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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說明 

 

首先，我必須特別強調，這是一門試圖將我個人最近的專書寫作計畫跟教學結合

在一起的研究所課程。換句話說，這門課所列的書單，每周進行的單元，都跟我

目前手頭上的寫作計畫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兩年多前，我因緣際會到主管兩岸

交流事務的海基會服務，在那裡我開始大量接觸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台商。以前

我對這些人的印象全部來自於書本或報章雜誌，在海基會工作那兩年，我慢慢意

識到我對他們的觀感發生了一些改變。我很難三言兩語說出發生在我心中的改變

是什麼，加上我對他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責任感跟使命感，於是，我便開始嘗試

蒐集資料，進行訪談，試圖將他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用社會學的方法把他們

的故事說出來。所以，與其說這是一門制式的課程，不如說，這是一個工作坊或

討論會，我由衷希望這門課是一個相互腦力激盪的場合。在課堂上，我會把我如

何思考中國大陸台商問題提出來跟修課的同學分享，也許我的觀點很主觀，也許

不夠成熟，我期待藉著課堂上的討論，大家能給予我意見，促使我能用一種更合

適、更全面的角度來寫這些人的故事。 

 

顧名思義，大陸台商就是一群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商人。對社會學而言，台商研

究並不是一個新奇的研究領域。過去三十年來，台商研究被放進政治社會學、經

濟社會學、勞動社會學中被廣泛討論，在產業聚落、勞動體制、國家認同、社會

適應、社會網絡、人脈經營、企業管理、政商關係、地域差異、尋租模式等議題

上都留下了許多可讀性頗高的文獻。這個學期，我們將針對上述文獻做一個基本

的介紹。除了這些既有的文獻之外，我們也會在這學期的課程中加入一些與台商

並沒有直接關係的研究。比如說，James Scott跟 Arlie Russel Hochschild的書。

這兩個人的著作，在我構思台商故事的時候，給了我很多靈感跟想像。前者提出

的概念是我掌握台商時的重要概念工具，後者針對美國極右派勢力崛起之書寫角

度及提問方法，則帶給了我相當大的共鳴與啟發。基於以上這兩點，這學期的課

程中，我們會花點時間在這兩個人身上。 

 

我個人認為，台商研究要有五個「必須」。第一，必須將台商放進中國的政治發

展脈絡下來解讀。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個學期的課程中，我會些從鄧小平的改革開



放談起。我們必須了解台商當年一腳踏進的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鄧小平曾

說：「在經濟問題上，其實我是個外行，即使我講一些話，也是從政治的角度講

的。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

考慮的具體問題，我懂得並不很多，我總是從政治角度談經濟的。」我對這段話

深感著迷，不只是因為他的誠實，更是因為這段話不只具體而微地點出他對經濟

問題的看法，也點出了台商在過去三十年來的處境。要了解台商，我們就必須了

解中國過去幾十年來翻天覆地的政治變化，也必須把經濟問題放進政治問題中去

思考。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正確精準地掌握台商這群人在中國的行為與思想。 

 

第二，我們必須把中國的改革開放當成是人類歷史上大規模轉向資本主義的實驗。

這場實驗提供了社會學研究者一個絕佳的素材，讓我們捕捉、分析、詮釋一個社

會在初次接觸或擁抱資本主義時的最直接反應。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對中國來

說，不只是新的，甚至，也是一種告別過去的姿態。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企業、人民，我們都可以找到中國試圖從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

線中解放出來的活力及努力。我的一位台商朋友曾經告訴我一段他跟中國官員有

趣的對話。當時那個城市的中國官員們一心想把這位台商留在當地投資。有一個

下午，他們來到了海邊，官員跟商人一起望著那片美麗的海洋，這時官員突然轉

頭對商人說：「這片海很美吧，送你好不好？」 

 

商人聽了之後嚇一跳，連忙說「我要這片海幹嘛」。我想，再也沒有比這個對話

更能凸顯當時中國政府那種亟欲發展經濟的渴望了。在中國，什麼都可以送，什

麼都可以賣，只要台灣商人願意來投資，他們什麼都準備給。美國記者 Evan Osnos

給了這樣的中國一個簡單卻精準無比的定調：野心時代(age of ambition)。不過，

中國改革開放的路走得並不是很理直氣壯，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有些時候他

們還必須遮遮掩掩、若無其事、陽奉陰違、指鹿為馬、顧左右而言他。文化大革

命的陰影還在，上從官員下至知識份子與販夫走卒，修正主義、走資派的帽子帶

給他們極深的恐懼。台商就是在這樣的中國經商。一下子姓「資」，一下子姓「社」。

那是一個極端扭曲，極端矛盾，也極端刺激，遍地黃金的年代。重點是台商參與

其中，當然有些也樂在其中。如果今天的中國資本主義已經成形，無疑地，台商

對於它的定型有一定程度的貢獻。如果中國改革開放後所展開的時代是一個野心

時代，無疑地，台商不只見證了中國人的野心，某種程度上，也幫助了中國人實

現其野心。中國式的資本主義，或者，用中國官員自己的話來說，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有台商的影子。我們要做的事就是把這道影子描繪出來。 

 

第三，必須了解掛在台商頭上的達摩克利斯的劍(sword of Damocles)。達摩克利

斯是一個廣為流傳的軼事，故事的主人翁達摩克利斯是狄奧尼修斯二世的朝臣，

他對於他的主子極盡巴結之能事。他常常誇獎狄奧尼修斯是多麼幸運，有這樣至

高無上的權柄與威信。有一天狄奧尼修斯跟他提議，讓他當個一日國王體會一下



至高無上的滋味。晚上的宴會上，達摩克利斯非常享受這種當國王的感覺，當晚

餐會結束的時候，他抬頭一看，看到王位上方懸掛著一把僅用一根馬鬃綁著的鋒

利寶劍。他感到不解，狄奧尼修斯便告訴他，那把劍是一種提醒，國王會得罪人，

國王有很多敵人，再多的財富與權力，也隨時都會消失。達摩克利斯聽完之後，

宛若大夢初醒，對權位再也不敢妄想。 

 

每位台商頭上都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的劍。雖然他們之中很多人家財萬貫，豪宅、

別墅、名車、土地一項不缺，甚至，曾經一度他們在中國可以橫著走，不過，他

們很清楚，當下在中國所擁有的一切，隨時都有可能會消失。弔詭的是，截至今

天為止，這把劍長什麼樣子卻沒有人說得清楚。大家都知道它存在，可是，沒有

人能清楚地說出它的長相。所有的台商都活在一套精密的權力關係運作之中，這

幾乎已經是一件不需要再證明的事情。吳介民的《尋租中國》是一本非常好的探

討台商的專書，在那本書中他不是沒有試圖探知這套權力關係。他的受訪者曾經

告訴他，中國對台商的手段卑劣，不過，當他問受訪者如何「手段卑劣」時，吳

介民在書中只留下一句，「李總不願意透露具體內容」，便匆匆結束。這是台商研

究最難做的一個環節。台商對於中國的統治者有著牢不可破的恐懼，要讓台商開

口講述那些，需要有足夠的信任關係。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既有的台商研究都跳

過這一塊。事實上，大部分研究台商的學者都意識到這是個重要的待解問題，不

過，他們是活在什麼樣的權力關係中卻始終缺乏系統性的說明。 

 

第四，必須把台商的言行舉止視為一種展演，而且是一種妥協後的展演。換句話

說，研究台商時，我們應該嘗試用一種結合了 Erving Goffman 與 James Scott 的

書寫角度來詮釋這些人的所作所為。蕭阿勤跟吳介民曾有一番爭論，那些生活在

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台灣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是真的認同還是逢場作戲？許

多學者，都替當時的文人、作家、黨外運動者等，提出辯護。吳介民甚至同情式

的理解他們在威權時期所做的保護自己的發言。他引用 Scott的話，「一個被統治

的從屬群體處在外部高壓的情境之下，其面對權力的對應方式，往往不是說出他

們內心的信仰和真實感受，而是虛與委蛇，以統治者的語言來演出統治者所希望

看到、聽到的言行。」不過，奇怪的是，當吳介民在書寫台商，也就是另一批處

在外部更高壓下的情境下的台灣人時，「隱蔽劇本」這個概念就不見了。取而代

之的，是「跨海峽政商聯盟」之類的用詞。當然，要強調台商的「隱蔽劇本」，

或者要把台商的「順從/抵抗」解釋成「弱者的武器」，我們需要更多經驗上的證

據。就社會科學的角度而言，我們不能斷言隱蔽的東西存在，除非我們讓它們見

光。Scott在其書中有提到，馬來西亞的農民使用「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

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方法來從事低姿態的反抗。

他也提到，「貫穿於大部分歷史過程的大多數從屬階級極少能從事公開的、有組

織的政治行動，那對於他們來說過於奢侈。他們只想要「使制度的不利降到最低」。

這段話用來形容台商在中國的處境難道不貼切嗎？當然，台商絕對不是一般傳統



社會學定義下的「弱者」，他們在階級上的屬性以及世俗的財富很難贏得社會上

多數人的同情。不過，我想證明，「隱蔽文本」或「弱者的武器」並不是一個弱

勢階級專屬的概念，只要權力關係大到產生一定程度的威脅時，這可能會是人們

面對權力時的一種迂迴的順從/抵抗方式。 

 

第五，我們必須把他們的「深層故事」(deep story)說出來。台商去中國做生意的

時間點，正好是台灣民主轉型，台灣共同體以及民族主義攀升的時候。故鄉的人

們經過一次一次的選舉，確立了共同體的疆界，他們卻在這三十年關鍵的時刻中，

在中國做生意，受制於中國。某種程度來說，這是一場他們來不及參與，或者想

要置身事外的民主盛會與國家建構，或者，應該這樣說，就算他們來得及，他們

也要假裝來不及。就算他們在場，也要假裝他們不在場。一開始，當他們接到台

灣民族主義的邀請時，他們的身家財產都在中國，兩岸和平是他們最大的心願，

也最符合他們個人的利益。在中國那樣的環境下經商，曾經是他們逃避邀約的不

在場證明，就這樣，不管是假裝也好，逃避也好，不願面對也好，或者真心認同

也罷，幾十年過去了，他們大多數的人都還活在「九二共識」的框架裡，而台灣

民族主義者則乾脆送他們一頂「中共代理人」的帽子。 

 

John Mearsheimer 曾經說過：「台灣與中國進行貿易，協助其發展成為經濟重鎮，

等於是協助創造一個新生的巨人，而這個巨人卻想改變現狀，包括終結台灣的獨

立」。我不是國際關係理論的熱愛者，不過，Mearsheimer 的這段話卻清楚點出了

台商的矛盾情結。台商不只是一群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台灣人，不只是協助打造

中國資本主義的參與者，他們可能還是一群幫助中國在經濟上強大的始作俑者。

歷史發展的弔詭在於，中國崛起之後，卻反過來支配、威脅、甚至意圖侵略台灣。

這也難怪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台商的印象始終是負面多於正面。而且，現在的局

勢已經演變成，中國對他們越好，台灣人民就越討厭他們。更慘的是，就算中國

對他們不好，台灣人民也不會同情他們。這不是他們所樂見，不過，卻遠遠超乎

他們所能控制。有一句話叫做「日久他鄉變故鄉」，不過，在台商這一群人身上，

我們卻找到一個反向的過程：日久故鄉變他鄉。他們不是笨蛋，他們心裡很清楚。

尤其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剛爆發的時候，他們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台灣社會

其實一點也不歡迎他們回台灣。 

 

我寫這本書，開這門課的用意不是為他們在政治或國族認同上平反，我只想知道

他們內心深處是怎麼看待世界的變化，以及世界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標籤。他們怎

麼看待中國？他們怎麼看待自己？他們又怎麼看待自己貢獻良多的中國崛起？

他們怎麼看待台灣？他們又怎麼看待台灣社會對他們的評價？為什麼這群人會

被說成是中共代理人？他們內心深處有什麼話想說卻總是說不出來？他們的感

受、恐懼、憤怒、無奈、辛酸、苦衷、委屈、不滿又是什麼？當他們的生意逐漸

從中國撤出時，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會有不會有所改變？這就是 Hochschild所講的



深層故事。我認為，如果不瞭解他們的深層故事，我們就不能說我們了解台商。 

 

以上五個「必須」便是貫穿本學期課程的主要架構。我要再次強調，這堂課是一

個社會學專題研究，所以，我把很多時間放在交代台商所處的社會與歷史脈絡，

加上我對台商已經有一些既有的想法與定見，所以我只會針對台商的幾個重要面

向加以探討。我這麼做的同時，有些東西勢必會被忽略。比如說，那些想要了解

高科技產業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的同學，或者想了解他們如何經商致富的同學，

可能要失望了。 

 

評量方式 

 

課堂上討論後決定 

 

每周進度 

(書單可能會有一些小異動，每周上課內容也請保留彈性) 

 

1. 2/26  課程說明 

 

2. 3/5  熱身：家鄉裡的異鄉人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2018.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許雅淑、李宗義譯 (2020)，《家

鄉裡的異鄉人：美國右派的憤怒與哀愁》，新北市：群學。 

 

3. 3/12  出發點之一：尋租中國 

 

吳介民，2019，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台北：台大出

版中心 

 

4. 3/19  出發點之二：蘇州 

 

張家銘，2006，《台商在蘇州：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考察》，台北：桂冠 

 

5. 3/26  鄧小平時代 

 

杨继绳，1998，《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上、下卷)》，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 

 



6. 4/2  放假 

 

7. 4/9  野心時代 

 

Osnos, Even. (2015)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潘勛譯 《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新北市：八旗文

化出版 

8. 4/16  台商現身說法：中國大陸近年投資環境與制度的變化 

演講者: TBA 

 

9. 4/23  賺錢 

 

Hamilton, Gary & Cheng-shu Kao, 2018. Making Money: How Taiwanese 

Industrialists Embraced the Global Econom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4/30  資本主義 

 

Hisng, You-tien. 1998. Making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Taiwan Conne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arsheimer, John. 2014. “Taiwan's Dire Strai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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