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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未來經濟發展關鍵 吳再益強調：使用乾淨電能  
學校要聞

 

【記者蔡銪晟臺北校園報導】管科系「全球財經與管理專題講座」12月3日下午

7時30分在臺北校園D508，邀請長期關注臺灣經濟的重量級講者、臺灣綜合研究院院

長吳再益博士，探究「臺灣長期經濟發展政策評析」，他以1990-2020的經濟成長組

成，分析未來經濟發展，因當今氣候變遷、能源轉型、再生能源問題，影響臺灣後續

30年關鍵，就是使用更乾淨的電能，否則會被世界排擠，「我們應思考未來維持美好

生活品質，尋求乾淨替代能源，打造下一個臺灣新經濟世代。」

 

同時也是淡江管科博士班校友會會長的吳再益，指出1990-2000年內需市場蓬勃發展

，為臺灣經濟成長主要推動力量，2000年外需比重逐漸增加，讓臺灣製造業不斷研發

，創造更多附加價值，才成就目前的護國神山半導體產業鏈。2000-2009國內投資活

動停滯、投資意願疲憊，直至近三年投資動能逐漸改善。長期來看，國內一直都有投

資動能不足、超額儲蓄的問題。

 

2020年疫情影響下，國民儲蓄率攀升至38.39%，反映了國內投資環境不佳、民間投資

欠缺，雖如此，今年2021臺灣人均GDP正式突破3萬元，跨越已開發國家基本門檻，預

估臺灣將在2025年反超韓國。吳再益說，雖然經濟成長對比其他國家為正成長，但更

應注意長期以來經濟成長果實分配不均，受雇人員報酬佔比從1990最高50%一路下滑

，企業盈餘自2000年來維持34%，未來還有可怕的少子高齡化，將來退休年齡也會不

斷延後。

 

臺灣未來經濟發展關鍵，吳再益強調電力將是重要影響，為達電力系統淨零轉型，極

大化再生能源、擴大天然氣、使用氫能及導入CCS等負碳政策技術等為重要策略。在

全球企業高度競爭下，全球碳邊境管制已成趨勢，臺灣未來出口恐面臨多元貨品管制

壓力、進口將面臨碳洩漏、各國碳關稅政策影響，各產業轉型勢在必行，應加速建置

國內碳定價政策，以利國際接軌，並在產業變革中找機會、創新動能，加速低碳轉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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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科所邀請臺灣綜合研究院院長吳再益（中）博士，主講「臺灣長期經濟發展政策評析」。（圖／管科系提供）

 



 

管科所邀請臺灣綜合研究院院長吳再益博士，主講「臺灣長期經濟發展政策評析」。（圖／管科系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