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 商業創新期刊  July, 2019 

第 1 卷 第 1 期 Journal of Business Innovation Vol.1 No.1 
 

29 

本刊網址: http://www.ccida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doi.org/10.52288/jbi.26636204.2019.07.03 

 

台灣農產品匯率貿易影響之研究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xchange Rate Trade  

to Taiw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李國華1*       

Kuo-Hua Li   

 

 

摘要 
城市國際化是21世紀全球各大城市發展的首要目標，國際間經貿與文化活動大

都透過各國城市網絡來聯繫，因此各國城市無不希望成為國際經貿網絡之重要樞紐；

而國際會議、展覽在一個城市舉辦數量之多寡，攸關該城市國際化曝光之程度，因

此世界各大都市全力爭取國際會議或國際展覽之舉辦，俾造就一個會議觀光都市。 

會議展覽產業（Meetings, Incentives, Conventions, Exhibitions，簡稱MICE產業）

受到各大城市的重視，主要因為它包含旅館、餐飲、醫療、文化創意和旅遊等服務

產業，商業關連性強且包含項目極廣，具乘數經濟效益，被視為全球化新興潛力的

商業類項，各項國際會議與會展產業相繼崛起，亞太地區各城市莫不全力於推動會

議展覽產業。高雄市結合高高屏整體資源，或利用高雄港口航運特色舉辦會議展覽

等配套措施，均可以提升高雄市的硬體功能，形成高雄都會展產業特色、服務與價

格上的優勢。因此，本研究基於資源基礎，分析高雄市之會展產業能否基於自身條

件優勢，發生空間聚集而發展，又或者能否透過鄰近地區的關係促成會展業的發展，

並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會展產業、資源基礎理論、發展策略。 

 

Abstract 
In 21st century, urban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the primary go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jor cities i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rade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mostly 

linked through the urban networks of various countries.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want to 

become an important hub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network. While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held in a city counts for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a result, the world’s metropolises strive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to create a city of conference and sightseeing. 

The MICE industry (Meetings, Incentives, Conventions, Exhibitions) is valued by 

major cities, mainly because it includes service industries such as hotels, catering, medical 

car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tourism. The commercial connectivity for MICE is strong and 

inclusive for a wide range of projects, economic benefits, and is regarded as the emerging 

potential of globalization business category. 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has emerged, the Asia-Pacific citie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1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研究所 lee18102003@yahoo.com.tw*通訊作者 

mailto: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研究所lee18102003@yahoo.com.tw*
mailto: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研究所lee18102003@yahoo.com.tw*


30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Kaohsiung city can combine overall resources, or use 

the shipping characteristics of Kaohsiung port to hold MICE with other supporting 

measures, and enhance the hardware function of Kaohsiung to form the 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n service and price. Based on the resource basis, this study analyzes 

whether Kaohsiung exhibition industry can develop space aggregation based on its own 

conditional advantages, or whether i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ICE industry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ighboring regions.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osed 

thereafter. 

 
Keywords: MICE Industry, Resource-Based View, Development Strategy 
 

1. 研 究動機 與目的 

台灣係屬小型開放經濟體（small open economy），由於地理位置佳，具備亞洲

地區交通樞紐的優勢，主要經濟自然依賴著進出口的國際貿易活動。根據國際貨幣基

金會（International Money Foundation，IMF）國家貿易依存度的統計中，台灣的貿易

依存度於世界更是名列前茅，可見貿易對台灣的經濟發展舉足輕重。一個高度貿易依

存的國家必然存在匯率風險，國內總體經濟環境容易受到國際經濟變數的影響，匯率

更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故透析匯率波動與貿易關係之研究格外顯得重要。 

1974年前，大多數國家的匯兌制度係固定匯率制度，免除了匯率波動不確定性，

也促成了該時期的貿易蓬勃發展。直到1974年，Bretton Woods System瓦解，匯率交

由市場機制來決定之後，使得匯率波動的情形明顯增加，進出口貿易商開始需要為匯

率的波動變化來承擔風險，至此匯率波動與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性開始成為炙手可熱

的議題。很多文獻探討匯率風險與出口貿易的關係，但不論在理論或實證上都沒有一

致的結論。無論是國內或是國外有關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的研究，研究的標的不論是

已開發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選擇的產業大多是工業產品或是製造業，較少是農業貿

易或是農產品。農業生產受制於季節性因素與儲存時間，供給上較無生產彈性，需求

量受價格波動影響大，且台灣在經貿自由化的過程中，農業一向是受到衝擊影響較 

大的產業。 

 

2. 模型設立 

2.1 資料來源 

本文以台灣主要的農產品貿易夥伴，美國及日本為研究對象，探討匯率波動對雙

邊農產品貿易量的影響。進、出口模型的資料選取期間為2000年01月至2014年12月之

月資料，共有180筆資料。主要模型變數包含：台灣與日本的農產品出口貿易量，台

灣與美國的農產品進口貿易量，並將農產品細分為農耕產品（Crop Products）、畜產

品（Livestock Products）、水產品（Fishery Products）以及林產品（Forest Products）

等四大項；台灣、日本的工業生產指數；台灣兌美元及日圓的名目匯率；台灣及日本

的躉售物價指數、美國的生產者物價指數。本研究係以EView8.0版本進行資料之研究

分析，所有變數之資料來源整理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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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變數之定義與資料來源 

變數 定義 資料來源 

EX 台灣輸往日本的農產品出口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IM 台灣從美國輸入的農產品進口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IND 台灣工業生產指數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INDJP 日本工業生產指數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ER 名目匯率(新台幣/f國貨幣)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WPI 台灣躉售物價指數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WPIJP 日本躉售物價指數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PPI 美國生產者物價指數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2.2 模型設立 

2.2.1 出口模型設定 

傳統文獻上在探討匯率波動與出口量之間的關係時，多考慮以下的出口函數： 

𝑬𝑿𝒕 = 𝒇(𝒚𝒕
∗, 𝒆𝒕, 𝑽𝒕) 

其中 EXt為 t 期時某個國家對另一國家的出口量，𝑦𝑡
∗代表進口國在 t 期的所得水

凖，et代表 t期的實質匯率，Vt 則是 t期的匯率波動。上述三個因子中，所得效果預

期為正，因為在進口品為正常財的一般假設下，進口國的國民所得愈高，人民會增加

消費，因而增加進口；實質匯率效果預期亦為正，因為以台幣兌美元為例，當 et上升

時表示台幣貶值，對出口商有利，台灣的出口因而增加；至於匯率波動效果則依不同

理論可能為正，可能為負。根據前式，一般文獻上所設定的出口方程式為： 

𝑬𝑿𝒕 = 𝜶𝟎 + 𝜶𝟏𝒚𝒕
∗ + 𝜶𝟐𝒆𝒕 + 𝜶𝟑𝑽𝒕 + 𝜺𝒕 

且預期𝛼1 > 0，𝛼2 > 0，𝛼3則大於 0 或小於 0 都有可能。𝛼1 > 0是因為當進口品為正

常財時，國外所得增加，人民會增加消費，故進口品的消費亦會增加；𝛼2 > 0的理由

則是實質匯率上升，即表示外國相對物價上漲，或是本國相對物價下跌，則將有利於

本國產品的出口；𝛼3根據 Hooper and Kohlhagen（1978）的研究指出，當匯率波動增

加，將導致風險趨避出口商（risk-averse traders）的成本上升，因而減少貿易量。這

是因為匯率是在貿易契約簽訂時訂定，但卻是在未來交割時支付，這種利潤不確定性

的產生將降低國際貿易的利益。但是，根據 DeGrauwe（1988）的研究卻認為，匯率

不確定性對出口的影響效果，取決於風險的趨避程度，如果出口商為風險趨避者，面

對匯率風險，出口商會試圖提高出口收入的預期邊際效用，因而促使廠商增加出口

量，故匯率波動對於貿易量的影響究竟是正或是負，至今仍無一定論。以下詳述各個

變數的設定與計算方式： 

 

1. 出口量𝐸𝑋𝑡 

出口量（𝐸𝑋𝑡）=ln（台灣對日本農產品出口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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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匯率波動對於出口貿易的影響時，被解釋變數有兩種選擇：一為出口量，二

為出口值。本文參考Zhang et al., （2006）、Sukar and Hassan（2001）的作法，選擇

出口量，因為其考量了價格波動對出口的實質影響。由於農業貿易統計本身即包括了

出口量的資料，故直接取自然對數後得出口量EX。 

 

2. 工業生產指數𝑦𝑡
∗ 

進口國的景氣變化為影響貿易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理論上預期會有正效果，亦

即進口國國內經濟繁榮會使出口國增加出口；而景氣衰退時，進口國人民購買力下

降、進口減少，將使得出口國減少出口。另外，由於代表一國景氣指標的 GDP（國

內生產毛額）為季資料，為維持與進出口資料頻率的一致性，本文選用工業生產指數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作為所得的替代變數。同樣也對工業生產指數取自然對

數得𝑦𝑡
∗。 

外國所得（𝒚𝒕
∗）=ln（日本工業生產指數 INDJP） 

3. 實質匯率𝑒𝑡 

文獻上在探討此議題時所使用的匯率形態不盡相同，例如 Gotur（1985）、Kroner 

and Lastrapes（1993）等人使用的是名目匯率，Pozo（1992）、Chowdhury（1993）等

人使用的則是實質匯率。而本文考慮到影響貿易的因素除了名目匯率之外，應該還存

在價格因素，故選用實質匯率，並於最後取自然對數。該變數的定義與計算方式如下： 

實質匯率（𝒆𝒕）= ln（名目匯率日本躉售物價指數 WPIJP/台灣躉售物價指數 WPI） 

 

2.2.2 進口模型設定 

本文進口模型的設定，解釋變數大抵與出口模型相同，包含了本國所得水準、實

質匯率、匯率波動三個解釋因素。關於進口模型的設定如下： 

𝑰𝑴𝒕 = 𝜷𝟎 + 𝜷𝟏𝒚𝒕 + 𝜷𝟐𝒆𝒕 + 𝜷𝟑𝑽𝒕 + 𝜺𝒕 

其中𝐼𝑀𝑡為本國進口量，𝑦𝑡為本國所得，𝑒𝑡為實質匯率，𝑉𝑡為實質匯率波動。上述的三

個解釋變數預期結果為： 𝛽1 > 0，𝛽2 < 0，𝛽3正負值不一定。其中𝛽2 < 0的理由係實

質匯率上升，表示外國相對物價會上漲，或是本國相對物價會下跌，將會減少進口品

的需求。進口模型各變數的設定與計算方式詳述如下： 

 

1. 進口量𝐼𝑀𝑡 

基於文獻上對於被解釋變數有兩種選擇：進口量或進口金額，本文仍然決定採用

進口量作為研究，因此依據統計資料取自然對數，作為進口量的數值。 

進口量（𝑰𝑴𝒕）=ln（台灣對美國農產品進口量） 

2. 本國所得𝑦𝑡 

為取得資料頻率的一致性，在此同樣使用本國的工業生產指數代替國內生產毛額，

以作為衡量本國的所得水準，並取自然對數： 

本國所得（𝒚𝒕）=ln（本國工業生產指數 IND） 

3. 實質匯率𝑒𝑡 

有鑑於實質匯率上升，代表本國相對物價下跌或是國外相對物價上漲，因而將不

利於進口品的輸入，故𝛽2的理論預測為負號。有關實質匯率的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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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匯率（𝒆𝒕）= ln（名目匯率美國生產者物價指數 PPI/台灣躉售物價指數 WPI）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基本敘述統計量分析 

在進行估計前，本研究先觀察十幾年來台灣主要農產品貿易夥伴的進出口變動情

形。從圖 1 可觀察到，2013 年起中國大陸已超越日本，躋身我國最大的農產品出口

市場，但日本長期以來都是我國農產品出口市場的第一位，因此，本研究農產品出口

國以日本為分析對象；在進口國方面，由圖 2 可看出，美國一直是我國仰賴的最大進

口市場，本研究對進口的分析則選擇以美國為分析對象。 

 

 

 

 

 

 

 

 

 

 

 

 

 

 

 

 

 

 

 

 

 

 

 

 

 

 

 

 

 

 

 

 

 

 

 

圖 1. 對主要國家農產品出口比重 

資料來源：農委會，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 2. 對主要國家農產品進口比重 

資料來源：農委會，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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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至圖 6 則分別顯示本研究期間，台灣農產品分類項目(農耕產品、畜產品、

水產品、林產品)對日本出口之變動趨勢。 

 

 

 

 

 

 

 

 

 

 

 

 

 

 

 

 

 

 

 

 

 

 

 

 

圖 3. 台灣農耕產品對日本出口趨勢圖 

資料來源：農委會，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 4. 台灣畜產產品對日本出口趨勢圖 

資料來源：農委會，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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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灣水產品對日本出口趨勢圖 

資料來源：農委會，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 6. 台灣林產品對日本出口趨勢圖 

資料來源：農委會，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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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3 至圖 6 可以觀察到農業產品中不同品項產品對日本的出口量，所受到季節

性因素的影響不盡相同，林產品近年的出口量亦有較為明顯的下滑趨勢。本研究以表 

2 列出出口模型中各變數資料的敘述統計量。 

 

表 2. 出口模型變數敘述統計 

 

 

 

 

 

 

 

 

 

 

 

 

 

 

 

 

 

 

 

 

 

 

 

 

偏態與峰態係數用以判斷資料的型態，常態資料的偏態為零、峰度為 3。本研究

出口模型變數基本敘述統計顯示，偏態係數若小於零，有左偏的傾向；偏態係數若大

於零，有右偏傾向。峰態係數小於 3 者，有新台幣兌日圓實質匯率與畜產品出口，有

些微低闊峰的傾向；峰態係數大於 3 者，出口日本的水產品及林產品峰態係數分別

高達 6.29 及 7.63，為高狹峰型態，日本工業生產指數及農耕產品的峰態係數分別為

3.58 及 4.02，有些微高狹峰的傾向。又 Jarque-Bera 機率表示 Jarque-Bera 的檢定量，

對日本農耕產品、水產品、林產品出口量三變數拒絕虛無假設(H0：符合常態)，屬於

非常態分配。 

至於對美國農業產品的進口趨勢，由圖 7 至圖 10 則分別顯示本研究期間，台灣

農產品分類項目(農耕產品、畜產品、水產品、林產品)自美國進口之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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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台灣農耕產品自美國進口趨勢圖 

圖 8. 台灣水產品自美國進口趨勢圖 

資料來源：農委會，本研究整理繪製 

資料來源：農委會，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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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台灣林產品自美國進口趨勢圖 

圖 10. 台灣農業產品自美國進口趨勢圖 

資料來源：農委會，本研究整理繪製 

資料來源：農委會，本研究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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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7 至圖 10 可以觀察到農業產品自美國進口的趨勢與台灣產品出口至日本的

趨勢，無論在季節性因素或是在長短期變動的觀察項目，均有明顯不同。本研究以表

3 列出進口模型中個變數資料的敘述統計量。 

 

表 3. 進口模型變數敘述統計 

 

 

 

 

 

 

 

 

 

 

 

 

 

 

 

 

 

 

 

 

 

 

 

 

與前述分析相同，由變數的基本敘述統計顯示，亦有偏態係數小於零的左偏傾向

與偏態係數大於零的右偏傾向；峰態係數小於 3 者，有新台幣兌美元實質匯率、台灣

工業生產指數、自美國進口農耕產品與自美國進口畜產品，有些微低闊峰的傾向；峰

態係數大於 3 者，則包括自美國進口水產品與自美國進口林產品，其中自美國進口

林產品峰態係數分別高達 16.97，為高狹峰型態。又 Jarque-Bera 機率表示 Jarque-Bera

的檢定量，模型中的變數包括台灣工業生產指數、自美國進口水產品與自美國進口林

產品對三變數拒絕虛無假設(H0：符合常態)，屬於非常態分配。 

 

3.2 出口模型實證結果與分析 

3.2.1 出口匯率波動的估計 

本文的匯率波動估計採用 Bollerslev et al. (1992)提出的 GARCH 模型，在 GARCH

模型中，p 和 q 有多種不同的組合。根據 Bollerslev et al. (1992)的研究指出，當 p= 

q=1 時已經足夠解釋大部分的財務和經濟時間序列；此外，Choudhry (2005)以對數概

似函數(log-likelihood function)及最大概似比率檢定(Likelihood ratio test)為基礎，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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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p= q=1 為最適的組合。故本文於此直接沿用 Choudhry (2005)的作法，直接採用

GARCH(1,1)模型來估計匯率波動。條件平均數及條件變異數方程式設定如下： 

𝒚𝒕 = 𝜼 + 𝜺𝒕 

𝜺𝒕~𝑵(𝟎, 𝒉𝒕) 

𝒉𝒕 = 𝜶𝟎 + 𝜶𝟏𝜺𝒕−𝟏
𝟐 + 𝜷𝟏𝒉𝒕−𝟏 

其中𝑦𝑡是實質匯率取自然對數後的一階差分(first difference)，ℎ𝑡則是誤差項𝜀𝑡的條件

變異數。此外，參數𝛼0 > 0、𝛼1 > 0、𝛽1 > 0以確保條件變異數ℎ𝑡為正值。以下為新

台幣兌日圓實質匯率的 GARCH(1,1)模型參數估計結果： 

𝒚𝒕 = −𝟎. 𝟎𝟎𝟑𝟓𝟑∗∗ + 𝜺𝒕       𝒉𝒕 = 𝟎. 𝟎𝟎𝟎𝟐𝟎𝟔∗ + 𝟎. 𝟐𝟖𝟏𝟗∗∗∗𝜺𝒕−𝟏
𝟐 + 𝟎. 𝟒𝟑𝟓𝟖∗∗𝒉𝒕−𝟏 

       (−𝟐. 𝟎𝟏𝟏𝟗)              (𝟏. 𝟕𝟔𝟏𝟖)      (𝟑. 𝟎𝟑𝟎𝟖)      (𝟐. 𝟐𝟖𝟓𝟖)     

𝐋 = 𝟒𝟎𝟑. 𝟏𝟑𝟐𝟑        𝜶𝟏 + 𝜷𝟏 = 𝟎. 𝟕𝟏𝟕𝟔 

註 1：***、**、和*分別代表在 1%、5%和 10%之顯著水準下顯著。 

註 2：(·)內的值為 z 值。 

註 3：L 為對數概似函數值。 

 

由以上結果可觀察到 α0、α1、β1都大於零，此結果可以確保條件變異數為正數。

前期誤差項平方(𝜀𝑡−1
2 )所衡量的是自身波動的外溢效果(own-volatility spillovers)，也就

是前一期的衝擊對於當期匯率波動程度(ht)的影響。而 α1 的值為 0.2819 且顯著異於

零，則隱含匯率資料存在波動的群聚現象。前期的變異數(ht-1)所衡量的是自身波動的

持續程度(own-volatility persistence)，為影響當期匯率波動性之變異數(ht)的最大來源，

其係數值為 0.4358。此外，根據 Engle and Bollerslev (1986)，當 α1+β1的值越接近 1，

意味著波動衝擊的持續性越強，波動衰退速度越慢。本文估計結果 α1+β1等於 0.7176。 

 

3.2.2 出口需求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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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進口模型實證結果與分析 

3.3.1 匯率波動的估計 

以下為新台幣兌美元實質匯率的 GARCH(1,1)模型參數估計結果： 

𝒚𝒕 = 𝟎. 𝟎𝟎𝟏𝟏𝟎𝟏 + 𝜺𝒕       𝒉𝒕 = 𝟎. 𝟎𝟎𝟎𝟎𝟐𝟓𝟔 + 𝟎. 𝟎𝟖𝟔𝟖𝟓∗𝜺𝒕−𝟏
𝟐 + 𝟎. 𝟕𝟖𝟕𝟖𝟏𝟔∗∗∗𝒉𝒕−𝟏 

 (𝟎. 𝟗𝟔𝟖𝟓𝟒𝟕)             (𝟏. 𝟒𝟎𝟎𝟔𝟖𝟏)   (𝟏. 𝟕𝟏𝟑𝟕𝟒𝟕)    (𝟔. 𝟓𝟑𝟓𝟏𝟕𝟐) 

𝐋 = 𝟓𝟏𝟐. 𝟏𝟑𝟒𝟔        𝜶𝟏 + 𝜷𝟏 = 𝟎. 𝟖𝟕𝟒𝟔𝟔𝟔 

註 1：***、**、和*分別代表在 1%、5%和 10%之顯著水準下顯著。 

註 2：(·)內的值為 z 值。 

註 3：L 為對數概似函數值。 

 

由以上結果可觀察到 α0、α1、β1都大於零，此結果與出口波動的分析結果類似，

均確保條件變異數為正數。前期誤差項平方(𝜀𝑡−1
2  )所衡量的是自身波動的外溢效果

(own-volatility spillovers)，也就是前一期的衝擊對於當期匯率波動程度(ht)的影響。而

α1的值為 0.08685 且顯著異於零，則隱含匯率資料存在波動的群聚現象。前期的變異

數(ht-1)所衡量的是自身波動的持續程度(own-volatility persistence)，為影響當期匯率

波動性之變異數(ht)的最大來源，其係數值為 0.787816。再根據 Engle and Bollerslev 

(1986)，當 α1+β1的值越接近 1，意味著波動衝擊的持續性越強，波動衰退速度越慢。

本文估計結果 α1+β1等於 0.874666。 

 

3.3.2 進口需求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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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由本文實證分析可得主要結論如下： 

1. 就匯率波動度對農業出口而言，除畜產品外，無論是農耕產品、水產品、林產品

與整體農業產品，均呈現負向效果；而就匯率波動度對農業進口而言，則是除了

農耕產品外，畜產品、水產品、林產品與整體農業產品，亦呈現負向效果，大致

支持傳統國貿理論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是負向的看法。 

2. 實質匯率對貿易的影響上，在對日本出口的驗證上均是正向，在自美國進口的驗

證上，除水產品外均是負向的，亦說明了當新台幣對日元貶值時，有利農產品的

出口，新台幣對美元升值時，自美國進口的數量隨之增加。 

3. 由本研究的分析，雖然大抵符合傳統貿易理論有關匯率波動對貿易負向影響的

判斷，然在進口與出口產品上，亦各有例外，可見不同產品的消費習性、儲運方

式、供給彈性等因素，也會影響匯率波動的替代與所得效果。 

4. 就本研究的實證結果看來，模型的解釋能力並不盡理想，未來的研究，可對從事

農產貿易的業者進行深度訪談，瞭解實務上尚須考慮或不列入考慮的因素，選取

合宜的解釋變數外，亦可進一步探討是否不同農產品應有的適當落後期數，以提

高模型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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