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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課國際分工與全球貿易   年  班 座號：    姓名：       

[滿分 100分]

一、 單選題 （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   ) 臺灣愛文芒果品質優良，香甜又便宜，頗受消費者青睞。最近消費者發現，雖在盛產期，卻不容易買到品項等級較好

的愛文芒果，價格也比往年來得貴。農民們說：「今年芒果產量和往年差不多，而消費者的需求也與往年相差不大。」

請問造成價格貴、數量少的可能原因為何？  

(Ａ)愛文芒果的替代品變多 (Ｂ)愛文芒果大量出口到其他國家 (Ｃ)外國芒果進口量增加 (Ｄ)消費者人數增加。 

答案：(Ｂ) 

解析：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在盛產期間市場交易應為價低量多，但國內市場卻不易買到愛文芒果，可見生產者並未

在國內市場出售，而是將產品外銷至其他國家，故選(Ｂ)。(Ａ)題目說明今年芒果產量和往年差不多，可見並非愛文

芒果的替代品變多。(Ｃ)若國外進口同質的芒果數量增加，將使國內芒果的價格降低而非變貴。(Ｄ)會影響消費者的

需求，與題目所說「消費者的需求與往年相差不大」不符合。 

2.  (   ) 新聞報導指出日本與韓國原想透過 WTO 的平臺來解決貿易紛爭，不過因兩國洽談順利已達成共識，日本會解除幾項

關鍵電子材料對韓出口限制政策，與此同時韓國政府也會撤回向 WTO 提出的相關申訴，著手將日本重新列入貿易優

惠名單內。根據前述內容，以下對於上文的理解何者最為正確？  

(Ａ) WTO 主要採用共識決，若日韓的紛爭未解決，將須透過所有會員國共同討論裁示 (Ｂ) WTO 設有爭端解決機制，

可處理日韓之間發生的貿易紛爭，由爭端解決小組裁決 (Ｃ) WTO 希望促進日韓兩國能漸進式的開放市場，並朝向

建立非關稅限制的措施為主 (Ｄ) WTO 認為若日本禁止部分電子材料出口至韓國，韓國不可採取限制競爭措施應對。 

答案：(Ｂ) 

解析：(Ａ)(Ｂ)會員國之間若發生貿易紛爭，WTO 設有爭端解決機制來處理，透過成立爭端解決小組做成裁決，不服

的一方可提起上訴。(Ｃ)(Ｄ)題文中無法得知 WTO 對於日韓兩國貿易糾紛的看法。另外，原則上 WTO 允許會員國於

特殊情形下，採取限制競爭的措施來維持公平競爭，並以可預測的關稅做為主要管制手段。 

3.  (   ) 假設韓國生產 50 臺微波爐，需要放棄生產 10 臺液晶顯示器；臺灣生產 10 臺液晶顯示器，需要放棄生產 100 臺微波

爐。請問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Ａ)韓國生產微波爐具比較利益 (Ｂ)臺灣生產微波爐與液晶顯示器皆具比較利益 (Ｃ)臺灣生產微波爐具絕對利益 

(Ｄ)因為兩國生產技術不同，故無法比較其絕對利益與比較利益。 

答案：(Ｃ) 

解析：依題意，製表如下，可知臺灣生產微波爐具有絕對利益；臺灣生產微波爐具有比較利益；韓國生產液晶顯示器

具有比較利益。故選(Ｃ)。 

▼兩國之生產表 

 韓國 臺灣 

微波爐（臺） 50 100 

液晶顯示器

（臺） 
10 10 

▼兩國之機會成本 

 韓國 臺灣 

生產一臺微波爐 
0.2 臺液晶

顯示器 

0.1 臺液晶

顯示器* 

生產一臺液晶顯

示器 

5 臺微波爐
* 

10 臺微波

爐 

4.  (   ) 【跨歷史科】 

1541 年，蒙古首領俺答汗遣使明朝，要求通貢互市，讓蒙古人能用戰馬交換明朝特有的茶葉、絹緞，但遭到拒絕。其

後數年他又多次提出相同要求，皆未能如願，於是他在 1550 年率 10 萬鐵騎南下包圍北京，終於迫使明朝答應開放互

市。若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上述事件，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Ａ)將明朝茶葉、絹緞轉為己有可削弱其國力 (Ｂ)出口戰馬可避免馬匹過多，維護自然資本 (Ｃ)透過茶葉、絹緞

的進口可提高國內經濟福祉 (Ｄ)想用戰馬換茶葉、絹緞，表示前者價值較低。 

答案：(Ｃ) 

解析：(Ａ)其貿易目的在換取本國所需要的物品，且題目著眼於經濟角度，而非削弱對方國力的政治角度。(Ｂ)「自

然資本」泛指自然界所有的資源，包括可再生資源、不可再生資源，以及環境的品質，出口戰馬目的不是要維護自然

資本，而是要換取本國所需要的物品。(Ｄ)貿易發生的原因為各國國內均衡價格不同而產生誘因，非因商品本身價值

高低。此外，進出口商品能為進出口國帶來經濟福祉的提升，答案選(Ｃ)。 

5.  (   ) 早期我國為保護本國汽車廠商，對日本進口的汽車課徵極高的進口關稅，若不考慮其他因素，有關當時國內外汽車市

場的相關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Ａ)來自日本的進口車售價提高，外國廠商利潤提高，進口數量隨之增加 (Ｂ)貿易障礙降低，日本車子更容易進口

到我國，消費者選擇增加 (Ｃ)日本進口的汽車價格相對比本國汽車高，因此對國內汽車廠商較為有利 (Ｄ)進出口

國社會福祉皆會上升，消費者剩餘及生產者剩餘亦都會增加。 

答案：(Ｃ) 

解析：(Ａ)課徵進口關稅，外國廠商利潤降低，進口數量也會減少。(Ｂ)課徵高額關稅，代表貿易障礙提高，外國商

品更不易進入我國。(Ｄ)進出口國的社會福祉都會下降，雖然實施進口關稅有助於提升我國的生產者剩餘，但卻不利

我國消費者的利益。 

6.  (   ) 倫倫與阿健為便當店的合夥人，倫倫負責採買食材、掌握成本與利潤，阿健則負責行銷。營業後便當店生意興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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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完售，但兩人總認為對方做得不好，多次溝通未果後，兩人決定交換工作，倫倫負責行銷，阿健購買食材、掌握

營收，結果便當店的生意大不如前。根據上述，請問下列何者最可能為兩人工作能力的情形？  

(Ａ)倫倫具有掌握利潤的絕對利益 (Ｂ)阿健具有掌握利潤的絕對利益 (Ｃ)阿健在行銷上的機會成本較倫倫高 

(Ｄ)兩人原先的分工合乎比較利益法則。 

答案：(Ｄ) 

解析：(Ａ)(Ｂ)只能確定倫倫掌握利潤的機會成本較低，絕對利益則不一定。(Ｃ)阿健在行銷上的機會成本較倫倫低。

(Ｄ)從本題敘述的情境可以推知，兩人原先的分工合乎比較利益法則。但當倫倫和阿健分別換了角色後導致店面營收

下降，代表兩人並不擅長原本由對方負責的工作內容。 

7.  (   ) 在貿易的談判桌上，大國通常擁有較多的談判籌碼，小國往往不是對手；不過，對於 WTO 的會員而言，即使是小國，

也能享受大國之間談判貿易開放的成果。請問這是因為 WTO 遵循何種原則？  

(Ａ)國民待遇原則 (Ｂ)漸進開放原則 (Ｃ)公平競爭原則 (Ｄ)最惠國待遇原則。 

答案：(Ｄ) 

解析：(Ａ)國外的產品或服務一旦進入國內後就應該享有與本國產品或服務相關的待遇。(Ｂ) WTO 先制定一個關稅

上限，使他國可以進一步規劃貿易策略以慢慢達到開放。(Ｃ)關稅逐年削減的原則下，依據各國狀況的年限也有所不

同。(Ｄ) WTO 各會員國必須對其他會員國一視同仁，不得採取歧視性的差別待遇。 

8.  (   ) 自由貿易可促使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更加便利與順暢。請問下列關於各國貿易帶給彼此影響之敘述何者正確？(甲)使進

口國之消費者剩餘增加，生產者剩餘減少(乙)使進口國的消費者與出口國的生產者得到好處(丙)使出口國的生產者剩

餘與消費者剩餘都增加(丁)使進口國的生產者與出口國的消費者得到好處(戊)貿易對兩國都有利，但利益的分配會產

生變化  

(Ａ)(甲)(乙)(丙) (Ｂ)(乙)(丙)(丁) (Ｃ)(丙)(丁)(戊) (Ｄ)(甲)(乙)(戊)。 

答案：(Ｄ) 

解析：貿易之後，進口國的消費者剩餘增加、生產者剩餘減少，並對其消費者有利、生產者不利；出口國的消費者剩

餘減少、生產者剩餘增加，並對其消費者不利、生產者有利；故貿易雖對兩國整體社會總和有利，但分配會出現變化，

故選(Ｄ)。 

9.  (   ) 在自由貿易原則之下，兩國產品的往來，會使得兩國該項產品價格改變並趨於一致，因此無論是產品的出口或進口，

都會提升一國整體的福祉。請問何以交換利益可帶來商品價格的一致？  

(Ａ)世界貿易組織規定，自由貿易國家之間的商品價格，最後必須趨於一致 (Ｂ)兩國消費者發動抵制運動，拒絕購

買價格較高的商品，逼迫廠商統一價格 (Ｃ)廠商基於自利心的誘因，銷售商品到價格高的國家，使價格漸漸趨於一

致 (Ｄ)兩國政府為防止觀光客大量攜帶價格較低的商品回國，規定價格必須一致。 

答案：(Ｃ) 

解析：當商品價格高的國家進口、商品價格低的國家出口，經由交換商品，兩國商品價格就會趨於一致。故選(Ｃ)。 

10.  (   ) 2020 年因 COVID-19 疫情延燒，各國防疫物資短缺，我國於疫情初期即禁止口罩出口，超前部署讓資源相對充足。之

後在國家全力動員之下，打造 92 條全新口罩產線，口罩的日產達到將近 2,000 萬片，且品質相當精良，吸引許多國家

透過民間企業或官方管道詢問進口事宜。不過口罩屬於管制出口物資，當時經濟部表示只能暫緩國外需求，或是透過

外交管道向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一評估出口專案。關於我國因應 COVID-19 所採取的口罩政策，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Ａ)我國生產口罩具有絕對利益，應該大量出口以賺取貿易利得 (Ｂ)我國口罩出口供給線的貿易均衡價格，將會低

於國內交易價格 (Ｃ)我國口罩因疫情而採取貿易管制措施，將會導致整體經濟福祉降低 (Ｄ)我國口罩無法因國外

需求而出口，可能違反 WTO 的最惠國待遇。 

答案：(Ｃ) 

解析：(Ａ)題幹並沒有提及其他國家的口罩產量，因此無法判定我國是否具有絕對利益。(Ｂ)貿易均衡價格應高於國

內售價，此時口罩才有出口的誘因。(Ｃ)貿易管制措施將會破壞貿易均衡，導致整體經濟福祉降低。(Ｄ)最惠國待遇

是指 WTO 會員國之間，一國給予某國貿易優惠待遇，同時必須給予其他會員國，與題幹內容並沒有關聯。 

11.  (   )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由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 11 國於智利聖地牙哥共同簽署貿易協定，內

容涵蓋「投資人及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智慧財產權保護」及「政府採購」等議題。加入 CPTPP 後最可能發生下

列何種情形？  

(Ａ) CPTPP 架構下免除所有會員國間的進口關稅 (Ｂ)會員國間使用相同貨幣降低匯差影響 (Ｃ)被要求在各會員國

間投資相同的金額 (Ｄ)出口產品關稅成本降低，增加出口競爭力。 

答案：(Ｄ) 

解析：CPTPP 屬於自由貿易協定（FTA）。(Ａ)在 CPTPP 目前架構下，會員國間依然會有關稅。(Ｂ)使用相同貨幣應

是「經濟同盟」的規範內容。(Ｃ) CPTPP 並無此類規範內容。 

12.  (   ) 幸福國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下列哪一種經濟現象是促使該國將生產的商品出口到國外銷售的主因？  

(Ａ)該國商品供給的數量低於該國消費的數量 (Ｂ)該國消費者搶購該項商品 (Ｃ)該國商品的價格低於國際市場的

價格 (Ｄ)該國政府針對國內生產商品課徵重稅。 

答案：(Ｃ) 

解析：(Ａ)(Ｂ)商品供給少於消費者需求，國內市場不足，不可能外銷。(Ｄ)此舉會使國內廠商減少生產。 

13.  (   ) 國際貿易可以讓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成為進出口商品，而參與貿易國家的社會福祉也會因此而增加。在其他情況不變

之下，兩國開放商品市場自由貿易時會產生下列何種結果？  

(Ａ)兩國的商品市場將呈現出產品單一化的現象 (Ｂ)兩國產品將形成價格行銷戰為主的競爭模式 (Ｃ)國際貿易下，

兩國的社會福祉提高皆來自於消費者剩餘增加 (Ｄ)在僅有兩國進行貿易的條件下，國際貿易均衡時出口國供給量等

於進口國需求量。 

答案：(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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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Ａ)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將使產品變得比原本封閉時更加多樣化。(Ｂ)國際貿易的

產生主要視進出口國價格與國際市場均衡價格的差異，並非價格行銷戰。(Ｃ)出口國的社會福祉增加來自於生產者剩

餘增加，進口國的社會福祉增加來自於消費者剩餘增加。 

14.  (   ) 【跨歷史科】 

某一歷史文獻內容記載：「只有英國或其殖民地所擁有、製造的船隻可以運裝英國殖民地的貨物；政府指定某些殖民

地產品只准許販運到英國本土或其他英國殖民地；限制殖民地生產與英國本土競爭的產品；其他國家的製造產品，必

須經由英國本土，而不能直接運銷殖民地。」下列有關此歷史文獻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具有資本主義的精神 (Ｂ)與鄰國進行商業互利 (Ｃ)重視本國商品的出口 (Ｄ)禁止殖民地生產商品。 

答案：(Ｃ) 

解析：(Ａ)此為 17 世紀中葉英國制定的《航海法》，具有重商主義的精神。(Ｂ)並不重視與鄰國的商業互利，而是強

調與鄰國的貿易競爭。(Ｄ)並非禁止殖民地生產產品，而是禁止生產與母國競爭的商品。 

15.  (   ) 2023 年 8 月 24 日，日本開始將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核處理水」排放入海，引發周邊國家不滿，紛紛以各種舉措表達

憤怒。中國當天隨即以食品安全與保障民眾健康為由，全面暫停進口日本生產的水產品，並在 8 月 31 日正式通知世界

貿易組織（WTO），對日本祭出進口禁令。然而，日本政府於 9 月 4 日表示，已向 WTO 提出反論證文件。此外，由

於中國與日本均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成員國，所以日本要求根據 RCEP 的規定，與中國討論水產

品禁令。根據以上資訊，請問下列有關日本的舉動與中國的反應所造成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  

(Ａ)日本的舉動將導致外部效果，使經濟資源更能充分利用 (Ｂ)中國的反應將使日本生產者剩餘減少，社會總福祉

減少 (Ｃ)中國的水產市場將呈現供過於求，均衡價格可能會降低 (Ｄ) WTO 和 RCEP 面對中日兩國的爭端，應主

動居中調解。 

答案：(Ｂ) 

解析：(Ａ)日本的舉動將導致外部效果（外部成本），使經濟資源無法充分利用。(Ｃ)中國的水產市場將呈現供不應

求，均衡價格可能會上升。(Ｄ)應該先讓中日兩國進行雙邊協商，若協商未達成共識時，兩國才可要求 WTO 和 RCEP 

介入調解。 

16.  (   ) 比較利益是指一個國家可以□□。請問□□應填入下列何者？  

(Ａ)比其他國家有更多的產出 (Ｂ)比其他國家花費更少的時間而有同樣的產出 (Ｃ)比其他國家有更低的平均成本

產出 (Ｄ)比其他國家有更低的機會成本產出。 

答案：(Ｄ) 

解析：(Ｂ)為絕對利益。(Ｄ)根據李嘉圖比較利益理論，兩國專業分工的原則是生產機會成本較小、具有比較利益的

財貨，再與他國進行交換。 

17.  (   ) 番薯國與老鷹國都有生產蘋果，但老鷹國因為地方大、種植規模大，蘋果價格更為便宜。若兩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決定開放自由貿易買賣蘋果。請問老鷹國的蘋果市場將有何影響？  

(Ａ)蘋果降價，在供給法則下，有利於生產者 (Ｂ)蘋果漲價，在需求法則下，不利於生產者 (Ｃ)蘋果降價，國內

供不應求的部分來自進口 (Ｄ)蘋果漲價，國內供過於求的數量可用於出口。 

答案：(Ｄ) 

解析：老鷹國的蘋果較便宜，因此若兩國開放貿易，老鷹國會出口蘋果到番薯國，使番薯國的蘋果降價，老鷹國的蘋

果漲價，有利生產者，不利其消費者。故老鷹國的蘋果市場應為：(Ａ)(Ｄ)蘋果漲價，在供給法則下，有利於生產者。

(Ｂ)蘋果漲價，在需求法則下，不利於消費者。(Ｃ)蘋果漲價，蘋果出口的部分來自於供過於求。 

18.  (   ) 甲、乙、丙三國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啟動的雙邊貿易協定如下：甲國先與乙國協商腳踏車關稅稅率

為 4 ％，後與丙國重新協商腳踏車關稅稅率為 3 ％；於同一時間，乙國對丙國的腳踏車關稅降為 2 ％，丙國對乙國的

腳踏車關稅調整為 5 ％。最後，甲國對於乙、丙兩國所訂定的腳踏車進口關稅稅率應為多少，方能符合 WTO 的關稅

規範？〔108.學測〕  

(Ａ) 2 ％ (Ｂ) 3 ％ (Ｃ) 4 ％ (Ｄ) 5 ％。 

答案：(Ｂ) 

解析：甲乙丙三國之間的腳踏車關稅關係如下圖，基於最惠國待遇原則（不歧視原則），一國不該給予特定國家較差

的待遇，也不該給任何國家特殊待遇。因此甲國對丙國的 3 ％關稅承諾，將適用於甲國對乙國。 

 
19.  (   ) 在全球化互動的關係下，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對於貿易自由化與貿易管制有著不同的立場。關於不同國家對於兩者的

立場與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Ａ)人口愈多的國家愈支持貿易自由化，反之則較反對 (Ｂ)人口愈多的國家愈支持貿易自由化，反之則較反對 

(Ｃ)貿易管制目的之一為保護國家幼稚產業的生存空間 (Ｄ)特定產業具生產優勢的國家，愈傾向支持貿易管制。 

答案：(Ｃ) 

解析：(Ａ)與人口無關，而是與國家各項產業競爭力以及是否為出口導向等因素有關。(Ｂ)(Ｄ)具有優勢的生產項目，

國家將支持其貿易自由化。較無優勢的生產項目，國家則為了保護產業不被擊垮，通常採取保守的貿易管制措施。 

20.  (   ) 在只有甲、乙兩國的世界中，已知甲國是手機的出口國，乙國是手機的進口國。當甲國國內對手機的需求提高時，在

不影響原有進出口的型態下，下列何者正確？〔106.指考〕  

(Ａ)甲國手機的出口供給減少 (Ｂ)乙國手機的進口需求上升 (Ｃ)國際間手機的交易數量上升 (Ｄ)國際間手機的

交易價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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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Ａ) 

解析：甲國是手機的出口國，乙國是手機的進口國；當甲國國內對手機的需求提高時，國內對手機的需求數量將提高，

由於產量固定，因此出口供給將減少。(Ｂ)乙國手機的進口需求數量固定，因此不會受到甲國的影響而上升。(Ｃ)由

於甲國減少出口，因此國際間手機的交易數量將下降。(Ｄ)國際間手機的交易數量下降，若是需求數量不變，形成供

不應求現象，可能會造成交易價格上升。 

21.  (   ) 專業化是指具有專業能力的人從事專業工作，分工是指人們以各自的專業能力，生產某種物品或服務，再透過合作或

交易，提升整體的生產效率。請問專業化和分工帶來的好處為何者？  

(Ａ)增加公益 (Ｂ)增加就業 (Ｃ)減少分工 (Ｄ)增加產量。 

答案：(Ｄ) 

解析：專業化分工的好處有增加產量、適才適所與分工專業化，故答案為(Ｄ)。 

22.  (   ) 每個國家都希望「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因此會設立一些貿易障礙來達成目的，然而 WTO 卻是一個除去貿易障礙

的組織，一旦加入就必須逐步開放貿易，無法任意採用關稅等貿易障礙來管制貿易，但是各國仍舊競相加入 WTO。請

問下列哪個選項「不是」加入 WTO 的好處？  

(Ａ)加入 WTO 可保障國內弱勢產業 (Ｂ)享有 WTO 各會員國優惠的關稅稅率 (Ｃ) WTO 設有貿易爭端解決機構，

以調解各國的貿易糾紛 (Ｄ)會員國對其他會員國採一視同仁的不歧視原則。 

答案：(Ａ) 

解析：(Ａ)國內弱勢產業會失去貿易壁壘的保護而不利發展。 

23.  (   ) 臺灣曾經是鞋子王國，現在則是資訊產品王國。下列何者可以說明此種轉變？〔105.學測〕  

(Ａ)鞋子的機會成本降低，資訊產品的比較利益增加 (Ｂ)鞋子的機會成本增加，資訊產品的比較利益下降 (Ｃ)鞋

子的比較利益降低，資訊產品的機會成本下降 (Ｄ)鞋子的比較利益增加，資訊產品的機會成本增加。 

答案：(Ｃ) 

解析：當各國進行專業分工時，會挑選機會成本較低、比較利益較高的項目；因此我國從鞋子王國轉向資訊產品王國

時，鞋子的機會成本應該是提高、比較利益降低；資訊產品的機會成本降低、比較利益提高。故選(Ｃ)。 

24.  (   ) 許多國家都曾採取貿易管制政策，臺灣也不例外。例如我國蒜農曾至立法院請願，要求限制進口蒜頭數量，並調高配

額之外蒜頭的關稅。請問下列何者最能解釋上述貿易管制政策的目的或影響？  

(Ａ)國家為保護國內產業，會採貿易壁壘以限制進口的貿易政策 (Ｂ)透過貿易制裁，直接影響以及控制進口產品數

量的貿易政策 (Ｃ)採取高關稅政策，可確保國內優勢產業的發展並減少失業問題 (Ｄ)比起貿易自由化，貿易管制

政策較可能導致產業勞動條件惡化。 

答案：(Ａ) 

解析：(Ａ)補貼出口、限制進口是為了保護國內產業常見的貿易政策。(Ｂ)貿易制裁通常是為了懲罰某個國家的特定

行為，而不是為了保護本國產業。(Ｃ)高關稅政策通常是為了保護國內剛起步或較為弱勢的產業，而非確保國內優勢

產業的發展。(Ｄ)貿易管制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保護國內產業的勞動條件。 

25.  (   ) 中國針對外資設立的金融機構，所訂定的營業規範與條件限制都比本國成立的銀行嚴苛，引起歐美等國政府的抗議，

咸認此種政策形成不公平的競爭，嚴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哪一項原則？  

(Ａ)確保市場開放之可預測性 (Ｂ)不歧視原則 (Ｃ)漸進式開放市場原則 (Ｄ)鼓勵發展與經濟轉型原則。 

答案：(Ｂ) 

解析：(Ｂ)不歧視原則中的國民待遇原則，是指國外的產品或服務一旦合法進入國內後，就應享有與本國產品或服務

相同的待遇。 

26.  (   ) 根據國際貿易交易過程中對彼此產品價格與生產數量的影響，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Ａ)甲國對某產業產品降低進口關稅，則此產業的國內生產者剩餘增加 (Ｂ)假設兩國皆生產品質一致的某商品，則

貿易後會使兩國該產品的國際價格差異加大 (Ｃ)若稻米品質一致，對已進口稻米再提高關稅，則國內消費者對國產

米需求將會減少 (Ｄ)甲國開放紡織品進口之後，則甲國國產紡織品的供給線會往左移。 

答案：(Ｄ) 

解析：(Ａ)進口商品（成品）關稅降低，售價下降，消費者改買進口商品，少買國內相同的商品，使國內該商品的生

產者剩餘減少。(Ｂ)國際貿易後國際價格趨於一致。(Ｃ)進口稻米的關稅提高，會迫使消費者增加對國產稻米的需求。 

27.  (   ) 日本在 311 福島核災發生後，全球最多曾有 54 國對日本生產的食品進口加以管制，其中更導致日本的農業產品遭受

到嚴重打擊。過了幾年之後，日本證實國內的農產品，已無危害人體健康疑慮，開始積極的向國際推廣日本的農產品，

而世界各國也紛紛解除對於日本福島地區進口食品的管制。根據附圖所示，請問當日本福島農產品可以出口後，對於

日本的農產品市場會有什麼影響？ 

 
(Ａ)國內經濟福祉減少 (Ｂ)生產者剩餘增加 B＋N (Ｃ)消費者剩餘為 A＋B＋N (Ｄ)將出口 QD 單位的茶類。 

答案：(Ｂ) 

解析：做為出口國家，生產者剩餘可以增加面積 B 與 N。 

(Ａ)國內經濟福祉增加。(Ｃ)消費者剩餘只剩下 A。(Ｄ)將出口 QS－QD 距離的數量單位。 

28.  (   ) 假設甲、乙兩個國家都生產鳳梨，甲國鳳梨的均衡價格是 50 元，乙國鳳梨的均衡價格是 35 元。在不考慮其他條件與

要素下，兩國間的貿易發展及貿易利得為何？(甲)甲國鳳梨的生產者有利(乙)甲國鳳梨的消費者有利(丙)乙國鳳梨的

生產者有利(丁)乙國鳳梨的消費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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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甲)(丙) (Ｂ)(甲)(丁) (Ｃ)(乙)(丙) (Ｄ)(乙)(丁)。 

答案：(Ｃ) 

解析：乙國是鳳梨出口國，出口後乙國國內的鳳梨數量減少、價格上漲，不利乙國消費者，但有利乙國生產者；甲國

是鳳梨進口國，進口後甲國國內鳳梨數量增加、價格下跌，不利甲國生產者，但有利於甲國消費者。 

29.  (   ) 若世界只有甲、乙兩國，而且針對汽車進行自由貿易；甲國為出口國，乙國為進口國。下列是與兩國汽車市場貿易相

關的敘述，請問何者正確？〔104.指考〕  

(Ａ)貿易前，甲國國內汽車之價格較乙國高，但貿易後兩國國內價格趨於一致 (Ｂ)貿易前，甲國國內汽車之產量較

乙國高，但貿易後兩國國內產量趨於一致 (Ｃ)貿易後，甲國的生產者剩餘較之前提高，乙國的消費者剩餘較之前提

高 (Ｄ)貿易後，甲國的消費者剩餘較之前提高，乙國的生產者剩餘較之前提高。 

答案：(Ｃ) 

解析：(Ａ)甲國為出口國，乙國為進口國，故貿易前，甲國國內汽車之價格較乙國低，但貿易後兩國國內價格趨於一

致。(Ｂ)不論貿易前或貿易後，甲乙兩國的國內汽車之產量都無法比較。(Ｄ)貿易後，甲國（出口國）的消費者剩餘

較之前降低，乙國（進口國）的生產者剩餘較之前降低。 

30.  (   ) 2022 年美國商務部部長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對媒體表示，「我們需要的是讓晶片在美

國生產，而非讓盟友生產。」臺灣優越的半導體晶圓能力，已經成為美國及其他所有國家都難以超越的瓶頸，所以美

國想要讓晶片脫離地緣政治危機。根據上述美國商務部部長的說法，下列哪一個選項最能解釋其觀點？  

(Ａ)美國傾向保護主義，希望能減少依賴其他國家的供應鏈 (Ｂ)美國正推動貿易自由化，積極與他國合作增加晶片

產量 (Ｃ)美國希望透過自由貿易的方式增加晶片的產量，並加強與盟友的合作關係 (Ｄ)美國希望保護自身產業，

透過限制其他國家的產量來增加自身市場占有率。 

答案：(Ａ) 

解析：保護主義指的是國家在貿易上採取保護自身國內產業的做法，其意涵較接近美國商務部部長的觀點，反映出美

國政府希望加強本國產業，讓晶片在美國生產，以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故選(Ａ)。(Ｂ)(Ｃ)的觀點雖然也提到了

貿易自由化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但都與美國商務部長的觀點有所出入。(Ｄ)選項假設美國是透過限制其他國家的

產量來增加自身的市場占有率，但此假設並未在題文中提到。 

31.  (   ) 臺灣有許多產業外移到中國或是東南亞等地區生產，主要是根據比較利益，臺灣本地會選擇較優勢的產業來生產，請

根據附表來選擇一個正確的說明 

▼中國與臺灣之生產力 

 臺灣 中國 

液晶螢幕 6 1 

腳踏車 4 A 

（每人產量：單位∕小時） 

(Ａ)當 A＝2 時，臺灣生產液晶螢幕，中國生產腳踏車，各自具有絕對利益 (Ｂ)當 A＝5 時，臺灣生產兩種產品均具

有絕對利益 (Ｃ)當 A＝3 時，臺灣生產液晶螢幕具有比較利益 (Ｄ)當 A＝4 時，中國生產腳踏車具有絕對利益。 

答案：(Ｃ) 

解析：(Ａ)當 A＝2 時，臺灣在生產液晶螢幕和腳踏車都具有絕對利益。(Ｂ)當 A＝5 時，臺灣生產液晶螢幕具有絕對

利益，中國生產腳踏車具有絕對利益。(Ｃ)當 A＝3 時，兩國機會成本如下，可知臺灣生產液晶螢幕具有比較利益。 

 臺灣 中國 

生產 1 臺液晶

螢幕 

2∕3 輛腳踏

車* 
3 輛腳踏車 

生產 1 輛腳踏

車 

3∕2 臺液晶

螢幕 

1∕3 臺液晶

螢幕* 

(Ｄ)當 A＝4 時，兩國機會成本如下，可知中國生產腳踏車具有比較利益，但不具絕對利益。 

 臺灣 中國 

生產 1 臺液晶

螢幕 

2∕3 輛腳踏

車* 
4 輛腳踏車 

生產 1 輛腳踏

車 

3∕2 臺液晶

螢幕 

1∕4 臺液晶

螢幕* 

32.  (   ) 中美貿易大戰影響深遠，假如市場上只有中國與美國兩國，且兩國皆能生產電腦及電視，根據經濟學專業分工的理論，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若中國生產電視具絕對利益，則美國生產電腦具絕對利益 (Ｂ)若中國生產電視具比較利益，則美國生產電腦具

比較利益 (Ｃ)若中國生產電視具比較利益，則其生產電視必具絕對利益 (Ｄ)若中國生產電視具絕對利益，則其生

產電視必具比較利益。 

答案：(Ｂ) 

解析：一個國家可能同時擁有生產兩項商品的絕對利益，但比較利益法則是看誰放棄的比較少（即機會成本較低者），

故相互貿易的兩國，若一國擁有一商品的比較利益，則另一國將擁有另一個商品的比較利益。答案選(Ｂ)。 

33.  (   ) 大同寶寶是臺灣五、六年級生共同的回憶，當時耳熟能詳的歌曲是「大同大同國貨好，大同產品最可靠」。曾幾何時，

電視機的品牌已經全球化，SONY、LG 等國際品牌取代了大同電視的地位。請問在上述臺灣愛用國貨的年代裡，當時

主要採行的貿易政策（進口替代）是為了什麼理由？  

(Ａ)保護夕陽產業 (Ｂ)避免技術外流 (Ｃ)保護新興產業 (Ｄ)滿足國內需求。 

答案：(Ｃ) 

解析：早期各國政府因為擔心國內的新興產業會受到有競爭力的進口產品之衝擊，而會對進口產品採取各種貿易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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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自由貿易逐漸發展後，各國就開始消除與限制貿易障礙的設置，推行貿易全球化的主張。故選(Ｃ)。 

34.  (   ) 阿峰在新聞上看到鰻魚專題報導中提到，日本的鰻魚有一大部分來自臺灣，而且全臺一年出口量破 2,000 噸，產值高

達 200 億，此時阿峰在心裡頭想著公民課程中有關國際貿易的理論，假設日本只從臺灣進口鰻魚，若貿易後兩國鰻魚

市場都達到均衡，此時阿峰所想的下列四種情形，何者最為正確？  

(Ａ)可知日本鰻魚市場的消費量為 2,000 噸 (Ｂ)可知日本鰻魚市場的生產量為 2,000 噸 (Ｃ)可知日本鰻魚市場的消

費量與進口量之和為 2,000 噸 (Ｄ)可知日本鰻魚市場的消費量與國內供給量之差為 2,000 噸。 

答案：(Ｄ) 

解析：臺灣的鰻魚出口量等於日本的進口量，而日本的進口量為其供不應求的數量（國內需求量－國內供給量），因

此本題選(Ｄ)。 

35.  (   ) 據報載，2010 年我國立法院修正《菸酒稅法》調降米酒稅率，引起歐美關切，前 WTO 副祕書長艾波特指出，米酒稅

爭議關鍵在於有無違背某原則，而 WTO 對酒品稅級分類，傾向以酒精濃度而非製酒原料為依據。請問上述的爭議點

涉及 WTO 的哪一項原則？  

(Ａ)不歧視原則 (Ｂ)漸進式開放市場 (Ｃ)促進公平競爭 (Ｄ)鼓勵發展與經濟轉型。 

答案：(Ａ) 

解析：(Ａ)不歧視原則是指一國不該給予特定國家較差的待遇，也不該給任何國家特殊待遇，因此 WTO 認為我國米

酒應與外國酒採用相同的稅率標準。 

36.  (   ) 2021 年，中國海關發出公告證實，包括歐盟、英國、加拿大等 32 個國家，將不再給予中國「普遍化優惠關稅措施」

（GSP）。此措施是指已發展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製成品和半製成品給予的關稅優惠制度，在最惠國稅率的基礎

上，進一步再給予進口關稅減免。儘管中國稱這是證明該國產品已有國際競爭力，是一種「成熟」表現，但部分學者

認為，這將使得勞力密集產業和附加價值較低的產業加速撤離中國。從上述文章內容判斷，下列關於「普遍化優惠關

稅措施」的敘述何者較為正確？  

(Ａ)普遍化優惠關稅措施目的為保障進口產品與本國產品享受相同對待 (Ｂ)普遍化優惠關稅措施基於公平性原則，

豁免會員國遵守最惠國待遇 (Ｃ)普遍化優惠關稅措施，能保護發展中國家在進口商品時免於被傾銷 (Ｄ)勞力密集

產業和附加價值較低的產業，被關稅調整的影響程度較低。 

答案：(Ｂ) 

解析：由文中可知，普遍化優惠關稅措施，是在最惠國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再給發展中國家進口關稅減免，因此可

視為「最惠國待遇」的例外情形，而此例外情形，是基於公平性原則的合理差別待遇，故選(Ｂ)。(Ａ)保障進口產品

與本國產品享受相同對待，是「國民待遇原則」，與文中內容無涉。(Ｃ)普遍化優惠關稅措施，是保護發展中國家「

出口至其他國家」時能享有較低關稅。(Ｄ)由題文末段，可知勞力密集產業與附加價值較低的產業，被關稅調整影響

的程度較高，才會加速撤離中國。 

37.  (   ) 假設世界上只有臺灣與越南兩國，兩國在單位時間內生產咖啡及茶葉產品的可能線如附圖，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下

列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Ａ)臺灣不具備生產咖啡的絕對利益 (Ｂ)臺灣生產咖啡的機會成本高過於越南 (Ｃ)臺灣生產咖啡的機會成本較生

產茶葉為高 (Ｄ)越南生產咖啡相較生產茶葉具有絕對利益。 

答案：(Ｂ) 

解析：依據圖中數據觀察，臺灣在生產咖啡及茶葉都具有絕對利益；從機會成本來看： 

 臺灣 越南 

生產 1 單位咖

啡的機會成本 
1 單位茶葉 5∕8 單位茶葉* 

生產 1 單位茶

葉的機會成本 
1 單位咖啡* 8∕5 單位咖啡 

越南生產咖啡的機會成本較臺灣為低，臺灣生產茶葉的機會成本較越南為低，因此應由越南生產咖啡、臺灣生產茶葉。

(Ａ)臺灣具備生產咖啡及茶葉的絕對利益。(Ｃ)臺灣生產 1 單位咖啡的機會成本為 1 單位茶葉，生產 1 單位茶葉的機

會成本為 1 單位咖啡，此二者並無法比較何者較高。(Ｄ)絕對利益是指某國家在特定項目生產產量上較他國具有優勢，

非國內兩項產品之比較。 

38.  (   ) 附圖為歐巴國手機市場供需圖，P
＊ 與 Q＊ 分別為該國手機市場的均衡價格與數量。假設沒有其他貿易障礙，在貿易後，

PG 為國際手機市場的均衡價格，依據該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由圖可知國際貿易的手機進出口數量為 Q2－Q

＊ (Ｂ)在貿易後，歐巴國的消費者剩餘為乙＋丙＋丁 (Ｃ)在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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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歐巴國的消費者剩餘增加了丁 (Ｄ)手機的進口使歐巴國的生產者剩餘減少了乙。 

答案：(Ｄ) 

解析：手機的國際均衡價格較低，故歐巴國會進口手機。(Ａ)由圖可知歐巴國的手機進口數量為 Q2－Q1。(Ｂ)在貿易

後，歐巴國的消費者剩餘為甲＋乙＋丁。(Ｃ)在貿易後，歐巴國的消費者剩餘增加了乙＋丁。 

39.  (   ) 美國總統林肯說：「如果我們從英國購買便宜的鐵軌，我們得到鐵軌，他們得到錢；如果我們自己生產鐵軌，我們得

到我們的鐵軌，而且也得到我們的錢。」從比較利益原則來檢視此說法，下列何者正確？  

(Ａ)若美國自行生產鐵軌，既得到鐵軌又可促進就業率和所得，符合比較利益 (Ｂ)若美國自行生產鐵軌，政府將賺

取更多的錢，增進國家利益，符合比較利益 (Ｃ)若美國自行生產鐵軌，比交由英國生產能創造更多的整體利益，因

此符合比較利益 (Ｄ)若美國向英國購買較便宜的鐵軌，可以省下更多的資源來生產其他產品，符合比較利益。 

答案：(Ｄ) 

解析：比較利益強調專業分工時，每個人都要從事機會成本較低的工作；因此美國應該與英國進行專業分工，由英國

生產便宜的鐵軌，美國則生產其他機會成本較低的產品。故選(Ｄ)。 

40.  (   ) 下圖為甲、乙兩國的生產可能線，在不考慮其他因素下兩國相互貿易，依據此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甲國生產 X 而放棄的機會成本逐漸遞增 (Ｂ)在生產可能線交點處，甲乙生產優勢相同 (Ｃ)甲國在生產 X 項目

上有絕對利益 (Ｄ)乙國在生產 X 項目上有比較利益。 

答案：(Ｄ) 

解析：(Ａ)生產 X 的機會成本為以 X 為水平軸時生產可能線的斜率，生產可能線為斜直線，故機會成本固定而非遞增。

(Ｂ)在生產可能線交點處，只代表甲乙所選擇的效率充分生產組合搭配剛好一樣，跟生產優勢無關。(Ｃ)甲國應該是

生產 Y 項目具有絕對利益。乙國是生產 X 項目上具有比較利益。 

41.  (   ) 假設臺、美經由 FTA 協議進行筆電與牛肉兩項商品貿易，在資源不變的情形下，兩國的生產可能線如附圖，圖中 a、

b 點分別是臺、美在貿易前的生產組合點，也是國內消費點。 

 
有關臺、美兩項產品生產及依比較利益法則進行貿易後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臺灣具有生產牛肉的比較利益及絕對利益 (Ｂ)美國具有生產筆電的比較利益及絕對利益 (Ｃ)貿易後，臺灣的

生產組合點在 a 點左上方 (Ｄ)貿易後，美國的生產組合點在 b 點左上方。 

答案：(Ｃ) 

解析：由圖可知美國具有生產兩項產品的絕對利益。但若根據機會成本與比較利益可知： 

 美國 臺灣 

生產 1 臺筆電的

機會成本 
2 斤牛肉 1 斤牛肉* 

生產 1 斤牛肉的

機會成本 
0.5 臺筆電* 1 臺筆電 

臺灣具有生產筆電的比較利益（適合生產筆電），美國適合生產牛肉。故(Ａ)(Ｂ)皆錯；因此在貿易後，臺灣專業生

產筆電，生產組合會是（0 , 80）代表全力投入生產筆電，位置在生產可能線的最左端（因此在 a 點左上方）；美國的

生產可能點會在其專業生產的（200 , 0）位置上，處於右下方。 

42.  (   ) 日本與歐盟於 2018 年 7 月中簽署《日本與歐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日本幾乎廢除對歐盟所有商品的進口

關稅，尤其乳酪等乳製品；歐盟則將對日本商品廢除約 99 ％品項的進口關稅，包括協議生效後第 8 年起，將廢除對日

本汽車課稅，以及協議一生效就立刻廢除對汽車零件的關稅。對上述雙方經貿發展的概況，下列描述哪一項正確？  

(Ａ)非歐盟國家亦能比照 EPA 會員國而直接受益 (Ｂ)雙方撤銷關稅的做法符合 WTO 中的「不歧視原則」 (Ｃ)雙

方撤銷關稅後的貿易利得在自由貿易下必定相同 (Ｄ)此協定將使雙方的生產者剩餘皆能增加。 

答案：(Ｄ) 

解析：(Ａ)未簽署 EPA 的國家無法在 EPA 協定中直接受惠。(Ｂ)減少貿易障礙應為「開放市場原則」。(Ｃ)雙方的

貿易利得必然增加，但因為是不同性質產品的交換利益，故「貿易利得」不必然會相同。(Ｄ)雙方皆為產品出口國又

免稅，故更有利於該出口產品的生產者剩餘增加。 

43.  (   ) 「經濟全球化會造成許多經濟活動外移，以致國內的失業與工作機會的減少更嚴重化。」可以用哪一段話來解釋上述

國際貿易後產生的現象？  

(Ａ)出口國的消費者剩餘減少 (Ｂ)出口國的生產者剩餘增加 (Ｃ)進口國的消費者剩餘增加 (Ｄ)進口國的生產者

剩餘減少。 

答案：(Ｄ) 

解析：貿易後，進口國的商品價格下跌，國內生產者剩餘減少，在國內其他條件不變之下，使產業外移至勞資成本低，

以致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生產，國內勞力需求減少，所以(Ｄ)符合題幹意旨。 

44.  (   ) 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向歐盟承諾小汽車的進口關稅將由 30 ％降到 17.5 ％，在此承諾下，WTO 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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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會員國出口到臺灣的小汽車，都可以適用 17.5 ％的關稅，即「雙邊談判具有多邊減讓」的效果。請問這樣的做法符

合 WTO 的哪一個原則？  

(Ａ)促進公平競爭 (Ｂ)不歧視原則 (Ｃ)漸進式開放市場 (Ｄ)確保市場開放之可預測性。 

答案：(Ｂ) 

解析：(Ｂ)不歧視原則中的最惠國待遇原則，是指一國不該給予特定國家較差的待遇，也不該給任何國家特殊待遇，

因此任一締約國對其他任何國家的貿易優惠措施，必須立即且無條件的適用於所有其他締約國。 

45.  (   ) 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多邊貿易體系，旨在創造一個自由、公平的國際貿易環境，期能透過貿易提升開發中與低

度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為了使 WTO 能運作順利，成立之初即制定了規範準則。下列敘述與 WTO 基本原則的對應關

係，何者最為正確？  

(Ａ)中國毛巾傾銷後，損及我國毛巾產業，被我國課徵進口 204 ％關稅：不歧視原則 (Ｂ)日本課徵俄羅斯伏特加之

稅率超過國產清酒相同濃度之稅率：公平競爭原則 (Ｃ)中國電信產業與周邊會員國相互支援電信業務：開放市場原

則 (Ｄ)已開發國家可課徵關稅稅率不可高於 5.48 ％：公平競爭原則。 

答案：(Ｃ) 

解析：(Ａ)基於公平競爭原則。(Ｂ)敘述違反不歧視原則。(Ｄ)基於可預測原則。 

46.  (   ) 我國加入 WTO 之後，農民發現種植稻米的利潤愈來愈低，政府也鼓勵休耕；相較之下，我國的科學園區卻蓬勃發展，

出現高科技產業與農業發展的兩極化現象。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事實？  

(Ａ) WTO 讓我國整體社會福祉上升 (Ｂ)國際貿易只對各國的高科技產業有利，對農業不利 (Ｃ) WTO 開放農產品

貿易，對於我國消費者與生產者皆有利 (Ｄ)加入 WTO 後，社會福祉先降後升，度過艱困期即可讓社會福祉上升。 

答案：(Ａ) 

解析：(Ａ)開放貿易可以增加貿易利得，使整體的社會福祉上升。(Ｂ)要視產業本身是否具有競爭力，非一定有利於

高科技產業、不利於農業。(Ｃ)開放農產品貿易，對我國消費者來說，可以購買到更便宜的農產品，是有利的；但對

於生產者來說，將與外國更低廉的產品競爭。(Ｄ)並無此種說法。 

47.  (   ) 當兩岸開始貿易時，某產品的市場供需圖如附圖，在不考慮其他因素下，該產品在兩岸的市場供需將產生何種變化？ 

  
▲中國市場 ▲臺灣市場 

(Ａ)該產品將從中國出口到臺灣，造成我國需求線右移，價格下降 (Ｂ)該產品將從臺灣出口到中國，造成中國需求

線左移，價格上升 (Ｃ)將造成該產品在中國的價格下降，在我國的價格上升 (Ｄ)將使該產品在兩岸的價格漸趨一

致。 

答案：(Ｄ) 

解析：該產品將從中國出口到臺灣，造成臺灣市場供給線右移，價格下降；中國市場供給線左移，價格上升，最後兩

岸的價格漸趨一致，答案為(Ｄ)。 

48.  (   )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後，政府應採取哪種措施以保障農民的權益？  

(Ａ)保障農產品合理的價格，發展健全農產品運銷制度 (Ｂ)加強各項進口糧食的檢疫，避免病毒汙染國內農產品 

(Ｃ)積極培育高經濟價值作物，強化本國農產品的競爭力 (Ｄ)透過臺日友好的關係，臺灣農產品單向直銷日本。 

答案：(Ｃ) 

解析：(Ａ)政府直接管制價格，反而會形成價格雖高，卻供過於求，造成供需失衡。(Ｂ)加強檢疫雖可避免廉價劣質

農產品的進入，但有競爭力的農產品仍然可以進入本國市場，威脅本國農業。(Ｃ)唯有提升本國農業的競爭力，才能

在自由貿易中分工獲利。(Ｄ)若採取單向直銷日本，則無法獲得自由貿易的分工互利，且實務上不可能只有對日的單

向出口的政策。 

49.  (   ) 摩根大通當時曾預測，美國川普總統主政時期的美中貿易戰短期內沒有明顯跡象有所緩解。請問在經濟全球化下，若

美中兩國衝突導致經貿往來受阻，最可能發生什麼情形？  

(Ａ)中國廠商將面臨較少的競爭，中國經濟福祉上升 (Ｂ)美國無法出口到中國的產品，在美國出現產品漲價現象 

(Ｃ)美中兩強互相拖累，有助其他國家發揮比較利益 (Ｄ)美中兩大經濟體產出減少，原物料需求將出現下跌。 

答案：(Ｄ) 

解析：(Ａ)減少貿易利得，經濟福祉將會下降。(Ｂ)應當是降價。(Ｃ)原本應當最適合中國、美國生產的產品減少，

各國可能得自行生產，因此將更無法發揮比較利益。 

50.  (   ) 馬力歐煮一頓晚餐耗時 30 分鐘，洗衣服則耗時 20 分鐘。他的室友路易吉則可以利用馬力歐一半的時間就完成晚餐和

洗衣服。關於兩人的分工方法與結果，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Ａ)馬力歐分別具有從事煮晚餐和洗衣服的絕對利益 (Ｂ)路易吉具有兩項工作的絕對利益，但無比較利益 (Ｃ)馬

力歐應該專心煮晚餐，路易吉應該專心洗衣服 (Ｄ)專業分工的結果比兩人同時煮晚餐和洗衣服更好。 

答案：(Ｂ) 

解析：(Ａ)馬力歐煮晚餐和洗衣服所耗費的時間是路易吉的兩倍，因此應該是路易吉具有兩項工作的絕對利益。

(Ｂ)馬力歐與路易吉煮晚餐和洗衣服的機會成本一樣，因此沒有人具有比較利益。(Ｃ)(Ｄ)既然兩人沒有對特定項目

具有比較利益，因此專業生產並沒有比各自生產獲得更好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