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經濟新局與發展

全球經濟變動F的兩岸新機會
恢復台海交流 加入發展中市場

乏主h球經濟快速變動，舊的經濟秩序

二r::::::.. 瀕臨瓦解，新的經濟強權版圖不

斷重組 ， 台灣近年與亞洲經濟互動趨於

被動，與全球經濟變遷缺乏對應，加上

內部資源自我消耗，所承受嚴峻考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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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文教基金會於五月三日在國際會 學者進行理性與多方對話。當日下午以

議中心舉行「面對公與義:台灣經濟新 「探索全球、亞洲、 中國經濟變動下的

局與發展」研討會，邀請北大教授吳敬 台灣出路」為題 ，就產業佈局 、 經濟環

禮 、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道義、博智資 境舉行二場座談會，由世新大學經濟系

本總裁宜國蒼發表專題演講，並與台灣 教授薛琦擔任主持人 。



《專題演講》

副總統蕭萬長以貴賓身分致詞時指

出，台灣做為逐漸成熟的經濟體，不可

能再以經濟成長為唯一目標，社會公義

與永續發展不能被忽略;台灣經濟若要

突破成長困境，須持續加強競爭力 。 他 太大 。

表示新政府將以經濟成長、社會公義及 他建議 ，台灣應趁兩岸關係趨緩之

永續發展作為台灣總體經濟三大目標 。 際，找尋加入東協的變通方法，將來若

能成立兩岸自由賀易區的話，或許可以

社會公義、永續發展不能忽視 把東協加三當作兩岸自由賀易區的延伸

蕭萬長指出，今年以來，美國次級房 看待 。

貸風暴擴及全球，加上石油、貴金屬及 過去美國一直是台灣直接出口最大的

糧食價格飆漲，全球面臨高通膨的大考 地區，劉遵義認為，現在美國經濟已有

驗，而中國這個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引 邁入衰退期的跡象，台灣可以藉此開發

擎也在改變，這些新的變數都在考驗台 包括中國、印度、俄羅斯與巴西等金磚

灣 ，現在國家正處在新的發展轉換點 。 四國市場，因為金磚四國不會受美國影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道義首先以 「世 響太大，給了台灣一個機會，增加與金

界經濟變局與展望」為題發表演講 。 他 磚四圓的賀易與投資 。

指出，馬英九贏得總統大選後，台海政

治風險降低很多，台灣經濟需要大陸龐

大的腹地與市場，以增加智慧財產權與

品牌的回報率，未來更應把握兩岸和緩

的契機，爭取以其他變通方式加入東協

自由貿易區 。

兩岸求同存異快簽署和平協定

第二場由吳敬禮以「中國經濟的前嗆

與挑戰」為題發表演講 。 吳敬E連為中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北京大學

經濟學院教授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

劉遵義曾任美國史丹佛大學李國鼎經 授 、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寶鋼經

濟發展講座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 濟學教席教授 、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教

長，專長經濟發展、經濟增長以及包括

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 。

台灣應爭取加入東協自由賀易區

劉遵義指出，兩岸經濟互補性高，台

灣可利用大陸廣大的腹地與市場，擴充

台商自有品牌市占率，增加品牌投資報

酬率，未來台灣應讓兩岸關係發展得像

美國一樣穩固 。 隨東協加三 (中國 、日

本與韓國)區域經濟整合成形 ，台灣一

定要爭取進入東協市場，因為這個市場

材顧問委員會委員，連續擔任第八、

九 、 十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

員會常委 。

他指出，兩岸隔離這麼久，求同存異

很重要 。 所謂的 「 同」是就九二共識 ，

這個共同點也是很脆弱的，其他如經濟

合作、文化交流等，都必須趕快恢復談

判，搭建一個正規平台 。首先，兩岸要

先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兩岸和平協定;

其次，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趕快恢復協

商， 並且在這個架構上談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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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遵義/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富國蒼/1專智資本總裁 。蕭萬長/中華民國副總統 。薛琦/世新大學經濟系教授

在國際市場上， 他強調 ，兩岸聯合起 作，包括匯豐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 面對全球化經濟競爭，兩岸關係開展

來可以走到世界前頭 。 尤其資訊科技產 通等 ，並協助大陸三大國有銀行(中國 的新時局，多位產學專家指出，台灣應

業面臨革命性突破，例如「寬頻移動化」 建設銀行 、 中國銀行及中國工商銀行) 由強大OEM(代工)力量的 「工程師」

與 「移動寬頻化 J '大陸正在進行三網 成功引進外資 。 他指出 ，兩岸展開全新 精神出發，結合創新 、 品牌、多元文化

合一 ，大陸移動通訊市場是世界第一 ， 的交流，民間期盼台灣與大陸可以比照 與資源整合 。

兩岸可以在電信業方面共同爭取國際技 香港簽署更緊密的經賀關係安排，台灣 王鍾渝指出 ，中國大陸有十三億人

術標準的制訂 。 企業在大陸發展需要金融支持，台灣金 口，美國 、 歐洲加起來也不過七 、 /

融業前進大陸，對兩岸經貿發展與台灣 億，顯示中國未來將是世界經濟要角 。

開放台灣金融業前進中國 金融業都有一定的好處 。 十三億人口消費的能源 、 天然資源，會

第二場由博智資本(Primus Pacific 造成全球重大衝擊， 中國缺油 、 但有豐

Partners Ltd)總裁富國蒼以「亞洲經濟 《座談會》 富的煤礦，台灣未來要往天然資源上游

的關建時刻」為題發表演說 。 座談會由世新大學經濟系教授薛琦擔 整合 ，可利用台灣本身優勢，結合中國

他指出，兩岸關係緩和，對台灣經濟 任主持人，與談人包括智融集團董事長 天然資源的方向作 。

的幫助很大 ， 台灣的產業需要腹地 ， 充 施振榮、東隆五金副董事長王鍾渝 、 華 史欽泰則強調，政府的角色是做好基

分發展大陸市場就對了 。 他同時指出， 邦電董事長焦佑鈞、清大科技管理學院 礎建設，而未來的基礎建設不是道路 、

香港與大陸經濟緊密結合 ， 港幣聯繫匯 院長史欽泰 、 博智資本執行長直國蒼 、 橋樑'是鼓勵創新的知識平台 。 知識經

率制度該檢討了， 如果妥善處理好，可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道義等人 ，探討全 濟屬無形知識 ，比如說服務業，高附加

以減緩通膨壓力 。 直國蒼是普林斯頓政 球、亞洲、中國經濟變動下的台灣產業 價值者常結合 1 T技術， 舉例來說 ，過

治學博士，當擔任哈佛大學國際政策研 出路 。 去的 3C產業 ，將來要朝 2C發展 ， 這

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布魯、金斯研究所 減少的一個 C就是「減碳 J '發展綠色

研究員，先後曾在國際知名投資銀行工 政府應鼓勵創新知識平台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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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震/台大經濟系教授 .林信義/工研院董事長 。施振榮/智融集團董事長 .王鐘渝/東隆五金副董事長

服務業高值化製造業服

務化

第二場座談會與談人包括中

華經濟研究院顧問許嘉棟 、 行

政院政務委員朱雲鵬 、 工研院

董事長林信義、中經院副院長

張榮豐 、 台大土木系教授李鴻

源等產官學菁英，就台灣經濟

環境進行討論。
。許嘉棟/中華經濟研究院顧問 .史欽泰!)青大科技管理學院院長 .張榮豐/cþ經院副院長

許嘉棟表示，選後台灣政治漸趨穩 價值鏈的上下游發展，提供客戶最佳化 關鍵的事切入 。 台灣缺乏系統化和策略

定，兩岸關係也和緩，是台灣經濟的 服務，或是把優勢功能獨立出來 ， 以擴 性的教育，未來應重建技職教育體系 。

「大補帖 J '有這兩個新局，民間信心逐 大客戶群;另外，目前研發經費有九成 台大經濟系教授孫震在閉幕儀式上發

漸恢復，前景應該不會太差，台灣過去 都是製造業所投資 ，未來服務業應加強 表壓軸演講，強調區域賀易是大勢所

經濟表現不好的部份可能可以補回來。 研發 。 趨，東協加一 、加三 、加六的共同體市

「真是天祐台灣 J ! 場值得關切，其中 ， 中國在東亞扮演重

工研院董事長林信義建議，如果要達 張榮豐:重建技職教育體系 要角色，中國放眼全世界市場，但需要

到馬蕭設定的經建目標 ， 按現狀發展， 中經院副院長張榮豐則表示，台灣缺 鄰近國家壯大聲勢，因此會給一些利

到二0一五年，服務業產值還不足新台 乏前膽性的規畫，這和產業政策不一 益;中國如果也讓人民幣升值五成，肯

幣三兆元，產業勢必要再造，服務業必 樣，未來新政府應該要做，而且執行上 定經濟表現會更好。

須高值化，製造業則服務化，製造業往 要有時間的概念， 要有優先順序 ，找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