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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日將是台灣人民第三次以直選方式選出國家領導人的時候。在如火

如荼的選戰過程中，我們失望的發現，攸關國家未來與人民福祉的經濟政策卻是

候選人以及媒體最輕忽的議題。重大的經濟發展政策並未引起廣泛的論辯，忽視

政府財政負擔的各種福利支票，對大陸台商的一些小恩小惠，甚至候選人的家

產，反而成為競選雙方的宣傳重點。 

然而我們國家的經濟真的不需要檢討與規劃嗎？從 2003年底起，許多經濟

指標開始好轉。經濟成長率增加，失業率開始下跌，房地產與股票市場也重現熱

絡的場景。或許因為這些榮景（即使可能只是短暫的榮景），使許多人忘記了過

去幾年的困境，於是樂觀的以為只要現在擺脫了衰退，未來就永遠是幸福快樂的

日子。 

我們過去在經濟上面所遭遇的困難，尤其是兩岸問題與內部的結構問題（如

產業轉型、財政收支失衡、與長期失業等），其實大家都知之甚詳。造成這些困

難的兩個根本原因在於：第一，施政缺少長期的思維，所以作為上只重政策的短

期效果，而不顧及國家的長期發展；第二，施政缺少寬廣的視野，所以坐井觀天，

漠視國際大環境的轉變。 

施政的關鍵當然是領導人。我們不認為有天縱聖明的領導人，所以好的專業

幕僚團隊至為重要。但只有幕僚還不足以成事，更重要的是領導人不能囿於意識

型態，而以個人意志和選舉利益凌駕於專業意見。兩個例子足以說明。過去多次

選舉中總看到許多福利支票，即使財政、主計首長都認為政府財政實無法負荷，



領導人仍然一意孤行。基層金融問題叢生，幾任財金首長們規劃推動的改革，卻

在領導人的一念之間全盤撤退，成為一場首鼠兩端的鬧劇。有這樣的情形，財政

紀律如何不敗壞？金融體系如何不糜爛？ 

過去領導人予智自雄的結果是十多年挽不回的光陰，留下的是如今千瘡百

孔的經濟體系。民國四十五年胡適之先生於「自由中國」（十五卷九期）發表「述

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一文。適之先生在文中以艾森豪能充分授

權，信任專業素養的兩個故事來提醒蔣故總統。他也引述「呂氏春秋」的話，建

議總統要「無智，無能，無為」，因為「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

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他更勸總統要「絕對節制自己」，要努力做到「乘

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四十八年後，即使今昔大異，我卻覺得這些話還

是極具參考價值。 

「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就是我對新總統當選人一點謙卑的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