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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於全球化趨勢潮流下，許多廠商為求擴大市場規模，降低生產成本及提高競爭力，接連將生產地點移往工資低廉、天然資

源豐富或市場潛力較大的國家。 本論文主要在探討國內廠商赴海外投資對國內失業率的影響，而近幾年來國內失業率呈現

上升趨勢是否與國內廠商熱衷前往海外投資有關，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 本研究觀察歷年來我國海外投資的趨勢及國

內勞動供需的演變，根據勞動需求理論，同時考慮影響勞動需求的其他因素，針對1997-2011年以簡單迴歸分析法，赴海

外投資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結果明顯發現廠商對外投資總金額、對大陸、越南投資、引進外勞人數、全

球金融危機呈正相關且有顯著之影響，顯示投資金額及引進外勞人數愈多將使國內的就業機會減少，且投資比例愈高，對

國內的勞動需求就愈低；製造業受雇員工人數、製造業實質國內生產毛額、赴新加坡、菲律賓、泰國、韓國投資呈負相關

且有顯著之影響；景氣指數與亞洲金融風暴呈負相關；另赴香港、日本、馬來西亞、印尼投資對國內勞動需求雖呈現正向

影響，惟其影響並不顯著。因此，一般認為國內失業率逐年攀升的原因在於國內廠商前往中國大陸及越南的熱衷投資行為

有關。 除了赴大陸及越南投資的因素外，產業結構的轉變、國內景氣的轉弱與引進外勞人數，亦為減少國內勞動需求，失

業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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