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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is the question? 

由於先前的文獻對於 1950 年代政府管制形成與廢除的原委並無深入的探討，因此本文作者

主要在探討 1950 年代政府管制的形成與由來，並且主要以紡織業為實例作深入的探討，討

論政府的管制政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並論證 1950 年代晚期出口擴張成功的原因為何。 

 

2.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it? 

1940 年代末，政府遷播來台，當時對於搖搖欲墜的經濟與貨幣體系，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的

管制措施，然而這類管制措施的建立與廢除，直接影響了我國的經濟成長，因此對此議題

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3. What is the author’s answer? 

針對 1950 年代經濟增速緩慢以及政府管制的影響，作者有以下幾點結論: 

一. 1946 年開始政府實施的一系列管制措施，致使台灣出現惡性通貨膨脹，而其中管

制措施導致國營事業巨幅虧損，台灣銀行不斷貸款增加貨幣供給為導致惡性通膨的

主要原因之一。 

二. 1949 年台灣發行新台幣，使新台幣具有類似金本位制的貨幣性質，然而通貨膨脹

並不因此趨緩，仍然無法挽救國民對貨幣之信心。 

三. 1950 年韓戰爆發，台海趨於穩定，並且獲得美援，使得台灣惡性通貨膨脹趨於終

止，對日後的經濟成長產生決定性的貢獻。 

四. 1950 年代後政府為推行進口替代政策，推行一系列匯率管制與貿易管制，此舉使

得台灣商品失去國際競爭力，因此經濟成長受限。 

針對 1960 年代出口替代政策的成功與高速經濟成長，作者有以下幾點結論: 

一. 政府透過進出口退稅，低利放貸，以及新台幣貶值(從 1950 兌美金 1:7.5 至 1960 兌

美金 1:40)取得國際上之比較利益，因此開始大幅出口商品，增加經濟增速。 

二. 紡織品出口擴張的成功，再加上中共 1958 年八二三炮戰的失利，使得國人投資意

願的增強，民間投資站 GDP 比例穩定上升，對於經濟成長有正向影響。 

最後，作者認為日治時期台灣所建立的現代產權，土地調查事業完成，更使得土地交易相

對安全，這一系列強化私有產權制度與契約制度的措施，就如同美援一樣，成為日後台灣

經濟高速成長的關鍵因素。 

 

4. How did the author get there? 

作者透過多篇論文、著作與政府所收集之官方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主要為敘述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