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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如同課程不斷重申並強調──數理計算題是命題主流。今年亦復如此！（已連續5年

100%都考數學題！）所有系列課程也都指導考生依配分及題數決定作答內容，只要依課程規劃努

力準備，今年考題要得80分以上並不困難！第一大題考古典貿易理論，只須注意相對價格為Y財

對X財，不粗心犯錯，應可輕易拿到理想分數；第二大題考勞動市場均衡及實質景氣循環模型

（為99年地特考古題），只要注意課堂提及「要素實質報酬決定於該要素之邊際產量」，便很容

易算出解答。 

考點命中 
第一大題：《高點經濟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蔡經緯老師編撰，頁50 
第二大題：1.《高點題庫班模擬試題》第二大題，蔡經緯老師編撰 

2.《2014經濟學申論題熱門題庫》，蔡經緯老師編撰，頁17-27,28。 

 

一、下表是A、B兩國各生產一單位稻米與鞋類所需的勞動投入： 
 

 稻米 鞋類 

A國 

B國 

10 

6 

20 

18 
 
 假設A國與B國的勞動數量分別為1,200與900。 

(一)分別繪出兩國的生產可能線（橫座標代表稻米的數量，縱座標代表鞋類的數量）。（4分） 

(二)A國生產那一個商品有絕對利益？（4分） 

(三)兩國的比較利益分別為何？請說明。（6分） 

(四)假設鞋類相對於稻米的價格是2.5，兩國是否有分工的誘因？如果分工，A、B兩國的生產組

合分別為何？（11分） 

答： 
(一)假設橫軸X表示稻米數量，縱軸Y表示鞋類數量。A國勞動稟賦1,200，每生產1單位稻米須投入10單位勞

動，故生產X單位稻米所須投入勞動量為10X；每生產1單位鞋類須投入20單位勞動，故生產Y單位鞋類所

須投入勞動量為20Y。因此，A國的生產可能線方程式可寫為：10X 20Y 1,200+ = ，依此畫出圖中生產可能

線 AE ；同理，B國生產可能線方程式為： 6X 18Y 900+ = ，畫出圖中生產可能線為 B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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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絕對利益（Absolute Advantage）指該國在某一產品之生產力具有絕對優勢，即勞動投入較少便可生產1單

位該產品。 

依此定義，A國無論生產稻米或鞋類所須投入之勞動量，皆比B國投入多，故A國兩種產品均無絕對利益。 
(三)1. 比較利益（Comparative Advantage）指一國絕對利益程度相對較大，或絕對不利程度相對較小之產品；亦

可觀察其相對價格（即生產之機會成本）相對較低之產品，具有比較利益。 

2.由題目給定之條件，A國兩產品皆「絕對不利」，但Y財（鞋類）不利程度（為B國
18

90%
20

= ）較小，具

有比較利益；B國兩產品皆有「絕對利益」，但X財絕對利益程度（為A國1.67倍
10

6
= ）相對較大，具有

比較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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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若依生產X財之機會成本比較，A國為
1

2
單位Y財，大於B國的

1

3
單位Y財，故B國生產X財，A國生產Y財

具有比較利益。由B國生產可能線比A國平坦亦可判斷此一結果。 

(四)1. A國貿易前鞋類對稻米之相對價格 Y

X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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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2，B國貿易前鞋類對稻米之相對價格 Y

X

P

P
⎛ ⎞
⎜ ⎟
⎝ ⎠

為3，若國際貿易之

相對價格為2.5，則有貿易之誘因，即有分工之誘因。依古典學派貿易理論，A國應完全專業化生產Y財，

即在圖中A點生產60單位Y財；B國應完全專業化生產X財，即在圖中F點生產150單位X財。 
2.若兩國依此生產模式分工，皆有貿易利得，故有貿易之誘因，分述如下。 

(1) A國之情況：假設A國原先自給自足下之生產與消費點為C(40,40)，貿易後只生產60個Y財，若出口其

中20個Y財可換得50個X財之消費，即在其生產可能線 AE 以外之G點，福利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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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國之情況：假設B國自給自足下之生產與消費點為D(100,16.7)，貿易後只生產150個X財，出口其中

50個換得20單位Y財之消費，即在其生產可能線 BF 以外之H點，福利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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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若經濟體系的生產函數為： 
Y = A(100L − 0.4L2) 
其中Y為產出、A為生產力、L為勞動力數量。假設起始時生產力A = 1。請問： 

(一)若勞動供給為 1 44 0.1SL w= + ，w為實質工資。請計算均衡勞動僱用量、實質工資及產出水

準。（9分） 
(二)若經濟出現有利的生產力衝擊（beneficial productivity shock），使A變化為1.1，請計算出新

的實質工資。（3分） 

(三)若勞動供給變化為 2 2 0.8SL w= + 。請分別計算出當生產力為1及1.1時的實質工資。（6分） 

(四) 以實質工資為縱軸、勞動數量為橫軸，請問 1
SL 與 2

SL 何者斜率較陡？若根據實際資料顯示，

雖實質工資具有順向循環（procyclical）的性質，但其變化幅度相對有限。當欲以實質景氣

循環模型模擬生產力衝擊對經濟的影響，請說明該選擇斜率較陡或較平坦之勞動供給？（7
分） 

答： 

(一)若生產力 A 1= ，生產函數為： 2Y 100L 0.4L= − 。依古典學派邊際生產力分配法則，實質工資（w）等於勞

動之邊際產量（ LMP ），依此導出勞動需求函數如下。 

L
Y

w MP 100 0.8L
L

∂
= = = −

∂
，即 L 125 1.25w= − 。 

勞動供給，需求函數聯立得勞動市場均衡解。 
125 1.25w 44 0.1w− = + ， w 60= ， L 50= 。 
L 50= 代入生產函數，得產出 Y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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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均衡勞動僱用量為50，實質工資為60，產出4,000。 

(二)若生產力 A 1.1= ，生產函數為： 2Y 110L 0.44L= − 。依題(一)方式重新求解。 L
Y

w MP 110 0.88L
L

∂
= = = −

∂
，

逆勞動供給： w 10L 440= − ，與勞動需求聯立，得 w 65.5= ，即實質工資為65.5。 

(三)1. A 1= 時，生產函數： 2Y 100L 0.4L= − ，勞動需求為： L 125 1.25w= − ，與勞動供給 L 2 0.8w= + 聯立，解得

w 60= ； 

2. A 1.1= 時，生產函數： 2Y 110L 0.44L= − ，勞動需求為： w 110 0.88L= − 與勞動供給 L 2 0.8w= + 聯立，得

w 63.52= ，即實質工資為63.52。 

(四)1. s
1L 44 0.1w= + ，取逆函數得 w 10L 440= − ，

S1L

dw
10

dL
= ； s

2L 2 0.8w= + ，取逆函數得 w 1.25L 2.5= − ，

S2L

dw
1.25

dL
= 。由

S1 S2L L

dw dw
10 1.25

dL dL
= > = ，可知 S1L 較陡峭。 

2.應選擇較平坦之勞動供給線分析，才能得到生產力衝擊對產出，就業有較大效果，否則其效果會如下面

的圖形分析一般，效果較為有限！ 

3.勞動供給線之斜率會影響總合供給線斜率，進而影響此一衝擊對總體經濟變數影響。若 sN 愈陡，則跨期

AS 曲線亦愈陡。若 AS 愈陡，則 AS 左移後就業及產出效果較小，實質工資效果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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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分析如上。原均衡點 0 0 0( , , )E p y r ，若生產力降低，產生供給面負面衝擊，使 0( )AS E 左移至

1( )AS E ，與 IS 曲線交於 F 點，須靠物價由 0p 上升至 1p ，實質貨幣供給減少使 LM 左移，才能達到新均

衡點 F 。因此，供給面不利衝擊將造成物價上漲，實質工資下降，就業減少，產出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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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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