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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Ross（2008）基於「自然資源詛咒」論述探討中東與北非地區婦女地
位如何受到石油影響以來，學者們對於自然資源如何影響女性地位有相當豐富

的討論，但卻一直沒有共識。本文認為，自然資源同時影響了女性的衛生與受

教權。自然資源的經濟結構導致執政者欠缺投資人力資本的意願；政府出於自

身的動機不易推動產業多樣化，因此資源為主的經濟結構難以改變。這些因素

解釋了女性的教育與衛生權為什麼在資源豐富的國家中受到限制。在驗證上，

作者採用 1960–2017年之間 126–164個國家的數據，實證結果除了支持上述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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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從Michael Ross（2008）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的〈石油、伊斯蘭與婦女〉（“Oil, Islam, and Women”）

一文中，探討了中東與北非地區的女性地位如何受到石油此一自然資源影

響，「自然資源與性別」的關聯便開始受到矚目。在該文中，作者主要的論點

為，豐富的石油儲量對該地區女性地位造成不利影響，1而非一般認為的宗

教因素—伊斯蘭。且不論 Ross（2008）的說法是否完整，其論述是奠基於

自 1990年以來在政治學、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等領域日益受到重視的一個

說法：「自然資源詛咒」（natural resource curse，以下簡稱資源詛咒）理論。

所謂的資源詛咒，是指一國的自然資源愈豐富且愈依賴資源帶來的收益

時，2該國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的發展愈不如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

例如政治發展為威權鞏固或是民主倒退與轉型不力（Jensen and Wantchekon, 

2004; Ross, 2001）、經濟發展停滯（Murshed and Serino, 2011; Sachs and Warner, 

2001）、國家政治動盪（平思寧，2015；Collier and Hoeffler, 2005; Fearon, 2005; 

Lee, 2018; Lujala et al., 2005），乃至於公共衛生（de Soysa and Gizelis, 2013; 

Makhlouf et al., 2017）與環境退化（Friedrichs and Inderwildi, 2013）等問題層

1  Ross（2008: 107）在文中開宗明義就提到：「這篇文章主張中東婦女在勞動力跟政府中的代
表性不足是因為石油—不是伊斯蘭。」（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omen in the Middle East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the workforce and in government because of oil—not Islam.）

2  本文指稱的自然資源，係根據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2017）的定義，包含了石油、天
然氣、煤（軟煤與硬煤）、礦產（包含了錫、黃金、鉛、鋅、鐵、銅、鎳、銀、鋁土礦與磷

酸鹽）及森林（圓木收穫；roundwood harvests）等。又，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說法，這些自然資源「存在於自然環境中的物質儲量不僅稀少，且
不論是以原始狀態或是經過最簡單的處理後，在生產與消費中有經濟上的效用」（WTO, 
2010: 10–11）。而自然資源同時具備在世界上的不均等分配（uneven distribution）、可耗盡
性（exhaustibility）。可再生資源因為管理不當也可能變成不可再生資源，不論是否使用到
都必須承擔其外部性（externalities）、在國家經濟中的支配性（dominance）與（價格）變
動性（volatility）（WTO, 2010: 10–11）。因此，除非另有定義，本文指稱的自然資源，會以
前述這兩個國際組織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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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窮。3因此，若我們就 Ross（2008）以及後續的一連串研究來看，自然

資源似乎也會詛咒女性地位，但是這種關聯性似乎還沒建立起來（請參考第

貳節討論）。儘管當前的資源詛咒論述集中在開發中國家，先進國家亦不乏受

到資源詛咒所苦者（進一步較完整的文獻檢閱可以參考Deacon, 2011; Frankel, 

2012; Ross, 2015）。

本文的目的，不在爭辯究竟是伊斯蘭還是石油影響了中東女性地位，而

是探討自然資源是否影響到女性。作者認為，資源詛咒不僅存在於對女性工

作與參政權利的影響之中，也左右了女性在重要人力資本指標—公共衛生

與教育等—中的機會。換言之，過去研究多集中在探討自然資源對女性政

治與工作權的影響，反駁者則將焦點放在究竟是「資源」還是「伊斯蘭」的

影響較大。在本文中，作者認為這種影響不僅存在，而且更為全面：從衛生

醫療到教育等，資源豐富國家中女性受到的不對等待遇，較資源相對貧瘠的

國家更為嚴重。這種不對等待遇存在於資源豐富國家的產業結構之中：資源

開採或是鑽探業的產業特質使國家偏好男性基本勞動力以及雇用移工（migrant 

workers）來填補不足之處，而不願意投資在高等技術人力或是女性就業人力

的培訓上，女性因此受到較差的教育與衛生待遇。再者，由於愈是高度依賴

自然資源，國家愈欠缺多樣化國內產業結構的動機，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將因

此持續甚至惡化。資源豐富的國家本已經缺少投資人力資本的意願，加上其

產業結構較著重在男性資本的強化，使得女性的衛生與教育機會更容易受到

影響。

為了證實上述的說法，作者不單單將研究對象放在中東與北非地區，而

是以 1960–2017年之間 126–164個國家的數據，檢驗自然資源對女性公共衛

生和教育程度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相較於欠缺自然資源的國家，在資源

3  先進國家遭受類似資源詛咒的現象者，最典型的例子是「荷蘭病」（the Dutch Disease）。荷
蘭病一詞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命名而來，這是指 1950年代末期荷蘭在外
海發現石油跟天然氣以後對國家經濟造成的負面衝擊。總體來說，因為石油生產導致其他

出口部門萎縮，並導致經濟衰退；而對石油的強勁需求推升了當時荷蘭法定貨幣—荷蘭

盾（Dutch gilder）的價值，也進一步打擊了荷蘭其他出口導向產業的競爭力；最後，由於
開採業一枝獨秀，國內勞工紛紛往石油煉製業求職，但因僧多粥少的關係反而導致失業率

上升，並打擊到其他部門產業（The Economis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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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國家中的女性不僅預期壽命較短、存活至 65歲的女性比例較低，且中

等教育的入學率與畢業率也比較低。這些結果在經過替換指標或是不同實證

模型的穩健性檢驗（robustness checks）後，依舊得到相同的結果。本文的貢

獻在於：1.在爭辯究竟資源詛咒是否影響女性地位的討論上，確認了這個關

聯性，並且發現影響更大；2.釐清了自然資源經濟結構在國家發展上的基本

問題及其對女性健康與教育權的影響。

在引言以後，作者在第貳節中以 Ross（2008）的文章為開始，回顧目前

自然資源與女性地位的文獻，並在第參節更細緻地處理前述的見解。第肆節

則會討論變數來源與測量，以及計量經濟學模型的選擇，並於第伍節探討統

計結果與呈現穩健性檢驗結果。本文將以政策與未來研究建議作結（第陸節）。

貳、文獻中的自然資源與女性： 
Ross（2008）以來的說法

Ross（2008; 2013: Chap. 4）在可謂建構了「自然資源與性別關聯性」的

重要著作中主張，4「性別資源詛咒」（gendered resource curse；如 Liou and 

Musgrave, 2016及 Simmons, 2016所語）主要是由高度依賴自然資源的經濟結

構而來。這個經濟結構的影響機制在於：資源豐富的國家依賴資源收益，壓

縮了其他經濟部門成長的可能性，而男女在體力上可能的差異，使得採礦、

伐木或是挖掘等產業多由男性勞動力參與，故壓縮了女性的工作機會。如同

在註釋 3提到的荷蘭病，依賴自然資源的國家會因為集中發展開採業而排擠

了其他產業的生存，對於女性來說，這同時也限制了她們的就業機會。

再者，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中女性勞動參與率不高，也對她們的政治

參與產生負面影響。這是由於女性工作機會與場所受限，導致女性較難在職

場中形成密集的正式與非正式網絡，也較少有機會體驗職場性別差異而在政

治上提出改善權益（利）的訴求，不易形成遊說勢力來改善女性地位。最後，

4  儘管 Ross（2008）一文的目的在探討包含「石油」與「伊斯蘭」兩者對中東女性地位的解
釋，但是其應用的經驗證據已全面性地包含了世界上所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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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驗證說法上，Ross（2008）以 1960–2002年人均石油租金（oil rents per 

head）對女性勞動參與率、女性在立法與行政部門席次比例的影響，以及阿

爾及利亞、摩洛哥與突尼西亞三個個案研究檢驗，得出與假設一致的結果：

當人均石油租金愈高，這三個指標就會愈低。

儘管不一定是呼應或是延續 Ross（2008）的作品，但後續研究中確實也

有不少發現自然資源與性別平等或是女性地位之間呈現負相關者。Kotsadam 

et al.（2017）及 Kotsadam and Tolonen（2016）的一連串研究發現，礦業提高

了女性所得，卻也增加了她們遭受家庭暴力的機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ub-

Saharan Africa, SSA），由於資源產業的發展，有將近16%的女性增加了所得，

服務業中女性就業率亦上升了 50%，但這些數值的增長是從第一級產業轉過

來的，若論總體女性就業率反倒下降了 8%。而礦業所得的增加強化了女性

對伴侶的依賴，導致家庭暴力部分增加。Liou and Musgrave（2016）則發現

在威權國家中鞏固保守勢力有助政權的持續性，基於此政治動機，資源豐富

國家的威權政治人物會訴求保守的政策以鞏固自己的政治基礎，而性別不平

等的觀點通常屬於保守勢力或政策的一部分。上述的文章都以大樣本數證據

支持了自己的說法。

Majbouri（2017）在 Ross（2008）的基礎上討論了石油與天然氣租金對

女性地位的影響。所謂伊斯蘭與女性地位之間的關聯性只存在於施行沙里亞

（Sharia；直譯為伊斯蘭教法）家庭法的國家之中，其他伊斯蘭國家則不明

顯。在對 1960–2003年之間 161個國家進行實證研究後，自然資源對於女性

地位的影響就如同先前的研究一般，更具解釋力。最後，儘管前述的研究多

聚焦在開發中國家甚至低度開發國家，近來的研究也發現自然資源與女性地

位之間的關聯性亦存在於已開發國家中。Mayes（2014）對澳洲的研究就發

現，在開採區域的女性多被視作從屬。女性除了被賦予持家的義務之外，受

限於開採業因為長工時而偏好以男性為主力，女性更被期待要支持依賴礦業

賺取薪資的先生。這些因素使得澳洲礦業就算因為（男性）人力短缺而雇用

女性的作法幾乎沒有進展，礦業的性別薪資差異也是最大。Simmons（2016）

對美國 50州 1997–2012年的數據進行研究的結果更顯示，生活在自然資源豐

富的州的女性不僅有較低的勞動參與率與政治代表性，投票率也較低。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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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於資源財富（resource wealth）增加了家庭收入，而資源產業往往都是以

男性為主的勞動結構，使得女性被排除在勞動力之外；因此，與Ross（2008）

一致，Simmons（2016）認為在美國的案例中，資源財富也藉由減少女性勞

動力的參與，間接影響了女性在政治上的參與度，甚至降低了她們獲得競選

資格的機會。

部分同意Ross（2008）的說法，但是認為需要更細緻地去考慮其他因素

的文章中，傾向把自然資源的影響視為條件性（conditional）的。例如 Kang

（2009）主張，Ross（2008）的解釋中沒有帶入政治制度對資源詛咒的抵銷作

用。當政治體制中設計性別配額（gender quotas）後，便可以抵銷石油對於女

性政治參與的限制性，這點也在實證結果中得到確認。Charrad（2009）認為，

血緣關係在中東政治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導致了中東地區長期以來的性別不平

等。在考慮自然資源的影響時，可以結合這方面的討論使論述更完整。

至於相當程度上或甚至完全反駁 Ross（2008）觀點者大多認為在性別

平等議題中，宗教或是文化因素依舊扮演決定性角色；或是從方法論的角度

上指出該文應用的計量模型有誤，才會導出自然資源不利中東性別平等的結

論。例如 Al-Nasr（2009）主張中東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依舊來自宗教，並以卡

達為例，解釋這個產油國如何嘗試在能源部門中增加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來

反駁石油對女性地位的影響。Groh and Rothschild（2012）也發現，計量方法

並沒有解釋到區域內部國家之間的差異（例如伊斯蘭教義在各國也有不同的

實踐，Ross（2008）把中東與北非整個區域以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的

方式呈現），重新操作模型後作者發現伊斯蘭對於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與影響

力高於石油。在論斷 Ross（2008）的主張是否能夠解釋中東女性政治上代表

性不足的問題時，Norris（2009）認為在沒有考慮文化因素的影響下，這種

自然資源不利性別平等的說法顯然言之過早。

不論是否支持「自然資源與性別」之間存有關聯性，我們都可以發現學

者的見解相當廣泛，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為這個議題的討論增添了豐富性。然

而，過去的研究多把焦點放在女性在勞動參與及政治參與這兩個面向上的處

境，這些討論固然豐富，但是卻忽視了女性在教育及公共衛生方面，也會因

為自然資源而受到不利的待遇。因此，本節將在理論上探討，自然資源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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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如何在解釋了女性的勞動與政治參與率低以外，也能夠解釋她們在兩個

重要人力發展指標上的不利處境。

參、自然資源對女性的公共衛生與教育條件之影響

本文認為，自然資源對於性別平等的影響不僅存在，而且範圍更廣：性

別資源詛咒也同時存在於培養女性人力資本上，這體現在與自然資源貧乏的

國家相比，女性在資源豐富的國家中，可能有較低的人均醫療支出、較高的

傳染病罹患率，以及較低的初等教育入學率和完成率上。5

能夠以自然資源做為多數收益的國家有一個政策特徵：政府對人力資本

的投資意願不高（Gylfason, 2001; de Soysa and Gizelis, 2013; Hong, 2017; Zhan 

et al., 2015）。國家的所有活動基礎，如支付公務體系薪水、投注基礎建設、

發展國防等，都需要政府收益（government revenue）支付，而政府收益的來

源通常有兩種：一個是自然資本—藉由挖掘或開採資源後出售取得；另一

個則是人力資本—藉由對人力資本的經濟活動課稅取得。如果國家依賴自

然資源且資源可以為國家帶來可觀的收益，其後果就是政府會用它取代向人

民經濟活動課稅做為政府收益的主要管道。因此，若自然資源能夠做為主要

的國家財政來源，政府運作或是國家基礎建設將不需要憑藉全力發展人力資

本便可以維持。反觀，在資源相對貧瘠的國家，由於部分甚至完全欠缺自然

資源挹注國家財政，因此維持人力資本便成為政府施政的目標，並以此維繫

國家收益來源。

再者，對自然資源不足的國家來說，維持一個可以從中徵得稅收的人力

資本，不僅需要滿足對「量」—有足夠的人數進行經濟活動以確保甚至擴

大稅收的基礎—的需求，也需要滿足對「質」—一個「健康」及「受過

教育」的人力資本—的期待。在這些資源貧瘠的國家之中，對後者的投資

變得相當普遍而且重要，這除了可以從學者的研究中發現，自然資源和傳染

5  儘管在 Ross（2008: 107）中也提到：「石油生產……降低女性在勞動力的存在……有深層
的社會後果：它導致較高的生育率、少女受到的教育較少，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影響力較

低。」但是他並沒有解釋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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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嬰幼兒死亡率（de Soysa and Gizelis, 2013; Makhlouf et al., 2017）及教育

支出（Cockx and Francken, 2016; Hong, 2017）之間分別存在著負向關係，也

可以從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數據中看出，能夠

有效根除瘧疾的國家，多屬於自然資源收益佔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比例較低的國家（請參考表 1）。

表 1：1955–2015年瘧疾根除國家及其自然資源租金佔 GDP比例

1955–1972 1972–1987 2007–2015 2014–2015

根除 ✓ ✓ ✓
零案例 ✓

平均資源租金

0.00–5.00% 6 5 3 7

5.01–10.00% 1 0 0 1

10.01–15.00% 0 0 0 1

15.01–20.00% 0 0 0 1

20.01%以上 0 1 2 2

N/A 9 2 0 1

總計 16 8 5 13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The World Bank（2017）及WHO（2016）自行製表。
備註： 各期別是由WHO（2016: 4–5, Table 1）定義，平均資源租金是依據根除或是零通報案

例的時期計算。沒有任何國家在 1987至 2007年之間被WHO通告為瘧疾根除國家。
國家必須連續三年零通報案例，才能被列為瘧疾根除國家。N/A代表沒有資料。

反觀經濟結構集中於自然資源、需要人力進行挖掘與開採的國家，投注

人力資本對於國家可能沒有太大的意義，或是僅以能維持足夠的作業人力健

康及基本教育為限，這是因為與服務業等第三級產業相比，鑽探開採產業所

需的教育訓練可能相對較低。另，實證結果也證實，在開採自然資源的區

域，衛生環境條件通常較差。例如在實際調查的案例中發現，印尼與緬甸這

兩個資源豐富的國家幾乎包辦了東南亞地區所有的瘧疾病例（WHO, 2016: 

Appendix 2）；巴西、委內瑞拉與法屬圭亞那的瘧疾病例也幾乎都是在亞馬遜

金礦區中被發現（Douine et al., 2017; Eisler, 2003; Nobrega, 2014; de Oliv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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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3）。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礦業人力需求又以男性為絕大多數，6因

此，政府可能以提供基礎教育及改善衛生條件的方式，優先投資可以開採自

然資源的男性人力資本，以確保資源持續開採，在這樣的情形下，自然資源

除了限制了女性參與勞動的機會，同時也降低了女性受教育的機會與衛生條

件。我們可以在圖 1–1及 1–2中分別看到，女性中學入學率（佔總數的百分

比；school enrollment, secondary, female, % gross）及中學畢業率（相關年齡群

體所佔比例；lower secondary completion rate, female, % of relevant age group） 

（詳第肆節對此兩變數的解釋）和自然資源租金之間的負向關係，亦即：當

國家的自然資源租金愈高，則前述兩個女性教育指標就愈差。

縱使國家在開採業的男性人力資本不足，但受限於產業勞動力的先天結

構及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意願不高等因素，政府也可能不會藉由促進教育水準

與改善醫療條件等方式投注女性人力資本以彌補人力短缺。相對的，藉由移

工彌補人力上的缺口（Zhan et al., 2015），反而成為一個最快與最經濟的選

項。對於在其他國家或區域的男性來說，資源熱潮（resource boom）是一個

可以立即改善家庭經濟的作法，因此他們也有意願離鄉背井到他地工作。例

如在南非的案例中，男性會因為更高的薪資到採礦產業工作，配偶或是母親

則成為原家計單位的主事者（Dlamini, 2016）。接納移工的當地政府僅需以

教育條件限制移工的資格及負擔最低的醫療成本的方式，就能夠將對人力資

本的投資轉嫁到移工母國，這也可能間接促使當地政府更無意投資與改善女

性人力資本。

最後，或許是因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以及國際產業分工的關係

（Hausmann and Rigobon, 2002; Hidalgo et al., 2007; Iqbal, 2015; Noh, 2017），7

6  例如根據美國勞工部勞動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的數據顯示， 跟其他行業相比，2016年美國採礦、採石與石油及天然氣鑽探業（mining, 
quarrying, and oil and gas extraction）的女性勞動參與比例最低，僅有 13.4%，其中採煤業更
僅有 4.0%（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7）。澳洲也有類似的現象，女性 2016–17年在採礦
（mining）和建設業（construction）的參與比例分別只有 16.1%和 16.9%（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gency, 2017: 14），也是所有產業最低及次低。
7  例如在 Noh（2017）的研究中，馬來西亞之所以可以成功地產業多樣化而不過度依賴自然
資源經濟，也是出於路徑依賴：依賴過去國家持續進行的產業多樣化。因此，縱使馬來西

亞最早在 1911年就發現石油，國家仍得以根據過去的發展策略避免了對自然資源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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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自然資源租金與女性中等教育入學率的關係，1970–2017年

圖 1–2：自然資源租金與女性中等教育畢業率的關係，1970–2017年
資料來源： The World Bank（2017）；入學率、畢業率與自然資源租金以這段期間的平均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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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出於執政者自己的意願，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通常欠缺將國內產業多樣

化（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的動機。學者過去的研究均已經證實，資源豐富

的國家一旦進行產業多樣化，就有可能避免原物料價格漲跌對國內經濟帶來

過大的衝擊（Deaton, 1999; Bayramov and Orujova, 2017），然而，產業多樣

化的政治後果是可能對執政者的政治生命帶來巨大的影響（Dunning, 2005; 

Guliyev, 2013）。8在性別議題上，我們也可以推論，當產業多樣化以後，女

性就有更多機會投入到不屬勞力密集開採業的其他行業或部門之中，這會推

升政府重視女性教育與衛生的水準，以求維持一個健康且教育程度高的女性

勞動力素質。然而，當國家抗拒多樣化時，對性別的影響就如前述。

綜上所述，作者認為在資源豐富的國家之中，對自然資源部門的高度依

賴，會使得政府優先重視男性勞動力的素質，而非同時注重男女人力資本的

培養。再者，男性勞動力的不足會以引進移工的方式彌補，而非加強女性人

力資本上的投資。最後，資源豐富的國家傾向產業集中的經濟結構，也不利

女性改善衛生與教育條件以提升素質。上述的論點，使得本文發展兩個核心

假設如下：

H1：當國家愈依賴自然資源時，女性的衛生條件就愈低； （1）

H2：當國家愈依賴自然資源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就愈低。 （2）

肆、計量經濟模型

為了檢驗上述假設，亦即自然資源是否不利女性的衛生與教育條件，本

文以大樣本數（large-n studies）的方式為之，因此將建構計量經濟學的模型

檢驗。在本節中，本文將依次介紹變數（包含來源及測量方式）與計量經濟

學的模型選擇。變數的選擇考量了數據可得性（data availability）和完整性，

8  這個說法的立基點在於：政治人物如果將產業集中在自然資源，則他們可以比較不受限制
地運用資源收益，並以社會支出的方式鞏固人民對政權的支持度，因為資源收益並非向人

民課稅而來，而是一種非勞動所得（unearned income）。如果產業多樣化，後果就可能是稅
收佔政府收益的比例提高，人民也會因此提高對政府的課責性（accountability），如檢視被徵
收的稅金是否妥善運用在公共支出上等施政結果（Levi, 1989; Ross, 2001; Wigley, 2017）。



47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避免遺漏值過多導致估計偏誤的發生。

一、變數

㈠自變數：人均自然資源租金
本文的自變數為自然資源租金總額（佔 GDP的百分比；total natural 

resources rents, % of GDP），9數據來自 The World Bank（2017）。所謂的自然

資源租金，是指資源商品價格與平均生產成本之間的差異，資源包含了天然

氣、石油、煤礦、金屬礦與森林等多種可再生與不可再生資源。由於在一般

正常經濟活動下，經濟行為者的供給會持續提高至經濟獲益變零為止，但是

自然資源提供的租金，可以確保高於生產成本。由於租金就等於現金，因此

多數國家若是用租金來支撐當前的消費，而不是投入到新的資本中，等於就

是在寅吃卯糧（The World Bank, 2017）。

與前述研究不一樣之處在於，目前多數研究認為石油與天然氣等化石燃

料對多數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發展確實有負面影響（Ross, 2015: 241–242），

甚至因此有「石油詛咒」（oil curse）的說法（Ross, 2013）。10儘管有學者認

為石油與天然氣佔了世界資源交易的九成以上（de Soysa and Gizelis, 2013），

因而多以石油做為驗證資源詛咒中自然資源的代理變數，但本文認為，資源

詛咒的討論應該指稱所有的自然資源，故本文以此指標為自變數。

在操作上，由於資料庫中並沒有人均自然資源租金此一變數，因此本文

是將自然資源租金佔 GDP的比例乘以 GDP後再除以人口得出，而後面兩個

數值也都是來自 The World Bank（2017）：

人均自然資源租金=自然資源租金總額百分比× GDP
（3）

總人口數

9   變數數據如果來自 The World Bank（2017），變數名稱一律以該銀行提供的中文譯名為準
（世界銀行，2017）。又，本文採用的數據，是 The World Bank（2017）更新到 2017年 12
月 22日止的數據。

10   以單一自然資源探討者也有如「煤詛咒」（curse of coal）者，例如 Frantál and Nováková
（2014）藉由檢驗捷克產煤區的生活品質、健康與勞動市場等幾個指標，發現了煤的負面
影響，因此稱為煤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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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於人均資源租金的差距很大，從 0元（如馬紹爾群島、冰島或

是列支敦斯登等）至 200萬元以上（如卡達與科威特等）都有，範圍過大造

成一單位的自變數對依變數的變動影響過小，因此本文統一以 10萬元為單

位，使係數變大但不影響標準誤與 z值，以便於解釋結果。

㈡依變數
作者在衛生與教育這兩個項目上，分別選擇了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女性

（歲；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female, years）、存活至 65歲的女性（佔同層人群

比例；survival to age 65, female, % of cohort）、女性中學入學率（佔總數的百

分比；school enrollment, secondary, female, % gross），以及女性中學畢業率（相

關年齡群體所佔比例；lower secondary completion rate, female, % of relevant 

age group）等指標，資料都是來自 The World Bank（2017）。11

預期壽命基本上可謂是國家投資醫療衛生在人力上的一個實際結果。國

家必須透過完整的醫療體系、經濟發展、教育等總體國家環境的改善才能提

高預期壽命。在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中，預期壽

命是重要的構成部分（UNDP, 2016），學者們也發現自然資源會導致預期壽

命下降（Cotet and Tsui, 2013; Vidyasagar, 2005）。作者預期因為資源豐富的國

家對人力投資意願的低落，會導致女性預期壽命減少。存活率也有類似的意

義（UNDP, 2007），因此以預期壽命和存活比例做為衛生指標應屬適切。

作者選擇女性中學入學率與畢業率，而非初等或是高等教育的理由有

二：1.中等教育被應用在討論如何影響經濟成長上，已經有一定的實踐（Gyl-

fason, 2001; Stijns, 2006）；2.再者，中等教育做為初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銜

接，Assaad et al.（2014）和 Lopez-Acevedo and Salinas（2000）認為政府與

家庭對於子女是否能完成中等教育影響較大，這符合在上一節中提到政府可

能欠缺投資人力資本的意願的說法，以及 Ross（2008）認為家庭的非勞動

所得會影響女性地位的見解。因此以中等教育指標檢驗比其他層次較為有意

11   儘管 The World Bank（2017）的數據是從 1960年開始蒐集，但教育指標則是 1970年開始
才有的，因此本文指稱的教育指標，都是以 1970–2017年為主。對於數據的解釋，作者感
謝審查人悉心閱讀本文與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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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12至於入學率，是指根據法定學齡在學的女性兒童佔所有應該入學的法

定在學學齡兒童的比例；而畢業率則是指最後一年的女性學生人數除以當年

入學時的女性學生人數，但排除重複就讀者（The World Bank, 2017）。

此外，本文也檢視了女性與男性在前述四個指標的差異。因為若依照前

述第參節的推論，我們或許可以預期，由於國家以投資男性衛生與教育條件

為優先，所以當國家愈依賴自然資源時，愈會擴大男性原先優於女性的衛生

或是教育條件，並且（或是）會縮小原先落後女性的衛生或是教育條件。在

操作上，本文分別將女性的四個指標減掉男性的四個指標之數值，得出女男

「預期壽命差異」、「存活率差異」、「中學畢業率差異」以及「中學入學率差異」

等四個變數，且前兩者採取對數處理。若在「國家－年」（country-year）的

觀察值中相減後的數值為正數，則代表女性指標優於或是高於男性；若是相

減後的數值為負數，則代表女性的指標劣於或是低於男性。根據本文在上一

節提出的理論，作者預期，本文的自變數數值會與女男差異的關係呈現負相

關；這意味著當自變數數值增加時，女性優於男性的差異會縮小，而女性劣

於男性的差異會擴大。

㈢控制變數
本文在參考了第貳節文獻中應用計量模型的文獻以後，依據作者們普遍

使用的控制變數，13選擇了政治體制、人均 GDP（現價美元；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及其平方、女性 15–64歲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popula-

tion ages 15–64, female, % of total）、貿易額（佔國民生產總值比例；trade, % 

of GDP）和地理區域做為本文的控制變數。14各變數的操作與來源分別描述

12   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以中學入學率與畢業率為依變數，也是基於聯合國（United Nations, 
2014）「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聯合國官方中文稱為「可
持續發展目標」）中所稱，要確保所有的男女學子都完成免費的、公平的以及高品質的中

學教育（目標四）。

13   主要是 Kang（2009）、Liou and Musgrave（2016）、Majbouri（2017）、Ross（2008）、Sim-
mons（2016）。

14   作者同意影響衛生與教育這兩個依變數的變數不應該僅限於本文中選定者，文化或是 Ross
（2008）文中欲反駁的宗教因素也應該考慮進去。然而，本文的主要解釋對象是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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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首先，在政治體制部分，作者應用了政體四（Polity IV）此一資料庫測量

一國的民主程度（Marshall et al., 2017）。政體四是一個測量從 1800年開始人

口規模大於 50萬的國家年度政治表現的資料庫，其中各國都有威權與民主這

兩個面向的評價，評價的方式則是根據它們在行政與立法中的競爭、限制與

開放程度計分，分數都是由 0（最威權╱最不民主）至 10分（最不威權╱

最民主）計算（Marshall et al., 2017: 13–16）。資料庫進一步以民主評價分數

減掉威權評價分數以後，得出一個介於±10之間，共 21分的質性次序尺度

（ordinal scale）。在這個尺度中，−10代表國家最不民主，+10則是最民主。

人均所得及其平方是從 The World Bank（2017）的數據而來，採取的是

The World Bank（2017）中的人均 GDP（現價美元），並取對數得出。本文

預期人均所得的提升應該可以促進女性的公共衛生與教育發展。在所得平方

的部分，Mammen and Paxson（2000）及 Ross（2008）提到，所得平方可以

捕捉到人均所得提升以後對於女性所得（鼓勵女性勞動參與）與非勞動家計

所得（遏止女性勞動參與）的 U型（U-shaped）影響。本文亦認為，這可以

同時解釋所得上升以後，對於衛生與教育條件的改善及限制。

女性 15–64歲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來源亦為 The World Bank

（2017）。這是指女性在 15–64歲的人口佔女性總人口數的比例，並預期可以

工作年齡的人口比例愈高，衛生與教育條件愈好。

本文以貿易額佔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做為測量經濟多樣化程度的變數。學

者認為兩者有一定程度的正相關性（Caselli et al., 2015; Makhlouf et al., 2015），

通常貿易額佔國民生產總值比例愈高，經濟多樣化程度就愈高。如果如前述

經濟多樣性可以改善女性的衛生與教育條件，則我們可以期待這兩者之間的

正相關性。貿易額是以國家進出口財貨與勞務佔 GDP的比例衡量，資料來

自 The World Bank（2017）。

   對女性公共衛生與教育條件的影響，而現實面中計量模型也不可能涵蓋所有影響到依變數
的因素。最後，Clarke（2012）與 Clarke et al.（2018）也主張盡可能地涵蓋所有的變數在
模型之中，並不盡然會降低「遺漏變數偏誤」（omitted variable bias）並因此減少係數的變
異性（variance of coeffic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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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地理區域的界定上，作者根據「戰爭相關項目」（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17）對各國的編碼代號區分各地理區。該資料庫根據各地理

區依次編號，在 001–199範圍內者為美洲國家、200–399為歐洲國家、400–

599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600–699為中東與北非地區國家、700–899為亞

洲國家、900以上則為大洋洲國家等；每一個國家有一個專屬的編號，例如

美國為 2，英國為 200，臺灣為 713等。若屬該地理區域國家者則編碼為 1，

否則為 0。

二、計量經濟模型

本文的大樣本資料結構為多國多年型態，因此，計量經濟學中的縱橫方

法—時間序列橫斷面（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方法適合檢視本文的數

據。為了避免模型中如果變數數據為同一年，則有可能出現自變數或控制變

數與依變數之間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endogenity），或是依變數反而對這

兩者產生影響的相反因果（reverse causality）（Bellemare et al., 2017），故在

自變數與控制變數上全部設定了一年的延遲，也就是以前一年的數據檢視隔

年對女性衛生與教育的影響。

在縱橫方法中，本文以隨機效果模型（random effects, RE model）做為計

量經濟模型。選擇隨機效果模型的理由在於：1.隨機效果適合應用在處理不

變的數據上，而本文的地區虛擬變數為不變：國家不會改變其地理區域屬性；

2.在反駁Ross（2008）的文章時，Groh and Rothschild（2012: 81–82）認為隨機

效果可以把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反映在自變數的係數中，但是Ross（2008） 

應用的首差固定效果（first-differenced fixed-effects）模型僅會把這個效果呈現

在截距項（intercept, αi）上，因此看不出差異；3.應用 Groh and Rothschild

（2012）的模型而非Ross（2008）建議者，也避免了選擇模型時的偏誤（selec-

tion bias）；4.在方法論上，近來的實證也顯示做為多層次模型，隨機模型在

處理分析單位之間與之內的效果上較好，且「時間不變的過程（指變數）會

對隨時間改變的變數產生效果，在FE模型中這會消失」（Bell et al., 2019; Bell 

and Jones, 2015: 139；括弧內文字為作者所加）；5.最後，在 Breusch-Pagan

拉式乘數檢定（Breusch-Pagan Lagrange Multiplier, LM）的結果下（Bre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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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agan, 1980），對四個依變數的檢測結果均拒絕了分析單位之間沒有顯著

差異性的假設，因此 RE模型顯然適合。15

本文的基本模型如下：

Yi , t =αi +∑n
x=1 βXi , t−1+ εit （4）

在此之中，Y是指所有的依變數；i , t分別是國家與時間；α代表的是常

數或是截距項，意指當所有自變數與控制變數為零時，依變數的數值；X則

是本文的自變數與控制變數。最後，εit = μi + λt + νit是誤差項，μi涵蓋了本文

沒有觀察到的個別效應，λt是沒有觀察到的時間效應，νit則是誤差值的干擾

項。

伍、統計結果與討論

一、描述與實證統計結果

本文所有變數的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請參考表 2，16統計結

果則請參考表 3等表格。17

15   Breusch-Pagan拉式乘數檢定的檢定結果呈現在表 3。
16   描述統計的呈報方式為：量性變數與政治體制一律呈現平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
與觀察值；地理區域的虛擬二元變數則呈報各地理區域涵蓋的國家—年（country-year）數
值。再者，本文以政體四此一變數做為刪除遺漏值的標準，儘管政體四沒有人口規模小於

50萬的國家與政治實體的政治表現分數，但是其評分穩定不中斷。至於世界銀行的數據由
各個會員國主動呈報，因此反而可能會有會員國或是政治實體沒有按照年度申報的現象，

例如北韓僅在 2009年時呈報了女性中學畢業率的數據，而澳大利亞甚至沒有這方面的觀
察值。相對的，政體四是由體系和平中心及其學者評價各國的政治表現，因此一旦開始評

價國家的政治表現以後，除非國家消失（如南斯拉夫、東西德與蘇聯），否則不會有中斷

呈報數據的問題，例如前述國家的政治表現分數在這段期間依舊有政治體制表現的分數，

這使得本文在依據政體四刪除數據以後，可以得到最多為 8,189筆的觀察值。對於增刪觀
察值標準的補充，作者感謝審查人的建議。

17   在進行統計分析前，作者檢驗了資料結構中是否有自我迴歸（autocorrelation, AR(1)）的問
題（Drukker, 2003; Wooldridge, 2010: 282–283）。結果顯示資料有自我迴歸的問題，因此呈
報的統計結果都已經處理了自我迴歸。在本文應用的統計軟體（StataCorp, 2017）中，處理
自我迴歸的指令為：xtregar dep inv1 inv2 inv3 . . . , re lbi，自我迴歸的檢測結果均呈現在表3。
又，lbi在此呈報了 Baltagi and Wu（1999）的局部最佳不變（locally best invariant, LBI）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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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描述統計表

變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觀察數

女性預期壽命 65.403 12.378 22.394 87.140 8,022
女性存活至 65歲（%） 67.314 18.290 6.464  94.320 8,017
女性中學畢業率 58.286 33.998 0.133 207.844 2,721
女性中學入學率 62.055 36.819 0 175.221 4,549
女男預期壽命差異 1.373 0.607 −4.423 2.709 7,978
女男存活率差異 2.052 0.593 −3.163 3.511 7,938
女男中學入學率差異 −2.411 9.089 −47.434 48.276 4,549
女男中學畢業率差異 −1.073 8.700 −44.889 35.588 2,721
人均自然資源租金 0.425 1.740 0 31.085 6,250
人均自然資源損耗 0.197 0.753 0 16.292 5,661
人均石油資源租金 0.434 1.823 0 30.666 5,261
人均非石油資源租金 0.106 0.350 0 7.278 5,261
政治體制 0.914 7.415 −10.000 10.000 8,189
人均所得 7.370 1.681 3.625 11.689 7,291
人均所得平方 57.140 25.889 13.139 136.627 7,291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58.320 6.332 46.526 74.280 8,175
貿易額 72.600 48.101 0.021 531.737 7,082

地理區 數值 地理區 數值 8,189
美洲 1,458 中東與北非 1,048
歐洲 1,732 亞洲 1,280
撒哈拉以南非洲 2,430 大洋洲 241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表 2的描述統計擇要解釋如下：在所有的樣本數中，人均自然資源租金

最高的國家，都是中東地區的產油國，如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等國

家；最低者（0元）則是蘇丹、以色列，或是島國如新加坡、模里西斯等國。

女性預期壽命最低的幾個國家除了柬埔寨以外，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

如馬利、盧安達或是獅子山等。日本、歐洲等國如法國、西班牙等都屬於女

   定統計量，用以檢視自我迴歸，並修正了原先在 Bhargava et al.（1982）同樣做為檢視自我
迴歸的 Durbin-Waston統計檢定。本文也在附錄中探討了各種不同人均自然資源租金的描
述統計，並且初步解釋各種不同人均自然資源租金在國家之間的分布情勢，以及各種人均

自然資源租金之間的相關性。對於此點的觀察，作者感謝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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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預期壽命最高者。日本在 2016年女性預期壽命達到 87.14歲為最高，柬埔

寨在 1977年最低，僅有 22.39歲。存活至 65歲的女性（佔同層人群比例）

部分，歐洲、日本等國都可以達到 90%以上的水準，幾個不到 20%的國家，則

屬於1960–70年代的柬埔寨、馬利，或是1990年代中遭遇種族滅絕的盧安達。

在教育水準方面，女性中學入學率最高的幾個國家依舊屬於歐洲先進國

家，如比利時、瑞典等國。而或許因為資料不足的關係，阿曼在 1971–72年

以及阿富汗在 2001年的女性中學入學率為零。同樣的，阿曼、尼日或是蒲

隆地等多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畢業率在某些年度之中不到 10%；在某些

年度之中，阿爾及利亞（2012）、蒙古（1996）等開發中國家的畢業率則與

歐洲國家相同，白俄羅斯在 2009年甚至達到 207.84%。

然而，本文的各變數觀察值也有相當大的差異，例如女性預期壽命一共

有8,022筆觀察值，但是女性中學畢業率則僅有 2,721筆，入學率也僅有4,549

筆。從數據本身來看，遺漏值較多的幾個變數，都是因為數據蒐集多是在 1970

年以後才開始，以及國家並未逐年呈報數據。例如 The World Bank（2017）

在 1970年以後才呈報教育方面的數據，使教育方面的數值約短少 10年，相

當比例的國家沒有呈報教育方面的數據也是另一個因素，例如安哥拉與辛巴

威等國僅有 3年的數據、泰國 6年，幾個大國或先進國家如澳洲、美國與巴

西等則並未呈報；韓國有 30年的數據，多哥與委內瑞拉甚至從 1970年以來

持續呈報數據，但英國僅有一筆，奧地利甚至沒有類似的數據。同樣的情形

也發生在女性中學入學率之中，例如安哥拉僅有 13年的數據、中非 22年、

葛摩 11年等。儘管部分先進國家如芬蘭、法國的數據近乎年年呈報，但新

加坡則僅有 1年、美國 32年等。至於數據次少的人均自然資源租金以及損

耗也有類似的情形，例如人均自然資源損耗中，除了也是從 1970年才開始

蒐集數據以外，利比亞僅有 10年的數據、海地 21年、吉布地 15年等。

接下來，本文依次討論統計結果（表 3）。首先，人均自然資源租金對於

四個自變數：女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存活至 65歲的女性比、女性中學畢

業率及女性中學入學率，都有負面的影響，且除了畢業率（為 90%的信心水

準）以外，所有的統計結果皆達到至少 95%的信心水準。在女性出生時的預

期壽命上，人均自然資源租金每增加一個單位（100,000美元），在其他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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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人均自然資源租金與女性衛生及教育指標統計結果，1960–2017年

（1）
預期壽命

（2）
存活至 65歲

（3）
中學畢業率

（4）
中學入學率

人均自然資源租金 −0.0431***
(−3.51)

−0.0504**
(−2.71)

−0.320
(−1.82)

−0.283**
(−2.77)

政治體制 0.0133***
(3.41)

0.0165**
(2.79)

0.263***
(3.43)

0.0892**
(2.62)

人均所得 1.509***
(7.35)

2.680***
(8.60)

11.67***
(3.64)

6.715***
(3.90)

人均所得平方 −0.0405
(−2.87)

−0.0944***
(−4.41)

−0.326
(−1.58)

−0.0914
(−0.81)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0.374***
(21.42)

0.551***
(20.90)

2.273***
(15.07)

1.972***
(17.38)

貿易額 0.00324***
(5.95)

0.00534***
(6.47)

0.00541
(0.49)

0.0176**
(3.06)

美洲 0.876
(0.42)

1.576
(0.51)

4.402
(0.51)

−1.367
(−0.21)

歐洲 4.598*
(2.25)

8.259**
(2.75)

9.756
(1.13)

9.149
(1.44)

撒哈拉以南非洲 −11.31***
(−5.58)

−16.11***
(−5.41)

−6.586
(−0.77)

−23.59***
(−3.72)

中東與北非 −1.115
(−0.52)

0.878
(0.28)

4.307
(0.49)

−6.761
(−1.01)

亞洲 −2.474
(−1.18)

−2.844
(−0.92)

11.93
(1.36)

−5.260
(−0.80)

常數項（截距項） 38.87***
(16.94)

25.59***
(7.52)

−150.8***
(−9.20)

−96.07***
(−9.02)

觀察值 6,009 6,009 2,516 4,109

國家數 164 164 154 159
Wald χ2 1,913.68*** 1,849.04*** 1,247.87*** 1,913.68***
R-square (within) 0.4838 0.4452 0.5851 0.6301
R-square (between) 0.8321 0.8337 0.7945 0.8250
AR(1)檢定 1,337.002*** 2,758.056*** 1.530 595.699***
Breusch-Pagan LM 30,198.58*** 32,741.25*** 8,121.39*** 17,568.54***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AR(1)檢定顯示是否可以拒絕不存在自我迴歸的虛無假設；Breusch-Pagan 
LM檢定顯示是否可以拒絕分析單位之間沒有顯著差異性的虛無假設；*p< 0.05, **p< 0.01, 
***p<0.001；大洋洲為比較基礎，故沒有呈現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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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不變的情形下，預期壽命減少 0.0431歲。女性存活至 65歲的比例，在

相同的條件下則減少 0.050個百分點，且這兩個跟衛生相關的統計結果均達

到至少 99%的顯著水準。

至於兩個與教育有關的指標：女性中學畢業率和入學率，與自然資源租

金也有類似的負相關性。如果人均自然資源租金增加一個單位，則女性中學

畢業率下降 0.320，入學率則下降 0.283個百分點。這兩個結果也是在維持其

他變數不變時得到，而統計顯著水準分別是 90%（畢業率）與 99%（入學

率）。這裡的一個重要影響是，人均資源租金上升以後，不僅使得畢業率與

入學率下降，且我們可以發現無法完成中學的人數增加，導致畢業率的下降

率比入學率的下降率更高。

從上述的統計結果我們發現，國家的經濟結構愈是仰賴自然資源租金，

則如同第參節指出的，對女性的醫療衛生與教育投入就愈少，因此導致女性

預期壽命減少、存活至 65歲的比例下降，且在中學的畢業率與入學率的表現

上都比較差。這些結果不僅支持了 Ross（2008）所稱自然資源對女性的發展

有負面影響，還有兩個意涵：1.首先，Ross（2008）與其他學者的檢視有一

定程度集中在石油與天然氣這兩個自然資源上，本文在此的結果顯示，所有

的自然資源對於女性發展都有負面影響；2.再者，Ross（2008）所稱的影響

事實上更為全面，自然資源不僅導致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以及在行政與立法部

門中的席次比例下降，也減少了女性的預期壽命和中學畢業率與入學率。儘

管女性壽命減少或是存活至 65歲的比例下降，以及無法進入或是完成中學

的後果對於女性發展或是總體國家的影響仍需要進一步討論，但是可以預期

這將帶來不利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依次檢視控制變數。首先，在政治體制部分，當國家的政治

體制愈民主，則女性的預期壽命與存活至65歲的比例會升高，分別增加0.0133

歲及 0.0165個百分點。至於畢業率與入學率則是在維持其他變數值固定的情

形下，分別增長 0.263與 0.0892個百分點。上述的統計結果不僅達到至少

99%的信心顯著水準，也與先前發現民主能促進女性健康與教育的研究有一

致的見解（Brown, 2004; Safaei, 2009）。

三個經濟相關變數：人均所得及其平方與貿易額對於四個依變數都有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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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結果。當人均所得改善時，每增加一個單位（logged），則女性預期壽命

增加 1.509歲，存活至 65歲的比例增加 2.680個百分點，入學率與畢業率分

別上升 6.715與 11.67個百分點。人均所得平方如同變數描述所稱，非勞動

所得抑制了這四個指數的增長。而儘管人均所得四個係數的統計顯著水準都

達到了 99.9%以上，人均所得平方在統計上則僅對於存活至 65歲的比例及

畢業率有意義（至少為 95%的信心水準）。至於經濟的多樣化部分，在控制

其他變數不變的情形下，除了對畢業率的影響以外，其他三個統計結果都達

到了 99.9%的顯著水準；這顯示經濟結構多樣化事實上對於促進女性的醫療

衛生與教育條件是有助益的。

至於女性 15–64歲的人口比例上，當比例每增加一個單位，預期壽命與

存活比例分別可以增加 0.374歲及 0.551個百分點，畢業率與入學率則是增

加 2.273與 1.972個百分點，且四個係數都達到 99.9%的顯著水準。

最後，在地理區域的差異上，以大洋洲國家做為基準（baseline），我們可

以發現美洲國家與歐洲國家對四個指數的影響約略一致，大致上呈現正相

關；非洲國家則是一致性的負相關；中東與北非地區及亞洲則是有正反不一

的現象。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各區域不同的發展程度對於女性衛生與

教育條件帶來的影響。歐洲因為總體發展狀況相對較其他區域好，因此促進

了四個指數的增長；其次則是美洲。非洲多數國家因為仍處在發展中甚至是

低度發展，對女性的衛生與教育條件影響也較大。中東與亞洲地區則呈現不

一致的現象，這也與區域內的狀況類似。然而在顯著度上，僅有歐洲與撒哈

拉以南非洲對於預期壽命和存活至65歲的比例，以及非洲對於中學入學率，

在維持其他變數不變的情形下，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至少是 95%）。因

此，區域對於女性的影響可能遠不及各國本身內部條件的影響。

女男指標的差異統計結果請參考表 4。在表中我們可以見到，儘管四個

指標在本文中並未達到統計顯著程度（但是預期壽命達到 90%的信心水準：

P> | z |=0.073），不論是女男在衛生或是教育方面的指標差異，都與人均自然

資源租金呈現負相關。舉例來說，當人均自然資源租金每增加一個單位，在

其他變數維持不變的情形之下，女男預期壽命差異會減少 0.00621歲。這意味

著女性預期壽命若高於男性，則差異會隨著人均自然資源租金增加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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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人均自然資源租金與女男健康及衛生指標的差異，1960–2017年

（1）
預期壽命

差異

（2）
存活率

差異

（3）
中學畢業率

差異

（4）
中學入學率

差異

人均自然資源租金 −0.00621
(−1.79)

−0.00383
(−1.07)

−0.0176
(−0.22)

−0.0713
(−1.08)

政治體制 −0.00404***
(−4.44)

−0.00318***
(−3.48)

0.164***
(5.94)

0.0825***
(4.12)

人均所得 0.616***
(21.00)

1.008***
(34.49)

4.361***
(4.83)

0.499
(0.83)

人均所得平方 −0.0385***
(−21.10)

−0.0685***
(−37.66)

−0.311***
(−5.47)

−0.0235
(−0.64)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0.0112***
(8.45)

0.0102***
(7.66)

0.743***
(20.20)

0.660***
(23.47)

貿易額 0.000121
(0.77)

−0.000190
(−1.21)

−0.00455
(−0.96)

0.00607
(1.60)

美洲 0.270
(1.31)

0.145
(0.64)

4.481
(1.31)

6.353*
(2.17)

歐洲 0.472*
(2.35)

0.536*
(2.42)

−1.864
(−0.55)

−0.990
(−0.35)

撒哈拉以南非洲 −0.212
(−1.06)

−0.201
(−0.92)

−0.0856
(−0.03)

0.648
(0.23)

中東與北非 −0.234
(−1.10)

−0.265
(−1.14)

−1.864
(−0.54)

−3.321
(−1.11)

亞洲 −0.0903
(−0.44)

−0.109
(−0.48)

−2.221
(−0.65)

−1.559
(−0.53)

常數項（截距項） −1.653***
(−7.39)

−2.073***
(−8.62)

−59.59***
(−11.90)

−45.17***
(−12.41)

觀察值 5,992 5,958 2,516 4,109

國家數 164 164 154 159
Wald χ2 771.67*** 1,827.83*** 842.94*** 1,266.40***
R-square (within) 0.0997 0.2306 0.2356 0.2260
R-square (between) 0.4365 0.3627 0.4149 0.4157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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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女性低於男性，則差異會隨著人均自然資源租金增加而擴大。這與本文在

第參節中所稱，愈是依賴自然資源的國家愈可能投注資源在男性健康上的論

證一致，且這個觀察也適用在其他三個差異指標上。

然而，表 4的統計結果與表 3相比，有個顯著的差異，就是人均自然資

源租金對女性的影響儘管符合預期，在統計上卻多數沒有達到信心水準。儘

管不及 Ross（2008）般穩健，但是從本文的資料結構與全球趨勢來看，本文

認為，這可能意味著在檢視女男差異時，我們仍需考慮其他因素。舉例來說，

相較於本文提出的，藉由改善礦區的男性勞動條件及其健康，英國反而以關

閉煤礦及減少其他容易造成職業傷害的工作數量來改善男性健康條件，這促

使了男女預期壽命的差距縮小，而男女預期壽命差異縮小者也普遍出現在中

高所得國家之中，不論其自然資源是否豐富（Kontis et al., 2017; Telegraph 

Reporters, 2017）。再者，本文教育方面的數據相對缺乏（請參考表 2），在總

數應該為 8,189筆的觀察值之中，中學入學率差異僅有約 4,500筆觀察值，

中學畢業率差異更僅有三分之一不到（2,721筆），其中尚不乏先進國家沒有

呈報數據者。因此，如何藉由補足觀察值的方式使本文的統計結果可以呈現

總體女男教育指標的差異，乃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二、穩健性檢驗

在上一小節中，本文初步證實了自然資源對於女性衛生與教育條件的負

向影響。本文另外也進行穩健性檢驗（Lu and White, 2014; Plümper and Neu-

mayer, 2012），作法如下：1.將原來的自變數：人均自然資源租金替換成人均

調整後的儲蓄：自然資源損耗佔國民總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的

百分比（adjusted savings: natural resources depletion, % of GNI），並以每100,000

美元做一單位；2.將原先的依變數分別替換成女性成年人死亡率（每千名成

年女性；mortality rate, adult, female, per 1,000 female adults）與女性升學至中

學就讀百分比（progression to secondary school, female, %）；3.以人均自然資

源損耗檢視四個差異性指標；4.檢視人均石油資源租金與非石油資源租金對

於女性衛生及健康指標的影響；5.檢視執行固定效果模型的統計結果；6.檢

視女性健康與教育權是否受到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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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調整後的儲蓄：自然資源損耗佔國民總收入比例是指淨森林、能源

（包含煤、石油和天然氣）與礦產（包含錫、金、鉛、鋅、鐵、銅、鎳、銀、

鋁土礦和磷酸鹽等）損耗。這是指國家以多少的自然資源消耗換取國民收入， 

例如能源損耗是能源資源存量與剩餘蘊藏量（上限為 25年）的比例，比例的

改變意味著資源的逐漸耗盡，並導致自然資源資產價值衰退。與人均自然資

源租金相同，由於 The World Bank（2017）並未呈報人均自然資源損耗，因

此本文以自然資源損耗佔國民總收入百分比乘上國民總收入（現價美元；

GNI, current US$）並除以總人口數以後，再除以 100,000做為單位。如同人

均自然資源租金的處理方式，這也是避免原單位過大導致係數過小而不易解

釋的問題：

人均自然資源損耗=自然資源損耗佔國民總收入百分比× GNI
（5）

總人口數

統計結果請參考表 5。在替換了自變數以後，因為篇幅的關係，復以控

制變數並非本文的討論重點，因此作者將僅討論自變數對於四個依變數的影

響。18統計結果發現，人均自然資源損耗對預期壽命、存活至 65歲、中學

的畢業率與入學率的影響均如人均資源租金一般為負向影響。在不考慮其他

因素變動的情形下，每增加一單位（100,000美元）的人均資源損耗，女性

預期壽命減少 0.116歲、存活至 65歲的百分比減少 0.144個百分點、畢業率

下降 0.780、入學率則減少 0.943個百分點。除了對畢業率的影響以外，其

餘三個統計結果也達到至少 99%的信心水準。

至於女性成年人死亡率，則是指一位 15歲的女性在到達 60歲以前死亡

的機率，並以每千人為單位計算。最後，女性升學至中學就讀的百分比則是

指中學一年級新生數目與小學最後一年級學生數目的比例（但是不含重複就

讀者）。上述兩個指數也都是來自 The World Bank（2017），統計結果請參考

表 6。

替換的兩個依變數：女性成年人死亡率及女性升學中學百分比，儘管並

18   實際上經檢視過，所有的變數除了美洲對入學率的影響由正轉負以外，其餘的影響均不變
（不論其顯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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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人均自然資源損耗與女性衛生及教育指標統計結果，1960–2017年

（1）
預期壽命

（2）
存活至 65歲

（3）
中學畢業率

（4）
中學入學率

人均自然資源損耗 −0.116***
(−3.90)

−0.144**
(−3.16)

−0.780 
(−1.63)

−0.943**
(−3.44)

政治體制 0.0151***
(3.62)

0.0188**
(2.98)

0.215**
(2.60)

0.0778*
(2.12)

人均所得 1.286***
(5.73)

2.411***
(7.06)

14.06***
(3.85)

6.495*** 
(3.36)

人均所得平方 −0.0264 
(−1.75)

−0.0773***
(−3.36)

−0.456*
(−1.98)

−0.0749
(−0.60)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0.403***
(22.34)

0.594***
(21.71)

2.334***
(14.96)

2.070***
(17.29)

貿易額 0.00249***
(4.20)

0.00422***
(4.68)

0.00321
(0.27)

0.0208**
(3.22)

美洲 0.547 
(0.28)

1.018 
(0.35)

4.212
(0.48)

−1.859
(−0.29)

歐洲 4.087*
(2.12)

7.502**
(2.64)

9.136 
(1.05)

7.859
(1.24)

撒哈拉以南非洲 −10.72***
(−5.59)

−15.53***
(−5.50)

−4.929
 (−0.57)

−22.06***
(−3.48)

中東與北非 −1.157
(−0.57)

0.803 
(0.27)

3.782 
(0.42)

−6.958
(−1.05)

亞洲 −2.546 
(−1.28)

−2.960
(−1.01)

11.90
(1.35)

−6.302
(−0.96)

常數項（截距項） 38.37***
(17.07)

24.74*** 
(7.40)

−164.7***
(−9.35)

−101.0***
(−8.96)

觀察值 5,504 5,504 2,325 3,814

國家數 163 163 153 158
Wald χ2 1,888.20*** 1,826.74*** 1,200.97*** 1,437.04***
R-square (within) 0.5193 0.4815 0.5927 0.6240
R-square (between) 0.8357 0.8333 0.7871 0.8243
AR(1)檢定 1,178.087*** 2,550.916*** 1.131 578.224***
Breusch-Pagan LM 27,818.08*** 30,565.57*** 7,803.94*** 16,402.82***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AR(1)檢定顯示是否可以拒絕不存在自我迴歸的虛無假設；Breusch-Pagan 
LM檢定顯示是否可以拒絕分析單位之間沒有顯著差異性的虛無假設；*p< 0.05, **p< 0.01, 
***p<0.001；大洋洲為比較基礎，故沒有呈現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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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自然資源指標與女性衛生及教育指標統計結果，1960–2017年

（1）
成年人

死亡率

（2）
成年人

死亡率

（3）
升學至中學

就讀

（4）
升學至中學

就讀

人均自然資源租金 0.318
(1.73)

−0.0164
(−0.09)

人均自然資源損耗 0.855
(1.91)

−0.177
(−0.38)

政治體制 −0.0560
(−1.04)

−0.0862
(−1.50)

0.307***
(4.24)

0.316***
(4.37)

人均所得 −18.72***
(−6.55)

−15.98***
(−5.10)

18.95***
(6.28)

13.60***
(4.26)

人均所得平方 0.617**
(3.14)

0.454*
(2.15)

−0.998***
(−5.13)

−0.682***
(−3.38)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2.790***
(−11.73)

−3.085***
(−12.51)

0.436**
(3.10)

0.572***
(4.15)

貿易額 −0.0373***
(−4.94)

−0.0318***
(−3.84)

0.0263*
(2.55)

0.0136
(1.32)

美洲 −22.14
(−1.02)

−17.40
(−0.84)

0.531
(0.08)

−0.191
(−0.03)

歐洲 −58.87**
(−2.78)

−51.54*
(−2.55)

4.728
(0.68)

3.673
(0.53)

撒哈拉以南非洲 110.4***
(5.24)

108.5***
(5.38)

−6.157
(−0.90)

−5.908
(−0.86)

中東與北非 −24.12
(−1.08)

−22.62
(−1.06)

5.321
(0.75)

4.660
(0.66)

亞洲 6.250
(0.29)

7.573
(0.36)

7.589
(1.08)

6.487
(0.93)

常數項（截距項） 442.7***
(16.83)

443.5***
(16.84)

−29.11
(−1.97)

−13.80
(−0.91)

觀察值 5,789 5,303 2,195 2,042
國家數 164 163 149 149
Wald χ2 1,191.83*** 1,153.18*** 359.47*** 303.66***
R-square (within) 0.2436 0.2832 0.2955 0.2802
R-square (between) 0.7985 0.7841 0.5419 0.5161
AR(1)檢定 2,578.268*** 2,305.614*** 28.086*** 25.353***
Breusch-Pagan LM 27,858.98*** 26,374.72*** 5,866.41*** 4,396.39***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AR(1)檢定顯示是否可以拒絕不存在自我迴歸的虛無假設；Breusch-Pagan 
LM檢定顯示是否可以拒絕分析單位之間沒有顯著差異性的虛無假設；*p< 0.05, **p< 0.01, 
***p<0.001；大洋洲為比較基礎，故沒有呈現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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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本文中最低的統計顯著水準設定在 95%），但是均呈現

了與理論一致的相關性，亦即：在維持其他變數不變的情形下，當人均自然

資源租金或人均自然資源損耗每上升一個單位，則死亡率分別上升 0.318%

與 0.855%；升學中學百分比則分別下降 0.0164%與 0.177%。因此，藉由不

同自變數與依變數的操作，我們也可以再次證實自然資源對女性衛生與教育

的影響。

第三，本文也檢視人均自然資源損耗對四個差異性指標的影響，結果請

參考表 7。從該表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當人均自然資源損耗愈高，則女男指標

差異就愈小。在表 7中除了人均自然資源損耗對於中學入學率差異的影響達

到 99%的統計顯著性以外，對預期壽命差異的影響也達到 90%的顯著水準

（P> | z |=0.053）。這個結果不僅與表 4的統計結果一致，更重要的是也與本文

的假設一致。

第四，儘管本文以人均自然資源總租金檢驗對女性健康及教育程度的影

響，然而正如本文第肆之一節所述，事實上有不少學者認為，資源詛咒事實

上僅存在於石油而已，其他自然資源並不顯著或是沒有石油來得重要（de 

Soysa and Gizelis, 2013; Ross, 2008; 2015）。為檢視這個說法，本文將所有的

租金改為「人均石油資源租金」及「人均非石油資源租金」兩類。前者的操

作方式為：

人均石油資源租金=石油資源租金百分比× GDP
（6）

總人口數

後者則以「人均自然資源租金」減掉「人均石油資源租金」得出。統計

結果分別呈現在表 8（僅以「人均石油資源租金」檢視）、表 9（僅以「人均

非石油資源租金」檢視）與表 10（兩者一起於模型中檢視）之中，描述統計

則呈現在描述統計表之中。

統計結果顯示，不論我們僅分別觀察人均石油資源租金或人均非石油資

源租金，或是一起檢視兩者對女性的影響時，均能看出自然資源對女性的負

面影響。儘管在拆成兩組模型時，總體來看並非四個結果變數都在統計上顯

著，其效果卻依然與人均自然資源總租金一致，亦即人均租金愈高，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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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人均自然資源損耗與女男健康及衛生指標的差異，1960–2017年

（1）
預期壽命

差異

（2）
存活率

差異

（3）
中學畢業率

差異

（4）
中學入學率

差異

人均自然資源損耗 −0.0156
(−1.94)

−0.00567
(−0.74)

−0.0507
(−0.24)

−0.658***
(−3.83)

政治體制 −0.00566***
(−5.98)

−0.00379***
(−4.18)

0.146***
(4.87)

0.0761***
(3.52)

人均所得 0.709***
(21.94)

1.093***
(35.56)

4.322***
(4.09)

0.979
(1.38)

人均所得平方 −0.0436***
(−22.16)

−0.0738***
(−39.45)

−0.306***
(−4.71)

−0.0403
(−0.96)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0.0101***
(7.31)

0.00959***
(7.21)

0.742***
(19.13)

0.641***
(21.26)

貿易額 0.000216
(1.29)

−0.000132
(−0.82)

0.00116
(0.24)

0.0107**
(2.59)

美洲 0.256
(1.26)

0.122
(0.53)

4.649
(1.36)

6.254*
(2.12)

歐洲 0.456*
(2.30)

0.523*
(2.36)

−1.993
(−0.59)

−1.471
(−0.51)

撒哈拉以南非洲 −0.219
(−1.11)

−0.224
(−1.02)

0.258
(0.08)

0.734
(0.26)

中東與北非 −0.256
(−1.23)

−0.257
(−1.10)

−1.572
(−0.45)

−3.253
(−1.07)

亞洲 −0.106
(−0.52)

−0.144
(−0.63)

−2.033
(−0.60)

−1.504
(−0.51)

常數項（截距項） −1.979***
(−8.71)

−2.344***
(−9.68)

−60.08***
(−11.14)

−46.97***
(−12.10)

觀察值 5,492 5,466 2,325 3,814

國家數 163 163 153 158
Wald χ2 771.67*** 1,827.83*** 769.80*** 1,192.41***
R-square (within) 0.1133 0.2820 0.2323 0.2276
R-square (between) 0.4418 0.3539 0.4097 0.4160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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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人均石油資源租金與女性衛生及教育指標統計結果，1960–2017年

（1）
預期壽命

（2）
存活至 65歲

（3）
中學畢業率

（4）
中學入學率

人均石油資源租金 −0.0439***
(−3.84)

−0.0493**
(−2.88)

−0.278
(−1.41)

−0.234*
(−2.06)

政治體制 0.0141***
(3.51)

0.0199***
(3.29)

0.221*
(2.23)

0.0842*
(2.04)

人均所得 1.300***
(6.06)

2.440***
(7.58)

15.02***
(3.58)

8.156***
(3.78)

人均所得平方 −0.0293*
(−2.07)

−0.0823***
(−3.88)

−0.518*
(−2.00)

−0.179
(−1.31)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0.392***
(23.09)

0.547***
(21.56)

2.293***
(13.67)

1.992***
(15.35)

貿易額 0.00284***
(4.79)

0.00479***
(5.38)

−0.000270
(−0.02)

0.0121
(1.79)

美洲 −1.687
(−0.70)

−1.959
(−0.56)

34.88*
(2.07)

−9.950
(−1.19)

歐洲 1.899
(0.81)

4.652
(1.35)

41.34*
(2.45)

1.926
(0.24)

撒哈拉以南非洲 −12.23***
(−5.10)

−17.73***
(−5.05)

27.30
(1.62)

−29.22***
(−3.47)

中東與北非 −3.859
(−1.59)

−2.940
(−0.83)

35.47*
(2.09)

−14.88
(−1.76)

亞洲 −4.357
(−1.81)

−5.132
(−1.46)

44.07**
(2.60)

−12.72
(−1.51)

常數項（截距項） 41.48***
(16.00)

30.81***
(8.07)

−197.1***
(−8.21)

−94.56***
(−7.19)

觀察值 4,790 4,790 1,982 3,387

國家數 137 137 126 131
Wald χ2 1,791.30*** 1,665.83*** 910.28*** 1,104.05***
R-square (within) 0.5676 0.5265 0.5884 0.6225
R-square (between) 0.7806 0.8164 0.7542 0.7956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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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人均非石油資源租金與女性衛生及教育指標統計結果，1960–2017年

（1）
預期壽命

（2）
存活至 65歲

（3）
中學畢業率

（4）
中學入學率

人均非石油資源租金 −0.118*
(−2.15)

−0.149
(−1.81)

−1.88
(−1.69)

−1.73**
(−2.92)

政治體制 0.0143***
(3.54)

0.0200***
(3.31)

0.225*
(2.28)

0.0838*
(2.03)

人均所得 1.451***
(6.92)

2.598***
(8.27)

15.21***
(3.69)

8.148***
(3.83)

人均所得平方 −0.0409**
(−2.99)

−0.0945***
(−4.61)

−0.529*
(−2.09)

−0.178
(−1.33)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0.395***
(23.25)

0.551***
(21.69)

2.304***
(13.77)

2.006***
(15.45)

貿易額 0.00285***
(4.80)

0.00481***
(5.40)

0.00110
(0.08)

0.0132
(1.95)

美洲 −1.774
(−0.74)

−2.060
(−0.59)

34.89*
(2.07)

−10.79
(−1.29)

歐洲 1.832
(0.78)

4.567
(1.32)

41.17*
(2.44)

0.878
(0.11)

撒哈拉以南非洲 −12.33***
(−5.12)

−17.86***
(−5.07)

27.24
(1.62)

−30.10***
(−3.56)

中東與北非 −3.975
(−1.63)

−3.074
(−0.86)

35.14*
(2.07)

−16.05
(−1.89)

亞洲 −4.461
(−1.85)

−5.253
(−1.49)

43.96**
(2.60)

−13.69
(−1.62)

常數項（截距項） 40.96***
(15.78)

30.25***
(7.92)

−198.5***
(−8.33)

−94.43***
(−7.19)

觀察值 4,790 4,790 1,982 3,387

國家數 137 137 126 131
Wald χ2 1,773.81*** 1,656.87*** 917.50*** 1,105.31***
R-square (within) 0.5634 0.5247 0.5911 0.6236
R-square (between) 0.8158 0.8157 0.7536 0.7942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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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人均石油、非石油資源與女性衛生及教育指標統計結果，1960–2017年

（1）
預期壽命

（2）
存活至 65歲

（3）
中學畢業率

（4）
中學入學率

人均石油資源租金 −0.0417***
(−3.63)

−0.0465**
(−2.70)

−0.227
(−1.13)

−0.183
(−1.58)

人均非石油資源租金 −0.0968
(−1.75)

−0.125
(−1.51)

−1.66
(−1.46)

−1.56**
(−2.60)

政治體制 0.0141***
(3.51)

0.0199***
(3.29)

0.220*
(2.23)

0.0832*
(2.01)

人均所得 1.249***
(5.76)

2.372***
(7.30)

14.16***
(3.35)

7.466***
(3.44)

人均所得平方 −0.0252
(−1.76)

−0.0770***
(−3.58)

−0.456
(−1.74)

−0.127
(−0.92)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0.393***
(23.13)

0.548***
(21.59)

2.310***
(13.79)

2.007***
(15.49)

貿易額 0.00290***
(4.89)

0.00487***
(5.46)

0.000936
(0.07)

0.0133*
(1.97)

美洲 −1.711
(−0.72)

−1.991
(−0.57)

34.78*
(2.06)

−10.45
(−1.25)

歐洲 1.847
(0.79)

4.583
(1.33)

40.73*
(2.42)

1.002
(0.12)

撒哈拉以南非洲 −12.25***
(−5.11)

−17.76***
(−5.06)

27.20
(1.61)

−29.66***
(−3.51)

中東與北非 −3.890
(−1.60)

−2.980
(−0.84)

35.23*
(2.08)

−15.51
(−1.83)

亞洲 −4.384
(−1.83)

−5.167
(−1.47)

43.81**
(2.59)

−13.35
(−1.58)

常數項（截距項） 41.62***
(16.06)

30.99***
(8.12)

−195.0***
(−8.12)

−92.68***
(−7.04)

觀察值 4,790 4,790 1,982 3,387

國家數 137 137 126 131
Wald χ2 1,796.42*** 1,669.60*** 918.40*** 1,115.03***
R-square (within) 0.5684 0.5270 0.5920 0.6274
R-square (between) 0.8176 0.8168 0.7534 0.7947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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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壽命愈短，存活至 65歲的比例、中學入學率與畢業率也愈低。至於以

兩個自然資源變數一起檢視對女性的影響時，也約略呈現類似的效果。人均

石油租金僅對女性健康變數在統計上有顯著的影響，而人均非石油租金則是

在中學入學率上有 99%的信心水準。這種影響方面不一，但是均對女性的健

康與教育有顯著影響的結果，或許可以讓我們與過去的文獻進行對話，並藉

此統一自然資源與女性之間的關聯性解釋。

第五，本文也改用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s, FE model）檢視原結果變

數與解釋變數之間的關係，統計結果如表 11與表 12所示。結果發現，除了

表 11第（2）個模型的結果由原先的負值轉為正值以外（但是並未達到統計顯

表 11：人均自然資源租金與女性衛生及教育指標統計結果，1960–2017年

（固定效果）

（1）
預期壽命

（2）
存活至 65歲

（3）
中學畢業率

（4）
中學入學率

人均自然資源租金 −0.0646
(−1.66)

0.00293
(0.05)

−0.470*
(−2.56)

−0.931***
(−6.38)

政治體制 0.222***
(21.76)

0.262***
(16.66)

0.195**
(3.06)

0.422***
(9.54)

人均所得 8.437***
(25.85)

13.23***
(26.28)

16.72***
(8.08)

12.50***
(9.43)

人均所得平方 −0.332***
(−16.34)

−0.587***
(−18.73)

−0.536***
(−4.08)

−0.0215
(−0.27)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0.198***
(13.26)

0.351***
(15.27)

2.194***
(25.83)

1.648***
(26.57)

貿易額 0.0195***
(10.91)

0.0270***
(9.80)

0.0498***
(4.39)

0.0176*
(2.03)

常數項（截距項） 10.15***
(7.63)

−17.81***
(−8.68)

−171.9***
(−19.93)

−132.3***
(−24.32)

觀察值 6,009 6,009 2,516 4,109

國家數 164 164 154 159
Wald χ2 1,474.04*** 1,128.71*** 567.11*** 1,343.96***
R-square (within) 0.6023 0.5370 0.5909 0.6715
R-square (between) 0.7675 0.7532 0.7575 0.8109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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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人均自然資源損耗與女性衛生及教育指標統計結果，1960–2017年

（固定效果）

（1）
預期壽命

（2）
存活至 65歲

（3）
中學畢業率

（4）
中學入學率

人均自然資源損耗 −0.216*
(−2.46)

−0.163
(−1.21)

−0.915
(−1.88)

−1.545***
(−4.06)

政治體制 0.209***
(20.17)

0.253***
(15.96)

0.170*
(2.43)

0.360***
(7.43)

人均所得 7.896***
(22.55)

13.28***
(24.72)

17.02***
(6.98)

13.48***
(8.54)

人均所得平方 −0.299***
(−14.01)

−0.585***
(−17.88)

−0.548***
(−3.64)

−0.0726
(−0.77)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0.248***
(16.36)

0.412***
(17.69)

2.275***
(25.33)

1.646***
(24.39)

貿易額 0.0148***
(7.93)

0.0196***
(6.87)

0.0483***
(4.07)

0.0229*
(2.35)

常數項（截距項） 9.924***
(7.10)

−20.89***
(−9.75)

−177.9***
(−18.09)

−136.8***
(−22.01)

觀察值 5,504 5,504 2,325 3,814

國家數 163 163 153 158
Wald χ2 1,442.24*** 1,147.28*** 535.17*** 1,194.79***
R-square (within) 0.6186 0.5634 0.5972 0.6626
R-square (between) 0.7663 0.7418 0.7527 0.8181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p <0.05, **p <0.01, ***p <0.001。

著水準），其餘各個變數對女性健康與教育指標的影響均與原先以隨機效果

執行的統計結果一致。

最後，本文也嘗試檢驗，是否女性的健康與教育受到國家所得水準的影

響，而非自然資源。國家的人均所得改善以後，確實有可能促進女性的健康

與教育水準，因為家庭或個人可能更有資源投入前述兩個指標之中。

對此，本文以 The World Bank（2017）的圖表集法（Atlas method）為

主。這個方法是自 1987年以來，The World Bank將所有國家根據其人均國

民總收入（現價美元；gross national income, current US$）區分成四種所得經

濟體—高所得、較高的中所得、較低的中所得以及低所得等。這是一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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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調整所得門檻的方法。本文將後面三組經濟體合為「中低所得」，並以虛

擬變數的方式操作。凡是所得落入中低所得者編碼為 0，否則（也就是高所

得）為 1。統計結果如下所示，描述統計則請參考表 2。

在表 13與表 14的統計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縱使考慮了所得可能造成

的影響，人均自然資源租金與損耗對女性的健康與教育的負面影響依舊維持

不變，而所得的影響反而不一致。換句話說，儘管統計結果顯示進入到高所

得國家可以改善女性的預期壽命、存活至 65歲的比例以及中學畢業率，但

是對中學入學率的影響則為負面，而且這些結果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因

此，就上面的統計結果我們可以說，自然資源確實對女性的健康與教育產生

影響，所謂的「性別資源詛咒」確實存在。

從上述的多個穩健性檢驗中可以看到，不論我們是否替換變數、改變模

型，抑或是將原先的變數區分成兩組，總體上自然資源對於女性的健康與教

育條件都產生負面的影響。換句話說，所謂的性別資源詛咒不僅對女性的參

政與勞動權帶來影響，也不利女性的健康與教育發展。本文擬根據前述的結

果，在下一節中以政策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等作結。

陸、結論

本文目的在檢視自然資源對於女性健康與教育權的影響：1.是否存在？

2.如果存在，是否會及於 Ross（2008）所提以外的其他面向？作者認為這種

影響不僅為負面性的存在，而且及於過去鮮少討論到的教育與衛生面向。其

原因除了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對投資人力資本的意願一向較低，因此在質與

量上的重視程度均較資源貧乏的國家低外，資源產業中的性別不平等更使得

男性在有限的人力資本投資中取得優勢地位，加上移工即可補足男性工人的

不足及產業結構難以調整等因素，都使得女性在資源豐富的國家中受到的衛

生與教育待遇較差。作者也藉由 1960–2017年之間 126–164個國家的數據檢

視了前述的說法，並從女性預期壽命、存活至 65歲的百分比、中學的入學率

與畢業率得到實證支持。作者擬在此以政策建議與未來研究展望作結。

首先，制度性上對於資源豐富國家的規範可能需要更為加強，以改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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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人均自然資源租金與女性衛生及教育指標統計結果，1960–2017年

（以所得區分）

（1）
預期壽命

（2）
存活至 65歲

（3）
中學畢業率

（4）
中學入學率

人均自然資源租金 −0.0425***
(−3.47)

−0.0498**
(−2.67)

−0.320
(−1.82)

−0.292**
(−2.85)

政治體制 0.0133***
(3.42)

0.0165**
(2.79)

0.263***
(3.43)

0.0887**
(2.61)

人均所得 1.523***
(7.38)

2.697***
(8.61)

11.67***
(3.57)

6.464***
(3.72)

人均所得平方 −0.0416**
(−2.93)

−0.0958***
(−4.45)

−0.326
(−1.53)

−0.0711
(−0.62)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0.374***
(21.41)

0.551***
(20.90)

2.273***
(15.06)

1.972***
(17.38)

貿易額 0.00325***
(5.98)

0.00536***
(6.48)

0.00541
(0.48)

0.0174**
(3.02)

美洲 0.876
(0.42)

1.575
(0.51)

4.402
(0.51)

−1.432
(−0.22)

歐洲 4.594*
(2.25)

8.255**
(2.75)

9.755
(1.13)

9.145
(1.44)

撒哈拉以南非洲 −11.31***
(−5.58)

−16.11***
(−5.41)

−6.587
(−0.77)

−23.63***
(−3.72)

中東與北非 −1.118
(−0.52)

0.875
(0.28)

4.306
(0.49)

−6.768
(−1.01)

亞洲 −2.472
(−1.18)

−2.842
(−0.92)

11.93
(1.36)

−5.313
(−0.81)

中低所得 0.0372
(0.70)

0.0439
(0.54)

0.00732
(0.01)

−0.490
(−1.04)

常數項（截距項） 38.82***
(16.92)

25.53***
(7.50)

−150.8***
(−9.13)

−95.25***
(−8.92)

觀察值 6,009 6,009 2,516 4,109

國家數 164 164 126 159
Wald χ2 1,914.64*** 1,849.56*** 1,247.40*** 1,502.90***
R-square (within) 0.4839 0.4453 0.5851 0.6291
R-square (between) 0.8322 0.8337 0.7945 0.8251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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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人均自然資源損耗與女性衛生及教育指標統計結果，1960–2017年

（以所得區分）

（1）
預期壽命

（2）
存活至 65歲

（3）
中學畢業率

（4）
中學入學率

人均自然資源損耗 −0.115***
(−3.86)

−0.143**
(−3.13)

−0.769
(−1.60)

−0.967***
(−3.52)

政治體制 0.0151***
(3.63)

0.0188**
(2.98)

0.215**
(2.60)

0.0774*
(2.10)

人均所得 1.297***
(5.75)

2.421***
(7.05)

14.26***
(3.81)

6.211**
(3.18)

人均所得平方 −0.0273
(−1.80)

−0.0781***
(−3.37)

−0.471*
(−1.97)

−0.0523
(−0.41)

女性 15–64歲的人口 0.403***
(22.34)

0.594***
(21.71)

2.333***
(14.95)

2.071***
(17.29)

貿易額 0.00250***
(4.22)

0.00423***
(4.68)

0.00328
(0.28)

0.0206**
(3.19)

美洲 0.547
(0.28)

1.019
(0.35)

4.224
(0.48)

−1.932
(−0.30)

歐洲 4.086*
(2.12)

7.501**
(2.64)

9.102
(1.05)

7.849
(1.24)

撒哈拉以南非洲 −10.72***
(−5.59)

−15.53***
(−5.50)

−4.945
(−0.57)

−22.09***
(−3.49)

中東與北非 −1.159
(−0.57)

0.801
(0.27)

3.752
(0.42)

−6.963
(−1.05)

亞洲 −2.544
(−1.28)

−2.959
(−1.01)

11.90
(1.35)

−6.356
(−0.97)

中低所得 0.0280
(0.49)

0.0252
(0.29)

0.300
(0.24)

−0.515
(−1.05)

常數項（截距項） 38.34***
(17.05)

24.72***
(7.39)

−165.3***
(−9.30)

−100.1***
(−8.86)

觀察值 5,504 5,504 2,325 3,814

國家數 163 163 153 158
Wald χ2 1,888.55*** 1,826.73*** 1,201.00*** 1,437.09***
R-square (within) 0.5194 0.4815 0.5927 0.6229
R-square (between) 0.8358 0.8334 0.7871 0.8243

資料來源：Marshall et al.（2017）；The World Bank（2017）。
括弧內為 t檢定；*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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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資源經濟結構對女性健康與教育權的影響。舉例來說，旨在促進開採業更

為透明的《開採產業透明性倡議》（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EITI），或許就可以藉由規範國家如何利用自然資源收益，加強對女性醫療衛

生與教育方面的投資。而儘管在圖 1–1及 1–2中沒有顯示出來，土庫曼、亞

塞拜然、科威特等都屬於高自然資源收益（資源租金佔 GDP 20%以上），且

女性中等教育入學率也較高者（儘管我們也可以說他們是極端值（outliers）） 

（表 15）。因此，縱使自然資源普遍導致較低的女性健康與教育權，但是也不

代表這些國家沒有改善女性健康與教育權的可能。

表 15：土庫曼、亞塞拜然、科威特的自然資源與女性中等教育入學率，

1970–2017年

國家 資源租金 女性中等教育入學率

亞塞拜然 24.61183 85.19848
科威特 35.88746 83.04047
土庫曼 42.77812 83.70673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2017）。
備註：資源租金與中等教育入學率為平均值。

至於經常被提及的產業多樣化，或許是另一個解方：唯有降低對自然資

源的依賴並擴張第三級產業，國家對女性健康、教育權的投注與待遇才能夠

有效提升。其理由在於：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可以促使國家進一步投入到人力

資本的強化之中。第三級產業對於人力資本在質量及數量上的需求遠高於第

一及第二級產業，政府勢必要投入更多預算到衛生與教育中，才能夠使擴大

數量後的人力資本，可以在健康與教育水準上獲得提升（Levine and Rothman, 

2006; Novignon and Atakorah, 2016）。學者們發現當政府愈依賴自然資源時，

國家在衛生及教育上的支出愈低（Hong, 2017; Klautzer et al., 2014; Zhan et al., 

2015）。因此，若 Ross（2008）所稱自然資源降低了女性的地位為真，則經

濟多樣化以後，政府為了維持經濟增長及國家財政所需，應該會同時著重對

女性人力資本在數量及質量方面的投注。

至於在未來研究建議上，自然資源對於女性的影響咸信不僅止於 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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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與其他學者及本文探討的方向，例如女性的生育率或是死亡率，以

及更深層的總體女性待遇等，都是可以持續探究的對象。當然，對女性健康

與教育權的影響也不會僅是自然資源這一項因素而已，藉由總體的因素改善

才是良方，而這需要更深刻的探討及更全面性的檢視，才能夠在理論中提出

更精確的預測，並為政策提供更好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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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首先，就各種不同的自然資源來看，中東地區國家、挪威、赤道幾內亞

等典型產油國的人均石油租金最高，而它們也屬於人均天然氣較高者（除了

千里達及托巴哥等非傳統產油國家以外）。煤礦部分則是澳洲、蒙古、美國，

甚至捷克等國家為人均煤礦租金較高者。大洋洲與南美洲的幾個國家，如澳

洲、智利與蘇利南等，則是在人均金屬礦租金部分較高。多個被認為以礦產

維繫經濟命脈的非洲國家，除了波札那以外，其人均租金均不比前面幾個國

家來得高。最後，在人均森林租金部分，馬來西亞、蓋亞那及所羅門群島等

國，都屬於高度依賴森林租金的國家，其人均森林租金也因此較高。

附表 1：各種人均自然資源租金之描述統計表

變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觀察值

人均石油租金 455.547 1,823.465 0 30,665.600 5,261

人均天然氣租金 46.107 264.894 0 7,277.152 5,220

人均煤礦租金 6.070 40.483 0 1,457.944 6,644

人均森林租金 19.508 37.645 0 441.425 7,448

人均金屬礦租金 27.316 163.639 0 4,503.836 7,448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2017）。

至於在 Pearson相關係數檢驗下（參考附表 2）可以發現，石油與人均自

然資源租金和損耗的關係高度相關，特別體現在人均石油與總資源租金兩者

之間的關係，為近乎完美相關的 98.56%。其次則是天然氣與這兩者之間的相

關性。這顯示石油與天然氣對於人均自然資源租金有相當大的貢獻，也可能

解釋了為什麼部分學者認為自然資源詛咒實際上就是石油詛咒（Ross, 2008; 

2013），以及為什麼學者在操作資源詛咒時，偏好以石油等做為代理變數（de 

Soysa and Gizeli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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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各種人均自然資源租金的 Pearson相關係數

總租金 耗損 石油 天然氣 煤礦 森林 金屬礦

總租金 1.0000

耗損 0.8686* 1.0000

石油 0.9856* 0.8446* 1.0000

天然氣 0.5444* 0.5234* 0.4403* 1.0000

煤礦 0.0783* 0.0675* −0.0165 0.0144 1.0000

森林 0.0136 0.0374* −0.0238 −0.0222 0.0451* 1.0000

金屬礦 0.1054* 0.1066* −0.0197 0.0046 0.6078* 0.1351* 1.0000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2017）。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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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Ross (2008) explored whether or not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Mid-
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region is affected by oil on the basis of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scholars have extended this link into a variety of discussions. 
Consensus, however, is far from conclusiv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natural 
resources also affect female education and health rights.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natural resources discourage political leaders from 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of women. Additionally, they also lack strong incentives to diversify the 
resource-based economy. These factors account for why women’s educ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are limited in resource-rich states. To lend empirical support, 
the author applies natural resource data of 126–164 states between 1960 and 
2017. Empirical results not only support the arguments as mentioned, but also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atus of women 
in resource-rich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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