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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立法委員抱怨，前年底進口奶粉關稅降低後，大量嬰兒奶粉被人從臺灣購

買郵寄或攜帶前往大陸，以致於臺灣嬰兒有無奶可喝之虞。立委甚至認為這使臺

灣損失關稅，肥了大陸嬰兒，要求政府控制奶粉轉銷大陸。	

	 	 	 	 立委關心民生，當然是好事。但立委們討論此事的邏輯，卻令人難以理解。	

	 	 	 	 大陸人為何要從臺灣轉購外國奶粉？原因顯然一是大陸進口關稅高於臺灣，

二是大陸假貨充斥。從臺灣轉購奶粉，價錢低又品質可靠。但這事對臺灣有利無

害，鼓勵唯恐不及，怎會認為是臺灣的損失而想要制止呢？	

	 	 	 	 如果大陸人都購買直接從國外進口大陸的奶粉，不經過臺灣，則此等貿易對

臺灣毫無利益可言。	

現在這些奶粉經過臺灣轉銷大陸，等於大陸人為他們消費的外國奶粉向臺灣

繳交關稅。不論稅率高低，我們的政府都平白多賺了一筆關稅，怎會說成我們損

失大筆關稅？大量小額轉口貿易，更讓臺灣的進口商、中間商、零售商、運輸業、

郵遞業等相關業者，平白多出一筆生意，也多雇幾個員工。這會是壞事嗎？臺灣

不是一直夢想要做亞太營運中心，賺轉口貿易的錢嗎？現在大陸消費者正努力幫

我們實現這目標，豈不妙哉？如果他們每樣進口商品都先經過臺灣，向我們的政

府繳交關稅，讓臺灣相關業者賺一手，我們豈不肥了？為何要抱怨？應該抱怨的

是大陸的海關與進口商，因為他們應有的關稅與生意被臺灣搶走了。	

	 	 	 	 唯一可能的顧慮是，如果轉售大陸的奶粉突然暴增太多，進口商補貨不及，

臺灣市面可能缺貨，會影響臺灣消費者的權益。市場短期內供需失衡，當然不是

不可能。但商家其實否認臺灣有缺貨現象。再說，即使真有一時缺貨，只要允許

進口商無限制進口，商家自然會把握機會賺錢，供需也會恢復平衡，臺灣嬰兒也

沒有斷奶之虞。如果立委關心臺灣消費者，應該催促進口商加緊補貨，催促海關

加速通關，以便充分滿足兩岸市場，賺兩岸消費者的錢。而不是呼籲阻止轉口貿



易，拒收買路錢。逢中必反，斯之謂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