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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中國VS.社會公義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07 年 11 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宣布自 2009 年開始每一年的 2 月 20 日為「世

界社會公義日」，這是回應 1995 年「全球社會發展高峰會」與 2000 年「全球社會發展

高峰會及其後續發展：在全球化實現兼顧人類利益的社會發展」的決議。此二高峰會強

調，社會發展的目的在於促進社會的公義、團結與和諧，兼顧所有的人物質與精神生活

水準的提升，落實公平正義為核心的價值觀。 

  在全球化的時代，人員、物品、勞務與資訊在國家內部、國家與國家、區域與區域

之間自由流通，提高經濟資源的使用效率，帶動各種產業快速的變遷，推動全球經濟社

會的大發展。同時，也造成 M 型社會，窮人愈窮、有錢人愈有錢的現象，產生真多不公

平競爭、勞動條件惡化與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 

  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利於人人同成分享的環境。一個有為的政府，

一方面要促進每一個人參與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的發展，並享受成果，另一方面也

要兼顧社會的公平正義，包括維持機會平等、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解決貧困失業等的

社會問題。 

  「拚經濟」是馬英九政府喊得最大聲的口號，上台以來將經濟發展的希望寄託在中

國市場，對中國交心推動大三通政策，鼓勵台商、資金西進中國，提供親中的政客與大

資本家從中得利的機會，但是大多數人民的權益並沒有得到照顧，未得其利卻先受其害。 

  在國際經濟蕭條與出口迅速萎縮的雙重壓力下，馬政府以擴大舉債增加政府支出，

以帶動經濟復甦。雖然提出擴大內需、促進就業的方案與發放消費券的政策，但是多屬

短期治標的性質，企求一時的經濟景氣與工作機會，對長期就業市場的穩定與社會公義

的落實並無幫助。 

  面對一波又一波的失業潮，馬政府當務之急在於提振人民的信心，並扭轉「依賴中

國不是壞事」的思維。政府必須得到人民的信任，才能夠帶領人民超越當前的困境，有

限的國家資源必須花在刀口上，投入推動重要的基礎建設，擴大內需市場的規模，同時

提出具體的政策誘因，吸引更多優秀台商回台投資設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人民才

能夠真正遠離失業與貧困的夢魘。落實社會公義，建設台灣成為一個以人性尊嚴與基本

人權為基礎的福欣社會，不但是人民的期待，也是馬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 

  （本文原刊載《自由時報》，2009年2月19日，第A1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