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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內閣拚經濟 
 

■吳榮義／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去年台灣經濟經歷前所未有的嚴厲挑

戰，經濟出現衰退、失業率攀高、金融問

題嚴重。在總體經濟方面，出口衰退15.2

％，進口大幅萎縮20.8％，民間投資大幅

衰退 26.7％，民間消費僅成長 1.4％，致

使國內需求衰退4.5％，經濟成長率為負

1.91％，係五十年來首度負成長。失業率

也連月迭創新高，從前年10月的3.19％開

始攀升，至去年 10月的 5.33％達最高峰

後，始稍微緩和下來，但高失業問題依舊

是亟待解決。去年第四季全體金融機構逾

放比率持續攀升到8.16％，逾放金額1兆

1506億元，再創歷史新高。為了擺脫國內

經濟困境，恢復國人信心，游內閣以拚經

濟作為首要任務，是有其必要性和迫切

性，是應給予肯定的。  

 眾所周知，拚經濟不能光靠口號，必須

付諸行動，做出成績才有用。拚經濟要能

成功的先決條件就是要走對方向，做對的

事。首先游內閣既已祭出拚經濟的決心，

就應在短期內釐清國內經濟陷入困境的問

題癥結所在，再將拚經濟的目標和政策儘

速規劃出來，公諸於世，許國人一個可實

現的願景，在最短時間內先行獲取國人對

新內閣的信心。其次就是要落實這些政

策，達成拚經濟的目標。  

 就國內經濟陷入困境的成因而言，有些

是外在的，有些是內在的。外在的因素主

要是受到國際經濟景氣的影響，不是操之

在我；內在的因素所涉及的問題，恐怕既

廣泛又複雜，且不是短期內可以妥善解決

的。很明顯地，拚經濟就是要克服這些難

題，讓國內經濟可以順利持續發展。至於

國人如何來監督評估拚經濟的成效，需要

建立客觀的參考依據，也就是需要游內閣

把目標界定清楚。拚經濟的目標可以用具

體簡單的數據概括地表示，例如在今年和

明年的經濟成長率要分別達到3％和5％，

失業率要分別降至4.5％和4.0％。拚經濟

有了具體明確的目標之後，再來衡量是否

需要制訂新的政策，或是加強執行現有的

政策，以利達成目標。  

 去年台灣整體經濟陷入困境，明顯地受

到美日兩大經濟體景氣同步衰退的影響，

但更深一層觀察，當前台灣經濟發展面臨

的恐怕不只是景氣波動問題，如果只是景

氣循環現象，只要外在環境改善，景氣自

然轉向復甦，根本不足為慮。去年民間投

資大幅衰退，遠遠超出預期，除了景氣因

素外，是不是投資環境惡化造成的，才是

最令人隱憂的所在。因為民間投資通常被

視為經濟成長的動力，要維持經濟長期穩

定發展，需要民間持續不斷地投資，以其

不僅能創造國內需求、增加就業機會，亦

能在景氣復甦時帶動經濟成長。因此，只

要國內投資環境能改善，就有助於拚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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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的達成。  

 過去將近十五年中，國內投資環境未見

顯著改善，而民間投資仍能維持成長，並

創造許多就業機會，主要因素有三項：其

一是一批從海外回國的高科技人才成功地

發展資訊科技產業；其二是在自由化趨勢

下原本高度管制的行業包括媒體業、證

券、銀行、電信等相繼開放民間經營，創

造大量投資；其三是隨著國民所得水準提

高，相繼帶動現代化服務業例如速食、流

通業的發展，引發相當大的投資規模。  

 從當前情勢來看，這些因素再度發揮帶

動民間投資、促進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已不

如過去。要促進民間投資成長，必須注入

新的活力。然而，國內投資環境受到政治

紛擾、新投資機會欠缺、金融體系不夠健

全、兩岸經貿關係無法正常化等因素的不

利影響，加上中國的磁吸效應不斷擴大，

今年兩岸加入WTO後，更將加速兩岸市

場開放的腳步，不但造成台灣產業不斷外

移中國，而且導致台灣資金外流，在內需

市場我國廠商也面臨更大競爭壓力，對未

來台灣經濟的發展不能不感到憂心。因

此，儘速改善國內投資環境應是新內閣拚

經濟的主軸，也是拚經濟成功的關鍵所

在。  

 要改善國內投資環境，第一，要政治安

定。自政黨輪替後，執政黨因欠缺嫻熟的

執政經驗，加上在野黨也極盡發揮反對的

角色，而未能善盡以大局為重的職責，造

成國內政局的不安定，致政府政策的不確

性高。無論如何，政治紛擾不斷，不僅打

擊國人的信心，也會影響企業投資的意

願。民進黨目前雖然已成為國會第一大

黨，但即使與台聯結盟，在國會仍未取得

絕對優勢，相對於國親兩黨在國會佔有過

半席次，民進黨的執政基礎並非穩固。去

年政府為振興經濟，特召開經發會作成

322項共識，然而行政院送至立法院的25

項相關法案，上屆立法院卻僅通過8項，

的確有待加速完成。同樣地，新內閣拚經

濟最後仍需要訴諸法令的修訂，如果朝野

繼續對立，拚經濟的成效將大打折扣。因

此，游內閣必須設法儘速化解朝野對峙的

局面，共同以台灣整體經濟利益為優先考

量，以便強化台灣經濟發展的實力。  

 第二，要發展新興產業，創造投資機

會。國內資訊科技產業過去十餘年間的蓬

勃發展，足以填補傳統產業大量出走留下

的缺口，但一方面近些年來中國高科技產

業的製造優勢有逐漸增強的趨勢，另方面

可以接軌發展的新興產業卻尚未成氣候，

而傳統產業則轉型困難，以致企業資本缺

乏具有投資潛力的標的，民間投資自是停

滯不前，則是另一個導致投資意願低落的

因素。因此，為確保台灣繼續維持競爭優

勢的地位，必須協助既有產業升級，同時

扶植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才

能支撐台灣經濟的穩定成長。  

 第三，要落實金融改革。近年來國內金

融機構在逾期放款金額持續攀升的情況

下，已造成金融機構經營體質的逐步惡

化，如不儘速加以改善，將成為經濟發展

的障礙，恐有陷入類似日本經濟不振的泥

沼中之疑慮。雖然，自前年開始政府已研

提多項必要的金融法令，著手整頓部分基

層金融機構，並獲致若干成效，但是，金

融改革牽涉層面既深且廣，政府必須要有

貫徹執行的決心，才能健全我國的金融體

制，以利長期經濟發展。  

 第四，要妥善處理兩岸經貿關係。兩岸

已經加入世貿組織，為雙方經貿關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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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開放、穩定、正常的架構。為順應兩

岸加入WTO及全球化的趨勢，陳水扁總

統已楬櫫「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兩岸

經貿政策新方向，為兩岸經貿走向作出更

明確的定位。今後雙方應考慮建立兩岸經

濟合作機制，讓兩岸經貿發展納入正軌。

此外，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已對台灣造成

龐大的競爭壓力。事實上早已影響到台灣

製造業的發展及整體產業結構，未來台灣

資訊、半導體、石化等關鍵製造業的存續

與發展，唯有透過不斷的升級，擴大與中

國之間的技術差距，才能維繫全球競爭

力。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拚經濟不能只憑口

號，一定要靠團隊合作。改善投資環境涉

及到各部會的分工和合作，新內閣應記取

一年多來的經驗與教訓，不要再重蹈覆

轍。除了強化財經決策與協調的機制外，

展現團隊合作的作為，才不致各自為政，

抵消拚經濟的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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