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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起飛─民國五、六十年代： 

政府為了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施行下列方法。 

原先仰賴進口的產品，設法改由國內進行生產。 

設立加工出口區，拓展外銷市場： 

提供完善投資環境，鼓勵國內、外廠商投資生產。 

成衣、鞋類和家電等產品，為臺灣打開國際市場。 

舉例：臺中加工出口區(今臺中潭子科技產業園區)、 

高雄加工出口區(今高雄前鎮科技產業園區)。 

2.  

客廳即工場： 

為了帶動經濟發展，民國 61年由省主席謝東閔提出「客廳即工場」計畫。 

鼓勵家庭代工，擴大外銷，當時許多家庭的成員都投入生產行列，家庭的客廳

變成工作的場所。 

由家庭主婦為計畫主力，主婦們可以一邊照顧家庭、一邊做家庭代工，賺錢 

補貼家用。 

當時常見的家庭代工品有飾品組裝、成衣加工等。 

計畫帶來的影響： 

增加外銷商品產量。  

解決加工出口區人力不足的問題。  

中小企業發展迅速，使臺灣經濟逐漸繁榮。 

3.  

十大建設： 

背景：民國六十年代初期，國際爆發能源危機，西亞地區發生戰爭，產油國

紛紛提高油價，全球經濟陷入不景氣，臺灣也遭到波及。 

目的：因應經濟危機，推動十大建設以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際競爭力。 

內容： 

六項交通建設：中山高速公路(國道 1號)、北迴鐵路、臺中港、蘇澳港、 

中正國際機場（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西部 

縱貫鐵路)。 

一項能源建設：核能發電廠（核一廠）。 

三項重工業建設：中國鋼鐵公司、中國造船廠（今臺灣國際造船公司）、石油

化學工業。 

成果： 

解決交通運輸設施的不足。 

奠定煉鋼、造船、石油化學等重工業的基礎。 

使臺灣經濟快速成長，國民所得提高，成為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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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濟轉型： 

轉型目的：民國六十年代末期，政府為了發展高科技產業、提高國際競爭力。 

轉型措施：民國六十九年設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今新竹科學園區)，利用長期

投資培養的科技人才，發展資訊產業。 

成果：使臺灣躍升為世界資訊產業的重要國家。 

民國八十年代以後的發展： 

持續發展高科技產業。 

積極促進貿易自由化與國際化。 

臺灣製造的電子產品、自行車等，已在全球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未來目標：朝向建立自我品牌、技術再突破的目標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