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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兩岸關係隨著國民政府三十八年撤退來台，兩岸便處於分裂狀態，雙

方壁壘分明，嚴禁一切往來，包含貨品交流，更無雙方之官方貿易統計數

字可言。因此我們的生活必需品、工業用投入、石油及礦產等必須依賴其

他國家之進口。 

在台灣方面，最早是台灣「物質局」透過香港間接進口少量的大陸中

藥材，自進入 1980 年代後，政府開始鬆綁對中國大陸的政策，在 1984 年，

政府宣布放寬自香港轉口進入台灣的 1157 種商品的限制，1985 年取消將

中國大陸視為禁航的決定，並在同年 7月，宣布對中國大陸轉口輸出採取

「不接觸、不鼓勵、不干涉」之原則，確定了向中國大陸間接出口的合法

化。在 1987 年 11 月政府開放赴中國大陸探親，1988 年准許大陸人來台

探病及奔喪，兩岸開始有人員往來，並陸續有台商赴中國大陸投資。1988 

年 8 月開放對中國大陸轉口貿易，1990 年開放對中國大陸地區透過第三

地間接輸出、間接投資及技術合作，漸漸開啟台商赴大陸投資的正式管道

及合法性，兩岸間的經貿往來日益頻繁。 

在中國大陸方面，直至1978年底四人幫垮台後，1979年中國大陸實施

改革開放政策，在1979 年1 月1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首次提出兩岸通郵、通航、通商的

「三通」主張。唯我方一直堅持用間接的方式進行經貿合作，所以一直未

予回應。1991年我國政府頒布「國家統一綱領」，更將實行兩岸三通的時

間限定在中程－互信合作階段。然而中國大陸在國際間一直打壓我們的外

交空間，不管是申請加入國際組織或是與他國建交事宜，而後又發生1995

年飛彈危機，兩岸政治關係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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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大陸是一個擁有十三多億人口與 GDP 超過 2.6 兆美元的新

興市場，並且又是目前增長速度最快、未來潛力巨大的市場。而台灣是個

小型開放的海島型經濟體系，因此相較於中國大陸，我國天然資源蘊藏量

相當稀少，例如石油、天然氣、鐵礦等等天然資源，而這些資源是經濟發

展中不可或缺的資源；另一方面，因屬島國，故必須依賴貿易以活絡台灣

經濟；而中國大陸卻是地大物博，不管是天然資源蘊藏量或是人文資源皆

相當豐富。依「比較利益法則」理論，兩岸的經貿交流很難抵擋的了，因

此表面上政府的禁止，但民間企業仍動作頻頻，交流一直持續著。 

而且，中國大陸和台灣先後在 2001 年 12 月 10 日、2002 年 1 月 1 日

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代表著兩岸往市場自由開放目標又往前

邁進。即使因為政治因素，阻礙了兩岸的經貿交流，但因中國大陸先天上

擁有較好發展經濟的本錢，再加上低廉的勞動工資，1吸引了世界中高所得

國家前去投資，已成為全球勞力密集產業最大的生產與出口國，其快速的

經濟成長提供台灣另一個重要出口管道，令我國的產業界趨之若騖，不願

放過這進軍中國大陸市場的機會。 

隨著台商對中國大陸投資金額從1991年累計至2008年2月，占台灣對

外投資的55.48%，是對外投資地區第一名。另外，兩岸經貿交流愈來愈緊

密，至2007年兩岸貿易額達約1023億美元，台灣出口商品對中國大陸市場

的依賴度也升至30.11%，對中國大陸出口值占台灣GDP比重提升至

16.30%，自中國大陸進口商品占台灣外貿比重12.77%，中國大陸進口占台

灣GDP比重為7.31%，使得至2007年中國大陸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

進口國。 

從這些數據，我們想要知道對中國大陸出口值占我國GDP如此大的比

例，與中國大陸經貿交流對我國的經濟成長有什麼影響？以及，若我國對

                                                 
1 1986 年台幣大幅升值，進而使勞動薪資上升，使國內生產成本相對提高，廠商開始外移，相

較於中國大陸，中國大陸勞動供給多過於需求，相對薪資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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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進口鬆綁，對中國大陸出口增加，又會如何影響我國的經濟成長

呢？這些問題會在本研究中加以探討，並找出結論與對策提供政策上的建

議與參考。 

綜合以上所述，兩岸之間的經貿關係對於台灣的經濟成長或許有一定

程度的影響，而這也正是本研究之主要目的。藉由投入產出分析

（Input-Output Analysis）來探討兩岸之產業關聯效果和經濟成長之相

關文獻並不多，因此本研究針對1997和2002年兩岸產業關聯的問題及比較

做為探討的重點，研究各期台灣經濟成長影響因素來源，並且模擬我國對

中國大陸進口限制政策鬆綁，我國對中國大陸出口增加或是中國大陸產值

增加，這些因素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為何，其實證結果將可作為未來兩

岸政策或是相關研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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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為投入產出分析法。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自 1936 年 Leontief 發展出來後，已成為經濟學中一種重要的

分析工具。投入產出架構可以代表整個經濟體系內產業間相互關係的縮

影，而且著重於各產業之間的依存度。此分析法不論在開發國家中或是開

發中國家，皆已廣被應用於經濟計劃裡。台灣自民國五十年開始編製投入

產出表，四十幾年來有關投入產出分析的文獻及參考資料已不在少數。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兩岸產業關聯效果與貿易效果對台灣經濟成長會

造成多大程度的影響，因此須先利用就區域投入產出分析方法（含國家間

投入產出分析）與利用投入產出分析區域經濟成長要素來源的文章加以整

理和彙整，以求得台灣和中國大陸兩岸間投入產出表，用以分析兩岸之間

產業關聯效果對台灣經濟成長之影響，進一步進行政策模擬。 

對於區域經濟發展的方法多為利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或全

球貿易分析程式法（GTAP），以投入產出分析區域經濟發展之相關文獻較

為缺乏，且 GTAP 資料更新速度較慢，無法趕上一些新興國家之經濟成長

速度。因此，本研究遂利用國家間投入產出模型分析，以統計軟體 R為工

具，將台灣經濟成長要素分為五個效果—國內最終需求效果、對中國大陸

以外國家之出口擴張效果、對中國大陸出口擴張效果、其他國家進口替代

效果以及國內投入產出係數變動效果；同時配合政策和經濟上的方向做情

境模擬預測並進行分析。 

然而兩國產業關聯表在編製及部門分類等皆有相異之處，故無法直接

使用原來編製之產業關聯表資料，所以需先對兩國產業關聯表之編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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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了解以進行分類並且加以合併，最後以完成兩國在同一基礎下，編號

及部門數皆相同之 18 部門分類表。 

本文所採用之投入產出表，台灣係 1996 和 2001 年表；而中國大陸為

1997 和 2002 年表，時間皆差距一年。理當應使用相同基期之投入產出表，

然而因台灣沒有編製與中國大陸同期之年表，故皆採取最近之一年表，即

1996 和 2001 年。此一時期兩岸皆有重要事件發生，1997 年 7 月香港回歸

中國大陸，接著亞洲金融風暴襲捲亞洲，台灣和中國大陸也受其害，不過

受影響程度較低於泰國、印尼、馬來西亞和南韓等國，之後在 2000 年台

灣政黨輪替，對於兩岸關係又是一個新挑戰。而從 1987 中國大陸開放政

策後的時期 1987-1997，則直接參考練有為（2003）研究結果，最後將其

研究結果與本文研究結果相互比較並進行分析。 

 

（二）研究限制 

由於台灣和中國大陸的投入產出表製定年限不同，如果要建立在相同

基期上，則需再使用 R.A.S 修正法予以修正。2但依據投入產出分析之理

論，基本假設之條件係建立在技術水準不變之上，投入產出表之編製是以

一年為期間，其技術水準可視為固定不變。因本研究仍假設此差距一年期

間之技術水準為固定不變情形之下，以進行兩國產業之研究比較，將不致

引起甚大之誤差（陳政弘，1994）。 

另外，由於投入產出表編製上的限制，在變數上的限制是無法探討兩

岸直接投資的效果；在產業上的限制方面，如電機及電子產品業包含範圍

過大，一項電器用品可能就來自於很多部門的製造，而這使得在投入產出

表中產值很大，這在實證過程中，會使得電機及電子產品業表現皆相當亮

眼，無法判斷是其中哪些子部門所創造的優勢。 

                                                 
2 文本利用林幸君(1992)所提供之方法進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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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論，說明研究動機、目的與限制。第二

章為兩岸經貿與產業關聯之相關文獻回顧，首先就台灣和中國大陸兩岸交

流過程做一簡單介紹，之後就學者利用不同的經濟模型分析經濟成長之討

論。第三章為本文之理論模型及實證方法的建立。第四章為實證結果，分

析兩岸產業關聯效果對台灣經濟成長之影響。第五章為本文結論。其本文

架構如圖 1-1。 

圖 1-1 本文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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