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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新聞稿 

 
發布日期：104 年 1 月 28 日 

聯 絡 人：吳明蕙、李秋錦 

聯絡電話：2316-5851、2316-5685 

2015 年經濟自由度我國排名世界第 14，較上年進步 3 名 

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與「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於 104 年 1 月 27 日聯合發布 2015 年經濟自由度

（2015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報告。臺灣在 186 個國家中排名第

14，較上年進步 3 名，在亞太 42 個國家中為第 5 名，僅次於香港、新

加坡、紐西蘭、澳洲；優於日本(第 20)、韓國(第 29)。 

一、 我國經濟自由度得分連續 6年進步 

2015 年臺灣經濟自由度總體得分連續第 6 年上升，由 2009 年 69.5

分逐年升至今年 75.1 分。該報告特別指出，臺灣與以色列、波蘭、哥

倫比亞今年的表現是歷年最佳成績。(詳表 1) 

評比 10 項指標中，我國今年有 7 項得分進步，2 項得分不變，1

項下滑。得分進步較大者包括：投資自由(70.0→75.0)、政府支出(84.7

→87.1)、勞動自由(53.1→55.2)、貨幣自由(81.7→83.3)、免於貪腐 (59.7

→61.0)。顯示政府推動市場開放、節制財政支出、尊重市場機制已獲

國際評比肯定。 

二、 香港持續居經濟自由榜首，美國於金融海嘯後排名滑落 

 2015 年最自由的 10 個經濟體，依次是香港、新加坡、紐西蘭、

澳洲、瑞士、加拿大、智利、愛沙尼亞、愛爾蘭、模里西斯。香港連續

21 年獲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報告中盛讚香港沿襲英國早先設

立自由開放的法治與經商環境，惟得分較上年滑落係因經濟決策漸漸顯

出官僚牽制與政治化。美國排名由金融海嘯前的世界第 5 逐年滑落至第

12，主要係因政府支出擴大，以及採取若干貿易與投資保護措施所致。



 

2 
 

(詳表 2) 

東亞國家中，日本(第 20)與韓國(第 29)經濟自由排名分別進步 5 名

與 2 名，中國大陸（第 139）則滑落 2 名。日本在法規效率部分的得分

明顯優於其他領域，韓國則因貪腐問題影響排名；中國大陸在財產權、

貪腐、投資自由、金融自由等領域嚴重落後，得分均不超過 30 分。(詳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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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灣經濟自由度評比 – 近10年得分 

發佈年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世界排名 30 28 25 35 27 25 18 20 17 14 

平均得分 69.7 69.4 70.2 69.5 70.4 70.8 71.9 72.7 73.9 75.1 

一、法治（Rule of Law） 

財產權 5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免於貪腐 70 59 59 57 57 56 58 61 59.7 61.0 

二、政府規模（Government Size） 

財政自由 81.8 77 75.9 76.2 75.9 78.3 80.4 80.5 80.3 80.4 

政府支出 75.8 86.8 87.8 89.4 90.5 89.7 92.3 84.9 84.7 87.1 

三、法規效率（Regulatory Efficiency） 

經商自由 69.7 71.6 70.8 69.5 83 84.7 88.5 94.3 93.9 92.4 

勞動自由 56 47.2 49.2 45.7 47.7 46.1 46.6 53.3 53.1 55.2 

貨幣自由 84 81.3 83.3 82.1 79.3 82 83.1 82.9 81.7 83.3 

四、市場開放（Open Markets） 

貿易自由 73 81.6 86.7 85.2 85.8 86.2 85 85 85.8 86.4 

投資自由 88.8 70 70 70 65 65 65 65 70.0 75.0 

金融自由 70 50 50 50 50 50 50 50 60.0 60.0 

    資料來源：美國傳統基金會網站 http://www.heritage.org/index/ 

 

表2  2015年經濟自由度指數世界排名 

國別 2015 年排名 2014 年排名 進/退步 2015 年分數 

香港 1 1  0 89.6 

新加坡 2 2  0 89.4 

紐西蘭 3 5  +2 82.1 

澳洲 4 3  -1 81.4 

瑞士 5 4  -1 80.5 

加拿大 6 6  0 79.1 

智利 7 7  0 78.5 

愛沙尼亞 8 11 +3 76.8 

愛爾蘭 9 9  0 76.6 

模里西斯 10 8 -2 76.4 

丹麥 11 10 -1 76.3 

美國 12 12 0 76.2 

英國 13 14 +1 75.8 

臺灣 14 17 +3 75.1 

日本 20 25 +5 73.3 

韓國 29 31 +2 71.5 

中國大陸 139 137 -2 52.7 

   註：+表示進步，－表示退步。 

   資料來源：同表 1。

http://www.heritage.org/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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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5年東亞國家經濟自由度十項評分之比較 

 

國家 排名 得分 
一、法治 二、政府規模 三、法規效率 四、市場開放 

財產權 免於貪腐 財政自由 政府支出 經商自由 勞動自由 貨幣自由 貿易自由 投資自由 金融自由 

香港 
1 

(1) 

89.6 

(90.1) 

90 

(90) 

75.0 

(82.3) 

93.2 

(93.0) 

89.7 

(89.7) 

100 

(98.9) 

95.9 

(95.5) 

81.8 

(82.0) 

90.0 

(90.0) 

90 

(90) 

90 

(90) 

新加坡 
2 

(2) 

89.4 

(89.4) 

90 

(90) 

86 

(91.9) 

91.2 

(91.2) 

93.8 

(91.2) 

96.9 

(96.8) 

96.9 

(96.5) 

83.7 

(81.5) 

90 

(90.0) 

85 

(85) 

80 

(80) 

臺灣 
14 

(17) 

75.1 

(73.9) 

70 

(70) 

61 

(59.7) 

80.4 

(80.3) 

87.1 

(84.7) 

92.4 

(93.9) 

55.2 

(53.1) 

83.3 

(81.7) 

86.4 

(85.8) 

75 

(70) 

60 

(60) 

日本 
20 

(25) 

73.3 

(72.4) 

80 

(80) 

74 

(77.8) 

68.7 

(69.2) 

47.1 

(47.1) 

84.1 

(80.0) 

90.2 

(79.8) 

86.7 

(87.5) 

82.6 

(82.4) 

70 

(70) 

50 

(50) 

韓國 
29 

(31) 

71.5 

(71.2) 

75 

(70) 

55 

(54.0) 

72.5 

(72.6) 

67.9 

(72.6) 

89.7 

(92.8) 

51.1 

(47.8) 

81.6 

(79.6) 

72.6 

(72.6) 

70 

(70) 

80 

(80) 

中國大陸 
139 

(137) 

52.7 

(52.5) 

20 

(20) 

40 

(35.0) 

69.7 

(69.9) 

81.5 

(82.9) 

52.1 

(49.7) 

63 

(61.9) 

74.2 

(73.3) 

71.8 

(71.8) 

25 

(30) 

30 

(30) 

註：1. (  )為上年數據。 

    2. 得分係 0 至 100 分之評分，分數越高，顯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越低，區分為 5 個等級。100～80 分屬「自

由(Free)」，79.9～70 分屬「大部分自由(Mostly free)」，69.9～60 分屬「中等自由(Moderately Free)」，59.9～50

分屬「較不自由(Mostly Unfree)」，49.9～0 分屬「受壓抑(Repressed)」。 

資料來源：同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