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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旨在說明我們如何發展出經濟學的課綱。課綱最終公布的形式是

條列出基本概念 (包含項目, 條目, 與說明)。 但是, 這些概念並非各自

獨立, 而是彼此連結, 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學科概念。 經濟學是一門相

當成熟的學科,要在國高中的課程節數裡完整說明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是我們面對的挑戰。

我們採取的作法是, 想像自己在教室裡, 面對高中生與國中生, 向

他們解釋經濟的概念。 以下的主題與例子是我們經過多次嘗試與討論

之後, 所發展出來的。 換言之, 我們認為以下的主題順序, 應該可以讓

學生了解經濟的基本概念。

當然,教學不是照本宣科,每位老師有自己的教學方式。 因此,本文

的說明與例子只是一個教學案例,但或許對於老師與學生們不無參考

價值。

*本文為經濟學課綱說明初稿。 普高選修之 「制度與經濟成長」與 「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 兩單

元,因為課時限制,不列入課綱。 但原先所寫說明仍列於此,供參考。 小組成員: 吳聰敏,馬明宏,梁
蕙蓉,彭正浩,高川博,劉秀嫚。 林美麗老師經常出席小組討論,提供建議。 本文由吳聰敏執筆,他感
謝小組其他成員以及鄭秀娟的協助,他也感謝陳脩平,王惠民,陳家儀,劉姝言,蔡侑達對本文初稿
提供的評論與建議。 我特別感謝劉天祥老師義務細心校對, 並提出修改建議。 我們歡迎任何建議,
請寄: ntut019@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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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論

課綱的功能之一是提供教科書寫作的準則。從課綱到學生學習之間,尚有教科書與

授課教師, 而教科書編者與授課老師對於條列之準則可能有不同的解讀, 因此, 以

下我們以一些例子補充說明,希望更清楚地傳達條列準則的涵義。我們並非要求教

科書的編者直接採用這些例子,而是期待教科書的編者能參考這些例子,發展出更

多的案例。 以下的例子也將提供給老師與學生參考。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 其目的是解釋社會現象。 相對的, 自然科學則是解釋自然

現象。 以溫室效應為例,自然科學的目的是要解釋溫室效應為何出現,經濟學的目

的是要分析, 哪一些政策最能 「有效地」 解決全球暖化問題。 例如, 經濟學會分析

為何二氧化碳排放的 「限額與交易」是成本最低的碳減量的方法。

不過, 國高中經濟學課程的時間有限。 我們的建議是: 若在有限的時間內無法

講清楚,寧可不講。

2 課程設計

每學期實際授課時數受到國定假日、期中考及期末考的影響, 因此, 課綱的學習內

容安排把這些情況納入考慮, 課程時間安排少於學校行事曆的週數。 若課程安排

下來尚有多餘時間,建議進行議題討論,文字與口頭報告,或市場與企業參訪。

技術型與綜合型高中 (以下簡稱為技綜高)的課綱提供兩種可能性,一種是9節

課,另一種15節課。 技綜高為何要與普通高中有所區隔?這問題每個人的答案可能

不同。 但目前決議是,技綜高的經濟學課程時數比普通高中必修時數少。 我們假設

技綜高的畢業生比一般高中生會更早進入職場,課綱設計反映此點。

• 國中經濟學課程包含兩項主題:資源有限與選擇,價格機能

課綱參考節數預計12週, 12節課,每節4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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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經濟學主題 課綱項目

資源有限

與分配

資源有限與分配 (4)
誘因 (1)

價格機能

交易與專業化生產 (3)
貨幣的功能 (2)
市場競爭 (2)

• 括號內數字代表對於上課節數之

建議。

普高必修

經濟學主題 課綱項目

資源有限

與分配

資源有限與分配 (4)
誘因 (2)

價格機能

交易與專業化生產 (3)
供給與需求 (4)
市場機能與價格管制 (6)
市場競爭 (2)
外部成本 (2)

國民所得
國民所得 (3)
貿易自由化 (2)

• 國中階段, 觀念與例子以個人, 家

庭,學校為主;但高中階段,關於廠

商行為,社會議題與公共政策之分

析與討論應占一定比率。

• 以下所列的高中課綱項目,不再重

覆國中課綱項目。

普高選修

經濟學主題 課綱項目

物價膨脹 物價膨脹 (2)

景氣波動

薪資與勞動市場 (3)
景氣波動與失業 (2)
利率與固定投資 (2)
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 (3)

技術型高中 (15節課)

經濟學主題 課綱項目

資源有限

與分配

資源有限與分配 (3)
誘因 (2)

價格機能 交易與專業化生產 (3)

勞動市場 薪資與勞動市場 (4)

貿易自由化 貿易自由化 (3)

• 「薪資與勞動市場」 不討論實質薪

資。

• 「貿易自由化」 加入對勞動市場之

影響 (相對於普高選修)。

綜合型高中 (9節課)

經濟學主題 課綱項目

資源有限

與分配

資源有限與分配 (3)

價格機能 交易與專業化生產 (3)

貿易自由化 貿易自由化 (3)

• 「薪資與勞動市場」 不討論實質薪

資,也不討論工廠外移,移工,自動

化對勞動市場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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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綱項目 (國中)

3.1 資源有限與分配

3.1.1 資源有限與選擇

課綱主題: B.社會生活的組織與制度

課綱項目 課綱條目 課綱說明

a.資源有
限與分配

1. 個人與家庭為何
需要做選擇?如
何選擇?

2. 如何計算某項選
擇的機會成本?

3. 如何使用機會成
本的概念來解釋

選擇行為?

4. 價格如何影響資
源分配?

5. 比較不同資源分
配方法之利弊。

1. 以學生個人為例,探究個人有何資源?為何須作選擇?如何選
擇?

2. 家庭與學校有何資源?如何決定資源的用途?為何作此決定?

3. 某項資源只有 A, B用途,請說明使用在 A用途的機會成本
為何?相對的,若作 B用途的機會成本為何。 在什麼情況下,
資源所有人會選擇 A用途?

4. 使用機會成本的概念,說明價格變動如何影響人的選擇。

5. 舉例說明家庭與學校裡資源分配的方法,並比較不同分配方
法的利弊。 例如,若學校宣布,中午下課時間學生使用籃球場
每半小時需付費30元,你贊成或反對?為什麼?又如,學校內
有20個停車位,但有30位老師想要停車。請制訂兩種停車辦
法,並比較兩種停車辦法之利弊。

建議課時: 2
經濟學基本觀念: 資源有限,選擇,機會成本,資源分配
補充說明:定義機會成本。

下課時間, 學校裡的籃球場誰使用? 先占先贏。 在學校裡, 籃球場是稀少的資

源,而資源分配的方法是先占先贏。 「先占先贏」是理想的分配方法嗎?未必。 距離

球場較遠教室的學生不易搶到。

有沒有其他分配的方法? 有。 電腦教室與音樂教室的分配使用是由學校指定,

在指定的時間,你才能使用。 籃球場也可以使用同樣方法。 例如, 第一節下課是一

年級同學優先使用,若一年級同學不用,其他年級可使用。

不過, 學校之外, 「先占先贏」或 「指定使用」的分配方式其實很少見。 例如, 週

末看電影,既非先占先贏,也非指定使用,而是買票的人可以進場,沒票的人無法進

場。 換言之,願意付票價的人可以進場看電影。

以上的 「先占先贏」, 「學校指定」與 「買票進場」,都是資源分配的方法,資源是

指球場,電腦教室與電影院。 資源之所以需要分配, 原因是資源有限。 如果想打球

的人都有球場,任何想看電影的人都可以進場 (不需買票),資源不需要分配。 換言

之,資源需要分配的原因是資源有限 (scarcity),這也是經濟問題的起點。

除了球場, 電腦教室與電影院, 個人也有資源, 因此, 也有資源分配的問題。 對

個人而言, 資源主要指時間與金錢。 時間資源是有限的, 因為一天只有24小時,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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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當然也是有限的。 某甲有2小時空閒與150元,資源可用於打球與喝飲料,或者看

電影。 人會把資源用於能產生最高價值 (滿足程度最高)的用途。 例如,若打球與喝

飲料的價值是100單位,看電影的價值是80單位,則某甲會選擇打球與喝飲料。

以上對選擇行為的解釋可以用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 的概念重講一次。

對某甲而言, 把資源用於 「打球與喝飲料」的機會成本是80單位。 反之, 把資源用

於看電影的機會成本是100單位。 因此,把資源用於特定用途的價值若高於機會成

本,人會選擇該用途。

資源各種用途之價值有多高, 各人的評估不同。 對某甲來說, 看電影的價值是

80單位,但是乙可能認為是110單位。此外,事前與事後的評估也可能不同。某乙看

完電影後,可能認為價值只有70單位。 不過,影響某乙選擇的是事前的評估。

以上例子假設資源僅有兩種用途,事實上資源有多種用途。 但使用機會成本的

概念,我們僅需比較機會成本即可。

• 選擇購買平價手機或頂級手機,取捨之考慮為何?

• 暑假期間,你可以作何活動?你為何選擇作此活動?

3.1.2 資源分配

課綱主題: B.社會生活的組織與制度

課綱項目 課綱條目 課綱說明

建議課時: 2
經濟學基本觀念:
補充說明:

上一單元的例子裡, 「先占先贏」, 「學校指定」 與 「買票進場」, 都是資源分配的

方法。 「買票進場」 分配資源的方法又稱為 「以價格決定資源分配」。 為什麼? 若電

影票是200元, 進場看電影的人會較多。 電影票若是300元, 進場看電影的人會少

一些。 某甲與某乙都想看電影,但某甲只願意付250元,某乙願意付320元。 若票價

是200元, 某甲與某乙都會去看; 若票價是300元, 某甲不會去看, 某乙會。 價格上

漲到高於320元,某乙也不會看。

臺灣一般家庭外食的比率很高。 若在家裡晚餐, 家裡要有人要先買菜, 之後花

時間準備晚餐。 因此,在家裡晚餐或者外食,事實上是資源分配 (時間與金錢)的問

題。 若決定外食,所花時間較少,但所花金錢可能較多,也可能較少。 若外食的價格

很高,家庭外食的比率應該會較低。

現代社會裡,絕大部分的資源都是經由價格分配。 早晚餐,衣服,電腦,手機,交

通工具,居住等選擇,都決定於價格。 那麼,以價格決定資源分配,比起先占先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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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機構指定要好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 可以想一下, 若看電影也是先占先贏, 誰

會來開影城放電影給大家看?

雖然大部分的資源分配受價格影響,但是,學生的時間會用在哪裡,似乎與價格

無關。 小孩子到一定年齡之後須上學。 父母要求小孩 「打電動不能超過 1小時」,小

孩子的時間如何分配,部分決定於父母。

• 臺北市的 U-Bike一開始是前半小時免費 (先搶先贏), 後來改成收費5元。 請比

較免費與收費5元之利弊。 如果免費,誰會提供 U-Bike?

• 如果超商所有商品都是免費的,有人會開超商嗎?

• 臺灣的國民基本教育基本上是免費的,既然是免費,教室是誰提供的? 哪些人來

當老師?

• 你平常一天24小時如何分配使用?週末的24小時如何分配?為何如此分配?

• 為何父母要幫小孩決定時間如何運用?

• 各年級與各班如何分配使用電腦教室?這是誰決定的?分配的原則為何?

• 臺灣家庭外食的比率很高,請猜測原因為何?為何外食與自己煮飯是資源分配之

選擇?

3.2 誘因

課綱主題: B.社會生活的組織與制度

課綱項目 課綱條目 課綱說明

b.誘因 1. 舉例說明,家庭
與學校如何透過

誘因影響學生的

行為?

2. 為何不同人對同
一誘因的反應不

同?

1. 誘因是指誘發特定行為的報酬,或抑制特定行為之懲罰。 提
高報酬或減少懲罰稱為正向誘因, 反之, 降低報酬或提高懲
罰稱為負向誘因。

2. 誘因可分金錢誘因與非金錢誘因,請舉例說明家庭與學校提
供的金錢誘因與非金錢誘因。

3. 同樣的誘因對不同人的影響可能不同,原因是同一個誘因的
價值對每個人未必相同。

建議課時: 2
經濟學基本觀念: 誘因,正向誘因,負向誘因
補充說明:

經濟誘因 (economic incentive)是指誘發特定行為的報酬,或對特定行為之懲

罰。 例如,成績好的學生可以得到獎學金,獎學金是讓學生努力用功的正向誘因 (pos-

itive incentive)。 作弊要記過, 因此記過是防止作弊的負向誘因 (negative incen-

tive)。 人會做何選擇, 決定於該項選擇的利益 (好處) 與機會成本的相對大小, 而

家庭與學校常經由改變利益與機會成本,來影響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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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發現小孩成績不好,可能嚴詞指責: 「下次再考這樣的成績,零用錢減少!」。

零用錢減少,小孩可以使用的資源減少,因此這可以說是 「不用功」的負向誘因,但

可以說成是努力用功的正向誘因。 父母也可以直接提供正向誘因: 「如果下次成績

進步,每天打電動的時間可以增加半小時」,前者是負向誘因,後者是正向誘因。 學

校的獎學金制度也是讓學生努力用功的正向誘因。

價格高低會改變誘因,影響行為。 價格高時,消費量會減少。 臺北市自2000年7

月開始,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的政策。 依行政院環保署的統計, 2000年臺北市的垃

圾清運量是974,016公噸,資源回收量48,992公噸, 2002年,垃圾清運量減為741,890

公噸,資源回收量增為221,391公噸。

另外一個例子是油價對開車的影響。 臺灣不產石油,汽油價格受國際原油價格

影響, 汽油價格上漲時, 開車的人變少。 例如, 2011年時因為油價高, 當年前8個月

的車流比上一年同期減少4.5%。 相當於 1,450萬車流量 (交通部統計)。 不過, 臺灣

常實施 「油價凍漲」政策,這等於是在高油價期間鼓勵大家多開車。

• 誘因可分金錢誘因與非金錢誘因。 超商的公仔貼紙是哪一種誘因? 百貨公司週

年慶通常提供哪一種金錢誘因?

• 學生上高中須考會考。 目前,美術與體育並非會考考科,學生花在這兩科的時間

會比英文與數學多或少?

• 酒駕肇事,害人害己。 請問有何方法可以減少酒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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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交易與專業化生產

課綱主題: B.社會生活的組織與制度

課綱項目 課綱條目 課綱說明

c.交易與
國際貿易

1. 如果沒有交易,
家庭如何解決食

衣住行的需求?

2. 人為何從自給自
足轉向交易?

3. 自願的交易為何
對雙方都有好

處?

4. 臺灣若開放外國
商品進口,對哪
些人有利?對哪
些人不利?

1. 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 有一些是家裡自行生產的, 有一些是
交易而來。

2. 家庭從自己生產改成從市場購買, 主要原因是成本較低, 或
者品質較佳。

3. 交易發生之後, 交易雙方都可以較低的價格購入商品, 故對
雙方都有利。 例如,臺灣若與日本貿易,在臺灣生產較便宜的
產品會在臺灣生產,並出口至日本。 反之,在日本生產成本較
低的產品會在日本生產,並出口到臺灣來。

4. 例如, 臺灣從日本進口某產品, 則臺灣生產該產品的廠商將
面對國外廠商競爭,較為不利。 他們會反對商品進口。

5. 例如,網路購物盛行對傳統實體店面不利。

建議課時: 2
經濟學基本觀念: 交易,國際貿易,貿易障礙
補充說明:

學生早上可能是在家裡吃完早餐再到校, 也可能是在早餐店買份早餐帶到學

校。 若是買早餐, 學生與早餐店老闆進行交易 (trade), 如果在家吃,學生的早餐似

乎可以稱為是自給自足。 不過, 即使是在家裡吃早餐, 材料 (牛奶,麵包等)通常也

是事先從超市買來,存放冰箱裡。 因此, 即使是在家裡吃早餐, 也是經過市場交易,

只是交易的對象是超市。

如果你願意花 50元買一份早餐, 表示吃下早餐的滿足程度至少是 50元。 相對

的,早餐店老闆願意以50元賣給你一份早餐,表示他花錢買進材料,再花時間做成

一份早餐的總成本不超過50元 (如果總成本超過50元,老闆會賠錢)。 以上的例子

說明,早餐的交易對消費者 (學生)有利,對生產者 (早餐店老闆)也有利:自願的交

易對雙方都有利。

不少學生會到才藝班上課。 學生買早餐, 才藝班的老師也買早餐。 學生與老闆

之間的早餐交易對雙方都有利,老師與老闆的早餐交易也是如此。 而且,如果早餐

店老闆有個小孩在才藝班上課,老師與老闆之間有另一項交易。老師是向老闆買早

餐,老闆則是向才藝班買 「教育服務」。

老師也可以自己準備早餐, 他就不必向老闆購買。 那麼, 老闆可以不必向老師

買教育服務嗎?可以,但此時老闆必須自己花時間教小孩 (還要有一點才藝)。 老闆

願付學費讓小孩子到才藝班上課,表示學費比自己教小孩的成本更低。才藝班老師

願意開班教學,表示教學收入高於開班授課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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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個例子說明了交易的利益。 學生從在家裡吃早餐改成向早餐店買,表示

他花在早餐的成本下降。 早餐店的老闆從自己教小孩, 改成送小孩到才藝班學習,

表示小孩子學習才藝的成本下降。 因此, 市場交易使產品 (與服務)以成本較低的

方法生產出來。

交易不僅出現在一國之內,也發生在國家之間,國家間的交易又稱為國際貿易。

想一下自己的食衣住行, 你會發現很多東西都是國外做的。 早餐的麵粉是美國進

口,衣服是中國製造,房子是臺灣的營造廠商蓋的,但部分建材可能是中國進口。你

的腳踏車是臺灣廠牌,但剎車器可能是日本廠牌。

很多人主張愛用國貨,但現實是,臺灣有許多進口品。 主要原因是:進口品較國

貨便宜。 你可能擔心, 如果大部分的產品都是進口, 那臺灣的產品要賣給誰? 答案

也很簡單,臺灣許多產品賣到國外去。 臺灣的電腦行銷全世界,原因是臺灣設計與

製造電腦的成本低於美國,英國,日本,歐洲。 臺灣製造的高檔腳踏車也是如此。 換

言之,國際貿易是有來有往。

交易出現後導致生產專業化 (specialization),專業化意指每個國家會專注於生

產有 「比較利益」的商品。 臺灣的電腦行銷全球,表示臺灣在生產電腦上有比較利

益,意思是說,臺灣製造電腦的成本比其他國家低。臺灣進口美國與澳洲的牛肉,表

示美國與澳洲在畜牧業上有比較利益,原因是兩國都有幅員廣大的領土。

國際貿易能否出現, 與運輸成本也有關。 泰國米的生產成本低, 但如果泰國米

運到臺灣的運輸成本很高, 稻米貿易仍然不會出現。 1950年代貨櫃輪船出現之後,

商品運輸成本下降,大幅促升了國際貿易。

不過,有些國家會透過進口管制與關稅政策,減少國際貿易。 例如,臺灣稻米生

產成本比泰國高, 但因為我們管制稻米進口量, 因此, 每年從泰國進口的稻米數量

並不多。

• 每個國家有其比較利益,同樣,每個人也有各自的比較利益。

• 請問班上同學,未來的生涯規劃為何,這是否反映各自的比較利益?

• 如果從泰國進口更多的稻米,臺灣消費者可以有更多便宜米可以選擇,那臺灣為

何要管制稻米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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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貨幣的功能

課綱主題: B.社會生活的組織與制度

課綱項目 課綱條目 課綱說明

d.貨幣的
功能

1. 為什麼會出現貨
幣?貨幣有何功
能?

2. 使用儲值卡和使
用貨幣買東西有

什麼不同?

3. 使用信用卡和使
用貨幣買東西有

什麼不同?

4. 買賣外幣通常透
過銀行,哪些人
會想要買外幣

(如日圓或美元)?
哪些人會想要賣

外幣 (如美元)?

1. 貨幣帶來哪些便利性?

2. 從古至今有哪些物品曾經被當作貨幣,為什麼這些物品可以
被當作貨幣?它們具備哪些特性?

3. 以儲值卡購物之前, 必須先存入一筆錢在儲值卡帳戶內, 當
儲值卡內儲存之餘額不足時,將無法進行交易。

4. 以信用卡購物時,持卡人可能帳戶內並沒有錢。 但信用卡帳
單到期付款時,刷卡人必須有錢可以償還。

5. 匯率是指 1單位外國貨幣 (如 1美元)可以交換多少新臺幣。

建議課時: 2
經濟學基本觀念: 貨幣,儲值卡,信用卡,匯率
補充說明:

貨幣是交易的媒介。 現代經濟裡的貨幣包括紙幣與硬幣 (銅板),但早期的社會

裡, 所有的貨幣都是硬幣。 例如, 清治時期臺灣流通的是銅錢與銀錠, 以及外國銀

幣。 臺灣開始流通紙幣是在日治初期。

為何從硬幣變成紙幣? 主要原因是使用硬幣的成本高。 想像一下, 如果臺灣今

天仍然只流通硬幣,你想要買一件400元的衣服,要隨身帶40個10元的硬幣。 貨幣

是交易的媒介,因此,使用紙幣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日治時期流通的紙幣改名為 「臺幣」。 但接下來的4年

期間, 臺灣銀行對於貨幣發行失去控制, 臺灣出現嚴重的物價膨脹現象。 1949年6

月15日,政府宣布廢止原先流通的 「臺幣」,改發行 「新臺幣」,新臺幣1元兌換臺幣4

萬元。

紙幣的使用比硬幣方便,不過,任何事情都有進步的空間。 你在超商購物,可以

使用貨幣付帳,也可以使用悠遊卡或一卡通 (或類似的儲值卡)付款,更為方便。 儲

值卡運作的前提是先要 「儲值」,沒有儲值的卡片無法付帳。

除了儲值卡之外, 信用卡是另一種支付方法, 但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使用儲值

卡時, 付款者已把一定的錢事先存入特定帳戶內, 以儲值卡付款時, 店家即從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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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帳戶取得款項。

相對的, 以信用卡付款時, 店家同意讓你先取得商品, 但約定你在下個月付款。

換言之,從刷卡開始到下個月實際付款時,你屬於欠債未還的狀態。 下個月付款之

後,你才還清欠款。

貨幣可以買商品,也可以買其他國家的貨幣。若新臺幣30元可以買1美元,新臺

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是30。 哪些人會買外匯 (外國貨幣)?到日本旅遊之前,可以到

銀行買一些日圓。 銀行的日圓哪裡來?臺灣的電腦廠商出口電腦到日本,若日本人

支付日圓,則臺灣廠商取得日圓。 因為日圓在市場上無法流通,故廠商通常會把日

圓賣給銀行。

• 請舉一個價格長期下降的例子 (答案:幾乎所有的電子產品)

• 請舉一個價格長期上升的例子 (答案:便當)

3.5 競爭與獨占

課綱主題: C.社會的運作、治理及參與實踐

課綱項目 課綱條目 課綱說明

a.市場競
爭

1. 家庭與學校附近,
哪些商家的競爭

較激烈,原因為
何?

2. 店家出售的商品
可能是不同廠商

製造的,哪些商
品的競爭較激

烈?原因為何?

3. 廠商間競爭愈激
烈,對消費者有
什麼影響?

1. 當同一個市場上廠商家數越多時,廠商間的競爭會越激烈。

2. 廠商可能以價格競爭,也可能以品質競爭。

3. 廠商間的競爭可能是價格更低 (例如: 各大主題樂園折扣入
場),或是提供更好的服務。

建議課時: 2
經濟學基本觀念: 競爭
補充說明:

依據經濟部的統計, 臺灣2014年底每2,300人就有一家超商, 臺灣超商密度全

球居冠。 在都會區,住家附近一定有幾家超商,有些甚至是同一連鎖店。 超商多,消

費者便利。 更重要的是,超商多表示競爭激烈,消費者不必擔心是否會買貴了。

但如果你是超商的店長,你希望獲利愈高愈好。獲利方法之一是訂價高一點,但

顧客一旦發現你的訂價高,因為鄰近還有其他商店,就不再上門。 獲利方法之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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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新產品,新產品可以賣貴一點。 不過,新產品若成功打開市場,鄰近的商店也會

跟進。 一旦他們推出類似的產品,競爭之下新產品價格就會下降。 獲利方法之三是

提供更好的服務,以吸引更多的顧客上門。 不過,你的服務好,鄰近的超商也跟進。

相對於競爭,若市場上只有一家廠商經營,稱為獨占市場。 現代經濟裡,獨占很

少見,比較常見的是,某一產業只有少數幾家廠商。

以上例子說明,對消費者最有利的情況是維持市場競爭的環境。 如果沒有競爭,

市場會是什麼情況?

現代社會不分男女老少,幾乎人人都有手機。 手機的運作需要有電信公司提供

通訊服務。 在 1997年以前因為政府管制, 臺灣只有中華電信公司獨家經營電信業

務。 1997年2月之後,才開放民營電信公司設立,包括臺灣大哥大,遠傳等。

在沒有開放之前,人民想要購買行動電話服務,向中華電信公司提出申請,需要

排隊兩三個月才能拿到。 民營電信公司開放設立之後,在競爭之下,所有的電信公

司都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你今天到任何一家電信公司申請,隨到隨辦,新手機很快

就可以通話。 為何開放前後, 服務品質之差異如此大? 原因很簡單, 如果你對甲公

司的服務或價格不滿,隨時可以換到乙公司。

一般而言,廠商家數愈多,市場競爭愈激烈,消費者受益也愈多,意思是說,產品

與服務的價格便宜,品質佳,創新不斷出現。臺灣的超商是一個例子,早餐店是另外

一個例子。 但有時候,市場上即使只有少數幾家廠商,競爭也非常激烈。 例如,臺灣

的手機通訊服務是少數幾家廠商提供,但競爭激烈。

手機硬體是另一個例子。 以蘋果公司的 iPhone為例,第一代 iPhone於2007年

上市之後,到今天市場上智慧型手機公司總數可能不超過 10家,但激烈競爭下,手

機價格不斷下降 (把新增功能納入考慮),品質不斷提升。

• 競爭可能是價格競爭,但也能是非價格競爭 (例如,提供更好品質)。

• 小鎮原先只有一家超商,現開了另一家之後,超商內商品的價格與服務品質會有

何改變?超商的利潤之變動為何?超商之創新與廣告活動會有何改變?

• 為何遊樂區內的食物比外面貴?

• 以往電影院禁帶外食,電影院管制的可能理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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