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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越南在「新南向政策」下受到臺灣民眾普遍的重視，在許多國際經濟指標中的表現也進步迅

速，然而，越南的政治經濟發展具有高度的自我特色與不確定性，值得深入探討與不斷的更新。

因此，用什麼視角理解越南的政經發展最合適？越南為何出現「革新」政策？越南自「革新」政

策之後的政經發展情形為何？越南如何制定經濟政策？越南如何在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簽署上後

發先至？越中經濟關係究竟如何？是本書圍繞探討的主軸。 

  從臺灣出發，無法跳脫自我的考量，如何從越南政經發展中進一步推展臺越經貿關係也是本

書的終極目標。就目前而言，進出口貿易穩定增長，臺灣常年處於順差地位；臺灣為越南重要外

資來源地；臺越互為重要遊客來源地；勞務合作不斷深化，以越南移工到臺灣就業為主；金融合

作成效顯著；簽訂經貿合作協定、建立經貿交流平台，以上總總，臺商扮演絕對重要的角色。與

此同時，人力成本快速上升；土地成本迅速上漲；勞工罷工事件時有發生；越南政府日益重視環

境保護等因素也造成對臺商投資的制約。因此，各項因素都在起伏，也直接與間接影響著臺越關

係。無論如何，在最新「重組供應鏈網絡」的政治經濟學中，越南終究仍是逐漸升起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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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越南的研究興趣來自於對南海問題研究之後的啟發，儘管南海相關主題仍是作者持續不懈

的研究對象。作為台灣的對外研究，東南亞政經是永恆的主題，無論政府是否有南向之類的政策，

因為東亞是台灣安生立命之所。其中，越南不僅對台灣而且對世界而言，都已經是非常重要且值

得深入探討的國家。 



   就實務而言，長期以來，台灣的外交關係在國際形勢下受到不合理的制約，致使台灣對外關

係幾乎等同於經貿關係，而「新南向政策」的標的是經貿、社會與人文。新南向政策的標的國共

有 18 個國家，但只有 10 個國家台灣有駐外館處。根據台灣政府高層官員的說法，台灣資源跟經

費有限，主要看各國對台方的反應，反應好的當然列到優先國家，印尼、印度、越南、菲律賓、

泰國和馬來西亞，對台方反應都非常正面。因此，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新南向政策標的國越南發展

之政經因素。 

   本書以越南為研究對象，圍繞越南自「革新」以來的經濟發展，研究途徑是採取「默多克學

派」，該學派對東南亞政經發展有相當的解釋力。「默多克學派」對東南亞政治探討的三個核心

問題經過修改，也成爲本書探討的核心主題：越南如何在一黨執政下進行市場的自由化？市場資

本主義、政治制度和共產（胡志明）思想之間是什麼關係？以及越南權力下放、新的社會運動和

黨內民主改革對越南經濟政策制定的影響是什麼？該等問題顯然集中在國內政治和政體的形式之

上。 

   因此，本書第一章即在引介「默多克學派」，並以此作為本書的研究途徑。對於越南整體的

經濟發展過程的說明，是本書第二章的內容，此章的說明有助於梳理與理解經濟發展的「過程鳥

瞰」。當然，對越南經濟發展的探討，不得不從「革新」出發，本書也不例外，第三章探討「革

新」政策產出的政經脈絡，此章節部分回答了「越南如何在一黨執政下進行市場的自由化」的問

題。以後進國家的角度而言，越南經濟政策的制定需要向外部學習，國際機構與非政府組織以及

智庫就成為重要的知識來源，第四章探討越南經濟政策制訂的政經互動，此章節部分回答了「越

南權力下放、新的社會運動和黨內民主改革對越南經濟政策制定的影響是什麼」的問題。以東協

為基礎，世貿組織的加入，以及一系列的雙邊與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與簽署，越南已經成為

重要的貿易協定樞紐，整體的引介與政經分析是第五章探討的標的，此章節部分回答了「市場資

本主義、政治制度和共產（胡志明）思想之間是什麼關係」的問題。無可否認，作為共產國家，

越南與中國的「鄰居、朋友、同志、夥伴」關係也深刻影響越南經濟發展，第六章探討越中經濟

關係的政經分析。第七章是結論，兼論台越經貿關係。雖然全書並非探討台越關係，但是理解越

南經濟發展也在為自身找出路。 

   畢竟，台商在越南主要從事加工製造業，扮演越南連結全球供應鏈的角色，便捷、有效率的

貿易、投資機制及通暢的連外渠道將大幅提升台商企業在越南生產與出口的國際競爭力。受惠於

越南綿密的自由貿易協定網絡，越南台商對主要貿易夥伴之進出口已極具優勢，惟在與台灣之貿

易方面，障礙仍高。台、越之間因沒有簽署自貿協定，不僅台商自台灣進口半成品與零配件的成

本相對昂貴，台商在越南生產之產品及越南本地極有競爭力之農漁產品也無法擴大對台灣出口，

不利雙方貿易發展。同樣地，礙於台灣與越南之間沒有簽署自貿協定，越南許多服務業並沒有對

台灣開放，產業供應鏈、貿易便捷化、人才、技術、金融、相互認證及共訂標準等配套措施亦無

法到位，致使台越之間 極具合作契機的農漁業、醫療、創新創業及資訊服務等產業，在雙方缺乏

制度化的完整安排下，交流與合作成效大打折扣；同時也讓台灣許多新興服務業、系統整合服務

及創新創業打消到越南投資的企圖。因此，本研究仍是以台灣為本，逐步深入理解越南的經濟發

展，終究，台灣經濟的發展多年前曾是越南智庫研究社群的重要研究對象，台灣是時候更加理解

越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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