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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言  

台灣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由一個落後、拮据的殖民地經濟，

快速成長蛻變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開創了經濟發展成功的典

範，與南韓、香港、新加坡共譽為「亞洲四小龍」。  

就人類歷史眼光來看：  

第一，像四小龍這樣，由一個典型的未開發經濟，以每年約 10

％的實質經濟成長率 (1 )，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快速「起飛」而達

相當寬裕的生活水準，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空前未有的經驗。歐美

先進國家是經過一、兩百年間，以每年 1–3％的成長率，慢慢發展

長期累積起來的。日本與西德在戰後也有相當快速的成長，而被稱

為「經濟奇蹟」；但日本與西德在戰前已是先進國家，其戰後的快速

成長算是破壞後的「重建」，因此就本質上而言與四小龍頗不相同。 

第二，我們也可說，亞洲四小龍的快速經濟發展直接、間接地

促進了共產制度在蘇聯與東歐地區的瓦解。在戰後的冷戰對峙中，

西方國家生活水準不斷提昇，與共產陣營及其他落後地區國家形成

明顯對比。蘇聯共黨官方說法總強調這是「美帝國主義」對外經濟

侵略的結果。他們煽動這些落後國家建立共產政權，宣稱唯有西方

式的資本主義崩潰，落後地區國家才有「翻身」的機會。  

然四小龍的實際表現使蘇聯共黨官方說法越來越站不住腳  -- 

在此我們有落後經濟快速發展成功「活生生」的實例，不是抽象理

論爭辯或帶有政治意味宣傳所能掩蓋的。隨著時間進展，越來越多

落後地區國家，或甚至共產陣營國家，紛以四小龍為學習模仿對象。

當然，最後共產制度開始崩潰最直接的導火線，是東、西德的對比

與柏林圍牆拆毀事件。然而四小龍的表現也具有相當的影響與推動

力量。  

回想在 1950年代初期，台灣所處環境十分惡劣：  （1）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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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剛從大陸挫敗下來，政局不穩，人心惶惶。  （2）自大陸擁入

軍隊與難民使人口由 650 多萬暴增為 800 多萬。  （3）台灣自然資

源貧乏，整個經濟以生產糖、米的農業為主，經濟基礎脆弱。  （4）

政府軍事支出負擔沈重，財政基礎亦相當薄弱。  （5）金融體制不

穩固，通貨膨脹嚴重。  （ 6）民生物資短缺，國際收支巨額逆差，

外匯不足。  

若與當時其他落後地區國家相比，台灣要發展經濟的條件顯然

是相當不利的。然而台灣卻能克服這些困難，脫穎而出，在 1960

與 1970 年代創造出空前的經濟奇蹟。有關這段「蛻變」的成因與

過程，文獻上已有不少論述。本文擬跳脫傳統上比較狹隘的經濟層

面分析，而從歷史概觀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來對台灣的快速經

濟發展做一回顧與省思。  

我們將對整體 48 年期間  (1953 – 2000) 做一綜合的階段性回

顧  (第Ⅱ節 )，並歸納出幾項台灣經濟的重要特徵  (第Ⅲ節 )。由這些

回顧，可看出台灣發展成功的關鍵在於 1958年政府當局開始一連串

改革措施  -- 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要吸引外資、促進出口，並鼓勵

國內儲蓄與投資。就決策者而言，是想要解決當時一些急迫性的問

題，如外匯短缺、資金不足以及農村過剩勞動力等。然這些政策的

實施，再配合當時一些外在有利條件，尤其是與日本、美國的特殊

密切關係，卻塑造了一個「出口帶動」的經濟發展型態，開創人類

歷史空前未有的一段發展經歷。這或許是當初政府決策者始料未及

的！  

除上述所提政府政策及國際間有利的外在因素外，尚有一些社

會歷史  (socio-historical) 的力量，交錯影響，也有助於台灣這段時

期的經濟起飛。本文就日本殖民統治  (第Ⅳ節 ) 及中國儒家思想與

傳統  (第Ⅴ節 ) 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提出討論。  

Ⅱ. 台灣經濟發展階段性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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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此時由於戰爭時期的破

壞，生產力未恢復，隨即又捲入國共內戰的漩渦，台灣經濟極為紊

亂，通貨膨脹尤其嚴重。接著國民黨挫敗，大批軍隊、難民擁入台

灣，局勢更加不安定。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把台灣納入圍堵中共

體制的一環，美援開始抵達，局勢才慢慢穩定下來。從 1945 年到

1952 年可說是「混亂調整時期」。1953 年政府開始實施「第一期四

年經建計畫」，大部分學者分析台灣經濟發展多以此年為開始。  

從 1953年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事實上經歷許多不同階段，每

階段各有其特色。我們承續葉萬安  (1976、1999) 的研究加以延伸

到 2000年，而將這 48 年的經濟發展過程分成下列五個階段：  

1. 第一階段，1953–1960，為第一、二期四年經建計畫期間，

稱為「依賴美援時期」。  

2. 第二階段，1961–1972，是典型的四小龍快速成長期間，稱

為「自力成長與經濟起飛時期」。  

3. 第三階段，1973–1984，經歷兩次能源危機，稱為「遭遇國

際經濟驟變時期」。  

4. 第四階段，1985–1992，台幣由 40 對 1 美元升值到 25 對 1

美元，稱為「台幣大幅升值與調適時期」。  

5. 第五階段，1993–2000，與大陸關係逐漸加溫，稱為「兩岸

經濟關係日益密切時期」。  

現就這五時期的一般經濟情勢分析如下：  

(一 ) 依賴美援時期  (1953–1960) 

1953年政府開始推行第一期四年經建計畫，此時台灣與當時大

多數未開發國家一樣，面臨許多經濟方面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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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大陸湧入大量人口，失業問題嚴重。  

2. 政府除了要應付沈重軍事負擔外，由於人口增加，教育與公

共衛生支出膨脹，財政赤字嚴重。  

3. 台灣自然資源貧乏，生活必需品、能源以及農工生產所需的

原料、機器設備等仰賴國外進口供應。而出口主要以糖、米等農產

品為主，非常有限，國際收支有巨額逆差。  

就在這段期間，美國的經濟援助適時發揮極大作用。從 1951

年開始，到 1965年 6 月底止，前後 14 年半的期間，台灣接受美援

總數 14億 8 仟多萬美元，平均每年約 1 億美元。  

在此援助下，台灣進口大量物資，包括民生必需品、農工原料

與機器設備等，使物價逐漸穩定。若以當時經濟規模，每年總出口

約在 1–2 億美元，因此每年 1 億美元援助所占比重甚高，實為彌補

外匯不足的重要關鍵。同時美援物資出售所得之價款，一部分支援

政府財政，一部分貸於農工建設做為投資，也彌補了投資資金的不

足。  

依 Neil Jacoby (1967) 估算，美援在這段期間對台灣資本形成

貢獻約占 31–34％，每年平均彌補國際收支逆差達 91％，而使台灣

經濟成長率提高約一倍。  

表 1 數字顯示台灣在這一時期經濟成長率每年平均 7.6％，是

相當不錯的表現；通貨膨脹率每年平均 9.4％，比先進國家要高出許

多，但比起 1953年前的惡性通貨膨脹，有明顯改善。台灣可說是戰

後美援成功的少數模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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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幾項重要經濟指標  

單位：％  

期間  

實質經

濟年成

長率  

通    貨

膨 脹 率  

出口占  

GDP 比例  儲蓄率  

1953–1960 7.6 9.4 9.6 9.9 

1961–1972 10.2 3.9 24.0 21.5 

1973–1984 8.4 9.4 49.7 32.3 

1985–1992 8.2 2.5 51.4 32.1 

1993–2000 6.2 1.5 47.7 26.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所得』  

註：1. 實質經濟年成長率是 real GDP年成長率。  

2. 通貨膨脹率是 GDP平減指數  ( implicit GDP deflators) 年成長

率。  

3. 毛儲蓄率是儲蓄毛額  (Gross Saving) 對 GNP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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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自力成長與經濟起飛時期  (1961–1972) 

這是最令人矚目的典型四小龍「經濟起飛」時期。在長達 12

年期間，每年經濟成長率平均 10.2％，而通貨膨脹率僅為 3.9％。能

有如此快速成長，物價相對穩定，且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正是

本文所強調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經驗。  

在前一階段「依賴美援時期」  ，台灣所遭遇的因難因美援而獲

得部份解決，特別是在外匯短缺與投資資金不足方面。但政府也知

道不能長久依賴援助，必須未雨綢繆準備美援隨時可能中止。而另

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農村部門開始有剩餘勞動力，這也是必須

解決的問題。於是政府從 1958年 4 月開始採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其

中較重要的有：  

1. 推動外匯改革，尤其在 1960年 7 月 1 日達成單一匯率，將

匯率固定在台幣 40 元兌換 1 美元  。  此單一匯率的實現對於剛起步

的出口產業提供穩定而有利的發展條件。而該匯率一直維持到 1973

年 2 月才首次升值 5％，這在未開發國家中是很難得的成就。  

2. 1960年 9 月訂定「獎勵投資條例」，以減免租稅方式來鼓勵

儲蓄、投資與出口，並排除種種對資本形成或出口不利的因素。  

3. 1966年在高雄港設立「加工出口區」，吸引外人來台灣投資

設廠。由於相當受歡迎，很快達到飽和，於是又選定台中潭子與高

雄楠梓來增設兩個加工出口區。  

基本上這些措施是為了解決當時外匯短缺、資金不足與農村勞

動力過剩等急迫性的問題；而其著眼點都是在於吸引外資、促進出

口，並鼓勵國內的儲蓄與投資。其結果使出口產業蓬勃發展，造就

了一個「出口帶動」的經濟發展奇蹟。在這 12 年期間，台灣的出口

金額從 1961年 1.9億美元至 1972年增至 29.9億美元，足足增加了

15倍，平均每年成長率高達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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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這一時期的發展，我們特別強調下列幾點以便加深對台灣

經濟的瞭解：  

第一，1966年「加工出口區」的設置在當時是一項創新。本質

上是在臨海地區設立以加工出口工業為主的免關稅特殊工業區。在

區內行政手續簡化，所有進口原料、零件、機器設備免關稅，出口

也不必辦退稅。以此吸引外人投資設廠，在當時是為了要解決外匯、

資金短缺及農村過剩勞動力等急迫性問題。但事後執行結果，引進

國外甚多新技術與工廠管理辦法，長期而言對國內工業技術提昇有

相當的擴散作用。直到今日，這三個加工出口區仍在運作，而這個

制度也廣為國際間所模仿採用。  

第二，日本經濟從 1955年進入高速成長期，到了 1960年代中

期有了大量外貿出超。此時日本面臨兩個問題：一是其國內工資迅

速上升，生產成本劇增；二是由於對美國商品輸出增加迅速，導致

美國設置關稅或非關稅壁壘。因此日本的紡織和電子公司為了利用

台灣低廉工資和突破美國限額限制，紛紛將耗費勞力多的生產製程

搬到台灣，加工後運回日本；或將半成品、零件運到台灣加工裝配，

貼上台灣製造標記，再轉銷美國 (2 )。  

1966年台灣設置「加工出口區」正迎合日本利用台灣廉價勞動

力在台灣建立加工裝配基地轉銷美國的實際需要。如此台灣在市場

上依賴美國，在生產上依賴日本，三者逐漸形成一個密切的「三環

貿易結構」。而在這一過程中，台灣貿易收支也逐漸顯現對日逆差、

對美順差的現象。  

第三，美援於 1965年中止。但大約在此同時，越戰戰情升高，

台灣積極爭取越南美援在台灣採購物資，因而對越南出口迅速增

加。以 1966年統計來看，台灣對越南輸出達美金 8,600萬元，在當

年出口中僅次於對美國與日本的輸出而居第三位，占出口總值 16

％。若依越南官方統計，台灣高居供應國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因

此我們可說，越戰所引發的物資需求在台灣經濟起飛時期，也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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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當程度的促進角色。  

第四，除了政府政策與國際間一些有利因素外，促成台灣經濟

起飛的一個基本重要條件，乃是大量工資低廉而素質高的勞動力。

隨著經濟發展，台灣農村部門開始湧出剩餘勞動力。這些勞動力不

僅數量多，工資低廉，且接受普及教育而素質高。若與國際間比較，

台灣當時的製造業的每小時工資只有日本的 1/4，美國的 1/22 (3 )。

甚且在當時威權統治下，工會活動受到約制，勞動爭議被禁止。這

些都是吸引外資的極大誘因，也是支撐出口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我

們可說，在 1960年代經濟起飛時期所建立的產業是以廉價勞力為基

礎的勞力密集型出口產業為主。  

(三 ) 遭遇國際經濟驟變時期  (1973–1984) 

1973年 10月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原油價格由每桶 2–3 美元

劇漲至每桶 11–12 美元，引起全球性不景氣與通貨膨脹，即所謂  

「停滯性膨脹」 (stagflation)。台灣受此國際經濟驟變影響，經濟成

長率由 1973 年 12.8％下降到 1974 年 1.2％；通貨膨脹率則於 1973

年跳至 15％，1974年更達 32.4％  (見表 2)！  

1974年與 1975年是兩年艱苦因應時期，到了 1976年才算調適

完成，並再度展開連續 3 年的快速經濟成長  --   1976 年 13.9％  ，

1977年 10.2％，1978年 13.6％。  

1978年年底，伊朗政變，石油減產，油價再度攀升，每桶漲至

24 美元。1980 年兩伊戰爭爆發，油價又上漲，至該年年底每桶達

41 美元。1978–1980年的第二次能源危機再度引起全球性「停滯性

膨脹」。台灣也再度受到衝擊，直到 1984 年  (經濟成長率 10.8％，

通貨膨脹率 0.9％ ) 才完全擺脫能源危機的陰影。  

綜合這 12 年期間，台灣經歷兩次能源危機，都能成功調適而回

復雙位數快速經濟成長。然若進一步分析，可發現前後兩次能源危



 10

表 2  台灣重要經濟指標之逐年統計，1971–2000 

單位：％  

期間  
實質經濟

年成長率  
通    貨
膨 脹 率  

出口占  
GDP 比例  儲蓄率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2.9 
13.3 
12.8 

1.2 
4.9 

13.9 
10.2 
13.6 

8.2 
7.3 
6.2 
3.6 
8.4 

10.6 
5.0 

11.6 
12.7 

7.8 
8.2 
5.4 
7.6 
7.5 
7.0 
7.1 
6.4 
6.1 
6.7 
4.6 
5.4 
6.0 

3.0 
5.8 

15.0 
32.4 

2.3 
5.4 
6.3 
5.3 

11.5 
16.2 
12.1 

3.4 
1.9 
0.9 
0.6 
3.4 
0.6 
0.9 
3.3 
3.8 
3.8 
3.2 
3.6 
2.0 
2.0 
3.1 
1.7 
2.6 

–1.4 
–1.6 

35.6 
42.3 
47.2 
43.9 
39.6 
47.5 
48.9 
52.4 
53.3 
52.5 
51.9 
50.1 
53.1 
56.2 
54.2 
58.1 
57.3 
54.3 
49.6 
46.8 
47.4 
43.5 
44.1 
43.6 
48.0 
47.4 
48.3 
47.8 
48.3 
54.2 

28.7 
31.9 
34.4 
31.4 
27.1 
32.7 
33.0 
34.7 
34.0 
32.6 
31.9 
30.4 
32.1 
33.4 
32.9 
37.3 
37.9 
34.4 
30.9 
28.1 
27.8 
27.3 
27.8 
27.1 
27.0 
26.6 
26.4 
26.0 
26.1 
25.4 

資料來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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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政府的因應對策是很不相同的。分述如下：  

首先，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對政府當局是極大的震撼。這是

前所未有的經驗。當時主要經濟政策是 1974 年所展開的「十大建

設」：包括建立鋼鐵、石化、造船等重工業，並推動興建核能電廠、

高速公路、國際機場、國際港口以及鐵路電氣化等基本公共設施。  

事實上，「十大建設」是在能源危機發生之前已著手規劃推動。

然隨著能源危機的發生，這十項重大投資適時發揮了兩方面作用：

（ 1）如此大量的公共支出在經濟極端不景氣時發揮了凱因斯式

(Keynesian) 的激勵效果，協助帶動景氣恢復。（ 2）1960 年代的經

濟起飛是以發展勞力密集型輕工業為主。然隨著經濟發展，工資上

升，慢慢難與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地區更低廉的勞力競爭。政

府推動鋼鐵與石化工業乃要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以促進產業升

級。  

到了 1979年，「十大建設」一一陸續完成，對於建立鋼鐵、石

化重工業也有初步成果。但隨著油價再度大幅上漲，政府也覺察到

不能再發展耗費能源的重化工業。如要維持台灣經濟像以往一樣的

衝力，必須要發展節省能源和原材料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有了這樣

的瞭解與構想，政府乃於 1979 年頒訂「經濟建設十年計畫」，選定

機械工業  (包括一般機械、電機、精密與自動化機械等 ) 與電子資

訊工業  (包括電腦軟體、微電腦及週邊設備、數據通訊及相關電子

工業 ) 等「策略性工業」，亦即將來所要鼓勵發展的重點工業。至於

鋼鐵、石化等能源密集度高的重工業，其發展目標僅以充裕供應國

內需求為重點。  

在這樣的政策方針下，政府一方面主導設立「資訊工業策進

會」、擴充原有「工業技術研究院」，並於 1980年設置「新竹科學工

業園區」 -- 這是繼  「加工出口區」  後另一個劃時代的重要創制。

「科學工業」是指  「製造及研究發展高級技術產品之事業」 ，設置

科學工業園區宗旨是「引進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人才，以激勵



 12

國內工業技術之研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術工業之發展」。  

「加工出口區」的設立雖使台灣的工業發展向前邁進一大步，

但終究停留於從「加工」到「出口」的勞力密集型工業型態。「科學

工業園區」則是為了吸引外國高科技產業來設廠投資，進而引導台

灣科技走向整合、改進與創新之路。其基本構想乃是要吸引外資建

立美國矽谷式「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基地。  

如此，進入 1980年代，台灣產業結構進入技術導向發展階段。

在政府大力推動下，電子、資訊、半導體與通訊產品逐漸具有規模，

而成為最大出口產業。資訊工業可說是 1980年代與 1990年代帶動

台灣經濟發展的新力量。  

(四 ) 台幣大幅升值與調適時期  (1985–1992) 

從 1960年代到 1980年代，台灣的工業發展由勞力密集輕工業

成功地轉型為技術密集高科技工業型態。然整體而言，這都是「出

口導向」的工業發展。在這二、三十年間，台灣的出口占 GDP 比例

逐年上升。到了 1984年，當台灣經濟擺脫第二次能源危機的陰影而

再度創下 10.6％的雙位數經濟成長時，其出口占 GDP 比例竟然高達

56.2％  (見表 2)。而在該年這麼大量的出口中，幾乎有一半  (48.8

％ ) 是出口到美國！  

而美國方面，在 1980年代開始經歷大量外貿逆差，因此對其貿

易伙伴國有順差者，包括日本及亞洲四小龍，施加貨幣升值壓力，

希望能改善其國際收支情況。台幣在美國壓力下，從 1985年 10月

以 40.4元兌換 1 美元開始升值，到 1992年 6 月為 24.8元兌換 1 美

元，升值幅度高達 38.6％。  

對於這一時期的經濟情勢，我們可綜合幾點：  

1. 台幣大幅升值削弱對美國的出口競爭力，而美國是台灣最主

要出口市場  。  結果出口占 GDP 比例從 1986 年 58.1％逐年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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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43.5％。對於以「出口帶動」來創造快速成長的台灣經濟而

言，自然會有不良影響。自 1988年以來，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擺動於

5–8％之間，未曾再有經濟起飛時期那種雙位數字的成長。不過跟

世界其他國家比起來，這仍是相當不錯的表現，顯示台灣經濟體質

已有相當程度的成熟性與韌性。  

2. 由於貿易順差擴大，政府在這段期間開始提出「自由化」與

「國際化」為整體經濟政策的大方向。其中較重要的措施包括：大

幅降低關稅，擴大開放進口，至 1992 年平均實質進口關稅已降至

5.1％；推動外匯自由化政策，於 1987年修正「外匯管理條例」，逐

步解除外匯進出限制。而自 1949 年以來所實施的「戒嚴令」也於

1987年解除。這種種開放性措施，再加上台幣升值提高了對外國商

品的購買力，乃帶動台灣民眾國外旅遊與台灣廠商進行海外投資的

熱潮。台灣進一步邁向更開放、更成熟、更類似先進國家的經濟型

態。  

3. 貿易順差擴大，貨幣供給額大幅增加，再加上國外「熱錢」

流入，結果過剩資金造成房地產與股票價格暴漲，引起金錢遊戲狂

潮。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從 1985年約 750點起漲，到 1990年

2 月 10 日達  (迄今仍是歷史最高的 ) 12,682點！此種以股票和土地

炒作為特點的泡沫式經濟，並不利於整體經濟的安定。早在 1989

年初，當股價指數超過 6,000 點時，政府即斷定這並非健康現象，

而於該年 4 月開始採取緊縮措施：中央銀行在 4 月 1 日將重貼現率

從 4.5％調高為 5.5％；8 月 23 日更調高到 7.75％。如此迫使貨幣供

給額  (M1B) 年增加率自 30％以上，降至個位數，甚至於 1990年 3

月起開始呈現負成長。  

在此強烈緊縮政策下，股價指數自 1990年 2月 10日頂峰 12,682

點開始下降，於該年 10 月 1 日降至谷底 2,485點  。  短短不到一年

內，跌掉一萬多點，下跌幅度高達 80％！於是台灣經濟的「泡沫現

象」乃有相當程度的破滅，致使當年經濟成長率自 1989年的 8.2％

下降為 5.4％。然隔年開始連續 4 年快速反彈恢復到 7％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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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7.6％，1992年 7.5％，1993年 7.0％，1994年 7.1％。  

事後回顧，如當時政府不採取「壯士斷腕」的強烈緊縮措施，

而任由股市像日本一樣飆漲到二、三萬點以上再破滅，則整體經濟

所受傷害將更深，勢必無法如此迅速復元。而自 1991年以來，台灣

經濟恢復穩定成長，「泡沫現象」多多少少在可掌控範圍內。因此

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台灣所受到的影響要比其他國

家來得小，而能安然渡過。可見政府在 1989–1990年主導提前將泡

沫破滅，迅速恢復穩健成長所採策略應屬正確。  

(五 ) 兩岸經濟關係日益密切時期  (1993–2000) 

進入 199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最明顯特色是與大陸關係日益密

切，不管是雙方商品貿易或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都有驚人成長。  

以歷史的眼光，我們可從幾方面來看這一個趨勢：  

1.  1949 年以後台灣與大陸隔絕，僅經由香港進行一些中藥材

等土特產品的間接貿易，數量很少。1979年中共政府為了促進統一

大業早日實現，提出結束海峽兩岸軍事對峙狀態，海峽兩岸恢復通

航、通郵、通商，探訪親友，旅遊參觀和進行文化體育交流等。從

此以後，儘管台灣堅持反對「三通」，間接性三通開始有很大進展，

而經由香港轉口貿易發展尤為迅速。  

以統計數字來看，台灣出口到香港  (事實上大部份轉口到大陸 ) 

占總出口比例在 1985年為 8.3％，到 2000年則達 21.1％。另一方面

台灣出口到美國占總出口比例在 1985年為 47.7％，到 2000年降為

23.5％。就 1993–2000年整個 8 年期間，台灣出口到美國占總出口

比例仍是第一位，占 24.9％；然同一期間出口到香港占總出口比例

已有 22.4％，即將超越美國而成為台灣的最重要出口市場。第三位

日本僅占 10.4％。  

2. 在 1987 年以前，台灣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海外投資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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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政府放寬外匯管制、解除「戒嚴令」，並開放民眾赴大陸探

親。同時大陸於 1988 年公布「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在

已逐漸加溫的商品貿易上，掀起一波一波的「大陸投資熱」。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大陸加快改革開放的腳步。1994 年又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商投資保護法」  ，  進一步提高了對台商投資及

其合法權益的保護層次  。  於是台灣在大陸的投資在 1990 年代乃有

飛躍式成長。  

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基本上是以轉移島內勞力密集型產業為主，

因此帶動了大量的機器設備與原料的進入，使兩岸貿易額急劇擴

張。這些產品在大陸加工、裝配後再輸往美國。這個過程與早期日

本在台灣的投資設廠情況非常類似。我們可說在 1960年代以來所逐

漸形成的日本–台灣–美國「三環貿易結構」，在 1990 年代也開始

形成類似的台灣–大陸–美國「三環貿易結構」。  

3. 從 1950年代到 1980年代 40 年期間，美國與日本毫無疑問

是與台灣經貿關係最密切的兩個國家：不管是出口、進口、投資金

額等，在統計上都分居第一、二位而遠高於其他國家。然進入 1990

年代，大陸與台灣的經貿關係密切已逐漸與美國、日本鼎足為三，

甚有超越而位居首位之勢。台灣與大陸地理位置相近，又有相同的

語言文字、生活習俗與文化背景。此種地理人文密切度，是任何其

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台灣經濟在未來如何發展，與大陸經濟的互

動關係將是一重要關鍵。  

Ⅲ. 台灣經濟的幾項特徵  

回顧台灣經濟發展，我們可歸納出有關台灣經濟的幾項特徵。

經由這些特徵，或許可對上述各階段發展中的一些現象有進一步瞭

解。  

(一 ) 出口占 GDP比例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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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表 2 可見，台灣出口占 GDP 比例從 1960 年代開始逐

漸升高，到 1978年竟然超過 50％，而於 1986年高達 58.1％！接著

因台幣升值而略有下降，但在 2000年仍有 54.2％。  

若視為一個「國家」，這是相當獨特的現象。所有全國民眾辛苦

忙碌工作，其所產出的最終商品與勞務有一半以上是為外國人而做

的！固然這與台灣政府採取「出口帶動」的發展策略有關，但日本

與南韓也都經由「出口帶動」來達到快速成長，而同樣的比例在南

韓均為 40％以下，最高達 39.4％  (1987年 )。在日本最高則僅達 15

％  (1984年 ) (4 )。  

為何台灣的出口占 GDP 比例會如此一枝獨秀特別高呢？這是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有趣問題。我們猜測，台灣在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與日本、美國所形成的「三環貿易結構」，以及 1990 年代與大

陸、美國所形成的另一個「三環貿易結構」，應當是造成台灣出口居

高不下的原因。當然，同樣的「三環貿易」關係或多或少也發生在

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但在台灣這個關係特別深切。就歷史觀

點，這或許是因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在語言、習慣方面與

日本合作較為順暢方便；而與大陸合作，在語言、習慣方面的密切，

自不待言。  

不管原因如何，出口占 GDP 比例如此高，表示台灣整體經濟景

氣易受國際經濟情況影響。因此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引起全球性不

景氣，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從 1973年 12.8％劇降到 1974年 1.2％  (見

表 2)。其間相差幅度竟然超過 10％！  

(二 ) 進口能源依賴度高  

跟日本一樣，台灣也是缺之自產能源的國家。但台灣對進口能

源依賴度相當高：進口能源占能源總供給的比例在 1970年代是 71.9

％，1980年代 80％，到 1990年代竟高達 95.6％。如此高的進口能

源依賴度也是全世界少見的。因此能源危機發生時，台灣受到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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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也特別嚴重，石油價格劇增導致的「供給面通貨膨脹」（ supply 

inflation），幅度要比其他國家來得大。  

表 2 顯示，台灣 1973、1974 年的通貨膨脹率分別是 15.0％與

32.4％；同一時期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是 5.6％與 9.0％，日本則為 12.5

％與 20.8％。  

(三 ) 台灣的工會勢力不強  

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實施戒嚴令，示威遊行與罷工是絕對禁止

的，因此工會力量並不強大，而使得通貨膨脹較易控制住。如此，

當 1974 年通貨膨脹率漲至 32.4％  ，  隔年 1975 年卻能迅速壓低至

2.3％。這是工會力量較強的西方國家不可能達到的。以美國而言，

第一次能源危機把通貨膨脹率推上 9.0％  (1974年 )。一旦有了高的

通貨膨脹，要壓低下來很不容易，一直到 1982年才壓低至 5％以下。 

工會力量不強使得通貨膨脹較穩定，而勞資雙方的和諧對經濟

發展也有相當程度的助益。事實上，自 1960年代以來這是台灣吸引

外資來設廠的有利條件之一。直到 1987年戒嚴令解除，工人才被允

許示威、罷工。然事實顯示，跟西方國家與其他開發中國家比起來，

自 1987年以來台灣的勞資爭議事件仍算少而溫和的。  

(四 ) 台灣的儲蓄率特高  

台灣經濟另一明顯特徵是儲蓄率非常高  。  在 1950 年代毛儲蓄

率約 10％，1960 年代超過 20％，1970 與 1980 年代更超過 30％，

而於 1987年竟然高達 37.9％。這也是舉世少見的，顯示台灣人民勤

奮與節儉的一面。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儲蓄高可提供資金來進行資本累積。但如

果儲蓄高於國內投資而產生超額儲蓄，也會引起總體經濟的失衡。

1980年代後半，貿易順差擴大而儲蓄率居高不下，過剩資金造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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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與股票價格暴漲，引發金錢遊戲狂潮，形成泡沫式經濟，影響

整體經濟的安定。如前所述，政府的一項因應措施是於 1987年解除

外匯管制，疏導一部分資金外流，而使台灣成為東南亞國家的投資

資金重要來源。  

1990年代，民眾的生活與消費型態逐漸改變，毛儲蓄率逐年下

降至 2000年僅有 25.4％。從長期觀點，尚難判斷這是值得警愓的趨

勢，或僅是逐漸邁入已開發國家的一個正常現象。  

Ⅳ. 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  

台灣自 1895年至 1945年為日本殖民統治達 50 年之久  。  研究

四小龍經濟發展成功的原因，有不少學者強調日本統治時期的貢

獻，尤以台灣和南韓為例。但一般同意，這並非促成快速成長的必

要因素，因為晚近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以及中國大陸也都達到相

當快速的經濟發展，而這些國家並沒經歷日本的長期殖民統治。  

不過無可否認，日本統治對台灣戰後的快速發展有其正面影

響。我們可歸納下列幾方面：  

1. 日本剛佔領台灣時，基本方針是把台灣作為原料、糧食的供

應基地，而台灣所能提供的糖與米正是當時日本所需的。自 1895

年以來，在日本的規劃經營下，台灣逐漸形成以糖、米兩大出口商

品為主軸的農業經濟結構。1945年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此

種帶有殖民地遺制產業結構的經濟乃與大陸經濟產生互補循環作

用。然 1950年後台灣與大陸隔絕，因而被迫與素有深厚經濟關係的

日本，透過通商貿易再度產生互補關係。  

在整個 1950年代，台灣的出口有將近一半依賴日本，而對日輸

出的商品結構有 90％以上為糖、米、香蕉與鳳梨罐頭等農產品，可

見是承續戰前的特殊殖民地與宗主國結構關係。因此我們可說，台

灣在 1960年代「出口帶動」的經濟起飛之前，其對日本的糖、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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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與美援是維持經濟安定的兩個重要支柱。在此外匯短缺、資金不

足的艱難時期，日本殖民統治所建立的特殊經貿關係，有其階段性

的正面貢獻。  

2. 1931 年滿州事件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色彩日漸濃厚。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將其海外擴張大幅轉向南進。此時台灣經濟

乃隨著形勢演變，在迄今的「糖米生產基地」基礎上，又增加到承

擔「軍需品生產基地」與「南進基地」的三重任務。因此台灣的殖

民地經濟，由糖、米為中心的農業本位經濟，或多或少開始轉向以

軍需產業為重點的「工業化」。  

此「工業化」過程，基本上以開發電力為首，接著水泥、肥料、

造紙、鋁、酒精、煉油、製鐵、機械等許多現代化工業陸續引進台

灣。這個「工業化」政策雖因戰爭結束而中斷，然這些已建置的工

業以及為了發展工業的一些相關基本公共設施，如公路、鐵路、港

埠、電信及水利等，均為戰後推進工業化提供良好的基礎條件。與

當時其他落後地區國家比起來，台灣在這一點上的確具備較有利的

發展條件。  

3. 日本在佔領台灣後不久於 1898 年即將日本語傳習所改制成

公學校，對台灣人實施日本式教育。到了 1939年決定開始實施義務

教育時，已有超過 53％的學齡兒童進入公學校。以 1942 年統計，

學齡兒童就學率已達 65％，而第一學年入學適齡兒童就學率更高達

82％！ (5 ) 因此戰爭結束時，台灣的文盲率要比其他落後地區國家來

得低。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繼續並擴大實施義務教育。  

日本總督府及國民政府長期以來重視教育，對台灣的快速經濟

發展有相當的助益：第一，這樣的政策產生一批數量大、工資低廉

而素質高的勞動力，正是開創 1960年代經濟起飛的生力軍。其次，

戰前日本教育的普及，使這一代台灣人與日本人有共通語言、生活

習慣等，對後來形成日本、台灣、美國的「三環貿易結構」有相當

的促進作用。日本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或多或少形成類似的「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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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關係，但其密切程度並沒台灣這麼深刻。  

4. 在日本統治下，以總督府為代表的國家權力深深地滲入殖民

經濟體系各部門。台灣經濟長期被置於這種以總督府為核心的統制

體制下，遂具有濃厚的受中央集權官僚統制的性格。而對本地人勢

力，這種統治係通過保甲與警察制度併用來加以鞏固，因而其鎮壓

與控制相當嚴厲。此種殖民地式的經營、統治使本地地主勢力相當

「弱體化」。後來國民政府於 1949– 1953 年實施一連串「土地改

革」，本地地主階層對新政府並沒進行抵抗，而只逆來順受。因此國

民黨在大陸一直無法順利實施的政策，卻在台灣一舉而獲得成功。

從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可說戰後的「土地改革」之能夠順利進行，

在日本統治時代已為此提供了有利條件。  

「土地改革」的順利完成，使自耕農比例大幅提高，到 1960

年農民的收益增加 3.9 倍，農民購買力亦大為加強。農村經濟穩定

成長，農業盈餘轉為投資工業，而農村部門也提供大量勞動力，乃

奠定了 1960年代工業化的良好基礎。  

Ⅴ. 中國儒家思想與傳統的影響  

自從 1842年鴉片戰爭打開中國門戶以來，到 1945年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足足一百多年期間，中國始終未能有像樣的經濟發展。

而同一時期內，日本卻建立一個現代化經濟，成為列強之一。有不

少學者認為或許中國儒家思想與傳統並不利於現代資本主義自由經

濟制度的發展。從 Max Weber “rational bourgeois capitalism” 的觀

點，他們大致提出兩點 (6 )：  

1. 傳統中國「士農工商」的觀念，把商人放在社會最低階層。

此種普遍不重視商人的態度難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  

2. 儒家重視「家庭」的觀念，也不利於建立有效率的現代化企

業。在家族式經營下，往往優先僱用或提拔家人、親戚，而不是較



 21

有能力的人。  

因此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學者們對於中國能否現代化都持悲觀

懷疑的態度。然台灣的快速經濟發展改變了這方面的看法  -- 中國

的儒家思想與傳統並沒妨礙這驚人的經濟奇蹟。甚且，從更廣的角

度來看，近四、五十年來在東亞快速發展的國家與地區，包括日本、

南韓、香港、新加坡以及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的都會地區等，幾

乎都是受中國文化影響或有較多中國人居住的地區。我們反而要

問：是否儒家思想與傳統有利於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制度的發展？  

從台灣快速經濟發展的回顧，我們可歸納出三點中國儒家思想

與傳統有利於現代經濟發展的地方：  

(一 ) 重視讀書與學位的態度  

跟西方人比起來，中國以及東亞受中國文化影響地區的人民是

比較重視讀書與學位的。這尤其反應在高中、大學與研究所入學考

試的激烈競爭上。在台灣的一般學生，花在讀書  (包括上補習班等 ) 

的時間比歐美國家同年齡學生要來得多。此種態度與風氣除了根源

於孔、孟的基本教訓外，也因傳統科舉制度而根深蒂固  -- 自隋唐

以來有一千五百多年，認真讀書而能在考試上有良好表現是一個中

國普通老百姓能出人頭地的途徑。  

由於這種態度與風氣，早期日本總督府與往後國民政府實施普

及義務教育，都能得到一般人民配合而順利推行。後來隨著經濟發

展，生活水準提高，除了基礎教育與大學教育外，一般人更是盡其

所能爭取進入研究所讀取碩士、博士，尤其是前往美國留學。在 1960

年代與 1970年代，台灣在美國留學生人數常位居世界各國留學生在

美國人數之第一位。後來中國大陸開放與美國往來，大陸留學美國

人數逐漸超過台灣而位居首位。  

此種重視讀書與學位的態度與風氣，對台灣的快速經濟發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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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的助益：第一，在 1960年代這表示台灣有一批數量大、接受過

教育而素質高的勞動力；再配合著外來的資本與技術，乃造就成當

時的經濟起飛奇蹟。其次，在 1970年代與 1980年代，當政府開始

推動產業升級，往高科技產業發展，台灣也有相當數量接受過學士

後教育的人才來達成這一階段的產業升級。  

當然，歐美先進國家已有相當高的學術與工業技術水準。但這

是一、兩百年來，長期逐漸累積起來的。就落後地區國家而言，在

短期內要迎頭趕上，東亞地區國家重視讀書與學位的態度與風氣是

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  

(二 ) 重視家庭的觀念  

儒家傳統重視家庭，因此在台灣父母與兒女的關係顯然比西方

國家密切。在經濟方面，把兒女培養到大學畢業，而幫兒女支付大

學教育費用，一般視為理所當然。在大學畢業後，不管是繼續深造

或開始就業，父母也常常對兒女有財政支援。不僅如此，隨著生活

水準提高，財富逐漸累積，「為兒子買棟房子」的想法更是普遍。甚

且有不少人，在為每一個兒子準備一棟房子後，也開始存錢準備為

女兒買房子。  

此種覺得應該為兒女買房子的想法是西方人所難以理解，然在

台灣一般老百姓中卻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這或許可追溯到稍早農業

社會「長孫田」的習俗  -- 即做祖父的通常會留一塊田地給長孫為

禮物。在較貧窮的農業社會，一般人辛苦積蓄一輩子留一塊地送給

隔一代的長孫。到了 1970 年代、1980 年代，生活水準提高，儲蓄

也增加，這樣的習俗不知不覺慢慢演變成「為自己的長子買一棟房

子」  ，  「為自己的每一個兒子各買一棟房子」  ，  或甚至「為自己

的每一位兒女各買一棟房子」  。  

前已提及，傳統上學者強調中國人過於重視家庭與家族是妨礙

現代化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以台灣經驗來看，這個缺點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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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法避免的。但從另一角度來看，父母與兒女關係密切有助於儲

蓄率的提高。一般老百姓除了為自己的養老、生活上的不時之需而

儲蓄外，也為兒女的教育費用  (大學與研究所等 )，甚至為了準備幫

兒女買房子而儲蓄。這是台灣能有如此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而這

麼長期而高水準的儲蓄率，對於資本累積自然有相當大的貢獻。  

(三 ) 儒家思想強調「秩序」與「和諧」  

孔子生於亂世，而在其教導中強調社會的「秩序」與「和諧」。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做君王的，做臣下的，做父親的，

做兒子的，每個人在國家社會中做他所應該做的事，扮演他所應該

扮演的角色。這種人生觀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多多少少促進了

勞資雙方的「和諧」。以台灣為例，在 1987 年戒嚴令解除之前，所

有示威、遊行、罷工都是禁止的。但在 1987年以後，勞資間的爭議

也不多見，比起西方國家要和諧多了。此種勞資間的和諧對台灣的

快速經濟發展，顯然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西方國家強調「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與「競爭」的精神，

這頗有助於「創新」 (innovation)，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制度繼續發

展的重要原動力。但對於落後地區的國家，要想能夠經濟起飛，短

期內提昇生活水準，說不定「和諧」比「競爭」來得重要。就此點，

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也提供了一個有利於現代經濟發展的條件。  

Ⅵ.  結語  

本文從經濟、社會與歷史等層面來探討影響與促進台灣快速經

濟發展的因素。我們特別綜合幾項，即：  （1）在不同時期政府所

採行適時而明智的措施，  （2）國際間有利的外在因素，尤其是與

日本、美國及大陸間的密切關係， （3）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與  （4）

中國儒家思想與傳統的影響。  

如今剛跨入 21 世紀  ，  在經歷了長達半世紀持續不斷的快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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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後，台灣經濟在短短一年內卻陷入前所未有的不景氣。依主計處

初步統計，2001年前 2 季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0.91％與–2.35％，整

個上半年破天荒呈–0.73％之負成長。而在 1953–2000 年整整 48

年期間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高達 8.3％，即在最近 2000 年亦有 6％

之成長（見表 1 與表 2）！  

有關這次不景氣的原因與對策，在報章雜誌以及為期月餘的  

「經發會」討論中，已有不少人提出許多精闢的分析與寶貴意見。

本文藉著整體歷史回顧，盼能省思當年、環顧現狀，提供一些思考

的方向。想想當年政府遷台初期百廢待舉、條件惡劣，卻能創造經

濟奇蹟。如今的台灣無論基礎建設、人力素質、科技水準與外匯存

底都遠勝昔日，卻墜落深不可測的頹勢。  

在此晦暗困境中，如何能撫今追昔，集思廣益，共同營塑一個

新契機、新環境，把台灣經濟推上另一波快速發展的軌跡，這將是

對目前「接棒者」群一項劃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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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1) 即實質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之成長率。  

(2) 事實上在 1950年代即有些日資企業，如製藥業，從日本進口半

成品，在台灣進行簡單包裝，再就地銷售。1960 年代初，日本

各大機電公司也開始開闢台灣市場，大多與本地資本合資。其

經營方式，由日本公司提供技術設備，從日本進口原料和半成

品，經合資企業加工裝配，成品主要在本地市場銷售，如機車、

電視機、電冰箱、日光燈、耕耘機、變壓器等。1966年隨著「加

工出口區」的設置，日本對台投資從占有本地市場轉向利用台

灣廉價勞動力拓展第三國市場。  

(3) 見劉進慶  (台灣漢譯版、1955) P. 344。  

(4) 香港與新加坡的出口占 GDP 比例更高，甚至超過 100％。但這

是因為香港與新加坡是重要轉口貿易港，在統計上把這些轉口

貿易也算是「進口」與「出口」。這些「出口」並不一定是在當

地生產，因此不能與一般「國家」做出口占 GDP 比例之比較。

它們僅是「城市」，沒有農業部門，而又恰好是重要的轉口貿易

港口。  

(5) 見涂照彥  (漢譯版，1999)，P. 140。  

(6) 見 Perkin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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