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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五日時報民意論壇刊登了張明宗教授的文章，他在文章最後以經濟學

者的身份，認為大家不應該為了買不到口罩而要求政府進行干預，他認為因此事

而干預市場的運作是錯誤的，口罩這普通商品不會有市場失靈的問題，短期的失

調自會由市場機制的調整來解決，他認為政府要「有所不為」（不管口罩），才能

「有所為」（那要「為」什麼呢？）。 
如果沒有 SARS疫情，如果短缺的只是與防疫無關的一般商品，他的說法應

可成立。但現在要優先控制疫情應該是全民共識，同一天的報紙就報導了，因為

缺乏口罩與防護衣等裝備，醫護感染率高達三成。此時對口罩的需求，當然是一

短期並突然出現、同時（希望）未來會逐漸消減的需求，原先的供銷體制必然難

以負荷，要廠商依據市場訊息來做反應、進行投資擴產，則不單緩不濟急，同時

廠商會認為這只是一時的需求，不值得做長期投資。因此這顯然是個原有市場體

系既無法解決，大家卻又有共識認為必須立即滿足的需求。在這種情況要求政府

出面以公權力來協調解決這個問題，是極自然而合理的。其實自由市場若要能帶

來好的結果，是需要有諸多條件來配合的，如資訊完整透明、制度完善、無顯著

規模經濟等。醫療市場在承平時候就已經不符合這些條件，更何況防疫就像戰

爭。市場失靈的情況很多種，這只是其中一種，重大的市場失靈就需要政府來進

行程度或大或小的干預。 
 近年來，自由市場思潮風行，市場的作用被過度推崇，政府的角色被過度壓

抑。此次口罩與防護衣等供給問題中，儘管法源不成問題，中央政府卻一直不願

意動用較強的公權力介入，多年來「尊重自由市場」思潮的影響或許也是原因之

一。 
 此次疫情顯現的當然不只是政府沒有能力處理口罩的問題。五月十一日時報

刊登了公衛學者陳美霞教授的「公衛體系廢功 如何防煞」一文，其中清楚指出，
近一二十年來在自由化風潮下，政府忽視預防性公衛體系的維護，至今醫療資源

中每年僅百分之三用在公衛上。同時，醫療體系走向私有化、商品化，醫療體系

的急速擴張，主要來自財團或私人醫院的大幅增長。但此次防疫戰中，這些財團

醫院「不僅助力不大，甚至有些因不通報或不收 SARS病人而造成防疫的阻力」。 
 五月十四日台大醫院院長證實台大急診室院內感染問題時，表示衛生主管單

位「無力協助台大病患轉院，又不願開罪財團法人醫院」，才導致台大負荷不了。

確實，收了較多 SARS病患的台大、榮總、三總、和平與松山是公立的醫院，我
們是否能夠在制度上做改變，使得私人醫院能夠在整個醫療體系中，擔任更積極

有助力的角色？以後財團私人醫院的比重可能會繼續增加，我們目前的制度安

排，是否能處理下一次的疫情？這並不是要對私人醫院主事者作道德的譴責，而

是提出一嚴肅的制度安排問題。防疫必然是一整體的戰爭，必須要由政府集中領

導，政府必須要能對整個醫療體系的資源，不論公與私部門，做最好的調度，制



度的安排必須要讓政府能做到這一點。 
自由市場只有在資訊完美並對稱時才能運作的比較理想，不過，醫療保健產

業雖然極端重要，卻充滿訊息的不完美與不對稱，市場失靈是常態，因此沒有任

何國家可以把醫療問題完全交給「自由市場」來解決，對於公與私部門的合理規

範，是制度無可或缺的一部份。此次疫情應是一有用的教訓。 
 
刊登於中國時報，民意論壇，2003年 5月 17日，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