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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政經系助理教授林偉修

 

公元前七世紀，當人們開始以黃金和白銀作為交易貨幣時誰能預見2000多年後會全面

改用紙幣，金屬貨幣不復存在；而今天當紙幣通行於世界，誰又能想像未來可能停止

發行部分紙幣，電子貨幣大行其道。本書就是在描述這個想像的可能，並從社會現象

與總體政策證實這個想像不只是個想像。

 

先說說社會現象好了! 大家都知道現金的流向是無法追蹤的，除非現金流通過銀行體

系，不然沒有人可以確切掌握現金流動的軌跡。也因為這個特性，作者提醒大家各式

各樣的非法經濟，例如毒品交易、人口販賣和洗錢，為了躲避追緝都會利用大面額的

現金交易。另外，為了要躲避納稅與就業及法規限制，雇主會以付現的方式雇用非法

勞工，造成社會中不依實際收入納稅的稅負不公現象。據作者估計，美國就約有

2.7%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稅額課徵不到。因此不論非法或合法的經濟活動，現金的使用

反而造成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損失。

 

再來是有關央行零利率的政策效果。根據費雪效應，通貨膨脹率和名目利率呈正向關

係，因此當央行欲控制通貨膨脹率，面臨零利率時往往束手無策，因為央行無法實行

負利率政策。之所以不能實行負利率政策的原因之一便是大面額現金，因為央行一旦

實行負利率政策，現金會大量流出銀行體系以大面額現金的形式儲存，銀行體系的存

續立即岌岌可危。因此，在整體利益考量下，作者認為政府應該取消大面額現金，保

留小面額現金，並以電子貨幣取代紙幣創造新的金融體系。

 

作者的想像在書本的描繪下的確呈現出栩栩如生的畫面，政府得利用電子貨幣打擊非

法經濟，抑止逃漏稅，大幅提升社會整體經濟效益。也誠如作者所言，部分北歐國家

的確朝這個方向努力，但筆者認為關鍵在於政府。現金流可追蹤的同時也等於政府得

掌握所有國民的消費行為與金融動向，如果政府願意保護個人隱私，僅為擴大社會整

體經濟福利，那麼新的金融體系指日可待。但如果政府將個人隱私做為控制社會的工



具，那麼這個想像恐怕變成未來人民政治生活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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