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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1年經濟陷入衰退時，許多人常常問：景氣是否已到達谷底？當經濟

在 2002年出現好轉跡象時，許多人又開始問：景氣是否已經復甦？經過 SARS

洗禮後的台灣，類似的疑問又反覆出現。這些問題隱藏的假設是：景氣循環是一

個確定的過程 (deterministic path)，某一時點必然是循環的谷底，某一時點則必

然是高峰，其間不會再有其他變化，而我們所不知道的僅是目前身處的位置。 

檢視我國的成長歷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在 1951年時猶不足一千九百億元

新台幣（以 1996年的價格計算），1972年時即增加到一兆兩千億元，到了 2002 

年，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已達九兆六千億元，是 1951年的五十倍，1972年的八倍。

正是這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事實，使我國成為許多開發中國家豔羨的典型，也

將我國推入亞洲四小龍之列。 

然而我們並非一路高速成長，而沒有頓挫的。從實質國內生產毛額的年成長

率來看，最輝煌的是 1970年代，平均年成長率超過百分之十，但 1973年（第一

次石油危機）時卻僅有百分之一點二的成長；1980年代平均年成長率約百分之

八，但 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時僅成長百分之三點五；1990年代成長趨緩，

平均年成長率僅略高於百分之六。但由於經濟形勢都是正成長，我們於是習於經

濟擴張，而似乎忘了經濟也有衰退的可能。 

台灣過去的經濟成長當然不是一個確定的過程，而是充滿險阻與變數的。回

到 1951年，我們不會知道爾後五十年經濟都將持續成長。兩次石油危機與亞洲

金融危機時，我們其實也很忐忑，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否極泰來。台灣成功走過這



五十年的一個主因是，關鍵時刻能把握時機，確立自己的發展方向。這條路途中

的一些錯誤應對，很可能就會改寫後來的結果。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十年後仍然

步伐踉蹌，誰也無法確定它是否已到達谷底，何時可以復甦。 

從經濟趨緩的 1990年代走來，最令人驚心的是我們始終昧於世界經濟形勢

已然改變的事實，所以看不清未來的方向，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這正是外商逐

步撤離，而高雄港也漸漸沒落的關鍵。即使如此，經濟發展之路仍然充滿無限可

能。我們已然錯過許多可能的轉折路口，主政者應該要仔細思考，我們是否還要

繼續過去的錯誤。這幾年疲軟的經濟可以只是經濟走向衰敗的第一步，也可以是

新世紀的警訊，成為走出谷底的原動力。 

台灣的經濟將再現榮景還是終將衰敗？答案就在主政者的一念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