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與產業的影響，即對外投資是否會造成

國內產業空洞化並減少國內就業機會，抑或對外投資只會造成廠商生產型態的重

新配置，反而會加速國內產業的升級？本文利用 1980至 2002年之間台灣製造業
各類員工雇用的資料為研究對象，專注於產業內就業結構的變化與影響因素。 

 
從製造業的勞力密集、資本密集及技術密集的指標來看，國內製造業生產結

構逐漸朝向低勞力密集、高資本密集及高技術密集發展，顯示過去國內產業並沒

有空洞化的現象。從國際產業分工的觀點來看，廠商如能透過對外投資來充分運

用國際資源，將使本身營運更有彈性，提高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因此對外投資廠

商會適度調整國內的生產型態，不但不會有產業空洞化的疑慮，反而能促使產業

升級。 
 
本文首先將勞動變動拆解成產業間結構調整的變動和產業內生產型態的變

動，結果發現台灣製造業在 1987 年後，產業內生產型態調整的影響越來越大，
且朝向高技術人力密集為主，顯示 1987 年之後廠商雖然大量進行對外投資，但
同時在生產型態也有大幅度的改變。但是單純從勞動結構變動的解析，並不能因

此確定對外投資是造成產業內生產型態改變的原因。因此為了進一步了解何種因

素造使了產業內生產型態的調整，我們利用成本函數推求出勞動需求函數、勞動

比例函數和工資份額函數，首先利用 Kmenta-Parks 方法來解決迴歸分析所產生
自我迴歸與變異數不齊一的問題，最後以 SUR法進行迴歸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廠商到海外投資後，雖然使非技術工及體力工的就業機會流

失，但對大陸投資也增加了事務工作人員及工程師的就業機會，而對非大陸地區

投資更是增加了主管及監督人員、事務工作人員、工程師及技術員的就業機會。

顯示海外投資雖然出口就業，但也創造新的就業。因此我們發現廠商到海外投資

非但沒有使產業空洞化，反而使廠商更重視研究發展及自我品牌的建立，顯示廠

商到海外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有相輔相成的效果。另外技術進步也使產業的生產

型態改善，造成低技術員工的失業增加，因此將國內低技術員工的失業全歸咎於

廠商的對外投資並不正確。所以，討論該不該放行廠商赴海外投資，倒不如應思

考如何協助低技術員工能提升技能及順利轉業來得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