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學 國際貿易 22-1

經濟學
ECONOMICS

授課教師：李顯章
服務單位：醫務管理學系
聯絡方式：27361661分機3625

linus@tmu.edu.tw



經濟學 國際貿易 22-2

學習目標

了解相對優勢與國際貿易的關聯

了解貿易的利益

了解古典貿易理論

了解要素秉賦理論

了解產品生命週期理論

了解不完全競爭模型

了解產品異質化與產業內貿易

了解台灣貿易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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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優勢

當一個國家生產某一項產品的相對成本較另外一個國家為低時，
我們說這個國家對此項產品的生產具有相對優勢 (或比較利益)。

假使世界上只有電腦和葡萄酒兩種商品。台灣和法國兩種商品
的成本如表所示。

對台灣而言電腦相對於葡萄酒的成本比是 5；對法國而言是 11。
因此，就生產電腦而言，若暫時不考慮兩國貨幣的不同，只從
實質面來看，電腦在台灣生產的機會成本比較低，也就是說台
灣在電腦生產上具有相對優勢。反過來說，法國則在生產葡萄
酒上具有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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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優勢與國際貿易 (一)

如果現在台灣和法國彼此間要互相貿易，假設匯率是 1 
歐元 : 4 元新台幣，則兩國產品的價格若全部以新台幣來
表示將如表 22.2 所示。

表中顯示法國的電腦和葡萄酒均較台灣便宜，因此兩國
若相互貿易，則台灣消費者必然會爭相進口法國電腦及
葡萄酒，而台灣卻沒有產品可以銷售到法國市場。這種
只進口而不能出口的情形不會是一種均衡的狀態，因此
此匯率不會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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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優勢與國際貿易 (二)

若匯率改為 1 歐元兌 5 元新台幣，則兩國的產品價格將
如表 22.3 所示。

此時台灣電腦較法國便宜，而法國葡萄酒較台灣便宜。
因此雙方有出口也有進口，使得貿易形態得以維持。

在適當的匯率下，台灣會出口其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
法國也會出口其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因此只要匯率適
當，就可產生雙向貿易，且各國必定出口其具相對優勢
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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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利益 (一)

假設台灣及法國生產電腦及葡萄
酒的單位成本是固定的。台灣生
產每台電腦生產成本是 1 萬元、
葡萄酒為 2 千元，此關係如圖
22.1 所示。

圖中顯示若將台灣全部的資源投
入生產電腦，可得 1 萬台電腦 (A 

點)，若將全部資源投入生產葡萄
酒則可得 5 萬瓶葡萄酒 (B 點)；
AB 線上的其他點則表示某種電腦
與葡萄酒的組合。

AB 線段也就是「生產可能線」
(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它
顯示在一定的「資源稟賦」
(endowment) 及生產技術下，經濟
體系所可能產出的商品組合。圖 22.1 固定成本下的生產可能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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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利益 (二)

在自給自足 (autarky) 而與外國無
貿易的情形下，生產點和消費點
必須是同一點。所以 AB 線不僅
代表生產可能線，也代表一國的
國民所得。

如果台灣和法國之間開放相互貿
易，且歐元對新台幣的匯率是 1：
5 ，台灣將出口電腦、進口葡萄酒。

假設貿易雙方均以成本價出售商
品，則國際間葡萄酒和電腦的相
對價格為 1：10 (圖中 AE 線)。因
此，也就是說開放貿易之後電腦
的相對價格上升了，而葡萄酒的
相對價格下降了(由 1：5 變成 1：
10)。圖 22.1 固定成本下的生產可能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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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利益 (三)

「在線性生產可能線的假設下，

當國際價格線和生產可能線斜率

不同時，一國在自由貿易下會有

專業化生產的趨勢。」

在專業化生產電腦的前提下，台

灣可選擇 ADE 線段上的任何一點

消費。該線段上的任何點都在

ACB 線段的右上方，因此貿易使

得消費的機會擴大。同理，法國

在開放貿易之後，也會選擇專業

化生產葡萄酒。因此國際分工的

結果使各國消費機會擴大。圖 22.1 固定成本下的生產可能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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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貿易理論 (一)

古典的貿易模型源於李嘉圖，所以又稱為李嘉圖模型 (Ricardian 

model)。李嘉圖的模型中只有一個生產要素，稱為勞動。

假設電腦及葡萄酒是世界上僅有的兩項商品，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
素。每一台電腦及每一瓶葡萄酒的生產均需要固定的勞動投入，而
且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是一固定數。

表 22.4 為台灣及法國在生產商品時的勞動投入。我們可以發現法國
在兩個商品生產上均可以較少的勞動生產出等量的產品，這種優勢
稱之為絕對優勢。但貿易的型態取決於相對優勢，而非絕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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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貿易理論 (二)

圖 22.2 繪出台灣與法國的生產
可能線，分別為 A1B1、A2B2。
台灣電腦和葡萄酒的邊際轉換
率為 1：5；法國為 1：11。

在李嘉圖的模型中，勞動生產
力的高低同時也決定生產成本
的高低。

就機會成本而言，台灣生產 1 

台電腦犧牲 5 瓶酒；法國生產
1 台電腦犧牲 11 瓶酒。因此台
灣具有生產電腦的相對優勢。
反過來說，法國則具有生產葡
萄酒的相對優勢。

圖 22.2 台灣及法國之生產可能曲線及相
優勢(兩國所用尺規不同)



經濟學 國際貿易 22-11

相對優勢與專業選擇 (一)

在李嘉圖的模型中，勞動生產力的高低同時也決定生產
成本的高低。

若電腦每台國際價格為 1 萬元，葡萄酒每瓶 1 千元，則
專業生產電腦的台灣，每位電腦工人每日的工資為 1 千
元 (10,000/10) 。同樣工資水準下若生產葡萄酒，則生產
成本是 2 千元 (1,000*2 ) ，高於國際價格 1 千元，因此葡
萄酒產業在台灣無法生存。

同樣，法國葡萄酒獲得每瓶 1 千元台幣的國際價格，因

此每位法國葡萄酒工人每日工資為 1,250 元。若要生產電

腦，必須支付相同工資才能招募到工人，因此電腦的成

本為 11,000 元 (1,250*8.8) ，超出國際行情，所以電腦業

在法國是無法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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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優勢與專業選擇 (二)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國際貿易會自動促成國際分

工，淘汰不具相對優勢的產業」。

法國工人之所以能享受高的工資，是因為他們在兩個部

門均擁有生產上的絕對優勢的緣故。因此絕對優勢並非

無關緊要的，它雖然不能決定國際分工的形態，但卻是

決定工資高低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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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秉賦理論 (一)

要素秉賦模型 (factor endowment model)，又稱要素比例

模型，主要源自兩個瑞典學者赫克秀 (E. Heckscher) 及

歐林 (B. Ohlin) 的貢獻，因此也稱為赫克秀-歐林模型。

要素稟賦模型放寬古典貿易模型的單一要素的假設，容

許經濟體中有兩種生產要素：勞動及資本。此外也假設

各國的生產函數完全相同，這點和古典模型非常不一樣。

要素稟賦模型認為相對優勢是取決於一國的相對要素稟

賦。若一個國家勞動多、資本少，則這國家的相對優勢

是在生產勞動密集 (labor intensive) 的商品；反之，則相

對優勢是在生產資本密集 (capital intensive) 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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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秉賦理論 (二)

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到勞動及資本，有競爭力的廠商必須
使成本降至最低。而這取決於勞動及資本的單位價格。

假設在某種要素價格下，生產者選擇alc(下標 l 指勞動、c 

指電腦) 的勞動和 akc (下標 k 指資本) 的資本組合來生產
電腦；選擇 alw (w 指葡萄酒) 的勞動和 akw 的資本來生產
葡萄酒，且兩個組合之間具下述的關係：

由上式可知，生產電腦所用的勞動對資本的比例，較葡

萄酒為高，因此電腦是「勞動密集」的商品，葡萄酒是
「資本密集」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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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秉賦理論 (三)

兩個商品在生產時使用的勞動/資本比不同，因此要素價格變動時對
生產成本的影響亦不相同。

表 22.5 為兩國電腦與葡萄酒的假想投入組合。可以發現電腦是勞動
密集的商品、葡萄酒為資本密集的商品。這項生產的特性在兩國均
相同，但因為要素稟賦不同，因此要素價格也就不同。

假設台灣是勞動相對豐富的國家，工資與資本價格比是 5：1 。法國
則是資本相對充裕的國家，工資與資本的價格比是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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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秉賦理論 (四)

在前述的要素價格下，兩國生產 (電腦及葡萄酒) 的單位成本如表
22.6。

電腦和葡萄酒的相對價格在台灣為 1.89，在法國則為 1.93；利用相
對優勢的觀念，台灣的相對優勢在電腦，而法國的相對優勢在葡萄
酒。

為了證明此一結論，若將兩國的要素稟賦差異再加以擴大，讓台灣
的勞動數目更多、工資更便宜，變成每人日只要 500 元。而法國的
資本更充裕，成本變成每日 30 歐元，此時兩國生產成本如表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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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秉賦理論 (五)

透過上表可得知，台灣因為工資下降，電腦的相對成本更低了；而
法國，因為資本價格下降，葡萄酒的相對成本也跟著下降。

由以上分析，可得到兩點結論：

當工資下降時，勞動密集商品的相對成本下降，而資本密集商品
的相對成本上升；當資本價格下降時，資本密集商品的相對成本
下降，而勞動密集商品的相對成本上升。

勞動稟賦相對豐富的國家對勞動密集商品的生產具有相對優勢;
而資本稟賦相對豐富的國家則對資本密集商品的生產具有相對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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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生命週期理論 (一)

產品生命週期理論由渥能 (Raymond Vernon) 所倡。

渥能認為相對優勢並非一成不變。他將產品的生命分成
三階段，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生產特性，因此適合生產
的地方也不相同。

創新期 (innovative stage)：高所得國家比較容易產生
對新產品的需求，且也較有創新開發的能力，因此產
品的創新大多在這類高所得的先進國家。產品在創新
期的需求通常不大，加上功能與形式未定，因此生產
過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人才，惟有在先進國家才有
豐富的研發人才。所以這些國家擁有生產創新期產品
的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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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生命週期理論 (二)

成長期 (growth stage)：創新產品與市場互動以後，會

有一套最受歡迎的樣式成為市場主流，需求量隨之擴

大。此時生產技術也較為成熟，可以進行量產，使產

品進入高度成長期。自動化的生產模式，因為對技術

性人力的需求漸減，適合在中高所得國家生產。

成熟期 (matured stage)：當產品需求的成長減緩且生

產技術十分普及時，代表進入成熟期。此階段因為技

術普及、市場競爭激烈，加以產品已經定型，消費者

對不同品牌偏好程度降低，因此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主

要取決於價格，而價格優勢又取決於成本。因此低工

資國家擁有生產成熟期產品的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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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競爭模型

古典貿易模型或要素稟賦模型均假設市場為完全競爭的
形態。在完全競爭形態下，相對優勢取決於產品的相對
生產成本，而國際分工的結果使各國出口具有相對優勢
的產品，進口不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在實際的國際貿
易中，常常出現不同價格的產品並存的現象，一個國家
也可能同時進口和出口同類的產品。

產品異質化 (product differentiation)：同一種商品，彼此
之間存在這些微差異。例如台灣的葡萄酒與法國大酒莊
的葡萄酒。

產業內貿易 (intra-industry trade)：一個國家同時進口和
出口同類的產品。例如台灣出口皮鞋給美國，卻也進口
歐洲高級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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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異質化與產業內貿易 (一)

針對差異化的產品，最合適的分析模型是獨佔性競爭的
模型。在獨佔性競爭的模型中廠商的數目很多，但所生
產的產品有一些差異，因此產品之間並不是完全的替代
品。

假設台灣及義大利兩國均生產及消費皮鞋，且生產的技
術及成本均相同。生產 Q 雙皮鞋的總成本 (TC) 為：

TC = F + cQ

F表示生產皮鞋的固定成本，c 是邊際成本。依據此成本
函數，可以算出每雙皮鞋的帄均生產成本 (簡稱 AC) 為：

AC = TC/Q = (F/Q)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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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異質化與產業內貿易 (二)

圖 22.3 繪出帄均成本和產

出的關係。在獨佔性競爭的

模型中每一廠商都面對一條

傾斜的需求線。

線段斜率的「絕對值」表示

消費者對價格的反應。越大，

則代表消費者反應越遲鈍。

線段縱軸上的截距則表示廠

商在銷售量極低時所能設定

的最高價格。截距越大，價

格越高。
圖 22.3 開放貿易前後獨占性競爭下的均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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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異質化與產業內貿易 (三)

根據前述的原則，因為 AB 

需求線的斜率絕對值與截距

都比 CD 來得大，因此， AB 

可以代表貿易前 (自給自足)

的需求，而 CD 則代表貿易

後的需求。

在自給自足的情形下，廠商

只在國內市場競爭，此時均

衡點為 E、產出為 Q0、價格

為 P0，其中價格剛好等於帄

均成本。至於廠商的家數則

由 P0/Q0 決定。圖 22.3 開放貿易前後獨占性競爭下的均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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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異質化與產業內貿易 (四)

如果開放貿易，則廠商的需求

線由 AB 線變成 CD 線。

面對國外廠商的競爭，因此國

內廠商所能設定的最高價格下

降；又因為廠商現在面對較大

的市場，因此當調降價格時，

將刺激更大的市場需求量，因

此需求線 CD 也變得比 AB 線

帄滑 (即斜率絕對值變小)。

開放貿易後，新均衡點為 F 、

生產水準是 Q1，價格降為 P1。

圖 22.3 開放貿易前後獨占性競爭下的均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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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異質化與產業內貿易 (五)

由上例可以看出開放貿易的結果：

透過市場規模的擴大及競爭程度的加強，每一廠商的
產出增加，並且降低了單位成本，造成產品價格的下
跌。

在開放貿易之後，國內消費者可以購買國外的產品消
費，而外國的消費者也可以購買本國的產品消費，因
此造成同類產品 (但不同的品質或功能) 的出口及進口，
這就是產業內貿易。

因此「當單位生產成本隨產量增加而降低，且產品品質
具有差異性時，國際貿易可使國內消費者增加消費的選
擇並享受較低廉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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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貿易型態 (一)

台灣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貿易就是經濟活動的主

軸。在日本據台以前，台灣的出口以茶葉、樟腦及糖為

主；在日本據台以後，台灣的出口轉而以糖及米為大宗。

糖及米的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數年，仍是

台灣出口的主要產品，但此後台灣出口的產品結構產生

十分巨大的變化。

表 22.9 (見下頁)列出台灣在 1955--2005 年的 50 年間主要

出口產品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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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貿易型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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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貿易型態 (三)

台灣出口產品由早先的農產品為大宗，轉變為紡織品再到電子產品。

對於這樣的轉變，可分別用前面提過的三個模型來解釋之。

根據古典理論：

1950 年代，台灣幾乎完全不具有生產工業產品的能力，加上剛

好台灣的雨水及陽光充足，稻米可以兩熟或三熟，因此台灣的相

對優勢在農產品。

1960 年以後，台灣逐漸習得紡織品的生產技術，紡織品的勞動

生產力因而提高；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而言，台灣相對優勢轉移

到紡織品上。

到 1980 年以後，台灣在電子電機產品方面的生產技術逐漸成熟，

因此勞動生產力提高，相對優勢又轉移到電子電機產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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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貿易型態 (四)

李嘉圖的古典理論認為：「貿易形態的改變是基於相對

勞動生產力的變化；而相對勞動生產力的變化如果是來

自新技術的取得，則這種變化往往伴隨著工資的上漲」。

因此當台灣轉向紡織業生產可以獲得較高的工資時，再

用此較高的工資生產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就不具有競

爭力，紡織業遂取代農業成為出口大宗。同樣的道理也

適用於電子業的崛起。

根據要素稟賦模型來看，則台灣相對優勢的變化是基於

要素稟賦的變化，與生產技術並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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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貿易型態 (五)

根據要素稟賦模型，台灣在戰後 40 年的生產條件的最大變化是資本
的累積。透過資本的累積，台灣逐漸由一個勞動豐富的國家變成一
個資本豐富的國家，因此相對優勢由原先勞動密集的產品轉到資本
密集的產品。

表 22.10 為台灣 1980 年以後，出口商品中勞動密集度的分布情形列
於，則可以明顯看出勞動密集產品佔台灣出口的比率不斷下降，而
資本密集的比率則逐漸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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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貿易型態 (六)

我們也可用產品生命週期檢驗台灣出口結構的變化。以
美國市場為例，美國紡織品的最大進口來源國分別為日
本 (1960 年代)、台灣和香港 (1970年代)、中國大陸及東
南亞 (1990 年代之後)。這樣轉變是因為成衣為成熟性的
商品，生產的相對優勢取決於工資。

1960 年代日本工資相當低，而台灣、香港的成衣生產技
術尚未成熟，因此日本有生產上的相對優勢。1970 年代
以後，台灣及香港的成衣生產技術成熟，而工資遠低於
日本，因此逐漸取代日本成衣在美國市場的地位。在
1990 年代以後，因為台灣及香港的工資很高，成衣的生
產基地遂轉移至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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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綜合而言，古典理論、要素稟賦理論和產品生命週期均

有解釋貿易形態的能力，但它們可能只解釋相對優勢的

部份原因而非全部；三項理論分別強調相對優勢中的某

些面向，因此是可以互補的。

古典理論強調生產力的差異，也就是技術的差異是相

對優勢的根源。

要素稟賦理論強調資源的多寡是相對優勢的根源。

產品生命週期則強調產品的演化過程中各有其合適的

生產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