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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體經濟發展與失業問題分析 

王春源 
企業管理系 

摘要 

本專著分析台灣總體失業問題與下列台灣總體經濟現象之關係，並提出解決台灣失

業問題之政策，期能「文以載道」，謀「福國利民」之良策： 

1. 台灣的總體實質變數之變動 
2. 台灣的投資力度之變動 
3. 台商赴海外實質投資之變動與台灣企業關廠解散家數之變動 
4. 台灣大量引進逾 30 萬名外勞之變動 
5. 台灣經濟發生結構性斷層之變動 
6. 台灣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變動 
7. 台灣匯率之變動 
8. 台灣金融市場主要指標之變動 
9. 台灣通貨膨脹率之變動 

10. 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之變動  

壹、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文要分析台灣在 1978-2005 的 28 年長期間，台灣的失業率與台灣的總體實質變數

之變動率（rate of change）和其佔 GDP 之比例份額（share）的相關係數與迴歸因果關係。

此外，鑑於製造業是總體實質生產產業之重要部門，故另分析台灣的失業率與製造業勞

動生產力和製造業平均薪資之相關係數與迴歸因果關係。吾人尚分析台灣的失業率長期

上升趨勢，對台灣的所得分配惡化之相關性與迴歸因果關係。 

2006 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 Edmund S. Phelps 在 2004 年 12 月，受邀在中國大陸北

京大學演講，提出「投資力度觀」，主張可使用：1.投資增加率 )( tI
•

，2.匯率的變動率 ( )te
•

，

3.受雇人員報酬占 GDP 的比例之變動率 ( )tW
•

，與 4.股票市值占 GDP 的比例之變動率

( )tMVD
•

等 4 個指標，來衡量一國之經濟成長表現，其最終將反應到一國之就業市場上。

本文另提出「上市櫃公司，因經營不善倒閉或作假帳詐期，而下市下櫃的公司市值之嚴

重程度 ( )tFD 」，作為衡量經濟成長力道之第 5 個指標。與第 5 個指標相關的，是金融機

構總體逾放比指標，作為第 6 個指標。本文實證檢定上述這些指標，對台灣失業率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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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研究台商赴中國大陸與世界其他地區等，進行之海外實質投資金額，從而帶

動台灣淨出口至中國大陸，以及台灣廠商關廠、新設家數與公司解散撤銷家數等變動，

對台灣失業率之長期變動趨向的相關性與影響，據而提出政府有效降低台灣失業率之政

策方向。 

本文首創以(國內生產毛額 GDP-國民所得 NI)之差額的擴大，來衡量國民所得增長的

惡化。本文將對台灣國民所得增長的遲緩現象，其與台灣大量引進外勞人口逾 30 萬，以

及其與台灣同時又併存大量失業人口逾 50 萬等兩個因素之相關性，作實證估計分析。我

們發現：台灣在尚未充分就業之前，自 1991 年以來，即逐年引進大量外勞的政策，以及

其所導致的失業率提高現象，皆甚顯著的造成台灣國民所得增長的遲緩。本文指出：台

灣在引進外勞後的 1991-2006 之 16 年期間，其對提高台灣經濟成長率之效果，並未如產

業界與政府所預期的大，反使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由未引進外勞前的 1978-1990 期間之

8.4285%，降至引進外勞後的 1991-2006 期間之 5.3775%。台灣引進外勞後，伴隨經濟成

長率力度的減弱，又顯著的造成台灣年平均失業率由 1978-1990 之 1.9462%，提高到

1991-2006 之 3.06%，且居高難降，此復導致台灣國民所得增長之遲緩。 

本文要分析台灣人力資源市場之失業率，在發生台海緊張與亞洲金融風暴的 1996 年

之後與換黨執政的 2000 年之後，產生很關鍵性的結構性斷層變動。本文設立 ARMA(1)、
ARMA(2)與 ARCH(1)等計量模型，來估計檢定，發現：台灣人力資源市場之失業率之變

化，在 1996 年與 2000 年發生結構性斷層變動之假設，在計量檢定上，是成立的。 

本文要實證估計台灣地區在 1978-2006 的 29 年長期間，貨幣政策之利率變動與財政

政策之有效稅率變動對失業率之影響。我們實證發現：台灣地區之利率調整政策與各種

直接稅、間接稅調整後所呈現出來的有效稅率之變動，皆不具主動性、預防性、提前性

與反經濟循環性之政策工具功能；利率與有效稅率之降或升，反而成為經濟景氣榮或枯，

以及失業率降或升之被動式的隨勢結果。 

Keynesian 學者主張：一國可藉由通貨貶值，來刺激該國之總體有效需求，進而創造

就業機會，降低總體失業率，故一國之匯率與失業率兩者間之變動，應呈反向關係。惟

2006 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 Edmund S. Phelps 與其門生等(1994, 2004)，則主張：一國通

貨貶值，將造成一般市場價格過度加成訂價(over price-markup)，且資金外流，反會收縮

該國之總體有效需求，而提高總體失業率，故一國之匯率與失業率兩者間之變動，應呈

正向關係，此與 Keynesian 學者之主張不同。本文要檢驗：在 1978-2006 之 29 年期間，

台灣的匯率與失業率兩者間之變動，係呈正向或負向關係？兩者以何種方式相互交叉影

響？何者為因？何者為果？本文將分別就新台幣幣值趨升之 1978-1992 的前 15 年期間，

以及新台幣幣值趨貶之 1992-2006 的近 15 年期間等二段，加以實證估計與對照比較，並

提出政策性建言。 

受 2006 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 Edmund S. Phelps(1994a、b, 2004)，及其恩師 1981
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 James Tobin(1965, 1968, 1976)之理論思想所激發而作。這二位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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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獎得主，皆曾提出：企業投資之資產價值，會受金融市場價格變動之影響，從而決

定企業是否會擴廠、增加投資，進一步影響到就業市場之失業率。他們長期致力於聯結

「金融面」波動與就業「實質面」變動之學理與實證研究。本文根據此思惟脈絡，研究

台灣的証券市場主要指標、貨幣市場主要指標、貸放間接金融、有價證券融資直接金融、

GDP 物價平減指數等「金融面」，與台灣就業市場之失業率「實質面」的相關關係與迴歸

估計。 

本文要提出一個理論模型，來分析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兩害相權取其輕，孰輕孰重

之成立條件，並以中國大陸在 1985-2007 的 23 年期間與台灣在 1978-2007 的 30 年期間，

實際發生之失業率與物價變動率資料為依據，來加以檢驗。本文主要貢獻為：提出一個

一般性理論，來分析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兩害相權取其輕之取捨條件，並主張「失業率

對社會之害，更甚於通貨膨脹率，因後者雖使人民所得變薄，但前者則使人民變窮與面

臨死亡。」，據而推導此論點成立之條件，且輔以台海兩岸實際資料，檢核兩岸在哪些年

符合上述主張之條件。 

貳、文獻探討 

2006 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 Edmund S. Phelps 於 1994 年著經濟的「結構性衰敗：

失業、利息與資產的現代一般理論。」(Structural slumps: The modern equilibrium theory of 
unemployment, interest, and assets. (1994))此專著主張：失業現象未必僅是受到 Keynesian
理論主張之總體有效需求不足的影響，失業尚會受到工作工資誘因、工作條件限制、稅

率、法規限制、技術進步變動等結構因素之影響。 

此專著主張：投資的變動率決定於實質利率、技術進步的預期、生產力的成長、資

格權利、專利、企業資產的存量、勞工的財富、稅率、政治環境氣氛、投資者誠信、社

會治安風氣…等等。這些非貨幣面之基本因素(non-monetary factors)，會決定企業投資資

產之價值與其投資成本，從而決定投資之變動率與失業率。 

此專著發表後的 10 年，Edmund S. Phelps, Hian Teck Hoon 與 Gylfi Zoega(2004)除重

申上述 1994 年之論點外，另主張： 

1. 股價指數，或股價指數佔企業投資成本之比例，或股票市值佔 GDP 之比例等的上漲，

會提高企業資產之價值，而使企業擴增投資，創造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 
2. 一國幣值升值(或貶值)，進口之國內物價下跌(或上升)，出口之國外報價變貴(或便

宜)，其恐憂(或不憂)流失國外市場之客戶，故企業之訂價加成(price markup)會緩降下

來(或速過度調升上去)，從而使企業之生產與投資增加(或減少)，造成失業率下降(或
上升)。此推理與 Keynesian 理論主張之幣值升值(或貶值)，將降低(或提高)總體有效

需求，會提高(或降低)失業率之推理相反。Edmund S. Phelps et al.(2004)之幣值貶值(或
升值)，會造成經濟收縮(Contractionary)(或擴張)，使失業率提高(或降低)之主張與觀

察，曾在 20-30 餘年前，先由 Princeton 大學講座教授 Richard N. Cooper(1971)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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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台灣經濟學者 Chau-Nan Chen 院士(1973)、Ching-Chong Lai(1982)、Chun-Yuan 
Wang(1985)等三位各以 Tight Money Effect 與 Spillover Effect 之理論，在國際 SSCI
期刊上分別發表論證過，較 Edmund S. Phelps et al.早提出 20-30 年，這可能因 Edmund 
S. Phelps 未曾讀過前提這四篇論文而未知之故。 

Edmund S. Phelps 依循其 1994 年之論著，於 2004 年 12 月，在受邀赴中國大陸北京

大學演講中，提出：投資增加率、匯率變動率、受雇人員報酬占 GDP 之比例變動率與股

票市值占 GDP 之比例變動率等 4 個指標，來衡量一國經濟之「投資力度」，進而影響失

業率。 

我們則另增加：「上市櫃公司，因經營不善倒閉或作假帳詐欺，嚴重犯法違規，而下

市下櫃的公司之市值之嚴重程度」，以及「金融機構總體逾放比例」等二個指標，蓋其自

1996 年以來損害台灣地區之「投資力度」，至深至重，其終將反應在失業率的提高上。 

本專著將就台灣前述這 6 個指標對台灣失業率之影響，進行實證計量估計。 

參、研究方法 

本專著之研究方法，主要藉由下列方法來進行： 

一、 大量利字官方公告之統計資料。 
二、 將官方公告之統計資料，繪成幾何圖形，顯示其動態變化趨勢。 
三、 利用有母數之Pearson相關係數與無母數之Kendall與Spearman Rank相關係數，來估

計變數間之相關性。 
四、 利用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來估計因果關係與預測被解釋變數來之可能變動。 

肆、結論與討論 

一、在台灣的失業率與台灣的總體實質變數之變動關係方面 

本文主要發現，陳列如下：  

(1) 在 1978-2005 的 28 年長期間，台灣的失業率與台灣的民間消費支出、政府消費支出、

投資支出、GDP 等 4 個總體實質變數之成長率，個別相互間之負相關係數，皆在 99%
之機率分配下，呈雙尾顯著。其中，民間消費支出成長率與失業率之負相關最密切，

其 Pearson 相關係數達-0.842。這隱含：台灣民間消費支出的成長率下降，伴隨著失

業率的提高，兩者負相關性，甚顯著密切。由複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台灣的民間

消費支出變動率 )(
•

tC 對失業率有 99%的顯著負影響。
•

tC 平均每下降 1%，則失業率

平均上升 0.192%。 
(2) 在 1978-2005 的 28 年長期間趨勢，台灣的民間消費支出佔 GDP 的份額比例 tCH 逐

增，故 tCH 與漸增之失業率，呈顯著之正相關。而台灣的投資支出與政府消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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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GDP 的份額比例 tIH 與 tGH 則逐降，故 tIH 和 tGH 與漸增之失業率，呈顯著之負

相關。由複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台灣的 tGH 平均下降 1%，則失業率平均顯著上升

0.404%。台灣的 tIH 平均每下降 1%，則失業率平均顯著上升 0.281%。 
(3) 在 1982-2005 的 24 年長期間趨勢，台灣的製造業平均薪資 )( tAW 和製造業勞動生產

力 )( tLP 遽增，故 tAW 和 tLP 與漸增之失業率，呈顯著之正相關。台灣的製造業平均

薪資變動率 )( tAW
•

，是隨失業率的低與高而漲與降，故兩者呈顯著之負相關。由複

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台灣的製造業 tLP 指數平均每上升 1 點，失業率平均顯著提高

0.066%。台灣製造業的平均薪資和其變動率與台灣失業率相互間，存在有顯著之抵

換關係。 
(4) 在 1978-2006 的 29 年長期間趨勢，台灣的失業率逐增，顯著伴隨著所得分配不均倍

數 )( tJ 的提高，以及國民儲蓄成長率 )(
•

tS 和國民儲蓄毛額佔GNP之份額比例 )( tSH 的

下降。由複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在 1978-2005 的 28 年長期間，台灣的失業率平均

提高 1%，則所得分配不均的倍數顯著的提高 0.439 倍，國民儲蓄成長率顯著的下降

2.794%，以及國民儲蓄占 GDP 之份額比例顯著的下降 1.63%。 

(5) 我們將上述主要發現之(1)-(3)所陳中，影響到台灣失業率之
•

tC 、 tIH 、 tCH 、 tLP 、

tAW
•

與 tAW 等變數，作迴歸估計，得到解釋能力高達 %6.94
2
=R 之複迴歸式： 

997.0023.0
585.4249.0249.0324.3908.3
009.0083.0035.0037.0325.1

041.0021.0177.0049.0177.5

==
===−==
=====

++−−=
•

ββ
ttttt

SESESESESE
LPGHIHCUR ttttt

 

854.67719.0327.0
946.0457.3223.2
96.0022.0041.0
98.0076.0091.0

2

2

=−=−=
=−=−=

===
=−−

•

F
Rtt
RSESE
RAWAW tt

ββ

；                                   

根據上述主要發現，本文之政策性建議如下： 

(1) 政府須正視台灣民間消費支出成長率的下降之原因，速予解決補正，以防患失業率

之再提高。 
(2) 政府須速改善投資環境，獎勵招商，加強擴大以工代賑公共服務就業政策與職訓工

作，使偏低之民間投資支出份額比例與政府消費支出份額比例，皆同予提高，防患

失業率之上升。 
(3) 政府須速謀暢通管道，讓台灣製造業之勞動因生產力提高而被替代所致之失業勞

動，得以順利轉業，此有賴媒合資訊與中介機能之有效作為。 
(4) 政府須速辦理對症之「所得政策」（Income Policy），以善後因失業率提高所造成之

日益惡化的所得分配與國民儲蓄成長率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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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台灣失業率與台灣的「投資力度觀」之擴充方面 

本文主要發現如下： 

(1) 持續不斷的投資增加率 tI
•

，可有效顯著的降低總體失業率，此台灣之實證結果，甚

符合 John Maynard Keynes(1936)與 Edmund S. Phelps 等(1994, 2004)之理論主張。 

(2) 受僱人員報酬佔 GDP 的比例W 提高，及其變動率
•

W 上升之指標，確實可用來反應

與衡量總體失業率降低之現象，此符合 Edmund S. Phelps 等(1994，2004)之學理主張。 
(3) 當期 NTD 幣值貶值變動率，對台灣失業率有降低之作用，其雖未達 90%以上之機率

分配的雙尾顯著，但結果甚具一致性，此符合 John Maynard Keynes(1936)之主張。 
(4) 由解釋能力較高的迴歸估計式知，當期與前一期之股票市值占 GDP 的比例 tMVD 及

其替代變數 1−stP ，與 tMVD
•

，對台灣失業率之影響係數為負，有助降低失業率，此符

合 Edmund S. Phelps 等(1994，2004)之主張，惟不顯著。 

(5) 由解釋能力較高的迴歸估計式知，劇烈波動的台灣股價加權指數 stP 之變動率 stP
•

與

1−

•

stP 的提高，對台灣失業率之影響係數為正，反而提高失業率，但未達統計顯著水

準。 
(6) 本文提出的『上市櫃地雷公司下市市值 tF 之侵害經濟深重指標 tFD 』，對台灣失業率

之惡化影響，甚顯著巨大，在 99.9%之機率分配下，呈雙尾顯著。 
(7) 本文提出的『金融機構總體逾放比』之最高值與平均值，對台灣失業率之惡化影響，

亦甚顯著巨大，在 95%-99%之機率分配下，呈雙尾顯著。 

根據以上之研究發現，提出政策性建議如下： 

(1) 政府須不斷改善整體投資環境，使國內投資增加率持續穩定成長。 
(2) 政府須正視受僱人員報酬佔 GDP 的比例，及其變動率之指標是否長期穩定成長？以

判斷失業現象是否改善或嚴峻？ 
(3) 政府應樂觀看待經濟衰敗後幣值貶值現象，蓋其有助於降低總體失業率。 
(4) 政府應健全穩定的發展資本市場，其可提高企業投資之資產市值，而有利於增加企

業投資與降低失業率。但若資本市場瀰漫內線交易、投機不安與作假帳之地雷公司，

股價波動劇烈，則反不利投資與就業環境。 
(5) 政應應正視本文提出的『上市櫃地雷公司下市市值 tF 之侵害經濟深重指標 tFD 』與

『金融機構總體逾放比指標』等之提高，對台灣失業率惡化之顯著影響。當務之急

是，政府須改善整體投資環境，嚴審上市櫃公司之條件資格，力行監督管理與稽查

金融機構和各上市櫃公司之經營、財務、內控與誠信，以及教導企業行中庸正道之

商道。 

三、在台灣的失業率與台商赴海外實質投資與關廠解散家數方面 

根據前面之實證估計結果，得到如下之主要發現與政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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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之金額，及其累計金額等之增長，已顯著提高了台灣的失業率，

其相關係數甚高，且甚顯著。因此，台灣政府如何改善台灣總體投資環境，使台商

轉為不外移，並多投資台灣，以維持與創造台灣之就業機會，此乃政府有效降低台

灣失業率之急務。 
(2) 台商對中國大陸淨出口金額之增長，隱含台商出口中上游零配件予外移或投資在中

國大陸之成品製造中下游廠商，而外移廠商或投資在中國大陸之廠商，乃反應台灣

大量就業機會之喪失，其已非中上游廠商之擴廠所創增之就業機會，足以彌補，故

此對應著台灣失業率之提高。因此，台灣政府如何施以誘因與調整政策，使台灣中

下游企業仍願留在台灣生產製造，而不外移至中國大陸設廠製造，乃政府有效降低

台灣失業率之要務。其中，開放台灣貨物直航直銷至中國大陸市場，乃為至要之重

點。 
(3) 台資赴海外實質投資金額之增長，會顯著提高台灣之失業率。反之，僑外資來台實

質投資金額之增長，則有利於降低台灣之失業率。因此，台灣政府須傾全力改善總

體投資環境，並積極招外商來台投資，以及留住台商多投資台灣，使台商儘量不赴

海外實質投資，此乃政府有效降低台灣失業率之良策。 
(4) 台灣公司之解散、撤銷、廢止家數，以及廠商之關閉家數等之增長，會顯著的提高

台灣之失業率。反之，台灣廠商之新設家數與淨增加家數等之增長，可顯著的降低

台灣之失業率。因此，台灣政府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建設安定之政經社會制度，輔

助台灣企業廠商在台灣立永續根之經營，使台灣充滿投資生機，原設之公司廠商不

斷擴充，新設之公司廠商盎然群立，此乃創造台灣就業機會，有效降低失業率之正

道。 

四、在台灣的失業率與引進外勞、國民所得惡化方面 

(1).主要發現 

a. 在台灣未達到充分就業，有大量失業人口之總體經濟環境下，台灣在 1991-2006 之

16 年期間，所引進之外勞數量，已逐年增至年逾 30 萬人以上。總計賺取台灣的所得

總金額逾兆元新台幣。因此，用 GDP 衡量的台灣經濟成長率，固有成長，但對應的

是台灣國民所得的低成長與總體失業率的居高難下。 
b. 無論藉由有母數或無母數之統計量來衡量，皆一致性的發現：台灣自 1991 年開始引

進外勞以來，已造成台灣的失業率顯著提高，以及用新台幣與用美元表示之(GDP-NI)
差額的顯著擴大。其中，尚對應著新台幣幣值的長期趨貶，故台灣用美元表示之

(GDP-NI)差額的擴大，特別顯著與嚴重。 
c. 本文首創，以(GDP-NI)差額之擴大，來衡量國民所得增長之遲緩。發現：台灣自 1991

年以來引進外勞的本身，以及其所導致的失業率提高現象等，皆甚顯著的造成台灣

國民所得增長的滯緩。 
d. 台灣在未引進外勞的 1978-1990 之 13 年期間，年經濟成長率平均高達 %4285.8=g ，

年失業率平均低至 %9462.1=UR ，幾近充分就業。但台灣在引進外勞後的 1991-2006
之 16 年期間，並未因引進外勞，而使經濟成長率提高，反使年經濟成長率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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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5.5=g ，年失業率平均升至 %06.3=UR ，致使台灣經濟成長率之力度減弱與失

業率長期上升，兩者呈顯著負相關現象。 

(2).政策建議 

a. 台灣因未達充份就業，尚有大量失業人口，故應速逐降外勞之引進數量，以改善國

民所得的低成長與總體失業率的居高難下之困象。 
b. 政府應速採用本文首創之(GDP-NI)差額的擴大，來衡量與分析台灣國民所得增長之

遲滯與原因。 
c. 政府應速揚棄下列之錯誤觀念與政策：『引進外勞，可補缺工，提高經濟成長率，使

國民所得增長。』此信念在台灣引進外勞的 1991-2006 之 16 年期間，是顯著不成立

的。 
d. 台灣就業市場的極矛盾是：一方面有至少 50 萬以上的大量失業人口，但另一方面又

引進 30 萬以上的大量外勞人口。根治此矛盾之道，政府應採用 2006 年諾貝爾獎經

濟學得主 Edmund S. Phelps(1994,1996)所倡行之改善就業市場結構性障礙著手，儘速

達成：『台灣不再引進外勞，台灣無失業人口。』之幸福經濟。 

五、在台灣的失業率發生結構性斷層變動方面 

本文主要發現，匯總如下： 

(1) 由 ARMA(1)模型之計量結果知，在 1978-2006 的 29 年長期間，台灣的人力資源市場，

曾在 1996 年後的台海緊張與亞洲金融風暴與 2000 年後的換黨執政，連續發生二次

失業結構斷層，此在 95%-99%之機率分配下，呈雙尾顯著。根據此 ARMA(1)模型，

可推算若台灣在不連續發生這二次失業結構斷層之靜止均衡狀態下，則有 90.1%之

解釋能力，台灣的自然失業率(NRU)等於 2.34%，其顯然會小於台灣在 2006 年全年

之失業率 3.91%。2.34%的 NRU 雖然是回到一個社會較可容忍之失業率，但仍遠高

於 1996 年前的 1978-1995 之 18 年期間的平均失業率 1.84%。 
(2) 由 ARMA(2)模型之計量結果知，如上述之發現(1)所示，台灣的人力資源市場之失業

率結構斷層，曾在 1996 年後與 2000 年後，先後發生過二次，此在 85%-90%之機率

分配下，呈雙尾顯著。根據此 ARMA(2)模型，同上述(1)之算法，有 94.7%之解釋能

力，可推算台灣的自然失業率等於 3.835%，此約等於台灣在 2007 年 2 月之失業率

3.86%，此率仍偏高，政府應予正視防患，有效調降。 
(3) 由 ARCH(1)模型之計量結果知，台灣的人力資源市場之失業率結構斷層，曾在 1996

年後與 2000 年後，先後發生過二次，顯著造成台灣失業率波動變異數平均提高

0.112，此在 99%之機率分配下，呈雙尾顯著。根據此 ARCH(1)模型，有 96.3%之解

釋能力，可推算台灣的失業率波動變異數，在無結構斷層的靜止均衡狀態下，
2 0.248uσ = ；此變異數愈小，對勞動者之就業安定性愈佳。 

根據上列主要發現，本文敬提如下之政策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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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鑒於台灣總體經濟曾受 1996 年的兩岸關係惡化之台海危機及其後之亞洲金融風暴，

以及 2000 年後的換黨執政等之不安性的負面侵壞，已殃及台灣的人力資源市場之失

業率，發生結構斷層，NRU 劇升至 2.34%-3.835%之間，此乃台灣社會不堪容忍、無

法容忍、無力容忍、不能容忍之失業率，政府應正視防患失業率再度斷層惡化，並

速採就業媒合與職業訓練之優惠措施。 
(2) 基於造成台灣失業率斷層惡化之禍首為『不安』，故舉凡會造成台灣政治經濟社會不

安與人心惶恐之國內外與兩岸等之緊張惡業與不得民心之政策，皆應避免為之。全

民渴望思治望治，在安定的大環境下求生發展。 
(3) 人力資源市場之就業需求、機會與薪酬條件，皆是總體實質投資狀況所引伸出之需

求(derived demand)，故政府須力求改善總體實質投資環境，便利各界，招商投資，

創造就業機會。 
(4) 鑒於各迴歸估計結果，皆甚一致性的顯示：要素生產力與生產技術的進步T ，會帶

來競爭力的提升，而生新商機，創造就業機會，使失業率下降，故政府須大力推行

提升各業T 之職訓教育措施。 

六、在台灣的失業率與台灣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之變動方面 

(1).主要發現 

1. 在 1978-2006 的 29 年期間，由台灣地區貨幣政策之利率變動對失業率之影響的實證

估計中，得到下列 4 點主要發現： 

(1) 整體平均而言，台灣的貨幣政策之利率升降調整方向，是與台灣的失業率高低，

呈反方向的，符合 John Maynard Keynes(1936)主張的：以利率升降為政策工具，

來控制失業率，期能達成充分就業之目標。 
(2) 台灣中央銀行之利率政策，屬於 Passive Interest Rate Policy 之成份較大，而屬於主

動性、事先性、預防性與反經濟循環性之 Active Interest Rate Policy 之成分則較小。 
(3) 平均存款利率 dti ，每上升(或下降)1%，失業率將對應的降低(或提高)0.504%，以

反應經濟景氣與國民所得的好轉(或惡化)。失業率降低(或提高)反而成為決定存款

利率上升(或下降)之原因，存款利率喪失其作為控制失業率之反經濟景氣循環之領

先性的貨幣政策工具之功能。 
(4) 平均擔保借款利率 ti ，每上升(或下降)1%，將提高(或降低)失業率 0.118%，故企業

廠商之投資設廠決策，仍視借款利率為一個參考參數。 

2. 由台灣地區財政政策之有效稅率變動對失業率之影響的實證估計中，得到下列 2 點

主要發現： 

(1) 台灣的有效稅率之升或降，反成為失業率降或升，經濟景氣榮或枯與國民所得增

或減之結果，已喪失其作為控制失業率目標之預防性的財政租稅政策工具之功能。 
(2) 台灣的有效稅率之升降，對失業率之影響，不符合 2006 年 Nobel Prize Laureate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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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得主 Edmund S. Phelps(2001)所主張的：在美國降低所得稅率，可使其平均總

體失業率下降。相反的，台灣的總體失業率之降與升，對應著有效租稅稅率之升

與降，兩者呈相反方向變動。 

(2).政策性建議 

根據前述之主要發現，提出下列 2 點政策性建議： 

1. 在利率政策方面：台灣中央銀行應加強對經濟景氣榮枯與失業率低高之預判，以事

前領先性、預防性、反景氣循環性與主動性的方式，調整利率，提前影響消費與投

資之經濟活動，以控制失業率，期達成充分就業之目標。 
2. 在有效稅率政策方面：台灣財政當局對各種直接稅率與間接稅率之訂定與調整，應

以事前領先性、預防性、反景氣循環性與主動性之方式，權宜機動調整，以期提前

影響消費與投資之景氣變動，控制失業率，而達成充分就業之目標。 

七、在台灣的失業率與台灣的匯率之變動方面 

主要發現 

(1) 在 1978-1992 的 15 年期間，台灣的總體經濟成長率，隨著實質面與金融面之榮枯而

上升與下降，失業率即隨之下降與上升，並導致當期同年之新台幣兌美元之幣值隨

之反應出升值與貶值，其新台幣匯率與失業率之 Kendall 與 Spearman 序列相關係數，

顯著的高達 0.522 與 0.646。此外，前一年新台幣兌美元之幣值，平均每貶值與升值

1%，對應的會提高與降低當年之失業率 0.066%，其在 90%之機率分配下，呈雙尾

顯著。因此，在 1978-1992 期間，台灣的匯率與失業率兩者間，係呈正向之變動關

係，符合 Edmund S. Phelps(1994, 2004)之主張，而不符合 Keynesians 學者之論點。 
(2) 在 1992-2006 的 15 年期間中之 1992-1995 的前 4 年，因 1992 年新台幣幣值升值過度，

劇挫台灣對外貿易收支盈餘，造成經濟成長率趨降，失業率趨升，新台幣幣值回貶，

故此期間之匯率與失業率雙雙走高，呈正向之變動關係，符合 Edmund S. Phelps(1994, 
2004)之主張。此後的 1996-1998 之 3 年期間，因爆發台海政治危機與東亞金融危機，

續出現匯率與失業率皆走高之正向變動關係，仍符合 Edmund S. Phelps(1994, 2004)
之主張，且台灣失業率在此發生第一次結構性斷層躍升，從此居高難下。1999-2000
之 2 年期間，為 921 大地震與其重建，以及和平完成總統改選年，經濟成長率與新

台幣幣值俱微增，失業率則因大地震毀損廠辦而微增，故出現匯率微降與失業率微

增之反向變動關係，輕微背離 Edmund S. Phelps(1994, 2004) 之主張。2001-2006 之 6
年期間，因爆發核四宣佈停建意外、911 恐怖撞樓事件、SARS 傳染病與金融卡、現

金卡呆帳風暴等，造成經濟成長率降、失業率升與匯率升等困境，此乃台灣失業率

發生第二次結構性斷層躍升期，從此面臨高失業率經濟。其間，政府曾推行「公共

服務業提振就業方案」，使失業率與匯率皆稍降；故此期間之匯率與失業率，先同步

上升、後同步下降，呈正向關係變動，符合 Edmund S. Phelps(1994, 2004)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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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1992-2006 的近 15 年期間，台灣的匯率與失業率之關係，屬於當年同期相互影響

之成分較高，而屬於隔年跨期相互影響之成份則較低，惟其皆在 100%之機率分配

下，呈雙尾顯著。在此期間，台灣的匯率與失業率之關係，在時間軸上，是互為因

果，交相影響的，這是跟較早之 1978-1992 的 15 年期間不同。在 1978-1992 的 15
年期間，當年之失業率影響下一年之匯率，甚微亦甚不顯著；且在此期間，上一年

之匯率影響當年之失業率之程度與顯著性，較 1992-2006 之近 15 年期間之影響力輕

微；此外，在此期間，當年同期之匯率與失業率之相互影響關係之程度與顯著性，

亦較 1992-2006 之近 15 年期間之影響力輕微。 
(4) 將台灣的匯率與失業率之相互影響關係，在 1978-1992 與 1992-2006 等兩個不同 15

年期間之差別，列表對照比較如下： 

表 1：台灣的匯率與失業率在二個不同的 15 年期間之相互影響關係的比較 
期間 

影響方式、 
相關程度與顯著性 

1978-1992 的 15 年期間 1992-2006 的 15 年期間 

1.當年同期之匯率 te 與失業率

tUR 相互影響之相關程度

與顯著性 

0.522-0.646 
(99%之機率顯著) 

0.810-0.904 
(100%之機率顯著) 

2.上一年之匯率 1−te 與當年之

失業率 tUR 相互影響之相

關程度與顯著性 

0.411-0.621 
(95.8%-98.2%之機率顯著) 

0.714-0.882 
(100%之機率顯著) 

3.當年之失業率 tUR 與下一年

之匯率 1+te 相互影響之相

關程度與顯著性 

0.232-0.352 
(76.7%-80.2%之機率顯著) 

0.714-0.855 
(100%之機率顯著) 

4.
1−∂

∂

t

t

e
UR

 0.066% 
)318.0,657.2(

2
== Rt  

0.325% 
)746.0,485.6(

2
== Rt  

5.
t

t

UR
e

∂
∂ +1  不顯著 

2.009% 
)686.0,418.5(

2
== Rt  

政策性建言 

1. 在 1978-2006 的 29 年期間，台灣的匯率與失業率兩者是依循 2006 年諾貝爾獎經濟學

得主 Edmund S. Phelps (1994, 2004)主張之論點，同向變動，亦即：幣值貶值對應的

是失業率的提高；幣值升值對應的是失業率的降低。而且，兩者之變動，互為因果，

其在當年同期隨即變動反應之程度最顯著。因此，中央銀行宜視匯率與失業率之變

動，乃經濟體一體之「金融面」與「實質面」等二面之對應表現，同期同向變動，

兩者乃經濟成長狀況之反映指標。 
2. 在1992-2006的近15年期間，由於台灣經濟發展之「實質面」與「金融面」的自由

化與國際化，已相當深廣，故上述台灣的匯率與失業率之同向變動關係，以及互為

因果，更加密切顯著，不論是當年同期或跨年跨期之互動相關，皆在100%之機率

分配下，呈雙尾顯著。因此，台灣的中央銀行宜視新台幣兌美元之匯率的「金融面」

變動，乃在反應台灣經濟成長表現與失業率狀況之「實質面」的變動，央行不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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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新台幣幣值的升值與貶值，以免破壞掉新台幣匯率作為反應台灣經濟「實質面」

狀況之失業率改善或惡化之金融性指標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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