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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政策以來，高度經濟成長成為世界矚目焦點，但卻出現東西部的二元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當局在1999年

正式提出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宣示，以控制東西部間的差距，進一步提振經濟的發展。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利用系統動力學

建構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模型，重現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之歷程，以系統動力學之情境模擬，分析西部大開發之各項

政策對區域經濟發展趨勢之影響，並提本研究之建議。 經由研究發現，中國區域經濟結構為「富者愈富」之基模結構，必

須靠政府對西部地區進行政策的扶持來打破這個結構。若使用財政轉移政策對西部進行投資，在中國政府當局若落實執行

西部大開發計畫的前提下，區域經濟平衡與整體經濟之間是可同時發展而不相的違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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