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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全國實證經濟學研討會致詞 

 

「全國實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自2000年在中正大學舉辦第一屆後，陸續由全國

各大學接辦。多年來，「全國實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已經建立傳承，提供國內學

者發表實證研究成果、吸收新知及切磋論辨交流的機會，我在網站上看到今天發

表的論文均已全文上網，提供有興趣人士下載，所費的工夫與開放態度，證明本

研討會已建立優良傳統。清華大學經濟系很榮幸接辦第十二屆「全國實證經濟學

論文研討會」，首先我要代表清華大學對各位致歡迎之忱並預祝大會成功。  

 

在清華大學經濟系網站首頁中，很醒目的顯示的一句話是：從 「社會科學皇冠上

的寶石」這句話你便可以猜出當今經濟學的地位。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大事，世

界超強大國美國，長期爭論不休的議題大體是十八世紀亞當史密斯「市場機制」

與二十世紀凱因斯「政府引導」學說衍發的政經之爭，影響可謂深遠。另一方面，

經濟學也常讓人有高來高去的感覺，因而有人提倡「庶民經濟」。今天大家齊聚

一堂，探討實證經濟學 (Empirical Economics)，實證經濟學顧名思義是有實務驗

證的經濟學，分析探討與預測經濟現象、企業策略及政府政策，不斷挑戰經濟學

者對經濟社會的瞭解與解釋程度，定期探討實為適切而必要。 

 

我的經濟學老師是經濟系賴建成主任。前一陣子，承蒙他見贈大作「經濟史的趣

味」一書，發現可讀性甚高，符合賴教授挑文章「三項ing」。(1) Interesting（讀

起來有趣），(2) Entertaining（有娛樂效果），(3) Provoking（具有爭辯性）的原

則。但校長畢竟比一般經濟系學生忙些，未能一氣讀完。有次我在校園中巧遇賴

主任，他對我稱讚該書並不十分領情，質問「你讀了多少篇？」當時我看了六十

六篇中約十篇文章，心中有愧，近十天來趕緊把其他文章掃了一遍，希望能達到

入門水準。 

 

賴教授在「戰爭時期經濟學家有用嗎？」一文中說「1929 年世界經濟大恐慌時，

經濟學家沒有提出有效的警告。這情有可原，因為那時期的經濟學界規模還小，

統計數據相對地欠缺，有博士學位的人也不多。2008 年美國金融大恐慌時，情況

已完全不同：經濟博士無處不有，各種統計數據在網路上隨手可得。但為什麼政

府還是措手不及，嚴重影響各國的金融與產業。回想一下，2008 年下半年到2009 

年上半年間，新竹科學園區有多少人在放無薪假？所以問題很簡單：經濟學家到

底在幹什麼？只會「黑板經濟學」，一下講台就沒用嗎？在黑板上寫一堆嚇死人

的方程式，看起來很科學，怎麼連房市泡沫都解決不了？哈佛大學的教授John 

Galbraith（1908-2006）說過一句名言：「經濟學最大的功能，就是創造與維持經

濟學家的就業。」賴教授接著舉了很多例子說明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經濟學者

有過實質的貢獻。言下之意，經濟學界對金融海嘯也應有讓人信服的說明。但一

般社會大眾似乎仍不明白，我個人深切盼望學界對「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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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辜大眾有所交代，以平眾議。 

 

在金融海嘯前，履見美國主流報紙報導不少物理學者投身金融投資機構，以各種

艱深數學模式，設計衍生商品，戰功彪炳。金融海嘯發生後，又有人認為這些衍

生商品正是罪魁禍首，在艱深數學包裝校下，令人眼花撩亂。這可能涉及經濟學

者的教育訓練問題，如果學生有較好的數學基礎，對數學模型有較佳的掌握，也

許比較能夠避免未來類似的慘痛教訓。 

 

有人認為經濟學「包山包海」，社會科學界甚至有人稱此現象為「經濟學帝國主

義」。但不容諱言的是面對人類社會生存發展重大問題，如人口激增、資源匱乏、

能源短缺、氣候變遷、環境惡化等無不是經濟學重要議題。正如唐代文學奇才王

勃在謄王閣序所云：「是所望於群公」。賴教授在大作序言中引「六祖壇經․機

緣品第七」所云「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行是大乘。」寄望

大家做出讓社會大眾受益的大乘，乃至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之最上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