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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产业与金融研究》由朱磊所著，本书首次以比较优势分析方法为主线，全面分析台湾产业结构
变动和产业政策调整，梳理台湾当前金融体系与近年金融改革成效，分析两岸签署ECFA对台湾经济
及两岸经济关系的影响，以及后ECFA时期台湾产业与金融的发展方向。

本书采用以实证为主、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在实证部分建立了简单的理论模型，并以十余万个可信的台湾经济数据为基础进行计量分析，内容详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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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磊，1972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经济学博士，2001-2002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经济、两岸经贸等。
主持和参与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课题、国台办委托课题、北京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所重点研究课题等十余项课题研究。
主要著作有《台湾财力》等；在全国核心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并发表时政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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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台湾产业交替发展脉络 一、台湾产业交替的发展过程 20世纪50年代以来，
台湾产业结构的变动基本符合两个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一是工业化发展规律，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规律
。
台湾1963年工业生产净值首次超过农业，表明经济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80年代中后期台湾工业增长
大大减慢，服务业急剧扩张，1988年服务业产值首次超过工、农业产值之和，形成在三次产业中的支
配性地位，标志台湾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二是主导产业转换规律，即主导产业一般遵循“农业—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化工业—现代服务业—
信息产业”的演进路径。
台湾大约每10年左右出现一次较明显调整，每个阶段的主导产业依次更迭，大体经历了农业（以种植
、养殖为主）、轻工业（以食品、纺织为主）、重化工业（以石化、金属为主）、现代服务业（以金
融、保险为主）和科技产业（以电脑、半导体为主）等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经济进入以信息产业为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阶段，也称后工业化阶
段。
 第一阶段，1953年到1960年，劳力密集型产业进口替代时期。
进口替代工业主要是纺织、肥料、水泥、玻璃、人造纤维等。
该阶段台湾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体，工业相对薄弱，服务业相对稳定。
1960年台湾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8.50％、26.9％、44.6％，就业比重分别为50.2％
、20.5％、29.3％，农产品及农产加工品、工业产品出口值占总出口值比重分别为67.7％与32.3％，标
志着台湾还属于工业化前期的资本积累阶段。
 第二阶段，1961年到1970年，劳力密集型产业出口扩张时期。
上阶段的进口替代效果显现，1963年工业生产净值首次超过农业，表明台湾工业逐渐取代农业在经济
活动中的地位，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1970年台湾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5.5％、36.8％、47.7％，就业比重分别为36.7％、28
％、35.3％，农产品及农产加工品、工业产品出口值占总出口值比重分别为21.4％与78.6％。
60年代日本重点发展重化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原有的轻纺工业、组装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纷纷向海外转移，台湾利用这一时机，开始发展日本梯度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三阶段，1971年到1980年，重化工业进口替代时期。
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及新兴市场崛起的背景下，日本进行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由资本密集型产
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把资源耗费量大、环境污染严重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部分移至台湾，台湾进
入重化工业进口替代阶段。
1980年台湾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7％、45.7％、46.6％，就业比重分别为19.5％
、42.5％、38％，农产品及农产加工品、工业产品出口值占总出口值比重分别为9.2％与90.8％。
 第四阶段，1981年到1990年，现代服务业迅猛扩张时期。
80年代前半期，台湾产业结构相对平稳，中后期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增长大大减慢，服务业急剧扩张
，取代工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资本和劳动力纷纷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严业，使服务业产值在1988年首次超过工、农业产值之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湾产业与金融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