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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三月底台灣傳出 SARS 病例，迄今月餘疫情寖寖乎已有燎原之勢。首

當其衝的觀光旅遊業早已哀鴻遍野，而隨著 SARS 由疫區感染、醫院感染逐漸

向社區感染發展，不僅餐飲、娛樂、零售等服務業陷入蕭條，許多其他工商活動 

(如商業展覽與兩岸商務往來) 也已接近停頓。這些衝擊，可能對台灣產生重大

且深遠的影響，故不能等閒視之。而對抗 SARS 的這場仗，也不能只限於醫療

與公衛的戰場，而必須視作一場全面的保衛戰。  

經濟學家通常用國內生產毛額 (GDP) 來描述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若由支

出面衡量，國內生產毛額包含民間消費、政府消費、國內投資與淨出口 (出口減

進口的差額) 四個部分。從一九九零年至今，我國民間消費平均約佔國內生產毛

額的百分之六十，投資佔百分之二十二，政府消費佔百分之十四，而進出口餘額

僅佔百分之四。所以民間消費與國內投資是否增長是決定經濟榮枯最重要的成

分。以二零零一年為例，民間消費還輕微成長了約百分之三，但是投資大幅減少

了約百分之二十，就造成了台灣四十年來最嚴重的衰退。如今 SARS 疫情已經

導致民間消費的萎縮，如果疫情不能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勢必加深民間與企業

界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一方面消費將持續萎縮，另一方面企業界無可避免的將會

推遲甚至停止其投資行為。民間消費與投資一旦雙雙出現負成長，今年的景氣狀

況就不言可喻了。除此之外，SARS 疫情也同樣嚴重打擊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成

長，而中國大陸又是我國最主要的出口國家。我國的出口顯然已無法不受此一變

數的影響，因此也將進一步衝擊國內相關產業。 



 

我們到目前或許還無法判斷 SARS 疫情是否能在短期內受到控制，但是我

們已經可以預期後 SARS 時期的經濟形勢將極為嚴峻。政府此時應有未雨綢繆

之心。如果疫情能在短期內穩定下來，我們應用什麼方式重振疲軟的經濟？如果

疫期一再拉長，我們又應該有什麼對策來重建消費與投資的信心，乃至國內外對

台灣整體經濟環境的信心？乾旱時期，政府寄希望於颱風以及首長的洪福；如今

面對即將來臨的經濟頹勢，政府勢必不能只是消極被動的因應，否則我們的經濟

與未來也將成為 SARS 疫情之下的殉葬者。一些積極的規劃與主動的政策宣

示，也許就是台灣走向康復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