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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 人均 GDP (1990國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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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革命 (大約 1800年) 之前, 各國都是傳統農業經濟: 人均

GDP 水準低, 成長率幾乎為0

• 台灣現代經濟成長的起點: 1900年

• 日治初期的基礎建設, 戰後的高成長 (196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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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Institutions)

• North (1991): 制度是人類所制訂, 用以規範政治, 經

濟, 與社會的互動

• 市場經濟制度最有利於經濟成長

• 私有財產權

• 經濟選擇的自由 (相對於管制)

• 市場經濟制度運作的前提是政府發揮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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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荷治時期的土地制度

• 荷治時期 (1624–62)

• 狩獵: 維護獵區的土地產權

• 農耕: 土地私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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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清治時期的土地制度

• 清末的隱田

• 「業憑契管」 (林文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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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進口替代與出口擴張

• 進口替代: 日治時期的糖業, 1950年代初期的紡織業

• 出口擴張: 1950年代晚期解除匯率的貿易管制, 鼓勵

直接外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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