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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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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xico and Taiwan

• Forbes: Why Taiwan’s Wages Are As Low As
Mexico’s, 2018.3.19

• 國發會/外交部: 嚴正駁斥

• 以匯率換算, 2016年台灣的薪資約墨西哥的

2.2倍
• 1960年, 台灣的薪資約墨西哥的幾倍?

10%

https://www.forbes.com/sites/ralphjennings/2018/03/19/taiwans-wages-are-as-low-as-mexicos-blame-china/#4de04e248889
https://www.forbes.com/sites/ralphjennings/2018/03/19/taiwans-wages-are-as-low-as-mexicos-blame-china/#4de04e248889
https://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114AAE178CD95D4C&sms=DF717169EA26F1A3&s=A2B8F330B4509F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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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

• 1969年,高中起薪720元, 40天後升至800元

• 1969年800元,等於2018年 4,791 元

• 資料來源:陳信行 (2006)
• 2019年起, 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3,100元

13.33%



High Growth

4/30

薪資: 墨西哥與

台灣

消費性電子業的

發展

比較利益

薪資停滯

結語

薪資

• 1969年,高中起薪720元, 40天後升至800元

• 1969年800元,等於2018年 4,791 元

• 資料來源:陳信行 (2006)
• 2019年起, 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3,100元

13.33%



High Growth

4/30

薪資: 墨西哥與

台灣

消費性電子業的

發展

比較利益

薪資停滯

結語

薪資

• 1969年,高中起薪720元, 40天後升至800元

• 1969年800元,等於2018年 4,791 元

• 資料來源:陳信行 (2006)
• 2019年起, 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3,100元

13.33%



High Growth

5/30

薪資: 墨西哥與

台灣

消費性電子業的

發展

比較利益

薪資停滯

結語

薪資所得與人均所得

• 薪資調查資料較少, 國際比較常使用 「人均國

民所得」 (或人均 GDP)

• 人均所得比反映薪資所得比

• 國民所得 = 薪資所得 +資產所得

• 2010年, 台灣是墨西哥的3.0倍

• 1960年, 台灣是墨西哥42.9%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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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的年代

• 台灣1960年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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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為何重要?

• 1953 vs. 2018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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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四小龍

• 從1960至2018: 墨西哥的經濟成長率低, 或台

灣的成長率高?

• 1960–2000年台灣人均 GDP 成長率全球第一

(6.47%)

• 第2–8名:
南韓, 赤道幾內亞, 波札那 (Botswana), 新加坡,
阿曼 (Oman),香港,與泰國

• 「亞洲四小龍」: 台灣, 南韓,香港, 新加坡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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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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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台灣

中國

南韓

墨西哥

美國

• 1960–2000: 台灣成長率世界第一

• Wh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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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獨立: 1950年之後

• 1895–1945: 日本帝國經濟圈 (米糖)

• 1945–1949:管制造成物價膨脹

• 1950之後:經濟獨立, 外匯不足, 物價膨脹,財
政赤字

• 尹仲容 (生管會): 「開源與節流」

• 開源 (砂糖出口賺取外匯)
• 紡織品進口替代政策

—管制紡織品進口,課徵高關稅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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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與高成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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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1956 1961 1966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全球平均

日本

台灣

• 1950年代台灣的出口比率低於全球平均

• 關鍵: 1960年代初期出口開始擴張

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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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源與節流」

• 「開源與節流」 無法解決外匯不足的問題

• 「開源」: 台灣產糖成本高於其他國家

• 「節流」: 1952年, 國內紡織品市場已飽和

• 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擴張, why?

• 1958–1962: 匯率制度與稅制改革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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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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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電氣機械紡織

• 「食品」 主要是砂糖 (公營企業)
• 「電氣機械」:電視機產業為起點

• 民營企業出口擴張: 紡織業與消費性電子產業

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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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出口

• 紡織業由本土企業經營, 消費性電子業主要是

美國與日本廠商來台設廠

• 電子業: 1960年代中期電視機與電子零組件,
1980年代初期, PC 產業開始發展

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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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電子業

• 1950年代, 內銷市場為主

• 1953年, 大同公司與日商簽約製電表;
1962年, 台灣松下成立

• Li (1967): 1964年, 外資在台灣生產的電機產品

(electrical), 國內銷售占總生產額的85.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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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美國的消費性電子產業

• 消費性電子 (Consumer Electronics) 產業:電視
機, 收音機

• 美國市場競爭激烈, 各大廠積極降低成本

• 電視機生產: 零組件, 映像管,組裝

• 1950年代中期,美國小廠商使用日本進口零組

件, 發現物美價廉 (Kenney, 2004)

• 1963年, Admiral與 Zenith 大廠從日本進口零組

件,美國所有廠商都積極尋找成本更低的產地

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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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Instrument: 1964

• Formosa! 「發現台灣!」

• 1964年,美國 General Instrument (台灣通用器

材) 在新店大坪林設廠生產零組件, 原料全部

進口,組裝後全部運回美國

• 1964年, 500名員工; 1970年底, 8,500名員工

• General Instrument 成功之後, RCA (1967),
Philco-Ford (1964)等各大廠都前來

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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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業外資 1970年底

廠商 員工數 主要產品

General Instrument 8,500 零件

RCA 2,300 零組件, 半導體,電視機

台灣松下 1,800 電視機, 收音機, 零組件

三洋電機 1,800 電視機, 收音機,電阻

Philco-Ford 1,700 電視機, 收音機,組件

Admiral Overseas 1,700 電視機,調諧器

Mitsumi (美之美) 1,500 調諧器,電容,線圈

• 1971年,美國 Zenith 在淡水設廠

• RCA與 Zenith 是美國最大彩色電視品牌 (市占率各約20%)

• 日本廠商也來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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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彩色電視機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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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1969 1971 1973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

台灣占進口比率

日本占進口比率

美國進口占消費比率

• 「台灣占進口比率」 指美國進口數量中, 來自台灣的比率

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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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美國廠商為何來台?

• 美國廠商為何來台?

• Hu (1966): 1960年代中期, 台灣女工的工資是美

國的 1/15, 日本的 1/3,香港的一半

• 1971年, Zenith 19吋電視的直接勞力成本 (direct
labor cost) 是18美元

到了1984年, 海外生產使成本下降為6分之1,
故勞力成本可節省15美元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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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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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frag replacements

日本

台灣

南韓

墨西哥

• 各國工資 (labor compensation) 對美國 (= 100) 之比值

(以匯率換算)
• 為何1960年代, 台灣的工資那麼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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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 L/K 比值

0.4

0.8

1.2

1.6

2.0

1901 1911 1921 1931 1941 1951 1961 1971 1981 1991

• Conjecture: 1950–1952年約移入100萬人, 占原有人口 1/7
• 1950年代, 台灣經濟停滯, 紡織品無法出口

• 勞動市場無工作機會, 只能回到農村,農業部門 L/K (農業

者對耕地面積比值) 上升

• 1960年代初期出口擴張之後,農業部門 L/K 下降

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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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僱用人數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914 1919 1924 1929 1934 1939 1944 1949 1954 1959 1964 1969 1974 1979 1984 1989 1994 1999

PSfrag replacements

女

男

• 單位:萬人

• 女性勞動僱用數: 1961年上升 (紡織業); 1964年再上升 (電
子業)。 但是, 1964年開始之資料來源與之前不同, 男女數

係由比率推估

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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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率 (Domestic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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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1975 1978

%

紡織

電機與電子

成衣

• 1964年, General Instrument自製率為0% (材料全部進口)
• 1975與1979年之統計不含加工出口區的國外廠商

• Domestic content: backward linkage
• 1977年台灣電子產品銷售額的結構比, 消費性產品占

49.5%,電子零組件占43.4%,通訊器材占6.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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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率 (Domestic content)

• 加工出口區對台灣電子業的發展並不重要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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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停滯:美國, 日本,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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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frag replacements

台灣

美國

日本

• 1980年 = 100
• 高成長也帶動薪資成長

• 但是, 1990年代中期之後, 台灣的薪資停滯, why?

8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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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外移

• Zenith 公司把彩色電視機工廠外移到墨西哥

與台灣,造成美國境內損失5,000個工作機會

(U.S. Congress, O�ce of Techonology
Assessment, 1983, 頁117)

• RCA 公司在1960年代中期工廠移至墨西哥與

台灣之後, 其在 Bloomington, Indiana 工廠的工

會衰落 (Cowie, 1999)

• implication?長榮空服員罷工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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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降低成本與勞動市場

• 廠商如何降低成本?

• 工廠外移

• 自動化

• 減少零組件 (Alic and Harris, 1986)

• 1970年代,美國電子廠外移,美國的平均薪資

停滯, 失業率上升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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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停滯

• 為何台灣的薪資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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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2011 2014

台灣

中國

墨西哥

• 勞動成本 (美元)/小時

• 美國廠商移出台灣, 日本廠商也移出; 台灣廠商也外移

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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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成本 (美元)/小時

• 美國廠商移出台灣, 日本廠商也移出; 台灣廠商也外移

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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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展望未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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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信行 (2006), “打造第一個全球裝配線,” 《政大勞動學報》, 20,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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