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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學的途徑
u科技經濟決定論

u族群途徑

u文化與意識型態決定論

u國際環境決定論

u國家自主理論

u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u發展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

Approach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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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起源
u詹鶽（Chalmers Johnson）

u Father of  the concept
u日本專家，試圖解開日本發展之謎

u文化解釋：權威服從、入贅

u國際環境解釋：戰後東亞政經環境與全球冷戰

u制度解釋：開放經濟體制，自由市場

u詹鶽對傳統經濟體系解釋的反動：從柏克
萊的經濟系到政治系

Origins of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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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起源
u詹鶽（Chalmers Johnson）

u對於日本的另類資本主義提出新解

u日本是因為資本主義而達致高度經濟發展

u但是此種資本主義不是英美式的自由放任資本
主義（ Anglo-American model of  laissez faire 
capitalism），而是後發國家高度干預與調控所
創造出的資本主義

u這類國家便是資本主義發展國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CDS）

Origins of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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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起源
u 詹鶽將 CDS 的概念上溯到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的國民經濟學派
u 李斯特批判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認為它只
講個人與世界，不提國家的角色與地位，目的是
讓人們只服從于少數發達國家的利益

u 當時的德國較為落後，因此不適用於古典經濟學，
而應該提倡強調由國家來振興經濟的理論

u 李斯特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戰
略和政策引導

Origins of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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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起源
u 詹鶽又將 CDS 的概念下推到以日本為首的東
亞模式

u 二次大戰之後，日本透過發展國家的政策，能夠
持續地維持高速的經濟發展，成功地將本身從邊
緣資本主義國家（semi-periphery）轉化成核心資
本主義國家，並成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國

u 仿效日本的南韓、台灣、香港與新加坡等亞洲四
小龍也採取 CDS 模式，並締造了驚人的成長記錄

u 詹鶽宣稱他發現了另類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並
與傳統的經濟學家展開了一生的論戰

Origins of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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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起源
u詹鶽認為古典經濟理論太不重視後發
國家促進經濟成長的角色，而共黨國
家又太過著重國家，並被意識型態的
公有制所束縛

u CDS 國家以經濟成長為核心目標，重
視私有財產所提供的動機誘因，但是
強調國家在操縱和調控市場上的角色

Origins of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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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起源
u CDS 區別了私有制和市場，它反對公有
（因而和共產主義不同）、但又不認為
市場是「一條不能碰的聖牛」（因而和
古典經濟學不同）

u因此 CDS 是介於古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
之間的發展模式，是強調國家的資本主
義、另類的資本主義

Origins of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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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內容
u國家獨立於社會之上 State autonomy 

from society
u菁英的發展主義共識 Elite consensus 

on developmentalism
u官僚對社會的滲透 Bureaucratic 

penetration into society
u對應世界市場的產業政策World 

market-conforming industrial policy

Content of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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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CDS: 1960s~1980s
u 國家獨立於社會之上：國民黨威權統治、
戒嚴黨禁、有限地方選舉

u 菁英的發展主義共識：高速經濟發展為重
建政權合法性之必要條件

u 官僚對社會的滲透：黨國體系滲入農、漁、
水利會、工商團體、工會組織

u 對應世界市場的產業政策：經濟官僚獲得
充分授權，利用台灣資源稟賦、瞄準世界
產業趨勢，決定了極大化成長潛能的產業
政策

Taiwan’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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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產業政策
u 土地：加工出口區、工業園區

u 勞力：與產業緊密結合的教育政策、對工會
的壓抑、優質而廉價的勞力

u 資金：藉控制金融來提供資金補助、優惠貸
款、減免賦稅

u 技術：國家成立技術研發機構，從海外延攬
人才回國，移轉技術到業界

u 市場：以外貿協會等協助廠商取得國際市場
資訊

Industri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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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表現
u 成功的紡織工業：利用美援建立基礎，從第
一次進口取代轉向第一次出口擴張時大舉進
入世界市場

u 汽車工業：失敗的例子，無法建立整車工業，
僅能專注於零件

u 電子工業：以家電為基礎，透過整套的發展
國家產業政策，創造了台灣最為成功的產業

u 新竹工業園區（土地）、國立大學相關科系（勞
力）、獎勵投資條例（資金）、工業技術研究院
（技術）、外貿協會（市場）

Industrial Policy



I              P              S              A              S
13

發展國家的式微
u第一波衝擊：由於長年貿易逆差，主
要入口國強力要求改變 CDS 的產業政
策，包括匯率自由化、開放國內市場、
改變政府採購政策等

u Sep. 1985 Plaza Accrod: 円高（Endaka）日
圓兌美金升值 50%

u新台幣也從 1987 起對美金大幅升值：
NT/$ 37.8 到 NT/$ 26.4，升值 30%

Decline of  the CDS Model



I              P              S              A              S
14

Plaza Ac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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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國家的式微
u第二波衝擊：民主化與政黨輪替

u南韓在 1987 年民主化，1997 年政黨輪替
（金大中），2007與 2017 年又輪替（李明
博、文在寅）─保守 vs. 進步勢力

u台灣在 1992 年民主化，2000 年政黨輪替，
2008與 2016 年又輪替─藍 vs. 綠陣營

u國家獨立性減弱、菁英不再有發展主義共識、
官僚滲透力削弱，難以確認策略性產業

Decline of  the CD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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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國家的式微
u 第三波衝擊：東亞金融危機

u 1997-98 年之金融危機顯現東亞模式的問題
u裙帶資本主義、腐朽政商關係、不透明的制度

u Paul Krugman 在 1993 年便認定東亞模式是外延式
成長，新加坡與蘇聯相似，必會難以為繼

u CDS 的辯護者認為東亞金融危機受害最大者便是
最為開放的體系（例如東南亞與南韓），台灣與
中國大陸所受衝擊最輕，原因便是資本帳不開放。
馬來西亞力抗 IMF 的開放壓力，也迅速恢復

Decline of  the CD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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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國家的再起
u中國大陸的崛起

u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

u揉合威權主義與強調國家角色的資本主義，
在天安門事件後出現

u具有發展國家的特色：

u國家獨立於社會之上：一黨專政

u菁英的發展主義共識：經濟發展掛帥

u官僚對社會的滲透：後極權主義

u對應世界市場的產業政策：出口導向

Reemergence of  the 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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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國家的再起
u 2008 年金融海嘯

u 根源在崇尚新古典主義的美英─太過信賴市場：布
希、葛林斯潘

u 各國挽救金融與經濟之法已經完全超出傳統資本主
義的範圍，除了凱恩斯式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之外，
更國有化銀行（冰島、英國、美國）、國有化大企
業（GM）、涉入企業決策（肥貓開刀）等，無所
不用其極

u 國家干預經濟重新獲得合法性，各國重新檢視資本
主義的發展模式

Reemergence of  the 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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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國家的再起
u後金融海嘯世界

u美國是海嘯之源，中國大陸則受創最輕。後
海嘯的情況：G2 的世界

u在金融海嘯結束後，美中權力對比較海嘯前
傾向中國大陸

u西方民主 vs. 東方開明專制

u自由市場 vs. 資本主義發展國家
u美國 vs. 中國大陸

Reemergence of  the 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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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堅橫綱 vs.中華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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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國家的沈浮
u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已經走入歷史

u 兩種資本主義之間的競爭：新古典的、自由
放任式的資本主義 vs. 發展國家所帶領的國
家資本主義

u 先發具優勢者容易傾向前者、後發追趕者容
易傾向後者

u 歷史上的事例屢見不鮮：美國與德國

The Rise and Fall of  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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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國家的沈浮
u 有趣的是：川普與拜登把美國帶向發展國家的模
式，而中國大陸卻接受了若干的自由主義的主張

u 川普：美國第一，國家利益至上，至於拜登的政策，
看不出有回到自由主義的跡象，反而變本加厲

u 美國退出 TPP與巴黎氣候協定
u 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美國企業海外投資回銷產品懲罰
性課稅；與中國大陸和美之盟國大打貿易戰

u 國家扮演重要經濟角色，不再放任市場（至少在國際
環境），晶片法、反通膨法、基礎建設 Made in USA

u 背後反映了兩國國際競爭地位的改變

The Rise and Fall of  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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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Questions and comments
Welcome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