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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廣東發展以加工貿易起家，是中國對外開放改革三十年來最重要的發展模式

之一。珠三角模式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原型，深深影響中國在最近一波資本

主義世界分工體系中的位置。而台灣資本在此一生產全球化的過程，佔有關鍵性

的地位。可以說，沒有台資，廣東模式就不會是今天的面貌。珠三角模式歷經多

次變遷，變遷的動力來自於國際與國內因素。作者從 1990 年代初期，即開始收

集廣東發展的資料，研究方法包括彙總統計資料分析、政策內容分析、以及民族

誌的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作者曾經於 1997發表一篇論文︰“Strange Bedfellows: 

Dynamics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Local Authorities and 

Taiwanese Investors”. 這篇論文以一家台灣廠商（「台陽公司」）作為分析焦點，

剖析台資與廣東地方政府之間錯綜複雜的合作關係，以及中國快速經濟成長的動

能。論文發表以來，作者持續關注廣東模式的變化，並且持續追蹤台陽公司的營

運情況。這個長期個案調查涵蓋該公司長達二十年的運作以及與當地政府的關係

變化。以這些調查資料為基礎，這篇論文除了在宏觀層面提供廣東發展狀況的長

期趨勢，在微觀層次仍然以台陽公司作為主要個案。要言之，這篇論文連結宏觀

與微觀兩個分析層次，描寫這二十年來珠江三角洲的加工出口導向工業化以及外

資所扮演的角色變遷。在珠三角發展模式中，經濟租的創收與分配，在改革開放

初期，曾經有效地激活了地方官僚的利益動機，並有助於（或不妨礙）外向型經

濟的快速成長。然而，最近幾年，以經濟租之分配作為外向型經濟成長的動能，

已經瀕臨耗竭的門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