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前，兩岸兩會簽署兩岸經濟協議

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大

陸承諾對台灣開放80項服務行業項

目，台灣則對陸方承諾開放逾 60

項。有輿論說，服貿協議有助推進兩岸的經濟融合進

程；不過，部分台灣民眾卻擔心此會令島內經濟因太

依賴大陸而失去話事權。究竟服貿協議對兩岸

有何影響？下文將會詳細探討。

■李偉雄 福建（小西灣）中學通識

科科主任、香港通識

教育會會員

經濟全球化
（Economic Globalization）
泛指生產條件如勞動力、資金、技術在

全球範圍內廣泛流動，而生產、貿易、服
務行業等經濟活動，也以世界作為基本單
位進行。換言之，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國（各地）在經濟上
跨國界聯繫日益加強的過程。經濟誘因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全
球化急速發展。此現象給予人類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時
也為各國（各地）帶來不同程度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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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多大程度上具備了經濟全球化
的特徵？

2.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兩岸經濟帶來甚麼正面影響？
試舉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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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反服貿事件中，大家有發現當中涉及
哪些持份者嗎？相信很多人會把焦點集中在當
地大學生上。其實，事件還涉及其他人，如服
貿涵蓋的行業。
首先，是在服貿協議下開放的行業，包括電

腦相關服務業、其他商業及通訊服務業等。在
這次事件中，有示威者擔心小企業會被大企業
淘汰。但另一方面，服貿協議對台灣的整體經
濟有正面影響，如帶動當地經濟增長，刺激不
同行業，如金融、旅遊、電子商務、港口物流
等，這些產業若不能打進大陸市場，將面臨嚴
重的發展樽頸。以金融業為例，台灣希望爭取
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通過協議便有可能佔盡
先機。
其次，香港市民和內地民眾也很關注事件，

均有熱烈討論。
在事件中，同學可多考慮不同持份者的立場

及看法，這有助看到事件的整個畫面。
■陳潔珊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

科大商學院二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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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很大程度上具備經濟全球化
的特徵：
資本市場一體化：在服貿協議下，兩岸企業可跨越地域，進

行融資活動，如大陸允許台灣服務提供者在大陸設立合資企
業，提供因特網（互聯網）接入服務業務、呼叫中心業務，無
地域限制，台資股權比例不超過50%。服貿協議令兩岸對資本
流動的限制放寬，兩岸投資者能在市場自由投資。
商品及服務市場一體化：服貿協議為兩岸企業提供新的市

場，促使兩岸商品、服務、技術、資訊的相互流通。協議涵蓋
產業甚多，如證券業、銀行業、旅遊服務業、保險業、醫療服
務業、印刷業、美容美髮業、電信業、電子商務、營造業、電
影業、零售服務等。可見服貿協議形成商品及服務市場一體
化，滿足兩岸消費者需求。

勞動市場一體化：兩岸企業為有效減低生產成本，多年來台
灣已將大部分勞動力密集的生產工序轉移至發展中國家進行，
而小部分需要專業、精細複雜的生產工序，則留當地進行，形
成經濟分工。服貿協議令兩岸企業和投資者可因應兩地的有利
因素，設立公司及招聘人才。
2.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兩岸經濟帶來以下正面影響：

提升生產效率：在經濟全球化下，兩岸服務業會依據地緣優
勢進行分工，這令兩岸可專門發展自己具優勢的產業，善用本
身資源，節省生產時間，提高生產效率。

鼓勵投資：服貿協議為兩岸企業提供新的市場，加速兩岸資
金流動，流動範圍也大幅擴展，鼓勵兩岸企業從事各種跨地域
投資。加上科技進步和通訊設備改良，嶄新的電子交易系統出
現，令兩岸投資機會大增。隨着資本市場一體化，資金流動性
大增，有利投資，促進兩岸經濟發展。

增加職缺：兩岸引入跨境企業進駐投資，並在這些地方開設
公司。由於跨境企業需要建立銷售平台，需要聘用當地勞工進
行銷售產品的工作，如零售、推廣等，這將增加
更多類型的就業機會。

服貿協議涵蓋產業甚多，如證券業、銀行
業、旅遊服務業、保險業、醫療服務業、印刷
業、美容美髮業、電信業、電子商務、營造
業、電影業、零售服務、文創產業等。
大陸輿論對服貿充滿期盼，認為可加強兩岸
經濟融合進程。然而，部分台灣民眾卻持反對
立場，認為此會令島內經濟太依賴大陸而失去
話事權，也有人擔心大陸低勞動成本會令當地
低技術工人隨企業遷移大陸而被淘汰。甚至有
學生佔領「立法院」，阻延服貿協議通過，影
響甚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現代中國＋全球化

經濟融合經濟融合

主題1：中國的改革開放
探討問題：改革開放政策對國
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甚麼影響？
．人民如何理解生活水平和模式的轉變？
．中央人民政府怎樣回應改革開放帶來的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現代中國（按教育局課程指引）服貿服貿惠兩岸惠兩岸
台民台民為何反為何反

■台灣「總統」馬英九表示，服貿協議對台灣
相當有競爭力。 資料圖片

加強融合進程
陸媒滿期盼

▼▼挺服貿民眾不滿有學挺服貿民眾不滿有學
生佔領生佔領「「立法院立法院」，」，阻阻
延決議延決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警方在「立法院」廣場進行學生清場行動。
資料圖片

■佔領「立法院」學生最終「鳴金收兵」。資料圖片

■■大批警察在大批警察在「「立法院立法院」」外警戒外警戒，，
固守剛收復的議場固守剛收復的議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挺服貿民眾在挺服貿民眾在
台北車站外集台北車站外集
結結，，呼籲呼籲「「學生學生
回家回家」，」，讓服貿讓服貿
協議盡快通過協議盡快通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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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
服貿協議涵蓋的服務貿易主要類別如下：
大陸方面
非金融：商業服務；通訊服務；建築和相關的工程服務；分銷服務；環境服務（不包
括環境質量監測和污染源檢查）；與健康相關的服務和社會服務（除專業服務中所列以
外）；旅遊和與旅遊相關的服務；娛樂、文化和體育服務；運輸服務等。
金 融：保險及其相關服務；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證券期貨和保險）；證

券、期貨及其相關服務等。
台灣方面
非金融：商業服務業；通訊服務業；營造及相關工程服務業；配銷服務業；環境服

務業；健康與社會服務業；觀光及旅遊服務業；娛樂、文化及運動服務業（視聽服務業
除外）；運輸服務業等。
金 融：保險及其相關服務；證券、期貨及其相關服務等。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資料B
在台灣，由於部分人擔憂服貿協議可能使台灣在經濟與政治上更易被大陸影響，加
上官方在該協議簽訂前對民間溝通不足，因而導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存在爭議，也使該
協議在台灣社會形成廣泛討論。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