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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效率的政府 有活力的市場

專題報導

【記者翁履中報導】後SARS時代，台灣所面臨的各項衝擊，政府與民間應該如何因應

，不論是經濟、政治、國家安全甚至是兩岸關係等層面的問題，都值得關切。由國際

研究學院所舉辦的「淡江論壇」，上週四（五日）上午十時，於本校驚聲大樓T701室

舉行。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魏萼主持，以「後SARS時代台灣的迷惘與出路。」為主題

，探討台灣經歷SARS的威脅下，在國際問題、國家安全、經濟、社會、兩岸關係等方

面所面臨的危機，展開座談。 

 

本次與會的人士包括：西語系教授陳雅鴻、外語學院院長林耀福、財金系教授邱忠榮

、國際問題暨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鄒忠科、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翁明賢、中國大

陸研究所王玉民副教授、經營決策學系主任李培齊、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蓋浙

生、生命科學開發中心主任廖怡蘭及國際研究學院院長魏萼等參與討論。 

 

 

對公共事務多一點關心 

 

翁明賢教授談到國家安全的問題時特別提到，面對全球化的浪潮，世界各國間的時空

距離越來越小。這次的SARS疫情，也因為世界的距離縮短，隨著人們的流動而傳播到

各地，共計有三十三個國家受到此次疫情的影響。未來，台灣不能孤立於世界之外

，必然要與世界接軌，持續發展全球化有其必要性，而台灣如果要在全球化中有所發

展，甚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要先有一番完整的思維。政府的施政一定要經過審慎的

規劃和評估，才有可能帶領台灣向前邁進。 

 

鄒忠科教授對於國家安全也提出了看法，他以歐洲國家為例，在1348年到1349年之間

，蔓延在歐洲的黑死病造成了兩千多萬人死亡，大約是當時歐洲人口的一半。當時

，歐洲各國紛紛出現了社會動蕩，道德敗壞的現象，各國的國家安全面臨了極大的考

驗。但是歐洲人卻從黑死病中得到教訓，各國紛紛立法加強公共衛生事務，舉例來說

，1948年英國的公共衛生下水道普及率便達到了100%的水準。反觀台灣，經濟發展快

速，所謂“台灣錢淹腳目”，但1987年的統計數字中顯示，我們的下水道普及率僅僅

是3%。的確，台灣的疫情沒有像當時的歐洲如此嚴重，但台灣能不能夠有反省的能力



，對公共事務投注多一點的關心，是後SARS時代中，台灣能否進步的關鍵。 

 

 

入WHO被打壓，兩岸關係陷僵局 

 

蓋浙生教授提到，不論大陸如何打壓我們，台灣仍應該積極推動進入WHO，至少，從

我國積極的行動中，讓國際間注意到台灣的情況。陳雅鴻教授也對我國在爭取加入

WHO組織，遭受到中國大陸強烈阻撓一事表示看法。從大陸官方所表現出的態度來看

，兩岸關係短期內將難有進展。雖然，就中共內部的政治情況進行分析，這次強烈打

壓台灣的手段，有可能是新一代領導人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特別製造出的假象，但

這樣的做法，無疑是重重的傷了台灣百姓的感情，而且是犧牲了台灣人民的權益。最

近，又傳出大陸將在WTO中要求降低台灣的代表層級，這種種的打壓行動，就兩岸的

穩定發展來說，將使得兩岸關係的發展，在短期內很難有所突破。鄒忠科教授則指出

，台灣目前在大陸的全面打壓下，要加入國際組織的可能性的確很低，而且短期內國

際社會也不會對大陸有任何反對的意見。但從人道的立場來說，台灣如果能加入

WHO或是任何其他國際組織，對國際社會一定有所幫助。 

 

 

SARS疫情 國際形象受損 

 

生命科學開發中心主任廖怡蘭教授談到本次SARS疫情時表示，其實冠狀病毒本來就存

在，而這次的SARS冠狀病毒特別喜歡在人體的呼吸系統中生存，而其所產生的症狀和

一般的感冒、肺炎極為相似，導致在初期時大家都會忽略，加上SARS病毒的繁衍速度

非常快速，因此才會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影響。至於如何預防或是治療方面，廖教授

表示，製作檢驗試劑並不困難，台灣已經成功的製造出檢驗試劑了，甚至預防SARS的

疫苗應該都會很快的出現。但對抗SARS最難卻也最關鍵的部份是在如何找到治療的藥

物，一般的藥品研發到上市，大約要十年的時間，在藥物出現前，我們能做的就是預

防及避免SARS的發生。其實，台灣在這次的事件中，我們的國際形象受損相當嚴重

，因為在國際上的認知中，只有衛生條件不好或是落後的國家和地區，才會有大規模

的傳染病發生。因此，這次的SARS風暴，讓台灣在國際間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鄒忠科

教授則舉歐洲國家的公共衛生政策為例，指出台灣地區的公共衛生設施比起先進國家

落後了太多，如果公共衛生的建設能夠有效的發揮功能，許多流行性的疾病都將能夠

避免或是減少。 



 

加強公務人員管理能力 

 

蓋浙生教授則表示，就教育的角度來說，台灣地區的疫情之所以一發不可收拾，乃是

國人的衛生習慣不佳所導致，從小時的教育中，我國並沒有強調衛生教育，因此這次

的病毒傳導的速度才會如此迅速。另一方面，民眾的危機意識不足，以建中學生在隔

離期間仍然外出補習來說，國人的法治觀念也應該要加強。從這次的危機中學習，獲

得經驗和教訓，對台灣的未來發展來說，或許還可能會有加分的效果。李培齊教授則

認為，從管理科學的角度來看，這次的SARS事件中可以看到政府對於危機管理的能力

不足，導致許多對疫情控制該有的措施都比其他國家慢了半拍。現在的政府官員，似

乎只要學歷高就會管理了，很多官員對於危機處理的能力明顯不足，未來政府應該要

加強公務人員對管理能力的訓練，如此才足以因應突發的事件，減少損失的發生。王

玉民教授則從未來學的角度，分析並預測台灣在後SARS時代所可能會面對的問題，提

出了不同領域所可能發生的情況，提供大家做參考。鄒忠科教授也表示，政府一定要

從這次的經驗中學得教訓，仔細思考與反省，才能真正化危機為轉機。否則，未來台

灣在面臨任何危機時都會有一樣嚴重的影響。 

 

 

對經濟衝擊應只是短期的現象 

 

邱忠榮教授則表示，從經濟的層面來看，SARS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應該是短期的，就長

期來看，台灣的經濟所受到的衝擊不至於會太大。SARS之所以會對經濟產生衝擊，主

要是過去一些潛在的問題，藉由此一事件爆發出來而已。就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現

在的經濟現象已經不再能單純的用過去的理論進行分析了，還要配合政治、社會等各

種現象來探討經濟發展的走向。未來台灣要發展的知識經濟，是需要長期培養的，但

施政者卻往往希望能很快的看出成效，台灣目前的產業，可以說只剩下電子業了，只

有電子業還有在賺錢。不管是發展知識經濟，還是任何型式的產業，政府都應該有一

套完整而健全的產業政策，台灣也才會有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 

 

魏萼院長在結論時表示，「小而有效率的政府，大而有活力的市場」是我們所希望見

到的，藉著「淡江論壇」的機會，和來自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們交換意見，希望能夠聽

到不同的看法，向政府發聲並提出建言，為台灣的發展貢獻來自學界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