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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aid

• 所有研究者都同意, 1958–1960年的改革啟動了高成長

• 改革為何出現?

• Scott (1979, 頁377): U.S. AID mission “often played the role

of ‘whipping boy’ for the development-minded official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consequence fo U.S. influence

was the creation in Taiwan a booming private enterpri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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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改革

• Haraldson (1959): “A favorable, promising business climate”

• 複式匯率改回單一匯率, 新台幣貶值到接近市場價位

• 外銷品原料退稅

• 吸引外資的法令

• . . .

• 要了解改革的重要性, 必須先了解管制政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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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式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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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式匯率

• 1949/6/15: 匯率是5元

• 但物價持續上漲,若匯率由市場供需決定, 新台幣會貶值

• 因為外匯存底不足,管制民間持有外匯:出口商的外匯須

賣給台銀,進口商向台銀買匯; 匯價由台銀決定

• 進口的匯價高估新台幣幣值 (抑制進口),出口的匯價

則接近市場價位 (鼓勵出口)

• 但是,因為擔心物價膨脹,出口匯價仍低於市場價位,

紡織品無法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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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顧問團

• 1954/8:美國經濟顧問團來台,這是美國試圖改變台灣管

制經濟體制的第一步

• 《美國經濟顧問團報告書》 (1954/10): 建議解除管制,轉向

市場經濟體制

• 1955–1958年期間, 成效有限

• Haraldson (1959) 的 「八點財經措施」是第2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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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顧問團團員

由左至右: Van Sickel,

Reinertsen, Steffan, Schmelzle,

Chen Cheng, Knoke, Peyton

團長: Roger Steffan (左三, 曾經

擔任美國艾森豪總統的首席

經濟事務助理

Ludwig Werner Knoke (右二, 紐

約聯邦儲備銀行副行長)負責

寫第2章 (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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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顧問團的建議

• 第1章: 為何市場經濟制度有利於經濟成長?

• 第2章: 複式匯率改回單一匯率, 新台幣貶值至市場價位

• 1954年4月: 徐柏園上任財政部長之後, 複式匯率制度變

本加厲, 「複雜程度前所未見」

• 1958年4月 (外匯貿易小組開會之後): 基本匯率為24.78,

結匯證匯價由市場決定 (仍為雙元匯率)

• Chien (1955) (1955/7/27): “the eventual evolution will point

to a unitary rate at a level of US$1.00 to NT$24.78.”

• 1961/6: 才改回單一匯率40元

1. 外匯管制 10 / 23



八點財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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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台灣

• 1958年4月12日外匯與貿易改革啟動

• 1958年8月23日中共對金門發動炮戰,但最後無功而返,

台灣的政治情勢也更加穩定

• 郝樂遜 (Haraldson) 於1958年2月上任合作分署分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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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經濟發展

• Haraldson 演講 (1959/6): 建議減少國防支出,增加儲蓄

• 1959/12/3:美國國際合作總署薩西奧 (Leonard J. Saccio)

代總署長訪台, 建議國民政府提出計劃以加速經濟發展,

若計劃具體可行,合作總署會考慮增加援助

• 尹仲容 (美援會副主委) 很快提出 〈經濟建設四年計劃〉,但

被郝樂遜打回票, 理由是 「不具體」; 尹仲容很快提出修正

計劃,又被打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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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點財經措施〉

• 尹仲容請求 Haraldson,能否寫下書面建議?

• Haraldson (1959/12/20): AnOutline of An Acceler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 (〈加速經濟發展計劃大綱〉,

簡稱為 〈八點財經措施〉)

• 相對於徐柏園於1955年對美方匯率改革建議的 「反其道

而行」, 尹仲容的態度值得記上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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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樂遜: 〈八點財經措施〉

1. 確實控制每年的軍事預算

2. 非膨脹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

3. 稅制改革

4. 單一而且符合現實的匯率

5. 解除貿易管制

6. 成立公用事業管理委員會

7. 建立資本市場

8. 公營事業民營化

• 目標:動員一切資源以鼓勵 . . . 民營企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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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時間表

• 1959/12/30:陳誠副總統與合作分署及駐華使館人員見

面,陳誠表示會支持改革, 葉格爾 (Eager)代辦建議加上改

革時間表

• 美援會依據郝樂遜的 〈八點財經措施〉, 發展成為 〈十九點

財經措施〉; 後者之內容並未超過前者,但加上預計完成的

時間表 (葉格爾的建議)

• 1960/1: 「十九點財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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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點財經措施〉 (1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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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環境

• Haraldson (1959):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並不是挑選出哪一項產業來

發展,而是創造並維護一個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環境」

(To develop a favorable, promising business climate)

• 相對的, 孫中山先生: 「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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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措施

• 實際的改革

• 廢除複式匯率制度, 新台幣匯率調整為40元

• 外銷品原料沖退稅

• 外資設廠的條件放寬

• . . .

• 以上的改革措施已經足以啟動紡織業出口,並吸引電子業

外資來台灣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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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credit

• Little (1979, 頁475): “But most credit must go to K.Y. Yin . . .

and to K.C. Yeh [C.K. Yen?]” (the view was based on

conversations with T.S. Tsiang and K.T. Li)

• Scott (1979, 頁377): “Even if this is right, aid may still have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by making it easier to embark on

what many must have regarded as a risky 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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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 or K.Y. Yin?

• Why is this important?

• Aid and K.Y. Yin代表完全不同的經濟思維

• 「十九點財經措施」之後, 尹仲容產業政策的思維並無改

變,在肥料換穀政策上,他認為政策合理

• 如果1958年的改革是因為尹仲容改變了其管制的思維,

應該會有後續的改革,但並沒有

• Scott (1979, 頁377): “Some controls and many high tariffs

remain. There is still scop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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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替代是出口擴張的基礎?

• 紡織品進口替代是出口擴張的基礎? No!

• Scott (1979, 頁378–381):若管制更早就解除,出口擴張更

早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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