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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學概要》 
試題評析 

今年地特四等國際經濟學概要試題簡單，一般考生要獲75分以上都有可能。第一題考自由貿易

協定之效果，以供需圖解釋即可；第二題考「要素密集度逆轉」，若能事先練習過婁納圖形分

析便可答得很順；第三題考J曲線效果，要詳述其產生原因；第四題看似與國際經濟學無關，僅

以經濟學之AS-AD曲線分析便已足夠。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國際經濟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11-38、39。 
第二題：《國際經濟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4-12、13、14。 
第三題：《國際經濟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14-26、27。 

一、兩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往往會產生貿易移轉效果與貿易創造效果。請說明這兩項效果的意涵

與對簽署國福利的影響。（25分） 
答： 

本國在同盟前，關稅後價格較低之B國進口，進口價格P1，含關稅價格為P3，進口量為 1 2Q Q ，關稅收入為

ABJ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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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本國與B國以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協定整合，則以免關稅價格P1進口，進口量為 3 4Q Q ，增加

（ 3 1 2 4Q Q Q Q+ ），消費者剩餘增加 3 1P P EB□ ，生產者剩餘減少 3 1P P CA□ ，稅收為0，福利淨增加

（ ACK BJE+△ △ ），是為「貿易創造效果」。 

(二 )若本國與另一國家C國整合，則因 2 3P P< ，改向C國以免稅價P2進口，進口量為 5 6Q Q ，增加

（ 5 1 2 6Q Q Q Q+ ），消費者剩餘增加 3 2P P GB□ ，生產者剩餘減少 3 2P P FA□ ，稅收為 0（減少

ABJK□ ） ， 淨 福 利 變 動 （ AFH BIG HIJK+ −△ △ □ ） 。 其 中 貿 易 創 造 效 果 使 福 利 增 加

（ AFH△ BIG+△ ），但貿易轉向效果使福利減少 HIJK□ ，故福利變動增、減不一定。 
 
二、隨著技術進步，不同產品在不同國家生產可能產生「要素密集度逆轉（factor-intensity 

reversal）」的現象。請說明何謂「要素密集度逆轉」及這種現象對Heckscher-Ohlin定理的影

響。（25分） 
答： 
要素密集度逆轉（factor-intensity reversal）： 
(一)定義：要素相對價格改變後，發生二財要素密集度大小之情況反轉現象。 

(二)圖形解釋：以A點為基礎。 w ↑ 時， Y Xk k> （B點與原點連線斜率大於C點與原點連線斜率），Y財為

資本密集財； w ↓ 時， Y Xk k< ，X財變成資本密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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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密集度逆轉使H-O定理無效，且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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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係勞動相對豐富國家，但由於要素密集度逆轉，最後出口Y財（資本密集財）。 
外國係資本相對豐富國家，但由於要素密集度逆轉，最後出口X財（勞動密集財）。 

 
三、有些國家會透過貨幣貶值來改善經常帳逆差。請用「J曲線（J curve）」來說明一國貨幣貶值

對經常帳產生的長短期效果。（25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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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彈性分析法之觀點，透過本國貨幣貶值欲改善貿易逆差，必須建立在彈性的條件上，即「馬婁條

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指出口品需求彈性加上進口品需求彈性之和大於一，貶值才能改善貿易

逆差。然而，短期呈現的通常是缺乏彈性，即馬婁條件不成立，此乃貶值無法改善貿易收支的主要因素，

也因此產生了J曲線效果，即短期內「價格效果」大於「數量效果」。 
一般直覺認為貨幣貶值有助於改善出口競爭力，但觀諸許多國家資料發現貨幣貶值初期，貿易收支將

惡化，歷經一段期間後，貿易收支才會改善，如下圖J字母形狀。其原因解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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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貨契約期間（currency-contract period）：貶值時期（t0），可視為極短期，已簽訂之貿易契約價、量

條件既定，即PX，X，Pm，M固定，匯率（e）上升使本國幣計價之貿易收支惡化，即 X m
1

B P X P M
e

= −

因為e上升而下降。 
(二)轉嫁期（pass-through period）：在t0～t1期間，由於馬婁條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不成立，即出口

品需求彈性加進口品需求彈性之和小於一，貶值反使逆差擴大。此一現象來自消費者反應的落差

（consumer-response lag），需一段時間調整消費習慣及尋求替代品，故需求缺乏彈性。另一方面，進

口中間財成本因貨幣貶值而上升，亦不利於出口競爭力。若有預期貶值效果，更產生「提前與延後效

果」（leads and lags effect），短期內出口延後，進口提前，反使貿易逆差惡化。 
(三)數量調整期：在長期，貶值的馬婁條件成立，出口量大幅增加，進口量大幅減少，在t1～t2期間，貿易

逆差改善，甚至在t2之後轉為貿易順差。 
 
四、當前國際物價高揚，導致「輸入性膨脹」的隱憂，請說明何謂「輸入性膨脹」與其成因。

（25分） 
答： 
(一)輸入性通貨膨脹（imported inflation）之定義 

進口財貨（包括最終財與中間要素）之國際價格上漲引發的物價膨脹。 
(二)產生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原因主要來自供給面，但亦可能來自需求面因素，分別以圖形分析如下： 

1.供給面因素 
對外貿易依存度高的國家，進口原物料（如石油、穀物）國外價格上漲，將使總合供給減少，AS曲
線左移至AS'，均衡點由E移至F點，物價上漲至P1，產出減少至y1。此外，如國際油價上漲使進口石

油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購買力降低，產出減少效果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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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國際物價上漲來自最終消費財漲價，將使本國淨出口增加，總合需求增加，AD曲線右移至AD'，均

衡點由A移至B點，造成物價由P0上升至P2，產出由y0增至y2。若該國採固定匯率制度，央行須買入外

匯以維持匯率不變，將使強力貨幣及貨幣供給增加，亦使AD右移，加深物價上漲。 
 
 
 
 
 
  
 
 
 
 

3.綜合分析 
無論國外物價上漲導致AS左移或（且）AD右移，均使本國物價上漲，只是產出變動方向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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