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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會是夢一場嗎？  

 

 七月下旬中共飛彈演習的效應之一是使得台灣股市大跌，而這又相繼引發彰
化四信與國際票卷的金融風暴，這兩個事件都清楚的涉及舞弊，也成為台灣泡沫
經濟破滅的先聲。但是金融風暴並不一定要有弊案才會發生，若以日本為例，股
市與房價下跌的效應本身（不需弊案）就足以帶來一波波的金融危機，今年年初
以來台灣幾家建設公司的倒閉就是一例。在短期內，台灣的股市與房市還會在谷
底徘徊，因此很可能會繼續發生類似的金融風暴甚至危機，更何況台灣尚未揭發
的金融弊案必然還有很多。 

 八月上旬中共宣佈將進行第二次飛彈演習，股市再次大幅跌落，但是應該以
維持物價穩定為第一要務，必須對政治保持距離的中央銀行，卻忙著以「降低銀
行存款準備率」這種對金融制度的重大變革的手段，來對付短期的政治問題，央
行意圖在短期提高信心，但卻使人在長期失去對央行的信心，更談不上建立健全
的制度了。證管會也搬出進一步開放外資等措施來救急，同樣的混淆了制度變革
與短期微調。從現在起到明年總統選舉這段期間，政治風波必然會不斷的導致股
市產生波動，從這麼早就開使用急救章的措施，不單效果不彰，長期對通貨穩定
以及建立制度方面更會產生不良的影響。 

 這些事件也清楚的顯現出台灣金融制度的落伍，而政商關係的糾纏，是使得
法治性的規範難以建立的主因，這在過去是如此，在短期內，若在政治上沒有重
大變革，則也看不到什麼改善的可能。若從大處著眼，有以上所舉的央行與證管
會的例子，若從小處著眼，譬如「加強地方金檢」在選舉之前必然難以真正實現，
執政黨不會敢去動搖地方勢力的金庫- 合作社與農會，只會在現在忙著指示中央
存保公司將申請投保者不必經檢查照單全收。 

 同時，追究責任歸屬、檢討經驗以求改進的這種良性的發展，恐怕也不會發
生，歷史就可說明這點，現在這批相關官員，就正是十年前為了十信案去職而後
又復出的官員，只是上次他們還要去職，這次可能連這去職復職的曲折也免了，
就像我們的金融檢查制度一樣，留在原地踏步。在這政商體系中，要堅持原則就
會淪落到，像前中華工程董事長陳朝威，雖身為官股代表，卻被迫辭職而後又被
人恐嚇跟蹤的下場。 

 這種權責不清、利益糾結、關係錯綜複雜的政商體系，在經濟不斷快速成長
的時候，在台灣經濟競爭仍著重低品質薄利多銷的階段，其弊端比較不會那麼礙
眼。但是今後台灣經濟成長必然趨緩，國際競爭越趨複雜、激烈，台灣整體經濟
的提昇，不單要依賴產業的升級，更要依靠整體環境的改善，這包括競爭環境的
合理化，除了硬體建設之外，屬於軟體的規章制度方面的建設更是重要。同時這
些飛彈演習事件清楚顯示了兩岸關係對台灣經濟的影響，而處理兩岸政治關係需
要高度的政治智慧。但是在台灣今日這種政商體系中，這些急為需要的軟體建
設、政治智慧，都無法產生。 

 譬如說，想要使台灣成為東亞金融中心計畫的致命傷，就是在於無法建立健
全的規章制度。要成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除了經濟實力、地緣因素、硬體條件
之外，當地的金融市場必然要具有完整、合理化的規章制度，主管機構不單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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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並且要具有公信力，能公正果決的執行公權力，而顯然的台灣目前在這方
面，因為黑金政治當道，所以是無法做到的。 

 在關於提昇台灣經濟競爭力的討論中，當政者所提出的方案，或者是興建一
些有形的硬體設施，如高速鐵路、南橫高速公路等，創造商機與相關人士共享，
對鞏固政治利益確實有利；或者是給予企業各種補貼優惠；但對於關鍵性的政治
革新，則是絕口不提的。而實際上，台北捷運的例子就很清楚，軟體不改革，硬
體也建不好。在另一方面，企業界所提出來的方案，幾乎清一色的是要求公部門
給予它們各種優惠與讓步，談不上自律也無前瞻性。 

 因此在台灣這政經大幅變革之際，政商方面的社會菁英都缺乏領導能力。但
是在現在的國際競爭中，國家的經營管理能力其實已經成為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部
份，因此在今日台灣，現存的政商關係也就成為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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