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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7章:惡性物價膨脹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因國共內戰財政惡化, 省政府須分

擔中央軍費與糧款,且台糖等重要物資出口改由中央經手,

台銀因「公庫墊款」與 「公營企業借款」貨幣發行持續激增,

推高通膨。經濟惡化。1948年八一九幣制改革, 金圓券取代法

幣,上海物價管制與固定匯率政策,導致熱錢湧入台灣。1949

年發行 「新台幣」,實施發行上限與黃金儲蓄存款政策,但未

能抑制通膨預期。最終因韓戰爆發, 美援進入,協助解決財政

赤字與物價問題, 惡性通膨逐漸緩解。 (董仲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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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7章:惡性物價膨脹

戰後初期,台灣經歷前所未有的惡性物價膨脹。本章以貨幣

供給與物價指數的變化為依據, 證實了惡性通膨的根本原因

在於貨幣供給的過度膨脹。早期主要是為支應公營企業資金

需求, 後期則用於融通中央政府財政赤字。政府透過台灣銀

行大量發行貨幣,導致物價指數大幅上升。1949年初雖實施

幣制改革,但同年底國民政府遷台後, 財政赤字進一步惡化,

銀行放款與貨幣發行隨之持續上升。直到1950年韓戰爆發,

美援介入, 政府財政收支才得以平衡, 物價才逐漸穩定。 (彭

馨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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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7章:惡性物價膨脹

1945至1950年間台灣的惡性通貨膨脹,其主因並非單純的

鈔票更換, 而是因政府長期財政赤字,導致台灣銀行被迫大

量發行貨幣。 國民政府戰後接收台灣後,將台灣資源用於支

應其龐大的軍費與行政支出,台銀要求民眾將資金轉為黃金

儲蓄存款等方式,來吸納資金並延緩通膨惡化, 無法從根本

解決貨幣發行失控與財政問題。 (邱宸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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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7章:惡性物價膨脹

1948年中國實施幣制改革時,台灣並未同步使用統一貨幣制

度,導致當時熱錢湧入台灣並加劇通膨。請問政府當時未統

一貨幣的原因是什麼? (董仲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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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7章:惡性物價膨脹

政府透過貨幣融通財政赤字是否必然導致惡性通膨? 是否存

在一個臨界點? (彭馨儀 )

1. 第 17 章: 惡性物價膨脹 8 / 18

吳 聰敏

吳 聰敏



提問—第 17章:惡性物價膨脹

惡性通膨的根本原因與貨幣發行的關聯, 是否有其他制度性

或結構性因素未被完全考慮?(譬如台灣戰後的重建困難或是

勞動力短缺) (邱宸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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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肥料換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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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8章:肥料換穀

1950年代台灣實施 「肥料換穀」、「管制稻米進出口管制」政

策,動機分別為政府財政赤字和減輕軍費造成的財政負擔、

外匯不足。 但政策實際目的不明, 猜測實施政策受到政治因

素的深度影響, 而非純粹的經濟考量。 (楊安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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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8章:肥料換穀

1954 年, 尹仲容在立法院報告指出台灣經濟面臨三大困難: 經濟獨立、人

口快速增加、生活水準提高導致消費上升但儲蓄未增。 經濟獨立的問題

是外匯不足, 源於貿易逆差,主要因砂糖出口減少 (國際競爭力下降, 過去
受日本保護主義影響)和糧食出口受管制 (為避免缺糧, 卻造成米荒)。 美

援解決了財政赤字和惡性通膨,但財政赤字仍因高軍費而嚴重。 政府通

過肥料換穀政策掌控糧食,1945 年起由糧食局獨佔肥料, 農民需支付約

1.7 倍高價, 成為主要受害者。 天災導致稻米供給減少, 意外促使政府檢

討政策,但政府卻欲提高穀額以增稅收, 與應減少的方向相反,對稻作生

產造成負面影響。 肥料換穀政策至 1972 年財政好轉時才結束。 此外, 糧
食局過量供應軍公教部門, 剩餘米糧被賣出, 而曾提議進口稻米內銷並出

口高價蓬萊米以賺取外匯。 (阮謙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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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18章:肥料換穀

肥料換穀政策是國民政府於1949年起在台灣推行的糧食管

控措施, 目的在於確保軍公教人員糧食供應並舒緩財政壓

力。政府要求農民以稻穀換取進口肥料,實際上形成隱性課

稅,且換穀比率常低於市價,導致農民負擔沉重。這項政策使

政府能以低成本掌握糧源,供應軍糧與外銷,但也引發對農

民權益的爭議, 一直延續至1972年才終止 。 (蔡侑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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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8章:肥料換穀

在美援發生前、發行新台幣後,台灣政府是否有能力實施貨

幣政策解決因通膨造成的財政赤字、外匯不足的問題,但同

時顧及反攻復國的神聖戰爭理想 (或一定需要外援,例如向

IMF 求助)? 為何想以肥料換穀、管制稻米進出口管制來改善

上述問題? (楊安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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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8章:肥料換穀

肥料換穀的目的是為了減輕財政負擔, 請問老師在研究的過

程中, 當時的政府曾對肥料換穀提出檢討, 是否有討論過其

他的政策以替代肥料換穀? (阮謙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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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第 18章:肥料換穀

肥料換穀政策是否合理地兼顧了國家糧食安全與農民的基

本權益? (蔡侑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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