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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已經逐步在歐洲引發銀行體系倒閉風潮。目前美國、歐盟暨日本等國家均
採取強力措施，採取國有化或資金支援的方式，維持全球金融體系不至於大幅崩盤。儘管美國的
七千億美元救市法案或許會為疲弱的市場帶來一絲信心，但是全球經濟衰退已成定局，國人及政
府應準備面對爾後一波波更艱困的經濟挑戰。

      目前金融危機的規模與延續時間尚在未定之數，有估計稱次級房貸引爆的全球信貸損失將
高達一．五兆美元。美國政府雖採取明快手段處理此次金融危機，但是受制於內部政治糾葛與總
統改選氣氛，能否對症下藥迅速止血，仍在未定之數。

      再者，美國的金融危機正向其他的金融大國延燒，極有可能重創美歐日等開發國家的金融
暨銀行體系。英國布拉德福德賓利銀行（Bradford & Bingley）已被政府部分國有化。比利時最
大金融機構富通集團也發生危機，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政府已決定注資一一二億歐元，國有化
這家歐洲最大的金融服務機構，以免市場信心崩潰。比利時和法國合資的德克夏銀行（DEXIA）
由比利時、法國和盧森堡三國注資六十四億歐元以穩定其股價。歐洲銀行頗有山雨欲來的景象。

      除了以國有化方式直接接管瀕臨倒閉銀行，美歐日等國另外亦拿出重金強力支持銀行體系
資金調度，以免各國主要銀行發生倒閉的連鎖效應。例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結合歐洲中央銀行
以及日本、英國、瑞士暨加拿大等主要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達成貨幣互換協定，提供一千八百
億美元的資金，以緩解金融市場流動資金短缺的問題。這些措施雖能緩解這些銀行免於關門於一
時，但同時亦宣告，未來期待有大量外來投資為各國日趨衰退的經濟注入活水，已是緣木求魚。
   

      美國與歐盟地區的消費實力，是促成東亞暨全球其他開發中地區經濟成長的動力，美國的
經濟衰退，將牽動全球其他地區的骨牌式經濟下滑。金融危機已經重創美歐地區的國民消費意願
暨消費實力，以美歐作為主要貿易出口地的東亞各國，包括中國在內均已經浮現經濟衰退的訊號
。

      如果作為全球主要市場的美歐地區不能在短期內有所起色，而且中國、印度暨巴西等國亦
不能擴張其市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的驅動火車頭，以出口作為經貿成長主要動力的台灣與
其他出口導向國，將面臨經濟成長衰退的嚴苛挑戰。
   

      整體而言，這場金融風暴有可能會引發全球性的經濟重整。而貨幣貶值、企業倒閉、失業
率竄升與大規模的經濟蕭條，都有可能在最近的未來成為人們生活現實。如果這一波歐美金融暨
經貿危機未能順利解決，甚至有可能會引爆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導致全球政治的重新洗牌。
   

      以現有台灣的能力，扭轉全球的經貿暨金融頹勢或許力有未逮，但是減緩全球經貿衰退衝
擊與穩定內部的政經社會安定，卻是台灣在全球風暴中所能減緩損失的可能路徑。市場優勝劣敗
的作用殘酷而無情，但能撐過風雨摧折之後的台灣，將有更堅實的力量，面對一個嶄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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