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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學概要》

試題評析

本試題偏難，若判題正確且答題流暢，才可能獲八十分以上，否則一般考生欲達六十分已屬不

易。

第一題最簡單，只要知道是「出口偏向成長」即可順利答對；第二題要背過「自製率規定」及

「貿易救濟」內容才會；第三題是我在課堂一直強調的DD-AA模型，有準備到的同學一定答

對；第四題判題稍難，其實就是考匯率之過度調整（物價短期有僵固性，長期才有伸縮性）。

考點命中

第一題：《高點‧高上國際經濟學講義》總複習第一回，蔡經緯編撰，頁64第二十六題； 
第二題：《2022年版「國際經濟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9-10； 
第三題：《2022年版「國際經濟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18-40； 
第四題：《2022年版「國際經濟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16-8、16- 9。 

一、假設某一國家出口小麥，進口汽車。若今該國研發出小麥新品種，請問該國福利會上升或下

降？請分就該國為貿易小國與貿易大國兩種情況，分別繪圖說明所有可能發生之情況。(25

分) 

答： 
出口品（小麥；以下表示為X財）技術進步，進口品（汽車；以下表示為Y財）不變，將導致該國發生超順

貿易偏向（即出口偏向）之不平衡成長，生產可能曲線外移且更平坦，以小國（貿易條件接受者）、大國

（貿易條件制定者）分別說明如下：

(一)小國情況

原生產點A，消費點C0，無異曲線u0。X財技術進步使PPF外移且更平坦，小國之貿易條件不變，仍為

TOT0，生產點移至B點，消費點移至無異曲線與TOT0之切點C1，福利u1大於u0，表示福利水準提高。

(二)大國情況

通常經濟成長屬於「超順貿易偏向」，即出口偏向時，由於貿易條件極度惡化，使實質所得及福利不升

反降。以圖形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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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貿易條件效果：出口偏向成長使貿易量擴大，提供曲線由TOC0外移至TOC1，均衡點由A移至B，貿易

條件由TOT0降為TOT1，即出口品相對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惡化。

2.福利效果：原生產點A，消費點C0，無異曲線u0。X財為出口品，發生超順貿易偏向成長使生產可能線

（PPF）外移且更平坦，偏向X產業。若貿易條件TOT0不變，生產點B，消費點C1，無異曲線外移至

u1，福利提高，此乃「所得效果」；然此種成長使貿易條件急遽惡化至TOT1，生產點為F，消費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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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無異曲線由u1內移至u2，福利下降，此乃「貿易條件效果」。由於貿易條件惡化效果大於所得效

果，故福利下降，稱「不利成長」（「悲慘成長」）。 
 

二、在2050淨零政策趨勢下，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備受重視。諸多國家為扶植國內再生能源產業

之發展，設定「當地自製率要求（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一)請說明何謂當地自製率要求？其對於國內生產者的影響為何？（15分） 

(二)目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貿易救濟措施涵蓋那些項目?當地自製率要求是否屬其中之

一？（10分） 

答： 
(一)1.「當地自製率規定」指在國內生產且用於內銷產品，必須使用一定比率之國內原料、中間財或零組

件，否則不被認定為國產品，須補繳關稅才能內銷。目的在保護國內中間原料、零組件產業，但此舉

不符合WTO協定之「國民待遇」原則。 
2.國內最終財貨生產者被迫投入國內零組件與中間財，將使生產成本提高（無法利用成本較低之進口中

間財），造成與進口品競爭無法取得優勢。此外，亦將促使外國生產者至本國直接投資之誘因降低。 
(二)WTO規定之貿易救濟措施指因應其他國家不公平貿易行為，致本國產業造成負面衝擊可採行之因應措

施，包括反傾銷、反補貼及保障（即防衛）措施，不包括「自製率規定」。 
1.反傾銷：針對外國低價傾銷，予以課「反傾銷稅」； 
2.反補貼：針對外國不當補貼出口，予以課「平衡稅」； 
3.防衛措施：因某進口品激增致本國產業遭嚴重損害，可採進口數量限制，提高關稅至承諾關稅以上水

準之暫時性緊急措施。 
 

 

三、假設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世界市場對於某國產品需求下降。請利用克魯曼（Krugman）的

DD-AA模型，分析若本國政府為維持充分就業，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之效果為何？又採行擴

張性貨幣政策之效果為何？請繪圖分析比較之。（25分） 

答： 

本國產品需求減少之政策因應： 
1.本國產品需求減少，使DD 線左移至DD′，均衡點由S移至T，Y↓， E↑。 

2.欲恢復原產出 0Y ，若採擴張性財政政策，DD′右移回DD線，均衡點回至S點，匯率不變。 

3.若採擴張性貨幣政策，AA右移至 AA′，新均衡點為U，產出回到 0Y 不變，但匯率上升至 2E ，造成

本國貨幣進一步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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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利用貨幣分析法，分別在假設價格彈性調整與價格僵固下，比較分析當一國貨幣供給增加，

對於該國匯率的影響。請務必說明匯率的定義，並明確指出該國貨幣升值或貶值。（25分） 

答： 
(一)本國貨幣供給增加之短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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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國名目貨幣供給由 0M 增加至 1M ，短期物價維持 0P 不變，實質貨幣供給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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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點由 A 移至 B 點，本國利率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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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透過外匯市場，短期內將預期本國貨幣貶值（購買力平

價學說； PPP ），即外幣升值。預期外幣升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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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使外幣預期報酬率曲線由 fRET 上移至

1
fRET ，外匯市場短期均衡點由A 移至 B 點，匯率由 0E 上升至 1E ，即本國貨幣貶值。 

(二)本國貨幣供給增加之長期效果： 

 在長期，物價由 0P 上升至 1P ，且 ˆ ˆP M= ，使實質貨幣供給恢復為原先水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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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市場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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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不變，外匯市場新均衡點C ，匯率由 1E 降至 2E ，即貶值幅度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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