防工業基礎（尤其是國家防禦及採購策略）作為「自主」

國防能力的必要支撐。國防工業領域的區域化與全球化往往以

極其直接的方式妥協於這種自主原則，因為它們導致軍火武器

與武器系統的取得與使用（此處不涉及國防工業政策），潛在地

受到其他超越國家管轄範圍的權威機構或企業其決策與行動所

制約。

然而，在某些背景下，此種區域化與全球化可能被利用爲

提昇國防工業自主性與軍事自主性的手段。例如，瑞典透過合

作與獲准生產許可的模式，同時參與美國及歐洲的航太國防契

約，也因此得以維持其他領域無法支援的高度先進國防工業能

力。日本亦逐漸降低對美國的軍事依頼，在軍事技術轉移與獲

准生產許可方面積極開發強烈競爭的世界市場。在國防生產與

採購範疇，全球化與區域化絕非自動預示了國防工業基礎的消

失，但它確實改變了政府為維持國防工業基礎而必須追求的策

略與政策，也改變了國防企業界的勝負輸贏者型態。以歐洲國

家為例，政府支持的併購行為鞏固了該酮在國防工業界的領先

地位，強大的政府支持讓歐洲國防工業，在全球與區域武器市

場同美國競爭對手短兵相接貯，還能保有「歐洲冠軍寶座」。

因此國防工業與軍事的自主性是透過櫚際化策略而非國有化

策略來達成，這同時意味著有關軍事自主性的傳統概念，顯然

已經脫離單純從國家觀點定義與追求的竄臼，而這對於區家責

任機制與民主機制有重要意義，我們緊接著在下一部分探討。

四、結構面影響：從國家安全到「後軍事」社會？

冷戰絕非單純是一種國與國之誾的現象；相反地，冷戰動

態深入東西方國家的國內社會政治制度，對社會生活的諸多面

向有深刻影響。以美國爲例，冷戰所引發的社會、經濟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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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軍事化之結果，導致其歷史發展軌跡背離正常的和平時期

環境。當艾森豪總統(President Eisenhower)對軍工複合體的危險

提出警告時，他表達出許多人士對於美國民主體制與美國生活

方式將因毫不鬆澥的備戰(Brodie, 1973, p. 290)而漸趨腐化的關

148 切。隨著冷戰的終止，美國與歐洲在社會、經濟與政冶生活上

經歷重大的裁減軍備措施，其歷史後果至今仍未完全顯現。

在其他領域上，冷戰展示出超級大國的意識型態對立以及

東西方國家內部政冶、祉會生活行為之間相互影響的動態。在

某些意義上，冷戰體系扮演某種有助於東西方政冶生活各就各

位的「紀律規範」機制，這點尤其可以從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

家，其政冶生活中左派與右派間激烈的政冶訴求衝突（姑且不論

特殊鬬家背景下，這兩種標記如何被詮釋）窺知一二。但是在後

冷戰時期，這種「紀律」規範悉數被移除，某些看法認為這導

致傳統左右政冶派系結盟走入歷史，促使「後軍事」政冶格局

的出現(Shaw, 1991; Giddens, 1995) 。

在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中，包括環境、認同感、

公民權利、福利、教育、健康等諸如此類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的「生活政冶」，逐漸取代冷戰時期與二十世紀的安全政治，躍

居為新政冶生活之主流。從這方面來看，地緣政冶秩序的變遷

可能連帶引發兩項高度爭議性的重大變遷：其一乃是政冶生活

的變遷，其二則為西方國家概念的轉變（從「國家安全」國家到

「後軍事」圍家）（Beck, 1997) 。當然，這並非主張超級強權對立

狀態的結束是促成這種發展的唯一甚至主要原因，只不過是承

認由於美蘇兩國在世界軍事秩序中涉入程度甚深，因而先進資

本主義社會國家的國內政治結構自然受到軍事全球化型態普及

的影響。

先進資本主義祀會國家的國內政治格局是否正經歷一種深

刻轉變仍有待爭議。比較沒有爭議的是當代軍事全球化助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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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安全政冶發展的方式，寬廣的安全議題結合了集體安全防禦

的制度化與軍事權力的全球規範，共同促成了防禦與安全政冶

的擴展。防禦與安全議題的政治運作等同於國家政冶空誾的概

念，逐漸為全球競相發起各種運動的多元現象所推翻。這些全

球運動包括禁止埋設地雷與建立審理違反人道罪的國際刑事法

庭，除此之外可以看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洲內部國防締約

者，為了改變國防工業政策或有關大西洋或東方國家的政府規

範而積極運作的遊說活動。這些轉變一再顯示出攸關國家安全

事務的政治活動已不再是單純的國內事務。

當代軍事全球化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主權、自主性

以及政冶上的重要意義毋庸置疑，雖然這些國家在世界軍事秩

序中的涉入程度迥異，管理軍事全球化的能力亦不盡相同，但

是現代主權圈家機制卻受制於強大轉型力量的制約。這並非認

為王權國家型態幾近於結束；相反地，國家依然是世界軍事秩

序的核心。更確切地說，吾人認為當代軍事全球化已結合其他

全球化面向而逐漸促成國家主權、自主性與民主政冶的重新建

構，換言之，乃促成現代民族國家的重新建構。然而，軍事領

域的發展在其他全球化領域可能未必會產生複製效應，下一章

有關貿易全球化的討論便可突顯這種差異。有鑑於此，此一論

點將在本書結論中，考量所有關鍵權力領域的歷史證據後，再

進行更完整的全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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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除了少數國家（如北韓）之外，幾乎所有國家皆會從事 149

國際貿易，而且其貿易所得在該國的國民總收入中，佔有極為

重要的比例。钓有百分之二十的全球總產出會被投入貿易，且

其中極大部份都可能涉及國際的競爭：無論在絕對數量或佔全

球產出的比重上，如今貿易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貿易是

全球轉移商品（越來越多的是服務）的主要機制，而且貿易也是

技術轉移的核心手段。各國的國內市場最終皆會與國際市場有

所關聯，當一個國家開始進行貿易並進入國際市場時，往往會

形成一股無法控制的新競爭力，造成國內經濟的轉變。即使在

過去，貿易某些時候構成了一塊境外之地，並多半孤立於國家

經濟體的剩餘部分之外，但在今日，貿易已是所有現代國家的

全國生產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壹、貿易與全球化

貿易可將分散於世界各地的市場連結起來。例如，當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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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在西方超市的售貨架上消失時，廣及全球的供應來源卻可

使這些產品全年可見；廣泛流通的科技使讀者得以在全世界任

何一間書店，訂購到一本英圍小出版計出版的書。貿易徹底改

變了所有工業部門的前景，如今，完全依賴於國內市場或國內

製造的元件及原物料的，只佔少數產業。例如，雖然營造業主

要使甩本國原料、雇用本國勞工，並滿足國內需求，但是一些

建築所需的主要設備仍可能需要由國外輸入，且越來越多國際

性營建公司也會透過貿易來提供國內服務。

貿易行為，意指不同地區的人們從事商品與服務的交換，

可說是白來已久。當人類有能力進行長途旅程時，大型貿易帝

國亦隨之興起，但是國際貿易（國家間交換商品與服務的行為）

卻是在民族國家建立之後才出現；在現代國家與其財富興起

後，國際貿易才興盛起來：國家需要收入以維持運作（尤其是

軍事費用），而貿易則成為最主要的財源。本章將以緒論土所

提出的分析架構，針對貿易全球化在歷史上的發展狀況加以敘

述。

、基本概念

貿易全球化所牽涉的不只是個別經濟體之間的商品舆服

務之交易，它意味著，一個商品與服務的全球性市場之出現。

150 當然，這並非假設所有國家皆會和所有其他國家進行貿易；而

是假設了一個貿易體系的存在，在此體系中，任兩個國家間的

貿易行動，都可能會影響其餘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更具體而

言，貿易全球化意味著區域間貿易的水平甚高，以至於交易商

品的市場主要是運作於全球層次而非區域層次。因此全球貿易

需要一個在區域間層次上規範商品與服務之交易體系。在瞭解

這些概念後，本章將試圖檢視某稹形式的貿易全球化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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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代。

雖然對某些產品而言，全球貿易體系已運作了幾世紀之

久，但超全球主義論者與轉型主義論者都認為，就當代貿易關

係的範圍與強度而言，乃是獨一無二的。當代貿易流動和前述

這種貿易全球化的概念究竟有多相符，而現今的商品與服務市

場在多大程度上是運作於全球層次，正是本文分析所要探討的

王要問題。但是，究竟什麼是全球市場呢？

一個全球市場若是要存在，區域誾層次的規則化商品（或

服務）交易就必須達到一定的顯著水準。一旦貿易障礙（或以運

輸成本、保護措施之形式存在的障礙）大幅降低，來自某一區

域的外國生產者便可能和本國生產者在另一地進行競爭。隨著

此種跨區域競爭的演進，商品的需求與供應會逐漸運作於全球

的層次：廠商在世界各地供應商品，而且必須對外國廠商的競

爭做出反應。當然，這種競爭可能有各式各樣的形式，如此一

來，全球市場或許往往反映出寡占而非完全競爭的狀態，僅由

一些主要生產者壟斷了某個貿易區域。

某些初級商品的市場是全球市場最為明顯的例子，在該類

市場中的貿易完全集中在屈指可數的幾個地點、要不就是只集

中在一地——舉例來說，全球農產品的散裝貿易便是在制度化

且集中化的交易場合中舉行。即使某種產品有很大比例並非全

然是在這些市場中交易，但這類交易仍實現了下列功能：蒐集

與散播有關全球供需狀況的資訊，並因此設定了世界價格的基

準。就某些初級商品而言，全球市場出現於古典金本位時期。

雖然初級商品的全球市場今日仍在運作，如鹿特丹(Rotterdam)

的石油現貨市場，但其確實造成了國際貿易比例性的衰退。另

外必須注意的是，此種市場並不必然是以完全市場(perfect

market)的形式運作：有些市場偶而會受到如國際商品協定等形

式之干預與約束、有些市場會受到主要參與者所操縱，而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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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則是被企業聯合壟斷。製成品（近來還包括可貿易的服務）

的全球市場多半興起於戰後時期，而其主要原因是各國市場的

互相穿透，產生了密集的貿易網絡(Perraton, 1998) 。因此，許

多全國性與地區性的廠商需要回應全球的需求，並要面對來自

其他國家或區域之廠商的競爭。

二、指標

依暸緒論中的分析架構來看，此處所使用的全球貿易廣度

151 指的一般洲際貿易流動及貿易網絡。地理區塊之間的貿易資料

提供了一項工具，使我們得以評估是否有朝向區域化或全球化

的趨勢存在。這裡的區域化是指一種貿易商品市場的演進，其

牽涉到地理鄰近的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強度遠高於它們和其他

圍家的貿易。

貿易強度是全球貿易行動之強度的測量單位，此強度可籍

由全球貿易額和全球產出的比率估算得出，但這種全球估計值

仍相當祖略。國家貿易額和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率的測量

數值則較為精確，而本研究針對六個霰家所作的長期估計，乃

對於變動的貿易強度提供了一幅詳細的歷史樣貌。值是貿易

額－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估計值指提供了一項基礎測量，因爲

其受到兩項重大限制。：第一，它無法反映出有多少產出是真

o ：嚴格說來，貿易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並不是一個適噹
的參考藪值，因為這是貿易總額及國內生產鉋值數值妁合併值，最明
頫的間題在淤它計算的進口值只是出口的反面數值而已，而未進一步

説明其中的購係。進口值灼計算即以國內總額減掉出口值；同樣的，
進口值也是由絕值減掉出口所佔的比例，因此，進口值也包括在國內

生產過程中。實際上，當我們要運用這些數低時，儘詧它們有些只對
某個國家具有意義，或著這些數值並未系統化，其實都愿該需要參考
每個國家更詳盡的出口－進口實料。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的可用於貿易；戰後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多數都是屬於非貿易

部門，特別是政府行為與非貿易服務（如髮型設計等個人服

務）。因此，我們也得檢視貿易相對於民間國內生彥毛頫(private

GDP ，也就是國內生產毛額減去政府支出）的成長情形，並且

審視關於服務貿易的相關證據。第二，由於貿易商品價格的上

升速度不同於非貿易商品，若是以時價來進行測量，貿易額－

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就會髓時間而出現偏差，因此我們也以固

定價格來提出這些比率的估計值。

關於貿易的影専並沒有單純的指標，因此貿易額－國內生

產毛額的比率只能作爲一個較為質性評估的出發點。舉例來

說，一個和開發中經濟體擁有相同貿易額－國內生產毛額比率

的工業化經濟體，也許可以較不費力地承受貿易層次中的波動

起伏：對於外部因素的感受性和脆易引性之問也有差異存在（參

見緒論）。在不同時間及不同國家中，貿易相對於收入的邊際

變動對於不同團體的財富會有巨大的影響。貿易額－國內生產

毛額的比率越小，邊際效果可能就越大：如果一個國家的進口

品被削減至僅限於民生必需品及國內無法生產的商品，那麼儘

管貿易額－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甚低，但是一小部分的變動就

可能造成極大的效果。例如，在一九七O與一九八O年代，雖

然東歐國家的貿易額比率均不高，但它們卻必須出口商品到西

方國家以支付民生必需品的進口，這導致其國內重大的經濟困

境。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貿易的決策面、制度面、分配面及結

構面之影響，做出重要的區分。

若貿易要對於經濟產生顯著的結構面影響，它就必須在產

出中佔有相當程度的比例，而且須演變成整體經濟的生產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經濟中的一坑孤立地帶。貿易全球

化意味著貿易商品與服務的全球市場之存在，這類市場轉變了

各國經濟體，致使各國的生產逐漸受到全球競爭力量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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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誾的差異仍然會影響各國的生產及生產成長的速度，但各

152 國的經濟活動均已被嵌入貿易活動的全球網絡之中。在經濟體

之內，由於貿易使得某些團體更為富有、其他團體更加貧窮，

因此它也具有分配性的影響。我們也會說明國內的分配效果如

何隨著時間而變化，以及這些效果如何受貿易性質所影響。

當貿易市場的本質以及進入市場的權利有著很大的差異

時，因貿易而相連秸的國家可能也會出現極大的收入水平差

距。超全球主義論或懷疑論的說法僅假定貿易會造成全球收入

水平的匯合，或者純粹是維持或增加國際的不平等。本文將會

檢視國際貿易中轉變的階層化模式，而顯示出來的情況往往較
上述兩種說法要更加複雜。

運輸綦礎設施的進步已大幅促進了貿易。此外，各種制度

化貿易協議的確立，亦解決了遠距離貿易中保障財產權的問

題。全球貿易網絡與全球市場曾在不同時期出現，但它們卻呈

現出各式各樣的歷史形式。貿易關係也已制度化，使得國家與

廠商之間的行為與貿易政策都受到全球法律架構所管控。

貳、貿易：從古代到民族國家興起

大陸之間的貿易可追溯至古代(Sabloff and Lamberg-Karlovsky, 

1975) 。在西元前三千年，早期的美索布達米亞地區巳有輸入原

物料的行爲；而巴比倫與印度社會從事貿易則可上溯到西元前

八00年；自西元前五世紀開始，位於地中海東岸的希臘文

明對其東西兩邊的貿易路線進行探勘(Curtin, 1984; Bentley, 

1993; R. P. Clark, 1997) 。這些古代貿易聯繫的範圍始終受到地

理障礙以及陸運、海運的技術所限制，而且對於未能詆達的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地域一無所知。因此，澳洲與美洲都不在歐亞非三洲的貿易

網絡內，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美洲，缺乏任何大型的馴養動

物以及未能發展出有輪子的運載工具，意味著文明之間的貿

易在這塊大陸上都受到侷限；中美洲文明雖然曾發展出精密

複雜的道路建造技術，創設了世襲的挑夫制度，並且廣泛使

用水路運輸及獨木舟，但是這些都不足以使其貿易網絡延伸

至超過今日墨西哥的範圍(Hassiz, 1985) 。在哥倫布發現美洲

大陸之前，安地斯山脈、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的社會絕大部分

都仍是各自隔離的世界。

在歐亞大陸，動物的馴養、運用這些動物的技術及道路建

築的技術、帝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進步的航海技術、繪製地

圖能力等，使得洲際與區域誾的貿易往來更為便利。到了西元

前三百年，希臘貿易商經由阿拉伯與北印度取得聯繫，印度和

中國間的貿易也在此時緩步發展。當中國在漢朝時期（西元前

二0六年到西元二二0年）控制了喜馬拉雅山和中亞大草原之

間的重要陸路通道，實際上也開啓了一條橫越歐亞陸塊的東西

走廊(Yti, 1997) 。這日後舉世聞名的絲路(Silk Route)其實是一條

白陸路及海路拼湊而成的複雜路徑，取道安納托里亞高原、美

索布達米亞平原、波斯，以及塔克拉馬干沙漠南北的路線，進

入到中國本土；它連結了西方的羅馬帝國與東方的中國漢朝帝 153

國。其他路線則由這條貿易路線分支出來，連結了北印度、東

南亞、俄羅斯與阿拉伯。在這條路線的兩端，更多的地方網絡

將歐洲邊陲地區、日本、韓圍等地都連接到絲路之上。這條貿

易路線絕大多數都是運送珍貴的原料與奢侈品，並且持續興盛
發展到西羅馬帝酮與漢帝國的沒落。在西元－000年的前四

個世紀中，貿易開始重新復甦，並且於西元－000年到一三

五O年間盛極一時。如丹(Deng, 1997)所作的結論：「中國的遠

距離貿易揭露出一個國際貿易體系……事實上……是一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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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前現代亞洲、以中圍爲中心的貿易體系」。

同一時期，貿易的海上運輸網絡在肥沃月灣的亻尹斯蘭地區

和阿拉伯半島、印度沿海的城邦、非洲東岸的非洲王國與阿拉

伯貨物集散地之間蓬勃發展。在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初，這些

貿易路線都直接連接到中國本土，以至於在前現代時期，貿易

總絡又逐漸連結了歐洲、亞洲及非洲 (Abu-Lughod, 1989; 

Chaudhuri, 1985; Snow, 1988) 。

隨著歐洲帝國自十六世紀起開始拓展到亞洲，經由帝國的

貿易公司，歐亞大陸之間建立了更為廣泛的貿易網絡。在這整

段時期，歐洲對亞洲的貿易持續出現收支赤字，而必須以西班

牙征服「新世界」後由美洲所流出的黃金與白銀來支付貿易所

需資金。十七、八世紀時，大西洋貿易體系 奴隸三角貿易

(slave triangle) ，在西印度群島、歐洲與非洲之間逐漸成型（參

見第六章）。雖然這個體系內的貿易關係鮮少延伸到擴及亞

洲，但是幾乎有四分之一英國對非洲的輸出都是源於印度

(Findlay, 1990) 。這麼看來，我們可以說世界貿易體系大約出現

於十六世紀(Braudel, 1984; Smith, 1991) 。

遠距離貿易經由海運及陸路商隊的路線，流動於貨物集

散的港口之間。諸如威尼斯等主要貿易城市也是區域貿易的

屯心，並且和內陸的地方市場發展出廣泛的連結。在歐洲，

逐漸成長的定期移動市集網絡，維持了交易地方、區域以及

甚至非歐洲商品的市場(Braudel, 1982) 。雖然載運了混合奢侈

品及散裝商品的貨物，能夠使來自亞洲海洋貿易的收益達到

極大化，但是奢侈品仍佔洲際貿易的最大宗(Chaudhuri, 1985, 

ch. 9) 。隨著波羅的海地區供應穀物、布料、鐵到其餘的歐陸

地區，歐洲內部的貿易亦有所成長；和洲際貿易的情況相同，

從美洲運送來的貴金屬，填補了歐洲其他地區對波羅的海地

區的貿易資金缺口。技術的革新、航海技術的進步以及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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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貿易組織，降低了運輸成本，並使得越來越多種商品的貿

易都能有利可圖。不過，相較於今日，當時貿易活動的範圍

仍有所侷限。

定期的貿易需要制度性結構，以保障交易中的財產權。

貨物集散港口就成了商人社群（傳統上貿易是由他們所組織）

的大本營。商人對當前及未來的市場交易條件作出精密的判

斷，這使得區域誾的商品價格出現某種程度的匯聚。商人仰

賴和其他貿易城市之間廣闊但脆弱的交通網絡，交通網絡使

商人可以跨越疆界進行貿易。銀行業體系也逐漸形成，以資

助這些貿易（參見第四章）。商事法庭亦逐漸發展，在此制度

下，商人之誾的爭執交由商人組成的法庭來解決。隨著這種

商人習慣法(lex mercatoria)的演進，逐漸形成一個制度化的國

際貿易法律架構。

在此時期中，貿易對於城市的興起與現代國家的出現， 154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常某些貿易城市已存在達幾世紀之久，

除了如中國、日本等相對較封閉的國家以外，其他城市的發

達與繁榮往往都和貿易的成長脫不了關係。隨著這些城市中

的工商業愈趨興盛，它們也發展出某種徑濟動能。貿易就其

本質而言，傾向於增加不同區域間之市場關聯的廣度及強

度。當專制國家於歐洲興起（參見第一章），政府便開始在商業

課稅上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但同時也促進與保護本國的商

人。貿易自此變成了政府歲入的主要來源，而軍事支出便是

由此資助。

保護主義在十七世紀末出現，它不僅是一種爲提升國家

收入的權宜措施，更是由於重商主義學說在此時取得政冶優

勢(Magnusson, 1994) 。重商上義起源自一種信念：經濟體藉由

貿易順差及後續的貴金屬積累，可以增加國家的財富。因此

貿易被認爲是一種零和競爭：一個國家的損失就是另一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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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獲利。就其本身而論，重商主義本來就不是一個反貿易

策略，而是企圖藉由提升國內產業、同時限制進口數量，以

極大化出口並極小化進口。

果不其然，貿易的範圍以及對經濟的影嚮在這設時期都受

到限制。在十九世紀初，據庫茲涅茨(Kuznets, 1967)所估算，

全球出口額總計只達全球鬬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

二而已，這項數據使得一個完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已經由貿

易而出現於十六世紀的說法宛如隗言 (Wallerstein, 197 4, 

1980) 。雖然阿布－盧格霍特(Abu-Lughod, 1989)指出，有一些

證據顯示，貿易影響歐洲核心地帶的製造業最早可追溯到十二

世紀，但其主要侷限於歐洲無法生產的商品，因而不會牽涉到

直接的競爭。就這方面而言，除了藉由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之

奴隸勞工的出口發展之外，這段早期時期的洲際貿易並未導致

生產方面的專業化：各地最主要的出產品與職業仍以農業為

主，因此貿易仍未發展到本身即足以改變國際不平等的程度，

一如事實所證明，幾個後來在世界經濟中變得邊陲化的區域，

在此時期都藉由貿易而繁榮發展。如費南慮茲－阿梅斯托

(Fernandez-Armesto, 1995)所指出，直到十八世紀前，印度與中

國的工業與經濟能力都優於歐洲。對於主要貿易城市，包括全

球貿易據點，貿易都是經濟繁榮所不可或缺的，但是對經濟行

為的影響往往不大。

參、從工業革命到第二次

世界大戰：全球貿易的興衰

對外貿易在英國的工業革命扮演次要的角色。一七七六年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 (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

後，該書說明了經由更自由的貿易而互惠互利的可能性，使得

當時的風氣逐漸轉變為反重商主義，自此在政治上與知識界出

現了重大改變。主張自由貿易者的勝利以及英國自由貿易的時

代確切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中葉，當時穀物法(Com Laws)在一八

六四年被廢止（此法對進口穀物踝以關稅）、航海條例(Navigation 155 

Acts)在一八四九年被撤銷，以及一八六0年英法貿易協定的簽

盯。隨著貿易逐漸成長，其他國家亟欲參加貿易的渴望，導致

雙邊條約的協商以及類似保護措施的縮減。雖然關稅仍然普遍

偏高，但其類現出一項根本的改變，便是已有越來越多國家接

受最惠國(most favoured nation, MFN)原則(Bairoch, 1989) 。

在最惠國原則下，一個國家給予其最惠貿易夥伴的貿易

優惠權也同樣適用於其他國家，如此一來，貿易政策就不會

對國家有所歧視。最惠國原則造成的影響是，一旦某個國家

與另一個國家達成降低閥稅的協議，此關稅削減也同樣適用

於該國所有其他的貿易夥伴。在十九世紀後半，當鄰近國家

及遠距離的貿易夥伴互相達成降低關稅的談判，最惠國原則

的運用即意眜著此種降低關稅的利益實際上更為廣泛地擴

散，而關稅的水平亦更加普遍地縮減。雖然在一八一四年後，

各國的貿易保護水平不盡相同，但由於幾項主要貿易協定的

談判（尤其是在一八六0年到一八七九年間），貿易保護已呈現

普遍庄的降低。

在十九世紀初，全球貿易量從原先低而穩定的水平，在

一八二0年至三八五0年間以每年約百分之二點三的速度成

長，而在一八五0年到一八七O年誾，更以每年約百分之五

的速度加速成長(Rogowski, 1989) 。雖然我們無法知悉全球收

入成長的確實數字，但十九世紀的貿易成長率乃普遍高於全

球收入成長率(Kuznets, 1967; Rogowski, 1989, ch. 2) 。在十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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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中期時，西方國家整體的出口約佔國內生產毛額旳百分之

五，到了一八八0年，此比例更提高至百分之十(Krugman,

1995) 。在保護措施衰退及運輸成本降低的激勵下，貿易不斷

擴張，更隨著工業革命的普及與通訊基礎設施的進步而益形

鞏固。

一、古典金本位時期的國際貿易， 1870-1914

貿易在十九世紀後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貿易呈現巨幅

成長的原因有部分是受到工業化的影響。蒸汽引擎運用於鐵路

與船隻上，大幅改善了國際運輸；外國投資與技術的取得確保

英國以外其他國家達成工業化，從而能夠在國際市場中競爭。

工業化造成對原料的需求上升，這造成了更加大量旳貿易訂

單，越來越多國家與殖民地都試圖供應這些訂單需求。就連生

活必需品的大宗貿易也首次變得有利可圖，而不只限於奢侈品

的貿易。從事鬬際貿易行列的區域迅速增加：到了一九一三

年，已有一百五十五個區域登記參與國際貿易，而在十九世紀

初期的數目大概還不到此數字的一半(Kuznets, 1967) 。因此，

到了二」世紀初期，一個範圍廣大的國際貿易體系終於成形。

貿易範圍的增加與貿易強度的增強也有關係。開發中地區

以其出口初級產品所得的收入，向尋覓新市場的工業化國家購

買工業產品。這設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貿易階層化模

式，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的貿易量大約佔全球貿易總量

的一半（表 3. 1) 。而在古典金本位時期與戰間期，初級產品（特

別是原料與食物）佔去了全球貿易的大多數，工業產品的交易

量總計則不到百分之四十(Yates, 1959; Kuznets, 1967) 。

建立於一八七O年代的金本位制度，藉由固定住以黃金表

示之全球王要通貨的價格，確保了一涸穩定的國際支亻丁體系。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表3. 1 ：全球貿易的方向，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二八年（百分比）

已開發國家之間 已開發－開發中 開發中园家間

1876 45.0 51.0 4.0 
1913 43.0 52.0 5.0 
1928 40.0 49.0 11.0 
資料來源： Kuznets, 1967 

在一八七O年到一九一四年期閶，貿易強度（以貿易量來測量）

以每年約百分之三黯五的速度成長，而全球總產出的成長則是

每年約百分之二點七(Kitson and Mic比e, 1995) 。庫茲涅茨

(Kuznets, 1967)估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全球出口經值達

全球收入的百分之十六到十七＠。在較近期對工業化國家的估

計中。此數值則變得較低，約在百分之十二；這表示貿易相對

於產出的成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幾年，已趨於減緩

(Krugman, 1995) 。這亦更加符合當時其他方面的發展。

至二十世紀初期，貨運的運輸成本持續降低至一八七0年

代中期的一半，而接著又開始走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Isserlis, 1938) 。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九二年，各廠的貿易保護

水平出現波動，之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貿易保護則有所增

長，以至於在一九一四年，許多國家的闊稅稅率都高於一八七

八年，而隨著一些國家退出最惠國原則，歧視性的貿易保護措

施又重新桴上檯面（Bairoch, 1989) 。這是對保護主義的再度復

興：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Fridrich List, 1789-1846)的見解如下，

新興的經濟體需要保護其國內工業，直至它們發展達到先進經

濟體的水平。幾個重要的經濟體都採取了保護主義政策。然

@ ：這侗估計對全球貿易量與全球收入做了大膽的假設，因此在其
中不免有很大的錯誤，由於大多數非貿易性的國內生產總值並未被紀
錄，但貿易性生產總值則是有紀錄的，因此拖們可能過於高估此比例

而低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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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個可辨認的全球貿易體系在此時期出現，致使有相當大

比例的全球產出都被用來交易。

貿易量的成長意味著國內市場變得越來越相互連結，而某

些商品的全球市場也已浮現。對稻米與小麥等初級商品而言，

正式的全球市場已被設立：人們經由位於美國及歐洲的既有交

易中心對這類商品進行大量交易，從而設定了全世界的基準價

格(Latham, 1986) 。在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間以及歐洲與美洲之

間，有著相當廣泛的洲際貿易。雖然歐魯克與威廉森(O'Rourke

and Williamson, 1994)指出了某些基本工業製品的國際價格出

現匯合的證據，但對於大多數其他商品而言，幾乎沒有跡象能

證明運作中存在著全球市場。此外，許多洲際貿易仍依循著帝

國的現行優惠體系，並且處在帝國的影響範圍。而貿易流動往

157 往格外強烈地集中在已談妥貿易協定的國家之間 (Irwin,

1993) 。這些貿易關係網絡擴張而納入了更多的國家，但其有

限的地理範圍則意味著，儘管眾多貿易商品的國際市場已然出

現於國家集團間，但這些市場仍不及於真正的全球市場。

在此時期，開發中國家間的貿易強度有相當程度的提升，

而除了這些經濟體之外，其他地區的貿易水平則有很大的差

距：有些國家仍自給自足，有些經濟體實際上則成爲出口平

台。在一八六0年至一九00年間，拉丁美洲國家的出口額大

約由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十上升到百分之十八，而亞洲國

家的出口額相較下少得多了，大概由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

－增加到百分之五(Hanson, 1980) 。在多數非洲國家，其出口額

的成長則介於兩者之間。開發中國家的出口通常集中在那些擁

有易開採礦產或既有商業作物的國家。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出口

水平仍舊低落；在某些國家中，出口只構成經濟體中的一塊孤

立地帶。確實，出口活動與國家經濟體之間的連結呈現出極大

程度的不同(Morris and Adelman, 1988, ch. 3 and 6) 。雖然至第一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次世界大戰前，全球絕大多數地區都在進行貿易，但許多國家

都很難說是已被完全納入國際貿易體系中。

這個時期中並未形成任何制度化的國際貿易體系：值得注

意的是，此時的全球貿易行爲大多有訂定雙邊協定，運用正式

法律方式以確保交易契約的履行。然而，貿易的擴大導致要求

標準調和與貿易規則的壓力。一系列的國際協議經談判確立，

使得共同的貿易標準及慣例在國際的層次上逐漸演進(Murphy,

1994, chs. 2-4) 。這些協議有時是由政府所發起，但多數時候，

至少有某部分是出自於私人的倡議。同樣地，人們設立國際協

定以促進及規範國際運輸與通訊基礎設施的擴張，而這類設施

乃貿易進行所不可缺少。這些制度在國家政府外的相對獨立即

意指，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仍繼續運作。

二、兩次大戰期間：國際貿易的瓦解

被大戰所瓦解的貿易網絡，往往不再重建。從一九一三年

到一九二九年經濟崩盤前，全球貿易量每年成長百分之二點

二，約略等於全球產出的成長，而關稅稅率只比一次大戰前高

出一些(Kitson and Michie, 1995) 。一九二九年經濟崩盤後，保
護主義變得普世盛行，各國紛紛提高貿易壁壘並取消最惠國原

則，改爲支持歧視性貿易措施。隨著各國弄巧成拙地採用「以
鄰爲壑」 (beggar-my-neighbor)的保護措施，企圖將經濟衰退所
造成的損失轉嫁於他國，卻反而造成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的逐

步攀升。一九二九年以後，貿易量劇烈下降：一九二九年到一

九三七年間，全球貿易量實際上呈現每年百分之零點四的下

滑，不過這還低估一開始的重挫。在同一時期內，全球產出也
只有每年百分之零點八的緩慢成長(Kitson and Michie, 1995) 。

貿易量下跌使得經濟活動的衰退更形惡化，這表示貿易對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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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表3. 2: 各國關稅稅率（％）， 1820-1931

1 8 2Oa 

法國
b 

德國 8-12 
曰本

b 

瑞典
b 

英國 45-55 
美國 35-45 

a 只有工業產品

｀十貿易實行廣泛的 F艮制
c 一九三-年

1 875a 1913 
12-15 18 
4-6 12 

5 20 
3-5 16 

。 。
40-50 33 

1926 1931 
12 38.0 
12 40.7 
16 24.0 

1 3 26.8 

4 1 O.0c 

29 53.0 

資料來源： Bairoch, 1989; Panic, 1988, pp. 149-51; Pomfret, 1988, p. 25; 
Minami, 1994, ch. 7. 

經濟體的重要性也有所下滑。當成長續起時，主要是由國內部

門所產出。初級商品的出口商受到的打擊格外霰重：正由於成

長增加了對這些商品的需求，經濟衰退及保護主義導致需求的

減少，並因而造成價格的下跌。而價格下跌則會使製造商供應

更多商品以彌補收入，這又進一步地壓低價格。

國家降低關稅而貿易隨之恢復的情形，經常是發生在區域

或帝國貿易協定之內，但儘管此舉降低了會員國之間的貿易障

礙，有時卻會由於提高對其他國家的貿易壁壘，而造成整體貿

易保護措施的增加(Pomfret, 1988, ch. 2; Eichengreen and Irwin, 

1995) 。這種對外隔絕之帝國或區域集團的出現，明顯地翻轉

了朝全球貿易體系發展的趨勢。

在本研究中，我們可以更仔細地檢視關於六個國家的貿易

發展。由於以此觀點出發不需估計全球經濟的規模，也因而使

之更加可靠。表3. 2所顯示的保護主義趨勢大致和關稅稅率的

發展態勢相符合，皆持續下滑至一八七O年代之後才呈現上

揚，並且在一九二九年涇濟崩盤後巨幅上升（英國為例外）。利

用年度資料，我們可以追溯出口及貿易（此處以出口加進口的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總值來計算）和國家收入的關聯，以此作為這些國家之貿易關

係強度的指標。再者，由於政府活動絕大多數都非用於進行貿

易（過去和現在皆然），因此我們也有必要檢視關於私人化國家

經濟活動的貿易水平。

在古典金本位時期，英國的貿易佔國家收入之比例，高於

所有的已開發國家。英國的工業優勢及進入廣大殖民領地的權

利，使其國內的出口商擁有現成的市場。商品與服務的出口約

佔其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如圖3. 1所示，英國的

貿易總值達到幾乎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六十。出口總值約達

民間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三（貿易量所佔比例

參見圖 3.2)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起初仍維持原有的貿易

水平，但在一九二0年代，貿易即因出口成長衰退而下滑，包

括絕對數量與相對於收入成長的比例都呈瑰下滑；貿易接著在

一九三0年代急遽崩潰。貿易保護的壁壘在一九二0年代重新

築超，並於一九三0年代更為增加。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英

國旳經濟漸以國內及帝國市場爲其主要對象，並在帝國市場中

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

一八六O年以後，法國的貿易相對於國家收入之比例，即

出現顯著的成長（參見圖 3. 1) 。在十九世紀的多數時候，依照

已開發圍家的標準來看，法國的貿易水平皆相對較高；其關稅

稅率在一八八O年代及九O年代都有提高，而接著在二十世紀

前半再次下降。在螫個古典金本位時期，法國的出口總值約估

其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十五，而貿易額對民間國內生產毛額

的比例也有所提高（參見圖 3. 2)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貿易額

相對於國內生產毛額的水平在一九二0中期快速回復至金本

位時期的水準；此後，法國的貿易由於一九二0年代晚期的經

濟動盪而再次滑落，並在一九二九年之後驟然崩潰。

德國在一八七O年代就已擁有全球最自由的貿易體制。但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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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 ：貿易佔六國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 1870-1939

是這在一八八O年代出現反轉，而且貿易佔國內生產毛額

的比亻列亦下降，使其貿易水平下滑，一如圖 3. 1 與圖 3. 2所顯

示。這些情況自一八九O年代起有所恢復，出口再度增加；這

波上升不僅是因爲德國工業的發達，更是因為其積極的出口擴

張政策。這種新的保護主義乃是企圖保障其國內農業部門的自

給自足，並且在關稅壁壘的防禦下奠立其國內工業的基礎。一

九二0年代初期的超通貨膨脹對德國貿易產生嚴重傷害，使得

甚至到了一九二0年代末期，其貿易額相對於國內生產毛額之

比例仍低於古典金本位時期的水準。一九三0年代，在全球貿

易普遍衰退及納粹政府採取保護主義政策的影響下，德國的貿

易量大幅滑落。

相較之下，在十九世紀初期，美國的貿易額佔圍內生產毛

悶二 ~V \＼之 ，丶'. y ` 
比：［` ^＇丶 :`i;;:、`、,- ～'-^,.』、^` 丶，＼尸

. 
·· ....; `f -、＇

.--·-.... __.. /,.._ I\. \ .. 2O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39 

資料來源：同圖 3.1

圖3. 2 ：六國的貿易佔民間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 1870-1939

額比例就相對較高，與當時的英國相近，但就如同圖3. 1與圖 3. 2 

所示，其貿易水平（亦即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因南北戰爭的

動亂而劇烈下滑，而且在整個古典金本位時期，其出口額仍未

達厰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十，貿易總值也只有大約佔國內生產

毛額的百分之十五。不過美國旳貿易在絕對數量上仍有相當重

要性，而且其出口在這段時期強勢上揚，約略符合國家產出的

成長。這個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仍舊持續，出口繼續成長，

致使美國成爲世界貿易強權。但是一九二0年代早期，由於產

出成長超過了貿易成長，貿易量在國內生產毛額中所佔的比例

開始下降；之後，因受到一九二九年美國決定提高關稅的影響，

使得貿易量進一步跌落，也促成一九三0年代保護主義的再興。

如圖3. 1所示，日本的貿易自一八八0年代起，仍僅維持

在微幅的上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日本的商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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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佔郿內產出的百分之十，而貿易額總計則超過國內生產毛

額的百分之二十。一八九九年，由於日本使用保護主義作為其

發展國內工業的基礎，開始主張關稅自主，並自此到一九一一

年間數度提高關稅稅率。但這並未阻礙其貿易絕對數量以及相

對於產出之比例的上升，儘管是由極低的水平開始成長；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貿易水平開始下滑，但在一九二0年代

末期恢復，並且在一九三O年代繼纘上升，其顛峰達到約國內

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十五（僅以出口額來測量），而貿易佔私人

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更超過了百分之五十（參見圖 3. 2) 。日本

在－九三0年代的貿易成長導因於其貿易結構與佈局旳改

變，以及日幣在一開始的大幅貶值(Minami, 1994, ch. 7) 。而日

本在一九三0年代的快速出口成長則是其大東亞共榮圈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擴張的結果。

在古典仝本位時期中，瑞典的貿易額＿國內生產毛額比例

約在百分之四十左右，普遍高於以上所列舉的國家（除英固外）。

如圖3. 1及圖3. 2所示，此比例在一八六0年及一八七O年早期決

速成長，之後盯略有波動，使得商品與服務出口佔其國內生產毛

額的百分之二十，貿易額－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更是古典金本位

時期的兩倍多。到了一九二0年代末期，瑞典的貿易額－國內生

產毛額比例已回復到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水準。此外，雖然在一九

三O年代略有下跌，但也隨即恢復，這使得貿易額－國內生產毛

額之比例與一九二0年代的比例相當。但瑞典的高貿易水平並未

161 反映出低度的保護主義一－瑞典在一八九O年代提高關稅，其稅

率以其他較小歐洲國家的標準來看，仍屬高水平(Bairoch, 1989) 。

三、貿易對經濟的影響

在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早期，貿易在國家經濟發展中並未

第二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佔有重要地位。此外，即使在金本位時期，貿易究竟是經濟快

速成長的原因還是結果仍備受爭論。由於貿易能提供較大的市

場以及便宜原料的進口，因而對經濟成長確有助益。而一九三

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嚴重衝擊世界各國，亦說明了貿易體系的

全球範圍及貿易對經濟的重要性。

對上述六個國家而言，在一八七O年到一九三九年期，貿

易在國家經濟成長中多數扮演著次要因素。即便在英國，高水

平的貿易也只是經濟成就的產物而非其主要原因。經由自然資

源的出口，瑞典可說是最接近由出口導致經濟成長的例子

(Schon, 1986) 。

對許多富藏自然資源的開發中國家以及當時較為開發的

初級商品出口者而言，特別是澳洲、加拿大、阿根廷及南非，

它國對其初級商品出口的寄求，便是其經濟成長的王要來源。

外界對其商品的需求直接促使其經濟成長，並帶動了相關加工

產業的發展。政府可利用出口所得收益來進行重大基礎建設計

劃；這類計劃往往須以有損未來出口收入的對外借貸來支應。

然而，儘管在古典金本位時期，不乏以出口導致經濟成長的成

功例子，高貿易水平卻不必然也不足以造成經濟的成長。莫理

斯與艾德曼(Morris and Adelman, 1988, ch. 3 and 6)發現，貿易是

否對開發中經濟體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乃取決於其國內市場

是否進步到足以自貿易中獲利，並能夠將利益擴及整個國家經

濟。貿易通常對刺激國內市場關係的發展有重要影響，但此機

制絕非自動運作的。

然而，貿易乃是國內不同部門之收入的重要決定因素，而

且對鬬內政治有關鍵的影響。保護政策的降低與運輸成本的減

少，使得國際貿易商品的價格出現明顯的匯聚，以至於國家在

其具有競爭優勢的部門變得愈趨專業化。這導致一種貿易階層

化的模式：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擴張其初級產品的出口，而工

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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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I _ BOX 3.1 :唧放貿易對經濟與分配的影霫

標準的貿易經濟理論提出了許多假定。一旦某個國家問放貿易，

則其貿易商品的價格應反映著全球價格（綏匪率調整），而非反映

國內價格。全球價格反映出在全球市場中製造可貿易商品的相對

成本，而非國內市場中的相對成本。取決於各國的相對成本結

構，道使得繒枷某些商品的產出乃有利言圖 而其他在國外生產

較為便宜的商品，則會被進口商品所取代。因此，開放貿易會導

致匿家增加生産那些具有比較（競爭）優勢的可貿易商品，而減少

生產那些相對處於劣勢的商品，有時甚至會停產。

是什麼因素決定一個园家的相對成本與比較優勢 i 在教科書

〔 Heckscher-Ohlin（赫兗歇爾 俄林模型），譯者按探計資」原稟賦

與貿易的理論〕途徑中，成本的差異反映出生産要素〔基本上是

土地、（不同技術層面的）勞工及資本〕的相對供給，而較豐富的

要素相對上則較為便宜。開放貿易使得各國專門生崖需大量使用

其豐富要素的間品，因為在國內生産這些商品的成本相對較低，

並使得各國對於那些生產需大臺使用其稀少要素的商品 改採進

口，因為在國內生産這些商品的成本相對較高。

因此，開放貿易影響了土地、勞工與資本的收入分配。在斯托爾

咱－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中，開放貿易會增加

豊富要素的收入，並減少稀少要素的收入。此定理冝觀上可被理

解為 貿易增加了對需大暈使用豐害要素之產品的需求，並減少

了對需大量使用稀少要素之產品的需求，道將會增加對豐富要素

的需求、增加其收益 並減少對稀少要素的需求、臧低其收益。

由於貿易的獲利，國家的收入整體上仍會增力n ，但此種獲利的分

兒則不大平均。原則上，獲利者可以完全彌補損失者 而且其經

濟情況仍較過去更好，但是這假定了國家的介入。然而，在看似

合理的條件下．收入分配效果的強度將會是貿易獲利規模的數倍。

要素價格均等定理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進一步肌明在
摔定條件下，不同要素的收益（也就是土地程金 工資率及利潤

率）將會有全球漸趨一致的情況。此定理直觀上可被理解為 貿

易將會確保各個國家中，相對豊富要素的收益上升，相對稀少要

素的收益下降。由於豐冨要素相對較便宜、稀少要素相對較膏，

這意味若要素價格在原先相對較便宜的地方會上升在原先相對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較貴的地方會下降，致使要素價格在全球會趨於一致。理論上，

如杲勞工或資本可自由從低工資或低利潤的國家移至高工資或

高利潤的國家，則工資或資本收益會有國際匯聚的情況，但是經

由貿易産生的要素價格均等顯示，若少了此種要素流動性工資

或收益匯聚的情尻仍會發生。不過要素價格均等仍需仰賴一連串

的限制性假設，而且若是缺少所有的條件支持，則更可能出現的

是尚待縮減之要素價格的國際差異，而非要素價格的完全均等。

業化國家則專攻工業產品的製造。這種國際勞動分工，對於

工業化國家及開發中圉家之不同部門與團體的廁富，產生了

深刻的影響。標準貿易理論（參見Box 3. 1)預測：國家對貿易

更加開放，其生產要素的收益將會在國際上趨於一致。近來

的研究證實，在古典金本位時期，由於貿易的影響，了資、

租金與利潤率在國際上都出現顯著的匯聚 (O'Rourke and 

Williamson, 1994; O'Rourke et al., 1996) 。貿易加上人員遷徙以

及國際資金的流動，使得各國之間的工資差異明顯縮減，因 163

為國家變得容易受全球競爭壓力所影響(Williamson, 1995) 。

此外 1農產品貿易的增加，降低了糧食成本，因而也是實質

工資增長的主要來源。因此，當美國較具效率的農人發現其

收入上升，在眾多歐洲國家就出現了長期的農業衰退，因為

來自美國較廉價的農產品在四處都能買到＠。不過，由於其

他因素減緩或強調了這些趨勢，使這些動態尙未完全匯合即

告停止。在戰間期，這個全球匯合的趨勢由於保護主義興起

® ：在勞力密集約國家中，工資對應蓬租金上漲，而在土」也廣間吋
國家程，租全則對愿著工資上漲。一八七0年到一九一0年間法國吋

比亻直為此值的兩倍，英國與瑞典為四倍，德國則為百分之四十；這股

波動在之後採保護主義的國家中升得更高，此現象與標準貿易理論相
符。在土地充足妁美國，這個比值只有同期的一半，直接反映出當時
美國貿易在國內生產噁值中低比例的現象。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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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終止；在一九三0年代末期，全球工資、利潤及租金實

際上則呈現全球性的分歧。在勞力豐沛的歐洲國家，實質

工資下降，而同時間土地廣大的美國卻經歷嚴重的農業不

景氣。

四、貿易全球化：從金本位時期到經濟大恐慌時期

一八七0年到一九三九年間，主要商品的市場開始擴及

全球，而且不同於早先時期，這導致了國家的專業化，使國

家旳生產模式受到全球競爭旳影響越來越大。上述情形造成

的一個結果是，當國家與貿易體系的關聯愈深，國家的收入

就愈受制於全球市場規則，而這對國內政治而言，有著重要

影響；這大體上符合標準貿易理論。能夠從自由貿易中獲利

的團體，會進行動員支持自由貿易，而可能遭逢損失旳團體

則會組織推動保護主義(Rogowski, 1989) 。但這些趨勢大都於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終止，並在一九三0年代被破壞殆盡。

雖然此時期多數時候的貿易範圍已攢及全球大部分地

區，而某些產品也出現了顯著的全球市場，但大部分商品的

貿易網絡往往仍受到地理上的限制。由於大多數國家仍採行

某種程度的保護措施，即使在古典金本位時期亦然，這又進

一步限制了全球市場的發展，並且部分使得國家經濟隔絕於

貿易的影響。全球各地的貿易強度則不盡相同，對已開發國

家和主要初級商品出口國而言，貿易在國家收入中所佔的比

例，由原先的無足輕重成長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許多其他

國家的貿易量往往微不足道，對其經濟影響也有限。因此，

此時的貿易體系呈現高度階層化的模式，除了歐洲及主要初

級商品的出口國以外，其他國家在世界貿易中通常扮演著可

有可無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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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全球貿易秩序的興起

在整個戰後時期，貿易成長較產出成長來得快速許多；在

此「黃金時期」 (golden age' 一九五O年至一九七三年），全球

貿易量以每年百分之五點八的速度成長，比十九世紀快了許 164

多，而全球總產量則以史無前例的每年百分之三點九的速度成

長(Kitson and Michie, 1995) 。但在此之後，貿易與產出的成長

率都雙雙下滑，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九六年問，貿易的平均成

長率為每年百分之四點一，而產出的平均成長率則為每年百分

之三點三。，不過這個衰退的數值掩蓋了一九八O年代末期出

現、並於九O年代重新恢復的急遽成長。然而，當代的貿易水

平與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全球化新階段，仍有

待商榷。

一、全球自由貿易的發展

一九四四年旳布列頓森林協定，不僅建立了一個固定匯率

的體系，更奠定了多邊貿易協定的基礎。為避免一九三0年代

的保護主義再興，一九四七年的哈瓦那憲章(Havana Charter)預

定成立一個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以

監督世界貿易體系的運作。但因為保護主義者及堅定自由貿易

者（擔憂此組織將會管制貿易）在國會共同抵制，使這項提案為

杜魯門(Truman)總統所放棄。由於國際貿易組織難產，約束力

O ：計算自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fo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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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弱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也是一個進行關稅談判的多邊論壇，即變成了

主要的國際貿易機構。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僅比簽署闞之間的一

般貿易協定稍有效用，它由一個小型的秘書處負責監督各國是

否遵守其規則，並且在協定的支持下對多邊貿易自由化談判提

供技得性的服務。然而，一九九五年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被

一個更為有力的機制所取代，亦即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

世界貿易組織是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體制為基礎，其基於

以下四項主要原則：

．不歧視原則（即最憲國原則）。

．互惠原則 －園的關稅削臧需相稱於其貿易夥伴的關

稅剖臧。

．透明性 貿易措施的性質需開誠佈公。

．公平性諸如以低於市場價格傾銷商品或是出口商的掠

奪性定價等手法均被視作不公平的手段，而四家有權對

其採取保護搓施。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條款規定了一些規則的例外情況，藉以

保護國家的收支平衡及國內產業。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構成戰後

貿易體系的基礎，以及七回合全球關稅削減談判所需的架構。

加入該協定的國家數目日漸增加，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O年

間的甘迺迪回合(Kennedy Round)中，有八十個以上的國家參

加，而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三年間的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 ，則涵蓋了全球多數國家。這些談判相繼降低了各國關

稅，因此在一九七九年的東京回合(Tokyo Round)結束時，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關稅都比古典金本位時期來得低，而且

第三章 全琤貿易與全球市場

烏拉圭回合所通過的削減決議又進一步地調低了各國關稅。

雖然現今關稅巳降至數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但人們有時

仍會指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間的關稅保護衰退，至少

已被各種非關稅貿易障礙的增加所抵銷。廣義而言，非關稅障

礙是指任何扭曲貿易數量、成分及方向的政府措施；就此而

論，幾乎所有政府措施皆會對貿易造成影響，而且其影響範圍 165

及效果各不相同。直接形式的貿易障礙包括：進口配額、對進

口數量的談判限制、補助出口商、報關延遲與報關手續，及政

府向國內製造商採購的政策等；間接影響貿易的障礙則包括：

政府對工業的補助，以及基於如健康、安全或環保的理由而對

產品加諸的管制。據估計指出，這些非關稅障礙在一九九二年

只影響了約百分之十八的全球出口量(Page, 1994, p. 51) 。由於

資料通常僅指涉非關稅障礙所涵蓋的範圍，而且並未觸及其實

際履行的清況，因此我們很難估計非關稅障礙的影響。例如，

哈里根(Harrigan, 1993)發現，這些障礙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國家的貿易影響並不大。非關稅障礙在開發中國家可能較高，

對於其貿易的影響也較大，因為這類障礙格外盛行於眾多開發

中國家中，比較具有優勢的農業、紡織品及幾種其他的產業部

門(Page, 1994, ch. 3) 。再者，非關稅障礙似乎只涵蓋到開發中

國家少部分的出口，而且其中一些障礙已由於烏拉圭回合談判

而遭削減，特別是限制紡織品貿易的多邊纖維協定(Multi-fibre

Agreement)遭到逐步廢除。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不只造成關稅大幅下降，也因而使得貿

易自由化，近來更擴及其他部門，特別是降低對服務貿易的限

制。世界貿易組織體制旨在降低或消除一系列的非關稅障礙以

及國家間的貿易條件差異。此外，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更有強

制力的機構，其爭端處置委員會(dispute panel)對貿易規則容易

導致爭議或遭違背的案子，有權作出約束性的裁判。就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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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的重要制度且力量

(Hoekman and Kostecki, 1995; Qureshi, 1996) 。

直到一九八O年代，這股上業化國家間擴大貿易開放內超

勢，苫遍和開發屮國家不 致 3 許多出現於戰問期的開發中國

家都對開放貿易體系帶來的利益抱持懷疑，並且把建立國家的

丁業基礎視為優先事項。結果所造成的保護主義實際上可能應

歸因於暫時性的懽宜之計，而井一甄旳國家目縹，但它對於國

家的貿易政策卻有決定性的影響。自一九八O年代開始，開發

中國家的情況出現了巨人轉變，由於國內發展策略以及承受來

白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 、國際貨幣基令(IMF) 、但界貿易組

織等多邊機構的壓力，它們紛粉大範圍地降低貿易限制。薩克

斯與沃納(Sachs and Warner, 1995)發現，自一九六O年至一九八

二年代末期，可衹歸類為普遍執行閼放貿易政策的國家，具人

口佔全球人口的比例尚未滘四分之 ，而其國曰生」笙毛額則不

到全球生產毛額的一半。但自此之後，這兩項比例分別提升辛

超過－分之一及白略三分之二，此外，當中國農淮加入世界貿

易組緘，且貿易口由化內趨勢仍持續，這鄭比例還會緝續提高。

自東歐經濟互助會(Comecon)瓦解後，大多數東歐國家都

使其貿易體制自由化，這使其關稅稅率如今僅転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國家消高一些差儘管前東歐經濟互助會國家的區域貿易

協定已然崩貴但主要國家通常仍設法擴大具對全球其餘地區

的出口，多半是出口到其池歐洲國家，而且經常達到超過百分

之五十飢貿易習頁－國內生產毛頷水平；此數值用當於或高於已

開發國家或是相近收入水平之開發山國家的平均值。

到了一九七O年代，所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間已建

立詛一秤大到卜自由的貿易秩序，而且口一九八二年之後，此

秩字已延f申至閌發［國家，以及昔日和其產世界貿易往來密切

的鬬家，因此我們可以說，全球貿易體系已然成形。就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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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表3.3 ：貿易關連強度•1928-1990 （每時期最大可能貿易關連百分比）

荃巴等全；：／／＼＼至[j;［\［呈言且［［雪［］［言」本：［雪
資杜來源：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八年的資料出自 League of Nations, 
1942; 一九五0年至一九九O年的資料來自 Nierop, 1994, p. 41. 

角度而言，保護措施的水平如今已較前些時期都來得低，而貿

易自由化也很可能持續下去。不管是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於產出

的比例，貿易都達到前所未見的高點。以下，我們將更加仔細

地檢視這個全琮貿易體系持續增長的範囯及強度。

二、貿易的範圍與全球市場的出現

全球自由貿易的出現提供了開放性全球市場的基礎。此種市場

若要出現，便需要有區域間及國家間的貿易網絡。在戰後時

期，隨著區域間及圖家間之貿易關係的全球網絡逐漸發展，貿

易前所末有地更加廣泛。尼若普(Nierop, 1994, ch. 3' 請參見地

圖3. 1)｛主意到，在一九九O年，全球多數國家都會和其他多數

國家進行貿易。更準確地說，表3. 3以最大可能之貿易關連往

（各國互相貿易）的百分比表示出國家間的貿易關係。為了作比

較，此表亦將五十四個使用戰間期資料的地區納入估算。資料

說明了，貿易關係強度在戰後朝著最大可能程度上升。而雖然

非常態樣本數據顯示出明顯的趨勢進1最末一組數據亦表示一

個廣泛的世界貿易體系，以及較戰間期來得高的貿易關係範

圍；這個結論和前述貿易網絡範圍在戰間期與古典金本位時期

受到限制的證據也相符合。自一九八0年代以來，貿易關係的

範圍持續擴張，和開發中國家參與貿易的成長也互相一致。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儘管如上所述，貿易範圍已如此廣泛，但貿易網絡似乎仍

集中在特定地理區域，亦即歐泗、美洲與亞太地區；這三個貿

易集團具有某種經濟凝聚性，而且涵蓋了全球多數工業化的經

濟體。對許多懷疑論者來說，這樣的發展足以證明，貿易逐漸

變得區域化而不是全球化。

相對於全球化，區域化意指貿易流動聚集在相似的國家 168

（通常是地理鄰近的國家）之間，而且區域內的市場（至少）有部

分是和世界其他地區相隔絕。它比較像是一種區域關稅同盟

（同盟會員對世界其餘地區採取共同的貿易政策），而不是區域

自由貿易協定（成員僅同意降低對彼此的貿易壁壘）—一「開放

性區域主義」。歐洲聯盟(EU)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仍在運作的關

稅同盟，它並未採取保護主義的立場來對待世界其他區域（除

了農產品外），而且在一九七三年至八五年間，歐盟與非歐盟

園家貿易在其國內生產毛額所佔比例亦有所成長(Jacquemin

and Sapir, 1988; Neven and Roller, 1991)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是指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之間的自由貿易區，其並

未增加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保護措施；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會議

(APEC)或東南亞國協(ASEAN)也並未如此作為(Petri, 1993) 。以

上證據顯示，貿易區域化與區域間貿易乃是相輔相成且齊頭並

進。

安德森與諾罕(Anderson and Norheim, 1993a; 1993b)針對一

九三O年代後的世界主要經濟區域，調查其區域內與區域間的

貿易成長狀況。他們的研究結果並未顯示任何朝向區域化的重

大轉變：區域內部與區域之間的貿易均蓬勃成長。區域內貿易

的強度在戰後時期上揚（十九世紀的歐洲數值實際上並未顯示

出區域內的偏差），但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O年間，歐盟內

部的區域內強度只有少許增加，而在亞洲及美洲，區域內的貿

易強度事實上更呈現衰退。有趣的是，西歐的區域內貿易強度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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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洲或美洲更低，這麼看來，區域市場的制度化似乎並不必

然造成封閼的區域。這一點可藉由其他證據來補強，特別是有

關匾域外貿易傾向的指標。這些指標顯示在戰後時期，美洲與

亞洲的區城外貿易傾向皆有上升，而歐洲的傾向則呈現波動。

這些數據一如其他估計值，並不支持區域化的論點。

當代區域貿易協定旨在促進貿易自由化，而非建立保護主

義壁壘，其不僅承認更自由的貿易所帶來的潛在利益，更認知

到區域層次中較全球層次更容易達成的協議。當開放性區域主

義顯然並未導致重商主義的貿易集團，對較小的經濟體及開發

中國家而言，其對於遭排除在優惠貿易協定之外的恐懼，也獲

得部分消減(Ferroni and Whalley, 1994）。弔詭的是，區域貿易協

定談判一部分就是爲了預防區域貿易集團的出現。因此，區域

化的威脅其實較其現實情況更為顯著。

三、戰後貿易逐漸成長的範圍

在戰後時期，全球貿易較全球收入成長得更加快速。全球

性的數據雖然粗略，但仍說明了－個簡單的事實。一九五O

年，全球出口總計達全球產出的百分之七，如圖3. 3所示，這

個比例在一九六O年代逐步上升，更明顯的是在一九七0年代

初期，而有些學者估計，此數值現今已達到約百分之十七

(Krugman, 1995) 。此數值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大都相

差無幾，而關於這點，我們從這些國家在世界經濟所佔的優勢

地位也可推知一二。就石油輸出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出口和國

內生產毛額比率一直下滑到一九七O年代，這反映出保護主義

政策，而在一九七O年代到九O年代間，由於保護主義衰退及

追求出口導向政策的影響，此比率呈現上升。這些厥家的出口

額大多都相當於其圍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十。雖然許多開發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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賚料來源： IMF, 1988 ;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various years. 

圖 3. 3: 全球出口額佔全球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 1956-1994

表3.4 ：已開發國家的貿易額－國內生產毛額百分比（固定價格）

1913 
出口額－GDP| n.2 

1950 
8.3 

1973 
18.0 

1985 
23.1 

1880-190011901-1913 I 1948-1958 I 1959-1972 I 1973-1987 
進口額－GDP I 12.4 13.3 10.1 15.4 21.7 
資料來源： Maddison, 1991, p. 327; McKeown, 1991, p. 158. 

中國家的貿易都呈現上揚，但是這個增長大部分是由亞洲四小

虎（但其貿易成長因一九九七年到九八年的金融危機而中斷）

所造成。

這些數值僅略高於前述古典金本位時期的數值，使得懷疑

論者宣稱，戰後的貿易成長不過是回復到戰間期中斷後的水平

而已（例如Hirst ancl Thompson, 1996b, ch. 2) 。然而，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主要國家的貿易額和國內生產毛額之比，及貿易額和

民間國內生產毛額之比，均顯示出至今的貿易強度遠高於古典

金本位時期的強度。此外，直接比較兩個時期的數據也可能使

人誤解：由於貿易商品所面臨的競爭更強、也更具技術進步的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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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表3.5 ：運輸及通訊成本的降低， 1920-1990（以一九九O年的美元

為基準）

海運a 空運b

1920 95 一一

1930 60 0.68 
1940 63 0.46 
1950 34 0.30 
1960 27 0.24 
1970 27 0.16 
1980 24 0.10 
1990 29 0.11 
a 平均每吳蘋(short ton)進出口貨物的海運費與港口賚

b 平均每乘客－哩租收益
c 紐約－倫敦雷語的三分鐘通語費

資料來源： Hufbauer, 1991 

越洋電話c

- - 

244.65 
188.51 
53.20 
45.86 
31.58 
4.80 
3.32 

潛能，因此其價格往往較非貿易商品的價格上升得慢，這造成

時價資料未能充分說明貿易額－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上升

(Gregorio et al., 1994) 。價格資料也容易出現重大錯誤。同時，

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主要國家而言，表3. 4的數據表示，自

一九七O年代初期以來，貿易額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以固

定價格測量），已較過去任一時期都來得高。而雖然開發中國

家只有時價資料可使用，怛至少自一九七0年代起，貿易額佔

國內生產毛額之比例也較古典金本位時期來得高。

當然，這些數值只和商品交易有關。全球服務貿易的資料

要到一九八O年後才可取得，而且常有嚴重錯誤。不過，服務

貿易也已成長了不只兩僭，每年已超過一點三兆，而且現今也

正好超過全球總貿易額的百分之二十（估算自WTO, 1995) 。以

此為基礎，全球出口佔全球產出比例的估計值應向上修正至大

約百分之二十一點八（以一九九六年的市場匯率來計算全球收

入），以及百分之十八點六（以依據國家間價格水平差異而調整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的購買力平價來計算全球收入）（IMF, 1997b) 。根據莫希里恩

(Moshirian, 1994)所述，這些關於服務的資料，嚴重地低估了金

融服務的貿易，意即全球整體的服務貿易都被低估。服務通常

較少被交易、其交易便利性也不若商品，因此，服務貿易額－

國內生產毛額之比例一般都較整體經濟為低。但是，長期下

來，服務貿易所佔比例已有上升，並且構成了全球貿易性質的

一涸顯著轉變。至少自一九七0年代中期後，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都將其相當比例的服務產出進行對外

貿易(Hoekman and Karsenty, 1992) 。甚至，某些開發中國家在勞
力密集的服務業具有很大的相對優勢，並將其大約三分之一的

商業服務產出都出口到國外。

這些發展指出，戰後的貿易強度出現了質的轉變，各國國

內市場變得越來越相互牽連，以至於如今貿易乃是國家經濟繁

榮所不可或缺。如前所述，各國對貿易所設的障礙已大幅降

低，運輸成本亦下降，這都使得貿易的成本跟著降低：如表

3: 5所示，在戰後的多數時期，由於技術進步、貨櫃運輸及便

宜的燃料，使實質運輸成本大幅度下降。就此而言，降低通訊

成本與資訊革命在促進大量服務貿易這方面，已扮演重要角

色。而隨著關稅及運輸成本的降低，它們巳變成貿易商品價格

中的次要、或甚至是無關緊要的成分。在這些背景環境下，由

於傳統的貿易障礙不再有效地限制國內市場中的外國競爭，而 171

全球市場正逐漸進化。相較於古典金本位時期，自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的關稅及運輸成本降低，已促成更多商品（及一些服

務）的全球市場出現。

實際情況是，不僅有更高比例前所未有的國內產出被用於

貿易，更有越來越高比例的民間國內產出是可貿易的，因而容

易遭受國際競爭。儘管農產品也是可以貿易，但其經常在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受到保護；不過在這些經濟體中，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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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一個正在萎縮的部門。工業製品一般都是可貿易的，即使

它們的市場會依運輸成本及國家偏好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雖然

個人服務普遍仍餌法貿易，但由於保護措施受限且通訊成本降

低，可貿易的商業癥務也正在成長當中。隨著世界各國大大小

小的公司日漸穿透彼此的國內市場，以及貿易流動強度的增

加，已有證據顯示國際競爭愈趨增強和全球市場關聯體系的進

化。

貿易與國內經濟行為也有很深的關連，不僅是因為更多的

商品與服務投入貿易，也是因為貿易與非貿易簡品間的關連性

越來越密切：非貿易性商品常需要貿易性商品的供應，且非貿

易性商品也會供應貿易性商品部門的需求。這種貿易性商品部

門與非貿易惶商品部門的連鎖關係，進一步加深了全球市場融

入國內市場的程度。

四、轉變的貿易階層化模式

雖然絕大多數國家都巴併入當代全球貿易體系，但區域間

不同的涉入模式及不平均狀況，乃說明了全球貿易的階層化現

象。巳開發國家一直支配著戰後貿易。在一九五0年，這些國

家佔全琮總出D額的百分之六十四，一九七O年代為百分之七

十五，一九九六年則到達百分之七十。從一九五O年代到一九

八O年代，已開發鬬家佔全球貿易比例（約為百分之七十）的任

何衰退或波動，都和輸出石油的開發中國家所佔比例的變動密

切相關。而自一九五O年代到一九七O年代，就其他開發中國

家而言，在保護主義政策及其出口需求成長緩慢的影響下，其

佔全球貿易的比例實際上呈現下降。雖然某些開發中國家佔全

球貿易的比例在一九六O及七0年代有所上揚，但是從一九八

0年代中期以後，輸入石油的開發中國家才擴張了對於石油輸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瑋市場

表3.6 ：全球出口方向， 1965-1995 （佔全球總量的百分比）

已開發國家間 已開發－開發中 開發中國家間

1965 59.0 32.5 3.8 

1970 62.1 30.6 3.3 
1975 46.6 38.4 7.2 
1980 44.8 39.0 9.0 

1985 50.8 35.3 9.0 

1990 55.3 33.4 9.6 

1995 47.0 37.7 14.1 
註：數值總和並非 100 是由呤柬歐國家、未被歸類國家的貿易，以及計算

上的錯誤。

資料來源：計算自 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various years 

出國及已開發國家的世界貿易所佔比例，此外，這些貿易比例

性的成長大多可歸因於東亞四小虎經濟體的崛起。

雖然這些數值屬於商品貿易的範疇，但其模式亦和服務貿

易相仿。儘管開發中國家由於其低工資水平，而被假定勞力密

集的服務業比較具有優勢，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佔全球

服務出口的比例仍近似於商品貿易所佔比例。一九九七年，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在全球服務出口佔有百分之七十點

一，全球服務進口則佔百分之六十六點八；這些比例較十年前

並氫太大變化：這顯示出，大部分的服務貿易就如同商品貿易

一般，都發生在已開發國家之間（估算自WTO, 1995; Daniels, 

1993, p. 82) 。

如表3. 6所示，在戰後的多數時期，全球貿易集中於已開

發國家，只有在一九九O年代，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之

非石油貿易佔總貿易額比例才出現上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貿

易也有一些成長，這部分反映了它們之間新簽訂的貿易協定。

這些改變某種程度反映出全球貿易組成成分的改變。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之前，多數貿易都是初級商品，而戰後貿易則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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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製品，加上自一九八0年代以來，水平日趨上升的服務貿

易。不過也正如之前所提及，開發中國家不再僅是初級商品的
輸出者，它們也逐漸從事於工業製品與服務的貿易。一個新的

國際分工正在進展，這對於全球貿易階層化造成了重大影響。

除了燃料貿易之外，初級商品的貿易也已縮減到相當低的

水平。自戰爭之後，工業製品佔全球貿易的比例已持續上升。

從一九六0年代中期開始，這類貿易就已佔全球貿易流動的多

數，而今更是構成了大約所有貿易的四分之三®。直到最近，

工業製品貿易仍爲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所控制，但非石油

輸出國的開發中國家在全球貿易所佔比例亦有增加，這主要是

由於其工業製品的出口。相較之下，仍以初級商品爲主的國

家，則面臨成為成長趨緩且時而衰竭的市場。開發中國家在全

球工業製品出口所佔的比例成長（除中國以外）都記錄在表

3. 7 。將中國的數值排除後，這些國家佔全球工業製品出口的

比例，已由一九八O年的百分之十上升到約爲百分之二十，而

此數值大概較十年前成長了一半(WTO, 1996) 。這些成長大半

是來自東亞國家。一九九O年代期間，拉丁美洲在全球出口所

佔比例即已停滯不前，非洲和中東地區所佔比例更出現下滑現

象，開發中國家的服務出口也呈現相似趨勢。與工業製品出口

國相比，只有少數初級商品出口國能達到快速的出口成長，及

擴大其在全球市場所佔比例。

東亞工業製品出口國以極快速的經濟成長，躋身於富有的

工業化國家之林。這些國家的出口模式和其他開發中國家有著

顯著不同(Noland, 1997) 。它們擁有相當高的投資額（包括國內

與國外）。雖然這些國家的成長本身可能並非一直都屬於出口

~ : UNCTA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Statistics, various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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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7 ：開發中國家在全球工業製品出口所佔比例， 1963-1995 173 

1963 6 

1973 7 

1980 10 

~985 13 

1990 15.5 

1995 20 
漬料來源： GATTIWTO, International Trade Yearbook, various years. 

導向，但是向全球市場出口仍是維持其投資收益性並因而支撐

其經濟成長率的核心所在，特別是在一九九七到九八年的金融

危機之後。

貿易對個別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表現發揮了重要影響，並使

得這些國家出現優劣各異的表現，以至於在經濟層面上，它們

無法再被視爲一個面對共同外部條件的同質性集團。屬於新興

工業化經濟體(new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IEs)的國家，特別

是在東亞，藉由輸出工業製品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而

在一九八O年代及一九九O年代中期獲致迅速成長。隨著最成

功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脫離了製造低工資產品的行列，其他較

貧窮的國家則會擴大這類產品的出口，而其中一些國家得自此

在世界經濟中大放異彩。就其他圍家而言，其工業成長卻由於

暴露在全球競爭下而成長緩慢。這些未能開發出工業製品出口

的低收入國家，特別是在非洲，仍是初級商品的出口國。雖然

這類產品的貿易條件在戰後時期有些變化，但是這些出口國往

往都面臨不景氣的市場。在一九八O年代初期，大多數初級商

品的需求及價格都巨幅下跌。這些下跌情況對初級商品出口國

產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而且在許多地區，成長率及投資水平

至今仍未恢復。

全球經濟的貿易競爭造成了高低不同的收入水平，最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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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表3.8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產業內貿易指數， 1964-1990

1964 1970 1980 1990 
加拿大 37 52.1 51.5 60.0 
美國 48 44.4 46.5 71.8 
日本 23 21.4 17.1 32.4 
德圍 44 55.8 56.6 72.2 
法國 64 67.3 70.1 77.2 
義大利 49 48.7 54.8 57.4 
英國 46 53.2 74.4 84.6 
瑞典 52.3 58.2 64.2 
資料來源： OECD, 1987, p.273 ; 1996a, p. 30 

表3.9 ：製成品在進口品中所佔的比例， 1899-1985

1899 1913 1950 1959 1963 1971 1985 
加拿大 16 17 4 6 7 12 29 
美國 12 13 7 6 12 17 27 
日本 16 10 4 7 1O 16 26 
德國 11 14 8 8 13 12 20 
法國 3 3 2 3 3 9 24 
義大利 30 34 3 4 6 4 6 
英國 8 14 12 17 17 37 46 
瑞典 20 23 16 20 18 37 45 
資料來源： OECD, 1987, p. 271 

功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已達到和一些小型已開發國家不相上

下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多數最貧困的國家則面對著持續衰退的

貿易景況。就這方面而言，新的國際分工體現了全球經濟中的

經濟財富極化，以及新的階層化模式。

如本文先前所提及，已開發國家仍支配著世界貿易，佢即

使這一點亦有明顯的變動。已開發國家越來越多是貿易相似的

商品，而不是和產業結構迥異的國家交易各種不同的商品。這

種產業內部的貿易，使得國內的製造商遭遇國外相同產品製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造商的直接競爭。這強化了全球競爭旳動能，而且有助於全

球市場的進展。幾乎在所有的測量指標上，產業內貿易都佔

有巳開發國家之工業製品貿易的多數，並且一直是戰後多數

時期最具活力的貿易元素（參見表3. 8) 。不過，在開發中國家，

產業內貿易通常只佔貿易的一小部分，而就某些新興工業化

經濟體來看，這類貿易如今約佔其總工業製品貿易的三分之一

(Stone and Lee, 1995) 。

產業內貿易對理解新的國際分工而言是很重要的。它也有

助於解釋當代貿易的相對成長與巳開發國家間的貿易增長

(Helpman and Krugman, 1985, ch. 8) 。單一產業內的貿易意味著
產品差異化以及生產旳規模經濟，因為廠商觸及一個使它們能

進行擴張並降低其單位成本的較大市場。此外，隨著收入上

升，對於各種不同商品的需求往往會不成比例地增加，而這類

需求部分會由進口管道來滿足(Hunter and Markusen, 1988) 。

不只是製成品的貿易呈現上揚，半成品及零件貿易亦有成

長。貿易成本下降，表示生產過程（過去是集中在一個國家）可

以分配、散佈到世界各地，此即克魯曼(Krugman, 1995)所稱的

「切割價值鍊」或是其他人所稱「全球商品鏈」 (Gereffi and 

Korzeniewicz, 1994) 。以這種方式切割價值鍊的能力提高之後，

造成貿易相對於國內生產的比例增加。科技變化、全球生產組

織，以及貿易成本的降低，使生產過程的每個環節得以專業化

（參見第五章）。如表 3. 9所示，對七大工業圍及瑞典來說，這

已大幅提昇了製造過程中進口輸入品所佔的比例，以至於這些 175

國家經濟體為了國內生產所需，變得日趨倚賴貿易®。美國

® ：如前所述，貿易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是一樣的，由淤
這個數值並未加上計算貿易性商品後的數值，因此增加了鮮釋上的困

雉度。切割價值鍊，會增加商品交易的次藪，商品每錴交易一次，價
格就會隨著總體價值（而非隨著商品部分價值的增加）升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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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實際自給自足轉變爲明顯依賴進口，這個可比擬其他

工業化國家的變化即格外引人注目。

今日的生產過程需要密集且廣泛的貿易關係（參見第五

章）。企業內貿易現今約佔全部貿易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UNCTAD, 1995) ，切割價值鏈結增加了工業化國家和開發中國

家之間的貿易，並強化了一種新區際分工的轉變(Castells, 1996; 

Hoogvelt, 1997, ch.3) 。過去先進工業製程一般集中於巳開發區

家，而今，公司則將部分生產過程設置在工資較低的國家，或

是轉包給亞洲或拉丁美洲當地的公司，這導致已開發國家和開

發中國家間的貿易更爲增加。因此，許多國內的生產過程（無

論其設置於何地）漸漸捲入全球生產鍊之中。

在戰後多數時期，貿易相對於產出的擴張，不單是因為關

稅障礙與運輸成本降低(Rose, 1991) ，更是由於全球生產結構出

現變化。工業化國家的製造業擴張，一直是以圍家經濟體多半

透過產業內貿易而愈趨涉入的情形為基礎，這使得全球市場由

於許多製成品及其輸入品而逐步形成。一九八O年代巳開發和

開發中國家間的貿易成長也反映出一個生產本質的轉變。一種

新的全球分工以及新的全球階層化模式正在形成，然而，這些

發展和更大範圍的貿易自由化是無法分離的，而後者一部分是

全球貿易體系逐漸制度化的產物。

五、全球貿易的基礎建設與制度化

運輸與通訊網絡的進步提供了全球貿易體系所需的綦礎

建設，而貿易自由化的制度化則促進了貿易活動的強度提升。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貿易體制對於戰後的貿易擴張，具有

關鍵性的影響，儘管它的制度面缺陷甚多一—它並不是一個芷

糞國際組織，也並未有力到足以擔任一儘正式組織(Jackson,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1989)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雖然具有正式權力，但實際上，各

國都是透過談判來解決爭議，而面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

所設下的非關稅障礙（特別是針對農產品與紡織品），它其實多

半也無力抵抗。同樣地，許多開發中國家都擴大解釋關稅暨貿

易總協定之協議條款的例外保護規定。在這樣的背景下，關稅

暨貿易總協定的卓越之處在於，它成功地經由七個回合的貿易 176

障礙削減談判，發展並維持了一個開放旳貿易體系（至少對工

業製品是如此）。斷定此協定的結構在戰後貿易秩序中扮演著

重要角色也許十分合理，但各界對於貿易自由化更廣泛的政治

承諾卻也非常重要。

由於關稅削減至最低水平以及貿易性質的改變，闆稅暨貿

易總協定的骨幹架構已不敷使用，因而有了世界貿易組織的成

立(Hoekman and Kostecki, 1995) 。形式上的貿易障礙消除後，人

們的關注即轉移到各國控制競爭的國內規則及法津差異。因為

國內規則可被視為給予某厰廠商優於它者的競爭優勢，所以這

些規則可能被認為是潛在的貿易障礙。貿易自山化的較早階段

僅創設出消弭外部貿易障礙的對策，而貿易的強化加上生產的

國際化則已產生諸多壓力，要求掌管商業的國內法律與管制架

構便能有更深層的調和。逐漸形成的全球市場則意味著對於共

同監管規則的壓力。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下，只要解除管制就

能創造出此種市場。實際上，為使全球市場關係能夠運作，現

代貿易的複雜性需要有一系列詳細的共同法律及規則。最明顯

的例子就是為設立區域市場而制訂的廣泛法律架構，諸如歐洲

單一市場(Single.European Market) ，或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

判。隨著世界貿易組織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尋求更高程

度的貿易自由化，它們的行動焦點也已轉移到國內競爭與商業

規則的調和，因爲這二者被視為全球自由貿易僅存的重大障礙

(Treb且cock, 1996; Jonquieres,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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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貿易全球化的歷史形式：

全球貿易的轉變

全球和國家層次的歷史證據顯示出一個趨勢：現今的貿

易水平比過去任何時期、甚至是古典金本位時期都來得高。

戰後貿易成長的速度高於過去任何時期，這和當代前所未有

的國際貿易關係自由化有關。今日全球貿易體系幾乎包括了

所有經濟體的密集貿易關係網絡，以及眾多商品和某些服務

演進中的全球市場。全球性運輸與通訊基礎設施的出現、經

由世界貿易體系制度化而提升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以及生產

的國際化，都促進了朝向全球市場的轉變（參見第五章）。山於

產業內貿易的擴張及全球競爭，超越了國界而直接影響國內

市場，各國的市場也越來越相互牽連。就這些方面而言，儔

別廠商不僅面對潛在的全球市場，同時更在其國內市場面臨

來自國外廠商的競爭。

相較之下，在古典全本位時期，製成品市場通常是在空

間較受限的規糢上運作（參見表格3. 1) 。隨著新的國際分二和

全球市場的進展發生關聯，全球貿易體系的階層化也反映出

177 上述這些發展。僅談論南北半球問題其實是曲解了當代钓貿

易階層化模式。因爲只要貿易權力的階層體系仍繼續存在，

南北半球的地理分隔也得對一個更加複雜的貿易關係結構作

出讓步。儘管貿易在歷史上都集中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

家，但全球貿易模式在當代時期已有所改變，以至於在此脈

絡下，北與南的分類已變得越來越無意義（參照Castells, 1996; 

Hoogvelt, 1997) 。隨著服務貿易變得更為顯著，全球貿易的成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分也正在改變(Strange, 1996; WTO, 1997) 。總括來說，全球貿

易體系正在經歷一次重大轉變。

陸、國家在全球貿易體系的涉入

本研究中六個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SIACS), 說明了貿

易活動前述更加廣泛、密集且影響更大的趨勢。戰後時期，這

些國家對於更加開放之市場的傾向，在表 3. 10 中顯而易見。這

些國家的關稅已逐漸降低到氫關緊要的水平，而且除了英國以

外，其餘各國的關稅都明顯較古典金本位時期要低。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總體情況，表3. 11顯示，這六個國家的

出口額－國內生產毛額水平（以固定價格計算）都比古典金本

位時期來得高，而且持續了二十年以上（英國為例外）。即便是

英國，也在一九八O年代超過其過去成為主要貿易大國時的貿

易比率。時價資料使我們能夠更詳細地追溯這些國家的貿易強

度進展，這些數據亦包括了服務出口，不若全球資料及固定價

格資料這些國家除一九八O年代早期以外，其貿易絕對數量

在整個戰後時期皆有成長；本研究所關庄的即是貿易額相對於

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以及隨之而來的貿易開放性。

一九五0年，法國的出口額巳恢復到約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百分之十五（以時價計算），而貿易總額所佔比例（參見圖3.4)約

爲該數值的兩倍＇·出口額－民間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則相當於

古典金本位時期的水準。由於經濟困難導致某些保護主義措施

再興，原本穩定在大概百分之十二的出口額和國內生產毛額之

比（貿易額和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爲此兩倍）也出現下滑。一九

七0年代早期，這兩項比例都增加了一倍，相對於民間產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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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1 :貿易全球化的塵史形式
工業革命前 古典金本位時期 大戰期間 布列頔森林體系曄期 當代時期

廣度 中度：亞、歐、非三洲 高度：至二十世紀初 大多數國家均參與 除共產國家外，其餘國 幾乎全球各國都參與

之間的長期連結，延伸 期，全球大多數地區已 貿易，但早先的連結 家均參與全球貿易體 貿易並且具有高度的

至美洲與大洋洲。 納入國際貿易範圍。 分解成封閉的貿易 系。 貿易連結；一九九七

集團。 年，世界貿易組織的會

員達一百三十二國。

摹 貿易強度普遁低，但對 中度：某些國家很高， 初期較第一次世界 初期爲低度，後來上升 高度：貿易強度與產

嶧罈業相當重要0 但多數國家很低。 大戰前更低，並且在 至相當於古典金本位時 量達到前所未有的水

一九三0年代急遽 期的7艮售。 準；可貿易的私人產

下滑至低度。 出亦達史上最高。

速度 低 中高 低 低 高：快速的科技改變
及全球競爭。

影響傾向 在多數國家都偏低；對 高以初級產品出口國 初期貿易衰退的影 隨著貿易成長而影譬趨 高度：貿易爲經濟的
少數產業及較廣泛的 的發展爲主，並且對工 響極大，之後轉弱。 重；對工業成長非常重 關鍵部分，並且對收

社會變革相當重要。 業國家的收入有越來 要。 入及產業結構有越來

越重要的影響。 越重要的影響。

基 由於較優良的船隻與 運用蒸汽動力的工業 運輸技術持續進 空運及海運成本降低。 早先的成本下降固定

航行技術，原始的運輸 化運輸；運輸成本大福 步，但爲其他方面的 化；通訊技術的重大

方法有所進步。 酮氐；新的通訊科技 發展所掩蓋。 進展促進了服務的貿

易。

表格 3. 1（績）

工業革命前 古典金本位時期 大戰期間 布列頔森林體系時期 當代時期

制度化 貿易公司與商人組織o 有關國際市場標準的 國際協定瓦解。 貿易在關稅暨貿易總協 世界貿易組織逐漸擔

初期的保護水平偏 雙邊協定增加。 一九三0年代保護 定體制下定型化。 任確保全球共同規則

低，隨民族國家成立而 多變的保護水平；有時 主義上揚，貿易衰退 多邊貿易管理。 及增強貿易自由化的

提高。． 偏高，但最惠國原則逐 成區域主義。 貿易自由化的開端。 全球機購。

國際貿易規則極少。 漸被接受。

層級化 起初偏低，但經由十七 多數貿易透過帝國而 隨著全球貿易體系 已開發國家貿易量增 貿易絕大多數仍存在

世紀興起的帝國，貿易 組織。 崩潰，主要國家可以 加；美國則支配貿易國 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體變得越來越有組織。 貿易由主要出口者支 組成區域協定。 家。 織國家之間，但貿易

配。 集中度降低。
辶．－」 其他國家的角色加

重，最初爲石油輸出

國，後來則是新興工

業化經濟體。

不均衡性 高度不均衡：只存在一 貿易對主要國家及初 貿易量下滑對初級 某些國家的市場成長緩 貿易造成各國差異擴

些貿易節點，其他地區 級產品出口國非常重 產品出口國打擊尤 慢，但世界總體的擴張 大；貿易成爲某些國家

大都未接觸到這些節 要，但其他區域則被邊 其嚴重；某些國家可 可達成部分補償。 成長的主要因素，也造

點。 緣化。 以產生國內復甦。 成某些其他國家的邊

緣化。



璽l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璽

180 表3. 10 :各國的關稅稅率， 1965-1985 （百分比）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法國 6.1 2.6 1.4 1.1 0.9 
德國 4.6 3.0 2.4 1.8 1.3 
日本 7.5 7.0 3.0 2.5 2.4 
瑞典 6.3 4.0 2.4 1.7 2.5 
英國 6.0 2.8 1.8 2.2 1.7 
美國 6.7 6.1 4.4 3.1 3.5 
資料來源： EPAC, 1996, p. 1 0 

表3. 11 ：出口額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比（固定價格）， 1913-1997

1913 1950 1973 1987 1997 
法國 6.0 5.6 11.2 14.3 21.1 
德國 12.2 4.4 17.2 23.7 2 3.7a 

日本 2.1 2.0 6.8 10.6 11.0 
瑞典 12.0 12.2 23.1 27.0 28.0 
英國 14.7 9.5 11.5 15.3 21.0 
美國 4.1 3.3 5.8 6.3 11.4 
a l995 
資料來源：一九一三年至－九八七年的資料取自 Maddison, 1911, p. 
327; 一九九七年資料估算自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1998. 

比率達到了明顯高於古典金本位時期的水準（參見圖3.5) 。貿易

對法國圖內經濟政策的重要性，在整個一九八O年代及九O年

代尤為明顯，旨在藉由維持法郎的高幣值以壓低通貨膨脹的競

爭性平抑通貨膨脹(disinflation)政策，迫使法國公司必須在鬬際

上作競爭。結果造成出口增加，以至於貿易強度（無論以貿易

和民間國內生產毛額之比或出口和圍內生產毛額之比來計算

皆然）也進一步提升。

戰後德國的資料是指兩德統－前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因此無法和戰前的德國資料作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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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料來源：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various years. 
圖3. 4: 貿易佔六國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 1950-1995

格對比。在戰後初期崩潰之後，貿易迅速地恢復，以至到了一

九五O年代末期，出口額與貿易額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參

見圖3. 4)巴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水準。在戰後時期，貿易

一般都比國家收入成長得快；到了一九九O年代，出口額幾乎

已達民間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四十（關於貿易額，請參見圖

3. 5) 。德國成功地發展出一系列具競爭力的產業，這使得其出

口商持續增加市場佔有率。此外，國內總體經濟條件因部分強

力的反通貨膨脹政策而變得緊繃，致使外部市場，尤其是歐

盟，成為出口需求的主要來源。國內緊繃的經濟條件也連帶限

制了對進口的需求，因此，儘管當時馬克是強勢貨幣，仍爲貿

易出超的主要時期。

圖3.4顯示出日本在戰後初期的成長主要是根值於國內基

礎的證據；這和其他研究的結論相符（參照Boltho, 1996b) 。雖

然其貿易額－國內生產毛額水平曾在一九五O年代初期達到

約百分之三十五，但不久後又下跌至百分之二十左右；這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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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料來源：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various years. 

圖3.5 ：貿易佔六國民間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 1950-1995

例一直延續到一九七0年代早期。其貿易額－國內生產毛額水

平在一九七O年代上升至百分之三十，而之後又下滑到約百分

之二十。其出口額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恰好超過此數值的一

半，這反映出日本持續的貿易出超，以及和其他國家相比非常

低的進口比率。不同於其他工業化國家，若以時價計算，其貿

易－國內生產毛額水平並未回復到古典金本位時期的水準（雖

然以固定價格計算則可達到），或是戰間期更高的水準。日本

戰後的經濟政策需靠大公司與其零件供應商建立起緊密關

聯。於是其對消費品與半成品進口的需求相當低，因爲這多由

國內廠商所供應。因此，日本持續的貿易出超主要是來自非常

低的進口額度，因爲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標準來看，其出

口額相對於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亦相當低。部分是由於政府所

訂的目標使然，日本的貿易優勢由勞力密集的製造業演變爲重

工業與高科技產品。雖然日本並未在所有部門都取得普遍的競

爭優勢，但它確實在某些電子產品、半導體及汽車工業上都佔

有強大的優勢，這也造就了日本大部分的貿易出超。

戰後時期，瑞典的貿易佔國內生產毛額水平快速恢復至古

典金本位時期的水準（參見圖3.4) 。和其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國家相同，其貿易水平在一九七0年代時快速上升、在一九

八O年代下降、在一九九O年代則再度上揚，而其出口則自一

九九二年克朗(krona)貶值後有所恢復。身爲一個小國，瑞典戰 182

後的經濟政策依賴在一些利基市場仍具競爭力的強大出口部

門，而爲整體經濟帶來了繁榮發展。

相較之下，英國在戰爭結束後享有強勢的國際貿易地位，

這反映出其過去的勢力、受控制的帝國市場，以及被破壞的歐

陸經濟。然而，如圖3.4所示，即使在一九五O年代早期，其

貿易額－國內生產毛額水平仍不及古典金本位時期的水準，並

由於英國國際貿易地位的衰退，而在一九五O年代晚期及一九

六0年代初期持續下降。在整個戰後時期進口明顯超過出口。

出口及貿易強度則因一九六七年英鎊眨值，及隨後英國加入歐

洲經濟共同體(EEC)的影響，而~一九六O年代晚期開始上

升。貿易水平在一九七O年代早期因英鎊採浮動匯率制度而大

幅提昇，到了一九七O年代中期，出口比率及貿易和民間國內

生產毛額之比，已與古典金本位時期相當（參見圖3. 5) 。過去

二十年來，出口額佔民間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約爲百分之三十

三，再度達到古典金本位時期的水準。

戰後出現在美國的趨勢則顯得有些矛盾：在一九五O年代

及一九六O年代，美國擁有優於世界其他地區、無可置疑的技

術領先地位，但是貿易水平卻很低；貿易水平在一九七0年代

上揚，但美國失去其領先地位。這個矛盾其實很容易解釋：當

戰爭剛結束時，除了一些特殊原料之外，美國幾乎沒有什麼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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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需求。當時歐洲所持有的外匯甚少，出口到歐洲國家旳前

景有限，這使得美國公司直接在這些國家投資生產（參見第五

章）；當美國於一九七O 、一九八O年代在某些部鬥失去技術

的龍頭地位，也喪失了一系列產品的競爭優勢，如此一來，進

口需求則有所增加。同一時間，美國仍保有並增進其他產業的

競爭優勢（如電腦軟體），這反映在出口的增加。自一九八O年

代以來，貿易相對於國內生產毛額（及民間國內生產毛額）的整

體水平已上升超越了古典金本位時期的水準（參見圖3. 4和圖

3. 5) 。

柒、全球貿易關係的影響

全球貿易秩序旳轉變對國家經濟旳管理（特別是政府確保

國家興盛的能力），有著重大影響。貿易對已開發的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繕國家具有獨特的決策性、制度性、分匠性及結溝性

之影響。

一、決策性影響：總體經濟管理

當貿易促進了全球市場的發展，國家對貿易採取更加開放

的態度，國際條件對國家經濟的影響也因而增強。一個國家的

總體經濟波動往往會外溢到其他國家，而且較高的出口水平意

味著外部條件對國家產出會有更大的影響。經濟波動的擴散不

183 僅反映出貿易強度的增加，也反映了貿易愈趨涉入國內經濟活

動的狀況。當然，總體經濟波動不單取決於貿易，也會受其他

的徑濟連結所影響，特別是金融全球化以及國家總體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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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銷此種波動上的成就。然而，儘管浮動匯率原則上可使國

家在總體經濟政策握有更高的自主權，但是對主要國家而言，

總體經濟波動如今都較過往時期（包括古典金本位時期）更強

烈地相互關聯(Eichengreen, 1994a) 。因此，適應此種波動現在

是總體經濟管理的核心課題。

當貿易關係強度增加，使得各國經濟對商品需求及價恪的

國際波動更加敏感，它們是否變得更易受創乃取決於經濟體對

外部衝擊的適應力，包括運用補償性總體經濟政策的能力。我

們在緒論也曾提到，成本和時間因素結合了對外部經濟變動的

調節力，導致各國對於外部經濟的敏感度與脆願度會有所差

異。因此，欲評估任何一個國家的脆弱度都應對國家經濟作實

際的觀察。在此前提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九七O年代進

口價格上升，特別是原油價格，對總體經濟政策所造成的深遠

影響。

二、制度性影響：貿易政治及福利國家

對其支持者而言，自由貿易是一個脆弱的體制，政策制訂

者及全體人民對其總體利益所知甚微，而且它還處於保護主義

團體的威脅之下。鑑於自由貿易對國內經濟的重大影響，我們

對於它在戰後時期旳繼續發展必須作一番解釋。部分解釋是，

政治家渴望避免一九三0年代的保護主義。但最重要的是，戰

後時期的貿易轉變已改變了國內的貿易政治。

極端支持與極端反對自由貿易政治的衰退，和貿易朝向產

業內貿易的轉型有關，而得失的分配就變得較不具政治性質。

這表示自由貿易有了更加廣泛的擁護者。保護主義者的要求已

出現分裂，並聚焦於特定產業，而非受到諸如勞丁、農業或重

工業等團結的階級或部門利益所嘔使。而且，對進口產品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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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對開放性出口市場的倚賴，以及生產的國際化，都提供了

抗衡保護主義壓力的重要力量(Milner, 1989) 。這些相互交錯的

利益及支持者，使得舊式的保護主義除了民粹主義的吸引力

外，難再獲得廣大的公眾支持。在貿易政策受到多邊限制以及

全球趨向更加自由化的脈絡下，保護主義也更加難以維特下

去。

此外，由於貿易為國家帶來了凈福利效益，因此獲益者能

夠補償損失者，仍能使境況改善。就此而言，更為開放的經濟

體普遍會出現更為廣泛的福利國家，也就不令人訝異(Rodrik,

1997) 。然而，貿易成長與貿易結構的改變，對先進資本主義

社會國家的福利角色加諸了漸增的重負。雖然並沒有系統性的

證據顯示福利政策會損害貿易表現（參照Pfaller et al., 1991) ，但

184 許多雇主（特別是在貿易產業）都反對增加他們的社會安全稅

捐，並以全球競爭力為由，迫切要求削減負擔。雖叭皿法負擔

這些福利措施的譫法幾近失真（以下將會討論），但是計會保障

的成本已然上升，因為其所獲得的政冶支持已經被變動的貿易

模式所侵蝕。因此，全球貿易具有兩相矛盾的效膺：它一方百

增加了對福利國家的需求，另方面又損害了資助福利國家約政

冶基礎。如卡普斯坦所言：「正當勞工需要國家保護其免受國

際經濟的衝擊時，國家卻拋棄了他們」 (Kapstein, 1996, p. 16) 。

三、分配性影響：勞工

髓著貿易促進全球市場的發展，勞工需求受到全球競爭力

量的影響越來越大。貿易商品部門的工資往往對其他經濟部門

扮演重要的基準角色。經由貿易的圍際競爭，特別是來自開發

中國家，通常被假定為會降低工資與社會、環境標準到最小公

約數的水準（參閱Hines and Lang, 1993) 。標準貿易理論預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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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貿易，國家間的工資會趨於一致，原本低工資勞力充足的國

家，其工資會提高，而原先高工資勞力缺乏的國家，其工資會

降低。

技術差異、規模經濟，以及生產要素的相對供給差異都驅

動了貿易的進行。在古典金本位時期，全球工資有明顯趨於阿

合的現象。此種匯合現象起自於：國家交易以大致類似的技術

生產出不同商品而逐漸增加的專業化。戰後貿易的本質改變了

此一趨勢。如我們所強調，戰後已開發國家間的貿易內容多為

相似的商品，而這些國家的生產力水準都趨於一致。因此，雖

然戰後已開發國家間的工資水準明顯謅於相近，但這得歸因於

這些圖家的生產力水準相同，並非貿易所造成的結果(Dollar

and Wolff, 1993; Wolff, 1997) 。只要這些國家可以維持其特定的

技術優勢，他們就有能力支付較高的工資。至於那些致力於非

貿易商品、以抽稅來彌補公共支出的國家，其工資水準亦不會

有太大的變化。規模經濟所驅使的產業內貿易也產生了相似效

果。在合理的條件下，資本家及勞工都因產業內貿易的增加而

獲利(Helpman and Krugman,1985,ch.9) 。

雖然這意味著貿易對勞工有良性的影響，但是增強的競爭

卻對工資與非勞力成本帶來負面壓力。當技術在國際上廣泛普

及，而且比較優勢大多取決於相對要素供給，則貿易會對勞工

產生最劇烈的影響。一旦特定優勢遭到侵蝕且規模效應不再居

於支配，維持較高工資所需的基礎便會衰退，而且工資匯合也

可能發生。這個情形適用於已開發國家間或已開發與開發中國

家間的貿易。如前文所述，當國家之間的技術程度相當，產業

內貿易便可以就技術性勞工供給的相對差異來解析。戰後時期

的證據即與此一致：產業內貿易的成長增加了勞方及資方的收 185

入，但產業內貿易亦提高了技術性勞工的收入，並降低了其他

勞工的收入(Oliveira Martins, 1994) 。當開發中國家擴張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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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出口，而已開發國家變得越來越專精於高技術商品的生

產，技術水準相近的勞工之工資，便會出現顯著的國際匯合情

形(Wood, 1994) 。已開發國家中低科技產業的衰退使得對非技術

性勞工的需求大幅減少，這導致了工資下跌及失業率的升高；

據伍德(Wood,1994; 1995)估計，相較於沒有此種產業內貿易的假

設情況，對非技術性勞工的需求已降低了超過百分之二十。

現有的研究指出，已開發國家的比較優勢來自於其相對充

足的技術性勞工與技術優勢一—雖然這些國家的生產水準普

暹匯合掩蓋了其產業之間持續存在的差異(Corvens and Grip, 

1997; Dollar and Wolff, 1993; Gustavsson et al., 1997; Wolff, 

1997) 。自一九八O年代以來，已開發國家工資不平均的現象

已有增加：高技術及高教育水平勞工的工資相對提高，而對於

製造業部門的低技術勞工而言，其就業前景卻日趨惡化。造成

這個轉變的原因成了人們熱烈討論的主題，尤其是關於這個趨

勢在多大程度上可歸咎於和（低工資）開發中國家的貿易以及

技術上的改變(Lawrence, 1996; Leamer, 1996) 。雖然有些人懷

疑，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之進口滲透的小幅上揚（佔國內

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一或二）是否可以解釋這些就業及工資水平

的改變，但伍德對此有不同看法(Wood, 1994; 1995) ，他的研究

顯示，這些改變可歸因於貿易。其他研究則認爲，貿易與技術

革新大致上同樣有助於上述這些發展(Minford et al., 1997) 。無

論是以上何種說法，當代的貿易模式確實對已開發國家的勞工

具有重要影響。

四、結構性影響：全球競爭、去工業化與工業生產

方式的轉變

全球市場的形成導致了國家之間專業化，所以，生產何種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商品能否獲利，明顯受到全球競爭條件的影響。重要的是，國

家所處的地位並非靜止不動：隨著經濟體成熟並獲得新的技

術，其相對地位也隨之改變。由於國際比較優勢的模式隨著時

間而改變，國家經濟體便面臨到不斷重新分配資源的壓力，而

不是僅對貿易的增加作出一次反應即可。以此推斷，貿易對國

家經濟體的結構會有極深的影響。

隨著出口競爭增加，貿易已引起已開發經濟體的結構性改

變。戰後黃金時期的多數時候，許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

在技術上皆落後於美國。它們的產品多半出口到第三世界國

家、而非美國，因爲在前述國家，它們的技術劣勢較無關緊要，

而且此劣勢可用較低的成本（特別是較低的工資）來抵銷。一九

七O年代後，日本及歐洲在技術上開始趕上美國(Dollar and 186 

Wolff, 1993, chs 3-6; Hansson and Henrekson, 1994) 。雖然當今已

開發國家的生產力水準相去不遠，但在特定的產業部門上仍存

有明顯差異。特殊的技術優勢仍能在貿易中取得相對優勢。然

而，技術並非只透過貿易而在國際間擴散。所以技術知識並不

是一個相對優勢的持久來源 儘管技術知識所引起的專業

化模式，在國家仍保有產生專業化之優勢的情況下，也許能繼

續維持。隨著技術普及以及已開發國家間的生產要素趨同，有

一些跡象顯示，這些國家間的貿易專業化也會漸趨一致(Soete

and Verspagen, 1994) 。

當國家發展出在全球市場中出口的能力，貿易量就會增

加，而競爭也會增強。隨著技術在國際間普及，成本較低的生

產者就會帶來更進一步的競爭壓力。低成本生產者的出現，減

低了任何一個單一生產者轉嫁成本的能力，這促成了結構性的

改變：一些產業逐漸萎縮或是消失，而其他產業則大肆擴張；

沒有一個國家能在所有產業都具有競爭力或毫無競爭力，但是

將資源從衰退部門轉移到擴張部門所帶來的國內肚會、經濟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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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可能就相當可觀；正因爲競爭優勢是相對的，一個國家競

爭地位的改變，便會對其他國家產生直接的影響。一九八O年

代美國的例子即可說明以上這些論點，當時美國由貿易比例不

高的狀態轉變爲相對的貿易開放。雖然技術被歐日趕上，意味

著美國失去其在一系列產業的相對優勢，但它仍在許多其他產

業保有明顯優勢。某些國內產業因出口而蓬勃發展，但是一連

串的產業（特別是汽車業）都被迫進行重組。重點在於，較高的

貿易並非只會招致美國產業競爭力的全面損失，也由於更易因

全球競爭所損害，而造成了經濟的結構性改變。

貿易對已開發國家最根本的結構性影響，來自於獲得生產

技術的低成本生產者，最明顯的即是，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工

業製品生產者之興起。另一方面，這個結果並未完全消滅已開

發國家的生產者。即便是最進步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技術

上仍落後主要的工業化國家，因爲它們的生產力水準顯然較低

(Dollar and Wolff, 1993, ch. 8) 。隨著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取得新的

生產技術後，貿易的競爭基礎亦發生改變（如前所述），從技術

優勢轉變成技術性與非技術性勞工的相對供給(Wood, 1994) 。

多數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就變得更加專事生產需要密集

投入高技術勞工的產品，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則擴大出口需要

相對低技術勞工的產品。這個情況大舉消弭了已開發國家的某

些產業部門，例如紡織品、皮革製品、玩具及運動用品。必須

注意的是，這並非意指已開發國家全面喪失其競爭力；相反

地，隨著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貿易增加，已開發國家變得更

爲專業化，某些商品的產量增加，而某些產品則相形萎縮。

此處的討論，使我們謹慎看待有關已開發國家的國家競爭

力與去工業化之爭論。透過貿易而進行的全球產業重組，導致

已開發國家內部及彼此間經由專業化而發生結構性改變，而不

是普遍喪失國家競爭力。即使開發中國家已逐漸取得生產技

第三章 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

術，已開發國家的競爭優勢也不會消滅，因爲其競爭力的基礎 187

已轉移到擁有相對充足的技術性勞工（如前所述）。實際上，已

開發國家仍維持其大部分的競爭優勢及科技優勢。

已開發國家的去工業化，亦即製造業占全體就業及產出比

例的衰退（最少當以時價計算時），經常被歸因於貿易競爭，在

英國與美國特別是如此。某些相對的衰退是貿易模式改變及相

關的新型國際分工所必然帶來的產物。於較高的發展程度下，

製造業佔就業市場的比例往往會下降：當製造業的生產力提升

時，生產一特定單位產出所需的勞工便會逐漸越來越少，某些

先進國家增加了其在全球工業製品出口所佔比例，而造成其他

國家比例的下跌，但即便是對於表現不佳的工業化國家（如英

國）而言，這也僅能部分地解釋其國內製造業佔全國產出及就

業比例的衰退(Rowthorn and Wells, 1987) 。更精確地說，即使工

業製品的出口急遽成長，轉往服務業的相對轉變大體上則十分

類似。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及其他開發中國家的貿易，引起了

已開發圍家的國內生產重組而非工業製品生產的普逼衰退（去

工業化）。甚至，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會有貿易出超，因

爲後者的工業化增加了對機械及其他先進商品的需求，技術的

全球普及與新生產者的出現，加速了全球競爭的動態，致使持

續的結構性調整已變成已開發國家運作的固定特徵。

捌、結論：國家自主性與主權

貿易已成爲戰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成長所不可

或缺的要素，而且今日的貿易水平也達到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水

準。廣泛且密集的貿易關係網絡之運作，創造了全球市場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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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條件，而貿易網絡的國內影響超出了貿易部門，延伸到

整體經濟。隨著制度化區域貿易協定的發展，貿易也朝向更自

由的方向發展，世界貿易組織的發展即是一例。

從一開始，民族國家就利用貿易保護措施來增加國家收

入、處理收支平衡困難，以及提昇國內工業。到了二十世紀末

期，制度面的約束以及經濟成本，已嚴重限制了國家保護主義

的發揮空間。時至今日，不只是關稅及配額限制，就連支持國

內產業的政策以及關於商業競爭與安全標準的國內法律，都受

到越來越多的國際監督及規範。此外，正如一九九七年的東亞

金融危機所顯示，過去經由保護措施而達成經濟發展的歷史經

驗（儘管好壞參半），如今已是漸受輕視的政策選項。自給自足

或「斷絕聯繫」都被排除在政治議題之外。近年來，人們對人

類資本政策（教育及訓練）的狂熱，不只反映了學界與政界對於

這類措施能否改善一些全球自由貿易之負面效果的關注，更呈

現出其他政策選項明顯遭到排除的清況。就這些方面而言，當

188 代貿易全球化已改變了國家自主性，並且造成國家政策的轉

變。除此之外，諸如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所行使的全球貿易規

範，意味著對西發利亞體系之國家主權概念的重新商議。如一

九九O年代晚期的經濟騷動所顯示，在可預見的未來內，先進

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以及其內部社群的繁榮，很可能仍將深受全

球貿易動態的影響。但是，貿易全球化只是當今全球經濟出現

的其中一環而已：金融與生產則是另外的關鍵因素。我們將在

以下章節討論。

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卫
上
立

坐在倫敦市或華爾街交易桌前的男男女女，只需按個按 189

鈕，就可以興高采烈地買賣來自全球各地的貨幣和資產，很少

有類似情境更能貼切地說明全球化的普遍景象。雖然世界上外

匯交易多集中在倫敦、東京和紐約這三個主要中心，但每個工

作日的交易量平均已達令人咋舌的一兆四千九百億美元。除此

之外，全球各地每天還有數十億的金融資產被人們交易。除了

流動資產(current assets) ，期貨市場的出現意味著有可能提前買

賣資產與貨幣，而這是邁入未來之舉。新金融工具的發展、國家

金融市場的解除管制，以及國際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的成長，已

創造一個正在運行的全球金融體系。今日，貨幣與政府債券遍及

全球的交易意味著匯率與利率這兩個在國家總體經濟政策規劃

中相當重要的變項，將決定於全球金融市場的脈絡之下。

壹、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涉入的指標

跨國界的金融流動已經出現了數個世紀，本章使用若干國



璽l 全蝶化趨勢與衝擊

際金融活動指標，在時間和空間面向上描繪道些流動。衡量國

際金融之廣度與強度的方法眾多，在此將其區分成金融開放性

(financial openness) 、金融涉入程度(financial enmeshment)和金融

整合(financial integration)是有用的。圍家金融市場的開放［生，指

的是對於國際金融交易的法令限制程度。涉入程度意指國內金

融投入全球金醣活動的程度：無法以單一的指標來衡量，但仍

可以海外資產在國內市場的交易額、外國金融機構在國內金融

市場和國內金融機構在海外金融市場的涉入程度，以及國家在

各種全球金融流動所佔的比例作為衡量指標。此處的金融整合

則僅以精確的經濟學意義來使用，意指在資產的價格與收益在

不同國家的金融市場之閆達到均等的程度。在一個完全整合的

市場中，同一種金融資產的利潤都是相等的，不過當然有評多

國際貿易資產並非完全相同的。衡量利率或資產價格的均等，

無法掌握金融全球化作為一個歷史過程的複雜性。因此較佳的

指標是一批相似金融資産之收益或價格的匯合程度。

190 這些各式各樣的指標提供了描述金融全球化的歷史形式以

及精確評估當代新現況的基礎。藉由檢視世界金融市場在地理

上所及範圍，我們能夠評估國際金融的廣度。探究全球金融流

動（包括毛額與淨額）的強度，可使我們洞悉金融全球化之強度

的歷史模式。和通訊技術之基礎結構轉變有關的金融流動變動

速度，則顯著央定了金融活動的影響。金融全球化對於剧家經
濟政策走向町能具有莫大影嚮，這固然是無庸置疑，不過當全

球金融流動的影響深受國家經濟狀況所中介時，則影響的種類

（決策性、工具性、分配性和結構性）就可能依不同時期而有所

差異。遍及全球的金融流動亦取決於各種綦礎結構及其制度

化，這兩者皆會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最後，全球金融顯示出

清楚的層級模式：例如在國內經濟中，不同種類的借貸者即面

臨著不同的利率及借貸條件。

第四章 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論述的結構

全球金融包括信貸（如貸款和債券），投資〔如外國庫接投

資(FDI) 、股票〕及金錢（外匯）的流動。此種廣泛的金融概念預

示一連串有關全球金融活動變動不拘之歷史模式。仰仗本書緒

論所闡述的分析架構，本章將探究全球金融的時空與組織形

式，而這些形式自前現代時期就已逐漸演變。據此，本分析試

圖確認出前現代、古典金本位(Gold Standard) 、布列頓森林

(Brett on Woods)體系及當代等時期的金融全球化之主要屬性。根

據這樣的討論，可以辨認出當代金融全球化的新興屬性。此外，

本章也將審視六個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涉入全球金融體系的

程度（此乃本書研究的焦點），以及全球金融活動對於國家自主

性與國家主權所造成的後果。 Box 4. 1 詳細闡述了說明金融全

球化時經常會使用到的幾個專有名詞。

貳、早期全球金融活動模式

最早期的跨國貿易需要某種被普遍接受的通貨形式。起初

這些貨幣通常是諸如黃金等貴金屬。金、銀橫跨大陸的移動，

可以追溯至十二世紀(Watson, 1976) ，自當時興起的大陸間貿易

帶來了貿易者之間週期性的金融關係。組織性的國際金融主要

始於十四匹釒B ，當時佛羅倫斯(Florentine)的商業銀行，如著名的
培魯茲公司(Peruzzi Company)' 籍由建立「國外」營運處或是和

外國銀行的互惠協定，發展出多國之間的連結(Abulafia, 1997; 

Hunt, 1994) 。從十六世紀開始，歐洲進口了大量的貴金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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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I . BOX 4.1 :金融全球化的專有名詞

國際資本流動(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可以被定義為資產與（包
括長期和短期）貸款的跨國界流動，並且可區分為以下幾種型式：

．外國直接投瀆(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持有或投資海外企
業，其中投資者扮演了直接管理的角色。

．國操鋹行貸款(international bank lending) ：以本國或外國貨幣
貸款給外國借貸者。
．國祿債劵(international bonds) ：由海外借貸者／債務人所發行或

是向海外借貸者／債務人發行的信用票揖，其包括承諾在特定

日期交付具體指定的金顔：以及承諾按指定的時間間隔定期

支付利息一因此債券是以標準單位計價的可銷售證券。

．有價幢券投潰(portfolio investment) ：對公司股份或長期債券的

投責，只是為獲利而持有，投責者也未松演荸理的角色。

．國際股票(international equities) :企業對外國人發行的股份。
.「新」金融工具('new'fmancial instruments) ：衍生性金融商品丶

選繹模、換匪。

．景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 ：政府對政府的官方援助流劾，

．國際貨瞥流動(international monetary flows) ：外國貨幣的買賣。

資本流動毛額(gross capital flows) :衡董流出或流入某一經濟體
的總資本流動。

資本流動淨額(net capital flows) ：流出毛額減去流入毛額即是流
動淨錁，其指出某一經濟體是否正自世界其他地區累積資本，

或相反地流出資本。

中大部分都用於支應與亞洲貿易所需的資金。結果歐洲和亞洲

的金融狀況便開始緊密結合(Vilar, 1991) 。

雖然跨國界的貨幣流動已有一段悠久的歷史，不過一套歐

洲金融秩序（意指組成主要經濟體間之信貸的規則化或制度化

體系），則大多始於十六世紀(Germ皿1, 1997) 。在這段時期，安

特衛普(Antwerp)發展成全歐洲的主要金融中心。它的優勢反映

第四章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出其在貿易上的樞紐位置（位於全歐洲及歐亞之間）以及其自由

的金融政策：許多外國金融機構都公開地在其市場中進行操

作。這段時間的國際金融成長也爲兩項主要發展所強化。首先，

成長中的貿易網絡增加了跨國金融服務的需求，而這僅是爲了

克服運送貨幣的成本及風險。其次，專制國家在籌措財源上所

面臨的困難，特別是爲了進行耗資甚鉅的戰爭，產生了沉重的

壓力以及組織性金融發展的機會。例如，在一六九四年創立的

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 ，以私人銀行之姿，挹注了英國和

法國交戰所需的財源。在歐洲，現代國家的出現，則和中央機

構控制下之統一貨幣的建立，有著密切的關聯(Goodhart, 1985) 。

如傑曼(Germain)所言，在近現代時期，金融活動的主要中

心一般都座落在商業集中以及隨之而來的金融服務需求集中的

菡域(German, 1997, ch. 2) 。據此，歐洲的主要金融中心自義大利

城邦國家轉移到安特衛普，反映出歐洲商業活動的轉移。隨著

荷蘭及英國的經濟在十七、十八世紀興起，國際金融活動也轉 192

移到新的中心：阿姆斯特丹(Amsterdan)與倫敦。雖然這些國際

金融網絡起初僅侷限在歐洲，但其後隨著早期歐洲帝國與相關

貿易公司，而擴展至海外（參見前述的第一章和以下第五章）。

到了十八世紀，國際金融服務需求的增加，導致複雜的市

場（例如包括一些期貨交易）於阿姆斯特丹及倫敦逐漸發展，以

服務北歐貿易的需求及提供國內融資。這些主要金融活動節點

之間的交通聯繫，大約得花上一星期的時間，但是這樣的交易

強度致使它們建構了一個整合的歐洲金融市場（就金融資產的

價格及利潤之聚合而言）（Neal, 1990; Zevin, 1992) 。日益興盛的貿

易使阿姆斯特丹的市場更加變動不定：由於荷蘭的產業經歷了

一段相對衰退，國內對於資金的需求未能趕得上日益上升的供

給。在整個十八世紀，阿姆斯特丹的市場呈現多樣化的發展，

並成爲其他歐洲國家的主要貸款供應者(Riley, 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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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網絡雖然相對有所擴張，但就跨越洲際的觀點而言，

這段期間的跨國界金融網絡仍侷限在帝國體系所及的範圍之

內。此種流動的強度已十分可觀，而且就發動戰爭和建立國家

造成須結合國內稅收及國內外價貸始能融資的債務而言，金融

流動也產生相當大的影響(Tilly, 1990) 。此外，如前面所指出，

利率和資產價格也出現了匯合瑰象。

參、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

一八七0到一九一四年

英國的工業革命及躍居世界貿易支配地位的發展，促使倫

敦達到並鞏固其在國際金融中的首要地位。至十九世紀晚期，

不僅倫敦以最主要國際金融市場的姿態運作，英國的銀行亦大

肆擴張並發展其在全球的活動。
在一八七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期誾，金融流動變得

更加擴張和強大。通訊基礎設備上的發展代表國內金融市場和

國際金融網絡的聯結變得更加水乳交融。當上要通貨的價值藉

由全球金本位體系而受到管制時，若有需要，政府也僅會對國

際金融流動施以些許限制。如巴克爵士(Sir Ernest Barker)在一九

一五年所做的評論，「改良的通訊工具，特別是電報，已經為全

世界創造出單一的僧用體系」 (Barker, 1915) 。這段時間經常被

宣稱是首次真正有全球金融體系的存在。但對懷疑論者而言，

事實上古典金本位體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即被視爲是金

融全球化的標示，他們認為當時全球金融市場的流動淨額規模遠

勝於任何哮代澶釕昌言金本位法則意指各國必須使其國內的經濟

政策服膺於一套固定的國際法則(Zevin, 1992; Hirst and Thomp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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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投資國的外國股票投資佔世界總額的百分比， 1825-1938 193 

英國 法國 德國 荷蘭 美國 總額（百萬美元）

1825 55.6 11.1 33.3 900 
1840 58.3 25.0 16.7 1200 

1855 63.9 27.8 8.3 3600 
1870 62.0 31.6 6.3 7900 
1885 55.7 23.6 13.6 7.1 14000 
1900 51.1 21.9 20.3 4.6 2.1 23700 
1914 44.0 19.9 12.8 2.6 7.8 45450 
1938 41.7 7.0 1.3 8.7 21.2 54950 
資科來源：估算自 Woodruff,1966, pp. 150-7 

1996b, ch. 2) 。但此觀點會產生誤導，以下的分析將會闡明。

一、國際資本：金融流動的廣度、強度和階層化

在這段時間，資本流動遍及全球，而外國投資對投資國及

借貸國都同樣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雖然對跨國資本流動的估

計各有不同，而且也容易出現重大錯誤，但大體上的模式是十

分清楚的。表 4. 1 顯示資本流動的強度明顯增加。英國仍然是

主要的資本出口國，雖然其在這段時期之初的領先地位已逐漸

削弱。法國也是重要的資本出口國，而德圍和美國只在這段時

期尾聲才成為顯著的出口國。當其他投資國進入市場時，荷蘭

的外図投資佔全球整體的比例即快速地滑落。

當外國投資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期大舉進入其他歐洲

國家時，這段期間則有明顯的跨區域或跨大陸的面向。如表 4. 2 

所示，雖然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百分之四十的外國投資是集

中在美洲，但在亞洲、非況及澳大利亞也有頗多的投資。這些

股票投資是累積自這段時期的大規模流動。當主要經濟體發展

成熟，它們的儲蓄水準超過了國內投資需求。相反地，在許多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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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表 4. 2 ：被投資區域的外國股票投資佔全球總額的百分比 •1914-1938

1914 1938 
美洲 46.3 45.4 
美國 15.8 12.7 
加拿大 8.2 12.l 
阿根廷 6.7 5.8 
巴西 4.9 3.6 
墨西哥 4.4 3.3 
歐洲 24.4 18.7 
亞洲 17.7 20.4 

近東與中東 '6.7 1.5 
印度與錫蘭 4.4 5.6 
中國 3.3 4.7 
非洲 8.9 7.4 
南非 3.8 2.6 

大洋洲 5.3 8.1 
澳大利亞 3.8 6.9 

漬料來源：自 Cameron and Bovykin, 1991, p. 13; Woodruff, 1966, ch. 4 計算而來。

新興經濟體，投資資金的需求超越了國內儲蓄水準：快速的都

市化加上相對年輕的人口，造成對於基礎建設投資的高度需

求。即使有一定程度的風險，這些海外投資方案也比國內投資

提供了更佳的收益。英國的投資特別流向主要的出口國家，爲

基礎建設計劃提供了資金；在這段期間，單單鐵路一項可能就

佔其所有外國投資的三分之一。法國與德國則有更高比例的項

是借貸給外國政府平衡其赤字，荷蘭在先前幾個世紀也是如

此。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外國投資是私人企業的查接投資，其中

大部分是來自美國（參見第五章）。

表 4.3 清楚顯示了主要債權國和債務國之間的投資流動

已經加劇。在這段期閶，英國每年平均將其百分隻五的國內生

產毛額投資到海外，相較之下，其他主要投資國家則只有此數

值的一半，甚至更少。然而，這些外國投資在整體國家投資佔

第四章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表 4.3 ：外國投資流動淨額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比， 1870-1920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十表流出

－表流入

英國

+5.6 
+3.2 
+5.8 
+1.8 
+7.4 
+2.6 

"1899 年的實料

法國 德國

+0.6 
-0.4 +1.9 
+2.0 +2.0 
+3.8 +1.3 
+3.6 +1.3 

日本 璀典 美國

-1.6 -2.7 
-3.7 +0.1 

+0.1 -2.5 -0.1 
-4.2a -2.7 +1.4 
-2.8 +0.4 。
+2.2 +0.5 +2.4 

實料來源：Green and Urquhart, 1976, p. 244，但日本是引自 Ohkawa and Shinohara, 1979. 

有顯著比例。對加拿大、澳大利亞與阿根廷等新興經濟體而

言，外國借款有時已到達其國內總資本投資的一半(Vos, 1994, 

ch4) 。這類借款對它們的發展甚爲重要：其提供了支撐國家發

展之基礎建設所需的資金。一般而言，跨國投資流動淨額相對

於貸出國及借貸國的收入，自此之後就鮮少相符，在該段期間

也是如此。

由於借款多是藉由政府債券的形式，歐洲國際債券市場

（特別是倫敦）就變得更具全球性(Vos, 1994, ch. 4) 。隨著政府債

券在國際間發行及交易，這些金融工具的需求與供給即日益爲 195

全球市場所決定。全球債券市場本質上是由私人所組織，而即

使政府對其交易有加諸任何限制，也是非常少量的限制。另一

方面，當債務國重新安排付款期限或拖欠還款時，政府也很

少介入去支持債權者〔雖然英國政府在霸菱銀行(Barings Bank) 

因阿根廷在一八九O年代的外債危機而破產時，確曾伸出援

手〕。

從一八七0年到一九一四年，倫敦都居於主要金融中心

的地位，其次則爲巴黎；這使得倫敦及巴黎市場所列出的外

國證券總值，通常都超出國內證券的總值 (Morgen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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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柏林與阿姆斯特丹是歐洲次大的金融中心，而到了第

一次世界大戰時，紐約的地位已大幅攀升。正如金融中心之

間有明顯的層級存在，資本流量的分配也是同樣地不甚平

均。如表 4. 2 的數據所示，雖然外國投資已達洲際範圍，但

還是集中在少數的國家。

即使全球金融體系是高度階層化，它也在這段期間變得更

有組織。國際銀行業活動出現顯著的擴張及制度化，特別是英

國的例子。至一八六O年，英國的銀行已擁有超過百家的海外

分行，在一八九0年時已有七百家，在一九一四年則幾乎有一

千四百家(Jones, 1993) 。西方國家的銀行甚至遠達中國(Nishimura,

1997) 。連結了主要金融市場的洲際電報電纜之建構，進一步促

進全球金融相互接軌(interconnectedness)的發展。此種基礎設施

也助長了圍際貨幣協議的制度化與正式化，體現在古典金本位

體制的設立。

二、國際貨幣：古典金本位體制的運作

在十九世紀後期，主要通貨的幣值是釘住黃金的價格，此

提供了固定匯率體系的基礎：古典金本位制度。經一八六七年

的巴黎國際貨幣會議(Paris International Monetai-y Conference)初步

討論後，金本位制度在一八七八年正式建立。其成員剛開始僅

限於主要歐洲國家、北美洲國家及澳大利亞；直到二十世紀初

期，成員才擴展到包括歐洲與拉丁美洲的大多數國家、日本及

主要的殉民地，雖然後來有些較弱的經濟體選擇退出並將其貨

幣貶值。金本位制度要求成員需使其貨幣能兌換成黃金，同時

也不能限制國際黃金的流動。

古典金本位體制（參見 Box 4. 2)經常被描述成某種體系，其

體現了空前絕後的全球整合性金融市場，以及確保了國家經濟

第四章 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BOX 4.2: 金本位體制在理論上的運作 I 196 

金本位體制自動調節的正統說法有許多型式，但其原則十分相

似。出口者接收外幣支什款。由於不想持有外幣，它們將其轉換
成黃金，再至本國銀行兑換成其國內的貨幣。因此收支平衡赤字

的國家將經歷黃金凈流出，收支平衡盈餘者則會經歷黃金淨流

入。因為黃金提供貨幣準備基礎（所有國內貨幣能轉換成需要的黃

金），此將決定每一國家的貨幣供給。調節的過程被假設是自動循

此而來的。貨幣供給的臧少將導致國內物價的下跌，使出口貨便

宜、進口貨昂貴，因而矯正收支平衡的赤字，而相反的過程將與

收支平衡盈餘一起運作。

體須適應全球金融規範的自動調節機制。較具批判性的論者主

張，調節可能並不是自動進行的；雖然國家涇濟體的閼放意味

著，金融主管當局必須順應世界情勢調整國內政策（特別是利

率），以保證能和金本位制相容，借用凱因斯(Keynes)的說法，

也就是它們必須依照「遊戲規則」來進行。

實際上，調節極少是自動進行的，政府也不一定要依照「遊

戲規則」而行，此從國際收支的盈餘和赤字的持續平衡可以得

到印證(Bloomfield, 1959; Eichengereen, 1996, ch 2; Ford, 1989; 

Panic, 1992) 。在這方面，圍內貨幣政策絕非只由全球金融市場

決定而已，因為國家經常並未調整其經濟狀況以符合隱含的規

則。如前所述，有貿易盈餘的工業化國家大量投資於OO發中圍

家，這造成了巨額的資本移轉而經常能彌補後者的赤字。出超

國特別發現其易於維持其地位，而毋須讓國內經濟隨金本位制

體系的運作來調節。但經濟體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面對調節的壓

力，雖然這通常是由貨幣當局以操縱利率來作回應，而不是自

動的調整。收支平衡的赤字短期內可由提高國內的利率來彌

補：由於人們相信主管當局對金本位體制的絕對服從會使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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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採取必要的國內調節措施，也就是會造成短期資本流動的穩

定，因此資金會流入這些國家以利用較高的利率。較高的利率

將打壓國內需求，減低進口量，矯正赤字。因此調節多發生在

產出及就業水準改變時，而非由於價格的改變。

再者，由於英國位居世界經濟霸權地位，而且英鎊是最主

要的國際通貨，所以英格蘭銀行也扮演了管控金本位制的核心

角色。再進一步而言，金本位的運作並非自我組織的全球調節

體系，而是隨倫敦的指揮棒起舞。英格蘭銀行經常藉由帶領其

他中央銀行進行集體干預，並且協調金融政策來達到穩定，以

積極地管理體系的重大紛爭(Eichengreen, 1992, ch. 2) 。

因此，國內的調節政策是人為操縱的，而非自動的。再者，

國家貨幣供給、價格水準和利率並未跟隨黃金移動，或是如正

統論者所言，以直觀方式地依收支平衡情況來作調節。事實上，

197 貨幣供給與價格水準往往未隨國際黃金移動或國家收支平衡情

況而變化，因為王要經濟體中的貨幣當局經常將貨幣供給誆節

到和正統論者所預測之相反方向(Bloomfield, 1959) 。這證實了國

家貨幣情況與政策同時受到國內與世界金融市場的影響，所以

國家貨幣當局在總體經濟政策的指導上，比正統金本位論者所

假設的清況，保有更高的自主性。

不過，當金融市場變得日益深化之際，主要國家利率間的

差距在這段時間內急速地消彌(Morgenstern,1959; Eichengreen, 

1994a) 。然而，利率本來就無法劃一。儘管有金本位體制及資

本的自由流動，但利率之間仍持續存在著差異(Morgenstern,

1959) 。就英國、法國、美國與加拿大而言，國內的優先考量及

國際資本的移動，對於決定國內利率是同等的重要(Wallace and 

Chaudhry, 1995; Levy-Leboyer and Bourguignon, 1990) 。相對地，

德國與瑞典的貨幣情況與政策較像是典型的金本位制度。除歐

洲之外，開發中經濟體的金融體系才略具雛形，而且它們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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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金本位體制的邊陲，這意味著國際金融情況通常只對其國內

貨幣政策造成有限的影響。有關金本位時期的假設，並不像正

統論者所言會導致各國貨幣政策的全球性匯集，反而是明顯的

分歧。當金本位制運作於王要經濟體間，而在國家利率上帶來

某些阿合時，這並不會犧牲它們的國家貨幣自主權。在這方面，

國家貨幣政策絕不是那麼簡單，或甚至是粗淺地由全球金融市

場或情況所決定。

古典金本位體制的運作與成功有賴於歷史上的特定條件

(Panic, 1992; Vos, 1994, ch. 4) 。在民主制度付之闕如或有限的情

況下，政府可對調節國內貨幣的社會與經濟後果視而不見，特

別是在緊繕性調節時。甚至在順差國投資客願意借貸給逆差國

時，也意味只要自順差國流入的長期性資金流動能彌補現行的

赤字，其被迫調節的壓力也是有限的。國際資本流動的反循環

本質，往往防止了重大危機的爆發：在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活動

達到最高點時，國內對投資基金的高度需求，會減低外國的投

資並提升利率，但這可被上升中的貿易水準所彌補，其會增加

對債務國出口的需求。在主要經濟體誾的低點意昧對債務國出

口品的需求成長緩慢，但其也增加了對那些國家的外國投資供

給，並降低了利率。大量的國際移民也緩和了物價及國內失業

波動的影響。甚至有許多國家實行保護主義式貿易政策（參見前

面的第三章），雖然這些政策可能沒有為收支平衡管理的目的而

被直接使用，但也提供了一種減少國內調節成本的機制。

三、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的金融全球化 198 

古典金本位時期的國際性金融流動與投資，肯定是非噹廣

泛，涵蓋了全球各大洲。因跨國銀行所組織而存在的全球資本

市場，使資本能自較富有的經濟體流到那些相對較需要投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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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區域。雖然影響程度甚不平均，但這些資本流動對投資國

與被投資國有頗大的影響，也是這段期間內世界經濟發展的重

要特徵。只有被公認爲主要資金來源的英國資本，可稱得上是

真正地擴及全球，不過其仍然非常集中在大英帝國與美洲地

區，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資本輸出，則往往集中在歐洲及其帝

國影響所及的範圍。大部分國家僅接收到少數外國資金，而且

實際上被排除於全球金融市場之外。儘管這段時期的資本流動

強度非常突出：但資本流動淨額未曾再達到十九世紀末期的水

準，而其資本流動毛額也低於當代的水平。然而這些淨資本流

動僅和一小部分的主要經濟體有關。不過，和前段時期比較起

來，資本流動毛頷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也為許多綵濟體大部

分國內投資，提供空前絕後的資金。

由於全球金澹流動，這段時期出現了國家利率的顯著匯

合，但其中仍然存有明顯的差異。主要經濟體的利率較被國內

金融環境、而非國際金融環境所決定，以致於金融當局能夠追

求其本國的目標，而經常無視於國際環境的影響。雖然金融流

動明顯地使國家經濟融入國際環境，但這些流動卻都集中在工

業化國家中。甚至金本位制度旳成員在大部分期間也僅亻局限於

最先進的經濟體。雖然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無庸置疑地代表

一種世界金隱秩序的出現，但無論如何其主要仍是以歐洲為中

心，其所及範圍也稱不上是全球性的。

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全球貨幣失序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古典金本位體系的崩潰與戰後時期立

即的不穩定，特別是德國在一九二0年代初期的超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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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妨礙其早期的重建工作。一直要到一九二五年，英國才和美

國一起返回金本位體制。到了一九二八年，金本位體系已重建

完成，參加者也比以前更多。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間，有

超過四十個地區簽署參加金本位體制。但稍後當經濟大恐慌

(Great Depression)削弱國際金融合作時，該制度便快速地失去整

合。

毫無意外地，戰間期的資本流動較古典金本位時期來得

弱，也變得較依地理菡位而集中。英國仍舊是最大的海外資產

持有者，同時也是突出的資本輸出者，儘管如表 4. 3 所示，依

輸出額佔國內收入的比例來看，僅約前段時期的一半而已。但 199

表 4. 3 也揭露美國經濟繁榮時，其資本輸出也隨之增加。如表

4. 1 所示，美國在這段期間成為外國投資成長的王要來源。

在所有主要的經濟體中，大部分資本是投資於國內。既使

如此，在加拿大、拉丁美洲國家（兩者共佔美國在一九三八年投

資總額的三分之二）與歐洲（佔百分之二十強）的外國投資卻有顯

著的增加。法國的海外投資在全球佔有一定比例，直到一次世

界大戰才急速滑落。相形之下，德國的海外資產在一九一八年

遭受清算，而比利時、加拿大、瑞典與瑞士在此時則出現顯著

的資本輸出擴張。日本也輸出可觀的資本數額，在中國的投資

數額於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時超過十億美元。在一九二0年代，

全球資本流動與外國投資數額都頗高。相較於古典金本位時

期，有更多圖家從事於資本的輸入及輸出，但大部分資本的流

動仍然逐漸集中在少數國家內。

到了一九三0年代，維持顯著資本流動的經濟情勢急速轉

變。一如古典金本位體制的成功需伺賴幾項必要條件，其在兩

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失敗也反映出這些條件的缺乏。雖然貿易順

差及國內的低利率使美國成為主要的國際債權人，而讓美國在

戰爭中崛起，但它卻拒絕取代英國的全球金融霸權角色。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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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優先考量、而非國際義務支配了政策。這導致毀滅性的結

果：聯邦儲備局(Federal Reserve)在一九二八年提高利率的決

策，雖企圖打擊華爾街的過熱投機市場，不料卻引發一九二九

年的股市大崩盤。美國的資本流動大體是周期性的：在一九二

0年代升高，而在一九三0年代隨國外獲利預期消失而下降。

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的資本流動是反循環的，世界經濟在低咕

時，部分為高度的資本流動所彌補，債務國則在一九三0年代

百對國內的通貨緊縮與資本外流。因批，資本流動的強度與廣

度都大幅縮減。甚至世界經濟的結構性改變，加上普遍可見的

國內經濟與政冶危機，也使金本位體系全然無法運作。

伍、布列頓森林時期：全球金融的再造

全球金融在一九四五年後巨量成長的一項矛盾是：原先在

一九四四年倡導新世界全融秩序的布列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 ，從未預測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戰間期的通貨

不穩定被歸咎於投機客，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擔任英

國在布列頓森林的首席談判代表時，他堅定而強烈地主張，國

家貨幣富局的自主權對於成功管理總體經濟政策以促成充分就

業，是極其重要的。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懷特(Dexter White)同意

這項說法並成功地抗拒華爾街高分貝反對資本控制的聲浪

(Helleiner, 1994, ch. 4) 。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 IMF)協定的第一章，也是布攣貝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 

BWS)旳核心，反映出服膺「促進與維持高就業水連、實質所得，

及所有成員國生產資源的發展，是主要經濟政策目標」的種種

考量。和古典金本位體制不同的是，戰後的國際金融秩序（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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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頓森林體系）不僅是被設計來確保國內經濟政策目標不受全

球金融紀律支配，甚至反而更加優先。

布列頓森林體系要求每一種貨幣都對美元採固定的匯率，

美元的價格則固定在每盎司黃金等於三十五美元。不同於金本

位制，私人金融流動受到限制，尤其是受到國家的資本控制，

且多侷限在長期性的投資。布列頓森林體系實際上變成一種美

元體制，因為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即以領先群倫的經濟體

與唯一主要債權國的姿態出現。國際交易絕大多數以美元計

算，英鎊則衰退成是種國際通貨而已。實際上，美國當局間接

央定國際貨幣的供給，以致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必須調整到任
何此種調節皆為必要的地步。但此體制的廣度也有限，因為其

排除了世界上為數頗多國家及人口的共產陣營。

然而，這仍是個制度化的體系，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監督了

國際金融秩序的規則。國際貨幣基金監視體系的運作、眾多國

家的經濟表現，並提供儲備基金協助經歷國際收支平衡困難的

國家脫困，避免兩次大戰期誾毀滅性的競相貶值，使面臨短期

收支失衡的國家，可以自動獲得與創始會員國相同額度（依該國

國際貨幣基金會費而定）的貸款。此外，符合國際貨幣基金的條

件（實際上是要求特定必要的國內調節政策），也會獲得基金支

援。由於匯率固定，國家僅能因收支平衡處於「基本失衡」

(fundamental disequilibrium) ，才能改變其通貨對美元的價值，但

這項條件從未被完整地定義過。貶值原則上需要國際貨幣基金

的同意，雖然這經常被違反，在實際上可能也不過是橡皮圖章

而己(Dominguez, 1993) 。重新定義幣值十分罕見，雖然在戰後時

期，幾乎所有的開發中國家經常不只一次地貶值。

一九五O及六O年代的國際金融流動強度資料，最多也只

是不完整地反映出較低的水準；除了一些外國官接投資，資本

仍穩固地根植在國家的疆域內。由於國家資本控制的存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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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私人國際資本流動基礎設施，前述的情況並不令人意

外。對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研究指出，各國家利率之誾有顯著的

分歧，反映出國家資本控制的影響(Dooley and Isard, 1980; Mar

ston, 1983) 。資本控制將外匯市場與國內貨幣市場相區隔，使國

家貨幣當局能干預外匯市場，在國內貨幣供給隔離這樣的干預

情況下，還能支持其幣值。對通貨的支撐因而對國內經濟政策，

如利率或通貨膨脹，有些微的影響(Darby and Lothian, 1983, chs 

1O-3) 。資本控制加上低水準的跨嗣資本流動，至少在短期內讓

國家當局有相當的自主權。

201 布列頓森林體系體現了期望開放性全球市場的自由貿易者

和渴望國家繁榮及充分就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的折衷方

案。如拉吉(Ruggie)所描述，籍由資本控制及固定匯率，確保政

府不必犧牲社會保護制度以及有助於違成充分就業及成長等國

內目標的總體經濟政策，此「鑲嵌式的自由主義」 (embedded

liberalism)提供了世界貿易的自由化(Ruggie, 1982) 。這並非意謂

國家沒有必要調節國內經濟政策，來回應收支平衡的逆差或順

差，而是指調節能漸進式地發生，也依循國內經濟的優先順序。

甚至低水準的私人性流動及相對較低的貿易水準，也意味著國

際因素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各經濟體只會造成有限的影響，

在調節國內的經濟政策以回應外在環境上，這些經濟體並無太

大壓力(Webb, 1995, chs 3-4) 。在這方面，布列頓森林體系容許政

府擁有管理其自身經濟的重要自主權。開發中國家的處境卻大

不相同。其收支平衡危機在本質上是結構性的，而不是週期性

的，政府必須承受國際貨幣基金所強加的條件。

就國際貨幣基金會及其姐妹組織世界銀行(World Bank) ，作

為的管理者言，布攣頁森林體系是高度制度化的；當時的國際

金融體系主要侷限在官方的（政府對政府）資本流動及有限的外

國直接投資。在此脈絡中，國家能實行擴張性的總體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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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在圍家經濟策略上保有順著的自主權。和金本位體制相

比，此體系或許較不廣泛，且由於資本控制，它也具有資本流

動強度相對較低的特徵。隨著一九六0年代以後私人國際金融

的興起，維持布列頓森林體系的條件變得日漸薄弱。

陸、當代金融全球化的形式

一九六0及一九七O年代芒三大轉變，提供了一刀J\0年

代金融流動大舉擴張的基礎：歐洲貨幣市場的出現、布列頓森

林體系的崩壞，以又油價暴漲。由於金融市場解除管制與技術
改變的共同影響，促成了全球金融流動與網絡在廣度及強度上

有戲劇往的發展。

歐洗貨幣市場的出現，驅使私人圖際金融在一九六0年代

的初步擴張。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五O年代開始將其持有旳美元

存入西歐銀行而不是美國銀行，因爲它們擔心美國政府會由於

冷戰對立而扣押它們的存款。接受美元存款的歐洲銀行意識到

它們可以將這些美元借貸出去，而不是兌換爲國家貨幣。這些

「歐元」 (Eurodollar)資金急速成長，並且也擴及其他貨幣，創

造出了一個龐大的歐訓通貨市場。眾多國際銀行在倫敦建立分

行以參與這涸市場，旿多歐洲美元的業務也由美國銀行的海外

分行所操作。

歐洲通貨(Eurocurrency)業務成長快速，因為其提供投資者

甚於國內銀行的顎著優勢。由歐洲通貨銀行交易外國通貨，它

們無須聽從許多管理國內銀行運作的國家管制，也不用服從國 202

家的資本控制。趙初大多數歐元資金的成長是來自跨國企業，

大部分是在歐洲營運的美國公司，存入它們的外國貨幣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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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將錢存回母國，因為如此一來就會受到資本控制。當歐洲

通貨市場逐漸成長且變得愈來愈具流通性時，它們也愈來愈容

易提供大型的貸款案。債務國在發行國家貨幣之外，也發行與

貨幣等值的債券，而演化出歐洲債券市場(Eurobond market) 。銀

行、企業及公共當局能藉由歐洲通貨貸款或發行歐洲債券，在

具競爭性的利率下借到大筆歙項。國營企業利用歐洲債券來支

應大型計劃的財源，而國家貨幣當局則屢屢在歐洲貨幣市場中

大量借款，並將之視為提高外國貨幣數量的既成工具。

歐洲通貨市場在一九六O年代的興起給予布列頓森林體系

日漸增加的壓力。甚至也有反對美元成長的質疑，因為國際上

對其能在面對國內通貨膨脹及日漸增多的貿易赤字上，還姥支

撐其價值的信心也逐漸消失。要求果決行動的壓力漸增。一九

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尼克森總統(Nixon)宣布美元不再能自由兌

換黃金，此舉震驚了世界金融市場，實質標誌著固定匯率的終

結及布列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儘管翌年的史密松寧協定

(Smithsonian agreement)企圖修補該體制，但其仍然在一九七三年

崩壞。實際上，美國已經貶值美元以改善其日益惡化的貿易地

位，但即使是作爲一個首要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它也無法以這

些作為來避免布列頓森林體系本身的崩壞。這開啓了浮動匯率

制(floating exchange rates)的時代，在其中（就理輪上而言）貨幣的

價值是由全球市場勢力所決定，亦即是由某特定貨幣的世界性

需求與供給決定。

石油崤出國家組織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在一九七三年決定將油價調漲四倍，造成大量

資金從石油進口國轉移到輸出國，這對布列頓森林體系的崩壞

更是雪上加霜。主要的石油輸出國家因為無法花費掉所有的額

外利潤，而將大筆盈餘投入國際貨幣市場。此舉大幅增加了國

際銀行的流動胜，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六年閭，提供它們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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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億美元的資金，透過世界經濟反覆循環，其中大部分一直

移轉到一九八O年代。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成長趨緩

時，銀行貸款給開發中國家的情形趨於普逼。由於國際組織與

主要經濟體貨幣當局的支持，其在戰後藉由貸款給前所未見、

廣大範圍的開發中國家（雖然集中在某些拉丁美洲及東亞的經

濟體），來反覆循環大部分油國組織的盈餘。全球金融流動的強

度與廣度，在這過程中已完全轉型。

一、全球金融流動的強度與多樣性

前後一致的國際資本市場資料一直要到一九七O年代才真

正開始出現。這不只是一種統計上的偶然，也直接反映出這些

市場在此時期的大舉擴張。私人資本流動自一九六O年代微不

足道的水準有所成長，到了一九九七年，新發行國際貸款及債

券的總淨額達到八千九百億美元。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時，突出

的貸款及債券股價總值達到七兆六千五百五十億美元(BIS,

1998a) 。表 4.4 顯示，自一九六0年代起，薪由國際銀行營運

及債券發行，資本成長的速率已經開始快速成長，遠遠超過世

界的產出或貿易成長。此外，金融流動已變得更加多樣化，如

今它們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國際銀行貨款、國際債券、公司普

通股 (equities) ，新的金融工具〔特別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derivatives）〕以及外匯交易。我們接著將檢視以上各棰金融流

動的擴張，而外國查接投資則留待下一章才予以討論。

（一）外國直接投資

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被定義為海外

生產資產的獲得與管理。這部分在一九四五年後多數時期皆快

速成長，而且雖然十分集中在主要的工業化國家，但也日漸遍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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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表 4.4 ：國際資本市場每年成長的百分比， 1963-1995

1963-1972 1973-1982 1983-1995 
債券發行 17.6 22.9 14.1 
債券發行（固定價格） 12.4 12.2 10.1 
新貸款 33.6 27.6 9.2 
新貸款（固定價格） 27.4 16.5 5.5 
發行與貸款總額 2503 12.2 
總額（固定價格） 14.4 8.2 
末償還債券 15.7 
未償還債券（固定價格） 12.5 
未償還貸款 24.2 12.3 
末償還貸款（固定價格） 13.4 8.9 
未償還債券與貸款總額 13.2 
總額（固定價格） 9.8 
世界實際國內生產毛額 4.8 3.4 3.4 
世界出口量 9.2 4.1 6.0 
緊縮指標：工業化國家的國內生産毛額緊縮指標

賁料來源： OECD, 1996b; BIS, Annual Report, various Years; IMF, Intem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J'cs Yearbook, various years; Bryant, 1987. 

及全球。第五章將對外國直接投資作更詳盡的分析。

（二）國際銀行貸款

國際銀行貸款可以區分成銀行以本國貨幣放款到海外的

傳統貸款，以及銀行以外國貨幣放款到海外的歐洲通貨貸款。

如圖 4. I 所指出，在一九七三年的石油震撼後，直接貸款

給非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數額，從低於總額的百分之

五，上升到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之間。這些對開發中及社會主

義國家的貸款在一九八O年代中期到晚期時大舉停止供應，雖

然在一九九O年代顯示出復甦的現象，但自一九八二年後，

對那些國家的貨款就已經低於世界貿易的成長，雖然貸款仍

然有高於世界產出的成長，但尙未償還的貸款則比世界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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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料來源： OECD, 1996b. 
圖 4.1: 國際銀行貨款對象分佈情況， 197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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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國際銀行業務佔世界產出的百分比， 1964-1991

三］l［＼］
實料來源： UNCTAD, 1994,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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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還快。貸款成長緩慢部分是因爲對非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國家貸款的減少，部分則是因為朝向另一種國際金融形式的

轉變。

國際銀行業務已從國內銀行業務中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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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3 :國際儡券

回際債券是－種信用工具，發行給海外債權人／債務人，或由他

們所發行，其包括在固定日期支什特定金囍以及定斯支付利息的

承諾。債券是可供市場買賣，以特定標準計價單位來計算面額的

有價證券。對外發行債券(external bond)是借款者在資本市場 戎

借款者所在回家以外之市場所發行的債券。債券可以再被細分成

固外發行、歐洲發行或國際發行。篋外債券是一個國內企業組織

左單一國家市場中境外投管的代表，並以該被投資國的貨幣發

行。這些債券是由公共當局丶企業（通常是跨國企業）及愈來愈多

的金融機構本身所發行。國際成歐洲l 債券最少發行於雨個國家以

上的市場琶不必要以其中任一國家的貨幣來計價，而通常是由

數個國家二金舐機構的國際聯賚(international syn出cate)所發行。

變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表 4. 5 所示，以佔世界產出的比例

來計算的國際銀行業務，自一九六0年代起已有顯著的擴展。

（三）國際債券

上述的表 4.4 顯示，和圍際銀行貸款一樣，國際債券發行

自一九六O年代起即快速地成長。事實上，自一九八O年代早

期開始，國際債券的成長就已經比國際銀行貸款還快。此後，

歐洲丨債券即明顯佔國際債券發行總額的絕大多數(OECD,

1996b) 。和早期不同的是，只有少部分債券是由開發中國家所

發行的；雖然有些增加，但在一九九O年代，其所佔數額仍然

僅約百分之十(IMF, 1995, p. 42) 。

國際債券佔世界資本市場之比例日漸增加的原因是，其為

一項價廉物美的籌募資金工具。在某種程度上，是趨向「反中

介」 (disintermediation)潮流的一項產物，其是由存款人與借款人

所直接組織，而不是藉由銀行中介的金融關係。這減少了營運

成本，也允許為客戶的特定需求來量身訂做交易形式。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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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外國持有中央政府公債佔公債總額的百分比， 1980-1992 206 

1980 1986 1992 
法國 0.8 42.6 
德國 9.1 20.2 26.3 
瑞典 28.0 28.0 45.8 
英國 8.9 9.8 17.4 
美國 21.0 16.4 19.4 

資料來源： IMF, 1994, pp. 66-7 

了一種遠離傳統國際銀行貸款的移動時，銀行在安排與認購那

些發行債券上，經常扮演重要角色。這些業務之所以集中在銀

行，是因為債券「不列入資產負債表」 (off-balance sheet' 亦即

不包括在銀行的標準資產及負債之內），因而不須受到國家中央

銀行對銀行所設定的限制。

據傳言，歐洲債券的典型持有者是憂心沖仲地想要避免存

歙被徵稅的比利時牙科醫生。但在實際上，資產主要是由制度

化的投資者所持有，特別是退休基金。除了作為主要的債券發

行者外，跨國企業在有現金時，也經常是重要的購買者。這些

資產旳某些交易是投機性的。債券為政府、私人公司（經常是跨

圜企業）及金融機構所發行。每一種類佔債券總額的比例多有變

化，但有朝向私人債券發行的熲著傾向。表 4. 6 指出主要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政府債券為外國持有的演進過程。

（四）國際股票與國家股票市場的涉入程度

有不少方法可以評估圉家股票市場被金融全球化所改變的

程度有多大。首先，我們可以査驗各鬬股票交易市場中，外國

上市公司數目與資本總額，以及已尋求在國外掛牌上市的國內

公司數目。其次，我們能計算外國投資者所持有之國內公司股

票的價值（在本地上市及能做國外交易的股票都能被計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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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表 4.7 ：跨國界證券流動淨額， 1986-1994（以十億美元為單位）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投資者來源：

北美洲 3.7 4.0 12.0 46.7 55.0 
美國 2.6 2.0 10.3 46.3 49.0 
日本 8.2 3.0 6.3 -3.0 12.5 
歐洲 21.4 14.4 4.6 8.0 46.3 
英國 8.9 9.7 -0.9 -3.1 14.2 

世界其他區域 8.8 11.4 -19.7 2.0 4.8 
證券來濂：

北美洲 19.8 -3.7 -15.9 -3.9 6.3 
美國 19.l -1.4 -14.5 -4.1 1.8 
日本 -15.8 6.8 -13.3 8.9 45.5 
歐洲 33.6 23.0 15.9 25.5 29.1 
英國 7.8 9.7 5.4 10.1 11.1 

新興市場 3.3 3.5 13.2 21.2 39.9 
世界其他區域 1.0 3.2 3.3 2.0 1.8 
總額 42.0 32.9 3.2 53.7 119.6 
實料來源： IMF, 1995, p. 190. 

全球層次上，也可以測量歐洲股票發行的總數、其價值，以及

促進這些國際買賣的跨國網絡。

倫敦擁有一段大量交易外國股票的悠久歷史，其說明了目

前倫敦股票交易大部分的資本化。雖然外國發行與交易在其他

股票市場已日漸增加，其仍然只是股票市場活動的一小部分。

國際股票的發行自一九八O年代初期無足輕重的水準，到一九
九0年代初期已成長到超過八十億美元的鉅量，時至今日，每

年都已經超過四百億美元CTMF, 1995, 1996) 。這些發行包括有點

類似歐洲債券的歐洲股票以及其他的國際發行，如某些民營化

計劃(privatization programmes)已經在國際上釋出股份。然而，國

際股票的發行仍然相對低於國內股票的發行。

第四章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雖然國際股票在跨國界股票流通上頗爲顯著，但由某國

家的投資人在外國股票市場購買股份（但像這樣的股份可能

只能被發行在當地的股票市場，然而外國投資人能夠、也確

實購買了它們），形成更大的流動來源。跨國股票流動毛額自

一九八O年代晚期的一兆美元出頭，至一九九O年代中期就

達到兩兆五千億美元(IMF, 1995, p. 189) 。如表 4. 7 所指出的，

流動淨額自一九八O年代中期已顯著上升。考量其他全球金

融市場，當投資人尋求在國際間分散其有價證券時，即具有
這樣高水準的活動量；然而，在不同國家之閒的獲利率上，

卻缺乏巨大而持續的差異，資本流動淨額也比毛額小得多。

由於資本控制的崩壞，以及對制度性投資客的限制較少，特

別是退休基金與保險公司，已將它們所持有的股票在國際上

分散(IMF, 1995, pp. 165-74) 。在這些市場中的高成交額

(turnover) ，反映出制度性投資客正活躍地從事跨越疆界的股

票交易。這些流動有愈來愈多的數額，投資在位於開發中國

家的公司所發行的股份上。

（五）衍生性金融商品

自一九八0年代開始，國際金融交易中最引人注目的成長

就是在新金融工具方面，特別是衍生性金融商品。衍生性金融

商品是源於其他金融產品之工具的通稱，其基本付款額僅佔產

品名目價值總額的一小部分；衍生性金融商品實質上是指期貨

(futures) 、選擇權(options)或是換匯 (swaps)（參見 Box 4. 4) 。

在主要通貨、利率資產以及主要股份暨商品籃(baskets of 

major shares and commodities) ，都建立有期貨流通市場。根據買

主特定需求而售出產品的店頭市場(over-the-counter, OTC) ，在衍

生性金融商品方面也有顯著的快速成長。大多數的衍生性金融

商品是利率或通貨產品。

• 



璽l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BOX 4.4 :期編、選擇臞與換匯

簡單而言 期貨(futures)就是同意在合意的未來 E 期以合意價格交

易一定量的某產品（貨幣、商品丶倩券、股票等）。選擇權(options)

給予持有者以合意價格在合意日期購買特定數量產品的權利。換

區(swaps)是經紀商交換與兩種資產有關的支付（例如，雨借款者可

龍在固定及浮動利率的岱款之閼交換支亻寸）。衍生性金融商品允許

經紀商免於某一產品的價格有對其不利的風險。它們同晡也提供

打擊價格移動的高度投機工具，因為最初的開支只是契約觀念上

價值的一部分而已，使經紀商能取得非常高額的數量。

208 表 4.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86-1996

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餘額：

交易所場內工具 店頭市場工具 外匯工具周轉量
百萬計的契約

（十億美元） （十億美元） （一兆美元）

1986 618.3 315.0 
1987 729.9 389.6 
1988 1306.0 336.2 
1989 1766.6 421.2 
1990 2290.4 3450.3 92.8 478.3 
1991 3519.3 4449.4 135.2 510.5 
1992 4634.4 5345.7 181.9 635.6 
1993 7771.1 8474.6 227.8 788.0 
1994 8862.5 11303.2 340.4 1142.2 
1995 9185.3 17990.0 333.8 1210.1 
1996 9884.6 24292.0 321.7 
漬料來源： BIS, Annual Report, various years 

衍生性金融商品貿易，隨著成立於一九七二年的芝加哥選

擇權交易所(Chicago Options Exchange)而成長。國際性的衍生［生

金融商品最早在一九八O年代中期才開始出現交易，但如表

4. 8 所示，未償還契約總值已經上升超過七倍到達十兆多美

元，而櫃檯買賣契約甚至上升得更快，已經超過交易所場內市

第四章 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場(exchange-traded market)的規模。由此脈絡來看，衍生性金融

商品的名目未償遠總值比全世界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還要高。

在十年前，芝加哥和倫敦支配了這個市場，近年來則有許

多新興市場快速地成長。隨著主要國家市場之問的跨國界交易

實際上侵蝕了國家之間的阻礙，一個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全球市

場正逐漸成形。

（六）國際貨幣市場

外匯市場（以量來計算）無疑是任何市場（無論是金融市場或

其池市場）中最大的國際性市場。雖然鉅量的交易及高週轉率，

使得收集正確的資料頗為困難，但即使可能有錯誤，數量上的

條理也告訴我們一些相關的內容。

每年外匯交易的交易額如天文數字般地成長，從一九七九

年旳十七點五兆美元，到今天已超過三百兆美元；一個工作天

的成交量也超過一點四兆美元(BIS, 1998b, p.l) 。雖然國際貿易

經常是外匯需求的主要來源，後者已經從一九七九年世界貿易

量旳十倍，成長到今天的五十倍有餘（參見表 4. 9) 。將所有國家

的官方外匯存底加總，就大約代表了那些市場一天的交易量。

外匯業務大多在倫敦、東京及紐約等地進行，不過倫敦仍

然保有支配性的地位。以某些方法尾隨那些中心之後的是，香

港、法蘭克福、蘇黎世和巴黎。拜全球通訊基礎設施之賜，二

十四小時都可以進行立即交易，倫敦自東京手中接棒，當倫敦

收盤時紐約市場就開盤，然後和東京重疊而完成這整個循環。

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興起，需要有外匯（而非本國貨幣）以達成

通貨的交易；但這也只佔交易的一小部分而已。其中大多是投

機與套匯(arbitrage' 因市場之間在資產價格上的些微差異而牟

取利益）。這些市場中投機性行為的成長，部分可說是布列頓森

林體系崩毀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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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表 4. 9 ：每年外匯交易額的估計值， 1979-1995 （一兆美元計）

外匯交易額 世界出口 比率

1979 17.5 1.5 1:12 
1986 75.0 2.0 1:38 
1989 190.0 3.1 1:6 
1992 252.0 4.7 1:54 
1995 297.5 5.0 1:60 

資抖來源： BIS, Annual Report, various years 

在浮動匯率體制之下，幣值由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來決

定，而不是如布列頓森林體系或古典金本位體制之下的緊盯美

元或黃金。原則上，利率由通貨的全球供需來決定，雖然國家

當局實際上時常介入元場了歪圖將匯率憂匾－維持在某種目標範
圍(target range)之內，以達到管理匯率的目的。登動匯率也迫使
企業界自我保護以對抗不利旳匯率波動］）於是匯率浮動的結果
增加了經紀商在典動時投機的機會。一九七O和八O年代充斥

著投機活動：外匯市場流通性大幅地成長，而新的工具，特別

是衍生性金融商品，使經紀商得以取得頗佳的投機位置。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在一九八0及九O年代取消資本控制，消

除了許多官方對這些活動的限制。除了推測浮動匯率的波動之

外，投機客偶爾也採取對抗固定或管理匯率的立場，有效地斷

定政府將會被迫貶值。接踵而來針對某一通貨的大量資金流

動，產生了顯著的貶值危機，如一九九二年與一九九三年的數

種歐洲通貨，一九九四年墨西哥的披索，一九九七年許多東亞

國家的通貨，以及一九九八年的俄羅斯盧布。

210 二、全球金融體系的範圍與階層化

自一九七O年代起，私人國際金融不只在數額上快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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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其範圍也迅速擴張。自戰間期以來，眾多開發中國家與東

歐經濟體首次以債務人的身分，再被整合進國際資本市場。但

貸款仍然集中在東亞和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國家一在一九八

一年，超過百分之七十的未償債務集中在十個國家(Vos, 1994, p. 

140) 。此外，特別是一些最貧窮的開發中國家，仍然被大舉排

除在金融市場之外，而依賴官方的援助（外加通常僅佔少數的外

國直接投資）。正式來說，許多開發中國家仍維持廣泛的資本控

制，雖然當中有許多國家在一九九0年代已經自由化，以回應

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調整計劃。此外，開發中國家的菁英實際

上經常不顧國家資本的控制，而將強勢貨幣(hard currency)存入

國際銀行，很不幸地，被罷黜獨裁者的海外私人銀行帳戶即瞪

明了此例。

不過，儘管開發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前共產國家）已經被

納入全球金融體系，但是它們納入體系的性質各不相同，和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也有所差異。雖然在某些情況下，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必須在出借成本上付出一筆貼水

(premium) ，它們仍保有進入世界資本市場的權利。反之，被穆

迪(Moody's)或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and Poor)等國際信用評

等機構評估為高風險的國家，將被限制或根本無法進入私人國

際金融。

直到一九九O年代，開發中國家及新興經濟體進入國際金

融體系的管道都被限制在援助、外國直接投資及銀行貸款；向

國際銀行申請貸款則僅限於少數的東亞經濟體。甚至和古典金

本位體制時期及一九二0年代相比，它們在戰後多數時期，也

只有很少的機會得進入圍際債券市場。極少有來自開發中國家

的公司在國際間發行股票，也少有制度性的投資者以從開發中

國家市場取得的股票，作為其有價瞪券報表的一部分。直到一

九九O年代初期，所有這些主要的國際金融形式，幾乎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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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表 4. 1的開發中國家的金融流入來源佔總額百分比， 1960-1994

海外直 其他官 外國直 銀行 債券 總額（十億美
接援助 方金融 接投資 貸款 金融 元， 1983 年

(ODA) 價格）

1960-1 55.9 18.9 18.8 6.3 34.8 

1970 41.8 19.5 18.2 14.8 1.5 53.1 

1975 37.3 18.5 20.0 2 1. l 0.7 84.6 

1980 30.5 19.4 8.4 38.9 1.1 118.3 

1985 44.2 13.8 7.8 18.0 6.4 99.3 

1990 41.9 13.4 20.9 11.9 0.7 83.5 

1994 28.1 5.2 22.6 19.8 13.5 127.0 

1996 19.0 2.7 19.8 I 23.1 28.4 257.9 

資料來源：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various years 

被侗限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

一九七O年代期間，開發中國家的貸款佔了國際銀行貸款

總額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此比例在一九八O年代出現下

降，並且維持低水平直到一九九O年代中期。當開發中國家的

國內市場向國際投資者開放，轉型經濟體也獲取了顯著的資金

流入。特別要注意的是，拉丁美洲國家已重獲進入私人國際資

本市場的權利，因此在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九年間有超過一千

一百六十億美元淨流出的情況，轉變成在一九九O年到一九九

四年間超出二千億美元淨流入的清況。甚至某些開發中國家已

發行了許多國際債券，這還是戰後的頭一遭，而那些國家的公

司也是有始以來第一次發行國際股票。

國際投資客被相對較高的利率吸引到這些新興的市場，特

別是在拉丁美洲。它們也被市場不斷擴展的榮景所吸引，而且

意圖在國際間分散它們所持有的有價諠券，因為它們對其投資

組合(portfolio)的配置巳逐漸採取一種全球性觀點。但如表 4. 10 

第四章變動中的全戢金融模式

所示，只有在一九九O年代中期，開發中國家的資金流動才在

實質上超出一九八0年。銀行金融已稍有增加，但絕大多數的

增加是在國際債券金融方面。以下對此趨勢將作更詳盡的考察。

表 4. 11 詳細說明了進入開發中國家及轉型經濟體的私人

資本流動。這些流動主要集中在東亞和拉丁美洲國家，雖然轉

型經濟體已吸引到日慚增多的流動。相對於一九七0年代，它

們的駰內生產毛額或投資水準，在一九九0年代有較多的資本

流入開發中國家。然而，這些流動在一九九七到九八年間的東

亞貨幣危機時急速下降。流入最貧窮國家（特別是非洲）的外國

直接投資仍然少於總額的百分之一。但官方發展援助在這些國

家的固定投資毛額約佔了三分之二的比例；因此那些國家在進

入國際金融上雖然頗受到限制，但其經濟發展卻相當倚賴國際

金融的流入。相對的，前共產陣營的轉型經濟體巴經吸引愈來

愈多的金融流入。

如表 4. 12 所示，開發中國家目前佔了國際債券發行總額的

百分之十以上，雖然這樣的資金頗為集中。非洲離債券市場仍

相當遙遠，其中南非佔了這些流動的絕大部分。在歐洲，匈牙

利與土耳其佔這些流動的絕大多數，而佔中東絕大部分流動的

則是以色列。

開發中國家也迅速在國際股票市場上增加了它們的能見

度：「在一九八七年，每一百美元中大約就有五角被投資在新興

市場，但到了一九九三年，外國投資的每一百美元則有十六元

以上的金額被投資到新興市場之中」 (IMF, 1995, p. 4) ，而那些

市場從少於世界資本總額(capitalization)的百分之五成長到超過

百分之十(p. 171) 。特別是流入亞洲、拉丁美洲及東歐的證券投

資，也明顯呈現出顯著的水準。

同樣地，如表 4. 13 所示，開發中國家在一九九O年代有愈

來愈多的國際股票發行，雖然那些交易大多頗為集中。自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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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表 4.11 ：開發中國家私人資本流入淨額• 1977-1995（單位十億美元）

1977-82 1983-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總額 30.5 8.8 57.1 150.9 133.7 180.2 163.6 211.2 
外國直接投資凈額 11.2 13.3 18.6 30.8 35.8 54.9 66.9 83.0 
有價證券淨額

投資 -10.5 6.5 18.3 37.7 46.3 92.3 53.3 42.9 
其他 a 29.8 -11.0 20.1 82.4 51.7 33.0 43.3 85.2 

非洲 2.5 3.4 2.9 7.0 12.4 11.8 
外圍直接投資淨額 1.4 1.6 2.6 1.2 2.2 2.1 
有價證券淨額

投資 -0.2 -0.5 -1.0 -0.9 1.1 0.1 
其他＇ 1.4 2.2 1.3 6.7 9.2 9.6 

亞洲 15.8 16.7 25.6 47.9 30.8 69.9 81.9 105.9 
外國直接投資淨額 2.7 5.2 9.4 14.3 14.4 32.7 41.9 52.4 
有價證券淨額

投資 0.6 1.4 -0.9 2.9 9.8 23.8 16.0 18.5 
其他 a 12.5 10.1 17.0 30.6 6.6 13.5 23.9 35.0 

拉丁美洲 26.3 -16.6 17.3 24.4 54.7 64.2 48.5 48.9 
外國直接投資淨額 5.3 4.4 6.6 11.2 12.8 16.9 17.7 47.1 
有價證券淨額

投資 1.6 -1.2 17.4 1.5 17.8 51.6 17.4 10.0 
其他＇ 19.4 -19.8 -6.6 24.0 -l. 2 13.4 21.8 

其他開發中國家 -11.6 8.7 
外國直接投資淨額 3.2 3.7 
有價證券淨額

投資 -12.7 6.3 
其他 a -2.1 -1.2-3 

轉型國家 11.6 -2.9 3.5 7.2 11.2 29.7 
外國直接投資淨額 2.4 4.2 6.0 5.6 11.4 
有價證券淨額

投資 0.8 -0.8 2.7 3.0 6.0 
其他 a 11.6 -6.1 0.2 -1.6 2.7 12.4 

a 包括銀行貸款。

資料來源： IMF, 1995, p. 33: 1996, p. 86 。

第四章 變動中的全諒金融模式

表 4.12: 國際債券發行， 1989-1995 （單位十億美元）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總額 252.1 226.6 297.6 333.7 500.1 462.4 501.7 
開發中國家 4.7 6.3 12.8 23.8 62.8 56.8 57.9 
開發中國家位總額 1.9 2.8 4.3 7.1 12.5 12.3 11.5 
的百分比

非洲 0.2 0. 0 l 0.2 0.7 0.2 2.1 1.9 
亞洲 1.5 1.6 3.0 5.9 22.0 29.9 25.3 
歐洲 2.2 1.9 2.0 4.6 9.7 3.5 6.6 
中東 0.4 2. 1 3.0 0.7 
拉丁美洲 0.8 2.8 7.2 12.6 28.8 18.2 23.4 
資料來源： IMF, 1995, p.42; 1996, p. 93. 

表 4.13: 國際股票發行， 1990-1995 （單位十億美元） 213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總額 8.2 15.5 22.6 34.0 49.2 44.2 
開發中國家 1.3 5.4 9.3 11.9 18.1 11.2 
開發中國家位總額 15.5 35.0 40.9 35.0 36.9 25.3 
的百分比

非洲 0.1 0.3 0.2 0.6 0.5 
亞洲 1.0 1.0 4.7 5.2 12.1 8.9 
歐洲 0.1 0.1 0.1 0.2 0.6 0.6 
中東 O. 0 l 0.1 0.3 0.1 0.3 
拉丁美洲 O. 0 l 4.1 4.1 6.0 4.7 1.0 
資料來源： IMF, 1995, p.46; 1996, p. 101. 

九四年到一九九五年的墨西哥披索危機後，流入拉丁美洲的金

額已經急劇減少，而由於一九九0年代末期的股市和外匯危機

結果，在東亞也有類似的下降。

總而言之，開發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被整合入全球金融體

系，但其進入的方式是相當層級性且不平均的。某些國家偶爾

能獲得國際私人貸款，但也會定期面臨信用配給(ere山t ration

mg) 。一九九0年代增加的流動，使它們的股票市場和世界市場

更加緊密連結。但最貧窮的國家仍然處於私人國際金融的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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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也仍依賴官方的援助。事實上，在一九九八年，約有九十

涸國家接受國際貨幣基金各種形式的調整計劃。

開發中國家解除金融市場的管制，經常導致了大量的投機

活動，其多由短期資金的流入所激發(Grabel, 1995) 。在一九九

四到九五年間的墨西哥披索危機中，經過了三年的大批資本流

入以及墨西哥股票交易榮景之後，大量資本開始外流；當經濟

成長步履蹣躅時，匯率變得無法固守也更容易遭到投機客的攻

擊。此危機導致一種傳染效果，使投資者自其他新興市場抽出

資金，這種清形不只在拉丁美洲，連東亞也是一樣，即使它們

和墨西哥披索危機沒有直接的關聯。在一九九七年，當經濟預

測看壞某些東亞經濟體貯，資本便自這些國家飛快逃離，即使

有大量干預性支持，還是導致其貨幣的崩潰。再次地，一國出

瑰危機會引發其他國家的資本外流。即使國際貨幣基金藉著有

始以來最大宗的援助計劃，企圖安定東亞的金融處境，危機的

博染效應依然迅速地吞噬掉許多新興的涇濟體。一九九八年末

期的投機活動已導致盧布的貶值以及對許多貨幣的投機性攻

擊。這些發展突顯出短期資本流動如何在全球資本市場內造成

高度的變動性和系統性風險。

三、全球金融的基礎設施、制度化及組織

數十年以來，國際金源交易的成本已經相當低，使得利率

及資產價格在國家之間只有微乎其微的差異。過去三十年來在

214 電腦和通訊科技上的進展，是國際金融交易數額與速度大增的

主要因素。這些因素使得大量而廣泛的產品能以相當低廉的價

柊作即貯交易，如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跨越全球的貿易發生。

涉及到處理最精密產品的複雜風險計算，特別是衍生性金融商

品，得到現代電腦科技相當大的幫助。私人銀行及金融公司也

第匹章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共同合作建立遍及全世界的通訊基礎設施，以利各種不同形式

的金融交易。

超全球化論的觀點傾向於將私人全球金融的興起單純解釋

為市場與科技的成就：大量而快速的交易，加上金融工具的創

新，使國家的金融控制如陷泥沼，更使其變得多餘(Ohmae,

1990) 。此種看法和下列事實相互矛盾：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爲

了其有效運作，仍然依賴國家及國際管制當局。商業銀行需要

中央銀行作爲最後的貸款者以避免銀行崩潰。如一九八0年代

的債務危機及一九九0年代末的東亞危機所顯示，當銀行陷入

困境時，經濟最強大的國家（主要是美國）與圖際公共當局（如國

際貨幣基金）必須插手干預，以避免金融崩潰。此外，為回應各

種銀行破產及史無前例的大量國際金融交易，覈家金融當局在

建立國際銀行業務的一般架構上，已有廣泛地合作。於是，目

前國際上都同意由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

ments, BIS)監視銀行的資本適是性（銀行必須有像緩衝器的資本

準備以對抗損失）。也有國際化的銀行監督結構以和國家責任有

明確區分。

這些發展某種程度上是各國中央銀行透過國際清算銀行

〔其成員不只原先旳十大主要經濟體(GlO) ，也包括世界上所有

的主要新興經濟體〕而相互合作的產物。然而，國際清算銀行

只是一個多邊論壇，而政府（特別是美國）則在促進更廣泛的國

際金融管制體制的發展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T. Porter, 1993, ch. 

3; Kapstein. 1994b) 。結果，各國達成了有關管制跨國證券交易的

國際協定(T. Porter, 1993, ch. 4) 。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是十三個國家的金融管制當局所組成的

機構，其尋求在跨國金融活動的管制上，促進更大範圍的多邊

合作。其欲建立監控、檢查與管制跨國金融活動之圉際標準的

企圖，以變得愈趨重要，特別是在管制衍生性金融簡品交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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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變得愈趨重要，特別是在管制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及金融集

團(financial conglomerates)這方面。這些發展反映出朝向促進全

球金融活動的整體轉變，同時也鼓勵投資者相信這市場中的活

動能遵守一定最低限度的國際管制標準。

政府與國際金融當局在當代全球金融市場的成長過程中扮

演催化劑的角色。某些國家當局允許、甚至鼓勵這些角色的成

長；而許多其他國家當局則打壓或抗拒它。如前所述，歐洲通

貨業務在一九六O年代成長的原囚，部分是為規避美國的資本

215 控制。英國當局樂於見到這個市場在倫敦發展，否則在英鎊的

國際角色削弱的清況下，英國可能面臨衰退。美圍政府默許了

這些發展，其顯然是確信這些發展將不大會衝擊到圖內貨幣條

件或政策。其他政府，特別是日本，自始就抗拒歐洲日元

(Euro-yen)古場的發展，但在一九八O年代也已經自由化。

雖然私人全球金融的興起並非僅是市場和科技成功的產

物，它還受到了國家的鼓勵與促進，但此並不意味政府能控制

這些市場，或是再次引進有效的資本控制，一如當初廢除這些

控制般地簡單。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之間的自白化以及一

般國際管制標準的建立，既是對國際金融活動前所未有之水準

以及國家撓制效能日漸削弱的回應，也直接造成了金融全球

化。管制當局持續對金融市場作出反應，這顯示在它們欲接受

衍生［生金融屁品的一般國際標準之企圖。雖然政府、國際機構

及中央銀行已創造了鼓勵私人國際金融擴張的制度性架構，但

它們無法再控制全球金融活動的組織或強度。事實上，如傑曼

(Germain)所主張，公、私權力在此領域中的平衡，已徹底轉變

爲有利於後者，以致於「國際流動資本利益已獲得顯著的勝利」

(1997, p. 164) 。但此「勝利」的偶發本質在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

危機後變得顯而易見，使得國際貨幣基金與七大工業國(G7)政

府開始審視全球金融管制，並且討論處理潛在干擾性之短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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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流動的對策。然而，提出的改革迄今仍無法達成嶄新的全球

金融管制「架構」 (IMF, 1998a) 。

四、當代金融全球化：自由化與演進中的全球金融

市場

當代跨國金融流動的強度和廣度，致使國家金融體系變得

日漸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在布列頓森林體系下，資本控制壓抑

並管制了此種流動。但金融自由化與解除管制，對金融涉入程

度逐漸成長的模式有相當大的助力。這個趨勢很可能由於世界

貿易組織(WTO)履行有關國內金融服務開放全球競爭的協定，

而被更進一步地強化。一九九七年末，大約一百零二個國家同

啻自一九九九年起（以不同程度）開放其國內的銀行、保險及證

券產業接受國外競爭，並且也同意遵守世貿組織的公平貿易規

則。此外，對所有金融服務自由化的談判，要在二000年展

開(WTO, 1998) 。

在一九七O與一九八O年代期間，國家的資本控制變得較

沒有效力，因為歐洲市場的存在使得人們可以迴避此種控制，

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也因為大規模的資本移動，而變得

越來越容易遭到投機活動的攻擊(Shafer, 1995)。雖然資本控制持

續在國內和國外利率之間作梗，但卻被證明在控制全球金融流

動或管制其國內影響上，愈來愈缺乏效力。結果，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國家的政府放棄廠家控制，因而消除了國內和國際金

融市場之間形式上的阻礙。

在某些案例中，自由化受意識型態因素所驅使；而在其他

案例中，自由化的發生則是因為政府顯然不再能夠達成國家經

濟目標或吸引國際投資。但並非所有國家都已經放棄了資本控

制（參見表 4. 14) ，而這在開發中經濟體及轉型經濟體中也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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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表 4. 14 ：對資本帳戶實施控制的國家數目，一九九七年

控制項

資本市場的有價證券 128 
貨幣市場工具 112 
集體投資有價證券 107 
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工具 78 
外國直接投資 144 
實質資產交易 119 
全部控制的國家數目 144 

實料來源： IMF, 1997a 

普遍。然而，明確無誤的傾向是朝向國內資本控制自由化的方

向(Haggard and Maxfield, 1996) 。這對國際貨幣秩序反而已經造

成顯著的影響，因爲資本控制的消除急遽增加了採行固定匯率

制的困難，因此採行浮動匯率國家的數目，自一九八0年代有

全球百分之四十的國家開始，增加到超過百分之六十

(Eichengreen, 1996, chs 4 and 5) 。當代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特

徵，因而是從固定匯率制朝向浮動匯率制的轉變。

全球金融流動之強度與廣度的增加、國家金融市場朝向自

由化的趨勢、國家資本控制的闕如及朝向浮動匯率制的趨勢，

指出全球金融整合更深層的質變正悄悄地在發生。但金融全球

化和深化全球金融整合間的聯結有何意涵？全球金融市場的脈

絡對國內利率的影響決定程度爲何？

（一）國內利率的決定

今日的利率雖然趨於匯合，但國與國之間仍有差異（國家內

部就更不用提了），而若以一共同貨幣來衡量時，其間的差異仍

然存在（因此投資者以其本國貨幣在外國資產和國內資產都能

得到相同的收益），這可能是因爲金融市場的不完美性及國家和

世界區域間分殊的經濟表現。雖然全球各國利率顯然並未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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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4.5: 利率平價

抛補利率乎價(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 ：利率平價意指蔣由外匯
市場來保證在國內貨幣上的特定收益，使濱產在不同貨幣面額之

間的利率均等。投資者購買外國貨骼資藍時，知道該資産在外國

貨幣上的到期孳利(maturity yield) ，也能保證以遠期利率的優勢瀆

出遠期外匯交易者，來確保他們自己貨骼的收益。缺乏資本控制

時，還期利率將確保國內貨輅潰産的收益，能等同於具有相同的

風險和到期日之外國貨幣資崖的收益。若外國貨瞥資產收益超出

國內貨瞥資產的收益，資金將會流向外國資崖，而寅出遠期外國

貨幣將會增加對本國貨瞥的遠期需求，因而導致外國資產遠期收

益的增加，本國貨輅遠期收益的下降。

蕪抛補利率平價(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意指毋須遽期賡出，在
不同貨幣價值上之資產的利率均相等的情汎。若資産有不同貨瞥

的面額，但利率不一時，則乎價暗指在資產到期時，兩貨幣匯率

未來移動將會使收益相等。因此在實際上，非抛補利率平價引出

一個未來利率移動是否被市場正確预測到的問題。

當淨貨骼膨脹率在兩國間均等化時，實價利率乎價(real interest rate 
parity)就會存在。若保持非抛補利率乎價和國家物價水準的差異，

為匯率移動所補償時，則兩國的實質利率將被均等化。

化，但無論如何，它們都從屬於世界資本及貨幣流動的紀律。

在此意義上，國家利率被全球金融市場和環境脈絡所決定。

運作中之全球資本市場的存在，應能帶來金融資產（以一共

同貨幣來衡量）收益的均等化，是懷疑論及超全球主義論的論點

中經常出現的假設。不過，這假設了存在一個完美整合的全球

資本市場模式。已有汗牛充棟的研究來檢視利率匯合，其將焦

點置於拋補及無抛補利率平價(covered and 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參見 Box 4.5) 。結論可以被簡短而明確地摘要如下：拋

補利率平價在缺乏資本控制時可維持，但無拋補利率平價則否。

當以共同貨幣來表達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的利率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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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合的—－國家利率的差異被相對匯率的變動所補償。特別當

通貨能在將來的某時出售時，在持有資產的那段時間中，任呵

在利率上的差別正好被即期和遠期利率間的差別所彌補，丙此

當以共同的貨幣來衡量時，收益是均等的（維持拋補利率平

價）。在此條件之外，收益是不均等的，故匯率確實無法移來彌

補利率間的差異（無抛補利率平價無法維持）。匯率移來彌補利

率上的差異會發生困難的原因是，有關市場要求持有特定通貨

面額資產，其一般利率水準的報酬會不時地變動，以及國外匯

218 率市場的操作特徵(Marston, 1995; Frankel, 1993) 。市場操作使用

的匯率預測是基於對經濟基本面的分析，以及在序列資料上的

趨勢觀察［「圖表分析」 (ch呾ism) J ;他們通常折衷兩者，而引
導出多種預測，雖然經濟學者在有關均衡匯率的評估上亦缺乏

共識。由於在交易者之間有不同的意見，此創造了鉅量交易约

條件和投機的可能性。特別是，圖表主義能驅使匯率遠離其均

衡值，大部分交易者的短視，導致相關庄意力均集中於此種稔

動。而就長期而言，存有利率平價的證據，包括主要經濟體間

在實質利率上區合的證據，其隱含在資本成本上有某種匯合。

對實質利率平價的檢視，指向在主要經濟體間有一世界（實

質）利率的存在，對不同國家有些微並穩定的風險貼水(risk

premiums)(Gagnon and Unferth, 1995; Helbling and Wescott, 

1995) 。並且更進一步主張，即使利率均等化不存在，長期利率

也被昃定於一個演進的全球資本市場中。此如實質全球利率反

映出對信用的全球供給和需求。這不只意味世界金融中心間有

高度的相互連結，也表示它們的金融整合日漸深化(Walter,

1993) 。

（二）一個全球金融市場？

若世界經濟的主要金融中心充分交織在一起，亦即對醐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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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的需求和供給在洲際層次上被有效地仲介，則一個全球資

本市場就有可能存在。此證據指出當完全整合的全球金融市場

可能尙未出現時，跨國金融活動的強度和廣度則指出了一個正

在演進中的全球資本市場。

如果有一個演進中的全球資本市場，對一批標準資產（投資

組合）的收益可能被期望或趨向匯合。實證研究確實指出主要資

本市場間收益的匯合；開發中國家新興市場的收益則是不同的

情形，但它們確實也顯現了匯合的趨勢(Korajczyk, 1996) 。法人

如今在海外擁有大量持股，並且積極交易這些持股(E. Davis, 

1991; Tesar and Werner, 1995) 。雖然投資者傾向顯現對於持冇國

內資產的偏好，但此種偏好正在減弱中(Golub, 1990; Frankel, 

1994; Akdogan, 1995) 。此種傳統偏好部分可能是因為國家對王

要的國內法人在海外投資的限制，雖然這在一九九O年代巳經

明顯地減少了。

即使在市場之間的收益有所匯合，對投資者而言，在國際

間分散其投資組合，仍有顯著的吸引力。債券及股票的高額跨

國交易證明了這點。事實上，甚至只要在國家資本市場間收益

的變化有些微差異（因為例如，它們可能或多或少是不穩定的，

其景氣循環在時間上可能是不一致的），莉由在國際問分散它們

的有價證券及在這段期誾內穩定回收，即使在報酬率上有匯

合，投資者仍能確保獲利。因此，並非如某些懷疑論者所爭辯 219

的，在國家資本市場上的不同移動和金融全球化不一致，而是

這些差異導致全球金融流動。

雖然大多數的個人債權人和借款人一樣，可能不會全然採

取全球化的觀點，但無論如何，目前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間的

流動，已大到足以宣稱有一個全球資本市場正在興起。這些都

可以證明資本的成本已經傾向在國際間匯合(Fukao, 1993, 

1995) 。甚至一些在這些成本上的邊際差異，也能被歸因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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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投資課稅上的差異。銀行貸款利率一般是基於國家利率：當

這些利率已經是在國際間匯合時，漸增的競爭已使邊際差異下

降，加諸在借款者身上的利率已傾向圖合。當公司能發行債券

時，在國際市場上的股票和其他資產，這種金融形式的成本也

已傾向匯合。

然而，懷疑論者總是質疑全球資本市場的存在，因爲國內

存款和國內投資率之間仍存在著頗強的關聯性（例如， Hirst and 

Thompson, 1996b, ch. 2) 。他們推論如果資本真的在國際間移

動，則國內存款和國內投資之間通常僅有些微關聯、或是毫無

關聯；否則當某個地方的回收是最高時，存款將跨越全球而流

動，淨資本也將呈現鉅額流動。費德斯坦和霍里奧卡(Feldstein

and Horioka, 1980)發現國內存款和投資率之間仍然具有高度相

閼［生，不過其他研究則顯示，此種相關性在國家內部的地方金

融市場之間明顯偏低（參見 Sinn, 1992) 。雖然在古典金本位體制

時期，其存款和投資的相關性較今日為低，但在淨資本流動上

則比較大。在兩次大戰之間，國內存款和投資間會有較高的相

關庄，這在區際貨幣秩序崩潰的情況下是可想而知的(Obstfeld,

1995) 。但在對其深入考察後，這些證據會被證明是不具說服力

的。

國家收支平衡的經常帳即其（公共與私人）存款和投資之間

的差異：當政府成功地平衡經常帳，存款和投資便達到平衡。

由於經濟體無法永遠維持經常帳戶的赤字或盈餘，政府仍尋求

平衡經常帳，結果國內存款和投資率就傾向匯合了(Krol, 1996; 

Liu and Tanner, 1996) 。在此方面，國內存款和投資之間的相關

性，並非完整全球資本市場存在與否的明確檢測標準。因此，

淨資本流動本身不是全球資本市場存在唯一、或最好的指標。

所以如懷疑論者所宣稱，今日的淨資本流動可能小於古典金本

時期，並不能確實證明一九九O年代的世界資本市場比一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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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更缺乏金融整合。因為資本流動毛額明顯達到前所未有

的水準，今日的高度資木移動，都無法輕易地被視而不見。

若經濟體之間的報酬率上出現持續的差異，我們將可預期

會有顯著的淨資本移動。不同於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的情況，

相似資產的報酬率並未出現顯著的差異。此與獲利率在世界上

大體相同的其池實證證據相符，也可能部分反映出歷史上的國

際資本流動(Wood, 1994, ch. 3) 。阿姆斯壯等人(Armstrong et al, 

1991)評估七大主要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在一九五二年到

一九八七年間每年的獲利率。由他們的分析，吾人能指出自一

九七一年開始，這些國家間的獲利率是匯合的。更進一步地， 220 

高許(Ghosh, 1995)檢視國家收支平衡的變動，以檢測主要工業化

國家是否正利用國際貸款與借款來穩定不同時間的消費。他的

硏究結果指出，和金融開放條件下預期會有較低的資本移動不

同，加拿大、德國、日本及英國（而不是美國）自一九七五年開

始的資本移動就相當高，亦即有比穩定不同時間的消費所需者

還更鉅額的資本移動。此證據和高水準的投機性國際金融流動

的存在相符合，但報酬率的根本差異則無法單獨解釋之。

今日世界資本市場的運作，顯然還無法達到教科書上完全

整合之全球資本市場的概念：借貸雙方在其進入市場的權利上

有所不同，而在資產所有者之閶仍然存有母國偏誤(home bias) 。

然而，我們有清楚的證據可以證實全球資本市場正逐漸形成，

而如同許多此種市場，其具有不完美及扭曲的特點。通貨、政

府債券、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其他主要金融產品的交易，

遍及了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倫敦、紐約及東京的市場，彼此

的涉入程度已經相當廣泛，它們運作得有如一個二十四小時不

打佯的單一市場；它們佔了這些資產交易的絕大多數，也設下

世界的基準價格。但隨著這些資產的主要國家市場變得日益牽

連，以及越來越多此種資產在所有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中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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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全球性的股票、公司債及其他金融資產的市場也正在演進

當中。將此演進中的全球資本市場和完全整合的全球資本市場

相比，往往忽略了當代發展的獨特性。在這樣一個完全整合的

全球金融市場中，對交易量的預期可能是較低的。對照之下，

今日全球金融市場的主要特徵是史上前所未有的活動量（絕大

多數是投機性的）、金融交易發生的速度，以及伴隨而來的金融

深化過程。這些特徵指出一個全球資本市場芷在演進，即使其

尙未完全制度化。

柒、比較金融全球化的歷史形式

如先前討論所顯示的，偉大的經濟史學家博蘭尼(Karl

Polanyi)所稱的「大金融集團」 (haute finance) ，具有相當長久的

歷史(Karl Polanyi, 1944, p. 9) 。金融全球化的近現代形式，在廣

度和數量上都有限。跨圉金融流動及網絡旳速度與國內經濟影

響，也大幅受限於貧乏的基礎設施及地區經濟體系。此外，金

融組織通常源自單一的霸權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安特衛

普、或之後的倫敦(Germain, 1997) 。相較之下，古典金本位體制

時期最接近教科書所描述的運作中之全球資本市場。

金本位體制全盛時期所達到的資本流動強度，一直要到近

年來才被超越。全球性帝國的存在及通訊技術的進步，大幅伸

221 展了「大金融集團」的觸角。在這個時期少有經濟體仍然孤立

在世界資本市場的運作之外。儘管資本移動大都未受阻礙，但

其對國內的影響則顯然受到下列因素居中作用：可觀的保護主

義、帝國貿易優惠、前所未達的經濟移民水平，以及國家對於

承擔經濟調整之計會成本只負有限責任的普遍假設。然而在兩

第四章變勳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次大戰之間的時期，金本位體制實際上已然瓦解。該體制在一

九四五年後為布列頓森林體系所取代，但其成員卻不是全球性

的，而且私人資本流動也由於國家資本控制而高度受隈。

相形之下，常代的金融全球化模式具有許多歷史上獨特的

特徵，即使許多懷疑論者將其貶抑爲不過是有效地「趕上」過

去的潮流而已。在本章所描述之金融全球化的各種歷史形式

中，明顯有幾項共同特徵，其中以金本位體制時期和當代時期

之間的共同點最為明顯。但也有顯著的歧異之處（參見表格

4. 1) 。當總體金融流動強度達到史上新高，朝向近乎瞬間、即

時、日夜無休之全球金融貿易的轉變也是前所未見，今日的全

球金融體系幾乎涵括了所有的民族國家與經濟體。進而言之，

金融產品貿易的高度差異及新金融工具的複雜性，反映出朝向

自主全琮金融市場的根本轉變；在此市場中，金融活動大舉脫

離了貿易要件（亦即商品與服務的交換）。就歷史上多數的時間

來看，跨國金融活動的主要目的是促進貿易，而今日貿易佔國

際金融活動的比率，和先前任何時期比起來，可能是非常少的。

今日跨國金融流動的水準至少和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旗鼓

相當。由於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只有數目有限的國家留下淨資

本流動的資料，因此要做旌接比較是十分困難的。然而淨流動

可能和流動毛額有相似的數額秩序，因為資本流動大多是從純

輸出者到純接受者的單方向流動。如表 4. 15 所示，當今主要經

濟體其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毛額及證券投資，比起在古典金本

位體制時期主要經濟體的流動額，大多有顯著的增加（以相對

GDP 來衡量）（參見先前的表 4. 3) 。進而言之，這些經濟體現在

也對更多的國家來發行有價證券。但要注意的是，不僅流動毛

額至少已相當於（而且可能還大於）主要經濟體的國內生產毛

額，如表 4. 16 所示，全球金融市場的交易額也達到前所未有的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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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全球性的股票、公司債及其他金融資產的市場也正在演進

當中。將此演進中的全球資本市場和完全整合的全球資本市場

相比，往往忽略了當代發展的獨特性。在這樣一個完全整合的

全球金融市場中，對交易量的預期可能是較低的。對照之下，

今日全球金融市場的主要特徵是史上前所未有的活動量（絕大

多數是投機［生的）、金融交易發生的速度，以及伴隨而來的金融

深化過程。這些特徵指出一個全球資本市場正在演進，即使其

尙未完全制度化。

柒、比較金融全球化的歷史形式

如先前討輪所顯示的，偉大的痙濟史學家博蘭尼(Karl

Polanyi)所稱的「大金融集團」 (haute finance) ，具有相當長久的

歷史(Karl Polanyi, 1944, p. 9) 。金融全球化的近現代形式，在廣

度和數量上都有限。跨國金融沆動及網絡的速度與國內經濟影

響，也大幅受限於貧乏的基礎設施及地區經濟體系。此外，金

融組織通常源自單一的霸權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安特衛

普、或之後的倫敦(Germain, 1997) 。相較之下，古典金本位體制

時期最接近教科書所描述的運作中之全球資本市場。

金本位體制全盛時期所達到的資本流動強度，一直要到近

年來才被超越。全球性帝國的存在及通訊技術的進步，大幅伸

立展了「大金融集團」的觸角。在這個時期少有經濟體仍然孤立

在世界資本市場的運作之外。儘管資本移動大都未受阻礙，但

其對國內旳影響則顯然受到下列因素居中作用：可觀的保護主

義、帝郾貿易優惠、前所未達的經濟移民水平，以及國家對於

承擔經濟調整之社會成本只負有限責任的普遍假設。然而在兩

第四章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次大戰之間的時期，金本位體制實際上已然瓦解。該體制在一

九四五年後為布列頓森林體系所取代，但其成員卻不是全球性

的，而且私人資本流動也由於國家資本控制而高度受限。

相形之下，當代的金融全球化模式具有許多歷史上獨特的

特徵，即使許多懷疑論者將其貶抑爲不過是有效地「趕上」過

去的潮流而已。在本章所描述之金融全球化旳各種歷史形式

中，明顯有幾項共同特徵，其中以金本位體制時期和當代時期

之間的共同點最為明顯。但也有顯著的歧異之處（參見表格

4. 1) 。當總體金融流動強度達到史上新高，朝向近乎瞬閆、即

時、日夜無休之全球金融貿易的轉變也是前所未見，今日的全

球金融體系幾乎涵括了所有的民族國家與經濟體。進而言之，

金融產品貿易的高度差異及新金融工具的複雜性，反映出朝向

自主全球金懃市場的根本磚變；在此市場中，金融活動大舉脫

離了貿易要件（亦即商品與服務的交換）。就歷史上多數的時間

來看，跨國金融活動的主要目的是促進貿易，而今日貿易佔國

際金融活動的比率，和先前任何時期比起來，可能是非常少的。

今日跨國金融流動的水準至少和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旗鼓

相當。由於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只有數目有限的國家留下淨資

本流動的資料，因此要做直接比較是十分困難的。然而凈流動

可能和流動毛額有相似的數額秩序，因為資本流動大多是從純

輸出者到純接受者的單方向流動。如表 4. 15 所示，當今主要經

濟體其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毛額及證券投資，比起在古典金本

位體制時期主要經濟體的流動額，大多有顯著的增加（以相對

GDP 來衡量）（參見先前的表 4. 3) 。進而言之，這些經濟體現在

也對更多的國家來發行有價證券。但要注意的是，不僅流動毛

額至少已相當於（而且可能還大於）主要經濟體的圍內生產毛

額，如表 4. 16 所示，全球金融市場的交易額也達到前所未有的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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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1 ：金融全球化的歷史形式

工業革命前 古典金本位時期 布列頓森林時期 當代時期

廣度 中等。 當國家捲入貿易，出現高額的通 共產國家被排除在國際貨 幾乎所有國家都參與國際金

亞洲和歐洲間長期的貴金 貨流動。 幣體系外。 融及貨幣秩序。

屬流動於十六世紀擴展到 直到二十世紀，金本位協定仍侷 在其他國家，幾乎是全球適

美洲。 限在主要經濟體。 用。

強度 一般僱氐但周期性的通貨 多變。 受設計所限制丶中等程度的 7 囯°

流動對國內貨幣情況有重 和來自主要投資國與債權國之收 流動。 前所未有的總資本流動。

要影響。 入有關的投資流動非常高。 資本流動種類多樣。

國內經濟有限的貨幣化。 國際貨幣情況對國內情況的影

響增加。

速度 非常受限：交易得費時數天 中度受限。 增加中：二十四小時交易的 高：即時、二十四小時的交

到數週。 開端。 易。

影響傾向 低，有限的國際交易和經濟 金融流動往往對債權國的發展 由於專爲工業化國家設 高：利率受全球市場脈絡所

貨幣化。 相常重要的。 計，因此影響程度低。 泱，貨幣政策也頗受其影

起初金本位協定對參與國家只 對信用受限的開發中國家 響；其更深深影響了整個經

具有限的影響，但是在一九三0 則有較大影響。 濟中的各個團體團體。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則變得重要。 國家資本控制。

鑲嵌式自由主義。

基礎建設 基本的通訊。 國際電報提供全球市場的基礎。 通訊科技長足的進步。 先進的通訊和電腦科技提供

極少管制 一些國際性管制。 廣泛的國際庄管制。 極高的交易量及私人金融基

礎設鸝根基。

廣泛的國際胆酮翌汨管制。

表格 4. 1 （續）

工業革命前 古典金本位時期 布列頓森林時期 當代時期

制度化 少數金融中心加上在其外 跨國銀行網絡的出現。 國際貨幣基金所管制的國 跨國銀行業務持續成長，國

部營運的商人與銀行所形 繹f協議輝鼩金本位酈見 際金融。 際貨幣基金持續對較窮國家

成的網絡。 跨國銀行隨著歐洲通貨業 具有重要影響。

務的成長而再度出現。 籍由國際清算銀行和其他國

際協定來管制。

廣泛的監控。

層級化 高度集中國際金融透過少 高度分層：私人金融藉由有限的 高度分層：私人金融透過有 高度分層，但是較布列頓森

數中心而組成。 交易而組成。 限的交易而組成。 林體制來得分散；私人金融

以歐洲爲中心。 英鎊主導的國際交易。 美元爲布列頓森林體制的 集中在倫敦、紐約和東京，

以歐洲爲中心。 儲備通貨，主導了國際交 但到處都有日漸增多的業

易。 務。

以大西洋爲中心。 分權化。

美元仍是主要的世界性貨

幣，但其他貨幣的使用也在

增加當中。

主要互動 競爭性的。 帝國性的。 國家機器主導；合作式的。 私人金融和國家機器之間權

模型 力平衡出現變化。

合作且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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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表 4.15 ：外國直接投資淨額及證券投資流動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百分比， 1970-1995

1970-4 1975-9 1980-4 1985-9 1990-5 
加拿大 1.7 3.4 3.6 6.1 7.2 
法國 1.3 2. 1 4.1 7.3 
德國 1.2 1.3 1.7 5.2 6.3 
義大利 0.9 0.3 0.6 1.7 5.7 
日本 0.6 2.6 5.9 3.7 
瑞典 1.0 1.2 1.7 5.0 7.0 
英國 3.6 4.0 5.4 14.4 11.9 
美國 1.0 1.5 1.4 2.9 3.3 
實料來源： Il.\llF, 1997b,p.60 

表 4.16 ：跨國債券丶證券交易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比• 1970-1996 

1970 
美國

日本

德國

法國

義大利

英國

加拿大

一月到九月

bl982 

2.8 

3.3 

5.7 

1975 

4.2 

1.5 

5.1 

0.9 

3.3 

漬料來源： IMF, 1997b,p. 60 

1980 

9.0 

7.7 

7.5 
8.4b 

1.1 

9.6 

1985 1990 1996a 

35.l 89. 0 151.5 

63.0 120.0 82.8 

33.4 57.3 196.8 

21.4 53.6 229.2 

4.0 26.6 435.4 

367.5 690.l 

26.7 64.4 234.8 

和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比起來，全球金融活動的形式及組

織也有了顯著的轉變。在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大部分金融活

動都和債券與證券投資有關，而在當代，外國直接投資、私人

國際債券、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通貨交易主宰了跨國金融活

動。此外，在布列頓森林時期，國際金融體系主要是由政府所

組成；但在今天，國際信貸活動則由大量依據市場邏輯運作的

第四章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私人行動者（銀行、金融機構等）所主導(Germain,· 1997) 。現在也

不像十九世紀末期一樣，有一個單一的霸權金融中心來強加少

量的秩序並倡導協議的規則，倫敦、紐約及東京是目前主要的

金融活動中心。相較於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或布列頓森林體

系，全球金融體系的監督與管制因而更像是一件多邊事務，在

國際貨幣基金、國際清算銀行及中央銀行家的跨政府網絡之內

被制度化。它也是一個國際與國內管制的界限已經被打破的體

系，以致於已有相當的壓力要求銀行或金融規則與要件的調

和、或最少是協調。

雖然當代跨國金融活動的模式仍然維持高度不平均且階

層化，但和先前時期比較起來，在分層模式上則有顯著的差

異。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核心份子仍佔資本流動的大

多數時，正在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及轉型經濟體的佔有率也日漸

上升；就歷史而言，若不比金本位時期多的話，也相差不遠了。

此外，那些大都被孤立於全球資本流動外的經濟體，其金融環

境仍然明顯受到紐約、倫敦及東京的金融市場發展所影響。而

被那些市場所決定的匯率和利率，經常被定義爲國家總體經濟

管理的參數。隨著資本主義的散播帶來了經濟的貨幣化，今日

的金融全球化也已牽扯到金融深化的過程，因爲除少數國家 225

外，世界金融市場的動態幾乎直接影響了所有經濟體的日常運

作及組織。在這方面，國內利率與匯率明顯取決於全球市場的

運作。資本流動集中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現象（雖然

正在減少），因而是一個世界金融市場全球影響範圍的誤導指

標。

如前述表格 4. 1 所欲彰顯的，當代金融全球化的歷史形式

和先前時期的形式有相似之處。但是在幾個重要面向上，二十

世紀末的金融全球化則是獨一無二。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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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l 、全球金融與國家涉入程度

如先前所討論的，當代全球化的不均等現象可被全球金融

體系不同的涉入模式所證明。就連本研究焦點所在的六個先進

資本主義肚會國家中，其在世界金融市場的涉入程度也有相當

的分歧。

在戰後時期，大倫敦市(City of London)仍保有其國際金融地

位，部分原因是其在歐洲市場中的核心角色。芝加哥之後的第

二個主要金融期貨交易市場，倫敦國際金融期貨交易所(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LIFFE) ，成立於一九八二

年。英國自一九四五年開始維持的交易控制體系，直到一九八

0年才單方面廢止，其爲正要上台的保守黨政府第一步行動中

的一環，該政府隨後在歐盟中尋求更多的金融自由化。整個一
九九0年代，即使有來自其他歐洲或海外金融中心的競爭，倫

敦已經保有其作爲全球金融體系運作的中心地位(Germain,

1997) 。

一九四五年之後，法國維持著廣泛的資本控制，作爲國家

管制金融體系的一部分，而其中多數金融機構是公營的。金融

過分擴張（部分肇因於低利率），使得政府在一九五八年及一九

六九年必須進行貨幣貶值。但浮動匯率似乎並未提供法國充分

的金融自主性，因此其試圖成立「蛇形」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及

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參見 Box 4. 6) 。

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間，即將上台的社會主義政府企圖

推行一項通貨再膨脹政策，其結合了一系列抱負遠大的社會措

施。但卻引發了嚴重的商業投機行爲大舉襲擊法郎，而政府的

第匹章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BOX 4.6 : -11.七11年後歐洲的貨幣在排

在一九七O年代歐洲共同體國家藉由「蛇形浮動」 (snake)來囿定

匯率的企圖功敗垂成之後，歐洲貨瞥體系成立於一九七九年，為

道些國家提供一個回定匯率體制。匪率機制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為參加國家提供了正式工具，將各國貨瞥的波
動限制在合意價格的上下百分之二點五（譯者按：因此通待匯率在此

小範團的浮動形態有如亟它形），並提供會員國介入支持任何貨瞥粗對

其有利一方移動的程序。隨苓一九九三年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

此範圍被放寬到百分之十五。這個危機被證明只是期向一九九九

年建立歐洲貨幣聯盟道路上的一個暫時性挫敗。參加歐洲貨幣聯

昰的國家將會成立一個貨幣聯盟，在其中他們以一共同貨幣幣運

作，因而能有效地固定他們之間的區率。

資本控制對此束手無策，致使整個經濟政策計畫都被迫放棄。

在復甦之後，菁英對政府干預的態度逐漸改變，轉而想要推動
巴黎成爲國際金融中心，鼓勵當局自由化金融部門，同時放棄

資本控制。國內貨幣政策自一九八0年代末期，即著重於在歐

洲匯率機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內維持較

高的匯率，期望將通貨膨脹率降低到和德國一樣的程度，或甚

至更低。而這在一九九三年歐洲匯率機制發生危機以後，仍然

持續這政策。巴黎有一段國際金融交易的長期歷史，而其多國

銀行業務也和其前帝國聯繫的領地有所關聯。雖然銀行貸款在

戰後時期佔了絕大多數，那是因爲在一九八0年代的金融自由

化後，其他金融工具的交易已有大量成長，包括法國期貨交易

所(Marche A Te皿e d' Insturments Finacciers, MA TIF) ，這個成立

於一九八六年的金融期貨交易市場的急速成長。

相對地，德國在布列頓森林時期和一九七0年代卻面臨相

反的問題。資金湧入加重對馬克的壓力而威脅本已衰弱的競爭

力。每隔一段時間就用資本控制來抵抗這樣的壓力，但德國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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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一九八一年放棄此政策。至少在一九八O年代金融自由化

之前，貨幣當局傳統上對新的金融工具都抱持懷疑的態度，因

此衍生［生金融商品市場仍然較小。

日本在戰後採行資本控制以確保金融部門能支曄工業發展

的推進。然而，隨著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而來的經常帳赤字，

導致了短期資本移動的自由化。要求使外國更容易進入日本金

融市場的外部壓力以及遊說謀求更多金融開放的強大國內利益

團體，推動了金融自由化(Helleiner, 1994, pp. 152-6) 。東京也成

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但以工業化國家的標準來看，日本

短期金融市場的發展仍嫌不足，雖然至一九九一年，日本已超

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一九八八年，日本開始更進一

步的促進金融部門自由化，同時也放棄對資本流動維持控制。

瑞典在戰後執行資本控制，但是對長期性資本移動的控制

則在一九七0年代被自由化，這反映了瑞典工業的跨剧化

(multinationalization) 。隨著一九八O年代國內貨幣市場的自庄

化，對短期資本流動的控制也被消除了。自此之後，瑞典便積

極企圖吸引海外企業，還可由仿效法國期貨交易所的 OM 期貨

交易所（瑞典全融期貨交易所）於一九八九年的問幕得到證明。

美國的資本控制在一九七四年遭實際廢除。美國有數固在

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型金融市場，紐約更是絕大多數金融活動

的主要重心所在。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金融體系的中樞，美元

也依舊是強勢的國際貨幣，但它也不再如布列頓森林時期一樣

能行使霸權力量。此外，儘管美國擁有龐大的金融實力，但金

融活動的全球化意味著它不再如布列頓森林體系的全盛時期，

得孤立於海外的金融發展。

這六個國家涉入全球金融體系的模式或許遠不如銀行業務

部門方面一樣別具特色。伴隨著全球金融活動的成長，厰際銀

行業務自一九七0年代已經有所擴展。英國跨國銀行在二次世

第四章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表 4. 17 ：國外資產與債務佔各國商業銀行資產和債務總額的百 227 

分比， 1960-1997

1960 1970 1980 1990 1997 
法國

資產 16.0 30.0 24.9 34.6 
債務 17.0 22.0 28.6 32.7 
德國

資產 2. 4 8.7 9.7 16.3 18.2 
債務 4.7 9.0 12.2 13.1 20.6 
日本

資產 2,6 3.7 4.2 13.9 16.4 
債務 3.6 3.1 7.3 19.4 11.8 
瑞典

資產 5.8 4.9 9.6 17.7 36.4 
債務 2.8 3.8 15.0 45.0 41.9 

英國

資產 6.2 46.1 64.7 45.0 51.0 
債務 13.6 49.7 67.5 49.3 51.6 
美國

資產 1.4 2.2 11.0 5.6 3.8 
債務 3.7 5.4 9.0 6.9 8.5 
資料來源：計算自歷年 TMF, I ntem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界大戰前夕，於海外有超過二千家的分行，直到一九七O和一

九八O年代其競爭力消退前，都還十分傑出(Jones, 1993, ch. 

10) 。這部分反映出美國、日本和德國跨國銀行的成長。當銀行

擴展到海外，國際金融活動也巳經成長，全球金融對銀行業務

活動而言也變得更加重要。表 4. 17 指出這個發展如何改變本研

究中六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之商業銀行部門的資產負債

表(balance sheets) 。表中所顯示的趨勢證明了戰後時期英國對圍

際金融活動的開放。自由化後，法國和瑞典在銀行業務國際化

上，已經歷了顯著的轉變。雖然德國及日本的銀行傾向於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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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而美國的銀行則爲大型經濟體服務，但自一九七0年代

後，國外資產與債務都已從微不足道的數額，成長到佔有顯著

的比例。

玖、經濟自主性與全球金融時代的主權

一九八O年代全球金融活動的爆炸性成長和全球金融市場

228 的複雜性，改變了已開發經濟體的管理方式。這樣的成長帶給

各國政府和企業明顯的機會，投入大型和流動的資本市場，並

允許投資者於全世界賺取最大的收益。然而，當全球金融市場

在世界資本配置上扮演重要角色時，它們同時也在某稠程度上

對國家主權和自主性造成深刻的影響。

當代全球金融的表徵是高額的數量，以及在匯率、利率與

其他金融資產價格上的相對變動性。匯率經常和利率或潛在的

國家經濟根基所代表的價值不一致。在一個完全整合的全球金

融市場中，這是不會發生的；相反地，理論預測價格應該會依

潛在經濟清勢而快速調適。但如先前所提到的，還有大規模投

機活動的存在。因此總體經濟政策對全球金融環境的改變十分

敏感。如一九九七年東亞貨幣動盪的餘波所清楚顯示，投機性

流動能對國內經濟造成立即且劇烈的影響。當代金融的全球

化，已經改變了和不同國家總體經濟政策選項有關的成本與利

益，甚至使某些選擇過度昂貴。這些成本和利益隨各國而不同，

並且在某種程度是無法完全預測的。除國內的影響外，當代金

融全球化模式也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產生顯著的制度性、

分配性和結構性影響。

第四章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一、決策影響：總體經濟政策

對經濟學家而言，分析全球金融對國家總體經濟政策之影

響的起始點，就是標準的孟岱爾－佛萊明理論(Mundell-Fleming
theory) 。其主張在缺乏資本控制的固定匯率制下，國家無法實

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在一個完全的全球資本市場中（有無拋補利

率平價，以致於），國內利率必定等同於世界利率。因此，國家

當局必定逹到某種程度的國內貨幣供給額，以維持利率的均

等。資本控制（假定是有效的）是籍著切斷國內貨幣政策和世界

利率的連繫，而允許國家建立某種程度的貨幣自主性。反之，

浮動匯率制則允許國家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因爲匯率會朝向

補償任何國內和世界利率間的差異。原則上，浮動匯率制允許

政府對國內貨幣政策的管理享有相當的自主性，使它們準備接

受匯率變動的結果。

如果世界真如孟岱爾－佛萊明理論所描述的那樣簡單，則

不同政策間的權衡(trade-offs)將是僵化且明確的。實際上，此種

政策和結果間的預測關係頗爲脆弱(Rose,.1996) 。如前所述，在

布列頓森林體系下，資本流動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國

家經濟政策，只具有限的影響。因爲那些國家對貿易已變得愈

來愈開放，金融流動對國家經濟環境間的差異也變得愈來愈敏

感。在一九七O年代中期到晚期，許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

家的政府相信它們能執行自主的經濟政策，只要簡單地接受匯

率結果就好了。但匯率的變動卻是十分猛烈，使政府無法享有

其所欲求的政策自主性（參見 Webb, 1995, ch. 5) 。自此，除了美

國、德國和日本之外，某些政府已經大量設計用來減輕破壞性 229 

金融流動的匯合性總體經濟政策(Webb, 1995, ch. 6) 。當然，一

國的自主性會隨著經濟能力和規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經常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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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的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日本，比起赤字的國家所要面臨的

緊縮壓力，其面臨的擴張經濟壓力較小。美胭在一九八O作代

實行擴張性總體經濟政策，雖然付出匯率過度升值的代價，值

同時也贏得其他政府的支持，其透過以下將檢視的廣場－羅浮

宮協定(Plaza-Louvre agreement)' 得以處理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

七年間的調適。

實際上，金融全球化已增加大部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

家實行緊縮性國內貨幣政策的壓力，因為被鬪為較可能實施「通

膨性」 (in且ationary)國內貨幣政策的园家，總是將風險貼水(risk

premium)加於其放款中，以補償投資者未來潛在的通貨膨脹。

一個自由化中的全球資本市場會有強大的壓力要求所有的政府

遵循緊繒庄貨幣政策，以及採取為提高國內貨幣當局信用度

(cred心lity) ，而發展一種反通膨的傾向紀錄，以及（或）建立一個

（在憲法上）獨立於政府的國家中央銀行。因此強森和西克洛斯

(Johnson and Siklos, 1996)發現，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的國

內貨幣政策，大舉反映出世界利率而非國內的金融或經濟情勢。

然而，金融全球化通常也削弱了國家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的

有效性。資本稔動、解除管制及金融創新，已經改變了政府決

定國內貨幣供給與通貨膨脹水準的能力(Shepherd, 1994, ch. 9) 。

金融開放、信用的顾際化及金融單位轉換資產的能力，在在都

使政府與中央銀行更難以確認國內的貨幣供給，更遑論控制。

這些發展改變了政府有效控制貨幣供給和利率的能力，以及兩

者對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影響。國家當局仍然控制著短期利率，

但較長期的利率（通常是對投資決策最重要的）則顔向由全球市

場所決定，個別政府的影響力只是間接的，而且通常也在消減。

雖然如德國中央銀行(Bundesbank)的主要任務，便是藉由國內貨

幣供給政策的控制而降低通貨膨脹，但金融全球化也使達成這

些政策目標的傳統工具變得極爲複雜化(Juselius, 1996) 。

第四章 變動中的全琮金融模式

金融自由化的原始動力之一，是政府需要利用海外資本市

場來籌措國內借款資金。原則上，全球資本市場的一項優點為：

在一個封閉型國內金融市場中借款的政府通常會提高利率，而

若是在全球市場借款，可能通常只會帶來些微提高利率的壓

力。實際上，市場往往會對借款國加諸風險貼水。在這些環境

下，當市場減少對被認為是「高風險借款者」的借款時，借款

國可能終將面臨利率上升與匯率降低。因此具有高預算赤字和

負擔高額公債的政府，其長期利率總是較高。在這方面，資本

市場的涉入程度日益寬廣，更多的資本移動，以及彈性匯率制

的轉變，已經是改變正統凱因斯總體經濟管理策略有效性的明 230 

顯因素。由於快速和增多的資本移動，政府可能發現其難以維

持擴張性的總體經濟政策。較高通貨膨脹帶來的榮景，或是為

支付這樣開支的高額徵稅，可能會導致資金外流或是較高的利

率，以償還政府的借款。這樣的發展傾向削弱或抑制擴張性的

總體經濟政策(Garrett, 1996, p. 88) 。金融全球化增加了政府追求

國家總體經濟策略（藉由財政紀律及緊縮貨幣政策來企求低通

貨膨脹率）的誘因，因為這些都是投全球金融市場之所好。因此

政府傾向採取拒斥風險、小心翼翼的總體經濟政策，試圖揣測

全球金融市場的反應，並確保市場的認可。

二、決策影響：管理匯率

在資本控制的布列頓森林時代，國內貨幣市場孤立於外匯

市場之外，因此政府能抵銷外滙的干預來支撐酮家幣值，而不

會改變國內的貨幣供給（參見 Box 4. 7) 。這讓政府可自由地管理

匯率。由於資本控制於一九八0年代消除，這樣的隔離也無法

維持下去，因此國內和國外資產能完全地互爲替換，外匯干預

也對國內貨幣市場有所影響，反之亦然。但這項觀點卻為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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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4.7: 外匯干預的油銷

沖銷(sterilization)意指政府企匱在國內貨幣市場施以反向干預以

抵銷其在外匯市場上的操作，使得外匯干预不會影響整體國內貨

幣供給。因此，若當局當試以釋出本國貨幣來抑制匯率的升高

它們將能在本固貨幣市場賣出債券來咸少貨幣供給。大多數的中

央銀行會固定沖銷它們的干預，但這只有在本國和國外資產不具

完全替代性時才有效果。賣出本國債券會提畜利率（維持高利辛

是必要的 才能臧少投資者持有更多的債券），但若債券能完全

取代國外資產，則利率上升將會導致海外資金湧入國內，以佔有

較高利率的優勢。在固定匯丰體系下，這將會據大貨幣供給 在

浮動匝率制下將會因培力口對貨幣的需求，而提高匯率，兩種万式

皆會使最初的干預效果消失於無形。

八五年廣場－羅浮宮協定的明顯成功所挑戰。

美元在一九八O年代早期急速上升，在八O年代中期就過

度升值了(Frankel and Froot, 1990) 。五大工業國(G5 ，美鬬、英國丶

德國、法國和日本）同意有條件地干預全球外匯市場，首先是降

低美元幣值，然後是穩定美元。其計劃性的干預在其國內市場

231 中被大舉抵消，以使每個鬬家的貨幣供給不受影響。當然，雖

然研究指出這項干預顯然需為美元稍後的動向負責，但其影響

程度頗受爭論(Dominguez and Frankel, 1993) 。因此在國家的資產

並非完全具有替換性時，某種程度的國內貨幣自主性可能與匯

率的管理相容。但在許多方面，廣場－羅浮宮插曲只是個例外，

雖然其主張在浮動匯率制中，一件件零碎的外匯干預有時是有

效的，但也不會扭曲國內貨幣供給。

浮動匯率能導致幣值快速且戲劇性的轉變，但也可能危及

政府追求穩定通貨膨脹的政策（可能也是低通貨膨脹的政策）。

爲了避免這樣劇烈的移動，許多政府藉由將其貨幣釘住某一低

通貨膨脹的通貨〔如歐洲貨幣體系(EMS)會員國釘住德國馬

第四章 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克，拉丁美洲國家釘住美元〕而管理匯率，因而提供了一種「反

通貨膨脹的錨」。在一九九O年代歐洲、墨西哥和亞洲的通貨危

機之前，這被認為是項反通貨膨脹的有效策略，但這些危機卻

引發一個問題，在全球資本移動毫不受限的情況下，維持一個

被管理或固定的匯率政策是否確實有其困難。埃肯格林 (Ei

chengreen, 1996b)王張在這些情況下，唯一有效的政策選項就是

採行自由浮動匯率政策或實施貨幣同盟（亦即經由共同通貨的

建立而達成不能改變的固定匯率）。

若某國匯率完全是過度升值且無法維持，則必然會招致投

機性的攻擊。投機客能經由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調動鉅額資

金，一如索羅斯(George Soros)在一九九二年九月英鎊被迫脫離

歐洲貨幣制度時的作為；但更重要的是法人與跨國金融公司的

動作，當它們認為某通貨遭受威脅，其傾向於放空該通貨。若

政府執著於固定匯率是具有公信力的，那這樣的攻擊即會失

敗，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此種攻擊會變成有效地自我實現

(self-fulfilling)(Obstfeld, 1996) 。若被迫升高利率以防衛特定匯

率，則其在失業、較高抵押成本等的國內成本，可能大得讓政

府無法承受。若有高額的國家負債，則利率升高之勢可能無法

抵擋；若銀行體系甚為脆弱，則超過百分之百的隔夜拆款利率

(overnight interest rates)可能是必須的，但卻無法維持，即使短期

性的也是如此。在過去，資本控制使利率較順從於政府的操縱

與管理。資本控制提供某種防衛以對抗投機性攻擊，也在固定

匯率體制中保有某種程度的政策自主性。由於資本控制削弱，

例如在歐洲，當圍家成爲歐洲單一市場（Single European Market) 

的一部分時，其對抗投機性攻擊的防禦能力就十分有限，這也

是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三年通貨危機的部分原因。只有當固定

匯率制中的基軸圈家(anchor country)在遭受攻擊時儘量買進通

貨，才能有效地維持通貨平價；然而它們只會做到不干預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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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國內貨幣政策的程度而已。一九九二年九月，德國當局就不

願爲了保衛被視爲過度升值之英鎊而擴張德國的貨幣供給

當然，我們無法確定地評估關於固定匯率制在全球資本流

動環境下的主張效用。從歷史上來看，一九二0年代金本位制

232 的復甦是個經濟大災難。它起初的成功（至少在主要的通貨上）

大多得利於其運作時的情境。布列頓森林體系實際上只維持了

十三年，自一九五八年通貨可自由兌換，至一九七一年體系崩

潰爲止；而更常重新調整主要貨幣的歐洲貨幣體系（一個規模較

小的體制）實際上也只持續了十四年而已(1979-93) ，儘管是在一

個更爲金融整合的體制中。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情況下，有關

各種不同匯率管理策略之有效性和可行性的斷言，可能是言之

過早。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當代金融全球化的模式已經改

變了，藉由達成貨幣同盟來管理匯率現有策略的成本與效益。

其甚至也已經使國內經濟目標和匯率穩定之間的權衡更加複雜

化。而在目前個別政府外匯存底(exchange reserves)的規模，及

與其相關之外匯市場每日潛在周轉的情況下，任何政府能管理

其匯率而毋需與其他政府及中央銀行合作的說法，也是令人感

到懷疑。在這方面，金融全球化已增加國際貨幣合作與競爭的

誘因。但在任一時期所強調的論點，將會取決於機緣性的

(conjunctural)因素。

三、制度性與分配性的影響：福利國家

我們要民主，但我們卻以債券市場告終。

波蘭人刻在牆上的文字(Polish graffito) 

除了國家還能在總體經濟政策與匯率管理上保有部分自主

權外，還有另一種看法認爲金融全球化，正逐步改變全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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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中現代國家的形式與功能(Strange, 1996; Germain, 1997) 。全

球金融市場被視爲是重要的，其包括對「市場友善」 (market

friendly)政策持不同意識型態信念之政府的政治與經濟議題的

匯合：普暹信奉價格穩定、低公共赤字和與實質支出（特別是在

社會財方面）、低直接稅，以及民營化與解除勞動市場管制。

這些發展被認爲是特別不利於組織性勞工、公部門員工、

福利國家的受惠者，以及其他傳統的左派利益團體。在此脈絡

下，金融全球化將經濟優勢的均衡點，從勞工這邊推向資方那

邊。但金融全球化不會如一些超全球主義者所暗示的終結福利

國家。如前所述，擴張性經濟政策和強大的福利計劃不會被金

融全球化所排除，但是市場會加諸政府更高的國際借款成本或

是下降中的匯率(Garrett, 1996) 。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早前歷

史時期的案例。

有關當代情勢的獨特之處在於，金融全球化已經將外來的

金融紀律加諸政府身上，其有助於一個更爲市場友善之國家的

出現，以及國家和金融市場間權力平衡的轉變。就此而言，先

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政治議題反映出全球金融的限制，即使

金融全球化對它們的特定影響頗爲可觀。

四、結構性影響：系統性風險及改變中的金融權力 233

平衡

系統性風險是指有可能影響整個全球金融體系、而不只是

影響一個國家或金融機構集團的風險。現代金融市場的運作使

風險可被包裝和重分配，故這些制度得以規避諸如匯率波動的

特定風險；然而，這只是將風險轉型與重分配，而不是整個消

除或是減少它。但其也可能增加系統性風險。在國家金融體系

間相互涉入的情況下，一家銀行或銀行集團的崩潰，或對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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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崩解，會造成全球性的影響。例如在一九八二年的國際

債務危機見證了高實質利率和世界經濟動力滑落的結合，導致

償還暫時中止；這不只對個別銀行，也對整體國際銀行體系本

身的穩定造成威脅。在這方面，系統性風險是當代全球金融體

系的結構性特徵。

現代金融市場的規模與其所及的全球範圍，已經增加了某

些系統性危機。金融機構可能常常遭遇拖欠還款或要求展延支

付的惰沅。一九九O年代，這些機構借款給開發中酮家，不僅

遭遇到類似其在一九七O年代所面臨的風險，同時還遭逢額外

外的風險，因爲這些基金和新興市場股票交易及其他市場的表

現愈來愈有關連。衍生性金融商品引發新的風險(Kelly, 1995) 。

衍生性金融商品允許經紀商爲了可能獲取的高額利潤，而大肆

採取投機性作法，但它們同時也冒著巨額損失的風險，一如一

九九五年霸菱銀行（Barings Bank)的崩潰。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可能使風險擴大到足以導致標的資產(underlying asset)價格波動
的程度。

跨國的資金流動改變了系統性風險，以致於一酮中旳單一

或數個制度面臨到的金融困境，能對其他全球金融部門產生重

要的骨牌效應(knock-on effects) 。在一九九七年的東亞金融危

機，當泰銖被外匯市場震盪而崩潰，而導致整個區域的幣值暴

跌時，同時也影響了其他從俄羅斯到拉丁美洲等新興市場的幣

值。股票市場也受到這些經濟體流出之短期資本的劇烈流動所

影響（參見 G. Thompson, 1998) 。在一個廣闊的世界，各國市場間

的高涉入程度，意味一國的騷動會很快地擴散到其他國家。由

於大部分的國際金融交易只由少數銀行進行，一個或多個銀行

遭遇到的困境會對其他銀行有所影響。當交易雙方位於不同時

區時，可能會發生清算風險(settlement risks)一－交易旳一方履行

契約上的義務，而另一方卻可能接著破產而無法付出補償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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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當金融機構無法即時提升金融交易所需的總數時，即可能

引發流動性危機。銀行通常有二十僮美元或更多的隔夜末償還

款；雖然一般而言，短期的借貸措施允許它們為此彌補，但明

顯的操作錯誤卻顯示出一連串的困難。此種風險在新興市場中

特別明顯，在這樣的市場中，有大筆的交易量算是相當平常的，

但其支付及清算體系卻相當地落後。某一銀行的清算或流動性 234

問題，皆會對整體國際金融秩序造成重大的體系影響結果。

系統性風險的存在造成「矛盾的規則」 (contradictory im

peratives) 。一方面公共或私人金融機構所代表的欲求，即為避

免重大的國際金融危機，產生對世界金融進行更廣泛和更密集

管制之規則。因而在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後，一九九八年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年會同意更有效的國際監督機制，以及

在金融資訊釋放上達成更大程度的透明化，以企圖防止未來再

發生類似的危機。但另一方面，任何國家或金融機構並無意願

為更嚴格的管制標準所束縛，除了其潛在的競爭者亦受此等束

縛之情形以外。結果就是，管理系統性風險的管制工具經常失

敗，對那些必須有效處理的事項無法發揮任何作用。在此方面，

隨著東亞危機後的再管制，因缺乏國際層次上的堅實企圖，短

期的資本流動正指出這個問嘎。在全球金融市場具有潛在易變

本質，和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問的金融資訊瞬間散播的情況

下，系統性風險持續不斷對整個全球金融體系的運作產生威

脅，也沒有政府能自行解決這個威脅，或使其經濟免於這樣的

威脅。

系統性風險漸增的顯著重要性，也與政府（和國際性機構）

及市場之問，更確切地說是在全球金融體系中，公共和私人當

局問之權力平衡的結構性遞移，有相當強的關聯(Germain, 1997; 

Pauly, 1997; Walter, 1993) 。雖然有誇大全球金融市場力量、忽略

國家集中力量以維持其有效操作的趨勢（特別是在危機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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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有頗多引人注目的證據主張，當代金融全球化是由市場

而非國家所驅動的現象。隧著金融自由化的強化，全球金融體

系中的「有權行為者」 (authoritative actors), 開始出現一連串有

關國家權力及經濟主權本質的問題，同時也伴隨著市場及私人

金融機構的轉變。如傑曼所觀察到的，「國家已經允許私人貨幣

經紀商，經由有祖織的市場來支配誰被保證可取得接近亻言用（金

融），以及用何種方式衡量的決策」。國際信用組織已經自半公

共轉變成幾乎全然私人化的組織(Germ沮n, 1997,p. 163) 。在這種

新的脈絡中，自主性、甚至是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主權，

在某方面都已經問題重重了。

拾、結論

自一九七O年代開始，全球金融就有爆炸性的成長，諸如

當代全球金融流動與其網絡的廣度、數量、速度及影響，全都

是前所未見的。國家金融市場與世界主要旳金融中心，漸漸被

鑲嵌進一個全球金融體系之中。伴隨著這些發展，也發生了金

融涉入的過程，如只有少數經濟體能將其自身隔離於世界金融

市場每日的運作之外。在這方面，當某一區域的金融條亻牛即刻

235 影響遍及全球的多數國家市場時，全球金融市場的易變性有著

重大的國內影響結果。

相較於古典金本位體制或布列頓森林體系時期，當代金融

全球化有眾多特別的屬性；其中主要是金融交易與流動的龐大

規模、複雜性及速度。更多的通貨，和具有更多差異及複雜性

的金融資產，比先前任何歷史時期更頻繁、更快速及更大量地
交易著。相對於全球或國內的產出、貿易，大規模的資本移動

第四章 變動中的全球金融模式

是獨一無二的。這些全部都依賴於高度制度化的基礎設施，如

二十四小時即時的跨國金瀕交易，建構出一個演進中、但也造

成顯著系繞性風險的全球金融市場。當代的金骷全球化反映出

世界經濟在信用及貨幣方面，其組織與管理進入一個嶄新階

段；這個現象改變了決定全球國家、人民的當下景氣與長期榮

景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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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臺

除了全球金融之外，最能彰顯經濟全球化的普遍現象就是 236

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Cs) 雄跨全球，每年

營業額和許多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GNP)不相上下的巨型企業

帝國。一九九八年，全球約有五萬三千家多國籍企業，有四十

五萬家外國子公司及高達九兆五千僮美元的全球營業額；今

天，跨國匠的生產「超過出口，成為供應國外市場的主要模式」

(UNCTAD, 1997, p. l; 1998) 。某些多國籍企業支配了世界的油

品、礦產、糧食及其他農産品市場，而其他則有百餘家的多國

籍企業，在製造生產與服務的全球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總體

來說，一百大多國籍企業控制了全球大約百分之二十的外國資

產，雇用了六百萬名勞工，佔所有多國籍企業世界總營業額的

百分之三十強(UNCTAD, 1997, p. 8) 。但多國籍企業的成長並未

告訴我們整僭生產全球化的全貌。通訊科技與基礎設備條件的
進步，加速了全球金融市場的演進，而至少在世界上最先進的

經濟體內，全球貿易也有助於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MEs)的生產國際化。中小企業被整合進生產與分配

的網絡中，其中財貨及勞務的製造與分配是被全球化的。全球

性生產與分配的網絡不僅是多國籍企業的創造物（尤其是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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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企業帝國的版圖），也包含了中小企業的跨國連繫(Castells,

1996; Gereffi and Korzeniexwcz, 1994) 。本章將闡述生產與分配全

球化的網絡，在較爲寬廣的意涵上視其為使貿易與金融分析更

完備的因子。

壹、多國籍企業及全球生產

多國籍企業的運作是經濟全球化過程的中心。它們佔了世

界貿易的三分之二，其中同一家企業所屬不同子公司間的企業

內貿易 (intrafirm trade) ，最高可達三分之－的世界貿易量

(UNCTAD, 1995, p. 23) 。多國籍企業在科技的產生及全球散佈上

扮演重要角色，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世界貿易與科技，及佔多數

的私人研發(R&D)與其有關。它們巨額的資本需求及周期性的

大批現金盈餘，已使其成爲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玩家。它們在

貿易、金融、科技（藉由產出與中介機制的所有權）、文化的全

球化，以及軍事科技的散播上，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多國籍

237 企業和生產及服務活動的國際化有最密切的關連：它們能使業

務跨越區域與大陸。如威金斯(Wil尪ns)所言：

多國籍企業並未離開 A 匿到 B 國。當其超出丑國的噩

界，散佈到無數地主國家中時，仍將總部留在國內。跨

越（丑國或地主國）政治疆界的，是企業提供的整套管

理、統」台及組纖能力。 多國籍企業建立，獲得並管

理一名且相互關聯的商業網絡(Wilkins, 1994, pp. 24-5) 。

本章將焦點置於多國籍企業（雖然不是排除其他的）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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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財貨與服務之生產與分配的角色上。多國籍企業提供全球生

產與分配之歷史模式一個分析起點，因為從許多方式來看，它

們自地中海時期以來，即在世界經濟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多國籍企業究竟是什麼？廣義的多國籍企業是不只

在一個國家生產財貨或行銷其服務的企業。狹義而言，則是指

菸由外國直接投資，來控制及管理母國基地之外，在數個國家

中之子公司的企業。外國直接投資因此是衡量國際生產成長一

項有用的指標。但僅衡量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顯然忽略生產國

際化的兩個面向。首先，外國直接投資大約僅佔百分之二十五

的國際生產總投資額（指多國籍企業的海外公司群），多國籍企

業也自許多不同來源（如前章節所言）取得投資的資本，來補充

其外國直接投資(UNCTAD, 1997, p. 4) 。因此，「國際生產的比重」

比外圍直接投資流動「還要高」，意指「世界固定資本毛額的比

例，大約有五分之一是由多國籍企業的外國子公司所創造」

(UNCTAD, 1997, p. 4) 。其次，如先前提到的，全球生產和活動

分配體系並不只依靠所有權或控制權而已，反而涉及企業間跨

國的生產網絡(Borrus and Zysman, 1997) 。稍後的有系統量化資料

是不夠的，能提供當代全球生產模式在數額及地理規模上的可僭

賴線索，不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的衡量，而是特定產業部門的研

究。由此推論，在分析生產與分配網絡的全球化上，本章對外國

直接投資使用量化資料，在生產組織的部分趨勢上則使用較爲質

化的資料。

生產與分配網絡的全球化，意指企業活動與商業網絡延伸

跨越了世界主要經濟匾域。在其最明顯且制度化的形式上，此

涉及巨型多國籍企業組織和藉由在不同國家之工廠、子公司及

辦事處的所有權，來管理跨國商業活動的運作。另一方面，許

多多國籍企業現在也外包(outsoruce)給海外的中小企業（將價值

切成片斷），以達成既便宜又高品質的生產（參見前述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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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過程中，全球化生產或體系不涉及査接的所有權，而是出

現管制契約的關係。但同樣地，在某一國家的中小企業可能藉

由經銷，或與其他中小企業簽訂合作協定，或投資其股票而形

成全球性的生產與分配連鎖。雖然大型多國籍企業已經傾向支

配了全球性的生產與分配連鎖，但這卻不是必然的。例如古歐

瑞(Caro Cuori)這家阿根廷的女性內衣零售商（不到福特汽車公

238 司百分之零點五的營業額），在西班牙、葡萄牙、厄瓜多

(Ecuador) 、加拿大、美國及南非等國都有銷售管道(Financial

Times, 10 Feb. 1998, p. 32) 。

本章運用當代及歷史上的證據，試圖建構財貨與服務跨黻

的生產與分配之組織，自現代早期到現在是如何演進之簡約論

述。廣義而言，即企圖歷史性地鳥瞰商業活動全球化的時空及

組織面向（參見導論）。因此將審視國際商業活動的廣度、強度、

變動程度及其影響，還有其階層化與制度化的各種重要型態，

互動與基礎設施條件的上要模型等，這些支撐了不同歴史階段

的生產全球化。透過對商業全球化重要的歷史形式做比較，本

章藉此審靦當代生產全球化之重要特徵並對之做出結論。在多

國籍企業及國際化生產形塑了（若非決定）民族與計區的未來繁

榮的情況下，本章結論將評估當代全球化的生產模式，對經濟

自主性及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工權的影響。

貳、工業革命之前的國際商業

就跨越政治管轄權的生產與投資而言，外嗣直接投資至少

可追溯到中世紀時期，如培魯茲公司(Peruzzi, 以佛羅倫斯為根

據地）一般的「超級公司」 (supercompanies)(Hunt, 1994) 。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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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運遍及全歐，不僅從事貿易商務，也有自法蘭德斯

(Flanders' 譯者按：比利時西部及法國北部玭區）進口布料，在

佛羅倫斯完成服裝的生產。其內部組織使事業夥伴遍及歐洲各

主要城市，同時也形成廣闊的遞送體系。然而，儘嘗培魯茲在

丹吉爾斯(Tangers, 譯者按：非』什摩洛哥北部約港埠都市）有子

公司，但與其類似的公司在規模上並不算是跨洲的，此種發展

僅僅使遠距通訊的進步變得可行。

首批具有經濟顯著性又跨洲運作的公司，是十六世紀至十

八世紀時的一些大型貿易公司，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之間運作

某些帝國強權（尤其是荷蘭及英國，參見 Box 5.1)的東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ies) 、在北美與英國間運作的哈德遜灣公司

(Hudson Bay Company) ，以及英國皇家非洲公司(British Royal 

Africa Company) 。雖然這些公司一般而言都在單一帝國的法定

頜域中運作，同時主要也是從事貿易而非生產，但它們確實涉

及了一定的生產，因而是多國籍企業的原型(prototype)（其中除

了哈德遜灣公司外，其餘都已在十九世紀末解散了）。

BOX 5.1 :英屬東ED度公司

英屬東印度公司在－六00年取得皇家憲章特許狀，一八五八年

英政府有效地承接其功能後即被鮮散。其建立目的在於保衛和增

進英國控制的印度貿易 尤其是在與荷蘭的對抗上 役來發展成

一個股份公司有效地獨佔印度貿易中的犬部分，特別是在香科、

農業原料、鴉片和紡織方面。股份依儈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匯市而

浮動，定期受刮積極的監謦。該公司向上發展整合工廠和其他地

方性商業，從而形成國際性的生產組織。在其顛峰時期，公司的

運作帶有準國家的懽力 可以鑄逕自己的綫輅，執行民刑法管轄

權和保有其自身數以千計的武裝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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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傳統觀點仍認為不良的通訊基礎設施使這些貿

易公司無法像現代多國籍企業一樣運作，因為中央的協調統合

是不可能的。值最近的研究已經指出這種觀點過於簡化。卡羅

斯與尼古拉斯發現，這些公司在全盛時期，利用廣泛的受薪經

理人及層級結構網絡，來監視與監控每年數以百計、千計的交

易活動(Carlos and Nicholas, 1998) 。建立和維持這些組織耗費相

當多的精力。雖然通訊速度緩慢（例如印度和英格蘭問的貿易循

環，就要經過十八到三十個月），但和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之

初的多嗣籍企業相比，其內部的協調統合水準倒堪稱優秀。

以歷史的漂準來看，這些大型貿易公司幅員廣泛，更佔了

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國際貿易旳絕大部分。然而如第三章所

述，這些貿易大多僅限於奢侈品，只佔世界經濟活動的一小部

分而已。除此之外，我們很難將這些公司的影響與殖民主義的

廣泛影響區分開來。

參、工業時期的國際生產：

跨國性商業的擴張， 1850-1939

國際投資在十九世紀快速地成長。雖然如第四章所述，這

些投資主要是有價證券投資，但最近的研究指出，外厰直接投

資佔了顯著的比例，而生產國際化對某些部鬥及經濟體而言也

相當重要(Wilkins, 1974, 1991, 1994) 。在十九世紀早期，海外投

資傾向集中在原料及採掘業等初級部門。但在這昉期也有顯著

的跨國銀行活動，而自一八五0年代開始，也有一些製造業者

建立海外的運作。在十九世紀結束之際，海外投資已涇伸展到

農業方面，將外國直接投資投入到大農莊及大牧場上。在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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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上也並不具國際性的限制，只有少許的國家限制，所以對

外國直接投資缺乏有效的管制。財產權為雙邊條約所大幅保

障，而在帝國權威下也有明顯的投資額發生。

一、古典金本位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與國際商業：

廣度、強度及階層化

和一般外國投資相較，外國直接投資在一八七O年代到第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古典金本位時期成長特別快速。鄧寧評估

在一次大戰前夕，有百分之三十五的長期國際投資存量是外國

直接投資(Dunning, 1998) 。約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世界外國直接 240

投資存量集中在初級產品部門，約百分之十五是在製造業上，

其餘則是在能源與服務方面一主要是銀行業及貿易公司。外國

査接投資集中在初級部門，意謂多國籍企業對所有製造活動（其

只有有限程度的國際生產）的一小部分負有責任。

英國是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輸出國，幾乎佔了一九一四年

世界總數的一半。第二大輸出國則是美國，約佔了百分之二十，

其次依序是法國及德圍的投資客，及包括瑞典在內的一些歐洲

國家。雖然英國佔的比例相當於其他所有外國投資的總額，但

美國所佔的比例仍然頗高。特別是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製造

業及初級產品部門的美國公司開始拓展其海外的生產。

雖然有百分之六十的國際投資進入歐洲以外的開發中國

家，但其中大多集中在特定區域，大約有十7個地域佔了投資

流動的絕大多數。主要的外國投資接受者是美國、俄羅斯、加

拿大，主要初級品輸出國及奧匈帝國則緊跟在後(Wilkins, 1994) 。

這一階段的多國籍企業和當代的多國籍企業有一些相同

點，但其和早先的貿易公司則有相當大的差異。剛開始許多投

資是集中於獨立的公司 (stand-alone ventures)' 投資者管理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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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海外子公司並非國際生產連鎖的一部分。在十九世紀末期，

因採礦及農業的考量，開始在一個更具國際基礎的層面上夾加

以組織生產與分配。其中許多都在稍後成為支配初級產品生產

與分配的公司（特別是王要的石油公司）都是在這段時間興起。

通訊與運輸的改善增進了企業自公司總部控制國際生產過

程的能力。多國籍企業因而在古典金本位時期中基礎商品全球

貿易網絡的出現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製造業部門的多

國籍企業，其整合［生則遠遜於今日。外國公司典型地藉由在本

國市場外生產而開拓某些特定利益。母國控制運作的有效程

度，呈現出多種不同風貌。雖然像這樣的生產，相形之下僅佔

地王國經濟的一小部分，但無論如何，其影響性卻比其規模更鉅

大。製造業钓多國籍企業經常是當時科技最先進的企業，而能將

新產品及新製程引入經濟體，因而也對新產業的成長有所貢獻。

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商業：廣度、強度與

階層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了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但是由於其

大多是立基於既存的帝國連繫和地理上的親近，所以稍後馬上

就復甦了。一九三八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榨額，依實際價格計

算約比一九一四年高出百分之五十(Dunning, 1988) 。英國與美國

仍然是兩大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分別佔有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總

241 額的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二十五。德國持有的外國直接投資在

一次大戰後大舉消失，其他的一般外國投資也是一樣。法國持

續保有世界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十。瑞典、瑞士及日本企業的外

國直接投資也在此時期興起。今日主要的瑞典及瑞士多國籍企
業，有許多是在這時期藉由其所汲取的特殊競爭優勢，建立起

它們持續至今的海外據點。另外，日本也在海外數個殖民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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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投資，特別是在韓國建立了相當具水準的製造業。

外國直接投資的範圍和戰前相差無幾。有超過百分之六十

的外國直接投資挹注於開發中國家，但最大的地主國卻是加拿

大、美國及拉丁美洲國家，而主要的生產者與一些歐洲國家也

是相當重要的(Wil如ns, 1994) 。但外國直接投資還是侷限在少數

幾個經濟體而已，即使在初級產品產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已分散

於相當多的國家之中。美國持續在美洲進行重大投資，但在這

時期也首次出現了美國對歐洲與日本（些微）投資的風潮。

一次大戰前，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十分自由，但在兩次大

戰之間卻有明顯的轉變(Lipson, 1985) 。俄羅斯在布爾什維克革

命後，外國資產被國有化，墨西哥也是一樣。循此，在一九三

0年代國家限制資本移動的清況下，外國直接投資的廣度與強

度即有縮減。

大部分國際商業仍然集中在初級產品部門。主要的石油公

司持續支配該部門，而其他多國籍企業則控制了眾多礦產的採

掘及提煉。美國公司於水果，英國公司於茶與糖等農園上投資，

也支配了這些產品的貿易。在製造業上的外國直接投資持續地

成長。以產品或生產過程而言，通常這是由具有特殊競爭優勢

的企業所造成的，因而某些企業會在海外設廠生產以供應外國

市場。一九三0年代的貿易保護主義有時也助長了後者。事實

上在各部門，於企業之間形成卡特爾(cartels)的數量也有顯著的

成長，企業藉此工具瓜分及控制其產品的世界市場(Jones,

1996) 。在這段時間，卡特爾在初級產品部門特別普遍，因為它

們想要對世界市場的緊縮加以管理。

三、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國際商業影響

和此時期的一般外國投資一樣，外廠査接投資是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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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國際性的生產也明顯地被抑制。外國直接投資與多國籍

企業並未跨越大陸的界線，反而高度集中在少數毆家中。筐多

國家都有些微的外國直接投資，但在許多重要原料、石油以及

諸如橡膠的某些重要農產品等主要產品中，多國籍企業涉入國

家經濟的強度，遠比有始以來的任何時期都深憚甩kins, 1994) 。

在組裝生產及出口其主要產品時，多嗣籍企業也對這些經濟體

提供許多投資資本。這些國家為了增進此種發展之強度而投下

的公共支出，經常吸引頗多的證券投資。多國籍企業對這些經

濟體的影響因而十分巨大。

242 在此時期閉始之初，多鬬籍企業在製造生產業上只扮演

了微乎其微的角色，而它們對地主國經濟的影響通常也不

大，雖然多國籍企業在一九三0年代已支配了某些產業。特

別是從長期的觀點來看，在某些國家中，多國籍企業的影響

比外國酒接投資存量的層次還要大。甚至在一九一匹年之

前，多國籍企業即持續地將新產品與新製程引進地主國家，

這種清形在兩次大戰之間更加速發展。多國籍企業引進新的

加工食物及飲料，此後成為全球性的著名品牌。美國籍的多

國籍企業開始在海外製造汽車及其他重要的消費財；例如，

福特和通用汽車即於這段期間在歐洲、日本建立車廠(Wilkins,

1974,ch. 4) 。這些重要的多國籍企業在此時也根本性地改變了

地主國經濟的消費模式，同時也設立了子公司，稍後大舉佔

領了地主國的市場。經由模仿與技衛移轉，也激發了本地產

業的成長。但即使是在這些部門，生產仍主要立基在國家的

基礎上。生產的全球化在這段時間仍然有限。許多歐洲國家

及開發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僅吸引到些微的外國直接投

資。雖然初級產品對世界經濟是重要的，多國籍企業在製造

業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絕大多數的生產卻是由國家與

地方的企業所執行的。

第五章企業權力與全球生產網絡

肆、多國籍企業與生產跨國化的興起

在戰後時期，多國籍企業開始有全球性的呈現。如表 5. 1 

所示，大部分戰後時期的股票及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其成長

速度比世界收入、有時甚至比貿易遠要快速，特別是在一九六

0年代及一九八O年代中期之後（由於這些資料是各自以當時

的價格來計算，並未加入通貨膨脹的換算，因此無法直接比較

這兩段時期）。股票的衡量特別可能出錯，因為在估量其成長上

有頗多的困難（參見方法論附錄）。即使如此，多國籍企業已成

為世界經濟的主要玩家是不容否誇的：除了一九七O年代及一

九八0年代早期，前五百大企業營業額的成長速率比世界產出

還快(Barnet and Muller, 1974, p. 15; Carnoy, 1993) 。如前所述，多

國籍企業目前佔了世界出口的大多數，外國子公司的營業量成

長，也超出該企業全球總出口量的成長。在多园籍企業已經成

長時，全球生產與分配網絡的出現上，甚至就顯現出一項顯著

的生產跨國化現象(transnationalization of production) 。

表 5. 1 ：外國直接投資的年成長率， 1960-1993

外國直接 外國直接 世界產品
出口

投資存量 投資流動 毛額

1960-7 7.5 7.4 5.2 7.8 
1967-73 11.1 14.3 10.4 18.0 

1973-80 14.2 10.7 11.1 20.0 

1980-5 5.3 7.3 5.6 -0.4 

1086-94 15.0 19.4 8.0 10.7 
資料來源：計算自 Dunning, 1993b, p. 16; UNCTAD,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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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一、國際商業運作的廣度

戰後時期，最初的外國直接投資擴展來自於美國公司：一

九五O及一九六0年代，所有的外國湮接投資流動至少有一半

源自美國。美國企業對全球的採礦與農業進行投資，特別是在

石油產業上。當拉丁美洲國家在保護主義藩籬下進行工業化

時，美鬬製造業的多國籍企業為因應已縮減的出口可能性，已

經在該區域進行地方住的生產。但擴張的主要來游則是在歐洲
與加拿大的海外生產。

首先，美國的投資都集中在其熟悉的位置：只有一九六O

年代在加拿大的投資比例低於總額的一半，在英國的投資比例

則低於對歐洲投資總額的一半(Wilkins, 1974, p. 331) 。即使存有

保護主義壁壘，但在運輸成本逐漸降低、消費者需求漸增的情

況下，藉由海外生產會比由出口商來供應外國市場更為容易。

美國的多國籍公司(multinational)在各部門都具有科技領先優勢

的基礎上持續擴展。一些歐洲公司則於戰後在特定產業上發展

並取得競爭優勢，而在一九七0年代，歐洲及日本的公司也在

某些部門達到和美國公司相似的生產水準。在這整個時期，歐

洲及日本公司因而開始在海外投資，歐洲公司時常擴展到鄰近

的市場。歐洲及美國多國籍企業傾向在海外利用其最先進的科

技生產技術；相比之下，當工資漸增、日元逐漸升值，而誘使

日本公司將勞力密集活動轉移到工資較低的國家時，它們在這

整段時期仍然將先進的生產大量保留在國內。

隨著在一九八0年代早期，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相對地減

緩，到了一九］＼0年代末期又再度旺盛，而於一九九O鉭代末
期達到前所未有的紀錄(UNCTAD, 1998) 。歐盟的歐洲單一市

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大阪宣言(APEC's Osaka Declaration)（宣

第五章 企業權力與全球生產網絡

表 5. 2 ：各地區跨國併購的百分比，一九九O年及一九九五年 244 

進－出 出－進

1990 1995 1990 1995 
全世界 100.0 100.0 100.0 100.0 
工業化國家 95.4 89.4 83.1 70.3 
歐洲 61.0 45.4 41.1 31.7 
歐盟 57.0 41.9 37.6 30.9 
比利時 0.4 3.2 0.7 2.2 
法國 14.0 5.7 3.9 5.6 
德國 10.0 9.2 5.0 2.7 
荷蘭 2.6 4.9 1.3 1.1 
英國 16.0 10.6 15.7 15.3 
瑞士 3.1 2.5 2.7 0.4 
美國 13.6 27.8 34.0 26.2 
日本 15.7 6.9 0.1 0.7 
開發中國家 4.7 10.5 11.3 27.7 
拉丁美洲 0.2 1.1 5.3 4.6 
亞洲 4.4 8.8 5.9 12.8 
東南亞 3.0 8.2 5.7 12.5 
香港 0.7 1.7 1.2 0.4 
新加坡 0.2 1.1 0.4 0.3 

此表是以公司句價值為綦礎而建立的，「進－出」意指母國公司對外國公司

妁併購。「出－進」意指外國公司對本國公司的併購。「開發中國家」不包括

前誄耶或柬歐等國，所以工業化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兩者相加約比例並不等

淤世界總額（百分之百）。

資料來源： JETRO 〔譯者按：即日本對外質易維織(Japanese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的簡寫」自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 蒐集而來(http://www」etro/go/jp).

稱二0-0年，要在亞太地區亨有自由而開放的貿易與投資）

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都激勵了三大主要區域市場的發

展，例如多國籍企業已經在這各個「區塊」 (bloc)中引進地方性

生產。起初，基於擔憂這些市場可能有自我封閉於世界其他區

域外的頏向，日本公司比以往更大規模地將先進生產轉移到歐

洲與北美，而歐洲公司則在北美增加實質上的能見度。其中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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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藉由收購既存的地方或全國性公司來達成，因而閂接購入
既存的生產網絡（參見表 5.2) ：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0年的合併
與收購(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大約佔了所有進入經合顾

家外國直接投資的百分之七十，此後則經常佔據所有外國酒接投
資流動的三分之一至超過一半以上的數額，但卻只有百分之二十

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開發中國家(UNCTAD, 1994, pp. 23-4; 1996, 

ch, 1; 1998) 。另外也有其他因素有助於促進外國直接投資。

自一九九O年代開始，多數國家對它們的外國投資管制己
經予以自由化，也主動鼓勵對內投資。在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

六年這段時期，全球共有五百五十九項國家外國直接投資管制
的改變，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朝向更進一步自由化的方向
(UNCTAD, 1997, p. 10) 。這股趨勢在服務投資方面特別重要，尤

其在金融服務上，因為外圖公司先前已經面對了各式各漾的圉

家限制。雖然這段時期大多數的外國匱接投資主要是在經合國
家之間，其他國家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已改善的投資機會，也使
東亞與拉丁美洲有明顯的流入：其中有些是被民營化計劃吸引
而來，此類投資計畫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四年大約佔了流入

開發中國家之外國直接投資的百分之五至十左右，而大多數的

外國直接投資則是流入東歐的新興市場經濟中(UNCTAD, 1996, 

p. 5) 。這是自一九四五年來，東歐首次有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

流入。數件高獲利的合資案已經出現，特別是福斯汽車
(Volkswagen)對斯科達汽車(Skoda)的戲劇性重建。在一九九O年

代，由於外國直接投資擴展到轉型經濟體，外國直接投資已經
到達全球各地，而多國籍企業更是在所有的經濟體中運作著。
旨在鼓勵外國直接投資風氣的自由投資條約更進一步地提高了
此一數據。一九九七年，在一百六十二個國家中，有一千五百
一十三件類似的契約案，比起一九九二年有顯著增加的趨勢
(UNCTAD, 1997, p. 11; 1998) 。

第五章企業權力與全球生產網絡

表 5. 3 ：母公司與外國子公司的數量（依地區及國家劃分），資 245

料是最後可信的年份與數H

地區／經濟體
以國家為基礎 位於經濟體中

的母公司數目 的外國子公司數目 a

已開發國家 36,380 93,628 
西歐 26,161 61,902 
歐盟 22,111 54,862 
日本 3,967b 3,4O5c 

美國 3,470d 18,608° 
開發中國家 7,932 129,771 
非洲 30 134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 1,099 24,267 
南亞、東亞及東南亞 6,242 99,522 
西亞 449 1,948 
中歐與東歐 196 53,260 
一九九七年世界總數 44,508 276,659 
一九九八年世界總數 53,000 450,000 
當原先未被包含的某些國家之資料已可得，及當定義改變或當舊資杜被

更正時，先前數年的資料可能有頫署的變化。

a表示外國子公司在總濟髏中的數目。

b 母公司自日數目不包括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共三千六百九十五家）和一九九

二年十二月（共二百七十二家）之金融、保險及房玭產產業的數目。

c 外國子公司的數目不包括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共三千一百二十一家）和－

九九五年十一月（共二百八十四家）之金融、保險及房池彥產業約數目。

d 表示一九九四年-千六百五十八家的非錶行母公司及一九八九年的八

十九家鎄行母公司（至少有一家外國子公司的資產、營業額或收入淨值超

過三百萬美元），以及一九八九年七百二十三家非銀行及錶行母公司（其子

公司的資産丶營業額或收入淨值在三百萬美元以下）。

e 表示一九九四年共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三家非鎄行的子公司（其資產丶營

業額或收入凈亻直超過一百萬美元）及一九九二年五千五百五十一家錶行
與非銀行的子公司（其資產、營業額或收入凈值少淤一百萬美元），以及五

百三十四家美國存款機構的子公司。每個子公司代表著一個完全鞏固的

美國商業集團，其可能由數個個別公司所紐成。

實料來源： UNCTAD, 199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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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九O年代末期，少有經濟體置身於多國籍企業活動

觸角及全球生產網絡之外。如表 5. 3 所示，全球各地區，或多
或少都兼具多國籍企業或其外國子公司之母國與地主國的雙重
身分。但令人注目的是，在開發中國家之間和來自開發中圈家
的多國籍企業活動規模。這指出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的趨勢：開

發中國家對西方多國籍企業的吸引力漸增，以及它們逐漸參與

了以本地多國籍企業為根據地的全球生產網絡，並且成為外國

崮接投資顯著的輸出來源(UNCTAD, 1997, p. 1-6; Dicken, 

1998) 。在一九八O年代末期，開發中國家是三千八百多家本地

多國籍企業的母國；在一九九O年代中期，則如表 5.3 所示，
這個數目已經增加了一倍。這標示著全球生產與分配體系的擴
張。

二、外國直接投資與跨國生產的強度

一如多國箱企業範圍的成長，其強度也是一樣。雖然有廣

泛完整的外國直接投資資料，但在多國籍企業的全部活動及海
外生產方面，卻仍少有系統化的資料。但是多國籍企業在世界

經濟上旳重耍性，及在戰後時期的成長巳陣庸置疑，一如以下
分析所指出的。

衡量多國籍企業海外活動的方法之一，是外國查接投資流動佔
資本形成總額的比例（即新生產投資）。在全球層次的外國直接

投資要對多國籍企業海外的活動強度作進一步的衡量，可藉由
海外子公司營業額和世界經濟活動的比較得知。外國子公司的
營業額比世界出口的成長還要快：在一九七O及一九八O年代
已經和世界出口的水準相當，但在一九九O年代末期，則大約
高出了百分之三十(UNCTAD, 1994, p. 130; 1997, p. 4) 。外國子公
司營業額佔世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自一九七0年

第五章企業權力與全球生產網絡

表 5.4 ：海外子公司的生產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比 246 

全世界 世界私部 世界製 世界服 開發中國 開發中國家

的國內 門的國內 造業的 務業的 家的國內 私部門的國

生產毛額 生產毛額 產出 蘆出 生彥毛額 內生彥毛額

1970 4.5 
1977 5.4 11.5 2.3 
1982 5.8 8.1 12.7 2.5 4.4 5.7 
1988 6.3 8.8 15.6 3.1 
1990 6,4 9.3 16.5 3.4 3.9 4.9 
1992 6.2 9.0 17.6 3.7 4.3 5.4 
1995 7.5 10.9 6.3 8.0 
資料來源：摘錄自 World Bank, 1997;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歷年賚料估算而來。

代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上升到今天旳百分之二十五。

如果只直接衡量海外生產，此一數據則相對偏低，因生產

反映出輸入的附加價值，其中有些輸入則是進口的。這裡的數

量其實是「推測」的：少有圖家的統計當局有系統地蒐集多國

筵企業的資料，因此全球性的資料是自眾多國家的推估而建構

的。這些估算都是基於有限的資料，因而也是推測性的。如表

5. 4 所示，海外子公司的生產佔世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

例，已經自一九七0年代的低於百分之五，上升至今天約達百

分之七點五。而此數目至少佔私人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

十。製造業在海外生產的上升特別明顯，在一九七O年代約僅

百分之十，但上升到今天幾乎已經到達百分之二十了；雖然服

務產出的比例相當低，但它們也已經開始成長。開發中國家的

外國子公司佔其國內生產總值與製造業的比例也已經上升，不

過其仍然稍低於世界平均值。

自一九七O年代起，多國籍企業的海外生產已經逐漸成爲

國際生產鏈的一部分，因而在同個多國籍企業內的國際貿易快

速地成長。企業內貿易凸顯出眾多估量及資料蒐集上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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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即是在同一涸企業之中，存有何種由買者與賣者所建構

之商業關係的決定判準，特別是我們在晚近二十年已看到，除

完全擁有子公司之外，尙有其他各種制度性安排的出現。官方

單位時常無法系統性地蒐集到企業內貿易的資料。雖然整體而

言，推測的數值頗有一致性：邦突瑞(Bonturi)與富卡撒古

(Fukasaku)發現，數個經合國家的貿易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都

是企業內貿易(Bonturi and Fukasaku, 1993)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

議 (UNCTAD, 1995, p. 23) 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1993c) ，兩者都評估企業內貿易大約佔了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一。

最後，其他估算生產國際化的方法，如企業之間的跨國協

定之數目，也強化了有關全球性生產重要性的明顯趨向。在一

九九O年約有一千七百件這類企業內的協定，但在一九九五年

便高達四千六百餘件(UNCTAD, 1997, p. 5-6) 。

三、外國直接投資：階層化的模式

雖然外國西接投資的廣度與強度以及跨國生產，在戰後時

期已經有所成長，但兩者各有特定而奇特的模式。外國直接投

資的絕大剖分仍然是由少部分的經合國家所鉭成。如表 5. 5 所

示，在整個戰後時期，八個國家（五大工業國加上荷蘭、瑞典及

瑞士）的多國箱企業即佔了世界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四分之

三。值得注意的是，其股票價格是以當時的價值來估量，低估

了它們現今的價值，其可能比被記錄下的價值大約高了百分之

五十到七十(Graham, 1996, p. 11) 。

在當代有某些重要的分配性移動。美國明顯池維持其最大

海外投資者的地位，其外圈直接投資存量亦已經在絕對價僮上

持續成長。但美國佔世界外國置接投資的比例則已經滑落，從

一九六0年代的百分之五十，到今天已經剩下大約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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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5 :自主要投資輕濟體流出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 247 

1960-1994（十億美元為單位，括弧內的是百分比）

1960 1975 1980 1985 1994 
美國 31.9 124.2 220.2 251.0 610.1 

(47.1) (44.0) (42.9) (36.6) (25.3) 
法國 4.1 10.6 23.6 37.1 183.3 

(6.1) (3.8) (4.6) (5.4) (7.6) 
德國 0.8 18.4 43.1 59.9 199.7 

(1.2) (6.5) (8.4) (8.7) (8.3) 
荷蘭 7.0 19.9 42.1 47.8 146.2 

(10.3) (7.1) (8.2) (7.0) (6.1) 
瑞典 0.4 4.7 5.6 12.4 51.2 

(0.6) (1.7) (1.1) (1.8) (2.1) 
瑞士 2.3 22.4 21.5 21.4 99.6 

(3.4) (8.0) (4.2) (3.1) (4.1) 
英國 12.4 37.0 80.4 100.3 281.2 

(18.3) (13.1) (15.7) (14.6) (11.7) 
日本 0.5 15.9 18.8 44.3 284.3 

(0.7) (5.7) (3.7) (6.5) (11.8) 
已開發經濟體 67.0 274.5 507.4 664.2 2,243.8 

(99.0) (97.7) (98.8) (96.9) (93.0) 
世界總額 67.7 282.0 513.7 685.5 2,412.2 
資料來源： UNCTC, 1998; UNCTAD, 1996. 

五而已。同樣地，英國與荷蘭這兩個傳統上主要的投資國，在 248

這整個時期也已涇下降，即使它們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已經絕

對地成長。日本與德國佔世界外國唐接投資的比例反而增加

了，從一九六O年代微不足道的水準，到今天已經佔有相當的

比例，日本企業目前握有第二高的外國直接投資。稍後，法國

與瑞典也已增加了其相對佔有的比例。開發中國家的外國直接

投資也是一樣，其在一九九六年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UNCTAD,

1997, p. 13) 。同時在一九五O及一九六0年代，幾乎所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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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大的企業都以經合國家為根據地，少部分但漸多的多國籍

企業則以開發中國家為根據地，它們也取得了全球性的能見度

(Bergesen and Fernandez, 1995; D禱en, 1998) 。事實上，在一九九O

年代末期，南韓的大宇財團(Daewoo)及委內瑞拉的委內瑞拉 SA

石油公司已躋身世界百大多國籍企業之列(UNCTAD, 1997, p. 8) 。

餌論如何，多數的多國籍企業和外國直接投資流動，是在

經合國家之中組織與移動的。然而值得汪意的是，外國直接投

資流動（相對於股票）集中在經合國家的情況已經下降，「自一

九八九年後，其佔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的比例，已經持續

地滑落」 (UNCTAD, 1997, p. 13) 。從開發中國家流出的外國直

接投資芷在成長，雖然它們只佔不到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

百分之十。。這個情況被跨國併購（參見表 5. 2)的地理區位所加

強。像這樣的活動正逐漸自經合國家外移，也更加廣泛分散。

這是用以區分當代時期和先前歷史階段跨國外國直接投資活動

的相當重要之發展。

整個戰後時期，流入開發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已經持續

成長，股票亦絪。外國直接投資的廣度幾乎到達世界上所有圍

家都有某些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地步，雖叭持有的數量相當不

一致。然而，戰後時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濟體大部分的外

國直接投資比開發中國家的成長還要快速，因此外國直接投資

存量（有別於流動）仍然明顯地集中在前者之中。如表 5. 6 所示，

在一九六0年有三分之二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位於已開發國

家，大略和戰前的情況相反。自此時起，已開發國家所佔的比

例已經成長到大約佔有四分之三了。

O ：外國直接投責存量外國直接投資流動有著顔署的區別，因為前者
是測量歷史上積累約外國直接投資，而後者測量的是某段時間的外國直
接投資流入或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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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流入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的分佈情 249

況， 1960-1994（百分比）

已開發經濟體 發展中經濟體

1960 67.3 32.3 

1973 72.9 27.1 

1980 77.5 22.5 

1985 73.5 26.4 

1994 73.8 25.3 

資料來源： Dunning, 1988; UNCTAD, 1996 

表 5. 7 指出對內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更細部之分佈情況。

英國仍維持其重要性，但加拿大的相對地位卻急劇滑落。作為
地主國，西歐已經因為近年外國直接投資的湧入而再度奪回其
地位，佔了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戰後大多數

時期，美國是重要的輸出投資國，但自一九八O年起，其已經

成為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重要地點。

雖叭流入性外國直接投資在發展中國家氫所不在，但其卻

高度不規則，因為最窮的經濟體母國只佔了少於世界流入性外

國直接投資存量的百分之一。自一九七己年代早期，十大接受
外國直接投資的開發中國家所佔的比例，已經從少於一半，

升到佔了開發中國家外國直接投資大約三分之二的水準（計算

自 UNCTC, 1983; UNCTAD, 1996) 。隨著對初級生產上的外國直
接投資之減少，非訓也變得邊緣化，雖然有線索指出這種情況

正在改變中(UNCTAD, 1997) 。拉丁美洲也在相對的數字上有所
減少，但仍然佔有一席之地。最戲劇性的成長出現在東亞，雖
然這在區域經濟危機之後不太可能繼續維持。特別的是，中國
已經吸收了大批的外國直接投資，因為多國籍企業體認到當中
國著手經濟轉型時，會有大量成長的潛在可能空間。在一九九
四年，中區約佔了開發中國家之流入性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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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7 ：流入地主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 1960-1994(+

億美金，括弧內是百分比）

1960 1973 1980 1985 1994 
美國 7.6 17.3 83.0 184.6 504.4 

(13.9) (10.4) (17.2) (25.1) (21.5) 
加拿大 12.9 27.6 54.2 64.7 1 O 5 e 6 

(23.7) (16.8) (11.2) (8.8) (4.5) 
西歐 12.5 60.8 200.3 244.8 972.0 

(22.9) (36.5) (41.6) (33.3) (41.5) 
法國 22.6 33.4 142.3 

(4.7) (4.5) (6.1) 
德國 36.6 36.9 125.0 

(7.6) (5.0) (5.3) 
瑞典 3.6 5.1 19.1 

(0.7) (0.7) (0.8) 
英國 5.0 14.8 63.0 64.0 214.2 

(9.2) (8.9) (13.1) (8.7) (9.1) 
日本 0.1 1.3 3.3 4.7 17.8 

(0.2) (0.8) (0.7) (0.6) (0.8) 
非洲 3.0 4.8 20.8 27.0 55.0 

(5.5 (2.9) (4.3) (3.7) (2.3) 
拉丁美洲 8.5 20.9 48.0 76.3 199.2 

(15.6) (12.5) (10.0) (10.4) (8.5) 
亞洲開發中國家 4.1 8.0 38.0 91.8 334.8 

(7.5) (4.8) (7.9) (12.5) (14.3) 
中歐與東歐 0.1 0.2 19.7 

(0.8) 
全世界總額 54.5 166.7 481.9 734.9 2, 3 4 2. 2 
資料來源： Dunning, 1988; UNCTAD, 1996. 

分之十五，超過流入開發中國家之外國直接投資總額旳三分之

-t丿－上(UNCTAD, 1996) 。

外國直接投資在經合國家的集中，已導致許多懷疑論者宣

稱，外國直接投資的特徵就是一種特別的區域偏差，稱之為環

繞歐洲（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及亞太經合會所形成的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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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對外投資存量在各地區的數量，一九九O年 250 

南亞 東亞
北美 拉丁美洲 歐洲 非洲

北美 2.03 1.12 0.84 0.49 0.32 0.80 

美國 1.99 1.15 0.88 0.53 0.32 0.84 

歐洲 0.97 0.53 1.30 1.13 1.77 0.55 

法國 1.00 0.23 1.56 1.33 0.00 0.14 

德國 0.82 0.52 1.55 1.00 0.46 0.38 

瑞典 0.61 0.31 1.90 0.00 0.00 0.00 

英國 1. 3 2 0.56 0.79 2.11 0.72 1.01 

東亞 1.28 1,09 0.50 1.11 0.28 1.95 

0.46 1.20 0.31 1.94 
日本 13.4 1.13 
表中數字表示，｝也主區域佔各該國家對外投資存量的比例，除以 3也主國
家佔世界外國直接投資存量（不包括在投資國家中之外國直接投資存量）

一 2江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集中租度愈高。之比例的數值。數值愈高表示 7A
資料來源： UNCTAD, 1993.p. 169. 

區域(triad)（參見 Hirst and Thompson, 1996b, ch.4; Ruigrok and 

1991) 。這裡有兩項議嘎：Tulder, 1995, pp. 148-51; cf. UNCTC, 

．首先，雖然可能有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區域性叢集，但資
料毫饌疑問地頵示出有區域之間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動。
就硏究的角度來看 遣種外國直接投資流動明顯地是－
種全球性的現象。外國直接投資集中在經合國家的事賓
乃反映了其階層化而非區域化亦即其既是不規則的，

也是層級性的。

．其次，即使有此階層化模式，也並未顯現外國直接投資流
動有明廎而強烈的區棫集中性。評佔一九八五年及一九
九0年的貿易與外國直接投資流動，可以發現在外國直接
投資流動方面 反而比貿易更不具區瑊集中性(De Jong 

and Vos,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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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8 的數字顯示各區域所握有的對外投資存量之數額。
由於其僅估量股票，而不是流動，因此無法查接與貿易作比較。
但其確實顯示出，雖然投資者對其「母區域」顯現出某種偏愛，
但並不太高，而且也與區域間外國直接投資的顯著水準一致。
區域偏差水準還是比貿易方面為低(UNCTAD, 1993, p. 170) 。事
實上，在此三角區域之外的外國直接投資，才有最強烈的區域
偏差。

四、跨國性生產：階層化模式

由於國家統計當局並未有系統地蒐集有關多國籍企業及國
際生產的資料，因此任何統計證據都是拼湊式的，也大幅侷限
在製造業中。本研究將同時檢視六個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
以及開發中與轉型中經濟體的多國籍企業活動模式。

如表 5. g 所示，在本文研究的經濟體個案中，外國子公司
的企業活動在製造業產出上佔有重要地位，日本則可歸為例
外。美國從完全是個外國直接投資淨輸出者，轉變成現今最大
之外國直接投資地主國的地位（但也是個輸出者），反映出外國
子公司在其國內製造業上日漸增加的份量：一九九0年代中期
約佔了百分之－－十(Ham and Mowery, 1997) 。廬到一九七O年
代，美國產業在大部分的部門上都有明顯的科技領先優勢；當
此優勢被削弱時，在美國設廠的外國企業子公司就變得有利可
圖了。美國多圈籍企業私人產出的比例（除了銀行業外），在一
九七七年至一九九三年間從三分之一下滑到四分之一，但這掩
飾了重要的部門差異，因為美國多國籍企業持續支配國內的製
造業(~i~sey et al., 1995) 。這個下滑趨勢可能更大，但卻是因爲
傳統上多國籍企業較少涉入正興起的服務部門，而非由於美園
多國籍企業將國內的市場版圖拱手讓予外圍企業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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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9 ：外國企業佔製造業生產的百分比， 1970-1991

美國

加拿大

日本

法國

德國

英國

瑞典

a l992 
bl989 
c l99O 
d1981 

1970 
3.1 

－一

2.3 

一一

14.0 
12.l 
5.2 

1980 
3.9 
50.6 
4.6 
26.6 
15.7 
19.3d 

7.9 

賚料來源： Clegg, 1987, p. 67; OECD, 1996a, p. 36. 

1991 
14.8" 
49.Qb 
2.8c 

26.9 
1 3.8a 

25.5 
1 8.0a 

在整個戰後時期，英國是主要的外國直接投資輸出鬬，也

是主要的地主國家，這反映了其對外國直接投資實行的廣泛自

由化政策。雖然剛開始，英國的多國籍企業多將投資集中在大

英國協國家，但自一九七0年起，把投資特別集中在經合國家

(Hood and Young, 1997) 。英國多國籍企業在消費財貨、化學及工

程產品方面佔有特別的優勢，所以能在這些部門的某些部分建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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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很多；比起國內公司與某些產業，外國的子公司一般已擁

有較高的生產力水準，特別是汽車產業，流入的投資已集中在

其轉型上。因此外國子公司佔英國製造業的比例，在一九九O

年代初巳經上升到大約四分之一，外國企業支配汽車與電腦產

業的情況特別顯著。除了攻佔英國市場之外，美圈以及最近的

日本多國籍企業將生產線移到英國，也是為了方便作為進攻歐

洲市場的橋頭堡。然而特別在一九八0年代中期，酮內金融服

務市場自由化後，英國已經吸引了相當多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

金融服務業，在大倫敦市區許多企業的經營權相繼落入外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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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此，雖然大倫敦市仍然維持其所在時區之首要金融中心
的優勢，但面對在倫敦運作的外國多國籍企業，英國的金融公
司已喪失競爭力，並且節節敗退。

在戰後大部分的時間裡，法國在許多產業上推行鼓勵國家
競爭的產業政策。爲數眾多的法國多國籍企業在經合國家及開
發中國家出現與運作；在一九九二年，法國前三百大多國籍企
業佔了所有多國籍企業營業額的一半以上，也佔海外資產的四
分之一以上(Michalet, 1997) 。雖然鼓勵國家競爭是法國產業政策
的一部份，然而在法國政府對流入國內的外國直接投資設下重
重限制的同時，卻允許部分外國直接投資進入國內市場，甚至
鼓勵某些特定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一九八0年代中期，法國
對管制外國直接投資的體制予以自由化，放棄了早先許多產業
政策，也積極地鼓勵非歐盟的多國籍企業到法國設廠，以便接
近歐洲市場。隨著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增加，外國子公司佔法
國製造業的比例也已經增加到超過四分之一。

雖然德國對炸國直接投資已採取廣泛的自由化政策，流入
的外國直接投資卻不多，輸出的外國直接投資幾乎是其兩倍之
大。德國企業強健的產業體質以及高工資水準打消了外國龍接
投資進入的念頭，因此外國子公司佔國內製造業的比例仍然頗
低。相對地，德國多國籍企業已經在海外建立廣泛的生產，也
在一九九O年代成爲東歐的重要投資者。

瑞典的主要製造業企業都是多國籍企業，也都有悠久的歷
史。瑞典的多國籍企業主要投資在其他經合國家。關於外國澶
接投資輸出的政策在一九七0年代走向自由化，但有關輸入外
國直接投資的政策則直到一九八0年代才開始自由化。流入的
外國直接投資與外國子／公司佔瑞典製造業的比例都已在增加
中。

流入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與外國子公司佔其製造業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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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進入轉型（先前是計劃性的）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 1993 253 

外國直接投資 佔國民生彥 佔國內投資

淨值（百萬美元） 毛額的百分比 毛額的百分比

保加利亞 55 0.5 2.7 
中國 25800 4.5 10.9 
捷克共和國 950 3.4 20.0 
愛沙尼亞 160 3.2 12.5 
匈牙利 2349 6.9 34.4 
哈薩克 150 0.6 1.8 
拉脫維亞 20 0.4 3.5 
立陶宛 12 0.2 1.4 
摩多瓦 14 0.3 4.3 
波蘭 1715 2.0 12.4 
蘇聯 700 0.2 0.8 
斯洛伐尼亞 112 0.9 4.5 
烏克蘭 200 0.2 2.2 
烏茲別克 45 0.2 0.7 
越南 300 2.5 11.8 
實料來源：計算自 World Bank, 1995. 

比例非常低。反之，日本的多國籍企業已經籍由海外生產，發

揮其在汽車及電子產業上的競爭優勢，因此日本已經成爲外國

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日本企業剛開始是因提供國內市場與外

銷所需的生產而成長；只有在一九七0年代它們才到海外設廠

生產。直到一九八0年代推行自由化以前，日本對外國直接投

資的流入有著重重限制；即使自由化之後，在國內外壓力接踵

而來的情況下．，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仍然頗低。股份所有權的

性質也使外國子公司難以併購日本公司，而外國企業也經常發

現其難以滲入日本經濟的封閉式生產與分配網絡。雖然前述所

描繪的圖象可能有些微誤差，其仍然指出本地的多國籍企業佔

了日本製造業附加價值的一半左右，更特別強調其持續支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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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生產情況(Lipsey et al., 1995) 。

除了以上六個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案例以外，開發中
國家與轉型經濟體也已經成爲生產國際化日益重要的地點。在
開發中國家設廠的多國籍企業數目可爲證明（參見表 5.3) 。其也
反映出第三章所論及的新全球分工。但多國籍企業的投資十分
廣泛。直到晚近，多國籟企業在頗多開發中國家，只佔其國家
產出微不足道的部分，印度也包括在內。在其他亞洲經濟體中，
外國多國籍企業大約只各佔韓國百分之十，台灣百分之二十的
製造業產出，這部分反映出它們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參見
乜pseyetal. ， 1995) 。在香港、印尼及泰國所佔的比例也是相彷。
反之，在馬來西亞，外國多國籍企業就大約佔了製造業百分之
四十以上的附加價值：在新加坡則達到百分之七十左右(Llpsey
et al., 1995) 。

在別處也有明顯的變化。中國的經濟正處於重要的轉型過
程：在一九八0年代早期，國內市場中根本見不到跨國系列，
但現在也佔了約百分之十的製造業附加價值，這比例正在快速
上升，也佔了所有私人企業產出約百分之十九到二十九的比例
(Ramstetter,l998) ；在廣東省，單單外國多國籍企業的生產，就
可能至少佔了總產出的三分之一。在主要的拉丁美洲國家經濟
體中，外國多國籍企業佔國內製造業生產的比例可能高達百分
之三十。雖然對非洲少有充分的估算，但多國籍企業在特定國
家中可能相當重要，然而其佔整體產出的比例可能不高。
雖然轉型經濟體只佔了少部分（但在成長中）的外國直接投

資存量與流動，但其也已經快速地被納入多國籍企業的生產網
絡。如表 5_. 10 所示，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目前對在這些國家的投
資具有相當貢獻；但其可能低估了中國與越南的數字。事實上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數字比
十年

大部分開發中經濟體來得高。不到
，歐洲的多國籍企業，特別是汽車工業，已經將東歐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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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外國直接投資在初級、次級與第三級部門的分佈情 254

況， 1970-1994（百分比）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4 
已開發國家

流出的投資

初級 22.7 25.3 18.5 18.5 11.2 8.7 
次級 45.2 45.0 43.8 38.7 38.7 34.7 
第三級 31.4 27.7 37.7 42.8 50.1 53.6 
已開發國家

流入的投資

初級 16.2 12.l 6.7 9.2 9.1 
次級 60.2 56.5 55.2 46.2 42.5 
第三級 23.7 31.4 38.1 44.5 44.5 
開發中國家

流入的投資

初級 20.6 22.7 24.0 21.9 
次級 55.9 43.6 46.9 48.6 
第三級 23.5 22.7 26.4 29.5 
次級一般悉指菓造業，第三級則為服務業。

實料來源： UNCTAD, 1993, p. 62; 1994 引自 OECD, 1996c，計算美國丶加
拿大丶法國丶徳國、荷蘭、瑞典、瑞士、英國及日本。

經濟體整合進它們的生產網絡。

如前所述，在開發中國家中有顯著水準（正在增加當中）的

外國直接投資流出，也有爲數不少的多國籍企業母公司以這些

經濟體爲根據地。在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五年間，以開發中國

家爲根據地的前五十大多國籍企業，其所握有的國外資產增加

了百分之二百八十，而世界前一百大多國籍企業（除了經合國家

的之外）則只佔了百分之三十(UNCTAD, 1997, p. 8) 。全球生產模

式因而在所有權和控制的地理區位上變得更加複雜。

國際生產階層化轉變中的模式不僅反映出複雜的全球分

工，也與改變中的全球生產模式有緊密的關連。在第二次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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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後不久，外國直接投資主要都集中在初級產品部門(Jones,

1996,p. 61) 。但如表 5. 11 所示，在初級產品上的外國直接投資

已經趨向減少。當許多開發中國家在冷戰期誾採國有化方式生

產原料時，也反映出初級生產在世界經濟上的衰弱。在這些產

業的多國籍企業，慣常以著重原料提煉與分配之方式作為因應

之道，不過仍有部分大型多國籍企業持續支配採掘業或農業，

以及加工與分配的運作。

相形之下，多圖籍企業在今日佔了世界製造業出口的多

數。在國際來源多出自外包商與子公司的情況下，當多國籍企

業跨國性地延伸生產過程時，在中間產品（未完工財貨）上的貿

255 易也已上升（參見 OECD, 1994a, ch. 5) 。多國籍企業因而藉由企

業內貿易創造一種新的國際分工，遍及全球的生產線具有較低

生產成本或特定國家競爭條件的優勢。在這方面，多固籍企業

在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製造業出口部門已經愈來愈重要

(Blomstrom, 1990) 。多國籍企業的海外子公司現在佔五大工業國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及日本）百分之二十五或甚至更多的

出口總值(Julius, 1990) 。甚至於即使那些出口品是由中小企業所

生產的，但與多國籍企業的分配與行銷協定也經常能確保其進

入世界市場(Perraton, 1998) 。

雖然外國直接投資部分明顯地集中在製造業，在服務業的

外國直接投資也大量擴展，現在佔國際商業活動與外國唐接投

資存量的比例也日漸成長。這些活動大部分仍集屮在傳統的銀

行及貿易領域，但近來也在其他部門日漸增加，包括金融與商

業服務、資料處理及旅遊(Daniels, 1993; Dunning, 1993a, ch. 10) 。

部分來說，這是多國籍企業爲國際貿易服務建立基礎設施的結

果。當多國籍企業在海外運作時，其需要和在母國有相同標準

之服務的提供。這已經鼓勵了會計、法律及公司財務等服務的

全球性擴展。在服務部門上的國際商業活動大量成長之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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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售與分配的國際商業活動之擴展則相當有限。在所有層面
上，此種活動在部門上平衡的轉變，區分了當代時期和早期階

段。

五、商業全球化的基礎設施與制度化

雖然生產的國際合作在戰前已因電報與電話而變得可行，
但其仍然有限。過去三十年來，通訊科技已經大幅地改善，也
變得更加廉價。此外在諸如海運與貨櫃的運輸基礎設施上也有
重大的進步。資訊與運輸革命，以及管理策略上的創新，改變
了企業組織國際生產的能力。多國籍企業已經是汲取新穎全球
性基礎設施，俾在企業本身內部組織國際生產之企業的先嘔。

璽l

自一九八O年後，在眾多因素之中，資訊科技創新已經促
成超越傳統多國籍企業內部層級之模式（母國總部控制外國子
公司或是企業間的短兵相接式競爭），而組織國際生產的多重模
式。下述三種重要的進展，其重要性不必然會有優先順序，但
反映出國際生產網絡之重要性有日漸成長的趨勢。首先，在許
多多國籍企業中，跨國生產網絡的管理已經從中央控制轉變成
較少層級的形式，且賦予子公司更大的自主性並鼓勵雙向溝通
管道的管理模式。國際生產連鎖管理的複雜性，尤其是當子公
司採取新科技和（或）必須對變遷中的市場條件做出回應，可使
其成為更有效的國際管理策略，而不是僵滯的層級體制(Ernst,

1997) 。其次，多國籍企業逐慚將契約 2561997; Borrus and Zysman, 
外包給中小企業，以降低生產成本及更具彈性，使多國籍企業
得以克服因為市場條件變遷而增加的成本。相對於它們在生產
組織上的優勢，多國籍企業因爲掌握全球市場知識，而使其身
爲市場資訊掌握者與市場組織者的競爭優勢益發凸顯（參見
Casson, l995) 。第三，在鄧寧(Dunning)所稱之「聯盟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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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hancecapItalism)的發展下(Dunning, 1997) ，同個產業的企業爲

避免一連串風險，因而增加了彼此的合作。在不同國家企業間
的分散風險(UNCTAD, 1997, p. 12) ，及一系列的非證券協定，在
戰後時期已經成爲常態，如先前所述，其每年的數目在近年已
自一九九O年的一千七百六十件，躍升到一九九五年的四千六
百件(UNCTAD, 1997,p. 12) 。這些包括了外包關係(subcontrac皿g
relaUonsh1ps)和採購，以及合資事業(cooperative ventures)來發展
特定產品及進入特定市場。但這些合作案的統計數字不包括策
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s)（指不同國家企業間爲了共同分擔風險
而投入合作研發，並因此共同開發出新科技）。這種聯盟的數量
從一九九一年的二百八十件，上升到一九九三年的四百三十
件，雖然增加率已經減緩(UNCTAD, 1997, p. 14) 。但在一九八O
年代期間仍有超過四千件的聯盟形成，其主要集中在最具科技
彈性的產業，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在生物科技與資訊科技(0ECD,
l996a,p.45) 。許多聯盟不只是跨國界的，也是跨大陸的，因而

明顯地具有全球性的面向。例如，在一九八0年代期間，美國
多國藉企業和日本企業幾乎有六百件策略聯盟，而與歐洲企業
則有超過九百件的策略聯盟(Ham and Mowery, 1997) 。策略聯盟
有兩項重要性。首先，企業們不再彼此視爲競爭對手，而逐漸
增加合作以發展它們聯合在一起的競爭優勢。其次，企業不再
只能依賴自己或其母國的科技基礎來創造競爭優勢，因而必須
增加全球性的運作來達成。

但這不僅限於開創資訊與運輸革命的大型多國籍企業，立
足於地方的中小企業爲確保其產品有更大的市場或極小化生產
成本，也已經開始跟進。如柯司特(Castells)所言：

不論是大型或小型，企業策略的目的就是直接或經由在
世界市場中運作的網絡，在世界各地銷售。而事實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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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而言，咆多虧有新的通訊與運輸科技、管逕及機會，

產品才能銷售到世界各地(Castells, 1996, p. 95) 。

某些中小企業可能被納入由生產者主導的全球網絡，在這

種生產網絡中，大型多國籍企業將業務外包給全球各地的零組

件工廠（如汽車產業上），本身則位居中心而組織生產；然而中
小企業也可能被納入由買方市場主導的全球網絡〔如耐吉

(Nike) ，班尼頓(Benetton) 〕，在這種市場網絡中

大型零售商、附掛品牌的商家以及貿易商，在各個出口國

家中設定分攏化生產網絡方面扮演中樞角色。典型例子

如，位於第三世界的生產一般都由獨立的第三世界工廠，

依買主與設計產品之品牌公司所提供之原始指定規格書來

製造成品（並非零組件）（Gereffi, p. 97) 。

不過，雖然中小企業被鎖入全球生產網絡當中，但其並未 257

直接受到控制，籍由在若干部門間風險共同承擔的建立及市場．

利基(market niches)的創造，新的通訊模型促進了中小企業間跨

國界網狀系統的出現(Castells, 1996, p. 160; O'Doherty, 1995) 。

這些發展有助於「全球製造體系的出現，在這體系中，生產能

力散佈至空前大量的開發中國家，即如同工業化國家」 (Gereffi,

1994, p. 25) 。這是否如柯司特、格雷及其他學者所言，代表著

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型，仍是個爭辯不休的問題(Lash and 

Urry, 1994; Castells, 1996; Gray, 1998)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基

礎設施條件已經促成了一個超越鉅型多國籍企業限制的企業全

球化。

與貿易或金融領域截然不同的是，戰後時期並未出現管理

多國籍企業與國際生產的國際體制(international regime) 。聯合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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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開發中國家，在一九七O年代企圖起草管制多國籍企業的

法案，也因經合國家的反對而胎死腹中。結果對外國酉接投資

的隈制仍然存在，外國企業則經常服從於來自國內各單位的不

同規章。不少國家藉由禁止或對外國所有權程度設限，而對外

國企業進入其經濟的主要領域採取限制的措施。新的外國直接

投資必須被審查，只有在國家當局點頭時才被允許進入。在管

理外鬬企業併購國內企業的規章上，各國也多有不同，特別是

在對懷有敵意的兼併上。它們可能對外國企業施以營運上的要

求，諸如要求其採用部分比例的本土零件、雇用一定數目的本

地勞工，或達到某種出口目標。差別待遇的徵稅體系可有效地

遏止外國企業，或對某類企業示好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

如前所述，在戰後時期相對於其他經合國家較為限制的政

策而言，英國、德國及美國對外國直接投資採取廣泛的自由化

政策。但自一九八0年代起，各鬬國內的外國直接投資體制已

經廣為自由化了(Safarian, 1993) 。一般而言，經合圍家已放棄稍

早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監視體制，而開發中國家也已經解除

先前許多的限制。國內的自由化壓力已為多邊的及區域的體制

（歐盟的歐汨單一市場計劃、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亞大經合會

議，以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加深。尤有甚者，政府已經傾

向這樣的觀點：它們無法容忍放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好處。

開發土圜家在戰後時期，對外國直接投資與多國籍企業的

政策也已經有相當的改變。早期有一些國家積極歡迎外國直接

投資的流入，但其他則對多國籟企業設下重重限制。除了將外

國直接投資限制在某些領域外，開發中國家經常對多國籍企業

設下營運上的要求。甚至在一九五0及一九六0年代時，開發

中國家有為數頗眾的國有化及沒收充公之清形，其中大部分是

在初級部門產業上。但在製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逐漸顯著時，

國有化及充公即已經逐漸減少，換言之，國有化將使經濟體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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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重要新科技的流入。

雖然缺乏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運作程度系統化的衡量，然而
在質與量方面的證據則指出，在一九八0年代期間，對國內的
外國投資控制有明確朝向自由化的走向，尤其是在一九九O年

1993,ch. 12) 。開發中國家與 258代時(UNCTAD, 1996, ch. 5; Safarian, 
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自由化已經穩定地增加，也有超過一百個國
家在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間，使它們的外國直接投資體制
更加開放。在缺乏一個外國直接投資的全球體制之情況下，雙
邊投資協定如前所述，成為藉由明定稅則與管制來促進國際生
產的主要機制。單單在一九九六年就有一百八十二件這樣的條
約，平均一個星期就超過三件，在一九九八年這種條約的總數
更高達一千五百一十三件(UNCTAD, 1997. p. 11; 1998) 。當有更
多的開發中國家尋求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地主國時，這些條約
旳模式也已經改變。經合國家佔這些條約的比例在一九八九年
有百分之八十三，現在則只有百分之六十二。甚至在一九九六
年，這樣的條約有三分之一是在開發中國家之間完成的
(~NCTAD, 1997, p. 11) 。這樣的發展部分反映出，開發中國家已
經屈服在世界銀行及其他有關自由化外國查接投資控制之跨國

性機構的壓力之下。

外國直接投資自由化的制度性推力來自於主要的經合國家
政府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本身，以及來自諸如北美自由貿協
定、歐盟及亞太經合會的區域性協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緘成
員國要求政府遵守有關外國投資所涉及到的依據：「國家對國際
投資者之對待」與制定「透明、自由及穩定的外國投資規則」
等等明確條款與標準(OECD. 1998, p. 1)。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制
訂時，美國自由化的外國直接投資規則也已經適用於加拿大與
墨西哥。亞太經合會也發展出一組共同的自由化外國直接投資
規則。在這方面，歐？｝I、|國家的博況則仍然多有不同：當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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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政策式微，捕貼與類似誘因等的限制措施已被全然放棄

時，歐盟也立法確保資本在會員國中的自由移動，並對補貼與

其他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誘因設定一些限制。

在開發中國家則已經有朝向外國直接投資體制自由化的改

變。除巴西外，大部分拉丁美洲的經濟體已展開自由化政策，

但仍然對投資汁劃予以有限度的監視，也對多國籍企業的營運

做出些微的限制。一九九七年的危機之後，所有東亞國家都已

經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採取自由化的政策。尤其中國已涇從

全面控制轉變為較開放的體制。非洲諸國的立場則頗為分殊，

但其中有許多國家已經在一九九O年代期誾，解除了對多國籍

企業的限制與要求。在磚型經濟體間，特別是其中較為先進的

經濟體，其對外國直接投資的諸多限制已經減少或消除了，雖

然在某些案例中國內企業對於與外國合資仍有強烈的偏好，而

較不願見到完全被外國擁有的子公司。

雖然對外國直接投資並其正式的多邊體制，一種全球性體

制的要素正逐漸醞釀浮現。多邊投資協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欲消除所有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國家控制）的談判

在一九九八年末被無限期地延後。然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持續宣揚更大的透明性，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管制的國際調和。對

多國籍企業控制活動的自由化也藉由世界貿易組織而實行。一九

九O年代末期，其負責執行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s 

on Trades and Service, GA TS) ，該協定尋求的部分服務貿易自由

化，因而增進了多國籍企業在服務業產業的地位。世貿組織在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TRIPS)則增進了多國籍企業有關專

利、商標及類似競爭優勢來源之全球獲利的權利。限制「貿易

有關投資措施」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 ，對政

259 府強加在多國範企業身上的續效要求之權力有所拘束。此外，

促使金融服務與通信傳播貿易自由化的指標性協定已獲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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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而其也將對這些部門上之多國籍企業活動及投資產生重大
的影響（分別參見先前的第四章與第一章）。
除了這些多邊措施外，也有日漸增加要求合作與協調的壓

力，甚至是要求各國的商業競爭規則須和反托拉斯政策一致。
在多國籍企業活動的強度及全球生產網絡存在的惰況下，任何
對商業競爭有潛在限制的國內措施，皆會受到如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或世貿組織等多邊機構，或是如歐盟或北美自由貿易協
定等區域性組織施以全球性的監督。結果之一即是國家的競爭
政策更加屈從於外部的監督。美國或是歐洲的競爭當局，以外
交或法律手段干預重大企業合倂或收購案的作法，在過去普遍

今這種作法卻可能會削弱其自被視為一種單純的國內議陘，如

身產業或企業的競爭地位。在一九九六年至九七年間，有名的
＾併案，美國競爭當局即波音與麥道(Boeing-McDonnell Douglas)'§ 

）（其對合併設有某些附帶條歙）尋求歐盟執委會(EU Commission 
的默許，以避免在歐盟當中對新企業商業活動的限制形式採取
任何行動。此種高獲利的案例已經促成了一種朝向商業競爭全

的商業營運及競爭規則，能有球體制的潮流，至少對「國內」

較更進一步的國際監督。

這些發展暗示了一種朝向公平歩勺待外國與本國企業的轉

變。當政府積極嘗試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時，後者有時會遭到不
利的對待。許多開發中國家已經建立了不適用一般國內管制要
求的自由貿易區；當有更多的國家已經走向自由化時，有一種
朝向提供租稅假期及其他誘因的轉變。經合國家在國家或次國
家層次上，也提伊了頗多有利的租稅條件、完全補貼及類似吸
引新外圍直接投資流入的優惠條件。結果確保一定程度的「全
球遊戲場域」之壓力，已迫使政府對國內管制及競爭者政策更
加｛主意，因為從租稅到健康標準（譯者按：如環保與勞工保没政策等）
等所有領域，都可能在不知不覺間使其企業在全球市場上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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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地位。在此過程中，影響一國商業的國內政策即因而有
了國際住的意涵，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的。

伍、多國籟企業與全球生產網絡

企業會從事國際生產，乃因爲它們擁有某種特殊的競爭優
勢，而經由國際生產最能發撣此種優勢。此優勢可能是一種專
利產品或技術，但也可能包括管理技術以及專業技巧、企業或
其人員等無形資產。即使如此，有這種優勢的企業也不一定要
在國外生產：國外市場仍可藉由出口及許可技術移轉給海外生
產者之方式獲得供應；或將生產過程發包給其他獨立公司，而
這些公司可能有執照以使用優勢企業之技術。然而，全球生產

260 網絡的發展，必須涉及企業之中或企業團體間跨國交易的策略
性組織，而非籍由市場機制。雖然經濟全球化經常只被簡略地
解釋成全球市場的散播，但多國籍企業的成長以及全球性生產
網絡，代表了某些事物而不是差異：在各企業內和各企業之間
生產及分配之跨國組織日漸成長，而非透過市場。國際市場因
而不是完美的：如果國際市場完美無瑕，那麼多國鐠企業與全
球生產網絡將不會存在，因爲對多國籍企業而言，如果它們透
過企業內部或企業網絡，而非市場關係來組織其經濟活動時，
它們的經營成本必然會大幅降低。

由於國際貿易與運輸成本的限制，促使企業在海外設廠生
產而非以出口的方式進入國外市場。多國籍企業可以在國際間
組織生產，以求生產過程的特定階段能在海外獲得較低成本條
件的優勢。但在企業之中組織國際生產，而不採行獨立生產的
策略優勢，是肇因於兩項因素：首先，其有助於防止任何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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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技術優勢擴散給潛在的競爭對手；其次，在某個程度上，

多國籍企業的競爭優勢不僅只是依恃條列化的知識，而是依賴

於企業之中不成文的知識與專業。獲利的最佳工具是透過企業

內部的海外生產，而不是授權生產或轉包給海外。

一、全球競爭與商業組織的全球化

多國籍企業在戰後時期成長茁壯，因爲它們已從其具有的

國際競爭優勢上獲利。在某些案例中，競爭優勢源於規模經濟

(economics of scale)與範疇經濟(economics of scope) 、優異的管理

技術以及／或逼及全世界的銷售網絡。但多國籍企業在戰後時

期，其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應是科技的創新(Cantwell, 1989; 

Clegg, 1987) 。多國籍企業多是最創新的企業，也是科技最靈活

產業的代表。它們佔了私人研發支出的大多數。科技創新甚至

協助「切割價值鍊」（參見第三章）的過程，藉此，單一生產過

程能被分成數段，也能全球性地分配。多國籍企業的擴展因而

反映了其創新的能力以及在國際上獲利的能力。

然而，當多國籍企業支配全球生產及眾多財貨與服務的分

配時，它們的科技及組織優勢在面對競爭時，並非牢不可破的。

在許多部門中，從電子到成衣，一些中小企業持續創新且具有

彈性的能力，創造了一種「超競爭」 (hypercompetition)的環境，
迫使既有的多國籍企業屈居守勢(D'Aveni, 1998) 。競爭優勢因此

不再僅存於產品及科技之上，也依賴創新的發生與新產品（如時

尙產品等）在生產與分配上的速度（參見 Borrus and Zysman, 

1997) 。此種全球競爭的上升速度更因「資訊科學」 (informatics)

革命而大舉增進(Castells, 1996; D'Aveni, 1998) 。這些因素已經促

使生產方和買方所構成的跨國界生產與分配網絡得到成長，其

允許「中小企業和主要企業連結在一起，而形成能全力創新與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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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的網絡」 (Castells, 1996, p. 165) 。

商業全球化因此依賴兩項要素：企業的創新能力，及其在
通訊科技與管理技術雙重進步的幫助下，有效組織跨國生產與
分配網絡的能力。假若一如以往，跨國住的生產只是為了規避
貿易壁壘而被採行，那只能預期其擴張將是緩慢的，或甚至是
倒退的，因為貿易的限制與運輸成本已經急劇下降了。相對而
言，這樣的擴張仍在持續當中，亦即無法單獨用貿易壁壘來解
釋跨國生產之成長，更重要的反而是企業科技與產品創新的能
力。

當科技創新對多國籍企業的競爭優勢變得更加重要時，有
愈來愈多的誇因促使在企業內部、或是多國籍企業所編組之地
理分散的企業網絡內部，進行組織生產與分配。鄧寧主張，這
正在創造一個新的環境，因爲企業內部的交易相對於市場交易
正變得更加醒目(Dunning, 1993a, ch. 12) 。但在此也有一個古怪
的矛盾，當經濟全球化有助於全球市場的形成時，商業的全球
化也鼓勵企業內（及企業間）網絡的蓬勃發展，以逐漸取代市場
交易的環境。若是如此，我們將可預期當多國籍企業內部交易
增加時，企業內貿易佔世界貿易的比例也會上升。如前所述，
雖然企業內貿易頗高，但在過去十年中，其佔總貿易額的比例
則仍然頗為穩定。但由於貿易相對於世界收入已有上升，這往
往暗示著相對於世界產出，企業內貿易也已經上升。
雖然各個多國籍企業在組織企業內部生產與貿易的能力上

多有不同，但多國籍企業集體供應全球各地市場所需，且跨越
全球各地從事生產則是無庸置疑的。即使個別多國籍企業並供
給每個單一國家的市場劇是每個國家取得原科，但因全球生產
體系的擴展，它們的集體活動已經造成一種朝向更高度全球競
爭的結構性轉變。

讓疑論者傾向質疑是否真有此種轉變。他們提出即使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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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多國籍企業，也經常將它們的生產、銷售、資產、利益及

研發設備的大部分投注在其母國中（參見 Hirst and Thompson, 

1996b, ch. 4) ，並做出結論：「全球企業是具有國際營運的國內企

業」 (Hu, 1992) 。其他學者，特別是波特(Porter, 1990) ，接受了多

國籍企業目前正處於全球性競爭的說法，但卻認為它們仍然植

根於其母國的經濟體系與文化；在這種觀點中，多國籍企業主

要自國家根基取得競爭優勢，而採取全球性策略以面對競爭。

史塔福特(Stopford)與史傳基(Strange)及其他學者則宣稱，雖然該

觀點捕捉到多國籍企業在戰後成長的重要層面，但國家根基則

愈來愈不足以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 (Stopford and Strange, 

1991) 。在海外的企業已獲取它們自己的科技優勢。其他諸如優

異管理技術等競爭優勢來源，也隨時間而散佈出去。眾多學者，

包括狄肯(Dicken, 1998) 、鄧寧(Dunning, 1993a) 、霍華斯與伍德

(Howells and Wood, 1993)等人也主張多國籍企業現在不再只自

其母國的根基獲得競爭優勢，而是逐漸在全世界開發競爭優勢

來源，因而在全球性的根基上組織它們的生產。它們在數個國 262

家生產以及瞭解在不同地點產生之競爭優勢的能力，賦予它們

一種全球性的觀點，及全球性的競爭優勢。在諸如朱里亞斯

(Julius, 1990) 、大前研一(Ohmae, 1990)及瑞奇(Reich, 1991)等趙全

球主義論者的觀點中，多國籍企業是「不受束縛的」 (footloose) • 

準備在國家之間移動，以轉移生產與汲取國家競爭優勢來源求

取極大化其利益，但經常是因無法移動的勞動力而為此付出代

價。

這些相互衝突的觀點有兩項重要中心問題。首先，這些觀

點中的任一個皆可適當地解釋目前的國際生產模式？其次，認

為多國籍企業是具有海外營運的國內企業，而其競爭優勢也僅

或主要汲取自其母國根基而已，是最好的理解嗎？以下我們審

視四項重要產業部門多國籍企業的運作，並對這些比任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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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的啓發還更為複雜的問題提出一組答案。

二、全球生產網絡：部門問的比較

對重要產業部門之間、其本質和全球生產組織的差異，來
作一個比較，可以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靈感。本節對汽車、電
子、化學及紡織等回項產業作了一番考察。這些部門大約佔了
重要投資經濟體產業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一半，這些經濟體包
括法國、德國、日本、荷蘭、英國及美國(0ECD, l996c) 。當外
國直接投資的流入明顯有助於這止b立＝晶門的資本形成時，國際原
料來源、分配及海外銷售，對所有這些部鬥也都具有策略上的
重要［生。紡織與成衣僅佔了大約百分之二的世界外國直接投資
存量，但其也是最依地理區位而分布的產業，在其中，生產與
分配的全球性網絡更是重點中的重點。相對地，化學產業佔了
大約所有產業外國湞接投資存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而電子器
材與汽車產業則分別各佔了百分之十以上。

（一）汽車產業

在戰後經濟興盛的時期， 汽車產業被稱為是火車頭產業或
許有所爭議。美國的生產者如福特、通用早已經建立運轉，但
在戰後時期才達到前所未有的擴張，特別是在進入歐洲這一點
上。當美國企業在歐洲及其他地方複製其大量生產線時，國內
市場的保護措施與運輸成本使外國直接投資成為打進這些市場
最顯要的工具。雖然大企業在取＇囯一每巾場重要佔有率上獲致成
功，但在被保護的歐洲市場上，國內性的競爭者也出現了，而
通常也為其政府所捍衛。

在一九七0年代，具競爭性的日本產品傾銷進入美國與歐
洲市場。其競爭優勢的來源是取自創新的管理技術，即是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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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的「精實生產」 (lean production) 。這些技術降低成本並提

高品質，也縮短了引進新模式的摸索時間。起初日本生產者透

過出口而競爭：它們的靈活性部分是來自和零組件廠商的外包 263

契約，而這也促進了在地理上將生產地集中在接近供應廠商的

策略。由於一九八0年代美國與歐洲對進口的限制，促使日本

轉向國際化並到這些市場去設廠生產。日本多國籍企業一開始

利用高水準的進口零件，但逐漸和地主國家零件商培養出不錯

的關係。與零件商締結的外包契約日漸增加，也反映出日本零

組件製造商進入歐洲市場的移動。美國與歐洲對日本競爭的回

應是，接受其許多的管理技術，並進行可觀的企業重整(corporate

restructuring) 。

國際化的生產與逐漸下降的貿易壁壘，已使汽車產業產生

了全球性的競爭(OECD, 1996a, ch. 4) 。主要的汽車生產業者，至

少有百分之四十的生產是經由出口或外國分公司銷售到國外

的。所有零組件約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從國際上取得，企

業內貿易佔了該部門大多數的貿易。美廟企業已開發出最具地

理區位I生的廣泛生產網絡，以作為降低成本的策略，因此，例

如歐洲的生產製程目前已延伸到數個國家之間。然而世界汽車

的夢想，即一種可銷售至全球且可於全球組裝生產的模型，仍

然尚未實現（福特已漸關閉掉 Mondeo 車種的生產線）。相對地，

歐洲的企業已經少有地理區位的廣泛網絡，但它們經由跨歐

洲，包括東歐的組裝生產線，已經增加其在海外市場的能見度。

在此產業中具有可觀的跨國合併，特別是在英國，許多外國多

國籍企業已經接管了國內的生產者。歐洲企業也經由與亞洲業

者的合資及合作協定以擴展其全球麐角。雖然日本企業傳統上

儘可能地進用和其組裝廠地理相接近之廠商所供應的零組件，

但成本壓力已迫使它們在國際間從外國廠商與外包廠商引進零

組件：現在日本企業生產網絡的運作和歐洲及東南亞已有所連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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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UNCTAD, 1996, pp. 100-2) 。

（二）電子產業

電子產業在生產過程各階段中是第一個擴散到開發中國家

的產業。不僅生產過程在國際間擴散，在世界市場上也有高度

的洲際貿易和企業競爭。特別是在電腦及其相關產業上，價格與

產品創新方面高度的競爭，也造成極端的競爭(hypercompetition) 。

這反而促使企業將焦點置於如電視、錄影帶等的消費產品；雖

然這其中也有重要的差異。東亞與北美的電腦出口多是在其他

地區，而且大部分的電腦貿易可能都是企業內部的貿易(OECD,

1996a, ch. 3) 。該產業爲美國與日本企業所主導，歐洲企業只佔

264 了相當少的比例。起初，美國企業在歐洲投資，但自一九六O

年代後，東亞與拉丁美洲成爲製造過程中、勞力密集部分重新

設廠較爲重要的區域，雖然電腦產業的科技最爲先進，組裝過

程則輸出到海外的生產線。在一九七O年代，日本的生產者達

成令人矚目的成功競爭，而主導了整個產業。又如汽車產業的

創新管理技巧也是關鍵因素之一。直到一九八0年代中期，比

起美國企業，日本企業還是相當國內取向的：它們佔國內生產

多數比例，也自國內企業取材，在國內生產而獲得競爭優勢。

爲了回應日本的競爭，美國不僅藉由海外生產來加速降低成

本，也強化了其和亞洲零組件供應商的關係。相對地，歐洲的

生產者除了有政府支持外，其餘在這方面的競爭表現則多欠

佳。

日本的電子大廠在一九八O年代大幅增加在海外的投資，

在日元升值及國內勞力成本上升之際，其在歐洲與北美投入了

尋找市場性質的外國直接投資，在東亞的生產也有更近一步的

擴展。結果，一種層級性的生產組織已經橫跨全亞洲發展。勞

力最密集的生產過程也已從如韓國等主要經濟體，遷移到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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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經濟體去，如中國。韓國已經憑籍它自己的本事而成爲最
終電子產品的重要生產者，也對其他既有的生產者造成競爭上
的挑戰。當美國在東亞區域強化其與零組件供應商的網絡聯繫
時，生產網絡已經廣泛地散播到東亞各國及歐洲的多國籍企
業。對該產業的企業而言，管理複雜的供應連鎖是競爭優勢的

一項主要來源。

厄斯特(Emst,1997)主張，電子產業正自「部分」移轉成「系
統性」的全球化。企業在有關價格與產品發展上面臨了嚴重的
競爭壓力，而此也導致它們的運作在地理上與功能上皆出現重
組。如前所述。生產過程的統合對於企業在產業中的競爭力十
分重要。部分生產過程有相當高的規模經濟，所以特別是在個
人電腦生產上，當在其他生產過程的階段自外部向開價較低的
供應商引進零組件時，企業已經企圖藉集中這些活動（加上研發）
來合理化其營運。然而並非將生產完全移轉到企業以外，多國
籍企業已與供應商間發展出深入而廣泛的關係（生產者導向的
生產網絡），甚至企業和供應商間所有權的界限也到達十分模糊
的程度。此外，生產的發展不僅需要研究與開發(R&D) ，尙需
企業整體的創新與改善。這是藉由強化生產者間的雙向關係。
在這些生產者導向的網絡中，企業因而能不間斷地去改善產品

（參見 Barrus and Zysman, 1997) 。自層級性的組織架構轉移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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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企業分支機構，和（或）多國籍企業與其供應商和消費者之
間的網絡，在生產上提供了更大的彈性，並使持續不斷的產品
創新更加容易且經濟。生產網絡即代表著一種新的公司組織模
型：網絡企業~network enterprise)(Castells, 1996, ~- -~68) 。
競爭壓力使多國籍企業正視幾項目標的達成：低價、產品 265

發展及快速散佈到市場，這些目標彼此產生相互衝突的要求。
其中一種結果就是高水準的策略聯盟和企業之間其他形式的合
作協定，這些企業中大約有一半是座落在不同的大陸上(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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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a, ch. 3) 。在此部門，多國鐘企業不能僅依恃其母國的根基

來創造競爭優勢，也需要著重海外的網絡和海外企業的協力，

而海外的研發投資大部分也特別是爲了新產品的發展。雖然電

腦產業上研發的國際化只是最近的現象，其在世界主要經濟區

之中及之間也變得更加重要了。

對比之下，消費電子企業在地理上則較爲集中，雖然該產

業已出現可觀的生產跨國化(OECD, 1996a, ch. 5) 。計算此部門的

企業內貿易不太容易，但該數值並不會太高，美國企業大約只

有百分之十而已。這可能是因爲美國較常利用外包契約

(subcontracting) ，而歐洲與日本的多國籍企業則將焦點置於海外

子公司的生產，及較高的企業內貿易（參見 Borrus and zysman, 

1997) 。生產標準化及某些開發中國家技術水平的提升，已導致

有半數以上的世界電視生產線移出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之

外。該產業的特徵是在組裝上具有高度的規模經濟，因此組裝

具有地理集中性，但在較低成本供應商引進零組件方面，於地

理上則是分散的。韓國生產者藉由在工資較低之經濟體的子公

司或轉包商，已經和東亞及經合國家中的組裝廠與零組件生產

上建立生產網絡。日本企業也已將生產移到歐洲與美國，以確

保進入市場的管道。亞洲與歐洲的生產者則已朝向生產、分配

及研發的全球策略。美國生產者已經嚴重慘敗，將大部分的市

場輸給了亞洲與歐洲的企業，所以今天大部分在美國從事的生

產多是外國廠商；但美國國內的科技創新仍然很重要，重要的

廠商也已將研發部門建立在此。歐洲的廠商已經相當不錯，但

即使在歐洲，進口及外國子公司也佔了消費電子產品營業額的

大多數。

（三）化學與製藥產業

化學產業上的國際生產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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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大戰之間，化學產業是卡特爾化的，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後，其已經展開深厚的全球性競爭。該產業可被區分成工業
性（約佔總額的一半），農業與製藥產品（約三分之一）；石化產品
則涵蓋前兩類範疇的絕大部分。本產業在戰後時期已開始壯
大，目前約佔了百分之十以上的工業產值。石化工業的特徵是
高度的規模經濟及相對標準化的科技；某些製藥生產也有高度 266
的規模經濟，但具創新性質的製藥生產，其最大的特徵則是高
水準的研發支出。

美國石化公司在大戰後快速地建立跨國性的運作，並實行
最鉅大的全球分配策略，據以組織它們的生產。帝國化學工業

ICD已取得強勢的國際能見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度，其大體是奠基於大英帝國範圍內的貿易；當其他歐洲企業
保有重要的母國基礎時，初期先發展的國內生產且擴張到國際
上。由於化學工業是高度規模經濟的，企業群多集中在少數地
點而將產品輸出到市場，即使有相對標準化的科技，多國籍企
業一般而言並非採用授權的方式，而是較偏好地理性地集中生
產，以保持科技優勢。由於化學產業的主要市場，多位在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諸經濟體內，加上工資也僅相對地佔總成本的
一小部分而已，所以只有些微的誘因，無法如其他產業一樣轉
移到開發中國家。一九八0年代競爭加劇，加上市場縮減、成
本上升，導致收益率下降；這些都促成此產業的合理化，因此
變得更加高度地集中(Chapman, 1991, ch. 10) 。
相較於前述，跨國生產在製藥工業上則較爲一般，大體是

因爲肇因於地方醫療服務需求的大量提升，而在市場上有分化
的現象；其最好的方式就是地方化；因此，生產是高度國際化
的；海外子公司佔了所有製藥工業營業額的半數左右，而大多
數的生產則是座落在經合國家內(0ECD,1996a,p.49;Ba1lanceet

a1. ， 1992.ch.3) 。但製藥產品需要大量的研究與發展支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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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具地理集中性，五大工業國及瑞士佔了超過一半的支出。戰
後大多數時期，製藥工業反映出企業自其國家基礎創造出具全
球競爭力產品的邏輯。然而這漸漸被證明是不夠充份的。雖然
多國籍企業大多數的研發是在母國，但歐洲與美國的製藥多國
籍企業已建立顯著的海外研究分支機構；日本的多國藉企業則
傾向將研發集中在母國，但它們也爲了科技與產品的創新，而
增加和外國企業的商業協定(OECD, 1996a, ch. 2) 。自一
代後，在製藥工業上

九八O年
已有幾次重要的跨國合倂案與收購案。而

跨國策略聯盟在化學與生物科技上的數量也特別地高
(UNCTAD, l994,p. l39) 。新產品發展的高成本正在創造一種更
高度集中化的產業，但其生產的組織則是全球化的。

（四）紡織與成衣工業

紡織與成衣是跨越全球最廣布的工業。由於生產技術相對
較易取得與運作，在低規模經濟的情況下，這些產業在開發中
國家的製造業出口上，經常頗爲重要。外國直接投資在此部門
也相對地不甚顯著（即使是大企業），但藉由買者導向的商業網
絡也可以主導成品的分配(Dicken, l998, ch. 9; OECD, l996a, ch. 
8) 。工資佔了總成本的一大部分，但需求條件則和時尙同步地
快速變化。已開發國家的紡織與成衣公司對此的回應是，採取
將生產過程中的部分階段轉包給其他個別的獨立公司，通常是
在開發中國家（參見 Box 5. 2) 。起初生產者是在鄰近國家中；如
北非對環地中海的歐洲企業，加勒比海與拉丁美洲則對美國企
業，東亞則對日本企業。因此來源變得更加分散也跨越了洲界：
包括中國的東亞，已經變成了全球主要的供應者(Taphn, l993; 
Korzeniewicz, 1994) 。

來自全球的貨源，不僅提供中小企業或經合國家中的多國
籍企業有接近低成本生產者的管道，也確保了供貨的彈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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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2: 班尼頓膜型 I 267 

斑尼頓起初是一家小型的家族性針織衣物公司，但自一九八O年

代後已擴張成一個在全世界和主要市場中，具有五千家分店的顯

著跨國商業公司。由來自義大利瓦倫多（Veneto)地區之總公司直接

控制，公司發揮先進的通訊系統來監看和管理其全球銷售網絡。

同樣地，產品世為設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小型獨立公司所製造，

而總織成一種由班尼頓總公司主導的跨國性生產網絡。該公司代

表著一種藉由分配和生產的水乎網絡之垂直控制的奇妙結合。

漬料來源：節錄自 Castells, 1996, p. 162. 

些買者主導的商業網絡使多國籍企業或中小企業得以在其轉包

商遭遇市場環境變遷的風險時，安然渡過。雖然該部門只有一

小部分爲多國籍企業所控制，許多多國籍企業仍然在供應專

業，組織行銷及分配網絡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商業的全球化：組織形式

自一九八0年代以來，如前述所討論的，在主要產業部門

中的生產與分配之全球性組織已經強化。多國籍企業則在此開

發中居於中心地位。美國廠商一般擁有最廣泛且最悠久的海外

營運，雖然某些歐洲廠商亦是如此。許多歐洲企業已從母國基

礎，發展出其跨國性生產，所有日本企業亦是如此。擴展到海

外以避免實際上或潛在性的貿易保護壁壘，已成爲促使不願在

海外設廠的日．本及其他國家之企業到海外生產的一項重要因
素。但多國籍企業不僅只爲了確保市場管道而擴展到海外，其

也藉由跨國化來合理化企業的生產過程。

這指出一個重要論點。多國籟企業已朝向建立納入其子公

司、外包廠商、消費者及在產業中的其他企業之跨國性商業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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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絡(Howells and Wood, 1993; UNCTAD, 1994, ch. 3) 。但這些生產者

與買者導向的網絡隱含某些權力與決策的分散，如多國籍企業

與多國性生產給人垂直性整合的典型印象，但其層級結構卻不

再能反映出現存組織形式的多元化樣態(Ruigrok and Tulder, 

1995; Borrus and Zysman, 1997) ，魯格洛克(Ruigrok)與圖德(Tulder)

提供了一項對全球生產與分配總絡組織形式的歸類頗為有用的

分類法(Ruigrok and Tulder, 1995, ch. 8) 。採取他們的分類法，能

夠辨認出居於光譜兩端的兩種組織形式：高度中央控制的分散

生產方式，以及低度中央控制的分散生產方式。在實務上，多

國籍企業（與全球生產網終）經常居於兩者之閒。

低度中央控制之下的地理分散式生產方式，意指生産單位

具有相當自主的跨國性生產。就歷史而言，其涉及單獨性生產，

亦即企業建立海外的子公司以供應當地的市場，但未將其運作

整合入跨國性生產體系。這不僅是伸入被保護市場的一種方

式，也由於國家之間的需求條件明顯不同，遂使其能成為一種

供應外國市場的有效策略。而特別在服務方面經常是由地方來

供應。某些多國籍企業並不維持強勢的中央控制，而走向較分

散式的企業管理系統。為了讓在海外運作的子公司更有效率，

可能必須讓其擁有更大的自主權，而不是強加式的中央控制；

尤其在研發部門更是如此，也可以運用得更廣。進而言之，在

許多部門中，多國籍企業己經遠離直接所有與控制，而走向和

獨立供應商有更大（且正式）的外包關係。

高度中央控制之下的地理分散式生產方式，必須要有全球

規模的組織生產過程，來作爲中央式的統合策略。這和多國籍

企業控制全世界生產網絡的普遍認知相符，但其不一定要藉著

直接控制外國子公司的方式才能產生。這種組織形式於某種程

度上，在採礦與農業方面頗為普遍。某些製造業組裝廠在跨國

性層次上，由嚴謹的生產線層級架構所組成。這也可能反映在

第五章 企業權力與全琮生產網絡

服務業彎勺與製造業上：例如，美國企業利用在中美洲與加勒
比海的資料輸入辦公室，而遠在南亞的歐洲企業也如法炮製。
此種生產方式也涵蓋了多國籍企業在某處製造財貨與服務，但
在生產與品質方面保持中央控制的這種例子；對許多國際知名
的商品或服務而言，商標（如班尼頓）代表著世界一致的品質保
菩迏
口豆 ° 

除了這些具有特色的組織形式外，全球移轉(global switching) 

與全球聚焦(global focusing)的企業策略(Howells and Wood, 1993. 

ch. 10)亦有其特色。全球移轉意指多國籍企業在國際間調換生
產位置以作為回應市場條件變遷的能力。反之，全球聚焦則意
謂集中在少部分被認為最具有長期優勢之產地來生產的企業策
略。一九八0年代後，許多有眾多外包廠商的多國籍企業，已
藉由和少部分外包廠商發展更深層的關係來尋求合理化；反
之，只有轉包闊係數量不多的企業方傾向擴張。這兩種策略本 269

質上都是理想型的，但也都將注意焦點置於在回應全球競爭的
挑戰與機會上時，企業面臨的策略選擇。

四、「不受束縛的」多國籍企業與全球生產

餌論其組織形式為何，地理區位仍然是個問題：多國籍企
業不能只在任何或每個地方隨意設廠。在大多數部門中，進入
主要市場的管道對設廠地點與跨國生產的動機，都是重要的限
制；在這方面，生產與分配的全球化有其限制。生產不能任意
轉移或重組。國家經濟的技巧與基礎建設，在根本上仍然限制
著企業調換生產的能力。但氫論如何，商業隨著時間，已變得

更加流動了。

對多國籍企業而言，脛由轉包而不是完全擁有子公司的生
產，能提供最有經濟效率的全球生產多樣化及調整機制，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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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承擔的成本損失最少。因此在以標準化科技運作的紡織與成

衣工業，藉由轉包而達成產業快速地向低成本生產者的地理擴

散也是毋需驚訝的。無論如何，如先前討論所指出的，產業製

程中的顯著部分在許多部門已快速地越過經合國家而散播，剛

開始是到新興工業化國家，隨後則移到低度開發國家。進而言

之，雖然經合國家仍是大多數外國直接投資的焦點，多國籍企

業的投資則在它們之間游移，以回應變遷的經濟環境。

然而，若生產的全球化只被視爲是資本移動（不受束縛的資

本， "footloose" capital)的同義詞，則明顯地是相對而不是絕

對上的意義：企業必須在某處生產，而熟稔、聚集及規模經濟

等優勢必定會創造出某種地理性的集中。生產很少僅爲了因應

成本的改變而轉移，因爲其中有某些能被避免。甚至當多國籍

企業與中小企業轉移生產到國外的能力與時俱增時，這樣的流

動性也是受到限制的。無論如何，其已成爲政府（國家或地方）

有關新投資談判閶的一項重要籌碼。在此意義上，生產者應更

爲機動的認知可能較實際的商業行爲更加重要。

懍疑論者常主張存有一個對流動性的顯著限制，即許多企

業對在其母國所創造出之競爭優勢的依賴。雖然這是個頗爲確

實的觀點，但多國籍企業仍可自全球汲取此種優勢，因此也能

散佈到國外去。肯威爾(Cantwell)表示，科技創新的引進與全球

散佈，已和更多的全球競爭與更國際化的生產一起加速前進

(Cantwell, 1997)。雖然企業的研發基礎長期集中在多國籍企業的

母國中，但國家創新體制本身日益無法創造出競爭優勢

(Cantwell, 1997; Mowery and Oxley, 1997) 。科技創新的國際網絡

因此變得更加顯著。多國籍企業愈來愈想要藉由直接投資，以

及和海外的多國籍企業與公司合作或協力，來開發海外的創新

270 叢集(innovation clusters) 。創新能力現在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已

開發國家的重要決定因素(Narula, 1996, ch. 4) 。結果多國籍企業

第五章企業權力與全球生產網絡

不僅多樣化地生產，也多樣化其研發運作以維持創新及競爭地
位。研發的多樣化仍然傾向高度集中在經合國家之中(Archibugi

and Michie, 1997a) 。無論如何，許多多國籟企業已經較少依賴其
母國的基礎了。

對工業資本地理移動性的限制，可能在生產、分配及外國
直接投資上較爲明顯。而雖然在世界經濟中，有某些生產網絡
與外國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叢集，但這對商業與生產的全球化是
互補而非相斥的。所以如前所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及
亞太之間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動，代表了顯著的商業活動全球
化。跨區域生產與分配網絡的擴張，強化了跨越這三個主要經
濟區域的疆界，或其中之商業活動的相互連鎖本質。在此方面，
生產的區域化與全球化可被評判爲彼此強化的傾向。特別在一
九九0年代末期東亞經濟危機時明顯地顯現出來。如此，數種
部門之生產與分配網絡的相互連鎖本質，即意謂著整個歐洲與
美洲的製造業公司及業務，必須隨該區域中不停變動之經濟情
勢來作調適。這樣的危機顯示出，即使工業資本的流動性受到
限制（相對於金融資本），多國籍企業在一個更具彈性之生產體
系的時代，其調適與重組生產的能力也頗爲可觀，對國家的經

濟管理亦有明顯的深遠影響。

陸、歷史上各階段的商業全球化形式

有時外國直接投資被認爲只有達到和古典金本位時期差不
多的水準而已(cf Dunning, 1998; UNCTAD, 1994, p. 30)。雖然這對
少部分經合國家與開發中國家而言可能有幾分道理，但卻因四
項理由，使其稍微有點誤導（參見 Wilkins, 19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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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當今對外國血接投資股份的評估可能低估了
其實際的價值。

．在世紀之交時，企業在匿際間組織生產的能力有限，大
部分的跨國商業活動是在初級產品丶商品貿易及金融，
而不是在生產上。

．在道時期初期，生產與管理科技並未廣泛地分佈，因為
帝國的經濟仍然維持北方和南方之間的國際分工。

．外國直接投資的衡量，本身只提供有限的國際生産數量
證據。眾所周知地，外國直接投資只代表海外生產總投
資的一部分（依 UNCTAD 在一九九六的評估有百分之二
十五），其也無法說明，不涉及海外子公司所有握的新
全球生產與分配組織形式之成長（如外包與策略聯星）。

271 相較早先的商業全球化時期，當代時期（參見表格 5. 1)在外
國直接投資、多國籍企業及子公司等之數量與規模的衡量上，
都更多更廣。如高平納斯所言，今天的「生產能力散佈到開發
中國家與工業化國家的程度，已達前所未有的數量」 (Gopmath,
1997, p. l) 。雖然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相對於國家經濟活動而
言，有頗爲顯著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動，就算不比今日高，也是
旗鼓相當。當投資集中在已開發的經合國家時，無論如何，一
九九0年代已出現了一波對封閉經濟體，如中國與東歐加以投
資的重要風潮，而許多開發中國家對外國直接投資也已變得更
爲開放，同時也成爲更具吸引力的地點(UNCTAD, 1~9;) 。在遁
及全球之生產與分配網絡的出現下，商業全球化的影響也伸進
大多數經濟體工業基礎的重要領域之中。多國鎧企業與其控制
的生產網絡傾向在科技最先進的經濟部門，尤其是對財富創造
與國家經濟安全舉足輕重的部門上運作。

第五章企業權力與全球生產網絡

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濟體中，流入和流出的外國直接

投資流動，目前有顯著的數量是屬於服務業部門。外國直接投

資朝服務業轉移是當代時期一項甚爲明顯的特徵。反之，古典

金本位時期，國際商業則傾向集中在初級部門。雖然仍舊高度

集中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經濟體，但當轉型與開發中經濟

體，成爲多國籍企業生產與外國投資顯著的設廠地點時，外國
直接投資與全球生產的空間模式也正在轉變。甚至某些新興工

業化國家正轉爲輸出外國直接投資的顯著來源，而在這些國家

設廠之多國籍企業數目的增加也是一項重要的新發展。在這些

方面，全球生產的階層化和古典金本位時期，有相當大的差異。

國際商業競爭的全球散佈與加快，和先前時期相比也是個

進一步的轉變。全球幾乎即時的通訊基礎設施，從根本上改變

了企業在全球組織其營運的能力；對快速變遷競爭環境採行組

織形式與生產水準的能力；以及商品與服務在生產與分配網絡

中流動的速度。

在這方面，跨國性商業與生產在組織形式上頗具多樣化，

而原先高度集中、垂直整合的企業形式只是其中一種。海外生

產對多國籍企業而言也變得頗爲重要。依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

會議的統計，大型多國籍企業比起前段時期，變得更具跨國性

(UNCTAD, 1997, p. 8) 。

鄧寧評估，一九八二年的海外生產佔了世界前五百大工業

公司總產出的百分之三十(Dunning, 1993b, p. 37) ，而且愈來愈

高。前三百五十大公司的海外營業額佔其總營業額的比例，在

一九七0年代期間自百分之三十上升到百分之四十，而在一九

八0年則大約有總資產的三分之一是位於海外(UNCTAD, 1983, 

p.48)。前一百大（不包括金融公司）多國籍企業（以海外資產計算）

在一九九四年的海外營業額，佔了其總營業額的百分之五十五

點三。這些企業也佔了世界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三分之一。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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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1 ：全球性生產的歷史形式
1600-1800 1870-1939 1950-:-1973 1973 迄今廣度 貿易公司在亞洲、非洲及北 新興多國麵企業在歐洲、北 多國藉企業在工業化國家活 當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一九九美洲活動。 美和主要初級產品出口國營 動，也越來越多在開發中國 0年代加入後，多國籍企業幾商品鏈。 運。 家活動，但共產國家除外。 乎在世界上所有國家活動。

商品鏈。
區域及全球生產／分配網絡
的成長。強度 貿易公司在奢侈品上頗爲 多國鐮企業對某些初級產品 特別是製造業的強度上升； 高：多國顆企業支配世界貿

重要，但這只是整個經濟的 蟠國的投資發展和某些製 多國籍企業掌控眾多產業。 易，約佔四分之一的世界產一小部分而已。 造產業頗爲重要。
出。

國際生產超越世界出口。速度 低。 相對地高：生產速度加快。 中等。 高：罈醇加速和全球競
爭。

影響傾向 雖然對某些商品頗爲重 對某些初級商品頗爲重要。 高度傾向：造成許多初級產 影響進一步地上升：延續自
要，但一般都偏小。 在一些製造業產品中，多國 品與工業製品的全球競爭， 前一九七三年時期的走向，

籍企業引進新的產品和製 並且將科技傳播到世界各 在全世界移轉生產的能力增
程。 地。 加，雖然這仍未達完全的流

動。
基礎建設 透過運輸系統的基本通訊。 國際電報提供改善後的通 電信傳播的創新和改進有助 現存科技的改善及重大創

訊。 於中央協調。 新，如傳真、電子郵件等，
獨立生產。 實質整合的組織。 允許大量的即時通訊和更多

樣組織國際生產的形式。

• ~..---- • ·鹹·~ •• 

1600-l800 1870-1939 1950-1973 1973 迄今

制度化 貿易公司往往在帝國監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大都 大致開放的體制，但有重大 趨勢朝向非常開放的體制，

下運作，並行使其自身的權 爲對國際商業開放的體制。 的例外。 以及放寬對多國籍企業與外

力。 後來加諸了某些限制，尤其 在控制與限制外國投資流動 國投資流動的控制。

在一九三0年代。 和多國籍企業活動上，各國 朝向使環境條件一致，讓外

多有不同。 國業者在全球能面對類似的

某些開發中國家的國際化。 管制。

層級化 強：貿易公司多來自帝國強 強：主要公司的運作來自重 製造業的多酮麵企業起初爲 多國籍企業和外國直接投資

權，而在帝國的疆域內運 要經濟體，特別是英國與美 美國公司所主導。 流動仍源自最富有的經濟

作。 國。 由其他國家建立的公司持續 體，但來源更加廣泛。

多數投資於初級產品生產國 運作和出現。 重要的歐洲和日本公司，和

及其他主要經濟體。 愈來愈多的多國籍企業將基

礎設在開發中國家。

生產擴散和亞洲、東方多國

籍企業的成長。

不均衡度 高：投資侷限在某些重要部 高：在初級產品生產者投資 整個非社會主義世界有顯著投 投資仍然集中在工業化經濟

門。 頗高，在除此以外和主要經 資，但是在工業亻硃鄄嚨嵌國 體中。

濟體，則非常低。 際商業與投資更爲集中· 流迴流出開發中國家的流動

南北分工。 在低所得經濟體，投資普逼 增加但仍然集中在少部分的

偏低。 工業化國家和轉型經濟體。

新的全球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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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大多國籍企業可得的資料來看，甚至有百分之四十九點五

的資產與總員工數的百分之四十六點九位於海外（自 UNCTAD,

1996, pp. 30-2 計算而來）。對主要多國籍企業（以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國家或任何地方為根據地）而言，海外活動對企業的營運不

再如懷疑論者的經常主張：「只是（若曾經是的話）微不足道的，

其重要住反而日漸增長」。

274 競爭環境與全球基礎設施甚至促進了中小企業之生產與分

配的跨國化，國際商業活動不再是大企業帝國的唯一專利，雖

然其無疑仍具有主導權。在這方面，當代生產的全球化並不僅

是如許多懷疑論者與超全球主義者所暗示的，一個有關多國籍

企業興起或外國直接投資成長的故事，而是更為廣泛地有關商

業網絡的全球化。無論如何，今日的全球大企業帝國〔福特、

通用、霍伊斯契(Hoescht)與英國石油等〕比起先前任何時期，

可能己經獲取更大的權力與影響力(Korten, 1995; Strange, 1996) 。

當近三十年來跨國性生產出現顯著的擴張時，其也變得更

加制度化，如策略聯盟、轉包、合資與其他管制企業內貿易網

絡與協定之契約性安排形式(UNCTAD, 1997) 。對外國直搓投

資、資本移動與其他限制措施的自山化，助長了這些安排。在

某方面，這是回到世紀之初較為開放的投資氣候，不過卻免於

受到帝鬬優先與政策的限制。當更多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新興工

業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時，這反映了在變遷中的階層化模式，

而全球生產的組織也鼓勵了新的全球分工，開發中圍家商業的

跨國化則成爲全球政治經濟體制一項更爲顯著的特徵(Strange,

1996; UNCTAD, 1997) 。

無論諸如帝國臍帶對歐洲外國直接投資與多國籍企業的持

續影響爲何（某些過往明顯的延續性），當代商業與生產的全球

化已改變了「何種商品與服務如何、在何處、被何人所製造」

(Strange, 1996. p. 44) 。當然跨國性生產仍然只佔了世界生產總額

第五章企業權力與全球生產網絡

的一小部分。總而言之，其顯著的成長巳對經濟自主性與民族
國家的主權產生了影響重大的啓示，雖然其特定的影響仍然受
到國家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模式所制約。

柒、國家納入全球生產網絡的當代模式

先前數節已指出，六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濟體在全球
生產網絡中不同的納入情況，是本研究的隼點所在。在此以一
種摘要的方式，簡略地比較一下外國直接投資流出與流入佔國
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以提供外國直接投資對此六個經濟體之不
同重要性的粗略衡量。外國多國籍企業對國內生產有多重要，
及海外外國直接投資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己於本章第四節第四

項中加以檢視。

表 5. 12 與表 5. 13 詳述六個經濟體其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
流出與流入。雖然法國與英國之股票流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
例，在古典金本位時期比今天要高出很多，而其他四個國家現
在則是明顯地較高或是大略相仿。在歐洲經濟體於一九一四年
之前支配全球的情況下，此種轉變並不令人意外。
然而，戰後六個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流出與本國經

濟相比，全都傾向成長（參見表 5. 12) 。相對地，除了日本以外，
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流入與本國經濟相比（參見表 5. 13) ，現在
則較一九一四年之前的時期要來得高。
英國在整個戰後時期，持續地有顯著水準的投資流入，部

分地反映出其對外國直接投資相對較爲自由化的政策（參見表
5.13) 。美國在一九八0年代末期也有相對較高的外國直接投資
流入。在瑞典、法國、日本及德國，其歷史傾向則是外國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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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表 5. 12 ：流出外國直接投資存量佔母國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

1914-1994 

法國

德國

日本

瑞典

英國

美國

1986 
b1987 

1914 
18.3 
10.7 
7.8 

一一

53.2 
6.8 

1960 1973 
6.8 3.5 
1.1 3.5 
1.2 2.5 
2.9 5.8 
14.9 14.8 
6.3 7.7 

1980 1985 1994 
3.6 7.1 11.8 
8.0 8.1 9.9 
1.8 6.2 9.9 
4.5 1 1.6a 28.9 
15.0 19.3b 26.4 
8.5 5.5 9.0 

責料來源： OECD, 1996c; Dunning, 1988;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various years. 

表 5.13 ：流入外國直接投資存量佔地主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

1914-1994 

法國

德國

日本

瑞典

英國

美國

1975 
b 1985 
C 1986 
d 1987 

1914 

1.4 

1.6 
3.7 

1960 1973 
1.5a 

0.2 0.9 

6.9 8.2 
1.5 1.3 

1980 1985 1994 
3.5 6.4b 9.0 
4.6 5.0 7.4 
0.3 0.5 0.7 
2.9 4.3c 11.4 
11.8 13.ld 18.2 
3.2 4.4 7.2 

資料來源： OECD, 1996c; Dunning, 1988;UNCTC, 1988; UN-TCMD, 1992;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various years. 

投資的流出水準高於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反之，自一九八O年

代末期後，雖然在戰後的大多數時期有較高的投資流出水準，

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出與流入即已大略相等。一九八0年代

後半期，雖然以現時價值計算，美國仍然是一個淨流出的投資

者，但在歷史上的成本基礎上，其流入與流出股票則達到均等。

第五章企業權力與全球生產網絡

隨著美國在一九九0年代投資流出的浪潮，就歷史上的成本基
礎而言，其現在則是個淨流出的投資者。

捌、商業全球化：國內的影響 276 

商業與生產的全球化，使國家經濟和國家內部的肚群命運
日益相連。在正統經濟學上，外國直接投資原則上能對國家福
利有一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許多極端全球主義者則宣稱全球

競爭與生產

增進了世界經濟的效率，因爲多國籍企業鼓勵國際分工，使國
家在具有競爭優勢的商品生產能變得更加專門化。競爭減少獨
佔利益，並且增加創新的壓力。多國籍企業因而被認爲可增進
國家經濟表現，因爲這些企業傾向具有比國內企業更高的生產
力，操作新科技的散佈，以及提高國家勞動力的技術水準

(UN-TCMD, 1992; OECD, 1994a) 。
較爲批判的詮釋則主張，商業的全球化涉及企業優先以及

國家政府、公民優先，兩者之間日益擴大的歧異。在戰後大部
分的時期，此一批判觀點在許多國家中是正常的，尤其是在開
發中國家。多國籍企業的活動在開發中國家時常被視爲扭曲了
發展優先次序，限制國內經濟基礎成長，以及自國內汲取過多
的利益。包括美國在內的核心投資國家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批判
觀點，其宣稱多國籍企業將工作機會與科技轉移到國外去，甚
至是國家繁榮的基礎。此外，企業在全球組織生產的能力也被
視爲賦予了它們無限大的結構性權力（相對於國家政府與勞

工）。

那些懷疑全球化論點的主張，採取更爲傳統的觀點，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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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企業在本質上是具有國際營運的國內企業，因此仍依國家

方向而作修正。這些相對立的觀點設下了審視全球化生產網

絡，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主權與自主性之決策、制度、分

配及結構的影響。

一、決策影響：全球商業與國家經濟政策的指引

全球生產網絡可能以數種方式來減損 (compromis~)政府經

濟政策的效果，如改變經濟政策選擇與政策工具的成本及利

益。多國籍企業的營運影響了總體經濟管哩傳統工具的效果。

高寧與芸柊登認爲，已開發國家中的需求管理、效用能力及失

業間的關係已經發生改變(Cowling and Sugden, 1996) 。比起以

往，戰後時期在需求管理政策對失業與產出的影響上已經變

小，部分的原因是一國增加的收入可能會被在該地方的多國籍

企業「吸」到金融投資去。當國內利率高時，多國籍企業甚至

能在國外借款，從而在圖內利率較低時，也因借錢供給海外計

劃資金而獲利。這清楚地使國家貨幣政策的效果打了折扣。作

為頃要的全球金融行爲者，多國籍企業也在匯率市場上扮演重

277 要角色。如第四章所言，雖然投資客可能對某一貨幣發動攻擊，

當多國籍企業（與法人）採取預防措施而移轉貨幣時，那仍然無

可避免地會對匯率造成沈重的壓力。當然如先前章節所述，自

一九七O年代後，國家總體經濟政策工具的效果明顯削弱，這

也是個複雜的現象，也部分反映出經濟全球化與國內因素的其

他面向。

雖然大家認為多國籍企業轉移生產的能力，可能被預期會

削減國家徵稅的能力、減少其稅基，進而增加了將稅收負擔移

給較不具移動性的因素，如勞工，但這並不必然會發生。此議

題有兩個重要層面：政府減少對資本徵稅以保持（或）吸引跨國

第五章 企業權力與全珅生產網絡

性商業的壓力，以及藉由調價(transfer Pricing)（調價係多國籍企
業藉由內部交易的調高售價或降低售價，如此即可在低稅賦國
家中，人為地獲取高額利益；而在高稅賦國家則減少之）來極小
化稅賦負擔的跨國能力。凱蒜發現公司稅與所得稅率確實會影
響外國查接投資流出的流動(Cassou, 1997) ；但其他研究則認為
尙無定論。當稅只是多圍籍企業唯一面臨的成本時，這並不令
人驚訝。無論如何，已開發國家中的公司稅率在過去二十年來，
已傾向降低與匯集(OECD, 1991d; Tanzi, 1995, ch. 7) 。其肇因於生
產全球化的程度，和國家稅賦收入的程度仍不甚清楚。但有關
稅賦誘因與核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上的證據則較有定論，因為
大部分的國家都基於這樣的誘因來爭取外國直接投資。在這方
面，全球競相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競爭，現在已變為向稅賦措
施靠攏。但鬬家間的稅賦競爭（及它們所在的區域）卻可能是自
我挫敗，提供的誘因愈來愈多，但其效果卻是日益削咸。無論
如何，國家與區域因稅賦誘因的競爭，而持續被捲入這個「美
麗競賽」。但低稅賦國家卻傾向抗拒國際間日漸升高之飼和公司

稅率的企圖。

調價的總體經濟重要性仍然不明；因爲其中有許多是非法
的，所以取得可靠的數據明顯有其困難(Plasschaert, 1994) 。有清
楚的誘因使多國籍企業利用調價機制來獲利，而高水準的企業
內貿易則提供這樣做的大好機會。然而，企業因恐懼國家稅賦
當局的行動而受到限制，該當局早已監視其活動（至少自一九七
0年代起）及定期交易資訊。進而言之，調價可能和內部的會
計、控制體系有所衝突。但這樣的證據卻指出，有顯著規模的
調價正在實施，但其對獲利與政府稅收而言只屬次要。羅斯藍
(Rous slang)估量調價的結果，使多國籍企業省下大約八十憶美
元的稅賦，但這大約只佔了全世界製造業類多國籍企業稅賦收
入的百分之四而已(Rousslang,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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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政策領域，特別對歐陸國家而言，國際生產的影響

可能最為劇烈。政府執行一貫產業政策的企圖，特別是在法國，

已經明顯地遭到多國籍企業與全球生產網絡的興起所修正。轉

移到國外生產的能力也弱化了產業政策，因其政策依頼「國家

支持」 (national champions)的創造。更有效的產業政策要求創立

遁及全歐的企業，姐空中巴士集團，俾與美國及日本的多國籍

企業競爭。這並非意謂國家的產業與科技政策是多餘的。儘管

278 中、小型企業的國際化，產業政策仍能運作來鼓勵後者，特別

是能給予其在國內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在此脈絡中，生產全

球化影響了驁個國家產業策略領域中，各種不同政策選項旳成

本與效果。

二、制度影響：全球競爭

多國籍企業是亻吏競爭全球化的重要角色。如第三章所述，

貿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多國庄生產也頗為重要。如前章所

述，跨國生產在鬬內市場中已加入全球性競爭，所以許多企業

被迫要走在世界生產力的最前端來生產，否則生意就不用做了

(Cantwell, 1989; Baily and Gersbach, 1995) 。因此全球競爭深深影

響了企業與國家的議題，以及許多國內企業所面對的較長期策

略選擇。

全球競爭剛開始意指美國多國箱企業更深、更廣泛地進入

國外市場。一九七O年代後，歐洲與日本企業即已達到和美國

企業相差不多的生產力水準，而導至它們之間的直接競爭。當

許多多國籍企業在主要的世界市場上建立或鞏固其運作時，這

就已經反映在外國直接投資流動上了。如前所述，美國多國籍

企業在一九七O年代後，就將頗多的市場輸給它們的競爭對

手。全球競爭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是高科技產業多國籍企業

第五章企業權力與全球生產網絡

的獲利率既不高於同個部門的國內企業，也不高於其他部門的
企業(Kapler, 1997; cf. Graham, 1996) 。一旦多國籍企業依賴其競
爭優勢來賺取水準之上的利潤時，當代全球競爭的激烈程度則

增加了維持這樣利潤的困難度。
部門之間和國家之間的全球競爭水準多有不同，跨國生產

的成長已使其更加強烈，更擴及其地理上所及之處。多數經合
國家的政治與經濟論調，漸而充斥著一種全球競爭的意識型
態，制約了企業、工會及政府的制度議題(Hoogvelt, 1997; 

Thompson, 1998) 。

三、分配影響：勞工與全球生產

多國籍企業被視為對勞工有害。其跨國性組織生產的能
力，被腮為是增加企業相對於勞工力量的權力，對工資與工作
條件俺以調降壓力。此外，多國籍企業也能將科技轉移到國外，
因此技術性的工作即被移到低工資的國家，所以先進經濟體的
工人因科技創新，而減少了物質所得。
然而在經合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證據卻指出，多國籍企業

付出了高於平均水準的工資，雖然一旦有其他因素受到約制， 279 

這樣的關係即不明確亦所在多有(OECD, 1994a; UN-TCMD, 

1992) 。多國籍企業經常被批評在某些產業上，只提供低薪資與
不佳的條件，特別是在成衣與製鞋業上。在某些案例中（但並不
是全部的），薪資與條件卻和國內企業相差無幾。一般而言，被
提出來有最差薪資與條件者並非多國籍企業的子公司，而是存
在於開發中國家，依賴多國籍企業簽訂之契約而生產的國內企
業(Barnet and Cavanagh, 1994, pp. 310-38) 。
轉移生產獲取低工資利益，在某些諸如成衣、製襪及運動

用品的產業中特別明顯；於戰後時期，多國籍企業在這些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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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僅將生產從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轉移到開發中經濟

體，也更進一步成功地自薪資規模中等的國家移轉到低廉的國

家。這些壓力隨後變得更為廣泛。當其在低薪資國家增加就業

機會和營運時，西歐的多國籍企業在其母國中已解雇不少工

人；例如在一九九O年代時，瑞士和瑞典合資的 ABB 公司即在

西歐與北美減少了五萬九千個工作機會，而在其他地方，主要

是在亞訓與東歐地區則創造了五萬六千個工作機會(Financial
Times, 24 Oct. 1997, p. 18) 。更普遍而言，海魯斯發現進出英國與

德國，以及自瑞典流出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動，對勞工成本愈來

愈敏感(Hatzius, 1997a; 1997b) ，這意味著多國籍企業現在發現，

其在國外組織生產較易於因應這些成本。勞工成本不只包括工

資，也有就業成本，其包括員工的祖會安全負擔。在受到影響

的國家中，降低員工社會安全負擔的壓力，意味著要削弱社會

安全條款，或是將更高額的員工負擔、更多的企業負責部分轉
嫁到勞工身上。

當然誠如先前所討論過的，多國籍企業不必然能依己意將
生產移到國外，羅倫斯比較一九七九年及之後十年的美國多國

籍企業營運，發現雖然開發中國家的薪資只是經合國家平均值

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五，但勞工生產力則只有經合國家的百分之
四十點三(Lawrence, 1994) 。不同生產力水準顯然限制了將生產

轉移到低薪資國家的可能性。在美國多國籍企業中，羅倫斯發

現在開發中國家設廠及自外引進原料，並不足以解釋美國大多

數製造業部門就業機會下降的清況。但沙奇斯(Sachs)與舒茲
(Schatz)則質疑這項發現(Sachs and Schatz, 1994) 。

此外，如先前的觀察，多國籍企業傾向走在科技創新的尖
端，亟需接近科技的管道、技術勞工與核心市場。當然，如果

生產科技發展到可以由開發中圍家的低工資工人來操作，多國

籍企業的上上之策就是到這些國家來設廠。在這方面，生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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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可能有助於加大技術性與非技術性勞工，在國家之中及國

家之間的薪資差距。

若多國籍企業能不耗費成本地移轉生產，便表示薪資決定

的全球化性質。因為將生產移到國外需要負擔成本，不能期待

薪資會被欣然接受，但當設廠成本降低時，我們將預期薪資會

愈來愈由各種全球競爭勢力來決定。由貿易歷程（參見第三章）

來推論，可以預期到薪資的全球匯合，雖然目前仍無法全然消

除薪資上的差異。但在具有高水準國際生產之國家（如瑞典）的

勞工運動，也已經能明顯地獲得來自資方的認可。薪資水平畢

竟不可能全球一致，然而，勞工和跨國資本間的權力平衡，在 280

全球化的環境下，無疑地是移到了有利後者的一端(Kurzer,

1993) 。

四、結構影響：外國直接投資、多國籍企業與國家

經濟表現

當多國籍企業對經合國家及國內的科技創新十分重要時，

它們無疑地在這些國家的成長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參見

Cantwell, 1989) 。幾乎所有研究都已將焦點放在外國直接投資對

地主國的影響上。如前所述，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迫使眾多國內

企業站在世界生產力的前端，扮演著生產與刺激國內創新的重

要角色，這些因素將導致生產力的成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發現的證據指出，在經合國家中的外國子公司傾向具有比本國

公司更高的生產力，對經濟成長與國家的經濟表現也有正面的

影響(OECD, 1994a) 。外國查接投資的流入藉由提升科技進步速

率、國家趕上世界生產力水準的速率，以及對其他經濟部門的

影響等方面，對經濟成長發揮了顯著的效果。但無論如何，這

些證據尙不能驟然導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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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斯(Caves)對位在開發中國家的海外子公司展開調査硏

究後提出以下結論：它們「似乎享有一種非固有生產力的優勢，

此優勢與使多國籍企業脫穎而出的交易成本優勢並無關聯」

(Caves, 1996, p. 227) 。以往的研究已指出外國直接投資對經濟成

長有多大的影響，其中某些是負面的。布隆斯壯等人發現對中

等所得國家而言，外圖直接投資對經濟成長是項顯著的正面因

素，但對低所得國家則否(Blomstrom et al. 1992) 。量化與質化證

據則指出，先前存在的經濟制度與基礎措施，才是自外國直接

投資獲取外溢利益(spillover benefits)的重要因素，但這些利益的

作用通常不大(Chan, 1995; de Mello, 1997) 。此即表示外國崮接投

資一般只在這些已經達到發展領先階段和具有維持成長所需之

基礎設施與技術基礎的國家中，扮演明顯的正面角色而已。

某些懐疑論者甚至聲稱國家經濟表現，和世界市場上以母

圖為基礎之多國籍企業的競爭優勢有直接的關連（反之亦然）。

它們若運作得好，則國家經濟也會運作得好，因爲利潤是在國

內增長的。在極端的例子中，超全球主義論者假設因為多國籍

企業能輕易地設廠，而主張國家經濟表現和以母國為基礎的多

國籍企業並無必要的關連。例如瑞奇(Reich)主張，以母國為基

礎的多國籍企業表現與國家經濟表現，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

已不再直接租關(Reich, 1991) 。

有一連串的證據支持這樣的論點。肯威爾發現國家的貿易

表現和以母國為基礎之多國籍企業表現間有關連性(Cantwell,

1989, chs 5-6) 。在一九七四年，於特定產業部鬥上的美國與英國

企業之表現，和骸圍經濟表現只有有限的關連，但在法國、德

國、義大利及日本則有頗強的關連。在一九八二年，這樣的關

連在美國、英國變得更弱，在法國也有削弱的現象。整體而言，

國內多國籍企業的表現不必然會對國家的貿易表現有直接的影

響。其他旳研究也發現，在多國籍企業的表現與其母國的表現

第五章 企業權力與全球生產網絡

之間有重要的差異。在美圍與瑞典的例子中，過去二十年來， 281 

各國佔世界製造業出口的比例已經顯著地下降，而美國與瑞典
多國籍企業外國子公司的出口卻上升，然後保持穩定

(Blomstrom and Lipsey, 1989; Kravis and Lipsey, 1992) 。當美國在
高科技出口所佔的比例下降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多國
籍企業一般而言卻不是這樣旳。另外，美國及瑞典的企業已有
部分籍由生產出口到國外的產品，而維持並且加強其競爭地

位。但這在日本則不甚明顯，即使日本佔世界出口的比例在一
九八O年代末期後下降，日本多國籍企業佔世界出口的比例卻

節節上升。

雖然缺乏系統I生的證據，許多研究仍聲稱在這整段時間，
生產的全球化關係到國家經濟表現和以該國為基礎之多國籍企
業表現的背離瑰象。申言之，這個過程顯示從創新取得利潤的
高科技產業，可被預期會有最多的利潤。其有明顯的廣泛意涵。
如前所述，當政府尋求支持以母國為基礎的多國籍企業，並且

爲外國直接投資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時，這並不必然會增進國
家的經濟表現。此外，特別是在經合國家之中，外國直接投資、
多國籍企業的數量及經濟重要性，和國家的經濟活動有關，因
此不能忽視多國籍企業的需求。使國家經濟政策迎合這些需求
有重要的結果，但對郿家經濟的結構與表現而言，並非全部都

是正面的。

五、結構影響：企業權力對國家權力？

對超全球主義論者如大前研一而言，多國籍企業與全球生
產網絡的成長解釋了無國界的經濟，在其中，政府管理國家經
濟的權力正漸趨削弱(Ohmae, 1990) 。反之，對懷疑論者如赫斯
特(Hirst)與湯普森(Thompson)而言，他們則評為解釋了更加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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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球經濟的，既不是多國籍企業的活動，也不是生產的國際

化。在其中，國際商業仍然「深深地『鑲嵌在國家之中』」 (heavily

"nationally embedded") ，因此「其並未超越國家政府管制這些

企業的權力」（比rst and Thompson, 1996b, p. 98) 。然而這兩種相

對的立場都些許誤解了正在進行之生產轉型的本質及其與國家

權力之間的關係。超全球主義論者提出一個簡單的權力零和觀

點（企業權力對國家權力），而懷疑論者則意指，巨型企業帝國

及區域（或全球）生產網絡的存在，無法根本性地改變個別政府

管制「國家經濟」的能力。

兩種輪述都傾向忽略企業與國家權力之間的複雜互動關

係，也忽略了生產全球化增進企業資本結構性權力的各種方

式。這並非意謂多國箱企業安排計劃了政府的決定，或是多國

籍企業正使國家變成贅物。而是意謂生產的全球化改變了財富

282 創造與分配的條亻牛，同時也改變了國家權力與權威施展的脈絡

及工具。在這方面，生產全球化造成先進資本主義祗會國家和

多國籍企業之間不易達成的權力平衡，在其中，國家政府的角

色與功能必須適應新的世界生產秩序。

玖、結論

今日的生產全球化有絕大部分是由多圍籍企業來組織的。

它們在世界產出、貿易、投資及科技轉移上的傑出表現是史皿

前例的。即使當多國籍企業有明確的國家基礎，值它們最主要

的興趣仍在於全球利益上。多國籍企業利用國際投資以取得其

競爭優勢，巳經從全國性的公司成長到全球性的規模。然而它

們漸漸利用合資與策略聯盟來發展與獲取那些優勢，或分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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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創新的成本。但成長中的生產全球化並不受限於多國籍企業

的活動，過去三十年以來，生產者導向及買方導向的全球性生

產與分配網絡，已有顯著的成長。商業的全球化因而不再侷限

於多國籍企業，同時也擴及中小企業。

然而多國籍企業仍是當代世界經濟的關鍵事物。大約五萬

三千個多國籍企業即佔了至少百分之二十的世界產出（也有人

估計有百分之三十），某些人士也估計其佔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

世界貿易(Dunning, 1993b, p. 14; Strange, 1996, p. 47; Perraton et al., 

1997; UNCTAD, 1998) 。姑且不論生產的集中性，跨國商業網絡
包括世界經濟的三個核心區域，在複雜的關連網絡上連接著形

形色色之計區與國家的福址。相對於懷疑論者的主張，多圍籟
企業並不只是「具有國際營運的國內企業」，也非如超全球主義

論者所聲稱，只想在全球上尋求最大利益的「不受束縛的企業」

(Hu, 1992; Reich, 1991) 。多図籍企業在世界經濟的運作上，反而
扮演比以往更為重要的角色，同時其也在史上罕見之協力生產

與分配的跨國網絡之擴展及深化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多

國籍企業與全球生產網絡對當代世界經濟的生產力網絡之組

織、區位及分配十分重要。這也反映在變動中之全球移民（移動

的人們）模式上，下一章將對此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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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中最普遍的一種形式是人類的遷移，以最簡單的說 283

法，遷移(migration)是指人類的移動，以及其暫時或永久性的

地理位置變更(geographical relocation) 。人們總是不斷地在移

動，而且已經移動了很遠的距離。隱藏在這些移動背後的各項

原因包括：戰勝的軍隊與帝國橫掃萬里而定居於新的領土上；

戰敗者退至可守之地或是安全的避難所：奴隸被迫與家園分

離；被迫害者四處尋求庇護；冒險家四處旅行、探險等。本章

要透過緒論中介紹的概念性工具，來檢驗全球化遷移的歷史形

式。與遷移模式有關的主要概念為：遷移的範固 (extensity) 、

強度(intensity) 、速度(velocity) ，及其對移入地與移出地(host and 

home) 、國家與社會的影亭［這些影響顯示出相當大的不均

(unevenness)現象，而且部分是由不同的移民與移入地居民團體

誾之權力層級（hierarchies)所引起〕。此外，交通與通訊的基礎

設施、支持全球勞力市場與遷移流動的機制也是非常重要的。

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認爲，經由區別人類歷史上大部

分遷移模式的兩個標準：地理與社會性，可以把遷移分為中央

／邊陲地區的遷移，和菁英／一般民眾的遷移(McNeill, 1978) 。最

常見的菁英遷移是國家或帝國經由戰爭取得新領土之後，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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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與其下屬前往該地定居，伴隨而來的有傳教士、商人和官

僚所組成的菁英移民，以及流浪者、農民所組成的一般移民，

一同前往人煙稀少的新移民地定居。另一種由邊陲地画向中央

集中的遷移情況則為：邊陲地區的菁英向城市或皇廷等政治權

力或經濟活動中心遷移；至於窮人或有技術的工匠則是為了尋

找工作而向中心地區集中。比起有固定政冶疆界的情況，麥克

尼爾的遷移模式適用於人類大部分歷史，以中心／邊陲和都古／

鄉村作為描繪政冶空間(political space)界線之情況是更為適切

的。的確，我們可以主張正是移出的移民、而不是固定不變旳

政冶疆界，協助界定、擴張了一個國家或帝國的政治控制之外

部界限。在我們研究比民族國家更早出現之遷徙的地理型態

時，也同時描繪出國家疆界及邊境正在改變的特性與位置。

壹、全球化與移民

284 在本章中，所謂的「全球化」是指人類跨區域，甚至是跨

洲的移動。這些移動有可能是勞動遷移(labor migration) 、被迫

流散各地的族群、軍事征服或是殖民行動。此外，「遷移的全

球化」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則是指在民族國家出現之前，

跨洋或跨洲的移動。例如，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在非洲出

現任何被承認的國家之前，就有被奴役的非洲人從非洲運送到

美洲的情形。當然，並不是所有跨界的遷移都到達全球化的程

度。第三次世界大戰後，從東歐和蘇聯地區大量逃出的德國後

裔；或一九五O年代從伊比利半島與義大利流向北歐的移民，

都只能算是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或區域性遷移的形式，並應

考慮到這些國家或社會的持續性和整體性都因此而受到影響。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如果遷移模式的地理範圍是可以變動的，則人類移動潮流
的強度也是可變的。經由檢驗與移出國、移入國的人口有關的
人口遷移數量，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檢驗遷移強度的指標。此
外，如前面所提及，遷移是發生在菁英還是一般大眾的現象。
也會有所影響。這種質量上的因素，對於衡量強度的證據是非
常重要的。所以我們試著要提供的是與遷移有關的質、量衡量。
評估遷移速度的方式有二：第一，我們可以考量人們在特

定時期內的跨區域移動；估量一個大規模遷移從頭到尾所需的
時間。第二，我們可以就個人的角度觀之：一個移民者從當地
到新的移入地所需的時間。很明顯地，交通科技的改變在這一

方面造成了極大的差異。

至於是哪一方面的社會生活與遷移模式（不論其是否為全
球性的）有關，甚至是被改變呢？大部分關於遷移的文章都將
焦點放在勞工的移動，而我們認為首要的是民族的移動
(movement of peoples) ，而非勞工的移動；縱使他們的勞工多半
是其移動的關鍵。主要為反應市場力量之推力與拉力的商品化
受薪勞工之移動這不過是這個星球上人類大規模遷移中的一
面罷了，雖然它算是重要的一面。遷移也和政冶、軍事及文化
上的權力網絡相關，甚至是構成這些權力網絡的重要因素（參
見第一、二、七章）。隨便看看遷移的起源就可以得到許多例
證。因為軍事的全球化、征服或殖民的行為，產生了殖民者前
往戰敗區域的新移民潮流，或是從戰爭區域逃出來尋求庇護的
難民潮。所以，一如預料的，全球性或區域l生的遷移，對移出
國或移入國社會所帶來的影響經常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移民
模式和經濟、文化與政治互動彼此結合改變的情況下，我們可
以預期遷移在肚會各方面皆會造成衝擊。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遷移對工作與就業的影響。然而，只著

眼工作或就業的問題，我們將無法完全掌握遷移對經濟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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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例如，一九八O年代到一九九O年代初期，從香港大

批湧至加拿大西部的中國人和其所帶來的資金，對當地所帶來

的主要經濟影響並非在勞力市場上。從現在英屬哥倫比亞

285 (British Columbia)和涇哥華(Vancouver)在企業經營懽丶房市以及

國際貿易模式旳轉變上，就可以得到佐證。同樣地，前往法國

的阿爾及利亞移民對阿爾及利亞經濟所造成的影響，並非在於

降低當地的失業率，而是在於大量強勢貨幣（法郎）匯入後，對

於該國國際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的影響，以及黑市通

貨交易對官方匯率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

另外，人們在遷移時也會順便將自己的文化帶到各地去。

藉著在移入地區中定居並建立新的移民社區，移民們在老家與

移民祉區，移出國與移入國的社會之間，建立了以前所沒有的

新社會關係。無論其與原來的居住地有無廣泛的聯繫，移民社

區的建立，多少會創造或改變移入國文化權力或社會纇同旳型

態；也無可避免地會和當地原來的文化產生比較或對照。隨著

人類遷移腳步而來的，是新的觀念、宗教與信仰等。

當然，人類的遷移不會憑空出現，而是在時間和空間上都

經過組織與協調。遷移需要交通、通訊的基礎建設與機制，以

及相關的短則。交通與通訊的基礎建設會影響到潛在遷移的花

費、風險、速度與規模。便宜的交通與通訊設備，和移民祖群

與家鄉聯繫的程度有關。但除卻這些基礎建設之外，遷移都正

式或非正式池受到規範或協調。即使是在流離失所或戰敗逃亡

的情形下，遷移也可能非正式地受到難民之間的協調，或是被

移入國、國際組織的干涉。瑰代移民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國際法

開始影響國內政治、遷移的過程會被國際組織監督、干涉的世

界。相關基礎建設和規則能夠達到多少區域間或是跨］卅際的程

度，將會形成並影響遷移本身的全球化。

在最前面曾縲提過，區域性或全球性的遷移可以用「移出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地與移入地之間的失衡」這種觀念來加以分析。在不同地區的
不同團體問其不均的管道分配、遷移流動間相關的權力分配，
以及想要製造或控制遷移的國家機關等，都可以用權力層級的
觀念來思考。麥克尼爾用來區別菁英丨一般民眾遷移的差異，
不只在於遷移中的不同社會組成份子，遠在於不同社會團體如
何累積用在遷移的資源，與如何成功地打入其他社會或領土的
能力差異上。在移民者之間的權力層級和國家權力的層級相對
應，而國家權力的層級即是指各國對於控制人口流動、維持邊
境完整、形成國際遷移建制(regime)結構的不同能力。
上述概念提供了我們用來描述或比較全球性或區域性遷

移歷史形態的語彙。然而，關於遷移的歷史資料，會隨著時間
和國家的改變而有不同的品質。我們只能利用對國家的民族組
成或是遷移的層次所推斷出的人口普查資料，來瞭解古代或近
代早期國家旳權力範圍。在那個人口數不多的年代，國家怎麼
可能辛苦地去進行人口普查？因此在古代或近代初期的人口
遷移數量統計，都要靠片段或間接的方式來建立：最主要的資 286
科來源是部分的經濟與運輸資料。兩相比較之下，钅頁上邊界的
完整性，以及公民與外國人亡司的區別，就是現代民族國家構
成旳要素之一。民族國家存在的中心概念就是對領土的界定和
國家認同，而這又反映在對遷移資料作有系統的收集整理上。
不過我們歸納出這種結果時，仍然需要多加小心(Wagner et al., 

1991; Ritz, 1989; Zlotnik, 1989) 。
有了上述這些觀念之後，第二節所要介紹的是至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為止的人類遷移範圍與模式。首先討論的是近代之
前的遷移，以便瞭解後續發展的前因後果。接下來的重點是歐
洲帝國的全球性擴張和連帶產生的全球涇濟互動。這些帝國是
全球遷移時代的基礎，這個時代和以往仟河一個時期都具有體
系上的差異。從一五00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的遷移都不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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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十八世紀末以前的遷移屬於近代早期階段，在地理上是擴
張的，但其計會並不緊密；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則屬於緊
密的全球大規模遷移時期。在此同時，由於各地工業化程度的
不同，也出現各種不同的區域遷移。二十世紀的二次大戰結束
了這段時期，隨之而來的經濟動盪終止了勞動遷移，但卻造成
另一批被強迫的人口流動，尤以歐洲為甚。

在第三節則檢驗了現代的全球性遷移形式。我們認為一九
九0年代的全球性（與區域性）遷移在地理範圍和緊密程度上
都和以前的遷移差不多，但是在地理、社會的組成和基礎建設
上又有所差異。第四節則將累積的佐證整理出總結，並對各種
全球遷移的形式作一比較與對璽第五節接著討論遷移對民族
國家在人口、經濟與政治方面帶來的影響，最後則分析不同遷
移流動與模式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自主性和主權之意
涵。

貳、全球遷移的歷史模式

人類與各民族大規模的遷移巳經有很長的一段歷史(Fagan,
199O,Emmer,l993) 。自從六千年前第一批圖家出現以來，人類

的遷移就不斷地越過政治界線，也不斷地擴充或改變這些國家
的形狀。人類越過大陸、四處流浪，並開拓出新的帝國來。有
些歷史悠久的政體本身就有一股內部力量，容許人民自中心地
區向外遷移。宗教與經濟的、因素則驅使傳教士與商人橫跨各大
洲。這些遷移過程的要素，都已經在第一、二章介紹圈家不斷
變動的地理形狀與戰爭時提過。此處我們僅提出定居型農業文
明出現後，全球性人口遷移史上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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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之前的全球性遷移：範圍與強度 287 

早期最重要的大規模人類遷移發生在亞洲。位居亞洲中樞

的中國文明以河谷為中心發展，其邊陲地區則不斷地在變動

(Lee, 1978; Diamond, 1997) ，菁英與一般民眾的遷移伴隨著帝國
擴張的過程而出現，不斷地向北方、南方和西方的邊陲地匾前

進，在西元前三世紀、西元四世紀、十五世紀時達到高峰。歷

代諸朝通常皆會贊助並規範遷移的行為，除了以軍隊來組織、

實施遷移之外，還有一般民眾大量自發性的遷移。據估計，在

西元前二00年的二十五年間，約有二百萬人在漢朝的支持下

進行遷移。雖然這種遷移屬於區域性的，但如此龐大的數量己

足與十八、十九世紀時的大遷移相媲美。長城以北的游牧民族

則是經年累月地朝著相反的方向遷移，最後不但深入中國內

地，還跨過亞洲大陸，遠至歐洲與中東。十二世紀至十四世紀

之間的蒙古帝國(Mongol empire)帶來了源源不絕的戰爭和遷

移，不但在中國建立了統冶王朝，還進一步西征。基督誕生之

前，印度文明就已經被外來的亞利安人經由軍事征服而改變了

有一千年之久，接著又受到伊斯蘭教蒙兀兒人(Moguls)的影

響。然而直到十九世紀之前，這些地區卻再也沒有任何向外擴

張的軍事攻擊與伴隨而來的遷移行動。最後，值得注意的是，

當前述的早期遷移行動在大陸上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波里尼

西亞(Polynesian)的島上居民也同時展開長距離海洋遷移與跳

島移動的過程．，其在西元十世紀左右到達杏無人跡的紐西蘭，
數百年之後又到達夏威夷和復活島(Easter Island) 。

在中東，由於伊斯蘭教的興起及阿拉伯游牧民族在精神與

軍事上的決定性優勢，產生了一股向外遷移的強大動力。在伊

斯蘭地區的早先數百年間，因為阿拉伯人及隨後埃及人的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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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戰與定居，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組成。繼這些主要的遷移之

後，一些較小、但是主要的遷移行動則是向南到達了東非、向

西到達了芹丹以及現今的奈及利亞；而興起於中亞的土耳其，

最後不但征服拜占庭帝圍，還建立了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 。後來伊斯蘭教勢力雖然撤出伊比利半島，但卻進入

巴爾幹半島，橫越印度洋到達馬來亞半島和印尼群島。

在非洲，西元前三千年到西元前一千年間撒哈拉地區的沙

漠化，使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們遷移遠離了北非，還有非洲

大草原地帶(Savannah)的居民向南遷移到西非的森林區。原來

定居在現今喀麥隆 (Cameroon)和奈及利亞的班圖頵民族

(Bantu-speaking peoples) ，則展開一段綜合了征服、遷移和擴散

的過程。曲於他們屬於農業文明，因此在人口和軍事上都比其

他以狩獵或採集為生的部族占優勢。西元前十五世紀左右，班

圖人在發展出鐵器的製造技術之後就開始向外擴張。西元前一

百年左右，他們已涇到達印度洋；西元二五0年，更到達北納

288 塔爾(Northern Natal)地區(Curtin, 1997) 。波斯和波斯灣附近的斯

瓦希里人(Swahilis ，譯者按：班圖人的一支）在十二到十五世紀之

間，沿著東非海岸建立起一個綜合了移民社區、港口和貿易據

點的複雜飼絡。西元一三00年到一八00年之誾，信伊斯蘭

教的豪薩人(Hausa ，譯者才主在約旦附近）從西蘇丹地區遷移到現

今的北奈及利亞地區，在那裡建立國家和領地。在美洲，墨西

哥的阿茲提克人(Aztecs) 丶中美洲的印加人(Incas)與安地斯山脈

的馬雅人（Maya) ，各自週期性地利用戰爭和遷移向四周擴張，

直到西班牙人入侵爲止(Fernandez-Armesto, 1995) 。

古代歐洲除了希臘、羅馬大規模的軍隊和民眾遷移之外，還

有腓尼基人到處建立的殖民地，其興盛的奴隸交易不但越過地中

海，還沿著補給線穿越北非、美索不達米亞地匿和東地中海沿岸

地區(Levant) 。更北方的凱爾特人(Celtics)和日爾曼民族則是從

第六章還移的人們

歐亞大草原擴展到歐洲的北阿爾卑斯山地區。歐洲的遷移形式
在西元五世紀時已經因爲「蠻族」的入侵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
而有所改變。自此之後的數世紀間，這些蠻族建立的王國和其
中世紀的後代就不斷地隨著人口的移動而興衰起落：西元十一
世紀末，來自歐亞大草原的斯拉夫遊牧民族軍隊，入侵擴散至
巴爾幹半島、中歐和俄羅斯中部。伊斯蘭教勢力在西元八世紀
時入侵伊比利半島；拉丁十字軍(Latin crusaders)在地中海東部
的沿海地帶建立移民國家。斯堪地那維亞人入侵諾曼地、英格
蘭、蘇格蘭、冰島和格陵蘭之後便定居於斯。中世紀時，日爾
曼軍隊和農民進佔巴爾幹、波羅的海地區和芬蘭北邊之後，便
進行殖民和改宗的行動。最後，自西羅馬帝國崩潰起直到西元
十世紀爲止，猶大人從地中海東部地區流散到伊比利半島、義
大利、法國、英格蘭和德國。之後又被驅逐出英格蘭(l2O9) 、

法國(l3O6) 、西班牙(1492)和葡萄牙(1496) ;猶太人聚集的重心
因此轉移到歐洲東部，尤其是波蘭、立陶宛與烏克蘭。
在中世紀的歐陸，採礦、冶金和紡織的工匠都向各地的生

1994) 。統治階級和軍隊將領的流動性更產屯心集中(Bartlett,

高，此乃因其四處征戰和當時藉由王室聯姻結盟的風尙。如霍
亨索倫家族(Hohenzollerns)薪此從義大利半島遷移到波羅的海
地區；諾曼(~orman)王室從斯堪地那維亞地區經法國而到達英
格蘭和西西里島。哈布斯堡(Habsburgs）家族的婚姻和親戚網則

遍佈全歐。西元十六和十七世紀時的宗教戰爭導致少數派被大
量軀逐，最有名的例子是五十萬名胡格諾教徒(Huguenots' 譯
者按 西元十六到十七世紀的法國新教徒）被驅逐出法國。

二、近代初期的遷移：區域性與全球性

西元十七世紀以降，在中、南、東歐的奧地利、普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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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和鄂圖曼帝國一直存在著衝突，因此造成各種族在不斷

改變的疆界間大舉遷移。至於重商主義導向 (mercantalist
orientated)的國家則依賴技術勞工的移入［例如荷蘭人移動到

德國、英格閼進行土地排水工程，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則
將各式工匠和製槍匠引進俄羅斯帝國(Lucassen, 1987) 〕。俄國人
的遷移存大批移民向東到西伯利亞時達到高潮，時值西元十八
世紀。

若依我們之前對全球化提出的定義而言，前述的例子大部
分都只能算是區域性的移民，而不是全球性的（雖然伊斯蘭教
在非洲、歐洲和東南亞的據點，的確代表了全球性遷移的過
程）。雖然有些跨酮界的遷移，不過這些遷移的行為多半隱含
著改變政冶疆界和空間的意涵。然而，由於歐洞不斷改變的經
濟和軍事動力，從西元十六世紀以後，人民遷移的層次就不停

地在上升中（參見第一、二、三、四章）。早期的歐洲擴張，並
非以簡單或抑效的統冶而構成的，而是靠不穩定的軍事和科技
優勢，以及征服新世界之後隨之出現的實際遷移行動
(Fernandez-Armesto, 1995) 。這種歐洲跨洋的侵略，在地理程度

上也許遠超過早期的大部分征服或遷移；但相對地，其強度或
持久性就呈現偏低的博形。然而，這三種由歐洲強權開始或控
制的全球性遷移形式，卻預告了下－個餌論在廣度或強度上都
遠超過前者之遷移時代的來臨（參見地圖 6. 1) 。這些遷移是獻
洲征服並殖民至美洲及大洋洲的完成階段．跨大西洋的奴隷買

賣助長殖民地的經濟發展，販奴行為被禁止後，取而代之的是
大批來自亞利的勞工。

三、大批遷移的出現：近代早期到近代的遷移形式

歐洲遷移的原動力讓我們瞭解其多面的樣貌以及複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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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破碎的地理範圍，我們也因此能掌握到寇斯比(Alfred Crosby) 

所謂「歐訓的生物擴張」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其過

程中的幾個構成要素，亦即歐洲的人種、動植物與微生物，都

隨之散播到以往數千年來一直在環境上和祉會上都和歐洲分

離的世界上其他角落，即美洲和大洋洲(Crosby 1983) 。儘管歐

洲向外擴張的根源早在三、四百年前就已經開始，而且只有在

西元十四世紀時因經濟和人口的崩潰和航海科技的限制而受

到阻礙，一般還是認為一四九二年的事件引發了這股橫跨大西

洋旳風潮。呼殊的是，歐洲人幾乎未在這兩地遭到原住民的軍

事威脅或抵抗。歐洲相同規模的擴張，在人口繁多的亞洲和非

洲中心地帶就被延宕了近三百年左右，原因是這兩地原本就已

經有一定的人口，再加上當地區家的抵抗、社會組織和自然環

境的反撲等。無怪乎在西元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歐洲人在非洲

建造的主要和長期遷移地區都集中在極北與極南端（阿爾及利

亞、南非、字巴威） ；同樣地，除了幾個殯民貿易的小據點和

附帶建立的衰弱官僚體系外（荷屬東印度群島上極小的荷蘭移

民社區， Lucassen, 1995 ;以及非洲的好望角， Curtin, 1997) ，歐

洲人在亞洲大陸幾乎沒有長期定居的例子。接下來，我們討論

的重點放在繼歐洲軍事征服和殖民之後，人類遷移的範圍和強

度。

西元十六到卜八世紀的絕大部分時期，歐洲人向美洲終至

大洋洲遷移的步調都相當緩慢(Bailyn, 1986; Kenwood and 

Lougheed, 1989; Baines, 1991) 。在西班牙主宰的一百五十年問，

不到五十萬人越過北大西洋，只有七萬名葡萄牙人定居在巴西

（關於西班牙人的外移，參見Morner, 1976; Altman, 1995) 。加勒

比海區域的歐洲後裔也是屈指可數。在美國獨立革命前夕，這

個最多歐洲人口的殖民前哨站，也未超過二至三百萬人。當時

在大洋洲則是沒有歐洲人永久定居。跨大西洋遷移和越洋建立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經濟體系要付出的代價和風險，以及殖民地不穩的情勢應該是

主要的原因。北美的歐洲移民主要為英國後裔，然而一七七六

年時，從英國和愛爾蘭移到北美殖民地的人口也不過才百萬。

接下來稍微少一點的是德國、荷蘭和斯堪地那維亞人。有些法

國移民除了到美國之外，還到更北的魁北克。不過經過七年戰

爭戰敗、失去美］州殖民地以及法國大革命的動亂之後，到美洲

的法國移民就嚴重萎縮了。雖然西元十七到十八世紀時，荷
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在非洲與太平洋地區建立了貿易據點

和海岸堡壘，但也只稍微加決了歐洲移民的速度而已。

到了西元十九世紀初，歐洲移民的速度和規模終於加快

了；原因之一是廉價、定期又可靠的運輸方式。從歐洲到紐約

最便宜的船票，在一八七0年時約需美金四十元，十九世紀末

時已降至僅需美金二十元(Zolberg, 1997) 。然而，這股移民狂潮

的主要因素是經濟。工業化之後，歐洲出現大量剩餘的農村勞

力，另一方面，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地才在工業化的階

葭中，空有廣袤的土地，卻缺乏人力。跨大西洋遷移的高峰乃

在拿破崙戰爭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閆。遷移的總人數估

計最高為一八五O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間的五千萬人，最低為一

八二一年到一九一五年之閒的四千六百萬人。其中四千四百萬

人來自歐洲，二百萬人來自亞洲。絕大多數人的目的地是美

洲，其中又以美國為最。在時間上，歐洲大遷移應該是在西元

一八八O年之後才算實際發生：一八八O年之前，遷移的人數
為一千一百萬人到－－千二百萬人；一八八O年到一九一五年之

間則爲三千二百萬人(Kenwood and Lougheed, 1989) 。這項轉變
反映出地理上的改變：一八八O年之前，移民主要來自西、北
歐：一八八O年之後，則以東、南歐為主，尤其是義大利。在
這段期間，英倫諸島的移民佔三分之一以上，這樣高的比例一
直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誾；相較之下，德國移民在一八八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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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就減少了。

一般而言，英國人和愛爾蘭人遷移到美國、白人帝國領地

及加勒比海區域，德國人則移往美國，少部分到阿根廷和巴

西；除了美國之外，拉丁美洲也是義大利人的移入區；伊比利

半島的居民則大量湧向拉丁美洲，至於東、南歐的移民則是一

面倒地移往美國。有很多因素驅使歐洲鄉村貧民主動外移。十

292 九世紀中葉，除了法國的人口外移政策愈趨嚴苛之外，英國、

瑞典和德國都逐步消除對人口外移的限制。國家機構、工會、

慈善組織及殖民地社會，都能提供財務上的援助。英國在一八

四O年成立的殯民領地暨移民局(Colonial Land and Emigration 

Department) ，利用出售澳洲土地所募集的基金來幫助人口外

移。此外，也利用地方稅收來協助貧民向外移民。德國繼而效

之，尤其在一八四八年自由革命之後。一八五0年之後的財務

援助幾乎都來自殖民地政府和利益團體，尤其是想要舆最受歡

迎的北美－較高下的澳洲和拉丁美洲。海外移民寄回的匯款也

是其親友向外移民的重要助力(Kenwood and Lougheed, 1989) 。
在這些丙素影響下，遷移的模式也開始邁向制度化。

當這股史無前例的大移民因為戰爭舆經濟危機而逐慚消

退之際，美國也正在試圖以政冶力量來控制之。約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之前，種族主義的清緒和有組織的勞工聯合起來限制從

亞洲到美國的移民。在許多州政府積極支持下，通過了對亞洲

移民的強迫控制，要求終止亞洲移民移入的聲浪逐漸高漲，最

後終於在一九二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作出禁止中國、日本與

印度移民歸化與取得美國圍籍的裁決之後達到頂峰(Zolberg,
1997)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橫跨大西洋的遷移也發生

了變化。美國開始激烈地限制歐洲移民，改以跨國界的非法墨

西哥勞工、大量的非裔美人與南方的白人勞工來支應北部和東

部工業擴張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兩年，有超過三百三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十萬人移入美國，一九二0年代中期則減少到平均每年只有三

十萬人，而一九三0年代每年的移入人數只剩不到十萬。每年

新移民佔全部人口的比例在一九一四年還有百分之一點二

三，但到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五年誾，已降到百分之零點零五

（統計數字參考自Mitchell, 1983) 。自此，移往拉丁美洲和大洋

洲的歐洲移民相對來說在比例上就提高了不少，唯在實際數字

上改變不大。不過，根據美図一九二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其

在人口組成上還是以白人為主。

四、奴隸貿易

十七和十八世紀歐洲對美洲的軍事征服和美洲的人口增

長，其實和另一種大批人口遷移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奴隸貿

易：一種被強迫的人類遷移；其絕大多數是從撒哈拉以南非

洲，穿越大西洋而到達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Curtin, 1969; 

Fox-Genovese and Genovese, 1983; Blackburn, 1988, 1997) 。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區原住民人口結構的崩潰，導致上地空曠無人唐

住，勞力也出現短缺。儘管已經有歐洲的契約勞工和對於未來

經濟機會的承諾，但在十七到十八世紀之間，只有少數的歐洲

人願意跨越大西洋。為新世界提供勞力，剧始時勢必需要廣泛

利用壓迫的手段。大西洋之間的奴隸貿易從十五世紀中到十九

世紀中，一共持續了四百多年。它不但創造出另一股在印度洋 293

的奴隸貿易，還彼此相互交融，把東非和中東，鄂圖曼帝國與

歐洲的殖民地連接起來。儘管目前資料不甚完全，但根據推測

在一五00年到一九00年間，約有四百三十萬人從東北非、

中東非被帶往中東和阿拉伯半島(Clarence-Smith, 1989) 。

歐洲人奴役非洲人的行為至少可上溯至一四五O年代左

右，當葡萄牙水手航行到非洲海岸之後，就開始源源不絕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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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歐洲家庭用的奴隸。然而促成奴隸貿易大增的決定性因素，

卻是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殖民地的建立和殖民地經濟的興

起。十八世紀開始，英國人取代了葡萄牙人，法國人和荷蘭人

也加入壓迫的陣容；而歐洲、非洲與美洲的三角關係也發展成

一種包括工業製品、勞力及農產品之商品交易的固定循環。到

底有多少非洲奴隸渡過大西洋，學者們一直爭論不休，估計的

數字從五百萬到二千萬都有。當代歷史辯論最終確定的數據

爲，在一四四五年到一八七0年之間，約有九百萬到一千二百

萬人之譜（特別參見Curtin, 1969 ，作者在此最新的預測數字，

參見Curtin, 1997) 。十六世紀時，被強迫遷移的非洲奴隸約有

三十二萬五千人（佔全部的百分之三），十七世紀時增加到一百

九十萬人（佔全部的百分之十六）；十八世紀時暴增爲六百七十

萬人（佔全部的百分之五十八），十九世紀時則降爲二百六十萬

人（佔全部的百分之二十三）。

從十六世紀開始，歐洲人及非洲人搜捕奴隸的行動是沿著

撒哈拉以南的西非海岸進行，後來就深入腹地之中，造成當地

人口銳減、社會階層變動；在此同時，美國南方、加勒比海地

區和伊比利半島國家在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種族、經濟與社會生

活的特徵也開始轉變。大部分奴隸都被運往巴西和加勒比海地

區，在三個世紀之中，有超過四百萬人被送往巴西。十八世紀

初，在加勒比海地區的非洲奴隸少於三十萬人，一百年之後，

在法國和英國的殖民地幾乎就有一百萬名奴隸。一八三五年

時，約有兩萬名白人和三十萬名黑人住在牙買加，這在當時加

勒比海地區的歐洲殖民地，算是一般的比例。一八六0年時，

美國南方各州的人口有百分之三十四是奴隸，亦即在全部一千

一百萬人中，有三百八十萬名奴隸(Kenwood and Lougheed, 

1989) 。這種人口組成的情形並不是奴隸貿賣之高度強迫性的

人口遷移所造成的；實際上，只有百分之十的奴隸交易目的地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是美國。美國的蓄奴者更加無情且系統地致力於奴役原住民族

的舉措。很明顯地，我們實在難以推估這種行徑和其他奴隸所

受到的待遇，對道德、政治、文化和經濟會帶來何種長遠的影

響。

五、亞洲人的離散：契約勞工

當十九世紀中葉，奴隸貿易被禁止並逐漸衰落之後，亞洲

勞工的大規模遷移〔或是一般熟知的苦力系統(coolie system) ]

開始逐漸興起。如此一來，殖民地經濟得以取代以往由奴隸提

供的勞力，或者以澳洲爲例，則是在可資利用的英國囚犯勞動
力衰減之非常時期時，還能繼續獲得極端廉價的勞力供應

(Tinker, 1974; Potts, 1990; Clarke et al., 1990) 。一般而言，苦力是 294
以受到罰金約束的短期契約爲基礎，苦力往往因爲交通運輸費

用而負債，工作環境和所得一定是非常的糟糕。這種亞洲的人

口遷移難以精確估計人數，而其季節性的性質或經常出現的非

法遷移，又使得我們原本已經相當零碎的概念更加複雜化。不

過至少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即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有
大量的工人從印度、中國、日本和爪哇遷移到美國，和其他英

國法國、德國及荷蘭在亞洲、非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殖民地。

這可說是真正的全球性遷移了。

十九世紀時最明顯的遷移或許是印度工人的遷移。其中包

含了旅居英國和其他殖民地的契約勞工(indentured labour) 、短

期契約勞工、爲大英帝國殖民地工作的行政官僚和辦事員，還

有更多爲了追尋經濟機會的自主菁英移民。中等的遷移數目估

計指出，在一八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間，有三千二百萬人離開

印度，二千四百一十萬人返回，因此淨移出應有六百萬人左右

(Tinker, 1974; Potts, 1990) 。西格爾(Segal)的估計數字較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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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為在一八一五年到一九一四年問的淨移出約有三百萬人

(Segal, 1993) 。這些遷移所涵括的地理範圍極爲廣闊。在太平

洋地區，印度人是前往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和斐濟；

僅馬來西亞一地就有四百五十萬人移入。一八三八年到一九一

八年間，超過五十萬名印度工人移往英圍在加勒比海地區的殖

民地；一八三四年到一八六七年之間，則有超過三十萬人在法

屬模里西斯落地生根(Vertovec, 1995) 。其他印度移民的目的地

還包括坦尙尼亞、肯亞、丐拉威、尙比亞、南非與為干達等

(Thiara, 1995) 。

足以和印度人遷移相比的當屬中國人的遷移：無論是暫時

的、季節性的，或是永久性的。他們不但跨越東南亞，前往美

國，還前往歐洲（雖然規模小了很多）。在美國，中國勞工是建

造美酮鐵路和加」、I丶［淘金的主要勞動力骨幹(Hui, 1995) 。除此之

外，在蘇門達臘島 (Sumatra) 的荷蘭殖民地與特蘭斯瓦

(Transvaal, 譯者按：在今之南非）的城市中也有他們的蹤跡。由

於苦力貿易的多樣性和違法性，可供參考的資料難免十分零

散，對各種遷移層次的研究也引起許多爭議。一般認為，在最

高峰時，東南亞的遷移人數平均每年有七十五萬人。在一八四

八年到一八八八年的四十年間，約有二百三十五萬人離開中圍

(S. Wang, 1978) 。西格爾的估計則是在一八一五年到一九一四

年間，約有一千二百萬人向外遷移(Segal, 1993) 。這種獲利甚

豐的勞力貿易是由中國南方的商人所經營的。

日本人的遷移（其中也包含契約勞工在內），是自明治維新

結束了日本數百年來閉關自守的局面之後才展開的。在一八七

0年，開始有少數日本人移民到夏威夷和其他南太平洋島嶼。

等到世紀之交時，由於日本國內經濟衰退而引發向外移民的風

潮，遷移的目的地也改向北美的西岸，如加拿大、加州等。第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對亞洲移民的限制使這股移民潮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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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移民們並在秘魯、阿根廷及巴西建立了許多日本社

區。在一九O八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間，移民至巴西的日本人就

有十八萬八千人(Shimo, 1995) 。官方的估計則顯示在一九00
年到－九四二年之間，有六十二萬人移入巴西(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71) 。相形之下，移往日本的人數就少得多
了。根據官方資料，在一九－0年，居住於日本的外國人僅有
一萬五千人；到一九三0年也只增加到五萬四千人而已，不到
日本全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一。這個數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大 295

幅攀升，因為日本佔領韓國後實施高壓統治，將許多韓國人送
往日本當勞工。一九四三年時，在日本的韓國人就有五十六萬

人。

最後，密克羅尼西亞人(Micronesians)和美拉尼西亞人

(Melanesians)都曾被強迫擔任契約勞工。一八國O年到一九一
五年間，超過二十五萬名太平洋島民被充作契約勞工，前往澳
汎寸、秘魯、斐濟和夏威夷(Potts, 1990) 。契約勞工的使用一直到
二十世紀初才逐漸被廢止，但還在荷屬東印度群島苟延殘喘到

一九四一年。

六、區域性遷移和工業化初期

如前所述，跨越國界的勞工遷移，在歐洲已經有很長一段

的歷史。此外，這些勞工的遷移一直受到帝國、國家的建立，
與跨大西洋遷移的動力所壓制。然而，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十
九世紀末歐洲工業化、各國經濟表現所產生日益加大的差距，
和洲際鐵路的建造，紛紛掀起另一波增強的區域性遷移。
一般而言，我們可以把歐洲國家區分為勞力出口國和勞力

進口國，雖然有時候彼此間的界線並不是很清楚。例如，瑞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從勞力出口圍轉變為勞力進口國。德國



璽l 全靦化趨勢與衝擊

和英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雖然一面引進勞工，另

一方面又不斷地向海外輸出移民。最主要的移民移入國是英

國、法國、德國和瑞士；主要的移出國是波蘭、愛爾蘭與義大

利。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和這股區域性的移民較無關，但也一

直有人口外流至過去帝國主義時期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

歐洲內的區域性遷移中，最重要的目的國是法國；法國在

十九世紀跨大西洋遷移的人數相當低。和其他歐洲國家相較之

，其遷往殯民地的人數也比較少、都市化的腳步也更慢(Cross,

1983, Hollifield, 1992) 。有人主張「提供英、德勞力的鄉村移民

並未真正地在法國發生，而是直到二十世紀後才開始。因為鄉

村的工人不願意離鄉背井，所以法國的資本家們被逞要引入外

籍勞工以彌補缺乏的勞力(Hollifield, 1992) 」。在煤鋼業，外籍

勞工才是勞動的主力，此外尙有在農業、服務業和運輸業等方

面。除了少數的內部移民外，法國的外勞來源為比利時、義大

利、伊比利半島、德國、奧匈帝國、荷蘭、俄罹斯、波蘭等。

一八五0年時，法國的外籍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一，第

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增加至百分之三，一九三0年代中達到百分

之六點六的最高峰，此後直到一九七O年代都一直沒有減少。

在數字上，則是從一八五一年的三十八萬名成長到一九一一年

的一百一十六萬名（數據估算自 Mitchell, 1992) 。

相反地，德國並未如法國一樣容許那麼多的永久性移民

(Homze, 1967; Herbert, 1990) 。一九00年之前往德國的移民並

無記錄可循，二十世紀開始的頭十年則只有四萬九千人；一九

296 二0年代時增爲八十四萬一千人，之後的一九三0年代又降至

四十一萬三千人。這些記錄中並不包括一八八0年開始進入普

魯士的波蘭季節性工人。他們填補了德國人民外移所遺留的空

缺，勉強維持了普魯士貴族的家業經營。一八七一年時，當地

的人口僅有百分之零點五是來自外國，到一九－0年已經躍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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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百分之一點九，幾乎成長了四倍（山 Mitchell, 1992 之圖表計

算而出）。這種自願到德國的移民和合法居留的外國人所佔的

比例一直到一九五O年代中期才開始衰落。那些不幸在一九一

四年還留在德國的外國人，被迫在戰爭期間繼續為德國工作；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只是被留置

的外國人更多(Herbert, 1990) 。相對於移入德國的稀少人數，德
圍向外移民的人數顯然高得多。一八七O年代時，就有超過七

十萬名德國人向外遷移，主要是前往北美洲。這個數字在一八

八O年代時幾乎呈現兩倍的成長，到了一九－0年至一九一九

年間才陡降為九萬一千人（估算自 Mitchell, 1992 的數據，另請

參見 Nugent, 1995) 。

在整個工業化的過程中，英國除了持續不斷地成為跨大西

泮的人口外移國之外，還開始接受為數頗多的勞工流入(Foot,

1965; Garrard, 1971) 。愛爾蘭惡劣的生活環境使得其人口持續
外移，這些跨越愛爾蘭海(Irish Sea)的移民，彌補了因威爾斯人

和蘇格蘭人外移至美國而遺留下的英國勞力市場空缺。十九世

紀晚期，東歐人民、俄國的猶太人、義大利人與立陶宛人也加

入這股移民潮。英國的外移人口在一八七O年代之間超過二百

二十萬人，接下來的十年也是維持相同的數字。一八九0年代

時一度減至一百七十萬人，但在二十世紀的頭二十年又分別增

加到二百八十萬人與二百三十萬人之多。一九二0年代開始，

人口外移的速度已經逐漸減緩，這十年間只有一百五十萬人；

之後因爲美國關閉移民管道，使一九三0年代外移的英國人只

有二十四萬二千．人。在人口外移的全盛時期，平均每年外移的
人口都佔了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八到百分之一。相反地，移入
英國的移民則從未超過英國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即使是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最高峰時亦然。然而，一九－0年到一
九一九年的十年間，移入英國的人口也超過一百三十萬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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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0年代的兩倍，一九三0年代的三倍（由 Mitchell, 1992 

的圖表計算出來）。

雖然瑞典在一八八O年之後也成功地實行工業化，但是仍

有大量人口外移（參見 Norman and Runbolm, 1976; Mitchell, 1992; 

Gjerde, 1995) 。一八七0年代有超過二十七萬名瑞典人遷移到

其他國家，每年外移的人口相當於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二。

往後數十年間，人口外移的壓力依然存在，一八八0年代有三

十六萬三千人外移，一八九0年代則爲二十三萬三千人。不過

到了一九二0年代，每年外移的人數就降至六萬八千人；一九

三0年代更只剩下每年二萬五千人。在這段期間，移入瑞典的

人口相對而言算是相當少：一八八O年代只有六萬五千人，一

九00年代爲八萬三千人。不過外來移民的數目一直穩定的成

長，所以到了一九三0年代時，每年移入的人口已經有外移人

口的三倍之多。

七、世界大戰期間的遷移

就漫長十九世紀(long nineteenth century' 一七六O年到一

九一四年）的大部分時期而言，遷移的主要動力是經濟因素。

297 十七世紀早期的宗教迫害所造成的遷移推力(push)和遠方異國

的財富所形成的拉力(pull) ，對許多歐洲人而言，在美洲有許

多經濟發展和致富的機會。對於非洲奴隸和亞洲勞工而言，其

所遭受的經濟剝削是藉軍事和法律壓迫之手段來進行。當奴隸

貿易在十九世紀終止後，歐洲和亞洲的移民規模依然不斷在升

高，直至二十世紀初期。這股龐大的移民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

戰發生才完全結束。當一切戰亂終於麈埃落定後，情勢也已經

改變：各國殖民地對歐洲、亞洲及非洲勞工的需求已經下降、

民族主義和排外的政治情緒在許多國家中發酵，應運而生的移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民政策限制更多，更進一步延緩了舊式全球性遷移的腳步。第

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經濟失序，再加上一九三0年代的全

球經濟大蕭條，使得兩次大戰之間的全球性遷移一直處於低潮

狀態(Zolberg, 1997) 。

儘管如此，在歐洲依然有相當規模的人口，因爲戰爭和種

族衝突而持續不斷地遷移。許多波蘭人從過去俄國和奧地利佔

領的舊波蘭中湧向新獨立的波蘭；波蘭西部則有大批德國人朝

著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的德國前進。俄國革命導致約一
百一十萬人在一九二二年之前逃往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

前到一九二0年代初期之間．，約有一百萬名亞美尼亞人

(Armenians)爲了躲避土耳其的迫害而四處遷徙。希－土戰爭在
一九二0年代初爆發後，約有一百二十萬名希臘人離開土耳其

而回到希臘(Kulischer, 1948) 。

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爲各帝國之間的戰爭，雖然因爲民族

主義的衝突和種族之間的差異而引起一些遷移，但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爆發和戰後好不容易才獲得的和平下，這些遷移也逐

漸消退於無形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批難民四處躲避勢

如破竹的德軍，因爲德軍將數以百萬的百姓囚禁於主要位在波

蘭的集中營內。戰後，六百萬德國後裔自波蘭遷入德國，四百

萬名德國人從蘇聯佔領區湧入西方佔領區。另外，由於波蘭的
邊界再度向西變動，三百萬波蘭人離開了被讓給蘇聯的舊波蘭

東部，前往新的波蘭。還有超過二百五十萬的德國後裔從捷克

斯洛伐克進入奧地利和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依然還有明顯的非自願遷移發

生。新成立的以色列使約七十萬名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Morris,

1987; Adelman, 1995) 。巴基斯坦從印度分離時與分離後，兩國
之間有一千五百萬名難民被迫彼此交換國家。一九五O年代早
期，五百萬韓國人從北韓逃到南韓(Zolberg, 1997) 。不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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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力量又在歐洲和西方重新主

導遷移模式的形成；而在開發中圍家則是以國家的建立和戰爭

為影響遷移模式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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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一九一四年之前的遷移在強度和地理上的廣

度，都和一九四五年之後的情形相去不遠，無疑地，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的遷移規模顯然比兩次大戰之間的遷移規模要大上

許多。現在世上幾乎沒有一個地區或國家沒有在引進或是輸出

勞力（參見地圖 6.2) 。歐洲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垮台之後，過去封
閉的地區也紛紛加入遷移的行列。雖然有一大部分的人是遷往 298

經濟合作暨發展粗織國家，但其他人的目的地並不只限於此。

此外，在東南亞、中東、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與拉丁美洲都

有大規模的遷移。這些區域都同時進行著區域性和全球性的遷

移。在此大綱下，接下來我們要試著區別這兩種遷移情形，同

時解釋兩者之間的關係。

一、全球性與區域性的遷移

當代的遷移時期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其導致大

量人口的移動（參見第六章第二節）。戰後的遷移在地理和時間
範圍上都非常複雜，難以清楚地表列出來。在遷移的強度和

地理範圍上，最主要的是向位於歐洲、大洋洲與北美洲的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前進。然而，這些遷移的性質並不完

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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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地區戰後初期的遷移在範圍上多屬區域性，之後，歐

洲國家又陷入更廣泛的遷移潮流中。一九五0年代到一九六O

年代之聞，比利時、法國、德國及瑞士開始招募海外勞工，首

先招募的勞主是來自南歐，接著是北非和土耳其。瑞典則是從

芬蘭北邊引入勞工。這些勞工大部分是透過半組織、半官方性

的沼募計畫而來，而他們原本也應該是暫時性而非永久性的移

。和上述遷移同時發生的，還有前殖民地國家之勞工湧入法

國、英國與荷蘭而形成的全球性遷移。因為過去殖民關係的聯

繫，這些來自前殖民地國家的移民不但停留得更久，而且其組

成分子除了當地人之外，還有返回母國的前殖民地行政官員與

當時前往居留的殖民母國人民。

前往澳洲與北美洲的移民在一九六0年代中期開始停

歇，原本來自歐洲的移民現在逐漸為拉丁美洲人、亞太地區人

民與加勒比海人所取代。在全球性的層次上，前往美國與澳洗

的移民仍相當多；雖然來自歐洲的移民減少了，但從墨西哥移

入美國和從亞太地區移入澳洲的移民則持續增加，所以在區域

性遷移上也不至於衰退。

一九七0年代中期的全球經濟衰退，減緩了西歐地區移民

的步調，因為客工計畫(guest-worker programmes)被迫終止，移

民旳法令也開始緊縮：不過親人團聚的遷移模式還是維持了相

當高的數目。跨大西洋遷移的方向也倒了過來，變成是從阿根

廷和巴西前往西班牙、義大利與葡萄牙。地中海周圍國家則是

輸出、引進勞力並行，同時也首次出現來自北非的非法移民；

義大利的非法移民則是來自貧困的巴爾幹地區前共產國家。西

歐國家在一九八O年代，對移民與國籍取得法令普遍都採嚴格

限制。相反地，北美與澳洲的外來移民則不斷增多，來自歐洲

的移民有被亞洲、拉丁美洲移民所取代的趨勢。我們會在下面

仔細討論這些遷移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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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丶遷移潮流的階層化 300 

隨著一九七O年代移民到西歐國家的機會減少，差異化經

濟發展的過程在開發中世界變得日益顯著，新的全球性與區域

性遷移也從而出現。其中最具全球性的遷移是往中東地區的遷

移：一九七四年石油價格的暴漲，使得油產豐富卻人口稀少的

國家亟需大量勞力(Seecombe and Lawless, 1986) 。即使如此，區

域內的遷移也夾雜在全球性的遷移中。一九六0年代中期之

後，許多埃及人和突尼西亞人遷往石油蘊藏豐富的利比亞，儘

管其地位並不穩定，而且移民的數目也不時受到利比亞反覆無

常的政權影響。巴勒斯坦人則在該區域的人口離散中扮演同樣

重要的角色：在一九四八年，他們已經因為以色列建國而被迫

離鄉背井；而在一九六七年約旦河西岸被佔領後，更讓他們流

離失所。中東地區的遷移尙包括每天到以色列工作的人口移

動，在約旦更長期性的居留，以及在波斯灣國家的契約勞工。

十年之後，黎巴嫩內戰造成相似的大批人民流亡。至於該區域

內主要的勞工進口國有：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卡達、阿曼、

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還有北邊的伊朗與伊拉克。主要的

勞工出0國為：埃及、葉門、約旦、黎巴嫩與蘇丹。據估計，
波斯灣戰爭之前，在這些國家間遷徙的移民約有二至三百萬人

(Segal, 1993, 根據 Martin, 1991) 。到了一九八O年代初期，因
為石油收益下降，再加上擔心移民的政治忠誠度（例如擔心反

當地政府的伊斯蘭教組織），使區域性的遷移減少，這些國家
轉而向東亞與南亞招募勞工。這塊匿域的統治者們驟為這些新

的移民會比較順從。印度人、孟加拉人和巴基斯坦人開始向西
遷移，其中還包括許多高技術的勞工。至於來自斯里蘭卡與菲

律賓的埽女則進入服務業或擔任家庭幫傭。在科威特、卡達和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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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外國人的數目甚至超過當地人。

在亞沿憤勺遷移模式也展現類似的全球性與匿域性遷移的

結合模式(Fawcett and Carino, 1987; Skeldon, 1992; Fong, 1993) 。

一九七O年代之前，除了前往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遷移

之外，其他方面的遷移並不多。一九七O年代，向外遷移的數

目增叩，但目的地從歐洲轉移到北美、澳洲，和上一段所提到

之波斯灣國家。一九六五年時，只有一萬七千名亞洲人移民到

美國；一九］＼O年代中期，每年移入美國的亞洲人已經達到二

十五萬人之多，佔所有合法移民的百分之四十五。一九八O年

代末期，居於美國的亞洲人已攀升到六百九十萬人，同時在澳

洲則將近有七十一萬七千人（約合總人口的百分之四）（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al Abstract, various years) 。在盎

格繼－薩克遜(Anglo-Saxon)國家中，唯獨紐西蘭沒有接受大批

亞洲移民，不過該國一直有太平洋島國的人民移入。

一九七0年代中期後，亞洲主要的勞力進口國爲日本、剖

加坡、台灣和汶萊。外來移民都是受這些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

與吃緊的國內勞力市場吸引而來。一九九一年時，新加坡百分

之十一的勞力要仰頼外來移民。至於上要勞力輸出國為：中

國、菲律賓、印度、需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與斯里蘭卡。南

韓、馬來西亞、泰國和香港則同時輸出並引入約略相同數量的

勞工。除了經濟因素的移民外，亞洲也有很多難民。一九九O

301 年代早期，全世界一千五百萬到二千萬難民中，幾乎有一半是

在亞洲。這些難民是因為一九六O及一九七0年代的印度支那

戰爭(Indo-Chinese wars) 、區域性革命或內戰，還有一九七九年

蘇聯入侵阿富汗等事件而四處離散。至一九八九年，三百六十

萬名阿富汗人避走巴基斯坦，還有超過二百萬人逃至伊明

(Zolberg, 1997)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產生了不少全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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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遷移，主要是從前殖民地國家向外遷移：奈及利亞人、坦尙

尼亞人和住在烏干達的亞洲人移民到英國；中非和西非人移往

法國；比利時則是薩伊人的目的地(Curtin, 1978; Castles and 

Miller, 1993) 。然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認爲這些遷移已經

受到非洲內部的區域性遷移影響而減少(OECD, 1993a) 。區域性

的勞動遷移主要目的地是奈及利亞、南非、加彭(Gabon)與象

牙海岸。薩伊、安哥拉、莫三比克、喀麥隆與波紮那(Botswana)

和所有的北非國家都是重要的勞力出口國，不過其移民很少會

跨越撒哈拉沙漠。一九八0年代初期的經濟衰退之後發生的人

民流離情形(expulsion) ，使得移至擁有豐富油產的奈及利亞之

西非人民數量大增。另一個移民集中的大本營是南非，因為產

金的特蘭斯瓦所建立的引入勞工之傳統依然存在。一百多年

來，一直有波紮那、賴索托、馬拉威和莫三比克的移民遷往南

非。不過一九六O年之後，這樣的移民已經減少了，因爲南非

當地的工會已經加強其對勞力市場的控制。採礦業的外籍勞工

從一九六O年的六十多萬人，至一九八O年代已經減少到不足

四十萬人，而且人數還在持續降低當中。然而，因為南非和其

北鄰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差異太大，所以無組織的、非法的移

民還是不斷出現，悄悄地在南非許多廣大又缺乏警力的城鎮中

延續著。

在非洲的遷移模式中，以戰爭和難民的遷移模式最為特出

(K. Wilson, 1995; Zegeye, 1995) 。尤其是在非洲南部和非洲之角

(Horn of Africa)等地，因為建立國家的戰爭和種族衝突，使非

洲的難民人數從一九六0年的三十萬人一路攀升到一九七O

年的一百多萬人，甚至在一九八一年達到三百五十萬人。根據

聯合國難民高級公署(UNHCR)一九九0年的統計，該年非洲應

該只有二百萬左右的難民，但這嚴重低估了蘇丹境內流離失所

的難民一一很可能超過三百萬人(Curtin, 1997) 。經過一九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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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一九九六年間盧安達和蒲隆地(Burundi)的大動亂以及蘇

丹內戰後，現在這塊黑色大陸上的難民總數應該已超過七百萬

人（關於這些數據的討論，參見 Curtin, 1997) 。

至於拉丁美洲，如同前述，已從一個接受外來移民的新大

陸變成人口外移之地(Balan, 1988; Castles and M祖er, 1993) 。一

八00年到一九七O年之間，約有二千一百萬人前往拉丁美

洲，其中絕大多數是南歐人，且其目的地主要是巴西和南錐國

家－－智利、巴拉圭、烏拉圭及阿根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的幾年中，最後一批大規模的歐洲移民抵達南美洲，包括在

一九四五鉭到一九五七年之間移民到阿根廷的五十萬名義大

利人，以及在一九五O年代移民到委瑞內拉的三十萬人。自此

之後，拉丁美洲就出現三種層次的遷移模式。第一，朝北的外

移人口，無論合法與否皆一直持續地增加，而且多以美國爲巨

的地（特別是從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移出的移民）。第二，也有

往南歐的移民，但數量少了許多。第三，區域誾旳移民正在增

加中。季節性的、幫助農忙的移民不斷地在哥倫比亞和委內瑞

拉之問，以及波利維亞、智利、巴拉圭和阿根廷之間產生。其

中許多是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非法移民。

302 最後，我們轉到東歐，這個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之前都和區

域性及全球性遷移相隔絕的地區。隨著共產國家崩潰，以往嚴

格限制的遷移政策消褪，東歐的遷移模式終於也有了改變。一

九九0年代，二百多萬名猶太裔俄人遷往以色列。匈牙利、捷

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波蘭等直接與西歐接壤的國家，一直都

有少數的長期移民；不過，這些移民要往更西邊移動時，遷移

的步鬬就中止了；這些國家已逐漸變成其他位於更東南方的國

家（前蘇聯加盟國和巴爾幹半島的國家等）其人民西移的緩衝

區。一九九一年時，波蘭境內的外籍勞工就有七十萬人，其中

許多人都還想繼續向西遷移。再往南方的前南斯拉夫，其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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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製造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最龐大的難民潮。

除了區域性和全球性的勞工遷移外，自一九四五年之後，

其他如遊客或是暫時性的遷移等也開始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國際旅遊大增，商務旅遊和交換學生的計畫也不斷地成

長（參見第七章）。如前所述，近二十年來，難民和尋求庇護者

的數目也有所增加(Zolberg et al., 1989; Widgren, 1993) 。這些遷

移模式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無論是在實際上，或是在各國

或國際上對遷移的統計數字皆爲如此。這些遷移發生在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或是在開發中世界本身

內部也會發生；而這些遷移的根源都非常複雜。有些遷移是因

國家間的戰爭而起，但這只是難民流亡發生原因的一部分。如

佐柏格(Zolberg)所言，這些遷移主要是「兩個重要歷史過程的

副產品：新國家的形成，與新舊國家之間在祖會秩序上的衝突」

(Zolberg et al., 1989) 。此外，這個原因還要加上冷戰時，兩大
超強的對峙所引發的複雜難民遷移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因為中國的共產革命(1949)而有大批民眾逃亡；以及在匈牙利

(1956)與捷克斯洛伐克(1968)的動亂都製造出大量從東歐逃到

西歐的難民。韓戰(1950-3)與印度支那戰爭(1946-75)同樣也造

成了洪水般的難民潮，同時古巴人也持續不斷地逃往美國。聯

合國難民高級公署的估計顯示出，在開發中世界，因為非殖民

化運動與新國家的建立而產生的難民，從一九五O年代的二百

萬人暴增到現在的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人之多。其中有一千四

百萬至一千五百萬人是在自己的國家中被迫流離失所

(UNHCR, 1993; 1994, p. 3) 。

在冷戰期閆，西方政府認為從東邊鐵幕起義來歸是值得鼓

勵的。其自由和開放的庇護規定是西方國家自認在道德和政治
上優於共產圍家的地方。然而，一九七0到一九八O年代，在

南方一連串建立新國家和國家崩潰的動亂孚5歐洲和北美洲帶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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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許多意料之外的尋求庇護者。一九七三年時，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纖鬬家的庇護權申請總人數為兩萬五千人；一九九0年
時，已經達到每年平均有五十五萬人之多。從一九八三年到一

九九O年的累積總數為二百二十萬人。隨著西方國家日益加緊

對移民規定的限制，現在的遷移趨勢顯示在不久之後，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邊境將出現比自願性移民更多的尋求庇
護者。

303 三、當代遷移的趨勢與模式：多樣性與複雜性

當代的遷移模式非常複雜，全球性與逼域性的遷移流動相

互重疊且交互影響，而兩者都具有經濟與非經濟的性質。以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為目的地的經濟［生遷移，乃位於全球性

遷移的中心；而此種遷移原先是在區域層級，從比較窮的西方

國家移民到富裕的西方國家，然後演變成從開發中國家移民到

西方富國的全球性遷移。在一九五O年代，這股遷移的方向是

朝著西歐而去，但接下來就轉向北美與澳洲。此外，全球性遷

移的焦點在中東。其他大型的遷移是區域性的，自一九六O年

代開始在東南亞、西非和南非、拉丁美洲與中東等地快速成長。

明顯地，大部分的當代遷移都是因為跨國界的勞力市場需

求而引起的，無論這些勞力需求是非正式而特殊(both informal 

and ad hoc) 的，或是經過正式而制度化的 (formal and 

institutionalized)安排。但一九六O年代之後，經濟性移民就被

戰爭引起的遷移、難民流動及尋求庇護等高漲的浪潮給超越。

雖然西歐國家和美國亦接受這種移民，但大部分難民還是集中

在發生衝突的亞洲、非洲等地。另外，引起移民的經濟因素本

身也常受形塑遷移過程的政治因素所影響。每個帝廠的聯繫和

法律義務不同，進一步影響了移入法國、英國和荷蘭的移民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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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其決定了移民的地理組成背景，也改變了移民進入這些國

家的方式。在憲法規定之下，西德就接受了許多來自東德和中

東歐的德裔移民。德國關於取得國籍的規定，並未把前述的移

民計算在外來移民的統計數字之內，連帶使被定義為暫時性勞

工和被撫養家屬的人口數目大幅膨賬，即使這些人其實是在德

國出生的移民第二代亦然（參見第六章第五節的相關討論）。在

單一歐洲市場建立之前，因為與其他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特殊的

文化與政治關係，瑞典引進了許多來自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移

民，它的勞力市場比其他歐體國家都要自由而開放得多。此

外，瑞典的外交政策一向強調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與人

懽，所以國內都有接納大量政治難民的共識，這也解釋了為何

瑞典境內會有這麼多智利人和庫德族人。日本的遷移模式也顯

示出政治因素對移民的影響：佔外來移民一大部分的韓圈人，

是在日本佔領韓國期間移民到日本。總之，不同國家的外來移

民皆會與個別的地理模式有關。

大部分歐洲國家遷移的歷史模式有四重變化。第一，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戰爭本身造成許多流離失所的人民四處移動，

使得原先非常低的起始點有了暫時性的提升。第二，一九五O

年代之後，遷移的比例逐漸上升；經過一九六O年代，於一九

七O年代初期達到高峰。石油危機對縲濟發展的打擊、勞力需

求的下降，以及最後嚴格限制移民的政治情況都明顯地表現在 304

統計數字上。第三，一九七O年之後，人口遷移依然持續地在

進行中，只是遷移的層次降低，而且家庭團聚的動力遠比經濟

因素的推力或拉力來得大。第四，到了一九八O年代，雖然在

各個國家有所不同，但移民的比例的確又開始上升。這種情況

到了一九九O年代又因為西歐經濟繁榮而不斷加強。此外，一

九八九年以降，中東歐和前南斯拉夫的動亂，以及歐洲單一市

場的建立，又再度提高了遷移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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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一直試著限制外來移民的數量。

它所嘗試的方法除了大量使用非裔美人與鄉村勞工的勞動力

之外，還向外輸出資本以吸收充分就業所出現的後果。一九六

0年代中期，美國改變移民法規、取消區域配額制並容許以家

庭團圓爲理由的移民。當時並未立刻造成移民人數的膨脹，但

一九七O年代初期之後，一直不斷湧入的移民讓原本居多數的

德、法移民也相形失色。美國外來移民的來源從歐洲轉變爲亞

太地區或是中南美洲。同時，大量加拿大和墨西哥移民也爲美

國的移民潮流增添區域性的色彩。相反地，日本在整個戰後時

期的人口移入和移出規模都很小。日本的外國人口一直不多，

不過到了一九八0年代末期也開始增加，大部分是非法移民。

人口遷移的歷史模式不停改變，伴隨而來的是移民的人口

組成與其工作機會也不斷地變動。一九五0到一九六0年代，

外來移民的工作多爲卑賤的公眾服務工作，或是製造業的黑手

工作。然而到了一九八O和一九九O年代，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國家在這兩個部門的就業機會不是停滯就是減少（參見第三

章）；實際上，移民的職業和西方的經濟發展一樣，進入後工

業化(postindustrial)的時代。首先，越來越多的移民從事私人服

務或是家庭幫傭，因爲女性移民的數目和就業數目越來越高

(King, 1995) 。第二，除了上述移民之外，也開始出現訓練有素、

高技術的專業人才移民，也就是菁英移民。隨著多國籍企業四

處擴展國際業務（參見第五章），國內的移民管理機構也把目標

對準高技術水準的勞工，菁英移民因此大爲增加。其中除了西

方國家內部的菁英移民外，還造成開發中國家出現技術人才向

西方遷移的「人才外流」 (brain drain)之情形(Salt and Findlay, 

1989; Salt and Ford, 1993) 。第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之際，聯合

國估算高技術人力遷移約在三十萬到四十萬人之間。主要來源

是印度、中國、斯里蘭卡和迦納，其中美國吸收十二萬人，英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國和加拿大則各超過八萬人(Segal, 1993) 。一九七O年代後，

波斯灣國家也成爲進口高技術勞工的主要國家，但是移往西方

的菁英移民依然爲數眾多，因爲菲律賓、巴基斯坦、阿根廷和

巴西的菁英也加入遷移的陣容。

肆、全球性遷移的臘史形式：比較研究

現在我們要回到本章剛開始時的一些問題（參見第六章第

一節），並對歷史上各時期不同的全球性遷移做全盤性的比

較。最早期的長距離遷移發生時，國家若非尙未出現即是很 305

小，政治權威的命令還無法暹及所有的領土。經濟壓力、意識

型態的力量與冒險好奇的心理驅使第一次的全球性遷移展

開。當固定的政治權力中心建立之後，遷移常常伴隨著向外擴

張的軍事力量，偶爾是由傳教士、商賈或農人領導遷移，不過

大部分還是與軍事征服同時發生，或是跟隨在其後。羅馬帝國

和中國的擴張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伊斯蘭教世界的擴張則證

明游牧民族軍隊遷移的重要性，他們從一個游牧的起始點建造

出新的帝國中心。印度的亞利安人、橫掃亞洲的蒙古人與入侵

歐洲的蠻族都適用於這個模式。
就此觀點而言，歐洲自十五世紀以降，以向外擴張建立帝

國爲推力的遷移，比較類似中國或羅馬帝國那種固定國家向外

擴張的遷移模式。不過，帝國擴張的前哨站或向外移民的社區
卻也與帝國的行政中心相距干山萬水。在這方面卻又與伊斯蘭

教國家超越中東、環繞印度洋的遷移模式頗爲接近。但是和羅

馬帝國、中國或伊斯蘭教帝國不同的是，歐洲的帝國在大洋洲
與美洲所遭遇到的文明，無論在人口組成或政治上，都輕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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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外來入侵者所消滅。這種情況使得後來的大批永久性移民

可能遠超過早期帝國擴張的形式。軍事和文化力量在解釋上述
遷移時，有其重要性存在，但是經濟力量的重要性比以前任何

一個時代都還大。的確，早期歐洲帝國擅張所引發的勞力需求
是如此之大，以致於應運而生的奴隸貿易，其規模不但比之前
羅馬或阿拉伯時代的奴隸貿易還龐大，且運往殖民地的奴隸甚
至也比運往母國大都市的還多。

自從美園建圈以及非洲、中東、亞洲等地的革命與非殖民
化運動解構了歐洲各帝國之後，隨同軍事征服與帝國擴張而發
生旳遷移就萎縮了。奴隸貿易的禁絕更進一步消除了軍事力量
在形成遷移時的重要性。十九、二十世紀的亞洲移民不斷地補
充歐洲帝國的前哨站殖民地，與其後來成立的國家之勞力市
場。然而，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由歐洲前往美洲的跨大西

洋遷移在當代的各種遷移中還是比較具代表性．一個民族國家
的人民，因為各種經濟發展與機會所形成的推力與拉力，遷移
到另一個民族國家中。儘管戰爭與衝突持續造成難民潮與尋求

庇護潮，但當代全球性遷移最主要的部分還是受經濟因素所驅
動，並且和政治疆界無關。稍後我們會回來酊論這些轉變對於
國家控制邊界與人口的能力所造成之衝擊。

一、歷史形式：時空的比較

人類(homo sapiens, 繹者按：亦即智人）在新石器時代之前

的遷移，已到達全球各個角落，其遍及全球的廣泛程度就和之
後任何的遷移模式一樣；不過，即便把當時全球甚為稀少的人

306 口都算進去，進行遷移者的數目也極其微小。從定居型農業出

現一直到近代早期，遷移在地理上的擴張程度其實遠不及在人
數上的增加幅度。在如此漫長的一段時間中，我們可以看到在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各帝國不斷變動的邊界中發生了重要的遷移；游牧民族從草原

生涯轉向定居型的農業生活，最後還把原有的社會從定居之處

趕到更邊陲。雖然在非洲和印度次大陸也有類似的情況，不過

最清楚的例子是歐亞游牧民族跨越亞洲進入歐洲的歷史。這個

時代也見瞪了人類首次的大離散：猶太人跨越東地中海沿岸、

北非和歐洲。不過，雖然世界上沒有一洲或任何一個區域是完

全與其他地方隔絕的，但是跨洋的人口交流程度卻很低。以維

京人為例，其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嘗試，在十或十一世紀時

就如泡沫般地迅速消逝了。在他們退回冰島上的堡壘之前，還

勉強在格陵蘭多撐了兩個世紀。真正能夠同時結合軍事征服、

帝國擴張、傳教士與商人的全球性遷移，應該要算是與伊斯蘭

教世界擴張同時發生的遷移了。伊斯蘭教民族的遷移在計會組

成上以菁英篦多數，在絕對規模上並不大，但是涵蓋的地理範

圍卻非常大：西起伊比利半島和摩洛哥，南至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延伸到波斯、北印度，最後東抵印尼群島。所以近代之前

的遷移特徵大多是區域性的，還有連帶發生的流離失所情況。

與現代同時發生的遷移，或者就某種意義而言是「現代」

遷移行動的組成分子，可以說是為一股真正的全球性人口遷移

之新浪潮打了先鋒。在歐洲的擴張中，我們看到從歐洲各地移

向南、北美洲、加勒比海地區、北非及南非部分地區與大洋洲

的移民潮流。奴隸貿易則是由跨越非洲（雖然是集中在某些地

區）的非自願移民，遷移到南、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十九

世紀來自亞洲的大遷移則是印度、中圉與東南亞的人民沿著歐

洲帝國與美國工業化的管道，一路往加勒比海地區、非洲、美

國、加拿大而去；此外在亞洲內部也有遷移發生。

如果以地理範圍的廣度而言，我們骸如何比較當代的各種

遷移模式？當代移民的主要特徵即是往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國家而去的經濟性移民。在西歐，這種遷移－開始是從南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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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6. 1 ：歴史上重要的全球性造移

近代之前（西元1500年前） 近代初期（西元1500-1760) 近代（西元1760-1945年） 現代（西元1945年－）

主要遷移 以狩獵採集爲生者，向過去 從西歐、北歐到位於北美 至一九一四年為止，從歐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政冶

未有人居的地區擴張，後期 ］州、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 湧出大批經濟性移民到美 解決造成大批區域性的遷

從東北亞到美酬以及從東亞 區之殖民地的移居者／殖民 洲和大洋洲的新殖民地。 徙、嘔逐等等（德國、波蘭、

橫越太平洋各列島。 者。 俄羅斯殖民者經陸路向中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印度與

在歐亞－非洲中，大部分遷移 非常少數的歐洲人移民到 亞、西伯利亞遷移。 巴基斯坦、韓國）。

的原因是隨農業帝國建立而 東亞、非洲南部。 跨大西洋與印度洋的奴隸 這段時間的主要遷移是往

·來的人民遷移，嘔離或兼併 奴隸買賣：從撒哈拉以南非 買賣達到高峰後，於十九世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

了狩獵採集者或較弱的農業 洲到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 紀中、晚期漸漸消退。 的經濟性遷移。

祗群。 奴隸買賣·從撒哈拉以南非 至一九一四年為止：亞洲的 一九七三年後，全球性的遷

此種形式的大規模遷徙包括 洲到北非及中東。 複雜混合移民（中國人、印 移轉而由北非、南亞及東南

希臘、羅馬帝國、中國文明 相較之下，歐洲內部的遷移 度人、日本人、大平洋島人 亞等地向中東遷移。

的建立，以及非洲班圖語系 規模較小。 民），主要為契約勞工。除 高技術的經濟性移民興

民族南向的遷移等。 了在亞洲內部遷移外，尙有 起，大部分是為跨國公司服

某些主要的大規模遷移是由 往非洲、加勒比海地區、太 務。但也造成可觀的人才流

逐水草而居或尋求帝國擴張 平洋地區的歐洲殖民地，以 失現象。

的游牧民族所引導，例如· 及往北美與部分拉丁美洲。 原殖民地獨立建國與內戰

歐洲的蠻族入侵（五世紀）、阿 歐洲和非洲南部不同的工 使國際上庇護權尋求者、難

拉伯游牧民族的擴張、十－ 業化程度引發區域性的勞 民與區域性的興家可歸者

世紀以降的蒙古帝國等 工遷移。 大增。

猶太人從中東跨越北非、西 觀光客、旅行者與國際交換

亞及歐洲的大節散＾ 學生越來越多。

- -. 
近代之前（西元1500年） 近代初期（西元1500-1760年） 近代（西元1760-1945年） 現代（西元1945年－）

廣度 全世界早期的人口分布非常 跨大西洋的移民與奴隸買賣 主要的遷移已真正達到全球 廣泛的經濟性遷移：從全球

廣泛。進入西元一千年後， 形成新的全球性遷移。 性的程度：歐洲的擴張與亞 各地移至歐洲、澳洲、北美

人類已擴張至世界各地。 洲人的大遷移。 與中東。

除了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國擴 區域性的遷移出現在歐洲內 在非洲、東亞與拉丁美洲則

張（阿拉伯回教帝國、蒙古帝 部及非洲南部；從俄羅斯在 有大量區域胜遷移。

國等）外，後續的遷移通常是 歐洲的部分到西伯利亞。 各式各樣的遷移。

區域性或地區性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

性遷移縮小，第一次世界大

移的歷史形式

戰後的解決與新國家的建立

造成了短期而地區性的遷

移。

強度 普遍很低 中等。奴隸買賣與歐洲殖民 在－九一四年之前都很高。 強度中等，但在持續成長

帝國與軍事上的擴張偶爾會 在十八世紀時開始增強。 尤其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 中。

造成永久性的移民固動。
年，歐洲向外移民快速增

加，奴隸買賣萎縮，亞洲移

民暴漲。

雖麩有軍隊造成的遷移與逃

亡，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還

是大幅降低。



表格6. 2（績）
近代之前（西元1500年前） 近代初期（西元1500-1760年） 近代（西元1760-1945年） 現代（西元1945年－）

速度 個人的旅遊／遷移速度頗慢。 個人的旅遊／遷移速度頗慢。 個人的旅遊／遷移速度中 個人的旅遊／遷移速度非常

但帝國的建立與游牧民族的 游牧民族社會的大規模遷移 等，但在增加中。 高。

活動則使集體移動與遷移達 被力量相對增強的定居1農

到幾乎史無前例的速度。 業社會所終結。

影響 遷移和帝國與文明的建立／ 前往新世界的重要遷移在人 跨大西洋的遷移在當時正工 一向屬於高度同種族的歐

解體有密切的關係。 口、文化、自然環境與政冶 業化的歐洲扮演紓解政冶與 洲，開始出現許多非歐裔的

與其說遷移是跨邊界的，不 上都造成世界歷史性的轉 經濟壓力的安全閥角色。 少數民族。

如說遷移創造社會與邊界。 變。 移民提供美國及其經濟興起 歐洲避開了一些充分就業與

大部分的狩獵／採集民族都 的人力基礎。 高齡化社會的問題。

被農業帝國消滅或同化。 對福利支出與收入的影響大

致為中性。

美國變得更加多元且多樣。

所有國家都面臨了國家認同

與公民權在政冶與文化層面

上重新定義的問題。

基礎 絕大多數經陸路·仰賴既存 全球性遷移的中心是橫跨大 航運體系開始規劃、體制 航空改變了經濟移民的面

建設 的道路。 西洋的跨洋航運系統。 化，鐵路的興盛更助長陸地 向。

部分經水路的移民跨越內海 上的活動。

（地中海）或是以跳躍的方式

（沿太平洋諸島）進行。在印度

洋上則可能出現跨洋航行與

商業遷移。

表格6.2（績）

近代之前（西元1500年前） 近代初期（西元1500-1760年） 近代（西元1760-1945年） 現代（西元1945年－）

制度 遷移的組織在狩獵採集社會 遷移的組織隨著殖民地企業 十九世紀末期，國家開始擁 運輸系統、邊界管制與勞力

中是不正式的，在農業／游牧 而壯大。 有執行移民政策的能力之 市場已經高度制度化。

社會中則是透過菁英、軍隊 早期跨大西洋連鋯遷移開始 後，遷移的制度也隨之發 然而上述發展卻也伴隨著日

與建立國家的行動來達成。 發展。 展。 益增多的非法移民。

奴隸買賣出現系統化的經濟 歐州I 、北美、亞洲和其他歐 利用國際難民建制和庇護權

紀織。 洲殖民地開始出現招募勞 協議來規範戰爭引發的遷

工、協助旅程的營利、公共 移。

或自願性機構。 對遷移的監督持續增加。

層級 這段時期中，在文明／社會中 奴工、契約勞工的情況使得 奴工、契約勞工的清況使得 在不同的移民種類中，遷移

的層級是：農業社會掌控狩 規劃遷移者和移民之間出現 規劃遷移者和移民之閆出現 的難易程度不囘：高技術的

獵採集社會；游牧社會的力 清楚的權力層級：自頤與非 清楚的權力層級：自願與非 移民比低技術的移民有更多

量偶爾會凌駕定居型社會之 自願移民者皆然。 自願移民者皆然。 選擇，而難民和庇護權尋求

上。
者的選擇又更少。

匭家控制個人遷移的權力增

加，但在大批的集體遷移上

卻可能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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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或西歐前進的區域間遷移。不過，這種遷移馬上就被來自

前殖民地和非歐洲國家的移民超越。第一次顯著流入的移民潮

是形成於西歐和加勒比海、中東、北非、拉丁美洲及南亞等地

區之間。同樣地，在遷移潮發生較晚的北美和澳洲，十九和二

十世紀初期從歐洲到新世界的全球性遷移，乃伴隨著從拉丁美

洲、加勒比海地區和亞太地區往北美，還有從亞太地區到澳洲

的遷移，且最後還被取而代之。此外，所有的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國家一直都有來自成員彼此之間的高技術移民，在這個不

斷發展的全球經濟中心內任職。在近二十年來，原本區域間的

遷移已經變成全球性的遷移，新的移民又從南亞、波斯灣國家

和中東湧入。

另一個探討當代遷移潮廣度的面向是許多和全球性遷移

同時發生的區城［生遷移。如同之前所討輪過的（參見第六章第

311 三節），區域性的遷移在北美和西歐不斷持續進行，但是在拉

丁美洲、非洲、跨越南亞和東南亞等地，也有區域性遷移的情

形。自從蘇聯和歐洲等地的共產國家崩潰，其限制旅行的政策

也跟著結束，原本隔離東西方世界的藩籬忽然對國際移民開

放。幾乎每個國家都經歷過以單一或不同形式出現的、向外或

向內的移民流動（儘管其不一定都是全球性旳）。總之，當代的

遷移在地理廣度和全球性程度上可能比前現代時期的遷移遠

高，至少比十八、十九世紀的遷移範圍更廣泛。當然，這樣還

不足以告訴我們各時代的遷移在相對上的強度。

開於長期遷移流動強度的準確資料非常難以累積。歷史學

家們幾經辯論後還忍為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移民人數

應在四千五百萬左右。而由於運奴船無法形容的傷亡率，所以

奴隸貿易的人數估計結果會依我們是計算離開非洲的非洲

人，遠是計算到達美洲的非洲人，而有所變動。較為中庸的估

計是認爲，十六世紀初期到十九世紀中期，應該有九百到一千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二百萬人左右，這應該是比較正確的規模。十九世紀的亞洲大

移民也會因我們以永久性移民或是又折返回亞洲的移民作為

不同計算標準，而有不同的結果。歷史學界達成的共識是，在

一八二0年到一九二0年的一百年間，永久性移民和返回的移

民一共約有三千五百萬人。然而，永久性移民的數字應該遠不

及此，可能只有一千二百萬人左右。

若以年代順序而言，全球性遷移的強度在現代初期及現代
時期有所成長。早期從歐洲到美洲的遷移，人數並不多；到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人數亦然。十八和十九世紀的奴隸貿

易在真正的數字上自然是比前兩個世紀要來得大。不過，現代

全球性遷移的高峰期應該是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一八

八O年以降的四十年間，旳有三千萬名歐洲人遷往美洲和澳

洲，而亞洲的大批移民也是在此同時發生。當時歐洲國家每年

人口減少的比例遠比奴隸貿易全盛時期的非洲國家還高。

很明顯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全球性遷移的規模出瑰了

關烈的反轉。跨大西洋和來自亞洲的遷移近乎淳頓，而歐洲內

部的遷移則快速減少。若想要對當代的遷移進行比較研究，其

實更加困難。對於大批遷移的計算將再一次地受到短期、折返

的移民所干擾，更別說大量的非法移民了。另外，任何關於這

兩個重要遷移時期的比較研究都必須將二十世紀末的大量人

口計算在內。接下來的討論並不是在絕對數字上的比較，而是

想要建立一個關於相對規模的粗略排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三個最主要的移民鬬家是美國、德鬬和法國。官方資料顯示，

一九四五年到了九九O年間，超過一千八百萬人移民到美國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J.stical Abstract, various years) 。

不過這個時間單位並未計算一九九O年到一九九五年之間旳

實際移民，更何況平均每年還有將近一百萬的非法移民。加上

這些數字後，可以得知美國在五十年間的外來移民人數約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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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千五百萬。這還比一八八O年到一九二0年之間移到美國的三

千萬人次少。不過，一九六0年代中期之後，每年都有很多來

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越界進入美國。同時還必須考慮到相常數

量的返回移民。一般估計一九八O年代到一九九O年代之間，

美國每年約有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左右的非法移民，雖然這個

數字可能被高估了(Bustamente, 1989) 。如果把這個估計減半來

計算的話，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外來移民會增加到超過三
千五百萬人。不過，美國一九九O年的人口為二億四千八百萬

人，而一九00年時僅有七千五百萬人，一八八O年時更只有

五千萬人。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錀出，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後的遷移，雖然在絕對強度上和十九世紀末的遷移相近，但

在相對的強度上，依然不及十九世紀末的遷移。

同此可以說，當時往美圍的遷移某種程度上就是往西方酮

家的主要遷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除了往美國的遷移外，

還亻半隨著往歐洲國家的大規模遷移（類似的比較與結果，參見

Morawska and Spohn, 1997) 。在德國，一九五0年到一九八八年

之問的外來移民人數為二千四百五萬人，在法國則為二千一百

九十萬人。同時期英國、荷比盧、瑞士和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

外來移民加起來大概也是二千五百萬人（估計數據出自

SOPEMI, 1991 及更早的年份； and Mitchell, 1975, 1992) 。如果加

上澳洲和加拿大這兩個也曾有大量外來移民的國家，那麼一九

四五年到一九九O年之間的非美國移民約有八千萬人。如此可

粗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遷移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

移民已超過一億人，而且大部分的遷移是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

九五年這三十年之閹發生的，這個數字是一八八O年到一九二

0年間跨大西洋遷移的三倍。歐洲人口增加的速度比美國慢，

所以歐洲的移民成分應該和世紀之交的美國移民一樣緊密，雖

然這可能會被隱藏在粗略估計數字中的大批折返移民祈淡化。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最後，一八八O年到一九二0年間跨大西洋遷移的強度當

然比早期到殖民地的遷移、奴隸貿易，或是十九世紀亞洲大遷

移的強度都高。甚至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性遷移強

度都高，但僅止於此。十九世紀亞洲移民和當代移民之間的比

較則相當清楚：前者的規模超過後者許多。然而，因為不同的

經濟成長率形成大批勞工移民的先決條件，亞洲之間的遷移活

動才正要攀上高峰。如果這些遷移持續擴大，往美國的遷移也

繼續下去的話（目前也沒有減緩的跡象），這種當代的遷移模式

在強度和廣度上都將遠超過以往。今日個人或團體旅遊更快的

速度很明確地助長了這種趨勢。而現代通訊與交通基礎建設的

發展明顯地增快了人們移動的速度，雖然目前並不清楚這對遷

移人數的毛額和凈值會導致何種程度的改變（「速度」一詞見

第六章第二節，並可參考第七章關於國際旅遊的部分）。

就某些方面而言，想對全球性遷移所造成的影響作一系統

性的比較是不可熊的。早期世界上偏遠地帶的人口增長、跨大

西洋的遷移、歐洲人的軍事征伐和定居，都是獨一無二的歷史

事件；這些事件不會重複發生，其對世界歷史所帶來的廚擊也

是無可比擬的。奴隸貿易也是如此，至於亞洲移民，因為永久

定居的人數較少，對歷史的影響也較輕微。我們很清楚，這些

全球性或區域性的遷移造成的影響是無限大的。如果要估算當代 313

遷移帶來的影響，我們須檢驗遷移對移入國社會和經濟的衝擊。

不過因爲這些面向在過去和現代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一些節單統

計數字的比較往往變得不相關。不過還是有一些重點值得注意。

遷移最明頃的影響是在人口方面，無輪是移出國或移入

國，在人口組成和數量上皆會發生改變。對於現代的福利國

家，這樣的轉變會帶來更深遠的影響，而且和過去所發生的衝

擊差異極大。受到影響的範圍包括了福利服務的層次和法規、

住宅、教育以及圍家經濟本身的運作。過去，排外的學者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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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所造成的一切後果都對身為移入國的福利國家有害而無

益。外來移民會排擠在就業市場底層的藍領階級或原住民，讓

原本就搖搖欲墜的福利制度更雪上加霜，進而榨乾福利國家的

公共財政。不過，事實上沒有一項證據是支持上述假設的。在

大多數西方國家中，原住民人口的成長緩慢得近乎停止，甚至

不增反跌。同時人口的年齡結構也有重大的變化。隨著平均壽

命上升、出生率下降，許多國家正歷經人口高齡化的階段。這

對於福利服務與退休年金的整體需求及成本所造成的影響芷

逐漸加重。此外，人口高齡化對勞動力與勞動市場的影響又因

為提早退休、有計畫地退出勞力市場、年輕人受教育時間拉

長，以及結構性失業等因素而更加嚴重。所以「食之者眾，生

之者寡」的清形越來越嚴重，福利國家的財政壓力也增加不少

(Swan et al., 1991) 。

外來移民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人口成長有很大

的貢獻，也因此緩和了人口老化的問題(OECD, 1993a) 。對於奧

地利、德國、義大利、盧森堡、瑞典和瑞土等國而言，在絕對

與相對上，外來移民的淨移入是人口成長最重要的一環。至於

在美國、加拿大、澳洲、希臘、挪威和荷蘭，外來移民和當地

人民對人口成長的貢獻一樣大。最後，移民對人口影響不大的

國家為：法國、英國、比利時、葡萄牙和西班牙。另外，有幾

項隨於外來移民對移入國福利影響（國家為福利支出所課徵的

稅賦）的研究顯示，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移入國本身的付出會

大於外來移民的貢獻(Bor」as and Trejom 1993 ；另請參見 Tapinos

and de Rugy, 1993 對相關研究之簡介）。事實上，就西歐和加拿

大而言，外來移民的貢獻實際上可能是正面的(Simon, 1984, 

1989; Akbari, 1989) 。

想要比較各種歷史上的移民模式，對勞力市場與廣泛的經

濟活動所造成的經濟影響是很困難的（參見 Tapino and de Ru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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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相關研究之簡介， 1993) 。因為定義、資料蒐集、建立模型

等困難，想要估算遷移對移入國的工資與整體經濟表現的影響

變得非常困難。目前已經完成的數量研究被認為是不明確的

（我們會在第六章第六節繼續討論這個問題和關於質量上的研

究）。另一方面，對於移出國而言，因爲國內失業率降低而獲

得很大的經濟利益(Ghosh, 1996) 。對南韓、巴基斯坦和斯里蘭 314

卡所做的研究都認為當代遷移的影響是降低這些國家失業率

的主因(ILO/UNDP, 1988) 。不過，遷移也可能帶走移出國中末

參與勞動的人口，使得高失業率一直無法降低。和之前的遷移

相比較，當代的遷移也可能會抽乾移出國勞動力中最具高技術

和高教育水準旳那一部分，而使國內經濟益發困窘。在聯合國

開發計劃署(UNDP)的報告中，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五年之

間，光是印度、中國、南韓和菲律賓就流失了十四萬五千名的

高技術勞工到美國去。然而，和十九世祀的遷移相同的是，移

出酮從當代遷移所獲得的最大經濟好處是在外工作的勞工從

海外寄回的匯款。一九九0年時，所有開發中國家獲得與移民

有關的外匯毛額是四百六十億美元(46 billion) ，凈收入是三百

七十億美元(UNDP, 1994) 。假設再加上未經正式管道流入的可

觀款項，匯款的總數應該更高，而且可能會超過對這些國家的

發展援助金額(Atalik and Beeley, 1993) 。

二、歷史形式：組織性的比較

在交通方面，相當明顯地，航空已經超越船運而成為今

日全球性遷移的王要方式。有些區域性的遷移已經跨越陸地

的障礙：特別是從墨西哥到美國的遷移。然而，交通方式的

轉變並未改變、反而是增進了遷移透過幾個主要地點進行的

集中情形：例如機場、重要城市等。結果是，現在往西方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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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遷移所面臨的邊界與出入境管制，不但比以往更嚴格，

而且更制度化。在公民證書並不普及的時代，既綿長又無管

制的邊界如今早已不復見。

奴隸貿易和亞洲的勞工遷移，是受到殖民帝圍內部之行

政機構和殖民者所組成聯盟「由上而下」的安排；在中國人、

印度人到美洲的例子中，則是由鐵路公司所統籌。十九世紀

時，在歐訓的與海外的殖民機關、聯合慈善機構和組緘等，

一起導引歐洲人往「新世界」遷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的歐洲，國家依然居於遷移的組織和規範事宜之核心，但

已不是由殖民機關、而是改由就業部門負責。除了相闢政府

機關外，這些國家中的資本與勞工代表，尤其是那些最缺乏

勞力的特定產業代表，也會視各國決策過程的不同特徵，在

不同的程度上參與有關遷移的決策。移出鬬的職業介紀所和

仲介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直接在當地組織往移入國的勞

工遷移，無論合法與否。再一次地，這些組織帶有更為自然

而生的遷移壓力，在遷移的過程中，同時要粗織新移民並提

供家庭團聚的管道。

在國際層面上，對於遷移過程的規範一直都未發生什麼

效用。雖然國際條約對於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待遇規定已經

逐漸增加，但是目前沒有任何成文化的國際建制或法律主

體，能對國際勞工的遷移提出一項媲美規範貿易或資本流通

315 的規定。國際勞主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自二十世紀初成立以來，就一直尋求建立一套閼於勞工待遇

的基本規則，現在也已有相關基本權利的宣言。但只有歐洲

聯盟建立一套保護勞工的有力國際法架構，而這套架構還須

仰賴國家力量來強迫施行。在國家層次上，國家希望藉由加

強邊界管制和有力的移民規定來限制國際遷移。外來移民也

越來越難獲得移入國的公民資格（參見 Hollifield, 1992) 。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這些發展反映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末之間，遷移階層

化模式的轉變。十九世紀時，遷移的方向通常是由北向南；

今日則是以由南往北，由東向西為主。就如同新的遷移層次

帶來新的社會階級一般，上述的變動也帶來顯著的後果，特

別是在歐洲。在瑞典和德國的例子最為典型。十九世紀時，

外國人在這兩國中佔的人口比例都非常低：在瑞典爲百分之

零點一，在德國則為百分之零點五。接下來的三十到四十年

間，這個數字決速成長；在瑞典以一九二0年的百分之零點

四為高峰，德國則是於一九－O年達到百分之一點九。兩次

世界大戰期間，外國人佔全國人口的比例下降，但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則出現爆炸性的快速成長。一九六O年到一九九

0年之間，外國人佔瑞典全國人口的比例從百分之二點五增

加到五點六，在德國則由百分之一點二增加到八點二。同時，

這兩國都是首次出現如此龐大的非歐洲移民和黑人移民（歷

史資料的計算見 Mitchell, 1975; 1992; 最近之資料見 SOPEMI,

1991 and earlier years; 1992) 。

英國也顯示出類似的軌跡，只是受移民歸化程度的影響

而更加複雜化。一九九O年的資料指出，外國人口佔英國總

人口旳百分之三點三左右。不過這其中還隱藏著許多擁有英

國公民權的少數族裔。就像瑞典和德圖，英國即使不是一個

多文化的國家，也已經是多元種族的國家，這和十九世紀的

情形已截然不同。至於法國則不太相同，在十九世紀時，法

國向內的移民很多，跨大西洋的遷移反而不多。法國的外國

人口在一八七0年時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一，一九三O

年代時攀升到百分之六點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九五O

年代又下跌。近來移民又大量增加，所以一九九O年代時的

數字是百分之六點四（歷史資料估算自 Mitchell, 1975; 1992 ；最

近的資料取自 SOPEMI, 1991 及更早的年份；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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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資料很難估算，但是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其當

代遷移的層次是史無前例的。如我們之前對於遷移強度的討

諭所言，美國自建國之始就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其外國

人所佔比例在一八七O年為極高的百分之十三點九，至一九

-0年達到高峰，突破百分之十四。兩次世界大戰期閆，外

國人口大幅滑落，再加上其本國人口快速增加，所以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只剩下約百分之六。不過，最近的移民又讓這個

數字上升到超過百分之八，若再加上非法移民的話，應該會

超過百分之十。在一九九O年代的前半段，外來移民的比例

是史無前例的高（以嗯人口一萬人中的移民人數衡量之）。

而且看不出有急速減少的跡象（歷史資料估算自 Mitchell,

1983 and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2 ;最近的資料出自

SOPEMI) 。此外，美國或許正接近較十九世紀更為種族多元

316 的水平（不只有歐洲人和非洲人，還有西班牙人與亞洲人）。

然而，這些趨勢不單是披露移民團體在文化經驗和社會

聯繫上可觀的差異而已。凱索斯(Castles)和米勒(Miller)曾在少

數族裔(ethnic minorities)的構成和種族共同體(ethnic community) 

的構成之間提出一項有用的區別(Castles and Miller, 1993) 。在

前者的例子中，少數族裔團體不僅在勞力市場和特定居住區

城中被隔離，同時在社會、文化與政冶上亦會遭到明顯的排

斥。在充滿敵意的原生社會中，少數族裔團體被視為邊緣團

體，只能在社會的角落生存，還被拒絕擁有完全或部分的公

民權；在多元文化國家中也找不到適當的位置。相反地，種

族共同體則存在於一個「視移民與其子孫為一個多元文化社

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願意重新塑造其文化認同」的計會

中(Castles and Miller, 1993, p. 195) 。實際上，在作者的主張中，

沒有一個國家有任何團體能完全符合這兩個糖類；而這些理

想的典型也不能掌握不同少數族裔團體的相異經驗。但幾乎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所有的國家都在這兩極之間的某一點上。一般認為澳洲比較

符合種族共同體的模式，而德國則偏向少數族裔的模式。在

有關文化全球化的第七章中，我們會再回過頭來討論遷移所

造成的複雜文化影響。於此，我們的焦點是放在遷移對國家

鄄同與公民權概念所帶來的衝擊。

凱索斯和米勒提出四種西方國家公民權的模式，這些模

式可以用來代表一個計會對公民權與國家認同的態度，以及

從文化環境中生成的公共政策，如：移民、歸化、教育、文

化政策等。這四個模式或策略分別為：幻想的(illusory) 、排斥

的(exclusionary) 、共和－帝國式的(republican-imperial) 、多元

文化的(multicultural) 。幻想式的態度對外來移民而言，比較不

像是與公民權有關的模式，因為這種態度是故意忽視移民社

區的存在。例如，日本和義大利的國家機關與政客們都故意

對大量的非法移民視而不見。這當然不是說移民的地位被故

意抹煞，反倒更像是無爲而冶，確保對移民高度的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與排斥，同時也是一個避免當地發生種族歧視

的政治藉口。排斥的模式是一種廣泛的種族－民族主義

(ethnic-nationalism)模式，血緣、種族與語言才是獲得公民權

的基礎。這種模式在瑞士、德國及比利時都相當普遍，移民

得經由高度管制的「客工計畫」才可移入該國。移民的法律

地位雖然被承認，但卻是在移入國國民之下。歸化的可能性

與公民權的取得都受到嚴格的限制：移民和移入國計會的接

觸，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都不公平而且疏遠。

共和－帝國式的模式比其他三者的變化都大，因為它是

各種複雜難解的公民權模式混合物。公民地位的決定是以居

地為準，而非以種族；外來移民取得公民身分的方式比排斥

的模式容易得多。尤其適用於在移入國出生的第二代移民；

還有以比外籍勞工優惠的身分（雖然有些界線不清）來到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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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前殖民地人民。在國家認同方面，排外的色彩沒有那麼

濃，也承認皆會和殖民文化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但是殖民母

國的優越性永遠不變。這個模式可以用英圍、法國和某種程度

的荷蘭來代表。

3口 最後，在多元文化模式中，外來移民通常是永久的，也保

證可以獲得公民權。在理想狀態中，它所而臨的是公民－民族

主義(civie-nationalism) ，國家認同是多重的、重疊的，新的移

民文化會改變舊的移民文化。當然，這是非常理想性的模式，

凱索斯和米勒也承認權力和合法性會嚴重地不對稱，例如在美

國佔優勢的白人文化與其他多元的拉丁、黑人與亞洲文化與團

體之間的關係。他們昭為加拿大、澳洲和瑞典最接近這種公民
權的模式。

當民族主義政治的風暴以及認同、公民權、合法性的混亂

在開發中國家（與前芸聯國家）大肆猖獗之際，我們個案研究的

所有六個國家也必定持續地關注這些議題。戰後經濟動盪不

安，再加上無法在文化上和大量非歐洲移民妥協，使得歐洲、

美區所追衣的公民懽與齧同模式都受到影響(Lithman, 1987; 

Solomos and Wrench, 1993) 。看看光贈的一端，湍典的例子鶴明

了即使是最穩固的多元文化主義，也會受到上逋力量的威脅。

在瑞典，官方的多元文化主義透過寬大的歸化法規、庇護權和

福利政策而表現出來。在這個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社會民

主國家中，不但有雙語教學，還有優惠的社會安全措施。此種

政冶上的作為使得跨階級的普遍主義，在瑞典這個福利國家中

相當受到重視。在平等主義的意識型礱之下，該福利社會不太

可能容忍以種族為理由的排斥行為。然而，國家財政和意識型

態的支柱卻因為這種包容性的態度而搖搖欲墜，對移民的態度

和國家認周的本質也繼之發生問題。隨著日益增加的移民、急

縳而下的經濟情況與政治上的不穩定，一九九O年代初期出現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了不少種族主義者與四處擴散的排外民粹主義(xenophobic

populism) 。

如果連瑞典都出現種族主義的話，那麼其他沒有深厚包容

傳統的國家會出現相同的政治命運也就不足為奇了 (Harris,

1990) 。德國和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移民潮開始

時，對於國家認同的觀念比瑞典還排外，因此滋生了更持久、

更有力的極右派政治主張。在德國的組織是以「共和者」 (Die

Republikaner)為主，在法國則為「國家陣線」 (Front National) 。

結合勞動階級與中產階級的不滿而出現的抗議活動，也紛紛在

比利時、奧地利瑰荷蘭展開；相同的理念也可以在義大利的倫

巴達同盟(Lega Lombarda)中找到。至於英國極右派的選舉與組

織能力則因為選舉制度的障礙與保守黨中的右派勢力而受到

牽制。

在這些潮流中，美國算是中庸派。自美國建國以來，種族

與國家認同就一直彼此競爭。另外，過去美國國家認同所採用

的同化熔爐模式(assim且ationist melting-pot model)之所以被拋

棄，不是因為一波波的新移民，而是因為一九六O年代關於公

民權的抗議活動。這些內部的衝突引爆了接下來關於美國國家

認同和共和－同化模式(republican-assimilationist model)以及多

元文化模式(multicultural model)之間的爭論。雖然這些衝突的

根源和歐洲問題的根源不同，結果卻是相似的。白人至上主義

(white supremacism)又在美國復活，美酮對非法移民的態度也越

趨尖銳，被一九六O年代的動亂所指責的白盎格魯薩克遜新教 318

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文化又重新取回優勢。

一九九七年的加州公投，通過減少1州政府提供給非法居留外國

人的福利和服務，顯示出嚴苛而排外的公民權模式又重新被美

闞人採納。

璽l



璽l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伍、遷移與國家涉入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情況來看，相較於戰前的情

形，顯然我們的六個個案研究國家幾乎都變成了勞力進口國，

而非勞力出口國。雖然除了英國之外，其他嗣家還是有向外的

移民，不過外移的層次都遠比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層次要

低。在這些圍家中，不同形式的外來移民已經成為當代移民的

主要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開始實施一連串嚴格的移民

法律。這些法律和更嚴格的戰時移民法規一樣，是在兩次世界

大戰之閶通過的。這些規定在一九四O年代末期曾經稍微放

寬，以便安置二十萬名在美嗣定岩的戰爭難民。一九五0年代

時，法令又變得更嚴格，一方面想要限制外來移民的總人數，

另一方面則藉著對特定國家與地廑所骰的配額制度，讓移民都

是以北歐人為主(Riemers, 1985; Portes and Bach, 1985; Bor」as,

1990) 。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五年間，美國的合法外來移民

幾乎都來自歐洲，總數約在一百二十萬人左右。一九六O年代

與一九七O年代對一九五O年代法令的修正案，讓合法移民的

配額平均每年增加三十萬名，不過比起一九一四年之前的標

準，依然算少。

然而，美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移民清況，卻證明

了這種法令是極端失敗的。無論是設計來排除東、南歐人、拉

丁美洲人與亞洲人的扭曲配額制度，或是在實際的數字上，都

是失敗的。移民潮不但沒有衰退，反而在一九七O 、一九八O

年代加速進行；而移民的來源也出現根本的改變：從原本跨大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西洋的遷移轉變為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向北的遷移以

及從亞洲跨太平洋的遷移。一九八O年代，美國外來移民的比

例呈爆炸性成長，無論是永久或暫時，合法或非法的。在美國

的例子中，我們難以預測非法移民的重要性。在一九八O年

代，美國移民機關每年遣返的人數多達一百餘萬人，絕大多數

是沒有合法證件的墨西哥人。某些估計認為，平均抓到一人，

就有四至五人是漏網之魚。以此類推則每年應該有四百到五百

萬左右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而且應該是永久居留(Johnson and 

Williams, 1981; Bustamente, 1989) 。比較保守的估計則認為非法

移民每年會為美國人口增加二十萬人(Papademetriou, 1991) 。至

於永久性的合法居留情況則相似：從一九八O年代的每年五十

萬人，成長到一九九O年代的一百五十多萬人。其中只有十一

萬二千人來自歐洲，另外墨西哥人為六十七萬九千人，三十三

萬八千人來自亞洲。這股移民潮帶來的結果是，外國居留人口

佔總人口比例的官方數字，從一九五O年代的百分之六點八下

降到一九七O年代的百分之四點七；到了一九九O年代則已經

超過百分之八，而且還在繼續成長中（以前的數據估算自 319

Mitchell, 1983 ;最近的數據出自 SOPEMI) 。如果加上非法移民

的話，很可能就超過百分之十了，這個數字已經接近本世紀初

的博況。

法國也一直有可観的外來移民(SOPEMI, 1991 與更早期；

1992; Freeman, 1979; Hollifield, 1992)。從一開始一九五O年代的

少數移民，到了一九六0年代初期時，已有百分之二的勞動力

是由外來移民所組成。這個比例經過一九七0年代的穩定成長

後，一九八五年時已經達到百分之七點七，自此之後就一直維

持在相當高的層次上（以前的數據估算自 Mitchell, 1975; 1992 ; 

最近的數據則出自 SOPEMI) 。另外，法國接受了許多阿爾及利

亞人，並且沒有將他們算作外來移民，所以實際上在阿爾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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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獨立之前的北非移民不止此數。早期臨時勞工的來源是義大

利，不久之後，就被來自伊比利半島、土耳其、北非與法屬西

非國家的移民所取代。這些改變的原因是南歐財富的增加，以

及法屬殖民地紛紛獨立。在一九七五年，法國的外來人口中，

有百分之五十是義大利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北非人則佔

了百分之三十三。到了一九九二年則分別變成百分之三十一和

百分之三十九，原因是來自中、東歐和前法屬非泗殖民地的移

民大為增加。一九八二年時，外國人佔法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

點八(SOPEMI) 。雖然在當地人民與外來移民之間，有一些人口

組成上的差異，不過這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法國的勞動力組

成。在整個一九八O年代中，外國人佔總勞動力的比例在百分

之六或七之間變動；不過某些特定產業中的比例比其他產業

高。舉例夾說，在一九七O年代末期，外國人佔汽車丁業勞動

力即超過了百分之十八(Hollifield, 1992) 。

德國的官方資料顯示，一九四O年代末期時，幾乎沒有外

來移民。之後在一九五O年代初期，每年平均約有五十萬人移

入德國；一九六五年成長到每年超過八十萬人，在一九六O年

代末期和一九七0年代初期再度達到高峰，每年的外來移民超

過百萬人(Castles and Kosack, 1985; Hollifield, 1992) 。外來移民

的增加速度在一九七0年代末期和一九八O年代初開始減

緩，但一九八O年代末期和一九九O年代又開始加速。德國的

資料十分複雜，因為來自中、東歐的德國後裔與自東德逃出的

德國人是和暫時性勞工屬於不同的類別。德國的外來移民並不

包括後者。因此和其他歐洲國家相較之下，西德的外來移民人

數往往被低估。對比之下，由於對於境內不是德裔人民嚴格的

身分限制，以及（直到一九九八年）未能授予德國公民權給第二

代移民（尤其是大量的第二代土耳其裔德國人），使得德國的遷

移及外來人口數擄較其他歐洲國家來得膨脹。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一九五O年代，第一波暫時性勞工爲義大利人和相當數量

的其他南歐人。一九六一年興築的柏林圍牆阻止了來自東邊的

暫時性勞工，但加速了原本就相當興盛的內部遷移。一九六O

年代，這股潮流被南斯拉夫人，還有最多的土耳其人所取代。

外來移民佔總人口的比例在一九七0年代初期達到高峰，但一

九七五年時又從百分之四跌到百分之一點七，之後就一直在百

分之二附近徘徊，而至一九八O年代末期又快速攀升。在一九 320

八O年，西德外國人口在絕對數字上，比其他歐洲國家都高：

應共有四百五十萬人，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土耳其，另外三分之

則來自義大利和南斯拉夫（以前的數據估算自 Mitchell, 1975; 

1992 ；最近的數據則出自 SOPEMD 。一九九O年時，外國人數

增加到五百二十四萬人，其中來自波蘭和上耳其的人數大增，

南歐人則減少。外國人佔總人口的比例也從一九八O年的百分

之七點二增加到一九九O年旳百分之八點二：在歐洲只低於比

利時的百分之九點一，和瑞上的百分之十六點三(SOPEMI,

1992) 。

自一九五0年代匪始，因爲包含瑞典、丹麥、挪威、芬蘭

和冰島的北歐共同勞力市場(Nordic labour market)之成立，理典

就一直有大量的外籍勞工湧入(Lithman, 1987) 。從一九六O年

代初期開始，每年外來移民佔總人口的比例約在百分之零點三

五，比其他歐洲國家少了許多，接下來便快速成長，並在一九

七一年達到高峰。往後十五年間，外來移民雖然穩定成長，但

是人數不多，直到一九八O年代末期才又快速增加。如果我們

檢驗一九八O年瑞典旳外國人口組成，就能瞭解到開放的北歐

共同勞力市場所帶來的重要性。在瑞典的外國人口中，有百分

之五十七是來自其他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其中芬蘭人為壓倒性

的百分之四十四。其他外國人主要為南斯拉夫人、土耳其人，

還有後阿言德(Allende)時代的智利人。不過，一九九O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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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地那維亞人減少到只佔外國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土耳其

人、伊朗人、波蘭人和希臘人則有增加。以相對的角度而言，

瑞典的外來移民比法國和德國稍微少一點。在一九八O年，外

國人約佔總人口和勞動力的百分之五點一，十年之後增加為百

分之五點六（以前的數據估算自 Mitchell, 1975; 1992 ;最近的數

據出自 SOPEMI) 。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也同樣出現大批外來移民，

不過英國的外來移民潮比其他歐洲國家更早開始，也結束博更

快(Gilroy, 1987; Solomos, 1993) 。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引進外籍勞

工，還有一部分則是非殖民化運動引發的複雜公民懽政冶。有

趣的一點是，英國是我們個案研究的六個國家中，唯一一個年

人口外移率經常大於年人口移入率的國家。一九五0年代旳外

來移民不多，但是一九六O年代就開始顯著增加，雖然從一九

七O年代中期開始稍微下滑，不過接下來的二十年仍然一直維

持在每年約二十萬人的水準。一九八O年代中期，外國人口佔

總人口的比例達到百分之二點八，一九九O年則為百分之三點

三（以前的數據估算自 Mitchell, 1975; 1992 ;最近的數據出自

SOPEMI) 。然而，這些數字並不能顯示出所有的移民和英國人

口中逐漸增叩的不同種族。例如，關於外國人口的統計數字顯

示，一九八五年時在英國境內有十三萬八千名印度人，四萬九

千名巴基斯坦人與十三萬五千名加勒比海地區人民(SOPEMI,

1991 及更早的年份； 1992) 。然而，同年關於英國種族組成的統

計數字卻更高，表示外來移民歸化的比例相當高。

最後，日本一湞到一九八O年代之前，外來移民的比例相

對而言都非常低（資料見SOPEMI; Fong, 1993) 。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旳經濟重建期間，日本人民紛紛向外遷移；不過隨著一九五

321 0年代開始的經濟成長，日本人外移的情形逐漸停止。事實

上，許多原本居住在南、北美洲的日裔人民紛紛返回曰本。第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迫遷移到日本的韓國人依然待在日本，數
目約在五十萬人左右：不到日本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一九
八O年代，日本人口外移的情形增加，因為許多高技術的日本
勞工都跟著向外輸出的資本，而遷移到歐洲、美國和東南亞等

地。同時間則是有許多低技術勞工，大多是非法而且是短期
的，往日本遷移。一九八己年代末期，數以千計的巴基斯坦人、

印度人、菲律賓人和印尼人進入日本從事工資低下的服務工

作。每年被拒絕入境的非法移民成長了五倍，而每年被遣返的
人數從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一年也成長了三倍之多，達到每年

三萬五千人的數目(OECD, 1993a) 。

除了和這些經濟移民重複的遷移之外，在難民和尋求庇護

者方面，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經驗。在所有向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緘國家尋求庇護權的案子中，歐洲國家佔了五分之四，其餘
的在北美洲，日本則幾乎沒有。在北美洲中，又以美國最多，
申請人數目從一九八三年的二萬人增加到一九八九年的十萬

人。難民和庇護權政策是與外交政策息息相關的，在冷戰期閼
凡是來自共產國家的人皆會被接受。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
一九八九年，美國一共接受了四十七萬千名古巴人及四十一萬
一千名越南人。一九九四年來自海地和古巴的大流亡，使得向
美國申請庇護權的人數打破了紀錄。在歐洲，則是以經濟最強

盛，庇護權制度最開放的德國所收容的尋求庇護者最多。德國
在一九八一年接受的尋求庇護者佔全歐洲的百分之六十五，一

九九一年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七。然而，在絕對數字上的增加卻
相當驚人，一九.J\0年時只有十萬七千八百人，到了一九九一
年時卻超過七十五萬人。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一年共四年的時
間，德圍就收到超過六十七萬份庇護權申請。一九八0年到一
九九一年之間，法國、瑞典與英國也經歷了同樣的風潮。法國
的申諮案件從一萬八千件增加到超過五萬件；瑞典則是從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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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變成四萬一千件，英國從九千件成長到五萬五千七百件。在

比例上，法國和瑞典所受的申請都佔尋求庇護者的百分之十

（不過瑞典的人口則小於法國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英國則少一

點。

陸、全球化、遷移與民族國家

當代的區域性與全球性遷移對民族國家的自治與主權會

帶來何種影響？這裡可以提出一些實驗性的論點，特別是閱於

當代全球遷移模式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所造成的決策

性、制度性、分配性和結構性影響。首先，源源不絕的非法移

民，無論是否為經濟性移民，顯示出民族國家獨立維護邊界的

能力有限。第二，即使是加強邊界監督的國家，也無法阻止非

法移民的湧入。第三，國際間試圖控制或協調移民政策的努

力，表示各國已承認國家自主與主權旳本質正在改變，在這

322 方面的確需要跨國合作。第四，在經濟與文化政策的範疇內，

遷移已在改變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中迤作的國內政治環境

背景：集體力量與政治行爲者聯盟的形式已改變；遷移也重

新塑造政治利益的外貌以及對這些利益的概念。最後，遷移

巳經改變可行的國家政策選項，和這些政策中利益與成本之

間的平衡。以下我們就要逐一檢驗這些主張。

一、對決策的衝擊：邊界控制與監督

先進資本主義祖會國家封閉邊界的能力從來就不是完美

的。兩個世紀之前，國家是靠著無形且有滲透性的灰色區域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邊界來區分的，在這塊區域中，國家主權逐漸地分散，而非

突然被截斷（參見第一章）。國家總是想要控制這些區域的人民

活動，也很關注在國境邊陲的定居行爲與人口的遷移。歐洲

國家過去曾有既長又不光榮的強迫遷移紀錄：例如猶太人和

胡格諾教徒(Huguenots) 。不過，我們不應該拿這些國家的政

策來和現代圖家控制邊界的方式相比較。因爲如同第一章所

述，國家一查到最近才有現代形式的邊界出現：固定的、刻

意決定的邊界，用來區隔既存國家主權所行使的領域。只有

在民族國家和其固定疆界出現後，公民權的官僚化與證件化

（即護照、簽瞪等形式）才逐漸普暹，而國家也能夠以官僚化的

方式來嘗試或管理向國家內部的遷移。
當代形式的邊界控制首先於十九世紀末期在美國出現。搭

乘跨洋大船前來的移民被集中在美國東西岸的幾個主要港

口，這意味著國家資源能夠更加集中地用於管制移民潮，而不

是分散在綿長的土地邊界上。當移民受理車心惻始發展時，護

照管制與移民標準也同時在發展中，而一開始的移民政策是非

常開放的。只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移民政策減縮之

際，這套方式才受到考驗。遷往美國的移民其大量減少的事實

證明了這套行政與強迫的方式，也就是各民族國家逐漸採行的

方式，能夠有效地強化民族國家管制遷移的能力。二戰後，這

些官僚體系不但要應付大量激增的移民潮，還有各式各樣的國

際遊客。永久性的移民跟隨契約勞工－起到來。在國際旅遊、

尋求庇護權、圍際學生與家庭團聚等方面也有明顯的增加。這

些項目的人數和複雜性不斷地增加，使得邊界管制機闊的能力

因此被扭曲。觀光客逾期居留，而學生也可能在課業結束後就

行蹤不明(Zolberg, 1993) 。在自由民主國家中，防止移民管制過

分干預的措施又使得管理上的漏洞加大。

雖然國際航空讓遷移潮流相當集中，但合法與非法的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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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在陸地邊境之誾不斷發生，而且遷移的代價驚人地高，在

323 地理上管制的困難也更勝以往。特別是美國無法有效地管理和

墨西哥之間的長距離邊界。德國和法圍之間的陸地邊界也因為

其性質而有相同的閒題：不若美墨邊界的情形，德法邊界是在

歐洲聯盟之內，實際上是開放性的。然而由英國、日本等島國

的外來遷移可以得知，實際上的藩籬和邊界管制越來越沒有關

係，非法移民的清況在西方愈趨嚴重。根據美、日兩國有關單

位的報告，現在入境者被遣返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二十。除了這

些努力之外，國際勞工組織估計，一九九一年時，在德國境內

應有六十五萬名非法移民；義大利有六十萬名；而在西歐的總

數有二百六十萬名(Bohning, 1991) 。僅在南加州一地可能就不

只此數。

一九七O和一九八0年代，明有西歐國家都緊縮其移民法

規，並加強查緝的警力。這些措施包括對航空器的嚴格禁令、

申腈簽證的傑件提高丶拒絕尋求庇護者入境或對其另加必要的

法律程序，以及對非法入境的外國人主動懲罰等。雖然這些方

法可以牽制日益高漲的非法跨界遷移，不過反有一種方法能有

效遏止這種清形。

因為上述的轉變，各國已經轉而求助於各式內部監督以及

對國內人口組成的控制。在大部分的先進資本主義肚會國家

中，有各種法令、憲法以及政治上的障礙，限制警力對有嫌疑

者進行盤問的權力。如果這些權力獲得使用，常會導致對公民

自由的侵犯以及對有色少數族裔(visible minorities)進行經常

性、系統庄的歧視行為。因此，自由民主國家就試著以控制進

入勞力市場的方式來管制非法移民，包括對僱用非法勞工的雇

主施以罰款等。然而，即使在美國已施行相當嚴恪的政策，卻

也只產生微弱的效果。這又再一次反映出國家機關及其可得資

源和科技的有限性，還有國家機關無法獲得計會成員的支持與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合作，這些成員原本是可以幫助國家機關的(Castles and Miller, 

1993) 。

在關於邊界管制與監督的討論中，我們整理出三個有關國

家主權和自主「生的重要面向。第一，國家和移民，尤其是企圖

闖越邊界的非法移民，兩者間的集體權力平衡永遠隨著時間在

改變。先進資本主義計會黻家的權力因爲移民機關的建立、公

民權的成文化，還有移民集中在港口與機場的情形而不斷增

加。但移民突破國家管制的能力也隨著國際遊客旳成長而增

加，旅遊與交換學生的興盛更擴大移民管制的漏洞。第二，不

能完全依靠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實行政策的能力，事實上，

應該說是幾乎不能依靠，國家行於社會成員（例如僱用非法勞

工的雇主）之上的絕對自主性與權力。反之，先進資本主義釷

會國家只能在確保獲得社會成員某種程度的合作之後，才能成

功地實現公共政策的目標。但在非法移民的案例中，肚會成員

卻經常不合作。第三，移民政策不能孤立於其他會影響勞工巿

場的政策外。當僱用外箱勞工或非法勞工變得有利可圖時，某

些國家的政府會干涉國內的勞工市場。特別是在美圖，工會組

織的崩壞使得僱用非法勞工變得更加容易；在法國和德國，僱

用正式勞工與合法勞工得付出的高額社會安全成本，變相鼓勵 324

了雇主僱用非法勞工。

二、對制度的衝擊：國際合作與管制越界遷移

想要管制當代遷移潮流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圖家，已被迫

投入某種形式的國際合作，從根源來防堵移民潮；其手段包括

發展與涇濟援叻，或是國際警力合作。欲控制遷移過程之推力

因素的發展模式，主要還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或是一些相對

較無權力的機構（如歐洲議會）內部。雖然日本明確地在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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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投資與訓練計畫，意圖限制遷移潮流，但是並沒有什麼跡

象顯示日本或其他國家的援助及發展政策已有更廣泛的改

變；相反地，這類政策的預算正在逐漸縮減。目前對難民和移

民規定的限制正在逐步統一。歐盟就透過都柏林協定(Dublin

Agreement)與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而有所進展。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各國政府集體控制移民的企圖已和既存的

國際法、公約及義務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德國與法國的憲法法

庭都曾經成功地對都柏林協定與申根協定的要件提出挑戰。前

者的驅逐命令以及管制尋求庇護者之措施牴觸了日內瓦難民

公約(Geneva Convention on refugees) :後者將希臘劃歸屬於尋求

庇鸌者的「安全第三國」，這和德國法庭對希臘人權紀錄的判

斷不符。

三、對分配的影響：不同的就業與繁榮模式

有關移民對移入國之整體薪資率的衝擊以及移民對國家

勞動市場中不同階級、族群團體之薪資率的差異化等方面的研

究，顯示出邊緣性但又可說是建設性的影響（參見 Ichino,

1993) 。當新來的移民滿足了勞力市場的底層需求後，移入國

當地的勞力就會縳入所得更萵的工作。這是一九六O年代和一

九七O年代初期以歐洲為對象的研究結果，也是現在對加拿

大、澳洲與美國的研究結果(Bor」as, 1987; 1990; 1993) 。

若從質的角度來考量，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瞭解遷移對移入

國的經濟影響。首先，遷移帶來的影響很清楚地是依遷移的確

實特性而定。當我們在分析遷移帶來的衝擊時，不能把所有的

移民都視為相同的一大群人。反之，不同族群的移民會對移入

國經濟造成不同的結果。在移入國的勞力市場中，常會出現明

顯的兩極化現象。在許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有很大

第六章遷移的人們

一部分的外籍勞工是屬於高技術專業勞工，常常是從其他西方

國家來的。在另一頭的外籍勞工則是從事最危險、工資最低，

又最普通的工作。在最近二十年中，這兩種工作領域都在經濟 325

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擴張。勞力市場規則的崩解、小公司和

地下經濟活動的興盛，製造出只有貧無立錐之地的移民才會擔

任的工作類型。因為美國肚會中最富裕的一群其所得的成長，

產生對家庭幫傭的需求。同時因為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的擴張

而亟需的專業、管理或科技人才在國內又供應不足。而移民祉

區本身也會創造出許多工作機會(Light and Bonacich, 1988; 

Waldinger et al., 1990) 。在英國的亞洲企業家就振興了零售業丶

外燴、紡織和成衣業；相同地，還有在德國的土耳其人、在法

國的阿爾及利亞人，以及在美國的韓國人與中國人等。

平心而論，移民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帶來的影響，

在特定峙期內應該是正面的。很明顯地，如果沒有大批外來移

民的話，歐洲經濟必定會在一九五O和一九六O年代時發生勞

力嚴重匱乏的窘竟。在那個經濟持續成長、完全就業與合理的

低通貨膨脹率之特殊年代中，有一部分要歸功於穩定的廉價移

民塡補了勞力市場的最底層，阻止了勞力不足所可能引發的通

貨膨脹(Kindleberger, 1967)。雖然這樣可能增加對於非技術性勞

工的就業壓力，特別是在一九七三年之後，不過無論在哪一個

時代，非技術性勞工皆會面臨這樣的挑戰。在一九八0年代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重建經濟時，首當其衝的不是他們，而

是外來的移民。歐洲無論哪一國中的少數種族，其失業率都比

當地人高。相同地，加州農業和大部分的美國製造業之所以會

如此有競爭力，實在和美國在所有先進國家中，是唯一有持續

而廉價的臨時工或非法勞工之供應此一事實脫不了關係。而美

國在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更使它成為全球大部分高

科技專業人才最想去的地方。目前日本經濟似乎還沒有受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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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影響，不過這顯然可能是日本大量海外投資所帶來的負面

效果，日本的資本一直在追求廉價勞力更甚其他事物（參見第

五章）。

四、結構性的影響：國家認同與國家公民權

人活著不只是工作。經濟性移民所帶來的結構性影響無可

避免地會溢出到社會、文化與政治層面。目前歐洲國家還是首

次出現這麼多的黑人，至於美國，當然在很久以前就有黑人、

拉丁人和亞洲人，但現在人數卻快速地增加中。雖然在移入國

中也有富裕的移民社區，但大部分外來移民居住的地區都是貧

民區。移民社區常會聚集在大都市中，並形成集中的區域。在

英國，非洲－加勒比海移民與亞洲移民社匿集中在倫敦、伯明

326 罕、布萊福德、利物浦、布里斯托和里茲。美國的亞洲移民則

集中在西岸的大城市，拉丁人則是在南加」11和德州。荷蘭過半

數的移民社區都集中在四個最大的城市中。結果是產生移入國

因應的住宅政策丶勞力市場的地域性以及在城市中自成一格的

移民社區(White, 1984; Glebe and O'Loughin, 1987) 。

在逐漸形成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因爲當代遷移的全球化與

區域化，使得國家認同問題在政治議題中的比重不斷地增加。

想要採用排外的公民權與國家認同模式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

國家，可能會發現反而有越來越多的少數族群集中在國家的中

心，而且非常可能充滿了不平的情緒與不斷的衝突。他們只會

用其他的政治和文化問題來取代原來的問題。採用多元文化公

民權與認同模式的國家，可能會避免排外模式所造成的最壞結

果。然而，這種策略卻引發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內部（而

非外在的）自主權的限制。因爲一般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

都不是促進文化交流的良好媒介，尤其是不能獨佔教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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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的自由民主國家。想採行真正多元文化模式的先進資本主
義社會國家，必須從其他更爲開化、文化更多元的社會中吸取
經驗與支持。但這種資源十分稀少，而且經常殘缺不全。

柒、結論

當代遷移模式在地理上的範圍比近代全球大遷移時代的

範圍還廣，但強度較弱。歷來在遷移的科技與社會基礎建設上
已有了長足的進步。現在西歐國家多元種族的特胜是前所未有
的，非歐洲移民的社區也在快速增加中。日本首次出現這麼多
的外國人社區而外國人在美國的比例又首次回到第一次世界
大戰之前的高峰。以往的合法移民和現在非法移民所帶來的衝
擊重新定義了民族國家的自主權，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管制
邊界與人口的能力如今已不敷所需，目前也還沒有可行的國際
合作方式。另外，當代遷移和文化的全球化使得公民權和國家
認同又成爲爭論的議題。但在許多例子中，這些爭辯的焦點依

然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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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消費品牌在世界各地的普及、通俗文化圖像與人 327

工製品的全球優勢，以及透過衛星播送將事件同時傳播給全球

成千上萬的人們，沒有什麼全球化的表現形式能比這些情形更

加顯而易見、逼及各地且四處蔓延；最眾所週知的全球化象徵

包括可口可樂、瑪丹娜，以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播放的新聞

等。無論這些現象的因果關係與實際重要性爲何，文化形式無

疑是世人最直接感受與體驗的全球化型態。儘管過去三千年以

來人類肚會之間的文化互動著實錯綜複雜，但是影像與符號日

漸強化的移動，以及思考模式與溝通模式的驚人延伸，卻是屬

於二十世紀末與新千禧年獨特無可比擬的特黴。透過當代電

信、廣播與運輸等基礎建設的發展，全球文化交流的範疇與數

量，在歷史上全無可相提並論者。

壹、分析文化全球化

關於文化全球化的本質與影響，當代討論焦點包括三種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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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論點型態（參見緒論）。各種超全球主義論者(hyperglobalizers)

普遍都描述或預言，在美國大眾文化或歐洲消費主義（以消費刺

激經濟）的刺激下，世界將趨於同質化發展。如同其他的全球化

型態，超全球主義論者與懷疑論者(sceptics)認為全球文化旳質

量，相較於國家文化顯得薄弱而不真實，他們荳為世界主要文

明因為地緣政冶因素而形成的文化差異與衝突，向來維持一定

的重要性，這種文化差異與衝突的重要性甚至有逐漸增加的趨

勢。轉型主義者(transformationalist)的立場則認為這種文化與民

族的摻雜造就了文化融合和新的全球文化網絡。我們將在稍後

回來探討這些討論面向，但是這些解釋很顯然王要著重於當代

文化全球化對國家計群所造成的影響，這進一步引發了三個問

題。第一，對於各種不同立場的擁護者而言，這些發展傾向誇

大或貶低當代文化全球化型態的廣度與深度。倘若只是檢視文

化交流所造成的影響，而對全球計會之誾的文化交流缺乏有系

統的闡述架構，勢必氫法對文化全球化提出任何適切的評價。

第二，有關文化全球化的解釋甚少能對緊繫歷史問題的概念提

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大多數觀點認為世界中的全球文化交流，

只是作為國家層級的交流與制度的對照。儘管這與當代文化全

球化的辯論有重要關聯，但是在探討民族國家與國家文化之

震前，處理世界層級的議題並囍太大效益。第三，這些解釋氫法

適當區分造成國家文化評同與價值改變的影響，以及促成國家

文化形塑背景與過程轉變的影響。從我們以下即將呈現的討

論，可以顯現這種區分有其根本的重要性。在本章的內容中，

我們企圖探究有關當代文化全球化的主要辯論，同時將利用緒

論中所建立的架構，發展出攸關文化全球化歷史型態變遷的解

釋。

我們的主要論點可以區分為五個面向。第一，跨區域、跨

文明與洲際的文化交流與制度，亦即文化全球化，有其源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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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歷史淵源。的確，如果就文化形塑社會與認同感的能力觀

點而論，文化全球化的歷史高峰，可能出現在進入現代時期前

的世界宗教與帝國菁英文化等形式。第二，我們認為約莫從十

八世紀末之前開始，這些傳統文化全球化形式的中心正逐漸為

民族國家、國家文化與國家文化制度的出現而取代之，另一方

面，西方計會的世俗新意識型態與思維模式的發展與普及，亦

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文化全球化形式，其中最顯著的包括自由主

義、社會主義與科學的影響。第三，雖然世界主義者與國際主

義者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也開始對這些意識型態與思維模式

的許多面向提出主張，對於文化傳播的新科技發展亦有其訴

求（如電報、飛行、電影等），然而在過去二百年裡，實際的文

化權力平衡卻呈現在民族國家與國家文化的發展上。第四，

當代時期一連串技術與制度的轉型再度改變了這種平衡均

勢。新通訊技術與國際媒體合作等其他因素的出現，促使全

球文化交流的延伸、強化、多樣性與迅速普及程度大舉凌駕

稍早時期。有鑑於此，國家文化、國家認同與國家制度中心

開始面臨挑戰。第五，這種挑戰一部分來自大眾文化的產物，

以及消費主義與物質主義等定義分歧的文化領域逐漸普及。

由此可見，要精確解釋這種新文化全球化模式對政冶認同丶

國家團結與文化價值等層面的影響，著實是一件複雜而極端

艱鉅的任務。我們發現到它們在探討當代文化全球化的衝擊

影響時，其主要爭辯充其量著重於局部，同時也發現它們在

這個階段所考慮權衡的證據跡象仍處於高度不確定狀態，例

如他們指出國家文化與國家認同的潛在分裂性與易變性。文

化全球化正逐漸改變國家文化產生與再生的背景與手段，但
是它對國家文化本質與功效所產生的特殊影響，包括對圍家
文化的信息、價值與具體內涵的掌握與影響，至今尙無法精

確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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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

文化與傳播的概念仍無法避免模稜兩可的模糊地帶，文化

的概念在西方觀念法則、社會政治理論與社會學等論點上尤其

有一段漫長而複雜的歷史。我們或許可能主張文化泛指社會建

設、社會表達與肚會接納等意義。如果將文化概念發揮至最大

329 程度或許偶爾會出現模糊不清的意義：對人類或各種藝術品、

文字或物件而言，文化是一種可以傳承延續且富有創造性的經

驗；它包括各種特殊化與專門化的藝術理論、文化產業的廣泛

產出、日常生活中各種自然而未經組織的文化表現，當然，也

包括這些產出之間的複雜互動。在此背景下，傳播意指這些藝

術品、信念與訊息穿越時間與空間移動的方式，接著又可以區

分成各種不同的過程。訊息與意義必須被紀錄、保存與繁衍，

接下來它們必須透過其他物質傳送或移動到其他不同的時空。

因此傳播必須具備儲存、傅送與接收的媒介，最後更少不了讓

儲存與傳送有效運作的制度體制(J.B. Thompson, 1990) 。

（一）文化全球化的時空面向

基於本章硏究之目的，本書緒論中發展的最適切概念，莫

過於將全球化概念視為物件、符號與人口跨越區域與國際空間

的移動過程。文化全球化伴隨著這三者的移動過程，巳經有足

夠的證據證實人類是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傳播媒介。的

確，在十九世紀電信通訊（以及或許是十八世紀的信鴿郵遞）出
現之前，所有往來與傳播完全繫之於運輸型態；因為少了載運

的人力、嗎匹、船舶與車輛，所有人、書籍、符號或訊息都無

法獨立自由移動。然而，文化全球化也牽涉到物件的移動。因

為在個人媒介成為文化實踐之重要傳遞者的同時，他們本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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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既有傳播模式的限制。藉由人類的傳送媒介，文化形式與

理念透過書籍、手寫紀錄與各式各樣的文化加工產品普及至世

俗平民與菁英高層。最後，由於電信通訊的出現，文化傳播的

加工本質縮減成脫離實體的符號，透過電子脈衝形式幾乎以同

步的方式跨越時空傳播。我們可以透過這些移動的地理範圍，

及其相對於國家與地方移動型態的移動強度或程度觀點來描繪

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亦可以影像或概念從一地傳遞至他地

的速率觀點來解釋。

誠如其他全球化案例，單獨將焦點著重於交流上，這些交

流及參與交流者的經驗，將無法顯示其所建立的長期關係之重

要性。在文化交流的案例中，這意指文化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接

收者）以及兩者之間文化現象的傳遞。明顯地，某些交流、移動

或物件完全是一種短暫的現象，並未遺留任何不可抹滅的社會

標記。單純從一個隔離社會移動到另一個社會的旅人，不可能

建立或創造一種持久的文化轉變，當然也無法創造持續的互動

網絡與相互的文化影響。然而，一旦建立此種關係，我們可以

將文化全球化視為文化關係與實踐的延伸與深化。這或許正是

曼恩(Michael Mann)的越界文化權力概念之核心理念，在越界文

化權力的概念裡，人口與文字的移動有助於建立一種跨越廣泛 330

區域的共同文化信念型態，也因此在兩個獨立地區的互惠互動

型態中，某一地區的觀念會影響其他的地區(Mann, 1986) 。當

然，互動程度與文化相似點可能不盡相同。隨著文化的延伸，

我們可以緊接著談及文化關係的深化。某些地區的改變、爭議

與改革現象更可能轉移至其他地區或在其他地區遭到排拒。這

種將不同時空的地點與人物集結的現象可以視為一種時空的壓

縮。然而，文化全球化的衝擊影響很難界定出標準化的解釋，

各式各樣的文化交流型態都可能發生，包括同化、衝突、混合、

漠不關心等，此外環境與背景的變遷也必須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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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全球化的組織面向

在文化全球化的描述上，將焦點完全著重於活躍的個人媒介

或文化產品與物件對地方的查接影響，其實並無太大助益。因

為如此一來，文化全球化將淪為被一連串改變信仰與福音傳播

過程所支配。當然，文化實踐的淵源可能源自於距離遙遠的其

他地區，實際清況亦是如此。帝國體系尤其是新文化理念廣泛

傳播的重要案例，帝國強制武力的可能性與政冶附庸現實的影

響正是文化傳播的最大支撐。但是根據歷史記載顯示在文化全

球化過程中，文化全球化型態及生產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闢係遠

比想像中更複雜而多變。因此，文化全球化過程的重要面向之

一可以參考互動模式的概念來捕捉其樣貌，換言之就是文化全
球化從接觸、模仿到普及的主要運作方式。文化實踐的轉移與

採納可以透過積極輸入與繁衍再生的手段發生，也可能是透過

舆其他文化的重複接觸或當地的改變適應而逐漸融合貫通，這

種文化擴散過程往往是較缺乏有意識之組織化的長期過程。

帝國概念進一步引導出文化全球化的另一項要素：文化產

出、博遞與接受等綦礎建設(infrastructures)的確立，以及文化交

流與過程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程度，亦即橫跨時間與空闇

的一種規範。如同其他任何權力形式，文化權力若少了創造、

傳送、繁衍與接收文化訊息或實踐的組織，就根本無法達成動

員與部署，這些要素包括運輸模式與通訊傳播模式。然而，運

輸模式與通訊傳播模式的意義與重要程度並不亞於科技，因為

科技必須滘過社會組織才能真正運作與利用。然而，航海運輸

不能缺少造船工人、地圖繪製者與海運公司，且文化帝國主義

必須創造殖民教育設施與教師訓練體系。這些穰類繁多的互動

型態必須同時配合某些最低程度的共同語言能力，包括語言用

法的普及、雙語和多晤主義、翻譯的方便性等，這種共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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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藉由技衛與組織而構成文化基礎建設的關鍵要素。因此我

們接著要談論文化全球化於何時何地出現全球（跨區域或洲際）

規模的文化傳送、繁衍與接收之基礎建設與制度。以電視的發

展為例，這可能包含電視節目的國際市場發展、跨國電視製作 331

與代理分配企業的建立、電視機在全球的普及、跨國衛星廣播

系統的建立以及適當規範機制的出現等。

一直以來，包括文化關係的延伸與深化；符號、物件與人

口的移動；文化的普及與模仿；基礎建設與制度的確立等所有

的文化全球化模式，都可能涉及一種階層體系的關係，換言之

都存在著階級性與不均衡性的特質。從電信通訊的案例便足以

凸頴世界各國計會與全球電信通訊體系的聯繫程度，呈現了高

度不對稱或不均衡的關係。從電視節目的例子清楚地顯示出只

有極少數國家與企業有出口自製節目的能力，同時很明顯地，

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在大部分時誾裡扮演「大眾文化」的接收

者與消費者角色，而非傳播者與生產者（雖然網際網路的發達已

經開始侵蝕這種區分）。

我們相信這種概念結構提供一套探討文化全球化起源與結

果的彈性工具：它避免狹隘地將焦點著重於文化全球化的影

響，轉而先檢視造就這種可能影響的轉變與發展。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利用此一架構追溯文化全球化的歷史型態，檢視現今

地位穩固的特定國家文化究竟如何在漫長時期中形塑、創造與

繁衍，今日的文化交流普遍與過去繼承的歷史文化交流有所區

別，這些歷史文化交流將是下一節的探討主題。

本章其餘章節的主要探討內容迥異，我們將在第二節檢視

二十世紀前部分文化全球化的主要歷史型態，這些歷史文化型

態在因果關係上的重要意義，可能超越了廣佈全球的商業符號

與通俗文化的重要性：這包括世界主要宗教、幅員廣大的帝國、

現代民族主義與跨國世俗意識型態等。第三節將在質與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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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部分攸關當代時期文化與傳播全球化發展的熲著證據。我

們把檢視焦點集中於六個主要領域：電信通訊及語言、媒體產

業多國籍公司、廣播與音樂產業、電影、電視、觀光旅遊等領

域。第四節針對文化全球化的主要歷史型態做出比較，著重於
現今全球文化群集是否具備某些獨特的新特徵。在最後的第五

節中將概略描述我們的研究發現，同時參酌文化全球化對國家

文化、國家認同與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政治活動的影響，以

確實反映文化全球化概念的優缺點評價。

貳、文化全球化的歷史面向

文化全球化漫長的發展歷史自是無庸置疑，誠如我們提供

的有閱全琮貿易普及（第三章）與全球遷徙（第六章）的解釋顯

示：人口、物件與觀念在地球上散播流通的時間由來已久，雖

然我們在此處無法提供一個廣泛而全面的寫隰，然而，為了建

構當代文化全球化的特色，我們將檢視促成文化實踐空間改變

的早期技術革新與社會革新型態。在每個範例中，我們將逐一

332 檢視這些發展旳空問範圍、程度、速度、影響與支援這些發展

的組織形式。根據這些分析基礎，我們可以對近期文化全球化

提供更適切的歷史展望與描述。

一、世界宗教

極為有趣的一種現象是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儒家思想、

印度教、猶太敎與佛教等傳統世界宗教中，竟沒有任何宗孝文可

以在各大洲或區域形成顯著的數量優勢，儘管基督教與猶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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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遍及全球主要角落。印度教、佛教與儒教等宗教更分別固

守南亞、東亞與中國等區域據點。伊斯蘭教在中東、北非佔有

顯著多數，在非泗其他地區與東亞則居中間地位。當然，所有

世界宗教在多數意想不到的地區都擁有小眾或不算少量的游離

流散社群：巴西有超過一百萬的日本神道教信徒；基督教歐洲

的心臟區域存在近四百萬名德籍土耳其裔(Tur缸sh-German)伊斯

蘭教徒；印度西部海岸的天主教「飛地」。就某種意義而言，世

界宗教並沒有清楚的定義，因為宗教信亻用之所以被冠上「全球」

的名號，往往只是因為宗教信亻印的空間嘀圍已經大幅超越宗敎

發源地或創始地。誠如曼恩所描述，「宗教重要胜的凸顯乃導因

於一種共同特徵：一種跨越地域的個人與社會認同所造成的大

規模動員，並足以列入歷史紀錄者」 (Mann, 1986, p. 363) 。

因此，真正凸顯出世界宗教與歷史上其他諸多信仰之區別

的因素，乃是地理擴張的範圍（雖然經常集中於一個特定匿域）

與對社會造成的影響。諸如此類的信仰儀式體系，在歷史關鍵

時刻確實可能發揮超越宗敎發源地的影響力，並有能力馴服、

改變或征服其他文化與宗教。最顯而易見的案例當屬伊斯蘭教

與基督教，其與軍事懽力及文化影響能力的結合更促使宗教動

員力量倍增。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都未曾進行這種宗教征服行

為，因此其本土性宗教信仰仍舊維持於鬆散定義的文明疆界

內，然而值得提醒的是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本身的領土範圍規

模即相當龐大。

如果將全球化的概念模式套用在世界宗教領域，我們腔爲

世界宗教擁有超乎尋常的廣泛擴張性，雖然世界宗教的建立基

礎可以追溯至數千年前，但我們可以將其根本影響扼要縮短於

西元前三百年至西元七百年的一千年間。當代佛教與印度教形

式約莫形成於西元前三百年，伊斯蘭教的成熟發展大約在西元

七百年。在這一千年的光陰裡，組織化的神權階級體系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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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擴張機制，這些宗教神職階級偶爾與統治國家或政治與

經濟的菁英結盟運作，有時候則與國家統治架構呈現分庭抗禮

的局勢。這些宗教滲透日常生活信仰與組織的能力，在神學理

論改革與技術革新下大幅提昇。佛教與印度教雖然依舊侷限於

南亞與東亞地區，但其本身兼具複雜性與適應能力的神學架

構，頜吸引了大批跨越文化與語言隔閡的虔誠信奉追隨者

333 (Weber, 1951, 1958) 。一神論雖然是猶太教首創，但一神論的創

新擴展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潛在影響力與權力，這兩個宗教

各有一部作為道德標準的宗教經典（聖經與可蘭經），潛在同時

懷有普渡眾生的宗教精神。早在西元八世紀，伊斯蘭教足跡便

散見於全球各洲，儘管其擴散普及的程度在許多地方仍偏於薄

弱(Gellner, 1981) 。基督教則必須等到歐洲十六、十七世紀旳軍

事與殖民擴張才開始流傳於全球。文字書寫技術的發明促使重

要宗教典籍的傳播更為普及，這些革新發展使得世界宗教得以

跨越龐大區域，而建立共同的穩定信念與教義的基礎建設

(Giddens, 1985; Goody, 1986) 。書寫技術、宗教經典流傳與經典

翻譯風潮的結合，逐漸孕育出一套系統化與公式化的共同儈仰

與行為之跨文化網絡，這種發展在文字發明前的世界根本不可

能存在。世界宗轂結合制度化與規範化的神權階級發展（世界宗

教的文化基礎建設），使其他不同社會問的文化關係益發鞏固與

深化。換言之，這些文化全球化過程以緩慢的速度逐漸發生，

可能必須耗費數十年光陰的啓蒙，歷經數個世紀才能穩固根基。

當然，世界宗教的傳播普及也呈現出文化階級與不均衡特
性，宗教神職人員與菁英階層的宗教生活不可能與廣大平民群

眾一致，其宗教信仰在信仰與實踐的規範上亦未見特別民主。

從宗教菁英階層的影響觀懟而言，世界宗教無疑是人類最重要

的文化革新。世界宗教提供宗教菁英與政治菁英龐大而豐富的

權力與資源，這從它們具備動員軍隊與人民的能力，擁有發展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跨文化的認同感與忠誠感的能力，或者確立祉會中神學與法律

基礎建設的規定，即可窺知一二。在這些方面，世界宗教無庸

置疑構成了前現代時期，甚至所有時期中最強勢與重要的文化

全球化形式之一。

二、帝圓

全球宗教領域的發展往往緊隨世俗政治領域與軍事武力擴

張而至。在現實世界裡，宗教發展經常與政治軍事權力的擴張

密切相關，儘管從許多方面看來，這種特質在爾後世俗化的二

十世紀不再如此鮮明。帝國的主要特徵往往企圖將集權化的政

治權威加諸於鬆散定義的領土範疇之內，而結構鬆散的領土範

圍內居住著各種不同的社會團體與種族團體。就這方面而言，

帝國與帝國建立過程可以視為一種權威關係與控制關係其延伸

與深化的政冶全球化形式（參見第一章有關此議題的討論）。此

處我們所關切的是文化權力在政冶帝國的建立與維持上所扮演

的角色。

任何帝圍無可避免地必須要面對一連串相互關聯的結構問

題或矛盾，特別是某些帝國本身並非完全仰賴重複的武力手段

強迫其屬地合作就範時，這種結構問題或矛盾更容易凸顯 334

(Eisenstadt, 1963; Mann, 1986) 。其最根本的間題是在於帝國實施

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之統治形式。因為當帝國的統治權力源自

於中央時，帝國執行統治行為的能力往往相當有限，由中央核

心所施加的帝國秩序往往必須配合時間、資源與有效的基礎建

設方能維持。有鑑於此，帝國統治當局必須儘可能授權地方，

但是如此一來勢必威脅到帝國本身的完整。文化途徑是避免這

種兩難困境的方法之一，帝國可以嘗試建立由宗族血源、信仰

與宗教關係維繫的普遍統冶階級，如此一來帝國勢力範圍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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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政治分野，即變成階級之間的垂直統治閼係而非中央與地

方的水平統治關係。因此成功的帝國必然是擁有強大文化影響

力並進而達到政治與軍事的廣泛影響力。文化擴張往往是不經

意且分散地崛起於從屬階級間，而非統治階級間，早期羅馬帝

國內的基督教擴張堪稱此類文化擴張的絕佳範例。相較之下，

文化的擴散、模仿、延伸、深化與文化基礎建設的建立，可能

是統治策略有企圖的一部分。

此處幾乎沒有太多篇幅來檢視帝國在文化全球化中所扮演

的角色，因此我們只能以最表面的方式將討論焦點集中於前現

代時期的羅甩帝國與現代初期的英國。在轉進現代時期的獨特

文化革新前，以下將概略描述在兩個不同帝國之支持下，所採

取的某些主要文化全球化形態。

（一）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與過去立足於地中海及近東地區帝國最大的區別

在於，它在統治領土內從中央一致地往外拓展政治權力的能

力，與遠東地區的中國漢朝帝國呈現分庭抗禮之勢。相較於波

斯帝國與古希臘帝國等較早期的帝國統冶，驅使羅馬帝圖大一

統的手段遠超過傳統動輒興起的軍事高壓統治、以及不合常態

的徵稅與變相的進貢掠奪。羅馬帝胭長達五個世紀的統［台期間

裡，權威、強制約束規範、影響與策略，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

少悉數於龐大帝國轄區內派上用場。這種由羅馬帝國一手支配

的決定性權力轉變，主要由一連串革新措施所促成，其中最重

要的可能是羅馬軍隊後勤能力及羅馬帝國民間工程技術、築路

技術與組織等複合能力的提昇。但是緊隨軍事權力範圍增加而

引發的一連串文化革新措施，促成羅馬帝國孕育出超越宗族血

源約束關亻系的一種跨帝國統治階級：包括政冶一體感、內部階

級團結、共同的文化禮儀以及共同的信仰與審美觀(Milla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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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Mann, 1986) 。在這之前幾乎沒有其他前現代時期帝國的文

化關係延伸能與羅馬帝國並駕齊驅，也沒有任何帝國可以媲美

羅馬帝國向下紮根的文化關係。

這種文化關係深化的關鍵在於羅馬帝國往往在軍事征伐後

大批進用當地菁英，在文化上與政治上將其納入羅馬政府與統

治階級，儘管在帝國文官體系形成之前這兩者之誾的分際線就

相當模糊。教育水準的提昇是成就羅馬帝國文化的關鍵。透過

專門化及組織制度化的知識教育，幾乎所有羅馬統治階級皆不

分性別地普遍具備讀寫能力。羅馬帝國西半部的拉丁語和帝國 335

東半部的拉丁語及希臘語成爲政治上與文化上的共同官方語

言。戲院與圓形劇場從容不迫地在帝國轄區內建立，而戲劇與

詩歌藝術流傳風行於整個帝國範圍。最後，地方宗教祭典儀式

零散地融合於羅馬眾神廟(Roman Pantheon) 。羅馬統治階級的成

功基於其能不斷地延續著幅員遼闊的廣大帝國體系。雖然在公

共基礎建設方面，直到西元三三0年為止，帝國活動中心仍舊

以羅馬為主，但是統治家族卻從羅馬當地經過地中海、北非最

後轉移至巴爾幹半島與多瑙河地區。

（二）大英帝國

大英帝國全盛時期的全球勢力範圍遠超過任何正式帝國。

雖然殖民政策經常是朝令夕改、變化多端，但是很明顯地在多

數帝國的管轄區與殖民地之間，普遍存在一種強烈的統治文化

或意識型態，對於英國統冶並維繫其中央與地方、本國與邊陲

之間的複雜關係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這種文化或意識型態的

重要性有許多表現方式，當中最重要的兩種形式就屬帝國教育

政策的執行與帝國傳播通訊建設的確立。兩者均提供文化全球

化與通訊全球化的清晰範例。在教育領域方面，英國思想與文

化實踐透過早期殖民教育體系的制度結構逐漸向外擴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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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開始仿效英國的公立學校與文法學校教育模式，教科書來

源與課程科目甚至一成不變地從英國複製。最重要的是主要教

育語言與授課語言均以英語爲主。殖民地菁英最有效的社會化

途徑莫過於將殖民地學生送往牛津或劍橋等名校接受合適的教

育，以作爲殖民地行政管理當局或稍後獨立後政府的人才培育

準備，這種做法規模雖小但卻意義深遠。

羅馬帝國的道路建築提供長程統治的必要原動力，英國強

化統治勢力的努力方向則稍有差異。英國帝國角色在早期傳播

通訊體系的刺激與利用上有示範性作用(Headrick, 1988) 。電報系

統的首度發明讓世人眼睛一亮，並於一八三七年取得專利權。

七年後於一八四四年期間，美國成功地在華盛頓與巴爾的摩間

建立史上第一項長程通訊工程。有了這些新技術的開端，人們

開始嘗試發展海底纜線，這項工程必須爲海底纜線製造適當的

絕緣表層，同時必須找出將纜線安全舖設於海底的方法。一種

熱帶樹膠：馬來樹膠(gutta-percha)解決了纜線絕緣表層的問題，

而一名普魯士的砲兵軍官西門子(Werner von Siemens)則解決了

纜線舖設的問題。一八五三年，英國與愛爾蘭間成功舖設了一

條海底纜線，而第一條跨大西洋的海底纜線舖設於一八五八年

大功告成。然而，數月後出現的技術問題與絕緣體不足使傳輸

暫告中斷。在一八六八年首度成功舖設橫跨大西洋的固定纜線

之前，通訊工程在技術上持續膠著。英國政府從一開始即密切

參與海底纜線的技術發展，一八五七年的印度反叛事件與帝國

範圍內迅速有效通訊的需要，迫使英國不得不更深入參與其中

（參見第一章第一節）。當一八五O年代的早期海底通訊建設的

335 努力因爲技術不足而宣告失敗時，貫穿鄂圖曼帝國的陸上交通

線也因爲戰略上的考量而不被接受。一八七0年英國與印度間

首度成功建立的海底電報系統開始運作。

自此之後，由東方電報公司所主導的纜線舖設工程持續迅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速進行，該公司由追求殖民目標的英國政府得到了大量間接支

持：包括海床調査硏究、爲數可觀的官方交通與陸地權利和外

交支持。一八七八年英國政府開始對商業上受到限制但戰略地

位重要的通訊線路擴大實際補助；例如，一八九0年代對連接

澳洲與南非的海底纜線工程補助了一百七十五萬英鎊。一八八

七年，世界海底纜線總長達到二十一萬公里，其中百分之七十

屬於英國所有。英國的支配優勢隨著數十年後其他帝國逐漸建

立了各自的電報網絡而略爲削減，但在一九O八年，全球長達

四十七萬公里的海底纜線仍有百分之五十六歸英國所有

(Headrick, 1988)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概念上中央與地方
的關係更趨密切，但是誠如第一章所描述的，纜線系統並未明

顯促成中央政治權力的更直接有效運作，儘管它確實爲軍事利

益與民間利益而擴展了通訊傳播的基礎建設（參見第二章）。

三、現代國家文化與跨國世俗意識型態

從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西方國家的全球帝國主義爲普及

世界各地的西方觀念、價值、文化制度與實踐，提供了某些重

要基礎建設。然而，這種文化影響的關鍵背景源起於西方本身

內部的發展：包括現代國家文化、民族主義與跨國的世俗意識

型態及思想論點。

（一）國家文化

我們已在第一章探討過歐洲民族國家的起源與特質，有關

國家與國家文化等概念的發展與特質是此歷程的關鍵要素。固
定疆界範圍的新國家形式有助於鼓勵並團結民族主義者的文化
訴求。在探討這些高度爭議的領域之前，必須有一些最起碼的
定義。我們曾在第一章主張民族(nation)是一種跨越階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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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其對社群的認同感、團結意識與共同利益乃根植於種族認

同感與共同的歷史經驗（實際的、想像的或解釋的） ；且其王要

政治訴求是在固定領土範圍內取得獨立國家的地位。從這方面

來看，民族主義(nationalism)可視爲一種心理與文化的聯盟，它

促成了國家社群閼係的連結，而其政治與文化訴求為企圖實現

民族自決並建立國家組織。國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s)則是源於

這些訴求的實踐、信念、儀式與態度的複合體，這種複合體是

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或主觀的想像（參見 Mann, 1993) 。

337 就此處所呈現旳定義而論，在十八世紀之前尙未出現完全

發展成熟的圍家（一個社會與文化實體）。當然，跨越階級旳祖

群在現代國家出現前便已存在，而種族認同感更是促成許多計

會統一團結的強大力量。然而，歷史紀錄卻顯示即使在十八世

紀前即已存在的原始民族意職，如法國、瑞典或英國，也僅止

於一種心理認同或忠誠意識。它必須對抗更廣泛的跨國認同與

更具排他特質的地方與區域認同，而且在實際上的文化互動舆

祖會相互聯繫程度能跨越廣大區域的階級界線者屈指可數。原

始國家雛形只有在經歷十九世紀漫長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變遷

後，才開始以特殊集體社會行為者的姿態出現。

有關現代民族與民族主義出現的社會先決條件，有為數可

觀的文獻探討（參照 Smith, 1971;Anderson, 1983; Giddens, 1985; 

Hobsbawm, 1990; Mann, 1993)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跨越階級

界線而日益提昇的教育水準，這有助於階級內部的溝通以及國

家歷史、傳統與儀式的普及。此外，國家的權力與重要性亦逐

漸提昇，因為當國家透過課稅與徵兵手段日漸深入社會事務的

同時，國家支配的重要性亦相對提高。現代民族和國家之間的

關係出現變化。在英國、法國與西班牙的案例中，現代民族的

出現有效地支持既有的國家機制，確保國家認同以壓倒性姿憊

推向威爾斯(Welsh) 、布列塔尼(Bretons)與加泰隆尼亞(Cata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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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邊陲地方。在德國案例中，德意志民族的勢力遠超過任何破

碎的德意志邦國，民族主義也因此成為推動建立新獨立國家的

龐大力量。在奧匈帝國的案例中，其帝國樞域內興起的民族勢

力使奧匈帝國瀕臨瓦解。在這些各自迥異的背景下，民族國家

文化與民族主義可能結合其他意識型態或學說論點而呈現了各

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如種族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理性民

族主義、憲政民族主義與浪漫民族主義、核心民族主義與邊陲

民族主義等。我們此處的目的不欲探討這些差異，我們的焦點

著重於探究民族、民族主義與國家文化的崛起如何與本書文化

全球化的描述產生交會。

在民族與民族國家出現之前，大多數文化傳播與互動發生

在跨越不同社會的菁英階層間，或者侷限於地方性的有限層

級。由於現代民族與民族國家的發展，許多文化網絡與文化制

度的空間及計會影響範圍開始出現變化。與其說民族的形成需

要跨越階級的溝通，不如說需要菁英階層的內部溝通。這也牽

涉到廣大群眾所接觸到之文化訊息與符號類型的控制，這種控

制計劃的闊鍵核心繫於國家文化的建立，國家文化的形成一部

分源於社會長期累積而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徵與社會特質，少部

分是經由創造發明途徑所形塑，但這種方式的成功機率有限。

有關這個主題的相關文獻亦頗為廣泛（如 Hobsbawm and Ranger, 

1983; Colley, 1992) 。就我們的研究目的而言，值得注意的重點

是，這些新文化認同主要關係到民族齧同、民族自決、領土疆

界與國家控制之誾的關係鞏固，但這並非主張文化認同與民族

國家疆界會必然一致（實際情況經常是不一致）。出現在奧匈帝

國內的捷克民族主義企圖在原有帝國疆界內，建立一個較小規

模的獨立國家，類似情況可以看到較不成功的加泰隆尼亞民族 338

主義。德國民族認同與文化的產生，則是跨越十八世紀與十九

世紀許多分裂的德意志邦國與附屬領地而形成。即使是在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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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完成統一的新德國民族國家，也無法完全涵蓋所有德國

人民或德國文化內涵。

民族認同與民族文化的形成，是由各種不同的社會參與者

與社會制度所共同承擔的任務，而國家組織與國家官員則必然

深入參與此一計劃的執行。這些參與者對於新文化基礎建設之

確立有莫大貢獻，新文化基礎建設的建立不僅契合國家領土疆

界範圍，同時也為透過想像形成的新圖家文化與國家認同，提

供一個傳播旳管道；這種新文化的基礎建設對於其他阿同的競

爭者與邊陲民族主義的控制、鎮壓及撲滅亦屬必要。幾乎每一

個政府與國家都致力於追求某種國家或官方語言的組織化，而

且往往企圖控制、限制或禁止在公共領域使用其他語言。大多

數這類權威當局均建立或企圖建立由國家主導的學校教育體

系，對於學校課程的控制有特定偏好。除此之外，在過去一個

世紀裡，許多國家陸續取得或企圖取得國內新聞媒體的掌控

權，並建立統一的國家郵政服務系統與國家電報及電話系統，

在電視與氫線電發明後則進而掌控國家廣播系統。所有國家無

不利用其常備軍隊作為社會化為國家地位的手段與象徵。這些

組織與文化實踐蓄意被用來建構國家歷史、界定國家認同或教

育對國家的忠誠順服。儘管在稍早時期見識到跨越許多社會延

伸的文化體制（如世界宗教），或高度地方化的文化形式與忠誠

度，但是民族國家的出現導致介於兩種規模之間的新文化交

流、制度與評同的產生，它所引發的文化基礎建設發展促成了

更多統一的文化訊息與實踐，可以更有效地跨越階級而廣泛傳

播。

在歐洲地區，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崛起導致國家與領土界線

內的文化生活邁入組織化發展，犧牲邊陲民族與種族團體往往

成為鞏固國家統一的手段。這也促成新民族國家的建立與傳統

跨國帝國的瓦解與分裂。然而矛盾的是，民族、國家文化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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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等概念卻透過歐洲帝國的殘餘勢力逐漸普及至亞洲、非

洲與中東地區。這種新社會組織模式的力量在世界其他區域不

但沒有缺席，甚至引發二十世紀襲捲全球的反殖民運動風潮。

在民族自決風潮襲捲全球之際，歐洲文化霸權正見證新跨國文

化的實踐與普及，然而此時歐洲內部的民族自決風潮卻在稍後

讓歐洲經歷致命的毀滅危機。

（二）跨國世俗意識型態

誠如我們所理解，挾著重要社會影響跨越店瀚空誾傳播

的複雜思想，並非現代時期的特有現象，然而，歐洲現代時

期與十八世紀末的最大區別在於新意識型態與思想模式的出 339

現，這些意識型態與思想模式明確傾向世俗定位，同時也主

張其廣泛的一體適用性。歐洲啓蒙運動的成果包括現代科學

和現代道德政冶哲學與計劃的出現。同顧歐洲歷史可以清楚

地發現，這些各國普及的理論仍保留其歷史上與地域上的特

殊性。然而，有關自由主義、計會主義與科學的論點和主張

除了在北美與歐洲心臟地區等發源地以外，也吸引大批廣泛

的信眾。

社會主義以及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變體，乃根植於十九世

紀歐洲資本主義工業化與都市化的經驗（由哲學反思與實際衝

突鍛造而成）。然而社會主義理念及語言，卻迅速地向世界經濟

相對落後的地區擴散，最後甚至蔓延到幾乎不受時代潮流影響

的未開發地區。這種說法並非暗示這些理念在東方與南方的傳

播過程中，未經歷深刻的轉變。儘管如此，歐？州早期工業化所

引發的社會主義理念與論點無疑迅速地在蘇俄、中國、日本、

加勒比海地區與拉丁美洲找到自己的出路。同樣無庸置疑的是

在社會主義的諸多變型中，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被證實是影

響政治衝突和政治統治組織與結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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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傳播引起了世人的廣泛注

意，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爲領導政黨有意識地在國內

利用這些理念，而這類理念亦成為蘇聯在國際上的外交政策方

針。相較之下，過去兩個世紀裡自由主義與科學理論從西方國家

到世界其他區域的同步普及所引起的注意，可能不如社會主義那

麼顯著，自由主義與科學理論之所以不若祖會主義引起廣泛注

意，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這些理論的普及需伴隨一套完整的制

度組織與實踐，而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意識型態影響

力的普及。例如，透過醫學技尚舆實踐、農業改革等部分新技術

與工業的普及，西方科技的影響範圍遍及世界多數地區。因此，

雖然西方的科學世界觀擴及全球，但其滲透超出密切接受其教條

洗禮之科學家、技術人員、教育家等菁英階層的速度，卻向來十

分緩慢。雖然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菁英神學文化與公共文化，

被迫與科學世界觀及宗教世界觀所產生的矛盾衝突交鋒卟且是在

二十世紀的大多數貯候這午多日常生活仍持續圍繞著長久以來沿

襲的世界模式與原則而運作(Hobsbawm, 1994, ch. 8) 。

西方自由主義的全球普及正好介於信仰國際社會主義與西

方科學結構普及之間。從某方面而言，西方自由主義傳播一套

特殊的意識型態立場與政治價值：包括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

有限政府、民族自決等。印度菁英在十九世紀後半葉採行自由

主義信條或許是最為人熟知的範例（參見 Spear, 1990) 。印度人民

在高層行政管理職位上逐漸提升的政治參與，以及印度菁英教

育水準的提昇與英國官員、政府部門的涉入使印度人民接觸自

由政治概念的頻率大幅提昇，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印度民族主

340 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在新古典經濟主義尙未正式呈瑰或廣泛

傳播前，資本主義市場關係的穩定發展早已為新古典涇濟學的

基本要素吸引了更廣泛的信眾。資本主義市場本身無可避免地

產生一套特有的方針與實踐。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四、前現代與現代文化全球化形式的比較

要從以上這種種不同資料擬出一張平衡表是極為複雜的任

務，而且過程中可能出現過度普遍化的問題。我們可以嘗試性

地概略描述當代時期前的文化全球化軌跡。從人類開始有文明

以來，文化的傳播與模仿一直是人類歷史記載上的長期特徵，

這可以從人類遷徙與軍事全球化中得到驗瞪（參見第六章與第

二章）。貿易活動則為這些思想與文化產品的遠距離傳播提供一

個重要管道（參見第三章）。但是在現代時期之前，世界宗教與

帝國所提供的文化制度複合體，使遠距離溝通與文化互動得以

實現，同時有助於建立更確定或更深入的文化互動關係。

隨著世界宗教的發展，我們｛主意到文化實踐的傳播舆接納

如何成爲帝國「多元文化」策略的一部分。礙於單以軍事力量

施加統治的後勤限制，帝國資本家企圖建立一個長期跨越種族

與地理分野的菁英聯盟。從帝國建立的觀點而言，即使多元文

化策略終究無法免於失敗，但卻也遺留了許多特殊文化遺產。

例如，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所建立的馬其頓帝國雖

然立酮時間短暫，但對於希臘語言、希臘科學、哲學與文學在

近東的普及流傳有一定助益。蘚馬帝國所提供的制度背景使希

臘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得以先後滲透至北非、西歐與北歐。中國
漢朝帝圍也提供一種類似的架構協助中國經典、文學作品、民

俗禮儀慣例、科學與技術的傳播。有關帝國文化政治的概要解

釋必須注意到兩個要點：亦即當文化與文化，或宗教與宗敎誾

彼此展開對話的同時，不見得總會產生豐富的交集；同時，世

界宗教的區域特住反映出其本身不同文化或宗教的分野，帝國

也因此糾纏其中而難分難屏。此外，對大多數地區的主要人民

而言，這些盛大而重要的文化互動往往只是驚鴻一瞥，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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腮同、實踐與信仰普遍受到地方性的侷限。很少文化形式能同

時立足於鄉間村落與龐大帝國之間。

隨著羅馬帝國與中國漢朝的覆滅，及早斯蘭教文化的首波

擴張，帝國持續的起起落落同時也助長或遏止了某些文化博播

型態。然而，在十五、十六世紀西方帝國探險活動蓬勃發展前，

幾乎沒有任何歷史紀錄可以媲美伊斯蘭教在軍事與文化上的擴

張，這段期間最活躍的帝國建立者大多是來自歐亞大草原的驍

勇游牧民族。但是它們在文化領域的創新卻無法與其卓越的軍

事能力相提並論。歐亞游牧民族的遷徙與征服行動造成舊文化

型態的衰退，而非促其轉型。甚至可以說是從十六世紀起西方

帝國的成就便嚴重唧賴對美洲人民所施加的軍事、人口與流行

341 疫病上的優勢條件。我們可以認為在展現基督教上帝的影響力

上，武力與流行感冒所扮演的角色或許比宗教神學更強而有

力。早在歐洲工業與政治革命前便已征服南美洲的脆弱帝國與

殖民結構，首次證實其無法將文化擴張落實於密集定居又不受

流行疫病影響的亞非社會。

當歐泗帝國終於在歐洲以外地區成爲更成功的文化權力工

具時，歐洲與美洲的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在十八世紀前便已陸

續出現。在歐洲與美洲區域內，錯綜複雜的跨國與洲際菁英文

化交流，及各式各樣的地方黨派意識正因此而逐漸重新形塑。

國家尋求民族統一的統治方式，民族主義者則透過國家來追求

民族自決。因此，儘管此一過程充滿不均衡性與競爭性，但愈

來愈多文化制度與文化交流開始確立於新近出現的民族國家疆

界內。包括語言、學校教育、運輸與通訊系統、宗教儀式與文

化認同等概念，逐漸以固定領土國家的觀點來定義。外來文化

或彼此互不相容的文化影響，開始受到壓制或抱以懷疑及仇視

的態度。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在西方社會不乏大批擁戴支持信

眾，跨國文化實踐與文化制度亦持續存在。從歐洲民族厰家系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統核心出現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現代科學等重要世俗意識

型態與思想理論可以發現，這些意識型態與思想理論的理性啓

蒙認為這些埋論有其普遍通用的訴求與適應性，當然這種主張

究竟正確與否仍有待商榷。但就平衡觀點而言，民族主義的文

化影響力可能愈來愈強，至少一部分原因是民族主義得到現代

國家有系統的支持、資金援助與利用。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

文化全球化的高峰出現在昔日，儘管最強烈而重要的文化交流

與文化關係已經在現代民族國家疆界內蓬勃發展。但在網際網

路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持續發達的時代裡，這類結論是否具

有說哦力呢？

參、當代文化全球化的形成

當代文化全球化與下列數項的時代發展極其相關：前所未

見的大規模新全球基礎建設造就了驚人的越界滲透能力，基礎

建設的使用成本亦逐漸降低；所有文化交流與溝通型態的範

圍、數量與速度均大幅提昇；西方大眾文化與企業之閭的溝通

逐漸發展成全球文化互動的基本背景；跨國性的文化產業集團

在基礎建設的創建與所有權，以及文化產品的生產與分配上佔

有極大優勢；全球文化互動的地理範圍產生變化，逐漸背離第

二次世界大戰前全球秩序的地理範圍。在這一節裡，我們將檢

視攸關這些發展的部分帝國跡象，而這些發展的政治與祗會層

面影響則留待本章第五節再行探討。

全球文化基礎建設的發展與多國籍企業掌控文化產業的趨

勢將在第三節第一、二部分進行處理，此外我們要在第三、四丶

五部分特別檢視關鍵的大眾媒體部門：包括無線電廣播、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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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工業、電影工業與電視文化的全球普及。這些部門涵蓋通

342 訊基礎建設、新技衛與多國籍企業的角色等多元題材，但也同

時凸顯出西方大眾文化的中心、文化地理範圍的變化與文化交

流範圍及速度的提昇。在本節第六部分裡，我們將看到最後一

個促使文化景觀改變的因素：大眾觀光旅遊業。

一、全球基礎建設：電信通訊及語言

電僧通訊發展並非專屬於戰後世界的產物，然而，我們卻

有極爲清楚的理由可以認定，這段時期確實見證到電信通訊交

流範圍與程度上的質量變化及其所引發的廣泛社會影響。首先

最重要的是，奠基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通訊技術或接

替這些技術的一連串技術革新，是導致這些轉變形成的主要因

素。戰後時期的電信通訊發展由近似前一世紀的基本電話技術

打頭陣，這種技術利用麻煩費時的訊號轉換機透過電話線或纜

線傳遞類比訊號。從此，一股持續的技術改革浪潮逐漸改變了

電信通訊系統的承載容量、成本、速度與複雜性。首先，類比

訊號逐漸被電腦、電亻言通訊系統與各種媒體形式（聲音、影像等）

通用的數位訊號系統所取代。有線電纜與電話線如今可以承載

壓縮成數位格式的大量資訊，早期則侷限於簡單的聲音與文件

訊息。第二，訊號轉換系統結合了電路轉換與國際共同標準化

數字系統而徹底重組。第三，雖然有線電纜與電話線技術呈現

有效且大幅的改善，但在某些案例中卻逐漸被新傳輸機器的出

現所取代。光纖電纜大幅擴張了纜線所能承載的頻道數量，同

時大幅降低傳輸成本；微波與衛星系統則完全省略使用越洋電

報的必要性。這些截然不同的技術發展的確促成電信通訊基礎

建設的有效改變與全球化。

電報交換系統是戰後時期建立的第一項新通訊系統，與戰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前時期單向電報傳遞系統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一種雙向式的文

件交換系統。這套技術系統對於一九五O年代與一九六0年代

的國際通訊提供許多助益。然而，一九五六年跨大西洋海底電

話纜線首度成功地舖設，大多數圍際通訊型態中，電話技術開

始逐步穩健地取代單向電報與雙向電報交換系統（雖然使用無

線電技術的電話通訊從一九二七年便開始橫跨大西洋運作）。一

九五七年橫跨太平洋的海底纜線首度完成舖設。兩條纜線最初

僅提供不到一百條的語音線路，然而在短短二十五年內海底纜

線舖設的成本就迅速下降，而需求則呈現穩定成長。一九八三

年全球已經有超過一萬八千條的跨大西洋語音線路，三千六百

條左右的跨太平洋纜線與其他將近二百條海洋纜線處於正常運

作中(Hepworth, 1989; Staple, 1991) 。有線電纜技術正逐步被可負

荷大量資訊承載的光纖纜線技術與除去所有纜線需求的衛星技

術所取代。一九九七年時，一條跨海電纜本身已經可以承載超

過六十萬條的語音線路。有鑑於此，建立跨海語音線路的單位

成本，從一九五O年代的五十萬美元左右筆直下滑至一九九O

年代中期的一千美元上下(Staple, 1996) 。

一九六二年美國成功發射了第一枚實驗性通訊衛星，國際

電信衛星組織(INTELSAT)隨後成立，該組織宗旨在於推廣衛星

通訊，將既有的電話與電視線路頻道分享給大多數國家（參見第

一章第二節）。一九六五年美國首度發射完整運作的通訊衛星。

美國太空計劃的龐大規模並未出乎意料，它從此開始支配爾後

大多數時期的衛星製造技術與使用。儘管今日現有衛星之中只

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爲美國所發射與持有，但其已經負載超過總

詢答機數量的三分之一（一枚衛星可以承載數個通訊頻道）。一

九九一年其他正常運作的二百個通訊衛星中有三分之一爲國際

電信衛星組織所操作，並且分享予多數國家使用。至於其他重

要的獨立發射衛星計劃中，百分之十五出自於前蘇聯之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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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表 7. 1 ：全球主要電信路線的語音線路成長， 1986-1996

跨大西洋語音線路 跨太平洋話音線路

海底電纜 衛星 海底電纜 衛星

1986 22,000 78,000 2,000 39,000 
1990 145,000 283,000 37,000 39,000 
1996 1,264,000 710,800 864,600 234,000 
資料來源： Staple, 1996. 

是歐洲與印度、巴西等部分國家亦逐漸發展自己的衛星計畫。

一九七0年代，衛星開始逐步取代海上國際通訊纜線的紡果並

不令人意外(Brunn and Leinbach, 1991; Staple, 1991) 。然而，一九

八O年代至一九九O年代期誾，光纖纜線的新通訊技術開始在

世界大多數通訊密集路線上挑戰衛星技術。第一條跨大西洋的

光纖電纜完成於一九八八年，目前還有許多貫穿海洋的其他光

纖電纜（參見表 7.1) 。

就頻道數量及其地理範圍的觀點而言，戰後時期無疑已出

現了電信基礎建設的全球化。但這些基礎建設的全球分布顯然

極不平均。絕大多數國際海匡電纜（無論新舊）舖設於北大西

洋、北太平洋與地中海區域。以跨越南大西洋的拉丁美洲與非

洲之間為例，此間的海底電纜數量明顯偏少。同樣地，衛星技

術的所有權與使用權亦嚴重亻頃向西方與前蘇聯國家。儘管如

此，至少戰後時期已輕有愈來愈多國家得以躋身於這些通訊網

絡，並建立連結國家網絡的小規模國內電僧系統連結國際網

絡。對於龐大通訊體系所連結的個體而言，這些電信通訊技術

的發展所帶來的時空壓縮概念確實是擺在眼前的事實。況且，

還有什麼方法比進行跨海對話（幾乎是即時聯絡）或透過衛星技

術從地球上任何地方接收視覺影像的方式更能如此戲劇化地表

現出空誾的消弭。除此之外，全球行動電話網絡的建立更進一

步確定電話革命的時代巳經來臨。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圜家命運

表 7. 2 ：電信通訊基礎建設與使用的全球不均衡， 1995

人口 每百人所 行動 傳真機 個人

（百萬） 擁有線路 電話 電腦

中國 1,201.0 6.3 3,629 270 2,600 
法國 58.1 56.3 1,379 1,200 9,300 
德國 81.9 49.0 3,500 1,447 13,500 
印度 929.3 1. 3 135 50 1,000 
日本 125.1 49.0 10,204 6,000 19,000 
瑞典 8.8 68.0 2,050 n.a. 1,700 
英國 58.5 n.a. 5,737 n.a. 10,900 
美國 263.1 63.0 33,786 14,052 86,300 

mMiTT＝百萬分鐘吋電話傳輸量

註：行動電語、傳眞機與個人電腦均以干為單亻立

責料來源：表格修改自 Staple, 1996 

打出電

話時數

533 
2804 

5,244 

341 
1,638 

900 
4,016 

15,623 

打入電

話時數

551 
2959 

3,881 

806 
1,140 

n.a. 

4,021 

7,010 

從整體資訊流通的觀點來看，國際電話通話量從一九八二

年的一百二十七億分鐘驚人地攀升到一九九二年的四百二十七

億分鐘與一九九六年的六百七十五億分鐘，實際的年成長率約

介於十八至二十個百分點(Staple, 1991, 1996; ITU, 1994a) 。同一

時期的雙向電報交換業務與單向電報業務的運載量則以每年百

分之十的速率持續遞減。在國際電話總傳輸量方面，百分之五

十以上的電話來自下列五涸國家：美國本身便獨佔國際電話總

通話數量的四分之一，其餘四個國家分別是德國、法國、英國

與瑞士。在國際電話總傳輸量中，百分之八十的通話量由二十

個圍家包辦，這些國家除了中國香港、新加坡、沙烏地阿拉伯

以外，大多屬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毫不令人意外

地，絕大多數的電話傳輸量仍集中於世界上最富庶的區域，光

是北美、日本與歐洲地蓋便佔去全球總國際電話傳輸量的百分

之七十五。國際電話使用上的不平均（參見表 7. 2)可以從各國

每年國際電話通話時間的觀點清楚顯現。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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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國家中，每年每人的國際電話使用量達到三十六點六分鐘

的平均水準，世界每年每人平均水準是七點八分鐘，至於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每年每人平均水準只有一分鐘(ITU,

1994a) 。

國際電話傳輸量的成長有許多原因：包括成本的降低、國

際企業往來的頻繁、移民者與觀光客聯繫家鄉的通話數量增加

等。但是未來最重要的成長原因將來自於電信通訊、電腦與媒

體技衛的整合。這種多元技術的融合芷是形成網際網路與整合

服務數位網路(ISDN)傳輸的基礎。利用電話線連接世界各地電

腦的綱際網絡［或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 〕技術崛

起於一九七O年代與一九八O年代的小型軍事用途。之後隨著

345 電腦使用率的更加廣泛普及，與瀏覽器(net-surfing)相關軟體價

格的降低及容易取得，網路傳輸資料量與使用者人數急遽成

長。一九九O年代初期擁有十萬台連線電腦的區域，在一九九

六年時已經有超過一千二百八十萬部網際網路主機，預計到了

西元兩千年時，全球很可能出現超過一億名使用者。由於其他

電信通訊形式的出現，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內部及已開發國家

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普及率開始出現大幅差異。一九九七年

時，每一千位居民所擁有的網際網路主機數量呈現懸殊差異，

芬蘭高逹五十五點五、美國是三十八點四，而土耳其輿墨西哥

的調査數據則分別是零點二與零點三(OECD, 1997) 。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以外地區的網路連結水準不僅大幅降低，特別是諸

如撒哈泣以南非洲區等某些世界菡域，對於網際網路世界更是

全然陌生。

然而，如果這些電信通訊基礎建設未能伴隨進一步的集體

基礎條件－－共通的語言及語言能力，便無法真芷促進規則化

的全球溝通聯繫。雖然人類除了語言說寫以外，還可以透過多

種方式與媒介互相溝通，如視覺藝術、舞蹈、音樂等，但是共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迴

同語言或語言能力的存在才是國際溝通與互動的最關鍵基礎建

設。我們可以透過許多方式將全球化概念應用在語言領域。首

先是最顯而易見的是任何一種單一話言橫跨全球的普及性；有

關語言或語言能力全球化的第二項觀念是透過習用兩種語言或

多種語言的方式，讓文化產物與理念的傳輸更容易。雖然當代

世界存在著五千種以上的晤言，地方或區域性方言更是不勝枚

舉，其中只有一千種語言可以化為文字形式書寫記載，這種文

字書寫形式正是語言得以跨越時空傳遞的最有效方式。史汪(De

Swann)曾經就全球語言體系演進的觀點對這種語言複雜性提出

描述與分析，他指出目前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世界人D合計使用

十至十二種語言作為第一母語(De Swann, 1991) 。因此從當代話

言使用型態，可以反映出數個世紀以來的人口遷移及語言變遷

所累積的結果。

在這些主要語言中，有三種語言的使用幾乎完全侷限於鄰

近領土區域內的本國居民：包括日語、德語及孟加拉語。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以德語或日語作為第二外國語的擴張勢力急速退

卻，德國與日本帝國體系最後的瓦解以及德日佔領地對其文化

的反感，有效地排除遹些語言的第二外國語角色。當然，這種

情勢與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德國叱吒中歐、東歐與北歐各

國的盛況呈現尖銳對比。至於其他每一種世界主要語言或多或

少地以某種混合方言的形式存在，這正是過去與目前語言和文

化全球化的軸心要素。另一類主要語言則是指使用範圍橫跨本

國居民及使用該語言作為第二方言的鄰近區域：包括阿拉伯

語、馬來語、印度語、俄語及中文。這些語言的主要擴張階段

普遍發生在過去某些時刻，雖然在俄語的例子中，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蒜聯的壯大使俄語成爲蘇聯帝國外圍領域的第二母

語，如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與中亞各國。

另外一類則是在使用上較趨向全球化的語言，通常以這類

璽



璽l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346 表 7.3 ：翱譯書籍平均統計， 1983-1985

翻譯書籍所佔百分比

總翻譯數 英語 法語 攄語 義大利語 西班牙語 北歐語

法國 3,979 65.0 3.3 10.0 50.4 20.6 1.3 
德國 6,676 60.7 11.9 3.4 3.2 1.9 3.9 
日本 2,696 78.3 7.9 7.5 1. 2 0.7 0.5 
荷蘭 4,286 56.8 18.0 15.1 1.3 1.1 2.4 
西班牙 7,711 50.1 20.0 10.6 6.3 。 1.9 
瑞典 1,937 65.5 5.5 6.5 0.7 1.3 12.5 
英國 1,139 4.0 23.2 25.7 6.8 3.1 6.2 
美圍 606 0.3 21.8 23.8 5.2 6.1 4.5 
資料來源： Therbom, 1995 

語言作為母語的本國居民往往廣泛地分布於世界非鄰近區域。

可想而知，這些語言非昔日歐洲帝國語言莫屬：包括英語、法

語、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這些語言大多在世界某一特定區域

或特定區域之間作為互相溝通媒介的區域共通語言，其中又以

英語位居全球語言體系的車心地位。英晤成爲全球獨領風騷的

國際語言，而且仍持續地在一種自發性的強化過程中鞏固這種

優勢(Crystal, 1997) 。英語不僅是國際企業、政治、管理、科學

與學術領域主要的溝通語言，更是全球廣告與大眾文化領域的

主要語言。在電腦領域上亦提供有關視窗與網際綢路通訊協定

的共通書寫語言。根據估計顯示，全球以英語形式儲存的電子

編碼資訊至少佔了八成(Economist, 1996) 。英語同時也是空中交

通管制等國際安全程序的通用語言。英語的主導優勢在表 7.3

中的書籍翻驛數據便可被清楚顯示出：英文原著書籍壓倒性垃

高居書籍翻譯大宗。從這層意義來看，英語的優勢並不令人意

外。誠如其他語言的際遇所顯示，語言旳使用與權力的律動

變化息息相關，英語是英國與美國兩大現代霸懽國家的母語，

其影響力廣泛地運作於所有人類生活領域，如經濟、政治與軍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事領域，而其中當然也包括文化領域。

二、文化多國籍企業、全球文化市場

如我們在第五章曾主張，大型多國籍企業與電信通訊並非

現代時期所獨有，而且文化產業自始便具有多國面向。從十九
世紀末開始，早期電信通訊公司受惠於國際與帝國的廣大幅

員，而國際新聞機構則在世界廣佈聯絡據點，出胆計亦大範圍 347

地散發其出版目錄。儘管如此，戰後時期有許多通訊與文化產

業的相關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崛起，從企業銷售、生產與組

織觀點而言，這群新興企業確實逐漸邁向多區化發展。我們在

這個部分不欲提供這些部鬥景況的廣泛描述，而是概略描述其

主要特徵及引領先趨的重要操作者。

到一九七O年代為止，大型電信傳播企業及娛樂媒體企業

集團已出現在許多國家，但此時的企業集團與大型公司大多是

運作於區內市場的國內企業，隨著企業的成熟發展後也開始跨

足各種不同領域。大多數國家的電信通訊公司與電視廣播業由

國家完全持有或部分持有，至於民間企業的運作則受到政府高

度規範。礙於世界多種語言的有限溝通範圍，新閼報計與出版

公司儘管規模龐大亦不得不侷限於國內市場，政府則企圖規範

跨媒體企業的所有權。從一九七O年代開始，電信通訊與媒體

工業的國內規籟與全球規範閼始產生變化，部分國內市場逐漸

面臨市場飽和與過度競爭的不利環境，不同媒體部門賴以使用

的特殊技術逐漸相互融合。這種嶄新的轉變導致企業組織與活
動發展出五項主要趨勢：企業所有權日趨集中化；由政府所有
轉向民間持有；企業為了生存透過設立子公司、收購當地企業

或頭銜等方式逐漸建立企業跨國結構；跨越不同媒體產品類型

的企業多樣化經營；文化生產者、電信通訊企業與電腦畝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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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商業倂購行爲逐漸增加。

企業經營環境的自由化與去管制（參見第四章及第五章），
對於傳播通訊領域產生重大衝擊。電信通訊企業民營化的風氣
在全球蔓延，外國競爭者開始大舉進入以往不對外開放的國內
市場，因而興起另一波跨國商業聯盟的高潮。值此之際，跨媒
體所有權的障礙逐漸卸除，外國企業也獲准收購國內企業。世
界貿易組織針對全球電信傳播工業自由化所達成的重大協議
(WTO, 1997) ，益發強化此一趨勢。電信通訊產業與媒體工業的
同步去管制伴隨著錯綜複雜的企業連鎖結盟與企業合資計劃網
絡。包括音樂、視覺影像與文件等多元資訊的數位化促使電信
通訊公司、電腦軟硬體公司、媒體企業與廣播電視公司之間開
始出現廣泛的異業結盟潛力。在這些領域中，一波波國內與國
際倂購熱潮導致許多大型企業紛紛走向多元化經營。儘管如
此，真正有能力將企業生產產品籍由新型態的通訊、廣播與電
腦等基礎建設管道加以分配者，仍舊不脫位居文化全球化過程
核心的大型企業。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許多結合媒體、娛樂與
資訊領域等真正名副其實的全球大型企業開始活躍於全球文化
市場。它們並未完全取代國內競爭者，亦未消滅入主本國的海
外企業。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在大批地方性文化產業與國內
文化產業之上，約莫有二十至三十家超大規模多國籍企業集團
掌控世界娛樂、新聞、電視等全球市場，它們幾乎涉足全球各
大洲的重大文化與經濟事務。

這些大型跨國企業集團普遍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
中，設有企業總部或根據地，其中大多數位於美國。根據聯合
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於一九八九年的報告中指
出，全球前八十一大傳播企業（根據營業額）中，有三十九家來
自美鄙，二十八家來自西歐，八家來自日本，五家來自加拿大，
一家來自澳洲(UNESCO, 1989) 。一九九二年有關全球前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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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企業集團（根據營業額）的報告中也出現類似情況(Harnelink, 

1995) ，這二十大企業集團絕大多數來自美國：其中包括時代華

納集團(Time-Warner）、華德迪士尼集團(Walt Disney) 丶美國廣播

公司(ABC)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麥格羅希爾集團(McGraw

Hill) 、維康集團(Viacom) 。日本在這個領域的驚人成就並非源於

本土文化產業，而是來自媒體與電子硬體工業。新力公司(Sony)

與松下企業(Matsushita)皆透過併購美國企業的模式進軍全球文

化產業；例如新力公司倂購美國哥倫比亞唱片公司(Columbia)'

松下企業則收購美國音樂公司(MCA) 。由梅鐸(Rupert Murdoch) 

所持有的斯聞國際公司(News International)在概念上屬於澳洲企

業，因為梅鐸在概念上被歸為澳洲人。梅鐸的企業王國擴張始

於奠基在澳洲與英國的龐大利益，對美國二十世紀福斯(20th

Century Fox)電影製片公司的收購案，才使新聞國際公司進軍美

國市場，一躍而成名聲響亮的全球企業集團。歐洲內部只有四

個國家擁有經濟地位舉足輕重且涉足國際範圍的多國籍媒體企

業，包括以英國為根據地的科藝百代公司(Thom-EMI) 、蘭克公

司(Rank) 、英國廣播公司(BBC) 、皮爾森公司(Pearson)及路透社

(Reuters)等企業集團的業務範圍均擴及全王忠歐陸國家則產生許

多更大更集中化的公司；如德國的博德斯曼公司(Bertelsmann) ; 

法國的哈卻特公司(Matra-Hachette)與哈維斯公司(Havas) ；荷蘭的

艾薩維爾公司(Elsevier)與寶麗金唱片公司(Polygram) 。博德斯曼

公司與哈維斯公司均利用歐洲市場的收益併鵝美國企業並大舉

進軍美國市場，博德斯曼公司陸續收購美國 RCA 唱片公司、道

伯帝出版集團(Doubleday Books)與藍燈書屋(Random House) ，哈

維斯公司判取得戴曼帝思(Diamandis)出版集團。提到義大利電

視界呼風喚雨的企業集團，自然不能忽略貝魯斯科尼集團

(Berlusconi Group) ，它與這些企業的經濟規模旗鼓相當，雖然尚

未在全球市場大放異彩，但已逐漸在西歐地區建立其企業利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基。所有大型傳播企業都包含不同商業與媒體利益的投資紀
合，主要包括報紙與新聞出版、雜誌與書籍出版、電視廣播與
製作、電影製作與銷售、錄影帶販售與出租、唱片音樂製作等（參

見表 7.4 與表 7. 5) 。

這些企業的市場優勢隨著各家公司的專精領域而有所不 349

同，在新聞蒐集領域上由美國合眾國際社(UPI) 、美聯社(AP)與

路透計三大新聞機構取得支配優勢；而新聞畫面蒐集領域則由
路透社與世界電視新聞網(WTN)所控制。在國際電視新聞收視
方面則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新聞國際公司與新近的英國廣
播公司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全球唱片音樂銷售主要集中於六
家公司：一九九一年時科藝百代、寶麗金、華衲與新力等四家
唱片公司掌握百分之七十三的全球市場，其餘部分大多由博德
斯曼與日本唱片公司包辦(Herman and McChesney, 1997) 。全球電
視與電影市場之概況將在本章第四節與第五節再行處理，以凸
顯美國位居領導地位的程度。雖然電視節目與電影的製作往往
出自於獨立製片公司或中小規模公司，但是它們的資金來源與
銷售卻總是掌握於主要電視網絡及電影製片廠。我們將在本章
第五節再回來檢視這些企業對圍家文化與國家政府的衝擊影
響。在下一部分，我們將焦點轉移至三個特殊文化市場的全球
化特性，包括音樂市場、電影市場與電視市場。

三、無線電廣播事業與音樂產業

在所有現代大眾溝通的電子媒體中，無線電廣播是最容易
達到全球化的溝通管道。無線電技術發源於二十世紀初期，它
最初被提倡為電報的替代品，以消除海底電纜或洲際通訊線路
的昂貴製造成本需求。法國政府與英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之前便以無線電技術為基礎展開帝國通訊網絡的建構，短波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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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表 7. 5 ：主要媒體企業的重要合資伙伴，一九九O年代中期

第一等級媒體 第二等級媒體 電信通訊與資訊

企業合作伙伴 企業合作伙伴 業合作伙伴

時代華納 維康、美國電訊 克區、科藝百 美西、南方貝

(Time-Warner) 傳播公司、新 代、金奈維克丶 爾、美圖科技丶

力、國家廣播公 寇克斯、哈卻 美國甲骨文軟體

司、博德斯曼丶 特、聯合新聞與

新聞集團 媒體丶 PBL 、康

凱斯特

迪士尼 博德斯曼、國家 克區、赫斯特丶 美國科技、美國

(Disney) 廣播公司、美國 盧森堡 CLT 電視 SBC 通訊電話公

電訊傳播公司 廣播公司、夢工 司、美國通用電

廠、 Canal Plus 、 話電氣公司、南

TFI 、寇克斯、康 方貝爾、美國線

凱斯特 上、美西

博德斯曼 時代華納、新 克區、法國 Canal 美國線上

(Bertelsmann) 力、環球、寶麗 Plus 電視公司丶

金、新聞企業 聯合新聞與媒

體、哈維斯、盧

森堡CLT 電視廣

播公司、科藝百

代、皮爾森、英

國廣播公司

維康 時代華納、環 克區、皮爾森丶 奈尼克斯、史普

(Viacom) 球、寶麗金、新 克里斯克里福特 林特

聞企業、新力

新聞集團(News 時代華納、維 科藝百代、法國

G巧立洫on) 康、美國電訊傳 Canal Plus 電視

播公司、寶麗 公司、軟體銀

金、新力、博德 行、格瑞那德丶

斯曼 全球電視、米高

梅、英國廣播公

司、卡爾頓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環球 國家廣播公 克區、盧森堡

(Universal) 司、博德斯曼、 CLT 電視廣播公

維康 司

國家廣播公司 時代華納、迪士 法國 Canal Plus 微軟、國家地理

(NBC) 尼 電視公司

美國電訊傳 所有主要媒體 克區、法國 Canal 美國線上

播公司(TCD 公司 Plus 電視公司丶

聯合新聞與媒

體、哈維斯丶丶

科藝百代、皮爾

森、英國廣播公

司

責抖來源： Herman and McChesney, 1997; Internet Infoseek, the Business 

Channel 

率的出現讓無線電的技術發展變得更簡單：因爲餌線廣播網
絡的架設成本降低而接收設備的價格亦筆直下滑。這些因素
的發展結果導致細線電廣播範圍的跨國化，在其他電子媒體
發明前，無線電廣播技術的使用在全球有相當的普及性。第
一次世界大戰後，無線電技術持續發展成帝國與軍事指揮環
節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在兩次大戰期間的歐洲與北美洲地區
發現國家或地方性無線廣播電台的建立，而廣播內容涵蓋音
樂、新聞及體育實況報導等。我們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前找到無線廣播技術跨國利用的例子，儘管當時的廣播內容
主要是基於宣傳或政治目的，但是在戰爭進行期間，許多由
政府掌管運作的廣播電台使無線電廣播技術的跨國化達到新
高峰：如德國對英國的廣播，英國國家廣播電台對歐洲佔領
區的廣播，而龐德(Ezra Pound)為墨索里尼貢獻自己的詩人智
慧，對同盟國聯軍進行廣播放送。再看到戰後時期，冷戰爆
發對越境廣播行為的擴張更是一大重要刺激。自由歐洲廣播

璽l



璽l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鉭表 7. 6 ：無線電接收器持有數量，一九五O年到一九八六年

接收器數量（百萬） 每千人接收器數量

1950 1965 1975 1986 1950 1965 1975 1986 
世界 182.0 573.0 1,032.0 1,176.0 77.0 170.0 255.0 362.0 
非洲 1.5 10.0 20.0 94.0 7.7 32.0 69.0 164.0 
亞洲 11.5 53.0 138.0 468.0 9.1 28.0 60.0 164.0 
歐洲 64.0 222.0 348.0 523.0 109.0 272.0 478.0 676.0 
北美洲 97.5 251.0 424.0 532.0 453.0 1,173.0 1,797.0 1,992.0 
拉丁美洲 6.5 34.0 81.0 134.0 62.0 137.0 251.0 327.0 
大洋洲 2.5 3.0 13.0 25.0 167.0 171.0 619.0 1,000.0 
已開發國家 498.0 841.0 1182.0 486.0 762.0 968.0 
胭發中國家 85.0 191.0 594.0 32.0 66.0 160.0 
資料來源：表格修改自 UNESCO, 1950, 1988 

電台、美國之音廣播電台與越界廣播的1恩國廣播電台均秉持各

自陣營的立場，以意識型態戰爭的型式去強烈回應歐洲的分裂

局勢。

隨著無線廣播行為日益明顯的跨國運作，媒體亦成為重要

的文化傳播機制，最重要的是這種無線廣播行為成為英美流行

音樂放送與普及化的主要媒介。搖滾樂及其後續不同的流行文

化精神，透過電台廣播及許多音樂廳與唱片行的宣傳引起歐洲

一時風靡。與西方內部情況呈現有趣的對比，藉著不同族群的

廣播電台、未經許可的地下廣播電台，以及外國新音樂風格與

型態旳輸入，無線廣播也同時成爲地方主義與維持或重新建立

地方認同的重要手段。大多數未經政府核准的地下廣播電台都

是以國內範圍為基礎，但是隨著一九六0年代政府放鬆對無線

頻率管道旳管制，而讓跨國地下廣播電台有了生存空間。六O

年代英國海外廣播開始竭力規避嚴格的國家規範時，政府開始

祭出鐵腕手段作為回應，大力整頓未經政府許可的地下廣播行

為。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從某些方面看來，音樂形式比任何文化模式更能提供最有

效的全球化手段。這是因為音樂屬於少數不需要依賴文字書寫

或口語傳播的通俗文化表現與溝通形式之一，因此，在教育水

準普及的社會中，音樂是一種不需經過任何複雜或昂貴的轉

換，便能跨越語言差異限制與特質的溝通形式。但音樂在文化 352

轉換或面臨不同國家與地域時，所面對的當地特有音樂生產傳

統和市場消費習慣，也常遇到一些極度艱鉅的困難。但音樂文

化的普及程度已稱得上相對容易，這也可以從許多音樂型態與

重要藝人在世界各地的廣泛流行中反映出來；幾乎沒有什麼全

球庄產品、影像與訊息能媲美瑪丹娜丶麥可傑克森、辣妹合唱

團等流行音樂象徵的全球文化普及性。當然，這些產品的製逅丶

配銷與接受仍呈現高度扭曲性的發展，但是在我們檢視音樂全

球化的不同地理範圍前，我們有必要先考慮所欲處理的音樂類

型與產業類型。

現代流行音樂產業很難釐清其真正的歷史前身，在缺乏聲

音貯存與複製方法的情況下，音樂依然是一種侷限於生產地點

的高度地方性消費現象。音樂風格、製作方法與製作設備並非

一成不變；古典管絃音樂從十七世紀以前便風行於歐洲菁英階

層；從宗教崇拜與文化而衍生的音樂型態，可以透過其傳教士

或神職人員網絡而源遠流傳(Joyce, 1993) 。移民與遷居型態使音

樂型態與技術得以自發源地向外傳播，也可藉此促進與其他不

同音樂傳統的互相交流與融合。透過奴隸買賣而流傳到美國的

非洲傳統音樂，可能是這方面最重要的例子。然而，小型音樂

出版、商業1生管弦樂團、公開演出及以贊助為基礎的音樂生產

始終超越音樂技術上的發展速度，矛盾的是這些技術發展卻是

聲音型態得以貯存、傳輸與再製的必要發展：包括留聲機與錄

音機、各種不同類型的電磁式卡帶，到最近的小型音樂磁盤

(CD) 。除此之外，音樂產業係建立於音樂傳播模式逐漸普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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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這些傳播模式包括個人音響、流行音樂廣播、電視、

音樂錄影帶與音樂頻道等。在這種發展基礎上，結合藝人、音

樂製作公旬、唱片發行與行銷產品的複合制度開始崛起，過去

八十年裡這種發展模式的規模與複雜性均呈現驚人的成長。

撇開技術不談，音樂產業的卓越成長奠基於西方主要社會

與市場的重大社會轉變與人口數量的變化。啟經濟觀點而言，

國際音樂產業的核心在於當代通俗音樂，而非古典音樂或宗教

音樂，簡單而言即為搖滾樂與流行音樂，而美國（與某種程度的

英國）正是搖滾樂與流行音樂生產、組織與內容創作的大本營。

這些發展是與特殊青少年文化及次文化旳出現呈現一體兩面的

關係，主要的源頭可以追洲到戰後西方國家的涇濟與社會變

遷，包括生活水準的提昇、教育的改革、勞動市場的改變、傳

統思想與傳統社群的沒落等。因此，有關美式流行音樂、藝人、

流行產物及其廣泛相關的文化與次文化之出口與普及的描述，

無疑就是一部音樂產業的跨國化歷史。

音樂產業的全球化呈現出幾種不同的型態。首先，音樂產

業的全球化關係到跨國公司參與的唱片製作與行銷。第二，它

353 牽涉到音樂產品的進出口及外國藝人與音樂在本國市場的滲

透。第三，音樂產業跨國化有一部分的基礎，建立在美國青少

年文化與黒人文化風格與影像的廣泛轉移，這些文化提供了工

業的文化產出(industry's cultural output)之最終來源，儘管它們在

轉移過程中已經過稀釋和重新包裝(Negus, 1993) 。英國便是這些

趨勢的最佳驗蹬，英國有接近百分之二十的唱片工業產出是用

於出口，政府也有一套健全運作的鼓勵政策。然而，英國企業

對於本國音樂市場的掌控規模偏小，外國企業掌控將近三分之

二的英國市場。因此經濟與文化交流有時是緊密結合，有時則

是相互對立。

其他西方國家與英國和美國的最大差別在於相對缺乏產自

第七章全琮化、文化與國家命琿

於國內的大眾化音樂。來自美國的進口產品在這些國家的唱片

音樂產業上佔有龐大比例，此種情況無異於一九五0年代與一

九六0年代的翻版（參見 IFPI, 1994) ，這也同時反映出這些國家

國內唱片工業的衰退(Hung and Morencos, 1990) 。在所有西方國

家中，英國是流行音樂唯一的其他重要支柱。但是其他國家仍

有些許零星的地方性與全球性的成就，法國獨特的輕柔吟唱歌

曲與流行音樂品牌，始終能維持相對強盛的國內音樂產業與市

場，儘管它在法韜國家以外地區並不是那麼流行。瑞典阿巴

(Abba)合唱團掀起的迪斯可舞曲旋風幾乎與瑞典富豪汽車

(Volvo)的代表地位並駕齊驅。以近期而言，瑞典人異常流利的

英語學習能力與使用能力已打開國內藝人以英語演出的海外市

場(Malmans, 1982; Burnett, 1992) 。德國則尚未在不同的國外市場

達成商業性成就，儘管德國人在電子音樂、庫房音樂(garage)與

浩室音樂(hause)等類型音樂上有極為成功的一面(Zeppenfeld,

1979) 。

在西方以外地區有各種不同型態的地方音樂傳統與風格，

然而，這些音樂型態與藝人只有在全球音樂產業的贊助下，打

著名爲「世界音樂」的旗幟，透過知名唱片公司的行銷部門才

開始將這種地域色彩濃厚的音樂類型傳播到家鄉以外地區。但

是目前世界音樂在西方市場所佔的比例仍相當微弱(Robinson et 

al., 1991) 。

四、電影

實際的電影影片生產數量與全球電影工業所產製的總放映

時數相較於全球電視節目生產量或無線廣播總時數、甚至是全

部的書籍出飯與新聞派報量，都呈現相對偏低的狀況。但是在

當代世界裡，影視工業卻在藝術美學、文化與政冶領域中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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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池位。就某些意義而言，電影可以算是影音工業的高價產

品；它們不僅擁有自己獨立的配銷迴路，如電影院等；更是錄

影帶販售與出租業務的核心產品。它們幾乎提供所有電視台最

昂貴旳節目，也擁有專門播放電影影片的專屬有線電視與衛星

電視頻道。因此，從我們的觀點來看，電影影片不僅構成最古

老的文化產業，從組織與成品類型的觀點而言，電影也是最早

354 邁入全球化的產業。在西方以外地區，電視仍處於相對初期發

展時期，但總是集體消費而且不需要頷外購買其他接收工具的

電影工業，卻擁有叱吒二十世紀的風光歷史。然而，當電視發

展成比電影更廣泛與更迅速消費的媒體技術時，正是我們開始

探吋電影影音工業全球化的合適時機。
究竟是什麼事物造就電影成為國家產品？這句話是否意眛

著電影必須是在國家背景下由國人自編、自導、自製的共同產

品？倘若如此，任何影片幾乎皆不可能符合真正的國家產品定

義 傈少產業可以提供比電影工業更多國化與更具流動性的勞

動力。若要針對這樣一亻同主題蒐集有意義的資料，將是一件格

外耗時又複雜的工作，有關影片製作成本方面的更明確定義舆

更實質的資料都是可取得的，因為國內政府與文化部門尤其關

切電影製作與資金運作之國際變化所造成的涇濟後果，因此它

們在這些事務上會蒐集許多相關資訊。有趣的是，只要稍微瞥

過所蒐集的資料，即可看出國家針對該主題所有統計數擄的紆

微程度，而其直接關係到各國政府對於該國電影工業全球化、

國內影片產量縮減以及可能產生的經濟與文化威脅是如何憂心

仲」「中。也因為如此，法國、義大利與西班牙等國的政府資料遠

比英國政府與美國政府所蒐集的資料更為廣泛，英國在一九八

0年代與一九九O年代初期已有效地放棄干預國內電影工業的

政策，美國則並無干預國內電影工業的需要或傾向。

除了國內與國際的電影製作與財務數據以外，我門可以檢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視所有影片的進出口資料。然而，電影被視為一種半公共消費

財的事實意味著有關影片交流的資料不必然完全精確地符合影

片被接受的方式或影片觀賞人數。美國尤其是這種情況的典型

案例，外國電影的總發行量比例往往高於影片的實際總觀賞人

數或票房收入。因此有關電影觀賞人數與票房收入的另一套數

據資料更能準確反映各國電影觀賞人口與影片配銷放映情況

(Wildman and Siwek, 1988) 。

如果全球化指的只是世界各國電影生產能力與組織的普

及，我們確實可以說電影工業已出現明類的全球化。根據聯合

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統計調查顯示，許多西方國家及非

西方國家都已擁有製作電影的能力。然而，我們也可以明顯察

覺到只有極少數圖家真正擁有龐大的電影生產量。以一九八O

年代爲例，全球只有美國、日本、南韓、香港與印度每年產出

超過一百五十部電影，至於其他影片年產量超過五十部以上的

國家只有二十個左右，其中以西方國家佔絕大多數。主要的第

二等級電影生產國包括前蘇聯、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和英國。

大多數圖家雖然具備影片生產能力，但每年實際的電影發行數

量卻不到二十部。

電影工業全球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在於影片的共同監

製，這意味著製作一部電影的資金來源由一國以上的不同組織

共同提供。這種合資生產方式有各式各樣的表現形式，包括合

作雙方各提供一半資金的合資生產模式、持股過半數大股東與

持股較少股東的合資生產模式、結合許多小股東的合資生產模

式等。由於美國擁有其強大的本土電影工業勢力，以及大規模

的國內市場與系統化組織的國際配銷網絡，因此美國電影工業

並不依賴合作生產作爲電影製作資金或潛在配銷網絡的來源。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在印度與香港的案例上，兩國的電影工業都

呈現相對自給自足的狀態。然而，共同合作生產模式卻是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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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表 7. 7 ：主要影片出口國的銷售分配，一九八0年代初期

銷售
佔該國影片 佔該國影片 佔該國影片

國家數
銷售首位的 銷售前三名 進口量至少

國家數量 的國家數量 5％的國家數量

美國 79 56 77 79 
法國 68 5 36 40 
義大利 71 2 39 52 
印度 42 6 39 52 
獨立毆協 55 1O 17 28 
英國 69 1 19 33 
德國 56 。 8 15 
日本 46 。 5 7 
香港 4 19 28 53 
資料來源： Wildman and Siwek, 1988, p.16 ;原始資料來自 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4. 

某段時期電影生產資金的重要來源。一九五O年代法國合資生

產的電影製作計劃僅佔百分之十五，但是此一比例在往後十五

年間呈瑰穩定攀升，一九六0年代中期電影共同生產計劃的比

例已經高達百分之七十左右，在此之後的合資生產比例逐漸下

降，一九七0年代末期又回復到戰後初期的水準，直到一九八

0年代末期才又逐步攀升。一九九O年代中期西歐地區合作生

產模式已經佔據所有電影產量的五成。諸如葡萄牙與比利時等

規模較小的歐洲電影工業幾乎完全仰賴國際共同合資的生產

模式(Gyory and Glas, 1994; Screen Digest, 1996, 1997b) 。

誠如吾人所預期，強大的國內生產水準是本國電影出口不

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因此整體電影製作水準與電影出口水準之

間呈現密切關聯，而與影片進口水準的關聯則相對偏低。在一

九八0年代，世界主要電影出口國包括美國、印度、法國、義

大利、前蘇聯（雖然目前俄羅斯共和國旳電影工業明顯缺乏前

景，因爲它不再獲博大量政府補助）、英國、德國、日本與香港。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逕

美國無疑在世界影片交易市場享有高度主導優勢：美國電影工

業在全球各地的行銷網絡超越任何競爭者，無疑是全球電影市
場的最大出口國，隨著蘇聯的解體沒落，過去接受前蘇聯電影
工業成果的所有國家都成為美國電影工業的主要出口對象。美

國以外的重要電影出口國包括法國、義大利與印度。區域與殯
民關聯在這方面有重要影響，法圍電影很自然在法語國家及北
非前殖民地較受歡迎，印度則是東南亞與非洲最主要旳影片供

應國。

資金來源與電影進出口是囤內電影工業文化與財務健全與

否的重要指標，而另一套評估外國文化產品普及狀況的指標則
是檢視任何一年本國與外國影片在戲院上映的數量。此處的數 356

據顯示除了少數藝術劇場公演以外，美國電影的魅力始終完全

不為外國電影所動搖。然而，儘管歐洲國家曾經出現圍內電影
工業復甦晦期，其電影工業發展終究不敵美國壓倒性的海外影
片發行量。在相同語言與國內電影產量每況愈下的背景下，英
國極度仰頼美國影片進口的情況並不令人意外。一九五O年時
外國影片發行量甚至高達英國影片總發行量的百分之七十八，
當國內產業從戰爭時期的限制與緊縮中逐慚復甦時，此一比例

在一九六0年代初期下降至百分之七十，但是其旋即一路穩定
攀升，一九八0年代末期與一九九0年代初期幾乎達到國內影
片總發行量的百分之九十。然而美國席捲全球的電影工業趨勢
並非毫無例外，以法國為例，一九八O年代外國電影發行數量
實際上已經降低至該國影片總發行量的百分之六十五(Gyory

and Glas, 1994) ~ 
從歐洲各國與日本的電影票房收入亦可觀察出美國電影工

業的強大滲透力，而美國本土市場卻仍舊為國內影片所主導。
除了一九六O年代末期與一九七0年代初期歐陸國家電影工業
復甦的特例以外，美國影片在歐洲各國的票房收入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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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一九八0年代的急遽成長最爲可觀。以義大利爲例，外國

電影票房收入從戰後百分之七十八的高點下降到一九七一年低

於百分之四十的水準，但在一九九0年時卻超過總票房收入的

百分之八十。在法國地區，儘管國內影片發行量逐漸增加，但

外國影片卻在一九七O年代末期與一九八O年代橫掃法國市

場，相較於一九七O年代初期不到四成的外國影片比例，一九

九O年外國影片發行量已經掌控將近百分之六十的國內電影市

場。至於英國與瑞典的票房收入更可明顯看出美國電影的主流

優勢。一九九O年瑞典國片票房跌落到百分之十以下的低點，

一九九O年初期的英國情況亦相去不遠。就歐盟整體而言，美

國電影票房收入比例從一九八四年的百分之六十點二上升到一

九九一年的百分之七十一點七。然而，自從一九九O年代初期

開始，歐洲各國國內電影與其他歐洲國家電影的票房似乎出現

轉機，歐盟內部的美國電影票房收入平均下滑至一九九六年的

百分之六十三，其中法國更是降到百分之五十三的低點，英國

則降低到百分之八十一。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連本身擁有相對健

全的國內電影工業，對美國而言屬於相對較難滲透的日本市場

亦逐漸屈服於美國電影潮流。以美國電影爲大宗的日本外國電

影票房收入從一九八0年佔總電影票房的百分之四十五，增加

到一九九O年接近百分之六十的水準，一九九0年代末期此一

比例仍處於持續向上攀升狀態(Gyory and Glas, 1994; Screen Di

gest, 1996, 1997c) 。

五、電視

更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當電視節目銷售與影帶出租的獲利

日漸增加之際，電影已成爲影視工業中逐漸衰退的部門。此處

的數據蒐集方式較不具系統性，而且出於明顯的原因，亦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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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然而，究竟有哪些數據資料顯示美國仍維持其在這些領

域的經濟優勢，甚至是更加強化(IFPI, Viedo Statistics, various 

years)? 
儘管全球電影工業的存在由來已久，但電視工業的全球化

卻是相對近期的現象。一部分是因爲電視技術較爲新穎，但是

在解釋電視工業的全球普及率時，技術特質本身與各國政府更 357

廣泛的媒體參與角色或許是更重要的因素，政府對於媒體的參

與包括持有者、生產者、資金提供者、規範者與審査者等多元

角色。這兩種論點都需要某些歷史證據的輔助解釋。雖然電視

生產技術與放送技術發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與英國更

是在一九三0年代便出現電視節目放送，但直到一九五O年代
末期與一九六0年代初期，電視才開始相對廣泛普及於西方國

家。遲至一九五四年法國僅有十二萬五千台電視機，而西德則

還不到九萬台，電視機的持有密度平均每千人不到三台

(UNESCO, 1963) 。

相較於電影，電視必須耗費家庭更高的資本投資。它是一

種相對較昂貴的技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百廢待舉的年代

裡，國內生產與投資的重要性遠高於國內消費的經濟型態，此

時電視似乎不太可能大放異彩。在這些條件下，電影持續吸引

大量國內觀眾，電影進口數量亦居高不下。電視仍舊屬於次級

媒體，電視產出的整個過程幾乎完全由國內一手包辦。一九六

0年代，西方各國的經濟成長愈趨加速，而越來越多的成長亦

逐漸帶動國內消費，電視擁有率開始迅速增加，而電視機的相

對生產成本亦相對降低。隨著電視機真正達到全球普及之後，

電視節目買賣發展與電視收視普及的基本先決條件始告確立，
全球開始出現相似的電視全球化發展軌跡。直到一九八0年代
與一九九0年代，西方國家以外的各國開始出現充分的國內電

視市場後，全球電視市場才真正開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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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相較於電影工業，電視屬於較個人化的消費且主要以

國內使用為王，電視在初期階段擁有獨特的公共特性。在特定

領土範圍內，陸上電視系統的廣播放送有一定的頻率限制，因

此早期某些型態的政府干預與規範自是無可避免。由於廣播的

同步傳輸性質是直接深入家庭的，因此政府（包括民主政府與其

他政府型態）在早期就開始從內容型態上與資金贊助上介入電

視工業的發展。除美圖外，所有早期的電視廣播公司均由政府

部門完全持有或部分持有；它們通常由鬬家的稅收收入提供運

作資金，包括公開組織的執照費用與部分廣告收入。回此，儘

管存在跨國廣播潛力，早期電視台的組織與運作一匱傾向國冇

性質。當然，超出國家疆界範圍的溢波清形確實存在，特別是

緊密連接的歐洲領空地匿，以及冷戰期間所謂的東西方陣營之

間，而這種清況當然具有相當的政治重要性。但是這種類型的

國際廣播基本上極為有限，而且僅被視為附屬於電視技術發展
的副產品。

在過去二十年裡，一連串技術與政治變遷改變了電視版

圖，也促成了電視的全球化，無論是作爲一種媒體或是一個產

業。首要的是，擁有電視廣播系統的國家以及人們可以觀看其

產出內容的電視，兩者的數量皆呈現穩定成長。戰後數年間，

電視工業開始從西方核心地區跨越東歐、蘇聯往拉丁美洲、亞

洲與非洲擴散；其次，西方國家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陸上廣播頻

道數量相繼穩定增加。其中一部分是因為政府準備擴大電視公

司的財源基礎，因為只靠補助金或執照費所能供應的頻道數量

與節目數量顯然相當有限。廣告收入與贊助廠簡的開放有助於

維持電視台運作所需資金，其運作模式是透過政府企業或民營

電視台刊登廣告的方式籌措資金，國家電視台的營運能力與財

瀕基礎因而大幅增加。然而，國內電視產出的擴張速度卻比不

上國內影音工業供應各類廣播項目的廣大能力。因此，國內與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表 7.8 ：電視機持有數量， 1959-1992

電視機持有總數（百萬台） 每千人的電祿機持有數量

1959 1969 1980 1988 1992 1959 1969 1980 1988 1992 

總數 87.0 251.0 558.0 756.0 873.0 39.0 89.0 125.0 148.0 160 0 

非洲 0.04 1.1 8.0 17.0 26.0 0.2 3.2 17.0 28.0 38.0 

亞洲 98.0 160.0 235.0 38.0 53.0 73.0 

東亞 3.5 23.0 25.0 138.0 

南亞 0.1 2.5 0.1 2.3 

北美 56.2 89.0 166.0 214.0 226.0 287.0 397.0 661.0 790.0 800.0 

拉丁美洲 2.7 15.0 36.0 64.0 76.0 13.0 54.0 99.0 149.0 166.0 

歐洲 20.3 86.5 243.0 289.0 300.0 48.0 188.0 324.0 372.0 381.0 

大洋洲 0.7 3.3 7.0 11.0 11.0 43.0 175.0 296.0 411.0 375.0 

巴開發國家 478.0 585.0 616.0 416.0 485.0 498.0 

發展中國家 80.0 171.0 257.0 24.0 44.0 61.0 
資料來源： 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 1970, 1988, 1994 

跨國電視產出的擴張已激發了對電視節目進口的需求。

第三，近幾年的技術與規範變遷更促使這些轉變加速發

展，最重要的技術轉變莫過於衛星電視與有線電視的出現。如

果將有線電視與衛星電視納入後，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三年的

五年內，歐洲陸上的頻道數量從一百零四個增加到一百六十五

個，歐盟內部則從七十七個激增至一百二十九個(IDATE, 1993, 

p.39) 。一九九七年，歐洲廣播頻道總數量已經超過二百五十個

(Screen Digest, 1997a) 。這些技術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讓電視公司

得以規避政府管理規範，掙脫陸上廣播結構的限制。傳統上一

國之內適用的電波頻率普遍因自然空間而受限（評者按：屯波頻率

為一有限空間，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i這：些B孖蔚發虎點卻有交炒也打

破此種傳統；除此之外，由於衛星可以從太空中將訊息傳送至

許多不同國家，因此訊息接收國的管轄權未必能涵蓋所有發送

信息的範圍。隨著這種衛星服務設備與有線電視網絡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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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服務範圍逐漸擴大。在兩種技術的結合情況下，某些訊息

接收國得以連結至更廣泛的纜線網絡，此亦免除諸多使用者在

訊息接收硬體上昂貴的投資需要。基於龐大的成本因素考量，

359 現階段這些服務的設備規模遠低於陸上電視系統，而在世界不

同國家、區域與社會團體之間更呈現極不平均的發展傾向，但

此一技術發展趨勢無疑地逐漸向上發展。以西歐為例，有線電

視的市場滲透力逐日提升，從一九九O年的百分之十七成長至

一九九O年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的水準，同一期間衛星電視的市

場佔有率則從百分之二提高到百分之十二點六(Screen Digest, 

1997a) 。

第囧，技術與經濟變遷已伴隨著幾乎所有西方國家以及許

多開發中國家在政治與法律面去管制的浪潮。這股浪潮以各種

不同形式呈瑰，但通常包括瑰有陸上頻道的商業化或民營化；

確立關於有線電視與衛星電視服務之條款有較寬鬆的規範結

構；廢除嚴格限制電視公司所有權歸屬於本國國民的相關法律

條文；廢止企圖防止媒體公司過份交叉持股的規定。這股技術

變遷與去管制趨勢的緒合刺激全球市場，使其致力於規劃電視

台的跨國持股與部分電視頻道的全球播放。除在搶攻全球市場

的圍內生產計劃以外，這股趨勢也同時刺激真正的跨國生產與

合資計劃以邁向全球市場。我們將在以下簡短地檢視有關進口

電視產品的研究。

國內自製電視節目的產出數量與外圍節目進口數量的衡量

必須投注相當的努力，執行這類調查的方法種類繁多，而調查

結果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電視產出調査樣本的抽樣時誾；研
究者應該將焦點置於高峰時期觀點或整體時期觀點；檢視頻道

的選擇等。同一國內不同頻道的外國節目輸入品質可能呈現極

大差異。某些抽樣調査樣本可能包括新聞、氣象和體育等幾乎

普遍以國內自製為主的頻道，其他抽樣調查樣本則未必涵蓋相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同領域。儘管如此，相較於過去，此領域中多數研究計劃的執

行已經有相當可觀的進步(Nordenstreng and Varis, 1974; Vans, 

1986; Sepstmp, 1991) 。

從這項調査硏究中可以歸結出許多要點。第一，美國的特

殊地位格外凸顯。在美國國內電視節目產出中，外國電視節目

的進口量一直維持極低比例。一九七三年的進口比例只佔總節

目產出量旳百分之一，往後十年期間也僅提高到百分之二。第

二，美國電視節目產品在本國市場的優勢亦反映於美國電視工

業的成功出口現象。美國影視工業的龐大出口收益，在傳統上

是以強大的電影部門爲基礎，出口產品同時包括電影配銷與電

視節目出口。然而，過去二十年美國電視節目的出口量有逐漸

增加的趨勢，一九七O年代初期，美國在某些地區的電視節目

出口量高達一年十五萬小時。如此驚人的龐大出口量讓美國榮

登世界最大的電視節目出口圍，其出口量幾乎是次三大出口國

總出口量的三倍。這種優勢在地理範圍方面亦充分反映出美國

從過去到現在始終是世界任一菡域獨大的電視節目出口國；其

中包括西歐、拉丁美洲的主要市場與中東、亞洲與非洲的開發

中市場或小規模市場。以拉丁美洲為例，儘管一般普暹預期西

班牙電視笳目具有競爭優勢，但是美國卻供應此區至少百分之

七十五的進口節目。一九八0年代西歐的美國節目進口量約佔

百分之四十五。我們很難對這些進口銷售的總收益金額提出精

確的數據，但是根據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360 

America)的估計，全美企業聯合組織因節目在外國播放之所得

收入從一九六三年的六千六百萬美元，增加到一九八三年的四

億八千五百萬美元(Renard and Litman, 1985) 。目前的收入水準更

遠高於這個數據。

第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集團中，法國、德國與英

國的外國節目進口量都遠高於美國，但是卻比許多西方國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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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誠如我們可能的預期，這三個國家集團都擁有相對較強盛

的嗣內電視工業，並逹成某些相當可觀的出口成果。德國在一

九七三年與一九八六年的進口節目比例分別佔國內節目總產量

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五和百分之二十七，法國同時誾的進口節目

比例分別是百分之九和百分之十六，英國則分別是百分之十三

和百分之二十七。日本與義大利在一九七0年代初期的進口節

目比例約佔國內電視節目總產出的百分之十左右，此與上述各

國數據相去不遠，但較近期的資料尙無法取得。從其他民間跡

象與平衡稅統計數據顯示，兩國的電視節目進口水準至少與法

國、德國與英國的節目進口水準相近。

第四，排名美國之後的電視節目出口國包括法圍、德國與

英厰，這些國家的出口量排名相近，其他如巴西、墨西哥、埃

及、香港、西班牙與澳洲等國的節目出口量亦逐漸增加(Wildman

and Siwek, 1988; Sinclair et al., 1996) 。在歐洲三個節目出口國家

中，英圍在西歐以外區域的節目出口量堪與美酮並駕齊驅（特別

是一些較小國家）。法國與德國的電視節目貿易規模則略小於英

國，而且只出0至同語系鬬家。有趣的是這三個出口國家彼此

之間的電視節目貿易規模相對較小（與一般的貿易形成強烈對
比，參見第三章）。

相較於本文所討論的其他國家，瑞典擁有相對較低度開發

的電視工業，該國擁有較高且持續增加的電視節目進口比例與

極低的節目出口比率。在這方面看來，瑞典的情況反映出大多

數小型國家的尷尬困境。它在一九七三年的進口比例已達國內

節目產出量的百分之三十三，一九八八年進而攀升至百分之三

十七。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偏高的節目進口比例並非所有小

型國家的專利，許多小型國家持續發展本國電視工業，有些國

家則礙於購買力薄弱的限制而沒有進口外國節目的能力（參見
Wildman and Siwek, 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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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觀光旅遊業

觀光旅遊業是最明顯的文化全球化形式之一，但有關觀光

旅遊業的評估卻也是最困難的。在全球休閒風氣的帶動下，國

際旅遊因便利與成本降低所造成的社會時空壓縮程度，幾乎沒

有其他現象可資比擬，在國際觀光旅遊業的發展下，幾乎所有

西方社會各階級人民都可以暫時脫離一成不變的環境與經驗，

從事各種休閒旅遊活動。雖然西方社會中的其他闞際文化交流

形式也十分廣泛普及，但是有什麼其他活動可以讓分布於社會

各階層的廣大民眾如此寬廣、直接而有形地接觸其他國家或區

域的文化與風土民情？同樣地有什麼其他活動可以如此完整地 361

將所有特殊地理景點納入而成為更廣泛的國際文化型態(Urry,

1990)? 

但是這些主要的文化解釋，至少必須接受一些概略的檢

驗。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觀光旅遊業必須同時從經濟與文

化面向來檢視。隨著獨立旅遊休閒風氣的逐漸普遍，幾乎沒有

任何國際旅行者能免除與負責規劃或協調觀光旅遊行程的許多

國內外大小型公司打交道。第二，經濟標準決定了遊客層級、

旅遊地點、旅遊頻率以及所從事的主要休閒活動型態。同樣地，

經濟因素也形塑了觀光客前往的目的地、該地的投資結構、就

業市場性質與一國在國際經濟上的整體參與程度。當然，這是

因為觀光旅遊業可以是也往往是國內就業市場的重心與賺取外

匯的重要產業＼觀光旅遊業也影響到基礎建設的供應，而且可

能是外國直接投資的重要部門。第三，並非所有觀光旅遊都屬

於國際型態，雖然觀光旅遊在西方社會是一種相對普遍的大眾

現象，但觀光旅遊業的主要根基乃在於國內旅遊而非國際旅

遊。最後，經濟力量的壓力某部分形塑了觀光客文化經驗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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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特徵。丙為觀光客的存在，尤其是龐大的遊客數量及其挾
帶的重要經濟結果，確實改變了觀光地點的文化與經濟特徵。

當政府與旅遊推廣組織在蒐集觀光旅遊業的相關資料數據

時，主要的資料來源來自負責衡量與控制出入境流動的海闊和
移民局。儘管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曾經致力於相關資料的比
較，但是在國際資料數據的取得上仍有許多限制(OECD,
1986) 。較棘手的問題在於每個國家對於旅客短期停留與長期停

留的劃分標準不盡相同。類似的差異情況也出現在不同國家對
於商業旅客與其他觀光客的資料蒐集方式上。無論如何，所取
得的資料數據只是衡量人類流動與經濟交易的方式之一，因為
觀光旅遊對於遊客與地主國所產生的其他廣泛計會文化結果都
必須納入考量。

雖然國際旅遊演變成組織化企業的現象可以追溯到一世紀
前，國際觀光客數量的可靠資料在一九五O年以前並未完整蒐
集。當時的國際觀光客數量估計約有兩千五百三十萬人次，而
觀光客總消費支出只逹到二十幾憶美元。接下來的數十年裡，
國際觀光客人數及其總消費支出持續累積成長。一九六0年觀

光客數量增加到六千九百三十萬人次，總消費支出則攀升至六
十九僮美元；一九七0年這些數據分別是一億五千九百七十萬
人次與一百七十九億美元；一九八0年更急速攀升至兩億八千
四百八十萬人次與一千零二十四億美元；一九九O年則分別突
破四僮五千四百八十萬人次與兩千五百五十僮美元。儘管一九
九O年代初期鸝齊合作暨發展組織各國經濟成長趨緩，但一九
九五年的年度觀光客數量仍攀升至五僮六千一百萬人，年度遊
客總消費支出也高達三千八百億美元。從觀光人口數量的觀點
而言，這些數據的確是前所未見。當觀光人數成長率從戰後頭
幾年的爆炸性增加開始趨緩時，整體消費支出成長率才真正逐
漸增加。而且，就目前趨勢而言，世界遊客組織估計二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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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I ^ 壬球化趨勢與篦擊

年時，全球遊客總數仍將屆臨十億人次關卡(World Tourist Or

ganization, 1991, 1997) 。

然而，誠如我們可能預期的，無論是國際遊客的來源地或

目的地，以及國際遊客消費支出與收入的分配，都不可能在全

球呈現平均的劃分。過去三十年期間這些觀光旅遊的活動範圍

362 絕大多數發生在北美酬與西歐內部或兩個匾域之間。最近幾年

只有日本人舆澳洲人的國際旅遊比例明顯增加(OECD, 1986) 。

更近期的調查數擄顯示這種國際旅遊分布舆分配的不平均＇［生仍

然存在，一九九四年只有百分之二點五的國際覿光客來自非

洲，百分之一點二來自中東，百分之零點六來自南亞。歐洲遊

客佔世界遊客比例的百分之五十三，其餘比例則相當平均地來

自美洲（主要來自北美與墨西哥）與亞洲（主要包括日本、台灣與

澳洲）。從旅客消費支出的觀點而言，根據數據資料顯示全球遊

客總花費支出中百分之六十以上集中來自於十個主要國家（七

大工業國加上奧地利、比利時與荷蘭）（World Tourist Organization, 
1997) 。

肆、文化全球化的歷史型態摘要

體認到前現代時期的文化全球化規模與現代民族國家文化

發展（參見本章第二節）的重要性後，我們也必須汪意到近期文

化全球化在質與量方面的轉變。這並不是為任何既有的文化全

球化解釋背書（包括超全球主義論者舆轉型主義論者等），相反

地，誠如上述例證顯示，我們注意到二十世紀末在文化互動與

溝通的地理規模、直接性與速度上經歷一連串決定性的變革，

除了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技術發明以外，也包括各種不同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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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微不足道 低 隨著運輸模式的益發迅速、可 即時通訊的可能世、傳輸速度
靠，以及早期電信通訊發展使 遠較過去快速、運輸成本也更
簡易的文件與聲音即時傳輸 加便直。

可能進行，使速度正在增加。
影響 早期世界宗教與帝國的發 早期歐洲擴張階段中，歐 殖民時期的通訊基礎建設增 全球文化、經濟與政治互動的
傾向 展不僅改變宗教信仰的文 洲在軍事與環境領域延 加帝國中心對殖民地的監控。 成本與可能性改變：外交援助

化生活，也帶來識字能力與 伸的強大影響範圍遠超 民族主義對西方國家的菁英 的確立，多區籍企業與非政府
世界觀的深刻轉變。 過文比影響嘀圍的延伸 與廣大群眾造成強大但不盡 圜際組織的運作等。
歐亞內部的遠距離文化交 基督教在美洲建立，但是 相同的文化影響。 媒體企業、文化產品市場的控
流與關係提供帝酮統一的 在非汨I與亞洲的傳播擄 民族主義對殖民地的菁英文化 制與國家持有體系的外圍成
重要機制與和平傳播共同 點偏弱。對既已確立的回 有相當的影響，但對於大眾文 分逐漸增加。
的跨社群諤同之可能性。 教、印度與中國文明影響 化的影響則較不明顯。 獨裁或威權主義式的文化計
跨越歐亞與非洲主要文明 不大。 跨國意識型態與理論的影響主 劃與資訊控制難度提昇。
的新觀念與技術傳播產生 與其他文化的交流經驗 要集中於菁英階層。馬克思主 文化產業領域中由國家主導
重要的累積效應，如印刷衛 對歐洲所產生的影響遠 義透過知識份子與群眾政治運 的民族主義文化計劃執行難
的普及。 大於早期的文化交流。 艷时蘇聯丶中國產生重大影響。 度提昇。

科學的普及改變了西方以外 大眾旅遊帶來地方性但強烈
地區黔多信仰與實踐的背景 的經濟與文化結果
與地位。 國家認同行程的文化背景出
國家與民族國家的崛起對各 瑰變化。

種通訊、運輸、教育與文化制

度體系的組織與空間範圍有
重大影響（如國有媒體、通訊社
等）。

基礎 可靠的非海洋運輸。 可靠的海洋運輸。 鐵路。 結合海底纜線、衛星、電腦、

建設 文字書寫。 機械化印刷術。 電郫。 網際網路的電信通訊系統。

適合安全且經常性的遠距 遠距離的安全與規律的 蒸氣動力或機械化船舶。 無線電廣播與電視。

離陸上／海上運輸的帝固架 陸上l海上運輸。 帝國控制體系。 大型噴射客機。

構。

制度化 缺乏規範或協調文明闇接 缺乏規範或協調文明問 早期國際間的公共聯盟開始 國際文化互動與基礎建設逐

觸的正式制度。 交流或衝突的正式機制。 規範文化互動：包括引進標準 漸規範化：一部份是透過公司

時間、早期國際著作權法、國 法與貿易法。

際電信郵政服務規範。 諸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政

治組織的規範力較弱。

層級化 文化流動由帝國與神權政 世界宗教擁有廣泛信 從文化制度、文化交流與訊息 社會內部接受大眾文化的廣

治官僚以及統治階級所支 眾，儘管這種發展經常是 的控制觀點而言，帝國核心地 大群眾呈現高度不均衡發

配。 仰賴早先的軍事征服。 區與殖民地之間根本的不平 展，尤以大眾文化的生產為

科學、文學、哲學文化與觀 等主要根源於軍事與政治的 甚。

念受到菁英與少數群眾的 不平等與支配性。 大眾觀光旅遊消費主要限於

信仰，如亞歷山大帝國之後 跨國理論與意識型態的主要 富裕計會與富庶祉會階級。

近東的希臘化；回教地區的 儈眾集中於菁英階層。 維持菁英知識網絡與文化權

數學流傳到中世紀歐洲。 帝國溝通以殖民地菁英階層 力網絡。

為主。 西方文化流動仍居於優勢，但

民族主義擁有廣大信眾，儘管 已愈趨多樣化。

仍舊一成不變地由菁英掌控。



璽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產與互動型態的制度化。這些發展逐漸跨越領土疆界範圍以及

國家文化與民族國家的計會空問，促成這些轉變的關鍵因素將

在以下篇幅簡要描述，讀者可同時參酌表格 7. 1 及表格 7. 2 的

摘要。

首先，二十世紀初期在傳播通訊與交通運輸上經歷一股新

技術革新浪潮，這些技術轉變與昔日傳統技衛同時吶入全球化

結構共同運作。這些轉變帶動一系列龐大的跨國通訊管道之建

立，不僅使跨越國境變得容易，而且擴大增加全球不同區域或

地點間的溝通型態與範圍，更促使運輸與傳輸成本急遽降低。

然而，傳播通訊基礎建設的發達並未因增加了世界傳播通訊的

功能而犧牲了國家利益，因爲它也同時促進國內通訊型態與跨

國文化交流。二十世紀末新一波改革風潮出現，其發展速度與

範圍使前一波改革頃形失色，這一波改革包括資訊及影像旳數

位化、衛星播送與電話通訊系統、新海底電纜與光纖電纜技術、

電胭與電信通訊網絡的整合等，這些新技術改革最終彙整成四

通八達的全球資訊網。隨著這些技術結構的發展，許多國際機

構與組織開始尋求某些文化交流的全球性規範。其中明確闊係

到全球通訊與文化者的全球規範組織，諸如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有關技術面基礎建設的全球規範，如國際電僭聯

盟或國際衛星通訊沮織（參見第一章第二節），世界貿易組織則

牽涉到影響貿易自由化的文化保護主義議題。這一類規範並不

368 妨礙全球往來溝通；事實上，國家、區域與全球層次的傳播溝

通仍持續維持向上發展。

第二，當代文化全球化與過去文化全球化型態截然不同，

當代文化全球化其強烈影像與實踐的廣泛性及速度性，完全是

早期文化全球化型態所望塵莫及的。在國內與國際面向上，經

濟與文化的資訊流通密度與日俱增，而符號運用的角色以及應

用與戰略知識的控制亦急遽增加，而且並未侷限於西方社會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Bell, 1973; Reich, 1991; Lash and Urry, 1994) 。電視、廣播與電話

技術在西方國家已經達到無孔不入的滲透性，南方國家的普及

率亦顯著提昇，復以國內新通訊技術的出現更導致人類接觸的

符號數量與意義大幅擴張。在國家經濟與文化的推廣下，外國

符號與藝術品的增加亦促成國內資訊密度的成長(Diebert,

1997) 。無線廣播、商業廣告、影片出口、電視節目表、書籍與

雜誌銷售等悉數顯示經濟文化產品與相關產出的跨國化比率逐

漸增加。當文化傳播與文化交流的範圍與強度大幅提昇之際，

這些文化傳播與交流過程的速度亦隨之提昇，不同文化間的往

來溝通亦呈現同步增加的情況。這種文化傳播與交流的速度提

昇在新聞報導領域上尤其顯著，因為衛星廣播系統使新聞播報

員得以將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件透過現場播報方式讓觀眾宛若

親臨現場。透過廣泛普及的電話通訊、實況轉播或視訊會議，

這種即時文化連結型態，以迥異於過去的方式奠定了當代文化

全球化快速與直接的特質。當然，在不同時間與不同地點的條

件下國內丨國外與全球丨地方的資訊傳遞速度與密度仍然存在顯

著差異。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系統廣泛使用於企業界、商業通
訊與大眾文化的生產、博播與接收上。在菁英文化、高級文化、

學術與科技文化明顯利用這些技術的同時，偶爾也必須滿足龐

大企業資訊系統與商業化大眾文化的需求。歷史上從未出現如

此強烈而全面的文化交流形態。而這種交流型態是以商業繁榮

與娛樂型態為主，這包括一九四五年以來國際觀光旅遊業的遊

客人數大幅成長。這種現象的歷史背景源於十九世紀歐洲菁英

階層的旅遊風氣，但從旅遊範圍與規模的比較上來看，當時的

旅遊型態與當今的旅遊工業顯然有天壤之別。

第四，文化全球化的主要模式已經產生變化。在昔日帝國

體系中，知識分子與神權政治網絡是文化傳播的關鍵機制，而

璽l



璽l 全球化趣勢與衝擊

在當代世界裡其角色逐漸為大規模媒體工業與更龐大的個人與

團體交流取而代之，而多嗣籍企業正是位居這些相互連貫過程

的核心。雖然大型傳播通訊企業並非過去五十年中旳獨特產

物，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的國際新聞機構、出版公司

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影片出口商，但是大型通訊傳播

公司的影響範圍與勢力在歷史上確實無可比擬（參見 Herman

and McChesney, 1997) 。在國內層次上，這些公司包括政府所持

有的電視、廣播與電信通訊組織，但是隨著這些組織逐漸民營

369 化或去管制，此領域逐漸流於民間企業所支配，跨國化發展程

度也愈來愈高(J.B. Thompson, 1990) 。

第五，文化全球化的階層化正逐漸快速轉變。從歐洲進入

現代時期開始，文化交流的發展趨勢普遍以西方國家爲中心，

沿著帝國控制路線向四周擴散。而在當代世界裡，文化交流的

產生仍持續以西方國家及其更強大的文化機制為主，這些機制

包括新聞廣播機構、大眾傳播媒體、音樂與影視工業、大學等。

十九世紀末西方內部文化勢力的平衡從英國、法國與德國三足

鼎立的局面轉變成美國主導的支配型態。然而，文化交流的發

展趨勢透過移民與其他文化形式開始出現逆轉，其傳播方向轉

變成由東向西、由甯向北。東方國家與南方國家的音樂、食物、

思想、信仰與文學逐漸滲透進入西方文化，創造出新文化的連
結與斷裂。

第六，文化全球化的歷史型態還有另一項值得注意的重大

轉變。文化可以看成一種媒介，透過它將個人與群體對時間與

空間的認同予以組織化或概念化。從過去到現在，構成世界樣

貌的方法實在不勝枚舉，在我們談到全球化的同時，就文化觀

點而言，世界不過是一種具有相同特質的空間範圍。宇宙地球

的外觀、範圍與位置不可能一成不變；因為文化可能以各穆不

同方式將全球外觀、範圍與位置納入更廣泛的宇宙範疇（甚至包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含地球與外太空範圍）。在歐洲啓蒙運動發展前，很少文化體系

能將世界視為一個整體，或將地球上的人們視為沒有祗會、生

物或精神上區別的同一類屬。透過此一論點我們可以將文化全

球化描述成全球與人類共同概念與儈念的出現與普及之一種特

殊形式。儘管大多數人對於某些特定地方文化、國家文化或某

一地點，有根深蒂固的觀念存在，但是對他們而言要居住在一

個完全不與世界其他文化接觸的地方似乎愈來愈不可能，因爲

這些地方本身就屬於世界的一部分(Dasmann, 1988) 。

伍、當代文化全球化及其政治影響

我們在評估文化全球化對國家文化與認同的影響時，面臨

了許多困難。首先，我們對於變遷主體必須抱持審慎嚴肅的懷

疑態度，如果國家經濟很難有意義地界定，那麼國家文化的界

定難度更倍於此。瑞典文化或德國文化的定義為何？我們又如

何描述這些文化的改變？我們是否只是簡單地尋找產生變化

的文化外觀？我們是否只是在追逐著人們的信念與一致性 9

我們是否能有意義地衡量判斷瑞典人有多「瑞典」，德圍人有

多「德國」？就算我們真的可以做到這些事情，我們是否能追

蹤到這些認同程度的變化，或者將這些轉變連結到文化涉入程

度的改變？所有論點都是建立在國家文化可以定義且確實存在

的假設之上，然而我們知道這樣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企

圖模糊民族國家內部實質存在的性別、種族、階級與區域等文

化差異之意識型態產物。謹記這些警告後，我們對於文化全球

化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圍家政治生活的影響可以提出什麼可靠

的結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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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一、決策面與制度面影響：文化交流與文化自主性

當代文化全球化最為明確的要素之一，莫過於各種文化產

品與通訊的生產、傳播與接收的基礎建設與機制之發展。過去

三十年裡，這些基礎建設的發展範圍日益全球化與跨國化，儘

管它們在國家內部或國與國之間的普及、控制與利用仍處於極

度不平均狀態。這方面我們可以考慮到三個同時發生而相互強

化的要素：電子基礎建設、語言基礎建設以及企業基礎建設。

電子基礎建設主要包括全球普及的無線廣播與電視傳播、唱片

製作與音樂演奏技術的擴展，以及遍佈全球的電亻言通訊網絡。

語言溝通的基礎建設以雙語主義和多語主義為主，就這方面而

言，英語的普及無疑是最主要的國際溝通媒介。最後，企業基

礎建設則透過供應具體內容與產品，為技術及語言基礎建設的

發展提供生產者與分配網絡。電影、音樂唱片、新聞與電視節

目之全球市場的深化，已伴隨著跨國文化產業、跨國電信企業，

以及各種彼此相連或是和電腦、軟體與電子硬體多國籍企業結

合之結盟計劃的發展。除了這些轉變以外，大幅擴張的國際旅

遊基礎建設亦值得注意。撇開這些基礎建設的文化結果與背景

不談，這些基礎建設的發展確實大幅助長了全球與區域層級的

觀念、文化加工產品與影像的傳播擴散，它們使得影像與物件

更廣泛、大量而迅速地跨越遠距離傳播，使遙遠地區之誾的互

動更加經濟而容易，它們也導致社會生活的符號使用密度提

高。這些發展明顯改變各種地方或國家文化發展的制度背景，

國家文化政策的成本與效益，以及文化事務的政冶控制與審查。

從政治與國家的觀點而言，這些全球文化與通訊基礎建設

導致跨國菁英文化與專業文化的日趨密集；跨國知識菁英祗群

的形成；跨國政冶遊說團體與政治聯盟的成立；遷移文化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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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發腰與確立；資訊的逐漸公開與政府愈來愈難掌握資訊的

控制與審查。國家文化自主性降低的程度一部分端視政府企圖

推行的文化與資訊政策型態而定。極權國家、共產國家、神權

國家與右翼軍事政權都企圖執行封閉式文化政策以有效控制來

自國外的影響、產品與思想觀念。這種封閉文化政策可能必須

透過印刷出版品與視覺產品的禁止進口、國際電信通訊硬體使

用的控制、廣泛的審查制度、旅遊限制與教育課程的密切管理

才能達到全面控制的目的。當代文化全球化對這類型的文化政

策構成嚴重威脅。

衛星與其他電信通訊技術已經超出民族國家的領土控制範 371

圍。以中國與緬甸為例，政府逐漸發現欲封鎖跨國廣播或控制

通訊接收設備的買賣與使用，這根本是不可能。前蘇聯與東歐

附庸國家無法阻止西方無線電與電視廣播的接收或外國教科書

的進口。全球資訊網提供這些國家之國民另一種躲避政府資訊

控制的管道，這些管道同時也讓政府愈來愈難控制不利消息的

外洩。換言之，各國政府運作背景及政府管理文化形塑與發展

的能力逐漸改變；而控制策略的成本與效益亦無可避免地隨之

改變。

相較於威權政體，文化野心較為侷限的先進資本主義紕會

國家，則傾向於透過管制與貿易策略來強化國內制度並控制外

部影響。然而，這種舉動所引起的反應程度可能更密切關係到

菁英文化的偏執程度與國內文化產業的遊說力量，而非國家文

化認同的任何實質侵蝕或改變。例如法鬬政府企圖透過歐洲聯

盟保護本國文化產業，因為一項相關的歐洲指令明定百分之五

十一的歐盟產出必須來自於國內廣播頻道，防止因為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而破壞其複雜的國內補貼、援助與票券課稅制度。在

語言方面，法國為了鞏固法語的使用而經常陷於無止盡的文化

攻防戰，政府禁止在官方正式場合使用夾雜大量英語字句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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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用法，制定並強化法律與制度以保存法語的純粹性與精確

性。文化產業跨國化與進口滲透過程所產生的威脅，特別是在

電影工業與電視工業，使得法國、西班牙與義大利出現一連串

同時傾向遏制進口趨勢與支持國內廠商的產業政策與文化政

策。加拿大則積極防止某些企業被接收或做出違反北美自由貿

易協定(NAFTA)規定的違法商業行為，企圖藉此控制美國文化

產業在加拿大媒體與電信產業的持股比例。在一九九O年代初

期的貿易談利山，美國希望其文化產品能有更廣泛的自由市

場，導致許多歐洲國家為了進口限制、國內配額及國內文化產

業的廣泛國家補助等議題而爭論不休，這些爭論甚至蔓延到歐

洲理事會內部與整侗歐洲聯盟。

在其他領域中，可以舉出更多關於跨國界或全球文化網

絡、組織與流動之文化重要性的案例。就現有文獻資料來看，

有三個案例得到了相當篇幅的探討。首先是跨大西洋玉人文化

之存在與重要性的案例，還種黑人文化與非洲、北美洲或拉丁

美洲、加勒比海或廣泛分散於西歐等地的里人計群思灼與實踐

有密切關聯(G且roy, 1993) 。西方國家的新社會運動努力，以及南

方國家逐漸增加的努力，則是另一種跨國或「第三類」文化綱

絡的案例。在婦女運動、和平運動，特別是環境運動方回，許

多全國性團體間逐漸建立文化上與知識上的溝通與討論網絡

（參見第八章）。聯繫這些團體及促進資訊與政治動員交流的跨

國組織開始成立，政冶合作與各種新運動與議論型態在共同價

372 值與目標的背景下逐漸發展成形，這些活動有助於產生一種特

殊的跨國觀點(Dickenson, 1997) 。最後，有些研究者據理支持在

不同的「認識社群」 (epistemic community)中，存在著相似的跨

國網絡及共同的國際文化與參考架構；此處的「認識社群」意

指不同專門學科的科學家、涉足類似領域的藝術家，以及各類

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E. Haas, 1990) 。所有這些發展進一步引發

第七章全球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有關國家文化與認同的不可滲透性問題。

二、分配面與結構面影響：大眾文化與國家認同

循環流通於全球的文化加工產品與影像在大眾文化領域彼

此角逐競爭(Street, 1997) 。我們有充分證據證明大多數文化產品

與媒體的進口比例偏高。當然某些國家因為孤立政策、政府控

制、資源缺乏或健全的國內文化產業與傳統等因素而較不受這

股文化全球化趨勢影響。例如，印度與美國電影工業的影響力

意味著其對大部分的本國市場仍掌握支配地位(Pendakur and 

Subramanyam, 1996; Ray and Jacka, 1996)。伊朗的國家力量與伊斯

蘭教的文化霸權確保伊朗本國的消費絕大部分都是由國內供

應。然而儘管如此，全球化謅勢在這些地區仍舊相當明顯。包

括音樂、電視節目與廣播、電影生產與書籍出版等整體全球市

場而言，國外影響與圖像符號明顯大幅增加。

這些流動的地理分布範圍極為複雜，多國籍文化企業絕大

多數都是由西方國家所擁有，而美國在當中又佔有主導地位。

英國、德國、法國、荷蘭、澳洲與日本的企業大都持有股份，

但通常都是以擁有設立於美國的子公司為基礎。大部分的文化

出口市場都是由這些企業所控制。因此，由美國與部分西方文

化所形成的影像文化交流，往往大肆滲透到其他西方國家與開

發中世界。在那些缺乏本土大眾影音產業或發展較不健全的國

家裡，這些交流完全支配著當地消費型態；它們甚至侵蝕某些
略具基礎與影響力的國內生產消費市場。在某些案例中這也導

致地方生產者被迫退出市場。然而，當這種供應地方消費的全
球性生產類型逐漸增加時，企業必須改變其結構與產出以迎合
地方市場與在地文化的消費習慣。而且，西方企業的主導趨勢
在這方面存在許多特例，例如，巴西電視工業嚴重侵入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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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播體系(Tracey, 1988; Sinclair, 1996) 。

當然，各個國家涉入全球與區域文化流動、過程的程度都

不盡相同，在本書個案研究國家的背景中，美國對於本國市場

的支配優勢正如同它在國際資訊與文化產品市場中的龍頭地

位。英國、日本、法圉、德國等國在其國內市場都佔有重要比

例，擁有自己的文化產業。這些國家的文化發展規模均足以建

373 立擁有出口潛力的多國籍企業，儘管其多國籍企業的建立模式

經常是透過併購美國企業的方式實現。英國尤其受益於英語全

球通用的優勢，但是這也導致該國難逃美國出口優勢的影響，

尤其是美國旳電影工業。瑞典就像其他許多西歐小國，其對於

本國市場都佔有絕對優勢，其中泰半是因爲本國所使用的獨特

語言。但是在流行音樂領域上，其文化出口成果明顯偏低。

流行文化產物以全球為導向的生產與銷售，對於國家認同

與地方文化產生了何種影響？最寫實的清況莫過於在西方國家

內部，已出現某種程度的大眾文化消費同質化，尤其是在青少

年之間，而此種情況正擴散到開發中國家較富裕的社會階層

中，特別是在東亞與拉丁美洲。就流行音樂、電影與電視而言，

某項單一產品可能在多種地方被消費。有部分跡象顯示這種趨

勢造成國內替代產業被迫退出市場。英國電影市場堪稱美國影

片出口優勢下的最明顯受害者，英國電影製片商在國內影片的

製作與配銷上顯得舉步維艱，然而，這種市場排擠效應對英國

文化與國家認同的廣泛衝擊很難有精確評估。無論電影領域的

消費同質性是否可能轉化成其他文化實踐的同質性，但可以確

定的是信亻印與認同的建立的確是一項艱鉅任務。也有部分跡象

顯示在美國支配商業化大眾文化數十年後，地方文化與國家文

化又將重振旗鼓成為另一種選擇。

同質化論點也存有其他缺失；因為此種論點未能將文化產

品的同質消費過程中旳地方性消費、閱賾與轉變方式納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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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首先，很明顯的一點是文化產業中的電視廣播媒體與行銷

策略本身就很瞭解文化的差異性及其廣播對象的觀眾區隔性，

因此爲了維持收視率而適時地改變以因應環境需求確實有其必

要，以歐洲音樂電視頻道為例，它們無法只是一味複製其源於

美國的音樂曲調與內容，因為這種模式已經無法吸引觀眾

(Negus, 1993) 。第二，同質化論點對於觀眾本身與觀眾是否願意

重複收看節目的能力抱持過度樂觀看法(Liebes and Kats, 1993; D. 

Miller, 1994; Thompson, 1995) 。

雖然根除國家文化差異的宣告似乎言之過早，但是國家文

化仍維持健全而純粹的說法是否符合實際情況？不少證據顯示

當代世界正面臨許多國家文化的分裂過程，最好的評估指標之

一莫過於多數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內部存在的地方分權主

義、區域主義與獨立運動等各種政治勢力。例如，英國持續面

臨來自蘇格蘭、北愛爾蘭與威爾斯嚴重的獨立運動勢力。類似

的獨立運動也發生在義大利〔倫巴底聯盟(Legga Lombarda) 〕丶

西班牙〔巴斯克(Basque)與加泰隆尼亞(Catalonian)分離運動〕丶

加拿大〔魁北克政團(Bloc Quebecois) 〕，以及比利時〔在華隆區

(Walloon)與法蘭德斯區(Flemish)之間〕。在美國，則有許多右翼

反政府主義團體。在這些案例中，圖家領土完整性與文化一致

性受到公然挑戰，這些挑戰大多來自於區域或地方不同的文化

認同主張與政治主權分立旳要求。在西方以外地區中，尤其是

某些懷有一廂情願的民族國家概念之國家裡，局勢甚至更為分

裂，遑論會存在有意義的國家文化。然而，文化全球化對於國 374 

家支配地位的挑戰與侵蝕程度如何，或者文化全球化本身是否

為解釋不同分裂運動的崛起與勢力時的關鍵因素，這些問題的

答案至今尙無定論。隨著各種地方反抗運動形式的發展，有越

來越多協調一致的舉措欲質疑進口影像的氾濫，企圖重新創造

或重新建構「邊陲文化」。從這一點看來，例如包括攝錄影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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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轉變，已降低了生產成本，並因而創造出「另類」電視頻

道與節目製作所需的新文化空間。此種情況在加拿大與澳洲地

區本池人民組成的電視公司中特別明顯，這些技術轉變對於部

分西方國家的電視傳統亦產生些許刺激作用(Downmunt, 1991) 。

但這些發展是否足以證實各種複合形式的文化融合確實具

有文化上的重要性？歷史上維持最久也是最明顯旳融合文化以

各種形式的移民文化為代表。無論地主國與移民祉群之間是在

有計劃的企圖或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逐漸受到同化，可以肯

定的是移民社群很少完全放棄，或失去其原有文化傳統，或者

在新環境中仍原封不動地保持原來的文化傳統。就大眾文化層

次而言，最先出現的同質化過程實際上往往呈現出文化融合特

徵。沒有任何文化訊息、藝術作品或符號能穿越時間與空間而

進入一種文化真空狀態。在文化消費者或文化接受者眼中，任

何文化的產生與傳播背景終究必須與某些既存的參考架構產生

交流或衝突。文化接受者牽涉到一連串複雜的交流過程，簡單

地說就是同質化的概念。意識型態霸權或帝國主義無法適當地

凸顯這些衝突的本質以及過程中產生的交互影響、互動與文化

創造庄。然而，我們卻沒有明顯的證據頃示這些經過融合的文

化型態與跨國社群確實嚴重侵蝕主流國家文化與國家認同。

陸、結論

雖然目前先進資本主義計會國家在保存原始（假如是虛構

的）國家文化、控制其國內及跨國資訊、輿論流動上，遭遇了種

種困難舆隈制，但是迄今爲止，並沒有太多跡象顯示這些固家

主義的文化計劃逐漸衰退。好萊塢、微軟與美國電報電話公司

第七章全珗化、文化與國家命運

等獲利驚人的大企業並未建立替代的政治詔同與合法性中心。

但是跨越國界廣泛流傳於全球的龐大資訊、人口與影像流動已

經改變各種國家計劃類型的發展背景。然而，所有國家計劃類

型的真正威脅或許更可能來自於剛萌芽的文化世界主義，此一

概念將挑戰昔日將國家視為主要政治與文化釷群的國家概念，

同時也將促使各種制度體制權力重新定位，而非國家權力（參見

第一章）。然而，我們也證實要在民族國家內建立持久的多元文

化主義，或是在類似歐盟的體制內建立持久的世界主義均非易

事。

過去四十年來，西歐的政治菁英以及歐盟體制本身已投入

大量政治資本與精力於一種歐洲駝同的建立(Smith, 1992; Leo

nard, 1998) 。另一方面，一九九七年時，在歐盟各國的抽樣調査

中，有百分之四十一的受訪者昭爲加入歐盟成員為國家帶來了

利益，百分之三十六的受訪者認為其國家並未因加入歐盟體制 375

而獲益(Directorate General X, 1997) 。在一九九O年歐洲的公共支

持度達到高峰時，百分之四十七的抽樣比例對歐洲產生密切認

同，然而此一數據在稍後已經逐漸下降。從某些方面來看，調

查證據指出百分之九十七的歐洲民眾從未與歐盟及其相關的機

構或事件有直接接觸(Leonard, 1998) 。然而幾乎毫不令人意外

地，其他研究顯示只有不到百分之五旳受訪者諶爲自己是首開

先河而意義重大的「歐洲人」；而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受訪者腮為

他們感覺不到任何共同的歐洲認同元素；同時有百分之八十八

的受訪者是以國家或區域爲其認同基礎(Reif, 1993) 。對歐盟而

言這是極為混雜的局面，如果歐洲聯盟這個位於擁有差異性與

獨特地理特黴、共同歷史以及文化傳統的地區，而且又具備重

要政治影饗力的跨國機制，是經過長達四十年有系統的努力後

所得到的最佳管理機制，那麼這樣的任務在跨區域層次與全球

層次的執行上又將面臨多少圉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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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環與化球全難災大的中形成

在過去三十年中，對於全球環境問題與威脅越來越多的長 376

篙大論，世界各地的人們已變得司空見慣。環境保護主義早已

成為全球展望的同義詞。在科學領域中，基進的生物學家與生
態學者提出論證，將地球視為一個完全互賴的生態系統，例如

半神秘的蓋亞理論(Gaia theory)或較超現實的太空船地球論；部分

較溫和的意見也認為整個地球正面臨環境改變的威脅，而促成地

球環境變化的原因以及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後果，在地理上的分布

範圍極其廣泛。在這些議題引發爭議的同時，隨著環保運動與環

保組織等複雜國際聯盟的發展，用以規範環境的相隅圖際體制、

法令與條約的數量及範圍均呈現大幅成長。全球化被界定為一種

社會化過程與社會互動過程，若假設區域或｛州際之閆存在著某種

均衡狀態，則此一定義對環境問題的適用有囤項必要條件。

第一，並非所有的環境問題皆可描述為全球問題，環境威

脅所產生的反應亦不盡然會對全球造成影響。多數環境威脅的

起源與結果都普遍限於局部地區，很少有跨越時空的計會閼係

延伸或污染源擴散，甚至是不曾出現。詰如光化學煙霧與有毒

重金屬排放等許多的司染形式，都僅止於小部分的作用範圍；

同樣地，多數水污染形式導因於地方或單一國家來源，例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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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海岸主要是受到該國本身排放的污水所污染；洛杉磯的氣候

悶熱肇因於當地工業發展所導致的臭氧層破壞；水佚灣

(Minimata Bay)汞污染旳元兇是當地工廠排放的廢水。第二，

主張地球環境具有一種無媒介本質的論點，儘管在鋰論上已經

站不住腳，但環境本身在任何過度單純化或完整的意義上，並

不屬於一種計會化過程。生憊系統是指自然界生物與人類社會

機制、權力網絡交互作用下而達成動態平衡狀態的自然體系。

我們不可能單純地以計會科學的語言來解釋生態系統、環境與

環境變遷；或以描述經濟、政治與文化行爲的同樣方式，來闡

述不同旳環境作用模式。第三，即使我們能透過全球化模式的

觀點，順利地建構環境模式的特徵，也可能會產生焦點錯置的

顧慮。我們所關切的重點，不是普遁的環境問題，而是特定的

環境惡化問嘻；不是普遍的社會行爲或過程，而是導致環境惡
化或反映環境惡化的特定社會行為與過程。然而所謂環境惡化

的意義並非全然是清晰而明確的，這也直接牽扯出第四個問韙：

377 環境惡化往往非肉眼可見，例如放射性排放物。這一類旳威脅往

往只能透過統計技術的運用來加以界定，而且僅可藉由複雜的科

學模型與科學語言方能令人信服。簡言之，環境惡化事實的存在

與否及其所造成的影響後果，必須透過人類持之以恆旳積恆觀

察與追蹤才能確認(Hannigan, 1995) 。有關全球環境惡化的描述

與衡量，必須同時配合人類認知的建構與全球環境變遷模式的

描述與衡量(Taylor and Buttel, 1992; Yearly, 1996) 。所有這些模式

皆可被公開討論，且每個人都明顯地被課以某些義務。

壹、全球化與環境

本文所謂的環境惡化(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意指整個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球化與環境

生態系統(ecosystem)或生態系統之組成要素的轉變（儘管前者

具有整體性質，但這兩者幾乎無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無論

這些生態系統變遷所造成的後果是否為人類所公認，它都已經

對人類生活的經濟、人口生存條件以及人體健康造成不利影

響。此外，環境惡化尙包括在某些意義上，明顯被公認為違反

人類審美觀與道德價值的過程，但是這些過程的價值判定與其

實際的結果未必直接相關。例如，原產於中國的熊貓及其棲息

地數量的驟減，雖然在當下並未對中圍本地或國際上的經濟與

人類健康造成立即性的影響，但卻可能被歸類為環境惡化職

題，因為陣貓的減少與保存人類共同環境資產，以及維護非

人類生物生存權的認知產生了衝突。同樣地，灌木林及其所

涵蓋的微生物生態系統的消逝，對英國鄉村的經濟謀生並沒

有直接的影響，但在景觀美學、生態系統與象徵性意義上卻

影響甚鉅。

這種環境惡化模型（儘管仍以人類觀點為中心）使我們轉而

主意，自然與社會世界之互動對政冶、軍事、倫理或經濟等其

他祖會行為模式產生隈制、機會與問題的方式。此外，導致環

境惡化的社會過程，其不同的地理影響力所能及之範圍亦必須

納入考量。本節我們將檢視全球化概念如何用來描述造成環境

惡化旳社會因果關係之空間特質，並藉此呈現我們可能如何評

估這些計會交互作用的擴張範圍、強度及其所造成的衝擊影響

（請參見附錄：方法論的問題）。在第二節中，我們將概略描述環

境全球化及其所反映的歷史型態，並進一步險瞪我們正經歷著

史無前例的全球環境惡化危機。隨後在第三節中將針對環境全

球化的歷史型態進行比較。第四節中，我們則針對六個案例硏

究國，其特殊的全球性或地方性環境惡化型態及其面臨的威

脅，提供進一步的細節分析。最後，在第五節中，我們轉而考

量這些過程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主權與自主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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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一、環境全球化的型態

我們可以透過兩種方式描繪環境惡化的全球化：第一，以

一種承認生態系統不同部分之轉變所產生獨特祉會差異的方

式，審視不同類型環境問題的起源及後果；第二，對企圖描述

並規範這些轉變的文化與政治過程加以審視。這兩種方式均可

確實運作於全球、區域、國家以及地方層級。

（一）全球化與共同環境

雖然環境惡化問題可能起源於地方性或純粹國家內部的

環境資源與生態系統，但是它也可能廣泛地影響人類共同資源

與生態系統。的確，如果不接受自我平衡的蓋亞模式(Gaia

model)的所有意涵，我們可以合理地昭為整個地球能夠被視為

一個互相連結旳生憊系統，或懿為地球的各個重要剖分構成了

不同的區域與大陸生態系統。共同環境指涉的是全球生態系經

中被所有國家共同利用、經歷或享有的要素，這些要素不隸屬

於任何國家的有效管轄或主權範圍(Ostrom, 1990) 。大氣系統與

氣候系統便是這類共同環境的最佳範例，其他賭如地球海洋環

境與全球水文循環系統，亦可視爲人類共同環境的典型。大氣

與氣候系統是維持生存的必要資源，超越了任何國家與計會界

線的共同環境，事實上，大氣系統不屬於任何個人所獨有，也

沒有任何人可以被排除於大氣系統之外，但是在特定小範圍內

的任何行為結果，都可能對充滿高度不可預期性且易變的地球

環境本質構成影響。這些共同生態系統的全球性特質，意指處

於不同空閭範圍內的社會行為與祉會網絡，可以透過許多有效

的方式相互結合。

例如，西方社會偏好使用汽車與恣意揮霍能源的習慣，在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諒化與環境

歷史上與結構上皆根深蒂固，而這些習慣偏好導致非常大量的

溫室氣體排放到大氣中，並且大舉促成了全球暖化現象。無論

是西方駕駛習慣、交通運輸與能源政策，抑或孟加拉、非洲等

地區的農業情況與內部政冶變遷，欲在其中建立複雜但看似合

理的因果關聯並不難。有關海防與防止沙漠化措施的公共預算

決策，取決於其他有關道路建築與能源效益的決策；政治活動

實際上已經產生延伸效應，也把社會納入了政治活動之中，表

面上看似各自分立的政體與計會，背後其實是相互關聯的。正

如我們所了解，東西方兩種不同政體就如同兩條延伸的非平行

直線，終究有其交點（參見第一章）。然而，這些獨一無二的相

互關係，不但區隔出當代共同環境的問題，也凸顯出全球化概

念的應用價值。獨立國家政體的數量與政策範圍的增加，也造

成延伸關係的擴展網絡，同時助長了全球與區域的互動頻率。

相較於廣及全球的大氣與氣候共同環境，海洋則屬於較區域性

而有限的共同環境。

（二）全球化、資源、人口數景與人口過剁 379 

第二類全球環境問題是由人口膨脹與資源消耗相互連結

的現象所組成。所有的環境問題均包含了人口問題，假使其他

所有因素皆為相等，則人口愈多便意味著污染與資源消耗愈多

(WECD, 1987) 。目前，幾乎所有當代人口的成長都發生在開發

中世界。而人口出現劇烈變化的社會將首當其衝感受到人口成

長所帶來的環境後果。然而，如同全球與區域民眾所經歷的局

部性污染，這些人口變化的影響通常會擴散到其他國家的經濟

與政治領域。同樣地，當個別國家的經濟與產業可能受到全球

性資源不足的影響時，全球廣泛的原物料與資源，亦無法避免

許多地方性資源持續短缺的累積影響。這種現象確實反應於許

多重要商品的全球市場與價格體系中(Westing,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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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l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急速的人口成長是解釋撒哈拉以南非洲日益悲慘、沙漠化

與土壤退化的關鍵因素，這應該歸咎於此區經濟問題的惡化及

其堆積如山的國際外債，而且非洲國家的環境問題已延伸爲國

際政治上的金融問題。這些國際議題的解決之道牽涉到西方政

府與其金融部門之間的政治競爭與衝突，在未來，南半球國家

的人口與環境壅塞問題可能導致政治不穩與人口外移，無論在

國際上或國內，這些改變都可能對其他國家構成廣泛影響

(Myers, 1993a, 1993b) 。

另一個此類全球問題的例子是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與

物種滅絕(species extinction)的議題，其同時涉及倫理、經濟與

人口統計層面的結果。就此方面而言，環境惡化往往侷限於地

方層次，因爲多數物種僅侷限於小部份區域，不是在一國之

內、便是只跨越幾個鄰近國家。然而，人們可能認爲導致生物

滅絕的地方環境改變，對整個地球具有道德、美學及經濟上的

重要性。在國際法的術語上，物種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構成了

「人類共同遺產」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的一部分（參見

第一章）。

（三）跨國污染與國際經濟

跨國污染係指污染物經由空氣、土壤、水等媒介，從污染

發源地跨越政治疆界而傳散，致使其環境惡化的影響出現在其

他法律管轄範圍。除了如酸雨或跨國河川污染等實際的跨國污

染以外，我們也應將公認的跨國污染臧骨包含進來(Yearly,

1994) 。最爲重要的是，核能發電廠的選址及運轉，已造成災

難性的跨國環境惡化風險；此種風險在車諾比事件(Chernobyl

accident)中顯露無遺。另一項造成重大環境影響的非故意威脅

則是物種自其棲息地遷移到新的生態系統，新物種的出現可能

急速瓦解原有的生態族群，太平洋蛇類動物經由美國空軍的運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球化與環境

輸而偶然遷移至關島便是當代絕佳的案例。在十五年的時間 380

內，引進的蛇類造成關島所有鳥類的生存都遭受威脅。除了這

些經濟與社會活動附帶的非預期影響外，我們也檢視了污染物

的跨國轉移，它們往往是經濟交易與生產活動中合法而可預期

的直接結果；例如，危險性工業廢料的進出口與高污染性工廠

的遷址。

（四）全球化、環境政治及環境知識

最後，我們談到環境全球化或區域化本身，並非來自環境

惡化與環境變遷的有形範圍、組織或型態，它只是一種政治上

企圖掌控環境的有形社會體制與祉會過程之空間特徵。簡單而

言，全球與區域環境問題的因果關係，與全球及區域的經濟、

政治、以及文化等體制和過程，有某種交錯複雜的關係。以下

每一個案例皆可顯示全球化概念如何有效地支持此一現象。

就經濟學而言，一般認爲工業生產模式從北半球到南半球

的持續擴散（一種全球化形式），使全球經濟總生產力大幅提

升，伴隨而來的是環境污染，危及了海洋與大氣等全球共同環

境(global commons) 。從政治學的觀點而言，在過去三十年中，

國際間包含大多數國家所共同建立的機制與條約，顯然已對各

國國內政治與經濟活動加諸許多限制，國家政治與行政核心

（諸如環境保護部會）亦陸續納入全球與區域的環境檢驗、議題

建立、政策形成與執行網絡。最後，在文化層面上，環境惡化

的認知與評估，顯然和科學家及壓力團體逐漸擴大的跨國網絡

有所關聯，其論點與分析快速傳播至全球各地，不僅影響了國

內辯論與環境觀點，更有助於對共同環境問題的後果凝聚更廣

泛的全球共識與適切回應(E. Haas, 1990) 。

我們透過以下四種方式，概略描述對於環境問題全球化

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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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文化 知識與科學網絡，遣些網絡追遡並揭露全球

與區域形式的環境惡化，而且能夠建構與散播全球環境

互聯的模式，

．檢視企圖控制環境惡化的國際與跨國政治網絡及組織，

．就數量、適用範圍與強制性來檢視全球與區域的環境機

構、法令、公約及議定書，

．檢視前述酐項因素是如何交互影零 形塑並決定國內政

治組猷、環保運動與環境抗爭的行為。

381 以上四項要點已在第一章中檢視過，有關文化面向的因素

則在第七章加以探討。本章將把這些因素都納入討論，因為物

質形式的環境惡化、其在文化上與科學上確認、定位、監控與

評估的方式，以及動員政府試圖遏止環境惡化並在國內外控制

惡化「青況的方式，彼此之閒皆有密切的因果相互關聯。

二、概念的探討

在體認到環境惡化往往具有空閼侷限特性的同時，我們訝

爲本書緒論所詳細說明的架構，可以有效地適用於對環境惡化

與環境威脅之社會成因及結果的空間特質描述。我們將主要的

環境問題區分爲三種類型：全球共同環境問題；人口統計、資

源與人口過剩問題；非蓄意及蓄意造成的實際跨國污染或威

脅。我們也將全球化的衡量標準應用於企圖追溯並調控環境惡

化的政治、文化反應。全球環境惡化因其地理分布範圍而有不

同旳發展，而且我們可以就廣度、強度、階層化以及影響來區

分環境惡化的空間起源與結果或影響。很顯然地，廣度得適用

於任何特定形式環境惡化的地理影響範圍，包括全球、區域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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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及地方旳範圍。強度則較難測量，特別是共同環境的退化

與人口過剩的影響，均缺乏有意義的國內比較基準。但是就跨

國污染而言，國內產生之退化相對於國外所產生退化的重要

性，會是－個衡量強度的指標。例如就酸雨來看，外部產生

排放和內部產生排放的相對權重，可以衡量全球化或画域化

的強度。本章第二節中有關環境惡化敘述的因果閱係檢驗，

闡明了環境問題的起因與結果在地理上與實質上的不均狀

態。許多全球與區域的環境惡化案例，凸顯出污染者與被污染

者之間根本的不對稱或權力階級的懸殊，然而這樣的發展似乎

並不令人意外。最後，環境惡化造成的物質面影響與社會面影

響，可能在廣泛地累積聚合後，對人體健康、經濟與人口統計

壓力、公共成本與地理景觀損失構成威脅。如同其他公共建

設，全球環境知識與環境政治網絡亦可透過其制度化觀點來闡

述。

貳、歷史觀點的環境全球化

在概述全球環境變遷的歷史時，我們提出兩個主要問題：

全球環境或全球環境問題的概念是否全然是一個現代議題還戈

者就國際經濟的角度而言（參見第三、四、五章），是否有證據

顯示較早時期曾出現密集的全球聯繫？全球環境問題的嚴重

程度是否僅是反映人類對於環境的認知或觀察力有大幅的提

升，或者暗示在環境惡化的空間型態、數量與結果上出現實質 382

而意味深長的轉變 9 在本節中，我們將焦點集中於伴隨著跨國

環保運動與國際體制發展而衍生出的全球共同環境、環境人口

過多與跨國污染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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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與環境：從歐洲的擴張到工業革命

顯然地，環境惡化並不是突然迸出來的新鮮話題。關於前

現代時期的環境問題，我們握有充分的證據與解釋。一方面，

有許多因為自然界氣候與天氣循環的轉變所造成的環境改變

案例，如中世紀歐洲的小冰河時期，其促成大陸人口統計的翻

轉(Lamb, 1977; Bryson and Murray, 1977; Utterstrom, 1988; Wig

ley et al., 1981) 。另一方面，卻也有許多因為人類活動而造成的

環境變化：早期人類的游牧生活，使得長毛象因爲人類獵殺而

絕種；中世紀倫敦因為燃燒煤炭而引起的霧害；中酮的林木砍

伐與土壤流失；十四世紀西歐的人口過剩、資源短缺與土壤沃

度減退等(Wilkinson, 1973; TeBrake, 1974) 。

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以人類的定居與遷徙以及微生

牣、寄生蟲的停留與移動之間旳交互作用為主題，進一步建構

了有關全球歷史的描述(McNeill, 1976) 。的確，在進入現代時

期之前，人類歷史紀錄上唯一全球性的環境改變型態，是由地

理轉變與害蟲、微生物基因突變所引發。我們將此類環境改變

納入本文考量，特別是全球層級的人口移動（參見第六章）。然

而，我們評為現代西方人口、制度、措施的出現與擴張，明顯

增加了人類社會造成環境惡化的能力，而歐洲的擴張對地球環

境的轉變更有獨一無二的助長效力。

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後，終於結束了歐亞陸塊與美洲長

期以來的自然生態分隔。這個事件在計會面與經濟面的巨大重

要性，尙不及其在兩塊大陸上所造成一系列最深層的生態變

化，特別是在美洲大陸(Crosby, 1972, 1983; McNeill, 1976; 

Cronon, 1983) 。因為伴隨著現代性制度以及殖民野心，歐洲人

將各式各樣新的微生物、植物及動物引進美洲，而這些舉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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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均有充分的文件記載。西方的微生物開始侵入易受感染且

未具抵抗力的當地居民。感冒、流行性感冒、麻疹，以及其他

病毒與細菌所引發的疾病，在一個世代之內，造成當地居民大

量死亡，僅有百分之十的人口能存活下來。在經歷此一傳染病

學上的龐大災難之後，美洲當地人民的社會組織與經濟活動在

歐洲短暫的軍事侵犯行動後徹底瓦解（參見第二章）。這種直接

的人口統計革命伴隨著許多「新世界」生態系統的長期轉變，

歐洲人引進了大批新植物與動物，特別是牛隻與馬群，美洲亦

因此展開生態變遷的漫長過程，開墾出一望無際的畜牧草原， 383

大量砍伐當地的森林區，兩世紀之後的澳洲與紐西蘭也面臨相

同的發展命運。美洲物種經由大西洋返回歐洲也提供了形塑歐

洲環境與肚會發展的重要影響力，例如，馬鈴薯成為歐洲鄰近

地區多數農民的主要農作物，改變了歐洲居民與人口成長的型

態；煙草種植所造成的環境後果與馬鈴薯的影響不相上下

(Salaman, 1947) 。

此一橫跨大西洋的環境變遷雖然在早期大放異彩，但其重

要性卻被隨後歐洲與北美的經濟轉型後來居上，甚至有超越的

傾向。在歐洲內部，尤其是在英國與荷蘭出現的農業革命，以

及土地、勞動與產品之間的資本經濟關係，進一步引發了一連

串的生態改變。市場誘因結合高度投資與技術革新，使這些農

業經濟日趨繁榮。但它們是屬於有組織的農業經濟，終究必

須仰賴自然界的食物、衣物、燃料、建材與運輸供給。經濟

與人口統計上的成長導致耕地與牧地的大量擴張(Skopp, 1078; 

Nef, 1977; Unger、 1984; Wrigley, 1988) 。當沼澤逐漸乾涸，石南

樹叢地與矮樹叢地被嚴重破壞，森林被砍伐殆盡的同時，邊

際的生態系統與部分物種也陸續地消失。許多大型的哺乳動

物在被迫離閼棲息地並遭到大規模獵捕後，逐漸在歐洲多數

地區消聲匿跡或者被禁錮於不易抵達且不適居住的內陸角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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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狼群與熊類便是典型案例(Hoskins, 1977; Rackham, 1986) 。

儘管耕地如這般地擴張，但在這些經濟體中，原料卻遂漸

短缺，致使燃料木材及其他喬品的價格飆升。就荷蘭而言，這

些發展所造成的影響甚至足以中斷或逆轉人口與經濟成長的

幅度。然而，需求擴大與技術革新、市場壓力的致命結合，使

得在歐洲之外的西方美式資本主義，其無拘束的疆野也得以被

有效地解放，也解除了極地區域、海洋與海島等主權不明的全

球共同環境所帶來的束縛。尤其是美國對於廉價土地、畜產

品、木材的貪得無隘，更讓我們目睹了大量西方平原與北美五

大湖區濃密森林所經歷的公認轉變。十九世紀中期，當森林資

葦消耗殆盡牧地開始大量畜養牲畜並展開集約型態的榖糧作

物種植時，美洲野牛因而瀕臨滅亡危機(Cronon, 1991) 。在超越

國界無可抵抗的環境力量下，西方的旺盛需求助長了全球的海

豹、負凉頃與毛皮類動物獵捕行動，終於導致許多動物瀕躡絕種

(Fischer, 1963; Busch, 1985; Martin, 1986) 。值此之際，歐美的經

濟需求結合了殖民擴張與掌控，開始將拉丁美洲、亞洲與非洲

的熱帶雨林資源消耗殆盡(Richards and Tucker, 1983) 。

然而，此時西方社會中的環境惡化程度再度升高，由於工

業革命的出現與其帶來的生產技術、動力來源與原料等急劇地

變化，環境惡化的程度與危機開始向上攀升(Goldblatt, 1996) 。

早期工業革命浪潮的主要工業部門一一煤、石油、鋼鐵、冶金

工業以及新興綜合化學工業，除了帶來前所未有大量的舊有污

染物，更產生了毒性、複雜性倍增的新型污染物(Wohl,· 1983; 

384 Melosi, 1985; Evans, 1987) 。舊生態系統的沒落結合了新污染源

產業周邊所發展出來的大量聚合影響，使環境惡化的強度與速

度及其對人體健康的威脅與日俱增。雖然如此，這些威脅與危

險的影響仍舊以地方胜範圍為主，居住於污染環境內的多數居

民往往必須容忍這些威脅(Tarr, 1985; Colten, 1986) 。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球化與環境

二、二十世紀的全球環境惡化

只有在二十世紀，而且是在二十世紀末，工業生產的環境

後果結合了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才被廣泛且

主動地表現為環境的惡化，並且將其空間影響延伸到超越地方

或國家的範圍。當代環境問題在廣度與強度上的決定性轉變，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溫室效應與臭氧層破壞的問題。

依據當代科學的見解而言，地球大氣中各種氣體的增長（包

括二氧化碳、甲烷、氮氣、二氧化硫、氟氯碳化物）是造成全

球暖化的主要因素，這些氣體提升了大氣隔離地球的能力；太

陽幅射到地球的光和熱與昔日無異，但是地球能反射出去的光

與熱卻愈來愈少，此即造成地球暖化的主要原因。全球暖化理

論的存在已有一世紀之久，但該理論的精微修正卻不過是近二

十年的事，各國開始對全球氣候變化展開審慎監控，有關該理

諭健全的論述途徑與屬於環境問題證據的合理性，即使不是全

然決定性的要素，卻也逐漸成為累積的共識(Leggett, 1990; 

Nillson and P苴t, 1994; Rowlands, 1994;Young, 1994) 。

全球暖化現象所引發的複雜影響很難有標準化的衡量準

則。首先是因為全球各地平均溫度增加的傾向，實際上必須被

轉化為當地的溫度，氣候變化也經常是變幻莫測的情況；且氣

候的包含範圍並不僅止於氣溫，還包括溫度變化與風力、降雨

量及與其他氣壓體系的相互影響，然而這些互動方式卻無法以

任何精準的方式做出預測。其次，其他生態系統對全球暖化的

反應亦不甚明確，例如，有部分意見驟為當代二氧化碳的驟增

程度，將對海洋吸收氣體的能力構成妨礙；亦有部分意見主張

當代肆無忌憚的森林砍伐程度，將急劇減低全球環境吸收二氧

化碳的能力，南美與東南亞的赤道雨林帶將首當其衝，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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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速了地球的暖化。其中最錯綜複雜的是全球氣溫的上升可

能導致極地冰帽融化，並導致大規模的海平面上升，此種結果

可能轉而增加海洋的吸收能力，因而減緩地球暖化的過程。撇

開各家理論所提出的警告不談，全球暖化現象是屬於全球範圍

的最大環境問題，其涵蓋範圍從北到南，源起於工業過程與農

業過程（也可能是自然過程）。同樣地，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後果

亦廣及全球範疇，可預期全球五大洲在氣候上會發生某種直接

的生態轉變，因而動植物僅能局部地倖存。但是假如這些巨大

變化擴及至諸多領域，包括海平面的上升、土壤沃度的急遽減

退等，則多數國家與社會可能都會經歷國家及地方社會錯置、

遷移與動亂等間接影響。

385 大氣層中的臭氧層消耗與地球暖化現象有許多關聯之處

(T且us, 1986; Benedick, 1991; Parson, 1993; Rowlands, 1994; M. 

Miller, 1995) 。很顯然地，相對近期的主要問題指涉了臭氧層

的消耗與氟氯碳化吻(CFCs)的使用大有關聯，氟氯碳化物勻廣

泛使用不過是近五十年的發展，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

是主要的使用國家，儘管氟氯碳化物的應用在表面上看似對人

類生活有諸多助益，這些看似剛起步的工業活動，實際上在發

現問題的同時，工業化學污染源便已擴散至開發中世界。遹些

導致大氣臭氧層破損的元兇，其效果在極地風象與寒冷氣候的

催化下更加顯著，氟氯碳化物使臭氧同溫層漸趨稀薄，也因此

在正常情況下，應該被臭氧分子吸收的陽光輻射紫外線卻唐接

而大量地投射至地球表面，此亦導致人類罹患皮膚癌的機率大

幅升高，對許多水生植物與陸生植物亦構成諸多威脅。雖然這

些情況多數集中於地球南北極圈與其周圍地帶，但因為臭氧層

破損而引發的連環效應與地球氣候的變化，無不類示全球暖化

效應正迅速往四處擴散。

人口统計變化的過程、資源使用的程度及對生物多樣性的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球化與環境

威脅正達到前所未見的局面，進一步提升至更廣泛的全球層

面。我們見識過歷史上人口的過度膨脹、能源短缺與空間窄化

的時期，然而，當代世界各種環境惡化形態的地理範圍何以日

漸擴張？環境惡化速度何以日慚加速？確實值得吾人深思。從

人口統計的層面而言，人類居住於地球將近一萬年，迄今地球

人口水準已達六十億人左右，在未來四十至五十年可能突破現

今人口數量的兩倍。這不僅代表了人口數量的大突破，同時也
意味著世界人口在地理分佈上即將出現重大變化。事實上，除

了歐洲人口漸趨穩定與老化之外，人口迅速成長的情況也可能

發生於歐洲以外旳世界各地(Cipolla, 1978; WCED, 1987; UN

FP A, The State of the Wi函d's Population, various years) 。隨著人

口的遽增，土地耕種面積亦無可踞免地隨之擴張，此一發展情

勢無情地吞噬了地球上諸多生態系統的生存空間，這樣的演變

結果導致愈來愈多地球上的物種瀕臨絕種或面臨生存威脅

(National 沁ence Board, 1989;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3) 。潔

淨水源與肥沃土壤的短缺正逐漸開始浮現。雖然資源問題複雜

而不易預測，但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人口的增加與迄今許多開

發中世界的工業化發展，將會造成某些嚴重的地方性短缺並且

限制了個別國家的資源消耗。

接著談到跨國污染的問題，只要工業生產不斷地將廢棄物

排入河川，工廠不斷地燃燒含有硫化物的硫磺原料，嚴重的酸
雨現象便始終無法消除，而這些污染的情況若發生於邊界附

近，則必然產生跨國污染的問題。在二十世紀中，這些跨圍污

染程度持續呈現穩定的成長，當酸雨污朵危及森林與湖泊時，

跨國污染的嚴重性便無法再視而不見。為了降低部分主要污染

氟產業與技術（如燃燒煤炭發電）所造成的酸雨危害，歐洲與北
美地區長期致力於建立防治酸雨污染的國際架構。有鑑於此，

從歷史的觀點而言，我們可以合理地認定跨國污染型態確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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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達到顛峰，儘管硫化物的產生與河川污染的程度似乎有減

緩的趨勢，然而，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進展與供應電力生產及

運輸所需而燃燒的化合燃料，無形中已造成跨國污染的型態逐

漸擴散至更多國家與疆界卟盡管這些擴散程度可能不高(Yearly,

386 1994) 。核能以及潛在的核子危機在環境惡化災難的分佈範圍

與潛在危險程度上，儼然已經到達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在過去

三十年裡，許多國家均致力於興建核能發電廠，這些發展的趨

勢日益凸顯了此項潛在危機，而且，核能技術的轉變引進許多

複雜的再加工與再循環體系，這些轉變交替產生大規模的核廢

料處理問題，對於跨國污染舆污染威脅而言，無異又增添一項

重大的新變數。一九八O年代國際核廢料處理的問題，與其他

國際有害工業廢棄物同時迅速地擴展(Greenpeace, 1993) 。

三、全球問遁與全球回應

在第一節中，我們曾論及對於全球環境惡化的政治與文化

回應，可透過下列四種形式呈現：

．所有文化、知識與科學網絡的出現，及其發展密度均可

見詮全球與區城環蟯惡化之軌跡

．國際政冶網絡與國際甩鏾旳出現及發展密度，均企囯監

控與管制當前地球所面臨的環境危機

．所有全球與區域環境機制、法令、條約與協定之數量丶

程度範圍與強制性，

．遣兩項前置因素交互作用的程度，同時形塑並決定了各

國政」台制度、政治運動與政治衝突的型愆。

在以下的設落，我們將針對這些環境變遷的歷史做一簡短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球化與環境

描述（有關國際環境論與國際環境政治歷史的主要源起，譜參

見Dasmann, 1988; McCormick, 1989; Pearce, 1991; Hurrell and 

Kingsbury, 1992; Haas et al., 1993) 。本節主要的論述焦點在於環

境政治與環境論的發展歷史，此一歷史發展與日益激烈而擴大

的環境危害與威脅型態相去不遠，環境政治與環境論的發展在

經濟不景氣時期，與環境危害程度同樣呈現不受人重視的傾

向，有鑑於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全球環境問題確實存在於

現今世界（參見第一章）。

在戰後時期，我們見職到全球環境資源問題及其中的交互

影櫺，同時也發展出一系列企圖揭露、監控、紀錄與評估這些

問題的科學與道德論點，這些科學與道德論發展進而衍生更深

入的知識根源與重大文化先兆，例如有關能源短缺與十九世紀

政治經濟學家所熱衷探討的人口議題爭辯；百年前首次提出的

地球暖化理論；以及強取豪奪、貪得無縻的工業化主義，對自

然世界所造成的物質面、景觀面與道德面影響，成為近三個世

玘以來廣招批評抨擊的諜題(Passmore, 1974; Thomas, 1983; 

Pepper, 1984) 。此外，戰後時代亦見證了紀錄先前環境破壞型

態的重大科學技術能力，氣候學、大氣科學、毒物學、傳染病

學、生物化學等學科發展對於環境造成破壞的原因與結果，提 387

供了更多令人信服的解釋與說明。伴隨著這些和學技衛能力的

發展，使得需要各種資源的全球環境，其關聯性與互賴性的實

「祭與道德論點發展益茨成鵬。

這些文化變遷同時伴隨著高密度全球環境監控與交互作

用網絡的制度化發展，科學發展尤其佔有普及地位，不同領域

的科學家持續進行跨學科的長期相互溝通。戰後時期的科學理

論與科學界達到進一步的全球化。此一發展態勢主要導因於國

際傳播與運輸的便利及開發中國家科學研究與科學教育的普

及，在環境學領域中，這些科學爭辯是環境威脅得以納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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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的重要催化劑，也是國際環境組織的形塑與制度化的重要

元素(P. Haas, 1992) 。

探討環境互頼性的道德往與實用性論述，因為全球環境運

動網絡的出現而開始萌芽與普及，環保運動擁有多重歷史起

塬，但自從一九六0年代以來，環保運動的動員範圍、規模與

型態卻始終如一。一九六O年代，北歐與北美新崛起的環保辯

論高潮結合了接納其論點的計會團體，對一九七O年代與一九

八O年代各種不同的跨國環保運動發揮標竿作用。個別國家利

用其特殊傳統與資源而採取不盡相同的做法行徑，然而其中有

一項環保活動的共同轉變：傳統自然資源保護論者與自然保護

組織的成長，為了回應特定環境威脅的許多小型地方團體如雨

後春筍般湧現，其中包括許多新進的激進非政府組織、遊說組

織與直接行動團體。在歐洲地區，打著綠色旗幟的政黨紛紛成

立，一九八O年代與一九九0年代，這些發展風氣蔓延至東歐

和許多開發中國家，在這些政治環境惡劣的國家中也開始出現

有組織的環保示威活動。

儘管環保運動已呈現全球化的傾向，但這些活動大多數的

訴求焦點仍侷限於地方與國內範疇，全球政治活動運作所必需

的組織資源與政治空間往往更有限。各國在國際環境保護的交

涉談判與國際環保機制中，往往企圖排除國際非政府環保組織

及其特殊聯盟與關亻系網絡的影響。在國際社會中，這些環保團

體奮力地爭取能發揮影響力的管道，它們的權力較傾向於非正

式層面，而缺乏正式權力，它們通常必須仰賴國內莖民與群眾

對個別政府施加壓力，方能發揮較大影響力。然而，這些組織

在現今許多國際環保行動的領域中，已經確立其扮演的正規參

與者角色；一九九二年在里約地球高峰會的出席更具有歷史性

的象徵意義(Wapner, 1996) 。歐f州環保粗織對布蘭特史帕爾鑽井

平台(Brent Spar)事件（殼牌石油公司在英國政府同意下，企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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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1 ：國際環保糾織與體制的累積數量， 1870-1990

一座老舊鑽井平台沉入海中）的一致反應更凸顯其不容忽視的

組織能力。

這股全球環境論與環境政冶漩渦的核心，在於國際環保機

制與法令的大幅增長（參見圖 8. 1) ，這些發展同樣有許多歷史

先例。在稀有物種與奇特野生動物貿易的案例中，國際環境政

治的制度化持續了一世紀之久，但是隨著環境全球化步伐的加

速，各國內部環保運動的權力及影響力亦開始擴張，相關旳全

球政冶回應也因此迅速地擴展（參見Hurrell and Kingsbury, 

1992) 。我們也可以在戰後時期見識到早期國際環保領域許多

率先的創舉，一九四六年簽署國際捕鯨管制公約，一九五O年

代至一九六O年代期間則首開先例陸續簽訂了國際毒害物質

轉運條約，並針對稀有棲息地的保護計劃及部分國際核能循環

管制達成協議。然而，國際環境管制的密集發展直到一九六O

年代末期與一九七O年代初期才真正開始增加。一九七二年由

聯合國環境計劃署(UNEP)贊助舉行的斯德哥爾摩國際環境會

議，是釀成此一轉變的關鍵象徵性時刻，此次會議首次集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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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機構與各國政府考量整體共同環境問題與必要的回應程

度。儘管斯德哥爾摩會議的實際結果比會議召集組織者的預期

更有限，但此次會議確實為國際環境問題的商議樹立典範，也

建立了爾後數十年的環境行動議題。

在整個一九七O年代與八O年代期間，隨著一九七二年倫

敦廢棄物投棄公約(London Dumping Convention)、一九七八年針

對船隻污染的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 convention) 、一

九八二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以及諸多闊於合作與污染控制的區域海洋協定

（赫爾辛基公約、巴塞隆納公約、奧斯陸公約、巴黎公約及聯

合國區域海洋方案），使得國際水域的管制以及海洋污染的控

制得到普遍的制度化。在野生動物保育方面，針對北極熊、海

豹以及國際認定稀有物種的交易酊立了特殊協定，另外也對溼

地、候鳥與南極生態系統訂定了特別協定。其中最戲劇化的發

展莫過於幾項重大公約的簽署，包括控制有害廢棄物的越境移

轉（一九八九年巴塞爾公約）、防冶空氣污染而控制氟氯碳化牣

的發散（一九八五年維也納公約與一九八七年蒙特婁議定書）

等，歐洲與北美地區亦簽署了一系列管制跨國酸雨污染的條

約。

隨著這些圖際條約與公旳的發展，歐洲聯盟在環境政策的

國際規範與管制上扮淙積極的角色，雖然歐盟早在一九六O年

389 代即參與環境政策管鯉工作，但直到一九七0年代擴大工作範

疇的計畫後，才於歐盟會員國中開始積極推廣環境政策的執

行。截至目前為止，歐盟的環保關注焦點囊括水源污染與防

治、空氣污染、汽車廢氣排放最低標準、廢棄物處置等議題。

除此之外，歐盟開始代表會員國參與國際交涉協商及已經確立

的國際機制，例如管制北海與東北大西洋海洋污染的奧斯陸委

員會與巴黎委員會(Haigh, 1990, 1992) 。更進一步而言，在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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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

(Nordic Council)等其他區城協定中，環境譔題成爲引發爭論的

闊鍵，同時亦是區域合作與管制的主要焦點。

有鑑於斯德霫爾摩會議所引起的迴響，一九八O年代密集

頻繁的國際外交活動及日益升高的國內政治關切，對於一九九

二年里約地球高峰會議的催生有莫大助益。由聯合國環境計劃

署(UNEP)贊助指導的里約地球高峰會議中，幾乎所有聯合圍會

員國均參與交涉協商，此次會議企圖建立影響深遠、包羅廣泛

等一連串空前的全球環境協議，以及符合國際環保目標且意義

非凡的一系列國內與國際行動計劃。此次會議所達成的協議包

括生物多樣性公約、氣候變遷公約與溫室氣體排放公約等，全

球雨林地區的前途亦是會議關切的主題，此外，基於環保目的

之考量，會外各國針對從北到南的技術與資本轉移，亦達成了

建立國際協議的共識(UNEP, 1993) 。此次會議結果的後續進展

並未予人深刻印象，儘管如此，里約地球高峰會議卻是將環保

議題吶入全球制度議題的濫觴，使得全球七大工業國(G7) 、國

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世界貿易組織(WTO)

對環保問題的政治關注大幅提升。

參、環境全球化的歷史型態變遷

我們回到本章一開始的問題：全球是否正經歷前所未見的

實質環境全球化與環境惡化？若果真如此，當代環境問題的型

態與影響有何新奇之處？

在現代歐洲出現之前，唯一牽涉廣泛的環境變遷是起因於

微生物與害蟲移動到易受感染的人類宿主身上以及全球性的

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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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動，亦即瘟疫與冰河時期。偶爾，跨越廣大地域的河川

生態系統也可能捲入共同的土石流與河川氾濫等環境問題。然
而，無論是以農業或游牧型態為主的前現代社會中，在人口過

剩與疾病控制人們對環境的貪念之前，社會通常無力改變遠超
過其負荷能力的環境。

早在十六、七世紀時，歐亞與美洲便開始集體醞釀了一連

串驚人的全球生態變遷與人口數量的變化。在北歐地區內，這

些轉變甚至伴隨著因經濟迅速成長、土地與資源需求遽增，及

市場機制迤用而引發的國內環境問題惡化（參見表格8.1) 。殖民

390 農業與莊園經濟開始改變美洲的地理景觀，因為歐洲需求而引

發的密集獵捕活動亦導致美洲與西伯利亞部分生物族群瀕臨

絕種危機。然而，在這些土地與經濟活動的因果循環下，絕大

多數的環境惡化亻局限於地方性因素所造成，其帶來的衝擊影響

亦屬於局部性範疇。我們所探討的三項主要環境全球化型態，

包括地球所面噝的共同環境問題丶人口過剩問題及跨國污染問

題等，沒有一項衍生了全球性的重大後果。

從十八世紀末的工業革命開始，情況有了轉變，此時人類

的集體力量使得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擴大；能源型態與生產沆

程的轉變結合了激烈但腳步不一的都市化，相對改變了這些經

濟活動創造環境危害的能力。此時環境惡化的影響仍舊侷限於

地方性，雖然工業活動所排放的廢棄物，開始籍由空氣與水源

等媒介緩慢往周圍腹地傳遞。值此之際，全球的殖民主義亦正

如火如荼地大肆擴張，然而歐洲生態系統隨歐測軍事機制進入

亞、非洲的能力，卻因亞、非洲益發健全的免疫資源及生態資

源而受挫，這些情況無法再與一四九二年的經驗相提並論。當

然，引發殖民地環境過度開發的過程中，西方的資本能力與市

場需求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影響因素，例如，沙漠化現象便可追

溯至十九世紀末期的爪哇與印度。我們必須再次強調此時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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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8. 1 ：環境惡化的主要歷史型態與影響力

前現代時期 現代時期初期 現代時期 當代

西元1500年前 西元1500年-1760年 西元1760年－1945年 西元1945年後

環境惡 全球大型哺乳動物 美洲出現人口統計 大洋洲出現人口統 全球暖化、臭氧層

化的主 及鳥類等物穡因過 與初期生態的轉 計與初期生態的轉 耗盡。

要型態 度獵捕而瀕臨絕 變。 變。 海洋污染。

種。 先進國家的經濟與 全球某些物種瀕臨 林木砍伐、沙漠

微生物遷移導致傳 人口成長背景導致 絕種。 化、土壤流失。

染病與人口數銳 了資源短缺與土地 全球暖化的影饗加 酸性物質沉澱。

減。 退化問題日漸嚴 深。 核能危機。

地方性的廢棄物排 重。 區域性資源耗盡。 全球生物多樣性驟
放。 鄉村環境的農業轉 減。

型，歐洲部分殖民 有害廢棄物。

地面臨森林流失的

危機。

都市空氣、土壤與

水污染。

環境惡 人口過剩、自然氣 歐洲生態擴張。 歐洲生態擴張與殖 西方國家的成長淇

化主要］ 候變遷、都市化與 資本主義式農業成 民經濟實踐。 消費。

影響力 農業產量貧乏。 長。 資本主義工業化。 社會主義式工業

大規模遷徙、戰爭 都市化與密集工業 化。

與征服行動。 化。 南方國家的工業化

與人口的爆炸性成

長。

新核能危機、生態

危機、化學科技危

機。

環境惡化的影響仍不脫地方局部性格局。然而此時的帝國主義 391

也首次企圖界定、研究、檢驗並控管局部性的環境影響(Grove,

1997) 。

然而，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局面便開始有所變化（參見

表格8. 2)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卻藉由南方國家的工業化與國家

社會主義者的工業化，成為助長環境惡化的劊子手，南方國家

的工業化使潛在的環境問題數量與地理分布範圍大幅擴張，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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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肚會主義的工業化比貪欲橫流的資本主義引發更多的環境

問題，短視近利的作風較資本主義經濟有過之而無不及（關於

前東歐集團國家的碳排放量，參見圖8.2) 。當這些迫使全球環

境惡化的力量結合了新式化學產業、依靠化石燃料的大眾運

輸系統以及核能科技等諸多現代科技時，其中所挾帶的龐大轉

型力量與生態危機，使環境惡化演變成全球化的型態，而此大

勢似乎已無法逆轉（關於當時氟氯碳化物的產量，參見圖8.3) 。
此時的越境污染丶地球共同環境問題與資源消耗情況的嚴重程
度，在歷史上可謂前所未見，而當今與環境保護相關的環保運

動、環保條約與國際環境保護機構等發展，幾乎均無庸置疑地
達到了歷史上無可比擬的程度。

肆、環境惡化與國家涉入的階層化

任何被捲入全球環境問題的社會，皆呈現許多不同的相

互關聯型態。首先，當環境問題成爲生產活動與消費活動的

副產品時，每個國家對於這些環境問題的產生，都有各自的

特殊貢獻；其次，每個國家在現今或未來，均無法避免臭氧

層消耗與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間接環境威脅與危機的影響；第

392 三，每個國家在現今或未來，勢必會受到鄰近國家或遠距離

國家環境惡化的後續結果所影響。

一、國家涉入與地球共同問頲：全球暖化、臭氧層
消耗及海洋環境

談到氣候變遷與臭氧層消耗問題的「貢獻者」，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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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8.2 ：環境全球化的歷史型態

前現代時期 現代時期初期 現代時期 當代

西元1500年之前 西元1500年－1760年 西元1760年－1945年 西元1945年之後

擴張 微生物遷徙造 歐洲跨大陸及跨海 歐洲擴張範圍延伸至 全球共同環境的退化

範圍 成遠距離的環 洋的擴張，擴大了生 大洋洲；但起初對亞 跨越了關鍵門檻：全

境變遷。 態變遷的範圍。 洲與非洲的生態與人 球暖化與臭氧消耗。
征伐與殖民行動增 口並末構成影響。 全球人口與人均消耗
強了人口統計的變 美洲與加勒比海地

對土地、資源與生態
化，也改變了美洲與 區的轉變加劇。

體系形成共同壓力，
加勒比海的農業與 在殖民勢力的破壞

造成人口過剩危機。
地理景觀。 下，部分地區呈現森

秕會內部環境退化 林過度砍伐的現象
海洋、河川、空氣等

的成因與後果絕大 （印度、爪哇、馬來半
越境污染在工業化

多數仍屬地方性； 島），非洲南部與東部 地區已擴及區域層

部分情況隨著組織 局部植物生態體系 面；本世紀初期以歐

經濟活動的成長而 產生改變。 洲和北美爲主，現在

「向外延伸」，從更 西方國家的資本主 逐漸轉移至拉丁美

大範圍的地區汲取 義工業化、都市化， 洲與環太平洋地區。

資源。 以及農業發展，改變 西方國家發展出有

了地理景觀，並且在 害產品與廢棄物的
都市地區產生嚴重 國際貿易，從西歐運
污染。 至東歐、北方國家運
某些越境污染出現

至南方國家。
在工業化地區

核子技術在國際間

的貿易與擴散，以及

伴隨而來的風險，擴

及至各大陸。

強度 除了大範圍的 地方性的環境退化 在工業化國家中，地 全球風險與威脅相

人類與微生物 已經超越大西洋地 方性與國家性的環 較於地方性與國家

遷徙以外，人類 區的人口變化，但這 境退化遠比全球性 的威脅，更爲增加。

行爲所造成的 些過程還需要歷經 與區域性的環境退

環境退化均屬 數代光陰。 化重要。

於地方性，儘管 在西方以外地區，殖

出現新疾病的 民關係是導致地方

可能性非常高。 性環境退化的關鍵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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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現代時期 現代時期初期 現代時期 當代

西元1500年之前 西元1500年－1760年 西元1760年－1945年 西元1945年之後

速度 低。 歷經數代後始出現 歷經數代後始出現 國際貿易與技術轉

重大地理景觀與生 重大地理景觀與生 移加速了威脅與危

態體系的變化。 態體系的變化，但 機的傳播。

工業化加速了環境 現代經濟的貪婪與

退化。 生態體系的脆弱加

速了環境退化過程。

影響 由於地方性資源 美洲原住民人口瀕 澳洲原住民毛利人 全球性、區域性衝

傾向 短缺、物價上漲丶 臨滅絕。 瀕臨滅絕。 擊與威脅開始超越

土地退化與土地 由於地方性資源短 工業化程度對人類 地方性影響，尤其

飢 導致人口與 缺、物價上浙、上 健康造成的影響主 是在政冶行動與產

耕地成長出現潛 地退化與土地飢荒 要集中於城市地 業變遷已降低國內

在斷層。 導致人口與耕地成 區。 污染的地區。

長出瑰潛在斷層。

制度化 所有規筍係依據 多數規範係依據每 國際規範與政治互 國際環保法令、條

每個社會獨特的 個祉會獨特的慣例 動均屬於萌芽初 約與體制的成長。

慣例與傳統。 與傳統。 期 次要條約。 於聯合國及其他國

提出某些創新法令 際組織內建立環保

來控制都市污染， 機構，

但為數有限。 非政府組織間的國

際環保聯盟逐漸成

長。

層級化 沒有明顯的階赧 西方國家的免疫學 西方國家的免疫學 城市與工業區出現

分層。 與人口統計方面的 與人口杭計方面的 嚴重的地方性污

影饗力在美洲佔有 影響力在美洲及大 染，但在富裕社會

優勢，非洲與亞洲 洋洲皆佔有優勢， 與貧窮社會之間有

則屬於同一階層。 非洲與亞洲則屬於 著巨大差異。

同一階層。 消費水平的全球不

城市與工業區出現 均加劇，造成全球

嚴重的地方性污 環境問題的相對原

染。 因出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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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2 ：全球碳排放量，一九五O年到一九九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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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 ：世界氟氯碳化物產量， 195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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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暨發展組織內六大成員國可謂「居功厥偉」，這些國家囚為名

列西方工業化國家集團而具備基本的共同抨質，在目前全蛛溫

室氣體排放比例中，這起國家旳排放比例竟超過全球的三分之

一（參見圖8.4) ，但這些國家所包含的人口比例尙不及世界人口

的百分之十五。以單一個人的形式而言，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內整體貢獻遠超過只平均沂應分攤的排放量「但是，若罡純以

當代觀點來看待此一事件，對此議題可能產生誤判的結果，因

為無論是溫字效應或臭氧層消耗，皆是全球[L」染的素積產物，

環境污染所排放的氣體分子可以在大氣巾存留數十年，其中尤

以氟氯碳化物(CFCs)對臭氧層的破壞最具威力。因此，垃訖在

承受過去污染結果的同時，當今且勺囯槊仍持匱不斷地被產工。

若以歷史的觀點而言，不斷累積及排放的溫室氣體顯然人多是

西方國家的傑作，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溫宇氣鬨排放量持紡處於

上升階段。同樣地，儘管近來溫室氣體的使用已經有減少的趨

勢，但西方國家大量使用氟氯碳化牣的情況依舊仔在（參見表

8.1) 。因此，西方工業化所耗費的最大成本正具體地反映在日

後人妞居住的整個地球。

撇閂西方國家造成環境惡化的共同責任歸屬不談，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內部之中實際上存在著剖分重大的差異。以

各國經濟活動的啦體頁歐向己，美國的涇濟成果师庸置疑昰穩

唐龍頭寶座，在 九八O年代末期至一九九O年代期間，美國

所產牛的溫呈氣體排放暈幾乎佔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編國家

總排放量的一半(OECD, 1991a) ，美國以低於但界總人口數百分

二百的人口數創造出擎人的繹濟成果與污染量。（恩國、日本

英國與法國的貢獻办佔有重量級地位，湍典只有八百五十萬的

人口，對溫室氥髖排放旳貢獻卻不目」小覷儘管如此，這些國

家的每人平均排放水準仍遠高於全球行人平旳排放量，其中的

變動範圍從美國高出全球平口的四倍到口本與瑞典高出全琮

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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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OECD, 1991a. 

圖34 ：每年溫室氣體淨排放比冽，－九九0年代初期（四捨五
入後的百分比）

平均的白分之五十，呈現了大幅差異。

如果氣喉變遷與溫度變化足以產生許多影響，且兩若灼地

理分布亦有諸多變化，那麼全球暖化的影響將更難預測(IPCC,

1990; Watson et al., 1995; Bruce et al., 1995) 。此刻造成了工同區

域的農業生產力與潛力急遽改變，以及海平面的上升導致多數

沿海低漥地區江沒。例如，英國東部1合海低廑地區將可能面臨1

嚴重的土地流失（包括都市與農地）與海平面」升的威脅；日本

與夫國亦向臨同樣問題儘管這共國家所面謳的威脅秤［隻不似

其他國家罽重，如塞席爾(Seychelles)雪低地海島國家可能面臨

陸地沉沒的潛在災難，荷蘭則必須重新修正其海岸綿。氣候變

遷型態旳預關難度更高，儘管表面上看來，西方與歐洲所受到

的影響程度似予不若熱帶國家與亞駟帶國家嚴重，這些鶴帶和

户熱帶國家的氣候型態可能因鬥温度、降雨型噁、降雨量的變

化而氬法維持現有的農業成果。此外，許多開發中國家缺乏足

夠的財政與技術資源，無｛＇之籌畫一個仃效的生幪系統與農業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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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1 :主要氟氯碳化物使用國，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四年
（單位：噸）

國家或區域 1986年 1994年 變動百分比（％）

中國 46,000 90,900 +95 
歐盟 343,000 39,700 -88 
俄羅斯 129,000 32,600 -75 
日本 135,000 19,700 -85 
南韓 11,500 13,100 +15 
墨西哥 8,930 10,800 +21 
巴西 11,300 7,780 -31 
加拿大 23,200 4,850 -79 
澳大利亞 18,900 3,890 -79 
南非 18,700 2,420 -87 
美國 36,400 -91 a -100 
奇利來源：摘錄自 Brown et al., 1997a. 

作型態之轉型。綜合以上這些理由，可以預見西方國家不可能

避免國境以外的全球暖化影響。海平面大幅上升、人口密集區

398 嚴重的土地流失、南半球農業生產力的嚴重衰退等，都可能引

發廣泛的社會動盪與政治失序，再加上存在已久的經濟弱點

與持續的人口壓力，許多國家的內政穩定性可能出現問題，

人口遷徙頻率可能提高，原本即已存在的資源分配衝突可能

益發凸顯。

倘若造成大氣層變化的原因及經濟利益並未平均分配，其

可能產生的後果勢必也無法平均分配。大氣層變化所付出的代

價與後果究竟將如何分配，迄今仍不得而知；目前此階段我們

仍處於科學的假設預測領域。然而，現階段許多見解可以肯定

舆地球臭氧層有相當程度的關聯，臭氧層消耗的主要影響是導

致臭氧層破洞，這樣的情況多出現於南北極地帶，兩極地區大

氣層中的臭氧層濃度會隨著季節與年度而有所變化。現今的正

統派看法認為百分之一的臭氧層損失將導致地表紫外線輻射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球化與環境

量增加百分之二，而這些紫外線輻射使罹患皮膚癌的機率增加

超過百分之二(Titus, 1986) 。截至目前為止，有關臭氧層破壞的

主要研究與關切焦點普遍集中於南半球，尤其是以大洋洲南部

最令人矚目，常地人民被檢驗出罹患皮膚癌的機率有明顯增加

的趨勢。然而，北半球臭氧層消耗的比率亦持續上升中，於北

美與歐洲的影響可能在未來數十年逐漸擴大。現今的臭氧層流

失比率隨著兩極與季節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是臭氧層的流正

以每年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九的比例持續增加中(WMO, Atmos

phen·c Ozone, various years) 。美國太空總署(NASA)科學家估

計，在一九八O年代每年的臭氧流失比率平均值為百分之三，

而此數據似乎沒有減弱的跡象(Parson, 1993) 。

世界海洋和水域所面臨的環境威脅具備多元性、相互關聯

性與複雜性等特質，主要的環境問題十分廣泛，包括過度獵捕

導致漁類及其他海洋動物被濫捕殆藎；大氣變化的影響導致海

平面上升；沿岸地區的氾濫與侵蝕威脅增加，周圍海域的溫度

產生改變；海洋環境因開採石油與礦產而受到的影響；更嚴重

的是大量排入海中的污染廢棄物，包括各種營養素、病原體、

油品、有機化合物、放射性廢料、重金屬、固態廢棄物（包括

工業產出和家，戶產出）、塑膠與其他雜物(Hinrichsen, 1990; 

Mitchell, 1993) 。在我們討論海洋環境惡化時，很重要的一點是

必須審慎地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因為許多海洋污染的成因與分

佈乃屬於地方局部的性質。最明顯的是，即使設有綿長的污水

排出管，地方的汙水產出仍會汙染當地的海岸線及沙灘。同樣

地，地方性的工業排放物質與國內隨河川行經路線累積的污染

物影響範圍，亦僅止於當地海岸線的狹窄延伸。然而，隨著長

時間的累積，這些污染源可能會經由開放式海洋而流經各國，

對共同海洋環境造成污染，也只有在上述情況下，我們才能合

理地討論海洋污染的區域化或全球化，但是我們很難藉由這些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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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獲得精確的統計評估，不同污染物的來源與目的地追溯

是眾所公言蔥的難題，因此在有關海洋污染的案例硏究中，僅能

描繪概略的情況。

美國擁有相當獨特的海洋環境型態，從東到西擁有相當寛

廣的海岸地帶，東部瀕臨大西洋、西部緊鄰太平洋、北邊以北

399 極海與阿拉斯加區隔丶南邊則以地位重要的區域性半封閉海灣

（墨西哥灣）為邊界，這也成爲美國最常被討論的國際議題之

。美國與墨西哥共享墨西哥灣與加勒比海西岸，這些共同的

海洋資產爲兩國帶來豐碩的漁獲量，然而，隨著石油開採與分

配畠］題的出現，沿海地區的住宅與工業開發逐漸擴大，其中尤

以佛羅里達州的開發程度居冠，日益嚴重旳污染問題成為眾所

關注的焦點，這些發展不但導致漁獲量減少，當地的環境污染

也對觀光業與退休養老等相關產業造成衝擊。

日本屬於海島型國家，擁有廣闊的臨海土地；東以太平洋

為天然疆界，西部瀕臨半封閉式的日本海。戰後數十年間，日

本的海洋污染程度迅速升高，於一九六O年代與一九七O年代

達到顛峰。此時正值日本重工業化的發展高峰，日漸顯露的污

染後果迫使日本對工業活動實施小幅的環境規範(OECD,

1991b) ，然而，實際上的污染情況並未明顯改善。換言之，日

本海域所面臨的大量環境問題是由國內因素而非國際因素造

成。沿岸地區的大量開發、沿海地區的重大都市與工業建設、

大規模的石油進口運輸，都是造成日本海域大量污染的元兇。

歐洲國家在海岸線長度與海洋環境條件上有截然不同的

差異（關於歐洲的海洋與污染，參見P. Hass, 1990, 1993) ，這些

國家最重要的區城海域包括北海、波羅的海和地中海，這些海

域普遍被過度使用，其海岸線亦遭到密集污染，北海則因為海

域封閉程度較低，開發及污染程度較輕微。波羅的海與地中海

僅以狹隘出口聯繫著外部寬廣延亙的海洋，內部海域的流動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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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十分緩慢此亦導致海中污染物長期集中留滯的情形遠較其

他地區嚴重。北海是北歐許多重要河川的出口海，也連帶成爲

重要的工業與農業污水排放出D 。波羅的海與地中海的情況相

去不遠，只不過它們遠必須面對已開發國家與惻發中國家海岸

線混合的問題，這些國家對於減少污染、污水處理與排放管制

標準截然不同，有鑑於此，海洋污染管制已成為此區特殊的政

治爭辯謊題。

二、國家涉入與人口過剩：人口統計與資源

礦產儲量與有機原料的消耗殆盡以及動植物種旳滅絕是

過去二十年來環保學者最熱衷關切的話題。當然，如同本章第

二節所討論的，資源消耗與短缺的實際問題由來已久，透過觀

察家的解釋與價格統計數值的分析，我們在質與量方面均有充

分的證據證實前現代社會的嚴重資源短缺問題，這些說明與分

析反映了迫切而實際的資源短缺危機。然而，早在一九七O年

代初期由羅閂俱樂部所出版的《發展的限制》(L血its to Growt沁

及生態學者出版的《生存藍圖》 (BJuepnntfor SurvIVa])中，自

然資源有限的本質便固定會被納入環境議題中(Meadows et al., 

1972; The Ecologist, 1972) 。

然而，由於最近幾年環境議題在各地均備受重視，資源短 400

缺的重要庄因而益發凸顯，此外尙有兩項因素吸引了大眾對資

源短缺問題的重視。第一，根據各項先進硏究，顯示地球資源

的消耗並不僅止於羆機原料，南半球無可取代的熱帶雨林在過

去十五年中，由於人為砍伐、農業型態的變更與大規模公共建

設計劃等因素，而以史無前例的速度逐漸消失。這些熱帶雨林

除了對當地人民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以外，也具有全球性的廣

泛影響。雨林的消失攸關世界氣候變化（因為雨林藉由光合作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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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吸收二氧化碳並製造氧氣），實際上也可能使大批知名或不

知名的雨林區動植物隨之絕跡。這樣的損失伴隨著另一層更普

遍的意義：即地球生物多樣性的縮減。有鑑於此，國際社會近

年來已不斷地積極推動面臨威脅的大型哺乳動物保育運動，包

括熊貓、象、鯨及大型貓科動物。

第二個引發群眾關心資源短缺及其全球意義的原因，在於

必然胜的全球人口成長與全球普及工業化。雖然人口成長的問

題從未脫雕環境鸊邏，但是全球開發中國家迅速蔓延的工業化

腳步，卻是助長人口成長躍升為環境問題的決定性要素，人口

增加無疑地將擴大資源肩耗。依據聯合國相關機構的預估結果

顯示，要使世界延續的全球人口總數最好穩定在一百二十億人

左右(UNFPA, 1994) ，這項估計值約為現今全球人口總數的二

咕五倍，而且這是以生活在工業化社會下的人口為預估基準。

中國人口總數已經突破十億人，環太平洋地區的人口數量也逼

近十五億，被壓縮的工業革命使資源消耗問題的姐切程度超乎

預期。所有事物均是相等的，丁業化程度愈高則全球人口愈

多，這同時也意味著污染程度與資源消耗程度愈高。而且，在

考慮人口成長問題時，關注焦點並不僅止於人口過剩造成原物

料短缺的國家之政冶面議題，應該將焦點擴及更廣泛的計會失

序、群眾遷徙、政治穩定等議題。在現階段我們還不可能精確

地評估原料短缺的程度，而人口成長與社會、政治失序的問題

將陷入相互吞噬的循環。與其將焦點置於有關未來的籠統預

測，我們寧可透過以下六個國家的案例硏究來對全球議題進行

更深入的考量。

這些案例硏究國家皆屬資源消耗問題的直接貢獻者，未來

也將受到全球人口成長、原料耗盡、政治經濟與人口負荷超載

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各國受到全球資源短缺的影響程度將反映

於各國在化石燃料和其他原料的消耗上，也會反映在該國所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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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美國與印度的天然資源消耗， 1991

美國消耗量 印度消耗量 美國／印度比率

鋁 4,137 420 34:1 
銅 2,057 157 45:1 
粗鋼 93,325 20,300 16:1 
鎳 138 15 31:1 
磷酸石 40,177 2,381 58:1 
煤 672,036 184,992 12:1 
石油 66,632 53,294 43:1 
天然氣（四焦耳） 21,387,719 397,250 184:1 
柢漿用木材（一千立方公分） 136,377 1,208 386:1 
單位：干蘋，特別標示者除外。

資料來源：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5 

表8.3 ：工業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相對資源消耗水準•1986-1990

工業化國家 開發中國家

化石燃料（十億焦耳丨每人） 160.1 17.3 
鋁（公噸／每百人） 14.1 0.7 
圓材（立方公尺／每人） 1.3 0.5 
牛肉（公斤／每人） 27.2 4.3 
棉（公斤丨每人） 5.4 2.6 
資料來源：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5. 

的全球渔獲量比例及其稀有動植物與熱帶雨林產物的貿易額

上。此一議題的關鍵分界與其說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各國間

的差異，不如說是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差異。這樣的結果幾

乎從任何一項擇定的檢驗指標中皆能得到清晰的驗證，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各國人民構成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未來數

十年間此一比例還會再減少。一九八八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國家所消耗的能源佔全球總能源消耗量的百分之五十一，如同

先前所提，其中包括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禍首氟氯碳化物及二

氧化硫、＝氧化氮等氣體。西方國家經濟活動所結合的能源較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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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摘錄自 Brown et al., 1997b, 以世界糧食紐織的估計為綦礎。

圖8. 5 ：全球漁獲量，一九五0年到一九九五年

偏向化石燃料，南方非工業化國家則多使用可循環利用的木材

與肥料（雖然西方國家更常使用核燃料）。現今的能源消耗率固

然重要，但我們有必要將過去的能源使用率同時納入考量，因

此目前所達到的狀況是基於近一世紀來，南北半球不平均的能

源使用率所累積而成。如果我們將檢驗焦點轉移至礦物與金屬

等其他原料的使用，我們會發現南北半球的資源消耗率如非更

不對稱就是相去不遠(Westing, 1986; Wou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5) 。表 8.2與表8.3的數據凸顯了此－－不對稱的比例，資源消

耗量驚人的美國與資源消耗量最少的印度相較之下，更凸顯了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總資源消耗率的廣泛

比較。

考慮到世界多數地區的漁業均有小規模與缺乏紀律約束

的特質，加上許多漁業從業者總是竭盡所能地逃避規範，全球

402 渔獲量的估計必須更加謹慎。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估計（參見圖8.5) ，全球總漁獲量從一九七O年代的六千

萬噸增加到一九九0年代的八千四百五十萬噸(FAO, 1994; 

McGoodwin, 1990,;0ECD, 1991a; Peterson, 1993) ，在總漁獲量

中，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囊括一九七0年代的百分之四十一，

一九八八年的相對比例則下降至百分之三十七，然而，這段期

問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各國的人口成長率遠較世界其他地區

緩慢，但其資源消耗量的成長卻比世界其他地區更為迅速。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中，以日本為最大漁獲消費國，該國總人口

僅佔世界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卻捕獲世界總漁獲量的百分之

十四提供國內消費，與日本份量相等的漁獲消費大國包括挪威

與丹麥，西班牙與英國則尾隨於後。因此，撇開開發中國家不

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各國的漁獲量，遠超過了世界糧食組

織估計足以供應全球需求的漁獲量，世界十五大漁業區中至少

有十三區的漁獲存量嚴重耗損(Ancharya, 1996) ，包括地中海、

黑海、東北太平洋等漁場皆面臨同樣的危機，大西洋海域的多

數漁場則擺盪於勉強維持的邊緣。在這些傳統漁場漸趨衰微

後，世界各地的漁船作業海域開始愈拉愈遠，對海洋生態的威

脅亦隨之增加。當與目俱增的海洋污染程度與海洋食物鏈所累

積的有毒物質被納入考慮時，耒來全球漁獲量的前景著實湛

慮，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對海洋的過度利用也造成問題的惡

化。

普遍而言，全球的森林利用亦面臨同樣的危機，尤以熱帶

雨林的情況特別儼重(Myers, 1986; Nectoux and Dudley, 1987; 

Hecht and Cockburn, 1989; Nectoux and Kuroda, 1989) 。森林是一

種龐大的經濟與生憊資源，其中又以木材的使用最為重要。木

材是許多工業產品與工業生產過程中的重要元素，主要用於燃

料、紙類製品或以紙漿為基礎的產品，同時也是木匠業、門窗

業與家具業的主要原料。以生態的觀點而言，森林提供了龐大

的原始生物多樣性寶庫，如同我們之前所關注的，森林同時也

是全球大氣與氣候系統的重要元素。雖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各國的內部仍存在許多地方性與全國性的問題，但西方森林的

生憊穩定性卻相對地偏高，生態系統與經濟體系的經營管理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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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6: 熱帶森林砍伐率估計，一九六0年到一九九O年

為得晶。無論如何，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王要國家在早詛工

業化浪潮中，便已將領上內的森林資游消耗殆盡。現今最大的

環境壓力普遍來自於開發中國家灼森林資源，尤其是熱帶雨林

區。在開發中國家與熱帶市林區仔在薯大量的國內壓力，加速

了環境惡化，來自個案研究國家的龐大外部壓力，同時也無情

池加速全球森林纇境惡化過程。

如同往例，許多單位機構的估計多偏向理論層面，以聯合

國糧食及農業組紘（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爲例，該

組織在一九八O年代初期估計未來四」五年全球將損失百分

之十六至十八的熱帶雨林，一九八O仟代末期，該組織預估熱

帶雨林的流失比例在二0三五年將達到百分之三十至三十

。已開發國家中每年的森林沇失率各有不同，以目前忙佔計

大洋開每年約損失百分之零點一三清叮卅則升高到白分之－點

二（參見圖8.6)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從開發中國家大量進

口木材製品，對於駒發中國家森林資源的耗扣有助紂為虐之

嫌。的確，這些國家每年進口的木材製品數量佔了全球木製品

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三，而其中有百分之九［的針葉軟本、紙漿

與紙類必需品來自於南方國家，它們也是主要進口最稀有昂貴

且生態上備受威脅的落葉砌木與熱帶林材旳國家，這些國家富

然必須為森林資源的沇失負起責任，但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國家的國內木材生產與消耗型態不盡相同，日本與法國偏愛熱

帶産品，瑞典偏好的產品則較受侷限。

三、國家涉入與跨國污染

全琮最嚴重的跨國污染問題莫過於酸雨和隨著河川移動

的化學廢棄物問題。更進一步的重大威脅則是由於核能裝置的

例行I、生排放或意外事件而造成放射性元素隨風移動。我們對此 404

部分的探討焦甿包括酸工、有砉廢棄物及核能工業。

酸雨的傳遞不需要透過任何物珅媒介，因此其影響遁及六

國（參見Boehmer-Christiansen and Skea, 1991; Levy, 1993) 。化石

燃帽燃燒（主要為發電廠與引擎燃燒）所產生的二氧化硫與了

氧化氮溶於大氣中所含的水而產生硫酸及硝酸，這些酸性物質

藉由空氣流動售以遠距離傳播，最後以亁燥、降工及郿縮等型

態回歸地表與海平面。這些酸性沉澱物對湖泊與河川造成重大

影喜，水中酸鹼值的啟變可能直接影響計多動植物的生存，沈

澱物所釋放出的含毒重金屬也可能導致同樣的後果。酸雨在陸

地L最受關切的後果包括森林土壤的酸化及對林木的危害，而

酸市沉澱也可能造成都市區域的土石與磚瓦產生腐蝕現像。

九八八行全球－氧化硫的總排放量約為九千九百萬

噸，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由繹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所產生

（參見圖 8. 7) ，而此區人口僅佔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但是

未來數十年這種不均衡的狀況可愧趨向平衡，因為叮當經濟合

作暨發展祖織各國的三氧化硫產出逐漸減少或漸趨穩定的同

時，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政策卻反其道而行。一九七O年代的

－氧化硫排放值大致與各國內部的經濟開發規模呈正向關

聯，然而此一瞞聯性在－九八O年代晚期不再那麼明顯，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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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7: 全球二氧化硫與二氧化氮排放量，一九八0年代晚期

英美兩國芝要的徑濟活動模式仍舊產生大蜇酸性的污染物

40 頁，而其他四侗案例圄究國家閂透過虛源生產型態的改變鉭污

朵管制，逐步降低其硫化物排放量。值得注意的是，涇濟合作

暨側發組織以外的兩大1流化物排放來源為前蘇聯解散後的各

共和國與中國。

每個國家的跨國污染排放或沉澱狀況都不盡相同。日本較

少跨國酸性物質沉澱的情況，也少見禍及鄰近區域的跨國污

染，這樣的秸果一部分可歸結於日本距離亞洲大陸較遠，另外

則是當地季風與氣候條件使然。然而，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區

域［生的酸雨跨國污染問顧在亞洲東部和環太平洋地帶有日趨

嚴重的態勢主業化腳步的加速與虛游需戾的增加，導致人尸

密度居高不「的此區開始經歷變化多端的跨國污染廛夢。一九

九七年一場幾乎征服印尼的森林大火為這樣的發展趨勢透露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琮化與環境

些許端倪，這場森林大火所造成的濃密煙霧危害甚至遠達吉隆

坡，同時引發東南亞國協(ASEAN, 包括新加波、馬來西亞丶

菲津賓、泰國、印尼等國）的區域反應。美國也受到了來自加

拿大與墨西哥的巖重酸性沉澱物影譬，其東北部更經歷嚴重的

環境惡化危機。然而，以國際政治的觀點而言，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酸［生沉澱物與實際的環境危害，相較於美國禍及南北兩鄰

國的酸雨量則顯得相形見絀。

歐洲各國的酸雨來源呈現大幅的差異(French, 1990) ，一九

八O年代晚期，污渠稈度最高的荷蘭、瑞士與奧地利等國，其

國內百分之七卜的酸［生沉澱物質是來自疆界以外的其他國

家，屬於中等污染程度的瑞典、應國舆法國則分別有百分之五

十八、百分之四十五及百分之三十四的沉澱牣源於國外；而污

染程度最低的英國則僅有百分之十二的酸［生沉轂物來自汜

外。在我們的案例硏究國家中，歐洲四國對其他國家的污染均

必須負起責任，英國與德國尤其被認為必須為北歐、法國與荷

比盧三國的污染負責。源於國外的酸性沉澱物和整體沉澱物的

程度，與各國熱切簽署防止大幅跨國污染的各項公約有一定的

關聯 Q

從哪些意義七，我們可以認定核子工業與核能發電廠促成

了環境危襪與環境污染的全球化？首先必多頁界定核能發電廠

所產生的危機與威脅穆類（參見Kemp, 1992; Blowers and Lowry, 

1991) ，這些威脅主要來自於核壬燃料循環的燃料與副產品所

具備的放射性特徵，核子物質的影響強度與存續期誾不盡相

同，但其中某些放射性元素（如鍚元素）卻會長期存續，使上地

無法利用，人類賴以生存的空氣無法獲得供給，其威力足以迅

速扼殺數代人類與動植物的生存空間。核能發電是一項極其複

絆的工作，電力存核子反應爐中產生，然而這只是其中一小部

分，除此之外還羞涉到鈾硐的開採、處珅、提煉並連送至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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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一旦燃料棒使用完必須移除並冷卻，依據所使用之核子反

應爐技倆的種類差異，使用過的燃料可能被處理掉或再製利

用，再製利用主要以鏤元素為主，它是核子反應產生的副產

品，可作為武器製造的原料基礎或用於快速滋生反應爐中再次

產生電力，即使將這樣的額外流程置入燃料循環，最終核廢料

406 的處理問題仍舊存在。所謂核廢料意謂使用過的燃料以及燃料

冷郤和儲存過程中使用的大量水源，除此之外尙包括核能循環

中因為使用或接近而產生放射性的核能發電廠房和機器設

備。因此核能所呈現的環境威脅包括直接外洩到環境中的放

射性物質；核能提煉廠、發電廠及處理廠所排放的放射性污

水與氣體；低階、中階與高階核廢料所產生的輻射外洩。最

大的威脅在於核子反應爐故障的潛在問題，一旦反應爐運作

失去控制，可能導致大量幅射外洩無可挽回。

有鑑於這些危機旳概略描述，我們可以從很多方面說明核

子工業確實促成環境惡化與環境危機的全球化。首先，世界各

國逐漸增加的核子技術與核能設施，促使重大核能意外的統計

可能性與地理範圍大幅增加，其潛圧範圍甚至擴及全球。其

次，核子技術與核能設備的增加趨勢，提高了例行性低階放射

性物質的排放數量，這些放射性物質可能藉由空氣和水穿越國

家疆界。第三，某些國家以傾倒入海旳方式處理所產生的大量

低階核廢料，如此一來核能污染勢必散播至全球及區域共同環

境。最後，高階核廢料的儲存與再製利用工作甚為複雜且成本

浩大，因此只有少數國家有足夠的準備與能力來從事必要設拖

的建設工作，特別是英國與法國。這種情況促成積極且規模逐

漸擴大的核廢料處理貿易，此一發展不僅導致核能危機迪方

化，將核能危機由世界各地集中於特定地區，同時也由於跨越

大範圍旳海洋、陸地運輸放射性物質而導致全球核能危機升

高。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球化與環境

我們所研究的六個案例國家中，儘管各國對於新發電廠的

設立均有所規範，瑞典甚至設定了去除核子反應爐的預定時程

表，但這些國家仍然存在許多民間核子工業。因此，這六個國

家之鄰國與國內人民可能備受各種不同的核能污染威脅，這些

問題在德圍與法國特別嚴重，因為這兩個國家有許多陸地邊界

位於密集污染區，其他四個區家則或多或少必須為核子技術與核

能發電廠的販售負起主要青任，許多國家因企圖建立自己的核能

電力工業而求助於擁有核子技術優勢的國家。在核子技術領域

上，美國與法囤長期以來穩居領導地位，英國的核子出口雖囿於

技術品質的限制，但其致力於核子工業的程度並不亞於美法。

一九七0年僅有十七個國家擁有可實際運作的核能發電

廠，其中屬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以外的國家只有前蘇聯、搪

克、東德與印度；一九七六年阿根廷、保加利亞與巴基斯坦

加入核能發電廠的運作陣容，使得此一數量增加至二十個；

一九八O年擁有核能電廠的國家數量持續累積，核子技術、

設備與威脅的地理範圍均較之前大幅擴散；一九七六年至一

九八O年期誾，包括澳洲、巴西、芬蘭、匈牙利、伊朗、南

韓與台灣等國首次展開核子反應爐的運作，核能國家的數量

再度攀升至二十七國；一九九0年代伊朗與義大利通過的新

反應瀘計劃似乎促使核子擴散顛峰暫告停歇，僅有巴西、墨

西哥與南非成為國家核子俱樂部的新會員(World Watch Insti

tute, 1992) 。英法兩國因為建立商業化的核子再製處理設備而

別具一格，包括英國坎布里(Cumbria)的托普(Thorp)處理廠與

法國的海格(CaP. La Hague)處理廠。這些工廠普遍依賴與德

國、日本能源公用事業所締結的龐大長期再處理合約，以維 407

持其中、長期財務開支。

全球與區域環境問題的最後一種國家涉入型態，是直接由

經濟交易本身產生的跨國污染，既不是經濟交易的外在形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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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亦非共同資源的經濟開發而引發起不足或過度利用問

題 b 這種跨國污染的型態主要可從三方面來看：首先是有害廢

棄物的國際貿易問題，許多工廠在國家內部產生有毒廢棄物，

卻將後續的廢棄物處理與儲存問題運往國外進行。其次，環境

惡化可能導因於有害產品的跨國出口而對環境造成危害；這種

情況通常是設有環保買賣禁令的國家將有害製品販售給沒有

類似禁令的國家，殺蟲劑與製藥業即屬此種做法的最佳範例

(Paarlberg, 1993) 。第三，在生産型態邁向國際亻七的環境趨勢

中，無論是新公司和國外子公司的設立，或是實際生產力從一

國遷移至他國，這些情況往往伴隨大規模污染且產生大量廢棄

物。然而世界銀行曾針對此一議題進行調査，該組織認為無論

是在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之間，抑或環保法規規範嚴格的政府

與環保法規規範鬆散的政府之間，我們並無足夠的證據證實高

污染工業的分佈與位置有確實產生重大轉變(World Bank, 

1993) 。雖然開發中國家的產出與貿易中，高污染工業的比例

急遽增加，但是從當地工業化的觀點而言卻是可以理解的。在

某些無法有效解釋這些轉變的國家中，促成產業遷移的較可能

解釋，在於勞工成本的差異而非低環保標準下的競爭優勢（參

見第五章），在本節中我們將焦點置於有害廢棄物的國際貿易。

任何關於有害廢棄物國際貿易的量化說明往往為許多重

大問題所苦(Davis, 1993; Greenpeace, 1993; OECD, 1994b) 。第一

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即有害磨棄物的定義相當複雜而多

變，且往往涉及高度政治化的處理。現代社會產生污染物及跨

越疆界散佈污染物的能力，再度超越了政府機構追蹤、監控污

染物來源、流向與後果的能力。一九七O年代初期之前，多數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對廢棄物的管理架構仍只具備基本
雛形在分析層面與法律層面均未能區分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已

同固態或液態廢棄物種類，直到－－九七O年代爆發一連串廢棄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球化與環境

物處理醜閼之後，才逐步建立評斷有毒廢棄物的法定架構，美

國的愛渠事件(Love Canal incident)與瑞典的化學農藥醜閆(BT

Chemie scandal)促成法定機構的設立，專職追蹤有害廢棄物的

產生來源並防止廢棄物對環境造成危害。目前從各國政府單位

或國際機構取得的數據資料不可能有太多關於一九七O年代晚

期之前的資料，然而這些確實存在的數擄資料卻無法互相比較，

因為有關有害廢棄物控制的立法與定義架構呈現了極端的變化。

近幾年國際機溝花費許多心思企圖建立全球一致同意的

有害廢棄物名單，名列其中的有害廢棄物大多為全球所普遍認

同者，由此可見國際機構企圖建立可資依循的廢棄物認定標

準。通常被歸類為有害廢棄物種類的包括廢棄油品、初次使用

後的廢棄浴劑、金屬製品及金屬碎屑、電子元件（特別是電容

器）中旳多氯聯苯(PCBs) 、油漆塗料沉澱物、其他重金屬廢棄

物及汞元素化合物。在過去＝十年中，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 408

家的有害廢棄物處理管制漸趨嚴格，因應政策規範所付出的成

本亦呈穩定累積。一系列的國際條約確實對廢棄物傾倒入海洋

的現像做出了有效規範，完全淘汰以海洋為基礎的焚化方式；

在陸地方面，有關陸地囤積的管理規範亦禁止有害廢棄物非法

囤積於不當地點，在這些相關的規範下，有害廢棄物的處埋只

得採取循環利用或以陸地為基礎的焚化方式進行。然而使用這

些方式的成本迅速地在攀升，此種情況在陸地焚化規範嚴恪的

國家更是大幅提高成本。選擇性減少、立法更嚴謹、國家規範

更巖格以及成本增加等因素的結合，成爲確立有害廢棄物國際

貿易背後的主要推動力。

一九八0年代初期發展出兩種有害廢棄物的貿易型態，第
一種類型發生在經濟合作暨發農組織內部，第二種類型則存在

潼莖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特別是非洲

與中歐、東歐國家。在第一種交易類型中，許多經濟合作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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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組織國家成為其他國家的有毒廢棄物儲存倉，這些廢棄物大多

等著再製利用或被掩埋，英法兩國成爲有毒廢棄物的主要進口

者，耗費大量焚化設備以因應這些需求，特別是某些缺乏有效技

術設備或有設立昂貴焚化廠需求的小國（如愛爾蘭、挪威），或是

面臨國內嚴格立法規範的大規模有害廢棄物生產者（如德國與瑞

士），琨典則因爲提供挪威與芬蘭部分焚化服務而歸為此類。

第二種貿易型態主要介於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之間，或北

方國家與南方國家之間，此種貿易型態興起的主要因素與經濟

合作暨發展國家內部貿易相去不遠，唯一差異在於此類貿易型

態往往牽涉更多利潤，通常屬於非法型態且對環境造成危害

(Greenpeace, 1993) 。無論是非法或合法運送廢棄物的船隻均必

須經由我們的案例硏究國家到達西非、東歐與東南亞局部地

區。對接受廢棄物的國家而言，並非所有運送船隻均取得政府

的合法允許，所有廢棄物也不盡然都有正確的標示。許多標示

為無害產品、特殊化學製品、可循環利用或再使用等產品，最

後卻髪成具備高度危險性，簡陋封裝的混雜有害廢棄物。這些

有害廢棄物很少在運抵當地時便即時焚化，廢棄物往往在缺乏

適當個存形式或乏人監督的情況下隨意傾圀於陸地或海洋，這

些缺乏管理的亂象最後往往使當地環境面臨龐大而致命旳污

染威脅。然而除了具備循環利用性質的產品以外，聯合國環境

計劃署在巴塞爾公約中對有害廢棄物的國際貿易做出規範，明

訂南北方與東西方國家的有害廢棄物貿易為非法。

伍、當代全球環境變遷型態及其政治影響

由本章所呈現的證據基礎中（包括表格8.1與表格8.2) ，我們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球化與環境

不難歸納出當代環境全球化型態的結論 U『先，儘管環境議題
（無論是地方性、區域性或全琮性）的發展有一段長期歷史，我 409

們卻昭爲當代環境惡化的型態比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刻皆更

具備全球化特質，同時為人類生活帶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

危機與威脅。從西方令人目眩的高度繁榮中，我們以上所抱持

的觀點係有其因果關聯可循，其中或許有幾分諷刺意味｝U[
次，這些威脅與危機的涵蓋範圍包括真正全球性（如臭氧層消

耗與全球暖化）、聞接全球性（如資源消耗與人口過剩影響）、特

定區域注（如海洋污染）以及雙邊、越境或單純的國內性和地方

性問題。每個國家牽涉到的環境問題領域及程度規模不盡相

同，因此各國的國際環境利益、活動與承諾之結果也有所差

異。但是很清楚的一點是，我們無法輕易地僅從國際環境問題

的介入程度窺得環境政治的全貌。

如何轉換隠國內政冷罕旦

是

［第三，儘管戰後時期的環境問題與政治問題悉數經歷過無
可否認的全球化過程，但是在尙未檢視經濟事務的全球化之

前，我們仍舊無法領會環境惡化的發展及其引發的政治反應。

在經濟領域中，部分國際環境問題的起源與特徵可以追溯到某

些全球現象，從西方國家一路蔓延至南方與東方國家的全球工

業化浪潮，大幅增加了環境污染的地理影響可及範圍，也同時

增加了地球整體的資源消耗量。這些帶有特殊國家與地方因果

因素痕跡的工業化型態，由西方帶動的經濟發展模型（包括右

派與左派）在全球擴散所形塑。］
此外，在這些環境無法負荷的工業化風潮中，詰如世界銀

行之類的國際經濟機制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為這些發展提

供部分資本輿基礎建設，也提供許多經濟「建言」(Schwartzman,

1986; Bank Information Centre, 1990) 。在極度脆弱的經濟體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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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影響的環境下，這些發展過程陷入了環境惡化與經濟衰退

的惡性循環，部分先前基礎不穩的南方工業化經濟體，更因全

球經濟蕭條而備受衝擊，過去二十年中，原物料價格與出口收

益暴跌，國際資本市場謝絕某些國家的貸款需求或實施高利率

壓力的緊縮政策。這些全球經濟限制與環境惡化過程之間的因

果歷程頗為複雜。例如，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大多數撒哈拉沙

漠以南的非洲國家沒有能力維持一定的經濟成長率，以確保迅

速擴張的人口維持足夠的人均消費水準，此一結果部分可歸咎

於國家領導的失敗舆農業措施的不當，這也導致非洲農業耕作

土地逐漸邁入生態衰竭的命運。然而我們同樣可以合理地認為

國際經濟限制對於這樣的結果也扮演著一定程度的影響角色。

有鑑於此，此項史興前例的全球環境威脅程度，可能對先

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主權與自主性產生哪些影響？我們認

為二十世紀末的全球環境危機與威脅可能對先進資本主義肚

410 會國家的決策面、制度面、圄域分佈面與結構面產生影響。全

球環境危機與威脅甚至對最強勢有力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大

國之主權與自主性本質造成影響，環境全球化所引發的問題遠

勝於其他任一種全球化型態。

一、決策面與制度面影響：環境政治與政策

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最強而有力的資源是透過澹任國

家公職與控制立法計劃等途徑，而在國內政治競技場中設定政

治議題的能力，這樣的權力並非絕對或完全沒有競爭性，但卻

可以有效地將某些議題排除於主流言論之外。無論各國國內環

保運動的條件為何，在全球有關環境言論、環保運動與環保機

制的成長趨勢下，很少國家能完全將環保議題排除於公共議題

之外，或防止其環境問題曝光；在這方面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球化與環境

家特別容易受到責難。然而，普遍而言，國內環保壓力仍舊是

推動環境規範與管制的關鍵力量，國際壓力對國內政策的影響

則並不僅止於環境議題。以全球暖化問題的因果起源而言，諸

如運輸、農業、林業與能源生產等國內主要政冶領域逐漸成

形，也開始受到國際義務與國際期望的制約，此種發展情況亦

反應於某些圜家機制的轉變，如運輸與農業等傳統上的孤立部

會多數成為國際部門，建立定期性的國際聯繫與跨國政府間的

網絡系統。

然而，環境全球化已改變了政治議題形成中的權力均衡狀

態，也改變了各國政治人物必須考量的政治行為者範圍，龐大

國家機器核心的政冶體系與官僚體系亦產生轉變，然而並非所

有先進資本主義社會鹵家都有能力執行、管制並監控這些轉變

所引發的環境與經濟變遷型態。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環保

機構疑費了近三十年的時間，方達成監控自己國家環境所需的

充分立法與行政權力、科學專業人士的培養及足夠的預算資

源。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中許多對主要生產者與消費者團體

有不利暗示的環保政策，與日常生活中難以達成的環保實際行

動，導致很少有政府願意接受這些高政治成本的環保政策（無

論是強迫性或催化反應），但是這些環保政策往往可能使各國

的經濟與祉會實踐達到維護全球環境的要求。

二、區域分佈與結構面影響：全球的共同命運？

先進資本主義祉會圍家的主要壓力分別來自於共同的環

境問題、國際機制以及其他國家，這些壓力端視各國涉入環境

議題的程度與國家利益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對於位居領導地位 411

而主張環境保護立場的國家而言，國際機制形同提供一種迫使

其他國家採納相同高環保標準的手段，藉此降低國內環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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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必須承擔的國際競爭損失。相反地，儘管落後國家所追求

的嚴格標準已超出國家能力的負擔，它們卻可以利用這些國際

機制作為達成其他外交政策目標、轉移國內批評或獲取相關資

訊技術的手段，偶爾可能藉此得到較富裕國家的資金援助。然

而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全球生態衰退時，主要的關鍵問題在於國

際環保機制實際上是否能在國內基礎上解決全球的環境問

題。如果以規範觀點取代實際觀點來看，這一方面是將政治權

力從國內機制轉移至國際機制，另一方面則是將權力從民主的

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轉移至非民主且無法承擔政治責任的

國際機制。我們至少必須釐清其中所牽涉的政冶議題與權衡取

捨。我們可以透過以下兩個案例闡明這些蟻題。

就實用性與功效的觀點而言，臭氧消耗與氟氯碳化物管制

的歷史位於卒衡板的正面端，一九七0年代與一九八0年代以

來的後續交涉與協定確立了多邊協商的共同國際架構，在面對

不確定的環境時也有助於建立科學共識。於此基礎之上，我們

證實在政治上可能改變氟氯碳化物的製造與消耗，首先從西方

國家著手，再漸進往南方國家推動。然而協商的腳步相較於環

境惡化的速度卻綏慢得令人擔憂，與臭氧層消耗相關的政治活

動相對較簡單（生產者較少、有可能的替代品、許多為非必要

利用），也不可能在其他環境背景中被複製。

全球暖化的案例可以說明國際環保機制迄今未能針對許

多環境鬨題提出長久解決之道的部分原因。有關環境威脅範圍

與規模的共識始終難以達成：同樣地，對於過去全球暖化問題

的產生該由誰承擔責任，或過去促成全球暖化者在未來的補償

程度如何，向來是眾說紛紜而缺乏定論。從環境成本與能源、

農業與運輸等主要經濟部門成本改變的角度而言，全球暖化強

力暗示了有關這些成本分攤的協議是相當複雜且困難的棘手

問題。不同國家與這些國家內部不同經濟部門所存在的利益差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琮化與環境

異，導致了協商難度倍增，即使在某些國家可能針對成本與威

脅達成協議，然而國際機制仍舊缺乏強迫其他國家妥協、做出

重大讓步，或採取單獨行動的道德影響力與實際執行權力。

綜上所述，民族國家可能藉由不採取行動與拖延決策的方

式有效地否決協議，對於不遵守協議的國家亦缺乏有效的強制

執行機制。但是這樣的機制確實存在，這些過程與結果是否符

合民主原則也引起各方爭議。國際協商盛況背後的真相是各國

政府甚少面臨來自政黨或環保運動的重大廠內壓力，雖然環保

非政府組織(NGOs)在這些體制中運作的空間正在開放當中，但

其仍嫌狹隘，各厰內部缺乏可以表達公民意見或檢驗環境共同

體命運的重要機制。然而在面臨如此龐大的全球共同問題之 412

際，沒有一項議題像環境議題這樣，足以使國家自主性與主權

的維持有潛在的退卻危機，或因爲缺乏政治責任而造成難以彌

補的遺憾。

全球暖化、臭氧消耗與資源短缺等環境問題所產生的「環

境的命運共同體」 (environmental community of fate)遠大於任何

一個民族國家，此種觀點的產生全拜跨國界污染與環境互賴性

所賜。當代政冶一體感的合理範圍以及權利、義務與責任的對

等程度，不再侷限於過去的單一國家程度，生態系統與環境惡

化的地理涵蓋範圍顯然輕易地就超越了國家主權管轄範圍，即

使是主權涵蓋範圍最大的先進資本主義計會國家也不例外。沒

有任何鬬家擁有控制其空氣品質、防止污染隨風移動的自主能

力，更無法避免其環境決策的所有負面後果蔓延至疆界以外其

他國家。此外，儘管國家的重大利益危在旦夕，但在國家主權

有效影響範圍的保衛與延伸上，傳統的國家主權堡壘（即軍事

力量）可說是有害無益。有鑑於此，我們不難相僧傳統的國際

政治關注焦點與囿家安全定義已經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參見

第二章， Myers, 1993b)' 跨國界污染、區域共同環境與國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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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事務等問題的地理影響規模亦有相同的推論。因此，為找出

這些共同威脅的集體解決方案而發展出的多樣性條約、制度、

協議與計劃並不令人意外。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瞭酵到，在

面對環境問題與政冶活動的全球化趨勢時，國家主權與自主性

正面臨必須重新談判的新局面。

胡瑞爾(Andrew Hurrell)認爲環境全球化對先進資本主義祖

會國家產生三項結構性的影響結果，此三項結果對上述議題有

焦點式描翰(Hurrell, 1994) 。首先，國際體制、條約與組織的制

度化，可能使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之法律主權與規範主權的

要素出現問題，但是制度化並不必然保誇這些圍家都具備控制

環境危機的能力。其次，以國內層級而言，無論政冶人物的意

圖為何，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在地方性環境問題或全球性環

境問題的處理上可能心有餘而力不足，缺乏足夠的自主能力。

這兩項結果均促成第三項結構性影響：由於先進資本主義社會

國家本身的能力不足以處理環境問題，這使其在國內的正當性

遭致明顯的挑戰。亻止武們皿三認為民族區家可能走向終點，而
～一·. - - -..-,--

是承認環境危機的全球化正促成國家主懽與自主性的本質及
-~-- －一＿一－－a-一平－ - ·~---^ • ^一 丶」－ -- －一

實踐產生孑重大轉變。 ' 

陸、結論

當代的環境全球化型態在許多重要面向上均屬史上絕氣

僅有，環保運動的樂觀份子主張全球環境互賴性認知的成長，

以及全球環保運動的道德論點，正逐步挑戰傳統民族國家的政

413 治正當性與政治認同感。當然，它們可以從國際社會針對環境

問題的政治對話中發現某些實質的轉變，從斯德哥爾摩會議到

第八章 成形中的大災難＇全諒化與環境

里約地球高峰會，一路走來確實存在許多重大改變，環保非政

府組織動員國內力量支持國際環保問題的能力亦大幅提升。然
而，儘管在較富裕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社會中，有一批環境

政治的核心支持者，但似乎沒有太多證據顯示，這些轉變類型

迄今為止已在除此之外的公共生活領域中厚植根基。同樣地，

也有相當數量的證據顯示部分政府並不具備管制環境問題的

能力，它們傾向對較高的安全與環境品質標準妥協，卻缺乏足

夠的政策執行能力，因而導致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內民眾對

政府的信任與信心大幅下滑，但是這些國家內部也存在許多與

環境因素無關的其他因素，而導甄政府正當性的衰退(Beck,

1992, 1995; Goldblatt, 1996) 。然而，環境全球化對先進資本主

義社會國家造成潛在危機與威脅的能力是無庸置疑的，此刻這

些國家的現有能力根本氫力應付這些環境問題，更遑論建構其

他替代性方案與有效的國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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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既非全然新穎的主題，也非完全是現代的社會現 414

象，全球化模式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它所涵蓋的腌圍可

能橫跨政治領域到生態領域等人類主要互動的領域，涉及範

圍相當廣泛。誠如前幾章所企圖表達的重點，全球化的歷史

過程無法以進化邏輯或偶發意外的觀點為其特徵。儘管全球

化的時間節奏，隨著領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歷史上的全

球化模式，普遁以重大的轉變情況與形勢逆轉而凸顯其特

徵。在結論這一章，我們企圖結合前面諸章節的片段描述，

對當代全球形勢做出綜合評價，尤其希望能直接處理本書緒

論中所提出的三大閱題，這些問題只有在此刻才能自信地答

覆：

．當代全球化是否代表一種全新的狀況？

．全球化是否和匿家權力的終止、復甦或轉型有所牽連？

．當代全球化是否對政治活動加諸新的限制？全球化如

何達到「文明化」與「民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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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化的歷史型態

前面各章節已經將全球化概略劃分為四個不同的時期，

包括前現代時期、現代初期、現代時期與當代時期。從這個角

度來看，我們的描繪焦點著重於全球化的四個獨特歷史型態，

每一時期均反應了某種特有的時空關聯性與組織屬性。人類居

住於地球己有數千年光景，居住區域也從非洲與歐亞大陸逐步

擴散至地球上所有可供人類居住之處所，就這層意義而言，這

段歷程亦可視為一種全球化類型，相較於歷久不變的全球往來

聯繫或社會關係，這些過程確實促成了零星而分散的全球性流

動。然而，我們並未詳細探究史前時代或前農業時期的全球化

模式，取而代之地專注於分析稍後四個全球化歷史階段的主要

! 時空特徵與組織特質。倘若將第一章至第八章的主要論點與歷

史證據彙集統整後，我們可以開始有系統地編纂前瑰代時期、

現代初期虞現代時期等全球化歷史型態的主要特徵，期能以此

做為界定當代全球化獨有特徵的序曲。

415 貳、前現代時期全球化

前現代時期的漫長歲月當然要追溯到距今約九千年至一

蒿一千年前的古老年代，從當時歐洲、亞洲、非洲與美洲農耕

開墾文明的人口聚集中心開始。在爾後數千年裡，包括當時存

在的以及後續發展出來的文化，逐漸有能力進行長距離的權力

計畫，甚至長距離貿易的能力亦逐漸發展成熟。從某些方面看

來，此一時期的共冏特徵在於各種全球化模式所面臨的諸多限

制（儘管當時許多領域都已經出現重大的社會革新與基礎建設

創新，其中尤以運輸及交通領域最具突破性的發展），長久以來

全球互動範圍均受限於技術能力貧乏之困境。此一階段的全球

化範圍並非絕對的全球性，它主要以歐亞大陸的跨匿域或跨文

明交流為普遍特徵；大洋訃I與美洲地區則仍停留於原始自冶文

化的階段，雖然這種古老的自治文明確實存在著某些規則化網

絡，而將歐亞非大陸的西部（臨大西洋歐洲區）、東部（東南亞與

日本）與南部（南部非洲）邊緣緊密地結合。

這個時期主要的全球化媒介有三：政治與軍事帝國、世界

宗教、草原游牧民族與農業社會的遷徙移動—一往有人居住但
尙耒開墾之地區。除此之外，全球各區域與文明誾的長距離貿

易亦構成此時期的第四種全球化來源，但長距離貿易因素的影

響程度較經微。帝國的形成、軍事力量的擴張與跨越長距離的

長期政治關係，可以追溯至西元前三千年的蘇美民族。此時期
各個帝國體系的地理範圍、帝國國祚、發展初期的實力強弱與

內部凝聚程度，均呈現顯著差異，它們將這些關係付詰制度化

的成就與策略亦不盡相同（關於帝國的說明，參見第一章與第七
章）。然而，大多數時候這些帝國體系所呈現的全球化模式相當

有隈，大部分仍侷限於小規模與地方性質。這些帝國文明最成

功而持久的貢獻在於奠定全球性交流的區域基礎，這些成就包

括印度文明、中國漢朝文化與拉丁民族所建立的罹馬帝國。隨

著帝國體系的形成，這個時代見諠了世界各大宗教的發源、擴

張及穩定。這些宗教共同具備的救世神旨、跨越並融合文化隔

f '11\
\ 

｀
苑

r

叭

` 

t̀ ~, 
;; 

, r, 

乏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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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國，但早期世界宗教的影響範圍仍侷限於一至兩個地理區

域或文明區域。至於西元第六世紀出現的伊斯蘭教則堪稱特

例，伊斯蘭教或許可以被視爲第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宗教。

第三項全球化的關鍵媒介起源於歐亞草原中部的游牧民

族帝國，這些游牧民族分散卻驚人的遷移及征服型態，成爲此

時期的全球化媒介之一。這些遷徙活動包括：在西元第五世紀

征服了拉丁民族羅馬帝國後，而定居於西歐及北非的日耳曼民

族；另外則是從西元十二世紀稱霸至十四世紀的蒙古游牧民

族。每一次的侵犯波潮均伴隨著大肆蹂躪、被迫遷居、征服與

疾病災難。游牧民族的侵略行動導致許多建立了逾千年的長距

416 離往來關係面臨崩潰與衰微，西元十四世紀普遁流行的黑死病

危機與蒙古帝國的沒落毀滅，相偕爲此時期畫下句點。儘管這

些重要遷徙活動爲後世留下了許多永恆的歷史軌跡、制度與成

就，但早期游牧民族擴張的軍事影響力往往比它們長期持續的

文化、經濟與政治遺產更重要；兩相對比之下，農業民族與農

業政權以較緩慢卻無可阻擋的穩健步伐向狩獵佔領區擴張，其

在這些移入地區往往留下更深刻的歷史烙印。

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化被定義成一種跨區域和跨文明的

交流，這種過程普遍藉由軍事、文化影響力與人類遷徙活動達

成運作，尤其以帝國統治、世界宗教、游牧民族入侵暨農業民

族擴張，以及人類疾病傳播等影響最爲深遠。以制度化及規範

化的統治與權威觀點而言，小範圍政治互動的建立與運作的困

難度，遠高於軍事或文化影響力的建立與運作。各種經濟全球

化模式在整個時期中始終持續在運作，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

這些經濟全球化模式是唯一符合許多主要全球性擴張要素的

社會互動模式。相較於爾後其他全球化時期，前現代時期的全

球化可被描述成一種「薄弱型全球化」（參見緒論）。大洋洲文

明與美洲文明以歐亞大陸及非洲爲分界，事實上，這些地區的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文明仍處於各自分立的狀態，這點可以從外來農作物與技術之

極緩慢甚至不存在的流傳速度得到驗證。從歐亞大陸與撒哈拉

以南非洲存在的部分往來聯繫關係中，也證實沙漠幾乎可以有

效阻隔這些區域間的交流，沙漠的角色就如同海洋在歐亞非大

陸與美洲大陸間的阻隔作用。伊斯蘭教文化、穿越沙漠的小型

駱駝商隊以及橫跨印度洋的貿易往來，使非洲文化與歐亞大陸

產生聯繫。非洲南部班圖族其農業文明的擴張不僅創造了長距

離的人口流動，同時也加速語言、冶金術與農業技術的傳播

(Curtin, 1984) 。然而，此時期各個區域與文明間的往來關係絕

大多數發生在歐亞大陸內部，而主要的貿易、文化與軍事關係

則建立在地中海東岸與近東的伊斯蘭教土地、中亞草原、印度

文明與中國之間。

相對於地方性與區域性流動，欲對此時期的全球流動強度

作量化測量，以及移動速度做出精確的估計，幾乎是不大可能

的。誠如上文所討論的，分散式文化交流的影響可能遠大於全

球穩定互動所產生的影響，這種情況在各種不同文化與環境首

次融合的區域更是如此。無論如何，軍事與政治網絡終究無法

維持真正全球性距離的規範式統治關係，早期的伊斯蘭王國與

十三世紀的蒙古帝國也嘗試過這種統治方式，結果均宣告失

敗。但是在某些案例中，跨越較長距離的文化與經濟網絡卻得

以維繫，如橫跨歐亞及印度洋的貿易活動與跨越各洲陸地的伊

斯蘭教世界便足為最佳例證，然而，這些活動產生的影響比軍

事及政治擴張的影響更爲分散而有限。新宗教理念的影響力亦

極爲重要，然而由於世界宗教普遁面臨發源地偏遠所造成的傳

播限制，因此幾乎所有世界性宗教都不得不在神學與儀式上稍

做調整消f以適應各地的民間信仰習慣（如伊斯蘭教於印度洋地

區，基督教於凱爾特周邊地菡）與鄰近世界宗教的影響（如中國 417

的佛教與儒家思想）。菁英的接觸及往來關係雖然不若這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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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那麼頻繁，但卻爲雙方共同對話與新理念、新技術的發表

提供了絕佳管道，因而更具深度。經濟網絡的影響則較不普

及，貿易活動與來自貿易活動的收益，對於掌控當時主要貿

易路線的多數國家與菁英而言是一大福祉，其重要性自是無

庸置疑。它們同時爲跨文明的文化交流與技術轉移提供重要

管道，但是以經濟觀點而言，世界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並未受

到這些全球流動的實質影響。

此時期的全球化基礎建設變化極大且參差不齊，世界某些
部分仍完全未受其影響，許多大都市核心以外的區域甚至與都
市地區毫無往來，遑論其他更遙遠的權力核心。帝國體系的大

小與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任何特定基礎建設的所及範

圍：畢竟，羅馬帝國或印加帝國的道路無法延伸超越其帝國邊

界。此時期有關陸路運輸的基礎建設在許多方面仍未見大幅變

動，在此之前人們習慣以被馴服的動物作爲運輸工具，如馬

匹、大象、牛隻、駱駝等，只有確保沿途平順的貿易路線與

維持有限的道路數量，方能有效提升商旅往來的速度與密

度；然而整個時期道路修築的技術、經費與後勤補給並未在

羅馬帝國的努力下有所改善。即使是在中國，運河仍舊處於

初期發展階段，而且至少就經濟用途而言，對畜力陸路運輸

的根本倚賴，也使得運河的使用僅侷限於在運送珍貴特產商

品；這點可以東亞至地中海東岸的跨歐亞路線：絲路爲例
(Abu-Lughod, 1989) 。在航海技術與海上運輸方面也有部分發展

與革新，貿易網絡與活動領域已經提升至跨洋的程度，不再

侷限於古代世界狹隘的封閉式海域。伊斯蘭教商旅跨越印度

洋沿著非洲西岸而與東南亞海島建立定期貿易網絡(Chaudhuri,

1985, 1990) 。書寫、印刷與藏書技術等方面接連取得的進展，

意味著這些脆弱的基礎建設可以支持文化之間日益增加的互

動與交流，但是這些基礎建設的影響仍侷限於宗教、軍事與

政治菁英、商業探險家、貿易商旅等少數族群身上。因此，

規則化的全球流動速度仍屬緩慢；書信、商品、官員與命令

的流通往返，僅止於未機械化運輸工具的移動速度。此時期

的軍事浪潮發展稍微領先其他面向，但發展速度仍稱不上快

速。

這個時期幾乎耒曾出現任何制度化的全球性規範，甚至各
區域或文明之間亦不存在類似的規範，部分地區逐漸出現某

些外交性元素，也存有固定的跨文化朝貢行爲表示尊崇，這

種現象在中國版圖與臣服附庸國內尤其常見；至於基督教與伊

斯蘭教領土上存在的共同宗教觀點、制式化教堂與神權政治則

是跨文化規範的最佳例證；儘管這兩個範例都存在著嚴重的宗

教派系與政治單位分裂情形。除此之外，大部分區域與文明間

的交流仍存在某種特殊衝突形式，缺乏一種制度化與規則化的

規範。很重要的一點是，此時期全球流動的影響必須與長期持

續的往來關係做出區分。所謂全球流動通常是不同區域或文
化間從一而終的正向交流或衝突交戰，諸如外族入侵、世界

宗教信仰轉變，與流行疾病侵襲等初期風潮，往往產生大規 418

模的影響，甚至造成既有國家體系的崩潰或失序；這些初期

風潮的例子包括蠻族進犯歐洲拉丁民族、伊斯蘭教在亞洲西

南部與非洲北部的初期影響、黑死病對中國漢代的影響，以

及蒙古帝國之後貫穿歐亞大陸的軍事技術傳播等。此外，在

這些風潮過後出現外部移民的地區，其新政治體系與新經濟

型態的形塑，往往具有較久遠的影響力。至於貿易等長期持

續往來關係的影響則較爲集中，貿易關係對於國家收益多

寡、貿易城市與貿易階級的財富有其關鍵重要性，對於部分

地區的國內生產也有持續性影響，然而大體而言，世界主要

人口並未參與這些經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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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參、現代初期的全球化

（約在一五00年到一八五O年）

我們通常將十六世紀初視為「西方崛起」的濫觴：在這段

歷史過程中，現代歐洲的重要制度紛紛出現並進一步發展，歐

洲民族掌握了最終超越任何其他文明可取得的技術與權力資

源，並創造出屬於歐酬的全球帝國 (McNeill, 1963;Giddens, 

1990) 。我們一直強調對於全球化的解釋說明既非重述傳統西方

興起的解釋，亦非世界歷史的老調重彈。我們對於機會主義觀

點的認同，勝於解釋西方擴張旳預先決定論，但是我們認同西

方的擴張往往呈現脆弱特質；此外我們也承認歐洲的革新與擴

張程度主要奠基於歐亞技術的援用，而不僅是單純的本土改

革。此時期的歐洲擴張並未達到真正的全球化，主要的擴張範

圍位於美洲與大洋洲，歐洲民族有能力征服大洋洲、北美洲與

加勒比海地區的帝國與無國家社會，也能輕易地制服中美洲與

安地斯山脈地區的農業國家，然而，其滲透非洲或亞洲的能力

卻極爲有限，而且誠如這種不均等的全球擴張型態所顯示，歐

洲與其美洲殖民地，以及伊斯蘭教世界、印度與東南亞主要國

家與文明之間的權力關係在此時期的大多數時候均處於極佳

的平衡狀態。然而，歐洲霸權於十六、十七世紀的美洲與十八、

十九世紀的大洋酬所創建的帝圖體系，確實為這些先前分隔的

陸地與區域帶來了全新而獨特的全球關係。隨著歐洲帝國的建

立，歐洲與北美核心地帶一系列發展興起的同時，這些地區也

開始出現足以改變或統一此種全球化局面的社會改革活動。

這段期間的全球化主要由歐洲、美洲與大洋洲之間的人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口、環境及傳染病流動所引發，這些流動又因為更持久的政冶

與軍事關係，以及歐洲全球帝國的建立而更加強化，此時全新

的經濟全球化模式也開始加快腳步，如某些大型貿易公司所引

發的新經濟發展型態（參見第五章）。十九世紀中期歐洲的人

口、帝國、宗教、動植物與微生物體系，改變了美洲與加勒比

海地區的景觀，對澳洲與大洋洲等其他地區也產生一定程度的 419

影響。西非沿岸與南部非洲陸續建立了許多人口密度稀疏的居

住區；亞洲南部地區則有英國在印度逐漸確立的殖民勢力，再

往東移則可見到歐洲在東南亞海島地區較薄弱的影響：如西班

牙佔領菲律賓、荷蘭佔領爪哇、葡萄牙佔領澳門等地。越過中

亞與西伯利亞大片草原與苔原地區，俄圍的勢力範圍呈現穩定

成長，逐漸向太平洋沿岸擴張。

全球經濟互動的原動力在這些歐洲帝國的節點之間逐漸

增強，雖然在歐亞大陸中，除歐洲國家已掌握部分香料貿易

外，多數的跨區域貿易型態仍維持過去某段時期的水準。隨著

時間的流逝，歐洲許多推動殖民勢力的殖民企業，開始掌控殖

民貿易與經濟互動的賭多面向（如荷蘭與英圍的東印度公司），

在此時期結束前，這些殖民企業陸續遭到解散而由殖民政府取

代其功能。在大西洋周圍地區，早期從美洲崛起的金銀貴金屬

貿易與歐美非之間的三角奴隸貿易與相關貿易，於十六世紀至

十八世紀期間發展至巔峰，道兩個世紀中，大西洋地區的奴隸

貿易儼然成為橫跨大西洋的經濟互動核心，但在本時期結束

前，奴隸買賣的比例已逐漸減少到幾乎不存在（參見第三章與第

六章）。在歐洲與美洲邁入工業化之後，取而代之的工業原料、

農產品與工業製品貿易逐漸崛起；這些發展趨勢同時伴隨著國

際金融制度的演進，以及一股小規模但逐漸擴大的資本投資從

從英圍湧入美汎｛地區。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到，相比於較為地方性的互動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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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現代時期的全球流動與互聯程度普遍偏低，不同社會與文化

誾分散式的初步交流可能產生強烈而連貫的相互聯繫關係，但

跨洲際軍事與政治權力的制度化與規範化卻有其執行上的困

難，而且僅能維繫於區域性基礎之上，儘管它通常是一片龐大

匾域。相較於軍事政治領域，經濟與文化網絡顯然較容易維持，

但是其中的相互聯繫關係大多僅止於菁英階層。進入現代初期

階段時，這樣的互動模式通常會繼續維持，唯一不同的是這些

互動模式是在全球權力均衡狀態改變與歐洲殖民勢力登陸美卟札

與大洋洲的背景下進行。因此，儘管歐洲軍隊與技術力量勢如

破竹地橫越大西洋滲入美洲社會，歐洲國家無論在事實上或法

律上均羆法掌控多數殖民屬地。在此時期結束前，美洲殖民地

與英國決裂而］拉丁美洲多數地菡也脫離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掌控

並相繼獨立建國。這些帝國對加勒比海地區與加拿大的掌控亦相

當有限。由此或許可以凸顯日益強烈的全球經濟互動，對密切涉

入跨大西洋貿易與遷徙活動的國家與計會更是如此。從美洲航行

至伊比利半島的金銀貿易船隊往來頻繁，其規模龐大的程度竟導

致這些國家的金融體系不堪負荷(Braudel, 1984) 。儘管奴隸貿易丶

農場經濟、歐汎1資本累積與工業化之間的決定往關係尙未麈埃落

定，顯然這些全球經濟互動的影響，絕不僅止於菁英消費範圍的

擴大與國家預算的供應無虞(Solow and Engerman, 1988; Blackburn, 

420 1997) 。在這股經濟互動潮流下，新的國內產業與銀行、貿易丶

保險等公司及體系均相繼於西北歐地區崛起。

此時期的全球化基礎建設，包括運輸及通訊方面所依遽的

技術基礎，和前段時期都只有小幅差異。機械化印刷技術傳入

歐』、[、|無疑有助於文化交流的傳播速度與密集程度。在此時期紀

束前，鐵路、機械化鐵製船隻以及運河與道路建築技術上的進

步，逐漸使遠距離往來變得更為便利，但是這些技衛卻無去延

伸至跨越酉方國家的主要邊界。然而，歐沿［經濟活動的擴張使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這些技術的使用頻率較先前密集，其中尤以航海技術最為重

要。軍事與政治基礎建設的影響力則從歐洲延仲至美洲與大洋

洲（參見第一章與第二章）。橫跨大西洋與歐亞非大陸形成的聯

合市場也佔有重要地位，使歐洲商業勢力逐漸撤離伊斯蘭教領

土（參見第三章）。此一發展態勢亦促成早期跨國公司的形成，

如荷蘭與英國合資的東印度公司，但此類跨國公司的結構與運

作和當代多國籍企業（參見第五章）有著天壤之別。然而這些全

球流動的發展速度，在日益穩定的基礎建設中，仍受限於船隻

與丐匹的運輸速度。

必須再次強調的是，這些全球關係的制度化與規範化程度

仍十分有限，歐洲內部隨著歐洲協定(Concert of Europe)的發

展，而出現約束各酮行為的多邊規範，各國間也因此逐慚出現

國與國之間相互承認的外交體系。選個由歐洲國家組成的共同

祖會，亦企圖以各種方式將其「文明標準」逐漸擴展至歐洲及

其帝國屬地以外(Watson, 1992, 1997) 。值此之際，羅馬天主教教

會制度的影響範圍正大幅擴展，但是在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與附

庸國中，宗教核心對周圍地画的控制潛力著實有限，歐洲帝國

的周圍屬地在被忽略其地方環境與制度的清況下，對其所產生

的影響力其實非常微薄。

在前現代時期全球化過程中的早期接觸與單－潮流確實造

成驚人的轉變效果，但是長期持續關係的影響往往並不那麼明

顯或遣接。當歐洲民族帶著大量歐亞動植物舆微生物初抵拉丁

美洲貯，對當地居民而言是件驚天動地的重要大事（參見第六章

與第八章）。從世界各池移往美洲以及俄國移往西伯利亞的移民

潮，最初並未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饗，但最後卻對這些匿域的人

口、生態與政冶轉變產生深遠的影響。非洲社會買賣奴隸的影

響乃因為某些社會的涓潰或瓦解，或其他社會的成功合作而不

同，但非洲大陸內部仍不受外界影響。在亞洲i地區，除了印度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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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這些全球相互聯繫的影響仍十分和緩；此區主要大國的

文化、軍事與政治力量，在此時期大多數的時間仍十分強盛，

因此全球相互聯繫程度減至最低，絲毫未對國內產生重要影響。

或許這些全球交流最大的影響出現在歐洲本身，雖然在經

濟史的部分仍有爭議，然而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地認為經由取得

42] 新世界的財富與盈餘、緩和了人口壓力跨大西洋遷徙，以及帝

國之間互相對抗的刺激，均促成了歐洲內部新權力技術與制度

的發展，而此種影響力在十九世紀後半完全釋放至世界各地。

在第六章有關人口遷移的探討中，我們懿為以人類歷史的

主要歷程而言，核心與邊陲、都市與鄉村的概念，爲政治空間

的劃分提供一種較佳的思考糢式，這類劃分方式優於涇渭分明

的固定政治疆界區分。但在此階段可以看到歐洲出現的全新領

土形式與固定疆界劃分旳觀念，此種新觀念發展到最後逐漸在

疆界範圍內構成主權獨立的自主國家（關於國家與疆界的形

成，參見第一章）。領土王權國家的發展及主權國家與民族的關

係，跨越我們的全球化分期而繼續延伸（關於民族、國家與民族

主義在現代初期的前身，參見第七章）。然而，我們可以合理地

斷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這些過程仍未在歐洲完全確立（遑論歐

洲以外的地匿）。下節我們將繼續探討國家與疆界的形成以及其

與全球化的關係。正是這項發展以及新型全球化與全球化的日

益增強，標誌了現代初期與現代時期之間的重大轉變。

肆、現代全球化

（約在一八五O年到一九四五年）

一八五0年前的三個半世紀中，主要在歐洲大國的控制

下，一些廣闍且日益強化的全球網絡與流動由此建立，而在下

一段時期中，這些網終、流動的擴散及確立出現了急遽的加速

進展。西方國家內部自十八世紀中期這近百年以來，在經濟與

政治結構上產生一股轉變的旋風，歐洲社會開始實施工業化的
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尤其在軍備武器與海事技術上的成就更是

突飛猛進，國家機制的權力亦逐漸增加。西方全球帝國利用這

些改革，配合西方經濟權力及文化影響力的運用，使歐洲勢力

幾乎延伸到全球的所有區域，包括過去較不受影響（撒哈拉以南

非洲）甚至被排除於世界舞台之外（東亞）的各個地區：非洲的混

亂、中區的分崩離析、北非及東南亞許多地區的殖民化、日本

的鬥戶開放等相繼臣服於歐洲帝國影響力之下。

在這種全球政治與軍事關係大肆擴張的背景下，這段時期

出現非常廣泛、密集且對社會影響深遠的經濟全球化模式

全球貿易與投資大幅攀升。從歐洲遷徙至新世界的大規模跨大

西洋移民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達到巔峰。奴隸買賣

的衰退促成大量契約勞工離開亞洲，前往南北美洲以及位於大

洋洲、亞洲、非洲與加勒比海的歐洲殖民地尋求工作機會。隨

著鐵路與電報等新通訊技術與運輸技術的普及，文化型態與全

球往來的聯繫亦逐漸增強，而蔓延全球逐漸鞏固的歐洲帝國威

脅，迫使其他社會與西方圖家的文化交流呈現不平衡狀態。此

時期亦經歷全新的國際環境相互聯繫網絡，歐洲開始出現小規

模的環境污染，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加速熱帶地區的林木濫 422

墾，全球普及的工業主義與石化燃料使用在當時尚未察覺的情

況下已逐漸改變大氣的成分。如此激烈而多面向的全球化時

期，卻因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嘎然終止。

歐美帝國在此時期達到前所未有的政治、軍事影響範圍，

這是最明顯的特徵，儘管帝國間的對立使得世界呈現瓜分狀

態，然而歐美帝國的整體影饗力卻開創了真正的全球聯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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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大英帝圍旳觸角主要延伸於白種人統治區、加勒比海、印

度，進而散佈於緬甸、太平洋島嶼、中國境內軍事基地，甚至

貫穿非洲東部與南部。同樣地，法國勢力也擴張至印度支那，

控制北非多數池區，同時聲明對太平洋部分地區與西部非洲多

數地區擁有權利。美國則將勢力延伸至太平洋沿岸確立國家疆

界，幾乎在不費吹灰之力的帝國擴張中，從俄國取得了看似荒

蕪的阿拉斯加州，而且還併吞了太平洋中北部的中途島。一八

九八年美西戰爭勝利後，美國的掌控勢力擴及夏威夷群島、威

克島、關島及菲律賓。從這些方面看來，此時高壓強制的全球

化形式確實達到了真正的全球性影響力。隨著這些政｛台與軍事

全球化模式的發展，龐大的國際經濟互動網絡與流動逐漸成

形，在作用程度與範圍上達到名實相符的全球化。全球貿易與

投資規模更寫下歷史新紀錄，儘管已開發國家閆存在著銳不可

擋的經濟流動，然而大部分經濟交易仍主要集中於帝國核心與

邊陲地國。同樣地，移民型態隨著跨大西洋移民潮的成長亦逐

漸趨向全球化，其中尤以亞洲的人口流動量最為驚人：大量印

度人民被移送至加勒比海、非洲及太平洋島嶼；中國居民則進

入北美洲與東南亞；日本人則往拉丁美洲移動。

隨著世界祈有領土範圍的全球聯繫程度逐漸提升，表現在

貿易、投資與人口遷移領域上尤其明顯。在貿易方面，已開發

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屢創新高，尤以經濟部門最受矚目（參見第

三章）。大規漠而有計畫的跨國投資，對美國、東歐部分地區丶

北歐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區的工業化與基礎建設發展有重大影

響（參見第四章）。相對於祖國與移入國的人口，移民的絕對數

量與比例同樣龐大（關於跨大西洋遷徙以及亞洲人口流散，參見

第六章），其所造成的經濟影響頗為可觀。此時歐洲的工業化速

度遠勝於世界其他區域，社會秩序也較穩定，美國工業化的繁

榮基礎在於引進廉價勞工而減少了生產成本，此項發展趨勢使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美國爲貧窮者、無產陸級與失業移民大開方便之鬥，而長距離

的政治控制強度亦日趨穩固。隨著宗主國的權力、統一凝聚程

度與規模的增長，復結合更迅速的運輸與電信通訊，進而促使
各國更有系統地執行其帝國政策，儘管這些發展相較於自己國

內所達成的控制程度仍稍顯薄弱。文化交流的影響程度亦相當

強烈，但相較於前一時期則略見差異，因為此一時期我們目睹

了西方世俗化意識型態與學術言論的傳播與普及；較早時期主

要以神學及宗敎論點為主流。誠如我們在第七章所探討的，雖

然早期伊斯蘭教、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科學的影響極為分散

且集中於菁英團體，但終究還是對世界所有民族之文化、特性 423

與社會習慣造成了極重大的轉變。

構成這些政冶、經濟與文化全球化的基礎，在於新式運輸

與統治等基礎建設的發展，以及當時所處的和平而非戰亂之國

際環境，這些因素的結合大幅助長了全球化的壯闊氣勢。一八

五0年至一九一四年盛行的革新風潮開始促使帝國體系相互

連結；鐵路與機械化船舶成為帝國聯繫的關鍵技術。鐵路運輸

終於擺脫了過去以畜力為基礎的陸路運輸障礙與限制，大多數

經由陸路運輸的農產品與加工產品（不再侷限於少數盛產產品）

均有其經濟上的效益。政治與軍事控制得以從沿岸據點延伸進

入內陸社會，從風力帆船到蒸汽輪船的運輸工具革新，輔以巴

拿馬運河與蘇伊士運河的興建，戲劇化地縮短了主要航海路線

距離，並減少了航程中的潛在危機。國際貿易與遷徙活動的運

輸成本（及某些不確定成本）迅速下降，運輸數量則相對大幅提

高。以儈鴿為基礎的書信往來體系，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

期的歐洲被廣泛利用，而部分私人國際郵務系統也同時存在，

全球通訊基礎建設因爲此時期的運輸革命與跨海電僧技術發

展而產生巨大轉變，這些基礎建設也戲劇性地提升全球溝通速

度。接近這些網絡的政治、軍事與經濟菁英，往往比過去更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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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地取得國外事件的相關訊息。除此之外，部分社會的大眾教

育水準、新閆輿論與公共部門也都有長足的進步。

與過去時期不同的是，現代時期的全球化以龐大的制度化

水準為主要特徵，例如，藉由更有組織的勞工市場運作以及更

加規律的運輸系統，遷移流動也更為有系統地受母鬬及移民國

的政府與私人機構所控制（參見第六章）。經濟互動受到一系列

發展中的國際金融機制規範，當然其中以跨國銀行及金本位制

度最受矚目；這些制度在先前各時期中並未出現類似發展。另

外，整體國際政治制度的波潮亦發展到足以規範全球共同問題

與關注焦尉的水準，包括郵政系統、導航系統、度量衡標準與

電信通訊設施等（參見第一章及Murphy, 1994) 。

在這段時期中，階級差距問題不再像過去一樣模糊不清，

世界幾個主要大國往來頻繁，不僅掌控了維繫帝國機制的基礎

建設，岡時也全面操縱了用以規範帝國行為的國際機制，這明

顯有球員兼裁判的不公平現象，這些西方國家中不僅存在著不

穩定的權力平衡狀態，許多結盟或競爭對立型態亦產生轉變。

在這些核心強權匿家以外，其池國家與社會各自以不同的方式

及迥異的影響程度依附於這些全球網絡。全球關係的影響程度

隨著互動領域及該領域所牽涉的不同國家與社會而呈現大幅

差異，在以上的篇幅中我們已經討論了大部分，但此時期的關

鍵影響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點：

．政治與軍事影響 許多非歐洲國家與菁英逐漸退出檯

面，歐洲統冶的潛在威脅也引發某些固家的國內現代

化而免於直接的殖民化（如土耳其、日本與中國）。

424 .貿易與投資酉方核心國家的刺激引發了經濟成長與結

構變遷，經濟發展路線的形塑取決於某些殖民地的影

響，亦是後期歐洲邊陲地區與北美、拉丁美洲工業比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發展的基礎。

．遷移·歐洲社會安全間(social safety valve' 譯者按：指為

解決社會衝突的各往社會控制形式）導致美洲I 與歐洲殖民地

的人口變化。

．文化基督教流傳於非］州與東亞部分地區，西方世俗意

識型隱與學術言論亦傳播至世界其他地區，有助於刺激

民族王義與共產王義運動的發跡，菁英問的傳統信仰價

值亦因此而重新配置。

此時期的全球化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劃下句

點，這樣看來似乎有幾許矛盾之處，因為戰爭的爆發牽涉到法

國與英酮的龐大帝國動員力量（參見第二章）。在這場空前的悲

割中，我們目睹美洲、歐洲與亞洲大國悉數捲入這場大災難，

但從全球化角度而言，戰爭餘波的持久影響可鐧無遠弗屆，戰

後數十年間的跨國貿易、投資與生產一蹶不振，一九二0年代

的小幅復甦也因為一九三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而再度崩潰，雖

然美圍華爾街崩盤與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更加凸顯了世界經濟

旳互賴程度，值結果卻是聽任全球經濟如帝國集團般破碎不成

一體。金本位制度與自由貿易型態巳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帝

國偏好與明顯的經濟獨裁，戰後重建的蘇聯與德意志第三帝國

便是最佳案例（參見第三、四章）。

在兩次大戰之間我們確實見證到某些全球性政治制度與

潛在全球冶理機制的出現（如國際聯盟），但是在國際社會試圖

建立全球經濟的制度上，起初遭到帝國競爭對立的阻礙，後來

則受制於橫掃歐洲與其他地區旳專制風氣與侵略性民族主

義。此時西方以外的帝國與政治結構仍然以民族為基礎，此

外，位於東方的日本亦加入帝國主義的擴張行列。然而在這些

帝國體系的形塑過程中，西方文化思想的傳播有助於形塑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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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帝國機制的反對勢力與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效

地削弱日本與歐洲的強權勢力，進而使其全球帝國蹭上最終的

解散命遑。代之而起的美國霸權在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試圖

建立許多正式與非正式的全球治理結構，這股新全球化潮流的

推動受到新技術與新式互動基礎建設所支持，此時全球化是由

全球領土各自分立的民族區家所主導，而非漫無組織的帝國體

系。

伍、當代全球化

從一九四五年起，世界出現新一波的全球化與互動聯繫浪

潮。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後續事件所帶來的重大影響程度，讓我

鬥得以將戰後時期界定為顯著的全球化歷史分期，而非僅是懷

疑論者所主張的單純回復至十九世紀的全球化模式。以全球聯

繫程度旳觀點而言，表面上的跡象是在走回頭路，回復過去的

古典金本位體制時期，但我們卻嚮爲當今所有領域的全球化模

式不僅在質的表現上勝於先前時期，在數量上也凸顯出前所未

見的差異，當然，這是以全球化如何粗織與重瑰的觀點而歸納

425 的結論。此外，我們認為當代的全球化模式在許多領域上均代

表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影響，這些領域包括政治、法律、管理、

軍事事務、文化交流、經濟活動的所有面向以及共同的全球環

境威脅等。當代時期的運輸與通訊基礎建設也有更進一步的革

新，全球管理與規範機制呈現空前的發展密度。然而矛盾的

是，這種全球流動與網絡的擴張，始於具有固定劃分疆界的領

土主權國家成為人類政治組織與政治統治的最普遍形式之際。

當代全球化可說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構性後果所形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塑：軸心國的戰敗、舊歐洲帝國強權的沒落與美蘇冷戰的開

始，徹底改變了全球的權力結構。全球性的軍事力量對抗與

假想的軍事對立關係逐漸確立，地緣政治的戰略空間真正擴

及全球，武器型態與軍事技術的啟變間接造成聯盟體系隨之

變化（參見第二章）。值此之際，一套以聯合國及其核心制度與

組織爲基礎的世界新政治秩序，逐漸醞釀成形（參見第一章），

此一全球軍事與政治關係結構負責監督歐洲帝國的瓦解，以

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中東與北非、東亞與南亞及太平洋

地區的大規模反殖民化浪潮及國家的獨立與形成。一九九O

年代領土主權獨立國家成為世界的基本政冶單位，儘管這些

國家在內部統－性、自主性程度上呈現大幅差異。隨著冷戰

的結束與蘇聯的解體，世界最後一涸帝酮結構亦臣服於民族

國家的新圖像。

隨著二十世紀的結束，曾是主要政治統治形式與世界政治

組織的帝國體制，被遍及全球旳民族國家體制取而代之，全球

民族國家體系之上則設有多邊、區域及全球規範與統治體系。

此外，鑑於先前時期西方國家的集體或單一霸權支配，當代時

期唯有聯合國具備潛在的霸權勢力。儘管冷戰結束後的聯合國

擁有潛在的全球霸權，美國也拋棄其全球帝國或公然霸權的要

求，然而美國所擁有的龐大結構性權力，仍然深刻嵌入當前世

界秩序的本質與運作過程。從這方面看來，截至目前為止當代

時期的全球化模式在歷史上仍佔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徹底擺脫

過去幾個時期的擴張邏輯或帝國強迫性機制。這並不表示當代

全球化從某種角度看來比過去優異，而是體驟到當代全球化的

政冶輪廓與因果動態呈現了與眾不同的特殊之處。從某些方面

看來，這樣的結果導因於全球監督、統冶方式與基礎建設的翻

新使全球化模式隨之轉變，透過這些機制的轉變，全球權力關

係結構因而不斷繁殖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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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在這種兩相矛盾的結構下，全球政冶與軍事關聯逐漸增加

的同時，民族國家的領土區分卻日益涇渭分明，因而醞釀出當

代其他類型的全球化風潮。與美國霸權的政治與軍事機制並立

的經濟制度，是戰後時期確立的布列頓森林體制(Bretton Woods 

system)' 三要將規範化的國際金融業務結合了大規模自由貿易

與美國的海外投資，該體制在一九七己年代初期衰退之前，始

終在西方及世界主要地區的經濟互動上扮演重要的支配角

色。然而，與兩次大戰期間金本位體制崩潰時的不同之處在

於，布列頓森林體制的崩潰並未導致經濟獨裁，相反地有助於

刺激更強烈的經濟全球化浪潮，改革後的布列頓森林體制則繼

續在經濟領域扮演重要角色。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與國際

銀行機構大量湧入的石油匯兌收益，同時也凸顯出全球經濟互

動面向钓增加。起初在西方核心國家中，這些事件發展結合了

新通訊基礎建設與新自由王義解除管制的潮流，助長了全球貿

易、投資與金融流動的蓬勃發展（參見第三、四、五章）。而在

這些經濟闍流蓬勃發展於世界三大先進資本王義經濟冨域的

同時（北美、亞太及西歐地區），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趨勢亦有

逐漸熱絡的趨勢，尤其以工業化成效顯著的經濟區域成長得最

為迅速。

有趣的是在這種更自由的世界經濟秩序背後，卻發展出一

套更嚴格的多邊經濟監控與區域監督機制。在這方面看來，經

濟全球化的蓬勃著實閼係到全球經濟監控的強化、管理活動的

加強與國際規範行動的深入，世界經貿組織(WTO)便是在這種

背景下產生的國際經濟監督機制。解除國家經濟管制的同時，

必須伴隨全球領域的新規範型態，然而在美國霸權勢力達到巔

峰時，這些全球經濟規範發展並無法獲得提升，相反地在美國

勢力相對衰退時，情況則有所改善。在此背景下，當今全球化

節奏與過去可能有所區別，不再與單一霸權國家或集團的勢力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消長產生直接的相互關聯(Keohane, 1984a) 。在新多邊規範與管

制結構下，當代的經濟全球化模式逐漸傾向更具自我組織與市

場導向的配置，只有在危機時刻才傾向受制於霸權勢力公然的

政治指示。

當代全球化同時也預示全球遷徙型態的轉變，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三十年期間的人口遷徙範圍，主要從歐洲邊陲地帶及歐

洲前殖民地區移往勞工需求迫切的北歐與西歐經濟區。儘管這

些遷移潮流在一九七O年代初期經濟成長趨緩時有減低的趨

勢，但卻增加了許多新移民型態，這些型態包括難民與尋求庇

護者的大量遷徙活動，來自拉丁美洲與亞洲地區者多數遷徙至

北美地區，而來自中東與南亞的勞工潮則湧入一夜致富的波斯

灣各國。

全球普及的工業生產與消費結合了西方工業革命所產生

的有毒廢棄物，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環境全球化模式。冷戰時

期，聯合國與全球經濟均體認到全球共同環境的大幅轉變，包

括氣候系統、大氣層、海洋舆極圈地區等全球共同環境的轉

變。此外，許多地區的國內環境退化程度已經使環境面臨過度 427

負荷與越境污染的可能性大為提高，例如酸雨、有害廢棄物與

核廢料貿易的情況逐漸成為問題（參見第八章）。

當污染與污染威脅跨越新疆界而橫掃戰後世界各地時，全

球通訊新網絡亦悄悄蔓延（參見第七章）。當我們目睹戰後時期

的海底纜線、收音機與電視機等舊技術，以及跨國電影與出版

事業等舊貿易型態發展的同時，也相繼開發人造衛星與電腦等

新技術的發展，這些發展改變了所有文化與社會互動類型的傳

播速度與影響力。先前時期主要的文化互動大多集中於菁英對

菁英間的互動，戰後時期的主要互動則轉移至大眾文化媒體與

大眾藝術，這種文化互動模式間接促進了跨國媒體公司的蓬勃

發展。這些發展確實可從現代時期的國際新聞機構與出版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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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得先例。但是這些媒體的影響力、差異性與權力卻各自迥異

（參見第七章）。在不同的社會權力與祖會基礎建設模式組合

下，這些變遷所產生的影響情況分別反射於經濟、政治與其亻岂

生活領域，在強烈全球化的世界裡，毫不令人意外地存在著最

重要旳歷史企圖，即透過許多國際法令、條約、組織、政治網

絡與聯盟落實全球流動與網絡的規範與制度化，同時伴隨這些

不同領域的頻繁互動（參見第一章；有關環境部分參見第八章）。

本書花了許多篇幅來檢視各種不同領域的全球化結構及

特霍，以發掘各種全球化領域對民族國家主懽與自主性的影響

為主要觀點；這也是本書結論部分的主要任務之一。在本章其

池部分裡，我們將繼纘挖掘當代時期與其他全球化時期的重大

差異，主要探討的焦點不只是數量上的差異，而是要更進一步

指出全球化組織型態的重大轉變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

在較早的時期，當領上與主權尙未密切結合時，誠如我們

所見，核心地帶與邊陲地帶、宗主國與殖民地都是描述政治空

間時最常使用的模式，因此，許多國域闇與全球流動的轉變與

曠張不見得是橫跨各國疆界。今日史無前例的全球流動與相互

聯繫程度，巴經跨越了幾乎清一色由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近

來民族國家的普及性幾乎與所有領域的全球化程度齊頭並

進，儘管每個角落所受到的影饗不甚平均，全球共同環境的退

化已經影響到地球每一個角落。尤其自從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

崩潰及中國開放之後，國際貿易體系幾乎涵蓋世界地圖上的每

個國家（參見第三章）。諸如電影和電視節目等文化產物與技

術，在每塊陸地上不停地傳播。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完全脫離全

球電信通訊網路，現今這種相互聯繫型態誠屬獨一無二。在這

些民族國家之中，不同國家與不同計會團體的涉入，及其對這

些潮流旳相對掌控程度仍然相當不均衡。

梠對於國家與地方網絡，全球流動與全球相互聯繫的強度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仍隨著全球化領域與國家的差異而有所變化。僅有如北韓等少

數國家決定盡可能地孤立於這些全球流動之外；但即便是北韓

亦無法完全置身於地緣戰略網絡與體制之外。我們的案例硏究 428

素材仍將焦點鎖定在部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核心國家，在

某些領域上，這些國家特別讓人感受到世界其他地區罕見的強

烈全球化趨勢。然而，我們所提供的論證依據確實凸顯出多數

地區逐漸增強的全球化潮流，無論是從全球貿易相對於世界產

能的觀點，或是從貿易水準相對於一國國內生產經額的觀點來

看，全球貿易體系均持犢處於成長狀態，越來越多西方國家的

經濟部門益發仰賴出口產品的銷售及中間產品與零件的進

口，網際網路的發達驅使傳統商店型態轉變成潛在的全球超級

市場，有鑑於此，這些趨勢不太可能出現重大的消退傾向。全

球現貨市場的貿易數量相對於國家現貨收益有增強的趨勢，各

國政府與企業對厰際資本市場的資金依賴程度更是深陷其中

而不可自拔。對部分國家而言，國外直接投資旳水準仍然低於

十九世紀的投資高峰點，但全球生產體系的複雜性與廣泛性卻

遠超過較早時期；更進一步而言，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中的各

國出口總值、就業率、生產與技術投資悉數掌控於國內多國企

業與海外子公司手中，這種發展情況確實是前所未見（參見第五

章）。

各種全球與區域互動的巨量增加，受到一系列全球互動基

礎建設的轉型所支持，我們要強調的是這些技術的發明與創新

本身並不足以解釋基礎建設的部署、利用與成長；但其對於當

代全球化數量增加與全球化特質轉變的貢獻卻是不可否認。就

基礎運輸結構的觀點而言，內燃機與鐵路等舊技衛確實在戰後

時期達到更廣泛的運用與全球普及性，此外，戰後時期同時也

發展出更快速而有效率的新式運輸型態，如噴射機與貨櫃船舶

運輸，便利大量貨物的長距離運輸，這些新式運輸型態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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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個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能力大幅提升。這些發展有助於降低

長距離運輸的單位成本與機會成本，也因爲如此，部分國家與

菁英無法再如同先前時期能輕易地獨佔或掌控運輸體系，廣大

群眾因而得以更充分利用對外開放的運輸系統，我們也可以從

全球觀光旅行業的擴張、國家完全無法掌控移民動向，或防止

國際毒販越界違法交易等現象得到驗證。

在通訊技術與通訊系統的發展上還有另一項重要成就，戰

後時期我們再次見識到電視、收音機與電話通訊等舊技術的成

果，以及光纖纜線、人造衛星與數位化等新基礎建設的創新。

此外，在當代時期的全球文化與傳播基礎建設方面，英語的優

勢成為菁英在國際計會往來時唯一的正統語言，這點是當代時

期與先前時期的主要差別；私人企業在文化生產、文化規範與

文化傳播上扮演核心角色，教會與國家的角色則逐漸式微；文

化輸出的接收對象也從菁英階層轉移至一般群眾。

當代全孳互動網絡的管理是否較十九世紀末帝國結構時

的網絡來得出色，人們仍缺乏定見。可以確定的是，全球體系

的制度化程度與密度、多數往來、互動的規律性與可預測性，

429 以及區域與全球管理機制的數量，都是史上獨一無二的發展。

大量的政府間組織、國際條約與國際非政府組織成為戰後時期

的獨特現象（參見第一章）。同樣地，當代全球化的階層化模式

亦有別於先前時期。首先，各種全球化形式的巨大影響，創造

出各式各樣不均發展與階層的模式。在政冶與軍事事務領域，

當代時期的大多時候受制於冷戰期誾兩極對抗的世界，這種情

況導致相當明顯的權力階層體系，分別是：核心聯盟、附庸國

家與不結盟國家。在冷戰結束後，全球軍事階層體系完全由美

國所支配，而在其周圍還有一群次級大國創造出一個更爲多極

的世界。經濟階級方面則可明顯區分成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

家與非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內的最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大經濟活動匿域（世界七大工業國），掌控泰半全球體系與全球

基礎建設。由於布列頓森林體制的瓦解，美國在經濟領域的優

勢再次轉變成多極世界，在過去二十年裡，東亞與拉丁美洲的

工業化及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建立，使全球經濟體系內的權力

結構配置再度生變。而且，傳統的南北階層體系已經逐漸轉

變，全球經濟與生產的權力關係逐漸趨向更複雜的幾何關係，

進而促成全球分工體系的更新（參見第三章至第五章）。南方圖

家與北方國家的區分逐漸失去其分類意義，在全球化狀態下，

權力與財富分配型態不再依據二十世紀初期簡單劃分的核心

與邊陲關係，而是反應了超越政治疆界與區域的新權力與特權

佈局，這項新格局進一步確立了國際與跨國的社會權力與財富

階級配置。

就環境觀點而論，全球事務的階層化又有不同的佈局。從

某方面看來，南半球／北半球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非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的劃分，正描繪出世界資源消耗的極端不均衡狀

態，但論及環境威脅的分佈與所面臨的危機程度則更顯複雜。

從臭氧層消耗到全球暖化等嚴重環境問題，近年來對世界各個

角落均造成危害，其他如酸雨、有毒廢棄物污染及生物多樣性

面臨的侵襲等環境有害物質，亦不平均地散佈於整個地球（參見

第八章）。最後，在文化領域中，整個世界沿襲十九世紀區分成

西方國家和其他國家兩個種類，當代許多重大面向出現的文化

潮流與文化基礎建設卻不盡相同。首先，舊帝國時期的電信通

訊網絡逐漸腐蝕，代之而起的是民間更普及化的通訊體系。其

次，美國在菁英和大眾文化的產出與傳播界所扮演的角色，比

先前任一時期更加顯著。最後，當文化特性、文化觀念、文化

加工產品與大眾文化產出逐漸出現分歧時，這些文化潮流亦隨

之呈現重大轉變。

簡言之，雖然當代全球化的許多重大成就係承繼前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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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基礎而來，但當代全球化模式卻建構出一種與眾不同的

獨特歷史模式，此一模式本身係結合了獨特的祗會、政治、經

濟與技術等勢力共同影響下的特有產物，其基本特徵可以透過

下列措辭描述：

．時空特徵：當代全球流動的廣度、強度、速度及影零傾

向，在歷史上皆是前所未見，所牽動的互動網絡更涵蓋

了所有的社會面向；

．組織面透過新的控制與通訊基礎建設，全世界的社會、

政」台與經濟權力關係違到史興前例的制度化與組織程

度。全球化絕非只是「失去控制」，相反地，它已經成為

新型餛多邊規範與多層治理的主體，

．連帶影響·從政治系统到生態體系，所有社會生占面向

都是全球化影響匯集後的獨特結果，

．形式差異：除了十九世吧末期持續存在的軍事、經濟與

政治等重大全球化面向的影響，遷移、文化與生慰等各

種不同全球化模式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反射性：通訊基礎建設旳全球化以及大眾媒體產業，強

化了世界各地菁英與群眾逐漸發展的全球互動意識，相

較於十九世死末期，當哮的全球化被界定為全球帝國體

系或地緣政治的強迫性計畫，現今的全球化則反應出國

內菁莫與跨國社會勢力所追求的不同政治與經濟計畫，

這些計畫往往與世界秩序觀點相互衝突，

．競爭性 當國家、公民與社會運動企圄抵抗或管理全球

化所造成的影零時，日益畑屎的全球化認知助長了從文

化到軍事等所有領域的競爭。此外，世界政治的制度化

亦將爭辯與管控全球化的政冶活動（在世紀之交，這仍屬

帝國內部的事務）轉變成有關議題設定、聯昰籌組以及多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邊規範的全球政治，

．區域化 二十世纪初期的全球帝國擴張潮流，在二十世

纪末期逐一解散，世界經濟、畋治與軍事關係問始呈現

區域化發展。與稍旱時期不同的是，當帝回與集圍尋求

自主性發展之際，當代的區域化與全球化過程，在全球

政」合經濟領域上大多呈現相互補強傾向，

．西化 全球化歷史的主要部分幾乎已形同全球西化過程

與西化爭論的描述。雖然當代全球化模式無論在軍事丶

金融、文化、生籃、政治或生産領域上，皆仍處於靑度

不對稱的發展狀繶，但相較世纪交疊時，已不再以歐洲l

式大西洋為中心；

．領土 如第一章論及重大政治轉變所明確顯示，持續數

世紀之久的全球化是導致各國疆界與政治管轄權一再劃

分的主要因素，然而當代全球化模式意味著經濟、社會丶

文化與生思空間的重甩，在頜土困定與政治社群排外的

背景下，羔疑對領土原則構成挑戰，而領土原則正是政

治統治組續與政治糧威運作的唯一或主要基礎。領土與

領土權問題在全球化帝國時期仍舊屬於高度政冶性的議 431 

題，儘管在今天對民族國家的領土完整性之威脅旱巳不

再單純地來自外部或軍事層面，軍事力量不再是解決或

管理許多新型慰越界挑戥的唯一、合理或有效機制。因

此，當代全球化實際上牽涉到各種不同領土權範疇的政

治活動。

．國家形式 不同的全球化歷史型樾攸關截然不同的國家

形式，相較於二十世紀初期，當代政府堪稱為「大有為

政府」 (big government) ，國家支出佔國家收益的龐大比

例，並雇用大批公務人員 國家的責任不再只是狹隘的

經濟管理，還包括國內公民的安全與福利保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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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之前具干涉主義與福利國家傾向的國家較

少 當代的全球化顯然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造成更

顯著的政冶影響，此外 當代國內政」台在適應、管理或

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時（如自由貿易），與十九世纪末

期的帝國國家形式頵然有明頲差異，然而我們也沒有必

要過份誇大此種差異。

．民主治理 相較於先前時期，當代全球化也呈現出全球

四家體系的背纍，當代多數國家主張實行民主 然而民

王原則卸很少延伸適用於多邊規範與全球管理面向。因

此當今的全球化正面臨一連串全新的政」合性與規範性雨

難困境 過去並沒有真正相同的局面存在 當代全球化

的問題在於 領土原則根深蒂固的國內統」台體系，如何

與規範社會和經濟生古的跨國或全球絹纊相互緒合。

簡單而言，當代全球化具備某些我們曾在緒論提及之「濃

密型全琮化」旳特質。關於政治、經濟及文化流動與聯結的廣

度、強度與速度，更特別是如此：參見表格9. 1和表格9. 2（影響

傾向參見表格9. 3) 。如果這些趨勢持續發展，閼著這些趨勢逐

漸邁向制度化與組織化的同時，它們將逐漸躍升為「濃密型」

全球流動與互動網絡的重要特徵，然而這些過程發展的軌跡仍

舊處於不確定钓狀態，因為其必須仰賴歷史環境與影響的連帶

作用，而這些因素相當複雜且呈現了高度差異性。在這方面，

現今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優勢並非如其強烈擁護者所指稱的

那麼安全無慮，也不盡然存在批評者所指稱的顧慮。當一九九

0年代末期東亜區域經濟危機的傳染效應威脅到全球穩定

時，新自由計畫的限制與回應便逐漸浮上檯面。無論此一危機

是否預示著進一步變遷，亦即保拉尼(Polanyi)所指的新「雙重

變動」，全球化的歷史型態終究會逐漸明朗化。在目前環境與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璽l

表格9. 1 ：全球主要流動與網絡

前現代 現代初期 現代 當代

全球主要 早期帝國體系。 政治與軍事擴 歐洲全球帝國、 冷戰與後冷戰全球軍事

流動與網 世界宗教。 張。 軍隊、政治、文 關係、區域與全球管理系

鉻 游牧帝圜與農 歐洲與新世界： 化交流一地緣政 統、國際法的形成。

業擴張。 人口、環境、流 治。 布列頓森林體制前後時

瘟疫與傳染 行疫病的交流。 全球普及的西方 期的經濟全球化：貿易、

病。 歐洲全球帝國發 世俗學術言論與 金融市場、跨國生產與投

長距離貿易。 展。 意識型態。 資、技術轉移。

橫跨大西洋的新 跨大西洋遷徙丶 全球環境威脅：全球共同

型態經濟交流。 亞洲大離散。 環境、互頼性、越境污

世界經濟。 染。

全球遷移新型態。

全球廣佈的跨國傳播企

業、西方大眾文化與言

論。

通訊與運輸的新全球網

絡。

國家、囑所有疆界均十 原始國家與現代 民族國家開始在 民族圍家成為主要政治單

界與領土 分模糊且永無 專制主義及立憲 西方與拉丁美洲 位。

止境。 國家開始出現於 發展。 區域政冶單位出現 3

遷移與其他移 歐洲。 歐洲與本士帝 多層級統治。

動傾向不超越 首次國家革命導 國，以及統冶其

疆界而重新塑 致現代時期結束 他區域的主國。

造政冶空間；這 （法國、美國）。

種情況延續至 王國、地國與破

下兩個時期。 碎重疊的主權仍

舊是歐洲主要型

態，歐洲以外地

區亦然。

影響的連動關係下出現數種可能性：首先可能轉向更高度規範

的全球化模式，中間經過狹長型全球化模式（如保護主義、排外

區域主義與民族主義當道時），最後演變成更具掠奪性的新自由

主義經濟全球化模式（參見第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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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9. 2 ：全球化歷史型態的主要屬性 懵層化 文明內部只有都 由歐洲大國與殖民 明顯由歐美強權 不同的全球化領域呈

前現代 現代初期 現代 當代 市核心與都市菁 地支配的跨大西洋 主導全球機制與現迥異的階層化型

篦圜 多數潮流僅橫跨 當美國與大洋洲逐 全球化程度增 大多數關鍵領域邁向

歐亞，有些則是跨 漸與歐亞接軌後， 加：歐洲帝國使 全球化。

區域與跨文明性 某些面向越來越全 東亞與非洲更貼 部分網絡、關係真正

質。 球化。 近全球體系；東 達到全球化，如全球

歐洲與中東非洲的 方看似處於全球 暖化問題；有些則幾

往來逐漸頻繁。 化領域之外。 近於全球化，如貿

全球經濟自大西 易。

洋三角地帶擴

英有機會接觸主 網絡。 全球網絡。 態。

要貿易路線，與長 印度洋網絡亦逐漸 在全球帝國競爭 政治1軍事領域大多

距離交流有密切 爲歐洲所控制，但 中，大英帝國的 數時候由美蘇冷戰情

聯繫。 在當地社會與伊斯 影響力最爲可 勢所掌控；這些領域

伊斯蘭教、中國與 蘭教貿易網絡引起 觀。 有相當明確的權力階

印度文明構成全 激烈競爭。 某些非歐洲社會 級劃分。後冷戰時期

球網絡的主要中 歐洲勢力無法滲透 具備較強抵抗 則趨向多元階層化。

心；歐洲、非洲與 ／掌控亞洲與非洲 力，某些有能力 經濟階層：經濟合作

散。
東南亞屬於邊陲 內部。 促進本土現代 暨發展組織掌控並主

罹戾 流動強而間斷。 流動強而間斷。 確立新型態而持 經濟與環境全球化程

關係逐漸延伸，但 政治關係的延伸程 久的政治與軍事 度高。

受限於距離因素 度低。 全球帝國體系。 文化影響力逐漸增

而減弱強度。 跨大西洋帝國支離 經濟與文化影響 強，滲入公共領域。

破碎。 急速上升。 遷移動力不若先前時

跨大西洋經濟與其 期強烈，卻逐漸逹成

他全球經濟往來漸 均衡狀態。

趨密切。

逮亭 低。 低。 中。 高：運輸與通訊（在電

視與金融市場甚至逹

到即時傳輸）。

羞堤 信件。 歐洲航海技術與導 鐵路。 飛機。

嵬戢 部分機械化印刷。 航技術的發明與強 機械化船舶。 結合電腦與數位技術

馴服動物來運輸。 化。 電報與電話。 的通訊系統。

帝國和平（一些道 機械化印刷術影響 內燃機、收音機 全球纜線。

路體系）。 歐洲及其殖民地。 與電視機的發展 全球人造衛星。

航海技術與地圖 建立歐洲郵務系 與小規模利用。 電視與收音機的普

地帶。 都市核心與都市菁 化，如日本東 導全球經濟規範機

英掌控主要貿易路 泉－ ° 制，經濟權力均衡狀

線，持續與全球潮 態轉變。

流密切聯繫，但在 文化階層：美國文化

經濟與政治等領域 產業結合英國語言主

逐漸受全球往來的 導全球大眾文化傳

影響。 播，但仍存在其他競

爭性。

環境階層：南北方國

家的資源消耗水準形

成鮮明對比，面臨的

危機與威脅分佈極不

平均。

方法 高壓強制。 高壓強迫。 高壓強迫。 競爭方式。

宗教／思想體系。 帝國式。 思想體系（漸偏向 合作方式。

宗教／思想體系。 世俗面）。 意識型態／文化。

競爭方式。

製作技術有所進 統。 及。

步。

制皮化 相當低，僅有基督 相當低，僅有外交 中等，但在某些 高，涵蓋所有領域的 陸、國家權力的消失、復甦或轉型？ 436 

教與朝貢體系。 領域。 領域有逐漸增加 各種制度化形式。

的趨勢，特別是

經濟與遷徙。 從前面各章節的論據可以顯示當代全球化的主要屬性，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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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簡單地預示民族國家的終止或國家權力的侵蝕。的確，

從所有領域的調查數據可以看出在某些重要領域中，多數國家

參與相關活動的腳步漸趨積極活躍（尤其是先進資本主義祗會

國家），但是此類行動主義的模式與型態顯然有別於先前時期。

正如同過去多變的全球化歷史型態總是關係著特定國家類型

的形塑與轉變，當代時期的全球化過程同樣攸關現代民族國家

權力的重新建構（從民族國家的功能、角色、權威、自主性與主

權等觀點來建構），當然這絕非唯一的影響因素。顯然在檢視當

代全球化模式對先進資本主義計會蕨家所造成的影響（包括決

策面、制度百、分佈範圍與結構面影響）程度時，往往會牽涉有
關酮家主權與自主性等元素的重新思索。在考慮當代全球化影

響的議題前，必須優先探討構成當代全球化背後的主要驅動力

爲何，因為這些驅動力是評估當代全球化累積成果的核心因

素。

誠如本書緒輪所述，儘管有各種不同的說明解釋企圖去界

定構成當代全球化基礎的因果動態，然而實務上任何統一的全

球化理論始終不存在。任何想要對全球化背後的驅動力提出具

體說明的企圖，都必須對全球化的社會歷史過程提出明確因果

歸納，這也成為當代全球化解釋的最大難題(Giddens, 1984; 

Graham, 1997; McCullagh, 1998) 。在企圖界定當代全球化的主要

原因時，必然會涉及以下的昭知：在解釋社會變遷過程時，因

果閼係的表達方式勢必不同於科學探討推論的表達方式。在分

析形成歷史多面向變遷過程的驅動力時，重點必然是擺在各種

趨勢的連動關係，以及阻礙或刺激這些趨勢的因素。此處關係

重大的因果概念所指涉的是，因為諸多事件、過程與環境的互

動購連而產生某種特定結果的傾向(McCullagh, 1998, p. 178) 。很

顯然地，不同的全球化歷史型態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因果途

徑，不同時期的因果力量其相對重要性亦隨之變動。有鑑於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此，正如我們所瞭解的，前現代時期與現代時期的全球化模式

反映出全球化趨勢的不同結構。前現代時期的全球化模式傾向

被遷移活動、軍事擴張、帝國建立與文化／宗教擴張主義所支

配，現代全球化則傾向反應卓越的經濟、政治與軍事擴張。遺

並非否認其他全球化因素的貢獻，而是主張在不同時期，某些

因素的因果重要性略勝於其他因素。

當代全球化不能化約成一個單一的因果過程，而是牽涉到

更複雜的因果邏輯配置。這些因果邏輯在前面的章節已經詳細

闡述，廣泛涵蓋了政治、軍事、經濟、遷徙、文化與生態系統

的擴張傾向，其中每項趨勢均藉由二十世紀末的通訊與運輸革

命方能迅速傳播，此項革新有利於促進所有社會活動領域的全

球化，透過普及全世界的基礎建設來帶動人口、物資的移動與 437

各種符號概念的傳播，使全球互動能力呈現戲劇性的擴張。全

球互動程度與速度大幅提高，全球化的影響也會有所變動，特

別是全球權力分配的後果也隨之變化(Deibert, 1997) 。

然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全球化乃是全球化趨勢在所

有主要計會互動領域內匯集的結果，因此它融合了政治、軍

事、經濟、遷徙、文化與生態領域等發展的特殊結果，這些領

域複雜的交互影響作用，塑造了當代全球化的獨特形式與動態

關係。因此，如果把當代全球化簡單詮釋成資本主義擴張邏輯

下的產物、全球大眾文化普及的產物，抑或軍事擴張下的產

物，必然只是片面而筋化的解釋。以各種形式呈現的資本主義

具有一種擴張性邏輯，這是毫無疑問的；而戰爭體系以及某些

文化複合體的全球化趨勢也是無庸置疑旳。在分析邏輯上，我

們有必要將每個領域的全球化歷史型態詳加區分並予以評

價，如此僅能導引出局部的片面解釋。如欲瞭廨當代全球化的

全貌，則必須結合全球化勢力的連動解釋及所有領域的互動動

態，例如，在當代貿易全球化模式同貯於金融、生態、遷移、

璽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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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與軍事領域產生影響結果時，我們便假定全球政

治、法律與金融面的基礎建設確實存在。這種過程間的互動容

易在全球潮流、碉絡、互動與往來接觸中建立有系統的動態關

聯，其中也牽涉到人類社會組織與權力運作型態的結構性變遷

(Axford, 1995) 。

然而，我們不該如某些超全球主義論者(hyperglobalizers)'

以這些結構性轉變或全球變遷爲由，而將當代全球化看作一個

無法逆轉或線型發展的歷史過程；換言之，我們不應認為當代

全球化具有一個固定歷史軌跡，並且不受政治控制所影響。實

際上，正如前面數個章節所強調的，全球化並不是一種自動或

自發性的過程，相反地，無論是透過全球市場或「地球太空船」

(spaceship earth)的醒目口號，當代全球化的最大蓋別，在於所

有領域納入了政治規範的制度化程度與追求既定全球計畫的

龐大社會力量。此外，當代全球化也因為全球政治的基礎建設

與制度化產生的新競爭舞台與新機制，而形成了一種競爭性過

程，這些新機制與新競爭舞台的誕生，促使全球互動而衍生的

衝突局面告一段落，從歐洲委員會的溝通管道與世界貿易組織

的爭端處珅小組，到取代七大工業國高峰會議的非政府組織

(NGOs)與國際勞主組織(ILO)的年度會議，皆屬運作成效良好的

新機制。從這方面看來，當代全球化並不像某些超全球主義論

者所主張的，認為當代全球化必將縮減政冶活動範圍與國家主

動權；相反地，可能如同前面幾章有關經濟、文化與生態全球

化的討論，顯示出戲劇性地擴張政治活動範圍與國家主動權。

然而，認同當代全球化的高度政冶化與規範化，頜不必然會接

受「懷疑學派」的假設前提：全球化處於國家政府有效掌控（細

論理解成國家方針或國家默許）下；民族國家的（此處採廣泛定

義）權力基本上並未改變。各種影響的累積進一步凸顯出先進資

本主義社會國家與日俱增的變遷型態。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表格9. 3呈現出主要全球化領域其影響的摘要（包括全球化

的普遍傾向或型態）。從決策面的影響顯示出全球化在許多領域

的政策選擇成本與利益均有所變動，政策工具及地方、國家、

區域與全球政策選項的均衡狀態亦有所改變。這種清況表現在

經濟與生態領域益加明顯，在總體經濟政策或環境維護等特定

政策選項往往亻頃向高成本（無論在祖會或財政意義上），而其他

政策選項則顯得較引人注目。以全球金融體系擴張的總體經濟

政策為例，個別國家可能必須付出高成本，因為全球金融市場

頏向加諸額外借貸風險，尤其是當此類擴張有加速通貨膨脹或

增加全球生態危機的傾向時；當這些政策選項在政冶表達上越

來越明顯時，協調國際行動所需之計會成本與利益開始影響到

國家無為狀態時所需之計會成本與利益間的平衡狀態。

當代全球化模式也產生許多重要的制度面影響，它們重新

配置制度議題且帶來制度革新。因此在全球經濟秩序的背景

中，全球貿易體系的出現與全球生產網絡的發展，使全球競爭

力成為評估國家與企業經濟效率的新標準，同時刺激圉家與私

人部門進行重祖以擴大國家競爭優勢。同樣地，政治頜域的全

球化牽涉到圍內官僚體系運作的國際化，在過程中須配合新型

態的國家政策協調與官僚組織發展，以管理政治決策的國際

化。

隨著這些制度面的影響，當代全球化也產生許多意義重大

的分佈結果。在經濟與生產領域上，新分工體系藉由遍及世界

的經濟活動，同時在全球與國內塑造出相對的贏家與輸家形

式，但是經濟階層化的形態並未普及至其他領域，因為有關資

本、軍隊、污染與人口等全球潮流的地理分佈型態往往有懸殊

的差異。此種結果可能導致全球化更凸顯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內部所存在的肚會差異，甚至造成其他領域的新差異；這點

我們可以從全球遷移與全球污染對各國產生的不同影響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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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9.3 ：當代全球化：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累積影響

決策面 制度面 分佈層面 結構面

政治 國內政治行為對 跨國往議題的崛起 建立聯盟、政治動 內部與外部的區隔

領域 抗國際／跨國政冶 多邊主義、區域主 員、權力與權威的 逐漸模糊

行為的成本與利 義與多層級治理 擴散 政冶權力與權威擴

益產生轉變 跨國公民社會的形 散

成，成為政治動 享有主權與自主性

員、政冶行動與政 的新政體

冶權威運作的新競 共同社群的 致命

技場 運

缺乏領土管轄權的

統冶權威

從統冶轉變成冶理

軍事 運用軍事力量的 將國家安全重新定 軍事生產的跨國 質疑戰爭是否為國

領域 成本與利益產生 義為國際安全 化 家政策的合理機制

轉變 合作性安全與防衛 新的贏家與輸家 後軍事社會

軍事策略與選項 多邊主義 國防工業的重 重新界定國防安全

改變 建，如歐洲軍備競 等政冶議題

賽

經濟 不同的總體經濟 深入掌握全球競爭 新全球分工體系 國家與市場的權力

領域： 政策、工業政策、 全球與越界生產體 國家與國際、工業 均征產生變化

貿易丶 部門政策與政策 系的成長 與金融資本之間 貿易專門化與產業

金融丶 工具花費的相對 多邊經濟監控與規 的權力平衡產生 結構改變

生崖 成本與利益產生 範的成長 變化 國家與跨 企業角

變動利率與匯率 國家經濟方向．經 可 賣與不可買 色的改變

管理成本及利益 濟自由化與解除管 賣產品的分界區 體系內的危機

產生變動 制的兩難困境 隔產生轉變

財政政策的統合 技術勞工與非技

傾向徵收公司營 術勞工的利益產

業稅、提供經濟誘 生變化

因 經濟領域的薪資

舊式干涉主義的 競爭

工業政策逐漸不

合時宜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國

文化 國家文化政策的 國家文化的重塑背 西方文化與非西 多元文化與多種族祉

領域 成本與利益改變 景已經轉變 方文化問的平衡 會

密集的符號使用 國家文化的未來納 狀態改變 文化專制地位逐漸遭

產生審查問題 入議題 新社會運動 到侵蝕

遷徙 邊界控制與監督 國際控制的必要性 l不同的勞工聘僱 國家認同與公民身分

領域 的兩難困境 遷移活動帶來的安 型態與繁榮型態 的認定出現問題

確認邊界的成本 全議題 勞工市場區分成 多元文化與多種族社

提高 技術性與非技術 會的出現

性兩類

生篦 國內政策與國際 環境議題固定納入 優劣環境的分佈 包括國家、區域與全

領域 行動的成本與利 全球議題與國家議 情況產生改變 球等環境命運共同體

益產生變動 題 最大的污染者卻 層層相疊

環境的監控 不必然承擔最高 單一國家處理環境問

的成本 題的能力與國家解決

有害廢棄物的貿 方案的合法性受到質

易（環境污染的負 疑

擔轉嫁出口）

到確認。除此之外，全球化影響的分佈領域對於嗣內政冶與國 440

家權力也有重大影響，因為其對社會力量的結盟與既有社會爭

議的解決方案，可能產生刺激或強化的功效，在驗證與貿易相

關的政冶活動領域時會更為明顯，社會力量開始因為更廣泛的

政冶擴張而從更開放的國內市場獲益時，傳統保護王義下的聯

盟體系顯然已失去其原來的發展背景。這些分佈性的轉變可能

也助長了基礎結構的變遷。

當代全球化關係到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國家權力重

建，當全球化的後果逐漸顯現時，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的權

力、角色與功能，也在全球化與區域化體系的交錯面上不斷更

新，而面臨深刻且全面的轉型。國家權力遭到侵蝕或喪失的隱

喻可能足以扭曲這種轉型發展或重建工作，這樣的語彙牽涉到

權力本質及其複雜表現形式的不當概念化誤解，因爲權力本質

實際上即代表一種未經修飾的零和權力觀點。顯然地，在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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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各章節中，這樣的概念並無益於理解或解釋先進資本主義肚會

國家在當代全球化環境下看似全然矛盾的地位。因爲當經濟領

域的全球化正積極重新建構國家與市場關係的同時，先進資本

主義社會國家與部分多邊機構正身陷某些特定過程，經濟全球

化絕無必要解讀成國家權力的消退，它不過是改變國家權力的

運作環境而已。然而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在人類遷移、生態

與文化等其他領域卻採取更積極的態勢，甚至成爲區域與全球

政治管理機制制度化與迅速成長之核心。這些發展並無法從國

家權力喪失或侵蝕的論點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釋，因爲這些錯誤

的隱喻假設了當代的國家權力遠高於先前時期，然而如曼恩

(Mann)對我們的提醒，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幾乎在每個衡量

標準上均遠較過去強勢(Mann, 1997) ，但是國家權力的需求也愈

來愈強。在當代全球化環境下，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似乎同

時面臨國家權力的消退與擴張，這些背景正凸顯出結構變遷的

徵兆。誠如我們在緒論中的論述，這些徵兆表現在國家主權與

自主性方面益發明顯，而國家主權與自主性正是構成現代民族
國家的核心元素。

有人主張當代全球化模式導致民族國家黯然失色，但我們

有相當充足的理由可以懷疑此種論點的理論與實證基礎。本書

所持的一貫立場即是對超全球主義論者與懷疑論者皆抱持批

判。我們企圖強調在區域與全球互動體系日益強化的同時，也

對不同地方產生多元而多變的影響，此外，今日國家主權是否

已經被全然推翻並非我們的爭論重點，即使是在權力結構強烈

重疊或分裂的地區，這樣的觀點將強烈扭曲我們的立場。然而

些許地區明顯的交叉性忠誠、相互衝突之人權闡釋及有關法律

與權力結構之義務等卻是我們的論證要點，這些現象使主權概

念呈現出無限性、不可分割性與排外性的政府權力形式。區域

及全球變遷型態改變了政治行爲的背景，同時創造出多元權力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核心體系以及政治權威的共同領域：後西發利亞秩序(post

Westphalian order, 參見第一章）。

國家主權或自主性皆無法因爲這些過程而削弱。任何全球

化累積影響的配置都必須體認其特有影響類型的高度差異特

質，每個國家所經歷的決策、制度、分佈或結構面影響，永遠

沒有一致的模式，如同我們在許多場合所強調的，全球化絕不

僅是一種同質化的力量。我們所提供的六個案例國家分析，在

主要全球化領域也都呈現截然不同的風貌。而且，全球化的影

響主要取決於每個國家在全球政治、軍事與經濟階層中的立

場；其國內經濟與政治結構；國內政治制度型態；以及管理或

改善全球化規範的獨特政府策略與社會策略(Hurrell and Woods, 

1995; Keohane and Milner, 1996; Jessop, 1997; Mann, 1997) 。持續

進行中的西發利亞主權與自主性體制轉型，在不同國家也產生 442

了不同結果。

政治社群與文化不再是壁壘分明的世界；它們已然涉入了

共同勢力、共同關係與共同活動範圍的複雜結構，這些結構對

它們產生各式各樣迥異的影響。誠如我們所瞭解的，這些影響

差異很顯然是透過個體的不平等性與階級性所架構，但即使是

其中最強大的勢力（包括最強大的民族國家）也無法脫離區域網

絡和全球交流型態變遷的影饗。各種獨特的變遷本質及其對獨

特形式政治社群的影響亦變化多端，我們可以透過各國人權法

令與利率政策的例子凸顯這些觀點。

國際人權法發展的變化將個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都置於

新的法律規範體系之下。權力與限制以及權利與義務的相對性

概念，向來受到國際法上的承認，此一概念在許多重大面向上

均符合國家主權原則；主權本身不再是國際合法性的直接明確

保證。這方面最重要的領域之一莫過於最受矚目的人權法與人

權政權議題，然而諸如此類的法令與政權顯然也產生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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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儘管在國際法當中，過去認為不管對個人、團體及社團

會造成何種後果都必須保護廠家主權的原則，已出現了逐漸的

轉變，但對於國民自主性以及各種人權的尊重，在世界主要區

域仍各有不同。在歐洲幾乎所有國家均已簽署人權公約，這意

味著國家無法再恣意以自己嚮為合理的方式對待其國民。儘管

人權議題並未達成任何一致性的實踐與適用標準，但是美國的

人權政權確實對其酮內與外交政策造成顯著影響。在其他區域

方面，儘管國際上的法律方向十分明確，然而政策選擇的成本

與效益卻可能導致極端兩極化的優先考量標準，以奈及利亞等

多數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為例，雖然原本以國家內部利益爲

考量的主張，逐漸緩慢地轉向以世界秩序利益原則為考量，亦

即不合法的國家主權不再享有絕對支配權，但這種轉變的結果

仍處於高度不確定的狀態，各區域也充斥著許多潛在變數。

國際法與人權政權的轉變雖然與國家主權衝突，但至少在

普遍適用的觀咕上來看，尙未與所有國家的自主性產生衝突。

法律上的統治資格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改變，然而事實上的國家

自主性可能並未因為強制機制的薄弱而受到儼重影響。另一個

相反案例的發展反映在金融全球化及其對總體徑濟政策旳影

響，此一案例是全球化劇烈影響下的結果，它所針對的並非主

權本身而是針對圍家自主性。法律上的統治資格基本土並未受

到金融全球化的挑戰，但事實上，國家建立或追求本身政策偏

好的自主性確實受到了挑戰。

金融全球化暗示了國家的利率泰半決定於全球脈絡之中

（參見第四章）。原則上，這可能導致通貨利率與實際周轉率逐

漸趨於一致，我們當然不能僅是簡單地揣測，在固定匯率椴制

443 下，政府必須接受維持現貨價格穩定所必須的利率；在彈性匯

率機制下，國家權威當局可以在它們能接受旳匯率結果下自由

決定其利率（當然必須在市場限制的範圍內）。理論上全球金融

廷琴
／ 1 ＼□ 日冊：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市場的存在，爲各國政府提供一套新選擇範圍，因爲彈性匯率

以貨幣自主性為假設前提：國家可以設定自己要求的利率水

準，匯率變動將確保該國利率水準與他區利率水準的穩定平

衡。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各國政府至少都能自由進入全球金融

市場，即使羆法在特定利率下無限量地貸款，但因為政府借貸

行為而引發的利率上漲壓力，遠較過去缺乏全球資本市場時緩

和許多。

因此，我們很難為金融全球化僅是單方面改變民族國家自

主性的觀點提出辯護；全球化並未導致國家絕對自主權或選擇

權單純地增加或減少，但是不同政策的成本與效益理所當然會

有所變化。例如，由於資本調節、保留規定、信用限制與其他

控制機制等使總體經濟政策工具的效用愈來愈有限，成本也愈

來愈高，因此金融自由化造成國家當局更依賴利率水準做爲飼

節貨幣政策的重要主具。此時雖然順利地掌控了經濟活動，卻

造成短期利率下跌，在固定匯率或管制匯率之下，政府連短期

利率的掌控也普遍以市場決定的固定通貨量與風險報酬率為

政策依據。資本管制的放鬆與金融全球化的規模意味各國必須

嚴格堅守體系的貨幣規則與必要的反通貨膨脹趨勢，當某些國

家的風險報酬趨向高利率水準時，此一趨勢有時會因此而更加

凸顯。我們可以將歐洲建立歐』{1貨幣聯盟(EMU)的新創舉部分

地視為反映出下列觀點：國家在貨幣政策自主權上做出太多妥

協，以至於唯一回復國家自主權的手段只有寄託在歐洲（區域）

層次上。

金融全球化也引發許多國家經濟政策的矛盾議論，在信用

控制逐漸無法有效運作，而保留規定不再是貨幣管理的直接有

效工具時，短期利率遂成為調節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從許多

方面而言，利率在經濟領域所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信用水準

主要取決於利率而非直接的信用控制；自由化與私人信用的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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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確實提升利率水準對家戶預算與收支的影響；而其對匯率、

投資決策的影響在總體經濟層面有一定的重要性。然而，儘管

國家當局（歐洲貨幣聯盟以外）在短期利率的設定上可能享有形

式上的自主權，實際上利率變動範圍的設定卻嚴重受限於全球

市場環境，更進一步而言，即使在某種程度上國家當局得以決

定這些利率水準，但利率變動的影響卻變得更無法預期和掌

控。由此可見，與國際法及人權政權的變動影響相反的是，金

融全球化不必然促成法理上的主權變動，但它確實改變國家金

融體制的自主性及其決定或執行本國經濟策略的能力。

簡單而言，國家主權與自主性的傳統溉念，在區域與全球

秩序結構的變遷過程中不斷地重新談判與詮釋。此外，國家納

444 入了多樣而複雜的共同政治範圍，意即我們稍早指涉的多層級

管埋。有鑑於此，國家主權與國家自主性旳考量必須擴及更廣

泛旳統治架構，在此架構之下，國家主權與自主性的概念演變

成一套政治權威運作的基礎原則。有關國家主權與自主性的西

發利亞體制，正在進行一項重大的改頭換面工程，但是自此而

後旳改變本質絕非一成不變或永久如此。

柒、政治行為的新限制？

使全球化變得文明化與民主化

儘管對許多超全球主義論者而言，當代全球化關係到政冶

活動的新限制與國家權力的侵蝕，但此處所闡述的論點對這種

政治宿命論提出許多批判。從前幾章的論證顯示，當代全球化

不僅刺激或強化一系列議題領域的政冶化，同時也伴隨著許多

跨越疆界隈制的制度化領域及政冶動員、監控、央策體系與管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理活動等額外成長，這些發展大幅擴張了政冶活動與政治權威

運作的能力和範圍。就此面向而言，過去至現代爲止的全球化

並未超越規範與控制。全球化並不代表政治活動的終止，也不

代表將以新方式來延續政治活動，使當代全琮化成為文明化、

民主化的展望，並不如某些論點所指的毫無希望。而這並不是

要忽視全球化對既有政治社群組織所帶來之智職、制度及規範

面的深刻挑戰。

政治計群亦芷處於轉型過程中。當然，轉型本身並不是現

在才出現的新現象，誠如我們在第一章所闡述的，政治社群的

歷史充斥了許多不同的形式與結構變遷，從帝國體系演變成民

族國家，最後才出現區域結構與全球冶理組織。轉型旳其中一

種類型，乃是特別著重於人類隨時間變動而涉入其他社群的程

度。雖然西冗六世紀以後，羅馬帝國與伊斯蘭敎的傳播建構出

跨越時空的空前權力盛況，但只有在近幾百年櫚，人類社群才

逐漸在世界上所有區域形成規則性的互相接觸；這樣的轉變及

背後隱含的全球文明化與民主化意涵，才是最後結論部分所關

切的重點。

一如本書再三重複的王張，我們承認現今各種不同社會與

經濟領域的變遷所造成的影響，確實共同創造出廣泛而強烈的

匿域與全球相互聯繫型態，此一變遷的影饗包括許多被視為影

響深遠且具指標性的結構轉型發展，這些變遷包括人懽制度的

發展，此一發展的意義在於主權不再是國際法上國家合法性的

唯一保證；例如，國際化的安全體系與跨國化的大量國防與採 445

購計畫，意味著部分關鍵武器系統必須仰賴多國組合元素；臭

氧層消耗與全球暖化等環境變遷，凸顯出國家核心政治活動的

限制逐漸增加；通訊與資訊科技革命大幅擴展並強化所有超越

疆界限制的計會政治網絡；資本市場的解除管制，提升了資本

的影響力，特別不僅是金融資本，也包括勞工與國家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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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非常重大的變遷芷促使政冶社群的本質與前景出現

轉變。此一變遷的核心乃是跨界或跨國政冶議題、問題的成

長，其抹去了國內與國外事務、國內政治議題與外部議題、民

族國家的王權關切與國際考量之間的明確劃分。國家與政府開

始百園愛滋病、瘧疾肆虐、使用非再生性資源、核廢料管理、

人口流散文化與毀滅性武器擴散等，無法以傳統政冶詞彙歸類

為國內或國外事務的多元議題；此外，諸如跨國企業的設置地

點與投資策略、全球金融市場規範、歐洲貨幣聯盟的發展，以

及各國因全球分工與缺乏資本控制而引發的稅基威脅等議

題，群起挑戰了傳統國家經濟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事實上，在

政府所有重大政策領域上，國家政冶社群在區域與全球過程的

參與，牽涉到跨界協調與掌控等深入議題。在有效管理與政冶

權力的責任問題上，政冶空間不再侷限於國家領土範圍的限

制。跨界問題的成長引發此處所指涉之「重疊的命運共同體」；

意指個別政冶社群的命運與遠景逐漸連成一體的狀況（參見

Held, 1995, 1996; Archibugi et al., 1998) 。今日的政冶社群多半因

為經歷不同過程與結構，而連結或分裂成許多複雜群集。而且

國家本身在決定有關性別、醫療保健與環境等議題時，也絕對

鯛法完全排除外力影響而獨立做出政策決定；一國政府絕氫法

簡單地為自己的國民決定什麼才是正確或適當的。

任何人只要透過國家結構與政冶權力機制，便可理解政治

社群本質與可能性的假設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僅從當代互動體

系的表面變化便推斷當今政治肚群在疆界劃分上沒有明顯程

度的分裂，顯然是一大錯誤。當代政治疆界的形成乃是由於多

元互動網絡與權力體系的長期運作才呈現今天的面貌，因此有

關政治社群的命運與理念，以及表達政治良善的合適場所等問

題便因應而生。假設現代政治對話的核心媒介（可能是人、團體

或政府）分屬於不同社群與管轄範圍，如此一來政治活動與民主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的適當定位可能演變成難以解決的棘手議題。

這樣的問題在歐洲最為顯著，歐盟的發展已經引起有關未 446 

來民族國家王權與自主性的廣泛討論，然而此議題的重要性不

僅止於歐洲與西方國家，對世界其他地區國家而言也有相當程

度的重要性，如日本及南韓。這些國家必須承認新近衍生的許

多問題，包括愛滋病、移民問題以及和平、安全與經濟繁榮所

面臨的新挑戰，沒有一項議題不是跨越疆界的大範圍擴散。此

外，最近的發展顯示，東亞社會在與世界主要區域密集往來的

背景下逐步發展，這種相互聯繫的範圍大體上從環境、人權、

貿易與金融領域逐步延伸至國際犯罪議題，整個東亞區域開始

顯現出產生各種問題的命運共同體雛形。換言之，東亞必然屬

於全球秩序的一部份，且已經陷入形塑與決定自身命運的複雜

權力地位。

全球變遷已經影響到我們的政冶社群以及特別是民主政冶

社群的概念，這些概念通常可區分為政治生活的內部領域及外

部領域。我們很容易理解民主的品質取決於政治決策對人民負

責任的程度，而且我們也不難理解民主品質所依靠的不僅是人

民接近政府與公共領域的形式管道，參與公共事務商議與公共

決策的行為亦然。我們承認現今的民主品質，取決於公民是否

能順利取得公共領域資源與程序的複雜過程，此一途徑的便利

性反映出經濟因素、文化過程與社會參與的複雜型態，但仍然

少有人承認政冶社群的本質、型態與遠景，已經被迅速倍增的

互動聯繫所淹沒。當越來越多的國家企圖建立圍家民主體制

時，許多不斷對我們的社會、經濟、文化與環境福利造成影響

的龐大勢力，早已滲透圍家疆界而向四方擴散，在此背景之下

有關民主意義與公民身分的基本問題又再度被提出。

在現存的自由民主體制中，對於政府及統治行爲合法性的

同意是透過選舉政治與投票箱來決定。然而，一旦「相關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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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本質遭受質疑，經由同意來合法化政府，及定期用選票

授予政府頒訂法令與規範肚會經濟生活之權威制度便是適當

機制，這樣的想法隨即會出現問題。譬如愛滋病、毒品、核廢

料管理、軍事安全、雨林開墾、原住民、非再生資源的使用丶

全球金融市場穩定、動物和人類的遺傳工程管理與控制等，皆

屬於健康面向的相關議題，在發展或執行這些政策時，該如何

界定適當的選區與權力管轄範圍呢？傳統的國家疆界基礎決

定了哪些人可以參與攸關生計的決策大權，而其他人則被排除

在外；然而如果多數社會經濟過程及相關決策後果將跨越國家

疆界向外延伸時，其中蘊含的意義便事關重大，不但牽涉到同

意與合法性的歸屬，也涉及民主體制的所有關鍵概念。首先陷

入爭議地，便是政治共同體的本質問題，在區域與全球秩序中

究竟應如何劃分政治共同體的適當分界？此外，其他可能出現

447 的問題包括了代表權的意義（誰應該代表誰，代表基礎何在？）

與適當的政治參與形式和參與範圍（誰應該參與，以何種方式參

與？）。當統治權的基本進程脫離民族國家的型態時，在有關民

主理論與實踐的關鍵問題上，傳統的國家解決方案似乎就越來

越乏善可陳。

政府或國家、民主等概念，可能無法再被單純地詮釋成某

種適合特定封閉政治共同體或民族國家的概念。政治共同體的

命運 是一種民族自決式的集體特徵，這種存在於單一民族

國家疆界內的概念，可能不再具有特殊意義，某些決定政治共

同體內外生活機會本質的重要力量與過程，多已超越今日民族

國家的影響範圍。當然國家政治社群體系仍舊存在，但在現今

複雜的經濟、組織、行政·法律、文化等結構與過程中，舊有

體系的功效確實面臨許多限制與考驗。如果這些結構與過程對

政治領域不構成影響，它們大多會越過或規避傳統的政治責任

與規範機制，因爲政治權力的有效性可能不再以國家政府爲前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提，有效權力應該由國家、區域或全球層次的不同勢力與機構

共同分享、交涉與競爭。換言之，我們必須承認政治權力正面

臨重新配置與重新評估，在某種程度上，其他非領土基礎的權

力體系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相對於國家權力，現今的政治權力

夾在日趨複雜的權力體系當中，隨著時間而日益凸顯其影響力。

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己生活在相互聯繫日趨複雜的世

界，諸如經濟、政治或環境等議題的影響、擴張性與強度，引

發下列問題：這些議題在何處可能得到最適當的處理？如果最

強大的地緣政治勢力不會僅爲了達到其本身之目的和憑藉武

力解決許多迫切問題時，當代的責任制度與機制即有必要重新

考量。事實上，重新考量責任機制的工作在實務上與理論上已
經同時進行，其大致上可以區分成三個思想學派，代表三個使

當代全球化趨於規則化與民主化的重疊方案，這三個學派或方

案的摘要列於表9. 1 。

自由國際主義者的思維隱含了政治必然趨向全球民主化

與文明化的假設。爲避免當代全球化過程引起的全球生態危

機，管理當代全球化所引發的普遁社會、經濟與政治失序之任

務，「必須結合以商議、責任機制與透明化原則爲基礎的共同

合作精神……全球同心協力，利用集體力量是開創美好世界的

不二法門」（Commission on Governance, 1995, pp. 2, 5) 。在許多重

要面向上，自由國際主義屬於一種規範性理論，企圖將國內脆

弱的自由民主形式轉換成民主的世界秩序模式(I. Clark, 1989, p. 

215) 。自由國際主義的當代提倡者，如全球治理委員會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不斷企圖在現代自由民主思

維的雄偉理論上建構一種「超越國界的民主」理想。

自由國際主義著著重全球管理結構的改苹，而基進的方案

則強調根據某些共和政體原則，創設出全球社會、經濟與政治

組織的替代機制，這類原則亦即以公共良善意志爲先驅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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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1 ：使當代全球化變得文明化與民主化：三種政治方案的摘要

自由國際主藥 基進共和主義 世界性民主

應該由誰治理？ 人民透過政府、可課 人民透過自治社群進 人民透過社群、計

責的國際組織與國際 行治理 團、國家與固際組織

體制進行治理 進行治理，均從屬於

世界主義的民主法則

全球治理型態？ 多元分裂體系；主懽 缺乏國家主權的功能 各種分立的權威體系

土,、L百刁之 性民主治理 劃分都是世界主義民

主法則的規範主體

民主化的關鍵機 互賴程度加深；以利 新社會運動；迫在眉 制度與組織的重新建

制與過程 己觀點創建更趨向民 睫的全球生態、安全 構；全球化與區域化

主與合作的全球治理 與經濟危機 的強化；新社會運

型態 動；可能的全球危機

民主思想的傳統 自由主義式民主理 直接民主；參與式民 自由主義式民主理

論：多羌主義：保護 主：公民共和主義； 論：多元主義與發展

式民主， jfd:會民主改 社會主義式民主 式民主；參與式民

革工義 主；公民共和主義

全球治理的道德 共同權利與貢任的分 人道治理 民主自主性

標準 擔

政治變遷模式 全球治理型態的改革 全球治理的替代結構 全球治理體系的重新

建構

實杜來源：修正自 McGrew, 1997, p. 254 

449 群自治原則（參照Burnheim, 1986; Walker, 1988; Falk, 1995) 。基進

共和方案主張建立某種授權人民掌控自己生活所需的必要環

境，在平等、良善及與自然環境融合的理念基礎上創建共同社

會。由於許多基進共和主義者的努力，我們得以在既有的社會

運動中發現部分的轉變動力，如環境運動、婦女運動與和平運

動等，這些計會運動不斷地挑戰國家與國際機構權威，有關「政

冶」的正統定義也面臨挑戰。藉由反抗與授權等政治活動，這

些新社會運動被認為在全球民主化過程中扮演近似於舊社會

運動的關鍵角色，包括組織勞工、爲國家民主抗爭等行動。這

些新運動持續進行跨國社群的動員工作，企圖抵抗即將發生的

幺士絜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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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態、經濟與安全危機。構成這些方案的基礎緊隨社會與

縵濟平等成就、自治環境的確立與自治社群的創建而來，如何

促進全體公民發展共同利益與共同博感的歸屬感，可說是新計

會運動的政治活動核心，同時也是在尋求符合共和自治原則的

新社會、政治與經濟組織模式時的主要核心。基進共和模式是

一套全球秩序「由下而上」民主化與文明化的理論。相對於個

人工義與自由國際主義的理性利己訴求，它代表一套「人道治

理」的規範性理論，而所圍人道治理是立基於各種「命運共同

體」與社會運動的存在。

第三項世界主義方案主要針對目前超越民主控制範圍運

作的權力形式，企圖具體說明這些權力形式的原則與制度配匱

（參見Held, 1995; Lindlater, 1998; Archibugi et al., 1998) 。該項方案

鬬為在往後千年之內，每個國家公民都必須學習成為一位「世

界公民」，即一個人有能力周旋於圍家傳統、命運共同體及多

重選擇的生活型態；世界主義方案同時認爲未來民主政體的公

民身分可能涉及更廣泛的調節性角色，為了擴展對自己意義深

遠的視野，也為了增加對彼此的瞭解範圍，這個角色必須維持

與其他論點或傳統的對話。跨越國界的全新議題與過程塑造了

全球社會的共同命運，唯有能夠從其他觀點思考的政治行為

者，才足以勝任未來高挑戰性的任務。除此之外，世界主義方

案聲稱當代多數權力形式如欲落實責任機制，且影響全球人民

的多數複雜議題也受到民主原則的規範，人們必須先擁有不同

政治社會的成員身分，並且具備接近不同政治社會的管道。所

有世界公民均享有多重公民身分是建構未來民主政治社會的

必要條件，面對共同的社群命運，他們不只必須成為本國社會

（如日本）的公民，同時也具備所居區域（如亞洲）與全球秩序下的

公民身分。爲了反應將不同國家人民連結成一體的多元化議

題，各種制度規範的發展確實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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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由於這樣的理念，持世界主義立場的擁護者將民主需求重

新詮釋成一種「雙向過程」，所謂雙向過程（或雙重民主化過程）

不僅意味著國家社會內部的民主深化（國家與公民社會隨著時

間而進一步民主化），同時包括超越領土疆界的民主形式與民主

過程擴張。邁入西元兩千年的民主，必須讓世界公民取得管道

參與跨越傳統祖群疆界的新社會、經濟與政冶過程，同時敦促

這些過程落實責任機制。世界主義方案的核心在某種程度上牽

涉到合法政冶權威的重新建構，逐漸脫離了疆界固定與領土限

定的傳統定位，取而代之將其重新詮釋成某種基本民主配置或

基本民主法則約特徵，原則上可以隨著不同的自制規範單位而

界定其權威旳影響範圍，從城市與國內區域延伸到國家、區域

以及更廣泛的全球體系。當政治權威與合法統冶形式逐漸分散

於民族國家「以上」、「以下」或「周邊」時，政冶權威脫離傳

統定位的過程顯然己經展開，世界主義方案長久以來偏好此一

過程的基進擴張，因為該方案始終受限於本身對廣泛民主權利

與義務的堅持。世界主義方案擁有一系列長期與短期衡量標

準，確信地緣政冶的影響力將藉由革新與漸進改變過程，逐漸

塑造成符合群體生活需要的民主環境（參見Held, 1995, pt 3) 。

如果全球化是一連串有利於人類事務組織轉型或人類活

動擴大、聯繫的過程，那麼其中勢必牽涉到區域與國際架構的

變遷及發展，許多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重要政冶理念將重新改

寫與考量。這些規範性與制度性議題的探討很難在有限篇幅內

詳細探究，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們生活在全球政治及多

層級管理的世界環境裡，國家民主傳統與國家法律傳統的有效

性都將面臨根本性挑戰。無論此一挑戰能否付諸明確具體化，

可以肯定的是，現今這項挑戰主要以特定社群內的民主本質與

特徵以及相關社群之間的民主關係本質與特徵為基礎，未來民

主制度或政治社群本身的興盛繁衍，勢必得要建構一套全新的

結論：當代全球化的形成

法律架構與組織機制。然而如果憑此斷定地方社會或國家民主

社會的政冶活動，將因政治全球化的影響而相形見絀，則是完

全錯誤的推論。這樣的推論往往導因於誤解區域與全球過程對

政冶生活所產生的複雜多變影響，當然，某些特定問題與政策

仍然適合歸屬於地方政府或國家責任；有些則適合歸類為特定

區域問題；另外也有些問題必須建立全新制度體系才能獲得解

決，如全球環境的組成要素、全球安全關注焦點、世界健康問

題與經濟規範等議題。我們必須重新發揮政冶創造力，才不至

於在面對這些區域和全球轉變時會流於消極的政冶態度。從區

域與全球過程的組織變遷，逐漸發展成形的政冶決策中樞（如歐

盟），以及政治商議、衝突解決、國際決策透明化等逐漸增加的

政冶需求型態中，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新型態的政冶配置不 451

僅有其必要性，同時具備明確的發展可能性。在甫成形的世界

秩序中，所有城市、國家議會、區域集會以及全球權威機制在

公共決策與責任機制架構內，均扮演一系列顯著差別卻又互相

聯繫的多元角色，共同參與社群決策並負起決策責任。

當然，目前既有的文化傳統與資源是否足以支持國家甚至

更廣泛的區域或全球民主深化，仍舊未有定論（參見第七章），

即使全球化過程實際上可能使全球趨於統一，我們卻認為這些

過程不必然產生全球民主管理合法性所仰賴的全球共同意

識。的確，有許多思想家認為當世界各國企圖在「以全球為鄰」

的體系中確保自己利益時，與日遽增的全球化程度反而容易衍

生或強化衝突(Bull, 1977) 。這種衝突將導致世界陷入國家、區

域、文化與社群的分裂狀態，對於建立全球跨文化民主政治的

可能性造成限制。例如，亞太地區的亞洲式民主廣受支持的同

時，非洲本土民主傳統與人權觀念亦逐漸萌芽，但是逐漸發酵

的民族主義與全球不平等卻使文化隔閡與全球分裂雪上加

霜。文化相對論成為威權政治的藉口，逐漸侵蝕做為全球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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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旳共同民主協議基礎，其間不乏許多評論家預示當代國際

體系必須從地方性衝突與画域不平等的角度切入理解，雖然在

全球管理上曾出現零星而有限的動作來企圖減緩這些衝突，但

普遍均缺乏足以確保全球秩序的強制性手段。

在區域秩序與全球秩序的變動背景下，一般人很容易對政

治社群的未來、民王的未來以及落實有效責任機制的遠景抱持

悲觀態度，這種悲觀態度的形成有許多原因；其中包括在世界

主要政治計會影響力逐漸脫離傳統疆界隈制的同時，民族國家

仍然是世界主要政治單元的事實。針對這項事實的反應，部分
新型態的基本教義派份子隨著部落主義的新型態而逐漸崛

起，這些新型態部落主義悉數主張某種特定宗教、文化或政治

認同的優越性，並且公開主張其所屬族群的目標與利益。此

外，瑰階段全球管理機制的改革普遍為大國所操縱，以聯合國

為例，其改革焦點泰半集中於努力拉攏其他大國，如德國與日

本。諸如此類的改革型態只會鞏固特定地緣政治利益的權力，

多數享有最高經濟成長率或擁有最多人口的其他國家往往成

為拉瀧大國的犧牲代價，這種模式可能無法維持長期運作。

當然也有其他勢力的影響可以為政治計群與民主政治的

展望創造更樂觀的態度。誠如前面諸章節所陳述，某些影響的

力量與過程可能促成政治文化、制度與結構的重新塑造。首

先，我們必須注意到二十世紀逐漸緩慢出現的區域與全球管理

制度或組織，當然，聯合國或許在很多方面的表現皆不盡理

想，但它卻可以算是近期的創舉，而且是可以不斷革新的架

452 構。聯合國龐雜的組織體系成為一項特殊資源，為各國可能如

何促進合作以公平解決共同問題，提供了示範案例。此外，諸

如歐盟等強勢區域機制的發展，也是成效顯著的國家合作案

例。五十年前的歐洲尙處於自相殘殺階段，從那時起歐洲1開創

出新的合作機制、新的人權執行手段及政治制度，期能約束會

幺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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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對廣泛議題負起責任，並且遵從其共同主權的觀點。而且

有許多區域與全球跨國行為者競相投入全球化，除了跨國企業

以外還包括諸如環境運動、婦女運動等新社會運動，這些可說

是跨國公民社會湧現的新聲浪，如里約環境會議、開羅人口控

制會議，以及北京婦女會議等。簡單而言，某些組織團體的運

作企圖建立一種新公共生活型態，以及區域與全球膳題的新爭

辯方式，但這些運作均處於初期發展階段，我們無法保證政治

競爭勢力的均衡將促成這些發展，亦不能保證先進資本主義肚

會國家可能受到現有型態的保護與培養。相反地，大量轉型過

程的描述，至少顯示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不

斷受到画域或全球過程的影響而產生變遷。在傳統的統治者與

被治者、法治、政治責任、計會正義與民族自決等特定政治範

疇外，有某些更值得我們珍視的概念，這些新概念如欲在即將

來臨的千禧年裡保持合宜並達成功效，我們的政治制度勢必要

有所轉變，方能因應時空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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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方法論附錄中，我們將闡述構成本書部分統計資 453

料與案例國家選擇的假設基礎。

壹、國際涉入指標

爲了評估全球體系中的國家涉入範圍與深度，我們發展出

一系列衡量全球交流程度的量化指標。這些指標主要以國際關

係、國際政治經濟、地理與社會領域的既有量化研究與官方統

計資料爲基礎。指標的建構讓我們有機會蒐集全球與區域往來

交流程度的相關資料，透過對所選定的六個國家個案進行比

較，我們也瞭解到英國、德國、法國、瑞典、美國與日本等國

在全球影響勢力上的相對重要性。

我們透過國家活動的關鍵領域，以及這些活動在全球與區

域體系的互動程度，發展出以下五套參考指標：

l．政治法律指標：主要衡量標準包括使國家負擔義務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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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與承諾的數量及型態；在國際管理機制的參與程度；

與區域政府間網絡與結構的互動（如歐盟與美洲國家組

織）；圍內行政官員與他國政府的互動；國內政治機構的

國際互動（如政黨、工會與企業組織）。

2．軍事指標：主要衡量標準包括國防支出與承諾分派支援

聯盟的人員比例；武器貿易與軍事依賴國外技衛與區外

供應的程度；國內武器工業的國外介入程度；對區外運

作的軍事指揮與通訊體系的依賴程度。

3．經濟指標：主要衡量標準包括進出口狀況；境內與境外

投資水準；外債與信用水準；在全球與區域金融市場的

涉入程度；不同產業部門對圍外技術的依賴程度；跨國

併購與研發合作情況。

4．社會文化指標：主要衡量標準包括國內人口的種族、語言

與宗教融合程度；國際信件、電話與電子通訊交通設施水

準；文化產品的進出口水準；國外公司在本國媒體與通訊

產業的持股及掌控比例；對國外運輸系統的依賴程度。

5．環境指標：主要衡量漂準包括各國對於造成有害廢棄牝

出口、臭氧層消耗、陵雨及全球暖化等問題的可歸責程

度；各國遭遇這些環境威脅的程度。

454 以上每一套指標皆是從英國、美國、德國、日本、法區與

瑞典等六個國家的比較歸納而成，所有指標均產生於不同的全

球時間序列，端視不同歷史時期資料的可得性而有所差異。

貳、案例國家的選擇

我們在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日本與瑞典（從先進資本

附錄：方法論的問題

主義國家中選出）等案例硏究國家的遴選過程中，使用多項衡量

標準作為主要的經驗依據，這六個國家所呈現的不同特徵，對

於全球化與區域化影響的比較評估著實不可或缺，六個酮家的

具體特徵如下：

1．皆名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林，但在全球權力位階上，

有各自不同的定位；

2．在全球與區域的軍事、政治與經濟位階關係上，呈現出

差異懸殊的立場與角色；

3．政治體系以及國家與公民社會間的關係型態有所區別；

4．從各國經濟活動的開放性觀點而言，各自展現戇殊的經

濟互動型態；

5．在國家政策的規劃與執行上，經歷截然不同的全球與區

域影響；

6．具備公開宣示的外交政策定位，長期以來始終呈現獨立

與互賴的不同取向；

7．對於全球化勢力同時出現相同與分歧的反應，噻些反應

型態包括區域整合王義、多邊主義與一元主義。

英國｀法國、瑞典、德國、美國與日本呈現出同中有異丶

異中有同的特質，特別適用於檢驗全球化對先進資本主義世界

國家主權與自主性的不同影響。

參、國外直接投資的評估

國際貨幣基金(IMF, 1993)對國外直接投資(FDI)的定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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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直接投資指的是在企業運作的經濟活動中以獲取長期利

潤為目的的投資行為，投資者的目的是為了在企業管理中取

得有效發言權」，同一份文件中將有價證券投資定義為：「直

接投資與收益類別範圍以外的長期票券與公司股票投資」。這

些定義在實際適用上有許多困難。

經濟合作暨發展紀織各國對於外資最低持股比例的規

定，介於公司資本額的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五十，差距頗大。

這也導致國外直接投資的衡量準則趨於複雜化，例如，當A

國的甲公司握有 B 國乙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權，而乙公司另行

購買 B 國丙公司百分之三十股權的情況下， A國甲公司在 B 國

丙公司也佔有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此一比例在某些國家可能已

經達到國外直接投資的定義標準，而在其他國家卻不然。

我們所取得的數據並未區分出國外直接投資的總量與新

增量，亦見這些統計數據對於只是經過轉手的資本財與生產

財，與實際創造的新資本或廢棄的舊資本之間並未做出區

分。如此一來導致我們很難衡量國外直接投資對一國經濟所

產生的廣泛經濟後果。如果單由支付款項的平均水準衡量國

外直接投資潮流，可能會對海外持股產生錯誤估計，因爲企

業往往透過既得利益與借貸行為提供企業擴張的資金。包括

455 美國在內的部分國家以海外分公司流回祖國的利益作為衡量

標準，也有部分國家可能低估透過資本市場既得利潤與借貸

行為而進行的投資擴張。最後，在評估股票投資的歷史價值時

很容易忽略這些股票在當今時期的經濟價值變動，傾向過度誇

張股票現有價值與多國籍企業的收益性（參昭Kapler, 1997) 。而

且國外直接投資也只是全球生產網絡的概略估計，相對於轉

包契約或類似的配廑，它僅包含公司間的直接投資聯繫，也

無法取得跨國生產體系的投資衡量標準，因此國外直接投資

充其量僅能解釋總海外生產投資量的百分之二十五。

附錄：方法論的問題

肆、環境退化的評估

所有企圖透過歷史觀點及量化觀點檢視環境退化與環境

政治全球化的動作，都因為環境鸊題的待殊性質而無法如願

(Weale, 1992; Beck, 1992, 1995) 。以當代而言，引發環境退化

過程的行爲與環境退化的實際結果，二者之間可能在時間上

呈現極大落差，例如，當代英國飲用水的硝酸化程度主要導

因於數十年前旳含氮肥料施用情況，因爲這些含氮化合物經

過數年後才滲入土壤含水層。同樣地，一般普遍認麫全球暖

化的元兇磨歸咎於地球大氣層中的氧化碳、氧化硫與氧化氮

濃度急遽增加。如果事實如此，那麼造成全球暖化的因果起

源與特定行為可以追溯至前一世紀，或者實際上截至目前為

止，我們根本尙未經歷最嚴重的環境退化後果。誠如我們在

第八章的提醒，當代環境退化的因果區隔正逐漸在空間的起

源與影響上重新複製，如亞洲區域的環境退化影響可能擴張

至全球其他區域。

環境退化的另一項特質在於其累計的後續影響，例如，

波羅的海生活品質的破壞不單是當代污染程度所造成，另外

也受到當代與過去污染過程的持續影饗，重金屬在海洋生態

體系的持續性污染便是最佳例證。從更深一層的意義而言，

最後扼殺波羅的海海洋生態的重金屬混合物其實具有蓄積性

質，造成環境退化的並非單一因素的集中影響，而是不同時

空下多重因素的複雜結合影響，結合多重因素的複雜影響遠

大於個別影響的總和。截至目前為止所描繪的三項特徵，包

括環境後果的蓄積性與時空分散性，使環境問題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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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高度複雜事務。未來發展的複雜性是環境退化問題的第

四項重要特徵，因為它可能也確實會在我們渾然不覺的狀態

下發生。當鍶，對本地人口而言，土壤沙漠化與森林過度砍

伐的過程將可能十分顯著，但造成這些後果的影響因素卻不

易明確界定，或者這些後果可能僅是廣泛環境變遷過程中的

極小部分。大部分的環境退化型態不易在日常生活中有深刻

體察，存在於動植物體內組織、水涸行經路線，最終到逹人

體的有毒重金屬可能只有透過精密而昂貴的生化檢測技術與

設備才得以發現。以環境退化對人類健康與福祉的影響觀點

而言，在缺乏科學訓練與科學方法的情況下，許多環境退化

型憊都將在我們預期的進程中逐一獲得體黯，然而實際的環

境退化過程仍然不易察覺。有鑑於此，我們可以瞭解環境政

冶管理與環境退化評估的核心牽涉到環境變遷的界定、位置

與名稱等極其複雜的專業與政治過程。

456 然而，一旦某項問題被明確定義且界定其問題發生位置

時，與定義的衡量標準相關的政治活動匣不可能有終止時

刻，因爲環境政冶有隨時變動的不確定特質(OECD, 1991c) 。

首先，所有描繪環境退化的技術與科學理論本身便存在許多

爭論，更遑論運作中的因果過程。這項特徵從環境變遷的時

空分散性及以上陳述的複雜蓄積性特質可以作為最佳說明。

其次，雖然許多環境議題的閱切重點傾向以現今與未來可能

發生的環境退化型態為焦點。這無異於暗示核能電廠輻射外

洩與未來氣候變遷趨勢上可能面臨的危機，以及臭氧層消耗

或資源短缺可能帶來的影響。

這些特質如何影響環境問題起源、結果與現行空閼組織

的衡量標準，又如何影響環境議題全球化的評估？或許在這

方面最重要的一點是，在環境議題成為重大政治與公共關切

焦點前，所有環境問題的主要難題在於缺乏政府之間有系統

附錄：方法論的問題

的合作，即使這些議題在過去根本不構成問題，環境退化的

累積性與不確定特質卻為全球化以及環境備受限制的情形，

提供許多可能的量化衡量標準。任何一種污染型態的廣泛污

染源讓我們幾乎無法追溯污染源的時空位置，亦無法預測這

些污染源的最後終點。最後，有鑑於環境退化往往呈現非法

而普遍的反社會特質，大量的污染與能源消耗往往被低估或

隱而未宣。因此我們必須對所有環境相關資料保留某種程度

的廈疑，而且我們有合理的背景認定近年環境退化的數量丶

範圍、毒害性與後果均有明顯擴張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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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B 國防工業綦地 138, 142-3; 

global sourcing 全球來源 122;

indigenous 本地 117-18; inter

fi叩 links 企業之間的關聯

121; production 生產 146-7; re

gionalization 區域化 122; trans

nationalization 跨國化 119, 122 

；另請參見 anns production 武

器生產； military globalization 

軍事全球化

defence policy 圉防政策 144

defence procurement 國防採購

146-7 
deforestation 砍伐森林 382, 383, 

384,391,403,455 
Deibert, R. 狄伯特 19,59,368,437

deindustrialization 去工業化 6,

187; 另請參見 trade 質易

delinking 解除連接 187

demand management policies 需求

詧理政策 182, 228; MNCs 多

國籍企業 276

demilitarization 非軍事化 147-8

democracy 民主 46, 47; Africa 非

洲 451; Asian 亞洲 451; citi

zenship 公民權 49, 446, 449; 

contemporary 當代 431, 448; 

cosmopolitan 世界主義的 448,

449; as double-sided process 雙

邊過程 450; globalization 全球

化 448, 449, 450-1; hUillan rights 

人權 69; liberal 自由 46-8; par

tial 部分 46; social 社會 13,

201 
demography 人口統計： land use 土

地使用 385; national enmesh

ment 國家涉入 399-403; popu

lation growth 人口成長 379,

385, 400, 452; problems 問題

381 
demos 人民 48

Deng,G. 丹 153

Denmark, fish constunption 丹麥的

漁獲消費 402

depression, economic 經濟蕭條

161. 424 
Derian, J. der 德里安 38

derivatives 衍生性金融商品 191,

207-8, 214,233 
desertification 沙漠化 287-8, 378, 

379,455 
deterritorialization 去領土化 27,

32, 75 
Deutsch, K. 杜意奇 146

devaluation 貶值 200, 209, 213, 

225 
developed countries 已開發國家：

索引

competitive advantages 競爭優

勢 187; FDI source 外國直接投

資來源 247; radio set owi1ership 

無線電通信設備所有權 351;

resource consumption 資源消耗

401; television ownership 電視

所有權 358; 另請參見 OECD

COlUltries 經濟合作暨發展紐緘

國家； SIACS 先進資本主義社

會國家

developing colUltries 開發中國家：

aims purchasers 武器採購者

115; dirty industry 污染工業

407; equities 股票 211, 213; 

FDI 外國直接投資 248, 249-50, 

257, 271; forests 森林 403; free 

trade zones 自由貿易區 259;

international finance 國際金籬

210-13; military technology 軍

事技術 117-18; lvfNCs 多國籍

企業 244-5, 248, 253, 257; radio 

set ownership 無線電通信設備

所有權 351; raw materials 原料

254; resource consumption 實源

消耗 401; trading between 之間

的貿易． 172; television owner

ship 電視所有權 358; world 

manufactlrres exports 工業製品

出口 172, 173 

development aid 發展援助 191,

324 
developmental state 發達國家 9

devolution 橄力下放 373

Diamond, J. 截蒙 287

Diaz, B. 狄亞茲 91

DIB (defence industrial base) 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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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基拖 138, 142-3 

Dicken, P. 迪肯 245,248,261,266

Dickenson, D, 狄更森 372

digitization of information 資訊數

位化 347,363

DiristeirI, Y. 丁斯坦 71, 72 

diplomacy 外交： iriterstate 國際

54, 55; mili血y 軍事 95, 100; 

premodem 前現代 417; sover

eignty 主權 38; trade 貿易

157; war 戰爭 131; Westphalia, 

Peace of 西發利亞和約 38

diplomatic inununity 外交豁免權 9

dirty iridustries 污染工業 407

disarmament 裁軍 132

disease 疾病 382, 416, 418, 445, 

446; skin cancer 皮膚癌 385,

398 
Disney 迪士尼 348,349,350

displaced persons 雞民 302

distribution 分配： busiriess global

ization 商業全球化 278-80;

cul皿al globalization 文化全球

化 372-4; enviromnental global

ization 環境全球化 410-12; fi

nancial 232; global trade 全球貿

易 152; migration 遷移 324-5;

trade 貿易 152

Dollar, D 達勒 184,185,186

domestic/foreigi1 affairs 國內／國外

事務 7, 48, 81; busiriess global

ization 商業全球化 276-82;

, economic policy 經濟政策

224-5, 228-30, 276-8, 280-1; in
ternationalization 國際化 30;

militai:y globalization 軍事全球

化 148; monetary policy 實幣政

策 197; SIACS 先進實本主義

社會國家 148; trade 貿易 161

Dominguez. K. 多明格茲 200,231

Donnelly, J．唐納利 67

Dooley, M. 唐納利 200

Dore, R. 多爾 11

Drache,D. 卓凱 5, 12 

drug trafficking 毒品走私 58,428

dual-use equipment 兩用設備 141

Dublin agreement 都桔林協定 324

Dudley,N. 達德利 402

Dugard, J. 杜店德 74

dumping 傾銷 164

DU11lling, J．鄧字 239, 240, 242, 

249,255,256,261,270,275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荷蘭柬

印度公司 238

Dutch East Indies 荷屬柬印度群島

289,295 
dynastic alliances 王室聯盟 288

early modem era 近現代時朋·

banking 銀行業 419; commu

nications 傳播 420; cultural 

globalization 文化全球化 362;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環境

惡化 390, 392-4; Europe 歐洲

91-3, 418, 420; global 
flows/networks 全球流動／啁絡

432, 433-5;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6, 418-21; interstate regulation 
國際伶制 420; migration 遷移

288-9, 306-9, 420; military 

globalization 軍事全球化 133,

134; political organization 政治

紐緘 90; slave trade 奴隸貿易

90; slave trade 奴隸貿易 419;

trade 貿易 419; transport 運輸

420 
ecological domain 生態領域：

European colonization of Ameri
cas 歐洲封美洲妁殖民 382-4;

forests 森林 402-3; 

globalizational impacts 全球化

的衝擊 439,440

The Ecologist 生態學者 399

economic domain 經濟領域：

autonomy 自主性 227-34; 

cross-border activity 跨國界活

動 6; globalizational impacts 全

球化的衝擊 xix, 4, 416, 418, 

438-9, 440, 441; migration 遷移

31 O; military technology 軍事技

衛 116; national enmeshment 國

家涉入 407, 453; national poli

cies 國家政策 224-5, 228-30, 

276-8, 280-1; trade 貿易 151-2,

16 l -3; transformation 轉變 383

The Economist 346 ecosystems 生

惡系統 376,378,383

education 敎育 45, 187, 335, 338 ; 

另請參見 literacy 識字

EFT'A(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g殫ian emigrants 埃及移民 300

伍chengreen, B. 埃肯格林 158,

183,196,197,216,231 
Eisenhower, Dwight 艾森豪 147

Eisenstadt, S. 艾森施塔特 334

electronics 電子產業 263-5; anns 

production 武器生產 140: con

sumer electronics 消費電子產品

索引

263, 265;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文化碁礎建設 370; Japan 日本

252, 264, 349; supply chains 供

愿鏈 264

elites 菁英 4; cultural communica

tion 文化傳播 337, 368; inter

actions 互動 417; migration 遷

矛多 283,285,287,304 

Elsevier 艾蔭維爾公司 349

embassies 大使 38, 95 ;另請參見
diplomacy 外交

emerging economies 新興、經濟體

194, 210; 另請參見 NIEs 新興

工業化經濟體

Emmer,P．艾默 286

empires 帝國： coercion 強制 33-4,

91; contemporary 當代 425;

cultural spread 文化傳播 330,

333-6, 340; expansion 擴張 39,

41, 43, 89;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415-16; modem 現代 422; pre

modem 前現代 415; violence 

碁力 87, 90; 另請參見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國； Roman Em

pire 羅馬帝國

employment 雇用； low-skilled

workers 低技街勞工 184; 

manufac1:tJring 製造業 187; 

migration 遷移 284-5, 304 ;另

請參見migrant labour 移民勞工

EMU 歐油1貨幣聯盟 226,443,445

endangered species, trade 瀕臨絕種

動物貿易 400

energy use 能源使用 378

Enfield anno叨恩菲尙德兵工廠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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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rman, S. 英格曼 420

engineering products 工程產品

251 
England, Bank of 英格蘭錄行 191

England 107, 337 ；另請參見 UK 英

國

English language 英語 335, 346, 

373,428 
Enlightenment 啓蒙運動 339

enmeshment 涉入：參見 national

enmeshment 國家涉入

entre pot ports 貨物集散港 153

environmental change 環境變化

277,382,408-10 
environmental commons 共同環境

378,381, 426-7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環境惡

化 376-7; APEC 亞太經濟合作

會蟻 389; capitalism 資本主義

391; collective 集體 410; cross

border 跨國界 379, 381, 407; 

demographic problems 人口問

題 381; extensity 擴張範圍

381; historical periods 歷史時期

384-6, 389, 390, 391, 392-4; In
dustrial Revolution 工業革命

383; institutions 制度 409;

intensity 強度 381; invisibility 

不可見 377; local/regional 她方

1 區域 376, 409; measurements 

衡量 455-6; national enmesh

ment 國家涉入 391-6, 401, 453; 

resources 資源 381

environmental globalization 環境全

球化： contemporary era 當代時

期 408-10, 426-7, 429; deci-

sional impacts 決策影零 410;

demographic expansion 人口擴

張 379; distributional impacts 

分配影零 410-12; Emopean ex

pans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歐洲的擴張到工業革命 382-4;

extensity 擴張範圍 392; his

torical forms 歷史形式 381-4,

389-91, 392-4, 421-2; impact 
propensity 衝擊傾向 393; 

industrialization 工業化 380,

381-4, 426-7; institutional im
pacts 制度影響 387, 394, 

410-11, 413; intensity 強度 393;

interdependence 互賴 376; 

political/cultural response 政治／

文化回息 386; regulation 筌制

388-9; resource consumption 賚

源消耗 379; SIACS 先進資本主

義社會國家 409-10; state 

autonomy 國家自主性 4lL

412; stratification 階層化 394;

structural impacts 結構影嚮

410-12; unevenness 不均衡 429;

velocity 速度 393

environmental movement 環境運動

452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環境紐

織 387,388

EPAC 經濟計畫諮詢委員會 180

equity flows 股票流動 191, 206, 

207,211,213. 224 
ERM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匯

率機制 225, 226 ;另請參見

European Union 歐洲聯盟

Emst,D. 恩斯特 256,263,264

ethnic minorities 少數族群 297,

316, 325-6, 337 
ethnicity, migration 族群遷移 316

EU 歐洲聯盟參見 European Un-
ion 歐i州聯盟

Eurasia 歐亞大陸 152-3, 416 

Eurobond 歐洲債券 202,205

Euroco:rps 歐 1州軍團 144

Eurocurrency 歐洲通貨 201, 

214-15 
Eurodollar funds 歐元基金 201

Euro-equities 歐洲股票 206

Europe 歐洲． absolutist states 專制

國家 92; acid rain 酸雨 405;

and Africa 非 i州 88, 289; arms 

control 武器管制 132; anns 

manufacturers 武器製造者

105n3; arms procurement 武器

採購 107; and Asia 亞洲 191;

and Australia 澳洲 383, 419; 
authority systems 權威體系

34-5; capital exports 資本出口

199; Cold War 冷戰 82; 

colonial expansion 蘊民擴張

39, 41, 43, 91, 92, 93; consumer 
electronics 消懵電子產品 265;

early modem era 近現代時期

91-3, 418,420; economic booms 
經層繁榮 304; emigrants 移民

289, 291-2, 299, 341; enmesh
ment in world military order 涉

入世界軍事秩序 142; expan
sion ;f廣張 288, 289-92, 340-1, 

382-4, 418, 420; exploration 探

險 39, 90, 91; as FDI host 外國

直接投資地主國 241, 247, 248, 

索引

249. 274-5; financial market 金

融市場 191-2; human rights 人

權 67; identity 認同 374-5;

innnigration 移民 312, 323; 

血perialism 帝國主義 91, 93; 

interco!1llectedness of indus切

產業的相互聯繫 138; interre
gional capital flows 國際資本流

動 193; labour-abundant 勞力充

足 163; labour export
ing／加porting countries 勞工出

口／進口國 295, 299; me

dia-entertainment conglomerates 
娛樂媒體企業集團 349; me
dieval era 中世紀時期 34-5,

85-6; military power 軍事力量

91-3; milita巧'tee畑ology 軍事

技術 115-16; nations/culture 民

族／文化 338; radio set ownership 

無線電通信設備所有權 351; as 

regional bloc 區域集團 5, 76; 

regional migration 區域遷移

299; security 安全 51, 125-6; as 

society of states 國家社會 37-9;

tee加ological advances 186; tele
conm1unications 電信 60; 

television ownership 電視所有

權 358; trade 貿易 153; us 
films 美國霎影 356

Europe, Eastern 柬歐： car indus旳

汽車產業 254; FDI 外國直接

投資 244, 249; migration 遷移

302; trade regimes 貿易體制 165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歐洲人權委員會 67

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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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Hrnnan Rights and Frn1一

damental Freedoms 歐；·J·I·I人權及

綦本自由保障公約 62,68,69

European Cmrrt of Justice 歐；、州法院

74-5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歐洲貨

幣體系 225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歐洲貨

幣聯盟 226,443,445

European Union 農）．丨、l聯盟 74; CFC 

use 氟氯碳化物的使用 397;

citizenship 公民權 75; collabo

ration 合作 452; as customs un

ion 關兢冏盟 168; domestic 

cultural ou甲ut 國內文化產出

371; Dublin agi·eement 324 都柏

林協定， EMS 歐洲貨幣體系

225; EMU 歐；州貨幣聯盟 226,

443, 445; environmental regula
tion 環境規範 388-9;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匪率機制 225,

226; FDI 外國直接投資 258;

intensity 強度 75; m福ant la

bour 移民勞工 314-15; net

works 釘司 g各 270; political inter

action 政治互動 75; Schengen 

agreement 申根協定 324; Sin

gle European Act 單－歐；）i·議案

74, 75; Single European Market 
歐洲單一市場 176, 231, 243, 

304; sovereignty 主權 8-9, 74-5, 

446, 452; subsidiarity 74; supra
nationality 超國家性 74; trade 

with non-EU countries 與非歐洲

聯盟國家貿易 168

Evans,R. 伊凡斯 383

exchange rates 匯率 230-2;'char

tism' 圖表分析 218; fixed 固定

442-3; flexible 5單 4生 216, 443; 

floa血g 浮動 209, 228, 231;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195-7;

MNCs 多國籍企業 277; na

tional macroeconomics 國家總

體經濟 224-5; pegged to dollar 

200 釘住美元； sterilization 沖

銷 230

expansion 擴張： capitalism 資本主

義 383; imperial 帝國 39, 41, 

43,89;trade 貿易 175

exploitation, colonies 殖民地開發

391 exploitation of resomces 資

源開採 73 exploration 探險 39,

90,91 
exports 出口： Asia 亞滑l 157; 

capital 奇本 193, 199; develop

mg countries 開發中國家 172,

173; and GDP 國內生產毛額

158, 169, 177, 180, 181, 182; in
廿astrucmre 基礎建設 161;

Latin Ainerica 拉丁美洲 157;

manufacture 製造業 186; and 

overseas production compared 
比較海外生產 243; SIACS 先

進資本主義社會國家 177;

world 世界 154,169,172

extensity 擔張範圍： anns produc

tion 武器生産 117; anns trade 

武器貿易 114; cultural global

ization 文化全球化 329, 364, 

368;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環境惡化 381; environmental 

globalization 環境全球化 392;

fm叩cial globalization 全融全球

化 222; global migration 全球

遷移 307, 310-11; global net

works 全球綱絡 17, 21-2, 23; 

global production 全球生產

272;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433,

434; international fm叩ce 國際

全紬 190; international produc

tion 國際生產 243-5; migration 

遷移 284; militmy globalization 

軍事全球化 135; political glob

alization 政治全球化 79; trade 

貿易 163, 167-8; u·ade global

ization 貿易全球化 150-1, 178 

extinction of species 物種滅絕 377,

379,382,383,391,399,400 
extractive industries 採掘業 239,

241,243,254,268,399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要

素價格均等定理 162

Fagan, B. 費根 286

Fall(, J. 福克 7

Fa1k, R．福克 37, 39, 63, 64, 82, 

102,449 
Falklands War 福克蘭群島戰役

145 
fate, collective 共同的命運 444 ；另

請參見 community of fate 命運

共同體

Fawcett, J. 佛塞特 300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

國直接投賁 191, 203; annual 

growth 年成長 242; APEC 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 250, 258; Bra

zil 巴西 258; concentrations 集

索引

中 271; contemporary 當代

428; developed cmmtries 已開發

國家 247; developing countries 

開發中國家 248, 249-50, 257, 

271; Eastern Europe 柬歐 244,

249; estimation 亻古 it 454-5; 

Europe 歐洲 241, 247, 248, 

249, 274-5; EU 歐洲聯盟 258;

and GDP 國內生產毛額 274-5;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239-40,

270; historical periods 歷史時期

238, 240-1, 428; host nations J,也

主國 241, 248, 249; Ilv1F 國際

貨幣基全 454; intensity 強度

245-7;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o
duction 生產國際化 239;

ii1ward 向內 253; Japan 日本

241, 247, 248, 249, 252, 274-5; 

liberalization 257-8, 274; manu
facturing 製造業 255; MNCs 

多國籍企業 237, 271, 274, 455; 

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250, 258; OECD countries 經濟

合作暨發展紐織國家 243, 248, 

250, 257-8; outward 向外 247;

and portfolio investlnent 有價讒

券投資 224; productivity growth 

生產力成長 280; regional clus

tering 區域群集 250; services 

服務 255, 271; sources 來源

240; stocks, by sector 在各部門

約部分 254; stratification 階層

化 247-51; tax incentives 租税

誘因 259; total capital formation 

資本形成總額 246; tourism 覯

光旅遊業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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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nstein, C. 賚恩斯坦 159

Feldstein, M 費遼斯埋 219

Femandez,R．費南德茲 248

Fernandez-Armesto, F. 費南德茲－

阿梅斯托 33, 41, 91, 154, 288, 

289 
Ferro, M. 菲羅 33,39,41,43,90

fibre optic technology 光懺雪纜技

街 342-3, 363 

Fieldhouse, D. K. 費爾德毫斯 39

film industry 電影工業 353-6

fmancial asset trading 全融實產交

易 189

financial centers 金鼬中心 195

fmancial deepening 金融深化 225,

234-5 
financial flows 金紬流動 190, 221, 

233 
fmancial globalization 金融全球化

61; contemporary 噹代 201-2,

215-20; extensity 擴張籍圍

222; Gold Standard 全本位 198;

historical forms 歷史形式

220-5; 血pact propensity 衝擊傾

向 222; infrastructure 綦礎建設

223; institutionalization 制度化

223, 224; integration 整合

189-90, 218; intensity 強度 222;

interaction modes 互動方式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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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son, C．李昔森 241

List, Friedrich 李斯特 156

literacy 識字 334-5, 337,423 

Lithman,E. 李斯曼 317,320

Litman,B．李特曼 360

Liu, P. 劉氏 219

Lloyd,P．洛依德 168

localization 她方化 15, 16,28 

Locamo Treaty 羅加諾條約 130

London 倫敦： financial centre 金融

中心 192, 195, 220. 221, 224, 

225, 252; Stock Exchange 股票

交易 206; world trade 世界貿易

39 
London Dumping Convention 倫敦

廢棄物投棄公約 388

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
tures Exchange 倫敦國際全融

期貨交易所 225

索引

London Protocol 倫敦議定書 71

Lothian, J. 洛錫安 200

Lougheed, L. 勞希德 291, 292, 

293,298 
Love Canal 愛渠 407

Lowry,D．勞瑞 405

low-skilled workers 低技術勞工

184,185 
Luard,E. 魯爾德 4,50

Lucasen. J. 魯卡森 288,289

Lukes, S. 路克斯 20

luxury trade 夸侈品貿易 153,239

Maastricht Treaty 馬斯垂克條約

74, 75 
McChesney, R. W. 麥欽尼 349,

350,368 
McCormick, J. 馬考米克 386

Mccullagh, C. B. 麥克考拉夫 436

McFail,M. 麥克賚爾 101

McGoodwin, J. 麥缸醞 402

McGraw Hill 麥格羅希爾集囹 349

McGrew, A. 麥格魯 xix, 20, 47, 

49,448 
McKeown, T. 麥基翁 169

MacMillan, J. 麥克米蘭 7

McNeill, W. H. 麥克尼爾 13, 93, 

97,104,105,108,109,116,283, 

285,382,418 
macroeconomics 總體經濟： ex

change rates 匯率 224-5; fluc

tuations 波動 182-3; global fi

nance 全球金融 228-30; import 

prices 進口價格 183; transfer 

pricing 轉移定價 277

Maddison, A. 麥迪遜 169,180

璽l



璽l 全球化趨勢與衝擊

Madonna 瑪丹螂 352

Las Madres de Plazo de Mayo 失蹤

者之母 68

Magnusson, L. 麥格努森 154

malaria 瘧疾 445

Malay language 馬來語 345

Malmans,K. 毛門斯 353

mammoths -k毛象 382

management techniques 笮理技術

261, 262-3, 264 
Mancini,G. 曼席尼 75

Mann, M. 曼恩 7, 16, 24, 33, 35, 

36, 85, 87, 329-30, 332, 334, 336, 

337,44i 
Mansbach, R W. 曼斯巴哈 50

manufacturing 藁造業： China 中國

154; employment 扆用 187;

exports 出口 186; FDI 外國直
接投實 255; foreign enterprises 

外國企業 251;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176, 178; import content 

進口內容 174; India 印度 154;

MNCs 多國籍企業 242, 254-5; 

NIEs 新興工業化經濟髖 186;

semi-finished 半成品 174; 

world trade 世界貿易 172

marine environment 海洋環境 378

marine pollution 海洋污染： agree

ments 協定 388; cumulative ef
fects 累積效果 455; industry 
..I.業 399; MARPOL convention 
防止船拍污染國際公約 388;

nuclear wastes 核子廢棄物

406; regional 區域 409; regula

tion 詧制 389

market civilization 市場文明 4

market niches 市場利綦 257

markets 市場： imperfect 不完全 11;

regional 區域 243

Marks, S. 馬爾克斯 37,69, 70 

Markusen, J. Y. 馬庫森 139, 174 

MA頤OL convention on ship pollu-
tion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388 
Marston,R 馬斯頓 200,218

Martin, J. 馬丁 383

Martin, p. L. 馬丁 300

Marxism 馬克思主義 2-3, 339, 

422-3 
MATIF 法國期貨交易所 226

Matra-Hachette 哈卻特公司 349

Matsushita 松下企業 349

Maxfield, S. 麥克斯菲爾褘 216

Mazlish,B．瑪茲利許 13

Meadows,D. 米多斯 399

media 媒體， cultural spread 文化傳

播 338

media-entertainment conglomerates 
娛樂媒體企業集團 347, 348, 

349,350 
media industry 媒體産業， MNCs

多國籍企業 368

medieval era 中古時期： arms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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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當代 133, 134, 

136, 143; domestic politics 國

內政治 148; dominant fea

tures 主要特徵 135;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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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relations 關係 94-5; and re

ligions 宗赦 332, 333; sover

eignty 主權 412

military technology 軍事技術： ad

vanced 先進 109-10, 111, 

114-15; civil uses 民間使用

123; diffusion 88, 93, 105-6, 

115-16, 136; economic modemi
zation 經濟現代化 116; in

digenous 本地 I 17-18; innova

tion 創新 92, 93-4, 103, 105-6, 

108; licensed production 獲許可
的生產 116, 118-19; MNCs 多

國籍企業 236; MTR 軍事技術

革命 122-3, 138; post World 

War I 第一 I欠世界大戰後 116,

117; power stratification 123; 
premodem 前現代 115,418; 另

請參見 anns production 武器生

彥； weapons

Millar,F. 米拉 334

Miller,D. 米勒 373

Miller, M. 米勒 301,316,317,323,

385 
Milner, H. V. 米爾吶 13, 183, 441 

Minami, R. 160 
呻eral extraction 礦産採抵 268,

399 
Minford,P. 閔福德 185

mining 礦業 243

Minis叨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農業漁業食品部 55

Minis切 of Foreign Affairs 外交耶

294 
minority rights 少藪權利 70

missiles 飛彈 105n3, 115 

Mitchell, B. 米契爾 139, 159, 292, 

295,296,312,315,319,320 

MNC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多國籍企業 9, 57; agriculture 農

業 268; anns 武器 119; col

laboration 合作 265; commodi

ties 商品 241; comm画cations

傳播 240; competitive advantage 

競爭優勢 256, 260-2; contr·act

ing out 契約外包 256; cultural 

文化 346-50, 370, 372; demand 

management policies 需求管理

政策 276; developing countries 

開發中國家 244-5, 248, 253, 

257; Europe 歐洲 252, 280, 281; 

exchange rates 匯率 277; ex

tractive industiy 採掘業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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