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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經濟高度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跨國性污染的產生。在區域貿易協定日漸盛行的現在，本文根據Copeland and Taylor

（1995） 兩國多財貨的南北貿易模型，建立一個三國兩廠的寡占模型，同時採第三地市場之貿易架構，探討本國政府在考

慮環境品質下，分別對污染程度不同的已開發（B）及未開發（C）國家，採取不同的結盟策略（自由課稅、最惠國待遇

與自由貿易區）時，最適關稅稅率、產量水準及社會福利的影響。 在社會福利分析方面，為了利於分析，本文以兩種極端

的情形下做為分析的主要依據：污染稅趨近於零或無限大。本文得到以下結論：當污染稅趨近於零時，自由課稅與單一關

稅政策其意義皆為相同，且社會福利水準均相同；本國政府與B或C國自由貿易其意義皆為相同，且社會福利水準均相同

。本國政府對兩國同時課稅時，其受限程度較小，故本國的社會福利水準較高。 當污染稅趨近於無窮大時，在自由課稅的

情形下，本國政府的政策完全不受限制，使得社會福利達最高水準；在單一關稅的情形下，關稅稅率將訂在自由課稅下的

平均值，此時本國政府的政策將受到限制，使得社會福利水準較為減少；當本國與C國自由貿易時，本國政府的政策行為

受限程度為最大，故此時本國的社會福利將達到最低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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