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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四百年 
 

1. What is the main question(s) raised in the paper (the issue)? 
二戰過後，台灣如何發展資訊與通信科技產業(ICT)，進入技術與資本密集的產

業結構，這和國家當時的經濟政策和外國投資有莫大關係。本書中這三個章節

（「女工效率很高」、「開往中國的慢船」、「供應鏈」）旨在探討台灣有哪

些條件讓外國電子產業願意進入投資？ 和造成產業技術升級的成因。 

 
2.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it (the significance)? 
與其他在 1950–60年代年代同樣經歷高失業率、低成長率的國家比較，台灣在

短短二十年間擺脫經濟低迷的狀況，無非是世上獨一無二的案例。這當中台灣

使用了哪些政策、創造了怎麼樣的環境？這段過程值得我們了解。 

 
3. What is the author’s answer (the findings)? 

a. 台灣在戰後有相對低廉且有效率的製造業人力，吸引歐洲、美國、日本

的電子業廠商來台投資。作者猜測這種有效率的工作態度可能和日本殖

民有關。 

b. 為了解決高失業問題。當時台灣政府和民間企業對外國直接投資採積極

正向態度，其中一項政策為設立加工出口區。作者以當時加工出口區設

立後出現的種種問題，1來破除一般大眾對「加工出口區帶動台灣經濟高

成長」這一謬思。 

c. 產業升級：政府同時有規定特定產品自製率等作為，也利用「橡樹電子

材料公司」這個例子，說明也有部分廠商為了增加獲利而有自發性進行

中技術升級的現象。 

  
4. How did the author get there (the strategy)? 
利用豐富的歷史資料、文獻回顧，如：男女製造業工資歷年變化、商品進出口

資料（圖表），配合經濟學理論，針對台灣在各時期的產業政策、歷史事件進

行分析，2同時也考慮國外其他地區（如南韓、墨西哥）的生產條件。 

 
 
 
 

 
1 比如加工出口區內廠商多為勞力密集產業，勞工市場供不應求；廠方設立密集導致生產技術容易外

流。 
2 產業政策如：設立加工出口區、通過「外國人投資條例」。歷史事件如：如：國共內戰後人口大量移

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