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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肺炎與台灣經濟—是危機也
是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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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百年罕見的新瘟疫中國肺炎

（另稱SARS）是去年11月發源於廣東佛

山，由於中國當局刻意隱瞞疫情，病毒終

於四處擴散，蔓延成為全球性災難。台灣

自3月14日發現二名SARS病例以來至6月

11日止，通報病例達2,862例，符合世界

衛生組織所列標準的可能病例687例，疑

似病例1,420例，死亡病患亦達81名，為

中國傳來的肺炎，台灣付出的人命代價、

社會成本，只有以令人痛心來加以形容。

SARS對我國經濟及人民之就業也是一大

打擊，尤其和平醫院發生集體感染之後，

民眾惶惶不可終日，各公共場合門可羅

雀，據經濟部調查，4月份出國及來台旅

遊人次分別少了六成與五成，團體國外旅

遊取消比率為九成，航空業5月6日至12日

一週之間旅客人數減少八成，萬華地區商

家的營業額衰退了63.49％。5月16日行政

院主計處只好大幅下修全年經濟成長率預

測，從原先預估的 3.68％，修正為 2.89

％，調降了0.79個百分點，其中第二季受

創最深，成長率將只有 1.2％，若疫情蔓

延至年底，全年經濟成長率將再度下修一

個百分點，只有1.89％，失業人口也可能

大幅增加，參加評審的委員均認為SARS

是左右我國今年經濟成長率的關鍵。  

 SARS對台灣經濟之衝擊真的如此可怕

嗎？其答案可能是對的，但國人也無需悲

觀，SARS也是上天所拋出的習題，用來

考驗國人愛鄉愛國的心志及政府治國辦事

的能力。  

 SARS其實也是老天對台灣過度向中國

傾斜的警告。由於SARS是「中國熱」的

產物，所以對中國傾斜最厲害的香港疫情

最為嚴重，香港死於中國肺炎人數達二百

九十人，新加坡近幾年亦有漸向中國傾斜

之趨勢，所以新加坡也成為受感染最嚴重

的區域，可能病例有二百零六例，死亡人

數三十一人。也就是說，與中國之人員往

來越密切其受感染之機率越大。這是簡單

的數學機率原理，即往來越多、接觸越

多，受感染的機率當然也會越高。  

 SARS同時也給國人的中國熱一個降

溫、反省、重新思考的機會。台灣以區區

二千三百萬人口，一年進出中國三百八十

萬人次，等於一天一萬多人，比過江之鯽

還多。這樣多的人來回疫區的中國，而不

把瘟疫帶回，實際上也很難。不僅如此，

假設每人平均旅費，包括購物為三萬元，

一年國人耗費於中國旅遊的金額就達一千

一百四十億元。這一千多億元是我國國人

財富對中國之洩出。若SARS能使國人對

中國之旅遊減半，我國一年就可節省五百

七十億元，若減少三分之二，即可節省更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2期／2003.06.30 114  



時 事 評 析  

 

多達七百六十億元。這些都可用於國內消

費及投資，比政府以九牛二虎之力，央求

立法院放行的「擴大公共建設方案」五百

億元，還要多出二百多億元。設若我們可

以將此中之五百億用於擴大公共投資，二

百六十多億用於促進國內旅遊，當政府高

舉觀光倍增計劃之際，必使我國國內就業

人數增加數萬名之多。  

 投資中國亦屬國內資金之洩出。去年一

年國人及企業投資中國之金額估計達一百

二十億美元，折算台幣為四千一百七十六

億美元 (累計金額即已達一千六百億美

元，折合台幣五兆五千六百八十億元，家

數超過六萬家 )。SARS毫無疑問地會對台

商構成安全方面的威脅，使其對持續投資

中國產生二心，從而重新思考台灣這一母

地及全球佈局的真正意義。此時，政府部

門如果能發揮效能，及時動員招商，必能

實現「投資台灣優先」政策之早日兌現。

政府若真的能有效轉移台商對中國之投資

計畫到台灣這一母國，以去年投資中國金

額之一半計算，就可增加對台投資二千八

十八億元。  

 那麼這二千多億可能因中國的肺炎瘟疫

而留住在台的生產性資金對台灣的經濟有

多少貢獻呢？去年年底經建會對「擴大舉

債三千億振興景氣方案」做了一次評估，

結果認為第一年可增加經濟成長率 0.38

％，第二年0.74％，第三年0.71％，平均

增加就業人口八萬三千餘人。從此研究報

告，我們應可瞭解這二千多億因SARS留

台的生產性資金，對國內經濟成長之貢獻

第一年將有0.26％，三年合計為1.22％，

若「後SARS」之第二年及第三年持續減

少對中國投資每年二千八十八億元，即合

計對經濟成長將產生3.66％的推升效果。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 SARS是老天愛惜台

灣，磨練台灣的一種設計，也是天賜的良

機，我們應該好好地珍惜它，利用它。  

 不過，要把危機轉為轉機，並不是沒有

代價的，更不是一廂情願就可以達到的

事，這需要政府的決心、魄力與堅定，也

需要國人的支持與愛鄉愛國之熱誠。不幸

的是，近幾天的發展難令人樂觀，WHO

尚未解除我國之旅遊警示，亦未解除中國

大陸的旅遊，可是我國陸委會就已為了活

絡與中國的商務活動迫不及待地放寬

SARS疫區人士來台商旅隔離規定（6月9

日）。居家隔離十天並不等於不能回國，

只是回國後盡一些國民對鄉對國的責任，

表示一絲愛心而已。不明乎此，有些台商

竟以「外人、香港人不必，為何持本國護

照就要，待遇不如外人」來質疑政府的防

疫政策，大中國意識形態的立委更以「全

面取消台商隔離」來火上添油迫使政府就

範，其實這些質疑有如「外人不必當兵，

我國人為什麼要」，是一件令人氣餒的非

國民思維。政府若因此步步退讓，即中國

肺炎及中國瘟疫將無從由這一台灣島根

絕，當「中國肺炎」回潮之日，對台灣將

是真正的危機，而不再是轉機了。  ◎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2期／2003.06.30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