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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經濟學宗師的終身職志：自由—  
林鐘雄的經濟理想及對臺灣的大愛 

彭 百 顯  
開南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 

摘 要 
林鐘雄於臺大經濟研究所畢業之後，即投入社會，開啟他一生看似平凡

實卻不平凡的讀書人報國生涯。他的生命和許多前輩經濟學家一樣，運用經

濟學的知識協助解決當代的經濟問題與社會困境。半個世紀來，臺灣經濟體

制從管制逐次走向自由，政治日趨民主進步，與諸多自由主義者堅守市場機

制有極密切關連。林鐘雄是這段期間的參與關係者，在自由經濟思潮的推

展、經濟政策之制定與執行，特別是作育英才、培育第二代經濟學家方面，

更發揮在政治經濟領域影響力，對臺灣追求自由的進展，引領風騷，居功厥

偉。 
1980 年代臺灣經濟邁進自由化新頁，林鐘雄時代來臨。幾十年來，他

投入臺灣現代化的自由進程：領導金融研究小組致力金融自由化、推動利率

與匯率自由化落實市場價格機能、以學者形象領軍創辦銀行模範生、直至一

生最後的工作－健全資本市場體制，他盡力貢獻經濟現代化。林鐘雄秉持

知識份子報國理念，支持國人自由民主目標，並參與民主化運動。在戒嚴肅

殺下耕耘《大學》、《八十年代》雜誌系列，播種民主自由、關懷政治、扶助

受難者家屬；彙聚群英診斷經濟，參與反對派國會公聽會。林鐘雄以其經濟

社會地位關係，在經濟層面對臺灣民主化過程的影響，扮演著相當重要的關

係角色。 
林鐘雄一生專注於經濟學領域奮鬥貢獻，如果稱其「大師」，一定不為

其本人接受，但就其風範與影響，堪稱臺灣一代經濟宗師。他研究學問認真

投入、教學培育英才、論著豐碩智慧；為了健康臺灣，懷抱理想悲天憫人；

他更堅守讀書人的情操，淡泊名利執著理想；這些都足以彰顯他低調中的不

平凡。林鐘雄為政治自由與社會進步奮鬥半個世紀，而且成就傲人，他畢生

致力追求自由價值，他對臺灣的大愛精神將永久長存。  

關鍵詞：林鐘雄、經濟大師、臺灣經濟學家、自由經濟、臺灣經濟史、抗衡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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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生回顧 

林鐘雄臺灣彰化人氏，1938 年生1。高中就讀臺中一中，畢業後，進入

臺灣大學經濟系，於此展開他一生經濟思想最重要的啟蒙與充實的奠基工

程，並獲臺大經濟研究所碩士學位。之後，投入社會開啟他一生看似平凡

實卻不平凡的真正讀書人報國生涯： 

讀書，豐富了他的一生。林鐘雄回憶念臺中一中時，每學期 48 格借

書登記欄，一定填得滿滿的。高中最喜歡讀的書之一，是俄國作家

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大學時看完諾貝爾獎得主、法國作家羅

曼羅蘭的巨著「約翰克利斯多夫」全譯本後，花了兩天時間，在日

記本上，寫了 20 多頁的感想。印象更深刻的是，大學時看了向同學

借的「阿 Q 正傳」，因為覺得把中華民族描寫得淋漓盡致，就完完

整整地抄了一遍保存（王皓正，2000）。 

步出學校，林鐘雄曾短暫服務於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現經建會前身）擔任綜合計劃處專員，之後分別在政大、臺大專職任

教，並也在其他公私立大學兼任教學，作育英才長達三十餘年，桃李滿天

下。期間，並分身多方從事關懷國事、社會公益，包括參與海內外推動臺

灣民主化運動，鼓吹民主自由思潮，對臺灣社會影響甚大。1992 年離開教

職接任參與創辦的玉山銀行首任董事長。2000 年受總統聘任無給職國策顧

問，2001 年接任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 

2001 年 10 月 28 日深夜，因呼吸困難送至臺大醫院，由於缺氧性腦病

變昏迷，於臺大醫院、三軍總醫院醫治。2006 年 5 月 27 日，一代大師辭世，

得年 69 歲。林師母低調辦理後事，6 月 18 日骨灰入塔，長眠於北臺灣金山。

留給世人無限懷念。 

                                                        
1  林鐘雄（1938-2006）是我的授業恩師，追隨他前後近 40 年。施正鋒教授要我為本研討

會撰文記述林鐘雄，我義不容辭並感榮幸，但林老師所學精深博大，我未能完整傳神表

達，內心深以為愧。全文對他直呼全名，係為行文方便，絲毫沒有不尊敬之意。林老師

簡歷參見本文「附錄一：林鐘雄教授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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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世後，臺灣經濟學會為紀念林鐘雄教授，於 2006 年 9 月 23 日舉辦

「林鐘雄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2007 年 3 月 6 日學會並設置「林鐘雄教授

講座」補助辦法，鼓勵國內學術研究機構聘請國際傑出學者來臺，以促進

國際學術交流。 

林鐘雄育有一子一女，一生信仰自由價值，是臺灣重要的經濟學家。 

貳、自由經濟思想導師─傳播自由價值 

本文肯定林鐘雄一生在致力於人生自由的理想，文中對自由的內涵，

重點在自由的價值，而非探討自由的意義及其分歧2。 

但為文之前，必須強調：自由市場經濟減少政政策干預與自由之間的

意義並不等同，然而，市場經濟強調的競爭，以及減少政府政策干預強調

的解除管制，則與「將外力所施壓力減至最小可能之限度」的境地相通。 

林鐘雄平和處世，偏好自由，在保守僵化體制環境下，為實現臺灣自

由經濟理想投注所有心力，畢生傳播耕耘自由價值，為臺灣一代偉大經濟

學家。 

一、經濟學的大乘悲願思想 

（一）讓人尊敬的經濟學家職志：解決經濟問題與社會困境 

欲探索一代經濟學大師林鐘雄的偉大精神，我想有必要進一步認識「經

濟學」與「經濟學家」這兩個字義的一些概念。以下我引用海爾布魯諾（Robert 

L. Heilbroner, 1919-2005）闡述的精髓，來說明經濟學家對人類世界的重要

意義以及經濟學的精義。海爾布魯諾這樣說（Heilbroner, 1983: 1）： 

經濟學家，從一般小學歷史教科書的標準來看，他們根本微不足

道，他們沒有大軍可指揮、沒有置人於死地的威勢、更沒有帝國

可以統治；然而，他們的言行卻比許多光華蓋世的政治人物對歷

                                                        
2  自由與經濟活動行為之間深入探討，參閱海耶克（Hayek, F. A.）（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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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更具決定力，比許多調兵遣將的大統領更能搖撼人心，也比國

王與立法大員的敕命對人民的禍福更具影響力。這是因為他們塑

造並搖撼人類的心靈。 

他們默默地在一旁工作，他們不太在意外界對他們的看法如何。

但是，他們所留下的列車卻搖撼了帝國，驚動了五洲，捍衛或破

壞了政權；他們鼓動了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對抗，以及國家與國家

之間的對抗。這並不是出於他們的陰謀詭計，而是由於他們的思

想觀念深深具備影響力所使然。他們的威力遠大於刀劍或權杖，

他們塑造與搖撼世界。 

他們都是學者，他們不同於哲學家所探討的觀念，他們也不同於

科學家從事的實驗，他們探討並實驗人類的日常生活，卻無法在

實驗室孤立進行實驗。他們探討整個世界，並且，必須以人類的

憤怒、失望與希望等情慾來描繪世界的全貌。 

偉大的經濟學家塑造並且搖撼著人類的心靈。 

經濟學家並不是在研究一門優雅的哲學美學。他們是一群現世的哲學

家（worldly philosophers），他們所投身的哲學架構係人類活動中最世俗化

的追求財富的驅力。經濟學雖不是一門最優雅的哲學，但卻是一門人類行

為最複雜而且是最重要的哲學。海爾布魯諾很傳神的描述經濟學家入世的

重要，他說（Heilbroner, 1983: 4-5）： 

畢竟，還有誰會在一個窮人家裏以及一個坐以待斃的投機商人身

上，思索去尋求「秩序」與「藍圖」？誰會在街道上遊行的亂民

以及對他的顧客堆滿笑容的雜貨商身上，尋求通一的「法則與原

理」？ 

只有經濟學家才可能將這些看似互不關連的線索，編織成有用的

布疋；才能將紛亂不休的世界看成井然有序的進程，將一片騷亂

之聲梳理成一曲悅耳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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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理解，經濟學家治學社會秩序的變化與掌握，正是經濟學

探究的核心。他們都十分關心自己同胞的生活，尤其是在於財富的創造與

分享。林鐘雄的生命和許多古典學派以降的前輩經濟學家一樣，運用經濟

學的知識協助解決當代的經濟問題與社會困境，不同的是，他生活的舞臺

世界是臺灣。 

而由林鐘雄對學習「經濟學」目的之描述，當可進一步體悟經濟學的

深義。他引述並改寫英國經濟學家皮古（A.C. Pigou, 1877-1959）的話說（林

鐘雄，1984）： 

假若一個人係因想當經濟學家而來學經濟學，我將非常高興；但是，

假若他係因為走過貧民窟，激起幫助那些居民的意識來學習經濟

學，我將更為高興。 

總之，經濟學可以把世界安排得很好，使人過得比較舒服，生活得比

較充裕，但這並不是生活的一切，而僅只是人類最基本必要的一部分，也

因而部分人鄙視經濟學膚淺。雖然如此，林鐘雄並不以世俗物質化經濟價

值認定，他知道經濟學仍有人生非常重要的其他功能，乃以實際行動致力

於經濟學的崇高目的。 

（二）經濟發展就是在排除不自由的來源 

經濟學為了改善人類生活，而不斷著重經濟成長、推展社會進步。因

而，經濟發展變成經濟學永續研究的重鎮。至於究竟什麼是經濟發展的目

標？印度裔經濟學家沈恩（Amartya Sen, 1933-）指出： 

自由是經濟發展的更大目標。 

經濟學家要致力於實現具有社會普遍積極的人類自由，並讓人們有

以此為樂的能力。 

沈恩認為：「發展就是自由」，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在擴張人們享有更

多的自由，而發展就是擴展自由的過程；因為人們一旦脫離不自由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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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能力去爭取更多的福利。因此，擺脫不自由就是經濟發展的過程。而

減少貧窮問題，就是讓人們擁有更多的自由（Sen, 1999）。沈恩是 1998 年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他認為解決貧窮就是應該給予更大的能力，以獲得更

多的自由來改善生活。他對貧窮所下定義是： 

貧窮：是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是低收入。 

沈恩對經濟發展的看法，就是在排除不自由的來源，包括：貧窮、暴

政、經濟機會的缺乏、徹底的社會剝削、漠視公共設施，以及不容異己或

過度鎮壓行為。解決貧窮應該給予更大的能力以獲得更多的自由來改善生

活。顯然，經濟學的目的也在自由。 

林鐘雄在沈恩大作未出現之前，就相當認知這個觀點，他對經濟學的

投入，自然也就不會產生社會對經濟發展或經濟學係著重物質主義的誤

解。他認為宗教家對眾生拔苦予樂的慈悲胸懷，正應是擁有公權力接受人

民付託之制定與決策者最重要的職責。職是之故，以經濟理想與政策協助

解除人民的痛苦，包括為身陷生計困境的貧窮家庭找出活路，正是經濟學

家實現社會自由境界的使命。 

（三）林鐘雄一生投注經濟領域奮鬥貢獻─ 自由 

經濟學的哲學可說源自於人性之自由，即市場機制的發明。而經濟學

與真實社會世界最深的聯繫則在政治。因此，早期的經濟學稱政治經濟學。 

由於人的複雜性，才有政治學的出現，用以處理人共存與聯合的問題。

因此，政治的核心就是對人與人之間，即對世界的關切，是對人的生產力

和人的行動產生結果的關心。至於政治的意義為何？ 

政治的意義是自由。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75）很精確的指出：政治

的承諾就是自由（Arendt, 2005）。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體認，無論從經

濟學或古典政治經濟學或現代政治學而言，自由是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或

政治家終生奮鬥的目標。就此瞭解，林鐘雄會投入一生於經濟學領域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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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並不是沒有理由，何況，自由畢竟還是人生哲理的終極理想目的。 

二、對自由理想的信仰 

（一）自由主義思想的脈絡 

林鐘雄並未取得國外博士學位，是道地由本土培育的經濟學家，相當

難得。臺灣大學是臺灣自由改革派的大本營，除了臺大自由學風之薰陶，

林鐘雄的自由主義思想主要源自政治經濟學，即現今所稱之經濟學的哲學

源頭。經濟學的自由思想，自古典學派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90）、

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73）、馬歇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7）以降，到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史

蒂格勒 （ 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91 ）、傅利曼 （ Milton Friedman, 

1912-2006）、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 1937-）、拉佛爾（Arthur B. Laffer, 

1940-）等，都相信透過完善的個人自由，自由放任不但能解決經濟問題，

而且能解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並也完善社會福利，助長良性循環，使

個人自由與人類福利日益增進。為深入林鐘雄的自由主義思想，我們有必

要把所謂自由經濟的核心理論稍加引述（Parker, 2009: 475）： 

市場是人類自發性行為和自我調節的自然領域，依據人們對他人福

利的貢獻而受獎勵，由此產生最大限度的自由、平等和福利。 

人是自足的，擁有契約關係或責任，大多不受他人影響。人人以平

等進入市場討價還價，尋找自己優勢。追求個人需要的滿足和自我

利益，導致自發的秩序與自然和諧，造就社會優勢、共同利益及利

他的結果。 

免於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無人能決定產量與價格，參與者皆受制

於市場。無人能控制生產、價格或供給，也沒有確定的個人擁有超

越其他個人的權力。每個人自願參與，每個人提供的價格與數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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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而保障了自由。 

競爭規範行為，防止自我利益對他人的傷害。競爭是道德強制的關

鍵，政府正缺乏這一點，是組織社會的手段。 

自由化使市場能接管並去政治化許多分配予政府的職能與監管，就

會出現非干預性的公共政策，即有限政府，人們能遵照自己的想法。 

林鐘雄培育學生，皆以此為教學圭臬，關心人類如何追求幸福美好時

光，自然而然變成自由主義的信仰者。林鐘雄這輩子給學生推介的著作，

許多皆是人類行為學中自由主義思想的範疇，他口中不強調自由主義，但

他的經濟行為則盡是以深厚的自由哲學思想為依歸。 

（二）相信海耶克：自由經濟的巨人 

林鐘雄治學經濟學的早期研究領域是貨幣理論，這一過程與自由主義

派大師海耶克類似3。是否研究貨幣者皆傾向自由主義？有關這一點，是不

是與社會主義鄙視貨幣有關？則仍待進一步探究。海耶克是除了亞當斯

密、彌爾、馬歇爾等古典學派思想家外，林鐘雄介紹給我們這一代有關自

由經濟思想最重要的經濟哲學家。從海耶克及其經典名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1944）中，我對海耶克的特別印象是：他是自由

主義的經濟學家。後來我慢慢瞭解，海耶克由經濟學自由市場的運作領域，

發展到自由社會秩序哲學領域，跨越經濟與政治，並建立了貫通複雜精深

的 20 世紀自由主義理論體系，而成為人類精神文明的一代偉大巨人、自由

主義大師，終身為自由辯護。 

                                                        
3  海耶克於 1921 年獲得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法律學博士學位，1923 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

1923 年由熊彼德（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介紹到美國紐約大學研究，獲得

經濟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貨幣的職能與人為穩定購買力是協調一致的嗎？〉1927
年更開始對貨幣理論史作通盤研究，並發表有關貨幣理論的著作：《儲蓄矛盾論》

（1929）、《貨幣理論與貿易循環》（1933），1935 出版的《價格與生產》更是他對凱因

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1936）的重要

批評，並因此引起經濟思想史上著名的「海耶克 vs.凱因斯大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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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耶克眼中，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統制經濟與民主是不相容的。

時下有些論點批判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正義的不公，而轉向同情甚至

認同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有關這方向的觀點，林鐘雄給我們的功課是海

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與傅利曼（1980）的《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海耶克力駁社會主義的「經濟平等」畫龍點睛的指

出：「民主體制與社會主義的共同處只有一點：就是二者都主張平等。但

是，我們必須注意，即使這一個共同點，仍是有差別的：民主是在自由中

去追求平等，社會主義則是在桎梏與奴役中去追求平等。」（陳奎德，1999：

80-81）人類有權利選擇自由。 

顯然，林鐘雄對臺灣社會的期待仍然是自由，因為民主強調人性自由

的公平正義，而非對自由的剝離。林鐘雄沒有海耶克幸運，能夠在生命垂

幕之前目睹他一生主要思想理念的實現。海耶克一生痛恨邪惡，抗拒共產

主義，特立獨行地高舉自由主義思想以對抗矗立半世紀的共產主義狂潮，

終於象徵共產世界的柏林圍牆在 1989 年倒塌，也宣告紅色帝國共產統治的

瓦解，社會主義失敗。三年後，海耶克辭世，這對海耶克自由信念的堅持

而言，確實足資欣慰。 

林鐘雄未有如海耶克色彩鮮明地以其代表性的經典大作《到奴役之路》

揭櫫自由主義的大纛，以他畢生致力於自由經濟的歷程，在他離開塵世之

時，雖然臺灣已經總統直選，也出現民主的政黨輪替，但終其一生，他仍

未看到臺灣自由理想國度的完成，似有遺憾。 

（三）自由的力行哲學─ 自由與政府干預的綜合 

經濟理論對處理目標達致之政策往往有矛盾的棘手問題，諸如經濟成

長與物價安定、充分就業與通貨膨脹、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等的抉擇，經

濟政策的操作在政策目標上出現矛盾，於是，自由經濟或政府干預之間便

常發生政策爭議，這就是 20 世紀經濟思想史上，古典學派與凱因斯學派之

間長期爭論的根由。當代臺灣經濟發展歷程，也常出現路線上的爭端。 

自由經濟的重要特徵就是自由競爭，而自由競爭的最大好處就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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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效率化。這是傳統市場經濟受到歌頌的所在。然而，熊彼德的「創新

說」逐漸形成企業巨型化，因而擁有能力進行跨市場競爭，具備與工會、

廠商、消費者、零售商等之間的相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4，此

時，則需要凱因斯主義式的政府管理角色，以達到已被巨型公司「高效率

創新」所取代了的「資源配置效率」。這樣的發展，綜合了古典學派強調自

由市場與凱因斯學派強調政府角色的觀點，進一步注入了自由經濟的新內

涵，形成所謂「自由派凱因斯主義」的新名詞5。 

林鐘雄極力普及經濟學，他長期浸沉於自由經濟，但至 1960 年代凱因

斯經濟學火紅之後，更有「相當長的歲月沉迷在凱因斯著作中」（林鐘雄，

1996），後來，則又深入於以傅利曼為首的貨幣學派反凱因斯領域，對自由

與政府干預兩者對立之間的理論思想，有相當深度之認識。1980 年代初，

臺灣掀起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政策大辯論，有稱王蔣大論戰（環球經

濟社，1984），以林鐘雄參與論戰的論述觀察，其觀點在平衡經濟成長與物

價安定之間長短期目標與作法，面面俱到，不偏不倚，正說明了林鐘雄的

智慧6。和葛布雷一樣，也有古典學派與凱因斯學派綜合的影子，他在自由

與政府角色之間找到平衡。但這是不是融合的迷糊？沈恩認為，去平衡和

引導社會的競爭力量，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林鐘雄的骨子裡仍是自由的。 

然而，20 世紀經過經濟現代化的結果，基於自由經濟的人類自由結論，

似被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所打破。諸如早期資本主義與當今勞力密集經濟

體系所產生的「血汗工廠」，20 世紀全球的殖民經濟，以及達爾文主義信條

的貧困弱國、財富強國，這些冷酷的經濟發展事實，讓一般人對經濟學或

自由經濟產生誤解與偏見，經濟學家也相當迷惑。 

                                                        
4  抗衡力量是加裔美國經濟學家葛布雷（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提出之概念，

有關說明參見林鐘雄（1992：426）。 
5  讓政府擁有抗衡力量的需求，顯然違背自由方向為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然而，葛布雷指

出，由於新情勢的演變，嚴厲的反托拉斯立場或國家計畫，已非時宜，因為，現代國家

經濟情況已由巨型企業所主導，因為它有條件進行「技術創新」。詳細論述，請參見

Galbraith（1952）。 
6  參見《經濟政策大論戰：王作榮大戰蔣碩傑》（1984）書中〈經濟情勢轉變中的長短期

策略〉及〈當前經濟問題與政策爭論〉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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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由於資本主義並未消滅權力濫用，致使當代一般民眾痛恨企業、

財團的私營經濟力量，一如過去社會之痛恨君主皇權與重商主義經濟一

樣。因而始有以民主自由與人權之名起而對抗，以監督私人經濟權力，遂

有「進步社會」的產物；「進步時代」更以改革者姿態崛起，運用政府職能

建立法制，促使民主體制益加完備化。這種經濟社會的進化，就自由經濟

而言，乃是「革新的自由主義」挑戰「自由放任」的道理，仍然達致人類

自由的結論。 

二戰之後迄今，臺灣自由經濟體系的逐次到位，以及政治民主的進步，

實與諸多自由主義者堅守市場機制有極密切之關連。林鐘雄是這段期間的

參與關係者，由於他的角色與影響，雖無法量化說明，惟無論在自由經濟

思潮的推展，抑或自由經濟政策之制定與執行，他對自由經濟的務實態度，

特別是作育英才、培育第二代經濟學家方面，更發揮在政治經濟領域關係，

對臺灣追求自由的進展，引領風騷，居功厥偉。 

叁、對臺灣經濟現代化之貢獻 

林鐘雄早期以經濟學者身分研究、教學、寫作，對臺灣經濟社會進步

的影響，係以專家學者扮演觀察與建議的撰述或演講角色參與。在 1970 年，

他即曾針對臺灣發展提出基本開發方向：一、改善輸出結構與輸出擴張並

進，二、積極開發新進口替代品產業，三、積極加強基層設施投資，盡力

使臺灣實現最大的潛在成長率，加速經濟成長，以期早日迎頭趕上已開發

國家（林鐘雄，1971）。1980 年代，臺灣民主化在美、日等先進國家推動全

球自由化的轉輪波及下，當局開始推展經濟現代化，開啟了臺灣經濟自由

化新頁，林鐘雄時代終於來臨。幾十年來，我們在臺下周圍目睹他投入健

康臺灣的自由進程。 

一、金融制度改革與解除管制：領導金融研究小組致力金融
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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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來的經濟自由化，致解除管制與金融自由化（de-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浪潮席捲全球，包括美、英、法、西德、日等先進

國家紛紛大刀闊斧改革金融體制，實施解除金融管制政策。於是 1980 年代，

自由經濟思潮成為推動改造金融部門的重要主導力量。 

二戰後至 1970 年代，臺灣在中國國民黨掌政下嚴格限制金融發展，包

括金融機構管制，同時絕大多數銀行都是公營體制聯合壟斷，金融服務效

率低落，地下金融猖獗，經濟金融秩序敗壞，影響企業投資活動，更阻礙

長期經濟成長。因此，臺灣迫切需要解除各種金融管制，以為經濟起飛的眾

多產業提供多元資金融通。一反過去沉默低調姿態，林鐘雄終於躍上政經決

策舞台，先從他的金融專長，展開他對臺灣民主自由宿願的治理長才。 

由於林鐘雄對臺灣金融管制與地下金融猖獗問題早已提出許多改革建

議，到 1982 年，當時仍是戒嚴時期經濟金融全面管制的年代，財政部長徐

立德為了重大金融的政策釐訂，特商請林鐘雄召集成立金融研究小組，財政

部乃向各銀行借調多位資深金融人員，我當時任職合作金庫也被林鐘雄指定

借調至該單位，於是，舉凡如何解除金融管制，以及與健全金融體制與金

融市場，都是我們主要的研究重點。在林鐘雄指導下，這段期間，我們提

出許多研究報告，均成為重要政策方向7。1980 年中期之後，臺灣終於逐

步放寬金融管制，各種金融自由化政策為整體金融部門架構出嶄新面貌。 

二、利率自由化與匯率自由化：推動市場價格機能 

                                                        
7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金融現代化問題檢討－金融、證券、保險現代化〉（1983）、〈融

資性租賃公司管理問題分析報告〉（1984）、〈分期付款公司問題探討〉（1984）、《我國金

融市場自由化之檢討》（1984）、《籌措國外資金之研究》（1984）、《政策調整對金融發展

的影響》（1984）、《金融服務需求調整對我國金融發展之影響》（1984）、〈當前資金寬鬆

與加強消費者貸款之研究〉（1985）、〈英國、法國、西德的金融制度與監督管理〉（1986）、
《我國資金疏導問題之研究》（1986）、〈美國非銀行銀行（nonbank banks）對金融發展

之影響〉（1986）、〈日本證券市場的自由化與國際化〉（1988）、《美國金融制度及其監督

與管理》（1989）、《美國金融制度的改革與發展》（1990）、《美國儲貸協會危機問題之探

討》（1992）等等。這些研究主要建議，均在解除金融價格管制與金融機構數量管制，

疏導民間金融與地下金融資金，並健全金融監理制度，強化監管效能，防範危機，保障

存款人及投資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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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利率自由化措施與銀行開放民營，是臺灣金融史上最大改革進

程，臺灣從金融管制進階至金融自由化。林鐘雄在政策推動的學理基礎與

具體努力，貢獻至大。 

在 1975 年以前，臺灣的銀行利率是由中央銀行決定。長久以來政府採

取利率管制制度，為了排除利率管制所衍生的諸多問題，林鐘雄提出實施

利率自由化之途徑，為臺灣利率自由化實施提出具體方向（林鐘雄，1981a；

1-4；林鐘雄，1981b：2-5；陳聽安、林鐘雄、倪成彬，1983）。1985 年 3

月，政府允許銀行訂定自身銀行的利率，1989 年 7 月，銀行法修正，將利率

改為由各機構自行決定。由於林鐘雄等諸多專家學者不斷大聲疾呼，使得利

率管制得以在逐步漸進中，歷經數十年終於達成利率自由化的成果。 

而在外匯市場方面，臺灣長久以來實施外匯管制，一直到 1987 年 7 月

全面放寬外匯管制，民間才得以自由持有及運用外匯，有形與無形貿易之

外匯收支完全自由。對匯率堅持自由化更是林鐘雄一貫政策主張。林鐘雄

曾直言臺灣的浮動匯率，央行的干預超過百分之八十、九十，無以名之，

可稱之為「非常髒的浮動匯率」（經濟日報，1987）。在擔任中央銀行理

事期間，面對國家遭受之國際經濟波動與要求干預匯率主張，林鐘雄以中

央銀行理事會為中央銀行政策之決定者立場，力主央行決策必須堅守政策

之獨立性，不為選舉或其他政治目的服務，更不應印鈔票支持政府赤字，

堅持匯率自由化。林鐘雄認為，中央銀行理應讓匯率反映市場供需，不要

過度干預匯市8（傅沁怡、李錦珠，2001）。 

此外，針對國內景氣不佳，林鐘雄則極力支持調降存款準備率的貨幣

政策，對企業加強放款，以提振國內經濟。從林鐘雄這樣重量級學術人士

擔任央行理事，我們看到他對經濟金融問題的深入，與全盤考量國家及人

民利益立場。 

                                                        
8   林鐘雄指出，各國都走向金融自由化的同時，新臺幣絕對不能放棄現行浮動匯率制度，

回頭採取固定匯率，何況固定匯率制度下的匯價並非完全不會波動，萬一採取固定匯率

後無法維持匯價不變，付出的代價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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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銀行模範生：學者形象領軍開辦 

1989 年，林鐘雄參與籌設玉山銀行，是第一家以財金學者為號召籌設

的銀行。財政部於 1990 年 4 月開放商業銀行設立申請，玉山銀行為 1991

年 7 月 3 日首波核准的 15 家新設銀行之一。 

玉山銀行是林鐘雄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專業菁英，以決心「經營一家最

好的銀行」而發起設立。1992 年 2 月開始營業，林鐘雄擔任創行董事長。

在林鐘雄與續任董事長黃永仁領導下，玉山銀行以清新專業的優良形象，

穩健正派的經營風格，在 16 家新銀行中經營表現一直名列前茅，成為綜合

績效最好、最被尊敬的企業，也被視為銀行界的模範生。這與林鐘雄學者

形象應有密切關連。 

四、健全資本市場體制：一生最後的工作站 

在臺灣逐漸成為世界貿易大國、對外投資急速擴增之際，無論貿易或

對外投資，均需資本市場自由化相配合。林鐘雄早在 1973 年針對游資過多

而證券市場籌碼太少問題，即公開呼籲政府放寬對證券市場的干涉程度，

來緩和證券市場上不合理的漲風，並建議政府增加市場上可以選擇性的資

產，以安定物價有效消除預期通貨繼續膨脹的心理（聯合報，1973）。1975

年他提出改進證券市場的專案研究報告（林鐘雄，1975），1989 年並對臺灣

證券市場自由化及國際化改革提出具體改革方向（林鐘雄，1989）。這些皆

於日後發展發揮關鍵力量。 

林鐘雄於 2001 年 6 月出任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他曾向友人表示，

以他 60 幾歲的年紀，證交所一職可能是他服務事業的最後工作站，所以任

內須全力以赴為臺灣經濟發展有所貢獻。因此，上任後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開始研擬資本市場改革白皮書的重大工程，主要在於促進國內外資金投入

資本市場、讓臺北股市成為亞洲主要資產管理中心，臺灣成為全球企業籌

資重心，具體做法則在推動資本市場「上市容易、管理嚴格、下市不難」

的目標（葉景成，2006）。這項工作攸關臺灣資本市場發展方向和定位，林

鐘雄在起草過程中幾度面見陳水扁總統，9 月最後一次面見總統確定四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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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願景後，層峰並指示在年底前完成細部草案規畫。然而，林鐘雄卻積

勞成疾在 10 月 28 日病倒，成為未竟全功之憾。後由陳冲接任，延續了林

鐘雄留下的國際化和對內改革大計，在專案小組朱富春、李賢源、柯承恩、

葉景成、魏啟林、龔照勝等專家學者持續進行下，如期在 2001 年底完成「臺

灣資本市場發展白皮書」，成為資本市場改革的藍本。 

林鐘雄雖然在「臺灣資本市場發展白皮書」規劃中「中途離席」，令人

遺憾，但這項改革工程成為政府發展資本市場的重要指針，應也足以告慰

他在天之靈。 

五、歷史與傳承：經濟思想與臺灣經濟史 

林鐘雄改變臺灣的歷史貢獻不在於他的某一行為或某些著作，而在於

他一生致力於經濟學思想的落實於生活社會，並培育出為數甚多的經濟人

才，包括經濟學家、政治家、企業家，在平易自然中影響著他們，分別在

不同崗位發揮他們的力量，其中，有很多或至少有些許思維係來自於林鐘

雄的教誨或啟發或啟蒙。 

「誰說民進黨沒有財經人才？如果林鐘雄登高一呼、學生人脈線牽一

牽，準會像粽子一樣，將臺灣的財經人士全部鉤成一大串兒。」（劉德宜、

黃琴雅，2005） 

林鐘雄的經濟思想鍾情於自由經濟，此外，他最常引導我們深入的另

一個領域，就是對處理社會正義仍然尊重自由的資本主義體制改革論的制

度學派經濟學家思想9（林鐘雄，1979）。其中，除韋布倫（Thorstein Bunde 

Veblen, 1857-1929）、康孟斯（John Rogers Commons, 1862-1945）外，他尤

其推薦我讀很多葛布雷的著作，影響我們很大。 

臺灣蕞爾小島，土地面積只占全球的 0.03％，至 1980 年代，世界 0.4％

的經濟體，卻擁有全球 GNP 的 0.8％。對此之思索，林鐘雄在離開臺大轉

                                                        
9  制度學派理論對經濟社會變遷的因應與體制改革較為重視，為美國社會近代進步的產

物，對當代經濟數量方法研究尤有批判。有關制度學派的經濟思想及其脈絡關係，參見

林鐘雄（1979：479-519、57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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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玉山銀行之後，用更多的時間置身於處理臺灣經濟社會的實際脈動。因

而，在實務上，他對臺灣政經方面的著力有更多影響；在研究上，則更深

入思索臺灣的發展，繼《臺灣經濟發展四十年》之後的《臺灣經濟經驗一

百年》更是 20 世紀臺灣經濟史重要文獻10。 

林鐘雄認為臺灣經貿在世界的相對份量不高，外在世界變化對臺灣社

會經濟的影響愈來愈大，面對 21 世紀全球巨變中的世界，臺灣中小型經濟

體的意義尤其重大，需做更大幅度的調整，才能維繫適者生存的能力。值

得我們關切對臺灣經濟發現軌跡的探索，他特別提醒我輩學子：對臺灣經

濟發展歷程多一分認識，在未來就會有多一分應變的能力（林鐘雄，1995）。

而面對正在形成中的國際經濟秩序，以及 20 世紀臺灣經濟發展所留下包

括：自由化市場結構的障礙、所得分配的改善、經濟成長下的生活素質等

的重大問題，林鐘雄認為，我們不應該沉湎於經濟奇蹟的創造，而該挽救

即將消失的美麗島（林鐘雄，1995：211-246）。 

總之，林鐘雄以一介學者對臺灣經濟發展歷程的看法與建言，在此，

僅以林鐘雄直接參與國家財金決策的主要貢獻，簡列說明如上。至於有關

對臺灣經濟發展間接方面的貢獻，則由於篇幅關係，其具體內容請參閱林

鐘雄著作：《邁向富裕的經濟社會》（1973）、《轉變中的臺灣經濟》（1976）、

《臺灣經濟發展四十年》（1989）、《臺灣經濟經驗一百年》（1995）等著作，

以及長期來數百篇之相關論文（參見本文附錄二）。 

肆、參與臺灣民主化運動 

半世紀以來，臺灣由經濟現代化到政治民主化，林鐘雄與許多知識份

子一樣熱情投入。他參與臺灣民主運動的貢獻，和對臺灣經濟現代化的付

出同樣讓人尊敬。 

                                                        
10  林鐘雄表示，《臺灣經濟經驗一百年》是他未刊行的二十世紀臺灣經濟史初稿的副產品。

林鐘雄用心於臺灣經濟史的研究，記得在 1980 年代期間，他曾經交代我也能夠跟他一

齊撰寫臺灣經濟史，此後，我也騰出一部份時間投注在此，但師出未捷，這項工程未知

何時能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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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報國：支持國人自由民主目標 

真理和知識的追求是人類至高的品性。身為讀書人，林鐘雄一生在書

海的歲月尋找著人生的價值。他的理想到底是什麼？由於他一向沉默寡

言，除了教學，也鮮少見他抒發自己的抱負，因此，我們很難知曉他內心

世界的理想。 

世界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為他的祖國，

一生努力的以知識支援他猶太祖先嚮往建立一個自由、快樂的國度目標。

與愛因斯坦一樣，這種為自己同胞的情境，我很清楚的看到林鐘雄以知識

分子在動亂不安的局勢中，關注支援臺灣同胞對自由民主嚮往的道路。 

俄羅斯偉大思想家貝德葉夫（Nicolas Berdyaev, 1874-1948），早年是一

位狂熱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當他發現共產主義的一切政治與經濟的措施

是泯滅人的自由與尊嚴時，他忿然反抗。他終生致力於探索存在人生困境

的種種心境，而高舉存在主義哲學家所揭露人存在的最高價值，就是自由。

自由，是人類的共同理想（Berdyaev, 1978）。由於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反共

教育的徹底，使得國人根本不能接受共產主義。林鐘雄是自由的信仰者，

相對貝德葉夫的遭遇與奮鬥，我們很清楚他希望國人同胞都不應重蹈貝德

葉夫過往信仰錯誤困境，堅決為臺灣民主而鼓吹自由。 

二、戒嚴肅殺下播種民主自由：耕耘《大學》、《八十年代》雜誌 

林鐘雄平日不談政治，卻是道地自由主義者，早在 40 年前就和「黨外」

雜誌結緣。早期自由派所創辦的《大學》政論雜誌，參與者主要為法政學

者，經濟學界僅王作榮、李登輝等參與者較少，林鐘雄卻熱心相挺。 

《大學》雜誌為張俊宏與陳鼓應在1968 年創刊，是少數知識青年所創

辦的文化思想性刊物，1970 年中改組擴充成為呼籲政治改革的言論刊物，

社長陳少廷，總編輯楊國樞。支持者包括臺籍與外省籍學界菁英。1971 年1

月號《大學》雜誌開始大幅度表達對現實政治的關切，林鐘雄以邵雄峰筆

名發表〈臺灣經濟發展的問題〉呼籲改革。《大學》雜誌是當時臺灣知識

分子聯合對舊有統治結構中的積弊提出多面性批評建言的平臺，所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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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革新運動，直接感染當時在大學校園內的部分青年。在這個過程中，

林鐘雄積極參與，他關心臺灣政經問題，並默默播下民主自由種子。 

1978 年間，林鐘雄交來一大包文稿，要我為康寧祥編輯他的《問政六

年》一書，我請了三天假，將林正杰未編竟之任務轉由我完成。1979 年，

他又交代我為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雜誌寫稿並撰擬〈發刊詞〉11，從

此，林鐘雄引導我們為「黨外」打拼，戒慎恐懼、秘密地從事臺灣民主化

的「地下工作」。當時，我找來財政部及合庫幾位同事，以及一些臺大、政

大研究生包括林鐘雄的學生，開始替黨外雜誌撰稿，我們以小團隊姿態為

臺灣政經體制改革及邁向現代化發聲。處在當時黨禁、報禁、經濟全面管

制的戒嚴時期，林鐘雄領導我們不畏生命風險、不懼強權高壓恐怖，大家

心甘情願為臺灣民主挑燈奉獻不求回報。  

回顧在與他共事為康寧祥創辦的《八十年代》雜誌系列，到《首都早

報》等撰稿，以及協助美麗島事件受難家屬許榮淑國會問政；那段期間，

我真正體會政治對反對派人士的威脅恐嚇壓力。雖然我長期與林鐘雄老師

相處，知道他於臺灣戒嚴時期所遭遇的一些情事，但具體的事情真相，在

他辭世之後才更明白一些他的處境。這些感觸我曾記述於〈紀念一代經濟

大師－林鐘雄教授〉一文（彭百顯，2006）。 

三、關懷政治：扶助受難者家屬、參與基金會創辦與運作 

林鐘雄關懷臺灣政治，參與海內外臺灣民主運動，早在《大學》時代

即見端倪，到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後，更積極投入參與。由於康寧祥

募集到 100 萬元交給我們一群 21 位學界朋友師生，才得以「財團法人現代

學術研究基金會」組織正式以以團體力量關心臺灣社會。基金會是跨領域

的學術結合，目的為了奠基立國軟體基礎工程。林鐘雄是主要參與者，並

                                                        
11 《八十年代》由康寧祥任發行人兼社長，創刊號（總號第 1 期）是 1979 年 6 月發行，

共發行至總號 117 期止(1986 年 9 月 10 日)。處於當時戒嚴時期（1949.5.20-1987.7.15），
在黨禁、報禁等層層言論封鎖下，《八十年代》以批判性的論政，力爭臺灣民主，但刊

物多遭中國國民黨政府查禁及停刊；查禁階段，仍嘗試以《亞洲人》、《暖流》、《八十年

代之亞洲人》等闖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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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鄭欽仁、李永熾、李鴻禧、林玉体、楊維哲、蔡墩銘、林明德等教授領銜

共同發起創辦，林鐘雄也是基金會經濟組召集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由創

辦迄今已 20 餘年，結合學術界力量，造福臺灣人群（鄭欽仁，2008：3-14）。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林鐘雄要我為南投同鄉張俊宏效勞，我們一群學

生輩朋友開始積極協助受難家屬許榮淑的國會問政工作，撰寫質詢稿以及

助選等。美麗島事件是臺灣民主發展史上本土力量爭取民主的一次大集結

的重要轉捩點12。在美麗島人士相繼被羅織入獄之後，1983 年底，臺灣舉

行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大選。多位受難者家屬如方素敏（林義雄妻）、許榮

淑（張俊宏妻）、周清玉（姚嘉文妻）等皆高票當選立委，顯示人民用選票

重新審判「美麗島事件」，更推動臺灣的民主運動繼續進行。 

林鐘雄也參與陳文成紀念基金會的創辦13。從 1987 年創辦臺美文化交

流中心開始，到「臺美文化交流基金會」、「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一直

到 2001 年住院時，林鐘雄一直都擔任基金會董事，為本土文化與臺灣民主

人權盡力。 

四、參與反對派國會公聽會：彙聚群英診斷經濟 

                                                        
12  美麗島事件是臺灣民主發展史上本土力量爭取民主的一次大集結的重要轉捩點。1979

年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在高雄市組織群眾

以和平遊行訴求民主與自由，卻遭國民黨政府派遣軍警全面暴力鎮壓，造成大規模流血

衝突。這是臺灣自 228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場官民衝突，反應臺灣民眾對國民黨政府高

壓統治的長期積怨。 
 事件發生後，12 月 13 日清晨六點，國民黨政府展開全臺同步的大逮捕，1980 年 2 月

20 日，警總軍法處以叛亂罪將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

秀蓮、林弘宣等人起訴，其他 30 多人則在一般法庭遭到起訴。最後判決結果，黃信介

等 8 人全部被判有罪，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黃信介 14 年有期徒刑，其餘 6 人 12 年有

期徒刑。 
13  在美取得博士學位的陳文成對臺灣的民主運動和人權運動甚為關心，並投注許多心力。

1981 年 5 月 20 日，陳文成攜妻、子返臺探親，7 月 2 日早上被警備總部約談，7 月 3
日凌晨陳屍於臺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旁，陳文成命案震驚國際。為了紀念這位熱愛鄉

土、為臺灣前途付出生命的勇者，海內外臺灣人踴躍捐款，計畫成立陳文成文教基金會。

申請立案一事，政府以「命案未破」為由，駁回申請。歷經多年的奔波，1990 年 5 月

31 日改名為「財團法人臺美文化交流基金會」，至 2000 年 7 月才正名為「財團法人陳

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距命案發生，已逾 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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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鐘雄的經濟社會地位關係，曾協助我負責推動的許多活動，而大大

促進臺灣民主化的進展。其中，甚具啟蒙影響的經濟覺醒，包括舉辦及參

與國會公聽會的思想傳播，當時，我就是透過與林鐘雄的關係動員社會菁

英，這項活動後來具有相當程度地突破政經體制結構調整，助益推動臺灣

民主化。 

1990 年 10 月中旬起，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與《臺灣春秋》雜誌社在立

法院舉辦了每週一次連續 11 場的「臺灣經濟總診斷系列公聽會」，這是突

破當時重重壓力、備受矚目深具意義的活動14。在中國國民黨仍然掌控國家

                                                        
14 當時「臺灣經濟診斷系列公聽會」的安排情形為： 

場次 日  期 主    題 主 持 人 邀請專家學者 

1 1990.10.17 
經濟景氣衰退與通貨膨脹威脅 
  --經濟停滯膨脹與危機問題 

彭百顯、林嘉誠 
陳博志、許嘉棟 
朱雲鵬、陳師孟 

2 1990.10.24 
投資意願低落 
  --投資信心與經濟再發展問題 

許國泰、黃天生 
許松根、黃世鑫 
陳世璋、楊雅惠 

3 1990.11.01 
資金外流與產業外移 
  --產業空洞化問題 

陳水扁、余政憲 
林鐘雄、薛  琦 
吳聰敏、曹添旺 

4 1990.11.07 大陸熱--海峽兩岸經貿關係問題 李慶雄、洪奇昌 
王志文、鍾  琴 
黃茂榮、林嘉誠 

5 1990.11.14 
金錢遊戲與經濟投機 
  --經濟秩序失控問題 

謝長廷、盧修一 
瞿海源、林山田 
邱正雄、黃天麟 

6 1990.11.19 
地下經濟與稅制缺失 
  --所得分配惡化問題 

林正杰、張俊雄 
曾巨威、吳惠林 
林  全、李庸三 

7 1990.11.29 
意識覺醒與社會運動 
  --經濟人權與經濟矛盾問題 

魏耀乾、戴振耀 
李鴻禧、朱敬一 
蕭新煌 

8 1990.12.05 外貿發展與國際經濟地位問題 鄭余鎮、葉菊蘭 
魏啟林、郭文政 
張秀蓮、吳榮義 

9 1990.12.12 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升級問題 吳勇雄、彭百顯
* 

馬  凱、周添城 
林忠正、陳添枝 

10 1990.12.19 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問題 王聰松、彭百顯
** 

張慶輝、柯飛樂 
李宗哲、藍科正 

11 1990.12.26 臺灣經濟總診斷 邱連輝、田再庭 
陳文郎、張榮豐 
張瑞猛、吳忠吉 

 第 9 場原為劉文雄、吳勇雄主持，因劉文雄過逝改由彭百顯主持。 
 第 10 場原為陳定南、王聰松主持，陳定南因事改由彭百顯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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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資源的執政威權與保守阻力下，我負責策劃並邀請到參與 11 場公聽會

討論的專家學者，除林鐘雄之外，包括：陳博志、許嘉棟、朱雲鵬、陳師

孟、許松根、黃世鑫、陳世璋、楊雅惠、薛琦、吳聰敏、曹添旺、王志文、

鍾琴、黃茂榮、林嘉誠、瞿海源、林山田、邱正雄、黃天麟、曾巨威、吳

惠林、林全、李庸三、李鴻禧、朱敬一、蕭新煌、魏啟林、郭文政、張秀

蓮、吳榮義、馬凱、周添城、林忠正、陳添枝、張慶輝、柯飛樂、李宗哲、

藍科正、陳文郎、張榮豐、張瑞猛、吳忠吉等 43 位學者，皆是一時俊秀。

日後，他們分別對臺灣政經發展的影響力不可言喻15。 

這些朋友大都是林鐘雄的好友或學生，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不是林鐘

雄的關係，以當時的政治氛圍，民進黨要進行這項活動實非易事，我很感

激他們對臺灣的義行16。就歷史的發展而言，我必須表達，林鐘雄在經濟層

面對臺灣民主化過程的影響，扮演著相當重要的關係角色。 

五、未竟之業─ 籌組智庫續為 21 世紀紮根 

臺灣智庫成立構想源於林鐘雄，2000 年政黨輪替後，他以知識份子的

理想企盼用智庫作為知識與政策的溝通平台，結合各界才俊，致力公共議

題探討，提出政策建言，擘劃國家社會發展之願景藍圖，帶動臺灣進步。

臺灣智庫以臺灣為名，以臺灣為念，這正是林鐘雄一生所繫。然而，令人

遺憾的是，付出心力歷經一年多籌設的智庫卻在正式成立之前二個月，林

鐘雄卻病倒住院，未能看到一手培育的臺灣人智庫誕生。 

                                                        
15  活動籌劃當時，立院黨團總召集人邱連輝就曾明確表示「在雙重壓力下財經小組負責成

員的策劃，籌備『臺灣經濟總診斷系列公聽會』是倍極辛苦的。」作者為當時黨團財經

小組召集人，負責籌劃工作，舉辦完成後，我就特別強調，這 43 位學者專家以具體行

動參與公聽會，正是社會各界突破臺灣不合理政經體制禁錮的表徵。參見民進黨立院黨

團（1991）。 
16  提供 10 萬元經費奧援本項公聽會的《臺灣春秋》雜誌社創辦人辜寬敏針對該系列活動

的意義，在《臺灣經濟總診斷》（1991）一書序中指出，這項公聽會的兩大特色：第一、

規模大。動員所有民進黨立委（20 位）輪流主持，邀請之學者專家俱是一時之選，人

數達 43 人之多，規模宏大引動視聽；第二、有系統。11 次公聽會範圍，幾乎涵蓋當前

臺灣最迫切解決的各項經濟問題及衍之各項問題，鉅細靡遺，進行有系統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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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4 月 3 日，林鐘雄轉任榮譽董事長。其後，在陳博志帶領下，

臺灣智庫今已發展茁壯，成為捍衛國家與人民利益，嚴正監督政府施政，

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公共政策知識機構，正逐步領引臺灣邁向進步理

想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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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愧一代經濟學宗師 

林鐘雄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總是謙卑的。他一生專注於經濟學領域

奮鬥貢獻，如果稱其「大師」，一定不為其本人接受，但就其風範與影響，

堪稱臺灣一代經濟宗師。 

一、研究學問認真投入─ 教學培育英才、論著豐碩智慧 

林鐘雄是讀書人，日不離書，幾乎天天都要讀書，依我所知，他學者

性格濃厚，每每看書、寫書幾乎到深夜一兩點才睡。 

林鐘雄除了經濟學理及其思想的知識淵博，他的專長為貨幣經濟與金

融領域。他所著的《貨幣銀行學》教科書，經濟財金學系的學生很少人沒

有讀過，尤其是當代經濟學者。而他的《臺灣經濟發展四十年》、《臺灣經

濟經驗一百年》、《歐洲經濟發展史》、《西洋經濟思想史》、《邁向富裕的經

濟社會》、《工業銀行與經濟發展》等著作，更是研究經濟發展與臺灣經濟

社會變遷膾炙人口的重要文獻。 

林鐘雄投入書海數十年，孜孜不倦，著作論述甚為豐碩（參見附錄二），

在國內各公私立大學作育英才無數。他們在政府部門、學術領域與產業界

奉獻所長。他親切和藹，是學生們永遠的「林老師」。 

二、懷抱理想悲天憫人─ 都是為了健康臺灣 

林鐘雄以經濟知識報國，他抱持遠大的志向，執著於自由理想，終究

是為了臺灣的進步與健康。 

約在中世紀時期，世界公認的三大崇高職業是：醫學，以人身健康為

目的。法律，以政府健康為目的。神學，以心靈健康為目的。至 20 世紀，

馬歇爾注入了第四個職業－經濟學： 

經濟學，以社會健康為目的。 

經濟學自古典學派大師馬歇爾立志讓其成為世界第四項崇高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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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方法是謀求更好的物質社會，使經濟學變得更高尚。此後，經濟學家

更成為世人愈加尊敬的對象。因為，經濟學的偉大在於它是利他利社會的

學問。 

最值得一提的是，林鐘雄不只教學、寫書，半個世紀以來，他認真觀

察國內外時局與經濟環境的變化，「無論工作再忙，都不忘抽出時間看書，

他每天也都會透過電腦華爾街日報網站，掌握國際社會的最新訊息（林貞

美，1998）。」懷抱理想長期貢獻他的智慧為文建言，針對臺灣的實際需要，

一篇又一篇針砭時弊的文章，躍然紙上，於有關當局與臺灣民眾皆受益良

深。長期以來，為臺灣整體進步，對健全國家政經社會，他提供了無數的

看法與建言，影響至深，貢獻極大。17 

1999 年，臺灣遭逢世紀震災，林鐘雄身為經濟學家，悲天憫人的胸懷

也反映在他的身上。921 震災後，林鐘雄曾為文（林鐘雄，1999）： 

含著眼淚閱讀各種災情報導，立即聯想到的是我們該如何重新出

發。安居樂業向來是人們最起碼的企求，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

數以千計的民房全毀或半毀，使數萬人頓時無家可歸，更不幸的人

連全部家當都在剎那間化為烏有，如若沒有外來的協助，我們很難

奢望他們能心平氣和地安居樂業。臺灣是孤懸海外的海島，過去我

們曾一再頌歌同舟共濟，現在是發揮人飢已飢、人溺己溺的精神的

關鍵時刻，及時對不幸受災鄰居給予援手，使他們能立即重新站穩

腳步，與社會經濟一起發展，每個人都能享有直間接的利益。 

看在我這曾身陷 921 災區的當事人眼裡，我當能體會林鐘雄這種人溺

已溺的情懷而深受感動。當時，林鐘雄到南投災區來看我，並代表玉山銀

行捐款 500 萬元，他也具體參與關心震災重建工作。921 震災當時我擔任南

投縣長，縣政府於災後成立「百人專家學者服務團」18，就是由林鐘雄擔任

團長。這些學者企業家，有許多位在 921 震災後親自參與救災工作，對於

                                                        
17  林鐘雄長期在聯合報系撰寫社論與經濟專欄，時論則散見於報紙期刊雜誌，主要論述參

見本文附錄二林鐘雄教授著作。 
18  服務團學者專家涵蓋各個專業領域，包括農林、財政、經濟、環保、土木、交通、水土

保持、教育、地政、公共行政、衛生醫療和社會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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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縣政府推動重建大業，也在專長的領域提供前瞻性的觀點，他們充分

發揮對南投重建的關懷和熱情，我應該向團長表示感謝，向他們整團表達

敬佩之意。 

三、讀書人本色與情操─ 淡泊名利執著理想 

民進黨成立後，林鐘雄成為該黨許多政治人物的財經智囊，但他從來

沒有想到要涉足政治。後來總統大選期間，林鐘雄義氣相挺陳水扁，應邀

加入「國政顧問團」19。2000 年政黨輪替，新政府還沒有上臺，政壇就傳

聞他將入閣。但事實上，在 3 月 18 日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林鐘雄連續二天

早出晚歸到朋友家，以避開媒體記者詢問他入閣的看法。由此可看出林鐘

雄不喜曝光、行事低調的一貫作風。 

新政府上臺後，林鐘雄一直是熱門的財經首長人選，也曾被點名接任

臺銀董事長等職務，但林鐘雄認為自己的個性並不適合任職行政部門或公

營行庫。2000 年 10 月，財政部長再出缺，他仍然不為所動。直到 2001 年

6 月才勉強接下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的職位。 

沉浸書海一生的林鐘雄，生活簡樸、淡泊名利，卻熱心學術與公益工

作，雖然被財經雜誌譽為「財經首席國師」，卻讓他不自在與無法接受。曾

經有人以洪自誠《菜根譚》「弄權一時，淒涼萬古」，來描述林鐘雄何以

淡泊人生的原因（王皓正，2000）。林鐘雄視名利如浮雲，但他心中的理

想卻沉重而遙遠。 

四、低調中的不平凡：約翰‧克利斯多夫的啟示 

許多學生與友人都覺得林鐘雄落落寡歡、沉默寡言，極少人知道背後

                                                        
19  國政顧問團係於2000 年總統選舉投票（3 月 18 日）前由學界、企業界人士自發性組成

的助選團體，支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由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擔任國政顧問團首席

顧問。成員包括：中研院研究員蕭新煌、交大校長張俊彥、陽明大學校長曾志朗、中正

大學校長鄭國順、國立藝術學院校長邱坤良、交大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其南、產業界

有張榮發、施振榮、殷琪、許文龍、高志明、林鐘雄、林信義、以及國安會諮詢委員陳

必照、藝術家林懷民。2000 年4 月 13 日，李遠哲宣布國政顧問團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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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又為什麼林鐘雄在他的《貨幣銀行學》與《經濟學》教科書上一再

嵌入《約翰‧克利斯多夫》20 所流露的字句？林鐘雄從未向別人訴說原委。

我揣摩良久，應該和書中主角一生受貧窮匱乏折磨卻毅力奮鬥的感染有

關，這與經濟學或經濟學家的本質相吻合。然而，約翰克利斯多夫對人間

充滿虛偽，在他內心自小就有的感受，很多人確實不瞭解林鐘雄可能和約

翰克利斯多夫內心長久對人間虛假的感受一般孤寂。 

林鐘雄教授像約翰克利斯多夫一樣富有天才和理想，也一樣飽受國

家社會的苦難，但他仍努力不懈。雖然不多說話，他可不是不敢行

動而苟且偷生的人，當政治和軍事威權籠罩這塊土地，很多人敢怒

不敢言，很多甚至在討好和依附威權以獲得各種利益的時候，林鐘

雄教授身為有很多機會從威權者得到利益的經濟學家，卻默默地支

持和培養民主化的觀念和力量。只是和其他同樣支持民主化的人相

比，他更為低調，更有耐心。 

這是陳博志教授所體悟的描述（陳博志，2006），他對林鐘雄的比喻觀

察相當深刻貼切。此外，我更相信很重要的一個緣由，應是來自非理性的

力量： 

製造壓力，施於別人，是人類排名前列的罪行。 

這是美國行為經濟家艾瑞利（Dan Ariely, 1968-）新著《不理性的力量》

所凸顯社會壓力（Ariely, 2011）。無論是用在家族、社會或政治上，的確是

讓我感受到的真理，值得我們警惕。套用在林鐘雄身上，我認為的確很恰

當。 

林鐘雄一生最重要的黃金貢獻時光，正是遭受有關當局施加壓力的痛

苦時期，一直到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下臺及友好的部分人士掌有相當影

                                                        
20  《約翰．克利斯多夫》係世人公認為人道主義作品的代表作，是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以樂聖貝多芬為藍本的巨著，更是其畢生思想的智慧結晶。羅曼羅

蘭是二十世紀思想家、文學家，為 1915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該書參見：Rolland（2004）。 
   楊雅惠教授曾嘗試對林鐘雄引用《約翰．克利斯多夫》佳句提出詮釋，參見楊雅惠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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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之時，壓力才獲得紓解。在這段長達數十年的歲月，一般人對林鐘雄

的印象就是反應這樣的感慨：「常常喝酒，甚是喝到醉醺醺。唉！很可惜這

樣糟蹋自己。」如此的描述或認知，我認為只是表相的觀察，很少人知道

或瞭解他內心深處真正的痛苦。他根本不曾向他人訴說其苦境，除了林師

母。他一生背負喪失自由，忍受這個潛藏的壓力，到他逝世之後，我才獲

悉。讓我深身體會：潛藏強大的特別壓力，可以徹底毀掉一個人的前途抱

負。尤其，在白色恐怖時代。 

對於林鐘雄可能貢獻給國家社會的潛力終竟無法充分發揮，讓他遂其

心願，是臺灣極其沉重的損失。當閱讀到艾瑞利的著作，想到林鐘雄等人

的處境，令人感觸良深。我願再度強調：林鐘雄付出的代價與潛能受限的

社會機會成本，就是臺灣現今自由進步緩慢。真的，我很同意，製造壓力

給別人，是很不可取的一項罪行。 

陸、結語─臺灣的大愛精神長存，應頒授經濟學家

終生驕傲的傳承獎章：自由之光 

物質的經濟可衡量一切人類的需要，但卻很容易讓人以為經濟排除人

生許多有意義的價值，而誤解經濟學。林鐘雄為臺灣的自由經濟誕生。用

他的經濟學智慧，貢獻一生給臺灣這塊土地和她的子民，然而值得一提的

是，非常不容易的過程，正顯得他潛沉隱忍，一生堅持理想精神的偉大。 

2000 年 8 月，美國總統柯林頓把象徵美國和平時代最高榮譽的獎章「自

由勛章」頒贈予經濟學家葛布雷，以表彰他為美國政治自由與社會進步奮

鬥半個世紀，也象徵美國民族的集體生活的歷史座標。雖然受到如此的榮

譽，前已提過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沈恩在評葛布雷一生意義表示，葛布雷

的貢獻，仍然「沒有得到足夠的讚美」。 

相對臺灣的林鐘雄，為政治自由與社會進步也奮鬥半個世紀，而且成

就傲人。生前有關當局無法表彰他為國家社會長遠的貢獻，我們也甚少見

到國家社會對他的讚美；死後，當我們追憶林鐘雄畢生致力追求自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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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為臺灣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公平的信仰，將影響著並持續促

使臺灣在歷史進程軌道上確具信心地向前邁進，直到永遠永遠。與美國的

作法一樣，我們的國家也應該頒發給他一枚可令經濟學家終生驕傲的傳承

獎章：自由之光。以紀念他終生為臺灣政治自由與社會進步在經濟領域的

傑出貢獻。 

我深信，愈深入明白什麼是經濟學，愈可以理解林鐘雄畢生堅持的政

治、經濟與道德信仰中的自由信念，並引以他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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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林鐘雄教授小檔案 

一、學歷 

 1.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 
 2.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 
 3. 美國芝加哥大學進修 

二、學術界經歷 

 1.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教授 
 2.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經濟學系教授 
 3. 國立中興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 
 4. 私立淡江大學、逢甲大學等兼任教授 
 5. 私立文化大學經濟系、經濟研究所兼任教授 
 6. 考試院典試委員 

三、產經界經歷 

 1.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綜合計劃處專員 
 2. 華南商業銀行監察人 
 3. 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議委員會委員（1990.7-） 
 4. 店頭市場上櫃審議委員會委員  
 5. 玉山商業銀行董事長（1992.2-2001.6） 
 6.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1993.8-） 
 7. 行政院中小企業政策審議委員會委員（1994.7-）  
 8. 中央銀行理事、常務理事（1998.2-2002.3.20）  
 9. 南投縣政府 921 震災「百人專家學者服務團」團長（1999.10-2001.12） 
 10. 國政顧問團成員（2000.3.18-2000.4.13） 
 11. 總統府國策顧問（無給職）（2000.5.20-2003.5.19） 
 12. 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2001.6.1-2002.3.5） 
 13. 總統府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2001.5-） 
                                                        
 彭百顯整理，仍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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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團體 

 1. 臺灣大學教授聯誼會理事（1987.6-1989.6） 
 2. 財團法人玉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1994.6-2001.6） 
 3.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1993-2001） 
 4. 臺灣財務金融學會第二、三、四屆理事（1994.8-2000.7）、第五屆理事長

（2000.8-2002.7）、第六、七屆名譽理事（2002.8-2006.5） 
 5.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監事（1999.7.1-2002.6.30） 
 6. 臺灣經濟學會第三屆第一任理事長（2001.1-2001.12） 
 7. 臺灣智庫首任董事長（2001.12.30-2002.4.30） 
 8. 「38 會」發起人、會長（成員主要為 1938 年出生臺灣重要財經界人士） 
 9. 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1988-） 
 10. 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董事（1987-2001） 
 11. 財團法人華頓文教基金會董事  

五、一代大師辭世 

2001 年 10 月 28 日深夜，因呼吸困難送至臺大醫院，後因缺氧性腦病變

昏迷，於臺大醫院、三軍總醫院醫治。2006 年 5 月 27 日，一代大師辭世，

得年 69 歲。林師母低調辦理後事，6 月 18 日林教授骨灰入塔，長眠於北臺

灣金山。留給世人無限懷念。 

附錄二：林鐘雄教授著作 

一、著作 

 1. 林鐘雄，《貨幣數量學說之研究》，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濟叢刊之 45，1965
年 4 月。 

 2. 林鐘雄，《邁向富裕的經濟社會》，大學叢刊 26，臺北：環宇出版社，1973 年 8 月。 
 3. 林鐘雄，《弗利曼貨幣理論與政策的研究》，作者出版，1975 年 4 月，臺北：三

民書局總經銷。 

                                                        
 彭百顯整理，仍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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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鐘雄，《貨幣論文集》，臺北：銀河出版社，1976 年 8 月。 
 5. 林鐘雄，《轉變中的臺灣經濟》，臺北：臺灣省合作金庫調查研究室，1976 年 10

月。 
 6. 林鐘雄，《當代貨幣理論與政策》（四版），作者出版，1978 年，臺北：三民書局

總經銷。 
 7. 林鐘雄，《臺灣經濟發展四十年》（三版），臺灣經驗 40 年系列叢書，臺北：自

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9 年 11 月。 
 8. 林鐘雄，《經濟學》（三版二刷），作者出版，1993 年，臺北：三民書局總經銷。 
 9. 林鐘雄，《貨幣銀行學》（六版二刷），作者出版，1993 年 8 月，臺北市：三民書

局總經銷。 
 10. 林鐘雄，《臺灣經濟經驗一百年》，臺北：三通圖書公司，1995 年 8 月。 
 11. 林鐘雄，《工業銀行與經濟發展》，作者出版，1996 年 1 月。 
 12. 林鐘雄，《凱因斯經濟思想再出發》，作者出版，1996 年 11 月，臺北：三民書局

總經銷。 
 13. 林鐘雄，《熊彼德經濟社會思想新定位 》，作者出版，1997 年 5 月，臺北：三民

書局總經銷。 
 14. 林鐘雄，《蓋布烈斯－富裕社會的迷思》，作者出版，1997 年 12 月，臺北：三民

書局總經銷。 
 15. 林鐘雄，《米塞斯－經濟自由主義的先知》，作者出版， 1999 年 10 月，臺北：

三民書局總經銷。 
 16. 朱敬一、林鐘雄（編），《臺灣經濟實證研究分類索引續編 VII（民國 87-89）》，

2001，台北：台灣經濟學會。 
 17. 林鐘雄，《西洋經濟思想史》（六版），臺北：三民書局，2004 年 8 月。 
 18. 林鐘雄，《歐洲經濟發展史》（二版），臺北：三民書局，2009 年 10 月。 
 19. 林鐘雄，《臺灣四百年經濟發展史》（未完成）。 

二、譯著 

 1. 林鐘雄譯（Milton Friedman 著），《最適貨幣量論文集》（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s）（再版），臺灣銀行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 83 種，1974。 

 2. 林鐘雄譯（Paul M. Horvitz 著），《貨幣政策與金融制度》（Monetary Policy and the 
Findncial System），臺灣銀行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 88 種，1975。 

 3. 林鐘雄譯（Walt Whitman Rostow 著），《經濟成長過程論》（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臺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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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鐘雄譯（Don Patinkin 著），《貨幣經濟學研究》（ Studies in Monetary 
Economics），現代財經名著翻譯叢書(二)，臺北市銀行、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合作

出版，1976。 
 5. 林鐘雄譯（Neil Herman Jacoby 著），《公司權力與社會責任》（Corporate Power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臺北：學生英文雜誌社，1977。 
 6. 林鐘雄、彭百顯合譯（ Robert E. Weintraub 著），《貨幣經濟學》（Introduction to 

Monetary Economics），臺灣銀行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第 155 種，1982。 
 7. 林鐘雄譯（Mark Blaug 著），《經濟學方法論》（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編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三、論文 

 1. 林鐘雄，〈從貨幣供給看五十三年的金融情況〉《臺灣經濟金融月刊》1 卷 4 期，

1965 年 5 月。 
 2. 林鐘雄，〈臺灣之鋁工業〉《臺灣銀行季刊》16 卷 3 期，1965 年 9 月，頁 73-84。 
 3. 林鐘雄，〈三十年來之臺灣金融與物價〉《臺灣經濟金融月刊》2 卷 5 期， 1966

年 5 月。 
 4. 林鐘雄，〈五十五年上半年對外貿易分析〉《國際貿易月刊》11 卷 8 期，1966 年

8 月，頁 6-8。 
 5. 林鐘雄，〈五十五年臺灣對外貿易的檢討〉《國際貿易月刊》12 卷 4 期，1967 年

4 月，頁 32-35。 
 6. 林鐘雄，〈臺灣經濟結構與貿易地區之變動〉《國際貿易月刊》12 卷 8 期，1967

年 8 月，頁 17-21。 
 7. 林鐘雄，〈今後臺灣經濟發展的途徑〉《自由中國之工業》28 卷 4 期，1967 年 10

月，頁 12-14。 
 8. 林鐘雄，〈黃金風潮與黃金二價試析〉《國際貿易月刊》13 卷 4 期，1968 年 4 月，

頁 8-15。 
 9. 林鐘雄，〈從國際收支論臺灣的經濟發展〉《國際貿易月刊》13 卷 11 期，1968

年 11 月，頁 4-8。 
 10. 林鐘雄，〈法郎危機試析〉《國際貿易月刊》13 卷 12 期，1968 年 12 月，頁 1-4。 
 11. 林鐘雄，〈貨幣政策與經濟發展 Lester V. Chandler〉《臺灣經濟金融月刊》5 卷 12

期，1969 年 12 月，頁 13-19。 
 12. 林鐘雄，〈貨幣政策與經濟發展〉《銀行家》144 期，1970 年 1 月，頁 5-10。 
 13. 林鐘雄，〈臺灣經濟建設計劃與美援〉《臺灣銀行季刊》21 卷 1 期，1970 年 3 月，

頁 1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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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林鐘雄，〈從弗利曼反凱因斯學派的經濟思想推論國際經濟情勢的演變（上）〉

《臺北市銀月刊》1 卷 8 期，1970 年 5 月，頁 14-21。 
 15. 林鐘雄，〈從弗利曼反凱因斯學派的經濟思想推論國際經濟情勢的演變（下）〉

《臺北市銀月刊》1 卷 9 期，1970 年 6 月，頁 17-22。 
 16. 邵雄峰（林鐘雄），〈臺灣經濟發展的問題〉《大學雜誌》1971 年元月號。 
 17. 林鐘雄，〈弗利曼論「以法則替代權衡」〉《臺北市銀月刊》2 卷 3 期，1971 年 3

月，頁 4-12。 
 18. 林鐘雄，〈弗利曼論國際收支〉《國際貿易月刊》16 卷 4 期，1971 年 4 月，頁 24-29。 
 19. 林鐘雄，〈加強基層設施投資〉《綜合月刊》34 期，1971 年 9 月，頁 82-87。 
 20. 林鐘雄，〈經濟安定問題〉《綜合月刊》35 期，1971 年 10 月，頁 79-82。 
 21. 林鐘雄，〈當前國際變局對臺灣經濟之影響與對策〉《現代經濟金融月刊》1 卷 8

期，1971 年 11 月，頁 8-10。 
 22. 林鐘雄，〈農業開發的方向〉《綜合月刊》36 期，1971 年 11 月，頁 11-14。 
 23. 林鐘雄，〈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論爭〉《美國研究》1 卷 4 期 ， 1971 年 12 月，頁

323-39。 
 24. 林鐘雄，〈經濟自立自強之道〉《綜合月刊》37 期，1971 年 12 月，頁 18-23。 
 25. 林鐘雄，〈貨幣供應理論簡介〉《臺北市銀月刊》3 卷 1 期，1972 年 1 月，頁 8-17。 
 26. 林鐘雄，〈總體經濟發展芻議〉《綜合月刊》38 期，1972 年 1 月，頁 29-34。 
 27. 林鐘雄，〈試論貨幣政策的工具〉《臺北市銀月刊》3 卷 2 期，1972 年 2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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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林鐘雄，〈流行的觀念〉49 期，2001 年 1-2 月。 
 33. 林鐘雄，〈泡沫〉50 期，2001 年 3-4 月。 
 34. 林鐘雄，〈細節〉51 期，2001 年 5-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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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tion: Liberty, Zhong-Xiong Lin’s Ideal 
Economics and His Great Love fo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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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ght after getting the doctoral degree of economic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Zhong-Xiong Lin started his extraordinary life of an intellectual 
dedicating himself to the country.  Like the previous economists, Lin shared 
his knowledge to help people deal with the economic problem and social 
obstacles.  Over the last half century, Taiwanese economic system has been 
changed from a controlled market mechanism into a free-market one. 
Meanwhile, the politics in Taiwan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democratic,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rket mechanism many liberalists have been 
trying to protect.  Lin was deeply involved with these changes, especially 
with the promotion of liberal economics, economic policy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and economic education.  Lin’s influence i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facilitated the progress of freedom and liberty in Taiwan.  

 Taiwan’s economics started to change into free-market economics since 
the 1980s, which can be seen as Lin’s era.  Over the years, he has been 
striving for the modernization and progress of liberty, such a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romoting the liberalization of interest and exchange rate so 
that they can reflect the market price mechanism, initiating bank model with 
his intellectual leader image, and his ultimate task: to build up an integrated 
capitalistic market mechanism.  He has been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economics.  Being an intellectual, Lin never lost his will 
to serve the country, to support Taiwanese people pursue liberty and 
democracy, and to participate in democratic movement. Even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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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al law period, he still promoted democracy and liberty, raised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politics, and helped the victims’ families from political 
persecution by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magazines, 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80s.  Lin also gathered a group of elite to diagnose Taiwanese 
economics and let them to the parliament public hearings from the opposite 
party.  With his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in economics and the society, Lin 
played a key role to the liberalization in Taiwan from the economic aspect. 

 Lin dedicated his life to economics. If people called him “master” in 
front of him, he would definitely refuse to accept, but his attitude and 
influence worth being given the title, the “economic grand master.”  He was 
a diligent researcher, an inspiring teacher, and a writer of knowledge and 
wisdom.  To make Taiwan a better place, he never forgot his belief and has 
been a caring person throughout his life.  He has been always per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attitude, being free from fame and wealth and 
sticking to his dream.  All the above show how extraordinary he was though 
he was so down-to-earth and not showing off.  Lin has been fighting for the 
liberty of politics and social progression for half a century, and the 
achievement was amazing.  The liberty he has been striving for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his generous love will last and be remembered forever and ever. 

Keywords: Zhong-Xiong Lin, master economist, Taiwanese economists, 
free-market economy,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in Taiwan, 
countervailing p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