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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與經濟發展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 

2016 年春季 

瞿宛文 

 

這門課將以討論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為主，從非正統理論與歷史的角度切入，

探討台灣作為一後進國家如何在戰後成功地發展經濟。 

打*與#者為必讀，*為課堂討論讀物，#為背景讀物，其他為參考讀物。學期

成績以課堂報告、參與討論表現及期末報告為主。 

 
主要參考書籍 
 
凃照彥，1991，《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李明俊譯，人間台灣政治經濟叢刊(1)，

台北：人間出版社。 
劉進慶，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人間台灣政

治經濟叢刊(2)，台北：人間出版社。 
尹仲容，1963，《我對台灣經濟的看法》，台北：美援會。 
康綠島，1993，《李國鼎口述歷史：話說台灣經驗》，台北：卓越。 
Ho, Samuel P.S., 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Yale UP. 
Wade, Robert, 2004,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2nd ed., Princeton UP. 
瞿宛文，安士敦，2003，《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朱道凱譯，台

北：聯經出版社。 
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灣社會研究叢刊#11。 
瞿宛文，2002，《經濟成長的機制──以台灣石化業與自行車業為例》，台灣社會

研究叢刊#10。 
瞿宛文，未刊書稿，《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以下簡稱《戰後發展》）。 

 

背景 

1. 戰後全球經濟發展情況（一週） 
 
*麥迪森 (Maddison, Angus, 1926-2010) ，《世界经济千年史》 ; 伍晓鹰等译，北

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Maddison, Angus,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Introd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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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Rodrik, Dani, 2011, The Future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working paper, 

http://www.hks.harvard.edu/fs/drodrik/Research%20papers/The%20Future%20o
f%20Economic%20Convergence%20rev2.pdf. 

Pritchett, Lant, 1997. Divergence, Big Tim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3): 
3-17, Summer. 

 
2. 經濟發展─理論與模式（一週） 
 
*瞿宛文，〈全球化與後進國的經濟發展〉與〈如何解釋東亞經濟成長〉，收錄於

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社叢刊#11，第一、八章。 
*Evans, P.B., 1992. The State as Problem and Solution: Predation, Embedded 

Autonom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S. Haggard and R.R. Kaufman (ed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Princeton UP, 139-81.（落後國家 state 的三種

類型）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arvard 

UP, Ch. 1. 中譯本：格申克龍，《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張鳳林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9，8-36。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P. 中譯本：《民族與民族

主義》，韓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1-51。 
Stiglitz, J.E., 2002.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李明譯，大塊文化。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Y: Norton.（易讀） 
黃宗智，2012，〈我們要作什麼樣的學術？〉，《開放時代》，2012/1。 
 
台灣戰後經濟發展 

 

3. 戰前發展：1945 年之前的臺灣（一週） 
 
*凃照彥，1991，序章、第二章。  
*瞿宛文，〈第一章 理論檢討〉〈第二章日本殖民統治影響〉，《戰後發展》。 
#張漢裕，1953/1974，〈日據時代台灣經濟之演變〉，收錄於《台灣農業及農業經

濟論集》，177-234，台北，台灣研究叢刊 111，台灣銀行。 
#吳聰敏，2004，〈從平均每人所得的變動看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經濟論文叢

刊》，32(3)。 
Ho, S.P.S., 1978, Chs. 3-5. 
Chang, Han-Yu, and Ramon H. Myers, 1963, Japanese Colonialism Development 

Policy in Taiwan, 1895-1906: 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ugust, 43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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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戰後接收與國民政府的傳承（一週） 
 
*劉進慶，1992，頁 13-70。 
*Kirby, W.C.（柯偉林）, 1990,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July, 121-141. 

*程麟蓀， 〈中國計畫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二十一世紀》，第 82 期，2004/4, 
88-100. 

*瞿宛文，〈第四章 台灣戰後經濟政策體制的民國傳承〉，《戰後發展》。 
#吳聰敏，1997，〈1945-1949 年國民政府對台灣的經濟政策〉，《經濟論文叢刊》，

25(4): 521-54。 
#嚴演存，1989，《早年之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26。 
檔案管理局（編），2007，《二二八事件與公營事業：二二八事件檔案專題選輯》，

吳若予撰文，檔案管理局編，台北：檔案管理局。 
李怡庭，1989，〈台灣惡性物價膨脹之始末（1945-1951）〉，《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2）：55-85。 
 
5. 戰後初期土地改革（二週） 
 
*瞿宛文，〈「重探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專題導言〉，2015，《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第 98 期，1-9。 
*廖彥豪，瞿宛文，2015，〈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台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歷史過

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98 期，69-145。 
*瞿宛文，〈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2015，《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98 期，11-68。 
*何欣潔，2015，〈由鄉莊社會到現代社會：從土地所有制演進重看台灣戰後初期

農村土地改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98 期，147-193。 
*瞿宛文（編），2015，〈重探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專題：評論與回應〉，《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第 100 期，頁 157-264。 
瞿宛文，2015，〈回應：如何評價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100 期，頁 251-256。 
廖彥豪、瞿宛文，2015，〈回應：為何土地改革的意涵爭議多？〉，《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第 100 期，頁 257-260。 
*廖彥豪、林佳禾，2015/11，〈省府都計檔案簡介〉，〈台灣政府部門規劃組織關

係圖與檔案資源盤整〉，〈規劃類主題相關資料庫〉，《戰後台灣規劃史料資料

庫：省府時期檔案》（線上資料庫）

http://twspdb.ntu.edu.tw/index.php。 

http://twspdb.ntu.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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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慶，1992，頁 71-86。 
#黃俊傑，1991，〈第二章 農復會與台灣農業制度的改革〉，《農復會與台灣經驗

1949-1979》，三民書局。 
廖彥豪，2013，〈台灣戰後空間治理危機的歷史根源：重探農地與市地改革〉，台

大城鄉所碩士論文。 
 
6. 戰後初期 1945-1960（二週） 
 
*康綠島，1993，第五章：工業委員會；第六章：美援會。 
*尹仲容，1963，〈台灣生產事業的現在與未來〉，〈如何平衡台灣的國際收支〉，〈台

灣工業政策試擬〉，〈台灣工業發展之逆流〉，〈台灣經濟建設問題〉，〈五年後

再看「台灣工業發展之逆流」〉，〈對台灣當前外匯貿易管理政策及辦法的檢

討〉。 
*林景源，1981，《台灣工業化之研究》，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第三章：內向發

展期間之獎勵政策。(Lin, C.Y., 1973, 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1946-72: 
Trade and Import Substitution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Y: Praeger.)  

*瞿宛文，〈第四章〉〈第五章 經濟政策體制的形成〉，《戰後發展》。 
#陳師孟等，1991，《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澄社

報告之一。 
嚴演存，1989，《早年之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7. 1960-1980 年代（二週） 
 
*林景源，1981，第四章：1950 年代中期之經濟情況及經濟政策之改變，第五章：

外向發展期間之獎勵政策，第六章：出口成長的基礎，第七章：摘要與結論。 
*瞿宛文，〈重看臺灣棉紡織業早期的發展〉，《新史學》，19(1)，2008 年 3 月，

167-227。 
*尹仲容，1963，〈十年來的貿易政策〉，〈兩年來的外匯貿易改革〉，〈台灣經濟十

年來的發展之檢討與展望〉，〈美國對華經援趨勢及現況〉，〈從台灣及亞洲落

後地區的經驗看經濟發展問題〉。 
瞿宛文，〈第五章 經濟政策體制的形成〉，《戰後發展》。 
#李國鼎，2005，第四章：從援助到貸款─美援趨勢的轉變。 
#瞿宛文，2001,〈台灣產業政策成效的初步評估〉，《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第 7

章。 
葉萬安，1999，〈1980 年代以前的台灣經濟發展經驗回顧〉，《1980 年代以來台灣

經濟發展經驗論文集》，中華經濟研究院，27-76。 
Amsden, A.H.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Y: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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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78-106. 
瞿宛文，2002，《經濟成長的機制──以台灣石化業與自行車業為例》，台灣社會研

究叢刊#10。 
 
8. 公民營政策、黨國資本論與殖民影響（一週） 
 
*瞿宛文，第六章〈國府的公民營政策〉，第七章〈台灣戰後民營資本的發展〉，《戰

後發展》。 
*Cheng, Tun-jen, 1990. “Political Regim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Gereffi, G. and D. Wyman (eds.),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P.  

*尹仲容，1963，〈從台灣及亞洲落後地區的經驗看經濟發展問題〉。 
#陳師孟等，1991，《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澄社

報告之一。 
瞿宛文，〈台灣戰後工業化是殖民時期的延續嗎？──兼論戰後第一代企業家的

起源〉，《台灣史研究》，17(2):39-84，2010 年 6 月。  
 
9. 關於殖民統治對戰後發展影響之爭議（一週） 
 
*Haggard, S, David Kang, and Chung-In Moon, 1997, Japanese Colonialism and 

Korean Development: A Critique, World Development, 25(6): 867-881. 
*Booth, Anne. 2007. Did It Really Help to be a Japanese Colony? East Asia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apan Focus. May 7. 
瞿宛文，第一章〈理論檢討〉，第二章〈日本殖民統治影響〉，《戰後發展》。 
#徐仲錫，2007，《韓國現代史 60 年》，朱玫、孫海龍譯，首爾：民主化運動紀念

事業會。(pp. 17-45) 
Kohli, A., 1994, Where Do High Growth Political Economies Come From? The 

Japanese Lineage of Korea’s Developmental State, World Development, 22(9): 
1269-1293. 

Chang, Han-Yu, and Ramon H. Myers, 1963, Japanese Colonialism Development 
Policy in Taiwan, 1895-1906: 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ugust, 433-449. 

#林滿紅，1996，〈有關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四種誤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3：147-157。 
葉淑貞，1994，〈論台灣經濟史研究的歷史解釋觀點〉，《經濟論文叢刊》，22:4, 

477-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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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濟轉型 1980 年代後期至今(一週) 
 
*朱雲鵬，1999，〈1980 年代以來自由化政策的探討〉，《1980 年代以來台灣經濟

發展經驗論文集》，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261-296。 
*陳添枝，1999，〈1980 年代以來台灣的貿易自由化〉，《1980 年代以來台灣經濟

發展經驗論文集》，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365-402。 
中華經濟研究院，1999，《1980 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經驗論文集》，台北，中

華經濟研究院。 
#瞿宛文，洪嘉瑜，2002,〈自由化與企業集團化的趨勢〉，《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

第 3 章。 
 
11. 產業升級(一週) 
 
*瞿宛文，安士敦，2003，《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朱道凱譯，

台北：聯經出版社。 
*Wan-wen Chu, Can Taiwan's Second Movers Upgrade via Branding? Research Policy, 

2009, 38:1054-1065. 
*瞿宛文，2015，〈產業升級之路：以台灣為例〉。 
 
 
12. 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二週) 
 
*瞿宛文，2011，〈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台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第 84 期，9 月，243-288。 
* Wan-wen Chu, “Challenges for the Maturing Taiwan Economy”, in Larry Diamond 

and Gi-Wook Shin (eds.), 2014, New Challenges for Maturing Democracies in 
Korea and Taiw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16-249.  

*瞿宛文，〈從太陽花學運談起：反全球化與反中〉，2015，《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 98 期。345-357。 
Wade, R., 2004. “Introduction”, in Governing the Market, 2nd ed., Princeton 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