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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TO架構下兩岸要素移動對我國經貿衝擊之動態一般均衡分析 

 
 
 

摘  要 

 

  近年來，針對兩岸加入WTO對全球、區域及兩岸經濟造成的衝擊，所進行

的一般均衡分析，如Wang(1997)、林幸君、劉瑞文、徐世勳(1998)、翁永和、許

光中、徐世勳(2001)、Sun et al.(2001)及林國榮等(2001)，大多集中於商品貿易自

由化所衍生之總體及產業濟影響。然而對於兩岸入會後另一個所需面對的重要課

題－生產要素移動的更行活絡，對兩岸、區域甚至全球經濟所產生的關聯效果

（linkage effect），則尚未有嚴謹的實證探討。由於要素國際移動涉及到多地區、

多部門以及要素替代性、經貿關聯性，是故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透過一

組全球性的多國經貿關聯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簡稱

CGE)模型，實證分析兩岸生產要素移動對我國總體、產業、貿易發展的所帶來

的經濟衝擊。政策模擬結果顯示，開放中國大陸投資短期或許會造成國內資金的

外流(移向中國中國大陸)，使實質 GDP 下降，但長期而言，開放中國大陸投資

能加速兩岸產業分工，使台灣在中國大陸設廠的母公司競爭力增強，而對我國經

濟成長將有正面的助益。以產業面來看，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短期可能造成所謂

「產業空洞化」的現象，但若以長期來言，此現象將因投資回饋效果而消失。而

兩岸貿易變化上，我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將因開放中國大陸投資再度上

升，對中國大陸出超亦將持續擴大。 

  

關鍵詞：可計算一般均衡(CGE)分析，世界貿易組織， GTAP模型 



 II

An Dynamic Economy-Wide Analysis on Impacts of Factors 
Mov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under the WTO 

Framework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intend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factors mov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under the WTO framework. To begin with, the 

multi-regional and multi-sectoral CGE model-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model and data(Version 5)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conomy-wide 

impacts of liberalizing factors mov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under the 

WTO framework.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if the trade creation effect 

exists due to the investment, th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Cross-Strait 

industries will be enhanced.  Taiwan's industries that have factories set in 

China will increase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aiwan will benefit 

significantly from liberalizing her investment in China. 

 

Keywords: CGE Analysis, WTO, G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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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兩岸經貿往來更行活絡。台灣處理兩岸經貿

問題的態度亦從保守轉變為日趨開放。尤其自 2002年台灣及中國大陸加入WTO

後，兩岸間勢將面對締約成員都必須遵守的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平等互惠、

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等基本規範，近期政府在考量大環境的趨勢下，已調整以「積

極開放、有效管理」1來代替「戒急用忍」政策，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將愈形擴

大，在WTO架構下，兩岸生產要素之移動，亦將更形活絡。 

目前國內對於國際間資本移動對經濟影響之實證文獻，多以傳統計量模型或

數值趨勢分析進行研究，如張淑真(2000)以趨勢分析的方式對台商赴中國大陸投

資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加以探討，其結果顯示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規模已逐漸擴

大，投資產業逐漸偏向技術與資本密集，投資區域從南到北、從沿海向內陸移動，

投資型態以合資、獨資最為普遍。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影響，在資本形成方面

及產業結構方面，目前看不出有嚴重不利的影響，甚至可以看成台灣產業轉型、

升級的良好契機。劉邦典(1999)亦運用趨勢分析針對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對台灣

企業與產業影響效果進行評析，研究結果顯示，三分之一中國大陸台商所生產之

產品，在國際上與台灣本土企業形成競爭，台灣產品競爭力不如中國大陸台商之

比例，約占 4.1%；但超過中國大陸台商者，有 34.3%，另外有 14.4%之中國大陸

台商之產品與台灣本土產品形成互補。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後，在台之母公司的

營業額，平均呈提升趨勢。林啟淵(1995)針對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對台灣農業規

                                                 
1 政府對於「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主要作法如下:1)凡有助於提高國內產業競爭力、提升企業

全球運籌管理能力者，應積極開放；國內已無發展發展空間者，不予限制；但赴中國大陸投資

可能導致少數核心技術移轉或流失者應審慎評估。2)放寬中國大陸投資資金限制，建立風險管

理制度：赴中國大陸投資資金來源應多元化，並檢討放寬上市、上櫃公司及其他個別企業在中

國大陸投資累計金額上限等有關限制；放寬五千萬美元以上個案，建立專案審查機制。3)在建

立相關配套措施及保障投資安全前提下，開放企業赴中國大陸直接投資。4)配合中國大陸投資

政策調整，准許未經核准赴中國大陸投資廠商補報備登記。5)強化中國大陸台商產業輔導體

系，積極協助台商降低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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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與資本形成之影響進行研究，其運用問卷的方式及基本數值資料分析結果顯

示，在政府不准許廠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的情況下，會選擇在台灣投資者均為農產

加工品廠商，至於初級農產品，即使政府不准許其赴中國大陸投資，廠商也不會

選擇在台投資；此表示開放初級農產品赴中國大陸投資並不會影響台灣農業的資

本形成，至多是透過產品的競爭與互補效果對台灣農業規模造成影響，再間接對

台灣農業資本形成造成影響。另外吳重禮、嚴淑芬(1999)運用計量的方法探討我

國對於中國大陸投資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兩岸當局的互動以及雙方對於重要事

務所採取的政策措施，可能影響我國企業至中國大陸投資；再者，國民所得差額

對於中國大陸投資的影響程度，亦會隨著兩岸政治局勢的改變而有所不同。 

在國外文獻方面，對台灣開放中國大陸投資的文獻甚少，但在探討中國大陸

投資決定因子的研究則多半使用計量的方法來探討投資方面的問題，如

Dees(1998)、Liu et al.(1997)皆利用 12年的 panel data來分析中國大陸投資的決定

因子。 

由以上文獻的探討可大致瞭解我國對大陸投資的概況，及前述學者對未來趨

勢的看法，不過對於總體經濟與產業結構衝擊的模擬評估則較不足。開放兩岸間

生產要素移動之經貿影響涉及跨國間的貿易投資、產業間的結構變動及投入要素

的配置調整，故宜採用多國多部門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以下簡稱 CGE)來探討，較能得到較完整的評估。 

由於兩岸加入 WTO 亦涉及多國間貿易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運用 CGE 架

構之多國多部門的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簡稱 GTAP)

與資料庫，探討在WTO架構下，政府對中國大陸開放投資政策所產生影響，包

括國內投資是否因此下降、產業空洞化現象等。在國際間經貿互動關係的政策模

擬上，GTAP模型為目前國際上應用最普遍的分析工具。 

本研究計分為六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說明兩岸經貿往來的現況；第三

節介紹實證模型基本架構；第四節為資料處理說明及模擬情境設定；第五節為政

策模擬結果分析；第六節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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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經貿之概況 

台灣與中國大陸分隔四十餘年，直到 1987年 11月政府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

後，兩岸經貿交流才逐漸開啟。在這之前，兩岸貿易雖已建立間接往來雛型，惟

因當時接觸仍屬初期試探階段，範圍有限。表 1 顯示，1988 年台灣對中國大陸

貿易總額為 27億 2,090萬美元，比 1987年 15億 1,540萬美元增幅近 1倍。1992

年政府再制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至此兩岸間的經貿往來漸趨緊密，2002年

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值估計達 294億 6,500萬美元；台灣自中國大陸進口值估計

為 79 億 4,770 萬美元。同期間，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也逐漸攀昇，如

表 2所示，自 1993年起台灣對中國大陸出超金額佔台灣總貿易順差金額比重已

超過 100%。另言之，若扣除對中國大陸順差的部分，則台灣整體貿易餘額是呈

現逆差的情況。比重最高之年份--1998 年該比例甚至達 242.68％，2002 年台灣

對中國大陸出超金額佔台灣總貿易順差金額比重則為 119.10％。台灣對中國大陸

貿易依存度逐年上升，中國大陸儼然已成為我國最主要的貿易國家之一。 

再由投資面觀看兩岸的發展：我國對外投資在 1980 年代中期隨經濟結構改

變而大幅增加，中國大陸地區除具備開發中國家低廉的勞動工資外，更多了文

化、語言與國內相似的特性，遂使國內廠商在比較利益選擇上紛紛至中國大陸設

廠。針對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發展，基本上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史惠慈，2001)：

試探性階段(1981年~1986 年)、擴張性階段(1987 年~1991 年)、全面性投資階段

(1992以後)。在全面性投資階段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急速增加，就中國大陸所

公布之投資審核數據，1992年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項目 6,430件，協議投資金額

55億 4,300萬美元，平均每件投資案之協議金額為 91萬美元。1994年受中國大

陸宏觀調控及稅制改革的影響，台商投資腳步放慢，但當年仍有 53 億 9,500 萬

美元之多，到 1995 年下半年受兩岸關係緊張的影響，投資潮才漸消退，其後又

因亞洲金融風暴、國際經濟不景氣、政府「戒急用忍」政策及中國大陸對「兩國

論」的反應過當等影響，造成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意願降低，1998 年對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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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台商投資的實際利用金額為 29 億 1,500 萬美元，占外商在中國大陸直接投資

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 6.14%，為中國大陸引進外資的第四大來源。2000年以後，

受到國內景氣低迷、政局不安、預期國內經濟持續走壞及未來「全球化」貿易趨

勢的影響，使投資中國大陸的風潮再顯高峰，2002 年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項目

4,853件，協議投資金額 67億 4,084萬美元，平均每件投資案之協議金額為 139

萬美元。1999-2002年間，台灣投資中國大陸金額平均年增率達 22.62％。 

  早期赴中國大陸地區投資之台商，多屬傳統勞力密集型產業，投資金額不

大，投資者以中小型企業居多，並以加工出口型態為主。近期隨著中國大陸經濟

持續改革、市場逐漸開放下，台商投資規模亦漸趨擴大也多樣化，赴中國大陸廠

商亦有由傳統勞力密集產業轉向技術、資本密集產業的趨向。1991-2002年累計

赴中國大陸投資金額佔台灣赴中國大陸投資總金額的比重以電子及電器製造業

達 32.58％居首，其次依序為基本金屬製品製造業 8.45％、塑膠製品製造業 7.12

％、化學品製造業 6.59％以及食品及飲料製造業 5.60％2。近年來，傳統產業外

移中國大陸的腳步則呈逐年減緩的趨向。 

 

                                                 
2 資料取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表 12，2003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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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兩岸歷年貿易統計 
單位：百萬美元；% 

 臺灣對大陸 臺灣自大陸 臺海兩岸貿 臺灣對大陸 臺灣自大陸

期 間 出口估計 進口估計 易總額估計 出口比重 進口比重 
1983 201.4 89.9 291.3 0.80 0.44 
1984 425.5 127.8 553.3 1.40 0.58 
1985 986.8 115.9 1,102.7 3.21 0.58 
1986 811.3 144.2 955.5 2.04 0.60 
1987 1,226.5 288.9 1,515.4 2.28 0.83 
1988 2,242.2 478.7 2,720.9 3.70 0.96 
1989 3,331.9 586.9 3,918.8 5.03 1.12 
1990 4,394.6 765.4 5,160.0 6.54 1.40 
1991 7,493.5 1,125.9 8,619.4 9.84 1.79 
1992 10,547.6 1,119.0 11,666.6 12.95 1.55 
1993 13,993.1 1,103.6 15,096.7 16.47 1.43 
1994 16,022.5 1,858.7 17,881.2 17.22 2.18 
1995 19,433.8 3,091.4 22,525.2 17.40 2.98 
1996 20,727.3 3,059.8 23,787.1 17.87 3.02 
1997 22,455.2 3,915.4 26,370.6 18.39 3.42 
1998 19,840.9 4,110.5 23,951.4 17.94 3.93 
1999 21,312.5 4,522.2 25,834.7 17.52 4.09 
2000 25,009.9 6,223.3 31,233.1 16.87 4.44 
2001 21,945.7 5,902.2 27,847.9 17.86 5.50 
2002 29,465.0 7,947.7 37,412.8 22.56 7.06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03年 6月。 

 

表 2 臺灣對大陸、香港及全球貿易順差統計 
單位 : 百萬美元 

 臺灣經港對大陸之貿易順差 

期 間 香港海關統計 陸委會估算 

臺灣對香港 

貿易順差 

臺灣對全

球貿易順

差 

 金額 比重 *(%) 金額 比重 *(%) 金額 比重 (%) 金額 

1992 5,169.0 54.62 9,428.6 99.63 13,633.6 143.80 9,463.5 
1993 6,481.9 80.72 12,889.5 160.51 16,723.8 208.26 8,030.3 
1994 7,224.9 93.83 14,163.8 183.96 19,729.4 256.24 7,699.6 
1995 8,308.6 102.46 16,342.4 201.54 24,263.0 299.22 8,108.8 
1996 8,135.2 59.94 17,667.5 130.18 25,083.0 184.81 13,572.0 
1997 7,971.3 104.12 18,539.9 242.68 26,691.9 348.64 7,656.0 
1998 6,709.2 113.39 15,730.4 265.85 22,867.3 386.47 5,917.0 
1999 6,546.8 59.84 16,790.2 153.48 23,919.8 218.65 10,939.8 
2000 7,612.6 91.61 18,806.3 226.31 29,149.6 350.78 8,309.9 
2001 7,118.2 45.46 16,043.5 102.46 25,122.2 160.44 15,658.7 
2002 8,603.7 47.62 21,517.3 119.10 29,106.7 161.11 18,066.7 

註 : * 係表示本欄金額占臺灣對全球順差金額之比例。 
資料來源 : 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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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商對大陸投資金額統計 
單位 : 百萬美元 

經濟部核准資料 大陸對外公布資料 

期 間 
件數 金額 平均每件

金額 項目 協議金額平均每件
金額 實際金額 

資金 
到位率

(%) 
1991 237 174.16 0.73 3,446 2783.00 0.81 844.0 30.33 
1992 264 246.99 0.94 6,430 5543.00 0.86 1050.00 18.94 

1993* 1,262 1,140.37 0.90 10,948 9965.00 0.91 3139.00 31.50 
 (8,067) (2,028.05) (0.25)      

1994 934 962.21 1.03 6,247 5395.00 0.86 3391.00 62.85 
1995 490 1,092.71 2.23 4,778 5777.00 1.21 3162.00 54.73 
1996 383 1,229.24 3.21 3,184 5141.00 1.61 3475.00 67.59 

1997* 728 1,614.54 2.22 3,014 2814.00 0.93 3289.00 116.88
 (7,997) (2,719.77) (0.34)      

1998* 641 1,519.21 2.37 2,970 2982.00 1.00 2915.00 97.75 
 (643) (515.41) (0.80)      

1999 488 1,252.78 2.57 2,499 3374.44 1.35 2598.70 77.01 
2000 840 2,607.14 3.10 3,108 4041.89 1.30 2296.28 56.81 
2001 1,186 2,784.15 2.35 4,214 6914.19 1.64 2979.94 43.10 

1,490 3,858.76 2.59 4,853 6740.84 1.39 3970.64 58.90 2002 (3950.00) (2864.30) (0.73)      
累計至

2002年 27,276* 26,609.79* 0.98 55,691 61,471.03 1.10 33,110.58 53.86 

註: 1. (  )部分為依 1997年 5月 14日修正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向本會提出補辦
申請許可案件件數及金額。 

2. * 為含補辦 。 

資料來源 : 同表 1。 

 

另就兩岸貿易依存度及產業貿易特化係數進行分析，本研究運用 GTAP 第

五版資料庫(基期年為 1997 年)計算結果顯現，台灣對中國大陸整體出口依存度

從 1995 年至 1998 年增加了兩倍之多(如表 4 所示)，至 1998 年出口依存度達

25.17%；進口依存度亦於此期間成長了 1.52倍(如表 5所示)，至 1998年達 11.2%。

中國大陸對台灣之出口依存度並不高，1998年為 2.7%，95-98年期間增長了 1.24

倍；進口依存度則成長了 1.46倍，1998年達到 12.85%。由個別產業方面來看，

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依存度較高為紡織業、石化業、林產品、鋼鐵礦業、皮革及

其製品及紙及其製品等，中國大陸方面，則是各產業對台灣出口依存度皆不高；

台灣對中國大陸進口依存較高有皮革及其製品、成衣、木材製品及紡織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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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方面對台灣進口依存度較高的產業，主要有紡織業、其他製品、石化業、鋼

鐵礦業、皮革及其製品、紙及其製品及機械設備等。由上述之結果，可知兩岸在

部分產業存在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的現象，尤其在紡織品與皮革及其

製品特別顯著。 

 

表 4  兩岸歷年各產業出口依存度統計 
年度 1998 1997 1996 1995 

產品別＼區域別 台灣 中國 
大陸 台灣 中國 

大陸 台灣 中國 
大陸 台灣 中國 

大陸 
農產品 0.0455 0.0152 0.0776 0.0349 0.0308 0.0153 0.0263 0.0239
畜產品 0.0390 0.0246 0.0452 0.0544 0.0386 0.0586 0.0590 0.0708
林產品 0.5333 0.0506 0.5000 0.0600 0.5455 0.0408 0.6087 0.0943
漁產品 0.0057 0.0519 0.0090 0.0608 0.0047 0.0507 0.0037 0.0621
食品 0.0151 0.0088 0.0375 0.0159 0.0098 0.0090 0.0107 0.0100
飲料及煙酒 0.0000 0.0025 0.5417 0.0043 0.0303 0.0018 0.0000 0.0013
紡織品 0.5742 0.0136 0.4512 0.0116 0.2604 0.0069 0.2331 0.0058
成衣 0.0214 0.0076 0.0268 0.0063 0.0163 0.0060 0.0154 0.0080
木材製品 0.0460 0.0204 0.0294 0.0477 0.0232 0.0271 0.0177 0.0382
礦產加工品 0.1171 0.0209 0.1501 0.0260 0.0708 0.0117 0.0706 0.0189
運輸工具部門 0.0368 0.0337 0.0705 0.0276 0.0399 0.0127 0.0408 0.0098
電機,電子產品 0.0564 0.0183 0.0716 0.0249 0.0157 0.0098 0.0351 0.0139
其他製品 0.2269 0.0072 0.1174 0.0105 0.0743 0.0175 0.0454 0.0068
化學橡膠塑膠品 0.5816 0.0375 0.4507 0.0259 0.2948 0.0248 0.2353 0.0239
鋼鐵礦業部門 0.4688 0.0782 0.4286 0.0550 0.2529 0.0682 0.1981 0.0573
皮革及其製品 0.4536 0.0145 0.3033 0.0130 0.2633 0.0067 0.0882 0.0077
紙及其製品 0.6660 0.0328 0.5585 0.0300 0.3825 0.0296 0.3754 0.0400
機械設備 0.2155 0.0638 0.2223 0.0318 0.1555 0.0230 0.1613 0.0243
平均 0.2517 0.0270 0.2135 0.0262 0.1358 0.0202 0.1123 0.0217

說明：1.台灣對中國大陸市場出口依存度=台灣向中國大陸出口金額/台灣出口總金額 

         2.中國大陸對台灣市場出口依存度=中國大陸向台灣出口金額/中國大陸出口總金額 

資料來源：GTAP第五版資料庫，基期年為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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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兩岸歷年各產業進口依存度統計 
年度 1998 1997 1996 1995 

產品別＼區域別 台灣 中國 
大陸 台灣 中國 

大陸 台灣 中國 
大陸 台灣 中國 

大陸 
農產品 0.0248 0.0042 0.0500 0.0048 0.0164 0.0015 0.0313 0.0016
畜產品 0.0718 0.0082 0.1210 0.0091 0.1384 0.0063 0.1528 0.0182
林產品 0.0494 0.0144 0.0279 0.0117 0.0186 0.0222 0.0476 0.0366
漁產品 0.1901 0.0161 0.1692 0.0313 0.1182 0.0182 0.1290 0.0135
食品 0.0284 0.0049 0.0441 0.0096 0.0262 0.0048 0.0282 0.0064
飲料及煙酒 0.0029 0.0000 0.0040 0.0294 0.0040 0.0021 0.0024 0.0000
紡織品 0.1029 0.3673 0.1144 0.3180 0.0397 0.2334 0.0465 0.2590
成衣 0.2935 0.0300 0.1969 0.0320 0.2000 0.0339 0.2275 0.0338
木材製品 0.1702 0.0807 0.1403 0.0527 0.1286 0.0683 0.1173 0.0319
礦產加工品 0.0814 0.0758 0.1048 0.1028 0.0381 0.0582 0.0595 0.1144
運輸工具部門 0.0304 0.0222 0.0195 0.0415 0.0089 0.0308 0.0050 0.0228
電機,電子產品 0.0712 0.0786 0.0348 0.1203 0.0393 0.0456 0.0168 0.0825
其他製品 0.0732 0.2845 0.2078 0.2566 0.1315 0.1535 0.0986 0.0806
化學,橡膠及塑膠品 0.0368 0.2006 0.0343 0.2143 0.0210 0.1652 0.0243 0.1659
鋼鐵礦業部門 0.0803 0.1409 0.0564 0.1076 0.0573 0.0822 0.0669 0.0547
皮革及其製品 0.4793 0.2521 0.4044 0.2710 0.2437 0.2898 0.2368 0.1332
紙及其製品 0.0305 0.1068 0.0263 0.1154 0.0195 0.1128 0.0242 0.1339
機械設備 0.0551 0.1471 0.0450 0.1305 0.0175 0.1310 0.0280 0.1033

平均 0.1120 0.1285 0.1060 0.1273 0.0719 0.1010 0.0738 0.0878

說明：1.台灣對中國大陸市場進口依存度=台灣向中國大陸進口金額/台灣進口總金額 

        2.中國大陸對台灣市場進口依存度=中國大陸向台灣進口金額/中國大陸進口總金額 

資料來源：同表 4。 

 

接下來再以貿易特化係數(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TSC)對兩岸經貿

現況進行分析。TSC的定義為： 

TSCi=(Xi-Mi)/(Xi+Mi)         -1<TSCi<1 

Xi表ｉ產業的出口值，Mi表ｉ產業的進口值；當一國 i產業的貿易特化係數介於

-1與-0.3之間，表示該國該產業的進口值遠大於出口值，故對該國而言乃屬「進

口強勢」型產業；當ｉ產業的貿易特化係數介於-0.3與 0.3之間，表示其進、出

口值之差異不大，因而比較接近「水平競爭」型產業的概念；當ｉ產業的貿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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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係數介於 0.3與 1之間，表示其出口值遠大於進口值，故對該國而言應屬「出

口強勢」型的產業。 

  表6顯示，台灣方面屬「出口強勢」型的產業有紡織業、成衣、礦產加工品、

電機、電子產品、其他製品、皮革及其製品，屬「進口強勢」型的產業有農產品、

畜產品、林產品、飲料及煙酒、鋼鐵礦業部門及水電天然氣部門；而中國大陸方

面屬「出口強勢」型的產業有漁產品、成衣、木材製品、其他製品、皮革及其製

品及水電天然氣部門，屬「進口強勢」型的產業有林產品、鋼鐵礦業部門、紙及

其製品及營造工程部門；香港方面，大多屬「進口強勢」型的產業，唯服務業部

門屬「出口強勢」型的產業。 

  由表6資料顯示，台灣方面屬自然資源缺乏型的國家，進口產品多屬一級產

業居多，產業出口競爭優勢上，以科技產品及加工產品為主；在中國大陸方面，

產業出口競爭優勢上，以勞動密集產業產品為主，另外在自然資源輸出方面亦呈

現「出口強勢」的型態，進口產品上，則多屬技術導向；在香港方面，由於其為

亞洲金融及貿易轉運中心，所以在服務業部門上呈現「出口強勢」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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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產業貿易特化係數 

產品別＼區域別 台灣 中國大陸 香港 

農產品 -0.85 -0.22 -1.00 
畜產品 -0.47 0.08 -0.98 
林產品 -0.85 -0.75 -1.00 
漁產品 -0.13 0.67 -0.89 
食品 -0.29 -0.19 -0.83 
飲料及煙酒 -0.92 -0.23 -0.47 
紡織品 0.70 0.11 -0.32 
成衣 0.42 0.87 0.27 
木材製品 0.24 0.52 -0.86 
礦產加工品 0.30 0.14 -0.76 
運輸工具部門 -0.17 -0.26 -0.99 
電機,電子產品 0.34 0.08 -0.56 
其他製品 0.59 0.83 -0.46 
化學,橡膠及塑膠品 0.04 -0.26 -0.62 
鋼鐵礦業部門 -0.45 -0.30 -0.91 
皮革及其製品 0.54 0.78 -0.83 
紙及其製品 -0.17 -0.57 -0.31 
機械設備 0.02 -0.11 -0.50 
水電天然氣部門 -0.58 0.75 -0.70 
營造工程部門 -0.01 -0.47 -0.01 
服務業部門 0.00 -0.02 0.60 

總計 0.12 0.10 -0.26 
說明：此貿易特化係數以 1997年資料計算而得。 
資料來源：同表 4。 

 

三、實證模型基本架構 

GTAP模型係由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全球貿易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Trade Analysis）所建立的多地區多部門可計算一般均衡全球貿易分析

模型。其目的在於追求較低的進入成本，以處理國際經濟議題的定量分析。每個

國家/地區均建構有獨立的單國 CGE次模型(sub-model)，且這些次模型對於各個

國家/地區之生產、消費、投資與政府支出等行為，各有不同程度的說明，並透

過雙邊和多邊的(multilateral)國際貿易聯結與均衡，將各地區產品之經濟循環流

通過程(circular flow)納入其中，進而形成一個全球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多地區

經濟體系之模組架構如圖 1 所示。在模組之中，各國產出、物價水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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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狀況和生產要素之供需價格與供需數量之變化皆可被同時決定。利用該模型

之理論架構，配合其資料庫以及應用軟體，可以進行許多與全球經貿、環境相關

問題之模擬分析。詳細之 GTAP 模型說明請參閱 Hertel(1997)。以下分別對模型

之生產、需求、貿易、全球服務及投資機制等主要構面加以說明： 

 
 

                        區域的家計單位  

 

 私部門家計單位                儲蓄                     政府單位  

                            

                          全球銀行     要素投入  

          私部門家計單                   支出     政府部門  

           位國內支出         投資                國內支出    

            

私部門家計                  生產者                      政府部門   

單位進口支出                                           進口支出  

    

                      中間投入之國內收支  

       

         中間投入之進口支出             中間投入之出口收入                      

                           

                          世界其他地區  

 

圖 1 GTAP 模型沒有政府政策干預下之多地區開放經濟體系  

 

 (一)生產面 

在投入-產出具弱可分割假設（weak separability assumption）下，GTAP模型

架設生產技術具巢狀結構（nested form），並呈固定規模報酬特徵。模型中假設

原始投入與中間投入是具可分性的，原始投入係依固定替代彈性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函數進行加總得到複合原始投入；而中間投入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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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則係將區域內生產和進口生產的中間投入依「Armington 假設」3，利用 CES

函數進行加總得到複合中間投入。生產技術最後則係依 Leontief函數將複合原始

投入和複合中間投入進行合併而得到區域內產業產出。此種巢狀結構及上述的假

設，其目的在於可減少模型內參數的個數，而達到簡化實證求解過程中模型校準

(calibration)的程序。各產業之生產結構巢狀圖如圖 2所示。 

                                                 
3 所謂 Armington 假設是指進口品與國產品之間為不完全替代，Armington 假設可避免傳統貿易
理論所謂「貿易政策改變造成強烈專業化效果」之不合理現象。 

 

                   區域內 /國內產業的產出  

  

       Leont ief  

 

  

                      

複合要素投入            複合中間投入 1   …  複合中間投入 n 

   
   CES       CES       CES 

 

           … 

勞    資    土           國產的    進口的  國產的     進口的  

動    本    地           中間投    中間投   中間投     中間投  

 入 1   入 1     入 n      入 n 

                                                                   
                              CES              CES 
                               …                  …   

                             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  
 

圖 2 GTAP 模型產業之生產結構巢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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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面 

需求面可區分為中間需求與最終需求兩種，最終需求是透過 Cobb-Douglas

（C-D）效用函數來呈現，並分成家計單位、政府支出與儲蓄三項，其中家計單

位需求為非齊次（non-homothetic）的 Constant Difference of Elasticity（CDE）效

用函數，並以平均每人為基礎，計算私部門消費效用之變動情形，而政府支出是

以 C-D效用函數呈現，儲蓄並未就商品分類加以區分；其中 C-D效用函數所隱

含的是固定預算份額。經濟體之所得與消費巢狀結構圖如圖 3所示。 

 

 

        產業  
 

 

 工資支出      利息支出     地租支出  

 

           最終需求單位  

 
        Cobb-Douglas 
          

 

  家計單位        政府單位       儲蓄  

 總消費支出       總消費支出  

 

   CDE      Cobb-Douglas 

        

 

商品 1  …   商品 m   商品 1  …  商品 m 

 

圖 3  GTAP 模型中所得與消費結構巢狀圖  

 

(三)貿易面 

GTAP模型在此亦運用 Armington 假設，假定進口自不同國家的類似商品為

不完全替代，而後再經由 CES 函數對進口品與國產品進行加總，最後成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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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需求的複合商品；所以在模型中在一部門內的消費者，所購買的商品實際上

是由國產品與進口品組成。 

 

(四)全球服務 

GTAP模型中假設存在一個全球銀行（Global Bank），其功能在於可透過它

吸收每一區域的儲蓄，並提供每一個區域所需的投資資金；另外模型又假設存在

一個全球運輸部門來處理區域間因貿易而延伸的運輸服務問題，其在運輸費用處

理上，是利用離岸價格（F.O.B）與到岸價格（C.I.F）的差距來衡量。 

 

(五)投資機制 

  GTAP 為一靜態分析模型，各國投資需求根據其國民所得會計帳所分派出

來，即： 

*
ttt SYsI +⋅=  

式中 It為第 t 期總投資，Yt為第 t 期國民所得，s 為固定的國民儲蓄率，S*
t為第

t期外來儲蓄的總量，其中各國境內的儲著及資本的形成依照新古典學派 Ramsey

模型，另外在資本報酬(投資報酬)與資本的關係上，GTAP 模型是假設在資金完

全流通下，則各國的預期資本報酬最終將會一致，且資本報酬率與資本是呈固定

彈性的型式，如下： 

( ) β−
+= tt

ce KKrr /1  

式中β為固定的參數值，ｒe為預期的資本報酬，ｒc為當期的資本報酬，Ｋt+1、

Ｋt為期未及期初的資本存量，若將其全微分則可明顯看出投資與報酬間的關係： 

)lnln(lnln 1 tt
ce KdKdrdrd −⋅−= +β  

當投資增加，則預期的資本報酬將下降，若β愈大，代表資本的供給線愈陡，投

資對報酬愈不敏感，若β愈小，則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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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處理及模擬情境設計 

本研究資料來源係直接引用 2001年發行的 GTAP第五版資料庫，其以 1997

年為基期年，內建有 66國家地區、57種部門產業關聯表及時間序列貿易資料。

依據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協議，WTO關稅與非關稅減讓商品之分類

(整理於附表 1)，本研究將商品分成四大類，分別為農業產品、工業產品、石化

業產品、零對零產品，其中細部產品加總可詳見附表 2；農業產品分成農產品、

畜產品、林產品、漁產品、食品及飲料煙酒產品，工業產品分成紡織品、成衣品、

木材製品、礦產加工品、運輸工具、電機、電子產品及其他製品；石化業產品分

成化學、橡膠及塑膠產品；零對零產品分成鋼鐵礦業產品、皮革及其製品、紙及

其製品、機械設備。 

在國家別加總上，基於本研究之模擬議題，將國家別分成三大類，已開發國

家、開發中國家及低度開發國家，其中對台灣經貿較重要的國家再區分出來，詳

盡內容可見附表 3。加總結果共分成 12 國，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日本、南

韓、新加坡、東協(未含新加坡)、美國、歐盟、其他已開發國家、其他開發中國

家及低度開發國家。 

在模擬情境之設計上，由於 GTAP 模型中，投資機制的設定乃假設一國資

金流入(投資)取決於境內的資本預期報酬 re和儲蓄額 s*，故當一國 re愈大表示其

投資的吸引力愈大，資本累積的速度愈快(如圖 4所示)。故在開放對中國大陸投

資設定上，本研究假設中國大陸 re相對其他國來的高，以建立資金流向中國大陸

的模擬情境。但因 GTAP模型內 re是內生變數，因此無法對 re作衝擊，故本研究

在模型中另行設定調整變數 invflx以控制資金的流向，並且不影響 GTAP內投資

機制的運作，設定如下： 

( ) β−
+=⋅ tt

ce KKrinvflxr /1  

invflxdKdKdrdrd tt
ce ln)lnln(lnln 1 −−⋅−= +β  

在衝擊幅度大小的設算上，本研究根據吳重禮、嚴淑芬(1999)運用迴歸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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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估出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的影響變數，如下： 

 

It = α+β1(Yt-Yt-1)+ β2Rt+β3Dt+β4Dt-1+β5Dt(Yt-Yt-1)+β6Dt-1(Yt-Yt-1) 

 
其中 I為我國對中國大陸之投資，D為虛擬變數，當政府對中國大陸趨向開放態

度時其為 1，反之為 0，Y為國內生產毛額(GDP)，R為國內市場利率。如此，大

致可設算出當台灣持續對中國大陸降低管制措施時，我國將對中國大陸投資增加

24%，相對中國大陸整體而言，可增加其總投資(FDI)的 2.4%，若將此數據代回

GTAP 模型投資機制內，可得中國大陸資本預期報酬相對其他國家約高出

0.24%，本研究即以此數據對 INVFLX變數作調整。 

  另外本研究依據高長、史惠慈、徐東海(1996)，估算出台商每投資 1百萬美

元，會帶動台灣 0.202百萬美元出口至中國大陸，0.1635百萬美元的中國大陸產

品回銷到台灣的投資回饋效果，作為回饋衝擊值的設定。此模擬設定之目的，在

於觀察考慮回饋效果下，對台灣投資及產業狀況與未考慮回饋效果有何差異。變

數的選擇上，本研究依 GTAP模型中進出口技術參數 ams作為此模擬衝擊變數。 

如此，本研究探討加入 WTO 後我國開放中國大陸投資的影響效果，完整之

模擬情境設計，主要有： 

模擬方案 

方案一 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 

方案二 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並考慮回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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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GTAP模型資金流量動態調整過程 
 

說明:當中國大陸預期資本報酬提高，則其 re > re* (世界平均預期資本報酬)，則中國大陸

MEI(Marginal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4右移至MEI’資本流入，而在 GTAP模型全球銀行的

機制下，勢將導致部分國家 re < re*，則因此導致資金流出(MEI左移至MEI’)。  

 

五、模擬結果分析 

(一) 總體變數的分析 

由表 7、表 8可看出，當中國大陸預期資本報酬相對高於其他國家時，在方

案一的機制下(台灣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中國大陸境內的投資額將顯著的增加

4億 9,033萬美元淨投資，亦帶動中國大陸整體實質GDP成長，約增加 85億 6,600

萬美元，在考慮投資的回饋效果的情境(模擬二)下，中國大陸境內資本累積更快

且實質 GDP成長愈高。在台灣方面，因中國大陸投資開放所產生「吸磁效應」，

使國內淨投資減少，實質 GDP 亦隨之下降，對國內經濟明顯產生不良的影響，

但值得注意的是，若考慮投資的回饋效果，國內資金因新的貿易創造而回流，淨

投資反而增加 1,644萬美元，投資回饋效果共增加境內 2,322萬美元的投資。由

以上投資模擬的情境，模擬一與模擬二可歸類為開放中國大陸投資短期、長期的

效果，開放中國大陸投資短期或許會造成國內資金的外流(移向中國大陸)，使實

質 GDP 下降，但長期而言，開放中國大陸投資能加速兩岸產業分工，使國內在

                                                 
4 「投資邊際效率」實際上即為所投資之固定資本在整個耐用期限內的預期平均淨報酬率。 

中國大陸 台灣MEI線 其他國家MEI線
K K K 

MEI MEI’ MEIMEI
MEI’

MEI’

re re 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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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設廠的母公司競爭力增加，由表 5實質出口來看，模擬一出口衰退 2,400

萬美元，模擬二出口成長 5億 2,200萬美元，兩者差距 5億 4,500萬美元，由此

看出，國內產業國際競爭力增強，出口擴張，而使境內投資增加。另外在香港方

面，中國大陸較高的預期資本報酬，在模擬一似乎對香港沒有負面影響，境內投

資額仍有小幅的增加，此顯示香港其本身投資環境即相當優良，且資本報酬率也

相當的高，所以較不受中國大陸「吸磁效應」的影響，但值得玩味的是，在考慮

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投資回饋效果下，香港的投資、實質 GDP、實質出口反而皆

呈衰退，究其原因，可能因兩岸間進、出的擴張，台灣資金皆流向中國大陸及境

內的投資，而排擠掉對香港投資的部分。 

 

表 7 兩岸三地實質 GDP及出口的影響 
單位：百萬美元 

實質 GDP 實質出口 
 

模擬一 模擬二 差異 模擬一 模擬二 差異 

台灣 -303 164 467 -24 522 545 

中國大陸 8566 10722 2157 3546 4842 1297 

香港 0 -33 -33 25 -3 -27 

註：模擬一為開放中國大陸投資，模擬二為考慮回饋效果，差異為模擬二與模擬一之差

額。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研究模擬結果。 

 
表 8 兩岸三地境內投資的影響 

單位：百萬美元 

模擬一 模擬二 差異 
 

毛投資 折舊 淨投資 毛投資 折舊 淨投資 淨投資

台灣 -7.06 -0.28 -6.78 17.12 0.68 16.44 23.22 

中國大陸 510.75 20.42 490.33 558.50 22.33 536.17 45.84 

香港 1.12 0.04 1.08 -2.75 -0.11 -2.64 -3.72 

註：模擬一為開放中國大陸投資，模擬二為考慮回饋效果，差異為模擬二與模擬一之差

額。 
資料來源：同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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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體變數的分析 

接下來由個體面來探討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的影響，台灣方面，由表 9 可

知，模擬一的情境下，國內各產業產值幾乎皆呈衰退，其中以農業部門衰退最大，

農業部門中以食品(8,200萬美元)與農產品(7,700萬美元)下降最多，在工業部門，

只有石化業及機械設備產值成長，其餘皆衰退，其中以其他工業生產衰退最大

(5,800 萬美元)，其次電機電子業(1,400 萬美元)，而服務業在各行業蕭條不振之

下亦隨之衰退。以整體來看，此似乎與加入WTO的效果相似，農業部門衰退如

預期，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及廉價的勞動誘使下，前往中國大陸投資是明智的

選擇，對台灣而言釋放農業稀有資源(農地、水資源等)，對國內資本密集產業將

有正面的影響。另外其他資本密集財在模擬一中國大陸相對高的預期資本報酬的

情境，使部分產業皆呈衰退，而加入WTO後競爭力較強的石化工業和機械設備，

則較不受開放中國大陸投資的影響，境內產值仍呈現成長的態勢。 

整體產業加總觀察，台灣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短期可能造成所謂「空洞化」

的現象，即產值衰退 3 億 5,800 萬美元，但若以長期來看(模擬二)，此現象將因

投資回饋效果而消失，由表 9可看出模擬二產值加總增加為 9,671萬美元。各產

業與模擬一之結果相較，可看出各產業赴中國大陸投資後是否與台灣產業形成競

爭或互補的型態，農業部門方面，大部分產業衰退皆加遽，尤其食品業與農產品，

顯示國內產業至中國大陸投資，產品回銷至台灣，與國內產品形成競爭的局面，

致使國內產品生產萎縮，而在工業部門方面，紡織成衣皮革、製造業、石化業產

品及機械設備在考慮投資回饋效果之後，境內產值皆顯著的成長，此顯示前述產

業對台灣而言是屬互補的型態，即由中國大陸製造半成品回銷至台灣，台灣再加

工外銷到其他國家或台灣方面控制某些關鍵技術，雖至中國大陸設廠仍須由台灣

進口大量的關鍵零組件，此互補的生產型態將有助於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及經濟的

成長。 

在考慮投資回饋效果後，產值成長最大的為石化業產品、紡織成衣皮革製

品、機械設備及製造業，此顯示台灣在上述產業仍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另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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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是，我國電機電子業與運輸工具業在考慮投資回饋效果後反而產值減少，

是否顯示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電子廠與運輸工具業與台灣廠商存在競爭性大於互

補性。 

表 9 兩岸境內產值的變化 
單位：百萬美元 

台灣 中國大陸 
 

模擬一 模擬二 差異 模擬一 模擬二 差異 
農產品 -77.02 -99.56 -22.54 607.92 663.33 55.41
畜產品 -37.95 -46.20 -8.25 452.43 530.10 77.67
林產品 -1.61 -1.25 0.36 108.98 113.09 4.11
漁產品 -0.93 -5.63 -4.69 84.21 101.84 17.63
食品 -81.58 -123.84 -42.26 448.52 467.32 18.80
飲料及煙酒 -7.98 -7.07 0.90 222.60 261.83 39.23
紡織、成衣與皮

革製品 -16.38 313.28 329.66 2351.84 2213.34 -138.50

運輸工具業 -12.74 -245.95 -233.22 959.42 1045.97 86.55
電機電子業 -13.65 -431.16 -417.51 1163.57 1497.18 333.61
石化業產品 30.52 375.81 345.29 1792.57 1535.85 -256.73
機械設備 0.46 235.75 235.29 2557.65 2565.11 7.46
其他工業生產5 -58.07 168.26 226.33 7840.26 8612.94 772.67
服務業 -80.59 -35.75 44.84 4561.24 5103.30 542.06

合計 -357.52 96.71 409.38 18589.97 19607.89 1017.91
註：模擬一為開放中國大陸投資，模擬二為考慮回饋效果，差異為模擬二與模擬一之差

額。 
資料來源：同表 7。 

 

就中國大陸產業調整觀察，各產業在大量的外資注入下多呈相當程度的成

長，其中以其他工業生產成長表現居首。此外由兩項模擬之差額分析台商赴中國

大陸投資對中國大陸的影響，中以其他工業生產、服務業及電機電子業成長最

大，而各產業中紡織成衣皮革及石化業產品為其中衰退的兩種產業，以石化業產

品衰退最大。由上結果顯示，中國大陸對外開放以來，除了勞力密集產業有明顯

的增加以外，資本密集產業亦大幅增加，此不但讓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之外，

亦對技術水準的提升有相當的幫助。 

                                                 
5 其他工業生產包括木材製品、礦產加工品、其他製品、鋼鐵礦業部門、紙及其製品、水電天
然氣部門及營造工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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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表 10 觀察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後兩岸進出口的變化，先由整體來觀

察，發現不管是模擬一或模擬二，我國對中國大陸貿易的依存度將賡續提升，尤

其考慮投資回饋效果之後，依存度上升更是明顯，台灣對中國大陸出超亦持續增

加。再從個別產業來看，模擬二的效果並呈現農業部門產業赴中國大陸投資與台

灣產業競爭性大於互補性，而工業部門產業互補性大於競爭性，尤其在機械設

備、紡織成衣皮革製品、石化業產品、電機電子業及其他工業生產。其中電機電

子業雖整體產值降低，但貿易餘額仍呈現擴張，顯現該產業於兩岸發展具互補型

態。 

(三) 兩岸競爭力的分析 

就我國開放中國大陸投資對國內產業競爭力—特化係數(TSC)的影響分析

（如表 11所示），整體而言，國內產業大致如同加入WTO後的影響，農業部門

與運輸工具競爭力(TSC)衰退最大，石化業產品及機械設備競爭力提升，而模擬

一與模擬二結果大致相同，但模擬二的效果大於模擬一。中國大陸方面，農業部

門與我國相同，皆呈衰退，加入WTO後產品競爭力仍不敵歐美，但在部分資本

密集的產業上，如運輸工具業、電機電子業及機械設備，競爭力則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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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台灣對中國大陸進出口之變化 
   單位：百萬美元 

模擬一 模擬二 
 

出口 進口 餘額 出口 進口 餘額 
農產品 -0.43 -0.74 0.31 1.47 19.31 -17.84 
畜產品 -0.63 -1.59 0.97 1.08 14.23 -13.15 
林產品 -0.31 -0.12 -0.20 0.95 1.14 -0.20 
漁產品 0.08 -1.36 1.44 0.55 5.77 -5.22 
食品 -0.84 0.68 -1.52 6.54 20.18 -13.64 
飲料及煙酒 -0.12 0.06 -0.18 4.33 1.35 2.99 
紡織、成衣與皮

革製品 33.44 7.31 26.13 648.44 185.83 462.60 

運輸工具業 -2.00 5.43 -7.43 91.17 66.98 24.19 
電機電子業 29.21 13.83 15.38 488.22 183.55 304.67 
石化業產品 35.55 5.46 30.10 463.30 65.99 397.31 
機械設備 20.47 20.96 -0.49 879.05 272.90 606.15 
其他工業生產 23.09 20.45 2.64 631.37 307.25 324.11 

合計 138.79 79.79 59.00 3241.51 1193.13 2048.38 
註：模擬一為開放中國大陸投資，模擬二為考慮回饋效果。 
資料來源：同表 7。 

 

表 11 兩岸貿易特化係數(TSC)之變化 

 台灣 中國大陸 
 模擬一 模擬二 模擬一 模擬二 

農產品 -0.0001 -0.0001 -0.0001 -0.0002 
畜產品 -0.0002 -0.0004 -0.0002 -0.0002 
林產品 -0.0001 0.0000 -0.0001 -0.0001 
漁產品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食品 -0.0001 -0.0002 0.0000 -0.0001 
飲料及煙酒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紡織、成衣與皮革製品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運輸工具業 0.0000 -0.0002 0.0002 0.0002 
電機電子業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石化業產品 0.0000 0.0001 0.0000 0.0000 
機械設備 0.0000 0.0001 0.0001 0.0001 
其他工業生產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服務業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註：模擬一為開放中國大陸投資，模擬二為考慮回饋效果，差異為模擬二與模擬一之差

額。 
資料來源：同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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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在WTO架構下，台灣對中國大陸經貿限制將逐年的放寬，本研究運用可計

算一般均衡的 GTAP多國模型及其第五版資料庫作為分析的工具，探討在WTO

架構下政府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的經貿影響。根據本研究的模擬結果，顯示下列

結論： 

（一）基本總體變數的影響 

  開放中國大陸投資短期或許會造成國內資金的外流(移向中國大陸)，使實質

GDP 下降，但長期而言，開放中國大陸投資能加速兩岸產業分工，使國內在中

國大陸設廠的母公司競爭力增強，而對台灣經濟成長將有正面的助益。 

（二）個體變數的影響 

整體產業來看，國內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短期可能造成所謂「空洞化」的現

象，但若以長期來看，此現象將因投資回饋效果而消失。各別部門別方面，農業

部門產業赴中國大陸投資與台灣產業競爭性大於互補性，而工業部門產業互補性

大於競爭性。在兩岸貿易上，我國對中國大陸貿易的依存度將再度上升，尤其考

慮投資回饋效果之後，依存度上升更是明顯，對中國大陸出超亦持續增加。 

（三）兩岸產業特化係數的改變 

開放中國大陸投資後，國內產業變動大致如同加入WTO後的影響，農業部

門與運輸工具競爭力—特化係數(TSC)衰退最大，石化業產品及機械設備競爭力

提升。 

  WTO架構下，各國須藉由分工的機制才能積極提升國際貿易競爭力。兩岸

目前產業整合及分工之態勢已成，台灣當務之急應注重如何建立健全的投資回饋

機制，如何讓國內產業轉型並且升級，以期讓國內投資環境更具吸引力。而企業

界亦不因貪圖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力而乎略創新才是利潤創造的本質，否則終將無

法與他國競爭。兩岸須充分運用比較利益法則，有效進行兩岸分工，最後才能達

到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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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WTO烏拉圭回合協定關稅及非關稅減讓幅度 

 已開發國家 開發中國家 

關稅減讓幅度 削減 36% 削減 24% 

非關稅減讓幅度 削減 36% 削減 24% 

境內支持之削減 20%降幅 13.33%降幅 

農業 

出口補貼 削減 36% 削減 24% 

關稅減讓幅度 降低 1/3 降低 1/3 工業 

非關稅減讓幅度 無 無 

關稅減讓幅度 降至 0、5.5、6.5%不等 降至 0、5.5、6.5%不等石化業 

非關稅減讓幅度 無 無 

關稅減讓幅度 廢除所有關稅障礙 廢除所有關稅障礙 零對零

產品 非關稅減讓幅度 廢除所有非關稅障礙 廢除所有非關稅障礙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1997），「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現況總報告」，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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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本研究 GTAP資料庫產品別加總 

部 門 別 加 總 
農業產品 
  農產品 
   稻穀 

小麥 
   其他榖類作物 
   蔬菜及水果 
   油脂作物 
   甘蔗 
   園藝作物 
   其他農作物 
  畜產 
   動物  
   動物副產品 
   生乳 
   羊毛 
  林產 
  漁產 
  食品 
    屠宰生肉 
   肉類製品 
   食用油脂 
   乳製品 
   米及其製粉 
   糖 

   其他食品 
  飲料及煙酒 
工業產品 
  紡織品 
   成衣 
木材製品 

   礦產加工品 
   石油及煤產品 
   非金屬礦物製品 
   金屬製品 
   運輸工具部門 
   汽車及其零件 
   其他運輸工具 
   電機、電子產品 
   其他製品 
石化業產品 
   化學、橡膠及塑膠品 
鋼鐵礦業部門 
   煤 
   原油 
   天然氣 
   其他礦產 

    鋼鐵 
   非鐵金屬 
皮革及其製品 

    紙及其製品 
   機械設備 
   水電天然氣部門 
   電力 
   天然氣  
   自來水 
  營造工程部門 
服務業部門 
   貿易 
   其他運輸服務 
   水上運輸服務 
   空中運輸 
   通信 
   其他金融服務 
   保險 
   其他商業服務 
   娛樂與其他服務 
   公共行政教育及 
   醫療服務 
   住宅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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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本研究 GTAP資料庫國家別加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國家別加總 
台灣 
中國大陸 
香港 
日本 
南韓 
新加坡 
東協(未含新加坡) 
    印尼 
    馬來西亞 
  越南 
  菲律賓 
  泰國 
美國 
歐盟 
奧地利 

  比利時 
  丹麥 
  芬蘭 
  法國 
  德國 
  英國 
希臘 

  愛爾蘭 
  義大利 

盧森堡 
  荷蘭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其他已開發國家 
  奧洲 
  紐西蘭 
  加拿大 
  烏拉圭 
  其他歐洲自由貿易區 
  南非聯盟 
瑞士 

其他開發中國家 
  印度 
  斯里蘭卡 
  南亞其他國家 
  墨西哥 
  中美及加勒比海 
  委內瑞拉 
  哥倫比亞 
  匈牙利 
  阿根廷 
祕魯 

智利 
巴西 
波蘭 
南美其他國家 
中歐聯盟 
前蘇聯 
土耳其 
中東其他國家 
摩洛哥 
孟加拉 
安地斯其他協定國 
其他地區 

低度開發國家 
  北非其他國家 
  撒拉沙漠其他國家 
  南非其他國家 
  波紮那 
  馬拉威 
  莫三比克 
  坦尚比亞 
  尚比亞 
  辛巴威 
  烏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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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運用可計算一般均衡的 GTAP 多國模型及其第五版資料庫作為分析

的工具，探討在WTO架構下政府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的經貿影響。根據本研究

的模擬結果顯示：開放中國大陸投資短期或許會造成國內資金的外流(移向中國

中國大陸)，使實質 GDP下降，但長期而言，開放中國大陸投資能加速兩岸產業

分工，使台灣在中國大陸設廠的母公司競爭力增強，而對我國經濟成長將有正面

的助益。以產業面來看，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短期可能造成所謂「產業空洞化」

的現象，但若以長期來言，此現象將因投資回饋效果而消失。而兩岸貿易變化上，

我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將因開放中國大陸投資再度上升，對中國大陸出超

亦將持續擴大。該研究成果將積極擇一學術期刊發表。 

未來後續研究除強化模型中之資本累積動態調整機制外，並擬依「Dixon, 

Peter B. and M. T. Rimmer (2002),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ling for 

Forcasting and Policy —A Practical Guide and Documentation of MONASH,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B.V.」建構勞動市場動態調整機制，以期進一步評估

國際間勞動力移動所產生之經濟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