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8A9 中華民國104年6月9日／星期二

http://www.chinatimes.com

▌新聞投訴專線：02-23064553‧02-23087111 轉5550  ▌傳真：02-23085924  ▌E-mail：news.ct@chinatimes.com.tw▌新聞投訴專線：02-23064553‧02-23087111 轉5550  ▌傳真：02-23085924  ▌E-mail：news.ct@chinatimes.com.tw

今
天
很
高
興
也
很
榮
幸
有
機
會
來
跟
大
家
討
論
關
於
經
濟
全
球
化
下
的
所
得

分
配
問
題
，
我
和
余
紀
忠
老
伯
是
多
年
的
交
情
，
余
先
生
是
位
愛
國
並
且
高
瞻

遠
矚
的
長
輩
，
做
為
晚
輩
的
我
對
他
非
常
欽
佩
。

全
球
化
下
的
經
濟
發
展
與
所
得
分
配
態
勢

我
的
論
述
將
從
兩
本
書
開
始
：S

tig
litz

《
不
公
平
的
代
價
：
破
解
階
級
對

立
的
金
權
結
構
》
和P

ik
etty

《
二
十
一
世
紀
資
本
論
》
，
都
記
錄
了
世
界
各

國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程
度
持
續
攀
升
的
態
勢
。
首
先
，
必
須
認
知
即
使
沒
有
經
濟

全
球
化
，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的
問
題
依
然
存
在
於
每
一
個
國
家
；
然
而
，
當
製
造

業
等
工
作
機
會
從
高
工
資
地
區
外
移
到
低
工
資
地
區
，
經
濟
全
球
化
就
必
須
為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的
擴
大
負
上
部
分
責
任
，
尤
其
在
經
濟
發
達
國
家
中
。
過
去
數

十
年
來
，
在
多
數
經
濟
發
達
國
家
中
，
工
會
議
價
能
力
的
大
大
降
低
也
和
經
濟

全
球
化
相
關
，
罷
工
可
能
導
致
更
多
的
進
口
替
代
，
或
更
快
速
地
將
生
產
轉
移

至
海
外
基
地
。
但
經
濟
全
球
化
也
使
許
多
開
發
中
國
家
的
人
均
收
入
提
高
，
如

亞
洲
四
小
龍
及
最
近
期
的
中
國
。

資
訊
通
訊
技
術
（IC

T

）
的
革
命
也
是
造
成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惡
化
的
原
因
之

一
，
透
過
通
訊
技
術
的
運
用
，
扁
平
化
組
織
漸
變
成
常
態
，
不
再
需
要
中
階
層

的
管
理
人
，
例
如
許
多
商
業
銀
行
的
副
總
裁
職
位
早
已
被
淘
汰
，
很
多
工
作
機

會
，
包
括
日
常
文
書
工
作
、
夜
間
警
衛
等
，
都
消
失
了
。

但
資
訊
通
訊
技
術
革
命
及
網
際
網
絡
的
崛
起
也
同
時
創
造
了
新
的
商
業
模

式
，
也
是S

ch
u
m

p
eter

所
稱
的
「
創
造
性
的
破
壞
」
，
如A

m
azon

.com

取

代
了
美
國
大
多
數
實
體
書
店
，
技
術
變
遷
也
瓦
解
了
許
多
產
業
及
就
業
市
場
。

資
訊
通
訊
技
術
革
命
創
造
了
新
技
術
的
需
求
並
激
勵
創
新
理
念
，
增
加
對
無
形

資
本
（
包
括
人
力
資
本
和
研
發
資
本
在
內
）
的
投
資
，
因爲

這
些
投
資
的
回
報
，

受
教
育
／
未
受
教
育
者
、
有
技
能
／
無
技
能
勞
動
力
之
間
所
得
差
距
的
幅
度
也

比
以
前
擴
大
了
。

「
收
入
平
等
」
不
能
也
不
應
該
是
經
濟
決
策
者
的
唯
一
目
標
，
應
優
先
考
量

整
體
人
民
經
濟
福
祉
的
最
優
化
。
一
九
七
八
年
中
國
經
濟
改
革
前
的
經
驗
可
供

借
鏡
，
當
時
追
求
平
等
的
所
得
分
配
，
卻
導
致
低
經
濟
福
祉
與
低
經
濟
成
長

率
。
此
外
，
鑒
於
每
個
人
能
力
的
差
異
，
藉
由
累
進
稅
率
的
適
當
選
擇
，
可
以

增
加
經
濟
的
總
產
量
和
整
體
福
祉
。
所
以
，
從
生
產
最
大
化
的
稅
務
安
排
角
度

看
，
完
全
平
等
的
所
得
分
配
不
可
能
成
為
最
優
的
選
擇
。

經
濟
全
球
化
能
提
供
一
些
開
發
中
經
濟
體
出
口
貿
易
的
機
會
，
使
許
多
人

能
脫
貧
，
尤
其
是
造
成
東
亞
經
濟
早
期
的
高
速
成
長
。
例
如
，
台
灣
的
人
均

G
D

P

從
一
九
六
五
年
未
達
二
千
美
元
，
增
長
到
二○

一
四
年
的
二
萬
四
千
美

元
。
據
估
計
，
中
國
大
陸
有
五
億
人
民
因
一
九
七
八
年
的
改
革
開
放
而
脫
貧
，

其
他
正
在
開
發
中
國
家
也
會
受
惠
於
經
濟
全
球
化
。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的
成
因

然
而
，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的
程
度
在
許
多
國
家
與
地
區
（
包
括
成
功
降
低
境
內

貧
窮
者
）
持
續
惡
化
，
部
分
可
歸
咎
於
其
境
內
所
得
分
配
及
重
分
配
的
內
在
機

制
。
二○

○

八
年
金
融
海
嘯
後
，
經
濟
發
達
國
家
包
括
歐
、
美
、
日
等
的
央
行
，

採
行
量
化
寬
鬆
政
策
，
造
成
人
為
的
極
低
利
率
，
使
資
產
泡
沫
火
上
加
油
，
更

余
範
英
（
余
紀
忠
文
教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
：

世
界
轉
換
很
快
，
因
應
的
挑
戰
也
多
，
必
須
提
綱

挈
領
，
看
清
生
存
挑
戰
的
空
間
，
自
去
年
十
二
月
講

座
定
名
為
「
承
擔
與
試
煉
」
，
今
春
與
何
志
欽
教
授

共
研
推
出
「
全
球
化
下
發
展
與
分
配
的
省
思
與
挑

戰
」
，
因
國
際
政
治
情
勢
對
全
球
經
濟
影
響
甚
深
，

必
須
思
考
在
地
因
應
措
施
與
轉
化
政
策
。

劉
遵
義
（
前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長
）
：

陳
添
枝
（
前
經
建
會
主
委
）
：

加
劇
其
國
內
的
所
得
差

距
。
另
一
方
面
，
資
本

的
流
動
性
也
使Q

E

影

響
力
遍
及
全
球
，
亦
增

加
開
發
中
國
家
的
所
得

差
距
。

以
測
量
一
國
貧
富
差

距
程
度
的
基
尼
係
數
觀

之
（
附
表
一
）
，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後
的

瑞
典
（○
‧

二
五
）

所
得
最
為
平
等
，
墨

西
哥
（○

‧

四
八
）

最
不
平
等
；
但
俄
羅

斯
（○

‧

三
九
七
）

及
中
國
大
陸
（○

‧

三
七
）
兩
個
一
向
被
認

為
是
所
得
不
均
程
度
高

的
國
家
，
事
實
上
卻
與
英
（○

‧

三
八
）
、
美
（○

‧

四
一
一
）
及
日
本
（○

‧

三
八
一
）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後
的
基
尼
係
數
相
差
不
多
。
雖
然
各
國
的
所
得
分

配
都
還
有
改
善
空
間
，
但
證
據
顯
示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政
策
仍
屬
有
效
。

首
先
，
所
得
分
配
取
決
於
財
富
分
配
的
基
礎
上
，
財
富
包
括
人
力
資
本
等
無

形
資
產
，
財
富
愈
多
的
人
所
得
愈
高
，
而
人
力
資
本
配
置
則
可
透
過
教
育
投
資

來
改
善
。
第
二
，
可
支
配
所
得
的
分
配
取
決
於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前
的
所
得
分

配
，
及
包
括
社
會
安
全
網
在
內
的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政
策
。
第
三
，
所
得
分
配

亦
取
決
於
個
人
能
力
之
間
的
差
別
，
個
人
能
力
難
以
事
先
認
知
，
亦
不
可
能
平

等
化
。
最
後
，
所
得
分
配
也
取
決
於
幸
運
和
機
會
，
一
個
人
可
能
贏
得
彩
票
，

但
運
氣
也
是
不
能
平
等
化
的
，
反
倒
是
社
會
保
險
的
提
供
，
可
以
減
輕
壞
運
氣

的
負
面
影
響
。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的
效
應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程
度
愈
高
可
能
導
致
國
家
儲
蓄
率
愈
高
，
進
而
造
成
較
高
的

投
資
率
，
出
現
更
快
速
的
資
本
累
積
和
經
濟
成
長
率
。
相
反
地
，
低
所
得
不
均

程
度
可
能
降
低
儲
蓄
率
、
提
高
消
費
並
增
加
總
體
經
濟
需
求
。
因
此
，
所
得
不

均
程
度
高
低
對
經
濟
成
長
是
好
是
壞
，
取
決
於
該
國
或
地
區
是
供
給
約
束
或
需

求
約
束
。

容
許
較
高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程
度
的
市
場
經
濟
，
可
能
有
更
大
的
總
體
產
出
，

因
為
能
力
高
者
會
有
誘
因
增
加
其
產
出
。
然
而
，
高
度
的
所
得
不
均
可
能
導
致

社
會
動
盪
不
安
，
特
別
是
當
所
得
不
均
源
自
貪
腐
或
詐
欺
的
不
當
得
利
，
而
非

因
能
力
的
差
異
。

高
度
所
得
不
均
也
可
能
透
過
財
富
和
權
力
的
結
盟
，
集
中
政
治
權
力
於
少
數

人
。
但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程
度
擴
大
未
必
一
定
是
壞
事
，
前
提
是
所
得
不
均
的
擴

大
是
伴
隨
著
每
個
收
入
階
層
實
質
收
入
的
增
加
，
而
非
低
收
入
階
層
實
質
收
入

減
少
造
成
的
所
得
不
均
情
況
。

相
較
全
球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
台
灣
曾
不
差

觀
察
一
九
六○

到
二○

一○

年
世
界
整
體
經
濟
的
基
尼
係
數
（
圖
一
）
，
八

○

年
代
以
前
，
所
得
不
均
的
程
度
相
當
穩
定
，
但
在
世
紀
交
替
前
，
卻
持
續
攀

升
至
歷
史
高
點
，
爾
後
雖
下
降
，
卻
仍
停
留
在
歷
史
上
的
相
對
高
水
平
。
但
雖

然
普
遍
認
為
全
球
所
得
不
均
程
度
在
持
續
上
升
（
尤
其
自
二○

○

八
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機
）
，
實
際
上
它
卻
是
在
下
降
的
。

然
而
，
全
球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和
個
別
國
家
狀
況
的
關
係
是
複
雜
的
，
可
能
全

球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改
善
，
但
個
別
國
家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惡
化
；
也
可
能
出
現
全

球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惡
化
，
但
更
多
的
民
眾
脫
貧
；
也
可
能
出
現
個
別
經
濟
體
所

有
收
入
階
層
的
所
得
皆
有
增
加
，
但
該
經
濟
體
整
體
所
得
分
配
狀
況
卻
惡
化
的

情
況
。

相
較
於
其
他
經
濟
發
達
國
家
，
台
灣
的
所
得
分
配
情
況
是
不
差
的
，
基
尼
係

數
在
台
灣
經
濟
快
速
成
長
期
（
六○

至
八○

年
代
初
期
）
是
在
下
降
的
，
平
均

落
在○

‧

二
六
至○

‧

二
九
，
這
歸
功
於
當
時
政
府
的
扶
貧
政
策
，
除
了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政
策
，
還
包
括
大
量
投
資
於
基
礎
教
育─

即
人
力
資
本
的
效

果
。

 

經
濟
全
球
化
及
其
近
期
的
加
速

經
濟
全
球
化
在
過
去
幾
十
年
有
加
速
趨
勢
。
正
如T

h
om

as F
ried

m
an

《
世
界
是
平
的
》
一
書
所
言
，
經
濟
全
球
化
遍
及
世
界
各
個
角
落
。
雖
然
發
生

一
九
九
七
年
東
亞
貨
幣
危
機
、
二○

○

八
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機
和
二○

一○

年
歐

債
風
暴
，
國
際
貿
易
和
投
資
流
量
在
過
去
25
年
卻
呈
前
所
未
見
的
成
長
。

一
九
九○

到
二○

一
三
年
，
全
球
貿
易
總
值
平
均
每
年
成
長
七‧

五
%
。

在
此
成
長
率
下
，
全
球
貿
易
每
十
年
增
長
一
倍
。
全
球
貿
易
的
年
成
長
率
，
比

全
球G

D
P

的
同
期
年
成
長
率
（
約
為
二‧

七
%
）
還
高
二‧

五
到
三
倍
。

全
球
對
外
直
接
投
資
總
額
也
顯
著
地
成
長
，
二○

一
三
年
全
球
直
接
對
外
淨
投

資
約
五
千
億
美
元
，
相
較
於
全
球G

D
P

的
一
百
兆
美
元
。
中
國
大
陸
是
二○

一
三
年
對
外
直
接
投
資
的
最
大
接
受
國
，
美
國
僅
居
第
二
。

通
訊
與
運
輸
成
本
的
降
低
也
加
速
經
濟
全
球
化
，
透
過
減
低
監
督
及
控
制
成

本
，
促
進
公
司
間
和
公
司
內
部
的
合
作
與
分
工
，
進
而
降
低
外
包
的
交
易
成

本
。
這
也
使
生
產
過
程
分
割
變
得
可
能
，
產
品
製
程
可
交
由
不
同
承
包
商
或
轉

包
商
分
工
，
不
受
地
理
環
境
限
制
，
選
擇
最
佳
及
最
低
成
本
方
案
。
另
外
包
括

旅
遊
、
金
融
等
服
務
業
貿
易
量
激
增
，
網
路
或
光
纖
通
訊
網
將
過
去
無
法
輸
出

或
輸
入
的
服
務
貿
易
（
如
軟
體
創
造
、
資
訊
處
理
和
後
台
）
變
成
可
能
，
如
印

度
軟
體
公
司In

fosy
s

輸
出
軟
體
服
務
到
世
界
各
地
，
教
育
和
醫
療
服
務
亦
可

透
過
網
路
遠
端
傳
遞
，
包
括
物
流
等
海
空
運
成
本
也
降
低
，
而
英
語
作
為
商
業

溝
通
媒
介
也
促
進
了
經
濟
全
球
化
。

當
中
、
印
、
俄
及
東
歐
等
國
家
陸
續
加
入
全
球
市
場
，
作
為
出
口
供
應
者
和

進
口
需
求
者
，
促
使
全
球
貿
易
量
大
幅
增
長
，
而
各
種
經
濟
聯
盟
和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
如W

T
O

、N
A

F
T

A

、A
S
E
A

N

等
，
透
過
降
低
關
稅
和
貿
易
障
礙
，

也
促
進
了
經
濟
全
球
化
。
除
了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外
，
另
一
趨
勢
為
將
地
理
上
分

散
的
生
產
整
合
於
單
一
地
區
（
如
在
歐
盟
內
部
）
，
這
也
增
加
了
國
際
貿
易

量
；
避
免
供
應
中
斷
的
風
險
也
促
進
經
濟
全
球
化
，
因爲

日
本
和
台
灣
發
生
地

震
的
經
驗
，
日
、
台
企
業
的
客
戶
認
為
有
必
要
要
求
供
應
商
將
其
生
產
分
散
在

不
同
區
域
，
以
降
低
供
應
中
斷
的
風
險
。

一
八
%
，
大
部
份
國
家
增
加
一
%
至
五
%
，
增
加
到
十
%
以
上
，
表
示
上
層
的
人
拿

的
錢
愈
來
愈
多
，
這
是
全
球
普
遍
現
象
。

全
球
化
究
竟
發
生
了
什
麼
事
？
超
級
明
星
、
普
通
明
星
及
非
明
星
的
薪
資
差
異
益

大
，
頂
端
富
裕
者
財
富
累
積
驚
人
。
所
得
惡
化
的
主
要
原
因
，
以
下
分
述
之
：

一
、
全
球
化
的
內
涵
包
括
貿
易(

投
資
資
金
流
動)

和
人
員
流
動

首
先
，
貿
易
造
成
要
素
所
得
重
分
配
（
參
照H

eck
sch

er-O
h
lin

定
理
）
，
但
出

口
國
和
進
口
國
的
變
化
方
向
相
反
，
與
實
證
證
據
不
盡
相
符
；
其
次
，
資
本
和
技
術

性
勞
工
具
有
互
補
性
，
外
人
投
資
使
本
國
技
術
性
勞
工
薪
資
上
升
，
但
對
非
技
術
性

勞
工
助
益
不
大
，
資
金
外
流
使
本
國
技
術
工
與
非
技
術
工
薪
資
均
下
降
，
只
有
資
本

主
所
得
增
加
，
目
前
上
海
碩
士
生
電
子
科
系
起
薪
人
民
幣
一
萬
元
，
比
台
灣
還
高
，

而
上
海
社
科
院
大
學
生
起
薪
人
民
幣
四
千
元
，
和
台
灣
相
似
；
第
三
，
高
技
術
人
才

跨
國
流
動
容
易
，
薪
資
議
價
能
力
較
高
。

二
、
技
術
變
遷─

資
本
與
勞
動
比
變
動

觀
察
資
本
與
勞
動
的
報
酬
比
，
美
國
研
究
顯
示
，
勞
動
所
得
份
額
持
續
下
降
，
美

國
從
五○

年
代
至
今
，
從
六
十
五
%
降
到
五
十
七
%
左
右
，
顯
然
為
技
術
變
遷
所

致
。
早
期
包
括
台
灣
的
開
發
中
國
家
皆
相
似
，
勞
動
所
得
約
略
四
十
%
，
初
始
工
業

化
發
展
後
逐
漸
提
升
，
台
灣
從
二
千
年
至
今
，
從
五
十
五
%
降
至
五
十
二
%
，
下
降

趨
勢
不
至
於
太
嚴
重
，
故
若
將
所
得
惡
化
的
原
因
歸
責
於
勞
動
所
得
在
全
國
所
得
占

的
比
例
大
幅
下
降
，
在
台
灣
是
不
太
能
解
釋
的
。

根
據
資
本
跟
勞
動
間
的
替
代
彈
性
，
相
關
研
究
發
現
過
去
約
略
接
近
1
，
現
在
則

高
於
1
，
可
接
受
說
法
是
當
資
本
跨
國
移
動
愈
來
愈
多
，
勞
動
需
求
較
高
的
工
作
將

往
開
發
中
國
家
移
動
，
造
成
勞
動
所
得
無
法
上
升
，
不
同
技
術
層
級
的
公
司
間
，
變

化
與
成
長
速
度
不
一
樣
，
普
通
技
術
的
薪
水
成
長
緩
慢
，
高
技
術
的
薪
水
則
較
高
。

另
龔
明
鑫
教
授
根
據
主
計
處
二○

○
○

年
到
二○

一
四
年
資
料
的
研
究
，
不
同
職

業
別
及
其
薪
水
之
分
布
別
，
最
上
層
的
企
業
經
理
級
，
二○

○

五
年
五
十
%
以
上
的

人
月
薪
約
六
萬
，
目
前
為
六
十
二
%
，
大
部
分
專
業
人
員
薪
水
也
有
四
萬
以
上
，
其

餘
人
員
包
括
白
領
階
級
十
年
來
薪
資
幾
乎
無
變
動
，
一
般
的
體
力
工
作
稍
有
成
長
，

職
業
別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三
、
勞
工
制
度

首
先
，
台
灣
沒
有
工
會
問
題
，
並
非
是
工
會
式
微
導
致
勞
動
所
得
變
少
；
其
次
，

台
灣
薪
資
結
構
中
，
非
經
常
性
薪
資
比
例
升
高
，
主
要
是
規
避
薪
資
相
關
稅
負
（
如

健
保
、
退
休
金
）
，
並
增
加
薪
酬
彈
性
；
第
三
是
非
典
型
就
業
人
口
的
增
加
，
使
邊

際
就
業
者
的
薪
資
不
易
成
長
。
近
二
十
年
來
，
非
典
型
就
業
人
力
的
增
加
，
我
國
運

用
比
例
算
低
，
甚
至
低
於
日
韓
，
非
典
型
就
業
薪
水
必
然
較
低
，
但
此
非
所
得
惡
化

主
因
，
雇
主
於
僱
用
人
力
時
有
較
多
的
彈
性
，
非
典
型
就
業
屬
韓
國
最
積
極
使
用
，

故
其
失
業
率
較
低
，
台
灣
相
對
保
守
，
失
業
率
也
相
對
高
。

首
先
，
高
等
教
育
的
擴
張
，
導
致
勞
動
供
給
減
少
，
應
有
助
薪
資
上
漲
而
非
下

（策劃整理：郭威瑤、攝影：陳信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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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分
配
是
重
要
也
是
危
險
的
議
題
，
當
社
會
的
關
注
焦
點
都
在
分
配
，
而
不
關

心
生
產
的
擴
大
是
危
險
的
。
全
球
所
得
分
配
都
在
惡
化
，
不
僅
已
開
發
國
家
，
後
進

開
發
中
國
家
亦
然
，
並
非
因
為
誰
變
好
誰
就
變
壞
的
問
題
。
高
所
得
層
佔
國
民
所
得

的
比
例
愈
來
愈
高
，
低
所
得
層
則
愈
來
愈
低
，
一
、
二
十
年
來
絕
對
值
沒
有
成
長
，

當
前
台
灣
也
面
臨
到
此
現
象
。

根
據P

ik
etty

《
二
十
一
世
紀
資
本
論
》
中
的
全
球
所
得
資
料
庫
，
以
及
朱
敬

一
、
林
明
仁
、
簡
錦
漢
三
位
學
者
依
財
政
部
報
稅
資
料
統
計
，
可
以
與
其
他
國
家
的

數
字
做
對
比
，
台
灣
上
位
十
%
所
得
層
占
國
民
所
得
比
從
一
九
七
七
年
占
二
五‧

二
一
%
到
二○

一
三
年
占
三
六‧

三
九
%
，
增
加
了
十
一‧

一
八
%
，
誠
如
劉
遵

義
教
授
所
言
，
台
灣
並
非
最
壞
的
；
依
據
韓
國
學
者
統
計
數
據
顯
示
，
韓
國
上
位

十
%
所
得
層
占
國
民
所
得
比
從
一
九
九
五
年
占
二
九‧

二
%
，
和
台
灣
差
不
多
，

到
二○

一
三
年
占
四
四‧

八
七
%
，
增
加
了
十
五‧

六
七
%
情
況
非
常
嚴
重
；
美

國
的
數
字
更
糟
，
其
所
得
大
部
份
集
中
於
頂
端
一
%
。
台
灣
從
一
九
七
七
年
到
二○

一
三
年
頂
端
一
%
所
得
層
占
國
民
所
得
比
增
加
了
四‧

一
六
%
，
五
%
所
得
層
占

國
民
所
得
比
增
加
了
八‧

三
七
%
，
十
%
所
得
層
占
國
民
所
得
比
增
加
了
十
一‧

所
得
分
配
為
何
不
均

何
對
贏
家
和
輸
家
、
消
費
者
和
生
產
者
及
附
加
費
用
的
再
分
配
。

第
三
是
二○

○

八
年
後
的
美
國
量
化
寬
鬆
政
策
影
響
，P

ik
etty

認
為
二

○
○

八
年
雷
曼
破
產
事
件
是
一
個
轉
捩
點
，
有
機
會
教
訓
金
融
界
人
士
，
使

金
融
資
本
市
場
稍
微
均
衡
一
點
，
但
美
國
為
了
自
身
利
益
提
出
了
QE
量
化
寬

鬆
政
策
，
在
短
時
間
內
又
將
它
重
建
，
反
而
更
加
速
了
金
融
資
本
市
場
惡

化
，
這
部
份
是
我
們
沒
辦
法
控
制
的
總
體
經
濟
走
向
。

所
得
稅
、
遺
產
轉
移
稅
與
資
本
利
得
稅

另
一
方
面
我
們
可
以
做
的
是
租
稅
政
策
，
劉
院
士
提
及
的
商
品
稅
，
乃
針

對
產
業
的
贏
家
例
如
產
業
1
的
生
產
者
，
在
生
產
過
程
中
抽
貨
物
稅
，
產
業

2
的
消
費
者
也
是
受
益
者
，
則
在
銷
售
過
程
中
抽
銷
售
稅
，
去
協
助
那
些
產

業
的
輸
家
例
如
產
業
2
的
取
代
工
作
者
，
這
將
在
產
業
界
形
成
一
個
良
好
循

環
。
但
現
在
因
為
我
們
產
業
與
產
業
間
的
公
司
關
係
定
義
並
不
好
，
所
以
在

課
稅
時
將
遭
遇
阻
力
，
同
時
我
國
稅
制
很
少
每
年
調
整
一
次
，
較
務
實
的
作

法
是
每
年
複
審
，
關
於
暫
時
過
渡
期
的
附
加
稅
，
如
果
在
立
法
院
將
會
有
諸

多
爭
議
，
所
以
有
實
務
上
的
困
難
。
我
認
為
商
品
市
場
的
商
品
稅
，
不
論
以

銷
售
稅
或
貨
物
稅
的
形
式
皆
可
，
而
要
素
市
場
是
一
個
抽
象
概
念
，
因
為
所

得
分
配
就
是
所
得
的
報
償
分
配
。

資
本
利
得
稅
有
兩
種
，
以
台
灣
的
資
本
利
得
而
言
，
不
動
產
交
易
所
得
比

證
交
所
得
嚴
重
，
資
本
市
場
中
參
與
股
票
的
門
檻
較
低
，
但
房
地
產
必
須
資

產
規
模
夠
大
，
故
門
檻
較
高
，
所
以
大
部
分
中
產
階
級
都
是
參
與
證
券
交

易
，
兩
種
稅
中
較
迫
切
的
是
不
動
產
交
易
所
得
，
我
國
從
民
國
元
年
開
始
，

就
沒
有
房
地
合
一
稅
，
所
以
我
認
為
應
該
優
先
處
理
。

財
富
移
轉
稅
也
有
兩
種
：
遺
產
和
贈
與
，
我
曾
參
加
過
小
布
希
的
遺
產
和

贈
與
稅
的
改
革
，
美
國
當
時
認
為
，
繼
承
和
贈
與
對
於
世
代
分
配
的
公
平
正

義
都
有
影
響
；
但
贈
與
比
繼
承
的
影
響
程
度
更
大
。
繼
承
是
85
歲
老
人
給
55

歲
的
人
，
贈
與
是
55
歲
給
25
歲
的
人
，
我
認
為
贈
與
稅
的
檢
討
是
相
當
迫
切

的
議
題
，
是
現
今
許
多
富
二
代
的
問
題
，
但
台
灣
沒
有
辦
法
課
徵
贈
與
稅
不

抽
遺
產
稅
，
因
為
制
度
的
設
計
迫
使
他
們
一
定
會
拖
到
最
後
一
刻
把
贈
與
變

成
遺
產
，
可
行
方
法
是
將
兩
者
合
併
，
效
法
美
國
，
改
弦
易
轍
制
定
並
施
行

終
生
財
富
移
轉
稅
制
。

最
後
，
所
得
稅
是
公
共
支
出
基
本
而
穩
定
的
財
源
，
也
是
構
成
所
得
分
配

平
均
的
一
個
重
要
關
鍵
，
任
何
人
皆
可
享
受
便
捷
交
通
甚
至
合
理
的
健
保
，

故
必
須
有
穩
定
的
財
源─

所
得
稅
。
面
對
高
所
得
群
和
高
財
富
群
的
世
代
對

應
問
題
，
也
許
我
們
應
在
所
得
稅
上
多
點
考
慮
及
設
計
，
將
財
富
移
轉
稅
制

的
最
適
稅
率
由
目
前
過
低
的
十
%
向
上
調
整
為
二
十
%
，
藉
由
最
適
稅
率
建

立
永
續
財
政
、
公
義
社
會
及
效
率
經
濟
。

已
開
發
國
家
中
的
所
得
分
配
，
在
稅
前
及
支
付
移
轉
後
有
顯
著
差
異
，
從

國
際
貿
易
觀
點
切
入
，
其
實
是
從
產
業
內
部
商
品
稅
的
結
構
改
變
，
租
稅
是

一
個
長
久
制
度
，
調
整
彈
性
不
能
過
大
；
其
餘
能
改
進
的
在
要
素
市
場
，
因

為
所
得
分
配
其
實
是
關
於
要
素
分
配
，
如
同
勞
動
的
分
配
就
是
工
資
，
資
本

的
分
配
就
是
其
資
本
利
得
，
故
從
要
素
市
場
觀
之
，
對
所
得
分
配
更
有
直
接

關
聯
。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的
原
因
與
現
象

根
據
朱
敬
一
教
授
的
研
究
資
料
顯
示
，
所
得
最
高
五
%
和
最
低
五
%
者
間

的
差
距
，
從
九○

年
代
初
期
的
三
十
二
倍
到
二○

一
一
年
已
成
九
十
六
倍
；

另
根
據
主
計
處
統
計
資
料
，
中
下
受
薪
階
層
自
一
九
九
一
年
開
始
，
未
經
過

物
價
調
整
的
薪
資
成
長
率
停
滯
，
甚
至
呈
下
降
趨
勢
，
二
十
二
K
議
題
即

是
一
例
，
25
年
前
一
個
商
職
畢
業
生
月
薪
二
十
四
K
，
現
在
其
月
薪
還
是

二
十
四
K
，
但
台
北
房
價
卻
漲
了
許
多
倍
，
此
即P

ik
etty

所
言
資
本
與
財

富
累
積
超
越
產
出
與
工
資
成
長
。

第
二
個
原
因
是
全
球
化
的
衝
擊
，
包
括
二
千
年
初
的W

T
O

，
全
世
界
互

通
有
無
，
好
處
是
提
升
一
般
的
普
遍
福
利
和
生
活
水
平
，
但
挑
戰
則
在
於
如

何
志
欽
（
前
財
政
部
長
）
：

台
灣
所
得
分
配
變
化
與
均
衡
謀
求

全球化下

省思與挑戰
的發展與分配

  左起依序為陳添枝教授、
劉遵義院士及何志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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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
其
次
是
高
等
教
育
擴
張
使
非
技
術
工
供
給
增
加
，
技
術
工
供
給
減
少
，
使
技
術

工
與
非
技
術
工
的
工
資
差
異
擴
大
。
高
等
教
育
的
擴
張
雖
然
也
擴
張
了
理
工
科
的
科

技
，
但
現
在
反
不
重
視
技
職
教
育
，
一
般
性
教
育
雖
然
教
導
知
識
，
但
是
缺
乏
技
能
，

在
資
訊
科
技
時
代
，
產
業
模
式
、
生
活
方
式
的
應
用
與
服
務
型
式
必
須
與
經
濟
轉
型

接
軌
。
台
灣
在
討
論
所
得
分
配
問
題
時
，
必
須
思
考
教
育
結
構
，
回
到
勞
動
市
場
供

需
原
則
方
是
正
道
。

五
、
財
產
增
值
不
計
入
國
民
所
得

財
產
增
值
不
計
入
國
民
所
得
，
卻
會
增
加
個
人
收
入
。
近
年
來
實
體
資
產
增
值
的

速
度
遠
高
於
物
價
，
使
資
產
所
有
者
變
富
有
，
卻
不
會
反
映
在
國
民
所
得
帳
上
。
該

領
域
對
台
灣
這
些
年
來
所
得
分
配
問
題
有
許
多
實
質
影
響
，
朱
敬
一
等
學
者
以
財
稅

資
料
進
行
統
計
，
甚
至
可
能
低
估
所
得
惡
化
的
狀
況
，
因
為
這
些
並
沒
有
納
入
報
稅

部
分
，
民
眾
情
緒
上
也
較
容
易
不
滿
該
問
題
，
未
來
應
持
續
關
注
。

結
語
建
言

全
球
化
挑
戰
下
，
除
了
稅
制
上
的
良
好
設
計
，
更
必
須
保
障
所
有
國
民
，
不
論
其

是
否
具
備
良
好
天
賦
，
都
必
須
給
予
賺
錢
的
能
力
及
機
會
，
這
也
是
談
所
得
分
配
時

該
面
對
的
，
資
本
與
勞
動
關
係
間
的
爭
論
反
形
次
要
。
當
前
社
會
討
論
要
立
法
強
制

公
司
加
薪
，
這
是
所
有
經
濟
學
家
難
以
理
解
的
，
該
政
策
並
不
會
產
生
效
果
，
因
為

總
會
有
國
家
歡
迎
不
加
薪
的
企
業
，
或
許
較
好
的
方
式
是
，
讓
勞
工
可
以
成
為
公
司

股
東
，
跳
脫
出
資
本
與
勞
動
關
係
的
思
維
框
架
。

四
、
教
育
的
影
響

Q
：
在
產
學
結
合
上
，
基
礎
研
究
及
應
用
研
究
何
者
優

先
？
又
如
何
平
衡
？

劉
遵
義
：
六○

至
九○

年
代
正
是
台
灣
教
育
普
及
階

段
，
高
等
教
育
培
養
人
才
，
產
學
在
高
低
兩
端
都
可
以
也

應
當
結
合
。
過
去
高
等
教
育
不
普
遍
，
大
學
學
歷
最
高
僅

占
一
至
五
%
，
而
非
一
百
%
，
訓
練
一
%
與
一
百
%
是
不

Q&A
同
的
，
當
訓
練
一
百
%
時
，
應
給
予
一
技
之
長
為
社
會
貢
獻
，
而
非

期
待
下
一
個
愛
因
斯
坦
出
現
。
美
國
有
企
業
於
全
球
各
地
購
買
學
校

經
營
的
商
業
模
式
可
資
參
考
，
它
期
待
畢
業
生
可
完
全
就
業
，
先
徵

詢
當
地
最
大
雇
主
的
人
力
需
求
，
來
創
造
投
資
人
、
雇
主
及
學
生
的

三
贏
，
目
前
中
國
有
二
十
%
學
校
是
私
立
的
，
也
有
參
照
此
模
式
。

美
國
在
科
研
開
支
的
基
礎
研
究
占
三
十
%
，
中
國
僅
占
五
%
。
基
礎

研
究
屬
長
期
回
報
，
需
要
進
行
基
礎
研
究
才
能
期
待
突
破
性
發
現
，

基
礎
研
究
最
需
要
克
服
的
問
題
是
長
時
間
的
大
量
投
入
但
缺
乏
明
顯

的
回
報
。

陳
添
枝
：
無
基
礎
研
究
即
無
應
用
研
究
，
但
研
究
應
與
產
業
結

合
，
產
業
界
常
抱
怨
大
學
產
出
一
堆
博
士
，
第
一
志
願
留
校
教
書
或

到
研
究
機
構
，
而
非
企
業
界
，
留
洋
歸
國
也
被
大
學
優
先
聘
走
，

企
業
界
要
不
到
人
，
產
官
學
都
須
檢
討
。
去
年
日
本
三
位
主
攻

L
E
D

研
究
的
諾
貝
爾
獎
得
主
，
其
中
兩
位
在
名
古
屋
大
學
長
期
由

T
oy

ota

資
助
研
究
，
而
中
村
先
生
則
在
公
司
內
部
進
行
研
究
，
日

本
企
業
界
可
以
培
養
出
諾
貝
爾
獎
得
主
。
過
去
基
礎
研
究
跟
應
用
研

究
領
域
分
割
，
若
不
改
革
，
資
源
匱
乏
也
無
能
力
升
級
，
企
業
界
應

該
更
積
極
的
提
供
支
援
。

劉
兆
漢
：
台
灣
是
相
當
民
主
化
的
，
要
以
租
稅
來
做
補
救
的
方

法
，
能
做
到
嗎
？

劉
遵
義
：
各
國
歷
史
背
景
與
文
化
脈
絡
不
同
，
像
瑞
典
是
非
常
民

主
的
國
家
，
民
眾
相
信
所
得
分
配
差
距
不
應
該
這
麼
大
。
在
北
歐
，

假
如
有
人
開
車
超
速
，
一
張
傳
票
是
根
據
駕
駛
賺
多
少
罰
錢
的
，
假

如
是
公
務
員
，
一
天
賺
一
百
，
就
罰
你
一
百
，
是
大
老
闆
一
天
賺
一

萬
，
就
罰
你
一
萬
，
這
看
起
來
是
小
事
，
但
才
是
公
道
，
不
然
對
有

錢
的
人
來
說
，
罰
錢
是
沒
什
麼
用
的
，
這
就
是
文
化
的
傳
統
。
我
覺

得
台
灣
是
不
錯
的
，
基
尼
係
數
多
年
還
一
直
維
持
在○

‧

三
五
以

下
。Q

：
當
前
各
國
央
行
都
拼
命
打
擊
流
動
資
金
，
造
成
全
球
資
本
市

場
紊
亂
，
同
時
也
競
相
貶
值
，
外
匯
市
場
亦
然
，
將
來
對
全
世
界
會

造
成
什
麼
影
響
？
這
也
是
財
富
不
均
勻
的
因
素
，
我
們
如
何
因
應
，

淺
盤
經
濟
的
國
家
應
如
何
對
應
？

劉
遵
義
：
現
時
日
本
跟
歐
洲
的
量
化
寬
鬆
政
策
主
要
目
的
在
貶

值
，
美
國
頭
一
次
量
化
寬
鬆
時
，
美
國
的
利
率
是
很
高
的
，Q

E

1

後
確
實
有
效
地
把
利
率
降
低
了
，
但
日
本
跟
歐
洲
，
本
來
就
是
低
利

率
，
利
率
已
經
低
到
不
能
再
低
，
所
以
量
化
寬
鬆
政
策
對
利
率
沒
影

響
，
也
就
是
對
實
質
投
資
沒
有
影
響
，
實
質
經
濟
也
沒
有
好
轉
，
流

動
資
金
很
多
都
流
出
去
買
了
美
元
，
所
以
歐
元
跟
日
圓
都
在
貶
值
，

貶
值
是
幫
助
它
們
增
加
出
口
。
美
國
不
贊
成
它
們
直
接
操
控
匯
率
，

其
實
它
們
是
在
間
接
操
縱
匯
率
，
目
標
都
是
一
樣
。
去
年
美
國
前
部

長
蓋
特
納
（T

. G
eith

n
er

）
來
香
港
，
我
問
他
，Q

E

2
的
時
候
，

美
國
的
利
率
已
經
非
常
低
了
，
你
這
算
不
算
是
操
縱
匯
率
，
他
笑
笑

不
答
。
前
些
時
是
美
元
在
貶
值
，
現
在
是
歐
元
跟
日
圓
在
貶
值
，
本

質
上
都
是
在
間
接
操
控
匯
率
。
另
外
的
效
應
是
資
產
價
格
的
上
升
，

因
為
利
率
是
零
，
借
到
錢
就
去
買
東
西
，
全
球
的
股
票
跟
房
地
產
都

因
此
上
升
，
台
灣
也
受
影
響
，
這
其
實
是
有
資
產
泡
沫
的
風
險
。
全

球
經
濟
發
達
的
國
家
都
沒
做
到
應
有
的
作
為
，
美
國
兩
三
年
前
，
政

府
就
應
增
加
開
支
，
做
基
礎
建
設
投
資
，
美
國
的
機
場
和
公
路
都
非

常
舊
，
應
該
趁
經
濟
不
好
時
去
建
設
，
歐
洲
也
是
一
樣
。
大
家
都
靠

貨
幣
政
策
，
是
沒
有
用
的
。
台
灣
要
提
防
過
多
的
游
資
，
游
資
進
來

的
多
，
新
台
幣
就
會
升
值
，
升
值
對
台
灣
沒
好
處
，
中
央
銀
行
還
是

要
看
住
，
不
能
讓
外
國
的
短
期
資
本
流
入
太
多
。

何
志
欽
：
為
何
美
國
貨
幣
政
策
相
對
可
以
成
功
？
因
為
有
配
套
的

財
政
政
策
，
台
灣
是
海
島
經
濟
，
我
們
可
以
觀
察
，
但
規
模
不
夠
大

到
有
影
響
，
美
日
都
創
造
巨
大
流
動
性
，
但
日
本
企
業
沒
辦
法
轉
化

為
投
資
，
它
有
四
十
四
%
是
以
現
金
的
型
式
處
理
資
產
，
美
國
則
是

投
入
股
票
市
場
，
把
流
動
性
轉
為
真
正
的
投
資
，
雖
然
當
前
台
灣
沒

有
辦
法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
但
認
清
問
題
才
可
進
行
後
續
動
作
。

Q
：
有
關
租
稅
正
義
的
省
思

葉
萬
安
：
歐
洲
國
家
稅
前
稅
後
差
異
很
大
，
台
灣
稅
前
稅
後
差
異

卻
有
限
，
只
能
靠
政
府
的
社
會
福
利
改
善
，
稅
收
方
面
應
有
很
大
改

善
空
間
；
其
次
，
台
灣
所
得
分
配
在
八○

年
代
僅
約○

‧

二
六
，

至
今
卻
達○

‧

三
二
，
呈
惡
化
趨
勢
，
與
國
際
相
較
仍
算
還
好
，

此
資
料
是
根
據
主
計
處
收
支
調
查
統
計
，
但
財
富
分
配
狀
況
卻
無
法

在
數
據
中
忠
實
反
應
，
台
灣
的
所
得
分
配
不
是
太
嚴
重
，
最
嚴
重
的

是
財
富
分
配
。
若
我
們
以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觀

察
，
最
低
所
得
者
的
增
加
有
限
，
但
為
保
持
消
費
水
準
則
幾
近
入
不

敷
出
，
最
高
所
得
者
的
儲
蓄
卻
大
量
增
加
，
據
我
的
研
究
統
計
，
最

高
二
十
%
所
得
者
的
儲
蓄
佔
全
國
總
儲
蓄
的
六
十
%
，
用
錢
賺
錢
的

財
富
累
積
速
度
只
會
愈
來
愈
快
，
也
更
惡
化
貧
富
差
距
，
當
前
已
達

不
得
不
改
善
的
時
刻
。

分配正義新詮釋下的發展與規劃明 日 預 告

經
濟
全
球
化
與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因
為
障
礙
排
除
和
誘
因
的
提
供
，
外
國
直
接
投
資

在W
T

O

制
度
安
排
下
，
除
流
量
上
升
之
外
，
國
民

待
遇
也
日
益
成
為
標
準
。
外
國
直
接
投
資
經
常
跟
隨

貿
易
流
向
，
以
確
保
原
料
和
自
然
資
源
的
長
期
供

應
，
而
貿
易
也
隨
外
國
直
接
投
資
的
流
動
，
例
如
子

公
司
的
產
品
被
賣
回
本
國
，
世
界
貿
易
很
大
一
部
分

是
由
同
產
業
內
和
同
企
業
內
貿
易
所
構
成
。
此
外
，

外
國
直
接
投
資
也
可
能
被
提
供
跨
境
服
務
的
慾
望
所

驅
使
，
如F

ed
E
x

、J. P
. M

org
an

 C
h
ase

等
。

國
際
貿
易
及
投
資
的
效
益

經
濟
全
球
化
使
國
際
貿
易
和
國
外
直
接
投
資
顯
著

成
長
，
自
願
性
的
國
際
貿
易
對
貿
易
雙
方
皆
有
益

處
。
若
一
國
可
以
比
另
外
一
國
更
有
效
率
地
生
產
某

一
產
品
，
透
過
專
業
化
和
貿
易
可
使
兩
國
皆
獲
益
。

即
使
一
個
國
家
比
另
一
國
家
更
有
效
率
生
產
所
有
的

產
品
，
兩
國
仍
能
從
貿
易
中
獲
益
，
因
為
他
們
有
不

同
比
較
優
勢
。
既
然
貿
易
是
雙
方
自
願
，
若
一
方
沒

有
獲
益
，
便
不
會
產
生
貿
易
行
為
，
所
以
任
何
貿
易

兩
國
皆
應
獲
益
，
且
獲
益
應
當
足
夠
補
償
貿
易
夥
伴

國
家
中
的
潛
在
輸
家
。

當
一
個
新
經
濟
體
決
定
參
與
世
界
經
濟
，
國
際
貿

易
只
會
增
加
不
會
減
少
，
因
此
世
界
的
整
體
經
濟
福

祉
應
該
增
加
，
而
該
經
濟
體
的
全
民
福
祉
也
應
增

加
。
過
去
封
閉
的
經
濟
體
，

可
以
透
過
參
與
世
界
經
濟
而

擴
大
其
消
費
的
可
能
選
擇
，

貿
易
可
以
大
大
擴
張
該
經
濟

體
的
消
費
可
能
選
擇
，
而
其

境
內
整
體
經
濟
福
祉
也
會
因

而
提
高
。
但
雖
然
自
願
性
國

際
貿
易
會
為
所
有
貿
易
夥
伴

帶
來
益
處
，
貿
易
利
益
的
分

配
卻
不
一
定
與
比
較
利
益
有

關
，
通
常
取
決
於
貿
易
夥
伴

間
的
相
對
議
價
能
力
。

當
引
進
新
的
貿
易
關
係

時
，
每
個
貿
易
夥
伴
國
都
必

須
進
行
調
整
，
因
其
部
分
產

業
可
能
擴
張
或
萎
縮
，
既
然

貿
易
能
擴
大
該
經
濟
體
的
消

費
可
能
選
擇
，
顯
然
整
體
經

濟
福
祉
會
比
過
去
提
高
，
所

以
該
經
濟
體
的
贏
家
也
應
該

有
足
夠
的
受
益
，
來
補
償
輸

家
之
損
失
，
但
補
償
輸
家
必
須
由
政
府
推
出
具
體
的
政
策
措
施
。

國
際
貿
易
促
使
市
場
擴
張
、
實
現
規
模
經
濟
及
專
業
分
工
。
隨
著
市
場
擴

張
，
市
場
間
的
整
合
和
分
割
也
成
為
可
能
，
國
際
貿
易
使
廠
商
聚
焦
在
專
業
化

任
務
（
而
非
專
業
化
產
品
）
，
廠
商
需
要
找
出
他
們
在
全
球
供
應
鏈
中
的
利
基
，

在
核
心
競
爭
力
上
最
大
化
其
附
加
價
值
，
在
供
應
鏈
中
，
附
加
價
值
愈
高
的
部

分
，
其
競
爭
就
愈
少
（
例
如A

p
p
le

、In
tel

、M
icrosoft

、T
S
M

C

）
，
所
以

橫
向
擴
張
（
供
給
全
球
更
多
客
戶
）
比
垂
直
整
合
更
有
效
率
且
更
有
利
可
圖
。

此
外
，
無
形
資
本
（
創
新
、
研
發
、
智
財
權
、
品
牌
）
投
資
回
報
率
的
增
加
，

比
市
場
規
模
擴
大
的
速
度
來
得
快
，
因
為
無
形
資
本
的
創
造
雖
然
需
要
較
高
的

固
定
成
本
，
但
其
擴
展
應
用
卻
只
需
要
較
低
的
邊
際
成
本
，
所
以
在
大
市
場
中

會
帶
來
較
高
的
邊
際
營
收
和
利
潤
；
也
因
為
透
過
國
際
貿
易
和
外
國
直
接
投
資

可
開
拓
更
大
的
市
場
，
無
形
資
本
的
槓
桿
作
用
也
更
大
。
無
形
資
本
亦
是
產
業

取
向
的
（
相
較
於
地
域
取
向
）
。
對
一
現
存
企
業
而
言
，
進
入
一
個
新
的
地
域

經
營
同
一
產
業
來
競
爭
相
對
容
易
，
而
在
同
一
地
域
市
場
要
進
入
新
的
產
業
來

競
爭
則
相
對
困
難
。

對
創
新
和
技
術
轉
移
而
言
，
充
分
保
護
知
識
產
權
是
必
要
的
，
缺
乏
保
護
將

使
發
明
家
與
企
業
沒
有
嘗
試
創
新
的
誘
因
，
跨
國
投
資
和
技
術
授
權
的
誘
因
也

隨
之
降
低
。
新
興
市
場
中
無
形
資
本
的
保
護
更
需
要
直
接
監
管
，
缺
乏
積
極
監

管
的
特
許
經
營
是
無
法
良
好
運
作
的
。
經
濟
全
球
化
除
有
助
於
新
概
念
、
新
科

技
和
新
經
濟
模
式
的
傳
遞
，
也
促
進
文
化
交
流
、
提
高
國
際
相
互
理
解
，
並
減

少
可
能
的
潛
在
衝
突
。

正
視
長
期
投
資
與
短
期
資
本
流
動

長
期
自
願
性
的
直
接
投
資
或
長
期
的
組
合
投
資
組
合
，
對
於
投
資
國
和
被
投

資
國
都
是
有
利
的
。
然
而
，
短
期
資
金
的
流
動
卻
未
必
有
益
於
雙
方
。
基
本

上
，
外
國
直
接
投
資
的
流
動
（
不
論
流
入
或
流
出
）
是
長
期
並
相
對
穩
定
的
，

長
期
組
合
投
資
的
流
動
亦
然
。
另
外
，
跨
幣
種
的
短
期
國
際
資
本
流
動
，
容
易

發
生
幅
度
或
方
向
上
的
急
遽
變
化
（
例
如
熱
錢
的
流
動
）
，
並
且
會
影
響
該
經

濟
體
的
金
融
市
場
（
包
括
外
匯
、
信
貸
、
資
本
市
場
等
）
的
穩
定
性
，
對
實
體

經
濟
造
成
負
面
衝
擊
。
但
最
重
要
的
反
對
跨
幣
種
短
期
國
際
資
本
流
動
的
理
由

是
：
除
了
有
關
貿
易
的
短
期
融
資
，
其
他
短
期
國
際
資
本
流
動
對
社
會
生
產
並

沒
有
貢
獻
。
流
入
的
跨
幣
種
短
期
資
本
並
無
法
在
流
入
國
內
有
效
運
用
，
當
它

們
被
用
於
長
期
投
資
計
畫
上
，
通
常
不
可
避
免
地
會
陷
入
借
貸
期
限
錯
誤
配
置

的
麻
煩
，
接
著
問
題
更
會
因
為
貨
幣
的
錯
誤
配
置
而
進
一
步
惡
化
。
事
實
上
，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東
亞
貨
幣
危
機
就
是
借
貸
期
限
與
貨
幣
的
雙
重
錯
誤
配
置
所
造

成
的
。

此
外
，
短
期
資
金
在
一
個
經
濟
體
的
流
出
與
流
入
，
也
會
造
成
該
經
濟
體
匯

率
及
利
率
的
過
度
波
動
，
而
這
也
將
抑
制
其
國
際
貿
易
和
長
期
投
資
的
發
展
，

影
響
該
國
實
體
經
濟
的
成
長
。

可
能
的
補
救
措
施
與
對
策

一
、
財
富
重
分
配
。
不
同
於
直
接
所
得
重
分
配
，
財
富
重
分
配
肯
定
能
改
善

貧
富
差
距
，
但
目
前
仍
不
能
肯
定
這
樣
的
重
分
配
可
以
提
高
整
個
經
濟
體
的
總

產
出
並
改
善
整
體
經
濟
福
祉
。
財
富
重
分
配
應
當
在
對
經
濟
總
產
出
沒
有
負
面

衝
擊
下
才
進
行
，
如
果
導
致
總
產
出
降
低
，
整
體
經
濟
福
祉
就
不
可
能
改
善
。

二
、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
國
家
可
利
用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的
政
策
工
具
，
來

改
變
可
支
配
所
得
的
實
際
分
配
情
況
。
例
如
德
國
在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前
屬
高

度
所
得
不
均
（○

‧

五
）
的
國
家
，
但
於
施
行
政
策
後
卻
優
於
多
數O

E
C
D

國
家
（○

‧

三
一
）
，
成
為
所
得
不
均
程
度
最
低
的
國
家
或
地
區
之
一
；
相

對
來
說
，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政
策
在
墨
西
哥
則
幾
乎
沒
有
實
質
效
果
，
施
行
前

後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每
一
個
經
濟
體
都
必
須
建
立
有
效
的
社
會
安
全
網
，
轉
移

支
付
計
畫
應
涵
蓋
失
業
保
險
、
職
訓
基
金
和
補
貼
等
，
幫
助
被
進
口
取
代
的
勞

工
重
新
回
到
就
業
市
場
。

三
、
最
低
工
資
。
一
個
國
家
可
以
選
擇
施
行
最
低
工
資
標
準
，
並
隨
外
在
條

件
調
漲
，
假
若
在
過
程
中
能
避
免
增
加
失
業
率
，
就
應
當
會
提
高
最
低
收
入
群

體
的
收
入
水
平
。
但
最
低
工
資
是
需
要
謹
慎
使
用
的
政
策
工
具
，
貿
然
施
行
的

話
，
就
會
有
導
致
失
業
率
上
升
及
通
貨
膨
脹
的
風
險
，
並
有
惡
化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程
度
的
可
能
，
甚
至
可
能
引
發
社
會
動
盪
。
最
低
工
資
標
準
不
宜
經
常
調

動
，
調
漲
最
低
工
資
標
準
的
最
適
當
時
機
，
是
當
失
業
率
低
時
。

四
、
鎖
國
政
策
。
一
個
國
家
可
以
自
願
選
擇
隔
絕
於
世
界
體
系
之
外
，
不
參

與
國
際
貿
易
和
不
允
許
國
外
投
資
的
流
入
和
流
出
，
採
取
自
給
自
足
的
經
濟
政

策
。
這
肯
定
會
避
免
經
濟
全
球
化
的
影
響
。
但
經
濟
實
行
完
全
自
給
自
足
，
將

會
降
低
整
體
經
濟
福
祉
和
人
民
的
生
活
水
平
。
改
革
開
放
前
的
中
國
和
受
經
濟

制
裁
期
間
的
南
非
與
緬
甸
，
以
及
當
前
的
古
巴
和
北
韓
，
都
是
顯
著
的
實
例
。

此
外
，
經
濟
自
給
自
足
並
不
必
然
導
致
全
國
所
得
分
配
平
等
的
結
果
，
治
療
方

式
（
鎖
國
）
本
身
可
能
比
原
始
病
症
（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
更
有
問
題
。

五
、
租
稅
政
策
。
首
先
，
若
一
個
經
濟
體
決
定
參
與
國
際
貿
易
，
出
口
商
品

1
而
進
口
商
品
2
。
產
業
1
會
擴
張
而
產
業
2
會
縮
減
，
產
業
2
的
一
些
失
業

工
人
可
重
新
受
雇
於
產
業
1
，
過
渡
性
協
助
如
失
業
救
濟
和
職
訓
津
貼
等
是
必

要
的
。
失
業
救
濟
金
應
從
社
會
安
全
網
中
提
撥
，
而
職
訓
津
貼
和
補
貼
的
來

源
，
可
透
過
向
贏
家
徵
稅
來
募
集
。

其
次
，
產
業
1
無
論
是
由
生
產
因
出
口
增
長
或
商
品
1
價
格
升
高
所
導
致
的

營
收
增
加
，
其
利
潤
都
會
提
高
而
需
要
付
更
高
的
所
得
稅
。
由
於
該
產
業
利
潤

的
增
加
，
徵
收
額
外
過
渡
因
出
口
增
加
所
增
利
潤
附
加
稅
是
合
理
的
，
此
附
加

稅
僅
適
用
於
當
年
度
，
隔
年
商
品
1
出
口
若
未
再
增
加
，
產
業
1
即
無
附
加
稅

的
責
任
，
附
加
稅
會
利
用
於
援
助
產
業
2
中
的
失
業
勞
工
。

第
三
，
產
業
2
部
分
，
無
論
是
進
口
增
加
或
商
品
2
價
格
下
降
所
致
的
營
收

縮
減
，
其
利
潤
會
降
低
而
稅
負
會
減
少
，
加
以
可
能
裁
員
，
如
前
所
述
，
政
府

需
要
協
助
產
業
2
的
失
業
勞
工
。
然
而
，
贏
家
則
是
可
享
受
商
品
2
更
低
廉
價

格
的
消
費
者
，
故
應
該
對
進
口
的
商
品
2
課
徵
過
渡
進
口
增
加
稅
以
補
償
輸

家
。
實
際
上
，
無
論
在
商
品
1
生
產
者
的
附
加
利
潤
稅
和
商
品
2
的
過
渡
進
口

增
加
稅
，
皆
為
協
助
負
擔
產
業
2
失
業
勞
工
過
渡
性
援
助
的
成
本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一
個
經
濟
體
進
口
的
純
粹
在
不
同
進
口
國
之
間
的
替
代
，
並
不
需
要
徵

收
過
渡
進
口
增
加
稅
。
有
人
可
能
認
為
過
渡
進
口
增
加
稅
違
反W

T
O

規
則
，

但
只
要
是
過
渡
性
而
非
永
久
性
的
，
其
本
質
上
近
似
於
激
增
稅
或
反
傾
銷
稅
，

因
此
應
可
為W

T
O

規
則
接
受
。

第
四
，
當
一
個
國
家
面
臨
替
代
國
內
生
產
的
進
口
增
加
，
也
可
以
考
慮
公
開

拍
賣
進
口
許
可
證
。
目
的
有
三
：
首
先
，
每
年
進
口
總
量
可
經
每
年
進
口
配
額

的
數
量
控
制
，
讓
它
逐
漸
有
序
增
加
，
不
致
突
然
嚴
重
影
響
國
內
產
業
；
其

次
，
進
口
配
額
的
成
本
最
終
由
消
費
者
負
擔
是
合
理
的
，
因
為
他
們
也
享
受
到

該
商
品
的
低
價
好
處
；
第
三
，
它
讓
政
府
能
徵
稅
來
資
助
因
進
口
而
失
業
的
勞

工
，
包
括
再
培
訓
及
再
就
業
之
成
本
。
然
而
，
進
口
配
額
拍
賣
的
方
式
可
能
違

反W
T

O

規
則
，
但
絕
對
比
自
願
性
配
額
的
做
法
好
。

第
五
，
若
企
業
將
生
產
移
轉
海
外
，
利
用
成
本
優
勢
再
將
產
品
輸
回
本
國
市

場
，
此
類
進
口
應
課
徵
前
述
的
過
渡
進
口
增
加
稅
。
另
外
，
為
了
避
免
企
業
有

移
轉
海
外
的
租
稅
誘
因
，
應
該
要
求
企
業
提
交
其
所
有
海
內
外
業
務
的
全
部
合

併
所
得
申
報
，
如
此
無
論
利
潤
是
否
匯
回
國
內
，
都
需
要
納
稅
。

六
、
保
障
充
分
就
業
。
此
為
提
高
低
收
入
群
體
所
得
及
改
善
所
得
分
配
的
最

有
效
策
略
之
一
，
經
濟
全
球
化
讓
產
業
傾
向
外
移
至
低
成
本
地
區
，
是
以
政
府

應
鼓
勵
並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而
這
些
就
業
機
會
必
須
是
獨
特
地
理
取
向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如
此
則
可
避
免
因
成
本
考
量
而
外
移
，
如
旅
遊
的
相
關
服
務
（
旅
館
、

餐
廳
及
當
地
運
輸
業
）
，
或
奠
基
於
獨
特
資
源
或
長
期
建
立
的
聲
望
（
茅
台
鎮

的
茅
台
酒
、N

ew
 H

av
en

的
耶
魯
大
學
）
，
而
公
共
財
或
公
共
服
務
的
生
產
，

包
括
環
境
保
護
、
教
育
、
醫
療
及
老
人
照
護
等
公
共
部
門
就
業
機
會
，
也
難
以

輕
易
外
移
。

七
、
托
賓
稅
（T

o
b
in

 ta
x

）
。
諾
貝
爾
經
濟
學
獎
得
主T

ob
in

所
提
出
的

托
賓
稅
，
乃
抑
制
短
期
、
投
機
性
資
本
流
動
的
政
策
工
具
，
若
針
對
資
本
帳
戶

下
流
入
或
流
出
的
資
金
，
每
次
交
易
課
以○

‧

五
%
托
賓
稅
，
每
個
月
進
出

一
次
將
面
臨
每
年
十
二
%
之
賦
稅
成
本
，
而
對
於
五
年
以
上
的
長
期
投
資
，
相

等
於
每
年
不
足○

‧

二
%
的
低
賦
稅
成
本
。
托
賓
稅
的
徵
收
可
大
幅
減
少
短

期
資
本
流
出
和
流
入
所
造
成
的
匯
率
波
動
，
也
對
國
際
貿
易
和
跨
境
直
接
且
長

期
的
投
資
有
利
。

八
、
人
力
資
本
。
長
期
而
言
，
諸
如
教
育
的
人
力
資
本
投
資
是
最
有
效
的
所

得
均
衡
工
具
，
教
育
的
投
資
可
使
公
民
（
包
括
失
業
勞
工
）
獲
得
足
夠
且
合
適

的
收
入
，
並
支
持
自
身
提
高
就
業
力
及
在
職
訓
練
，
為
有
能
力
者
創
造
機
會
，

提
供
豐
富
的
開
放
管
道
不
僅
可
增
加G

D
P

總
量
，
亦
可
促
進
社
會
和
諧
。

九
、
無
形
資
本
。
政
府
須
支
持
並
促
進
無
形
資
本
的
投
資
，
諸
如
研
發
資
本

和
商
譽
等
品
牌
的
建
立
，
施
振
榮
先
生
所
提
出
的
「
微
笑
曲
線
」
即
彰
顯
此
事

實
的
經
驗
。
供
應
鏈
初
始
端
的
研
發
者
或
末
端
的
經
銷
商
獲
利
最
豐
，
而
供
應

鏈
中
端
的
製
造
商
之
利
潤
則
相
對
低
，
這
是
因
為
研
發
創
新
者
可
由
專
利
、
知

識
及
設
計
等
特
許
收
費
中
獲
利
，
而
經
銷
商
可
從
品
牌
認
知
及
通
路
獲
得
利
潤

分
配
，
而
製
造
商
的
利
潤
通
常
很
微
薄
，
尤
其
當
它
他
們
僅
為
承
包
「
原
始
設

備
製
造
商
」
（O

E
M

s

）
，
而
「
原
始
開
發
和
製
造
」
（O

D
M

）
的
利
潤
也
不

甚
高
，
專
利
和
品
牌
終
究
還
是
創
造
利
潤
的
主
要
來
源
，A

p
p
le

和N
ik

e

即

為
企
業
典
範
。

十
、
台
灣
案
例
。
過
去
台
灣
的
香
蕉
、
鳳
梨
和
蔗
糖
為
出
口
大
宗
，
如
今
盛

況
不
再
，
大
部
份
農
民
已
轉
業
，
台
灣
經
濟
的
成
功
源
於
非
農
業
部
門
的
擴
張

及
勞
動
力
的
移
轉
；
台
灣
也
曾
是
全
球
最
大
的
鞋
出
口
國
，
如
今
也
轉
型
高
科

技
產
業
。
透
過
投
資
人
力
資
本
和
強
化
研
發
能
力
，
可
以
改
變
比
較
優
勢
，
台

灣
最
成
功
的
企
業
透
過
大
量
的
研
發
投
資
來
維
持
其
自
身
競
爭
力
和
比
較
優

勢
，
且
近
年
來
，
台
灣
已
成
為
國
際
專
利
的
主
要
生
產
者
。

除
了
透
過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的
直
接
重
分
配
，
公
共
基
礎
設
施
投
資
和
公
共

財
的
投
資
與
供
給
也
是
重
分
配
的
一
種
形
式
，
諸
如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
環
保
、

教
育
、
醫
療
等
由
稅
收
支
付
的
公
共
財
，
所
有
人
皆
可
免
費
或
以
低
成
本
取
得

利
用
，
會
提
高
整
體
經
濟
福
祉
。
公
共
財
的
提
供
也
是
平
衡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的

有
效
工
具
。

結
語
建
言

經
濟
全
球
化
為
世
界
上
最
貧
困
的
人
口
帶
來
提
升
的
潛
力
（
例
如
中
國
）
，

從
全
球
來
看
，
經
濟
全
球
化
的
總
體
效
益
是
正
面
的
。
但
經
濟
全
球
化
衍
生
的

主
要
問
題
是
：
經
濟
全
球
化
利
益
的
內
部
分
配
。
贏
家
如
何
補
償
輸
家
？
針
對

失
業
勞
工
提
供
過
渡
性
的
支
持
是
政
府
的
責
任
，
包
括
職
業
訓
練
、
再
就
業
協

助
，
和
創
造
替
代
性
就
業
機
會
，
試
圖
將
經
濟
全
球
化
利
益
的
一
部
分
由
贏
家

重
新
分
配
給
輸
家
。

實
質G

D
P

成
長
率
和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兩
者
間
是
相
互
影
響
的
，
但
所
得
分

配
的
絕
對
平
等
並
不
會
達
到
總
體
實
質G

D
P

或
人
均
實
質G

D
P

的
最
高
水

平
，
必
須
思
考Jam

es M
irrlees

的
「
最
優
稅
收
」
模
型
，
政
府
應
運
用
課
稅

和
轉
移
支
付
政
策
，
提
供
實
質G

D
P

邁
向
最
大
化
的
誘
因
，
明
確
地
進
行
所

得
重
分
配
，
也
可
運
用
公
共
財
政
策
來
改
善
實
質
所
得
分
配
情
況
。

所
有
經
濟
發
達
國
家
的
資
本
回
報
率
都
在
持
續
降
低
，
有
人
認
為
這
正
符
合

馬
克
思
《
資
本
論
》
所
預
言
，
然
而
，
資
本
投
資
的
低
回
報
率
實
在
是
人
為
的
，

因
多
國
中
央
銀
行
都
將
利
率
控
制
在
幾
近
於
零
。
當
資
本
市
場
充
斥
著
零
利
率

的
資
金
流
動
，
實
質
資
產
回
報
率
趨
近
於
零
也
不
令
人
意
外
。
但
在
開
發
中
國

家
的
無
形
資
本
投
資
回
報
率
卻
可
以
相
當
高
，
例
如
六○

年
代
後
的
台
灣
，
輸

入
與
勞
動
力
互
補
的
有
形
資
本
在
開
發
中
國
家
更
是
常
見
，
若
有
適
當
的
公
共

基
礎
建
設
資
本
來
配
合
，
私
人
資
本
的
回
報
率
將
會
相
當
高
。
所
以
，
在
防
止

資
本
報
酬
率
趨
近
於
零
，
以
及
協
助
開
發
中
經
濟
體
成
長
的
同
時
，
經
濟
全
球

化
確
實
可
以
扮
演
正
面
的
角
色
。

主
持
人\
何
志
欽
（
前
財
政
部
長
）
：

全
球
化
是
一
刀
兩
刃
，
榮
辱
與
共
，
正
面
意
義

上
，
可
透
過
產
業
與
貿
易
發
展
，
創
造
更
高
的
價

值
，
提
高
生
活
水
準
，
也
透
過
金
融
和
投
資
的
融

合
，
創
造
更
多
的
附
加
價
值
，
同
時
也
創
造
更
多
贏

家
與
輸
家
，
原
有
的
分
配
發
生
變
化
，
要
讓
此
困
境

達
到
均
衡
，
著
實
是
一
大
挑
戰
，
特
邀
劉
遵
義
院
士

綜
觀
全
局
，
剖
析
全
球
趨
勢
發
展
下
的
變
化
，
陳
添

枝
教
授
為
台
灣
未
來
提
建
言
，
本
人
參
與
討
論
。

導

言

表一、各國稅前、稅後的基尼係數對照

Australia            
Canada              
China             
France              
Germany            
India              
Italy               
Japan               
Korea, Republic of     
Mexico              
Russia               
Sweden              
Switzerland          
Turkey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30.5                        
33.7                        
37                           
32.7                          
30.6                        
33.6                       
36                           
38.1                      
31.3                       
48.1                       
39.7                       
25                         
33.7                           
39                           
38                              
41.1                             

46.8
44.1
NA
48.3
50.4
NA
53.4
46.2
34.4
49.4
NA
43.6
40.9
47
45.6
48.6

Country 
World Bank Estimates 
of Gini Co efficients               
after taxes and transfers            
circa 2000s (percent)              

OECD Estimates
of Gini Co efficients 
 before taxes and transfers
circa 2000s (percent)

圖一、全球所得不均狀況（from Peter S. Larson）

World Inequality
(global Gini index where 0 represents exact equality and 1 represents total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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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歷年台灣稅後所得不平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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