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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貿爭議引發學生運動，反映年輕人對經濟前途普遍不安。臺灣 近十幾年

實質薪資停滯，顯示這不安並非沒有根據。	

近年國內生產毛額上升，外匯累積增加，表示社會總體財富增加了。但薪資

階級所得沒有成長，表示新增財富沒有分享給薪資階級，而是被資本家、股東、

與少數高層專業人員獨佔了。獨立小企業逐漸被大型連鎖企業取代，也顯示小企

業經營愈來愈困難。	

經濟富裕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幾乎都會使大資本受益，小企業與一般薪資階級

受害，而政府承諾的補償通常不會認真實現。臺灣也不例外。	

但如果服貿協議會使臺灣小企業與薪資階級受害，這也僅是彼等利益長期惡

化趨勢的一環。因此僅僅反服貿協議並不會扭轉這趨勢。	

真要改善小企業與薪資階級的經濟前景，反服貿的思維應該擴大來全盤檢討

經濟與財稅政策。這涉及幾個經濟措施的配套實施，包括增加總體財富、強化財

富分配、以及嚴格壓制房地產炒作。	

首先，我們應該鼓勵產業創新。產業創新會帶來就業機會，甚至高所得。矽

谷是顯著例子。臉書、谷歌、蘋果更是標竿。臺灣科學園區據說在學習矽谷，但

結果是替矽谷代工者多，與矽谷競爭者少。我們的科技人才大多從事代工生產，

而非研發創新，薪資怎能提高呢？	

但產業創新的失敗風險很高，需要口袋深厚而又勇於冒險的投資者支持。臺

灣私人創投資金顯然嚴重不足。私人不願做的，應該由國家來做。我建議將中央

銀行每年外匯操作的鉅額盈餘專款撥用於年輕人的產業創新，由國家承受實驗與

失敗的風險。身為大學教授，我敢說我們的大學師資與教學都不斷快速進步，學

生訓練水準遠過於我們當年學生時代，年輕人實力超越我們。所謂人才不足是胡

說八道，社會不給年輕人發揮才是真相。讓我們以國家之力支持年輕一輩勇於創



新，他們會有許多人創業成功，而 終也讓納稅人分享創新的果實。	

	 	 	 	 但產業發展的果實如果只讓創業者與投資者享受，結果將是貧富差距惡化。

分享財富的 簡單方式是稅收。我們的稅率是工業國家墊底。許多人以為低稅是

好事，卻不知便宜無好貨，低稅帶來低服務。結果是政府無力提供托兒、社會住

宅、私校學費補貼、老年照護等服務，公共建設落後。迫使人民花費更多錢各自

解決問題。我們應該對所得中位數以上的國民大幅提高所得稅。真正有錢人付得

起。多數薪資階級多付點稅，但不必自己付費托兒、或付私校高學費、或高價租

房。總體結果應該是合算的。	

	 	 	 	 後，我們應該認真打擊房地產炒作。這包括禁止外資、陸資投入房地產，

並大幅提高土地稅與房屋稅。	

臺灣游資遍地，怎會需要外資開發房地產？外資只會導致房地產炒作，應該

禁止。	

另一方面，我們的房地產稅遠低於西方國家，低得可笑。結果是鼓勵房地產

投機炒作，閒置居奇，以炒作為目標的空屋多得驚人，使房價上漲永遠高於薪資

增長，讓多數人受害，尤其年輕人。大幅提高土地稅與房屋稅，固然會增加各家

戶支出，但政府稅收增加，提供托兒、私校學費補貼、社區托老等服務，將足以

彌補各家戶增加的稅捐支出。	

尤其，炒作非自用住宅者的房地產稅更應該增加為五倍十倍也不為過。銀行

專員都可以從申貸文件一眼分辨客戶是自用買房或投資買房，財政部說它不知道，

這不是笑話嗎？純就一般國民的福利效果而言，與其爭論連經濟學家都糾纏不清

的服貿協議細節，更有力的財經政策應該是要求立委候選人政見上載明他們對土

地稅與房屋稅的立場，並要求立法院在表決土地稅法時唱名投票，讓我們揚棄替

政商炒作集團護航的低稅派政客。	

以目前居住支出佔所得比例之高，如果能壓制房地產炒作，使房價停漲，房

租或房貸支出大減，絕大多數國民的生活將會大幅改善，尤其年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