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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可說是當前國家最廣為採行的

自由經濟制度，除了主張國家應減少干

預市場的運作，也因為能讓個人與國家迅速

累積財富而被推崇。然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

失業、貧富差距等問題逐漸讓資本主義受到

嚴厲批判。儘管如此，資本主義在國際經濟中

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資本主義如何影響世界，

政府又應扮演何種角色值得我們仔細研究。 

資本主義的特點與挑戰 

資本主義從十九世紀運作至今，最初僅

西方國家採行，爾後擴展至全世界。資本主義

主張國家應減少干預市場經濟活動，加上個

人與國家能藉著資本主義迅速累積財富，漸

漸受到廣大群眾歡迎。儘管資本主義在運作

上仍產生諸多問題，但上述特點使得許多國

家紛紛採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不可否認資

本主義常被外界批評造成貧富分配不均、所

得差距變大的問題，除了思考如何應對這些

難題外，我們也須將焦點放在國家上，也就是

政府是否扮演一個稱職的「守門人」。古典經

濟學理論指出國家不應該過度介入市場運作，

但亞當斯密卻在《國富論》中提到國家應該在

經濟行為中扮演「積極」角色，也就是做好自

身的任務與工作。例如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國

家若能針對不履行契約的行為者、或是有爭

議的經濟、商業活動做出具有強制力的仲裁，

便是良好的守門人。不過以現階段觀察，我們

可以發現多數國家在這方面的能力有限，也

無法提供良好的公共財，國家逐漸在自由經

濟體制中越做越少，也怯於扮演積極守門人。 

而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如果國家要吸引

外資與招商、提振就業機會，會因為國際競爭

激烈，而面臨以國家自身經濟發展為優先，還

是顧及國內民眾的福祉為優先的兩難局面。

以企業的角度思考，通常企業會選擇前往有

利生產的地方設廠投資；但以國家角度觀察，

為了要吸引產業進駐，可能要降低對於環保、

勞工保護的要求。當世界經濟緊密連結，而許

多國家為了招商而降低原先的標準時，國家

的主權地位其實降低許多，國家也變得沒有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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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處理經濟發展產生的問題。 

前面提到資本主義保障個人與國家的福

祉，所以許多國家願意採用。若說資本主義由

國家領導（state-lead），那麼這時資本主義思想

會引領執政者推展「富國強兵」政策、透過補

貼、限制進口等方式保障國內產業，因此有國

家資本主義或是經濟重商主義的意味在。但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其實國家開放本國市

場、允許自由貿易才是對於國內經濟較好的

方式。雖然這可能造成社會一些問題，但關注

社會福祉的國家其實會開始思索究竟該如何

平衡兩者的差距，以及如何達到「藏富於民」。

資本主義讓個人平時可以自由累積財富；但

在動員階段，國家也可以有效使用稅收等資

源，所以比較各個經濟制度後，資本主義等自

由經濟體制因為有利於個人與國家，而被廣

泛使用。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美國在二戰結

束後的國際影響力大增，美國開始主導世界

經濟秩序，並著手規劃世界經濟的發展藍圖，

並建議各國應該降低關稅、開放國內市場、解

除投資限制。這些原則也在戰後被多數國家

所認可，因此當前自由主義經濟通行全球。然

而並非所有國家會遵照採用資本主義開放市

場、降低關稅、不干預市場等行為，多數國家

還是會依照需求調整該國經濟政策，國家依

然會在眾多經濟行為背後扮演主導的角色。 

資本主義下國家的角色 

採行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的國家，約

莫在上個世紀末開始部分或完全採行資本主

義，這與時代背景相關。例如中國大陸於 1979

年改革開放，蘇聯於 1991 年解體後，俄羅斯

開始積極籌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由於中國

大陸與俄羅斯都加入了全球性經濟組織，所

以在各會員國以及組織的要求下，逐漸開放

國內市場、並遵照國際貿易規範。因應世界經

濟制度的變遷，中國大陸希望採行的是國家

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例如推展「國進民退」

就是該政策的寫照。儘管如此，國有企業間依

然存在競爭關係，不至於出現一家企業獨佔

產業的情況，雖然與自由經濟體制存在些許

差距，但是企業在市場的競爭已成為目前趨

勢。鮮少有國家會完全採用資本主義等自由

經濟體制，多數國家依然會稍作修正以適應

國情。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等採行自由主義經

濟的國家，在保障社會安全網，如失業、公司

破產、退休等保障上仍有進步空間。鑒於資本

主義的問題，北歐國家除了採行自由主義經

濟制度，也會將照顧人民、保障社會福利的概

念納入施政準則。國家難以一方面採取資本

主義，一方面又採取共產主義，因為兩者十分

互斥，這兩種制度無法併行，卻可以截長補短。

例如採行資本主義的國家，可以融入社會主

義這些關注弱勢、提倡社會福利的精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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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因應社會的各種變化。而這些經濟活動

與政府力量的互動關係，正是政治經濟學所

關注的範疇。 

當世界多數國家採行資本主義，容易讓

我們將焦點放在資本主義的主導地位而忽略

其帶來的問題。例如完全自由經濟可能讓市

場逐漸被少數公司寡占，甚至是一家公司獨

占的情況。因此許多國家都祭出《反托拉斯法》

作為因應。這些作為不僅可以穩定市場秩序，

也可以保障個人與其他企業的福祉與利益。

自由主義經濟發展並不處理「計畫經濟」的議

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依然有推行五年計

畫，但中國大陸雖推行的計劃經濟並非既往

人民公社那樣的生產計劃，而是為國家設立

未來經濟發展的目標。中國大陸政府意識到

經濟體系不能向過往般封閉，應該與國際市

場接軌，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環境中生存，

因此逐漸將資本主義體制融入到共產主義經

濟中，所以這比較像是「經濟的計畫」，而非

「計畫的經濟」。 

台灣的實踐 

台灣在過去的經濟發展表現亮眼，而國

家也逐漸從過去強勢主導經濟，到現今適度

干預，也注重社會福利保障等公平正義。在台

灣經濟尚未起飛之時，由於國內產業發展不

完全，所以政府將施政主力放在如何保護國

內產業，例如加徵高額關稅、補貼國內產業發

展，進而減少過度依賴先進國家的技術與資

本。等到國內產業穩住陣腳、發展逐漸起色後，

政府便開始思考，該如何讓本國產品與國際

商品競爭，因此政府鼓勵國內廠商勇於發明

與生產，並持續改良商品品質與價格，最終往

國際市場邁進，也創造傲人的經濟奇蹟。隨著

台灣經濟有了發展後，政府開始從經濟領域

中退卻，而將經濟發展交由民間主導。 

根據 2021 年最新公布的經濟自由指數

（2021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台灣以

78.6 分位居全球第 6 名。前五名分別為新加

坡、紐西蘭、澳洲、瑞士與愛爾蘭，而這五名

被歸類為「經濟自由」（Free）的領域，至於台

灣在內的前三十八名則屬於「經濟大部份自

由」(Mostly free)。早期台灣經濟自由指數並不

高，但隨著政府開始注重法治、行政效率、投

資自由、社會福利等內容後，台灣經濟自由的

排名便不斷往前邁進。儘管國家逐漸從經濟

領域中退卻，但我們還是可以見到政府仍在

發展經濟外，努力促進台灣社會的各種福利

與保障，例如全民健康保險、勞保、公保、國

民年金就是很好的例子。也許實際執行的狀

況有需要加強與改善的空間，但政策就是不

斷修正與檢討，總會達到大家滿意的成果。另

外，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總是呼籲政府應該採

行低稅率。當政府對於人民、企業課徵高額關

稅，代表愈符合大政府介入經濟活動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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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稅率太低卻會造成政府推行政策時，遇

到眾多阻礙與困難。所以至今稅率標準依然

為社會各界爭論的焦點。總和言之，我國政府

在發展經濟之餘，也持續關注社台灣財富分

配、社會正義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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