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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擾的時代

世界經濟論壇 (WE

F )今年九月公布全球

競爭力報告 台灣總排

名從第八名掉到第十三

名。

幾個排名最差的細項

評比包括 台灣的「自

行健全度」在一二五個

國家中排名第一 00

名、「政府財政赤字」

排名第七十二、「司法

獨立」排名五十三、

「政府債務」排名三十

五。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 1 1\ 1 D )五月公布的

世界競爭力報告 台灣

也從十一名掉到十八

名 ，落 在香港、新加坡

和日本之後。 全球兩 大

競爭力評比機構的報告

結論都顯示 同 台灣的競

爭力持續衰退中 1

W E F 分析台;彎競爭

力衰退的主要原因 - 認

為是被制度和基礎建設

拖累，而 1 1\ 1 D 競爭專

家則指台灣政府政策缺

乏一致性、沒有可預測

性、缺乏有效管理、社

百凝聚力低等，民間企

業對政府持負面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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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變的堅持

使台灣陷入惡性循環

中。

這樣的結果 ﹒ 我們必

須沉痛地說 ﹒ 並不令人

意外。

從民國八十八年開
始 ﹒ 時報文教基金會分

別針對不同主題舉辦四

次《公與義》研討會

近幾年看到台灣社會發

展不均、民主機制效能

垃滅、行政運作執行鬆

緩、政治動向紛授 、不

斷往背棄公與義的方向

拉扯。去年底我們從制

皮面著手 ?探 討《邁向

稅制改革的公與義》

從台灣稅制談起 ﹒ 正視

稅賦公平正義。

緊接在今年五月進一

步舉辦《面 對公與義

台灣金融的健全化、效

率化、全球化》研討

區 探討台灣金融在面

對詭譎多變的國際經濟

環境 ， 所面臨的機會和

挑戰。在全球化下中央

研究院院士于宗先警示

鎖國政策正窒息台灣金

融市場的生機 ‘ 道盡現

時國家處境 ， 在在說明

| 政府錯誤政策可能帶來

的危機。

一九九七、一九九八

年度過東亞金融風暴危

機俊 1 未能把握徹底翻

修金融的時機 - 時至今

日，當面臨國際競爭壓

力 可 以及對岸的中國市

場日漸茁壯之時 ﹒ 龐大

的外部壓力 ‘ 已接內部

金融改革成為不得不走

的方向。兩次金改的專

業參與不足、政治干預

不斷，令人憂心仲仲﹒

民間、政府不論是在金

融的經營或政策上弊案

連連、績效不彰。

即使是行政院副院長

蔡英文都坦承 金融機

構治理有人才不足現

象 ，亟待 引進外國資金

以及外國經營管理能

力。中央大學台經中心

主任朱雲鵬直言政府的

角色應是建立公平、開

放的競爭環境。

台灣最真實的「根本」

所在，在《面對公與義

思考大未來 重建台灣

社會的特心價值》座談

會中 中央研究院院士

許悼雲以歷史學家的陳

光 認為回歸中國儒家

信念仍是不受的真理，

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則

懇切地說，人民間的信

任從未消失 ﹒ 希望 可 就

在你我身邊的小人物身

上。

時報文教基金會的始

終關懷一-7K 與璟境 ，

在立法院通過一干四百

億元的治水預算俊 ， 以

《錢給了，水患能了》

座談會 邀集專家學者

提出「治水七大主

張」 要求政府負起政

策成敗責任 建立民間

監督機制 可 以免落\政

治分贓。

一直以來基金會我在

不倦地耕耘 成果不一

定會在何時或何地收

獲，這樣的堅持 ， 始終

不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