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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新聞評析

後 ECFA 的拉美外交
向駿，拉美經貿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 9 月 15 日是中美洲薩爾瓦多、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哥
斯大黎加 5 國獨立 189 周年紀念日。馬政府的「外交休兵」雖為兩岸外交惡鬥暫
時設下停損點，但也引發我拉丁美洲邦交國不受重視的抱怨。

近來兩個事件又為推動此地區的外交增加了難度。其一是瓜地馬拉、尼加
拉瓜、薩爾瓦多及宏都拉斯等國雖早與我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然因貿易額不到台
灣對外貿易 1% '在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後，相形更顯邊緣地位。

其二是宏都拉斯去年政變後選出右派總統，至今仍未獲尼加拉瓜等左派國
家承認，因此今年就算外交部想邀集 4 個中美洲邦交國共同參加獨立日慶祝活動，

恐怕也有相當難度 。

近 10年來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原物料充足的拉丁美洲也因而水漲船高。
金融海嘯後，美國失去國際經濟霸權的至高點，拉丁美洲也找到了「華盛頓共識J
的替代品一一「北京共識」。

面對此一趨勢，台灣的拉美外交至少應有兩點認知:其一是「外交休兵」

成敗有賴於兩岸關{擎的好壞，故應有兩岸外交戰火再起的準備，否貝ur外交休兵」
將成為「外交休克」。其二是「柔性外交」日形重要，以大陸為例，從在全球廣
設孔子學院，到投注巨資成立外語媒體，無不展現其旺盛企圖。

日前馬英九總統在全球招商大會上致詞時表示，我與大陸簽署 ECFA 不但
可以改善兩岸關條，更可有效促進全球他 。就盛產咖啡的中美洲而言，已在大陸

開始攻城掠地的台商，或許就可成為協助我邦交國進軍大陸的跳板 。

(原文刊載於〈旺報} ， 2010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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