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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知道，十大建設有四項為交通建設高速

公路、北迴鐵路、大型國際機場和鐵路電汽化。

這幾項當時都是由政府負責的。而目前呢?我們

的外匯存底，還是屬一屬二的。但是，外匯存底

並非政府可以隨便動用的，並不是這八、九百億

美金可以立即轉變成政府預算的。這些錢是我們

政府、民間累積在一起的。而大家知道，民主化

過程有一現象，那就是政府預算的澎脹。

Democratizationf日出ficit (赤字)就像是雙胞胎一

樣。在我們的政府還未完全民主化之前，政策是

在一完全合理化的過程，意即政府的權力集中，

擬定政策時，我們找了一批專家，結合首長和行

政人員，按國家利益，排除民意機關的壓力來制

定。這其中的好處是效率。這種例子，除了在台

灣、韓國、新加坡也可以見到 o 所以在過渡期間，

這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模式。但是到了民主階段，

就必須面對各種民意的壓力，而民意要的是一種

立刻可以見到的福利。目前福利政策，已經成為

了我們政府一個很大的施政方針，而且還會不斷

地擴張，但此結果就是會擠壓基本建設。要如何

解決呢?方法有二:一個為擴大赤字預算，發行

公債。第二個就是把民間的資金納進來，故民營

化在國家急速發展的過程中，是一個必須要考慮

的課題。

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是赤字預算了，在蔣

經國、孫運璿和俞國華時代的前期，當時政府的

預算大致是平衡的。到了俞國華時代的後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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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一定程度的赤字預算。而現在的情形呢?以

民國84年為例，中央政府總預算公債的發行上限，

已經達114% 。在這種情形下，為了不擴大舉債

和赤字，只有將民間的資金納入來從事建設了。

談到交通建設，如日本國鐵的私有化，香港東區

的過港隧道、馬來西亞的高速公路等等，但是，

等一下我要特別提一下英航空公司privatization的

過程。談到民營化，他包括有幾個方面，不只是

要將民間的資金吸進來，而且也要將民間企業的

活力及經營方式引進，更重要的，它能帶動整個

經濟結構的轉變。我曾經將政府整個預算結構和

GNP做個比較，發現政府在遷台初期，公共部門

遠比現在還要大。直到1970年以後，才剛始慢慢

變小。但是由於最近幾年，政府部門支出的增加，

現在已經超過30%了，這現象值得我們注意。在

去年、前年，公共支出的比例增加了，顯示我們

在民意的壓力下，剛始有福利措施。在提升建設

的效果方面呢?我們是有成就的，但還是有些成

效不彰，例如台鐵，我們已經有好幾次的規劃和

整頓，但一直沒有很明顯的績效。但是在民國五、

六十年代，台鐵是我們台灣交通的主幹，到了民

國六十年後期，公路運輸漸漸的取代了台鐵的地

位，直到現在，台鐵已經不得不做一些調整。另

外，在分擔公共支出方面，將民間的資金納入是

一種趨勢。最近我們通過了“獎勵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條例"這對於我們整體的發展，會有一定的

作用的。一談到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份民眾與

立法委員常會有疑懼，好像獎勵民間參與是圖利

他人的代名詞似的，害怕民間大企業家更加澎脹。

當然，獎勵民間參與當然要給人家一點利益，否

則人家為何要參加呢?但我們如何使民間的參與

不只是中飽資本家的口袋，是有很多方法。第一

個是租稅政策，假始能有一套有效的稅制，則企

業賺得愈多，則給政府的也會愈多。此外，民間

參與會增加就業機會，帶來民間的經營方式，所

以只要條例走得合理，且透過有效的稅制，那就

不必太擔心資本家賺錢了。在此我想強調，我也

反對金權政治，但它並非指有錢的人影響政治，

而是指不合法的來滲透政治，操縱政治。你用經

濟力量來影響政治，在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這是

不能限制的，若限制有經濟力量的人來影響政治，

那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了。

獎勵民間其範圍包括鐵路、大眾捷運系統、

航空站、港埠設施、停車場、遊憩設施、橋樑隧

道等，但最重要的，他對於取得土地的過程，有

一獎勵措施。為了有效的運用交通建設所需的土

地，可以調整或適度放寬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另

外若是公有土地供民間使用的話，租金可以優惠。

關於融資和稅捐方面，第25條說:民間投資未見

完全資產能力者，政府可以補貼。第26條說:受

信額度可以放寬而且有優惠的利息。第27條說:

放寬公司債的發行比例，而且五年內免交所得稅。

第29條說:投資可以抵償20% 。第30條說:營運

的機器設備可以免關稅，而地價稅、房屋稅也可

以減免。第33條說:對於投資股票，及減營利事

業所得稅，給予一定程度的減免。當這個條例廣

泛的實施後，相信對於我們的交通事業會有正面

的影響，所以這條例在我們立法院討論時，也有

很多辯論。辯論之一就是有些委員擔心這是護航

高鐵。因為原來高鐵的預算在立法院被否決掉

了。

談到民間的參與，中華民國台灣是相當得天

獨厚的，全世界只要談到建設都喊缺錢，只有我

們台灣不缺錢，今日本的經濟已經連續四年不景

氣了，到現在還未恢復，所以日本人有時會羨慕

台灣，政治上吵來吵去，到是經濟上還是持續發

展。而我們的儲蓄翠，在高平均所得下，還是很

高。在此我想強調一點，世界各地的發展，亞太

地區是第一名，而華人經濟區則是亞太經濟區最

活耀，最有動力的一群，所以談到交通建設，大

陸現在是不得了的發展，現在全世界最大的一筆

可用資金，就是在華人手上的;我們台灣有800

多億美金，而中國大陸有的0多億，香港新加坡

各有兩300億，還有一些隱藏的華人的錢在東南

亞，泰國、印尼、馬來西亞，也都是在華人的手

上約有700多億。所以華人手上的可用資金(usable

fand in cash)約有2400~3000億美金，這錢有多大

呢?剛好可以把美國的赤字給付清。所以全世界

華人的資金是相當大的，這也是中國大陸經濟能

發展很大的原因。將來的發展更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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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交通事業中民間的參與，我是很

樂觀的，但是有幾個條件一定要顧慮到;要民間

參與，第一要有法可循，第二是有利可圖。現在

的社會運作是依法行政，法要定的清楚，經濟部

已經有一些關於民間參與投資的條例，而現在又

有獎勵民間參與投資條例，若是法律定的周嚴而

民間能將投入的資金變成利益，收回來，這樣民

營化才可行。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使用土地。因

為台灣地狹人桐，有錢並不一定能買到土地，還

有許多客觀因素。一談到土地問題，在全世界都

是政治問題，我曾經去過荷蘭看過他們土地使用

的問題。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土地都是公有的，民

間只能用租的，最長期限是99年;而且阿姆斯特

丹的房子都相當一致，因為政府都已經將規格、

模樣定好了，連油漆也只有幾種讓你選擇，所以

他們土地使用的狀況是屬於公有私用。而台灣是

屬於日本模式，土地私有化，所以若是沒有法規，

將來的土地取得就會有困難。所以將來興建高鐵，

土地會是一個問題。此外關於融資的問題，也要

有所規定。所謂融資是政府給民間或是讓其可以

向其他民間企業來融資，並加以一定的鼓勵，使

業者顧意參與交通建設。此外行政效率也是很重

要的一環。若是因為行政方面的限制很大，那要

推動交通事業民營化也是很困難的。

交通是跟人有關係的，因為它一方面是貨物

的運輸，一方面是人的來往。我們可以見到現在

大陸委員換了蕭萬長先生做主委，這個人事內閣

的變動，我是贊成的。我常講中國人是天下最聰

明的民族，例如我們現在講的境外直航，這個境

外並非是指台灣以外，而是在台灣內劃一個區域，

為了推動亞太營運中心，特別規定此為特區。此

外， 1997年馬上要到了，我們也制定了港澳關係

條例。為了因應兩岸的關係，而且不更改國統綱

領，我們規定將來若是來往香港的船泊、飛機，

只要資本主要是來自香港的話，即可以直接到台

灣來，大家可以想想看，我們如何分辨這個資金

是香港自己的資金還是大陸的呢?例如台商或華

僑在大陸的資金，到底是算中資還是港資呢?所

以這些其實是我們自己不太願意面對問題而已。

老實說，我們中國人那麼聰明，為何在經濟上沒

有更高的發展呢?都是搞政治的人搞壞的。中國

大陸若不是搞四個現代化，他也不可能發展，而

台灣的逐部開放，對於我們這兒的發展，也是有

很大的貢獻的。

我們看看別人的經驗，是一個民營化成功的

例子。英國的British Airway航空公司，現在是全

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在二次大戰其間，英國是

由工黨執政，當時英國有BOAC 、 BEA束]BSAA

三家國營公司。在1949年， BSAA併入BOAC 。

而 1974年BOAC和BEA合併為British Airway簡稱

為英國航空公司。在英國航空公司成立到1980年，

政府是嚴格控制的，而英航的表現是每下愈況，

人員澎脹，盈餘減少。到了1979年五月，余契爾

夫人開始出售國營企業時，英國航空公司成了最

優先出售的國營企業。當時余契爾夫人請了一位

英國企業企的朋友做英航的總裁，來推動英航的

民營代。為了使民營化順利，這位總裁請了一位

中產階級的人做CEO 0 這位總經理擔任過船務公

司的事務長，也做過管理見習生，相當有基層經

驗。他們兩人合力整頓英航，有幾項重要措施:

第一，裁減壟員，擴大航線，在他們于下，英航

從1981 、 1982年營運狀況有5億4400萬英磅的虧

損，到1983 、 84年就開始有盈餘2億7200萬英磅，

到了 1989年3月英航的盈餘還維持2億8400萬美

元，是各航空公司中績效最好的。這個改變，是

從政府轉民間營運一個很有名的例子。將來要把

國營事業改成民營，讓交通事業讓民間參與，可

以將英航的例子好好的研究。

最後，我還是想要強調一點，經濟的民營化、

社會的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是要配合在一起

的，而政治的民主化會導致赤字預算，更加以適

當的控制。現在有一可笑的觀念，許多人認為某

一件事應該由政府多負擔，而民眾少負擔，有這

種事嗎?最後我想說一句話作為結束。我們今天

討論國家政策問題，一定要說真話，使民眾了解，

所以如何將民間的資金、經驗以及效率納入，強

速我們國家的建設，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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