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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為何腰斬？

 2013年第1季與去年同季比較的經濟成長率為1.54％，較
2013年2月預測值(3.26％)下修1.72%。主因輸出成長幅度低
於預期及民間消費平疲。

 第1季因中國與歐盟經濟仍顯疲弱，國際景氣復甦不如預期
，加上我國資訊通信業者因供應鏈不順而出貨受阻，中國持
續擴充石化產能與日圓貶值效應亦影響相關產業接單，致資
通信、石化及機械等製品均呈衰退。

 由於實質薪資所得未增，民眾消費意願轉趨保守，加上股市
交易縮減、暖冬效應以及民眾期待日幣貶值將抑低車價而延
後購置與資訊通信產品新舊交替致買氣降溫，影響相關民間
消費支出。



壓低成本策略+海外生產

導致2000年後台灣經濟出現結構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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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間投資不振與技術優勢下降

選擇「壓低成本」策略到後進國家複製台灣成功經

驗的廠商，受限於資金，人才與技術，當然沒有必

要在台灣進行升級與轉型以抵銷生產成本上漲的不

利因素，導致這些廠商以投資中國取代投資台灣。

沒有升級與轉型壓力，海外生產比重愈高，台灣技

術優勢流失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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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投資中國取代投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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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難找與薪資不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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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迄今尚未開放中國勞工來台，台商赴中

國投資生產會出現「以中國勞工取代台灣勞工」跨

國勞動替代現象；加上台灣對外投資多集中於後進

國家，新商品與新技術不易引進，新的工作機會無

法填補海外生產所流失的工作機會，導致台灣的失

業率居高不下與薪資所得成長停滯，GDP與薪資所

得不再同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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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投資中國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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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GDP與製造業薪資所得不再同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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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GDP與薪資所得不再同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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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口成長力道衰退

九○年代後，台商在海外生產所需的原物料，半成

品，零組件以及機器設備由台灣出口供應，進而帶

動台灣出口成長。

海外生產比重升高後，許多原本不必赴中國投資
的廠商著眼於其他台商在中國所形成的完整生產
體系亦被迫移往中國。

同時，中國國內的企業亦發展取代由台灣出口的
原物料，半成品，零組件以及機器設備的進口替
代產業。長期下來，對中國出口的成長將逐漸趨
緩，對經濟成長貢獻跟著減弱。



2000年後,出口成長帶動經濟成長的力道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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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經濟成長過度依賴出口

海外生產比重愈高，前往中國工作的管理與技術人
才愈多；民間消費主力不在台灣後，民間消費對經
濟成長的重要性減弱。

海外生產比重愈高，國內薪資階層所得愈不易成長
，影響到民間消費。

海外生產比重上升，政府稅課收入不易增加，導致
政府支出對經濟成長貢獻程度下降。

海外生產比重愈高，對後進國家投資取代國內投資
愈多，，台灣技術創新動力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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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經濟成長過度依賴出口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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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德經濟發展理論

 熊彼德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強調企業家透過創新才能獲
得利潤，並帶動整體經濟發展。

 隨著外在條件，如人口增加與人類欲望變化，市場經濟的
生產與消費跟著變化以適應新情況，但熊彼德認為市場經
濟體系要能持續運作不僅只是回應外在條件的變化，更要
藉由經濟本身內部的力量，改變外在條件，讓經濟結構出
現變化。

 市場經濟體系有兩種類型的企業主：保守型經營者與進步
企業家。保守型經營者視外在條件給定且不可能改變，為
了要適應它，只有調整自己的經濟行為。



熊彼德經濟發展理論
 進步企業家不同，藉設計出新產品，藉開闢新市場或藉改
變生產技術，戰勝競爭對手，讓產業結構產生顯著變化。
熊彼德將產業結構改變歸因於創新(innovation)。創新可分
為以下五種類型：

− 引進新商品

− 採用新技術

− 開闢新市場

− 掌握新原料、半成品與零組件的供給來源

− 發展對市場價格有影響力的企業組織

 熊彼得認為上述五種情形所表現的，才是經濟發展的真正
情形，而能推動此種技術創新的人，才是真正的企業家。

 由於產業外移與海外生產比重日益升高，產業更新若不過
快會產生青黃不接現象，政府必須扮演更積極角色，以維
持經濟發展的動力



產業外移











自由經濟示範區是萬靈丹還是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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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經濟示範區到底是什麼？

 區外廠商至區內登記以「前店後廠」型式，在區外享受各
種區內優惠。

 區內廠商享受租稅優惠

 開放中國「白領」勞工

 開放中資來台不受現行法規限制

 開放中國農產品來台加工，使用MIT標章

說穿了這些策略只是將目前單向開放政策，利用自由經濟示

範區進行雙向開放。過去單向開放已衍生經貿過度依賴中國

的問題；未來台灣與中國雙向開放將讓雙方經濟高度連結，

形成一中市場。



自由經濟示範區救的了台灣經濟嗎？

 自由開放若能救台灣經濟，2008年後台灣經濟早已超越南韓。

 利用租稅優惠與開放中國勞工複製三、四○年前台灣成功的模式
。有了自由經濟示範區，廠商就可由目前「境外」海外生產模式
轉為「境內」海外生產模式，看似能解決跨國勞動替代問題。實
際上，國內薪資階層的工作機會不會增加，薪資所得仍然停滯。
設立自由經濟示範區是傷害勞工，討好企業主的發展策略。

 開放中資來台，讓原本擁有技術優勢的國內廠商可能遭到自由經
濟示範區內中資企業藉取得經營決策權掏空技術。

 開放中國農產品來台加工，若中國農產品進口的健康安全檢驗不
夠嚴格，則自由經濟示範區生產的中國農產加工品將毀壞台灣農
產品的國際信譽，讓台灣農業部門受到傷害。



自由經濟示範區讓台灣經濟體質更加虛弱

 政府過度沉迷於自由放任，以為只要自由開放經濟成長就

來，將應負起引導企業家創新的責任推給市場，坐視技術

優勢留失。

 既無大方向，又無大戰略，對當前問題欠缺正確認知。

 只重經濟成長率數字，忽略工作機會的創造與薪資所得的

成長

 追求壓低成本的策略，忽略技術優勢的創造

 以雙向開放將台灣鎖入一中市場



沒有經貿自主就沒有國家主權

當前台灣經濟問題就是出在過分迷信自由放任，又提出全面

雙向開放作為處方。這帖處方背後，更令人擔心的是：馬政

府所作所為其實反映外來流亡政權復辟的意識型態；為降低

具有「高級外省人統治心態」的少數階層統治多數在地居民

的恐懼心態，馬政府利用中國資金控制台灣經濟，引進中國

人才扭轉統治階層居於少數的劣勢，讓目前「少數統治多數

」現象藉雙向開放產生質變。台灣經濟命脈一旦被中國掌握

，台灣很快就會落入經濟學家Albert Hirschman在五○年代

所說的「沒有經貿自主，就沒有國家主權」悲慘的下場。換

言之，馬政府聯中治台才是最值得我們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