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灣經濟學的前輩，臺大經濟系名譽教授施建生，在2020

年7月18日逝世，享壽103歲。施老師是臺灣經濟學界的

開山始祖，在臺大經濟系退休後不久即在中經院擔任顧問。施

老師幾乎每天都來中經院的研究室；施老師通常平日中午在

中經院員工餐廳用餐，他晚年研究及生活幾乎與中經院密不可

分，成為中經院的鎮院之寶。

施老師一生教學研究未曾中斷，特別是施老師在《經濟前

瞻》於1992年撰寫第一篇文章，至2016年99歲高齡發表第99篇

文章，算是《經濟前瞻》最多產的作者。為了紀念施老師，本

期特別增闢紀念施建生教授專欄，表達對施老師的思念。

本期前瞻焦點為「後疫情時代臺灣的機會與挑戰」，雖然目前COVID-19尚未完全平息，但疫情已經

和緩。在多數國家經歷第二季幾乎是空前的經濟衰退後，第三季可望有所改善；各國及跨國企業均已展

開部署，規劃未來布局以因應新的局勢。另外疫情也使得美中關係惡化，美國加速與中國脫鈎。本期前

瞻焦點特別邀請前國發會主委、臺大經濟系名譽教授陳添枝，由宏觀的視野撰寫「美中對抗下小國的出

路」，另外4篇則分別是「COVID-19對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影響及臺灣的挑戰」（陳添枝、顧瑩華）、「後

疫情時代全球產經趨勢及企業的因應策略」（楊書菲）、「後疫情時代各國競逐外人投資與對我國招商

之意涵」（林俊甫）及「後疫情時代美中經濟對抗走向」（劉昱辰）。藉由各層面詳細分析，可以使讀

者了解未來全球產經發展的脈動，以及臺灣可能面臨的挑戰。

除了前瞻焦點外，本期也有多篇文章專注各國因應疫情的政策。內容包括「後疫情時代日本經濟社

會的變革與再出發」（呂慧敏）、「後疫情時代的歐盟數位政策發展趨勢」（林蒧均、陳信宏）、「後

疫情時代的新數位政策議題研析-以新加坡及韓國為例」（歐宜佩）、「新冠肺炎是啟動各國債務壓力的

悶燒鍋？」（黃勢璋、林雁舷）。

其次在8月1日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所以本期也探討「歐盟-越南FTA生效之可能發展與

影響」（許茵爾、劉金梅音）。另外臺灣也很關心美國對香港的擴大制裁所衍生的影響，所以本期也安

排「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影響評析」（謝念億）。

最後在編輯本期時，政府宣布將在明年1月1日解除對美豬美牛相關的進口限制，這個攸關食安健

康，但卻高度政治化的問題，一直在國內具有高度爭議。為掌握時效，我們也特別針對此問題，邀請東

吳大學法律系張愷致助理教授撰文分析其來龍去脈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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