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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發錢討好人民 財政五年出問題 

消消費費券券是是毒毒藥藥或或快快樂樂丸丸？？  
 
馬政府發放每人三千六百元的消費券，希望帶動經濟成長，經濟學者林向愷、管中閔從

反對及贊成兩方面，跳脫「有沒有用」的爭論，向政府提出更深層的建言。 

 

   行政院十一月二十四日通過消費券發放條例草案，確保民眾明年一月春節前

可領到每人三千六百元、總額約八百三十五億元的消費券。消費固然令人愉悅，

但你可知道，發放消費券的後遺症有多大？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當政府舉債發紅包過年時，卻也「羊毛出在羊身上」。  

 

  有人批評，消費券是包裹糖衣的毒藥，也有人覺得這是刺激消費的快樂丸，政

府只開出「特效藥」，卻不提「副作用」。有人直言，這種討好人民的民粹政策若

再持續下去，台灣的財政五年內一定出問題！  

 

  在經濟學者專家眼中，消費券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政策？《商業周刊》特請中研

院財經院士管中閔，以及台大經濟系所專任教授林向愷，對談剖析。以下是他們

精彩對話的內容摘要：  

 

論人人有獎救市案 能把推遲的消費催出來 

《商業周刊》問（以下簡稱問）：請問兩位，贊不贊成發消費券？  

 

管中閔答（以下簡稱管）：我贊成。早在去年八月底、九月初（次貸風暴之後），

經建會問有什麼刺激消費的做法，當時我就說消費券是一種可能的方式。  

 

以台灣 GDP（國內生產毛額）的組成來講，過去幾年來，帶動 GDP 增長的主要

是出口，民間投資基本上都是衰退，或者不夠。我擔心一旦經濟連鎖反應，發生

向下螺旋效果，大家減少消費，零售業支撐不了，接著關店，影響就業，又再影

響消費，我們必須做些什麼減緩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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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前景不明，大家會傾向於「推遲消費」，尤其是大宗消費、耐久財。所以我

希望用消費券，或某種抵用方式，等於給一個大折扣，把壓在那裡、推遲了的消

費能夠「催」出來。 

 

破壞財政紀律「印鈔票」 

林向愷答（以下簡稱林）：這個消費券，基本上我認為是政府在「印鈔票」，發

年終獎金。我反對退稅，也反對消費券，因為現在財政沒有剩餘，就不要想討好

人民，問題的根源是，為什麼大家不消費？  

你要知道，台灣過去七年，四○％的家庭可支配所得是負成長。所得最低二○％

的家庭，他們的消費傾向是一百元已經用掉九十九元；然後所得次低四○％的家

庭，一百元裡面，大概用掉九十五元，也只剩五元，所以現在發消費券，你不要

寄望這四○％的家庭會去買耐久財，在他們身上絕對有「替代性消費」，把錢儲蓄

起來，應付未來的不確定。  

 

馬政府最嚴重的問題，到現在還有「經濟成長的目標就是經濟成長率」的迷思。

透過特別立法，來規避預算法和公債上限的問題，我認為他破壞「財政紀律」，

這個紀律一破壞，給金融市場送出一個非常明顯的訊息，就是政府債務不斷累

積，又無意遵守財政紀律，所以未來的利率沒辦法再下降，一定上升。 

 

如果經濟不好就發消費券，這是步上拉丁美洲國家後塵的做法。一場歡喜以後「債

留子孫」，這種討好人民的民粹政策再繼續下去，台灣的財政五年一定出問題。  

 

問：你如何推論台灣再五年就會出現財政危機？  

 

林：如果你每年都編特別預算，假如明年台灣經濟還是沒辦法起來，那馬英九到  

二○一一年一定還要下更重的藥，因為二○一二年是他的政權保衛戰，這樣下去

不是不可能破產，應急「特效藥」吃太多，只好不斷加重劑量，最後產生抗體，

就無藥可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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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林向愷有些 point（觀點）我其實並不反對，民進黨執政這八年，到二○○

八年，雖然全世界及亞洲經濟一片大好，但是我們實質薪資所得並沒有增加，你

的薪資不提高，等於實質購買力已經被減損，大家都會推遲消費。現在，我認為

這是一個非常時期，所以消費券絕對是一個短期性的、一次性的措施。  

 

論政府債台高築 舉債和償債計畫要同時講 

問：這次消費券全民有獎，將財政紀律拋諸腦後，你們怎麼看待急遽攀升的政府

債務問題？ 

 

管：長期而言，政府團隊應該要規畫說明未來如何償債，不能所有東西都靠減稅。

行政團隊要講清楚，未來還會有哪些政策會影響財政，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時程，

到二○一五或二○二○年時政府的財政目標。  

 

政府舉債與償債，兩個計畫要同時講，不能只講一個，也不能打迷糊仗。  

 

修法提高舉債上限才負責 

林：日本一九九○年代財政赤字，讓日本經濟沒辦法復甦。政府永遠可以講，現

在未償還債務餘額只占 GDP 的多少（編按：目前政府整體負債約三兆九千億元，

占 GDP 的三六％)，不是全世界最高的，但這種做法會讓人民對你的財政紀律失

去信心。  

 

我也知道建設的重要性，所以我也一再呼籲，負責任的做法，應該是修法提高公

債法（舉債）上限。你看從二○○○年到現在，特別預算已經編了七次，因為我

（舉債上限）已經卡住了，我要建設，我要應急，不管哪一黨都用特別立法，為

特別預算取得財源，排除公債法舉債上限。因為特別立法排除掉的財政赤字，遠

超過表面數字的嚴重性，使得台灣財政透明度非常差。所以我寧可提高一些舉債

上限，而使財務透明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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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黨互相罵來罵去，但國家財政一定要超越黨派，因為每一個政黨都可能執

政。財政紀律不是法律的問題，而是政府自我管理的決心。沒有這個決心，大家

怎麼有信心，把錢交給你用？  

 

長期要避免債務累積過快 

管：我再補充一下。台灣未償債務餘額占 GDP 的比重，與先進國家比，比例還

是低，但是我們累積的速度太快。過去政府一再減稅，社會福利支出增加，使我

國財政赤字快速增加。  

 

今天我贊成政府推的一些短期救急措施，但長期也要避免債務累積過快，如何在

一定期間，達到財政平衡。我贊成現在政府某些短期的措施，如消費券、適當對

中小企業給適當支持。但我反對，任何碰到稅的東西。過去以來，我們只有減稅，

尤其政府只對企業及持有資本者減稅，所以我反對，以長期稅制解決短期市場波

動，如股市禁止放空或證交稅減半等措施。 

 

問：難道政府推出這些「救市」措施前，沒有先經過評估嗎？  

 

管：我不希望看到，政府一塊錢一塊錢砸，硬碰硬的去換經濟成長。我希望看到

的是，政府一塊錢下去，因為有宣示，大家信心出來後，帶出那些跑掉的投資與

消費。所以，我期待不只聽到政府要花多少錢，而是花錢準備做什麼。  

 

林：檢視一個團隊有沒有執行力，有四個指標，包括：一、認知問題能力；二、

面對問題的勇氣；三、願景在哪；四、解決之道。現在政府因為前面三個弄不出

來，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這四千億（振興經濟方案）花了以後會怎樣，會花在哪裡？  

 

政府應先推出一個有願景的目標，民間才會環繞這個願景討論，但因朝野缺乏互

信，也沒有願景，所以大家都在討論防弊，很少談興利。講到興利，第一個提的

就是「圖利」，所以你要做 BOT（民間興建營運後轉移）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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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我常在講，政府要改變觀念，第一個要改的就是「圖利」的觀念。  

 

論長期經改大計 中小企業垮，就業就崩盤 

問：兩位怎麼看未來高失業率的問題？  

 

管：我做過一個實證研究，前一年失業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自殺率會增加○‧

二七％，換算成自殺人數約為六百人；如果同一年失業率增加一個百分點，自殺

人數會超過六百五十人。  

 

林：失業率居高不下，對社會團結、民主制度也都會有很大影響，這些人會慢慢

疏離。像這次陳雲林來台，引來很多群眾抗議，其中除了有民進黨動員的，還有

很多是長期失業者，造成社會激烈對立，也在所不惜，這很危險。  

 

管：這次我看政府又是提出短期就業方案。政府如果要補貼企業，不只雇用補貼

要做，也應該補貼企業，讓企業不要解聘員工。  

 

林：中小企業這塊很重要，它創造的產值雖不高，但維持很多就業機會，中小企

業走的話，政府要花很多預算來處理失業問題。 

 

管：中小企業很重要，尤其是這時銀行也沒信心，中小企業若也垮掉，就業問題

就會徹底崩盤，所以政府應思考如何強化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擴大內需要由上而下 

問：對於長期經濟結構調整，兩位的建議？  

 

管：我把台灣要更開放、兩岸關係重新修補，當作是台灣長期經濟結構的調整。  

 

此外，擴大內需的目標清楚，也可以改變台灣的經濟體質。譬如馬蕭有「愛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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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設」，做法沿襲過去，從下面層層提報上來，把錢想辦法花到地方去。過去

那麼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一點作用都沒有，只肥了地方上少部分的樁腳，多一些

稀奇古怪的停車場、活動中心。所以我認為，擴大內需不應該由下而上，應該由

中央主導，做幾個大型的、具號召力的計畫。  

 

林：首先，馬蕭的愛台十二大建設問題跟民進黨一樣，機場、港口各地都有。  

 

馬蕭的愛台十二大建設若要做，首先要認清，台灣已經出現一條高鐵，台灣未來

產業、生活圈，應以高鐵為主軸。現在下了高鐵，旁邊沒有任何交通工具，高鐵

周圍帶狀的產業聚落、軌道運輸，效果都發揮不出來。政府提出前瞻性政策後，

大家會知道，現在雖然經濟危險，但大家知道你有決心執行，知道未來有方向。  

 

擴大稅基、側重製造業 

再來是稅改。稅改已經壽終正寢，只剩一個遺贈稅，但遺贈稅不符公平正義與學

理基礎。現在體質不好，政府更要建立一個合理公平的稅制。好不容易大家對促

產（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租稅優惠全部落日有共識，政府就應該趁此機會，徹底

改造綜所稅（個人綜合所得稅）與營所稅（營利事業所得稅），擴大稅基後，稅

制就有稍微合理的空間，這個不做，企業投資與個人工作意願都難提升。  

 

第三是能源稅制，能源稅制是把稅基所得，由好的東西改為污染源，這符合歐美

趨勢，應調高這部分比重，讓環保與經濟得到雙贏。 

 

第四，我建議未來應稍微降低台灣對外貿易比重，轉為提高內需。  

 

問：台灣還有什麼競爭優勢？  

 

林：台灣的優勢在製造業，不要讓廠商或人才跑光，這個產業聚落一旦被打散，

以台灣有限的資源，要用在台灣有優勢的製造業，不要相信放在金融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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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台灣的製造業與亞洲四小龍相比，比例還是高。但台灣的前途，應該要結合

系統設計與整合。舉例來說，主計處服務業項下有個軟體設計，只占服務業比重

不到四％，換算只占 GDP 三％。但那個行業，相對其他製造業都在衰弱時，它

每年都以超過一○％的速度成長，我們在那上面有點利基。如何結合系統設計等

優勢，台灣製造業才有前途。  

 

問：馬英九執政已半年，能不能幫馬英九打個分數？  

 

管：我都是學期末才打分數的。  

 

林：我們（民進黨）輸兩百多萬票的，給他（馬英九）一年時間吧，明年三二一，

他當選滿一年後我會打分數。但依現在馬英九的期中報告來看，他需要加把勁。

他的報告，不能讓我感動。 

 

 

 

 

 

 

 

 

 

 

  【小檔案】林向愷  

   學歷：卡內基美隆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歷：凱達格蘭學校校長、高雄市財政局長、高雄銀行董事 

   現職：台大經濟系所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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