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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 OCW國家與社會發展 State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臺大開放式課程全國高中生自主學習計畫 

臺大退休教授李碧涵 

 

第七單元 市場與國家(II) 全球化下 ECFA對臺灣社會影響 

問題一 各國開放市場是新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嗎? 

解析： 

 

 

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ま

44年前剛去美國留學，在超市買到變酸
的冰淇淋？
• 1980年秋我第一次出國赴美國費城念研究所

• 在超市買了像小美冰淇淋的小圓盒
• 回宿舍一吃，怎麼酸酸的，好像壞掉了

• 想拿回店裡換，看包裝上寫著“yogurt”
• 查了字典，才知道原來是優格這東東

• 之後，各種口味的優格就是我的早餐了
• 櫻桃優格超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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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新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み

• 500年前 (1492)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開啟全球化時代
• 這個大航海時代，歷經西班牙/葡萄牙全球揚帆，以及18-19
世紀英國/法國海權兼海外殖民時期，一直到二次大戰之後

• 40多年前英、美又開啟新全球化時代
• 英、美來叩關，來叩國門，做什麼呢?

• 要求各國開放市場!
• 您會說現在不是什麼都開放了嗎?

• 40年前不是這樣!沒有McDonald's (麥當勞)、KFC
(肯德基)…

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全球開放市場了嗎？

む

• 現在小朋友過生日都要到麥當勞開生日趴，戴金色
尖帽子慶生！

• 猜猜看我在美國念書時，什麼時候會吃麥當勞呢?

•大考的時候才吃！
• 很多台灣去的朋友也都是這樣，平常我們是周六
要到超市買菜，回家煮一周吃的飯菜

• 大考時忙到廢寢忘食，只能靠麥當勞過日子
• 有些朋友畢業後留在美國工作，當他們開車經過
麥當勞的時候，都會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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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新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ゃ

• 有2位大人物要全球開放市場
• 1位是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

• 你是說鐵娘子嗎?
• 對，就是她!

• 另1位是美國前總統雷根
• 他是喜劇演員出身的呀！
• 答對了！

• 兩位是很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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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從 1980 年雷根總統上台，到 2025 年川普總統就

任，都在其國內實行保護主義，例如川普 1.0 (2017-2021) 

和川普 2.0 (2025~) 提倡讓美國再次偉大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美國製造 (讓製造業回流美

國)、買美國貨 (Buy American)、提高關稅/貿易平衡，

及反移民/遣返移民等。 

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新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ぽぽ

• 在國內主張新干預主義（neo-interventionism）

• 由供給面干預經濟，提出振興經濟方案，改善投

資環境，給予企業減稅與各項獎勵措施
• 減少社會福利支出以緩和國家財政危機

• 即所謂的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與雷根經濟學
（Reaganomics）

英美提倡新全球化

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新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ぽま

• 要求各國開放市場與投資機會
• 但同時在英美國內則行保護主義之實

• 保護國內產業利益與就業機會，如
美國的夕陽產業鋼鐵和紡織業

英美提倡新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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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各國 (台、日、美、德和法國等) 如何選擇是否開

放市場? 

解析： 

 

 

 

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各國選擇是否開放市場

ぽむ

• 1980年代透過中美經貿談判，美
國要台灣開放什麼市場呢?
• 商品市場-水果、農牧產品、生活用品、汽車

• 資本市場-外國資金、企業投資機會 (製造業和
服務業，像麥當勞、肯德基KFC、超市…)

• 勞動市場-專業人士 (律師)

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各國選擇是否開放市場

ぽめ

• 開放市場對開發中國家的衝擊很大
• 但其實它一樣衝擊第一世界的先進國家

• 日、美、德、法等國如何選擇開放市場？

• 日本：我們要閉關自守!鎖國政策!當年明治維
新，是在船堅炮利之下，而做的西化和現代化
• 但我們現在已經是“日本第一“，別想叫
我們再開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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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ぽも

• 世界各國有不同歷史文化制度，在國家干預
與自由市場的光譜上，選擇是否開放市場

國家干預 自由市場

日本 歐洲 (德、法) 英美
企業與政府密切合作 德：為了社會和諧 自由經貿市場

法：政府主導經濟

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各國選擇是否開放市場

ぽゃ

 ─


美國
崇尚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不信任政府
全球化後，中產階級的哀歌─薪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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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放置您的標誌或名稱

各國選擇是否開放市場

ぽや

德國
社會市場經濟
仰賴政府企業和勞工密切的合作

官僚制度龐大，政府主導經濟
加入歐元區後削減福利、縮減政府權力
及預算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