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訊息

發佈：2008-11-26, 週三 23:34
點擊數：8648

時間：2008年11月14日（星期五）中午12：00～14：00（共計2:07:16）
地點：台灣新社會智庫（台北市青島東路5號7樓之1）
主持人：林濁水（臺灣新社會智庫顧問）
與談人：劉孟奇（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副教授）
            蔡宏政（南華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洪財隆（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座談題綱：
一、全球金融危機的起源與後果
二、生產、貿易、消費的交替趨緩
三、對東亞（日本、中國、台灣）的影響
四、對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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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濁水

      我們提供一個簡單的綱要，現在大家都希望從宏觀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這是今天討
論會的重點。所以今天就拜託各位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這一梯次的全球的經濟危機，好，開始！

洪財隆

      主持人，我想這個題目，主要是要談全球金融危機，這是一個很大的事件，要用宏觀的角
度來看整個全球的經貿體系會怎麼發展，對實際的經濟活動有什麼影響，我自己比較擅長的區域
主義，尤其是東亞這邊，所以由這裡做一個鋪陳。

      首先就是，全球經濟危機大概是從去年八月左右，二房危機爆發。過去十年，美國寬鬆，
低利率，加上全球化，金融工具證券化，所引起的。我比較關心的是為什麼會有低利率的環境，
產生貿易失衡、經濟失衡，或許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美國長期大量的赤字，相對東亞這邊，對
美國大量盈餘，是另一邊。這些國家也大量累積了外匯，以美金為主，或握存國庫券或公司債，
大概是這樣一個背景。

      那麼對東亞產什麼影響呢？首先，東亞這邊的區域主義，不只是FTA，在金融的整合在這
一波金融危機之後，會有一個重新的思考。東亞金融整合會因為金融危機有重新思考的可能，目
前東亞這邊彼此還在競爭，他容易降但不容易升值，也就是說彼此的不平衡，所以東亞這邊未來
會有一個匯率制訂的機制，要怎麼升值、貶值機制，才是克服失衡關鍵之一，這是東亞的部分。

       其次，東亞區域內的貿易，比重很大，但最終的需求都是歐洲跟美洲這邊。東亞最終的
需求，在自己本身只有35%，在東亞以外的其他地區是佔67.5%。因此儘管東協有龐大的人口，
但是自身的內需市場撐不起來因美國衰退的影響。

林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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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我看到自由時報，就是說最近幾個月臺灣廠商對中國的投資減少？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洪財隆

      可能要在看一下數字。從去年臺灣對中國大陸帳面上是99.7億美金，比前年又增加，如果
是一到十月來看，件數是減少，但金額（投審會的資料是通過的，不是到位的）是增加的。如果
同樣一套的數字，是可以做趨勢的研判。先這樣簡單分享。

蔡宏政

      我覺得要看資本主義的未來，以全球和區域的範圍，我會傾向時間要看二、三十年，五十
年來看。過去美元是受到黃金影響，可是後來切斷以後，美國印美元的能力沒有受到任何限制，
從1990年代進入成長階段，是美元印最多的時後，也是金融帳最高的時候。美國印美元和東亞交
換貨物，東亞獲得美元，再拿這些美元去買美國國債，這種循環，美元換貨物，美國國債一直增
加，東亞儲匯一直增加，但兩邊都必須靠對方才能存活。這個循環一直增加的影響，以中國來說
，常常看報紙說中國崛起，因為他們外匯儲備多高多高，我的解釋剛好相反，儲備其實是一個危
機。第一個就是他的國內貨幣供給會增加，所以貨幣供給增加，外匯存底增高，是一個很大的危
機，中國錢進去以後，農村消費不起的，中國內需不足，服務業內需不足，以醫療來講，沿海都
市的醫療水準很高，但他們農民水準是很難很難，就是所謂的看病難看病貴，基本上中國農民的
情況是，他們農民的收入是比GDP成長還慢，他們醫療費用上漲速度比他們GDP成長還要快，所
以農民收入、GDP成長、醫療費用剛好是三個階層。你可想而知，農民怎麼消費的起這些醫療措
施。所以你說長庚醫院設在北京、上海、深圳，他可能做的很好，但是中國本身，農村如果不解
決，美元、日圓依賴中國內需，我覺得很難，因為他們的財富是不平均的。就因為這樣，我覺得
中國還是要依賴亞洲的其他市場，就因為依賴，這次金融危機只是重現過去東亞成長模式的一個
困難而已，我講的更簡單。

劉孟奇

      我好幾個補充，與其說現在是資本主義的終結，基本上就是說基本主義的修正，Francis F
ukuyama就是把上一階段定位為柴契爾夫人跟雷根主義，是某種的階段性的特徵，現在進入某個
部分的修正。財隆十五頁，「國際社會期待於北京應該是，加快人民幣升值速度亦降低全球貿易
失衡，根本去除金融危機的另一大原因。」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財隆分析非常正確，但
是如果現在中國主政者，不是考慮經濟矛盾，更明白的說，是經濟矛盾背後改組的政治矛盾和社
會矛盾。現在中國的社會具備所有美國那一次經濟大恐慌的條件，只差了一項沒有到位。經濟史
上有歸結經濟大恐慌的特徵第一項是：貧富不均，就是社會的消費力分配有問題，當時的農村農
工不平衡發展，農民失去土地，農村沒有消費力和購買力，城市工人的消費力沒有級數生長，當
時美國也沒有社會福利制度，貧窮問題要依靠家戶儲蓄來處理，資本主義有一個購買力的風險，
好的時後一切都很好，有錢人有錢很好，但萬一「縮起來」的時候，一般的消費力出不來，會面
對很大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就是貧富不均和工人的工資增漲，沒有跟上整個基本的增漲速度。加
上社會福利制度沒有建立，為什麼中國儲蓄世界有名的高，不是因為儒教的影響，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都要儲蓄防老，又少子化，我老了怎麼辦，國家這一層擋不住，現在才要去建立私人
的醫療和保險，也來不及，看病消費不會太低。再來少子化，傳統社會保險機制又被拿掉，大家
就只好儲蓄、儲蓄、儲蓄。中國現在面對的問題是，政府如果不花錢的話，光靠民間消費，是無
法將銀行的存款釋放出來。

      第二個要件是，過渡投資形成的泡沫經濟，我們知道總額需求就是消費和投資，但中國還
加了對外貿易，中國最大的病根是國營事業和地方公有事業，我有看過一個研究港澳台資還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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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和中國當地企業對中國經濟成長的貢獻，研究出來結果是中國當地企業接近0到1%而已，其
他其實都是港澳台和外資，這是我在NBER上2007看到的資料，只要外資一撤退，中國本地資本
根本就是撐不住。

      第三個就是泡沫經濟，泡沫經濟戳破的地方是在阿其里斯腳跟，就是金融，泡沫經濟破在
其他地方就算了，不要破在金融體制，破了就算了，但是不要影響到流動性，當時美國到第三個
。第四個，就是各國保護主義，現在就只差第四個，一但各國保護主義也起來的話，經濟大恐慌
的要素就一應俱全了。其反響首先會從泡沫經濟崩潰，各國開始恐慌，就會把失業和就業問題輸
出到國外，輸出最快方法就是保護主義，問題是大家都會這樣做時，會導致集體的不理性，會形
成凱因斯所說的：動物性的本能「倒縮」，大家就都不動了。若這個時候消費缺乏，國家的力量
又無法介入的話，會死得更難看，就會形成經濟大恐慌的所有負向回饋都具備了。現在保護主義
是擋住了，然後各國記取當初的教訓，打出流動性、流動性、流動性，進而就趕快擋住最關鍵的
失業潮，擋住所有影響購買力的因素。

      接著我要講另一個經濟史，羅斯福的新政其實沒有那麼成功，新政稍微和緩失業問題，但
真正解決問題是打二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才有可能把整個經濟規模振興，然後二次大戰再加上
社會福利國家的公共建置，使得資本主義出現黃金二十五年，人類歷史上有史以來最高的經濟成
長率，現在逐步回到正常，我們要知道資本主義的正常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我們現在看的中國是怎麼樣，中國的所有矛盾都被美國吸收，總需求X-M全部被美國吸收
住，中國的作法就是增取緩衝時間，處理內部問題，所以他強調和諧社會，他上一個八年計畫都
是針對結構性問題處理，設法提升內需，以拖帶變，大家都在猜美國可以支持多久，2005、2006
年，大家都在猜美國撐不住，結果美國打一個伊拉克戰爭，伊拉克打完然後搞一個消金，美國開
發金融產品真的很厲害，金融產品的開發可以把這樣有問題的產品持續開發下去，還維持消費力
。現在問題就是矛盾回來，大家就是看著中國，要中國要協助解決問題，外匯吐一些出來，流動
性要幫忙解決。第二，中國要提振內需，這就是現在國際社會的期待。從中國內部來講，他也會
緊張，不可能美國衰退後，完全靠他自己。現在中國建第二套防波堤，就是現在看到的四兆人民
幣，這防波堤不能垮，垮的話就是失業潮蔓延開來，中國最害怕失業朝，一旦瓦解的話，負向回
饋的條件就全部到位，因為本來的投資結構不健全，倒掉的邊際的廠商一堆，加上購買力衰退，
到這個地步的話失業問題蔓延到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頭就很痛，美國已經確定垮了之後，看中
國能不能成功，中國能不能成功，等著看！因為他不確定性太高，這個四兆的沙包夠不夠高？不
知道！現在就叫雲深不知處，明年就會知道這個沙包夠不夠高，不夠高的話就會蔓延，所以人民
幣升值打死都不可能升值，問題如果歐巴馬拿保護主義打你呢？所以現在大家都會想的台海危機
根本不是重點，保護主義才是重點，歐巴馬會不會為了國內失業問題，跟中國對幹？這個是最有
趣的，老共現在對臺灣問題才沒有興趣，難道是把台灣打掉爛重建內需嗎？他也沒那個能力，他
也不敢做這件事情，所以中國就希望周邊無事。台灣在這裡一定會受影響，這是肯定的！如果沙
包擋不住，中國神話就破滅。

      第二階段從經濟大恐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處理過去國內需求不足會擴大到全球。資本
主義全球化在這個時候，開始處理全球的需求不足，包含戰後的IMF、戰後的GATT、去除國際性
的保護主義，還有像馬歇爾計畫到World bank，類似這樣子，就是在處理波動問題，但因應冷戰
開始，加上凱因斯主義進來，相互結合，此時資本主義同時在處理波動和貧富不均問題，因此國
家角色開始坐大，就是社會福利國家，這樣生產力的擴大大概支撐到1970年代，每次資本主義調
整就會做過頭，過份干預，社會福利到一個地步就開始策略工業國有化，英國就是典型。到了19
70年代，從美國越戰開始，資本主義生產力開始出現危機，然後又一次鐘擺式的修正，出現的就
是然後就是柴契爾、雷根主義。問題是說，資本主義就經常面對一個問題，技術進步，就必須去
處理政治、經濟、社會需處理的議題，這裡從我們熟知的生態環保、服務業等問題，資本主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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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很厲害，很會發明東西，問題如何管理其衍生的風險性，道德風險、資訊隱藏總總的問題，
當我們發現從一國風險可以蔓延到全球的時候，怎麼去處理系統性風險，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看到
這一期News week討論，下一波資本主義怎麼去處理階段性的全球性系統性的風險，前一陣子都
在處理溫室氣體，這一陣子在處理金融的創新，再來會怎樣，我看那幾個大師都不敢預言。我們
如果要總結這十年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在處理系統性風險，從京都議訂書到開發中國家對
外瘋狂得輸出，造成貿易體系撐不住，我覺得可以總結這是這階段或下階段資本主義最重要的tas
k。
      
洪財隆

      剛剛劉教授講得非常精彩，我有幾點補充：

      第一點，全球保護主義會再升級，其實我這邊有一些預測，1930年代整個保護主義崛起，
是對19世紀末的全球化是一種反彈。所以我想全球金融危機是不是讓全球化會倒退，是一種值得
觀察的現象。至於會不會走向保護主義，有一種說法是，我還蠻相信的，例如：WTO和很多周邊
組織，全球化不那麼容易倒退，但是可能是用區域主義來對付保護主義，但這一點跟臺灣息息相
關，對臺灣可能是非常不利。

      第二點、凱因斯有一個稱號，就是：拯救者，我想1930年代大蕭條，他標舉很多財政政策
，擴大政府支出，大家如果留意這一波似乎財政政策又復活了，像中國將近六千億的擴大支出，
雖然是歡迎，但還是有一些批評，他投資已經佔GDP那麼高了，但政府支出還是加強投資，因為
他稅率不高，減稅也沒有空間，而且政府沒有管道把錢直接送到人民手上。

      第三點、很多金融危機會擴大，是因為「互賴」程度都大幅度的增加，貿易的FDI，特別
是在東亞地區，我之前有看到亞銀一份資料，臺灣金融和美國相互持有的資產是在東亞國家算是
數一數二的，有些危機如連動債等會不會還沒浮現，我不敢肯定，但從數據上來看，從金融產業
負債表來看，和對於美國那邊的狀況，臺灣在亞洲算是前幾名，會不會被波及是還可以再觀察的
。

蔡宏政

      好，我補充一點，主持人說我是左派，我們對經濟學或是市場有一個想法，就是說市場是
自律的，供需一但失衡，他會自己平衡回來。凱因斯做了修正，認為他有時不會修正回來，所以
需要國家介入。

      若是以左派觀點來看，第一，市場絕對不是自律的，自律是人為去做出來的，人改變社會
與國家的條件，去符合市場的發展，使市場看起來像是自律的。第二，改變過程會造成政治、政
治後果（社會福利的問題，環境問題。），剛剛講到濟貧法，自律市場這個東西的出現，在人類
歷史上不到一百五十年，亞當斯密寫國富論不是證明自律市場，是在說上帝創造一個很妙的東西
讓人的自利會自動轉成公共利益。自律這個東西會出現，就是十九世紀中期的濟貧法，聽起來是
幫助窮人，其實不是，他其實是說你只要當乞丐，他把你抓去習藝所，你要是從技藝所出來，如
果你還遊蕩、還繼續行乞就把你吊死。他是把人推進去市場，你一定要進入市場，你才能得到幸
福，也就是說整個自律市場產生，是因為英國十九世紀中期由於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擴張到全球
，才慢慢成立的。

      擴張過程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金本位，金本位其實是全球自律市場最好的典型，比今天
的美元本位還好，金本位其實就是一個國家能發行多少貨幣，是根據他儲存黃金量而定的。比如

 9 / 11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活動訊息

發佈：2008-11-26, 週三 23:34
點擊數：8648

說臺灣他的黃金量儲存量很低的話，他的貨幣印製量就少，一樣的麵包他做出的價格就低，他對
日本輸出就有貿易利基，他麵包輸出多了，他黃金就會從其他國家流進來，黃金一多，貨幣供給
量就升高，麵包價格就會升高，對於其他的競爭伙伴競爭力就變低，貿易盈餘就下降，黃金就流
出去。金本位把全世界的貿易跟貨幣做很完美的自律的調節作用的鎖定，這個金本位支持著英國
的貿易市場，當時左派和右派沒有一個人可以想像沒有金本位的國際貿易市場，從馬克斯到凱因
斯，從羅斯福到列寧，沒有一個人能想像這個世界沒有金本位會是怎麼樣子。但是金本位如此嚴
密自律，結果會限制了每一個國家的行動能力，如一個國家要開發水庫、交通建設，在長期以來
，對長期有利，但短期之內需要大量資金的融通才能去做基礎建設的時候，會被金本位限制他不
能這樣做，因為他國家能夠發行貨幣被所擁有的黃金所限制住。這個國家能夠做基本建設，唯一
的辦法就是大量輸出，從貿易盈餘來獲得黃金，當大家都要建設的時候，就變成大家只要賣，不
要買，其結果就是變成貿易摩擦，所以有很大的一部份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就是因為這樣貿易
保護主義出現，一旦發生貿易摩擦，就會出現談判和外交磋商甚至軍事行動，一旦出現軍事行動
，就更需要買軍備，更需要黃金，整個金本位最後產生內縮的現象，就會垮台。

      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各國試圖去重建金本位，但因為經濟蕭條失敗了，發現金本位還
是沒辦法做，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戰後會有布林頓森林協定，美元兌黃金，世界各國貨幣對美元，
美元做中界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和好處，美元可以印多印少，那他就可以進行融資，這是IMF
和世界銀行成立的原因，美國獲得的好處是實際上可以印比美國黃金還多的貨幣，只要大家相信
37.5美元可以兌換一盎司黃金，美元繼續就可以這樣子用，美國運用這種鑄幣利得，變成全球貨
幣，美元金本位在1970年切斷後，美元更肆無忌憚，根本無用管自身黃金的存量，這就是今天會
造成美元供給過多，造成金融風暴的原因。很多人在這個自律邏輯上試圖修正，一個就是社會主
義（就是國家在模仿市場），問題在於說，蘇聯會行不通，毛澤東會行不通，因為他還是在資本
主義世界裡面，因為他還是需要資本積累，他有內在矛盾。另外在1980年，國民黨最喜歡講的，
國家領導發展，國家官僚很厲害阿，商人去投資阿，我預測下次明星產業是什麼阿，之前是石化
阿、後來半導體阿，這理論大概1995就不見了，國家又退縮了，全球化理論就出現了，所以市場
和國家社會兩者在爭風，市場有他的政治和社會後果，市場行動絕對不是純經濟活動，既是經濟
、貿易、生產、分配的活動，也是文化、社會的活動。

      另外一個解決資本主義產生社會矛盾的方式，就是民進黨八十年末期的所提倡的，福利資
本主義，政府利用高稅收造成財富的重分配，創造一個良好的福利環境，但必須建立在資本主義
上，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瑞典有一個老師叫做Stone，我問為什麼他們願意交那麼高的稅，而且
資本家沒有跑掉，那是一個不一樣的公民社會，他們社會的互相信賴很高。我舉一個例子，臺灣
現在少子化鼓勵生育，那國家要負擔，錢從那邊來，當然就是人民交稅，沒生的交給有生的去花
，把孩子當成公共財，但是這些不管是國家花錢還是誰出錢，總總方式在內政部提出時都行不通
，都被反對，最根本就是沒生不願意交錢，臺灣根本沒有所謂的公共領域出現，這不可能的話，
這樣社會福利怎麼可能呢？

      中國現在就是遇到這個問題，以他們的醫療為例。他們要擴大內需，最大部分是農人，但
農人為什麼都不花錢，最主要原因就是：住宅、醫療、教育，他們所謂小病扛、大病躺、重病等
著見閻王，他們是完全沒有政府補助的東西。後來2003年就提出和諧社會，大量的錢給農民看病
，中央一年補助10元、地方補助10元，農民自己出10元，但看一次病要多少錢？120元！所以他
們拿的錢連一年內看四分之一次的病都不夠，農民怎麼可能花錢？所以政府大量加錢，產生什麼
效果？地方幹部替農民墊保險費，去騙政府的錢。因為只要一個人加入保險，政府就補助40元，
所以地方幹部幫農民墊錢，中央政府就補助40元，這40元就進入地方幹部的口袋。這牽涉到政府
如何去改善這樣的福利機制，另外他們去住院的人補償的金額比較多，問題是一般很窮的農民，
根本就沒辦法住院，能夠住的起院的都是富有的農民甚至幹部，事實上合作醫療是補助有錢農民
與幹部，為什麼會補助到農民與幹部，那時候整個中央政府都把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財政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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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結果事權誰管？兩邊沒說清楚，地方政府就是用上也政策，下有對策，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有
一套處理方式，中央政府沒有管道把錢放到地方基層，其實一個市場改革牽扯到很多政治和社會
，以上做一點補充。

劉孟奇

      我要做幾個補充，你剛剛講的是2000年以後經濟史教課書的主流觀點，請各位不要聽198
0年代的講法。自律市場是社會跟國家的產物，自律市場會產生社會性和政治的後果下，會特別
需要國家來進行。也就是說為什麼民主制度在資本主義特別重要，因為提供利益協商的場所。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北歐那個例子，老實說臺灣完全學不起來，中國大陸更是遙
遠。北歐那個例子有幾個要件：因為長期打戰形成的公民社會，坦白講那個公民社會怎麼出來的
，人少又要對付強敵，就是這樣啦，人少、資源貧瘠、又要對抗外來的侵略，我們又過去有當海
盜的優良傳統，我們都一條船上的人。臺灣有當海盜，但是缺乏共同抵禦外來侵略者的精神，臺
灣共同抵禦外侮從來沒有成功過。芬蘭曾經獨立對抗蘇聯從頭對抗到尾到成功，瑞典跟所有鄰國
都打過戰，這種傳統才有強烈的公民意識，我講白的臺灣沒有這種公民意識，短期內我認為不可
能。那種情況就是你爸爸替我家流過血，我爸爸替你家流過血，我們的祖父曾經並肩打戰，即使
是美國公民意識都比我們強。隨便去一個小鎮公園，裡面都有二次大戰將士紀念碑，碑上的名字
是誰？都是這個鎮裡頭的陣亡子弟，連的起來耶，這叫做公民意識，他們地方自治為什麼有傳統
，請到他們公園裡面去看一、二次大戰將士紀念碑還有那種南北戰爭時候的，他們公民意識建立
在這裡，我們不是在東施效顰，不是在潑冷水，人家有那個基礎在。另外一個就是，非常厲害的
的教育投資，不是灑錢，而是真的有用。政府拿來的錢，替大家養下一代，你生出來就進入國家
這個體制，為什麼會願意繳稅給政府，因為我相信政府有能耐對下一代進行人力資本教育投資，
而這個我將來會回收，所以這連結到第三個要件，很好的官僚體制，這邊的所有世界透明度排行
和貪污指數，絕對是全世界最清廉的國家，國民對政府的信任度，絕對是前十名，就是北歐這幾
國，你沒有這幾個條件，社會福利國家根本就太遙遠了。

林濁水

      劉教授講的很有趣，跟臺灣學者講的幾乎相反。就是公民社會是建立在強烈的民族主義上
面，臺灣的主流是要跟國族主義脫勾，那這個我一直對抗這個，對抗的很小心，但很少人理我的
，我認為沒有民族主義，不會有公民社會，但目前趨向好的發展，要是你看到政治對抗你會覺得
公民主義完蛋了，但是社會上的社區共同體的形成，這五年到十年是相當強的。

劉孟奇

      補充一下，東亞國家我非常看好越南，因為越南的條件是到的。我覺得臺灣很像波蘭，為
什麼臺灣像波蘭，因為歐洲國家都在打戰，但是打仗會產生不同國家型態，例如德國就他一直打
勝戰，日耳曼主義就是非常強，他國家主義建立在優越主義上，北歐本來就人少，至少他們侵略
過別人，受侵略時對抗蘇聯有光榮的歷史。可是有一個國家一直在打戰，一直都沒有打贏過，人
家只要打戰就會經過他，裡面貴族從一開始就四分五裂，各據支持自認可靠的盟邦對象，而影響
到後來國家團結，即使後來成為國家以後，外敵入侵很容易被拉幫結派就被擊垮，那個國家叫波
蘭。

林濁水

      大家還有沒有要補充的？沒有，感謝今天三位講者精彩的分析，今天座談會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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