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緒  論 

第一節、研究目的 

 

近年來，「全球化」 (global izat ion)一詞已成為非常熱門的課

題，其涵蓋的範圍包括了政治、經濟、文化等面向。若將全球化

放在經濟領域中觀察，則意指貿易、金融和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

資等相關議題的發展趨勢。 1在全球化趨勢下，當前跨國企業、投

資與技術轉移等跨國界的經濟行為已經左右了全球市場的表現與

經濟走勢。 2

中國大陸自從改革開放以來，進入世界經濟體系裡，其自身

的變化和發展與世界潮流是已經分不開的，而中國大陸放權讓利

改革的結果，地方擁有一定程度的自主性，亦使地方加入全球經

濟的脈絡中。因此，在研究上必須將中國大陸經濟發展置於經濟

全球化下的脈絡加以觀察，關注於中國大陸如何在全球化的浪潮

中進行自身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發展，同時藉由外資進入的過程來

凸顯其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特色，最後並點出外資對於大陸經改

所產生的影響。  

鄧 小 平 時 期 的 經 濟 改 革 主 要 是 「 放 權 讓 利 」 與 「 對 外 開

放」。「放權」主要指財政權和企業管理權的下放，「讓利」則

是指把企業利潤讓給企業而改為徵稅。「放權讓利」一方面極大

地增加各級部門和地方政府追求自身權力和利益的能力；另一方

面削弱中央政府的實質能力，無法再進行有效的宏觀調控。而有

                                                 
1 Robert Gilipin著，楊宇光等譯，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21 世紀的世界經濟（台北：桂冠出版

社，民國 93 年），頁 7。 
2 同前註，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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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學者認為，其實中國大陸在改革開放以來，隨著「放權讓利」

形 勢 所 發 展 出 來 的 是 弱 中 央 （ 國 家 ） 、 強 地 方 的 現 象 。 他 們 認

為，財政分灶吃飯使地方財政的自主權擴大，讓地方擁有自己的

財政企劃權，結果因各地為了保證「收入最大化」進行條塊式的

市場和原料的割據和壟斷，形成了諸侯經濟格局，這種格局基本

上削弱了中央經濟主導效能，往往使中央的政令有不出都門的現

象。  

經濟改革的另外一環是對外開放，中國大陸為了累積資本，

採取對外開放政策，積極地吸引外資。中國大陸的對外開放從沿

海開始，逐步向內推進。 1979 年 7 月中共國務院決定廣東、福建

兩省的對外經濟活動實行特殊政策和優惠措施。 1980 年 5 月決定

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 1984 年 5 月，開放 14

個沿海港口城市及 12 個經濟技術開發區； 1985 年 2 月，又將長江

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開闢為沿海經濟開放

區； 1988 年決定將沿海經濟開放區擴展到遼東半島、山東半島及

其 沿 海 地 區 的 一 些 縣 、 市 ， 同 時 設 立 海 南 省 、 建 立 海 南 經 濟 特

區； 1990 年，批准上海浦東新區實行經濟技術開發區和經濟特區

的某些政策，並舉辦中國大陸第一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區；

1992 年 中 共 決 定 以 上 海 浦 東 為 首 ， 開 放 重 慶 、 洛 陽 、 武 漢 、 九

江、蕪湖等 5 個沿江城市，同時開放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

石家莊等 4 個邊境、沿海地區省會城市，及太原、合肥、南昌、

鄭州、長沙、成都、貴陽、西安、蘭州、西寧、銀川等 11 個內陸

省會城市。隨後，中共還建立了 35 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14 個

邊境經濟合作區， 11 個旅遊度假區。如此，中國大陸已初步形成

了全方位、多元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最近，中共更進一步開發

和開放中西部，並積極致力於公共建設的投資，將為中國大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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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帶來新的熱潮。  

歸納來說，「對外開放」有三個政策面向：引進外資、外貿政

策、對外經援。這使「對外開放」不僅是改革政策的一環，也是

中國大陸對全球化潮流的回應。為了資本累積，中國大陸積極地

引進外資，且將引資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然而地方政府在「分灶

吃飯」的影響之下，為了增加財政收入，不惜違背中央政府的政

策，積極地引進外資。在此過程中，外資與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一

種利益關係，而與中央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狀態。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外資－中央－地方政府之間三角關

係的互動與影響；並以韓資企業為研究主體，探討其在中國大陸

山東省青島市之投資狀況。韓國製造資本的發展經驗一向是東亞

新 興 工 業 國 家 發 展 典 範 中 的 重 要 一 環 ， 近 年 來 隨 著 全 球 化 的 趨

勢，韓國資本也紛紛外移，並以中國東北作為主要選項之一。在

這過程中，韓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策略為何？其在中國大陸所採取

的經營模式有什麼特別之處？而當地政府與韓國企業之間又存有

什麼樣的互動關係？本文將針對上述環節加以深入探討。 

 

第二節、理論回顧 

 

壹、經濟全球化之下的國家角色 

 

一、全球化的意義  

 

根 據 赫 爾 德 （ D. Held ） 等 學 者 的 定 義 ， 全 球 化 所 指 的 是 ：

「具有以下特質表現的轉變過程：（一）一種全球各種社會關係

和社會交換行為之「空間組織方式」的轉變；（二）此種轉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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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廣度（ extensi ty）、密度（ in tensi ty）、速度（ veloci ty）、

和深度（ impact）』等面向來予以衡量；（三）此種轉變會在跨洲

際、跨區域間引起和造就各種活動、互動、和權力支配之流動與

網絡」。 3此外，韓裔美籍學者金淳基（ Samuel  Kim）也提出了另

一種對全球化的定義：「全球化是指一連串複雜、彼此獨立、卻

又互相有關的變化過程；此一連串過程擴張、加深、並加快了全

世 界 各 層 面 之 人 類 關 係 和 接 觸 的 相 互 關 聯 性 ， 包 括 了 經 濟 、 社

會、文化、環境、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各層面；這種變化過程使

得在世界某處的事件、決定、和行動對世界上另一處的個人、團

體和國家都會產生立即的影響與後果」。 4

根據世界銀行的報告， 1970 年代約有 30%的人口生活在中央

計劃經濟的體制之下；另外約有 30%則是生活在保證主義嚴重的

國 家 內 ， 而 僅 有 30%的 世 界 人 口 是 直 接 與 世 界 經 濟 聯 繫 在 一 起

的。不過到了 1990 年代，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與許多第三

世界國家降低其貿易障礙，後者的數值已激增至 90%。 5關稅貿易

總協定（ GATT）與後來的世界貿易易組織（ WTO）都是屬於多邊

貿易組織的形態， WTO內約有 139 個締約國（地區），目前全球

國際貿易 90%都發生在締約國之間，這說明了世界上大部份的國

際經貿活動都依照 WTO基本原則進行，此種情形也加深了全球化

對單一國家的影響力。 6

幾乎在所有發生在國際背景下的事件裡，人們都可能發現全球

化過程的衝擊力與超國家、跨國界因素的作用：從 1989 年柏林圍

牆的倒塌到 1991 年前蘇聯的瓦解、從 1993 年歐洲單一市場的形

成到 1994 年建立資訊高速公路的倡議、從共黨國家－中國、前蘇

                                                 
3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eds.,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Oxford: Polity Press, 1999), p.16. 
4  Samuel Kim, “east Asia and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Asian Perspective, Vol. 23, 

No. 4(1999), pp.5-44. 
5  Peter A.G.Van Bergeijk, and Mensink Nico w., “Measur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31, No.3(June 1997), pp.159-168. 
6  Michael Hart, “The WTO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31, No.5(October 1997), pp.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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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的經濟轉型到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相互依賴最密切的美國、日

本、西歐三大經濟區彼此之間和各自內部競爭與合作的新趨勢、

從資訊工業日益明顯地取代傳統工業的主導地位、從毒品走私、

難民問題的全球化到核子擴散危機的全球化 ……等等，或多或少總

能 從 中 觀 察 到 所 謂 「 全 球 化 」 的 影 響 。 美 國 著 名 的 未 來 學 家 約

翰 ． 奈 斯 比 談 到 他 的 觀 察 結 果 ： 「 1990 年 代 將 呈 現 新 世 界 的 景

象。在 1980 年代的最後幾年，冷戰結束了；軍備競賽也已放慢速

度，也許已經停止了；戰後民族主義的階段和思想上的冷戰已經

過去，全球一體化的新時代已經開始；對環境保護的國際呼聲日

益高漲；共產主義國家進行著民主和市場機制的實驗；國家之間

經濟合作的願望比花費巨大的人力、財力進行軍事冒險的慾望更

為強烈；自由貿易的趨向日益增強；在非洲最窮的國家裡，私有

化的自給模式正呈上升趨勢；對人性給了新的尊重」，他得出結

論 ： 「 這 是 一 個 不 斷 增 進 彼 此 聯 繫 的 世 界 」 。 7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預

見，當代人社會生活的活動空間似乎已經超越了民族國家主權版

圖的界線，在世界範圍內展現出全方位的溝通、聯繫、交流與互

動的客觀歷史進程與現象。  

 

二、全球化研究的派別 

 

有關「全球化」的意義與內容既多元且複雜，主要是研究方法

與觀察角度不一所致。 8有的學者是由資訊發展的角度，提出全球

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間障礙而在全世界自由的傳遞，進而提出「全

球村」（ global  vi l lage）的概念；代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者，則

從經濟角度提出全球化是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流動和配置的

觀點；許多左派理論如依賴理論（ independence theory）與世界體

                                                 
7  約翰．奈斯比，二○○○大趨勢－九○年代十個新趨向。轉引自王逸舟，國際政治析論（台

北：五南出版社，民國 86 年），頁 6-7。 
8  王信賢，「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大陸國家角色分析」，東亞季刊， 第 30 卷第 4 期 (1999 年秋

季號)，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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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理論（ world system theory）的學者是由體制面著眼，把全球化

視 為 資 本 主 義 的 全 球 擴 張 ； 英 國 社 會 學 家 吉 登 斯 （ Anthony 

Giddens）則認為全球化即是現代性從西方社會向世界的擴展，從

制度的角度把全球化看作是現代制度或現代性（ moderni ty）在全

球的擴展；還有些學者提出全球化就是全球問題意識和全球共識

的達成，羅馬俱樂部即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作；此外，後殖民論者

則是文化霸權的角度，提出全球化乃西方文化的擴張的觀點。 9就

如許多其他重要的社會科學概念一樣，只要全球化的過程一天未

停止，這樣的歧異就一天不會消失。  

倘若從政治科學的傳統出發，依照赫爾德等學者的分布， 10有

關 全 球 化 的 理 論 大 致 上 可 分 為 三 派 ： 「 全 球 化 進 步 論 」

（ hyperglobal is t  thesis）、「全球化懷疑論」（ skept ical  thesis）

和「全球化轉化論」（ t ransformat ional is t  thesis）。  

新自由派的「全球化進步論」（ hyperglobal is t  thesis）認為，

全球化是人類進步的象徵，在本世紀內國家的權威將衰落，其重

要性將逐漸消失；世界在全球資本主義和科技的驅動下會形成一

個全球市場，隨之而來的是全球治理與全球的公民社會，世界貿

易組織（ WTO）正發揮其積極的功能，使每個政府能嚴格遵守全

球的共同規則，全球原有的政治階層（如南北之位階）將消失，

全球將共享相同的資訊與文明，人類社會將達到和諧的境界。對

全球化進步論者而言，人類世界將步入一個全球化的新世紀。  

至於「全球化懷疑論」（ skept ical  thesis）卻認為現今的世界

並非史無前例的新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程度恐怕還比不

上 1890 年代；國家權力不僅沒有消失，而且重要性可能更加提

升，國家仍是國際社會中最重要的行為者和構成單元；全球化的

驅動力仍然是國家與市場，既有的國際秩序不僅不會有本質的改

變，南方國家邊緣化的情形甚至可能更加嚴重；所以全球化其實

                                                 
9  楊雪冬、王列，「關於全球化與中國研究的對話」，轉引自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

中國（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年），頁 2。 
10  Held, Anthony, Goldblatt and Perraton, eds.,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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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不過是一種國際化與區域化的過程，而且這樣的過程是以民族

國 家 的 同 意 為 前 提 所 產 生 的 ， 其 結 果 並 非 是 一 個 永 久 和 諧 的 圖

像，反而可能是更加劇烈的區域板塊或文明板塊之間的衝突。  

最後，「全球化轉化論」（ t ransformational is t  thesis）則可說

是前兩個極端立場間的一種妥協與調和。他們認為，目前的全球

朝著相互關聯的變化過程，是史無前例的劇烈變動；這種過程的

驅動力是一種混合的現代性力量，它不僅使得民族國家的權力產

生了一種自我重新建構和轉化的過程，而且整個世界政治也在重

新建構中，跨國界的政府和社會正在對世界進行重大的調整，國

際 與 國 內 、 外 交 與 內 政 的 界 線 已 經 不 再 清 晰 ， 「 國 內 外 相 交 事

務」（ in termest ic  affa i rs）  日益成為一種新的領域，促使政治、

經濟和社會的空間急遽擴大，成為影響一個社會和社區發展的決

定性力量。 11所以，對這一學派而言，全球化正在產生一種強大的

「轉型力量」（ t ransformat ive force），促使世界秩序中的社會、

經濟和制度產生變化； 12不過此種轉化過程的未來，到底是朝向全

球的整合或分散化，則尚未能定論。  

 

三、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除 了 上 述 三 種 對 全 球 化 的 理 論 觀 點 以 外 ， 國 際 政 治 經 濟 學

（ in ternat ional  pol i t ical  economy）中亦有另外一組三種理論的觀

點，也將有助於全球化概念的釐清：「自由主義」（ l iberal ism）

的觀點；「現實主義」（ real ism）傳統，或是稱作經濟民族主義

觀點：「馬克思主義」（ Marxism）的觀點。 13

「 自 由 主 義 」 強 調 ， 市 場 在 全 球 的 國 際 政 治 經 濟 中 的 整 合力

                                                 
11 J.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5. 轉引自洪朝輝，「全球化－跨世紀的顯學」，問題與研究， 第 39 卷第 8 期（2000
年 8 月），頁 78。 

12 Anthony  Giddens, “Globalization: A Keynote Address,” UNRISD News, Vol.15(May 1996), 
pp.11-22. 

13  Robert Gilpin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臺北：桂冠出版社，民國 83
年），頁 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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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認為國際經濟決定了國際關係的整體互動以及世界各國所採

取的政策，新自由主義的「互賴理論」（ in terdependence theory）

學者基歐漢（ Robert  Keohane）和奈伊（ Joseph Nye）在論及權力

與互賴複雜關係時，則是認為國際經濟關係對各國政府以及政府

間 關 係 的 影 響 力 已 經 愈 來 愈 大 ， 多 國 籍 公 司 與 超 國 家 組 織 的 增

加，顯示民族國家在國際事務當中重要性已經在下降。 14自由主義

學者強調，非軍事的國際事務在世界政治中將有愈來愈大的重要

性，國家對經濟活動干預將造成對經濟的不利，全球的經濟應該

以無障礙的市場機制予以整合，國家和國家之間不應有貿易及其

他經濟上的障礙，全球化將有助於全球的穩定與發展。  

「現實主義」則從國家利益的觀點看待經濟與國家的關係。現

實 主 義 強 調 ， 經 濟 活 動 必 須 為 國 家 建 設 、 整 體 利 益 的 大 目 標 服

務 ， 現 實 主 義 學 者 認 為 國 際 政 治 的 本 質 即 是 無 政 府 狀 態

（ anarchy），因此分析國際政治無法脫離主權國家的國家利益以

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力關係；由於經濟資源對國家實力相當重

要，所以每一場國際政治的衝突也都具有經濟和政治雙重性。總

而言之，經濟民族主義主張國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強調國家

權力的自主性，縱使經濟全球化的時代來臨，但是國家利益不僅

依舊存在，同時也仍是至高無上的象徵。  

至 於 「 馬 克 思 主 義 」 則 以 依 賴 理 論 和 世 界 體 系 理 論 為 代 表觀

點。 15依賴理論的基本論點是，在國際強權影響力的情境下，這種

「核心－邊陲」（ core-per ipheral）的結構，使得非西方國家或地

區嚴重依賴西方，中心國家與邊陲國家間的貿易是一種「不平等

的交換」（ un-equal  exchange）關係，長久下來，開發中國家必然

落入低度發展的困境。而華勒斯坦（ Wallerste in）的世界體系理論

則進一步提出「半邊陲」（ semi per ipheral）國家的概念，試圖解

釋在體系中仍有少數國家因工業發展而改變其邊陲的地位。馬克

                                                 
14  Robert Keohane, and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N. 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4. 
15  Robert Gilpin著，楊宇光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頁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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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義的觀點奠基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強調在國際政治

經濟中所存在的剝削和不公平，他們認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才

是國際政治經濟的基本動力，全球化並無益於人類，只是一切問

題的來源。  

學者徐斯儉將全球化的三種派別相互連結，則得出了（表 1-

1）的結論：在此表中可以見到，「全球化進步論」基本上是與自

由主義有著較強的關聯，但與現實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沒有太大的

相關；「全球化懷疑論」的看法則通常奠基於現實主義或馬克思

主義的觀點，不過它與自由主義無關；「全球化轉化論」的觀點

則可以與三種理論傳統都有關，不過它與自由主義的關聯顯然應

比與現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聯要強。當不同的學者從不同的

理論角度去主張「全球轉化論」時，可將之視為「全球轉化論」

的不同次分類。譬如可能有「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轉化論」、「現

實主義的全球化轉化論」、和「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轉化論」等

16。  

表 1-1：全球化派別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三種理論的關係  

 全球化進步論 全球化轉化論 全球化懷疑論 

自由主義 ○ ○ ╳ 

現實主義 ╳ △ ○ 

馬克思主義 ╳ △ ○ 

○強相關 △弱相關 ╳不相關 

資料來源：徐思儉，「中國大觀點之全球化」，兩岸青年學者論

壇論文集，2000 年 4 月，頁 5。 

 

從上述全球化的定義與相關理論內涵大致上可以發現，雖然因

基本觀念的差異，各個學派所推演出來相關觀點和理論內涵並不

                                                 
16  轉引自徐思儉，「中國大陸觀點之全球化」，兩岸青年學者論壇論文集，2000 年 4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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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但是卻也顯示出蓬勃發展的全球化現象確實已對國家發展

產生無遠弗屆的引導力量，為了迎接全球化的挑戰，理性明智的

國家政府均應該轉化自身的統治功能，變傳統的全能政府為有限

政府，側重推動經濟發展、協調集體行為、以及促進國際合作；

全球化不是促使國家消亡，而是促使國家和政府實行戰略轉型和

重組，並導致政府的活動更為積極且重要。 17

 

貳、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角色 

 

一、現代化理論 

 

嚴格說來，在國家發展理論的研究領域裡，並沒有一套首尾

一 貫 、 形 式 整 齊 的 現 代 化 理 論 。 所 謂 的 「 現 代 化 理 論 」

（ modernizat ion theory），其實是五、六 ○年代，非馬克思主義學

者探討開發中國家發展問題所形成的各種論點的統稱； 18不過，由

於當時美國社會科學的研究，在結構功能學派的主導下具有方法

論上相當程度的共識，同時對於開發中國家發展問題的研究也在

立場觀點、理論預設和政策意涵上大同小異，並且彼此之間有著

理論脈絡上的關聯，所以籠統的稱之為「現代化理論」。 19現代化

理論的層面包括了政治、經濟、社會、心理等四個層面，根據現

代化學者艾森斯塔（ S.N.  Eisenstadt）在「現代化：抗議與變遷」

（ Modernizat ion:  Protest  and Change）一書裡的定義，現代化就是

一 種 變 遷 的 過 程 ， 這 個 過 程 有 著 四 大 層 面 ： 社 會 的 流 動 與 分 殊

化 ， 政 治 、 社 會 與 經 濟 領 域 的 分 殊 化 ， 政 治 現 代 化 與 文 化 現 代

                                                 
17  J.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h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轉引自洪朝輝，前揭文，2000 年 8 月，頁 79。 
18  D. Harrison, 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London: Unwin Hyman, 1988), 

p.1. 
19  龐建國，國家發展理論－兼論台灣發展經驗（台北：巨流出版社，民國 82 年），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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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20學 者 波 提 斯 （ Alejandro Portes） 則 把 現 代 化 理 論 分 為 強 調

「發展乃是社會分化」（ development  as  social  dif ferent ia t ion）和

強 調 「 發 展 乃 是 價 值 塑 立 」 （ development  as enactment  of  

values）的兩個流派，可以將之簡稱為「社會分化論」和「價值塑

立論」。 21

「社會分化論」的基本重點是認為一個國家的發展，乃是社會

組織與制度一連串的分化與整合，透過此一漸進地分化與整合的

對應過程，整個國家在社會結構上將會變得日益精細。當一個國

家在發展過程中遭遇到阻礙或壓力時，必須經由分工更加精細的

專業化，以及社會組織和制度更高度的分殊化來克服，而專業化

和分殊化則會進一步帶來社會整合的問題，這就需要靠新的彼此

互賴的關係網絡來解決；於是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整個社會體

系一方面會變得愈來愈複雜，另一方面則會愈來愈系統化。根據

這樣的國家發展觀點，一個發展程度或者說現代化程度愈高的國

家，其社會結構的分化情形也就愈細緻。 22

而「價值塑立論」的基本重點則是認為國家發展或現代化不應

該從總體社會結構的層次來定義，而應該從個體社會成員的角度

來著手。這一派的學者比較不去追問什麼是現代化，以及現代化

的過程中發生了什麼，他們認為這些因素必須在人們的價值取向

而不是社會結構裏去找尋，必須先有現代化的國民，才會有現代

化的國家。  

一般而言，古典的現代化理論研究有三個缺點： 23一是單線的

進化史觀，認為每一國家均會追隨西方國家先進國家的腳步與歷

程，帶有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味道；二是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法太

過簡化，片面把傳統的價值觀視為現代化的障礙，但包含台灣經

                                                 
20  王佳煌，國家發展（台北：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金會中山文庫，民國 87 年），頁 21-

23。 
21  引自龐建國，前揭書，頁 67。 
22  龐建國，前揭書，頁 68-84。 
23  王佳煌，前揭書，頁 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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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奇蹟在內的東亞模式卻已推翻此一論點；三則是其方法論見樹

不見林，因小失大，或將事實套入於固定的模式內。經過反省與

修正後，新現代化理論已放棄單線進化史觀，不再認為所有國家

與社會都要走過同樣的階段，承認每個國家與社會的現代化均有

其本身的過程與階段，改變對傳統的看法，正視並探討傳統在現

代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傳統價值觀與社會結構如何與西方

力量互動，並且更詳加觀察注意如政府、國家政策、教育機構、

階級、種族等因素間的互動關係。  

 

二、依賴理論 

 

依賴理論學派興起的部份原因與聯合國所屬的拉丁美洲經濟

委員會（ Economic  Commiss ion for  Lat in  America）在 1960 年實施

的《聯合國第一個發展十年的國際發展策略》遭到失敗有關，致

使若干拉丁美洲學者對拉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角色感到不滿，於

是在 60 年代中葉便出現了依賴理論。 24

依賴理論的知識背景，是根源於對列寧思想的重新詮釋，將列

寧所說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做理論與現實的分析，進而批

判現行新帝國主義和新資本主義在發展中世界（第三世界）的行

為 25。學者拉瑞（ Jorge Larrain）在《發展理論：資本主義、殖民

主義與依賴》（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Capi tal ism,  Colonial ism 

and Dependency）一書中，將依賴理論分為兩個大的流派：一派是

以交易方式來界定資本主義，所以重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由

於結構位置的差異所造成之先進國家透過不平等交易剝削落後國

家的情形，以及由於依賴情境的外在限制所造成的落後國家低度

發展的現象；另一派則是以生產方式來界定資本主義，重視資本

                                                 
24  請參閱Richard A. Higgott, “Beyond the Sociology of Underdevelopment, Dependency, Marxisrn 

and the Stat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25  陳鴻瑜，政治發展理論（臺北：桂冠出版社，民國 81 年），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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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世界體系中，落後國家之產業型態和社會形構等內部因素和

先進國家到來的政經勢力互動的情形，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對落後

國家發展的影響。 26

著名的依賴理論學者多．桑多司（ Dos Santos）為依賴理論訂

立了一個重要的基本論點，他認為「依賴」指的是「一種情境，

在這種環境中，某些國家的經濟受到其他國家經濟發展和擴張的

制 約 ， 並 且 是 前 者 被 後 者 宰 制 。 在 兩 個 或 者 多 個 經 濟 彼 此 互 賴

（ in terdependence）的關係中，以及這些經濟和世界貿易之間的互

賴關係裏，如果某些國家（優勢國）能夠擴張且自足，而其他國

家（依賴國）的擴張和自足只是優勢國擴張的反映，那麼這種關

係 就 是 依 賴 的 形 式 」 ； 27 另 一 位 左 派 學 者 法 蘭 克 （ Andre Gunder  

Frank）則認為低度發展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之間從過去到現在持續

不斷的經濟往來和其他的一些關係，才是導致當前低度發展國家

發展停滯不前最主要的原因，他並且建構出一種「都心一衛星」

（ metropol is-sate l l i te）的模式來解釋未開發國家發展運作機制，

依據這個理論模式，核心國家能夠利用其擁有的優勢持續進行資

本累積，並擴大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而邊陲國家則因與核心國家

的聯接而導致了發展停滯。 28

依賴理論的優點在於批判了現代化的單線歷史進化論，並且揭

露資本主義體系國際分工、不平等互依的結構與靜態比較利益理

論的問題，不過卻也並未提出較具體的歷史研究，其社會主義式

的解決方式也多半籠統不明；因此，在多．桑多司之後，巴西的

社會學家卡多索（ Cardoso）和智利的歷史學家法雷托（ Falet to）

合著的《拉丁美洲的依賴和發展》（ Dependency an Development  

in  Lat in  America）建構出新的「依賴發展理論」，在承認核心國

                                                 
26  轉引自龐建國，前揭書，頁 140-141。 
27  Theotonio Dos Sant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2 (1970), 

pp.231-236. 轉引自龐建國，前揭書，1993 年 6 月，頁 142-143。 
28  關於Frank對依賴理論與低度發展之研究，詳細內容請參閱俞新天，「現代化理論與依附理論

的比較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 ，第 2 期（1992 年），頁 7；蕭新煌主編，A.G. 
Frank著，低度發展－依賴理論的基本假設（台北：巨流出版社，民國 81 年），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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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邊緣國家彼此的關係是不對稱的同時，卡多索（ Cardoso）跳

脫出強調外在限制的經濟決定論的思考模式，把依賴情境放在歷

史結構的脈絡中來觀察，並且提出依賴發展所謂「三方聯盟」的

概念 29，也成為後來「依賴理論」重要的研究典範之一。 30

 

三、世界體系理論  

 

世界體系理論大致上是脫胎於同屬馬克思主義的依賴理論，

但是它的中心思想和理論目標卻超越了依賴理論的範圍，不再集

中 關 注 邊 緣 國 家 的 發 展 性 結 構 障 礙 ， 和 「 低 度 發 展 」

（ underdevelopment）的問題；而是集中關注資本主義世界的互動

性質，在設立「整體主義」（ hol ism）的理論視角和方法論的基礎

上，探索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全球性社會歷史現象的結構和過程。 31

世 界 體 系 理 論 的 主 要 理 論 點 源 自 於 美 國 學 者 華 勒 斯 坦

（ Wallerste in） 三 本 著 作 裏 ， 包 括 1974 年 出 版 的 《 現 代 世 界 體

系 ， 第 一 卷 ： 十 六 世 紀 的 資 本 主 義 農 業 與 歐 洲 世 界 經 濟 體 的 起

源》， 1980 版的《現代世界體系，第二卷：重商主義與歐洲世界

經濟體的凝固， 1600-1750》和 1989 年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第

三卷：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大規模擴張的第二紀元， 1730-1840 年

代》。 32華勒斯坦企圖利用世界體系理論來解釋世界經濟核心的轉

                                                 
29  「三方聯盟」指的是國家機關與國營事業、跨國企業與邊陲國家的資本家間的三邊互動關

係。這種同盟需要由各集團控制各經濟部門，高度的政治配合，並壓制群眾的要求，國家機

關透過國營事業干預經濟，使國家機關從民粹主義的維護者角色轉變為企業家。請參閱王佳

煌，前揭書，1998 年 3 月，頁 82-83。 
30  Peter Evans以把西國家發展為範例的研究著作 依賴發展－跨國企業、國家機關與巴西本國資

本的同盟，即延伸了此一概念。請參閱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31  Robert L Bach, “On the Holism of a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in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Processes of the world-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1980), p.308. 

3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2: Mecantilism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1600-175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The Modern World-Economy, 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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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以及核心 ──邊陲國家或地區上下垂直的流動現象； 33在上述

三本著作裡，作者透過大量史料的描述來鋪陳世界經濟體系如何

伴 隨 歐 洲 生 產 方 式 的 轉 型 和 殖 民 行 動 的 擴 張 ， 將 東 歐 、 拉 丁 美

洲、北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納入其政經宰制之下，並將原先存在

於歐洲經濟體的核心（ the  core）、半邊陲（ the  semi-per iphery）

和邊陲（ the  per iphery）的分工關係，擴張到全球的範圍；隨著資

本 主 義 分 工 關 係 的 全 球 性 擴 張 ， 世 界 上 所 有 國 家 都 將 被 捲 進 核

心、半邊陲和邊陲的分工網絡裏。在這個分工網絡中，核心國家

可以剝削半邊陲和邊陲國家，半邊陲國家一方面受核心國家的剝

削，另一方面則還有能力去剝削邊陲國家，而邊陲國家則只有被

剝削的份；在這樣的一個分工體系中，核心和邊陲之間的差距不

僅不會縮短，反而可能越拉越大。 34

世界體系理論對國家發展研究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它所賦

予的高度整體性的和「世界歷史」的視野，能夠以比其他各種發

展理論更具衝擊力的方式推動發展理論走出一個片面的觀點，不

會僅在民族國家或地區的範圍內尋找形成低度發展的根源，把後

起發展看成看成是單純植入先進西方技術、制度和價值觀念的過

程，而能夠協助發展研究朝向跨區域的比較研究。  

 

四、東亞模式  

 

所謂的「東亞模式」或稱為「東亞發展型國家」的理論模型主

要來自於國家論學者對東亞國家，包括日本、南韓、台灣等各國

國家發展的經濟研究，其研究焦點則是在於國家機器與市場體制

如何互動，而這種互動對於世界各國，尤其是對開發中國家與低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184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9). 

33  李英明，現階段大陸政經社會發展與兩岸關係（台北：永然出版社，民國 83 年），頁 159。 
34  龐建國，前揭書，頁 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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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發展國家（ underdeveloped countr ies）來說，更值得探討 35。目

前 東 亞 模 式 中 較 常 被 引 用 的 個 案 研 究 與 理 論 為 ： 36 強 森 （ C. 

Johnson ） 的 「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型 國 家 」 （ the capi ta l is t  

developmental  s ta te），韋德（ R. Wad）的「治理市場理論」（ the 

governed market  theory），以及艾孟斯丹（ A. Amsden）的「晚期

工業化理論」（ la te  industr ia l izat ion）。  

強森（ C. Johnson）以日本為例證，勾勒「資本主義發展型國

家」的模型，並以美國做為對比。在論述日本的經濟官僚體系、

通產省的歷史角色、行政引導（ adminis t ra t ive guidance）、產業

政 策 的 形 成 後 ， 他 歸 納 出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型 國 家 的 五 項 特 徵 ： 37

（ 一 ） 國 家 機 器 致 力 於 經 濟 發 展 ， 經 濟 政 策 排 在 第 一 順 位 ；

（二）健全的經濟官僚體系與充足的政策工具，包括一個素質佳

的領航組織（ pilot  agency），如日本的通產省；（三）公共部門

與私人部門的緊密合作，包括政府形式上的政策協助，以及透過

非 正 式 的 人 際 關 係 網 路 與 資 本 家 、 企 業 股 東 、 勞 工 的 合 作 ；

（四）遵循市場機制，以行政引導的策略、投資誘因、稅率優惠

與公私交換意見的機制等手段維持市場競爭的機能；（五）經濟

官僚是治而不統，政治人物則統而不治，前者處理實際政策的制

定與推展細節，後者則形成與司法、立法體系的安全，一方面為

經濟官僚開拓空間與排除壓力，另一方面則能防制官僚體系的權

力濫用。  

韋德（ R. Wade）的「治理市場理論」則是以詳細的經驗研究

與證據為論據，以臺灣、南韓、日本為例證所建立的理論模型。

他指出日本、臺灣、南韓的經濟成長與工業化之所以有傲人的成

                                                 
35  王佳煌，「東亞發展型國家－規範或是特例？」，東亞季刊 ，第 28 卷第 4 期(1997 年秋季

號)，頁 1-4。 
36  關於其理論評述與發展國家概念問題的探討，請參考Jeffrey Henderson, “Against the Economic 

Orthodoxy: On the Making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y and Society, Vol.22, No.2(May 
1993), pp.200-217；另請參考王佳煌，前揭書，頁 125-154。 

37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30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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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並不是因為國家機器讓市場價格決定經濟成長與工業化，這

些國家快速發展的關鍵條件在於其政府並不追隨市場，而是以靈

活的政策工具引導市場的資源分配，協助或扶植私人企業發展，

累積出龐大的市場資本。韋德特別指出「治理市場理論」並非不

變的公式或模型，日本、臺灣、南韓治理市場的政策與模式，以

及政策背後的政治結構均有所差異，但是他總結歸納出這些國家

推動其經濟與工業化的發展政策有下列數點： 38（一）國家機器制

定總體經濟發展策略，制定並執行經濟計畫，創造比較利益，形

塑社會的投資結構，維持總體經濟環境與市場的穩定；（二）建

立以銀行為基礎的金融體系及企業貸款的風險分散機制，藉此一

體系調控金融資本的流動；（三）貿易政策與產業政策結合，創

造動態比較利益，並推動適度的保護措施，鼓勵出口產業，讓進

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相輔相成；（四）建立有利投資環境，形塑投

資模式，如臺灣選擇重點發展工業，並以公共研究組織研發或改

良新科技，再將科技轉移給民營企業，或依本國產業發展需要，

撮合政府選擇的跨國企業與國內企業聯合投資，藉此擴大國內企

業投資獲利能力，協助科技轉移。換句話說，投資政策與誘因是

擴增市場，而非任由市場機能自行運作。 39

艾孟斯丹（ A. Amsden）的「晚期工業化理論」則把世界各國

工業化的順序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各有其獨特的科技基礎、

市場模式、代表國家與效率的監督機制： 40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科技

基礎是發明，市場模式是自由放任，代表國家為英國，監督機制

是市場裡看不見的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科技基礎是改良，市場

模式是保護新生工業，代表國家為美國與德國，監督機制在於科

技的進步；第三階段的工業化則是屬於工業化起步時間較晚的晚

                                                 
38  詳細內容請參閱Robert Wade,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39  王佳煌，「東亞發展型國家－模範或是特例？」，東亞季刊 ，第 28 卷第 4 期（1997 年秋季

號），頁 7。 
40 A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4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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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業化，其科技基礎是借用與學習，市場模式則是補助新生工

業 ， 並 搭 配 某 種 程 度 的 保 護 措 施 ， 代 表 國 家 為 日 本 、 臺 灣 、 南

韓、巴西等。艾孟斯丹（ A. Amsden）以南韓晚期工業化的模型為

例證，顯示南韓的國家機器身兼計畫者（決定何時、如何與生產

什麼）與投資者（加強公共投資）的角色，以說明國家機器積極

干預經濟的情形。  

雖然東亞模式的國家發展特色是在於透過國家機器干預經濟，

以加速國家發展的歷程，但他們都是特殊歷史脈絡與政經環境的

產物，其他後進國家不太可能再次經歷相同的環境，而在時空環

境變遷後，其國家機器也面對諸多政經（中產階級的興起、資本

家與勞工階級的自主提高）與意識型態（如自由主義）的型態的

挑戰，其他國家或許可以模仿學習其國家政策或做法，但卻是無

法保證一定能促成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國家發展。  

 

第三節、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適用途徑 

 

壹、研究範圍 

研究中國大陸，特別是研究地方時，最困難的就是如何選擇

地區。其實地方研究設計方面，有四種設計形式可研究 41： 1.歷史

研究； 2.一個省份（或區域）的研究； 3.二個以上省份（或區域）

的比較研究； 4.統計研究。  

歷史研究是指描述一個省或地方的歷史。其重點在陳述一個地方的政治經

濟。這研究提供各省的特性，但缺乏與其他省份或地區之間的通則性；一個省

份（或區域）個案研究與歷史研究的不同點是，個案研究不是一個陳述性的研

究，而是某一段時期政策的實證研究。因此其科學性較高。但是面臨為何選擇

此省的問題，其普遍性較弱；二個省（或區域）以上的比較研究較完整，但是

                                                 
41 鄭在浩，中國中央－地方關係研究（漢城：亞南出版社，1999 年），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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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和物質上付出很大的代價，因此對一個學生而言，有實際上的困難；統計

分析是在中國大陸研究中最未發展的研究。事實上統計分析本身有很高的科學

性，但由於中國大陸各種數據資料的取得不易，使得此一研究法的困難倍增。

在筆者的身份及財務狀況上、社會網絡上的重重限制，只能選擇一個區域作為

研究範圍。之所以選取青島市，是因為該市是計劃單列市之一，有副省級的待

遇，經濟方面不需經過省政府而直接與中央聯繫。而且該市為中國大陸韓商企

業最多的城市，韓商在該市的外資的比重也最大，對筆者的背景（韓國人）來

說最宜於調查，因此認為青島地區是最適合作為研究的地區。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分析 (document  s tudy)與訪談。文獻分析

的對象為台灣、香港、中國大陸地區發表的刊物、中共官方的統

計等中文資料；英美地區發表的刊物和韓國地區發表的外文資料

為主。另外為了增加研究的實證性，本人也赴青島進行兩次的田

野調查（第一次： 1999.12-2000.01；第二次： 2003.06.12-15）。第

一次的調查時間較長，本研究大部份的訪談資料是當時的資料；

而第二次訪問時，主要是再次確認第一次的成果。除了這兩次長

時間的訪談之外，本人也因為職務之便，接觸到不少準備投資大

陸或已進行投資的韓商，並針對這些人進行訪談。  

 

參、適用途徑 

以西方中國研究而言，總體研究的典範發展趨勢包括了：極權

主義、多元主義、新制度主義。 42而所謂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也隨

                                                 
42 有關中國大陸研究的典範轉移，參見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M.E.Sharpe,1995)；李英明，中共研究方法論（台北：揚智出版社，民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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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中共政治體系研究典範的轉移而轉變，因此我們可按典範轉移

模式，來分析中共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的演變。 43本文主要採取新

制度主義 (new inst i tut ional ism)的典範，作為整體研究設計之理論

途徑，並嘗試建構出自身之分析架構。 

新制度分析途徑主要是受到美國的中國研究所影響， 1980 年

代所出現的「新制度主義」潮流，重新關心政策形成和國家結構

的影響。研究中國的學者在此潮流的影響之下，研究的中心轉移

到菁英與群眾行為背後的制度和結構性脈絡。新制度主義除了強

調制度和結構如何形塑了高層政治菁英以外，還包括一般群眾等

政治行動者的利益、資源與行為。新制度主義結合了 50 年代對正

式結構的強調和文革期間對非正式組織行為、政策過程的重視，

藉由觀察菁英與群眾的互動，來瞭解中央政策、菁英、群眾行為

的歷史演進過程，它把地方官員和群眾拉入了利益競逐場域裡。  

 

 
                    
 
                    
 
                    
                                                     

治理：制度運作

資源配置及運用

鑲嵌：制度環境：正式規則、 
非正式制度、慣例 

 
（圖 1-1）制度運作的分析            

 

再者，經濟行為是社會行為的一種形式，且經濟制度亦是社

會建構的一部份，其與各種社會關係與制度產生互動的結果，而

                                                                                                                                            
年）。 
43

這模式參見Chelan Li, Center and Province(Oxford: Oxford Unniversity press,1998), pp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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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亦涉及資源控制與分配的權力問題。 44就此而言，經濟活動與

企 業 運 作 不 是 在 真 空 中 運 作 ， 而 是 鑲 嵌 在 一 組 「 制 度 環 境 」

( ins t i tut ional  environment)之中。本研究採取此一觀點，將韓商、

外 資 在 中 國 大 陸 的 經 濟 行 為 納 入 其 地 方 經 濟 發 展 制 度 的 場 域 之

中，試圖透過制度與非制度等相關因素的分析與歸納，建構出外

資在中國大陸地方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真實角色，進而對其影響

做出完整的解釋（圖 1-1）。 

 

第四節、章節安排 

 

如前所述，中國大陸自從改革開放以來的發展，必須置於經

濟全球化下的脈絡加以觀察。除了關注中國大陸如何在全球化的

浪潮中進行自身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發展，同時藉由外資進入的過

程來凸顯其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特色，最後並點出外資對於大陸

經改所產生的影響。包含以下幾點要素： 

一、  前期制度遺產對於改革開放後政企關係之影響。 

二、  外資企業的發展如何帶動政府職能的轉變。  

三、  外資在地方政府競爭下所具有的優勢地位與共生關係。  

四、  不同地方經濟發展模式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差異。  

五、  外資企業與地方政府間的中介組織角色。  

 

依據前述要點，本論文共分為六章。第一章為導論，第二章為中國大陸經

濟改革與招商引資，第三章為外商引入對地方政府行為與經濟的影響，第四章

則是分析青島地區投資環境與韓商投資現況，第五章分析韓商與地方政府的互

                                                 
44 王信賢，「台商大陸投資之企業群聚現象與理論分析」，發表於經濟全球化與台商大陸投資研

討會。台北，台北市兩岸經貿文教交流協會，民國 93 年 4 月 24-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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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影響，第六章為本文結論（見表 1-2）。 

 

表 1-2  本論文之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論 研究目的、理論回顧、研究範圍、研究方法

與適用途徑 
第二章 中國大陸對外開放與

招商引資之分析 

分析中國大陸經濟改革政策；經濟改革中對

外經貿發展現況；以及招商引資之政策作為

第三章 外資與地方政府間之

互動與影響 

分析外商引入對於中國大陸地方政企分離、

地方政府經濟管理能力，以及地方政府經濟

政策之影響。 
第四章 韓國對外投資與

青島市韓商投資

現況 

分析韓國對外直接投資之背景、青島市的投

資環境，以及韓商對外整體投資的現況。 

第五章 地方政經互動中的韓

商角色與影響 

分析韓商與地方政府（青島）的互動與衝

突、政商互動模式對韓商投資的影響。 

第六章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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