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我者謂我心憂 

管中閔 

（原載 2004年 4月 19日中國時報，財經漫談專欄） 

這個專欄的寫作始於一年前 SARS的高峰期，如今一年將屆，正是停筆的時

候。我的專長本為經濟計量學，設計新的計量模型或方法自然駕輕就熟，但是寫

經濟的專欄文章卻是一個嶄新的嘗試。即使自己並非總體經濟或經濟發展理論的

專家，對於十多年來台灣的經濟情勢卻不能毫無所感；我在此一專欄中所寫短文

的核心也正在此。 

經濟發展的過程不會永遠一帆風順，只有隨時調整、與時具進才能持續發

展。1980年代後期，台灣雖然經歷了泡沫經濟的瓦解，卻並未如同日本一樣陷

入長期衰退，反而電子資訊業因為新市場的出現而大放異彩，也延續了台灣的繁

榮。或許正是這番榮景使我們忽視了在泡沫經濟中所暴露出來的結構性問題，即

使亞洲金融風暴的刺激也未使我們正視相關的金融問題。 

就在這十多年間，中國大陸開始發展，使台灣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加速惡化。

與此同時，頻繁的選舉也讓台灣陷入了無休止的政治對抗。因為選舉，所以施政

著重於掩蓋病徵，而忽視了對病灶的根本治療；因為對抗，所以只重片面得失，

而無法顧及全體利益。更由於對外缺乏長遠思維以及宏觀的政策，以致漠視外在

國際經濟情勢的演變。高雄港的逐漸沒落，外商的撤出或轉移重心，都只不過是

冰山的一角而已。 

十年已矣，許多人開始懷疑台灣經濟究竟還有沒有機會；我們即使心焦如

焚，卻總還是樂觀的認為：「晚做還是好過什麼都不做」(better late than never)。

如今民進黨既然宣稱要有「長期執政的準備」，就有責任讓民眾看到國家未來的

經濟藍圖。這份藍圖的設計應該是全方位的，而不是七拼八湊的；著重的應該是



十年、二十年的長期規劃，而不只是短期的選舉效果；所面對的更應該是全世界

（包括中國大陸），而不只是島內一隅而已。更重要的是，這份藍圖要有延續性

與一貫性，絕不能人去政息。 

台灣是我們大家所共同寶愛的地方，台灣過去的一點成就也是由許多人的心

血匯聚而成。人心撕裂了就不能同心，怒目相向的人就無法協力，而一個分裂的

社會更不可能再創經濟奇蹟。經濟是台灣的命脈所繫，而我們蹉跎已久了。 

這些話其實都是老調重彈。而我三復斯言；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