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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學》
一、下列圖例說明：國際貿易對小型開放經濟體系如臺灣，對某些產業影響是有利的。假設手機

和筆電之生產只需勞動一項投入要素，且設每單位產出所需之勞動投入如下： 

商品 手機 筆電 

單位產出勞動投入 10人 5人 

(一)假設某國有20,000人，請繪出該國以筆電設為縱軸，以手機設為橫軸之生產可能曲線。

以手機來計算生產筆電之機會成本為何？如果沒有國際貿易之自給自足下，筆電和手機

之相對價格為何？（15分）

(二)假設在有國際貿易下，且國際間筆電和手機的相對價格為1:5。請以圖形說明開放國際貿

易對該國產業均有利。（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雖為簡單的古典貿易理論，但必須注意X財或Y財之相對價格的表示方法。 

考點命中 《國際經濟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2-22、2-23第五題。 

答： 
令手機數量為X，筆電數量為Y。 
(一)1.生產可能線（以下表示為PPF）方程式如下。

10X + 5Y = 20,000 ，即：Y = 4,000 − 2X。

2.生產筆電之機會成本為
1

2
（= 5 ÷ 10）； 

3.自給自足下，筆電對手機之相對價格，即 Y

X

P 1

P 2
= 。 

(二)筆電對手機之國際相對價格為
1

5
，表示筆電在該國相對昂貴，而手機在該國相對便宜。因此，該國應完

全專業化生產手機（X財），出口手機而進口筆電，消費點如圖中C點，落於PPF之外，表示貿易後福利

提高，存在貿易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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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出口產品由早先的農產品（民國40年代）為大宗，轉變為紡織品（民國50年代）再到電

子產品（民國70年代）。對於這樣的轉變，請分別用國際貿易理論中之產品生命週期理論與

李嘉圖（Ricardian）的古典理論，來解釋臺灣從民國40年代至民國70年代間主要出口產品遞

變的現象。（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以臺灣貿易發展史考古典及新貿易理論，只要有認真讀課本一定會答得很好！ 

考點命中 《國際經濟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7-21第三題。 

 

答： 
(一)古典貿易理論：李嘉圖（D. Ricardo）提出比較利益法則，主張一國應出口該國具有比較利益之產品。

依古典學派「勞動價值說」（勞動生產力相對較高之產品具有比較利益）。臺灣在民國40年代，農產品

之勞動生產力較高（此乃臺灣人傳統上比較勤勞，臺灣土壤及陽光、雨水適合許多農作物生產所致），

具比較利益。民國50年代以後，臺灣逐漸學習到紡織品生產技術，紡織品勞動生產力提高，相對優勢產

品變成紡織品。此時農業生產技術雖未退步，但因生產紡織品可獲得較高工資，故農產品不再具有出口

優勢。同理，民國70年代以後，臺灣在電子產品勞動生產力提高，出口品乃以電子產品為主，此時紡織

產業因付不出高工資，而逐漸式微。此乃因為李嘉圖理論主張貿易型態改變係基於勞動生產力改變，並

伴隨著工資上升而改變貿易型態。 
(二)產品生命週期理論：以紡織品為例，美國市場在1960年代，日本是最大出口國，至1970年代臺灣、香港

取代之，1990年代則中國、東南亞為最大出口國，一方面反應工資之變化，同時亦反應產品生命週期。

此一產品循環在電器、電子業亦至為明顯。臺灣在民國50年代出口紡織品，70年代出口電子產品，皆因

當時工資相對他國低廉，產品生命週期已達成熟階段所致。 
 

 
三、美國聯準會今（2022）年中旬開始，連續多次升息，以壓抑居高不下之通貨膨脹，引起美國

及世界各國股市大跌。假設本國（臺灣）採浮動匯率制度且無資本管制，請以模型圖例分析

下列事件對所得、利率及匯率的影響： 

(一)美國（大國）提高利率水準。（15分） 

(二)預期本國貨幣貶值。（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IS-LM-BP模型，只要知道兩事件分別造成BP上移與LM右移，即可迎刄而解。考生的實

力展現在模型的精髓是否可運用自如。 

 

答： 
以IS-LM-BP模型分析。 
(一)資本完全自由移動下，BP呈水平線。原均衡點為E，所得為Y0，利率為i0。本國為一小國，為外國利率

接受者，今大國提高利率為i1，本國BP線上移至BP'，原均衡點E為其下方，呈國際收支逆差。本國實施

浮動匯率制度，本國貨幣將貶值，造成淨出口增加，使IS右移至IS'，新均衡點為F點，所得增為Y1。 
★結論：美國升息，將使臺灣之所得提高，利率上升，且新臺幣貶值。 

 
 
 
 
 
 
 
 
 
 
(二)預期本國貨幣貶值，將使本國貨幣需求減少，LM曲線右移至LM'，與IS曲線交於A點，落於BP曲線下

方，呈國際收支逆差。在浮動匯率制度下，本國貨幣貶值，使淨出口增加，IS右移至IS'，新均衡點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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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所得增為Y1。 

★結論：預期本國貨幣貶值，將使本國所得提高，利率不變，本國貨幣貶值。 

 

 

 

 

 

 

 

 

 

四、請以模型圖例，來分析下列事件對物價水準及產出的影響： 

(一)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自2020年初開始蔓延，導致全球經濟蕭條。為挽救經濟危

機，世界各國均展開一系列寬鬆的貨幣（QE）與財政政策，來活絡經濟。臺灣政府也於

2020年中旬開始，發行各類消費券。試以模型圖例分析政府發行消費券對物價水準與產

出的影響。（15分） 

(二)俄羅斯於今（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歐美各國紛紛對俄羅斯展開經濟制裁。包括對俄

羅斯生產的石油、天然氣等實施禁運，導致能源價格大幅上漲。試以模型圖例分析能源

價格大幅上漲對物價水準與產出的影響。（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係純粹考總體經濟之總合供需模型，以總體經濟學之基礎作答綽綽有餘。 

 

答： 
(一)發放消費振興券是一種擴張性財政政策，屬於政府移轉性支出增加。此一政策將使總合需求增加，AD

曲線右移至AD'，均衡點由E點移至A點，造成物價水準由P0上漲為P1，產出由y0增加為y1，達到刺激景

氣之效。 
 
 
 
 
 
 
 
 
 
 
(二)俄烏戰爭使能源價格大幅上漲，造成總合供給減少，總合供給曲線由AS左移至AS'，均衡點由E點移至B

點，造成物價由P0上升為P1，產出由y0減少至y1，形成「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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