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打算去逛 101大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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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 2003年 11月 17日中國時報，財經漫談專欄） 

敏感的台北市民一定早已注意到市面比以前熱鬧了。高朋滿座的餐館，久違

的人龍車潮，重見買氣的股票市場，以及報紙上連續數版的房屋廣告，似乎都顯

示台灣經濟的景氣正在好轉。本月十四日台北 101大樓的商場開幕，更為這波景

氣復甦吹起了進攻的號角。 

主計處也正好在十四日公布了今年第三季的經濟成長率（4.18%），較原先的

預測為高。由於預期未來景氣仍將持續回升，主計處也進一步調高對今、明兩年

經濟成長的預測。不僅台灣如此，世界許多主要國家（如美國、日本）所公布的

經濟成長數字也同樣令人鼓舞。中國時報十五日的財經焦點版於是快樂的宣告：

「景氣回溫，全球同步」。 

然而在這些快樂的數字背後，卻隱藏著一批不快樂的人群。今年一至九月的

平均失業率為 5.08%，SARS過後的七至九月平均失業率則高達 5.14%。如果你

對這種比率沒有具體的概念，只要知道台灣的勞動力約一千萬人，就可以換算出

目前的失業率相當於約五十萬的失業人口。和過去相比，民國七十年代的平均年

失業率僅約 1.95%，八十年代平均年失業率約為 2.2%，現在的失業率自然令人

觸目驚心。景氣擴張所帶來的好處，失業的人是無緣分潤的。當二十五萬人湧進

台北 101大樓時，我想五十萬的失業民眾恐怕無緣也無心領會這份盛況。 

目前看來，台灣正在經歷一場「失業型的復甦」（jobless recovery）。經濟雖

然持續擴張，但是就業機會顯然並未同步增加。在失業原因的統計中，因「場所

歇業或業務緊縮」所造成的失業，特別值得注意。此一失業率在民國七十年代平



均僅 0.33%，八十年代增加為 0.52%，民國九十年則驟升為 2.1%，今年一至九月

平均仍高達 2.4%。相較於過去，目前所增加的失業可以說主要是由此一原因所

造成。這種性質的失業率連續三年居高不下，反映了過去困擾我們的經濟結構轉

變的問題尚未因為景氣好轉而得到抒解，反而隱隱有成為痼疾的跡象。 

景氣回溫固然有國際因素，政府前段時間種種擴大財政支出的政策也功不可

沒。但是當各種特別預算用罄，擴大公共服務就業方案結束之後，我們還是得繼

續面對投資不振，以及產業結構轉變的困境。 

所以我現在並不打算去逛 101大樓，因為我還沒有逛新商場的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