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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規畫了這場研討會，就台

灣金融改革的諸般課題進行

研討與對話 。 我們將當前的

問題予以區隔，依國際競 | 畫過程中我們懇請中研院院 | 能涵蓋周全，有助於當前台

爭 、 效率提升、社會公平分 | 士 、 前後任財政部長與社會 | 灣金融問題的釐清與檢討。

組探討，俾便梳理頭緒 。籌 | 賢達多人參與規畫討論，期 | 載於中國時報95年5月 27日

佈局全球F的迷恩
一鎖國政策正窒息金融市場的生機

編按 :一九九七年台灣儘管未受東亞金融風暴波及 ， 但本土，性金融風暴的預 言一直

未曾 消嗨， 二00一年執政黨推出 一次金改 。 二00四年執政黨又以提升金融業國際

競爭力 為 由啟動二次金改， 宣示要將現有金控公司 減半，卻因過程衍生諸多爭議下叫

停。

日字報文教基金會認為要討論 台 灣 的金融改革， 應回到全球化金融競爭的基本面， 從

整體 的結構條件、 體制演進 、制度與草、公司治理、社會公義 、程序正義等層 面進周

全的診斷與檢視 ，並提出務實的解決之道 。

基於這樣的理念，因而在今年五月 二十七、 二十八日 舉辦《面對公與義一台 灣金融

的健全化、效率化、全球化》 研討會 ，廣邀產官學三個領域的領導精英， 就 台 灣金融

改革的諸般課題進行研討與對話，本刊同時邀請于宗先和朱雲鵬兩位學者為文，針對

台 灣金改所面臨困境予以剖析 。

，h...夕何夕?自進入廿
一7 一世紀， 世界各國

(除北韓外 ) ，都要接受全

球化的洗禮，而跨國企

業 、 策略聯盟 、 自由貿易

協定 、區域經濟等，正不

斷地清除全球化路上的各

種障礙 。

為因應這個不可抗拒的

世界潮流，凡以對外貿易

為導向的經濟，無不在世

界各地佈局，以便利用當

地的比較優勢 ， 建立供應

鏈 ，提高國際競爭力。向

以對外質易為經濟成長主

導力量的台灣，是否正順

應這個潮流 ， 使國內法規

與國際接軌，在發展步調

上， 作出適應?我很失望

地發現 ，我們的政府正採

取「鎖國政策 J '誤以為鎖

國政策會使台灣變成與世

隔絕的世外桃源 。

在我看來，這個願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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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永無實現的可能，而且 西進主要的地點是中國大 洲各國提供一個潛力大的市 坡、南太平洋的島國去設

會窒息台灣金融市場的生 陸 。 政府認為西進大陸，是 場，也為工業化國家提供廉 「子公司 J' 以迂迴的方式達

機 。 壯大敵人、削弱自己，於是 價的生產資源，成為其產品 成投資大陸的H的 。 他們不

再三加以限制 。 供應鏈上最重要的一墳，如 敢將賺取的大拉利潤匯回台

正確的策略需要正確的回 其實，今天台灣的企業界 果台商放棄這個利用的機 筒 ，因為他們擔心，一旦在

策去推動 絕不是三 、四十年前的企業 會 ， 在世界上 ， 何處還有比 急需時，政府的限制使他們

「立足台灣， 佈局全球 」 界，他們有廣闊的視野，也 中國大陸更好的投資地區? 有錢也匯不出去 。

是正確的策略，但是所採 有國際觀 ， 對選擇投資地點 政府對西進台商的限制 ， 更值得憂心的，近年許多

取的政策措施卻背道而 有自己的看法 。 他們已瞭解 包括投資項目的限制及投資 台商在大陸經營的中型企業

馳 。 政府在佈局上再三要 到廿一世紀將是亞洲人的世 金額的限制，完全無視台商 都變成大型企業 ， 因考慮到

台商「南進 J '可是南進 紀，尤其中國大陸在亞洲不 生產供應鏈的建立，也忘記 台灣的鎖國政策， 他們的股

後，台商的經驗不是 「 繳 再是貧窮積弱的國家，而是 全球佈局的策略 。 對於這必 票寧願在新加坡 、 香港上

羽而歸 J '就是「 血本無 一顆正|岫起的東亞之星，其 限制，台商也有一套應變的 市，也不回台灣上市 ， 這是

歸」 。 他們便 「 西進 J '而 經濟發展的重要 ，不僅為亞 作法，他們到香港、新加 台灣金融市場的一項損失 。

.于宗先院士在研討會中發表專題演說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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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迷失在政治的纏鬥中 ， 的安全性非常敏感，祇要兩 歷史紀錄 ， 使靠利息收入

對這種現象視若無睹 。 岸不能直接三通，兩岸政治 維生的大眾， 只有束緊腰

關係就不可能改善 ，在此情 帶度日 。 近十年來民間消

鎖國iE$l策使台灣的股市低迷 況，誰lf具來台灣冒險?更由 費支出之不振為過去五十

不振 於兩岸不直接三通，在時間 年來所僅見，從而也影響

最近十年來，台灣的股市 與成本上都不利於物流效 台灣的經濟成長。

低迷不振，雖然二000年 率，他們寧可捨棄具跳板地

第三季起電子資訊業泡沫化 位的台灣，直接到大陸的京 台灣金融業也要佈局大陸

崩潰，使代表其景氣變化的 福設據點 。 政府不但限制大陸企業

那斯達克股價大幅下跌，也 來台投資，也限制台灣金

波及台灣的股市，但二00 外商裹足反吸引國際投機害 融業赴大陸設分公司 。 這 .于宗先/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年之後，世界各國的股市 股市需要新上市股票的投 種限制完全忽略金融對台

都逐漸恢復熱絡，唯獨台灣 入，才能增大規模，加強穩 商企業活動的重要性 。 在 | 障礙的流動 。經濟上的鎖國

股市仍十分疲軟 。 定程度 。 由於政策上對資金 大陸的台商約百萬家，而 政策是讓人民回到自給自足

究其原因 ，非經濟因素的 流!博大陸的限制，許多台商 且，有些已發展成大企業， 的社會 。 可拉今天的台灣，

不時干擾是禍首 。 所謂非經 寧選香港股市，而棄台北股 如果他們的融資能得到台 已無條件可自給自足 。 希望

濟因素 ， 包括執政當局不時 市 。 同時，政府也限制大陸 灣金融業在大陸分支機構 有關當局，不妨冷靜地思

發表具刺激彼岸的言論，增 企業來台從事間接投資 ，深 的支持，他們的資金也會 考:過去十年來所執行的鎖

強兩岸關係的緊張程度，而 怕股市為中共所操縱 。 1));'( 1)ÉÎ 注入國內的金融系 國政策是否已達成了如期的

台灣境內又政治紛擾、社會 其質如果大陸資金能夠流 統 。 如此一來，不但可使 目標?如果發現業已達成門

動盪不安 。 由於這品因素的 入台灣股市 ， 會使台灣股市 國內金融業爛頭寸大量減 標，要告示國人，讓國人了

存在，外來直接投資逐漸減 比較活絡而穩定 。 但如今台 少，也為台灣金融業的擴 解鎖國政策是正確的，而且

少 ，國內業者也裹足不前 。 i彎股市竟成為國際投機客一 張注入新的力益 。 況且， 是可檢驗的;如果發現並未

外來直接投資包括華僑與外 展身手的場所 。 他們l暸解到 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結 達成目標，而且是背道而

國人 。 前者已由二000年 台灣股市受兩岸局勢的影響 果，資金的自由流動是鎖 馳，那就應放棄鎖國政策，

的五o . 四百萬美元，降為 很大，而影響兩岸局勢的， 不住的 。 金融產品不同於 讓台灣業者有較大的自由空

二00五年的-0 ， 三百萬 倒不是中共的八百多顆飛 農工業產品，金融產品多 間，去作最適的選擇 。

美元;在同期間，後者則由 彈，而是台灣執政者的言 是無形的，想控制也控制 最後我要指出.我們所感

七，五五七 - 四百萬美元降 行 。 國際投機客非常熟悉台 不了 。 與其逼它偷偷流 受到的，是執政當局所秉持

為四， 二一七 - 八百萬美 灣執政者言行的影響程度 。 轉，不如讓其自由流轉 。 的意識型態，已使台灣的國

元。外人直接投資降幅最大 當台灣執政者的言行不利於 就監理制度的功能而言， 際地位大11屆下降 ，而台灣老

為美國，即由一 ，二一五 兩岸局勢之穩定時，他們會 自由流轉有紀錄可稽 ;偷 百姓的生活，除少數科技新

五百萬美元降為七九九 ﹒ 二 馬上拋出所持有的股票，使 偷流轉則無紀錄可查。 貴及高級官員外，在過去十

百萬美元 。 台灣股市更加震盪 。 年不但未獲改善，而且是下

台灣投資環境如此動盪不 近五年來台灣股市低迷， 間府應;全靜思考作最適選 降的 。 如果不再放棄鎖國政

安，政府的海外招商，可說 害苦了升斗小民，凡被套牢 擇 策 ，也會窒息台灣金融市場

是空忙一場 。 最後會是徒勞 的散戶，多會降低消費支 在全球化的世紀，無論 的生機 。

無功，因為外商對投資環境 出 。 同時利率之低，破台灣 生產資源或產品，都會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