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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學》

試題評析

本試題難易適中，應把握前三題相對簡單題目回答完整，彌補第四題不易作深入分析之困難。一

般考生應有60分的可能，程度佳者才有望獲80分以上。 
第一題：考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不成立之情況，只要將該定理之假設寫完整便可答對。

第二題：為幼稚產業論，應強調規模經濟與學習效果。

第三題：為不可能之三位一體，應配合IS-LM-BP模型分析。 
第四題：為央行之貶值政策及沖銷干預之短、長期效果。

考點命中

第一題：《高點‧高上國際經濟學總複習講義》蔡經緯編撰，頁60；第三十五題。 
第二題：《高點‧高上國際經濟學總複習講義》蔡經緯編撰，頁72；第四十五題。 
第三題：《國際經濟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17-10、頁11。 
第四題：《國際經濟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17-1～4。 

一、為什麼已開發國家以及開發中國家的相同部門，即使在進行自由貿易之後，工資價格仍然大不

相同，沒有價格均等化的現象？(25分)
答： 
根據H-O模型之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無論兩國資源秉賦型態之差異有多大，自由貿易之結果將使兩國生產要

素獲得相同報酬，包括兩國工資相等，隱含商品貿易與國際要素移動呈替代性。然依各國工資的統計資料顯

示，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長期演變下來，二者之工資並未拉近，其原因在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有兩個重要假

設，分別為兩國技術相同及不完全專業化（兩產業同時存在）。但現實世界裡，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技

術差距始終存在，而且開發中國家之產業多樣化程度不高，甚至僅有極少產業（具有完全專業化之特質）。因

此，貿易後，各國工資差距仍大。此外，H-O模型尚有自由貿易之假設，然各國貿易障礙仍在，皆使該定理不

成立。

（結論）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不成立之原因如下：

1.兩國技術不同。

2.貿易障礙。

3.規模報酬遞增產生規模經濟，造成完全專業化。

4.要素密集度逆轉。

5.市場並非完全競爭。

二、經濟發展中的國家會利用高關稅，減少外國產品輸入競爭，以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為什麼主張

這樣的保護主義可能是合理的？(25分)
答： 
開發中國家究竟應採「出口擴張」或「進口替代」之貿易發展策略，迭有爭論。依「出口悲觀論」者說法，開

發中國家出口品具有缺乏需求彈性特質，須大幅降價才能促進其出口，但將導致貿易條件惡化，產生「悲慘成

長」使福利降低之後果，故主張以進口替代產業作為經濟成長的引擎。政府以提高關稅及管制進口，予國內產

業發揮學習效果及規模經濟之效益，長期必能與外國產業抗衡，甚至轉為出口產業。此一主張係建立在「幼稚

產業論」，受到開發中國家政府部門認同，例如日本政府對發展初期之鋼鐵、汽車、人造纖維等產業扶植，韓

國則為水泥、鋼鐵等產業 著名。

受保護幼稚產業須具有內部規模經濟，動態規模經濟（即「學習效果」）或外部規模經濟效果。如圖中F國雖

有生產優勢，LF線低於LH，但因H國先進入市場，累積產量已達Q1，其平均成本C1低於未起步之F國之C0，若F
國採自由貿易必無法與H國競爭。因此，須以保護貿易使其國內累積產量增加，在達到Q2以上時，便足以有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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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論點雖然合理，但如何認定值得保護之幼稚產業，及屆時撤除保護仍難敵既得利益者之關說，都是困

難之處。

三、為什麼一個國家採取浮動匯率制度以及獨立的貨幣政策的時候，也必須同時允許資本自由流

動？(25分)
答： 
(一)根據「不可能的三位一體」，一國無論選擇那一種政策工具， 多只能達成三個政策目標中的兩個。例

如，採取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放棄匯率安定目標，以達成貨幣政策自主性與資本自由移動兩項目標。

(二)以IS-LM-BP模型分析

假設本國實施浮動匯率制度，資本完全自由移動使BP線呈水平線。原均衡點為E點，產出與利率分別為

Y0、i0。央行為使產出增加，採擴張性貨幣政策，貨幣供給增加，使LM右移至LM'，與IS曲線交於A點，

落於BP曲線下方，呈國際收支逆差。在浮動匯率下，本國貨幣將貶值使淨出口增加，IS右移至IS'，新均衡

點為B點，產出增加為Y2。

四、多亞洲國家為了提高出口競争力，常常透過干預外匯市場，刻意貶低自己國家的幣值干預外匯

市場之外，還常伴有沖銷政策。這樣的政策對匯率以及出口競争力有什麼影響？請分别就政策

長、短期效果加以分析。(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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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央行干預匯市，使本國貨幣值低估，並配合冲銷措施之短期效果

1.央行干預匯市以低估本國幣值之方式，係買入外匯，使外匯需求線右移至D'，匯率由e0上升至e1，造成外

幣升值，本國幣貶值；

央行資產負債表

外匯存底＋1 準備貨幣＋1 
準備貨幣－1 

央行定存單＋1 

2.買入外匯將釋出準備貨幣；欲使準備貨幣不變，我國央行作法為發行央行定存單，此為冲銷措施。

3.若本國資產與外國資產為「不完全替代」，冲銷措施使利率上升，央行定存單之風險溢酬上升，本國幣

維持低估，可以提高出口競爭力。

(二)長期效果

1.本國資產與外國資產在長期被視為「完全替代」，冲銷措施使本國利率上升，本國貨幣將止貶回升，使

央行低估本國幣值政策失敗，則長期無法提高出口競爭力。

2.央行發行定存單須付息，使冲銷成本提高，在長期無法完全冲銷，便無法使本國幣值長期被低估。

3.長期低估本國幣值將使出口產業無法升級，且易遭貿易對手國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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