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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學概要》

試題評析

本試題難度中等。尤其第二題為產業內貿易理論，第三題採取DD-AA模型作答較不容易判題，將

成為影響成績之關鍵。若這兩題順利解出，將可輕易獲取高分（80分以上），否則只靠基礎題拿

分則最多只有40～50分了。各題解題技巧如下。 
第一題送分題，須寫出PPF方程式並畫圖分析；第二題由植物產品進出口資料判斷，可知應分析

「產業內貿易」理論，破題後可文思泉湧；第三題由題目問題「產出與匯率」影響，可知以DD-
AA模型分析，並以暫時性與永久性財政政策比較；第四題為送分題，但須看得懂英文名詞。 

考點命中

1.第一題：《高點‧高上國際經濟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蔡經緯編撰，頁14第四題。

2.第二題：《國際經濟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7-26、7-27。
3.第三題：《高點‧高上國際經濟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蔡經緯編撰，頁65第二十七題。

4.第四題：《國際經濟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14-6。
一、假設A國與B國都利用勞動生產x與y兩種商品，生產技術如下： 

A A
x

1x L
2

＝ 和 A A
yy L＝

B B
xx L＝ 和 B B

y
1
2

y L＝

其中x與y分別為兩種財貨的產量，Lx與Ly分別為x部門和y部門的勞動使用量，上標A和B則分別代

表A國和B國。勞動是同質的，兩國都沒有失業問題與移民問題。若兩國都擁有100單位的勞動

力，請討論這兩國的生產可能曲線，並進一步分析可能的貿易條件區間以及貿易後的生產型態

與貿易方向。（25分） 

答： 

(一)1.A國生產函數： A A
x

1x L
2

＝ ，即 A A
xL 2x＝ ； A A

yy L＝ ； A A
x yL L 100＋ ＝ ，

A國生產可能線方程式： A A100 2x y＋＝ ，即： A Ay 100 2x－＝ ，PPF縱軸截距為100，斜率為－2。

2.B國生產函數： B B
xx L＝ ； B B

y
1
2

y L＝ ，即 B B
y 2L y＝ ； B B

x yL L 100＋ ＝ ，

B國生產可能線方程式： B B100 x 2y＋＝ ，即： B B1
2

y 50 x－＝ ，PPF縱軸截距為50，斜率為
1
2

－ 。

(二)依古典學派之「勞動價值說」，產品價格完全決定於勞動投入，以及完全競爭市場之假設，可以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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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W L L

⋅
= =

⋅
，即可由PPF之斜率絕對值求出 x

y

P
P

。由(一)，A國之 x

y

P
P

為2，B國為
1
2
。此外，貿易條件

之範圍必介於兩國貿易前國內相對價格之間，故以X財對Y財之相對價格表示之貿易條件，介於
1
2
與2之

間。

(三)由於貿易前，B國之 x

y

P
P

比A國低，具有比較利益，依李嘉圖之比較利益法則，應依此作貿易分工。因此，

貿易後B國應完全專業化生產並且出口X財以提高福利，A國應完全專業化生產並且出口Y財以提高福利。 

二、根據財政部統計資料庫，2017-2021年間我國與美國在植物產品的進出口資料如下表，單位為千

美元。 

年份 出口 進口

2017 690,346 4,663,395 
2018 784,043 4,618,891 
2019 847,299 4,815,703 
2020 843,652 4,700,015 
2021 866,724 5,894,751 

根據上表資料，我國與美國在植物產品的貿易具有何種特質？為何會發生這種貿易現象，這類

型的貿易如何產生貿易利得？對一國福利有何影響？（25分） 

答： 
(一)由2017-2021年台、美在植物產品皆有出口及進口，雖然台灣有逆差，但呈現植物產品具有明顯之「產業內

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之特質。

(二)植物產品須仰賴天然資源，包括氣候、土壤、緯度等諸多因素。由於台、美除領土差距龐大之外，氣候因

素之差異性也大，使植物產品種類及品質呈現異質性（如稻米、各種蔬果），因而形成產業內貿易。此

外，兩國該產業之偏好重疊，亦為貿易之原因。

(三)產業內貿易之貿易利得，來自產品之異質性，透過貿易可讓民眾消費更多樣化產品，選擇性提高，且透過

國際競爭結構使產品價格降低，品質提昇，且使廠商有利可圖。

(四)產業內貿易可使消費者剩餘，生產者剩餘皆提高，整體福利上升。

三、某個採行浮動匯率的小型開放經濟體系，目前的利率水準為零，試分析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於該

國產出與匯率的影響？（25分） 

答： 
以DD-AA線分析，初始均衡點為S。 
浮動匯率制度：

1.暫時性之財政擴張政策

G增加使DD右移至DD'，新均衡點為T，匯率由E*降為E'，即本國貨幣升值；產出由Y*增為Y'，產生擴張性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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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恆常性財政擴張政策

短期均衡點如題1.之T點，產出增為Y'，匯率下降（本國幣升值）；在長期，此一恆常性政策使工資及物價上

漲，DD'及AA線左移，且預期匯率（
eE ）下降亦使AA線左移至AA'，新的長期均衡點為u，匯率降為E'（即

本國幣升值），但產出回到Y*不變。因此，在浮動匯率下，考慮匯率之預期改變，使產出不變，兩種財政擴

張政策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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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3.結論：擴張性財政政策之產出效果可能增加（暫時性政策），可能不變（恆常性政策），但匯率必降低，即

本國貨幣必定升值。

四、何謂price-specie-flow mechanism？在此制度下，國際收支盈餘會讓國內的經濟體系產生何種

調整？（25分） 

答： 
(一)價格與黃金流量之自動調整機能（price-specie-flow mechanism）係古典學派學者休姆（D. Hume）對金本位

制度下，國際收支失衡之自動調整機制的主張。假設物價充分伸縮，黃金可在國際間自由移動及貨幣數量

學說成立，央行未採冲銷措施及自由貿易，則國際收支會自動恢復平衡。以順差失衡為例，說明流程如

下。

順差→黃金、外匯流入→貨幣供給增加→物價上漲→淨出口減少，順差改善。

(二)依上述調整機能，一國實施金本位制度，雖然匯率安定在黃金輸出點與輸入點之間，但國際收支失衡之自

動調整過程，將付出犧牲國內經濟穩定性（物價波動、產出波動）之代價。例如，調整順差失衡，將使物

價上漲。此外，若為逆差失衡將產生該國黃金流出，政府須面對景氣衰退、通貨緊縮之困境。因此，1920
年代起，許多國家放棄金本位制度，即肇因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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