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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協助處理的台商人身安全案件，近年來持續攀升，93 年至 11

月的東莞張簡榮坤案為止，已累積到107件，創十二年來的新高記錄。

隨著大陸的跳躍式經濟成長，治安問題也更趨嚴重，表面上開出的經

濟紅盤，不代表原本社會問題的降低，台商在前往投資時，應將人身

安全問題列為優先考量，在資訊不透明、法治不彰的地方，要有承擔

個人人身安全風險的心理準備。 

赴大陸台商堪憂人身安全問題 

隨著大陸的經濟成長，台灣產業外移出現熱潮。台商帶著資金及

憧憬前往大陸，雖說是同文同種，但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地方。台商必

須適應當地的風俗習慣、複雜的人文背景，更要警惕當地暗藏的危機。

台商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往往成為歹徒作案的顯赫目標。 

治安惡化命案發生次數劇增 

在2004年中國大陸出現多起台商的意外事件，嚴重的影響台商對

中國大陸投資的信心，如： 

江蘇台商許世杰 2004 年 9 月 23 日在昆山遭劫匪以「假公安真搶

劫」的方式劫殺，十餘天後才被人發現。經調查，嫌犯共三名，皆來

自安徽，因為經濟拮据而犯此重案。2004年10月8日上午，台商協會

副會長王振坤在江蘇省太倉遇搶身亡，兇嫌隨即遭緝獲，該名嫌犯因

沒錢而臨時起意，隨機挑人下手犯案。江蘇一帶，治安素來良好，故

吸引台商來此投資，但許姓、王姓台商卻不幸在此罹難，此事件顯示

出：即使治安良好地區如江蘇，對於台商而言也是步步危機。 

又如東莞台商劉美娟與張簡榮坤兩位在短短的一個月內，接連遭

遇不幸，劉美娟失蹤10天後才證實已遭離職員工分屍殺害；而張簡榮



坤的案情更為駭人，除此之外，死者尚有四人，此一重大事件震驚當

地，三日之內，東莞警方逮捕嫌犯一名，凶嫌行兇之動機，僅為覬覦

張簡榮坤所有之財物，卻造成四屍五命的重大命案，東莞此地治安情

況向來不佳，近期接二連三發生命案，嚴重暴露大陸社會治安問題的

惡化。 

累積的社會問題造成的惡果 

接二連三的台商命案明顯說明，大陸已不再是外商投資的良好選

擇，複雜的社會問題突顯出投資中國時，台商所可能面臨的個人安危

與風險，由於目前大陸貧富差距嚴重，人民出現「仇富」情結，驚人

的失業問題則又成為了犯罪滋養的溫床。 

海基會協助處理的台商人身安全案件，近年來持續攀升，90 年為

67件，91年暴增為91件，92年達到107件，93年至11月為止，也

已累積到109件。隨著大陸的跳躍式經濟成長，治安問題也更趨嚴重，

表面上開出的經濟紅盤，不代表原本社會問題的降低，而有愈演愈烈、

浮上檯面的傾向，愈是想掩蓋事實，否認有問題不去解決，反而造成

民心不滿的反彈，更是埋下一顆不定時炸彈。 

歸根究底，中國為了追求經濟成長，不擇手段地提升人民勞動的

「積極性」，但結果卻讓整個社會出現了「金錢至上」的功利傾向，失

去道德的社會，就不存在著正義與良知。 

台商處境堪憐、個人性命不保 

台商為求生活不得不遠赴大陸，面對日益複雜的投資環境，其所

能為的不過就是低調行事、嚴防小人，但危機四伏，常使台商防不勝

防，離鄉背井、尋求商機的結果卻是以生命作為代價，看到受害台商

的慘痛遭遇，不禁令人感嘆：人命之低賤、世事之無常。 

綜觀台商受害案例，雖言生死有命，但當地政府責任卻不可開脫，

正因為中國大陸當局忽視社會問題，如：一胎化造成人口結構老化的

問題、規模日趨龐大的暴動、民工下崗問題、礦工安全的疑惑、失業



人潮帶來的負擔、幹部貪污腐敗、政府強制徵地拆遷的黑箱作業，放

任官商勾結，導致吏治不清，政府無能，則違法亂紀之徒得以無法無

天，也難怪中國大陸當局不敢對台商的安全給予保證，在連人民的基

本問題都無力解決的社會下，要如何有效規範人民，實在是一大難題。 

台商赴大陸投資，要慎重考慮風險，眼下的中國治安敗壞、法治

不彰，而台商除了明哲保身、低調行事、處處小心之外，別無他法，

唯有期待大陸當局早日能夠拿出魄力，有效地解決台商人身安全的問

題，避免爾後造成更多的不幸與更大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