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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百年前的法国经济学家奎内（Francois Quesnay），把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与功能，生动而
贴切地形容为“货币就像人体内的血液”。
血液要能顺畅流通，才能将氧气、养分及荷尔蒙等根据身体各部位所需进行分配，而金融与血液之间
也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常言道：“金融是根、产业是叶”。
资金的到位与否，关系着产业发展的命脉。
产业的兴起与繁荣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而单个企业的成长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透过不同的融资渠道所获得的资金就像是企业的血液，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体系顺畅流通的运作、而又能够在“效率”与“公平”两者间找到均衡，将是
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原动力之一。
　　二战后，台湾从战争的碎瓦残砖之中，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1960年代前后，许多台湾的中小企业主在全球市场上奔波着。
此时，金融虽然仍是配角，但随着金融专业的累积与逐渐地国际化，以及金融人才的培育开始产生了
效果，使得金融事业在台湾，逐渐有了自主发展的生命力，而原先的中小企业也逐步发展为中等、中
大甚至是国际性的大型企业。
　　1990年代，随着全球金融环境的巨变，台湾的金融业从开放新银行起始，到成立金控公司，这中
间的“量变”（资金增多）所带动的“质变”，逐步地建立起金融业的自主性。
金融业竞争的脚步日益加速，金融新意的“商品化”与“制度化”，以及金融体系的稳健运作，都使
得金融业跳脱了过去依附在产业发展背后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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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书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台湾金融发展简史》以“口述历史”的方式重现台湾的金融脉络。
文中包括对台湾许多专家学者及平民百姓的采访资料，记录他们对于关键议题及事件的看法或经验谈
。
　　第二部分《与钱共舞》介绍台湾不同领域之六大成功企业，并深入采访其财务长；文中融合了丰
富的金融专业知识、职场与人生的议题。
受访的企业包括：巨大捷安特公司（自行车制造业）、台湾大哥大公司（移动通信业）、宏基公司（
电脑业）、“中钢”公司（钢铁业）、兆丰金控公司（金融业） 与统一企业（食品业）。
采访当中收录了许多位受访者对于在大陆拓展市场与经营的宝贵经验与精辟看法。
　　第三部分《众口说金》的采访对象有赤手空拳、胼手胝足的创业家，也有工程师、律师、银行家
、基层金融业者、创投业者，及杰出的财务长、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传媒业者等。
读者能够分享到他们的宝贵经验、丰富学识及敏睿智慧；其中有许多地方可以反映台湾社会对经济、
金融及两岸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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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台湾金融发展简史：　　第一章／无中生有的年代（1949—1960）：　　第三节　农业
金融——兴利固本：　　绿色革命：　　光复初期，台湾仍属于“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农民占人
口总额60％以上，而佃农约占农户总额68．8％，要重振经济，就必须先从农业着手，以求安定社会，
改善民生。
于是1949年展开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
这时的台湾，正宁静地进行着一场绿色革命。
　　土地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1）1949年的“三七五减租”政策，即地主出租之耕地，其地租不得
超过正产物收获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2）1951年的“公地放领”政策，涉及的是农民可承租公有
耕地，并给予相关之保障与扶持；（3）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之目标，在于彻底消除租佃制度
，并由此解除土地资金之桎梏，以促进工商业发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
　　“耕者有其田”政策不仅是土地改革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部分，更与台湾证券市场的形成，
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土地被征收后，将地价的三成折换成水泥、纸业、工矿、农林四大公司股票，其余七成则折换成
实物土地债券，分1O年20期补偿给地主；另一方面佃农购买土地也是分10年20期缴交地价。
　　为了将75000名原有地主的农业资本导向为工业资本，因此必须要建立有秩序的资本市场；然而这
项工作并非一蹴而就，于是便形成早期以“店头市场”为主的交易方式。
　　事实上，当地主分配到股票后，大多进入市场将股票变卖兑现。
在彭光治《股戏》（2003）一书中，曾提及导致如此的主要原因包括：因其土地多系祖宗遗产，且多
为兄弟血亲数人所共有，亦即换来的股票多为共有股户，无法分产；另一方面，因世袭农业的地主普
遍对于股票感到陌生，大多无心担任公司股东，更遑论参与公司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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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色丰碑——台湾企业与金融业的成长与共生》就是试图从“人”的观点来介绍台湾的产业和
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书中收录了数十位台湾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杰出人士的采访记录。
这些“人”精彩地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及心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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