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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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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四百年

• 「經濟」—以經濟學解釋社會現象

• 「社會現象」— 本書主要講經濟成長 (economic growth)

• 「四百年」—大約從1624年開始,台灣有較可靠的文字記

錄與統計數字

1. 台灣經濟四百年 4 / 29



經濟成長

• 經濟成長:人均 GDP 或人均所得提升

• 經濟成長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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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GDP (單位: 2010年國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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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C (1624–1662):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 鄭氏王朝: 1662–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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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GDP (單位: 2010年國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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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經濟成長」的起源: 工業革命

1,000

10,000

1600 1640 1680 1720 1760 1800 1840 1880 1920 1960 2000

200

500

60,000

5,000

2018

台灣

日本

美國

英國

國民政府VOC 日本清朝

工業革命

• 「現代經濟成長」:人均 GDP 成長率由幾乎等於0, 變成大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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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現代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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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 明治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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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 1950–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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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高成長 (1960年為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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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生活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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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1950年代初期

來源: 石徵 (雷柏爾,全漢昇, 與陳紹馨 (1954), 頁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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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生活真的很好」

“那時候一個月四百八,我每個月拿三百塊給我媽媽,

剩下的錢就是租房子、吃飯,車費。 以前的人都比較

省。 . . . 現在生活真的很好,苦都苦過來了,以前是一

直工作一直工作,沒有甚麼玩樂。”

蔡宮慧 (2014)

• 1967年的新台幣480元, 折合2019年的3,187元

• 「現在生活真的很好」是長期持續高成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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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並非所有的國家都有高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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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 墨西哥是台灣的2.2倍; 2018年, 墨西哥是台灣的37%,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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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效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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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效率很高」

“好幾位在台灣設工廠的美國經理人告訴我,他們所

僱用的女工效率很高。 平均來講,台灣女工學某一

項作業所需要的時間, 比美國女工少三分之一, 而

且做得更好。但是,她們領的月薪僅20美元,美國的

工資則是300美元。”

Hu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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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低與效率高

• 1960年代,台灣的工資低

• 產業結構改變

• 大約百萬人口移入

• 為何台灣女工效率比其他國家高?

• 1950年代,台灣的男女工人的效率也高,但經濟停滯

為何1960年, 高成長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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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奇蹟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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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奇蹟的推手?

• 郭岱君 (2015): 「尹仲容是 . . . 不可多得的觀念與政策的倡

導者及推動者」

• 「生技產業 . . . 當初工研院要開啟台灣 ICT 行業大約是同

時, 是當年李國鼎先生規劃的雙箭齊發之一。 可惜, 一隻

箭非常成功 (ICT 行業), 另外一隻箭遠遠落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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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奇蹟的推手

• 台灣經濟奇蹟的推手不是尹仲容,也不是李國鼎, 而是合

作分署與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官員們。 如果要找兩位來代

表,則卜蘭德與郝樂遜兩位署長是最佳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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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蘭德署長 (Joseph L. Brent) 與蔣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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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樂遜署長 (Wesley C. Haraldson) 與嚴家淦

4. 經濟奇蹟的推手 24 / 29



現代經濟成長與高成長

• 日治初期的 「現代經濟成長」是戰後高成長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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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代經濟成長的推手: 後藤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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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行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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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教訓

• 徐雯．官麗嘉 (2023): 王作榮始終懷念尹仲容, 「因為他是

個極愛國、極廉潔、極公正、極有擔當 . . . 的好長官。」

• 財經官員廉潔與公正值得讚賞,但與官員所做的公共決策

之好壞是兩回事

• 台灣長期經濟成長的歷史教訓: 市場機制比起管制, 更有

利於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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