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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世界各先進國家經濟發展經驗觀察，產業結構之改變是經濟發展之要件，唯有藉著產

業業結構不斷之調整與轉變，經濟才能持續成長與發展。臺灣地區經濟發展之歷程，正可印

証先進國家經濟發展之經驗，過去三十年來，隨著工業化快速發展，工業部門為全國經濟重

心，殆工業發展逐漸成熟，服務業部門之影響力已迅速提升，並超越工業部門，成為最主要

之產業，工業及服務業二部門之資源與產出相互依存援引，使臺灣地區經濟邁入全面發展時

代。

    從產業結構轉變之角度來看，當新廠商陸續進入一個新興產業後，市場會逐漸達到飽和

狀態，惟缺乏競爭力之邊際廠商將退出市場，另一方面部分廠商也不斷尋求新投資機會，創

造另一個新興產業。因此，各個產業在新舊廠商進出間達成產業結構之調整。

    另從企業經營角度來看，初進入產業之廠商經由學習經驗之累積而提升生產力，其中能

夠繼續存活之廠商隨其生產力之提高而擴大規模並增加產量。因此，同一產業內之新舊廠商

，由於學習經驗時間長短有別，而表現不同之生產力與經營規模；繼續存活或是退出產業活

動之廠商，也可能因某些經營特性之差異，致其生產力有高低之別。

    本研究報告之目的，係為探討臺灣地區在民國七十年至八十年間，工商企業長期經營發

展之動向，冀從中瞭解在產業結構轉變過程中，各個產業新舊廠商之經營特性，以及各個產

業續存廠商及退出廠商之主要差異；並進一步建構各產業廠商之成長率、存活率與廠商規模

、廠商年齡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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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背景環境回顧

    民國七十年至八十年間，臺灣地區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等已有重大改變，及冷戰態勢

結束、共產執政退縮，國際經濟環境亦大幅變化，致臺灣地區產業結構在這十年期間產生鉅

幅調整大之改變。由於工商企業之經營與政治、社會、經濟環境密不可分，因此在探討臺灣

地區工商企業經營發展變動之前，首先就過去這十年期間，國內政治、社會、經濟環境及國

際經濟環境等，對產業發展具有重大影響性之變革，略作回顧。

 

 

 

（一）國內經濟環境變遷

 

    自民國七十年代初期，由於出口貿易快速擴張，帶動我國經濟高度成長，同時也逐漸改

變國內總體經濟結構，導致國內金融面、生產面及勞動面互相牽動影響、調整變動。因為對

外貿易順差持續成長， 外匯存底快速累積，至八十年底已高達 824 餘億美元，高居世界第

二位，僅次於日本。七十年代這段期間，由於政府繼續推動發展出口貿易促進經濟成長，給

予出口廠商各種優惠與獎勵，卻忽略環境污染、環保社會成本及環保教育，造成民眾為「錢

」盲無目標之抗爭，阻礙生產活動。

    貿易順差可藉匯率市場機能來調整，不但可解決貿易失衡問題，而且亦將迫使缺乏競爭

力之邊際出口廠商退出市場，加速改善產業結構升級。但因政府在七十年代初期，採取匯率

低估政策，扭曲國內經濟資源分配與調整；雖然後來允許市場機能運作，讓新臺幣大幅升值

，但已失去最佳政策實施時效，導致金融貨幣問題，對國內生產、就業產生莫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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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於大量貿易順差，造成民國七十年代中期，國內貨幣供給逐年大幅成長，衍生

資金氾濫，在金融投資環境未能有效配合條件下，造成股市與房地產狂飆、地下投資公司衍

生等投機性行為氾濫，資金未能導引至建設性及生產事業，對生產事業之資金來源及籌措影

響甚大。

 

（二）國內社會、政治環境變革

 

    自民國七十年代初期以來，傳統權威式政治體制，逐漸轉變以民意為優先之施政導向。

民國七十六年宣佈解嚴後，遂使國內政治、社會環境產生很大之變革，這股以民主、民意為

先之風氣高漲，各式各樣自力救濟、環保及勞工請願活動乃接踵而至，對於企業經營環境帶

來極大之衝擊。例如勞工運動結果，勞工組織擁有包括罷工權及其他更自主之活動空間，由

於勞工自主權之抬頭，在政治結合勞工運動，意識性主張熾熱下帶來，動輒勞資糾紛及抗爭

，加重企業經營之困擾，更使企業之勞工成本負擔增加。

    其次，國民所得增加後，國民對於選擇勞力工作、骯髒性工作行業之意願不高，又加上

服務業部門快速發展，吸收此部分勞力，造成工業部門勞力不足現象，尤以勞力密集行業影

響最大，紛移往東南亞或大陸經營生產，使對我國經濟發展貢獻最多之前鎮加工出口區，形

同關閉。在環保抗爭活動方面，亦困擾著企業正常經營；同時，政府對於執行環保標準漸趨

嚴厲，部份污染性產業在工業地難覓、成本舉高之影響，乃結束營業或移往海外生產。

 

 

 

（三）國際經濟環境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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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濟環境之轉變，主要表現於二方面，一是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另一是除亞洲

四小龍以外之東南亞國家快速發展工業。自民國七○年代以來，我國對美出口貿易順差持續

擴大，迫使美國政府引用貿易法案，要求我國改善對美貿易日益惡化趨勢。面臨美國政府強

大貿易條款壓力，不僅出口廠商原享有之出口配額及關稅優惠條件受到嚴格限制，另一方面

美國政府要求開放農工產品進口，更使國內產業之產品受到強大之價格競爭。

    除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對國內產業之衝擊外，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加強運作，如歐洲單一

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區等，也促使國際間保護主義之氣氛逐漸蔓延。區域合作之加強，使得

該地區經濟集團會員國間之貿易增加，逐步取代區域外貿易，不利於非會員國對外貿易之拓

展。

    另一方面亞洲四小龍以外新興工業化國家之快速發展，如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大陸，亦使

國際市場競爭情況比以前更為激烈，這股趨勢對國內產業產生二個影響，一是國內出口產業

為因應美國貿易保護政策之威脅，逐漸將生產基地移向不受貿易歧視，甚至可享有貿易優惠

之新興工業化國家；二是為紓解逐漸升高之國際競爭壓力，國內產業逐漸重視如何利用較廉

價之生產因素，把部份製造流程移至生產成本較低國家，以提高其產品競爭力。

    總體而言，國內工商企業在民國七十年至八十年期間，經歷上述國內外各種環境變遷之

衝擊，學習能力較強或客觀環境較佳之廠商，得以繼續存活經營；反之競爭力較弱之廠商被

迫退出市場。因此，廠商之學習能力、廠商規模、廠商年齡皆是決定企業生存之重要條件。

第三節：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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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使用資料，係以行政院主計處所辦理之民國七十年、七十五年、八十年之三次

「台閩地區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為主，其普查範圍、對象及普查項目以最近之八十年普查為

例，簡述如下：

（一）普查區域範圍：以中華民國台閩地區為普查區域範圍，包括台灣省、台北市

                    、高雄市、及福建省之金門、連江兩縣。

（二）普查行業範圍：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包括工業及服務業二大部門，共

                    九大行業 。

      工業部門  ：1.礦業及土石採取業、2.製造業、3.水電燃氣業、4.營造業。

      服務業部門：5.商業、6.運輸倉儲及通信業、7.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8.工商服務業、9.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三）普查對象：凡在台閩地區經營前項所列各行業之企業及場所單位，不論為公

                營或民營，公司組織或非公司組織，已登記或未登記，其設有固

                定處所者，均為本普查對象。

（四）普查項目：包括一般概況與主要經營方式、從業員工與薪資、使用土地與建

                築物面積、主要設備、主要產品產銷存量值、營業收支、實際運

                用資產等。

 

笫四節：研究大綱與架構

    本研究共分五章，依序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對民國七十年至八十年之

國內政治、社會、經濟背景，國外環境變遷，作一扼要性回顧；第三節說明本研究資料來源

。第四節摘述本文研究大網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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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研究方法」：以廠商學習理論為架構，探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產業結構

之轉變，各產業內廠商之成長率、存活率與規模、年齡之關係；以及各產業內存活廠商及退

出廠商經營特性之差異。

    第三章「企業特性與變動」：由民國七十年、七十五年、八十年三次普查資料，觀察台

灣地區工商企業在這十年期間經營變動之趨勢，並分別從⑴企業家數及進出率、⑵員工人數

、⑶實際運用資產、⑷產值分配、⑸經營效率等五個企業經營層面分析說明。

    第四章「廠商學習理論之實證探討」：根據廠商學習理論，觀察台灣地區工商企業在民

國七十年至八十年間，各產業內企業之成長率、存活率與規模、年齡之關係，及存活廠商、

退出廠商經營特性之差異。

    第五章「結論 」：就本研究之結果與發現，作一綜合性討論與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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