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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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與大型新興經濟體興起的影響 

經濟金融的危機雖然嚴重，對未來金融市場的重建也必有深遠的

影響。但如同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這只是短期的經濟失

調，不直接涉及成長的極限，也不必然削弱長期的經濟成長。 

全球化與大型新興經濟體的興起改變了世界的勞動供給、消費潛

力、生產分工；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就業型態、外貿結構、金融體系、

所得分配，會有更深更遠的影響。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的崛起及其發展的穩定性對我國的

影響尤其大。原因有二：第一，中國目前已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並

是我國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國；在未來的數十年之內，中國幾乎必定成

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第二，我國是小型的經濟體，若想保持成長，

主要的途徑是：透過國際分工，專業化而大規模地生產少數的產品，

賣到世界的大市場去；而中國是未來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之一。 

對我國而言，與中國進行大幅度經濟交流的影響是：貿易利益可

使所得水準提高、經濟成長加速；潛在的負面效果則是國內所得重分

配。中國有龐大的低技術勞動力，雙方的密切經濟交流或將使我國的

低技術工人之實質薪資難以成長，因而擴大國內的所得差距。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基本問題仍多，許多制度尚在摸索之中，

包括所有權制度、金融體系、醫療制度、社會保險。其國內各區域之

間的交易障礙亦大，「諸侯經濟」未消，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就業與移

民的問題仍待繼續解決。進口障礙則抑制其國內消費，龐大的美元外

匯存底使其面臨國際金融資產管理的困難。 

中國並面對減少碳排放的國際壓力，其國內各地也有嚴重的地方



  轉型的挑戰：當前我國經濟的問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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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環境問題。任一問題若處理不好，都可能影響其發展的穩定性，也

影響我國的穩定與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