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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議摘要 

（一）公共投資與財政收支 

 支出方面 

1. 公共投資的前提是市場失靈，故其投資對象必須為公共財、或

者是有外部利益的建設（科技研發、人力資本、資訊基礎設施、

大眾運輸系統等）。 

2. 政府不應對特定產業提供租稅優惠或價格補貼。 

3. 公共投資計畫應根據成本效益評估的數據，排定優先次序。 

 收入方面 

1. 擴大稅基：對資本利得課稅，取消各類租稅減免，增加「能源

及環境稅」。 

2. 降低所得稅率：逐步調高消費稅之比重。 

（二）金融管理 

1. 平時必須讓體質惡劣的金融機構任由市場淘汰，不助其苟延性

命，以降低總體環境惡化時金融機構集體倒閉的風險。 

2. 凡其存款保險、投資保險由政府所提供的機構，以及任何潛在

的接受公共救助的金融機構，都必須提列流動性準備、保證資

本適足率，其投資選擇並受限制。 

3. 修正存款保險制度的保費及保額架構。存款保險機構可在經濟

狀況不佳時，加收「特別保險費」，以反映風險成本；對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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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額度或不同性質的存款可提供不同的保額。 

（三）外貿結構與區域經濟整合 

1. 台灣是小型經濟體，內需市場的規模無法支持持續擴張的大規

模生產；必須對外開放，依循比較利益、進行專業分工、持續

出口導向，方可促進我國的長遠利益。 

2. 與東亞國家或中國大陸簽訂自由貿易的協定，可提高我國專業

化生產的潛能，長期而言，有利於所得的提高與經濟成長。 

3. 在自由貿易協定的架構之下，我國將出現產業結構的調整。缺

乏調整能力，需要政府協助、以渡過調整期的產業和勞工，相

對上會是少數。故就政策規劃而言，政府應推動下列的工作：

（1）擴大FTA的協商對象，以參與東亞、亞太，甚至歐亞的經

濟整合；（2）保有防衛機制、加強救濟措施，以協助勞工和

產業的調整；（3）加強科技研發、加速創新，以提升產業的

競爭力；（4）加強人才培訓，厚植人力資本，提升勞工的生

產力。 

（四）產業結構 

1. 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於持續的技術進步，持續的技術進步則

靠持續的研發，持續的研發則有賴於經濟機制中的研發誘因。

保持市場的競爭機制，以刺激研發的誘因；矯正市場失靈，提

供研發補助，才是恰當的作法。 

2. 研發補助的對象不限於新產品的研發，也包含品牌、行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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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研發。 

3. 研發補助應配合經濟誘因和市場機制，例如：要求受資助的廠

商必須投入配合款，使廠商也負擔部分的研發成本，以避免「道

德風險」。 

4. 服務業的研發補助、基礎設施（服務業體驗園區、服務業統計

資料庫、海外通路調查資料庫等）、土地取得的便利性，都應

該大幅改善。 

5. 加快經濟的開放與對外整合，以強化國內的競爭、提高研發的

誘因。政府應利用兩岸經貿正常化的契機，推動兩岸共同的產

業標準，創造共同研發的環境，以強化我國廠商在大陸市場與

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 

6. 總而言之，產業的發展和各產業的規模當由我國的相對優勢

（比較利益）來決定。政府勿以人為手段來強行「創造」我國

不具備相對優勢的產業，或代替市場挑選「贏家」。公共資源

應用於研究發展、基礎設施、產業環境改善等公共財或普遍性

功能提升的項目。 

（五）能源環境問題 

 善用市場機制 

1. 讓能源價格自由浮動，不訂上限，以使能源稀少的訊號能透過

價格傳遞出來，讓人們有誘因根據使用資源的代價，來調整其

能源消費量。 

2. 讓能源商品之互補性商品的價格機能也充分運轉，例如：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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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市場租金訂定停車費率。 

 

 矯正市場失靈 

1. 徵收「能源及環境稅」，以反映能源消費的環境成本。 

2. 將公共資金投資於市場失靈之處，尤其是基礎研究和能源科技

的研發。 

 開徵「能源及環境稅」之後，應調降所得稅率，以增加勞動

與投資的誘因。 

 不補貼任何新舊能源的銷售或使用！ 

1. 補貼特定的企業之後，未受獎者所能獲得的資源必受排擠，不

利於新能源開發之競爭。 

2. 事先代市場選定得勝者，使其銷售受保障，會抵銷受獎者和其

競爭對手的研發誘因。 

3. 政府若將資金投注於特定的企業，所得稅率便難以調降。 

（六）就業問題 

1. 當前結構性失業的關鍵在於人力結構與產業的轉型不相合，必

須透過人力資本的轉型才能改善，因此重點在於人力投資。 

2. 人力投資的核心在教育；教育市場的開放與競爭至關重要；教

育券的功能當與教育市場的競爭相結合。 

3. 勿扭曲勞動市場的價格機能。嚴苛的基本工資規定會降低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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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低生產力者的誘因，因而提高長期失業率。服務業的勞工

雇用型態也與製造業截然不同，若限制過多，會限制資源的有

效運用，降低勞動市場的效率。 

4. 就業促進政策應當避免扭曲勞動雇用的邊際生產力標準，勿為

了短期的就業指標，忽略了長期的結構性效益。 

（七）人口轉型 

1. 人口老化的關鍵挑戰在於養老財政。 

2. 以公共支出提高生育率的措施，成本高而收效不大。強制性的

育嬰假則干預勞動市場的調整，有害於勞動市場的彈性。 

3. 成本較低而又無害於經濟成長或退休者福利的作法是：提高本

土年輕老人的勞動參與率；而其關鍵在於退休制度的改革。 

4. 勞保年金新制的改革應當擴展到公教人員退撫制度和公教人

員養老保險，包括：逐年提高保費，以擴充準備金；利用「展

延年金」的概念，降低低齡自願退休者的年金福利。 

5. 更進一步的改革是，將公教人員退休金改為確定提撥制度（與

勞退新制相同）。 

6. 為了提高退休基金的投資報酬率，並避免政府利用退休基金進

行短期性的操作，勞工與公教人員退休基金之管理應改為競爭

性的私營，由公務人員與勞工在合格的金融機構中自行選擇信

託管理人。 

7. 吸納工作移民是增加工作人口的另一種方法；我國產業的升級

和國際化也需要許多高階的人才。擴大開放高階人才的工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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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既可提高我國的人力素質，也可以增加一部份的工作人口。 

8. 勞動生產力的提升有助於養老財政與經濟成長，政府應致力營

造一個開放而競爭的環境，以刺激人力資本的累積和技術進

步，增進勞動生產力。 

9. 後，節制福利制度的擴張，使家庭擔負起高齡化社會之責

任，提倡孝道與養兒防老，重建家庭的功能，是解決整體問題

的根本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