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序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中國大陸從計畫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度轉軌過程中，除

了制度上依附以往的制度性安排之外，同時，也面臨著制度變遷下的

制度性創新，如家庭聯產承包責任的制度設計、吸引外資的制度規

劃、吸引勞力密集產業的台商，到吸引擁有先進技術的高科技產業台

商……等等，皆是以往制度設計所沒有的。  

大陸一方面必須依賴以往計畫經濟的制度安排，靠著〝摸著石頭

過河〞的制度思維，按部就班地制度設計，漸進式的制度規劃，並採

取有異於蘇聯或東歐式的 BIG BANG 式的制度設計，形成有中國特

色的市場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的制度性轉軌，有中國特色的制度創

新。  

   而中國大陸在制度性轉軌的過程中，由於經濟轉軌中面臨許多制

度上的限制，如計畫經濟制度設計上的限制、政治制度 --以黨領政及

共黨內部改革步調的限制、經濟體制中重重輕輕（重視重工業輕視輕

工業）的制度規劃、農業部門的制度限制、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的制約、

經濟發展的資金不足的限制、技術及管理人才的不足、銀行及金融體

制的制度不健全、經濟發展的地區性不均衡及各地區資源性差異…..

等等，皆對大陸的經濟發展產生相對性的制度制約，也束縛了大陸的

政治經濟發展。  

   大陸面臨上述的制度環境制約、希望透過其他的的制度選擇來改

進，而當中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引進外資來進行制度移轉或轉軌  ，

透過外資帶來的資金以補足大陸經濟發展中面臨的資金不足的限

制，同時，透過外資企業帶來的技術及管理外溢效果，帶動大陸外貿

企業的發展，並進一步提昇技術水平，使得大陸企業具有競爭力及未

來性，帶來資金的積累及國民生產毛額的增加，並帶動大陸經濟的飛

躍，也才能維持經濟的成長。  

   中國大陸為有效利用外國的資金及技術、管理經驗，協助發展經

濟，於是改革開放以來，透過立法或建立各種制度鼓勵外商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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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並加以規範，而台商初期也就是依附在外資的制度下發展，之後，

因應大陸的對台商的制度規範而逐漸與外資有了差異化的制度變

遷。也就是說，外資乃是台資之所以發展的源起及背景。  

   大陸經濟發展初期，因為經濟落後，國內資金缺乏，所以，急需

要外資的挹注，以擺脫貧窮的惡性循環。換言之，逐漸形成一種吸引

外資的政策需求及制度環境，於是，便需要建構一種理論基礎來吸引

外資，這就是建構 -「發達生產力」理論的動機，底下分析大陸孕育

理論的過程。   

大陸吸引外資主要是希望補足經濟發展所需的資金，透過雙缺口

(Two-gap model)理論的認知及受到後進者優勢理論的鼓舞，有計畫地

引導外資投入生產性產業，以利資金缺口的快速補充，並透過外資企

業的技術及管理經驗的外溢效果，快速提升生產力，讓大陸可以發揮

後進者的優勢，利用外資成熟的技術，縮短研發的時間成本。  

中國大陸建構了「發達生產力」理論，以便吸引外資，透過技術

及管理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使得大陸能快速地過渡「社會主義

初級階段」，並進而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由於產權的模

糊以及高交易成本的制度環境制約，使得外資減緩了投資的步調，進

一步影響大陸經濟的持續成長，因此，建構一個清晰的產權理論，透

過保障產權的不受侵犯，從而建構出低交易成本的制度環境，以便進

一步深入吸引外資，乃刻不容緩。底下就台商研究的緣起 /背景 --「發

達生產力」理論作一探討。  

 

為何需要「發達生產力」？  

  中國大陸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乃強調馬克思列寧關於利用外資的

理論論述，認為在國際間，應先打破民族的籓離，建立民族間的往來，

互通有無，然後逐漸建立與外族或外國的良好關係，才能為吸引外資

及利用外資的政策鋪路。 1而列寧的看法：「當我們國家在經濟還極其

薄弱的時候，怎樣才能加速經濟的發展？那就是要利用資產階級的資

                                                 
1 張卓元主編，《論爭與發展：中國經濟理論 50 年》，（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年 9月第 1
版），頁六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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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更成為中國大陸最早有關於利用外資的理論根據。而為何要

發達生產力？  

 

(一 )因為經濟要發展，首先要提高生產力  

  中國大陸因為經濟落後，缺乏外匯，所以需要吸引外資投資，而

中國大陸經濟的落後乃是因為實行集權計畫經濟制度期間建構了所

謂「重重輕輕」的重工業趕超策略，將農業部門的資源剩餘轉到工業

部門，使得農民生活水準差，而重工業的發展又緩慢，不如輕工業（民

生工業）發展那樣快，對人民生活的幫助也比較快，使得大陸經濟及

生產力一直都在落後階段。  

   直到 1979 年大陸推動改革開放之後，為了改善大陸經濟落後的

情勢，希望能快速發達生產力，以提升經濟發展，於是，便有了建構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發達生產力」的理論動機，而中共對外資

的制度規範也在「發達生產力」的理論建構下，在吸引外資的政策中

逐漸形塑而成。  

  中共在 1979 年改革開放之後，面對經濟體制的轉型，由計劃經

濟到市場經濟之轉軌，形成不同理論的探討及交互探索，而鄧小平的

實踐論 --「摸著石頭過河」「實踐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準」，逐漸建構

出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論」，深刻體認到大陸嚴重的生產力不

足，使整個社會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為提昇經濟的成長，就必

須先「發達生產力」，並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於是大陸以「發達生產力」為提昇國民經濟水平的大方向，對內

從農村改革、城市改革著手、國有企業改革著手，希望由內部改革建

立出一個優良的國內經濟體制。  

 

(二 )生產力要提高，須要有更多的資本投入及技術、管理的引進  

另一方面，因為生產力要提高，必須吸引外資，借重外國的資金

及其相對的先進技術與管理經驗，來提昇中國大陸的經濟發展，建構

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2 同前註，頁六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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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國大陸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所以必須全力發達生產

力，將社會的經濟提昇起來，以促進社會主義的社會發展及現代化，

同時，也才能由現階段的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將發達生產力作一合理化解釋，同時將發達生產力理論鑲嵌

(embedded)在中國社會進程的制度發展中，希望透過「發達生產力」

理論的建構協助中國大陸的體制由社會主義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過渡，並從而引進外資企業的先進技術，管理經驗來提昇社會

的生產力及經濟發展。  

 

(三 )因為大陸資金缺乏，面臨外匯供給及儲蓄不足的雙缺口，  

   這是計畫經濟體制造成的弊病—技術落後與管理落後 ---所引發

的結果，所以需吸引外資，而為了有效吸引外資，又制訂優惠政策及

法規，做為吸引外資的誘因。  

   由於大陸處於生產力落後的階段，希望能加快經濟的發展，並迎

頭趕上先進國家，雖然落後於先進國家之後，不過，中國大陸有充沛

的廉價勞動力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配合吸引外資政策及制度規範，

將外資引導在特定方向的產業發展，逐步開放，並鼓勵技術含量較高

的先進外資企業到大陸投資，逐步發揮大陸後進者優勢，快速提升大

陸的經濟發展。  

   強調後進者優勢有下列面向：如擁有充沛的廉價勞動力，豐富的

自然資源，可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裝備，學習及借鑑先進國家的成

功經驗，汲取其失敗經驗，激發「迎頭趕上」的憂患意識。 3

   中共實行的對外開放其實質就是發展外向型經濟，即通過放寛貿

易限制，利用外資並引進外商技術，發展出口到國外市場的產業，以

出口貿易來帶動大陸企業及技術改造，加速大陸產業結構、產品結構

的改革、並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4

   大陸經由發達生產力理論的建構，從而吸引外資以補足大陸的外

匯，並吸收外資企業的先進技術及管理經驗，進而規範外資企業產業

                                                 
3 同前註，頁二十三。 
4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委託計劃，《日本產官學界對中國大陸經濟的評估與展望》，民國八十三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頁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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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區域的發展方向，發揮大陸後進者的優勢，逐步提升了大陸的

經濟發展。  

  我們可以了解中共對外商的制度規範是嵌鑲在中共利用外資的

思維之下，同時乃運用「三資企業」的合作模式，來提昇經濟發展及

學習技術和管理經驗，其發展架構圖如下：  

 
中國大陸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經濟

 透過「發達生產力」

「社會主義階級論」
建構理論基礎  

 

 

 

運用到外資以發達生產力，引進先進技術，

增加工資，提升 GNP，增加國家稅收  

 

 
外資政策  

圖 1-1、中共對外商制度規範的發展架構圖   

 

   就在大陸這樣的制度規劃之際，台商企業面臨台幣的升值、環保

意識的抬頭、勞動成本的增加、技術提昇或轉型的瓶頸…..等等因素

的衝擊之下，加上，台商為因應全球化競爭，逐漸將企業經營的陣地

由台灣移到勞動力低廉的大陸，特別是初期在東南沿海地區，如深圳

特區、福建廈門地區、廣東珠海地區等環珠江三角洲地區，一方面基

於同文同種之便利，可以較直接又方便地進行投資評估，另一方面，

也與大陸低廉的勞動力，以及當地政府極力招商有關。如此，便可延

續台灣在全球貿易鍊的生產優勢，透過台商生意的國際網絡，逐漸將

Made in Taiwan 的意象轉化成 Made in China。  

   但大陸台商其實相對於外國企業是一群弱勢的群體，原因乃是相

對資金少，無母國法律保障，甚至在大陸發生貿易糾紛時，幾乎無法

律保護，不似外國企業有所謂的貿易保障協定。  

畢竟台海兩岸有著特殊的政治環境，加上中國大陸不放棄「統一

台灣」之大業，把台商置於「對台政策」一環下的政治考量，也使得

 5



 

台商的風險性較高，這也是形成台商如何運用其他非制度管道來降低

其制度成本，以增加競爭力，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主題，也是未來相

當嚴肅的課題，畢竟走向制度化交易的市場機制運作的中國大陸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會越來越透明化。  

期待台商未來能走向制度化交易的機制，因為在兩岸皆成為世界

貿易組織 (WTO)的會員國之後，在各方的約束機制下，會使得非制度

交易困難度增加，而且也較無效果。  

第二節  研究動機、目的  

台商的研究，學界中經濟背景的學者從經濟層面來探討台商到大

陸投資的動機及產業結構面，當然，國際直接投資的資金流動也會形

成台資發展的另一種研究層面。如高長，從兩岸經貿整合角度來看觀

察，台海兩岸雙邊貿易的依存度不斷提高，兩岸產業結合程度逐漸加

深，形成台海兩岸的產業分工體系。而兩岸經濟發展階段的差異，資

源秉賦的不同，形成以比較優勢原則進行兩岸經貿合作。 5

  也有學者從企業管理的層面來分析台商企業，或從法律層面來探

討，如李復甸所著「中共外人投資法令之研究」、韋玉龍所著「大陸

台商法律保護」……等。在兩岸關係互動中，也被當作中共對台政策

的一寰，綜合以上學者的分析，大都從台灣的分析角度來看待台商在

大陸的發展及其影響層面。  

  而中國大陸學者對台商的分析則著重吸收台商以提昇中國大陸

的經濟發展，把台商置於吸引外資的戰略之下作分析。  

   事實上，中共對台商的拉攏，不只限於經濟目的，同時，具有對

台商統戰的層面。換言之，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於台商的態度，

除了極力拉攏之外，也嚴密地加以制度性規範。  

   而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又是如何產生策略性、目的性，同時中

共對台商制度規範又是如何呢？目前學界較少深入探討，此為筆者的

動機之一。   

                                                 
5 高長〈兩岸未來經貿整合〉，發表於「2002 兩岸治與經濟展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台北：國

立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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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之二為，運用交易成本理論分析台商的研究不多，仍有待努

力，這也引發筆者希望運用新制度主義中的交易成本理論，來研究大

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   

  從筆者所蒐集到資料來看，目前學術界並無一系統性研究來看待

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除了陸委會的研究計劃「中共對台商招徠與

控制之研究」，可以算入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政策之外，其他研究

大都從台商在大陸投資，對兩岸產業分工體系，大陸吸引外資／台資

的策略，台商企業的連鎖經營、投資經營、人力資源管理、投資策略、

租稅規劃、勞務管理、勞工福利、投資時機、區位選擇、政治風險、

流通策略、台商國際化、企業組織慣性、台商的國家認同等等，並無

一真正分析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分析的專書討論，也因此增加了作

者在蒐集理論性資料上的困難度，以及建構理論性分析的困難。  

  而就相關理論文獻中，新制度主義中的核心 ---交易成本理論被運

用到台商研究，乃是近因為幾年來新制度主義相關研究不斷充實，而

延伸到台商研究的領域。如羅家德的國科會研究計劃中，便以網絡理

論與交易成本理論來分析台商投資地區選擇策略，探討台商，特別是

高科技台商為何群聚於蘇州，其目的乃是網絡的建立及經營，以及運

用群聚效應以協助台商降低交易成本。 6

  而陳志柔也從市場交易、制度環境與社會鑲嵌的分析角度來探討

台商的契約關係與產業網絡，強調經濟行為鑲嵌在社會網絡中，透過

社會和市場的互動，替台商的市場交易行為找到一理論性的論證。 7

  學界中，目前也有直接以交易成本理論來分析台商，特別是研究

台商在大陸運用尋租行為以降低的個案研究，如鄭政秉之研究。他強

調台商投資大陸的行為及獲利方式與外商並無不同，但台商獲利水準

卻普遍較其他外商為佳，其主要原因乃與大陸的高交易成本環境以及

台商特有的尋租 (rent-seeking)行為有關。而大陸特有的交易成本和地

方政府的行為息息相關，其高昂的執行成本是構成交易成本的主要內

                                                 
6 羅家德，《為什麼高科技台商群聚於蘇州？－以網絡理論與交易成本理論分析投資地區選擇策

略》，九十一年度國科會補助計劃案企業管理類。 
7 陳志柔，《市場交易、制度環境與社會鑲嵌：中國大陸台商的契約關係與產業網絡》，九十年度

與九十一年度國科會補助計劃案社會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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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同時，高交易成本反而助長尋租活動，有特殊尋租能力的投資者，

如台港商特別擅長與地方官員建立關係，在此高交易成本的環境中，

透過尋租行為，能夠在短期獲取較高的利潤，並使得短期的生產總成

本下降。 8

  產業聚落及關係網絡則是台商研究的另外二個重要方向，如夏鑄

九、方孝謙、湯明哲、曾紀幸、胡哲生…….等人的研究。 9

  政府、企業、市場與社會的互動網絡，構成了學者探討的理論面

向，而新制度經濟學中的交易成本理論，則強化了企業的市場驅動，

同時也指出在一產權明確的制度環境中，廠商的交易成本低，但在一

產權不明確的制度中，廠商的交易成本是相當高的，尤其當兩個不同

的制度衝撞在一起時，對產權明確的企業帶來的是一高交易成本的制

度環境，此時，企業的市場行為中，趨利的動機會引發－尋租行為或

社會關係網絡的建立，但同時，政府也會為了經濟的發展與避免市場

的失靈，會運用政府的職能以確保降低市場的交易成本。  

換言之，制度的轉軌，初期會帶來高交易成本的制度環境，但透

過市場的法制化、企業的學習機制與政府的規範，會逐漸降低交易成

本，確立交易的制度環境，如良好的信用、訂定契約、執行契約與監

督契約的低交易成本。而明確的產權或私有產權可以加速建立低交易

成本的制度環境。也因此，企業、市場、社會網絡與政府是相互鑲嵌

在一起。  

  交易成本乃是企業的首要考量，除了內在經營成本的考量之外，

也要考量外在制度環境的交易成本，而台商則是社會關係網絡的建構

者，形成除了貨幣資本之外的另一項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不過

在加入 WTO 之後，台商企業面對大陸制度環境的法制化，並逐漸降

                                                 
8  鄭 政 秉 ，〈 交 易 成 本 和 台 商 在 中 國 尋 租 行 為 之 個 案 研 究 〉， 下 載 自

http://www2.nccu.edu.tw/~d261/cost&rent.htm。 
9 夏鑄九，《從東莞到蘇州：電子業台商之跨界生產網絡與中國大陸地方發展研究》，九十一年度

國科會補助計劃案社會學類。方孝謙，《地方政府、鄉鎮企業與台商網絡關係研究》，九十一年

度國科會補助計劃案社會學。湯明哲《台商對中國大陸投資佈局與產業群聚之研究》，九十一年

度國科會補助計劃案企業管理類。曾紀幸，《台商在大陸經營之華人關係網絡與組織間網絡之探

討》，九十一年度國科會補助計劃案企業管理類。胡哲生，《台商走大陸投資產業網絡關係之變

動與移轉研究》，八十六年度國科會補助計劃案企業管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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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了交易成本，使得台商可以減少非制度化管道的運用，而逐步往制

度化管道發展，形成有利於台商未來市場佈局的策略或網絡。  

   事實上，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不只影響到台海兩岸在政治及經

濟的互動，甚至影響到政策的制定。台商到大陸投資牽動的不只是經

濟上根留台灣或台灣經濟空洞化的問題，同時也涉及到台海兩岸的產

業結構及政治、文化、社會等層面的衝擊。  

這是中共為何要特別注重台商在大陸投資的政治經濟情勢並希

望進一步加以制度規範，以便將台商納入其經濟發展策略下的一環，

促進大陸的經濟成長、管理經驗及技術人才的提昇，同時也形成對台

灣政府當局的政策壓力，從而了解到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是帶有政

治經濟的雙重動機，也因此形成對兩岸政治經濟互動中相當重要的一

環，實不容忽略之。  

另一方面，台商也鑲嵌在大陸制度創新的過程之中，如昆山的「出

口加工區」的制度創新，這是台商與大陸中央、地方政府抗衡後促使

產生的制度變遷，並進而開創出來的一種制度依賴下的制度創新。同

時，台商及台商協會也不再是以往被動性角色，反而透過鑲嵌在共創

制度創新的過程之中，發展出一主動積極的制度性角色，也跳脫出中

共以往對台商的制度規範之政治架構，建構出一種制度依賴下兩岸政

治經濟架構。  

   而台商在兩岸特殊的政治架構下也面臨多重身份的差序，一方面

為台灣經濟成長的動力，另一方面，卻成為台灣在兩岸政治角力下的

一部分，對大陸而言，台商或稱為「台灣同胞」，台商成為大陸吸引

台資以促進大陸經濟發展的對象，並享有與外商相同的優惠措施，但

另一方面卻也形成大陸對台經貿政策及統戰宣傳的一環，就台商個人

而言，追求經濟利益及市場上定位才是當務之急，但面臨政治上以及

投資保障的不確定性時，有時會形成在投資發展策略上的短期考量，

因為種種的制度限制，形塑出台商的特殊地位，筆者希望就中共對台

商的制度規範及台商因應政策，作一分析。  

   這也是為什麼筆者要探討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到底為何？其

策略性及目的性為何？以及制度規範的效果與未來發展的方向，以提

供政府對台商另一種思維及思考。而另一方面則探討台商如何運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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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化管道以降低交易成本的方式，來因應大陸的制度規範，並如何

進一步與大陸中央及地方抗衡並促使制度變遷，進而共創一種制度創

新的過程？  

   事實上，當 1987 年台灣政府開放大陸探親，使得台商有機會到

大陸尋求新的生產基地以降低生產成本，於是，兩岸的制度環境有了

新的交集，跳脫以往純粹政治性制度對話，同時，產生了新的制度性

創新，將經濟與政治建構在同一個制度架構之下，產生了新的制度變

遷過程，台商，也就這樣鑲嵌在兩岸特殊的制度環境，形成一個促進

制度創新的最重要觸媒。  

新的制度創新延續以往的制度依賴性，形成一制度變遷，也就

是，兩岸當局仍沿用以往的政治思維來處理這樣的制度設計，於是，

台商便成為兩岸制度環境下的一個棋子，成為兩岸政府的籌碼，如中

國大陸所謂的“以商領政＂“以民促官＂或台灣當局所謂的“和平

演變＂等等，將台商納入政治制度思維之中。  

   但台商不管是所謂“西進大陸＂“南向政策＂，除了響應政府的

政策之外，最重要的是，是否有利潤或能否有企業的長期發展的環

境，如當地內需市場的規模大小，才是台商企業考量的重點同時，而

台商面臨全球化的競爭趨勢，如何保持企業的生存及長期的發展，已

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事實上，大陸對外商及台商有著愛恨交織的情感，一方面，希望

引進外資來補足大陸所需的經濟發展的資金缺口，以及透過外資企業

來提升大陸企業的技術水平及管理經驗，另一方面，卻也擔心外資企

業或台資企業帶來負面的影響，衝撞到中國共產黨領導政權的穩定性

及合法性，所以，對外資及台資做一制度性規範，乃是不得不然的一

項制度選擇，其作法到底為何？是值得作者特別關注及研究的。  

特別是台資企業協會的功能為何？大陸透過台資企業協會達到

政策宣導的效果，以及透過台資企業協會對台灣政府當局形成政策上

的壓力，近年來，台商學校的設立也引發出台商及台商子女認同問

題，造成另一項政治及文化性議題。  

   因此，台商的研究及探討，便成為兩岸制度發展當中相當重要課

題，一方面，需要探討中共如何把台商規範在特定的制度框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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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便運用台商的資金技術及管理人才，同時，如何因應全球化的制度

變遷，將吸引勞力密集產業的台商，轉為吸引技術密集、資金密集的

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產業。  

   另一方面，探討台商如何在兩岸制度環境下，運用如非制度性管

道以降低交易成本、群聚效應、透過抗衡促使制度變遷，進而參與地

方政府的制度創新過程以獲得相關的資源、形成產業分工模式、並與

國外大企業進行策略聯盟或國際分工策略模式，扮演國際企業的介面

(interface)功能或代理人（ agent），以開拓大陸國內市場……等等，來

確保企業的生存，以因應全球化的競爭，這就是本論文的研究目的。

主要歸結以下研究目的：  

探討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到底為何？探究台商面對大陸哪些

制度環境的制約因素？探討台商如何運用非制度化管道以降低交易

成本方式來因應制度規範，並如何進一步與大陸中央及地方抗衡促使

制度變遷，進而共創一種制度創新的過程？特別是加入 WTO 之後，

大陸制度環境的變遷及台商未來因應策略為何？  

第三節   研究途徑  

所謂研究途徑，乃指「一個或一組概念體系，研究者能夠據此來

耙梳各種經驗資料，進而確定研究方向，建構出分析的概念。」 10

   本文採用新制度主義研究法途徑中的理性抉擇理論，其核心理論

----交易成本理論作分析的理論基礎。  

   事 實 上 ， 新 制 度 主 義 乃 相 對 於 傳 統 的 「 制 度 、 研 究 途 徑

(Institutional study approach)而言，傳統制度較著重正式的政府制度

為重心，且有濃厚的法律主義及結構主義的色彩。 11而制度研究法途

徑一直都是政治分析的主要傳統研究途徑，以政治制度研究為例，其

三種現行的研究途徑為：  

「 1.憲法研究 (Constitutional studies) 

                                                 
10 黃紀、陳忠慶譯，《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北：幼獅圖書公司，1978），頁一九三～一九

四。 
11 B. Ga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s. (London: Pinter, 1999), p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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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行政研究 (Public administration) 

3.新制度主義 (New institutionalism)」 12

  制度研究法途徑的研究焦點是「政府的規則、程序與正式組織」，

而其所運用的方法包括「制度－描述法」「正式－法制度」與「歷史

－比較法」，並且運用「歷史學家與法律學者的技術，以尋求解釋結

構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以及規則、程序與正式組織的方式，在限制政

治行為時的成敗。」 13

  當然制度研究方法也有研究上的限制，如 David Easton 所稱：「政

治制度的研究缺乏兩項重要基礎：  

1. 法律與制度分析無法解釋政策或權力，因為它無法涵蓋所有相關變

項。  

2. 『過度事實主義』與『對事實的過分尊崇』 (reverence for the fact)  

意 謂 著 政 治 學 者 必 須 承 『 理 論 的 營 養 不 良 』  (theoretical 

malnutrition) ，而『忽視了透過事實獲得意義的一般架構』。」 14 

   

制度研究分析雖然具有以制度或法制的明確研究主題及方向，但

有時的確會產生如 Easton 所言，缺乏理論性引導，也可能無法以其

組織性觀點來說明因果關係，當然新制度主義已嘗試建立理論性架構

以補足以往制度研究的缺乏，但制度本身作為研究方法途徑，在建構

理論上，的確有其困難度，運用制度依賴、制度變遷的概念來探討制

度的運作是可期的，運用到大陸對台商的制度規範研究上，可以清楚

了解大陸對台商的政治制度運作，提供清晰而明確的研究方向。  

 

  事實上新制度主義採用經濟學和社會學的理論基礎，強調制度的

概念是和交易、競爭相連結的，即制度建立了買方和賣方的活動平

台，經由規則或契約的訂定，減少了交易中不確定性因素的干擾，提

昇了效率及效益。 15

                                                 
12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原著，張菁雯、葉銘元、許文柏譯，《政治學方法論》(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台北：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1998），頁六十， 
13 同前註，頁七十七。 
14 同前註，頁六十八。 
15 莊文忠，〈制度的研究：「新制度論」觀點的比較與「後現代制度論」的發展〉，理論與政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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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所要關心的二個問題為： (1)那一種制度會影響政府的能

力？ (2)這些制度是如何影響政府的作為與不作為？ 16

  新制度主義依Kathleen Thelen的分類，可分為三種：一是理性抉

擇論的制度主義；一是歷史制度主義；一是社會學制度主義 17：  

（一）理性抉擇的制度主義  

  主要是如North所強調的：制度是追求效用的極大化 18，而Hall and 

Taylor也強調財產權及交易成本對制度和發展的重要性。 19同時也如

Williamson強調人的有限理性 (bounded rationality)，不確定性及複雜

性 (uncertainty /complexity)。 20這也就是本文的理論基礎。  

 

（二）歷史制度主義  

  強調「歷史」因素的作用，將「制度」定義為是一種根植在政治

或經濟組織結構中，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程序，慣例、規範、或傳

統 21，制度建立就會對行動者行為及政策產生影響，形成一種路徑依

賴 (path dependency)。 22

 

（三）社會學制度主義  

  此乃發展自社會學中有關組織與制度的研究，把制度界定更為廣

義，除了正式的規則、程序或規範可以成為制度之外，包括意義架構

(frames of meaning)中的符號體系 (symbol systems)和道德樣版 (moral 

                                                                                                                                            
十六卷第四期，2003 年 1月，P.20。 
16 同前註。 
17 Kathleen Thele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 2,1999, pp. 369-404. 
18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0. 
19 P. A. Hall and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No. 45, 1996, p.943. 

20 Oliver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 pp. 21-24. 
21 Hall and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op. cit., p 938. & Peters, 
(1999), op. cit., p. 66. 
22 Hall and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op. cit., pp. 93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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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s)等等結構性體系皆可作為制度的一部分。 23

  也就是說將社會互動關係，權力網絡及文化系統等作為分析的不

可或缺的面向，制度就好像組織一樣，為謀生存和爭取支持，運用不

同策略創造獨特的「利基」 (niche)。 24

   徐斯勤曾就這三種新制度主義的研究途徑作一比較如下表。  

表 1-1、三種新制度主義研究途徑之比較  

 理性抉擇論的制度

主義 社會學制度主義 歷史制度主義 

行為者偏好與

目標的構成 
追求物質、權力等有

形資源，外生於制度

尋求與社會文化的

相容性，內生於制

度 

尋求與結構、權力關係

以及認知詮釋相對應

的利益，內生於制度

行為者特質與

行為邏輯 
具有完全理性，追求

效用極大化 
由於認知上限制而

具有有限理性，追

求滿足化 

在歷史條件下經由學

習反思而發展出的理

性 
制度的定義與

角色 
決策規則，降低不確

定性與交易成本 
符號與價值系統等
文化要素，建構行
為者對自我與外在
世界的認知與詮釋

規則、規範、結構、權
力關係與文化、理念，
建構對於利益目標與
手段策略認知與界定

制度如何解釋

行為 
工具理性邏輯 社會妥適性邏輯 系絡性、權變性、路徑

依賴的因果關係 
解釋因果關係

時的不確定性

(indeterminacy) 

最低 次低 最高 

制度的起源與

變遷 
行為者基於理性而

有目地、有控制性的

自發性選擇 

在既有制度制約下

產生；受到個人行

為之社會後果的建

構性影響 

歷史系絡中邏輯性與

偶發性的結果；路徑依

賴下轉折點的出現 

適用的 
分析層次 

微觀的個體行為 微觀與中觀的 
組織現象 

中觀與宏觀的 
歷史現象 

制度如何處理

個體與集體間

的規範性議題 

管制選項與資訊範

圍，以及偏好的表達

建立認知參數與行

為規範，要求道德

性順服 

權力與結構關係下的

限制作用，與認知上的

正當化作用 
資料來源：徐斯勤，〈新制度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理論與應用之間對話的初步觀察〉，國立

政治大學政治學報，第 32期，（2001 年 12月），頁 95～ 170。 

 

                                                 
23 Ibid., p.947. 
24 莊文忠，〈制度的研究：「新制度論」觀點的比較與「後現代制度論」的發展〉，前揭文章，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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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將理性抉擇論的制度主義、社會學制度主義、歷史制度主義

的行為者目標的構成、行為邏輯、制度角色及制度變遷的原因……等

等逐一分析，相當詳實。  

本文採用新制度主義研究法途徑中的理性抉擇理論，其核心理論

----交易成本理論作分析的理論基礎。底下分析之：  

 

  中共對台的制度規範基本上是由政府扮演著制定政策的主要角

色，並引導政策制定的方向，同時，中國大陸政府在經濟改革中扮演

相當重要的角色，如同大野健一所言：「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採取

法律與秩序的維持、產業政策、貧困的消除、財政金融、外資的引進、

環境保護等相應的措施。這樣的系統無論如何也需要以國家為單位來

進行構築，並且最初的引入者只能是國家。」 25

  政府在制度的發展及變遷中，在維持市場秩序，降低所謂的交易

成本方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換言之，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是在

大陸的制度架構下運作，其中包含著政治與經濟的動機與目的。    

  而政府有政治合法性及合法性的強大武力（軍力），以維持因市

場競爭所引發的制度性差異及不公平，降低制度的交易成本，維持國

家最大化租金，並使社會產生利益最大化的產出。  

  政府所涉及的活動影響社會的每一層面－除政治層面外，還包括

經濟（發展政策、生產、分配、融資）、社會（警察、軍隊）及意識

型態（教育、大眾傳播）等層面。政府機關經常主動透過種種政策影

響社會的各個層面。 26

  同時，政府也被賦予相當重要的任務，即政府「必須制定並執行

各種政策以維持社會統一，培育市場經濟，迴避其過程中可能出現的

不安定因素。」 27

  也就是說，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在所處的制度環境方面，應

著重在制度的發展、制度的變遷、制度的創新，而台商面對大陸的制

度規範，以及兩岸的政治經濟架構下的制度環境制約，如何因應這些

                                                 
25 大野健一、櫻井宏二郎著，史念譯，《東亞發展經濟學》，（北京：民族出版社，1999），頁 180。 
26 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北：桂冠圖書公司，1991），頁 71～72。 
27 大野健一，前揭書，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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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制約所產生的高交易成本，並尋求降低交易成本乃是台商的當務

之急。事實上，大陸的制度運作架構下，必須藉助適當的研究途徑來

探討中共對台商制度規範及其目的與兩手策略，因而筆者希望透過新

制度主義的理性抉擇理論來探討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  

  在研究取向上，新制度主義強調將研究標的放入制度發展的歷史

脈絡中，或理性決策模式的制度行為，或社會學的組織脈絡下，分析

經濟與社會長期互動過程中的持續與轉變，透過如此的理論分析之觀

照才能夠了解制度如何建構與影響社會利益的發展。  

而本研究主要就是採取此理性決策模式作為研究途徑。  

第四節  研究方法、研究架構  

一、研究方法  

   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分析，雖然無法有以往研究者的參考資

料，但仍可以從中共對台商所制定的一系列優惠政策及措施作分析，

再運用筆者所借用交易成本理論的框架來作一分析。事實上，中共對

台商的制度規範，必須透過對制度規範的分析以及事件分析，甚至是

文獻調查方式來作歸納、分析事實，並了解制度規範中政策的動機及

目的性，其中涉及到複雜的檢證工作，誠如易君博在「政治理論與研

究方法」一書中強調，「所謂科學研究包括了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

簡單說來，任何經驗科學的研究，在事實的觀察、問題的發現、假設

的提出、理論的建造以及根據理論從事解釋及預測諸方面，都是不可

省略的步驟。」 28

  因此，筆者在建構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分析中，也提出中共對

台商的制度規範源於三種動機－政治動機、經濟動機與統戰動機，而

政治動機來自於兩岸特殊的政治架構及歷史背景中的制度變遷。而中

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其目的乃在「一國兩制」下的架構、發展。事

實上，中國大陸和香港所簽訂的「更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則

是中共對台商的未來制度規範之參考依據。  

  之後，筆者再透過交易成本理論來解釋及建構中共對台商的制度

                                                 
28 易君博，《政治理論與研究方法》，（台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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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及台商因應對策之理論依據，並會在結語進行政策性建議。  

  易君博也進一步提到「政治事實，不像自然事實一樣容易觀察。

自然事實，比較上容易作直接觀察，並且還可通過控制實驗事反覆的

觀察。而政治事實很少作直接觀察，有時根本不知其存在。」 29

  不過，近年來的政治研究中，卻可以透過實地研究 (field study)

或經驗調查 (empirical investigation)的方法，進行對政治事實的觀察

及分析，如問卷法、訪問法、投射技術、觀察法、……等。企圖還原

政治事實，以便能「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筆者在中共對台商的制度規範分析中，涉及到理論的解釋法以運

用內容分析法作一歸納分析，作者認為有必要歸納法的定義作一概

述。  

  歸納分析法的定義如下：根據筆者所搜集到資料可以有 9 種說

法：  

1.根據宋鎮照的說法：歸納法是一種由殊相到共相的推論過程，通常

歸納法是取自於統計方法的應用，從許多不個案中，企圖找出共同

的特徵，建立一般社會規則。 30

2.根據Kenneth Hoover and Todd Donovan的說法：歸納法是指藉由各

種研究的累積與結合而建立的理論。 31

3.根據David and Chava Nachmias的定義：歸納性解釋又稱為或然性解

釋。 32

4.根據David Marsh and Gerry Stroker的說法：歸納法是經由經驗觀察

與模式與通則化規則的找尋，來得出結論。 33

5.根據 Paul and Gerhard的定義：歸納法被認為整體是或然率的主題，

在某一意義上所有假定被表達是作為起初或然率的指定，在觀察被

計入考量之後，可以改變到最後的或然率，當然起初和最終只是相

                                                 
29 同前註，頁 63。 
30 宋鎮照，《社會學》，（台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頁 82。 
31 Kenneth Hoover and Todd Donovan原著，張家麟譯，《社會科學方法論的思維》（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 6th ed”），（台北：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0），頁 78。 
32 David Nachmias and Chava Nachmias,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 11. 
33 陳菁雯、葉銘文，許文柏譯，前揭書,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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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也就是他們指涉考量觀察之前的時刻和剛好在觀察或一組觀

察被考量到之後。 34

6.根據David Dooley的定義：歸納法是意指一般原則的建立或從專門

的觀察、秘史、或研究結果建立的關係，這是理論的建構過程。 35

7.根據Arnold Brecht的定義：歸納法是指被觀察的個別事實之歸納的

推理過程。 36

8.根據W.I.B. Beverdge的定義：歸納法是從特殊的例子到一般原則，

從事實到理論，歸納法從被觀察的資料開始，而發展出解釋被觀察

主體間關係的通則。 37

9.根據 Earl Babbie的定義：歸納法是從觀察而來的推理 (reason from 

observation)。 38

  本研究是一非實驗性的研究，以各種文獻資料作研究的基本素

材。  

  也因此，作者希望透過下列研究方式以了解中共對台商企業的制

度規範以及台商對中共制度規範的看法為何？以及其制度規範之動

機及目的為何？  

 

（一）文獻調查法 (Literature Survey) 

  透過最簡單的探索性調查文獻之方法，並利用各種原始文件、相

關的參考書籍、期刊、論文、中國大陸或台灣的統計資料以及中國大

陸的政府出版品….等，作一分析、整理、了解中共對台商制度規範

中的政策、法令、條文及政策目的及動機。  

（二）調查法  

    透過訪談及筆者的實際經驗來探知台商企業，他們對於中共對

台商制度規範的認知程度為何 ?  

                                                 
34 Paul Weingartner and Gerhard Zecha, eds., Induction, Physics and Ethics.(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Co., 1970 ), P.4. 
35 David Dooley,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90) P.70. 
36 Arnold Brecht, Political The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5. 
37 W.I. Beveridge,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Co., 1950) P.113. 
38 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Belmont, 
1986, 4th Edition)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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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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