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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全球化、自由貿易、民營

化等詞彙，在管理學者、經濟專家、乃至於

報紙電視的不斷反覆鼓吹之下，已經進入了

社會大眾的口語之中，甚至進入一般人的意

識深層，儼然成為談論經濟議題時的慣性用

詞。在我國，這些詞彙通常沒有太多負面的

意義，有時還被拿來和「有效率」、「富企

業家精神」之類的正面意義劃上等號。但是

在國外許多學者、社會運動者、媒體工作者

眼中，所謂的全球化、自由化者也，常被視

為是霸權、掠奪、製造貧窮的兇手。因此，

每當作為全球化或自由貿易象徵的八大工業

國高峰會（G8）、世界貿易組織（WTO）

定期集會時，經常會招來大批反全球化人士

的示威抗議，從熱納亞、西雅圖、雅加達、

到今年的日本洞爺，抗議規模之大、手段之

激烈時有所聞。而各種反全球化的報導、評

論、運動更是已有數十年已上的歷史。但是

這些對於全球化議題的關注和反省，在我

國相對而言是較少有人了解和關切的，

僅有學術界或社運人士對此一議題有

較大的興趣，以及新聞媒體的國際版

會有一些報導，鮮少有廣大的迴響和討

論。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或許是出於此一

議題較少有人以暢曉明白的方式對社會大眾

作說明，因此也就僅只於在學術圈內有所迴

響了。

所謂「帝國」者，表面上已經絕跡於

現代，但事實上過去舊帝國主義的掠奪和擴

張，仍然存在於這個世界，只是手法和工具

更為隱諱、包裝更為精密。《新帝國遊戲》

一書的原書名”A Game as old as Empire”正充

分說明了新時代的全球化所造成的種種不公

義，其本質和舊帝國主義時代並無不同，正

所謂歷史並不重複，卻只是往往相似。該書

正是以說故事和現身說法的方式，用一個一

個的案例，直接而簡單的說明了全球化、自

由貿易、民營化如何製造出第三世界的災難

和貧窮。事實上，反全球化議題的書寫，一

直是反全球化運動參與者所努力的重點，甚

至也是部分經濟學家研究的重心，但是過

去國內有關反省全球化的書籍，早期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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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較為集中於學術研究的領域，如Stiglitz

的《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後來有引進一

些反全球化運動者如Naomi Klein的作品，開始

以較不學術性的方式致力於反全球化議題的

論述，重要的作品例如《No Logo》聚焦於跨

國企業品牌所引起的問題；《破窗》（Fences 

and Windows）則探討反球化運動的各種抗爭歷

程。這些反全球化的論述雖然不再是全然的

學術性作品，但仍然離真正的普及化有些距

離，較難在社會上發揮啓蒙性的作用。近幾年

來，更為普及性的反全球化議題相關作品開始

逐步出現譯本，較重要者有探討境外金融和洗

錢問題的《境外共和國》、研究第三世界國債

問題的《當債務吞噬國家》、探討跨國企業行

徑的《當企業購併國家》等作品，都已經在臺

灣書市上出現。而近年來在此方面最受矚目的

作品，即是由曾經是局內人的John Perkins現身

說法所寫成的《經濟殺手的告白》一書，書中

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歷數作者自己作為一個經

濟殺手，如何用各種經濟數據作包裝，為第一

世界的強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推銷債務和經濟發

展計劃，使得第一世界國家得以控制窮國的經

濟命脈和天然資源，甚至干涉操縱政局。此書

一出，即造成極大的轟動，原因無它，因為過

去有關反全球化議題的論述，鮮少有人以局內

人的身份，用近乎自我揭露的方式報導其間的

運作細節，加上此書許多聳動的觀點，自然引

起了極大的迴響。

雖然Perkins的「經濟殺手」告白成功引起

極大的注目，但也招致許多的質疑，最主要的

質疑，即是「經濟殺手」的存在是否有直接的

證據？即便真的有「經濟殺手」，其角色和作

用是否真如書中所描述的那麼關鍵？為了回答

這些質疑，出版《經濟殺手的告白》一書的出

版社，乃決定出版《新帝國遊戲》一書，搜集

更多在經濟全球化活動中扮演「經濟殺手」的

局內人的親身經歷，這些人包括了境外租稅天

堂的員工、深知國際信貸銀行內情的職員、石

油公司的僱傭兵、世界銀行的職員等等，他們

用最直接的方式敘述其所見所聞，包括了境外

租稅國家如何幫助富豪逃稅洗錢、世界銀行的

融資和干預如何造成農村破產和工廠倒閉、跨

國企業和非洲內戰及種族屠殺之間千絲萬縷的

關聯、中東的石油如何被巧取豪奪等等。可以

說，《新帝國遊戲》是《經濟殺手的告白》一

書的詳細事證彙編、具體事實的補充。

雖然仍然有許多管理學者、經濟學家

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但已經有越來越多

人開始承認，全球化──尤其是經濟全球化

──確實已經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的副作用。但

是仍然有人對於「經濟殺手」的觀點表示懷

疑，這些批評的意見認為，諸如《經濟殺手的

告白》、或《新帝國遊戲》中的這些從事掠

奪、剝削的打手，其工作動機也許只是出於經

濟利益的考量，未必全然是國家或政府所暗中

指使的，所謂「經濟殺手」的想法，不過是一

種陰謀論（Conspiracy）。有些評論家則對這些

創造「經濟殺手」此一形象的作家們嗤之以

鼻，認為他們對國際經濟的理解完全外行甚至

錯誤。另外一些批評的意見則認為不能把南北

半球的貧富差距問題全怪罪到大公司和跨國企

業頭上，第三世界國家自身的混亂、缺乏治理

也是主因，跨國企業至少還提供了第三世界工

作機會。這些不同的意見，雖然有些地方言之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7年8月號．55 

成理，但不可否認，在全球化的現象之下，貧

富差距已經越來越明顯，而《新帝國遊戲》等

書中所揭露的實例，已經證明推動全球化的各

種國際組織、大公司、銀行，確實也有決策錯

誤，也有規避責任的問題，這些對於拉大貧富

差距是有明顯影響的。無論第三世界國家自身

要負的責任比重有多少，第一世界的國際組

織、大公司、銀行仍無法迴避此一問題。

或許在目前已經具有一定發展程度的臺

灣社會，許多人會認為本書所提及的種種問題

與我何干，何必關心第三世界的種種慘況？曾

有學者感慨，在臺灣很少有人關心全球化所造

成的貧富差距和其它問題。表面上，全球化的

問題似乎和我們日常生活無關，但全球化、自

由貿易、民營化的負面效應其實已經開始影響

臺灣社會，如果我們不關心全球化和反全球化

的議題，就不能更深入的了解現在臺灣所面臨

的許多問題和現象。例如，許多的企業遷移到

工資更低廉的大陸或越南，對我國和遷移過去

的國家有何影響？農產品和牛肉進口即使可以

讓消費者以更便宜的價格取得食物，為什麼仍

會對整體農業經濟造成衝擊？大賣場廉價的商

品從何而來、它對我們真的是一件好事嗎？臺

灣的手機普及率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但是製

造手機的材料從何而來？臺灣的咖啡店越開越

多，但是這些咖啡是如何運送到臺灣的，中間

經過多少過程，誰經由咖啡交易受惠？水電交

通民營化真的會比國營好嗎，社會大眾真能享

受到更好的民營水電交通服務嗎？減稅吸引投

資是最近常見的呼籲，但這些資本原本都被藏

在哪裡？這些大大小小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事

情，其實都已經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和世界

上其它國家發生關聯，如果不了解全球化，

就不能清楚了解為什麼總有些事情會往負面

的、出乎意料的方向發展。相信諸如《新帝國

遊戲》此類著作的不斷出現，有助於我國社會

大眾乃至於知識界對於此一議題的理解。

其實，全球化及反全球化的議題，不只

是經濟學界應當關心，即便是圖書館從業者或

圖資界的人士，對此議題也應有所思考。雖然

自由貿易、高額外債、境外租稅等問題表面上

與圖資領域無關，但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

和影響，圖資界仍然和這些議題有所牽聯。

全球化的強度、規模、速度，在數位科技和網

際網路的影響下快速擴散，尤其是文化、語言

傳播的全球化更是明顯。圖書館在消弭資訊落

差、保存文化的工作上，是否能抵擋文化全球

化的擴散？而圖書館又是否能經由資訊的公共

服務，達到縮小資訊貧富差距的使命？尤其現

今知識／資訊商品化和使用者付費的情勢日

益升高，圖書館是否能保持其公共服務的特

質，實是圖書館業界的一項挑戰。尤其商業

性質的私人資訊產業，其版圖在全球日益擴

張（如Google），在語言文化、資訊取用的客

觀性上都造成廣泛的影響，圖書館又應如何

因應？這些都是國內圖書館界亟待深思的課

題。國際圖書館協會（IFLA）曾經明確指出，

圖書館應當是一種公共財（Public good），提

供資訊予各階層的社會大眾，為此IFLA提出警

訊，指出諸如WTO或GATS之類的全球化架構

和自由競爭理念，有可能導致政府不再以稅收

支持圖書館，而一旦沒有了以稅收支持的圖書

館，私人經營的圖書館或資訊服務是否還能在

服務和館藏上反映社會的多元性和扮演民主基

全球化議題普及化的再延伸─《新帝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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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角色，是很值得懷疑的；甚至有些國外的

圖書館協會發現，在GATS架構下，政府極有

可能會將原本用於補助圖書館的經費，用於補

助其它私營機構，等於是圖書館必需和原本不

存在的對手競爭經費。但可惜的是，目前有關

全球化與圖書館角色此一問題有關的研究並不

多，國內則更少。期望隨著有關全球化議題書

籍的持續普及，也能吸引更多圖書館業界的專

業人士關心或研究此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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