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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學》 

試題評析 

今年高考試題難易適中，鑑別度頗高，只有第四題判題稍難，一般有準備周全的考生應可具備70

分以上成績。第一題答題重點是將內部及外部規模經濟效果詳細加以區別，課堂上本人一再強調

此處的重要性；第二題為產業內貿易發生之原因，以新貿易理論為基礎作答即可；第三題為利率

平價理論，公式一定要記熟；第四題為不可能的三位一體，敘述固定匯率下之情況即可。 

考點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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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第三十七題。 

第二題：《高點‧高上國際經濟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蔡經緯編撰，頁80，第二十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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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十五題。 

第四題：《國際經濟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17-29，第五題。 

一、 貿易的發生可能來自生產技術，要素稟賦的差異，但也可能來自生產的規模經濟（亦為規模報

酬遞增），請問： 

(一) 為何規模經濟可以引發貿易？（5分）。 

(二) 規模經濟又可以分為內部規模經濟與外部規模經濟，請分別敘述其差異。（20分） 

(三) 臺灣電子科技產業是屬於那一種？（5分） 

答： 
(一)1.規模經濟指產業具有專業的中間財投入需求或廠商之固定成本龐大，若能塑造廠商聚集環境或個別廠商

大規模生產，能使成本降低，並反應在價格競爭力。若兩國各有一產品專業化生產而發揮規模經濟效

果，透過互惠貿易分工，將使生產效率提高，產品價格下降，比自給自足下同時生產兩產品，無法發揮

規模經濟為佳。 

2.根據新貿易理論中之「規模經濟論」，若兩國之偏好、資源稟賦

及技術均相同，但兩產業均具有規模報酬遞增之特質，發揮規模

經濟效果，便具有進行國際貿易之誘因，且將產生「完全專業化

生產」之結果，以圖形分析如右。 

兩國生產條件相同，產業具規模經濟特質，共用同一條凸向原點

之生產可能曲線；偏好相同，共用同一組無異曲線。貿易前，兩

國自給自足均衡點皆為E點，故國內相對價格亦相等，皆等於E點

切線斜率。假設兩國生產點E點表示資源平均配置於X、Y產業，

即各50%。 

由於X、Y產業固定成本極高，此情況無法發揮規模經濟效果，平

均成本高，使資源配置並非最適。因此，兩國皆有透過國際貿易使生產完全專業化之誘因。例如，本國

貿易後完全專業化生產X財，落於B點；外國完全專業化生產Y財，落於A點，並可在TOT線與更高之無

異曲線相切之C點消費，兩國皆有貿易利得，即福利水準均會上升。本國出口X財，外國出口Y財。此乃

完全專業化可以發揮規模經濟效果而促使貿易行為之產生。 

(二)1.內部規模經濟：個別廠商生產規模擴大、產量增加，長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現象。一般而言，廠商投入之

固定成本比重愈大，如汽車、半導體、鋼鐵等產品之生產，具有內部規模經濟之特性。 

2.外部規模經濟：廠商之長期平均成本隨產業總產量（即產業規模）擴大而下降，主要原因在於廠商聚集

或隨產擴大，產生中間財專業供應商、技術性勞工匯集、專業知識與技術擴散等效果，使廠商之平均成

本下降，如新竹科學園區、好萊塢電影產業。 

3.內部規模經濟與國際貿易，以克魯曼（Krugman）之獨占性競爭貿易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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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C線表示廠商數目（N）與平均成本（AC）正相關，因為廠商數目愈多，愈無法規模經濟生產，故

AC愈高； 

(2)PP線表示廠商數目（N）與訂價（P）負相關，因為廠商愈多，愈須低價競爭； 

(3)貿易使CC線下移， P AC= 下之均衡點由E移至 E′ ，即 N↑， P↓，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消費方面，

貿易使產品降價，產品種類（廠商人數）增加，消費者福利提高；生產方面，廠商始終只賺得正常利

潤不變。就社會總福利而言，則是提升的。 

4.外部規模經濟與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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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F國生產效率高於H國（ F HAC AC< ），然H國由於歷史巧合或偶發因素早一步生產，並以 1P 銷

售。但因F國初始成本 0 1C P> ，故F國雖具有比較利益卻須向H國進口，福利下降。另一方面，若兩國無

貿易，F國被迫自給自足下生產，國內價格為 FD 與 FAC 交點F點決定為 2P ；若有貿易，價格反而為

1P ，更表示貿易使福利不升反降。 

(三)臺灣電子科技產業屬於內部規模經濟效果。例如，半導體產業具有固定成本佔極大比重之特性，其他科技

產業之研發成本亦呈極高比例，所以屬於內部規模經濟。臺灣與南韓之半導體產業呈現「產業內貿易」之

現象即屬於內部規模經濟效果。 

 
二、 由實際的貿易資料可觀察得之，有些國家幾乎是出口與進口相同或相類似的產品，比如臺灣出

口面板，但同時也向國外進口面板，這種現象被稱為產業內貿易（Intra Industry Trade）。請問

發生產業內貿易的原因為何？且要如何衡量產業內貿易的程度？（20分） 

答： 
(一)產業內貿易發生之原因，除了主要來自兩國要素稟賦差異性較小，各種產品具備之比較利益不明顯，使產

業間貿易比重較小之外，主要因素如下： 

1.該產業具有規模經濟效果：固定成本投入比重極高，本國與外國將各自選擇特定範圍產品集中生產，發

揮規模經濟效益。 

2.不完全競爭市場：產品之異質性，透過貿易使消費者可選擇各自偏好之產品。 

3.產品不斷創新：使產業之生命週期循環至為明顯。 

(二)產業內貿易之衡量，以Grubel & Lloyd (1975)提出之產業內貿易指數最著名。 

1.公式：
i i

i
i i

X M
I 1

X M

−
= −

+
，其中Ii為i產業之產業內貿易指數，Xi與Mi分別表示i產業之出口值與進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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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 Mi|為i產業出口值與進口值的差額絕對值。 

2.若i產業只有出口而沒有進口（Xi > 0，且Mi = 0），或只有進口而沒有出口（Mi > 0，且Xi = 0），則產業

內貿易指數Ii = 0，表示i產業並無產業內貿易。 

3.若i產業出口值等於進口值（Xi = Mi），則產業內貿易指數Ii = 1，表示i產業之產業內貿易至為明顯。 

4.Ii 愈大，愈接近1，表示產業內貿易愈明顯；Ii 愈小，愈接近0，表示產業內貿易愈不明顯。 

 
三、 假設當前臺灣6個月期貨幣市場利率id為2%，美國6個月期貨幣市場利率if為4%，即期匯率為30.6

（新臺幣／美元），請依「無風險利率平價理論」回答下列問題：（每小題5分，共20分） 

(一) 遠期匯率是升水或貼水？ 

(二) 6個月期遠期匯率為多少？ 

(三) 臺灣資金前往美國投資的有效報酬率為多少？ 

(四) 在不考慮任何交易成本下，臺灣資金適合移往美國投資？ 

答： 
(一)美元利率高於新臺幣利率，故遠期美元匯率應呈「貼水」，即低於即期匯率。 

(二)依無風險利率平價理論，1單位本國貨幣，無論投資以本國幣計價之本國債券，或投資以外幣計價之外國債

券，且在遠期匯市進行避險，二者之本利和（以本國幣表示）相等。以id，if表示本國與外國利率，以E，

Ef表示即期與遠期匯率，公式如下： 

f
d f

E
1 i (1 i )

E
+ = + ，將E = 30.6，id = 2%，if = 4%，且期限為

1

2
年（6個月 ÷ 12個月）代入， 

fE1 1
1 2% (1 4% )

2 30.6 2
+ × = + × ，得：遠期匯率（Ef）= 30.3，呈現「遠期貼水」（forward discount）。 

(三)1.沒有在遠期匯市拋補 

外國資產之預期報酬率
e

f

E E
i

E

−= + ，即外國利率加預期外幣升值或貶值率。美元利率4%，加上美元預

期升值的幅度，或減去預期美元貶值幅度，即為投資美元資產之有效報酬率。 

2.若在遠期匯市進行拋補 

外國資產報酬率 f
f

E E
i

E

−
= + ，即外國利率加外幣遠期升水（或貼水）率。 

(四)1.未在遠期匯市進行拋補 

由於6個月期美元利率比新臺幣利率高2%（ = 4% − 2%），因此，若6個月內美元升值，或美元貶值1%以

內（預期6個月內即期匯率高於30.3），臺灣資金適合移往美國投資；反之，若預期美元6個月內會貶值

到30.3以下，則不適合往美國投資。 

2.在遠期匯市拋補 

若銀行掛牌之遠期匯率高於30.3，則適合以遠期避險方式至美國投資；若低於30.3，則不適合。 

 
四、 有個以出口為主要經濟動能的資本自由進出的國家，該國央行不希望匯率波動太大以影響出口

貿易，長期將匯率穩定在狹幅區間震盪，但又希望能保有貨幣自主權得能掌控該國經濟狀況。

請問這樣的情況會遇到什麼問題？（30分） 

答： 
(一)不可能的三頭馬車（Impossible Trinity）：  

 匯率穩定 

固定匯率制度 

資本自由移動 貨幣政策自主性 
浮動匯率制度 

資本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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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頭馬車指資本自由移動、固定匯率及貨幣政策自主性。以上三件事不可能同時存在，至多只有兩個事件

可並存。例如，若一國實施固定匯率且資本完全移動，則貨幣政策欠缺自主性。當利率原先高於外國利

率，將使資本流入，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央行須買入外匯，以維持匯率固定不變，若採未沖銷之外匯干

預，將使貨幣供給增加，利率下降，無法遂行高利率之貨幣政策。又如，依上述情況，若資本流入，欲維

持貨幣供給不變，使貨幣政策具自主性，則本國貨幣應升值，即應實施浮動匯率制度。 

(二)採固定匯率制度將失去貨幣政策自主性： 

1.圖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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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張性貨幣政策使LM曲線右移至LM'後，與IS曲線交於A點，所得增至Y2，但國際收支呈現逆差失衡。

若央行採取沖銷貨幣政策，貨幣供給不變，A點即為準均衡點（quasi-equilibrium），可增加所得（若Y2

為充分就業所得），但國際收支有逆差，未能同時達成對內與對外均衡；但央行若不採沖銷政策，逆差

將使央行賣出外匯，導致貨幣緊縮，LM'左移回LM曲線，雖可恢復國際收支平衡，但未能提高所得。 

2.結論：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擴張性之貨幣政策無論在BP線斜率如何變化下，都無法同時達到對內與對外

均衡；若欲達成提高所得之目的，均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有沖銷時）；若欲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則所得

無法增加（未沖銷時），貨幣政策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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