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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 論  

1.1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傳 統 的 國 際 貿 易 理 論 大 體 上 都 是 以 所 有 市 場 為 完 全 競 爭，以

及 完 全 市 場 訊 息 之 下 做 分 析。同 時， 傳 統 的 國 際 貿 易 理 論 也 忽 略

了 環 境 損 害 對 國 際 貿 易 影 響 的 問 題。這 些 在 傳 統 國 際 貿 易 理 論 所

立 基 的 假 設 ， 漸 漸 地 被 後 來 的 經 濟 學 家 所 修 正。 這 些 修 正， 包 括

了 對 市 場 結 構 的 修 正、市 場 訊 息 的 不 完 全 性 以 及 一 出 口 國 為 了 增

加 本 身 產 品 的 競 爭 力 ， 而 試 圖 以 生 態 傾 銷 (ecological  dumping)方

式 進 行 國 際 貿 易 的 問 題，都 陸 陸 續 續 有 很 多 經 濟 學 家 提 出 了 不 同

的 看 法 。  

回 顧 既 有 文 獻 的 發 展，首 先，在 產 品 市 場 方 面 ,完 全 競 爭 市 場

結 構 的 假 設 ， 到 了 1980 年 代 之 後 ， 經 濟 學 家 開 始 注 意 到 不 同 國

家 的 廠 商 會 考 慮 到 彼 此 之 間 的 交 互 影 響 關 係。因 此， 政 府 可 以 透

過 適 當 的 貿 易 政 策，使 得 本 國 廠 商 在 國 際 市 場 中 具 有 更 強 的 競 爭

力 ， 進 而 產 生 利 潤 移 轉 (rent-shifting)的 效 果 。 這 一 系 列 相 關 的 討

論 ， 文 獻 上 便 歸 類 為 「 策 略 性 貿 易 理 論 」。 然 而 ， 策 略 性 貿 易 理

論 的 發 展 並 未 將 環 境 損 害 的 問 題 加 以 考 慮。 但 是， 環 境 議 題 的 重

要 性， 特 別 是 這 幾 年 來， 因 為 很 多 國 家 為 了 提 升 出 口 產 品 的 國 際

競 爭 力，往 往 是 以 犧 牲 國 內 環 境 品 質 作 為 代 價 ,以 進 行 貿 易 競 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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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由 於 環 境 破 壞 所 衍 生 的 氣 候 變 遷 與 地 球 暖 化 的 問 題，已 漸 漸

地 受 到 經 濟 學 家 與 許 多 政 府 的 重 視。因 此， 一 國 政 府 如 何 透 過 適

當 的 環 境 政 策，以 尋 求 維 持 出 口 產 品 的 國 際 競 爭 力 以 及 國 內 環 境

的 保 護 ， 便 成 為 一 門 重 要 的 課 題 。  

考 慮 一 國 政 府 在 策 略 性 貿 易 的 產 品 市 場 競 爭 中，如 何 兼 顧 國

內 環 境 保 護 與 國 際 競 爭 力 的 文 獻，諸 如 Conrad (1993)利 用 一 個 兩

國 三 地 模 型，說 明 兩 出 口 國 在 勞 動 市 場 為 完 全 競 爭 的 情 形 下 在 第

三 國 進 行 Cournot 的 產 品 數 量 競 爭 ， 結 果 發 現 本 國 的 環 境 稅 將 低

於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Kennedy(1994)則 是 利 用 兩 國 模 型 ﹐兩 個

國 家 各 有 n 家 廠 商 ﹐ 在 勞 動 市 場 為 完 全 競 爭 的 情 形 下 ， 此 2n 家

廠 商 在 兩 國 進 行 Cournot 的 產 品 數 量 競 爭 ， 其 結 果 也 是 本 國 的 環

境 稅 將 低 於 污 染 的 邊 際 社 會 損 害 ； Ulph(1996)則 是 利 用 兩 國 三 地

模 型， 在 勞 動 市 場 為 完 全 競 爭 的 情 形 下，說 明 兩 出 口 國 在 第 三 國

進 行 Bertrand 的 價 格 競 爭，結 果 發 現 本 國 的 環 境 稅 將 高 於 污 染 的

邊 際 社 會 損 害 ； Ulph(1997)則 是 一 系 列 的 文 獻 回 顧 。  

而 這 一 系 列 的 文 獻 雖 然 考 慮 了 產 品 市 場 不 完 全 競 爭 的 特

性， 卻 假 設 勞 動 市 場 為 完 全 競 爭 。這 樣 的 假 設， 顯 然 與 目 前 有 些

文 獻 對 於 勞 動 市 場 具 有 不 完 全 競 爭 特 性 的 主 張 是 不 相 同 的。本 文

試 著 從 勞 動 市 場 的 兩 個 角 度 重 新 檢 驗 以 上 傳 統 文 獻 的 結 果 ,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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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勞 動 市 場 的 不 完 全 競 爭 市 場 結 構 :  我 們 試 著 討 論 當 勞 動 工 會

存 在 的 情 形 ；勞 動 市 場 有 不 完 全 訊 息 :  我 們 分 別 利 用 效 率 工 資

的 怠 工 模 型 (shirking model)， 亦 即 廠 商 與 勞 工 之 間 存 在 道 德 危 機

的 資 訊 不 對 稱 情 形；以 及 廠 商 的 擁 有 者 與 經 營 者 存 在 目 標 不 一 致

的 「 雇 主 – 代 理 人 模 型 」。  

首 先 ， 對 於 勞 動 市 場 不 完 全 競 爭 結 構 與 國 際 貿 易 的 影 響 關

係，近 年 來 討 論 最 多 的， 當 屬 勞 動 市 場 中 工 會 化 與 國 際 貿 易 的 關

係 ， 諸 如 Rissman (1988)利 用 獨 佔 工 會 模 型 檢 視 工 會 對 進 口 的 影

響；Brecher and Long (1989)則 是 利 用 工 會 的 一 般 均 衡 模 型 檢 視 關

稅 保 護 對 本 國 福 利 的 衝 擊 ； Brander and Spencer (1988)則 是 利 用

管 理 權 模 型 ， 以 及 Mezzett i and Dinopoulos (1991)則 是 利 用 效 率

談 判 模 型，分 別 討 論 工 會 對 國 際 貿 易 以 及 本 國 就 業 與 福 利 的 影 響

關 係。由 以 上 的 說 明 可 知 ,顯 然 勞 動 市 場 不 完 全 競 爭 的 特 性 對 於 國

際 貿 易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影 響 ， 但 是 Conrad 等 的 文 章 似 乎 忽 略 了 勞

動 市 場 結 構 對 國 際 貿 易 的 影 響 關 係 。  

因 此 ,當 我 們 將 工 會 的 機 制 引 入 勞 動 市 場 後，我 們 發 現 了 四 個

重 要 的 命 題。分 別 是 (1)當 本 國 工 會 的 談 判 力 量 愈 強 時 ﹐則 本 國 的

工 資 水 準 毫 無 疑 問 地 必 然 愈 高；其 次 當 本 國 政 府 課 徵 愈 高 的 環 境

稅 時 ﹐本 國 工 資 水 準 的 變 化 方 向 將 無 法 確 定 ﹐端 視 本 國 廠 商 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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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工 會 的 相 對 影 響 力 量 來 決 定；當 進 口 國 政 府 課 徵 愈 高 的 進 口 關

稅 時 ﹐本 國 的 工 資 水 準 的 變 化 方 向 也 是 不 確 定 的 ﹐且 端 視 本 國 廠

商 與 本 國 工 會 的 相 對 影 響 力 量 來 決 定 。 (2)工 會 的 談 判 力 量 愈 大 ﹐

必 定 造 成 本 國 產 出 變 小 ﹐且 外 國 產 出 變 大； 本 國 政 府 課 徵 環 境 稅

對 本 國 及 外 國 產 品 的 影 響 關 係 是 不 明 確 的；進 口 國 進 口 關 稅 的 調

整 對 本 國 出 口 產 品 的 影 響 關 係 也 是 不 明 確 的。(3)環 境 稅 究 竟 是 大

於、小 於 或 等 於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 ﹐其 實 決 定 於 污 染 減 量 的 數

量 與 環 境 稅 對 本 國 產 出 影 響 的 差 額 ﹐以 及 對 於 環 境 稅 造 成 的 利 潤

移 轉 關 係 來 決 定。(4)當 政 府 可 以 同 時 選 擇 環 境 稅 與 工 會 的 談 判 力

量 時 ﹐則 環 境 稅 的 課 徵 可 以 回 到 皮 古 稅 的 Pareto 最 適 境 界。由 此

可 見，勞 動 市 場 結 構 對 本 國 產 品 的 國 際 競 爭 力 ,以 及 在 政 府 政 策 對

本 國 福 利 的 影 響 關 係 中 確 實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影 響 力 。  

再 則 ， 傳 統 文 獻 對 於 勞 動 市 場 中 完 全 市 場 訊 息 的 假 設， 似 乎

也 未 得 一 些 經 濟 學 家 的 認 同 。 Shapiro and Stiglitz(1984)發 展 的 效

率 工 資 「 怠 工 模 型 」 (shirking model)一 文 ， 該 文 指 出 這 類 基 於 廠

商 與 勞 工 之 間 資 訊 不 對 稱 所 衍 生 的 道 德 危 機 問 題，可 藉 由 廠 商 設

定 一 個 高 於 市 場 平 均 工 資 水 準 的 工 資 ，以 誘 使 勞 工 努 力 工 作。 當

我 們 考 慮 將 效 率 工 資 的 機 制 引 入 勞 動 市 場 後，我 們 發 現 不 同 於 傳

統 文 獻 在 分 析 政 府 環 境 稅 低 於 污 染 的 邊 際 社 會 損 害 時，只 有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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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產 品 市 場 不 完 全 競 爭 所 導 致 的 利 潤 移 轉 效 果。本 文 在 勞 動 市

場 出 現 不 完 全 資 訊 下，會 多 出 一 個 由 於 效 率 工 資 所 誘 發 本 國 工 資

高 於 市 場 平 均 工 資 的 扭 曲 效 果 ， 使 得 皮 古 稅 更 難 成 立 。  

最 後 ， 對 於 勞 動 市 場 中 ， 不 完 全 訊 息 的 說 明 ， 也 可 以 自 資 訊

不 對 稱 理 論 中，非 常 著 名 的「 雇 主 － 代 理 人 模 型 」(principal－ agent 

model)來 詮 釋 。 該 模 型 說 明 了 一 個 與 大 部 份 文 獻 不 同 的 地 方 ， 在

於 大 部 份 的 文 獻 及 個 體 教 科 書 皆 以 廠 商 利 潤 極 大 化 作 為 考 量。但

是，在 現 代 社 會 中 很 多 大 型 企 業 或 公 司 大 多 呈 現 出 擁 有 權 與 經 營

權 分 離 的 現 象 。 企 業 的 擁 有 者 (股 東 )自 然 希 望 追 求 利 潤 最 大 ， 但

是 經 營 者 (專 業 的 經 理 人 )可 能 為 了 個 人 的 聲 望 、 地 位 等 理 由 ， 反

而 希 望 追 求 銷 售 收 入 極 大。顯 然， 企 業 擁 有 者 與 經 營 者 的 目 標 出

現 了 不 一 致 的 現 象 。 因 此 ， 如 Baumol (1958)、 Simon (1964)以 及

Williamson (1964)都 曾 提 出 企 業 擁 有 者 與 經 營 者 追 求 的 目 標 可 能

有 不 一 致 的 看 法。而 這 些 不 同 的 看 法，也 得 到 了 McGuire, Chiu and 

Elbing (1962)一 文 在 實 證 上 的 支 持 。  

基 於 企 業 擁 有 者 無 法 完 全 掌 控 經 營 者 的 行 為 ， 而 經 營 者 的 目

標 可 能 不 同 於 擁 有 者 的 目 標，因 此 衍 生 出 雇 主 – 代 理 人 之 間 的 問

題， 擁 有 者 自 然 會 想 要 去 解 決 。 因 此 ，擁 有 者 會 設 法 設 計 一 個 適

當 的 誘 因 機 制 以 誘 使 經 營 者 儘 可 能 符 合 擁 有 者 的 目 標。在 寡 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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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中 考 慮 有 別 於 以 往 廠 商 利 潤 最 大 化 的 行 為 ,而 將 雇 主 — 代 理 人

問 題 引 入 考 慮 的 這 一 系 列 文 獻 首 推 Vickers (1985)、Fershtman and 

Judd (1987)及 Sklivas (1987)的 文 章。關 於 這 類 在 寡 佔 市 場 中 考 慮

雇 主 — 代 理 人 問 題 的 文 獻 ， 一 般 稱 為 「 策 略 性 委 任 」 (strategic 

delegation)。  

在 我 們 考 慮 勞 動 市 場 有 策 略 性 委 任 的 情 形 下 ， 我 們 發 現 當 兩

國 政 府 進 行 環 境 政 策 競 爭 ， 兩 國 廠 商 的 擁 有 者 進 行 誘 因 機 制 競

爭，且 兩 國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進 行 數 量 競 爭 時， 因 為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之

目 標 函 數 是 利 潤 與 銷 售 額 的 加 權 平 均 值，因 此 通 常 會 使 得 兩 國 的

產 量 競 爭 程 度 加 劇 。因 此 ，兩 國 政 府 為 了 顧 及 國 際 競 爭 力， 都 會

設 定 一 個 比 污 染 的 邊 際 社 會 損 害 為 低 的 環 境 稅。同 時， 我 們 也 發

現 與 傳 統 的 Conrad(1993)、 Ulph(1997)的 文 獻 相 比 ， 當 兩 國 政 府

及 廠 商 進 行 多 種 策 略 的 競 爭 下 ， 因 為 兩 國 的 數 量 競 爭 更 為 激 烈 。

此 時，本 國 政 府 所 課 徵 的 環 境 稅 與 與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 的 相 對

差 距 也 將 比 只 有 本 國 政 府 課 徵 環 境 稅 、 外 國 政 府 不 考 慮 環 境 稅 ，

且 兩 國 廠 商 擁 有 者 與 經 營 者 目 標 一 致 下，本 國 政 府 課 徵 的 環 境 稅

與 污 染 的 社 會 邊 際 損 害 之 差 距 將 會 變 比 較 小 。  

本 篇 論 文 的 主 要 目 的 ， 即 是 希 望 利 用 Conrad(1993) 、

Ulph(1996)及 Ulph(1997)所 發 展 的 兩 國 三 地 模 型 ， 在 策 略 性 貿 易



 7 

理 論 的 基 礎 下，我 們 分 別 考 慮 了 勞 動 市 場 結 構 出 現 了 不 完 全 競 爭

的 特 性 ，在 此 我 們 討 論 勞 動 市 場 有 工 會 的 情 形； 再 則 ， 我 們 也 考

慮 了 勞 動 市 場 有 不 完 全 市 場 訊 息 的 情 形 下， 因 此， 我 們 利 用 本 國

廠 商 考 慮 效 率 工 資 以 及 兩 出 口 國 廠 商 有 策 略 性 委 任 的 現 象。在 勞

動 市 場 出 現 不 完 全 調 整 特 性 及 訊 息 不 完 全 的 特 性 下，討 論 本 國 政

府 如 何 利 用 環 境 稅 政 策 來 影 響 本 國 產 品 的 國 際 競 爭 力 以 及 本 國

的 福 利 水 準 ， 同 時 也 與 既 有 文 獻 作 一 比 較 。  

 

1.2 論 文 架 構  

本 文 的 架 構 除 了 第 一 章 的 緒 論 外 ﹐第 二 章 我 們 討 論 當 本 國 勞

動 市 場 有 工 會 出 現 時 ﹐對 於 本 國 產 品 的 國 際 競 爭 力 ﹐以 及 本 國 政

府 環 境 政 策 的 影 響 。接 著 第 三 章 ﹐我 們 試 著 引 入 勞 動 市 場 另 一 種

不 完 全 調 整 機 制 – 效 率 工 資 ﹐討 論 國 際 貿 易 及 本 國 環 境 政 策 的 影

響 關 係。最 後 ﹐我 們 討 論 當 兩 國 廠 商 的 的 擁 有 者 與 經 營 者 出 現 雇

主 – 代 理 人 問 題 時 ﹐我 們 試 著 探 討 兩 國 廠 商 的 經 營 者 ﹐如 何 進 行

產 量 競 爭 ﹐而 擁 有 者 如 何 進 行 誘 因 機 制 的 競 爭 ﹐以 至 於 兩 國 政 府

如 何 進 行 環 境 政 策 的 競 爭。在 這 個 競 爭 的 結 構 下 ﹐我 們 探 討 國 際

競 爭 力 的 影 響 關 係 以 及 本 國 政 府 的 環 境 政 策 是 否 符 合 皮 古 稅 的

情 形 。 最 後 ﹐ 則 是 ﹐ 本 文 的 結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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