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經濟建設計畫

杜 文 自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 , 各國為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 , 謀求政治社會的

安定與繁榮 , 莫不確立目標 , 制定政策 , 從事鐘期與中長期經濟發展計畫的廈訂

與實施 ; 雖然部份國家所實施者為年度預算讓資源預算 , 不以計畫為名 , 但實質

上 , 仍為計畫之一種。我國為海島型經濟 , 經濟資源有限 , 政府為有計畫利用有

限的資源 , 從事經濟發展以發揮最大致能 , 自民國位年開始實施第一期經濟建設

四年計畫以來 , 迄今已有三十餘年 , 在此期間 , 連續執行了九期中期經建計畫 ,

並自的年起實施經建十年計畫 o 此外 , 為配合中長期經建計畫之執行 , 提供中長

期計畫執行方案 , 並修訂中長期經建計畫 , 自民國 61. 年起 , 叉逐年編擬年度經建

計畫 o 三十餘年來 , 在舉國一致的奮發努力下 , 我國經濟發展已獲致顯著的成就
, 由以往以農業為主的經濟 , 轉變成目前以工業為主的經濟 , 被國外人士譽為「

經濟發展的寄蹟 J ' 可作為其他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楷模」。我們獲致此一

成就的原囡囡多 , 但歷年來有教推行經濟建設計畫 , 對未來可能遭遇到的困難問

題 , 提前暸解並加以協調解決 , 不便發生 , 或者對於難以避免發生的 , 亦將其不

利影響減至最少的程度 , 無疑是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o 瑟將我國各期經建計晝的

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

一、第一期系密主四年計畫 (42 年至 45 年 )

第一期經建四年計劃自 4之年開始實施 '45. 年底完成 o 四十年代初期 , 幾乎所

有的工業設備 , 都需要靠進口供應 ; 技術人員非常缺乏 , 工程的設計和大部份機
器的安裝 , 均需借重國外專家 ; 市場方面 , 各種產品均以供應國內需要為主 ; 建

設資金的來煩 , 主要為美援 o 因此 , 第一期四年計畫的重點 , 在求以最有殼的方

式配合美援的運用 , 迅速擴大農工生產及改善運輸系統 , 謀求充裕物質供應 , 以
穩定經濟。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 , 鑒於當時農業在整個經濟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 及其與工業發展闊的相互關係 , 因此對農業發展給予特別的重視 , 貫徹耕者有

其田政策的實施 , 改善品種及耕種方法 , 增加農民收益 , 提高其增產的興趣 , 以

增加農業生產。工業發展方面 , 當時因資金缺乏 , 技術落後 , 乃先從資金需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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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技術不太困難 ,
而加工過程簡單且易收殼的輕工業 , 優先推動發展 , 以應付

當時圍內的迫切需要。如農產加工晶、紙張、塑膠加工晶、合坡、水泥、自行車

、縫級機、電風扇及其他電器用品等 , 以替代進口 , 節省外薩支出 , 提高國內供
應能力。同時 , 對於新興的工業亦予積極推動 , 如平被破璃、電錶及日光燈等 ,
在本計畫期內均已開始生產供應 o

二、第二期經建四年計畫 (46 年至 49 年 )

第二期經建四年計畫自 46. 年開始實施 , 似年完成 o 當時國內經濟情勢已漸漸
有了轉變 , 雖然大部份機器設備仍然依賴進口 , 但是簡單的機具已能在國內製造

o 產品市場雖然仍以國內為主 , 但是已有少數的工業產品開始輪出國外。建設資
金雖然大部仍賴外援 ,

但是民間投資及民營企業已漸漸興起。因此 , 第二期四年
計畫的重點 , 在於努力繼續開發資源 , 增加國內生產 o 農業方面 , 繼續選擇優良
晶種、改進耕作技術、興建水利工程、推廣輸作制度 , 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與土
地利用率 o 工業方面 , 對新興產業的鼓勵民間投資經營 , 如塑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等 , 本計畫期內已開始生產 o 此外 , 並擴充紡織、水泥、紙張及金屬等工業 , 除
供應國內需要外 , 並以多餘的產晶開拓外銷 o 同時 , 對電力、運輸及通信等基本
設施 , 投入大量資金 , 加強建設 , 以建立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 o 此外 , 為拓展外
銷 , 除已實施出口退稅制度外 , 並於 47. 年實施外灌貿易改革方案 , 合理調整外瀝
瀝率 , 並採用低利外銷貸款 , 以及借墊進口原料加工外銷等等優惠辦法 , 以提高
產品在國外的競爭能力 , 以利外銷之展開 o

三、第三期經建四年計畫 (50 年至 53 年 )

第三期經建四年計畫自 so. 年開始實施 , 幻.年完成。當時國內對一般機械零件
已能自行製造 , 工程設計和機器操作的人才也日漸增多 , 並能對其他經濟落後的
國家給予技術協助 , 新興的工業多以拓展出口為生產目標 , 康有的工業也都擴大
生產規模 , 事故外銷市場 ; 建設資金絕大部份來自民間 , 外援的比重大為降低 o

經過第一、二兩期四年計畫的實施 , 社會上已逐漸形成一種自發成長的力量。因
此 , 本期計畫的重點 , 在改善投資環境 , 促進投資 , 繼續提高生產能力 , 拓展出
口工業的發展 ; 執行 r 19. 點財經改革措施J ' 並配合加速經濟發展 , 頒布「獎勵
投資條例J ' 以為改善投資環鐘 , 鼓勵投資的法律依操。
在本計畫期內 ,

由於各項措施的配合得宜及有殼執行 , 不論投資、生產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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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均皇大帽的增加 , 而且若平原以進口替代為發展目的產品 , 如紡織、合按、水
泥、平按玻璃、塑膠製品等 , 多已轉變為重要的出口工業 ; 同時 , 若干以外銷為
主的農產加工業 , 如洋菇罐頭及蘆筍罐頭等 , 在本計畫期內也紛紛建立起來 o 出

口金額也有大幅度的增加 , 使對外質易一向為入超的情勢 , 在本計畫期間最後一
年內呈現了出超 o 計畫期內 , 不僅工業產品出口在總出口中已居於重要地位 , 而
且工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超過了農業 , 而成為以工業為主的經濟。

四、第四期經建四年計畫 (54 年至 57 年 )

第四期四年經建計畫自 54. 年開始 , 57. 年完成 o 由於前三期四年計畫的有教執

行 , 經濟成長率逐年提高 , 國民所得增加 , 儲蓄能力亦顯著的提高 , 故在末期計
畫實施之初 , 亦即 54. 年 7. 月美援停止後 , 我們已有能力虞續維持經濟的快速發展
。不過 , 過去十餘年來的發展 , 多以需用勞力較多的輕工業為主 , 為改善工業結

構 , 必須加強發展章、化工業 , 但重、化工業除需要大量的資金及高度技術外 ,

更需要廣大的市場來配合 , 亦即生產必須達到經濟規模 ; 但國內市場有限 , 無法
容納合於經濟規模廠商的產量 , 故改探「逆向整體性」方式發展 , 即先利用我們
充沛的勞力 , 進口中間原料發展加工業 , 其產晶一方面供應國內需要 , 一方面積
極拓展出口 , 待生產規模擴大 , 對中間原料的需要增加 , 估計在每期內需要量將

達經濟規模生產前 , 再進一步建立中間原料工廠 o 故本計畫期間仍以發展出口工

業為主 , 除創設工業區及加工出口區 , 以便利原有工業的擴充 , 並加強拓展外銷、
外 , 新興的電子工業已在本計畫期內建立起來 , 且有快速蓬勃的發展 o

五、第五期系頸聿四年計畫 (58 年至 61 年 )

第五期經建四年計畫自 58. 年開始 , 61. 年完成。在本計畫期內 , 除農續發展有
利的出口工業外 , 對改變工業生產結構 ,. 加強重、化工業發展 , 已在積極進行。

如石油化學工業方面 , 除繼續加強人造纖維、塑膠及合成橡膠等加工業的發展外
, 並積極興建第二套年產 23. 萬公噸乙婦的輕油裂解石化中心 , 完成石油化學中間
厚料如甲醇、氯乙矯、對未二甲酸二甲醋 ( D M T ) 等工廠建設 , 進行中的建廠
計畫尚有己內瞌胺、高低密度聚乙婦及丙矯晴等工廠 , 俾逐漸達到石油化學關聯
工業的一貫作業。機械工業方面 , 除設立「發展工業貸款基金 J 及「出口貸款基

金 J ' 以鼓勵國內廠商採購國產機器及拓展外銷外
, 並訂定「機械工業發展方案

J ' 以加速機械工業發展 o 對於基本金屬工業 , 除繼讀擴充煉鋁設備外 , 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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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萬公頤粗鋼之一貫作業鋼鐵廠興建計畫業已定案 , 並積極進行建廠中 o 電子

工業方面 , 已成立電子工業長期發展計畫小組 f 策劃電子工業發展 , 並推動電子
零組件的自製口

六、第六期經建四年計畫 (62 年至 65 年 )

在過去二十餘年來持續不斷的發展過程中 , 在經濟方面固然已獲有顯著的進
步 , 克服了許多困難 , 但新的問題文不斷發生 o 近年來 , 由於國際政治、經濟與
金融情勢的變化 , 特別提: 自第一次能源危機發生以來 , 我國經濟方面叉增加了若
平新的困擾 , 在未來數年間必須加倍努力克服 D 在進入六十年代後 , 我國所遭遇
的重大困難有 :

H 由於工業化與人口都市化結果 , 農村勞力大量移向工商業部門 , 導致農村工資
上漲 , 農業生產成本增加 , 農民所得相對偏低 , 缺乏投資意顧 , 農業成長因之
趨於滯餒 , 對農業發展已構成嚴重的威脅。

何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 , 公共建設未能配合 , 而有落後的現象 , 尤以交通運輸設
施以及電力供應 , 未能配合工商業快速發展的需要 , 有礙經濟發展順利進行。
但)經濟的快速發展 , 尤其工業不斷擴張的結果 , 人口往南北南端各大都市集中 ,

形成台北、高雄等六都市的擁擠 , 環境污染、交通阻塞及其他公共設施相對不
足現象。同時 , 由於人口向都市集中 , 使農村地區的經濟活動及產業結構與南
北大都市相差懸殊 , 各地區間的所得產生巨大的差臣。

個)過去由於教育與經濟發展未能密切配合 , 致發生基礎人力供應不足的現象 , 以
致工資上漲 , 生產成本增加 , 而由於技術人力缺乏 , 工業昇級亦遭受重大限
制 o

但)過去工業的快速發展及對外貿易的拓展 , 均以加工過程簡單的勞力密集產品為
主 , 而此等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不僅己遭遇到來自發展中國家強有力的競學及工
業化國家探取保護政策的困擾 , 而且目前國內勞工已不若過去之充裕 , 以致工
資上漲 , 生產成本增加 , 國際市場競爭能力減退。

的自國際能源危機以來 , 原油及其他重要初級原料價格持續上漲 , 透過進口而影
響到國內物價的上漲。同時 , 國內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結果 , 國民所得提高 ,

需要增加 , 再加以出起的發生 , 更促使國內物價上升 , 通貨膨脹壓力增加 , 影
響經濟的續走 o

為因應此等情勢
, 在末期計畫期內 , 將努力達成以下各項主要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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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動員國內外可供利用之經濟資源 , 予以適當的分配 , 在經濟穩定的基礎上 , 努

力增加生產 o

仁)出口增加 , 仍為促進我國經濟加速成長之主要動力 o 計畫期間 , 仍將繼續改善

出口商品結構及分散出口地區 , 全力拓廣外銷市場 , 增加輸出 , 以支持經濟的
快速成長。惟因國內資源貧乏 , 對國外基本原料以及重要機器設備 , 亦將配合

需要 , 增加進口 o

的促進資本及技術密集型工業之興建 , 以改善生產結構 , 奠立工業基礎 , 並加速

工業現代化 o

(四繼續加強最業科學研究 , 並積極發展經濟作物及林、漁、畜牧事業 , 以提高農

業生產力 , 增加最民相對所得 , 加速農業現代化 o

但)擴建電力、運輸及港埠等基本經濟設施 , 以配合經濟發展需要 D

(六) 加強推行職業教育及技術訓練 , 以提高人力資源素質 , 配合經濟發展需要 , 增

加就業機會 o

卅維持物價穩定 , 為本計畫重要努力目標 , 除加強物資調節外 , 將充分有放運用
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 , 防止物價的大幅技動 , 維持經濟的穩定 o

末期計畫執行至 64. 年 , 亦即計畫的第三年 , 因受第一次能源危機 , 國際經濟
裹退 , 國內外經濟情勢急速變動的影響 , 原訂計畫已不切實際 , 乃於 64. 年底於第

三年計畫執行完成後 , 停止執行第四年原訂計畫 , 並白的.年起, 開始執行新的經
建六年計畫。

七、經濟建設六年計畫 (65 年至 70 年 )

村經建六年計畫 : 自位.年開始執行的第六期經建四年計畫 , 原係於 61. 年間設計完

成 , 其時正值世界經濟蓬勃發展 , 所訂計畫目標較屬樂觀 o 但自 1973 年能源

危機以及隨之而發生的世界經濟裴退 , 國內外經濟情勢急速波動 , 原訂六期四

年計畫已不切實際 ; 另方面 , 位.年 11 月間 , 政府宣佈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項
建設計畫 , 預定在五年內執行完成 , 計畫完成後 , 對整個經濟結構勢必產生重
大的影響 , 而十項建設完成後 , 將繼續推動其他重要建設 , 並採取有放配合措

施 , 以加速改善生產結構 , 達成經濟現代化 o 為達成此一目的 , 必須掌控時機
, 早作策劃 , 但各項重要建設工程自規劃到建設完成 , 所需時間甚長 , 顯非四
年計畫期間所能涵蓋。因此 , 乃決定於 65. 年停止執行原訂六期四年計畫第四年

計畫 , 而另以新的六年計畫替代 , 計畫期聞自民國的.年起, 至 70. 年止 , 其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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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至力於完成十項建設及其他重要投資計畫 , 後期頁。規劃在十項建設完成後國
家建設進行的方向 , 並繼續推進其他重要建設 o 經建六年計畫之主要目的 , 在
改善經濟結構 , 促進經濟現代化 , 厚植發展潛力 , 加強經濟應變能力 , 促進經
濟與社會之平衡發展 , 逐步建立安和樂利的均富社會。為達成此等目的 , 在木
計畫期間 , 將努力達成以下主要目標 :

1. 提高國民所得 , 改善人民生活 , 並增進社會福祉 , 計畫期間 , 平均經濟成長
率為 7.5% 0

Z 實施人口政策 , 推行家庭計畫 , 加強職業訓練 , 增加就業機會 o

3. 開發山地與海洋資源 , 擴大經營規模 , 加速農業機械化 , 促進農業現代化 ,

改善農漁民生活 ; 計畫期間 , 平均農業成長率為 2.5%0

4 開發能源 , 加強資本與技術密集工業之發展 , 結合公民營生產事業與國防工
業 , 以改善工業結構 ; 計畫期間 , 製造業平均成長率為 9.5 % 0

5. 完成十項建設內電力、運輸等重大建設 , 並繼續推動其他重大建設 , 以配合
經濟發展之需要。

6. 結合糞工商各界的整體力量 , 強化外質組織 , 積極推廣貿易 o

7. 充分有款利用財政與金融政策 , 調節國民財富 , 保持物質穩定。
已經建六年計畫後三年修訂計畫 (68. 年至 7位年 ) : 我國經建六年計畫 , 係在民國

64. 年下半年研擬 , 在研擬六年計畫時 , 適值能源危機 , 國際經濟裹退 , 以致當

時所訂經濟成長目標略嫌保守 o 自 65. 年起開始執行以來
, 客觀環境已有轉變 ,

國際經濟持續復甦 , 我國經濟成長尤有突出之成就 , 無論經濟成長率、工業生
產 , 以及商品輸出等 , 均遠超過原訂計畫目標。因此 , 必需修訂六年計畫後三
年計畫 , 方能使之繼續作為發展策略之依攘 o 六年計畫後三年計畫之修訂 , 僅

為重點式之修訂 , 其修訂項目 , 主要以各項主要成長目標為對象 , 包括總體經

濟成長率 , 部門別成長率 , 出口、進口、消費、投資、儲蓄、每人所得 , 以及
就業及物價等 o 具體言之 , 本計畫之修訂 , 著重經濟結構變化之檢討 , 亦即研
討我國工業發展之方向 , 選擇目前客觀環境下具有發展前途之產業 , 重新調整
各業闊的就業分配 , 並研擬激勵措施 , 以促進策略性產業之快速發展 , 改善產
業結構 , 促進經濟現代化 , 並達成經濟穩定成長目的。本修訂計畫己於 67. 年底

修訂完成 , 並自低年開始執行 o 本計畫包括總體計畫與部門計畫兩部 o 總體經

濟計畫主要包括經濟成長、產業結構、國民消費、投資及資金來源 , 國際貿易
及國際收支

, 人力供需以及國民生活與福祉之改善 ; 部門計畫則包括最、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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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電力、綜合能源、運輸通信、都市及住宅發展、人力發展、社會福利

以及科技研究發展等部門 , 並分別就各主要部門研擬政策配合措施 o 計畫期間

, 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訂為 8.5 % ' 較六年計畫原訂目標 7.5% ' 提高一個百

分點。

八、經濟建設四年計畫 (71 年至 74 年 )

為接續民國 70 年底執行完成的「經建六年計畫 J ' 掌擅國內外經濟情勢
, 繼

續促進我國台灣地區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 乃接續研擬本「經建四年計畫J 0 計畫

期間自民國 71 年起至74 年止 o 經濟六年計畫快復為經建四年計畫 , 主要基於兩項

考慮 ; 第一 , 經建六年計畫為配合國內各項重大建設而擬訂 , 現在各項基本建設
已陸續完成 , 並已開放作業或啟用 ; 第二 , 民國 70 年代國際經濟情勢仍將動還不

安 , 計畫期間過長 , 不易掌還經濟情勢的變化 o

經建四年計畫的主要目標有四 :

←)基於種定與成長並畫之原則 , 物價上漲率每年訂為 7.5 % 。

(二) 依攘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 , 並估量我國經濟成長潛力 , 設定經濟成長目標為平

均每年 8% 。

(三} 為改善工業結構 , 將加強發展策略性產業 , 工業成長率每年訂為 8.5 % ; 基於

資源條件的限制 , 農業成長較旗 , 平均每年為 2.4.% ; 為支持農業與工業發展

, 服務業部門成長率為 8.3 % 0

關失業率由 1.4% 降為 1.3 % :

計畫期間 , 將強化計畫住自由經濟體制 , 加強公民營企業配合 , 以因應國

內外情勢變化 , 提高物質與精神生活 , 以增進復興基地國民福祉 , 並作為光復

大陸後建設新中國的藍圖 o 為達成此等目的 , 將針對上述計畫目標 , 採行下列

各項經濟發展策略 :
1. 掌握能源供給 , 提高能源妓率 o

2. 加強科技研究 , 引入先進技術 o

3. 調整大專科系 , 培育高紋人才。
4 擴大技能訓練 , 促進就業安全。
s. 健全經社法規 , 提高行政致率。
6. 推動賦稅改革 , 強化稅務行政。
7. 發揮金融功能 , 支持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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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擴大社會保毆 , 強化社會福利 o

9. 適度減援公共投資 , 振奮民營企業活力 o

的發展策略性產業 , 改善產業結構 o

計畫期間 , 仍將大力推展國際貿易 , 改善貿易結構 o 商品出口總值 , 估計
將由 70 年之 227 億美元 , 增至 74 年之 332 億美元。商晶進口總值 9 將由 70 年
之 215 億美元 , 增至 74 年之 319 億美元 o

計畫執行完成後 ,
人民生活水準將有顯著之提高。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

, 按當年幣值計 , 將由 70 年之 2�570 美元 , 增至 74 年之 4,303 美元 o

九、第九期經建中期計畫 (75 年至 78 年 )

未來四年 ( 民國 75 年至 78 年 ) , 為我國經濟發展承先啟後 P 開創新局的重

要時刻 o 為配合中華民國台灣經濟長期發展趨勢 , 因應圍內外經濟情勢的變化 ,
繼續維持台灣地區經濟穩定成長 , 乃研擬「中華民國第九期台灣經濟建設中期計
畫J ' 於上期「台灣經濟建四年計畫J (71 年至 74 年〉執行屆滿之後 , 接續實
施。

展望未來四年 , 世界能激供需將趨協調 , 油價可墓續星穩定 , 主要工業國家
單位勞動成本續星微幅上升 , 民間區提投資仍將持續增加 , 加以高科技繼續快速
發展 , 預期世界經濟將維持穩定成長局面 o 國內方面 , 經濟自由化政策效益將逐
漸顯現 , 財稅 1t/J 度將漸臻合理 , 社會基本建設繼續擴充 , 人口結構繼續精肚化 o

根攘國際經濟研究機構的預測 , 今後四年世界經濟將維持適度的成長 , 按國商品
出口可望繼續擴張 , 並帶動經濟種定成長 D 計畫期內 , 政府將依循自由化、國際
化與制度化的既定原則 , 積極推動經濟草新 , 建立自由、開放、公平競箏的環境

, 並積極推動十四項重要建設 , 厚植長期經濟成長潛力 , 以因應世界經濟情勢的
變化 , 並擴大公共投資 , 促進經濟社會與生態的平衡發展 o

末期計畫主要目標如下 :
村經濟成長率年平均為 6.59 后 , 按 74 年固定幣值計 , 78 年國民生產毛額將這新

台幣 30,807 億元。

仁j 蘆信物價上漲率年平均不超過 2.59 皆為努力目標 o

(司各產業部門年平均成長目標為 .農業1.3% 、工業 6.1 % 、服務業 7.5 % ; 至
78 年 , 各產業之比重為 : 農業 4.9% 、工業 49.1% 、服游業 46.0% 。

回商品出口 , 由 74 年之 306 億美元 , 增加至 78 年之 401 億美元 ; 商晶進口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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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之 201 億美元 , 增至 2鉤億美。

但) 人口增加率年平均為 1.49 后 , 失業率將由 74 年的 2.9% ' 降為 78 年的 205

% 。

十、系頸童十年計畫 (69 年至 78 年 )

自第一次國際能瀕危機後國際經濟普遍陷入停滯膨脹局面以來 , 國際經濟復

甦進程仍甚俊慢 ; 而石油價格持續上漲 , 國際保護主義盛行 , 國際金融情勢不穩
, 以及美匪建交後共匪擴展對外貿易 , 我國經濟發展情勢難免蒙受不利影響 D 為

因應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動 , 策劃我國未來經濟發展方向 , 乃叉研擬「中華民國

台灣經濟建設十年計畫」。本計畫期間 , 自民國 69 年起至 70 年止 o 本計畫之研

擬 , 係依據政府既定決策 , 衡量國內外客觀環境的可能變化 , 估量我國經濟成長
的潛力以及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 , 設定計晝目標 , 並研擬為達成目標所需採取的

政策配合措施 , 以供作政府及民間經濟活動的指針 o 本計畫分為總體計畫及部門

計畫兩部份 D 總體計畫自總體面規劃經濟成長率、物價上漲率、產業結構、國民

消費、國內投資、資金來源、政府收支、國際貿易以及人口與就業 D 部門計畫係

就農業、工業、運輸通信、區域及都市發展、人力發展、社會福利、觀光事業與

科技發展等部門 , 分別規劃各部門生產或營還目標 , 重大投資計畫 , 以及為達成
目標所必要的配合措施。

經濟種定是經濟成長的基礎 , 而經濟成長是我們增進國力、造福民生的主要
前題 , 也是維繫國家安定 , 帶動國家進步的主導力量 o 在經建十年計畫期間 , 我

國的發展策略 , 是以穩定與成長並童為原則 , 使我國於未來十年內邁入現代化國
家境界。計畫期間 , 經濟成長率目標訂為平均每年 7.9% ' 前五年 ( 69 年 --73

年〉為 8%, 後五年 ( 九年 -- 78 年 ) 為 7 .8 % 0 為維持經濟穩定 , 物價上漲率
目標為平均每年 6% 。失業率以不高於 1.3% 為原則 , 以維持適度的充分就業。
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 , 為衡量國民生活水準之指標 , 按當年幣值計 , 我國

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將自 68 年之 1 � 869 美元 , 增至 78 年之 6 , 107 美元。以

78 年與 68 年相較 , 十年間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淨增加 2.3 倍。

我國經濟結構係以工業為主幹 ' 其中文以製造業為重要支位。為促使經濟現

代化 , 改善產業結構 , 除積極推行十二項建設外 , 在製造業方面 , 今後將加強發
展技術密集之策略性工業 , 如機械、電機、電子、資訊、運輸設備以及鋼鐵、石
化等重化工業 o 為配合製造業的發展 , 電力及運輸通信部門亦將相應成長。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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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發展的潛力有限 , 計畫期間 , 除加強農業機械化外 , 將推行第二期土地改草
, 提高最業生產力 , 並增進農民所得 o

繼續拓展對外質易 ,
仍為促進我國經濟穩定與成長之重要策略之一。在十年

計量期間 , 將大力拓展策略性產品之輸出 , 改善出口商品結構 , 並分數出口市場
, 就商品與勞務合計 , 在民國 78 年 , 出口貿易估計將達當年幣值 1,000 億美元 D

為配合國內經濟發展與拓展出口之需要 , 進口貿易亦將予以密切配合 , 並有適當
之成長 o 在計畫期間 , 進出口貿易犬致可維持均衡 o

就業結構言 , 計畫期間 , 由於工業部門維持較快速的成長速度 , 勞動力的吸
收將有相當的增加 , 為配合此一發展 , 農業部門必須加強機械化 , 使其就業人數
逐年減少。據估計 , 農業就業占總就業人數的比率將由 68 年之 21 . 59 店 , 降為 78

年之 14.9 % ' 工業就業所占上七率將由 41.8 % ' 提高寫的。 2 %' 而服務業所占
比率則由 36.79 名升為 38.9% 0

+ 一、經建長期展望 (75 年至 89 年 )

民國均年代以來 , 國內外經濟情勢續見重大轉變 , 為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種定
成長 , 並維持經濟、社會、文化的精管建設 , 必須從長計議 , 預為籌謀 D 因此 ,
研擬完成「中華民國台灣經濟建設長期展望 J ( 員國 75 年至 89 年 ) , 以民國89

年 ( 公元 20 ∞年〉為目標年 , 廈訂長期發展方針。編擬經濟建設長期展墓 ( 民

國 75 年至 89 年〉的主要目的有三 :
第一 , 確立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長期政策方針及目標 , 因應國內外經濟情勢

的變化。

第二 , 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及文化建設的和諧發展 , 提升國民生活晶質。
第三 , 繼續維持我國經濟在「均富J 中穩定成長 , 並於二十世紀結束前 , 擠

身已開發國家行列 D

經衡酌園內外主客觀環境因素及政策措施 p 設定民國 75 年至 89 年 ( 公元

2000 年 ) 的經濟發展主要目標如下 :
(→經濟成長率 ( 按寶貴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表示〉年平均為 6.55 屆 ; 至民國 89 年

每人國民生產毛額 ( 按 74 年幣值表示 ) 將達新台幣 269,084 元 , 約為 74 年每

人國民生產毛額 125,221 元的 2.1 倍 o

何蔓售物價年平均上漲率以不超過 3.55 皆為努力目標 o

臼各產業部門成長率年平均為 .農業1.5 % 、工業 6.0 多石、服務業為 7.4%;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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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悴 , 各產業部門占實質園內生產毛額的比率為 .農業3.0% 、工業的 .5

% 、服務業 50.5% 。

(四)就業增加率年平均為 2.0 % ' 勞動生產力增加率年平均為 4.5% ; 至 89 年失業

率將上升為 3.0% 0

(五) 商品與勞務輸出、輸入實質成長率年平均分別為 6.1% 與 7.9% ' 至民國 89 年

, 各占實質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分別為 51.6% 與 51.2%0

的年中總人口將由 74 年的 1,914 萬 9 千人 , 增至 m 年的 2,273 萬 7 千人 , 人
口自然增加率將由 14.5 %0 降低 9.4 %0

0 高中、高職教育程度以上人口占 15 歲

以上人口比率 , 將由 74 年的 38.1 %上升至 89 年的 5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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