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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與地質公園推動

郭洋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

一、	何謂新自由主義？

1 9 8 0年底，美國總統雷根（R o n a l d 
Wilson Reagan）為了解決1970年代因全球能

源危機造成的財政困境，他一反越戰時期爭

取自由、平權的與社會風氣，解雇拒絕返工

的「全國空中交通調控人員罷工」參與者，

摧毀飛行調度員工會；還降低社會福利、食

物票證、學生貸款來減少聯邦政府開銷與赤

字。此外，雷根要求國會將個人財產收入稅

由最高的70%降為30%，鼓勵人民做更有效

的投資，認為這些投資最終也會為聯邦政府

帶來稅收；他反對政府介入太多的社會活

動，甚至在就職演說中還指出：「政府並不

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之所

在」。

大西洋彼岸的英國此時也採取類似

的作法：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強調：「你不能頑強抵抗市場」，

反對過去的「福利國家」的主張，為企業打

開市場自由新地帶。她和雷根打造與傳統

自由主義迥異的經濟制度，強調「市場至

上」，雖使1980年代的英、美兩國恢復了經

濟繁榮與活力，但也帶來貧富兩極化、中產

階級萎縮、失業率上升等問題。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認為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作

法鞏固壟斷企業與多國公司勢力，成為階級

統治核心的主要載體。這樣的新自由主義國

家還企圖減少資本跨越邊界移動的障礙，並

嘗試打開商品與貨幣資本的市場，供資本積

累的全球力量運行。再者，新自由主義不積

極支持民主，而主張菁英治理，並認為個人

不應受國家太多干預，其成功與失敗都應屬

自身責任，不應歸諸於任何系統性特質，所

有形式的團結都必須解散，以利強調個人主

義、私有財產與個人責任。在此氛圍之下，

由上層階級掌握的媒體，可以宣傳「失敗者

競爭力不足」、「不平等是為鼓勵企業風險

與創新，以帶來競爭力與成長」的輿論，哈

維稱這樣的成長為「奪取式積累」。

二、	新自由主義在臺灣

在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潮流形成的初期，

臺灣正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階段，國家執行

嚴格的政治經濟管制，使新自由主義強調

的自由化、私有化、去國家管制等調控，難

有發揮的空間。然而，解嚴之後，臺灣的內

政與兩岸關係逐漸走向相互碰撞與對話、甚

至開放與交流的進程，創造了台灣政治新視

野。而經濟發展部分，由於美國要求臺灣開

放市場、降低關稅，逐步解除管制與干預，

漸由市場機制領導，一步步向新自由主義邁

進。

1980至90年代，臺灣從威權的恩庇侍從

到新民粹威權的政治轉化；從國家資本主義或

發展型國家到新自由主義化的政策變革；從勤

儉工作致富的價值觀轉變為消費休憩導向的社

會風尚；從地方派系與黨政主導到市民社會與

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力量崛起；這些轉折不僅涉

及國家和社會各自的性質，也牽涉兩者之間的

關係。過去，許多住宅、工作、環境等議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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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負責規劃與回應，但新自由主義轉變後的

今日，地方政治事務的進行與政治群體的組

成，出現跨界、跨地的合作與結盟，使參與者

身分更加異質，許多過去原本是中央與地方政

府擘劃的工作，都須交由不同的分化體系執

行，以致財團的觸手深入許多公共事務，民眾

多認為醫療、機場、高速公路、文化建設都應

委交民間辦理才有效率，致使資產階級取得了

參與甚至支配國家的權力、吞噬國家資本，使

公共資源轉為私人化的機會，也間接造成對國

民的剝削。這樣的情況在魏德聖執導的《海角

七號》電影臺詞中就表露無疑：

現在時代進步了，要有國際觀，現在要有

這個地球村的觀念！

什麼地球村？啊？你們外地人來我這開飯

店、作經理，土地也要BOT，山也BOT，連

海也要給我BOT！……為什麼這麼美的一

片海，被飯店圍起來？難道恆春人連看自

己的海都要付錢？，什麼好東西都讓有錢

人拿去了，我們的子弟只能出去外面給人

家當夥計。

如此一來，地方成為各方勢力交會、競

逐的場域。地方上依附外部力量的政治派系

加深地方社會內部的分化與衝突，各派系又

與其他地方同派系的成員彼此串聯、合作，

形成能影響區域政治運作的團體；派系為了

確保自身利益，彼此傾軋，無視在地人面臨

的真正問題，導致當地年輕人對政治冷漠，

失去活力，也與當地居民真正的關懷嚴重脫

節。

然而，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國家弱化

並不代表政治的全然消失，而是分散到更底

層的政治活動中。雖然國家的許多決策往往

是對國際組織、跨國企業或其他國家政策的

回應，但地方網絡和夥伴關係日益繁盛，形

成新結構夥伴關係，其動力也多來自中央政

府，國家成為「全球地方化」與「地方全球

化」的中介角色。

三、	新自由主義與地質公園推動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由於災後的交通革

新（包括山區道路重建；高鐵、機場的急速

發展與網際網路的普及等等），加上跨國資

本進駐，改變了民眾的消費生活範圍，造成

族群與地方認同的解構與再結構。另外，新

自由主義凸顯個人主義的重要性，使人們認

同不再以團體為單位，在這樣的趨勢下，原

有的地方社會運作將會產生新的變化。以高

雄泥岩惡地區為例：解嚴初期，此地雖然出

現零星的環境保育、地方創生、鄉土教育的

推動工作，但仍多由政府主導，包括《國家

公園法》的制定、一鄉一特色、鄉土教材編

纂等等；後來隨著台灣加入WTO，農業發展

受到相當大的挑戰，雖逐步與世界接軌，卻

也讓土地與勞力不足、務農成本過高、競爭

力不足的問題浮出檯面。

 2011年，燕巢泥火山、草嶺等六個地質

公園的先導計畫在林務局支持下確立後，由

下而上，鼓勵在地居民自發性地維護保育特

殊地質景觀，以刺激在地社會經濟產業、增

加地方就業機會與產業發展的概念才漸漸形

成，不僅社區發展協會積極溝通對話，為地

方地質公園立法、整併與升格努力，地質公

園間也形成網絡，定期召開會議，政府也委

託大學、工程顧問公司協助民眾，進行意見

整合，以專業的知識與技能將民眾期許付諸

實現。這似乎是一股由林務局、縣市政府、

專家學者集結而成的力量，強化國家角色，

為抵抗新自由主義奮力一搏。

在都市地區，國家的力量已不易介入

地方經濟建設活動，資本主義擴張遠超過國

家干預、建設的速度；為了講求公平、效

率，連公立中小學、鄉立游泳池等公共造

產，或是各級學校警衛與工友的編制、校外

教學參觀……都以BOT或外包的方式運作；

公部門官員或首長的政策方向似乎也將心力

轉移到尚未遭到新自由主義完全「入侵」的

半邊陲地區，延緩公部門影響力遭吞噬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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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過去半邊陲地區由於長期受到國家的忽

視，面對新自由主義下的國家新取向，鄉民

多敞開雙手，迎接國家資源的挹注，或是積

極爭取地方的文化活動被收編為國家民俗節

慶。如此的發展，是否就代表落入Newby所
說：「鄉村大體上已成為來訪城鎮居民的舞

臺，而鄉村的居民則是舞臺上變換布景與跑

龍套的人？」實在是難以回答的問題。鄉村

歡天喜地迎接結構力帶來的人流、物流、資

訊流之際，真的渾然不知自己的鄉村傳統、

自然資源正不斷成為當代的商品，而成為像

布料與家具般買賣，寓居於更廣大消費世界

中？還是國家等結構力正在被聰明、有識覺

的民間社群所用，以遂行其對在地社會文化

經濟與地方認同之樣貌體現？或許短時間內

不會有答案，但是強調「由下而上」的地質

公園精神，正在以基層民眾最關心的「經濟

發展」議題為誘因與策劃的方向，持續努力

著。

地質公園的核心價值包括地景保育、

環境教育、社區參與、地景（生態）旅遊，

期待透過周延的地質公園推動實踐，將環境

教育深入國民教育與終身學習系統、使地

景旅遊成為為環境負責的動力，保護在地人

的環境與生活品質，以有效永續的地景點

經營管理，創造獨特的在地社會文化經濟。

2015年，聯合國規劃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作為十五年內，成員國跨國合作

的指導原則，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

境保護等面向。地質公園的推動不僅與各項

指標產生互相為用的關係，更可為新自由主

義趨勢下的「不均衡地理發展」提供調解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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