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 化下的發展與分配

化危機為轉機
從人才培育到搶救競爭力

建構東方新端主

自進入二十一世紀我 (五)台灣應有的作為 。

們已感受到全球化浪

潮對我們的衝擊 。 雖然全球 政府應持開放態度面對挑戰

化使 「世界變成平的 J '卻 田弘茂教授在他的 (面對

強化優勝劣敗叢林法則。 全球化的挑戰與效應〉一文

一個國家保有競爭力，可 中，論及全球化對台灣的挑

維持它的經濟成長 ; 一個企 戰及回應 。 他認為政府沒有

業能保有競爭力 ，會掌握它 迴避的權利，應抱著更開放

的市場; 一個人保有知識與 的態度，去面對經濟全球化

能力的競爭力 ， 會有選擇的 的挑戰 。

自由，享受經濟成長的甜美 陳添枝教授提出的 (全球

果實 。 化下的產業營運模式〉一文

中表示全球化和區域整合是

全球化強化優勝玄敗的叢林 影響全球產業分工的重大因 。于宗先/中央研究院院士、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

;去貝IJ 素。他認為唯有改變代工的

相對地，如果一個國家失 營運模式 ，放棄成本競爭老 曾巨威教授以(墳墓正 的評估 。

去競爭力，它會積弱不振; 路，走上自我品牌的營運模 義 : 是租稅改革的最後一道

一個企業失去競爭力，它會 式，追求價值的創造，才能 防線 〉 為題，對遺產稅和贈 人才培育須有國際視野

失去市場 ; 一個人失去競爭 為經濟開創新局面 。 與稅取消與否，作了較公允 全球化下，對人才的競爭

力 ，他會窮苦療倒。時報文 的論述。 他認為 ，如果在生 更為明顯 。 有人才，即有競

教基金會有鑒於這種現象的 公共政策應扮演救火隊角色 前的稅制上，找不到公平正 爭本錢。為了培育人才，由

存在與擴大，乃舉辦起期兩 李紀珠教授係從立法與行 義伸張的可能 ， 那麼在每個 黃榮村校長的 ( 面對全球化

日的 「面對公與義:全球化 政的弊端及缺失，探討全球 人都無可逃避的死亡時點， 的教育資源與人才培育 ) , 

下的發展與分配」研討會 。 化下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所得 利用遺贈稅的課徵， 發揮 重點在於 :教育事務之推動

根據發表人和評論人的研 分配 。 她更指出，政府資源 「墳墓正義 J '追補回那些失 應納入全球化的考量 ，應有

討內容，我將分成五部分作 過度向財團傾斜，使得台灣 去的租稅公平，便成為必要 國際視野，任何規劃或政策

總結﹒(一)全球化的涵 稅制不再成為平抑所得分配 的最後一道防線 。 他再三強 制定必須放入國際比較的架

義 、 源流及台灣的因應， 之工真，反而成為惡化所得 調，由於遺贈稅具有強烈的 構下 。 總之，因應全球化的

(二)全球化的衝擊， (二) 分配之幫兇 。 面對全球化的 重分配意義，在現實情況 世界變遷，辦教育必須要有

貧富差距加大的檢視， ( 四 ) 街擊，需要政黨的公共政策 下，任何遺贈稅的改革皆須 周全的計畫，方能將教育資

發展與分配正義的檢視， 扮演救火隊的角色 。 先做好社會公平及效率價值 源與人才培育政策做好配搭



全球化下 的 發 展 與 分 自己

工作 。 全球化道路上的障礙清除， 留住國內企業 。 使政府與民間難以同舟共

吳乃德教授所提出的 〈 召 使互相交流的管道暢通，但 目前，台灣投資環境欠 濟 。 五、兩岸關係不改善 ，

喚公民的社會 ) ，乃是鑒於 是也增強了相互競爭的局 佳，軟體建設不能配合工商 隨時都會有危機發生，使一

台灣社會正處於危機之中， 面 。一個國家之能夠持續成 業所需，而且兩岸關係的僵 般人不敢作長期打算 。 六、

而政治失去功能，我們所仰 長，必須有日新月異的競爭 化，導致台海危機，更使各 政府的鎖國主義，使外來人

賴的力量之一 ，是來自公民 力 。 首先，台灣的競爭力在 國企業在台立足缺乏信心 。 才與資金難為我方所用，人

社會的自發行動一政治雖主 哪裡?最近瑞士洛桑管理學 才流失比資金流失對提升國

宰社會，但經常無法解決社 院的調查，認為台灣圓家競 東方瑞士是藍圖或彩虹? 力更不利 。 七、有關人才競

會危機 。 在某些環境中，公 爭力迅速下降，而且落在中 何美明主任委員對 ( 全球 爭上，國內齊頭式的平等也

民社會也會引導 、 甚至主導 國大陸之後，表示台灣的競 化下的產業營運模式 ) 之評 難以招攬人才 。

政治解決社會危機，公民社 爭力有了問題 。 論， 她指出政府有關單位正 最後容我引用田弘茂教授

會須以成就「公共利益」或 由於全球化下 ， 各地交流 扭轉這種惡化的投資環境， 的一句話作為結尾 : 面對全

保障「基本價值」為目標 。 容易 ， 各國企業無不利用世 如:協助企業建立國際品 球化的浪潮，刻不容緩的積

唯有在民主體制之下，真正 界各地的比較優勢，去建立 牌，深耕核心產業續保持競 極回應，是政府當前必須面

的公民社會才有可能出現 。 供應鏈，使廉價物美的產 爭優勢，培育企業所需優質 對的急務 。

品，銷到各國去 。 人力為施政重點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

自發性公民社會解決危機 台灣的企業主起了生存， 一 林萬億政務委員針對 「大 士 、 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

他更認為民主化後的台 九八0年後期，即著手在海 溫暖社會福利計畫」也有所

灣，其內部不同族群之間的 外建立供應鏈 。 自從中國大 說明，更為台灣縮小城鄉/

相互包容不升反滅，少數族 陸與印度經濟漸漸帽起，西 貧富差距的未來，繪出一幅

群對政治的不安意識明顯升 方國家的許多企業，也將硬 美麗的藍圖 。

高， r 台灣意識 」 正反映了 體供應鏈設在中國大陸，將 如果這必計畫均被付諸實，

主要政治族群的政治與思想 軟體供應鏈設在印度，以增 現，東方瑞士的台灣一定會

意識 。 同時， I 台灣優先」 加其產品與勞務的競爭力 。 出現;可是由於政府的執行

的口號犧牲了經濟發展與安 這種趨勢是擋不住的;對它 力受下列的限制， 會使「大

全 。 全球化的浪潮是無可抗 們母國而言，同樣會造成失 投資、大溫暖計畫」成為一

拒的，我們無法逃避，只有 業現象或使藍領階層薪資不 條彩虹- 一 、 七年內，閣按

因應 。 因應的關鍵因素是政 增加 ，以致所得分配愈趨不 換了六位， 財經首長也換了

府與人民必須站在一條線 均現象 。 六位，每位閣授都有自己的

上，如果兩者分歧，其後果 大計畫，尚未執行 ， 即掛冠

是國力衰退，人心澳散 。 搶救競爭力 建構優質投資 而去 。 二 、 執行這些大投資

環境 計畫所需要的預算 ， 是否有

回府和人民站在同一條線上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 ， 面對 著落? 對市場是否構成干

在全球化來臨之前， 區域 這一情勢 ，政府最大的職責 預? 三 、 台灣的文官制度悉

經濟的形成，國與國之間簽 不是限制企業投資何處的問 被破壞，對單位首長之安

訂自由賀易協定，跨國公司 題，而是要為企業建構一個 排，只問政治正確，不問專

誕生 、 策略聯盟運作及 優化的投資環境， 一方面可 業 。 四 、 選舉太多，每次選

WTO精神的發揚，逐漸將 吸收外人投資 ， 另方面也會 舉卻以撕裂族群為代價，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