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發展～臺大人口研究

1992年，我自臺大經濟系大學部畢業。在服完兵役並在母系擔任兩年助教後，於

1996年幸運的進入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班就讀。能夠一睹以前只有在教

科書上才能看到的Gary Becker、Robert Lucas以及James Heckman 等大師的風采，與他們相互

討論切磋，對一個經濟學徒來說，人生快意，莫過於此！後來則選擇了以資料統計檢定與經

濟理論對話為主要研究過程的應用個體經濟學（Applied Microeconomics）作為我的領域，並

在Freakonomics（蘋果橘子經濟學）學派Steven Levitt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這些經歷，也

更加堅定我：「如果能準確描繪誘因結構，並妥善解決資料的蒐集與詮釋問題，經濟學（幾

乎）可以解釋所有的人類行為」的信念！

2002年畢業後，隨即加入臺大經濟系擔任助理教授，並於2010年升等為正教授。主要

的研究領域是勞動經濟、健康經濟與犯罪經濟學。截至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代表作，應

是與本系駱明慶教授合著，2008年發表於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Can Hepatitis B 
Mothers Account for the Number of Missing Women？ Evidence from Three Million Newborns in 
Taiwan＂。該文討論的是亞洲的失蹤女性（missing women，亦即亞洲女男比例相對於其他地

區較低）的問題：在以諾貝爾經濟獎得主Amartya Sen為主要代表的人口與發展經濟學文獻

中，對女性的歧視一直是被用來解釋為何亞洲國家存在失蹤女性的主要理由。但現為芝加哥

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的Emily Oster，在重新整理因發現肝炎病毒而獲1976年諾貝爾醫學獎的

Dr. Baurch Blumberg的早期發現，以及世界各國新生兒性比例和B型肝炎盛行率的資料後發

現：由於B型肝炎母親生下男嬰的機率是150比100（而非一般的105比100），因此在B肝盛

行的中國，原先 Sen 所計算出數目達5千萬的失蹤女性，約有75%是可以被此一生物因素解釋

的。此一結果如果正確，將會對人口政策產生巨大無比的影響。此一論點雖然受到Blumberg
本人、哈佛大學Robert Barro以及我的指導教授Steve Levitt的強力背書，但也立即遭到以Sen
為首的人口發展經濟學家強烈質疑：他們認為Blumberg 與Oster的最大問題在於其研究設計與

資料無法同時檢驗B肝與歧視兩個假說。我對這個議題的貢獻，即是以臺灣獨特的300萬新生

兒資料，同時測試這兩個假說，並發現B型肝炎雖然能增加生男的機率，但影響非常微小，

因此要解釋亞洲國家的失蹤女性問題，還是得回到歧視的觀點上。此一研究成果，不僅已在

發展與人口經濟學界引起廣泛討論，也被美國《華爾街日報》、歐盟VOX網站等加以報導。

另外，由於生物學上影響勞動供給或教育表現的原因，亦為目前學界注意的焦點之一，

因此我最近的研究也有許多與人口議題有關。其中“When Low Birth Weight Babies Grow 
Up：Can Parents Buffer their Health Shock？＂使用臺灣的新生兒資料連結大學聯考資料發現：

早產兒上大學機率的確較正常兒為低，但若父母學歷夠高，則可部分抵消此一劣勢。不過本

把臺灣的故事，說給世界聽
文‧圖／林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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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沒有處理可能是某些未被觀察到的變因同時影響出生體重與未來學業成績的內生性問

題，因此我接著在使用了雙胞胎比較法（twins fixed effect）以及工具變數法加以處理。結果

發現，出生體重對成績的影響是非線性的：體重差異只在低於3,000公克的雙胞胎有影響。而

工具變數法的結果則發現，低出生體重的影響集中在低教育程度（<9 years）與年輕的母親

（<25 years old）身上。另外“Maternal Age as a Biosocial Link between Low Birth Weight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Taiwan's National Data＂一文，則發現男性低出生體重者若母親年齡太高

或太低，則會增加其犯罪的機率，此即犯罪與生物學文獻上所謂的生物�社會交互作用（bio-
social interaction）的後果。

表：臺灣因性別選擇所導致的“失蹤女嬰”估計數 
年度 男嬰總數 女嬰總數 新生兒性比例 失蹤女嬰估計

1987 162935 150347 108.4 4829

1990 176378 159928 110.3 8051

1995 169482 157065 107.9 4346

2000 160529 146671 109.4 6214

2005 107697 98768 109.1 3801

2008 102768 93718 109.7 4156

1987-2008 118030

另外一篇與失蹤女性有關的著作“More Women Missing, Fewer Girls Dying: The Impact of 
Abortion on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Excess Female Mortality in Taiwan＂（NBER working paper 
14541）則發現，臺灣在1985年實施優生保健法後，由於性別選擇墮胎的成本大幅降低，因

此導致了男女新生兒比例開始逐漸失衡。不過同時男女新生兒的死亡比例開始縮減，我們認

臺灣新生兒性比例依胎次分：1990-2009

total 1 2 3+
1990 110.3 106.8 108.7 120.7656901
1991 110.4 107.4 108.5 120.3303071
1992 109.9 108.0 107.5 118.4862099
1993 108.1 107.1 106.7 112.8872367
1994 108.9 107.8 107.3 114.1434197
1995 107.9 107.0 105.5 114.6247724
1996 108.8 107.9 107.0 114.0284923
1997 108.9 107.7 106.9 115.5766621
1998 108.7 107.0 106.8 116.6638648
1999 109.5 106.9 107.8 121.0136489
2000 109.4 106.9 107.7 121.2473118
2001 108.7 106.9 105.8 122.7785532
2002 109.8 106.9 109.1 123.9577581
2003 110.2 107.7 108.9 125.7700544
2004 110.7 108.7 109.4 124.2598242
2005 109.0 107.7 107.1 122.3511652
2006 109.6 107.2 108.2 127.1216794
2007 109.7 107.9 108.9 122.2744457
2008 109.7 108.6 108.4 120.0430571
2009 108.4 106.7 107.6 122.036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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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臺大人口研究

為這是因為對男嬰有偏好的父母，在可以作性別選擇後，在「生產前將女嬰墮掉」與「生產

後忽略女嬰健康」兩者間替代所致。另外，在整理臺灣1918年大流感的流行趨勢後，我也發

現在胚胎時期受到流感侵襲的人，未來不但身高較矮、體重較輕、教育程度較差、而且較容

易罹患疾病，壽命也較短。此即醫學上所謂「胚胎起源假說（Fetal Origin Hypothesis)」，這

個結果也被美國時代雜誌網站加以報導。接續此一研究，我在「乾淨用水對長期健康及教育

成就的影響：以1909-1933日治時期臺灣的水道建設為例」中，則發現日人水道建設對臺灣人

的長短期教育及健康有長期的正向影響，也再一次驗證了基礎建設對長期經濟成長影響的重

要性。該文即將刊登於經濟論文叢刊。

除了健康與人口有關的議題外，我過去的研究成果也包含研究民主、警力與失業率如何

影響犯罪率（犯罪經濟學）以及從廠商內部人事薪資資料來討論勞動過程的內部勞動市場

兩大領域。這些乍看之下不太相關的領域，其實背後的主軸是一致的：即是「以經濟學理論

為本，並以統計方法檢驗因果關係，說一個前後一致的故事」，哪裡有資料，就往哪裡去的

Freakonomics Style。在本系對本人6年長聘評估（Tenure Review）中，一位國外匿名評審人就

說道：「一般說來，一位助理教授只要在一個領域做出顯著的貢獻即可獲得長聘資格。同時

在三個領域都有重要貢獻的例子算是少見。」也算是國際學界對我研究的肯定。

不過，研究過程是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的。一開始驚為天人的好主意，也經常因經不起

資料的驗證而走入死胡同：但是在一路荊棘中，偶爾也會在不經意的轉折中見到非預期的景

色。我基本上相信經濟學是可以解釋人類所有行為的，因此通常我都從日常生活中找尋研究

的題材。舉例來說，自己的二兒子因早產出生體重過輕，讓我有了研究新生兒體重影響的念

頭。與長輩聊到在日本時代第一次使用「水道水」的新奇經驗，也讓我對基礎建設的長期影

響有所好奇。而每次只要完成一個研究，我就會自high很久！而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成

就感，也就成了長路漫漫、預期報酬又不高之學術生涯的最佳助力。

最後，針對最近臺灣的社會科學界對「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衝突，我想談一下感

想。的確，社會科學的研究有其地域性，本土的重要問題，不見得在國際上討喜，發表自然

會有困難。從這個角度來說，單獨以SSCI作為評斷研究的標準，的確會有只能跟隨他人潮

流，與本土社會脫節的問題。然而，社會科學的研究，在對土地關懷的同時，推論是否嚴謹

也是很重要的。畢竟這些研究成果可能都會對社會造成很大影響。不可否認的，與國際社會

科學界相比，臺灣在同儕嚴謹互評這方面，發展是較慢的。因此我的策略是，以臺灣為研

究材料，但中英文的作品都寫，這樣除了國內的同行外，也可以利用國際學界臥虎藏龍的廣

大社群，來協助自己提高研究水準。有人或許會說，國外學者怎麼會了解臺灣？我過去幾

年刊登在經濟、人口、社會學等領域頂尖期刊的英文文章，標題最後幾乎都是 evidence from 
Taiwan，而有好幾次這些頂尖國際期刊評審要我修改的，恰恰就是我覺得很難處理，存著

「外國人不會知道吧」的僥倖心態，想混過去的部分！這讓我訝異於好的學者對臺灣，或者

該說是基本社會運作邏輯的了解；而這些建議，不但讓我的研究更完整嚴謹，也又更讓世界

多知道臺灣一點了！

此外，外國人會感興趣的，不一定是對臺灣重要的議題�此論點也並非完全正確。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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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仁小檔案
學　　歷：臺大經濟系學士（1992）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2002）

現　　職：臺大經濟學系教授

獲　　獎：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2010）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2009）

       臺灣大學優良教師2011,2010,2009,2008,2007

專長領域：動經濟學、健康經濟學、法律經濟學

學所研究的人類互動行為與制度的關係，其實是有某程度的共通性的。發生在臺灣的特殊現

象，如果能抽絲剝繭釐清其背後共同的理路，當然也會對其他地方看待人類社會的視角產生

影響。舉例來說，臺灣由於全民健保的特殊經驗，因此在過去十多年來，一直是全世界健康

經濟學界研究重鎮之一，也是世界各國取經的對象。臺大社會系藍佩嘉老師研究臺灣外籍勞

工的“Global Cinderella＂，也獲得美國社會學會性別圖書首獎。這顯示臺灣的議題只要分析

得當，一樣可以有國際市場。當我們能以自己的研究實力獲得國際同儕的尊重，「把臺灣的

故事，也說給世界聽」時，「本土」與「國際」的就不會是替代而是互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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