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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賓
州
州
立
大
學
經
濟
學
博
士

。

現
任
台
灣
大
學
經
濟
系
教
授

。

曾
任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院
長

。

專
業
領
域
為
、
經
濟
發
展
。

著
作
有

《生
產
配
額
與
生
產
效
率

.. 

台
灣
洋
菇
、
蘆
筍
、
鳳
梨
罐
頭
聯
合
產
銷
的
實
證
分
析

》
、

《
進
口
替
代
與
出

口
擴
張

.. 

相
容
或
相
斥

》
等
中
、
英
文
著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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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許
有
人
會
說
，
現
在
的
知
識
分
子
怎
麼
都
不
發
聲
了
，
但
我
覺
得
這
並
沒
有
什
麼
特
別
值
得

擔
心
的
，
」
陳
添
枝
說
，
時
代
不
同
了
，
社
會
對
知
識
分
子
角
色
的
期
待
也
會
有
所
不
同
吧
，
「
在
威

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

權
時
代
，
知
識
分
子
要
言
人
所
不
敢
言
，
去
衝
破
體
制
的
限
制
，
因
為
除
了
這
樣
，
普
羅
大
軍
的
心
聲

無
從
表
達
，
現
在
呢
，
有
很
多
其
他
方
式
可
以
表
現
出
人
民
的
意
向
，
」
他
說
:
「
投
票
，
不
就
是
一

個
!
人
民
的
心
中
自
有
一
把
尺
，
不
一
定
什
麼
都
要
知
識
分
子
去
說
吧

。

」

陳
添
枝
認
為
，
不
是
知
識
分
子
際
聲
或
者
清
漠
，
而
是
民
主
多
元
，
人
人
都
有
表
達
意
見
的
空

;
再
加
上
媒
體
環
境
的
改
變
，
使
得
某
些
類
型
的
人
在
媒
體

、

特
別
是
電
子
媒
體
發
言
的
機
會
特
別

夕
夕
，
「
當
你
看
到
某
些
人
在
電
視
上
一
直
講
、
一
直
講
，
你
還
會
想
講
嗎

7

不
會
嘛
，
因
為
你
懶
得
跟

他
們
一
樣
。
」

但
知
識
分
子
當
然
仍
然
持
續
關
注
著
社
會
的
發
展
與
變
化

。

談
到
台
灣
的
發
展
與
走
向
，
長
期

關
注
兩
岸
經
濟
關
係
的
陳
添
枝
認
為
，
台
商
在
中
國
大
陸
的
角
色
已
進
入
第
三
階
段
，
「
做
法
必
須
改

變
。

」
第
一
階
段
，
台
商
進
入
中
國
，
在
尋
求
較
低
生
產
成
本
的
同
時
，
也
幫
助
了
彼
時
還
未
面
向
圓

際
的
中
國
大
陸
與
世
界
接
軌
;
第
二
階
段
，
台
商
開
始
大
舉
對
中
國
投
資
，
並
將
在
台
灣
已
發
展
成
熟

的
資
訊
產
業
，
移
往
中
國
大
陸
，
發
揮
產
業
群
聚
效
應
，
使
中
國
大
陸
迅
速
成
為
僅
次
於
美
國
和
日
本



的
資
訊
產
品
第
三
大
生
產
圓

。

在
這
兩
個
階
段
，
很
多
台

灣
人

，
包
括
政
府
的
政
策
，
看
到
的
是
:
台

灣
的
工
廠
過
去
了
，

人

過
去
了
，
技
術
過
去
了
，
資
金
過
去
了

... 

這
些
都
讓

人
感
到
憂
慮
和
緊
張
，
在
「
零
合
遊
戲
」
的
思
維

下
，
對
台
商
前
進
中
國
大
陸
，
總
要
想
辦
法

「
擋
」

如
今
，
中
國
大
陸
已
成
為
一
個
成
長
中
的
市
場
，
台
商
要
思
考
的
是
如
何
服
務
那
裡
的
消
費
者
，

「
需
要
的
本
事
已
不
同
民
前
兩
階
段
，
台
商
得
在
那
裡
經
營
品
牌

。

」
陳
添
枝
認
為
，
對
台
商
來
說
，

中
國
大
陸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
練
兵
」
的
機
會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台
商
從
這
裡
出
發
、
走
向
國
際
市
場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
全
世
界
的
頂
尖
企
業
都
來
到
中
國
了
，
這
裡
的
競
爭
其
實
是
最
慘
烈
的
」

'
盤山
-
喃
自
一
起

學者論文 -陳添枝77 

原
本
走
成
本
效
益

(8
2
'
的
。
〈
玉
。)
路
子
的
台
商
，
還
是
打
算
發
展
自
有
品
牌
的
台
商
，
「
經
營
挑
戰
都

極
高
」
。

但
無
論
如
何
，
台
商
在
中
國
還
是
有
機
會
，
畢
竟
消
費
偏
好
還
沒
有
形
成
，
自
牌
的
進
入
障

礙
還
不
算
太
高
，
總
可
試
試

。

陳
添
枝
說
，
就
經
濟
層
面
而
言
，
中
國
大
陸
與
台
灣
在
生
產
面
上
的
替
代
關
係
已
逐
漸
轉
變
，
在

政
策
上
，
台
灣
或
許
也
該
跳
脫

「
防
堵
思
維
」

，
思
考
怎
麼
樣
透
過
在
中
國
大
陸
的
發
展
，
進
一
步
擴

大
經
營
幅
員
與
規
模
，
為
台
灣
企
業
創
造
出
更
多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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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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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陳
添
枝

一

、

歷

史

台
灣
自
十
七
世
紀
以
來
即
是
全
球
化
的
一
環
，
不
論
貿
易
與
生
產
均
和
全
球
密
切
結
合
。
相

對
的

，
中

國
自
十
六
世
紀
以
來

，

即
採
取
鎖
國
政
策
和
全
球
化
脫
節
。
當

中

國
和
全
球
隔
絕
時

，
台

灣
扮
演
著
中
國
通
往
世
界
的
一
道
後
門

，
並
由
此
角

色
取
得
巨
大
的
利
益
。
在
一
六
二
四

|

一
六

六
二
年
間
，

當
明
朝
進
行
鎖
國
時

，

荷
蘭
人
佔
領
台
灣

，

以
安
平
港
做
為
東
亞
貿
易
的
中
繼
站

，

大

做
中
國
、

日
本
、
歐
洲
商
品
的
轉
口
貿
易
。
一
六
六
二
年
鄭
成
功
驅
逐
荷
蘭
人

，

在
台
建
立

「
反
清

復
明
」
的
基
地
，

也
是
以
轉
口
貿
易
作
為
經
濟
活
動
的
主
軸
。
郁
永
和
在

「
偽
鄭
記
事
」
一
書
中
這

樣
說
:
「

(
鄭
)
成
功
以
海
外
島
嶼，
交
通
內
地
，

遍
買
人
心

，
而
財
用
不
置
者

，

以
有
通
洋
之
利

也
。
本
(
清
)
朝
嚴
禁
通
洋
，
片
板
亦
不
得
入
海，
而
商
賈
壟
斷

，

厚
路
守
口
之
官

，

潛
通
鄭
氏
，



以
達
廈
門
，

然
後
通
販
各
國

，

凡
中
國
諸
貨
，
海
外
之
人
皆
仰
結
焉
。
於
是
通
洋
之
利

，

為
鄭
氏
獨

操
之
，

財
用
益
饒
。
」
當
時
鄭
成
功
的
艦
隊

，

北
連
日
本
、

漸
江
沿
海

，

南
達
印
尼
，

在
太
平
洋
上

縱
橫
無
阻

，

無
疑
是
東
亞
海
上
最
大
的
貿
易
船
隊
。

79 

及
至
清
朝
將
台
灣
納
入
版
圖

，

初
期

二

六
八
三
一
八
五
八
年
問

)
採
取
鎖
國
政
策

，

不
准

許
台
灣
與
外
國
貿
易

，

只
准
和
大
陸
內
地
貿
易

，

而
且
對
貿
易
數
量
有
嚴
格
限
制
。
兩
岸
間
的
船
隻

往
來
，

也
僅
限
於
特
定
的
口
岸
間
。
最
早
開
放
的
是
安
平
和
廈
門
間
的
航
線

，

其
次
開
放
的
是
鹿
港

和
蚓
江
(
泉
州
)
間
的
航
線
，
第
三
個
開
放
的
是
八
里
和
福
州
及
甜
江
間
的
航
線
。
這
種

「
定
點
直

航
」
的
規
範
和
今
天
兩
岸
航
線
的
設
計
如
出
一
轍
。

清
政
府
的
鎖
國
政
策
直
到
一
八
五
八
年
的
「
天
津
條
約
」
後
才
改
變
。
因
英
法
聯
軍
而
簽
訂

的
這
個
條
約
，

清
廷
被
迫
開
放
安
平
港
對
外
國
貿
易

，

其
後
又
增
加
了
淡
水
、
高
雄
和
基
隆
三
個
港

口
。
開
港
以
後
的
台
灣
迅
速
成
為
茶
葉
出
口
的
基
地
，
因
為
茶
葉
出
口
的
興
盛
，
全
島
生
產
的
型
態

也
大
幅
變
容
。
根
據
英
人
所
作
〈
英
國
領
事
報
告
》
的
記
載.. 

「
年
復
一
年
，
漢
人
不
斷
向
山
區
開

發
，

一
山
占
過
一
山
，

砍
下
了
樹
木
，

種
下
了
茶
。
」
(林
滿
紅
一
九
九
七

)當
時
台
灣
出
口
到
美
國

學者論文 ﹒陳添枝

的
烏
龍
茶
，

是
美
國
市
場
的
第
一
品
牌
。

一
八
九
五
年
日
本
據
台
之
後
，

台
灣
對
外
貿
易
轉
向
日
本

，

出
口
的
產
品
以
米

、

茶
、

糖
及
樟

腦
為
大
宗

，

早
期
時
出
口
商
品
較
為
分
散
，
一
九

-
0
年
以
後
糖
占
出
口
的
比
率
經
常
在
一
半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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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這
是
日
本
政
府
刻
意
設
計
的
台
灣
和
日
本
本

土
的
分
工
策
略
。
直
到
一
九
四
一
年
太

平
洋
戰
爭

爆
發
以
後
，

日
本
把
台
灣
定
位
為

「
北
守
南
攻
」
的
基
地
，

才
開
始
進
行
少
量
的
工
業
發
展
。

自
一
九
四
五
年
台
灣
歸
入
中

華
民
國
版
圖
到
一
九
八

0
年
之
間
，

台
灣
以

「
海
外
加
工
基
地

」

的
定
位
為
西
方
多
國
籍
公
司
進
行
代
工
的
業
務

，

配
合
著
戰
後
世
界
貿
易
的
大
開
放

，

達
成
了
工
業

80 

化
的
初
期
目
標

，

並
取
得
奇
蹟
式
的
經
濟
成
長
。

因
此
自
有
史
可
考
的
一
六

二
四
年
到
一
九
八

0
年
的
近
四
百
年

間
，
中

國
均
處
於

「
與
世
隔

絕
」
的
狀
態
，

台
灣
則
以

其
優
越
的
地
理
位
置
，

充
分
接
受
全
球
化
的
洗
禮

，

接
觸
現
代
文
明

，

包

納
多
元
文
化

，

享
受
貿
易
的
利
益
。
這
種
情
況
會
因
為
一
九
七
九
年
後
中
國
的
突
然
覺
醒
和
積
極
參

與
全
球
化
而
有
所
改
變
嗎
?

二
、
中
國
參
與
全
球
化

中
國
自
一
九
七
九
年
實
施

「
改
革
開
放
」
政
策
以
來
，

逐
步
融
入
全
球
的
經
濟
體
系
。
迄
今
為

止
，

中
國
參
與
全
球
化
的
歷
程
可
以
大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第
一
個
階
段
是
貿
易
全
球
化

，

第
二
階
段

是
資
金
全
球
化

，

第
三
階
段
則
是
制
度
的
全
球
化
。
茲
分
述
如
下

.. 

在
第
一
階
段
(
一
九
七
九
一
九
九
三
年
)

，

中
國
政
府
改
革
對
外
貿
易
體
制

，

取
消
國
營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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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對
貿
易
的
壟
斷
權

，

鼓
勵
出
口

，

並
且
開
放
進
口
以
創
造
出
口
的
能
量
。
在
這
段
期
間

，

鄉
鎮
企
業

利
用
鄉
村
的
剩
餘
勞
動
力
所
生
產
的
勞
力
密
集
產
品
成
為
中
國
出
口
的
主
力
。
桔
除
了

「
自
立
更
生
」

的
魔
咒
後
，

中
國
在
短
短
的
十
四
年
間

，

在
貿
易
量
甚
小
的
基
礎
上

，

快
速
發
展
成
為
一
個
貿
易
大

國
。
在
這
段
期
間

，

貿
易
發
揮
了
資
源
重
配
置
的
作
用

，
使
農
村
剩
餘
的
勞
動
力
得
到
有
效
的
利
用
。

從
經
濟
發
展
的
型
態
上
看

，
這
段
期
間
基
本
上
是
一
種

「
部
門
轉
移
」
型
的
經
濟
成
長
模
式
。

在
第
二
個
階
段
(
一
九
九
四
|

二
O
O

一
年
)
，
中

國
政
府
以

「
招
商
引
資

」
為
主
軸

，

提

供
各
種
優
惠
政
策

，

放
寬
外
人
投
資
的
部
門
及
地
區

，

減
少
外
資
企
業
的
所
有
權
限
制

、

外
銷
限

制

、
「

外
匯
平
衡
」
限
制
等
等

，

使
外
資
企
業
成
為
經
濟
成
長
的
主
力
。
這
種
政
策
執
行
相
當
徹

底
，

使
中
國
很
快
成
為
吸
引
外
人
投
資
的
大
圓

，

二
O
O
六
年
吸
引
外
資
六
百
九
十
五
億
美
元

，

居
全
球
第
一
位
。
外
資
企
業
不
僅
帶
來
資
金

，

有
助
於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

而
且
帶
來
新
技
術
和
新
市

場
，

使
中
國
的
生
產
能
力
和
出

口

機
會
均
大
幅
增
加
。
招
商
引
資
的
政
策
也
使
外
資
企
業
成
為
中
國

出
口

的
主
力
。
這
段
期
間
基
本
上
是
一
種

「
資
本
累
積

」
型
的
經
濟
成
長
模
式
。

在
第
三
個
階
段
(
二
O
O

一
年
迄
今
)
，
中

國

加
入
諾
言
，
一
方
面
開
放
國
內
的

市
場
，

一
方

面
進
行
經
濟
制
度
的
改
革
，
以
便
和
國
際
接
軌
。
重
要
的
制
度
改
革
包
括
資
本
市
場
的
建
制
、
金
融

監
理
的
強
化

、

公
司
治
理
的
強
化
、

減
少
對
私
人
企
業
的
歧
視

、

增
強
對
私
人
產
權
的
保
護

，

同
時

強
調
科
技
興
園
、
提
升
經
濟
發
展
質
量
。
這
一
階
段
改
革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透
過
制
度
的
接
軌
，
使
中

學者論文-陳添枝



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

國
能
更
有
效
利
用
世
界
的
資
源
，
例
如
全
球
資
本
市
場
的
資
源
，
促
成
以
技
術
推
升
的
經
濟
成
長
。

在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的
過
程
中

，

台
商
在
第
一
及
第
二
階
段
均
扮
演
關
鍵
性
的
角
色

，
但
到
第
三

階
段
以
後
則
逐
漸
的
邊
緣
化
。
茲
說
明
如
下

:

在
改
革
的
第
一
階
段

，
中

國
尋
求
和
國
際
市
場
接
軌

，

但
缺
乏
管
道
和
外
銷
的
生
產
體
制
。
台

商
一
方
面
將
其
長
期
累
積
的
出
口
網
路
帶
到
中
圍
，
使
中
國
順
利
和
國
際
市
場
掛
鉤
，
一
方
面
以
綿

密
的
產
業
鏈
支
援
中
國
的
「
三
來
一
補
」
、
「
兩
頭
在
外
」
等
初
級
的
出
口
加
工
體
系
，
使
勞
力
密

集
產
品
的
出
口
在
短
期
內
大
幅
成
長
，
台
商
則
將
成
衣
製
鞋
等
產
業
移
至
中
國
。

在
改
革
的
第
二
階
段

，
台

商
響
應
中
國
各
地
方
的

「
招
商
引
資
」
，

大
舉
對
中
國
投
資
。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之
後
，

對
中
國
投
資
總
額
占
台
灣
每
年
對
外
投
資
總
金
額
的
一
半
以
上

，
使
台
商
直
接
成

為
中
國
出
口
的
生
力
軍
。
尤
其
在
二

O
O

一
年
政
府
開
放
資
訊
業
對
中
圓
投
資
之
後

，

在
短
短
數
年

內
，
中
國
迅
速
成
為
全
球
資
訊
產
品
生
產
的
第
三
大
國
(
僅
次
於
美
國
及
日
本
)
，
而
台
商
也
成
為

中

國
資
訊
產
品
出
口
的
最
大
力
量
。
以
二

O
O

五
年
為
例
，
在
中
國
出
口
的
前
二
十
大
企
業
中
，
台

82 

商
即
占
了
十
家
，
清
一
色
是
資
訊
業
。

但
到
第
三
階
段
以
後

，
台

商
在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中
的
地
位
便
逐
漸
起
了
變
化
。
二

O
O

一
年
中

國
加
入
意
。
以
後
，

西
方
的
大
型
多
國
籍
企
業
紛
紛
進
駐
中
國

，

國
際
資
本
市
場
的
資
金
也
大
量
投

入
中
國
的
股
市

、

借
貸
和
購
併
的
市
場

，
中

團
企
業
主
動
赴
海
外
(
包
括
香
港
、
美
國
、
日
本
)
上



市
，

使
台
灣
資
金
相
形
見
她
。
在
此
同
時

，

中
國
自
一
九
七
九
年
以
來
實
施
的
「
出
口
導
向
」
成
長

策
略
開
始
出
現
破
綻

，

沿
海
地
區
的
工
資
上
漲

，

人
力
開
始
出
現
短
缺
的
現
象

，

台
商
被
迫
轉
移
到

東
南
亞
低
工
資
地
區
投
資
。
另
一
方
面

，

中
國
的
每
人
所
得
在
二

O
O
五
年
達
一
千
七
百
五
十
五
美

元
(
一
萬
四
千
零
四
十
人
民
幣
)
，

內
需
市
場
急
速
成
長

，

台
商
因
欠
缺
品
牌
與
行
銷
能
力

，

在
內

銷
市
場
的
競
爭

，

乏
善
可
陳
。
在
這
段
期
間
中
國
與
全
球
市
場
結
合
最
快
的
是
金
融
市
場

，

但
因
我

國
政
府
的
自
我
設
限
，

廠
商
失
去
掌
握
先
發
優
勢

(
2
「
丘
l
g
o
〈
巾
門
戶
已
〈
g
z

m
o

)
的
契
機
。

三
、
中
國
全
球
化
對

的
影
響

83 

對
全
世
界
而
言

，

中
國
參
與
全
球
化
的
最
大
意
義
是
使
世
界
忽
然
增
加
了
十
三
億
人
口
和
約
莫

七
億
的
勞
動
力
。
假
使
我
們
把
世
界
分
成
兩
塊
，

一
塊
是
中
國
與
和
中
國
生
產
形
態
相
似
的
國
家

，

另
一
塊
是
和
中
國
生
產
形
態
不
同
的
國
家
。
借
用
貿
易
文
獻
的
用
語

，

姑
且
把
前
者
稱
為
南
方

，

後

者
稱
為
北
方
。
當
南
方
的
勞
動
力
突
然
增
加
時

，

勞
力
密
集
財
的
產
出
增
加

，

資
本
密
集
財
的
產
出

減
少
;

在
北
方
產
出
組
合
不
變
的
情
形
下

，

勞
力
密
集
財
的
相
對
價
格
下
跌

，

資
本
密
集
財
的
相
對

價
格
上
升
。
明
顯
屬
於
南
方
集
團
一
員
的
台
灣

，

受
到
勞
力
密
集
財
相
對
價
格
下
跌
的
影
響

，

貿
易

條
件
惡
化
，

若
無
其
他
改
變

，

實
質
口
已
將
減
少
，

而
且
商
品
價
格
的
變
化

，

將
帶
動
國
內
實
質
工

學者論文 ﹒陳添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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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的
下
跌
，

造
成
所
得
分
配
的
不
均
。
換
言
之

，

台
灣
若
對
中
國
的
全
球
化
無
所
因
應

，

將
被
「
颱

風
尾
」
掃
到
，

成
為
無
辜
受
害
者
。
也
就
是
說

，

若
對
中
國
的
全
球
化
採
取
「
以
不
變
應
萬
變
」
的

策
略
，

將
被
全
球
化
犧
牲
。

84 

台
商
應
變
的
方
法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積
極
的
參
與
中
國
的
全
球
化

，

成
為
中
國
全
球
化
的
一

員

，

分
享
中
國
全
球
化
的
果
實

，

以
彌
補
在
台
灣
方
面
遭
受
的
損
害

;

另
一
種
固
定
設
法
轉
移
陣
營
，

由
南
方
集
團
跳
到
北
方
集
團

，

以
獲
取
貿
易
條
件
改
善
的
利
益
。
我
們
姑
且
把
前
者
稱
為

「
抬
轎

者
」
'

後
者
稱
為

「
跳
車
者
」
。

「
抬
轎
者
」
就
是
自
一
九
七
九
年
以
來
積
極
在
中
國
投
資

，

協
助
中
國
出
口
的
廠
商
。
這
類

廠
商
利
用
中
國
廉
價
而
豐
富
的
勞
動
力

，

擴
大
了
在
全
球
出
口
市
場
的
古
有
率

，

成
為
全
球
最
大
的

「
代
工
廠
」
'

藉
由
其
龐
大
的
產
能
，

鞏
固
在
全
球
生
產
網
路
的
地
位
。
這
些
廠
商
在
中
國
雇
用
大

量
的
勞
工

，

成
為
世
界
有
數
的
大
雇
主

，

且
經
由
擴
大
生
產
的
把
注

，

台
灣
本
土
的
營
收
不
但
不
減

少
，

反
而
增
加
。
它
們
在
台
的
雇
用
人
數
則
有
增
有
滅

，

因
產
業
而
異

，

但
幾
乎
沒
有
例
外
的
是

.. 

它
們
在
台
灣
的
雇
用
結
構
中

，

技
術
性
勞
工
的
比
例
上
升

，

非
技
術
性
勞
工
的
比
例
下
降

(2
3

2

已

E
N
C
O
ω
)
。
換
言
之
，

這
類
廠
商
引
發
的
就
業
調
整

，

使
技
術
性
勞
工
的
需
求
增
加
，
非
技
術

性
勞
工
的
需
求
減
少

，

其
引
發
之
相
對
工
資
變
化

，

使
所
得
分
配
的
不
均
度
上
升
。

「
抬
轎
者
」
利
用
生
產
規
模
的
擴
大

，

可
以
進
行
垂
直
整
合

，

投
入
上
游
材
料
和
零
組
件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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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

也
可
以
投
入
研
究
發
展

(
E
D
)，
強
化
產
品
開
發
能
力
，

由
。
皂
廠
轉
化
為
g
z
廠
，

使
其
在
全

球
生
產
網
路
的
地
位
更
為
鞏
固
。
此
外
也
有
些
廠
商
進
行
平
行
的
多
角
化
生
產

，

介
入
新
興
的
生
產

領
域
，

以
分
散
產
業
的
風
險
，

取
得
企
業
成
長
的
新
力
道
。
多
角
化
的
領
域
中
也
有
部
分
可
能
在
台

灣
生
產
。「

抬
轎
者
」
一
方
面
和
中
國
結
盟

，

另
一
方
面
卻
十
分
擔
心
自
己
的
代
工
地
位
被
取
代

，

因
此

在
生
產
的
安
排
上

，

儘
量
少
和
中
國
廠
商
往
來

，

寧
可
和
台
商
或
者
外
商
進
行
合
作

，
因

此
在
中
國

的
營
運
是
一
種
飛
地

Z
E
E
Z
)的
狀
態
。
它
們
除
了
大
量
利
用
中
國
本
地
的
勞
工
外
，
無
論
是
上

游
和
下
游
都
是
和
國
際
生
產
網
路
串
連

，

而
和
本
地
生
產
網
路
隔
絕
。
這
種
飛
地
型
的
生
產
形
態
需

要
地
方
政
府
熱
烈
的
支
持
才
能
成
功
，
因
此
「
抬
轎
者
」
也
都
集
中
在
某
些
特
定
的
區
域
，
它
們
所

形
成
的
產
業
聚
落

，

往
往
也
是
中
國
產
業
最
快
速
發
展
的
地
區
。
這
些
聚
落
不
只
台
商
集
結

，

而
且

常
常
和
日
商

、

韓
商
等
相
眺
鄰

，

把
國
際
生
產
網
路
的
優
勢
集
體
移
植
到
中
國
去
。
它
們
和
地
方
政

府
密
切
合
作

，

以
克
服
中
央
政
府
的
政
策
束
縛

，

抑
低
勞
動
的
成
本
主

C
N
O
O∞
)
。

「
抬
轎
者
」
一
方
面從
中
國
大
量
出
口
下
游
產
品
到
世
界
各
地

，
一
方
面
由
台
灣
大
量
進
口
上

游
的
材
料
和
零
組
件

，

使
台
灣
對
外
的
出
口
在
下
游
萎
縮
後

，
中
上
游
反
而
大
幅
成
長

，
而
維
持
了

出
口
成
長
的
力
道
，
不
致
因
產
業
外

移
而

中
落
。
由
於
他
們
的
努
力
，
中
國
自
二

O
O

二
年
已
取

代
美
國
成
為
台
灣
最
大
的
出
口
市
場

，
台

灣
對
中
國
的
貿
易
順
差
在
二

O
O
六
年
時
達
六
六
四
億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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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
抬
轎
者
」
的
貢
獻
不
可
謂
不
大
。

另
一
方
面
，
「
跳
車
者
」
的
策
略
是
避
開
中
國
所
擅
長
生
產
的
商
品
，
避
免
與
其
爭
鋒
，
轉
而

跳
車
到
北
方
的
舞
台
，
生
產
中
國
不
具
相
對
優
勢
的
產
品
。
這
類
產
品
大
都
有
資
本
密
集
和
技
術
密

集
的
特
性
，
需
要
長
時
間
的
錯
練
，
才
能
擁
有
生
產
的
優
勢
。
最
典
型
的
產
品
就
是
材
料
和
關
鍵
性

零
組
件
，
這
些
產
品
也
是
中
國
加
工
出
口
產
業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
因
此
中
國
加
工
出
口
業
的
快
速
發

展
也
升
高
了
對
這
些
產
品
的
需
求
，
形
成
一
種
共
生
互
補
的
關
係
。
有
些
「
抬
轎
者
」
也
同
時
具
有

「
跳
車
者
」
的
身
份
，
「
抬
轎
者
」
和
「
跳
車
者
」
的
密
切
合
作
，
使
台
灣
雖
然
把
電
腦
出
口
大
圓

的
地
位
讓
予
中
國
，
但
卻
也
同
時
成
為
半
導
體
和
液
晶
面
板
出
口
的
大
國
。

無
論
「
抬
轎
者
」
和
「
跳
車
者
」
都
是
由
台
灣
原
始
的
加
工
出
口
產
業
演
化
而
來
，
他
們
利
用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後
所
散
發
的
新
能
量
(
勞
動
力
)
，
擴
大
原
有
的
生
產
規
模
，
並
達
成
部
分
垂
直
整

合
的
目
的
，
使
台
灣
原
本
「
淺
碟
」
型
的
工
業
增
加
了
一
些
厚
度
。
他
們
介
入
新
的
領
域
(
材
料
和

關
鍵
零
組
件
)
的
生
產
，
使
產
業
結
構
得
以
轉
型
。
如
果
把
兩
岸
的
生
產
體
系
合
併
考
量
，
台
商
在

取
得
中
國
的
資
源
以
後
其
實
是
壯
大
了
，
不
只
是
企
業
規
模
變
大
，
市
場
古
有
率
提
高
，
而
且
技
術

力
增
強
，
上
下
游
整
合
更
完
備
。
但
在
中
國
進
入
改
革
開
放
的
第
三
階
段
以
後
，
這
種
「
以
出
口
為

網
」
和
中
國
共
生
連
結
的
生
產
體
系
，
正
面
臨
嚴
峻
的
挑
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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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自
一
九
七
九
年
實
施
改
革
開
放
以
來

，

自
農
村
釋
出
約
兩
億
人
口

，

成
為
工
業
生
產
的
生

力
軍
(
以
二
O
O

五
年
鄉
村
的
非
農
業
勞
動
力
估
計
為
二
億
零
四
百
一
十
二
萬
人
)
;

目
前
估
計

在
農
村
的
剩
餘
人
口
仍
有
一
億
以
上
(
中
國
科
學
院
二
O
O
五
)
，

但
中
國
政
府
基
於
政
策
的
考

量
，

不
希
望
他
們
繼
續
流
往
都
市
。
如
果
這
個
政
策
有
效
執
行

，

則
中
國
對
全
球
工
業
生
產
所
貢
獻

的
勞
動
力
將
到
此
為
止

，

中
國
未
來
工
業
勞
動
力
的
增
加
將
來
自
人
口
的
自
然
成
長

，

而
非
源
自
部

門
別
的
移
動

，

因
此
中
國
參
與
全
球
化
對
世
界
生
產
所
造
成
的

「
板
塊
移
動
」
大
抵
到
此
可
以
告
一

個
段
落
。
中
國
迄
今
所
造
成
的
最
大
影
響
是
使
勞
力
密
集
商
品
的
相
對
價
格
下
跌

，

非
技
術
性
勞
工

的
工
資
停
滯
不
進

，

甚
至
下
跌

，

原
本
生
產
勞
力
密
集
商
品
的
國
家
均
面
臨
長
期
結
構
性
失
業
的
困

擾

87 

中
國
第
三
階
段
的
全
球
化
有
完
全
不
同
的
取
向

:

它
企
圖
以
制
度
的
改
革
和
全
球
市
場
接
軌

，

尤
其
著
力
於
金
融
市
場
改
革

，

並
且
鼓
勵
企
業

「
走
出
去

」
'

赴
外
國
直
接
投
資
或
者
到
海
外
上

市
。
這
一
階
段
的
目
標
是
取
得
海
外
策
略
性
的
資
源

，

包
括
資
金
、

市
場
、

技
術
、

能
源
等
等
。

對
於
這
些
策
略
性
目
標

，

台
商
所
能
貢
獻
者
甚
少

，

因
此
它
們
逐
漸
受
到
冷
落
。
在
資
金
的
取
得
方

面
，

中
國
著
眼
於
紐
約

、

倫
敦
、

香
港
等
金
融
市
場
或
外
國
投
資
機
構
的
資
金

，

以
支
援
本
土
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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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走
出
去
」
站
到
世
界
的
舞
台
;
在
市
場
方
面

，

以
國
企
或
準
國
企
為
主
力
軍

，

積
極
拓
展
海
外

市
場
，
建
立
自
有
品
牌
(
因
此
有
品
牌
中
國
之
運
動
)
;
在
技
術
方
面
，

除
延
續
過
去
「
以
市
場
換

技
術
」
的
策
略
外
，

也
藉
由
併
購
國
外
企
業
以
及
建
立
自
有
技
術
標
準
等
方
式

，

企
圖
取
得
關
鍵
性

的
自
主
技
術

;
而
在
能
源
確
保
方
面
，

則
配
合
外
交
手
段
，

積
極
投
資
海
外
油
源
的
礦
權
和
參
與
開

發
。
這
些
作
為
，

在
在
顯
示

「
大
國
興
起
」
的
企
圖
，
已
經
無
須
台
商
的
牽
線
和
奧
援
。
中
國
政
府

反
而
藉
由
區
域
優
惠
性
的
協
定
(
如
〉
的E
Z
和
中
國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
，

使
台
商
出
口
導
向
的
跨
國

營
運
布
局
面
臨
困
境
。

在
新
的
策
略
下
，

台
商
甚
至
被
視
為
中
國
經
濟
發
展
的
障
礙
。
它
們
逐
漸
被
取
消
出
口
優
惠
，

被
要
求
繳
交
更
高
的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稅

，

提
供
更
多
的
勞
工
福
利

，

甚
至
遷
出
靠
近
城
市
的
生
產

地
點
，
以
協
助
「
騰
籠
換
鳥
」
政
策
的
實
現
。
台
商
協
助
創
造
的
貿
易
順
差
，
變
成
通
貨
膨
脹
的
種

子
;

台
商
雇
用
的
來
自
農
村
的
大
量
勞
工
變
成
城
鎮
政
府
的
社
會
福
利
夢
魔

;

台
商
生
產
所
需
的
大

量
能
源
和
排
放
的
廢
棄
物
變
成
節
能
和
減
廢
的
對
象
。
在
第
一
階
段
和
第
二
階
段
全
球
化
所
累
積
的

負
債
，

逐
漸
的
受
到
清
算
。

在
這
一
階
段
，
中
國
被
迫
開
放
內
部
市
場

，

而
隨
著
所
得
的
提
高

，

內
需
市
場
急
速
擴
大
。

台
商
因
為
缺
乏
品
牌
和
行
銷
能
力

，

除
少
數
產
業
(
如
食
品
)
，

在
中
國
市
場
的
拓
展
幾
乎
寸
步
難

行
。
例
如
近
年
在
中
國
市
場
成
長
最
為
快
速
的
汽
車
、
家
電
、
手
機
等
產
品

，
台

商
的
能
見
度
都
很

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



低
，

遠
遠
不
如
我
們
的
競
爭
對
手
韓
國
。
目
前
在
中
國
市
場
銷
售
的
台
商
產
品

，

也
大
半
是
當
地
製

造
的
商
品
(
包
含
食
品
在
內
)
，

對
台
灣
出
口
的
貢
獻
微
乎
其
微
。
這
使
得
台
灣
在
中
國
進
口
市
場

的
地
位
節
節
敗
退
。
在
這
一
階
段
中
少
數
成
功
的
案
例

，

除
食
品
業
外

，

就
是
某
些
能
提
供
高
階
技

術
有
助
於
中
國
技
術
自
主
的
企
業
(
如
手
機
晶
片
)
。

五
、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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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在
成
為
「
世
界
工
廠
」
的
過
程
中

，

台
商
確
實
扮
演
了
關
鍵
性
的
角
色

，

中
國
的

「
出

口
擴
張
」
型
成
長
的
機
制

，

也
大
部
分
延
續
台
灣
的
經
驗

，

在
這
段
過
程
中
，

台
商
無
論
是

「
抬
轎

者
」
或
者
「
跳
車
者
」
都
獲
得
相
當
的
利
益
。
台
灣
的
產
業
結
構
經
過
這
段
時
期
的
上
沖
下
洗

，

也

已
經
徹
底
轉
型

，

國
內
的
就
業
結
構
丕
變
。
一
般
而
言

，

產
業
結
構
的
轉
型
使
高
技
術
勞
工
受
益

，

低
技
術
勞
工
受
害
(
他
們
的
工
資
幾
乎
停
滯
不
動
)
，

結
構
性
失
業
迄
未
揖
平
。
過
去
在
台
灣
出

口
中
扮
演
要
角
的
中
小
企
業
繁
華
落
盡

，

產
業
集
中
度
升
高
。
無
論
是
就
業
結
構
和
企
業
結
構
的
變

化
，

均
不
利
於
所
得
分
配
的
平
均
。

現
在
這
個
「
世
界
工
廠
」
正
在
蛻
變
中
，

勞
力
密
集
型
的
產
業
正
面
臨
被
淘
汰
的
壓
力
。
中
國

正
在
轉
型
為
一
個
「
世
界
的
市
場
」
。
這
個
「
世
界
市
場
」
對
能
源

、

原
料
、
大
宗
物
資
的
大
量
需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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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也
正
衝
擊
著
全
球
資
源
的
配
置
。
但
對
台
灣
而
言

，

最
值
得
我
們
警
惕
的
，

是
我
們
面
對
這
個
迅

。
這
是
我
們
在
兩
岸
開
放
貿
易

二
十
年
後
看
待
雙
邊

速
掘
起
的
市
場

，

似
乎

「
看
得
見
，

吃
不
到

」

關
係
所
應
關
切
的
最
重
要
課
題
。

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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