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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中國的外資經濟中國的外資經濟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對增長對增長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力的貢獻結構升級和競爭力的貢獻結構升級和競爭力的貢獻結構升級和競爭力的貢獻 (北京：中國

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年)。 

9. 江小娟，中國經濟的開放與增長中國經濟的開放與增長中國經濟的開放與增長中國經濟的開放與增長 1980~2005 年年年年 (北京：人民出版社，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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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34. 魏艾等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 (台北：揚智文化出版社，2003年)。 

35. 劉碧珍、陳添枝、翁永和，國際貿易國際貿易國際貿易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理論與政策理論與政策理論與政策 (台北：雙葉書廊出版社，

2005 年)。 

36. 謝登隆主編，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 (台北：智勝文化出版社，2006 年)。 

37. 薩公強、魏艾等箸，中共經濟改革與兩岸貿易中共經濟改革與兩岸貿易中共經濟改革與兩岸貿易中共經濟改革與兩岸貿易 (台北：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

1988 年)。 

38. 譚崇台，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 (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年)。 

 

一一一一、、、、    中文期刊中文期刊中文期刊中文期刊 

 

1. 于立新、姚雯，「外資技術外溢與我國技術進步的對策思考」，中國外資中國外資中國外資中國外資，第

10 期 (2006年 10月)，頁 68~72。 

2. 王新，「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外國經濟與管理外國經濟與管理外國經濟與管理外國經濟與管理，第 3 期

（1999 年 3月），頁 3~7。 

3. 王志樂，「中國引進外資的趨勢、動向和政策調整」，中國外資中國外資中國外資中國外資，第 6 期（2007 

年 6月），頁 10~13。 

4. 王鶴松，「金融風暴對東協四國台商的衝擊與政府應有的對策」，國策期刊國策期刊國策期刊國策期刊，

第 2期（1998年 3月），頁 14~22。 

5. 王浩，「中國FDI現況與外來趨勢」，台灣經濟研究月刊台灣經濟研究月刊台灣經濟研究月刊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9 卷第 3 期 (2006

年 3月)，頁 74~82。 

6. 王曉紅、胡景巖，「利用 FDI 技術外溢效應提高自主創新能力的研究」，宏觀宏觀宏觀宏觀

經濟研究經濟研究經濟研究經濟研究，第 11 期 (2006年 11月)，頁 11~16。 

7. 王紅茹，「外資并購仍會有大發展——商務部專家解讀外資并購新規」，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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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兩岸經濟統計月報兩岸經濟統計月報兩岸經濟統計月報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189 期(2008年 9月)，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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