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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陸海關總署公布自 110 年 3 月起暫停我國鳳梨輸陸後，被媒體稱為 

「鳳梨事件」的話題開始不斷延燒；看似單純兩岸貿易往來事件，亦涉及到國

家經濟安全。  

 

 

國家經濟安全概念  

首先，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 是大家耳熟能詳之名詞，但隨著

時代變遷，它有很多不同定義，傳統思維對於如何確保國家安全，相信軍事武

力是最佳保障，因此，也就將國防與國家安全劃上等號，現隨著資訊化、全球

化所帶來的影響，國家安全之意義與範圍已逐漸擴大。  

綜整學者對於國家安全之定義：為維持國家長久生存與發展，確保領土、

主權及國家利益，進而提升國家在國際上之地位，以保障國民福祉，所採取對

抗任何威脅之措施。申言之，國家安全包括以下幾點：一、確保國家之生存不

受威脅。二、維持國家領土的完整，不受任何侵犯。三、 確保政治獨立與主權

完整，維持政府運作與國家發展。四、經濟制度持續運作與正常的發展。五、

保護國民生活方式，不受外力干涉與控制。  

再者，所謂國家經濟安全（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是指在經濟全

球化時代，一個國家能夠保持其經濟發展所需資源之有效供給、經濟體系獨立

穩定運作、整體經濟不受外力惡意侵害及不可抗力損害的狀態與能力。國家經

濟安全的範圍相當廣泛，就我國而言，可分成境內、境外兩部分，境內部分如

環境安全、用電安全、用水安全、糧食安全、醫療保障、公共衛生、經濟成

長、土地資源、所得分配、金融穩定等；境外部分則如疫疾傳染、進口資源、

出口市場、匯率變動、國際運輸、兩岸關係等，上述每個項目看似獨立，但實

際上卻是彼此緊密相連且互相影響。  

由於我國經濟高度仰賴對外貿易，一旦國際競爭優勢不再，即無法維持一

定之貿易能量，勢必會影響經濟成長及國家安全，由此可證國家經濟安全之重

要性。 

 

借古鑑今─談管仲經濟戰  

根據我國 105 年國家安全報告，在財經安全的威脅部分，分別有「國際競

爭壓力之升高」、「農業改革所面臨的壓力」、「能源之自主與穩定」、「金融體系

未臻健全」、「財政赤字」、「中國磁吸效應」、 「國際經貿活動空間受到擠壓」



及「中國封鎖臺灣經濟」等 8 種面向，其中又以大陸為最大之威脅。我國自與

大陸簽訂「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與大陸簽署「兩岸經濟架構協

議（ECFA）」以來，大陸已迅速取代日本成為國產水果輸出最大市場，如農委會

統計，大陸市場即占臺灣鳳梨外銷出口的 9 成以上，可見鳳梨事件又再次驗證

中共對我國的威脅不只是軍事還有經濟。  

談到經濟戰（Economic Warfare）之始祖，非春秋時期的管仲莫屬，他不

僅是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亦為諸子百家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當時農業生產

為國民經濟之支柱，管仲不僅重視農業生產，也十分重視工商業。他把富民放

在首位，不僅解決人民的基本生存，同時以軟實力控制周邊諸侯，使齊國成為

最富有的國家，也奠定了經濟雄厚的基礎。  

管仲「重金買鹿制楚」堪稱是世界上最早的經濟戰。有一次管仲派了許多

商人到楚國去買鹿，當時這種動物在其他地方是較為稀少的。管仲派去的商人

在楚國到處揚言，因為齊桓公愛吃鹿肉，所以不惜重金前來收購，楚國商人一

見有利可圖，便四處採購進貨，然後再賣給齊國的商人，導致楚國人放棄耕

種，紛紛以捕鹿為業，並同時大量向其他國家採購糧食，導致糧價飆漲。待楚

國農田荒廢後，管仲便封鎖楚國購糧管道，引發楚國飢荒，最後利用齊桓公是

諸侯霸主的身分，向各國發出禁令，不准與楚國通商及買賣糧食。管仲見時機

成熟，組織聯軍討伐楚國，楚成王沒辦法只好求和。管仲僅靠著經濟，不動一 

兵一卒就讓楚國不得不俯首稱臣。  

管仲的經濟謀略不僅如此，他以類似的手法，對外宣稱齊國貴族喜愛魯國

的絲綢，並使齊桓公及王公大臣們紛紛換穿魯國製造的絲綢，致使絲綢價格大

漲，魯國人民便紛紛棄農織布，此時管仲再炒高糧食價格，待魯國農田荒廢

後，封鎖該國購買糧食的途徑，魯國就只能臣服於齊國。 同樣地，管仲故意向

以鑄造兵器聞名的衡山國大量購買兵器，同時大肆採購他國糧食，其他國家誤

以為齊國準備發動戰爭，也紛紛向衡山國購買兵器，致使衡山國農民競相轉業

製造兵器，管仲遂忽然取消採購兵器，此時的衡山國雖有兵器卻無糧食，齊國

便輕鬆地將衡山國併入版圖。 

 

創造臺灣鳳梨之優質品牌形象  

政府現階段透過大眾媒體、網路新聞等媒介呼籲企業及民眾用愛國行動買

鳳梨挺農民，但此恐非長久之計。由於我國農業乃小農經濟，在國際上本較不

具競爭優勢，外銷市場主要在大陸的原因是零關稅、距離近較易保存等，若以

公共行政理論的替選方案分析，建議可行政策如下：  

一、拓展其他市場  

政府可以協助排除不必要的貿易障礙，以及在國際談判上創造更多有

利於我方的市場經營空間，藉此可以外銷至鄰近國家，如日本、韓

國。  

二、提高附加價值  



鳳梨除了作為鳳梨酥的內餡外，可以開發當作原料，例如果醬、手搖

杯、製作氣泡飲料等，有助搶攻國外飲料市場。  

三、落實品質把關  

110 年 3 月間，臺灣鳳梨出口新加坡被投書不甜及黑心，農委會宣

布，提供圖卡幫助果園採到夠甜果實、調整到貨儲運溫度維持品質，

且出口 7 天前通報藥檢不合格不得出口，以形塑品牌形象，可見訂 

定藥檢規範仍有不足，還需嚴格把關始為良方。  

四、建立品牌形象  

若從紐西蘭奇異果品牌 Zespri 的經營管理模式可知，要創造出一個

成功的國際水果品牌，所需投入之品質管理、品牌行銷之資源是非常

可觀的。展望未來，如何做出區隔化差異（如菲律賓亦是鳳梨生產大

國），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國內外農產品牌中走出自己的生存之道，是政

府當局及臺灣農民必須正視且精進之學問。 

 

掌握經濟優勢 加強國際合作  

當今世界各國領袖莫不把經濟發展當作重要政策，主要是因為貿易國際化

的影響，誰能掌握經濟優勢，誰就可以發揮影響力，進而擴展國家勢力。國內

現正面臨疫情（COVID-19）及電力吃緊等困境，經濟的衝擊與影響自不容小

覷。正所謂危機就是轉機，面對種種威脅，當務之急是重新思考並研擬國家經

濟安全政策，持續經濟轉型與調整資源分配，因為在經濟全球化情況下，使世

界各國體認到我國之經濟地位與不可取代性，進而加強安全合作，應是生存之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