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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資本主義？ 

黃春興  2015/5 

 

說明：這是在台灣的公視節目上回答的內容，每一小節是一個問題的回答。 

 

1-1 資本主義 

 

這紀錄片基本上是從批判資本主義的角度拍攝的，因為它避談資本主義對人類的

偉大貢獻。人類的生活條件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才有大幅的改善，人類的壽命與健

康也都是。 

在資本主義興起前，人類的社會是普遍的貧窮和短命。兩百多年前出現的資本主

義，帶給人類一盞大燈，如同普羅米修斯從天上偷來人間的火種。儒家常說：「天不

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資本主義也是照亮人類漫長黑夜的大燈。遺憾地，這紀錄片

並不談這些，僅談論資本主義在今日所遭遇的難題和弊端。 

維基百科定義資本主義為一種政治經濟體制，具有三點特質：生產工具（土地和

資本）主要為私人所擁有、商品貿易與工業生產主要以追逐利潤為動機、資本家以薪

資去雇用勞動力。根據這定義，資本主義或許很早期就小部分地存在地球的某處，但

較大規模的傳播是隨著工業革命發展。 

看看今天的世界，譬如不幸發生大地震的尼泊爾，才開始要接觸資本主義。資本

主義的火種要傳播到每一個地方，需要一段期間。在這期間內，我們會見到區域間與

區域內的發展差異，也就是居民在生活方式、壽命與健康的差異。 

在傳播的過程，資本主義常遭遇各地傳統政治力量的侵蝕和扭曲，而出現許多變

種的政治經濟體制，如國家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赤色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

等。它們帶來諸多弊端與罪惡，而讓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一直在背黑鍋。 

 

1-2 人性貪婪 

 

人性是不是貪婪，我不知道；但不可否認地，絕大部分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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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向不同。有些人對擁有的學問不知足，有些人對擁有的愛情不知足，有些人對擁

有的佛法不知足，而更多的是對擁有的金錢不知足。人性貪婪，指的是對金錢的不知

足，而不是對學問、愛情、或佛法的不知足。 

因此，貪婪問題不在於不知足的本性，而在於不知足的對象是金錢。理由很清楚，

我們是以貨幣為媒介的間接交易社會。擁有貨幣，就等於擁有商品的消費權利。在間

接交易社會，只要保有貨幣，就可以隨時換得各種商品，這比我們自己保有或以物易

物取得方便太多了。 

以物易物是人類早期的生活方式，那時物資缺乏，連醫療都得之不易。人類發現

了貨幣，發展了間接交易，才有辦法展開資本主義，創造財富。 

 

1-3 資本主義的時代 

 

剛提到，人性是不知足的。除此，個人的生活追尋也是多方的面。有人說，民生

的內容是食、衣、住、行、育、樂六大需要，是嗎？好像不止這些。英國人常掛在嘴

邊的是幽雅與尊嚴，還有些人一生都在追尋更高的信仰和理想。這些都是個人的需要，

都是難以知足的需要。 

資本主義以使用貨幣去實現個人需要，交易成本遠低於以物易物。只要企業家有

能力創造出讓我們感到滿足的商品，資本主義就大勝了。 

所有的需要都只能以交易為手段嗎？所有的交易都是使用貨幣的交易成本最低

嗎？好像不是這樣。當我們的財富增加後，便感覺到使用貨幣交易的價值感已經下降，

這是邊際效用遞減的問題。一餐美麗的饗宴，不只要有美味，也要有快樂氣氛和貼心

服務。企業家如果有能力將美味、快樂氣氛、貼心服務轉變成商品，那麼，資本主義

是大勝了。 

我們的夢想絕不會躲進城堡。那麼，我們還需要什麼？與陌生人的和睦關係？沒

有垃圾滿地、空氣污染的乾淨環境？一個沒有悲傷不幸的幸福世界？一個萬物平等的？

人們的需要是無限的，只要企業家有能力賣給我們實現和睦關係、乾淨環境、幸福世

界、佛國的滿意商品，資本主義就會大勝利。 

資本主義是一個不斷在滿足我們需要的過程。一般而言，它的交易成本相對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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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著財富的不斷增加，人們對於商品品質的要求也不斷提升。如果企業家無法

繼續提供令人滿意的商品，人們是會尋找資本主義以外的方式去滿足。 

 

1-4 自由貿易的遊戲規則 

 

貿易很早就盛行。在亞當史密斯發表國富論時，各國盛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是重商

主義，其要點是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盛行保護主義，以累積大量的金銀。譬如當時

的法國政府就漠視國內貿易和農業，因為那無法賺取國外金銀。法國當時是務農國家。

於是，重農主義起來主張：金銀只是國王的私人財富，國家的財富是國民生計，也就

是農民生計。 

英國當時已開始工業化。亞當史密斯吸取重農主義的精髓，主張：國家財富在於

產業的生產力，因為生產力決定薪資率，而薪資率決定勞工生計。他認為政府的干預

只會妨害生產力的提升。在當時，自由經濟只是一套理想，而非具體的政治經濟體制。

一戰戰後，英國在重返金本位時都未完全遵循自由經濟的規則運作。 

簡單地說，自由經濟只有三條基本原則：第一、尊重私有財產權；第二、任何人

與商品都可以在市場自由進出；第三、政府不干預市場上的任何商業模式。英國在尊

重私有財權的傳統下，國內貿易很快就走向自由經濟；但在對外貿易上，或許與當時

的帝國主義思想不無關係，英國並未放棄重商主義，如以武力強賣鴉片給中國。當英

國成為資本主義的典型後，列寧便順水推舟地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2-1 全球化 

 

我較關注的是經濟的全球化，而不是政治或文化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就是各國

的經濟往來可以跳脫政治疆界，也就是允許商品、原物料、中間財、生產因素、資金、

技術在各國之間自由移動。生產因素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企業家精神；當然土

地是無法移動的。經濟全球化也稱為全球經濟自由化。 

國內經濟的自由化帶來快速的經濟成長和逐漸收斂的區域發展，這成果誘使人類

追尋全球化。然而，勞動力能夠在國內自由移動，卻不容易在國際間自由移動。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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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要原物料的國際移動也有很大的限制。由於無法突破這些障礙，當前的經濟全球

化也就集中於商品與資本。 

如果資本的移動也受限制，全球化就只剩下商品的移動。這是李嘉圖當時思考的

貿易問題。既然沒有資本移動下，一國輸出多少金額，就會輸入多少金額。於是，一

國的失業若增加，另一國的失業必然也增加，失業問題救不會僅出現在一個國家。因

此，亞當史密斯會說，國家財富得各國一起成長。 

 

2-2 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是以貿易合作為前提，再進行分工。比較優勢理論是共同創造利得，

不是要各謀其利。 

不過，這理論過於強調資源秉賦或生產技術的差異，把貿易問題從消費問題轉換

到生產問題。貿易可分成兩段，前段是交易，後段是生產。在交易下，即使兩國擁有

相同數量的商品，只要消費偏好不同，就可以經由貿易而提升雙方的效用。消費偏好

決定貿易方向，再努力去生產。 

分工帶來專精生產，也提升生產效率。專精生產仰賴的是技術與知識的提升，而

不是資源秉賦的差異。高中的同班同學，到了大學各選各的學系，經過四年的教育，

就各有不同的人力資本。 

 

2-3 關廠，製造貧窮 

  

許多人強調：自由主義宣稱要「改善所有人的未來」，卻時常作不到。譬如 GM

將工廠從甲地遷移到乙地，會讓甲地很多人失業，卻連一個協商都不給。 

這裡有很多的誤讀。當然，我不敢保證每位企業家都遵守自由經濟的運作規則。

如果說自由經濟沒有任何的規則，可以自由放任，你相信嗎？至少，雙方約定的契約

總要遵守吧？否則，經濟活動是無法進行的。 

自由經濟不是自由放任，而是存在一些必須遵守的規則。自由經濟也不主張無政

府，而是期待政府有一個性能好的司法體系，能夠保護私有產權和契約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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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 GM。GM 於甲地設廠時，甲地居民一定非常高興。若不是多了就業機會，

就是多了就業的選擇。只要不樂昏頭，居民選擇到 GM 就業時，必定仔細推敲過就業

契約的內容。以租一棟房屋為例，契約裡總會有租金、有效期限、毀約賠款等條文。

錢賺來並不容易，契約必須小心閱讀。雙方立約人都會精打細算。 

那麼，當GM準備遷廠時，是否違背了當初和雇員簽立的契約內容？若GM違約，

是司法問題。若 GM 沒違約，失去工作的雇員要抗議什麼？立約時不是早已經將這可

能性都算進去了嗎？  

抗議的員工中一定有不少比例的人士對 GM 過度樂觀。任何投資都有期限，期限

一到就必須關廠。這是機會成本的考量，也都必須寫在契約。 

 

2-4 IMF 的結構調整方案 

 

很多人不滿 IMF 的作法，我也不滿。 

韓國算是 IMF 輔導下的成功案例，但大家都記得，韓國人稱 IMF 奪權的日子為

國恥日。如果說 IMF 代表自由主義，卻讓韓國人感受恥辱，那不是很諷斥嗎？結構

調整方案，IMF 只能是建議，不能作為奪權工具。 

自由主義有一些堅持，如個人的生命、身體、自由都是不可以交易的。任何人進

行這類交易，都是恥辱。國家也是一樣。韓國人為了發展願意忍辱，但 IMF 為什麼

要讓對方感受恥辱？ 

如果去掉奪權，我倒是贊成 IMF 的作法。一個國家會淪落到必須向 IMF 借錢，

原因都相同，就是政府的外債過多。如果只是內債，政府可以自己印鈔票去還錢，也

可以課稅去還錢。若是外債過多，就只能減少政府支出去還外債。若印鈔票，本國貨

幣會貶值，就還不了外債。 

政府減少支出，必然衝擊到窮人的生活，因為這些支出原本就是政府赤字的原因

之一。政府現在要還債，我不認為窮人就必須承擔全部的責任。責任必須全民承擔，

當時的韓國人有勇氣，他們認辱地承擔了下來，也改造了自己。 

 

2-5 自由化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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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制度變革都是一種財產權的重新配置，因為它必然改變個人的機會。因此，

自由化也是一種財產權的重新配置，它改變了擁有不同財產的人的獲利能力。有人因

而獲得更多，但有人因而受到損失。 

自由主義尊重財產權，反對以政治力量去重新界定財產權，因此也反對以政治力

量去推動自由化，除非能避免有人受到損失的人。 

避免有人受到損失有兩種辦法。第一種是讓每人有足夠的調整時間。換言之，就

是在新制度開始運作時，每個人都已經準備好了。通常，這需要一代人的時間。重新

教育與訓練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如果時間上不允許，這是執政者最喜歡說的，那麼就

採行第二種：政府必須給於損害者相當的補償。當然，所需經費來自於對受益者的課

稅。 

 

2-6 資本與債務 

 

的確，這是資本主義今日面臨的困境。 

我還是從自由經濟談起。 

自由經濟的宗旨，就是探索人類在不受約制下所能發展出來的文明。自由主義的

核心在創新和未來。創新指向一個與現在不同的未來。然而，未來只能從今天走過去，

其中的連結就是資本。 

遺憾地，在批評資本主義的論述中，焦點都放在財富分配問題上，甚少關注到資

本在未來的創造力。 

在自由經濟下，市場利率不僅決定了多少資源要用於今天，多少用於明天，也決

定了哪些未來的創新值得進行，哪些不值得進行。在利率決定於市場時，這些標準也

都是深受市場的影響。 

不幸地，當政府以寬鬆貨幣方式擴大財政支出後，貨幣多了，利率下降到零。在

零利率下，人們花費於今天的費用會高些，但同時，也敢借更多錢去投資未來。投資

未來不是壞事，問題在於那些投資是否正確？這裡的正確，不是政治正確，有不是道

德正確，而是未來能否賺回足夠的錢來償還這些債務。沒有人能預知未來，但愈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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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好。利率高，投資者會謹慎些；在零利率下，相對會輕率些。在謹慎下，債務不是

問題。但在零利率下的投資，別收回收的報酬，連本都會蝕光。 

總地說，債務不僅是債務，更嚴重的是：經濟的投資機制慘遭零利率所破壞。自

由經濟下的資本主義不會出現這些，只有國家資本主義才會出現。 

 

2-7 日本病 

 

最近出版一本書，手術台上的日本。他給日本病下的定義是：成長停滯、債臺高

築、物價下跌、自信喪失、政治無能。在這五點特徵中，前三項是經濟大蕭條的現象，

後兩項則是民主困境的寫照。這本書認為日本病的出現，不僅有經濟因素，還有政治、

社會與文化因素。 

對於日本病，大家都歸咎於 1985 年的廣場協議。當時，美國要求對美貿易順超

的日、德、英、法等國，在三年內將其幣值相對於美元調升 40-60%。台灣也在內。

日本政府擔心升值不利出口，就大幅降息以補貼廠商，利率從 6%降至日本史上最低

的 2.5%。之後五年，日本出現平成景氣，股市衝到接近四萬點，地價漲了 3-4 倍，並

大量購買海外資產。 

這些假象繁榮也帶來許多的社會問題，使得政府再調回利率。馬上就出現大量資

產的泡沫爆裂和銀行倒閉。從 1991 年底，日本就陷入至今還難以康復的日本病。 

值得注意的，德國馬克的升值幅度和日圓是一樣的，但德國政府並沒採取低利率

政策。德國是一個熱愛儲蓄的民族，我相信這是政府不敢貿然採行低利政策的主因。

另外，德國在一戰戰後，因發行過多貨幣導致超級通貨膨脹的痛苦經驗也可能是一項

對政策的約制力量。 

 

2-8 工階級人的團結 

 

公共選擇理論有一則定理：任一個組織，團員人數越多，越不容易團結。原因是：

大多數人都是先考慮自己得利益，再考慮群體的利益。當群體人數增加時，搭便車的

問題也就越形嚴重。這理論以政治自由為前提，如果工人結合成革命政黨，那就另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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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論。 

只是，以革命政黨的形勢推翻了政府和社會制度之後，工人能分配到什麼？工人

分配不到新的政治權力，即使有，如果經濟無法成長，這些權力也不具任何實質內容。

這是過去共產主義所遇到的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得以繼續執政的理性基礎。 

相對於共產革命，我們都知道英國的費邊社主義，也就是工人階級取得議會的多

數，然後立法去分享經濟利益。相對於革命，民主過程付出的代價小許多，工人可以

分享到的利益也多許多。 

（工人的薪資問題） 

 

2-9 基因檢測與生命商品  

 

這問題類似於肖像權，有兩點必須說明： 

第一， 商品化的不是個人的基因或生命的自身等，而是檢測生命的試劑。或許將

來還會出現更複雜的問題，如自身的複製人的商品化。這裡存在道德問題和

專利權問題，那是第二點。如果不考慮這些，自己的基因竟僅私藏或開放數

據兩種選擇。私藏可以保護自己的隱私，代價是將來需要時得花費更高的費

用去製造專屬試劑。開放就是開放，個人將無從追查自己的基因被使用的方

式和場所。 

第二， 我不懂法律界是怎麼思考人隱私資訊的專利權問題，但這與資本主義無關。

有人喜歡滿街都貼著他的相片，有人不願意自己得想片曝光，這是個人的選

擇，但前提是這些資訊的最終權力必須在自己手中。個人的生命資訊若不在

自己手中，就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2-10 政府幫助銀行家脫困 

 

前些日子，慈濟功德會的治理出現大問題，廣受輿論批評。其效應之一是，躺在

立法院二三十年，涉及許多議員利益的宗教法，終於三讀通過。這個例子和破產主義

類似，雖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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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機制下，只要國會授權或不反對，行政權就可以大到不能倒為理由，以

救濟方式幫私人企業脫困。我們是法治和民主國家，只要依法，人民就沒辦法。這不

是說民主制度不好，只是說目前的法治制度還不完備，還沒有人想去補正。我們為何

不去催生一部反對大到不能倒的法案？可以去遊說立法委員、可以挑選反對大到不能

倒的候選人，也可以公民票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案是柯蔡玉瓊女士催生的，有誰

願意出來催生這新的法案？ 

自由經濟需要民主制度的保護，但不依賴民主制度。自由經濟的原則是反對大到

不能倒的謬論。任何在市場中失敗的廠商，就是無法善用資源的組織，就失去繼續掌

控相關資源的權力。破產主義是違背自由經濟的原則，那是裙帶資本主義的腐敗現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