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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貨緊縮是經濟發展走到強弩之末的眾

多併發症之一，特別的是，這次的通貨緊縮

具有全球化的特性，因而產生全球骨牌效

應。目前由於供過於求所造成之物價下跌，

並不是特定的區域現象，而是全球化之經濟

態勢。不僅在美洲與歐洲，亞洲也瀰漫著一

股通貨緊縮的低氣壓。在經濟上，有三大力

量正在推動台灣經濟之變化：全球化與科技

化、中國大陸的影響因素以及台灣本身的變

動。而在解決這些經濟問題的同時，台灣政

府亦須設法妥善解決國家財政赤字問題。本

文旨在探討全球性通貨緊縮對身心障礙者之

可能影響，並提出因應全球性通貨緊縮之若

干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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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通貨緊縮之起因 

  通貨緊縮(deflation)是經濟發展走到強弩

之末的眾多併發症之一，其突然變成一門顯

學，著實令人大感意外（沈建宏，民 91）。

Thurow 特別指出：通貨緊縮是資本主義最束

手無策之惡疾；資本主義根本無法在物價下

滑的通貨緊縮中運作；而且，通貨緊縮一旦

發生，就非常難以遏止（引自吳怡靜譯，民

92）。究竟造成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inflation)

之主因為何？Shilling(1998)的說法頗為一針

見血：戰爭與通貨膨脹、太平盛世與通貨緊

縮之間，似乎存在著某些關係，其實，這全

是「供給」與「需求」這兩大經濟力量所造

成的結果。換言之，「供給」與「需求」正有

如圖 1 之太極圖的陰陽兩股力量。當陰盛於

陽時，其反映出「供不應求」之經濟現象。

由於需求量＞供給量，廠商會一方面增加量

產，一方面提高售價（郭婉容，民 91），因

而造成通貨之膨脹。反之，當陽盛於陰時，

則反映出「供過於求」之經濟現象。由於供

給量＞需求量，廠商只好減產，以低價求售

（郭婉容，民 91），因而造成通貨之緊縮。

如此看來，通貨膨脹／供不應求、通貨緊縮

／供過於求之間，似乎存在著某些關連。俄

國經濟學家 Kondratieff 曾經針對這兩股經濟

力量之動態消長，提出「經濟循環理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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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之經濟景氣循環以 50～

60 年為一周期，其間歷經成長與衰退、商品

價格飆漲與狂跌、利率上揚與走低等過程；

Kondratieff 以工業國家超過 100 年的商品價

格資料進行分析，發現資本主義國家會歷經

約 25 年的經濟擴張期，但緊接而來的就是長

達 30 年的經濟衰退期，據此，Kondratieff 在

1920 年代早已正確預測資本主義國家在 1930

年 代 會 面 臨 經 濟 大 蕭 條 ； 時 至 今 日 ，

Kondratieff 之經濟循環理論依然不需經過太

多 修 正 ， 即 可 用 來 預 測 美 國 之 經 濟 發 展

(Shilling, 1998)。

 
 

 
圖 1、市場供需與通貨縮脹之變動關係 

 
 

二、全球性通貨緊縮下之台灣經濟處境 

  特別的是，這次的通貨緊縮具有全球化

的特性。如前所述，通貨緊縮之主因乃為供

過於求。目前由於供過於求所造成之物價下

跌，並不是特定的區域現象，而是全球化之

經濟態勢(Shilling, 1998)。如圖 2 所示，全球

化並非最近幾年才開始發生。1800 年代中期

至 1920 年代末期，世界經濟走入第一次全球

化；其間，歷經第二次世界大戰與冷戰時期

之全球化停滯期；直到 1989 年，柏林圍牆倒

下後，世界經濟又邁入第二次全球化之歷程

(Friedman, 2000)。
 
  

 

  
圖 2、全球化進程 

 
  在這股全球化潮流的影響下，通貨緊縮

因而產生全球性之骨牌效應。如：1997 年，

泰銖劇貶 30%，此乃亞洲金融風暴的第一場

風雨；接下來，由於東南亞之不景氣對全球

物價產生負面影響，導致全球物價下滑，最

後，由亞洲所引發之油價疲跌，竟造成俄羅

斯之經濟崩盤；俟後，流竄於全球各地的避

險基金為舒解在俄羅斯被套牢的投資金額，

乃紛紛拋售他們在巴西、南韓、埃及、以色

列、墨西哥等國之債劵與股票，轉而一窩蜂

地購買更安全的美國國庫劵，導致美國國庫

劵價值飛漲，迫使美國政府必須調降國庫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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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息(Friedman, 2000)。於是，問題就像病毒

一樣，從一個大陸蔓延到另一個大陸。若以

各國躉售物價指數來分析，會發現：美國、

義大利、德國、法國、阿根廷、南韓、日

本、台灣等地之商品批發價都呈現走跌之

勢；而日本、瑞士、中國大陸、瑞典、丹

麥、捷克、香港、泰國、新加坡、紐西蘭、

巴西等國之消費指數也下滑(Shilling, 1998)。

因此，不僅在美洲與歐洲，亞洲也瀰漫著一

股通貨緊縮的低氣壓。經濟一蹶不振已達十

多年的日本，物價已連續下跌四年；亞洲最

令人憂心忡忡的香港，物價也連跌四年；中

國到 2002 年底也已承受了 11 個月的物價下

跌；台灣若不是因為新台幣過去十年左右皆

呈貶值趨勢，否則國內之通貨緊縮壓力一樣

有增無減（沈建宏，民 91）。國內在 2001

年 、 2002 年 全 年 之 消 費 者 物 價 分 別 衰 退

0.01%、0.2%，而在 2003 年 1～9 月的消費

者物價也依然下跌 0.31%（中華經濟研究院

第三研究所，民 92）。長此以往，廠商之獲

利空間勢將受到壓縮。如：在微利化成長

下，台灣資訊硬體產業毛利逐年下跌，最典

型的例子，莫過於筆記型電腦（李欣岳，民

92）。對台灣而言，面臨知識經濟時代之來臨

以及加入 WTO 之後的開放態勢，在經濟

上，有三大力量正在推動台灣經濟之變化，

此即：全球化與科技化、中國大陸的影響因

素、以及台灣本身的變動（孫文秀、曾建

榮，民 91）。而在解決這些經濟問題的同

時，台灣政府亦須設法妥善解決國家財政赤

字問題。台灣的財政在 1989 年之前，幾乎每

年皆有若干剩餘，但自從 1989 年以後，政府

在地價高漲的情況下，購置大量行將期滿的

公共設施預定地，花費了鉅額的經費，之

後，政府財政便一反過去之態勢，幾乎每年

都有龐大的財政赤字產生，因而導致今日之

財政困境（于宗先，民 92）。台灣的通貨緊

縮壓力還在高昇中，加入 WTO 之後，台灣

將出現大量中國製造的貨物，經濟後進國之

低價商品傾巢而入，此正是通貨緊縮的元兇

之一；尤其，當「三通」塵埃落定後，不管

資本是回流還是外流，台灣的物價將受到中

國更大的牽引，而繼續向下滑落（沈建宏，

民 91）。 
 

三、全球性通貨緊縮對身心障礙者（輔

具潛在消費者）之可能影響 

  通貨緊縮是「果」而不是「因」，在造成

物價下跌的表面好處之外，還伴隨著失業率

急遽上升、企業獲利衰退、股票下跌等後

果，即使保住飯碗的上班族，也難逃減薪之

厄運（沈建宏，民 91）。身心障礙者受此影

響，其處境將反應在就業率、財富所得、輔

具補助金額、以及輔具價格之變動上，間接

將改變其取得輔具之能力。茲列述如下： 
 
(一)失業率提高 

  由於訊息不充分（導致摩擦性失業）、勞

工移動力不足（導致結構性失業）、或因景氣

波動（導致循環性失業），都使得社會難以避

免失業隨時會發生（成之約，民 92）。失業

率與通貨膨脹，在經濟學上被合稱為「兩隻

惡魔」，兩項數據之總和構成了所謂的「痛苦

指數」（謝明瑞，民 88）。當勞動力需求增加

時，不僅已就業的勞工將有更高的工資報

酬，雇主也會因為生產增加而必須僱用更多

的勞工，因而增加就業機會；反之，當經濟

不景氣時，產業對勞動的需求便減少，不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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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業的勞工的工資報酬會下降，而且雇主

亦將因為減產而裁減僱用勞工之數量（成之

約，民 92）。林宏熾（民 87）指出：台灣地

區所有身心障礙者約僅有半數擁有工作，且

多為勞力性質。而且，超過 50%的身心障礙

者所從事之職業以非技術性、事務性為主，

這些職業易受外部產業結構變動之影響而失

業，同時，擔任售貨工作（如：販賣公益彩

劵）之收入亦不穩定；擔任專業與技術人員

的比例則不到 15%，這樣的職業結構可能與

身心障礙人口教育程度偏低有關（內政部，

民 89）。是故，障礙者可能因為勞動力移轉

力薄弱，而面臨結構性失業之壓力。在台灣

社會裏，「教育」除了可作為提高職業、收入

的工具之外，其本身也代表著很重要的主觀

階級認同或社會地位（黃毅志，民 88）。因

此，教育程度亦可作為評定社會階級之指

標。依據統計結果，台閩地區身心障礙者之

教育程度為：國小教育程度 31.5%、不識字

23.7%、國中 16.0%、高中 16.2%、大專以上

者為 7.7%、約 3.2%是自修（識字）、學齡前

人口 1.8%（內政部，民 89）。明顯可見：國

內障礙者之教育程度有偏低之傾向。加上近

幾年來，由於產業結構轉變與國際分工等因

素之影響，使得教育程度較低之勞動力的失

業率有逐漸向上攀升之現象（成之約，民

92）。因此，障礙者偏低之教育水平將可能承

受循環性失業之壓力。而在資訊之取得能力

方面，資訊科技或網際網路的使用者大多是

高學歷的知識份子與中等薪資以上（學生除

外）的人，此一門檻限制使得勞工階層的人

被排除在資訊化社會之外，自然更被排除於

社會階層流動之外（紀建良、鄭依萍，民

90）。是故，教育及薪資水平偏低的障礙者，

將可能因為無法利用資訊科技或網際網路來

即時取得就業資訊，而提高摩擦性失業之可

能性。綜合研判：預估這一波全球性通貨緊

縮對於身心障礙者（輔具消費者）之就業情

形，將可能造成若干衝擊。 
 
(二)財富所得萎縮 

  根據調查資料顯示：民國 83 年時，殘障

者家庭入不敷出者所占比率高達 44.69%、收

支平衡者占 27.72%、另有 27.59%的家庭尚

有儲蓄（內政部，民 83）。到了民國 89 年

時，台灣地區身心障礙者家庭的每月開支以

3～4 萬元最多，約占三成，46.2%的身心障

礙者家庭支出大於收入，44.8%的身心障礙

家庭開支是收支平衡，而 9.0%身心障礙者家

庭是收入大於支出，易言之，身心障礙者家

庭的支出水準以中低水準為主（內政部，民

89）。Smith(1991)指出：如果一個市場過於

狹小，使得個人之消費能力無法以其勞務剩

餘部分之產出來進行交換、或用以換得其所

需要之他人勞務產出，那麼，將不會有人因

此受到鼓舞而傾全力專注於某一行業。因

此，對於非固定薪資之障礙者而言，台灣之

小型市場在面臨全球性通貨緊縮的壓力下，

可能使其獲利降低，因而產生轉業或失業之

可能性。此外，當經濟不景氣時，由於產業

對勞動之需求減少，導致勞工減薪，雇主亦

可能因減產而裁員（成之約，民 92）。因

此，對於固定薪資之障礙者而言，可能產生

減薪或失業之可能性。 
 
(三)輔具補助金額下降 

  如前所述，政府在 1989 年以後幾乎年年

出現財政赤字（于宗先，民 92）。長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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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勢必間接影響政府提供輔具補助之能

力。如圖 3 所示，國內歷年之輔具補助金額

（黑線部分）在 90 年明顯下滑，91 年才又

略為回升。但對照身心障礙者總人數（灰線

部分）之成長量，90～91 年之輔具補助金額

顯然未似 87～89 年一樣成比例（虛線部分：

每百萬人補助金額=補助總金額÷總人數×百

萬）。因此，不管是通貨緊縮或經濟衰退，對

身心障礙者之相關福利補助，必然帶來若干

程度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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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歷年障礙者人數（內政部，民 92a）與輔具補助金額（內政部，民 92b） 

 
(四)輔具價格下跌 

  如前所述，通貨緊縮可能帶來之好處，

即造成物價下跌（沈建宏，民91）。因此，輔

具價格理應隨著通貨緊縮之帶動而下滑。如

果障礙者財富所得萎縮之幅度小於輔具價格

降低之幅度，那麼，障礙者購買輔具之能力

將相對提昇，反之，則相對下降。當原料、

工資在全球性通貨緊縮的壓力下而降價時，

輔具廠商之生產成本因而得以縮減，最後將

反應於商品之降價上。不過，筆者最耽心的

是：如果國內輔具價格長期滯化之情形因人

為因素而未在輔具售價中真實反應成本，那

麼，輔具廠商之獲利將相對提高，而直接受

害的就是身心障礙之輔具消費者。 

四、結語： 
因應全球性通貨緊縮之若干芻議 

  為因應這一波全球性通貨緊縮，以下分

別就輔具產業、輔具消費者（身心障礙者）

等兩個層面，提出下列芻議： 

(一)在提高輔具產業之獲利率、競爭力方面 
 1.加速新科技的發展與投資 

  研究發展不僅是企業生存之基本要

素，更是邁向知識經濟時代最重要的指

標項目之一（曾秀芬，民91）。依據經濟

學家的解釋，新科技的發展與投資是各

國擺脫經濟穩定與衰退期、重回經濟發

展期的關鍵 (Shilling, 1998)。行政院的

「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

之「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主要包含

五項規劃：吸引國際人才、提供五百億

研發貸款、設立重點產業學院、成立各

種創新研發中心、推動重點產業科技研

究，希望將台灣建設為亞洲最好的研發

創新 基 地 ， 再創 台 灣 經 濟奇 蹟 （ 孫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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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民91b）。同樣地，國內輔具產業在

此計畫之協助下，若能成功創新研發新

科技，必可提高國際競爭力與獲利率。 

 
 2.政府以利多政策，刺激民間消費與科技

研發／投資 
  為刺激企業致力於新科技的發展與

投資，政府應擬定、釋放相關利多政策

與計畫。目前，行政院的「挑戰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已揭櫫台灣未來

六年的國建藍圖，其中擬定十大重點投

資計畫，包含四大主軸：人才、研發創

新、全球運籌、生活環境（孫文秀，民

91a）。預期這項計畫能提高台灣產業之

國際競爭力。此外，當民間對消費與投

資興趣缺缺時，政府應加強公共投資；

不過，當經濟惡化到通貨緊縮時，政府

通常也沒有多少錢可以進行公共投資；

雖然，經濟學家會建議政府舉債投資公

共建設，然而台灣政府之債務餘額，早

已達到法定上限（沈建宏，民91）。萬

一，政府在此財務困窘的情形下，考慮

以加稅來拓展財源，建議政府應三思而

後行，實則，另尋替代性財源（如：開

放香港式的賭馬、公益彩劵、或以公益

彩劵之公平制度恢復愛國獎劵）亦不失

為創造性之解決問題策略，除非必不得

已，否則政府應避免讓身處全球性通貨

緊縮衝擊下之一般民眾或障礙者的經濟

負荷雪上加霜。 

 3.考慮適度引導新台幣貶值 

  在經濟蕭條期中，出口國通常會引

導貨 幣 貶 值 ，以 增 加 產 品出 口 競 爭 力

(Shilling, 1998)。強烈依賴出口之台灣經

濟， 在 面 臨 微利 化 與 通 貨緊 縮 的 壓 力

下，「適度」引導新台幣貶值，以提昇輔

具產品之出口競爭力，頗值得考慮。惟

在實施過程中，須注意的是：經濟景氣

之過與不及，皆不利於經濟發展（謝明

瑞，民88），因此，適度引導新台幣貶

值，應在「讓景氣波動所造成之損失最

小化」的前提下謹慎施行，才不會造成

經濟發展之另一項不利因素。 

(二)在提高身心障礙者取得輔具之能力方面 

 4.將固定比例之公益彩劵所得挹注於輔具

補助金額 
  筆者曾針對國內輔具價格長期滯化

之情 形 做 過 市場 經 濟 之 探討 ， 其 中 指

出：既然台灣之小型市場的特色是市場

經濟之結構問題，那麼，就應該「回歸

市場經濟之基本面」──利用市場機制

之原理來解決輔具價格之問題，而拓展

海外市場即為依賴國際貿易之島國宿命

者所能尋求之解決方法（黃富廷，付梓

中）。依據市場機制運作，開拓市場可增

加產品之需求量，而需求增長則招引供

給擴充（湯季康，民91）。此一定理，不

僅適用於台灣之類的島國，連美國這類

的大國亦然。如：1989年，當柏林圍牆

搖 搖 欲 墜 時 ， 可 口 可 樂 的 歐 洲 總 裁

Douglas Ivester即派人從圍牆破洞免費分

送可口可樂給東德人，到了1995年，東

德人 的 可 口 可樂 消 費 量 已達 西 德 之 水

平；Douglas Ivester當初的做法完全為了

拓 展 公 司 的 全 球 版 圖 ， 以 提 高 獲 利

(Wheelan, 2003)。同樣地，依據供需定

理，拓展海外市場可提昇輔助性科技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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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量，造成價格之降低，回頭再進一步

擴大需求量。是故，透過政府以輔具補

助金額之方式來解決國內身心障礙者無

力購買輔具之困境，此誠非藉由「回歸

市場經濟之基本面」之途徑來解決問題

之作法。不過，如果國內輔具產業依然

固守島內之小型市場規模，導致輔具價

格仍未透過擴大海外市場需求而下降，

那麼，輔具補助金額之需求仍將存在。

但是，如前所述，政府自1989年以來，

連年之財政赤字已導致負擔輔具補助金

額之能力隨之下降。在不考慮加稅的前

提下，政府應設法另尋社福補助財源。

近幾年，政府授權台北銀行發行公益彩

劵，將固定比例之公益彩劵所得挹注於

輔具 補 助 金 額， 此 誠 為 另類 可 行 之 作

法。 

 5.設法提高障礙者之就業率 

  如前所述，從障礙者之職種來看，

其可能因為勞動力轉移能力不足，而面

臨結構性失業之壓力；或者，由於國際

分工與國內產業結構變動，而導致教育

水平偏低之障礙者需承受循環性失業之

壓力；而且，因為教育與薪資水平偏低

而無法利用資訊／網路科技即時取得就

業訊息，而形成摩擦性失業。若希望降

低社會的失業率，對於訊息不足所引發

的摩擦性失業，應該加強就業資訊的提

供、以及就業市場遇合媒介的服務；對

於結構性失業，則應設法提高勞力的移

轉能力，加強教育或職業訓練的服務，

並改善區域間的交通設施；至於希望減

少循環性失業，則必須仰賴政府利用財

政政 策 或 貨 幣政 策 來 提 高社 會 總 合 需

求， 期 能 增 加社 會 的 就 業機 會 （ 成 之

約，民92）。是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網

路設備並加以訓練（使之迅速取得如同

「 101 人 力 銀 行 」 之 類 的 網 路 就 業 資

訊）、提供職業再訓練／職務再設計之服

務、提供移行類輔具、改善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等措施，預估可減緩障礙者之

失業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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