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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值 失業  輟學 查封   大簡    
首季經濟成長率僅百分之 1.06%，今年台灣經濟成長率難保 4%，此

消息在 5/25 日匯市收盤後公佈，經過週休二日醞釀，28 日週一即破 34
元；國內失業率走高，許多人認為這是推動知識經濟的結果，然而，經

建會主委認為，發展知識經濟已是一條不歸路，「不朝知識化努力的，會

愈沒有錢，因為時代趨勢已是如此」；日前相繼有三家化纖一貫大廠提出

紓困案申請，紡織業擔心獲得紓困的同業以減半付息的優勢殺價競爭，形成劣幣驅逐良幣

的骨牌效應，把所有正當經營業者都拖下水；股市方面，近一年來，兩岸政府積極作多，

但成果差異極大，大陸B股一年來漲幅超過 300%，台股卻幾乎腰斬。 
經濟不景氣，生活沒著落，學生有 的沒錢吃午餐、有的打不到工，只好

下海賺錢繳學費、否則就輟學；經濟不 景氣，有的轉去大陸，獨留妻兒在台

灣，經濟不景氣，週轉不靈，公司被拍 賣，連住家也被查封；經濟不景氣，被

解僱、被裁員、沒錢作化療治癌；經濟 不景氣，學生畢業即失業、學校財務困

難紛紛奔走求助，有的停辦；經濟不景 氣，大小節日簡單慶祝，火鍋 69 元吃到

飽、海產熱炒每盤 100 元，通貨緊縮一 切生活水準回到舊時年代。   
成本控制   遇缺不補  縮減差旅  搭經濟艙 降減薪津 五窮六絕是各行各業

面臨的困境，這段期間，有的提前安排員工年度集體旅遊、有的採取員工彈性休假、未休

假的同仁展開練兵操課，讓各廠員工練習生產其他廠所生產更高階或不同領域的新產品、

這波不景氣，讓各公司更體會到成本控制的需要，訓練時，嚴格要求員工出席率及訓練成

果，避免資源浪費、因應變化，有的要求成本管 理，包括遇缺不補、縮減差旅

費用、主管級出國全改搭經濟艙、當然更不排 除減薪等。 
開源 節流  如是，國、家、社會群體、 學校都在應變，而教堂呢？

它是神聖的，脫俗的，外面風雨與我無關？ 前些時項先生有遠見的提

出經建組要「開源節流」，因為教堂漏雨漏水要補、白 蟻蛀牆要防、電梯要修、牆壁要

粉刷、桌椅要增添、祭祖牌位虧空要填、還有兒童生活營經費的不足，以及經常性的固定

支出、如水電、清潔、禮物、電話費，生活費、年節禮金、休假禮金、一筆大過一筆，而

教友中頻頻有人失業、有人被降薪，主日獻金和維持費明顯在遞減呈赤字，一句話，目前

本堂每月是「入不敷出 」，而這些財務危機儘管有人意識到，不解的是傳協好似未曾關心，

未曾防患？是我們杞人憂天？是會計表公佈得不明細？或是，那全屬天主的事？ 
  我們要求得還不夠多？天主已讓我們如願的蓋好新堂，維護保存，除了祈禱交託，總

該實務上盡些力，教會也是社會的縮影，只是他非屬營業體，屢屢勸募樂捐，良心上該用

得其所，用得其當，這是我們的家，若無法同船共渡，那麼在這一波經濟低迷衝擊下，經

建組還能做些什麼？簽名、蓋章，付款、寫傳單？或，干卿底事？旅遊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