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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首先，中國不再想繼續擔任世界工廠的

角色，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土地與人力成

本日高，加上中國政府對自己國家的勞動人

權的重視，中國的生產成本越來越高（先前

郭台銘才宣布，未來富士康的最低工資將會

超過臺灣，便是最顯著的一個例子）。當中國

不再以稅賦、土地與人力成本補貼製造業，

沃爾瑪等強調天天最低價的量販店便失去了

便宜又高品質的供應商。

或許你會說，那只是中國沿海各省的狀

況，而今不少代工廠開始往中國內陸搬遷。

此外，如果中國人工太高，製造工廠還可以

往東南亞國家移動，東南亞還有不少土地與

人力成本皆低的國家，可以承接製造業。

往中國內陸或東南亞搬遷，的確能替廉

價商品再爭取到一些苟活的時日，實際上目

前也有不少專門生產廉價商品的廠商大動作

的開始進行搬遷。

然而，很遺憾的是，中國的便宜人力

與土地，只是構成廉價商品的其中一個因

素，其他像低廉的運輸成本、便宜塑膠、

便宜能源等造就廉價商品的其他因素也都

逐漸消失。

先說運輸成本。過去數十年間，全球航

運因著「貨櫃貿易」而大幅壓低價格，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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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以來，油電與原物價上漲議

題，在臺灣炒得沸沸揚揚。雖然主政者一

再宣示打擊通貨膨脹，物價卻還是不斷往

上飆漲。

加拿大資深記者劉高登的《廉價商品：

全球貿易與便宜貨的窮途末路？》，對於此波

物價不斷飆漲背後的深層結構性因素，提出

了擲地有聲的剖析。

換個角度來看，其實不是最近一年以

來通貨膨脹速度過快，而是過往將近二十

餘年的時間，整個世界處於低通膨的高穩

定狀態下。人們早已習慣了「便宜商品」

的不漲價生活，因而當物價開始飆漲，便

宜商品越來越難找時，人們無法接受突如

其來的變動。不過，很遺憾的，劉高登

說，廉價商品的時代已經終結，未來人類

社會很難有機會再像過去二十年間，享受

低通膨低物價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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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貿易」將全世界的港口標準化，讓「貨

櫃貿易」變得快速便利而且便宜。問題是，

為了發展「貨櫃貿易」，世界各主要港口與鄰

近城市的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且外部成本

已經開始浮現（人體承受的風險高，容易損

傷人命）不說，「貨櫃貿易」的便宜價格需要

便宜的能源價格配合，然而，便宜能源已經

不再像過去那樣唾手可得。

能源價格不斷飆升。根據預測，石油的

開採高峰落在 2008 年，2020 年以後全球石

油開採將越來越困難，劉高登在書中花了不

少篇幅介紹近年來在加拿大崛起的油砂礦開

採事業，這些原本被認為不符合成本效益而

放棄開採的油砂礦開始為人所注意，象徵著

便宜石油已經開採得差不多，然而人類對於

石油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只好轉向成本高昂

的油砂礦。

便宜石油的重要性，不只降低貨櫃運

輸的成本，還提供了便宜的塑膠，一種你我

日常生活中無法或缺的便宜原物料。近二十

年來廉價商品之所以可以源源不絕的供應到

全球零售市場上販售，也得益於便宜塑膠。

塑膠幾乎可以製造所有你想像得到的民生用

品，便宜的塑膠做為民生用品的主要原物料

將能降低產品的售價，使消費者以低廉價格

購買產品。

隨著便宜石油的告罄，貨櫃運輸成本將

抬頭（雖然也許長期來說，人類終究能開發

出替代能源做為長程航運使用，但是，那還

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在此之前人類將得承

受高油價所帶來的高運輸成本），便宜的塑膠

原物料價格不再。

也就是說，過去創造廉價商品的三位一

體（便宜的中國勞動力、便宜的運輸成本、

便宜的原物料成本）已然瓦解，雖然還沒有

馬上降臨，但近來不斷蠢蠢欲動的物價，看

回不回的原物料價格，在在說明了你我即將

走過廉價商品充斥的時代，未來社會人類必

須以真實成本購買產品，遠比現在高上不知

多少倍的產品價格。

真實成本，還不只是不再便宜的人工、

原物料與能源成本，還有過往數十年間，人

類為了追求廉價商品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如

全球暖化、極端氣候），這筆帳也陸陸續續要

反應到你我所購買的產品價格中，我們無法

逃避。

說真的，漲價未必全然都是壞處。過去

數十年間，人類因為廉價商品的大量供給，

開啟了一種荒謬而無意義的大量購買生活，

生活中充斥著用過即丟的產品，因為便宜而

不在乎產品的保養與維修，消費主義的生活

方式讓許多人透支自己的未來，負債累累，

甚至讓消費主義入侵日常生活（如親密關

係），造成人際關係的嚴重傷害。

非要買到最便宜商品的心態，主宰了

當前資本主義市場。從生產者到消費者，人

人無低價不歡，和所得收入無關，和堅持購

買最低價搶便宜心態有關。廉價商品的全球

化一口氣改變了全球市場的地貌，沃爾瑪等

量販店、連鎖店崛起，地方經濟崩解，除了

少數走奢華精品的高端產業外，其他民生商

品，不賣最低價的商家，幾乎無法求生存。

然而要命的是，當我們熱情地追求廉價

商品的同時，也一併放棄了自己的薪水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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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的可能。是這樣的吧？不可能有一個產

業不斷提供廉價商品，卻還能給自己產業的

員工 / 供應商好的工作待遇吧？那也是為什

麼天天最低價的沃爾瑪成為人類史上最大的

企業，支付給員工的薪資和福利卻是不可思

議的低（無法求得基本溫飽）。

  廉價商品，是奪走薪水的元兇

廉價商品讓我們買得便宜（卻買得更

多），同時也讓我們滿足於購買便宜商品就好

的生活，甚至同時讓我們能夠接受低薪過勞

等惡劣的工作待遇（反正薪水低，自有買便

宜商品的去處，生活勉強也還過得去）。

廉價商品，其實是奪走我們薪水的元

兇，當我們在標榜天天最低價的量販店購買

著便宜商品的同時，其實正在以自己原本可

以增加的薪水做為補貼，更是拿後代子孫的

錢財，以及整個地球環境再補貼那過分被壓

低的成本。

追求廉價商品的全球化，不但四處破壞

環境，製造貧富差距的擴大，還使人類放棄

了創造產業提升、研發創新的可能性（今天

更多的研發創新，是假的，只為了壓低產品

價格，而非在產品功能與品質上大躍進，人

類浪費一堆寶貴的大腦思考壓低產品價格，

而非提升產品功能），每天只想著如何買到

更便宜更低價的商品，卻放棄了以產品功能

升級的方式創造新的利潤，替產業勞動人口

加薪。

廉價商品是你我每一個人拿自己的薪

水，還有整個地球環境做為補貼而得來的短

暫而虛幻的美好，如今此一虛幻的美好，也

因為能源告罄，全球暖化、極端氣候的惡化

而結束。

我們其實不需要那麼多便宜商品，買得

少一點，品質好一點，價格貴一點，然後使

用時間久一點，同樣可以過上相當不錯的生

活，雖然 GDP 可能下降，經濟學家可能哇哇

叫，不過，慢慢地讓產品回歸其真實成本，

減少不必要的廉價購買，是人類唯一有機會

撐到替代能源崛起成熟之前的方法。否則的

話，人類文明可能撐不了多久，就會面臨系

統性的崩解，那才是真正大災難降臨的時

刻，2008 年的金融海嘯、2012 年的歐債危機

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風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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