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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與專訪

兩岸攜手可在拉美共創多贏

黃惠玟，中評社記者專欄

向駿以研究拉丁美洲關條聞名，希望台灣的西語人才可以前進大陸發揮所長 。

中評社台北 11 月 4 日電(記者黃惠玟專訪)兩岸簽署 ECFA 讓台灣得到

不少和平紅利，台灣私立致理技術學院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向駿接受中評
社專訪時指出，由於貿易量不大，台灣的拉T美洲邦交國在後 ECFA 時代已經被

邊緣忙，馬政府在推動兩岸和平交流時，不該棄守與拉丁美洲各國的關條，透過

經貿兩岸攜手可以在拉丁美洲共創多贏。

向駿，烏拉圭陸軍指揮參謀學院畢業、紐約大學拉丁美洲研究碩士、美國克

萊蒙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政治學博士，目前擔任致理技術學院國質系副教授兼

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該中心於今年 9 月成立，是專門研究拉丁美洲的學
術機構，由於淡江大學拉美研究院已於去年併入美洲研究所，使得這個新設單位
成為台灣唯一研究拉美的學術機構。

向駿指出，馬政府的外交休兵政策讓台灣不再受制於中美洲邦交國的予取予

求，當然這些邦交國對台灣也不再重視，這個情況隨著兩岸簽署 ECFA 之後更是

嚴重。以經貿效益來說，兩岸貿易占台灣的依存度快到一半，台灣雖與瓜地馬拉、

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及宏都拉斯等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 (FTA) ，但貿易額卻不

到台灣對外貿易的 1% 。

向駿認為，外交休兵政策為兩岸外交惡鬥暫時設下停損點，卻引發拉美邦交

國抱怨不再受到台灣重視，這對台灣來說是個警訊，因為外交休兵有賴兩岸關條

的好壞，如果兩岸外交戰火再起，外交休兵將成為「外交休克 J '要這些邦交國
像過去一樣重回過去對台灣的忠誠會有難度。事實上，台灣在與中國大陸改善經

貿關條的同時，也可以對拉美輸送溫暖，除了震災援助外，在經貿上兩岸更可以

攜手。

以台灣知名的咖啡連鎖店的度 C 來說，向駿指出，該店所引進的咖啡豆就

是從瓜地馬拉等國來的，目前這家連鎖店也已經前往中國大陸各地開設分店，透

過咖啡豆的引進並銷往中國大陸，這就是兩岸攜手為拉美國家送暖的方式之一 。

其次，台灣過去多年來培養的西班牙語人才過剩，在中國大陸與拉丁美洲關
條愈來愈密切的此時，也會有發揮之處，特別是大陸近來在各國廣設「孔子學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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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T美洲各國所設的「孔子學院 J '就有西語人才荒的問題 。 台灣在華語教學
部分不輪大陸，如果台灣的西語人才可以在這塊補足，讓人才適才適所，發揮專

長，對提昇台灣的就業是件好事。

向駿指出，拉美是目前全球原物料的主要供應區域，隨著中國大陸的掘起，

兩者之間的關條愈來愈密切，儘管拉美一直被視為「美國的後花園 J '中國大陸

也不敢挑戰美國在拉美的霸主地位，不過以巴西來說，中國在 2010 年已經取代
美國占出口國第一名的位置，如果以外國投資巴西來說，中國早已經超越美國，
如此的情勢台灣絕對不能忽視 。

他表示，日前與台灣有邦交關條的多明尼加共和國，已經準備接受中國宮方

銀行所提供的 4 億 6200 萬美元的融資，做為推動大規模觀光發展的計劃 。 這項

計劃應該是兩岸以外交休兵為前提，在彼此有默契下成行的重要投資，也顯示出
台灣對於中國大陸在外交上釋出的善意，台灣對此計劃確實應該樂觀其成，畢竟

這個投資也相當程度可以讓台商受益。

(轉載自中國新聞評論， 2010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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