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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台商大舉西進中國，比率已超過整體對外直接投資九成以上，而對其他單一國家投資金額則日漸勢微，因而改變了

台灣的產業及出口結構，加上國內失業率持續居高不下，不禁令人產生投資中國是否為國內失業率上升的主因。 為分析比

較其影響程度，本研究乃將研究目標區分為中國及非中國地區，以對外直接投資、出口、匯率等因素，分別對國內失業率

進行分析探討。分別檢測國內失業率與對外直接投資、出口、匯率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係？且透過誤差修正模型，檢

測當短期失業率偏離長期均衡時，是否具修正能力？再分別檢測各變數間，是否存在因果關聯？並針對上述之三項檢測，

觀察是否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最後，分別探討對中國及非中國地區之對外直接投資、出口與匯率、對國內失業率，是

否存在不同程度之影響。將實證結果予以整理，試圖提出合理解釋。茲將實證結果歸納如下： 1.國內失業率與對外直接投

資、出口、匯率，皆存在長期均衡關係，且未因地區不同而有差別。 2.國內失業率短期具修正能力，且其修正能力因地區

不同而有差異。 3.經因果檢定結果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及出口確為國內失業率之「領先」指標；而匯率與國內失業率則不

存在因果關係。且不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惟於非中國地區，出口與國內失業率間，具有互為因果之「回饋」效果。 4.

對中國地區之直接投資與出口，分別對國內失業率呈現顯著負向與正向影響。匯率則對國內失業率未具相關性；對非中國

地區之直接投資與匯率，對國內失業率分別呈現正向及負向影響。而對非中國地區出口則對國內失業率雖呈現顯著負向影

響，但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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