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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之下，日出產業會自然產生？  

 

 以「邁向執政之路」自許的民進黨為了顯示執政能力，近日來繼其頗獲好評
的兩案政策大辯論之後，再次舉辦產業政策的研討會，確實，「台灣需要怎樣的
產業政策」是個非常重要的政治經濟課題。 

 在當今一片「自由化」的說法下，政府干預被認為必然是負面作用，而產業
政策的必要性也是常被質疑的對象。其實在這轉型階段中，政府的角色比以前更
顯吃重。台灣經濟需要進行全面的升級，這不單包括產業生產上的升級，更包括
整個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上的配合，除了軟硬體基本建設之外，法令制度的全
面翻修更是必須，在這過程中，政府明顯的必須扮演一個主導性的角色，無論是
制度翻修、修改法令、或進行基礎建設，政府都處於中心地位，要提供協調與領
導的功能，要協調維護私部門的遊戲規則。現在重點是要建立新的合理的遊戲規
則，而不是以「放任」取代過時的規範。 

    自由化之下台灣的日出產業會自然的產生嗎？在過去，產業政策的施行雖有
不少問題，不過在幾個關鍵點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台灣幾個重要的產業，如紡織
業、石化業、電子業等，政府直接的干預（設立第一個廠）所起的示範作用，起
了帶動產業發展的效果，在當時也達到了為未來準備新興工業的政策目標。譬如
說，現在紅的發紫的半導體業，它的開始實有賴於二十多年前政府藉由成立工研
院電子所，而開始推動的電子業計畫，其後非常成功的聯華電子與台積電都是由
電子所發展出來的衍生公司。 

在現在的環境下，產業政策必須改變方式，制訂與實行上也必須更細緻合
時，少些直接投資式的干預，但是協調幫助產業拓展新領域的工作卻仍不能免。 

 同時，現在的產業政策具有更艱鉅的任務。在當年工業化發展初期，「一切
為成長」的思考模式還可以被社會接受，現今各種其他層面的問題、社會上其它
的要求，已經清楚湧現不容忽視。譬如台灣拜耳案，部分也可說是中央政府事前
忽視當地反應的結果。 

 除了一般經濟性質的產業發展條件之外，現在的產業政策更必須將其它的因
素一併列入，做一全面性、前瞻性的考量。而最重要的其他因素包括環境保護、
生態保育、二氧化碳排放限量、水與土地自然資源的永續運用等。 

 近來，包括濱南案在內的幾個大投資案，引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包括氣候變
遷國際公約對於二氧化碳減量的壓力，水資源不足與水庫的興建，濕地保育，保
育鳥類的存續，土地資源的配置利用等。 

 在現今的決策模式中，開發利益被列為最優先的考量準則，而這些其他因素
都被當作是開發過程中「亟待克服的困難」，因此經建單位以投資額為主要業績
準則，而其他如環保署等單位就成了不是流於形式就是發展障礙了。在這種互相
矛盾的決策模式之下，不單政策推行會困難重重，其他重要考量因素也必然得不
到應得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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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當局為了支撐其戒急用忍兩岸政策，給予大企業打中國牌爭取優惠
的極佳籌碼，只要是大型投資案，不論其污染性耗能性如何，都一律給予鼓勵與
補貼，完全放棄產業政策的理性準則，使得上述問題更為嚴重。同時，這也顯示
了一個積極正面、具有前瞻性的大陸政策，也是一個完備的產業政策必要的一部
份。 

 總之，台灣不單還需要產業政策，並且是要一個將上述因素積極列入全面考
量的產業政策，也只有如此的產業政策才具有領導性與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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