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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 济学一 百年 经 济学在台湾的发展

巫和愚

摘 要 经 济学在台湾的发展
,

自 年台清光复后
,

大致可分为三 个

阶段 第一 阶段为战后复原期
,

从 年台大经济系开始筹组 博士班到
年则可归为第二 阶段

,

是经济学生根期问
,

而到 年以后
,

台海经 济界研

究成果对国际学术界产生相当程度的回馈与贡献
,

可归为经济学萌芽期间 本
文 回顾 台清学界经 济思想的发展 与经济政策之 间的关联

,

并对未来经济学在 台

考的苗壮提出展望

关健词 台清经济学史
,

经 济思想
,

经 济政策

前 言

中国近 百年史是 中华 民族求富求强艰 苦历 程 的见证 年严 复翻译

的 《原富 》
,

引起国人对追求
“

国富
”

研 究的兴趣
,

就是其 中一 个重要的里

程碑
,

至今 已一 百年 台湾在 甲午战致后割予 日本
,

年之 后经 济思潮在

大陆的澎湃激扬
,

并未能影响到 当时的台湾学界 日本政府虽于 年设立

台北帝国大学与经 济学专业
,

但教授与学生大都为 日本人
,

至 日本战败投降

后也都离去
,

对台清学界的影响迅速消散 唯一 留下 的是 由台北帝大经 济学

科改制成的台清大学经济系
,

之后 成为近 五 十年来台清本土经 济学发展 的重

镇

年后 台湾的经 济发展 大致可 以粗分为三 个阶段 参见李国鼎先生英

文著作
,

与其相呼应
,

经 济学在台湾的发展也可分为三 段期间

李国鼎先生把 台清战后 到 年 归为第一 阶段
“

劳工 密集 轻工 业 进 口 替代

时期
”

于 年代初期达到经济起飞 阶段
,

自 年至 年 归为
“

出 口

导 向时期
” ,

成长率攀高
,

平均每人所得 由 美元 成长 至 近 二 千美元
,

而

自 年起则为
“

科技导向时期 ,’有关台湾的经 济发展
,

请参阅高希均和 李

诚
,

施建生
, , , ,

经 济学在 台湾的发展
,

深 受亚 当
·

斯密著 《国富论 》之 影响 严复翻译

的 《原 富 》
,

在 台清由商务 印书馆发行
,

自有其开创之历 史地位 直 至

年才 由周 宪文
、

张汉裕 两位先生重新全部翻译
,

以 《国富论 》书名印行
,

伴

随两位先生对欧美经 济思想研 究所发表的大 著作
,

对台清学界发生深远 的

影响 后 又经蒋硕杰为首的 自由经 济学派详加 阐述与应用
,

在理论 与实务的

多年验证 下
,

已逐 渐形成 台清经 济学界之 自由经济思潮主流

合琦大学和 中华经 济研 究院 通信地址 合北市墓 隆路四 段 巷 号 台大管理 学院 电话

‘ 卜 。 心 作者感谢刘遵义
、

于 宗先
、

麦朝成
、

林华德
、

林毅夫
、

邹恒甫教授的宝贵愈见及北大 中国经 济研 究中心 举办中国经 济学会 年会议 及

严复翻译 《原 畜 》百周年纪念研 讨会 参与者提供之 多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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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现象相呼应
,

台湾经济学界的发展也从 年初期起至 年

代这段期间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 与支持 大致可取 年
“

中研 院
”

与合大

经济系合办署期讲学班
、

引进 国外著名教授来台讲学并随后成立博士班作为
一 分水岭

,

将 年至 年 归为
“

战后 复原期
” ,

之 后 则为
“

经 济学生根

期间
”

在生根期间所培养的经济学者逐渐成熟
,

到 年代研 究成果对国

际学术界也产 生相 当程度的回馈与贡献
,

大致可把 年以后 归为
“

经济学

萌芽期间
”

台湾经济学的发展在许 多方向均 尚有改进空 间
,

我认为企盼 中

的
“

经 济学茁壮期间
”

尚未到来
,

但希望能在未来三 至 五年间来临

二
、

战后 复原期 ’ 一

从 年 台湾光复到 跨入 罗斯陶 所称
“

经 济起
飞 ,’ 为止

,

这 二 十年期间的台湾在经济上是从缓慢复原到

累积起飞 动能
,

而在经 济学界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

由贫乏而开始逐渐发展

年后在台湾大学任教的经 济学家
,

有获得东京帝大经济学博士学位 的张

汉裕教授
,

以及 大陆迁来的王 益滔
、

吴克刚
、

周 宪文与林蔑蕃等数位教授
,

算是处于起步状态 到 年后
,

随着国 民政府搬迁到 台湾
,

王 师复
、

赵兰

坪
、

张果为
、

林霖
、

全 汉 升
、

蒋硕 杰
、

施建生等教授也到台湾大学经 济系任

教
,

张德粹
、

谢森中到 台大农业经 济系任教
,

刘南溟
、

杨树人
、

邢慕裹则成为

台大商学系教授 施建生
,

其 中像蒋硕杰先生 ‘ 原任教北京大学
,

经

由胡适先生推介给 台湾大学的傅斯年校长
,

但他在 台大只 待 了半年
,

感觉当

时台大环 境欠佳
,

随后 去 了国际货 币基金会 任职 台湾的经济学家在

当时不佳的研 究教学环境做 了很多墓础工 作
,

像施建生教授在阐释经 济思想

方面贡献很 大
,

年完成的 《经 济学原理 》印行多版
,

帮助学子 了解 当代

经 济学发展
,

张汉裕 教授研 究西 方经 济思想史与西 方经 济史
,

著作丰富
,

均影响深远

经 济学本是经 世致用之 学
,

经 济学家也想对国计 民生有所贡献
,

但 台清

政府在这 段期间的经 济政策决策者并未向国 内的经济学者求教
,

所依赖的多

为决策者 的判断和 一 些 国外学者 的建议
,

在这 期间最为活 跃 的经 济政策顾 问

应属蒋硕杰与刘大 中 二 位先生
。

从 年起他们担任
“

行政 院
”

经 济部顾

问
,

建议单一 汇 率与外汇券制度
,

提倡推 动利 率与汇 率 自由化 有人称 为高

蒋硕杰先生 一 父为兵学家与驻 日公使蒋作宾 雨岩
,

于 年取得英国伦软大学政
治经济学院博士

,

, 任北大经 济系教投二 年
,

合大经济系教授半年
,

年后任职 国际货币基金
会

,

随后担任英国罗彻斯特大学
、

康乃 尔大学经 济 系教授
,

年 回 合筹设 中华经 济研 究院
,

并 自

年起担任 中华经 济研 究院院长
,

年起担任盖事长
,

于 年逝世 他对经济学学术的贡

以可参见 与 《蒋硕杰先生访问纪 录》

施建生教挽 年出生
,

中央大学经 济学系毕业
,

哈佛大学硕 士 为台清经 济学发展 其定报基的

很 多学者
,

都 , 在大 陆受过教育
,

以中央大学 是东南大学与南京大学前身 毕业者为例 挽有张位
粹

、

邢幕衰
、

谢森中
、

施建生
、

王 作荣
、

华严等多位教授
,

也可 见 合清经济学的发展 有相 当程度承 健

了 年来经 济学在中国 大陆发展 的部分 羞础 和 成果

刘大 中先生 一
,

年获美国康乃 尔大学经 济 学博士
, 一 年任 驻美大使

馆 商务参赞
,

一 年任 北京清华大学经 济系教投二 年
,

年起任 职 国 际货 币基金会
,

年后任康乃 尔大学经 济系教授
,

一 年任 台清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
,

年起任 台清大学经济学博士班委员会主任委员
,

至 年逝世止 对他学术贡傲的回顾请见

及 《刘大 中先生经 济论 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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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与高汇率政策
,

政府逐 渐采行
,

到 年之 后物价才随之 稳定下来 参

见
, , , ,

以及 蒋硕杰先生访问纪 录

在这段期间的本土学术研 究应 以邢慕衰 魂 为代表
,

他于 年在

而 发表文章
,

是 台湾本土学人 发表时正 在

国 内任职 在 国际七大 顶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的第一 人 本文所称之 国 际七

大顶尖期刊包含 《美国经 济评论 》 。而
,

《政治经 济

学杂志 哪
、

经 济学季刊
,

经 济研 究评论 》
,

经济和统计

学评论
,

计量经 济学
,

《经 济学杂志 》 。而。 等七份经济学界历 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

的学术期刊
,

此七大期刊不 同于只 限于某一 领域的专业杂志
,

亦为林毅 夫
、

胡书东 在检视研 究成果时所采用 邢先生对莫定经 济学术研 究风 气

贡献很大
,

他也教导出很多学生致力学术研 究
,

像刘克智
、

王 业键
、

胡胜 正
、

陈昭南
、

李庸三 等
,

在 出国 留学后 先后 回 国
,

促进台湾经济学界 的发展

三
、

经济学生根期间 一

在台湾经济起飞 期间
,

我们可 以列举 台湾
“

中研 院
”

成立经 济研 究所筹

备处 一 和 台湾大学成立经 济研 究所博士班 这 二 件 大事
,

作

为台清经 济学从 战后复原到落地 生根的分水岭 尤其是 自 年起
, “

中研

院
”

经 济所筹备处与台大经 济系合办经 济署期讲学班
,

除有蒋硕 杰
、

刘大 中

等人 外
,

也邀请哈佛大学教授及诺贝尔奖得主 和康乃 尔大学

等外国教授来台讲学
,

促成 国 内学术研 究风 气蓬勃发展

台湾
“

中研 院
”

在选 出蒋硕杰 和刘大 中 先生为经 济 学院士

后
,

又在此阶段分别选 出国 内任 职 的邢慕裹 和在 国外任 职 的顾 应 昌 ”

、

邹 至 庄 “ 、

费景汉
、

刘遵义 ” 先生为院士
,

“

中研 院
”

经 济研 究所于 年正 式成立
,

由邢慕裹担 任首任 所长
,

于 宗先 ,

弓 邢幕衰先生 一
,

年 中央大 学经 济 系毕业
,

一 年 美国 芝加 哥 大 学肆
业

,

一 年哈佛大 学访问
,

年起任教台清大 学商学系
,

年在 发表
“

, , ,

一 年任
“

中研 院
, ,

经 济所筹备处
主任

,

任一 年任 经研 所所长
,

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

于 年逝世 参见 《邢幕衰
院士 的经济理念

、

政策与学术贡献 》

顾应 昌先生 年 生
,

年哈佛大 学经 济学博士
,

随后 担任 密西根州立 大学与弗罗里达州 立

大学教授

邹至庄先生 。年 出生
,

年获芝加 哥大学经 济学博士
,

随后 任教麻省理 工 学院及康乃 尔大

学经 济系
,

于 至 年任职 公 司
,

年起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 济系教授 参见 《邹
至庄先生访问纪 录 》

费景汉先生 司 于 年获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经济学博士
,

随后担任康乃 尔大学
、

耶奋

大学经济系教授
,

自 年起担任 中华经济研 究院益事长
,

至 年逝世 参见 《费景汉 生平 》

刘遵义先生 年 出生
,

年获加州大 学柏克莱分校经 济学博士
,

随后担任 史丹福 大学教授
,

于 年 当选 中研 院院士 并兼任 中华经济研 究院顾 问及蒋经 国学术交流基查会盆事等职 务
。 于 宗先先生 年 出生

,

年获 印第安纳大学经 济学博士
,

回 国任 “
中研 院” 经 研 所副研 究

员
、

研 究员
,

一 年任 “

中研 院” 经 研 所副所长 并兼代理所长 职
,

一 任 经 研 所所

长
,

一 年担任 中华经济研 究院副院长
,

年担任院长
,

现 任 中国 经 济企 业研 究

所所长 赞中华经 济研 究院顾 问
,

于 年 当选
“
中研 院 ”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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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担任副所长兼代所长职
,

并接任所长 从成立至今
, “

中研院
”

经济所对

促成台湾经济学界的研 究风气
,

厥功甚伟

年在美国社会及人文科学院的支持下
,

成立 了
‘“

中研 院
,

与台清大

学合作设置经济学博士班委员会
” ,

由刘大 中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
,

自 年
开始招收博士研 究生

,

除邀请这 些院士 回 国授课 外
,

前几年还请 了不少奖国

经济学家来授课
,

如 而。 , ,

研依
,

形 等教授

原为罗彻斯特大学教授
,

后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 此外
,

在于宗先先生领导筹划下
, “

中研 院
”

经济所开始经常性举办国际性学术研

讨会
,

并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参加
“

中华经济演讲系列
”

与
“

大 台北地区经济

研讨会
”

等
,

有助于 台湾学术与国际接轨
,

促进学术在台湾的生根
,

也是很

重要的贡献 于宗先先生也在 年召集筹备
“

中国经济学会
” ,

于 年
正 式成立

,

由施建生和于宗先两位教授分别担任首届 正 副理事长 中国经 济

学会定期召开年度学术会议
,

出版会议论文集
,

至 年时已有个人会员近

千名
,

团体会员三 十余单位
,

对带动学术研 究风 气颇具 贡献

在邢慕裹领导下
,

为培养经 济研 究人才
,

每周举行研讨会研 读经典著作
,

参加成员有陈昭南
、

李庸三
、

黄镜如
、

江 振南
、

施敏雄等人
,

随后 出国进修
,

也都成为在台湾本土成长 的新一 代经 济学者 ’ “

中研 院
”

与台大在这段期

问所造就的学术人才
,

可 以陈昭南 ‘ 为例
,

他在 一 年在国际著名学
术期刊发表 篇国 际金 融方面文章

,

其 中在七大顶尖期刊即有 篇 他也带

领本土培养的博士 生向国际学术期刊发表文章
,

到 年代更见成效

台大经济系博士班的设 立
,

可说是 台清经济学界与国际经 济学界接轨的

起步
,

从博士
、

硕士到大学部课程 的设计均与欧美各国齐步
,

台大经 济系很

快成为台清经济学界的
“

少林寺
”

年代 的专任教授有张汉 裕
、

施建生
、

王作荣 三 公
、

林蔑蕃
、

王 师复
、

林一 新
、

黄锡和
、

钱公博
、

林霖
、

华严 系

所主任
、

黄金茂
、

郭婉容
、

梁国树
、

孙震
、

陈正 澄
、

陈正 顺
、

柳复起
、

萧其

来
、

林振 国
、

薛天 栋
、

林大侯
、

邱正 雄
、

林华德
、

醉琦
、

陈师孟
、

张清溪
、

陈

博志及 与
“

中研 院
”

合聘的邢慕衰
、

于 宗先
、

刘克智
、

陈昭南
、

李庸三
、

麦朝

成
、

江 振南
、

许嘉栋等 另外
,

还有兼任 的李登辉
、

林钟雄
、

施敏雄
、

赵捷谦
等教授 台大经 济学博士 班成为台湾经 济学者 的养成所

,

由梁 国树 任博士

班 委 员会 的执行秘 书 自 年起至 年获博士 学位者有林华德
、

赵捷

谦
、

游坤敏
、

林 国雄
、

边裕 渊
、

梁启源
、

咸根植 与陈博志
,

均成为承先启后 的

重要学者

台清大 学经 济 系的教授与学生对五 十年来 台清经 济决策的形成深具 影

响
,

也常是推动政策的执行者 就教授 而言
,

就先后 曾产生一位
“

监察院
”

院

功 中国经 济学会于 年起停止召 开年会
,

同年另行成立 “
台清经济学会

” ,

廷 续召 开年度学术会

议
。

见 《邢幕炭院士 的经济理念
、

政策与学术贡做 》中施敏雄文章
陈昭南先生 年 出生

,

年获美国芝加 哥大学经 济学博士
,

指导教授为
,

随后担任 “

中研 院
” 经济所研 究员

、

合大经 济系教授与
“
中研 院

”
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所研 究员

,

一 年担任
“

中研院
” 人 文杜会科学研 究所筹备处主任及 首任所长

,

年 当选
“

中研 院”

院士
。

梁国树先生 一 ,

自 年起任教台大经济系
,

年获范傀垦大学博士
,

年
起任 合大兼任教授及研 考会剧主任委员

、 “
央行

”
副总裁

、

一 银盆事长
、

彰银盆事长
、

交银 事长及

央行总裁
,

于 年逝 世 参见 《纪 念梁 国树教授 专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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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王作荣
、

一位
“

央行
”

总裁 梁 国树
、

一位文人
“

国防部长 ,’孙震
、

五位
“

财政部长叹郭婉容
、

林振 国
、

邱正 雄
、

许嘉栋
、

李庸三
、

经建会副主委与主

委 薛琦
、

陈博志
、

二 位
“

央行
”

副总裁 许嘉栋
、

陈师孟 及 多位金融机构

盖奉长 施建生
、

梁国树
、

李庸 三
、

邱正 雄
、

林华德
、

林钟雄
、

赵捷谦等 此

外
,

出 自台大经 济系所毕业的台湾金融及实务界领导阶层也是不胜其数

从 年至 年
,

台湾财政渐趋德健
,

设立加 工 出 口 区引进外人投

资
,

采利率汇 率 自由化政策
,

并于 年推动十大建设
,

年推动十二 大

建设
,

经济快速发展 除台大经济系多位教授深受政府倚重外
,

台湾政府在

年代所依赖的经 济顾 问
,

可 以刘大 中
、

蒋硕杰
、

邢慕裹
、

顾应 昌
、

邹 至

庄
、

费景汉这六位院士为代表 自 年起他们回 台讲学
,

就同时为政府提

供建言
,

经济顾问团由刘大 中担任 团长
,

蒋硕杰次之
,

年刘大 中逝世后

则由蒋硕杰先生主持 在这期间提供建言最为外界所知的是 年的 《今后

台湾财经政策的研 讨 》六院士建言
,

年的 《台清财经政 策之 再研 讨 》

与 年的 《经 济计划与资源之有效利用 五 院士建言 这 些建言的主

要 内容是经济政策要尽 可能与市场供需力量配合
,

教促政府加速经 济 自由化

步骤
、

建构合理 的斌税与贸易政策
,

这 些原则也逐渐形成台清经 济学界的主

流思潮

四
、

经济学萌芽期间 一

进入 年代后
,

台湾所培育的年轻一代经 济学者纷纷 自国外著名大学
取得博士 学位 回 国

,

加 上本土培养 的博士 大量产出
。

相较于 年代
,

台清

的经济学博士 数量与品质均呈现大幅度成长
。

从 年代起 台清经 济学者
研 究成果也对国际学术界产 生相 当的回馈

,

因此可 以 年作为分水岭
,

之

后 可称为台湾经 济学的
“

萌芽期
” 。

另一 方面
,

专注 经 济政策研 究 的中华经 济研 究院也在 年 以财 团法

人 型态正 式成立
,

从此学界对经 济政策 的研 究和建言遂有正 常管道
,

而不 再

依赖 年代 六 院士 或五 院士 的建言形 式 主持 中华经 济研 究院院务 由蒋
硕杰

、

于宗先而 至 麦朝成先生
,

所研 究的范围含总体
、

货 币
、

产 业
、

国际经

贸
、

科技
、

能源
、

环 境等议题
,

对政府提供各方面政策建议
,

结合理 论 与实

务
,

多年来亦颇具政策成效 见 《二 十年来的成长 》

在此期间台湾各大学普遮设立 博士班
,

除台大经 济系外
,

政 大经 济
、

中
兴经 济

、

文化经 济
、

台大农经
、

中兴农经
、

政大地政也先后设立 博士班 为提

升学术研 究和 引进新技术
,

台湾的
“
国科会

”

于 年正 式成立
,

至 和

年代 已大规模支持各个学科之 墓础研 究
,

经 济学门也不例外
,

每年均补

助学术机构专职人 员相 当数额的研 究经 费 以近年资料来看
,

像 至

年所补助的经 济学门研 究案件逐年 上升 见表
,

所涵 盖 的范围也追及经 济

学各个次领域
,

至 年五 年 内总金领达三 亿余 台币 见表 从表

也 可看到
,

台湾经 济学者在国 际 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正 逐 年 上 升 表 只

列举 国 际期刊
,

在其 它出版管道包含 国 内期刊及 专著等之篇数也呈现 上升趋
势

见 《台清经 济发展 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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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经济学门的国外期刊发表总篇数与
“

国科会
”
研 究计划补助案数

年份 合计

国外期刊发表蕊数

补助计划件数

资料来浑
“ 国科会

” ,

《经济学学门规划专庵研 究 》

“

国科会
”

在 年举行的调查显示 在 一 期间授予博士 学位

的七所学校就一 共产出 位经 济方面的博士
“
国科会

”

在 调查
, ”发

现经济专业的专任与兼任人 员具有博士学位者 已有 人
,

占经 济学专业人

员总数的 而在教学机构之专任人 员共 人
,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有 人
,

占 近年来台湾经 济学界 已有相 当规模 的人力和财力的投

入
,

产出 虽呈现 上升趋势
,

但仍有相 当的成长空 间

在此期间
,

台湾经 济学者在 国 际七大顶尖期刊
, , , ,

, ,

发表的文章篇数也稳定成长
,

小有规模 见 图

在附录中列举 了 至 年在七大顶尖期刊发表的文章与作者
,

列入 此

名单的要求是作者发表文章当时必须任职 国 内 代表本土性研 究成果
,

发表

的文章必须在 页以上
,

而 每年会议论文 则不 列入

以每五 年期间之总篇数来看
,

从 年至 年在七大 顶尖期刊发表

了 篇
,

从 年至 年发表 了 篇
,

从 年至 年发表 篇
,

从 年至 侧刃 年发表 了 篇
,

虽较前二 段期间进步
,

但在数量上未见大

幅上升
,

可说是 差强人意
。

从 年至 以〕年 台湾学者在国际七大顶尖期

刊上共发表 了 篇论文
,

而 大 陆学者共发表 了 篇论文 见 附录 与前二

段期间相较
,

这段期间作者群也较为分散
,

除陈昭南外
,

包含 依发表年代排
列 曹添 旺

、

麦朝成
、

施俊吉
、

黄鸿
、

朱云 鹅
、

朱敬一
、

古慧雯
、

霍德 明
、

萧

代基
、

杨建成
、

巫 和悉
、

江 莉莉
、

罗玮
、

陈业 宁等台湾学者 他们的大学教育

均在台湾完成
,

其 中还 有几位是 台湾训练出来的博士
,

其 中二 位也先后 当选

台清
“

中研 院
”

院士 “

望洲 叨 如 卯 卯 卯 沁 叨 叩 少洲〕 刃

图 一 洲〕台清学者在国 际顶尖七大学术期刊发表文幸数

资料来浑 本研 究整理
,

参见 附录

巧 见 《经 济学学门规划专庵研 究》

在此段期问内当选为
“

中研院
”
院士有麦朝成 落

、

潇欢
、

朱敬一
、

胡胜正 伽旧

和李龙飞 以 〕
,

其中麦朝成
、

朱敬一 与胡胜 正 当选时均任职 国 内机构
“

中研 院
”
或台大 麦朝成

现 任 中华经 济研 究院 院长
,

朱敬 一 现任 “
中研 院 ”

副院长
,

胡胜 正 现 任 “
行政 院 ”

政务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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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年
“

国科会
”

经 济学门各研 究领域
经 费使用情况

单位 千元 新 合币

研 究领域
五 年使用总经 费 五年总件数

比例 总件数 比例

平均每件计

划使用经 费
‘山

,‘‘人,召上,几‘,二,人

⋯⋯⋯⋯
经 济学概论 与教学
方法论与经 济思想史

数理 与数 方法

个体经济学
总体经济学与货 币经济学
国 际经 济学
财务与金融

公 共经济学
人 力资裸

产业组织 与政策
企业管理与企 业经 济学
经济史
经 济发展

、

技术变动与成长

农业与 自然资源经济学
坡 乡与区城经济学
合计

总金倾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 “ 国科会
” 《经 济学学门规划专魔研 究 》

这段萌芽期间
,

经 济思想与经 济政策的关联更为密切
,

其中值得一提 的是

年至 年对经 济政策辩论的
“

蒋
、

王 大战
”

见 《财经政策大辩论 》

时任 中华经 济研 究院院长 的蒋硕杰主张利率 自由化
,

并以市场决定的较高利

率来抑制通货膨胀 任 台大经济系教授的王 作荣则强调低利率有利企业界的

投资 双方各有支持者
,

在媒体辩论数月
,

充分 引发知识 分子 与社会 大众对

经 济研 究的兴趣 辩论有益厘清观念上盲点
,

年之后 的 台湾财经政策也

更为确切 的采取遵循 自由化 与国际化 的大方 向来进行

回顾经 济学者对政策的贡献
,

邹至庄教授就总结他与其 它几 位 院士担任

台湾政府经 济顾 问期间的心 得
,

认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能说服政府采取市场

经 济的制度
,

他也提到这段顾 问生涯大幅度增进 了他对经 济学的 了解 见 《邹

至 庄先生访 问纪 录 》
。

邹至庄先 生在 年代赴大 陆担任经 济顾 问工 作
,

很多时候都是单打独斗
,

但也曾于 年前后 找费景汉
、

顾应 昌
、

刘遵义 等

旧 日伙伴二 次赴大 陆共同会 商 他发现大 陆与 台湾的经 济发展 有 四个共同之

处 经济 改革都是从农业 部 门出发 对外开放鼓励 出 口 政 府

对经济的干预 与计划管理逐渐减少
。

重视控制通货膨胀 他认为台湾经

济发展 成功 的经 验
,

对大 陆经 济 改革影响很 大 邹 至 庄
“

如果 没有 台湾的

经 济发展 成功
,

大 陆不会如此热心 积极推 动改革
”

见 《邹 至 庄 先生访 问纪

录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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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语 对经济学茁壮期来临的企盼

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
,

从 台清光复算起也有五 十 六年 了
,

伴随着台湾经

济的快速成长
,

经 济学也受到学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与支持 经济学者在 台

清经济发展 的道路上也对财经政策起 了相 当的影响和导正
,

充分发挥经济学

成为一 门
“

经 世济 民
”

学问之 任务

回顾经济学从如何在台清生根到发展 的过程
,

可说是单路蓝缕
,

充满 了

艰 辛与困顿 从早期依赖少数国外院士 的协助
,

到 自己培养的学者在台湾的

土地上能做 出国际水准的学术研 究
,

其中隐含着前辈师长多少的心 血 对台

清本土问题的研 究
,

一 直是 台湾经济学界最关心 的问题
,

但在国际学术期刊

上经 常难以发表
,

造成对国际经 济学主流的影响不足
,

是台湾经 济学发展 的
一 大瓶颈 当前两岸经 济关系 日 益密切

,

对台湾经济任 一 领域的研 究都必然

会与大 陆经济难分其关连 未来的一 个努力方 向可加 强对中国经 济改革与两

岸经 贸关系的研 究
,

所得成果应更为国际经济学界所重视

台清经 济学界 的老兵与新秀
,

多年来一 直企 盼 台湾的经 济学术能够起
飞 本来以为 年代是起飞 的年代

,

但如今又难 免有些失落 过去十年

台清学界所发表的国际期刊文章虽多
,

但进入核心 期刊的高品质文幸不多
,

尚难影响国际学术主流 在新的世纪 中
,

我们企盼看到经 济学能够在台湾茁

壮
,

经济学者能结合实务经验提 出创新理论
,

对经济学术 的发展 更有贡献
,

让 国际学术界刮 目相看

附 录

国际七大顶尖期刊发表之 学术论文

‘ 一 。以〕

认俗 , “

, , , 代 吻
。。 ‘ , , ,

一

协
一

山
, “

让蛇 汕
, ” 石七口介 。协 “ ,

, ,

即 一

, , “ 肠

此 时
, , , 石七。。 该 “ ,

, ,

幼
, 认 , “

,

通 介
, ” 耘云耐 召印。 甘,

, ,

卜
钊 , “

件 议
, 七公止 , , ” 二 再 。 召伪。 。‘ 。“ 。, , ,

认 梦 “

迅 派
, , , 行 爪坛 诉 切 ,

, ,

一
七

, “

罗
月魁 乳 , , 行 。 召印。 。‘ ‘ 叭

· ,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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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下 出版 杜
,

年

阵】工 商时报
,

《财经政策大辫论 》
,

时报出版公 司 年

体】
“ 国 科会

” ,

《经 济学学门规划专越 研 究 》
, “ 国科会

” 出版
,

年

蒋硕 杰
,

《台清经 济发展 的启示 》
,

天 下 出版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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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凡。 、‘。亡, 亡 印 , 亡 卿 , ‘ 叨

诚 介七污 “亡‘舫 别 。 伍 肠
, 诉 ‘ ,

耐 几 七 ”,

你
,

中文译本 《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
,

范家骏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
, ,

肠 、“ ‘ , ‘ ‘。 。、 叩。 、

二
, ,

丫妞 ,

林毅夫
,

胡书东
, “

中国经济学百 年回 顾
” ,

《经 济学 》 季刊
,

年第 卷第 期
,

第

页

刘早溶
,

《费景汉 生平 》
,

费景汉 先生纪 念文教基金会
,

年

刘素芬
,

樊沁萍
,

《中国现代经 济学的摇种者 邹至庄先生访问纪 录》
, “

中研院
”

经研所与

八 方文化企业公 司出版
,

年

【 」
,

即
, 一 , , ‘。 。 , 。‘ 加

, , , ,

,

【 】麦朝成
,

吴惠林
,

《邢幕裹院士的经济理 念
、

政策与学术贡傲》
,

中华经济研 究院出版
, 〕

年

叼 施建生 《中华民国学术志 经济学》
,

国史馆印行
,

年

【 施建生 主编
,

《一 九八 年代 以来台清经 济发展经脸 》
,

中华经济研 究所出版
,

年

【 】合清大学经济系
,

《纪念梁国树教授专辑 》
,

合大经 济系印行
,

年

吧
·

, , “

罗
, 也 ” ‘ ,

, ,

幼
,

·
, , 、 云坛” 。坛 , 坛 件亡

。 , ‘ 印
一 ”匆 ‘牡 , ,

【 夏炎德
,

《中国近 百年经 济思想 》
,

开明书店上海出版
,

年

【 】中华经 济研 究院
,

《二 十年来的成长 》
,

中华经 济研 究院印行
,

年

份
“
中研 院” 经 济所

,

《刘大 中院士经 济论文集 》
, “

中研 院
” 经 济所出版

,

年

降 周宪文和张汉裕 译
,

《国 富论 》
,

台海银行研 究室 出版
,

年

一

丫

。仰
一

枷 ￡ ‘ 。‘ ‘ ‘。 。

饰葱。 。葱 ,

吐 名 飞妞 砧
歇冲

匕 认 ,

助 访
,

叭
, 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