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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華裔學者林夏如(Syaru Shirley Lin)在「華爾街日報」(WSJ)撰文評論，台灣目前的
問題在於經濟而非中國大陸，其中法規過度規範、缺乏自由貿易協定及需要平衡的財
政政策。


文章提及新政府將啟動新南向政策，加強與世界其他國家市場的聯繫與投資，平衡依
賴大陸市場，同時強調與美進行雙邊「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及參與「跨太平
洋夥伴協定」(TPP)重要性。


這篇題為「台灣的問題在於經濟而非中國」(Taiwan’s Problem Is the Economy, Not 
China)評論文指出，「國內而言，台灣很難重組或調整尚未從製造業轉型到服務業、受
到高度管制的經濟體系」；「國際方面，在北京阻撓下，台灣無法參與許多國際性組
織，也無法與其他國家簽定自由貿易協定」。


任教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的林夏如觀察到，新政府內閣大都屬於技術
型官僚，缺乏對產業或私部門的瞭解。林夏如說，台灣曾是亞洲四小龍，早年也曾創
造經濟奇蹟。今天為了刺激台灣中小企業再起，「台灣經濟應交由市場引導，而非由
政府決定發展那些特定產業」。


文章同時提及，「平衡政府預算也是件難事」。新政府被廣泛認為財政採取保守，但
要達成創新、就業、平均分配、勞權、社安、食安及環境永續發展等目標，很難取捨。

談到兩岸關係，總統蔡英文在就職演說向北京遞出和平橄欖枝，但也強調堅持台灣民
主價值不容妥協。林夏如強調，蔡總統的最大挑戰是「既要滿足台灣在全球和平與穩
定的角色，又要滿足年輕人的願望」。就像其他高所得國家，皆面臨房價飆漲、就業
市場不見曙光、社會不均等問題。


作者認為，就蔡總統而言，其重點放在台灣和人民福祉上，而非中國大陸或兩岸關係。
台灣民眾需要其領導人鞏固自由民主社會的基石，至於與大陸的緊密關係，可能有助，
亦可能阻礙目標達成。


史丹福大學曾出版林夏如所著「台灣的大陸困境」(Taiwan’s China Dilemma)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