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與
談
》

。
胡
勝
正

全
球
化
導
致

台
灣
經
濟
結
構
改
變

很
榮
幸
有
機
會
來
參
與
「
全
球
化

」
議
題
的
與
談
。

我
對
王
院
長
的
論
點
非
常
敬
佩
，
在
這
裡
只

作
一
點
補
充
。

從
經
濟
的
觀
點
，
「
全
球
化

」
代
表
經
濟
的
開
放

。

它
帶
來
的
機
會
是
.. 
全
球
佈
局
促

進
產
業
分
工
、

提
升
效
率
，
與
發
揮
規
模
經
濟

。

全
球
化
雖
有
助
振
興
經
濟
，
但
並
非
每

一
個
人
都
是

贏
家
，
有
些
人
則
被
排
除
在

「
贏
者
圈

」
之
外
。

因
此
，
有
人
對
它
欣
然
接
受
，
有
人
則
頑
強
抵
抗

它
。

政
府
面
臨
的
挑
戰
在
於
使
更
多
人
成
為
全
球
化
的
贏
家

。

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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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以
貿
易
總
額
代
表
經
濟
的
全
球
化
程
度
，
台
灣
對
外
貿
易
總
額
占

C
U
可
比
率
於

一
九
八
0
年

達
到

一
O
六
﹒

三
%
的
高
峰
，
此
後

一
直
徘
徊
在
九

O
%
至

一
O
O
%
之
間
，
直
到

二
O
O
O
、

二
O

O
三
年
才
分
別
回
升
至
一
O
六

﹒
六
%
、

-
O
六

﹒
八
%
。

所
以
，
過
去
二
十
年
來
，
台
灣
經
濟
的
全

球
化
，
不
在
程
度
的
加
深
，
而
在
結
構
的
改
變
。

美
日
一
向
是
台
灣
的
最
大
貿
易
伙
伴
，
但
誠
如
王
院
長
所
說
，
於
一
九
八

0
年
代
末
期
之
後
，
由

於
中
國
經
濟
開
放
，
兩
岸
貿
易
快
速
發
展
，
到

二
O
O
三
年
八
月
，
我
們
對
大
陸
的
出
口
，
更
已
達
到

出
口
總
值
的

三
分
之

一
;
中
國
不
但
躍
居
為
台
灣
的
最
大
貿
易
伙
伴
，
更
吸
收
了
台
灣
對
外
直
接
投
資

的
七
十
五
%

。

然
而
，
台
灣
產
業
雖
然
外
移
，
但
並
未
空
洞
化
，
只
是
傳
統
產
業
被
電
子
資
訊
產
業
取

代
。

實
際
上
，
根
據
國
際
前
鋒
論
壇

G
O
O
以
\
5
b
u
)的
報
告
，
從

一
九
九
五
至

二
O
O
二
年
，
台
灣

是
少
數
製
造
業
工
作
機
會
增
加
的
國
家
，
同
期
間
大
陸
的
製
造
業
工
作
機
會
減
少
了
二
O
%
。
過
去
三

年
來
，
台
灣
經
濟
整
體
競
爭
力
的
國
際
評
比
也
每
年
都
有
進
步

。

勞
工
、
農
民
及
中
小
企
業
備
受
威
脅

最
受
全
球
化
威
脅
的
應
屬
勞
工
、
農
民
及
中
小
企
業
，
他
們
是
全
球
化
「
贏
者
圈
」
的
圈
外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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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教
授
提
及
中
小
企
業
的
外
移
，
以
致
大
型
企
業
占

C
已
可
比
重
愈
來
愈
高
。

的
確
，
二
O
O

一
年
工
商

及
服
務
業
普

查
顯
示
，
五
至
九
十
九
人
規
模
企
業
的
家
數
及

員
工
人
數
都
呈
下
降
趨
勢
，
但
微
型

(
五

人
以
下
規
模

)
企
業
卻
大
幅
成
長
.. 

從
一
九
九
六
至

二
O
O

一
年
，
家
數
增
加
十
六
.
五
%
、
員
工
人

數
增
加
十

一
﹒
五
%
、
產
值
成
長

三
十
三
﹒
九
%
、
實
際
運
用
資
產
上
升

三
十
八
﹒
九
%
。

微
型
企
業
的
帽
起
反
映
服
務
業
重
要
性
的
增
加
，
以
及
台
灣
消
費
型
態
的
改
變

。

隨
經
濟
水
準
的

提
升
，
台
灣
的
消
費
需
求
由
製
造
品
轉
為
服
務
，
從

量
的
增
加
變
為
質
的
要
求
，
由
物

資
而
文
化
。

旅

遊
則
由
走
馬
看
花
而
生
態
之
旅
，
走
遍
全
世
界
之
後
，
回
頭
發
現
台
灣
之
美

。
「
台
灣
尚
青

」
、
「
台
灣

全
紀
錄
」
等
本
土
節
目
與
「
只
口
。
三
a
m
o」
及
「
大
陸
尋
奇

」
等
外
地
節
目
同
時
並
存

。

總
之
，
台
灣

消
費
者
已
不
再
滿
足
於
消
費
標
準
化
的
量
產
品
，
他
們
更
要
求
文
化
、
創
意
、
精
緻
化
、
多
樣
化

。

這

些
發
展
不
但
為
微
型
企
業
提
供
發
展
的

空
間
，
也
顯
示
在
地
化
與
全
球
化
的

互
補
與
並
存
。

各
國
農
民
受
到
全
球
化
的
威
脅
最
大
，
因
此
對
者
叫

O
的
反
彈
也
最
大

。

因
為
台
灣
的
勞
動
與
土

地
成
本
高
，
台
灣
農
民
受
到
的
衝
擊
更
不
能
小
看

。

其
實
台
灣
有
優
異
的
農
業
技
術
與
產
品
，
發
展
生

物
技
術
與
精
緻
農
業
的
潛
力
相
當
雄
厚

。

問
題
在
於
未
能
注
重
行
銷
、
嚴
控
品
質
、
保
護
專
利

。

最
近

修
訂
的

「
植
物
種
苗
法

」
己
大
幅
加
強
保
護
農
業
技
術

。

政
府
也
已
積
極
輔
導
農
民
發
展
高
值
化
農

業
，
結
合
生
物
技
術
'
並
拓
展
國
際
行
銷

。

農
業
的
第
二
春
應
可
預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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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決
失
業
問
題
須
本
標
兼
治

台
灣
經
濟
的
景
氣
雖
已
復
甦
'
失
業
率
仍
然
居
高
不
下
，
中
高
齡
低
教
育
藍
領
勞
工
的
失
業
更
衍

生
嚴
重
社
會
問
題

。

解
決
失
業
問
題
必
須
治
本
與
治
標
兼
顧

。

治
本
策
略
需
要
時
日
才
能
發
揮
效
果
，

因
此
必
須
輔
以
寬
鬆
的
貨
幣
與
財
政
政
策
等
的
短
期
治
標
措
施

。

寬
鬆
的
財
政
政
策
以

「
公
共
建
設
、

振
興
經
濟
」
與
「
公
共
服
務
、
擴
大
就
業

」
二
方
案
最
受
囑
目
，
這
兩
個
方
案
總
共
創
造
了
十
餘
萬
就

業
機
會
，
對
籽
解
失
業
困
境
，
頗
有
助
益

。

在
治
本
方
面
，
這
次
失
業
率
攀
高
，
不
只
因
為
產
業
轉
型
，
更
因
為
勞
動
市
場
僵
化
，
無
法
調
解

勞
動
供
需
所
致

。

因
此
解
決
失
業
問
題
，
首
先
必
須
鬆
綁
勞
動
法
規
、
減
少
政
府
干
預
、
鼓
勵
勞
資
雙

方
決
定
工
資
與
勞
動
條
件
、
活
化
勞
動
市
場
，
以
及
調
節
勞
動
供
需

。

最
近
修
訂
的
「
勞
動

三
法
」
(
工

會
法
等
)
，
其
目
的
就
是
要
提
供
勞
資
雙
方

一
個
理
性
協
商
的
平
台
，
讓
市
場
價
格
機
制
發
揮
功
能

。

勞
動
市
場
的
彈
性
化
雖
然
有
助
降
低
失
業
率
，
但
不
能
解
決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問
題

。

經
濟
全
球
化

常
被
認
為
是
各
國
貧
富
差
距
擴
大
的
主
因
，
其
實
，
在
台
灣
早
期
經
濟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
貧
富
差
距
縮

小
，
就
是
因
為
經
濟
開
放
，
導
致
出
口
與
就
業
的
增
加
之
故

。

從
一
九
八
0
年
代
起
，
經
濟
全
球
化
導

致
經
濟
知
識
化
，
而
如
上
所
述
，
只
有
少
數
人
是
經
濟
知
識
化
的
贏
家
，
大
多
數
人
被
排
除
在

「
贏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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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之
外

。

以
教
育
而
昔日
，
知
識
經
濟

「
贏
者
圈
」
的
國
內
人
大
都
是
受
過
大
專
以
上
教
育
者
，
目
前

大
概
每
三
個
半
人
中
，
只
有

一
個
圈
內
人
，
其
他
兩
個
半
人
是
圈
外
人

。

一
套
完
善

「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
的
建
構
，
有
助
縮
短
因
全
球
化
所
引
起
的

貧
富
差
距
。

這
套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應
該
以
「
社
會
投
資
」
為
導
向
，
給
魚
竿
而
不
是
給
魚
;
從
人
力
資
本
的
投
資
出
發
，

以
教
育
與
職
業
訓
練
的
加
強
為
重
點
，
提
升
勞
動
品
質
，
並
擴
大
勞
動
所
得
，
才
能
達
到
縮
小
貧
富

差
距
的
目
的

。

去
年
公
布
的

「
就
業
保
險
法

」
除
暫
時
解
決
失
業
勞
工
的
經
濟
困
境
之
外
，
更
要
求

領
取
失
業
保
險
的
勞
工
接
受
職
業
訓
練
，
其
用
意
就
在
為
他
們
找
到
第

二
專
長
，
提
升
就
業
能
力
，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

當
然
，
傳
統
的
所
得
移
轉
仍
有
其
必
要
性
，
天
資
較

差
的
低
教
育
勞

工
或
學
習
能
力
退
化
的
高
齡

勞
工
可
以
從
職
訓
得
到
的
好
處
有
限
，
必
須
以
所
得
移
轉
作
為
社
會
福
利
的
最
後
防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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