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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閱讀

戰後臺灣的經濟與社會第 章

• 必須開鏡頭

• 勿亂動麥克風

• 參與討論

• 即時回應問題



經濟發展的證明：臺幣

不同面額的
舊臺幣／新臺幣



經濟發展的證明：臺幣



經濟發展的證明：臺幣



經濟發展的證明：臺幣

當時的臺灣人用扁擔扛著好幾麻袋，卻只能換到幾
塊錢，全臺家戶一夕破產，根本買不起米糧，大家
甚至倒退回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去市場上換米、
柴及豬肉，只求溫飽。



111章前引導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的經濟在政府與

人民的努力下，逐漸起飛發展

◼ 社會與文化發展更為多元，激盪出豐富的

內涵

◼ 在經濟掛帥的發展過程中，產生各種問題：

環境 生態 文化
勞工
權益



111章前引導

民國38～42年

土地改革

陸續實施

農田租金減

輕，多數農

民也能有自

己的農田



111章前引導

民國50年

出口導向

設立加工出

口區後，工

作機會大增



111章前引導

民國62年

十大建設

我們需要十

大建設，帶

動經濟發展



111章前引導

民國73～83年

原住民

正名運動

原住民的權

益逐漸受到

重視



111章前引導

民國91年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加入後有自由

化的貿易空間，

但需面對國際

間的挑戰



第六章

戰後臺灣的經濟與社會



戰後初期

臺灣經濟混亂，政府為了解決問題，採

取因應措施，以穩定局勢

1126-1 經濟發展



民國38年起

政府陸續實施

等土地改革政策，佃農逐漸成為自耕農，

提高農業生產

112經濟產業的發展最先從什麼開始？

三七五減租 公地放領 耕者有其田

租用他人田地從事
農業生產的農民。



民國38年

政府實施

地租不得超過年收穫量的375‰

112戰後臺灣的土地改革

三七五減租 公地放領 耕者有其田



民國40年

政府實施

由佃農優先承購公有耕地

112戰後臺灣的土地改革

三七五減租 公地放領 耕者有其田



民國42年

政府實施

政府徵收地主部分土地，再由實際耕作

者承領認購

112戰後臺灣的土地改革

三七五減租 公地放領 耕者有其田



小幫手

土地改革

政府推動土地政策，使原本受地主壓

榨的農民能夠擁有自己的土地，藉此鼓

勵農民投入農業，提高農業生產。

112戰後臺灣的土地改革



民國40∼50年代

臺灣的經濟政策從保護國內工業到鼓勵

出口，經濟型態逐漸轉變為以工業為主

112民國40年代以後，臺灣面臨什麼處境？

民國40~54年美援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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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工業發展的特色

政府積極扶植輕工

業，生產民生必需

品，同時限制外國

的相關產品進口

進口紡織相關機具

民國40年代

進口替代

以農業培養工業：農產加工與輕工業



112工業發展的特色

政府在高雄等地設置加

工出口區，輸出食品、

成衣等輕工業產品，經

濟型態逐漸由農業轉變

以工業為主

加工出口區的女性勞工

民國50年代

出口導向

吸引外資；家庭代工興起，客廳即工廠

加工出口區已更名為科技產業園區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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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工業發展的特色

加強經濟基礎，造就亞洲四小龍

國際油價因產油國爆發戰爭而

居高不下，造成全球經濟不景

氣。行政院院長蔣經國提出

「十大建設」計畫，進行基礎

建設、發展重工業，改善經濟

環境，帶動景氣的復甦。

十大建設分布圖

民國60年代

十大建設



小幫手

石油能源危機

民國62年，以色列與阿拉伯爆發戰

爭，阿拉伯為打擊以色列，提高國際原油

價格，造成世界經濟嚴重衝擊。

112工業發展的特色



小幫手

亞洲四小龍

民國60年代起，臺灣、新加坡、香

港及南韓等新興工業國家，被國際社會稱

為「亞洲四小龍」。

112工業發展的特色



113工業發展的特色

工資增加、國際競爭、環保意識抬頭

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等

地為製造重心，全力發

展資訊、電子等高科技

產業，促使經濟轉型

民國70年代

產業升級
新竹科學園區內的高科技產業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