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研究院「國內院士季會第 40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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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李定國 趙 丰 許聞廉 周美吟 施明哲 黃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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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蔡明道院士            記錄：黃淑娥  

壹、劉遵義院士發表專題演講：The Future of the Economy of 
Taiwan Amidst Glob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略）  

貳、意見交流（蔡明道院士主持）：  
意見一：演講提到南美、非洲的經濟成長，臺灣應該投

資這些國家嗎? 
劉院士說明：拉丁美洲經濟是有問題的 (problematic)，經

濟成長在某些時段可以非常快速，但當外

資一旦撤退，貨幣會暴跌 (currency collapse)，
就會造成經濟不穩定，此即巴西、阿根廷

的問題。非洲需要長期投資，其教育水準

仍低，貨幣仍不穩定，是一大挑戰。可學

習臺灣經驗，開始的時候，以輕工業、低

技術性產業創造就業機會。東南亞或許是

較佳的選擇，也是持續做 OEM 的理想場域。

我知道許多臺灣公司前進印尼、柬埔寨與

緬甸，因為假使你是大型美商企業 (如耐吉

Nike)的承包商，不論要移轉技術或管理，

柬埔寨、孟加拉與緬甸的工廠都比較容易。

投資東南亞比涉足拉美與非洲的可行性高

多了。或許 20 年後非洲經濟開始起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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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非洲的主要誘因還是天然資源 (石油、

金礦與其它礦石、鑽石等 )，此刻投資東南

亞依舊合適些。  
意見二：謝謝如此精彩之演講。針對能源與環境兩議題，

個人希望您能進一步闡述 (elaborate)，如何發展

便宜的再生能源對經濟發展至為重要。例如，

北京的環境污染嚴重，中國實係以環境的破壞

換取經濟的發展。  
劉院士說明：臺灣環保做得很好。60、70 年代美國洛杉

磯和日本大阪的環境也很糟糕，就如您現

今看到的北京。但是當美國、日本的 GDP
達到一定水平後，政府開始保護環境，限

制開發；現在看起來，美國、日本環境也

都還好。然而環保意識愈早興起，付出的

代價就愈小。北京燒煤、車子太多是造成

空氣污染的原因。中國是能源消耗大國，

未來應對碳排放量加以管制。十年內美國

將成為能源淨出口國。當前美國國內油價

相當便宜，只有亞洲油價的五至十分之一。

中國未來如能以油氣 (GAS)替代煤作為燃

料，空氣品質會較好，亦可有效降低碳排

放量。  
意見三：演講提到瑞典人只在想工作時才工作，但其經

濟卻很好，GDP 也很高。相較之下，除了 GDP
指數外，臺灣該如何來提升幸福指數 (Index of 
Happiness)? 

劉院士說明：瑞典社會福利完善，人民無需為薪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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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乃是為展現能力或實現理想抱負。但

瑞典是很小的國家，運作模式有其歷史文

化條件，並不一定適用於其它國家。  
意見四：演講提到洛杉磯、臺灣的環境已較 60、70 年代

為佳，但二氧化碳的排放未被計入。又提到應

加強臺灣年輕人的環境教育，促進產業發展，

提高 GDP。然而先前諸多意見都認為：GDP 是

環保的指標，GDP 指數與年輕人環境教育成果

呈正相關，提升 GDP 指數有助於環境發展與保

護。匈牙利科學研究院院長 Jó zsef Pá linká s
（ President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去年就舉辦多場會議，邀請傑出經濟

學家探討如何發展經濟又不過度消耗資 (能 )源
的對策，以期找出能兼顧環境發展與經濟成長

之良方。會議以失敗告終，因為與會的經濟學

家一致認為經濟擴張必先於環境保護。由此觀

之，提倡環保與發展經濟似為兩難 (dilemma)。  
劉院士說明：日前在中研院的另一場演講中，我曾建議

以綠色 (green)GDP 的概念評量經濟成長；

因傳統 GDP 無法估算所有的價值 (如空氣

和水的潔淨指數 )，也無以估量日常生活之

福利程度。以美國為例，提高 GDP 同時不

破壞環境並非不可行；因為美國經濟擴張

的產業在於服務業而非製造業。服務業消

耗能源的數量少，留下的碳足跡亦稀微。

譬如進口車輛所遺留的碳足跡，必遠低於

生產製造車輛；此外，發展 LED 產業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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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碳排放。所以這其實是結構性的

問題。但是臺灣現在尚無法轉型為完全無

污染的產業結構，畢竟創造就業機會是很

難輕忽的實際面。失業率會影響 GDP，雖

然發展低附加價值 (value-added)的製造業

或服務業的弊端之一是低技能的工作無前

景，然而有工作總比沒工作好。個人認為

不應只著重 GDP 成長，希望臺灣有好的策

略，能在 20、30 年後趕上美國的產業結構

發展。  
意見五：演講提到應縮小貧富差距，請問是否有明確的

賦稅政策? 
劉院士說明：每個工作者都有納稅的義務。如果像香港

那樣區分有些人需繳稅，有些不用，並不

是很好。即便你不屬日進斗金之流，也能

透過公益服務履行公民義務；重點是要凝

聚社會共識，方能推動相關政策。以美國

醫療保險 (Medicare)為例，因為政府能給付

的範圍相當寬裕，會造成變相的資源浪費。

又如臺灣將 9 年國民義務教育延長至 12 年，

只要公私部門對於各自需付的經費有共識，

而國家財政也負擔得起即可。辯論無可避

免，畢竟個人與政府間的義務劃分是有待

釐清的。  
意 見 六 ： 南 韓 政 府 傾 國 力 扶 植 企 業 ， 最 後 發 展 成 如

Samsung、Hyundai 等財閥，臺灣則多是中小型

企業，請問何種型態較適合於東亞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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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院士說明：很難說何種企業模式較佳或較合適，因國

情不同。在南韓可推動之政策，不一定能

在臺灣實施。60、70 年代南韓政府規定某

些行業的企業每年銷售額需為前一年銷售

額的加倍，始得更新營業許可證。這對企

業來說是很困難的；解決之道為企業合併，

最後即形成少數大型企業。臺灣則沒有這

些規定，所以中小企業繼續有發展的空間。

以上兩種經濟發展政策孰優孰劣並無定論，

但臺灣政府大幅度調整匯率之舉，實為他

國、包括南韓，仿效的典範。  
意見七：演講提到創造低技術低薪的工作，恐會埋沒就

業者的工作能力潛質；且臺灣現有很多博士待

業中，如何創造高技術高薪的職缺似為更急迫

之議題。  
劉院士說明：我同意您的意見，但年輕人較容易再訓練

成為企業所需的人才。當工作職缺外移至

成本較低地區時，有相當多低技術人力留

在臺灣，也很難再訓練他們成為高技術勞

力。對這個勞動族群來說，創造無法外移

的就業職缺仍是關鍵。  
 
 
中午 11 時 38 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