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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於「國際經濟危機之衝擊與啟示」 

國際研討會致辭稿 

中華經濟研究院朱董事長、來自美國的貴賓克魯曼博

士、各位嘉賓、各位女士、各位先生： 

去（2008）年 9 月以來，威力強大的金融海嘯及

經濟衰退衝擊全球各地，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

外；各國政府也費盡全力採取緊急措施來穩定金融及

振興經濟。曾經挽救 1930 年代「經濟大蕭條」、以「大

政府」為圭臬的凱因斯理論似乎又成為經濟思想的主

流；制定決策的各國專家及政府官員甚至可以大聲地

說：「我們都是凱因斯學派了！」（“We are all 

Keynesians！＂）。 

台灣是高度開放的經濟體，因此，在這次全球金

融及經濟危機中受到的衝擊特別深重，帶給政府的壓

力亦是前所未有。在金融體系方面，台灣歷經亞洲金

融風暴衝擊，在拓展國際金融業務上相對審慎，因而

受到金融海嘯的衝擊也較輕，但是，受到全球景氣大

幅衰退的影響，台灣對外貿易及出口出現巨幅衰退，

經濟成長動能受到可觀的打擊，因此，我國政府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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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的振興經濟措施，將陸續投入高達 GDP 8.2％

的政府預算來擴大內需以緩和出口衰退的衝擊，相關

的內容在昨天的另一場論壇經建會已有詳細說明。我

國政府作出的種種努力，發揮了提振有效需求的一定

效果，最近台灣金融及經濟各方面數據都出現好轉跡

象，也讓台灣成為驗證凱因斯理論的最有力典範。 

在全球經濟面臨危機的關鍵時刻，克魯曼博士大

聲疾呼政府要採取及時、強力的作為，以穩定大局，

扭轉危機；這種身體力行知識份子對國家社會的責

任，無疑是亂世中的一股穩定力量。克魯曼博士對如

何恢復全球金融及經濟穩定的觀察與洞見，尤其值得

重視。最近全球金融及經濟情勢已出現若干樂觀的訊

息，我們期待美、歐等工業先進國家能夠堅持自由貿

易，避免貿易保護主義阻礙全球經濟復甦的步伐，同

時也應針對金融監理上的盲點及缺失，採取一致行動

加速改革金融體制，重建世界金融的新秩序，從根本

上防止金融風暴的一再重演。 

金融海嘯對亞洲國家的衝擊影響，也是值得密切

觀察的另一個重點。過去亞洲國家過於依賴外資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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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勞力密集產品的發展模式，導致上世紀末亞洲金融

風暴的發生，也讓亞洲各國汲取教訓，不僅在金融體

制上進行大刀闊斧的改革，而且全力推動區域經濟合

作，近年亞洲區域內貿易量顯著增加，因而也相對上

降低亞洲國家對美、歐市場依賴程度。我們也注意到，

面對國際經濟的衰退，亞洲各國政府皆致力於擴大內

需，其努力程度甚至超過陷於風暴核心的美、歐先進

工業國家；中國經濟崛起也成為驅動亞洲經濟成長的

另一引擎。此一趨勢很可能會加快亞洲經濟發展與

美、歐經濟的脫鈎（de-link），在可預見的未來，亞洲

在全球經濟體系的分量必將愈來愈重要。 

台灣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受傷甚深，但是，我

們並未動搖對金融開放及自由貿易的信念與堅持。過

去一年，台灣積極推動與中國大陸經濟關係的正常

化，希望徹底改變台灣「對國際開放，但對大陸限制」

的「跛行政策」，同時，台灣也積極參與區域經濟整合，

我們正規劃推動與中國大陸協商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ECFA），並全力推動與美、日、新加坡等貿易夥伴

洽簽 FTA，及參與東協（ASEAN）及國際經濟組織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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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與 WTO 多哈回合的多邊協商。我國政府的努力就是

要讓台灣與全球經濟緊密接軌，讓台灣從世界經濟版

圖上的日益「邊陲化」重回到核心地帶，在全球供需

鏈上扮演更積極、關鍵的角色。 

“Made In Taiwan＂曾經標識台灣產品行銷世界

的榮耀；台灣卓越的製造能力也已移轉甚至帶動中國

大陸及東南亞國家的產業發展，也塑造出近年台灣「間

接代工出口」的產業發展模式。現在我們正力求提升

產業發展的格局，從掌握更先進的核心製造技術提升

到設計及原創技術，我們也運用潛力可觀的大陸及東

南亞市場來發展自我品牌及行銷通路，台灣的改變就

是在「化危機為轉機」，期許在下一波經濟繁榮來臨

時，台灣能夠重劃經濟版圖，脫穎而出。我們也期待，

在世界各國的共同努力下，全球金融及經濟可以及早

從谷底回升，否極泰來，開啟另一個經濟的盛世。 

最後，本人要再次向諾貝爾經濟得主克魯曼博士

致敬，並預祝今天研討會的圓滿成功！敬祝大家身體

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