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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

前言

周呈奇博士的《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出版了。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我作为多年从事中
国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当然深感欣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经济获得了
高速增长，和香港、韩国、新加坡一起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成为经济研究的热门
话题，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专著。但是，周呈奇博士的专著与众不同，他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
台湾地区在这一时期，经济思想对当局的经济政策，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研究台湾地区经济
增长的一个新视角。这本专著是以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可以说是一部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专著
。这部著作不仅论述了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经济增长思想演变的历程，论述了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政
治、经济的背景，而且，也论述了这些思想的渊源。有的追溯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有的追溯到从亚当·斯密到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各个学派。这部专著具有鲜明
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的特点，台湾学者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专著我见到过几部，如侯家驹教授的几部
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但是，专门研究台湾地区经济思想的著作，我还没有见到。周呈奇博士
的专著应是第一部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专著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这部著
作内容非常丰富，不仅论述了从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末直至21世纪初，长达60年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
思想。而且涉及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生产到进出口贸易、财政，金融等各方面的问题。系统地介绍了
战后经济学家、文化学者和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种见解，介绍了有关争论。
从经济思想的角度，对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自己的总结。不管是否同意他的总结，他的这一
研究视角，将有助于人们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认识和进一步深入研究。书中谈到的多位经济学家，
我曾有过交往，读来也深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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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

内容概要

二战以后，随着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产业国际分工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的开展，如何维持一个经济体系
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已成为战后世界各国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学者所关切的重大课题。
对于台湾地区在战后经历的经济增长，已经提出了诸多的解释和探讨，但其大多为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成果，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进行探讨的还十分缺乏。《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在战后台湾的经济
增长史实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入经济增长思想史的视角，拨开台湾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种种表
象，提出市场自由化才是推动战后台湾经济增长的最为持续和根本的动力。虽然台湾过去不是、现在
也仍然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趋势就在于朝着更大自由化的市场
方向迈进。从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来看，台湾的政策经验以及相关的经济思想也表明
，经济增长得益于始终一贯地向着自由市场的方向转变。这个通常称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趋势正体
现了战后台湾经济制度非政治化的变迁路径。
《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将以对战后台湾地区引起广泛影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点和核心
，结合中外各种重要经济学说，系统地论述战后台湾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涌现的经济增长思想。在涉及
每个不同经济增长领域的论题之下，《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主政官员和经
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并以当时的学术、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环境为背景来展开探讨。在结构上，
《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将从经济制度、宏观经济政策、微观经济政策、经济永续发展、人文
思潮与文化等各个不同的层次和领域，多角度、多方位地去探讨在市场自由化进程中台湾的经济增长
思想。
《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对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的研究，其重要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提供明
确的结论，而是在于对解释台湾经济增长提供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和开拓新的探讨领域。《战后
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期望在台湾经济增长思想史中所呈现出的台湾经济增长的教训和问题，最终
也能为东亚经济研究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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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呈奇 台湾台北市人。先后就读于台湾东吴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
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研究领域主要为宏观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在两岸学术杂志上
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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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的意义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一、研究方法与
视角　　二、主要内容　　三、体例与相关说明　　四、基本结构与要点第一章 战后台湾的经济增长
与经济思想的演变　第一节 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概况　　一、1950年代台湾的经济情况与“政府”主导
的第一次进口替代　　二、1960年代出口扩张的选择与第一次自由化改革　　三、1970年代至1980年
代中期的第二次进口替代及“政府”干预步伐的加快　　四、1980、1990年代岛内的泡沫经济危机与
台湾经济转型的开始　　五、2000年至今的台湾产业调整与自由经济的演进　　六、战后台湾经济增
长的原因与动力　第二节 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的源流与演变　　一、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的源流
　　二、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的演变趋势第二章 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的思路与“混合经济”体制
　第一节 “混合经济”的体制与思想　　一、战后台湾的“混合经济”体制与思想　　二、“混合经
济”体制背后的思想解析　第二节 “混合经济”体制下台湾经济增长的目的与思路　　一、当局主导
经济增长的目的与思路　　二、当局主导经济增长思想的变迁　第三节 自由经济思想的批判与“混合
经济”体制的演变　　一、战后台湾经历的“政府”失灵　　二、战后早期自由经济思想对“政府”
管制的批判　　三、“混合经济”体制朝向自由化的演进　　四、重视自由化、国际化与制度化的经
济思想转变第三章 战后台湾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增长思想变迁  第一节 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
国际化的思想演进　　一、利率管制与利率自由化思想的博弈与演变　　二、关于打破垄断、银行开
放民营的认识　　三、汇率自由化、国际化的思想演进　　四、金融多元化、国际化的探讨——基于
金融自由化的延伸　　五、评析  第二节 财税政策的思想演变　　一、重商主义与战后台湾的财税政
策　　二、预算平衡思想的破坏——从紧缩性的财政到扩张性的赤字财政　　三、对战后台湾重商主
义的财税政策的省思  第三节 战后台湾宏观经济政策思想的成就与局限　　一、战后台湾宏观经济政
策思想的成就——自由化的开端　　二、战后台湾宏观经济政策思想的局限——稳定与成长的迷思第
四章 战后台湾微观经济政策的经济增长思想变迁  第一节 战后台湾关于国营、民营的思想探讨　　一
、战后初期“公营领导民营从属”发展实业的思想及其批判　　二、从“公民营并举”到“官退民进
”发展民营企业的思想转变　　三、公营事业民营化的思想探索  第二节 战后以来台湾产业政策的思
想变迁　　一、“重工业救国”与“自给自足经济”的思想及其批评　　二、从“自给自足”到“比
较利益”的思想转变  第三节 开放经济下的竞争伦理与人性激励　　一、开放经济下的竞争伦理　　
二、人性激励在微观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第五章 战后台湾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思想变迁　第一节 
关于经济思想与经济发展意义的重新思考　第二节 战后台湾的收入分配、福利与均富思想　　一、战
后台湾的收入分配与福利　　二、效率追求与公平分配——台湾的“均富”思想及其演变　　三、新
世纪以来台湾M型社会的日渐形成以及“政府”角色面临的新转型　第三节 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一、“永续发展”的形成——台湾当局从忽视环保到环保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思想转变　　二、台湾
民间环保思想的积极促进和发展　第四节 制度、文化、教育与台湾的经济发展　　一、台湾经济增长
的经验与制度性体认　　二、战后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冲突、文化调适与道德重塑　
　三、现代教育与台湾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第六章 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的成就与局限　第一节 
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的成就　　一、自由化思潮的迈进　　二、思与学的结合　　三、专业经济学
家取代非专业经济学家主导经济思想的时代　　四、对中国经济学前沿经验与认识的开拓  第二节 战
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的局限　　一、威权体制、言论钳制对经济思想与政策的压迫　　二、营造主义
的滥用附录  附录Ⅰ 战后台湾部分经济人物小传  附录Ⅱ “五四”后期人物对经济自由的探索——《自
由中国》杂志的经济思想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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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战后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思想的演变：第一节　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概况：一、1950年代台
湾的经济情况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次进口替代：在经济发展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一次
重大战争以后，都面临着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的状态。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所面临的经济状况也不例外
。当时最首要的困境便是台湾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台湾的农工业生产能力，大
陆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在日据时期，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本政府为了因应军事费用已在台湾大量
增发通货，埋下通货膨胀之种因，1947年，海峡两岸贸易交流加强，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国共战
争时期大量发行法币，致使大陆的通货膨胀借由贸易而间接波及台湾的物价，1948年8月，法币崩盘，
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台湾银行于8月23日开始实施收兑金银外币，从而使得旧台币发行额增加40％
。10月，上海发生抢购风潮，部分游资涌人台湾搜购物资，也致使台湾物价大幅上涨。因而，以上种
种原因造成了输人性的通货膨胀），以及1949年以后大量大陆军民随国民党当局迁入台湾等因素，当
时的台湾出现物价的连年加速上涨。根据统计资料，从1946年到1950年的四年间，台北市的消费者物
价共上涨了6500余倍，零售物价共上涨6700余倍。①1949年台湾实施币制改革，以新台币一元兑换旧
台币四万元，并采行一美元折合新台币五元的固定汇率。1950年底“美援”恢复，协助台湾的农工建
设，充裕物资，资助“政府”平衡预算，弥补外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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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北京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完成的。在大陆这六年学习与工作的生涯，既有欣
喜的收获，也有痛苦的彷徨，但无论如何，这段时光都是我人生旅程中一段永远珍藏的记忆。离开北
大之后，心中不禁涌起对几位师长的怀念和感激。难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石世奇老师对我的关
心、帮助和指导。石世奇老师是我在北京大学所认识的第一位师长，进北大前就很希望能够受业于石
老师的门下，但无奈的是我进北大的时候，石老师已退休。尽管如此，在北大求学时，石老师数年来
仍是“视同己出”地在各方面给予我细致的关怀与指导。在我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他深刻周密的学
术洞见和严谨的学术思想，促使我对论文应涉及的方面进行了更深人和全面的思考。并且在论文答辩
后，他也是第一位建议我将论文出版成专著的师长。也难忘赵靖先生几年以来给予我的鼓励、关怀和
指导，这让身居异乡的我倍感温暖。他开放的学术思想，以及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提纲挈领、画龙点
睛的指正让我受益匪浅。前不久，赵先生已然离世，借着这本书的出版，我也想真切地表达对他永远
的感激和怀念。同时，也十分感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曹小衡教授，在我这两年的成长中，曹老师的
博学、开明和求实给予了我诸多启发和指导，而本书能够早日出版，也是主要得力于曹老师的大力帮
助和关心。我对曹老师的感佩之情不是寥寥数语所能表达的，唯愿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得到曹老师更
多的帮助和关怀。另外，还要感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周立群教授，他对我的鼓励和关怀我铭记
在心。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姚同发老师对本书的校订和修改付出了不少心血，而他对我的谆谆教诲，
让我内心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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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以对战后台湾地区引起广泛影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点和核心，
结合中外各种重要经济学说，系统地论述战后台湾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涌现的经济增长思想。在涉及每
个不同经济增长领域的论题之下，《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主政官员和经济
学家的经济思想，并以当时的学术、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环境为背景来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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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思想做了系统的回顾与评述，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可以看出作者的经济学基础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是很不错的。值得想要了解台湾经济思想和台湾经济发展的读者一读。
2、失望，个人感觉
3、海峡两岸是一家,需要互相了解,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了相对陌生.周博士的书能让我们了解台湾战后
的经济增长思想.
4、台湾
5、第一本戰後台灣經濟思想史，封面設計得不錯。該書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核心，論訴台灣地區
經濟發展中的經濟思想。
不足之處恰如Prole所書的：＂呈現歷史時顯得太過目的論，價值預設也太強烈＂

6、也许是太专业了，看完觉得没有一点收获。
7、打分50（百分制），看了一遍没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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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題，本書是我目前所見第一本稱得上台灣經濟思想史的書作者是台灣出身，在北大拿到經博，
目前任教於南開儘管是以「經濟增長」為題，較少談到其他方面但實際上已經處理了台灣戰後最重要
的經濟思想課題由於台灣政府戰後的經濟政策思維非常實用主義台面上幾乎沒有什麼明說出來的理論
學派或思潮（除了所謂的「民生主義」之外）但這絕不表示沒有理論學派或思潮在其中起作用只不過
是以非常不同的形式存在本書梳理了這些散見於報章評論、政策建議、學術著作、政論小冊等等地方
的思想以「經濟自由主義在台灣的逐步勝利」為主軸在過去只有片段論述的無思想史領域為我們描繪
出了一條台灣戰後經濟思想史線索作為第一本正式意義上的台灣戰後經濟思想史著作十分難能可貴本
書的問題在於儘管也提到了一些歷史背景與社會情況但基本上純以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為框架來描寫思
想史一方面難以呈現社會發展對理論思潮的設定與影響另一方面在呈現歷史時顯得太過目的論，價值
預設也太強烈，沒有讓史料自己說話理想的思想史不應該就思想自身論思想而應該回到戰後台灣的國
際政經情勢、社會條件、實際政策作為與效果等脈絡「由下而上」地評估當時的各種主張與思潮在這
個意義上本書可謂失之淺薄不過，這畢竟是第一本其開創的貢獻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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