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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論：特區現象

• 人文地理學與空間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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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作為國家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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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出口區的經驗



「任何十年前沒
有經濟特區的國
家，如果不是現
在已經有了，不
然就是正在計劃
成立中」

---世界銀行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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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特區現象

• 經濟特區的建立是指在國家領土上普遍存在的規則範圍
內，由國家對特定的土地分配獨特的管理和監管制度，
通常是稅收和土地補貼的過程。

• 台灣戰後發展歷程中，特區始終扮演著重要樞紐角色，
特區作為國家資本積累的策略性空間選擇 。

• 從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境外轉運中心、自由貿易港
區到未能實現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及進行中的航空城，不
同形式特區的出現與演變，可能反映發展過程不同階段
的空間需求、經濟特徵以及經濟轉型面臨的治理問題。

• 從自由貿易港、簡易加工、科技產業、到金融服務、觀
光旅遊，變遷部門的組合。從海港到空港，從邊境到內
地。



Sourc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 

Operational Review of Their Impacts (World 

Bank, 2017)







Source: Trade Union 

Manual on Export 

Processing Zones(ILO, 

2014)





1980年

楠梓加工出口區1970年

高雄加工出口區1966年

潭子加工出口區1971年



2000年

新竹科學園區1980年

南科台南園區1995年

楠梓加工出口區1970年

高雄加工出口區1966年

潭子加工出口區1971年

中港加工出口區1997年

成功物流園區1997年

竹科竹南園區1997年

臨廣加工出口區1999年

屏東加工出口區2000年

高雄軟體園區2000年



2012年

新竹科學園區1980年

南科台南園區1995年

楠梓加工出口區1970年

高雄加工出口區1966年

潭子加工出口區1971年

中港加工出口區1997年

成功物流園區1997年

竹科竹南園區1997年

臨廣加工出口區1999年

屏東加工出口區2000年

高雄軟體園區2000年

南科高雄園區2001年

中科台中園區2002年

國家花卉園區2004年

竹科生醫園區2003年

海洋生技園區2003年

竹科龍潭園區2004年

基隆港自貿區2004年

台北港自貿區2005年

高雄港自貿港區2004年

中科虎尾園區2002年

香藥草生技園區2004年

蘭花生技園區2004年

農業生技園區2004年

桃園環保園區2004年

台南環保園區2004年

高雄環保園區2004年

竹科宜蘭園區2005年

竹科后里園區2005年

台中港自貿區2005年

航空城自貿區2005年

竹科銅鑼園區2006年

中科二林園區2008年

花蓮環保園區2008年

高等研究園區2009年



Iksan Free Export Zone (1973)

1980

Masan Free Export Zone(1970)



Daegu TP (1998)

Gyounggi TP (1998)

Gwangju TP (1998)

Incheon TP (1998)

Gyoungbuk TP (1998)

Chungnam TP(1998)

Masan Free Export Zone(1970)

1998

Technopark (TP)

Free Export Zone



Gwangyang Bay FEZ (2003)

Busan-Jinhae FEZ (2003)

Incheon FEZ (2003)

Gunsan FTZ (2000)

Daebul FTZ (2002)
Masan FTZ (2002)

Chungbuk TP (2003)

Daegu TP (1998)

Gyounggi TP (1998)

Gwangju TP (1998)

Gyongnam TP (2000)

Busan TP (1999)

Ulsan TP (2003)

Incheon TP (1998)

Gyoungbuk TP (1998)
Chungnam TP(1998)

Pohang TP (2000)

Jeonnam TP(2003)

Gangwon TP (2003)

Jeonbuk TP (2003)

2003

Free Trade Zone



Saemangeum-Gunsan FEZ (2008)

Yellow Sea FEZ (2008)

Gwangyang Bay FEZ (2003)

Busan-Jinhae FEZ (2003)

Daegu-Gyeongbuk FEZ (2008)

Incheon FEZ (2003)

Donghae FTZ(2005)

Gimje FTZ (2009)

Gunsan FTZ (2000)

Daebul FTZ (2002)
Masan FTZ (2002)

Ulsan FTZ(2008)

Yulchon TP (2005)

Chungbuk TP (2003)

Daegu TP (1998)

Gyounggi TP (1998)

Gwangju TP (1998)

Gyongnam TP (2000)

Busan TP (1999)

Ulsan TP (2003)

Incheon TP (1998)

Gyoungbuk TP (1998)
Chungnam TP (1998)

Pohang TP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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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gwon TP (2003)

Jeonbuk TP (2003)

Gyounggi Daejin TP (2005)

Seoul TP (2004)

Daejeon TP (2008)

Jeju TP (2010)

2013

Free Economic Zone







核心問題

• 為何在全球均質趨同的（converge）力量擴張下，各種形態的經
濟特區卻不斷的成長？特別是現實中許多特區是失敗的，但為何
卻還是不斷的形成特區現象？

• 特區這種強調例外的空間(spaces of exception)與資本主義、民
族國家的發展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 特別是如何審視作為戰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解決
開發中國家貧窮問題的戰略，所涉及的殖民主義與發展主義的地
緣政治經濟的張力？

• 如何理解特區這種銜接流動與停滯、歧異與均質、例外與普遍、
物質與想像並存的邊界區域現象的仲接空間(spaces in-between)？

• 又如何分析解構伴隨著特區而來的相關主權、邊界以及資源分配
的爭議，特別是涉及到發展的慾望與想像的議題？



Global/

Capitalism

Region

Local



全球連結：資本主義、民族國家

• 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認為全球化的過程是一
個核心──半邊陲──邊陲建構的過程，通過空
間的擴散，資本主義解決了內在過度積累 over-
accumulation 的矛盾 。

• 全球化的力量藉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其它非
資本主義的邊陲地區（經常是暴力的征服）吸
納與同化，這個過程的支配性力量是全球尺度
的經濟空間，而每一個地方空間的意義僅只是
一個正要被同化的另一空間而已。



資本需要通過構建一個抽象的全球行
動空間來不斷擴張，也就是Harvey所
謂的空間修補（spatial fix），經常在
全球的過程中，以一種地理的斷裂的
型態進行，也就是地理的工業化
(geographical industrialization)過程。

然而，來自女性地理學者的反思，提
出多樣經濟(diverse economy)，認為
經濟關乎日常生活的再生產，而不是
只有民族國家經濟以及商品化的資本
主義經濟。



Diverse Economies

(J.K. Gibson-Graham 2008)



圖片來源：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提供

• 進一步說，這樣的反思確認資本是一種動態的、活生生的社會關
係的觀點，也意味著分析性地關注其與多種外部的關係。

• 借用Anna Tsing(2005)以及Mezzadra & Neilson(2013, 2019)的
說法，資本主義的發展，永遠存在著「資本的邊界」(frontier of 

capital)，有些東西總是在資本的掌握之外—一些尚未被佔有或資
本化的活動或物質—因而資本需要一個外部連結來處理其產出的
方式。



圖片來源：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提供

• 資本需要他者(others)來運作，這些他者非僅限於還沒有被置於
資本的統治之下的空間（這也意味著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形式），
但它們也不斷地既通過其主動性，或者通過對資本邏輯的抵抗而
從資本內部產生。

• 資本的價值化和積累過程的連續性不斷被資本操作 「落地 」
（在具體的時空結構中進行）的時刻所干擾與打斷，也就是說，
在這些時刻，它們與不同形式的生命和物質建立複雜關係（包括
生成性和破壞性）的時刻。



在資本的全球連結與差異的互動中不斷地共
同產生出來的動力，稱之為「摩擦」：尷尬
的、不平等的、不穩定的和創造性的跨越差
異的相互聯繫的性質。

摩擦的隱喻在於不同經濟、政治、種族、宗
教、乃至政體之間的接軌，經常意味著擴張
與抵抗，但關鍵在於運作狀態的改變轉化。

摩擦正是從全球流動到靜止（或者相反）的
重要的仲接，一方面銜接連結，同時又轉變
樣態與構成的階段與空間，也就是時空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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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資本與領域的連結(capital-
territory nexus) 互相穿透競爭，民
族國家透過領域化特區，建構改變
新的連結。

• 這個連結產生巨大的文化、價值、
地緣與利益的衝突，形成了對於全
球資本連結的阻力，然而，也正是
這樣的介面銜接，推動了資本的擴
張以及民族國家經濟體系的完整。
如同運動需要但同時對抗摩擦一般，
在摩擦之間，轉變了運動的路徑與
型態。

• 特區就是摩擦的空間，就是仲接的
空間。

Source: https://static.bhphotovideo.com/explora/sites/default/files/21043-topshot-

shutterstock_426539566.jpg



https://modus.medium.com/friction-as-a-function-in-

user-experience-make-me-think-390ee17c6cf5

https://workplace-injury-claims.co.uk/wp-

content/uploads/2020/04/struck-by-moving-falling-flying-

collapsing-objects-at-work.jpg

Source: https://motorsport.tech/formula-1/race-report-2018-belgian-gp

https://pbs.twimg.com/media/EeGKsdoWAAAK5Zf?format=jpg&name=4096x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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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與空間轉向

• 受笛卡爾主義影響，以及現代化、工業化之後所流
行的線性歷史敘事的影響，空間跟時間對立起來的
二元認識論成為主流，這個理論預設：空間是死的、
定著的，而時間是變化的，空間只是時間的載體。
所有的社會科學基本上都是時間科學。（例如日常
生活、社會發展的階段、冷戰…)

• 空間中抽象出來的經驗研究很難說是具體的，因為
它們掩蓋了空間和物體結合的實際形式，而抽象的
社會科學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形式的再
生產和轉化的可能性和問題取決於其元素在時空中
的整合。Where things happen is critical to knowing 
how and why they happen.



• 雖然空間是由物體構成的，但它不能被還原為只有物體。

• 儘管空間只能存在於物體中並通過物體而存在，但它卻獨
立於所存在的特定類型的物體。

A－B－C

P－Q－R





• 存在物體之間的空間關係本身不能
說有任何絕對影響或必然產生任何
差異。然而，在特定的條件下
（contingency)，它們的空間關係
是有可能會產生至關重要的差異。

• 換言之，空間是會造成區別的
（geography matters），但只是
在構成它的特定因果能力和傾向，
而不是決定性的關係。避免空間決
定論的看法。

Source:https://www.koozarch.com/interviews/queering-space-potentials-of-the-in-between/



社會科學的空間轉向

• 經濟學：Krugman’s bring space back in

• 社會學：Giddens Time-space distanciation

• 政治學：Robert Giplin’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 人類學： James Fugson’s Spatializing state

• 地理學的外擴：David Harvey’s Spaces of 
Postmodernity, Doreen Massey’s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Neil Brenner’s New State 
Space.....



人文地理學的空間

絕對、相對與關係空間

空間是關係性的，因為物
體只存在於一個與其他物
體的關係的系統之中。

空間被看作是相互關係的
產物，並且是由它們構成
的。



圖片來源：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提供

仲接空間
基本是連結兩個不同狀態、空間的過渡性空間

仲接空間是基礎設施，經常具有實體空間。

仲接空間也是相對空間，將不同的政治、經濟、
地緣空間連結起來。

更重要的，仲接空間是一個關係的空間，是一
個生成（generating）新的關係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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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接，in-between或者liminal ，的重點在於是
一個創造的、建構的，而不只是一個過渡的範
疇或者概念 。

• 最早是由人類學者Arnold Van Gennep提出，
原始社會裡面，這個身份或人類學意義上類屬
（category）的轉換往往需要透過一定的儀式
來獲得肯認與完成，新的身份才被確認，例如
部落中的成年禮，人類學者經常將這個確認身
份轉換的儀式稱為rites of passage。

• 仲接也逐漸被人類學者發展為一套新的參考系
統(reference system)，用來指出其他作為「區
分」自我與他者或社會認同(identification)參考
框架。換言之，仲接過程產生新的主體。



建築學也認為存在仲接空間以作為內/外
的辯證。

甚至認為建築和城市規劃的美學只有在
人類故意創造一個內部和外部的區別開
始，這種區別使內/外關係的各個部分得
以定義，而仲接空間正是關係的連結，
從而使空間的整體才能被認識。



• 地理學提出了仲接空間，它體現了一種
「社會-空間的外部性」(socio-spatial 
exteriority)。它具有一種「過渡轉化」的
意涵，即具有跨越了一個空間而到達另外
一個（例如都市邊緣），或者是跨越了一
個權力構成的邊界而到下一個類屬（例如
國界）的連結與生成的空間。

• 因此，它是一個調解空間，是涉及關係重
新調整的身份之間的地方。因此，介於兩
者之間的空間沒有自己的邊界，並傾向於
從兩邊畫定；因此，其形式由其他實體決
定。然而，這些空間為社會、文化和自然
的轉變創造了可能性，在這裡可以出現各
種虛擬性和潛在的機會。



• 作為仲接空間，一方面，特區的整合具有
加快貨物、人員和資訊沿著非常特定的方
向進行流通的效果。

• 另一方面，特區的形成，就像福柯的規訓
機制一樣，創造了新的關係性和調解的新
形式，這種關係性進而改變了商品與資訊
的特性與屬性。

• 例如，特區允許原產地重新貼標（re-
labelling），將不同商品投入的不同生產地
轉化為單一 「國家」（民族國家）原產地
的明顯客觀表述，將複雜的供應鏈貿易流
動組織成一個國家間貿易的想象，成為國
家可以治理的對象。



隔離作為仲接空間

• 為了管理 「病毒的流行」，世衛規定了篩檢和隔離
等技術，它補充了自由主義者對一個平穩和無邊界
的世界的想像。

• 通過在循環過程中產生靈活的邊界和時間上的停頓，
這些技術通過形成門檻來重新領域化，使有風險的
身體的移動被打斷，同時可以帶有節奏地進行，按
照風險評估或快或慢的進行。

• 我們可以說諸如篩檢和隔離等措施因此為了時間上
目的，而運用了空間上過渡與轉化關係的手段。透
過這個空間（摩擦），全球連結才有辦法繼續進行。
不移動促成了移動。隔離是一個仲接空間。



• 為何仲接空間具有生成的魔力？

• 摩擦與連結，經常透過運用領域戰略來調節連通性，包括內/外關
係的地理拓撲結構，律法和實際存在之間的分界線、和展演可見
性的政治（示範的國家效用）。換言之，包括了國家主權、邊界
與領域的組裝安排。

• 仲接空間既是一個緩衝的空間，也是一個妥協的空間。是邊界曖
昧不明的空間，也是主權重疊的空間。



特區作為國家技藝(statecraft)

• 特區的「境內關外」，涉及到組裝的主權、移動的邊界
以及實驗性領域。

• 特區體現了政治學家Stephen D. Krasner所說的 “虛偽
的主權”—即國家在具有潛在衝突的效忠和法律的多個
管轄區之間運作，或國際關係教授Ronen Palan所說的
“主權分叉（Sovereignty bifurcation）”；即 “國家有
意將其主權空間劃分為不同輕重程度的管制領域。或者
人類學者Aihwa Ong的分級主權（graduated
Sovereignty）

• 特區作為一個多重、重疊或嵌套形式的主權的場所，在
國內和跨國管轄權發生碰撞的地方，它經常展現一種
「跨越領域(extra-territorial)的基礎設施空間，但實際上
是國家空間選擇性的策略。



移動的邊界

• 在移動的沙地上畫線，內部/外部，自我/
他人。傳統的領域邊界到生物政治邊界。
Bordering/ordering, 身份政治

• 去邊界/再邊界化（分化和整合）的雙重邊
界功能，加上其基礎設施效率和論述幻想
的混合，使 「特區 」具有無限的可塑性，
移動性更強。

• 在仲接空間的意義上，特區 在物質異質網
絡（ Law and Hetherington 2000）中發
揮著關鍵節點的作用。這種網絡產生來自
於線性空間和網絡空間之間的互動，一種
的拓撲權力。



圖片來源：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提供

• 領域化是一種政治技術，它將土地的度量和控制的技術捆綁在一
起，以各種方式塑造土地與政經影響範圍的關係。通過其內部/
外部、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效果來簡化和澄清權力的範圍和限制。

• 領域作為取得調節 “關係 “的概念，因此產生特定類型的約束
性，並給予不同的關係不同的可及性。

• 領域性可以是實驗性的系統，它整合了多種不相干的元素，並在
它們之間產生新的關係。特區存在於領域民族國家和無邊界全球
化系統的夾縫中，是重新調整法律和經濟關係的實驗室，以及它
們如何與政治空間相聯繫。

實驗性領域



圖片來源：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提供

國家特區化
(State Zoning)

特區作為積累的策略：空間修補、不均衡發展

特區作為基礎設施的權力：國家空間整合、全
球供應鏈的物質性、和諧化不同制度和標準流
動的基礎

特區作為現代性的論述：自由化的空間想像、
進步的發展主義的實現

特區作為巨型計劃的奇觀：展示和示範效應、
奇觀經濟（不同地理尺度連結的想像經濟）

特區作為城市發展：智慧、生態城市、新開發
區



特區化國家
(Zoning State)

特區繁殖：數量與種類越來越多特區、
特區化國家空間

可移動而不變的特區技術：治理術、
（跨國）政策學習

特區的實驗主義：試床（增生）特區、
建構全球流動的地方認同

展演國家效用：國家知識的生產，展
現可治理性，即興化國家（有限資源
下的拼湊）、生產「自由化」的主體

經濟民族主義的裝配：民族主體建構
與區隔

Source: https://orlandosydney.com/fashion-photography/

Source: 

https://www.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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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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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行動者的不同未來（發展的慾望）是
使特區空間成為物質和象徵性空間的原因，
使這些特區成為資本的承諾性基礎設施，
並塑造了關於土地和勞動的政治衝突。

• 土地掠奪（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 冷戰時期地緣政治下的勞動力超級剝削空
間（Neverling 2017）。

• 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和環境惡化的空間
（馬來西亞的出口加工區，Aihwa Ong）。

• 越來越多的異化或剝奪的不可阻擋的過程
的空間。

• 此外，特區體現了歧視的生物政治治理術。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 Shenzhen: “They Come in 
Peasants and Leave Citizens” 
(Bach 2010)

• 前鎮加工出口區12金釵（女
性勞工口述歷史）

• India’s “Dream Zones” 
(Cross 2014)

• Hsinchu Technopolis: A 
Special Zone of Techno-
social Imaginary? (Hsu 2018)



正義作為逾越 （excess）

• 逾越 ：補充性的，即不能被預期的，因此不能被
容納在一個原始的表述中的東西。

• 既要分析逾越其範圍的司法要求，也要分析該系統
試圖吸收和容納這種逾越的政治邏輯。

• 「給予正義的機制 」和 「尋求正義的主體 」之間
的緊張關係（Samaddar，2007）。

• 正義的逾越是關於政治主體（尋求正義的主體）的
出現和構成。它往往被政府或分配性的正義方法
（給予正義的機制）所抹殺



• 其說經濟特區是法律空白的例
外空間，不如說它被相互競爭
的規範和計算所淹沒，這些規
範和計算以不可預測但也可協
商的方式重疊，有時甚至衝突。
仲接空間

• 從特區的視角：相遇和接觸，
人和地方之間的摩擦和聯繫，
認識的方式。妥協和偶然性，
矛盾和模糊性。逾越和期待？



• KEPZ的設立經常被視為發展型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介入經濟發展
的重要的例子（Amsden 1989, Wade 
1990）

• 多歸因於創造就業機會、吸引外資、 技
術轉移等功能性的解釋，並用於論證國
家干預的成功，甚至成為依賴理論的反
例（Barrett and Whyte 1982）.

• 開發中國家順應市場進行出口導向國際
化成功的案例(Hughes 1988)

KEPZ既有說法

Source: KEPZ



歷史脈絡

• 進口替代的發展階段，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 計
畫

• 1958年之後，更大的問題是是如何加速投資、
擴大經濟規模。這其中，又跟美援會的角色有
關。

• 從1951年到1965年，中華民國大約每年自華府
得到大約一億美元的貸款，而到了1957年開始，
美援由原本的贈與性質改為贈與及貸款並行，
美國設立了開發貸款基金，與原本主持援外事
項的國際合作總署並行。



圖片來源：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提供

• 透過美援的選擇性投資，來要求台灣政府建立一個親美的政權，
一個支持私有企業為主體的經濟發展的政權，也因此，迫使台灣
國民黨政府在1950年代的末期開始一系列的財經改革，逐步建立
一個作為在東亞圍堵共產主義擴散的重要的自由經濟的堡壘。

• 同時美國以美援做為手段，強硬的要求台灣進行包括檢討國防預
算以及出售國營事業 在內的「改革」，台灣政府在尹仲容的領軍
下，在1960年提出了「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了加工
出口區 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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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權內部的三股主要勢力：以總統蔣中正為首的軍事
部門（反對派）；以行政院長陳誠／美援會秘書長李國鼎
為首的經建部門（開放派）；以外貿會主委徐柏園為首的
財稅部門（保守派）

• 二、經建部門的整體規劃：以高雄加工區設置，作為台灣
政府從戰爭動員狀態轉向加速工業化發展體制的鉅型計畫，
透過加工區設置，吸引僑外資本和建立區域產業鏈結，以
便充分利用台灣閒置勞動力，並平衡內部的南北區域發展

• 三、軍事部門的差異認知：帶著抗日戰爭時期的空襲轟炸
經驗，以及二戰時期高雄港作為盟軍轟炸顯著目標的慘痛
經驗，認定台灣和大陸兩岸對峙的國、共兩黨仍處於隨時
爆發戰爭狀態，堅持反對高雄港擴建後過度工業化開發，
認為投資越多，損失越大，並影響國防安全整體佈署

有關KEPZ內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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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海軍退役少將李連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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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體制轉型與開放國際貿易港：透過美國經援政策調
控，要求國民黨政權從戰爭動員轉向經濟發展體制，並
要求降低軍事預算投入，改善經濟貿易投資環境，具體
反映在經貿發展和空間計畫問題上，要求解除軍事管制
對於土地利用的限制，進而要求從國際經貿擴展角度，
要求國民黨政權適度開放基隆、高雄和花蓮港，並實際
透過美國經援支持／施壓。

KEPZ興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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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為經建部門的重要外部支持：
要求經建部門改組強化，支持美援會工業投
資小組作為台灣經建部門的主導者和發動機，
透過美國經援顧問持續表態支持高雄國際貿
易港的定位，及高雄加工區的設置，並實際
透過美援的條件式貸款，介入台灣政府內部
的路線分歧，支持美援會工業投資小組的開
放立場。



•三、美國經援結束後的專案支持和合作：美
國經濟援助在1965年結束，美方仍高度重視
高雄加工區的成敗，以中美社會基金專案專
款支持高雄加工區的人事管理和基礎設施經
費預算，並在高雄加工區成功發展後，以台
灣加工區經驗作為向東亞和拉美後進國家，
和台灣合作推動加工出口區援外輸出。



圖片來源：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提供

• 財政單位對於獎勵出口而進行租稅減免強烈反對，因為當時政府
財政收支仍有巨額赤字，如果再大量減免賦稅，必定影響稅收，
赤字將更加嚴重。

• 由於相關免稅的措施，因此EPZ被質疑造成廠商之間因為設廠差
別待遇，進一步形成不公平競爭， 尤其會傷害本地的產業出口
發展。

• 由於EPZ享有免稅等特殊待遇，同時又鄰近都市，雖然禁止居住，
但每天數萬人進出，是否有走私的疑慮，也成為在立法過程中的
爭議。

KEPZ的爭議



圖片來源：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提供

• KEPZ看成一種地緣政治經濟的妥協，以利於國族經濟連結境外的經
濟力量。

• 台灣與韓國這種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對於EPZ的邊界
關係都不是採取二元對立（binary）的邊界政策而將EPZ區內廠商自由
化與國內經濟一刀兩斷，相反的，會將EPZ視作國家經濟參與新國際
分工的重要橋樑。

• 在東亞發展型國家，例如台灣與韓國，EPZ 經常被用來強化，而非弱
化，國家的主權行使，因為這些EPZ都彰顯了中央集權的國家如何透
過將部分領土與人民自由化以銜接上國際資本流動，用以界定國家利
益。

KEPZ邊界、領域與尺度



圖片來源：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提供

• KEPZ的形成與1960年代的新國際分工有著密切關係，但還涉及
到一個經常 被忽視的力量：戰後冷戰的地緣政治。

• 戰後在東亞，包括台灣與韓國，都相當程度的依賴美國在地緣政
治的保護，以及地緣經濟的資本投資與市場提供（Glassman 

2011; Gray 2011）。

• EPZ的設立可以看成台灣在面對美國的冷戰經濟下的尋求地緣經
濟依賴以及地緣政治安全的妥協。



1963年中央與省府主管官員
實地考察高港擴建計畫與高雄加工區預定地



1966年KEPZ成立



作為仲接空間的KEPZ

• 透過邊界、主權、領域的設計，作為台灣與國際資
本接軌，進行出口政策。

• 對國際資本而言，新國際分工的佈局面臨戰爭與國
家資本主義的分歧，KEPZ提供了一個超領域的解
決方案。

• 對台灣發展型國家而言，KEPZ設計可以是內部不
同政治勢力的妥協，也是國際地緣政治經濟的妥協，
藉由領域化技術，提供曖昧的空間藉以轉化台灣的
經濟發展型態以及自由化的進程。從軍事戍衛國家
往發展型國家轉型



• 同時，KEPZ作為實驗性領域，很快的成為
國家產業空間政策的範本，包括對內的複製，
也包括對外的擴散。

• 國家的主體的建構，一個代表自由經濟，與
作為他者的對岸的區隔，經濟民族主義的主
體。

• 之後EPZ產業升級，以及高科技EPZ的構想
（竹科的推動）。特區化的國家。



特區作為方法

• 核心位置是一個稜鏡，通過它來捕捉和解決源自在特定
地點區域中，世界的政治經濟體系（包括資本主義、殖
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冷戰和冷戰後動態的多重、矛盾
和錯綜複雜的利益與權力）所構成的地理歷史的特徵。

• 像特區這樣的仲接空間，是全球化連結與多樣、差異以
及對抗的地方社會生產體系接軌的「核心位置」，是全
球化研究中引入的一個分析類別，以調查全球流動如何
在特定的地方被錨定和銜接起來。它被用來分析流動和
控制在多重地理尺度上的結合方式，以及這些地方的行
為者如何積極管理全球糾葛。因此，這些地方在全球網
絡中不斷變化的地位可以揭示出全球聯繫的範圍、功能
和轉化，以及變化的空間秩序。



• 核心位置的概念不僅關注對特定位置的理解和
解釋，以及通過它投射出的鬥爭；它還探討了
從這種理解中可以產生什麼形式的實踐。

• 當代關於跨國經濟安排的影響的辯論，往往是
以國家或地區的領域單位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非
領域化空間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忽略了與跨
國公司的運作有關的「超地域（extra-
territorial）」空間的新形式的分析。而無疑的，
特區作為仲接空間的典範案例，將開啟我們人
文地理學對於世界時空變遷的重要的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