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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論壇 

此次的全球性通膨除了是因為過去十多年的貨幣供給大幅增加外，新冠疫情與戰爭所造

成的供應鏈不順亦是重要的原因。 

（圖片來源：Depositphotos） 

 

因應當前高通膨時期政府應有的作為 

 

張建一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兼院長 

 

當前高通膨形成的原因 

2008年美國次級房貸所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之前，美國聯準會、

歐洲央行、日本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這全球四大央行的資產規模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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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兆美元。然而，為了因應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2009歐債危

機，以及 2020年的新冠疫情，四大央行持續往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

致使他們的資產規模近期曾經暴增六倍來到超過 32兆美元水準。 

2018 年時任美國總統川普為了制裁中國對其製造業的不公平的

補貼發起了美中貿易戰。在美中雙方互徵高額關稅後就此埋下了全球

通膨的火種。2020 年的新冠疫情一開始因各國封鎖造成全球需求大

幅減少，後來在疫苗普及與各國決定與疫情共存下，歐美大國重啟需

求；但亞洲的供應鏈，特別是中國在清零政策下仍未完全回復至新冠

疫情前的產能。在需求強勁與供給不順的情況下，通膨的火種終於被

點燃。而今年 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僅造成石油、天然氣與煤炭

等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大宗物資價格亦一發不可收拾，終於使得全球

通膨火上加油，迅速在全球各國漫延開來。由於歐美主要國家對於通

膨的誤判，因此現在持續加大升息幅度希望能夠抑制通膨，至於效果

如何仍需要一段時間觀察。畢竟此次的全球性通膨除了是因為過去十

多年的貨幣供給大幅增加外，新冠疫情與戰爭所造成的供應鏈不順亦

是重要的原因。 

政府不應放任輸入性通膨影響人民的生活 

台灣是一個小國，大部分的能源與大宗物資均仰賴進口，當這些

物資在國際市場上大幅上漲之際，政府不應也不能放任這樣的輸入性

通膨完全反應到國內一般物價水準進而大幅提高人民的生活成本。畢

竟政府施政的目的是為了照顧人民的生活，使民眾能夠在國內安居樂

業。近年來國內房價漲勢以使民眾苦不堪言，如果政府再放任影響民

眾基本民生需求的一般物價水準大幅上漲恐怕將進一步提高民怨而

引發一連串的問題。 

有些人認為政府應尊重市場機能，讓市場完全反應成本。然而在

國內，油、電的價格本來就不是自由競爭市場所決定。中油在國內是

寡占市場、台電更是一家獨占公司。當初政府成立這兩家國營事業的

目的就是為了降低國際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因而造成國內油電價格雙

漲對國內一般物價水準造成衝擊。目前來看，這兩家國營事業在穩定

國內物價水準確實有的助益。雖然即使造成這兩家公司帳面的虧損而

有政府增資的必要性，但即使如此也遠比油電價格完全反應成本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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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更大的民生損失來的好。 

因應當前高通膨時期政府的作法 

在高通膨趨緩，特別是高輸入性通膨大幅消失之前，政府不應忘

了主要施政目的是照顧人民的生活，因此必須有積極性的作為以對抗

通膨。央行除了貨幣政策的因應外，政府相關部會亦應利用政策持續

調控可能大幅影響人民生活成本的物資價格，如暫時性調降甚至減免

這些進口商品的關稅與貨物稅；而油價則應暫時性部分反應漲幅、電

價則優先調漲以出口為主的用電大戶，至於中小企業與相關民生用電

部分應是最後不得己時才來反應。 

此外，由於通膨影響的是全面性的，所有的民眾均會到影響而提

高生活成本，特別是中低所得收入者。因此在當前高通膨時期，政府

有必要擴大對中低階層的社會救濟，以避免他們的生活出現困難造成

社會問題。 

股神巴菲特曾說高通膨時期最好的策略就是投資自己。就個人而

言，就是充實自己的技能，這些技能是通膨所帶不走的。然而高通膨

時期個人的生活成本不免增加，因此政府可以考慮補助民眾充實技能

所增加的花費以提高他們自我投資的誘因，這對國家累積未來的人力

資本也有相當的助益；就政府而言，投資自己就是投資國內。在高通

膨時期全球貿易量將會下降進而影響我國的出口，此時政府就應改以

擴大國內需求的政策為主，包括投資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的政策，如公

共基礎建設、危老都更、鄉村重建與整理等；同時在數位經濟時代與

淨零轉型下，加速數位基礎建設的投資、能源轉型投資與協助企業的

淨零轉型投資亦是很好的作法。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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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針

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具體

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量，並

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巷 1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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