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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業的回顧與前瞻 
 

■吳忠吉／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財經科技委員會委員 

 

中小企業面對國內投資環境變化，宜靈活調適，轉化不利條件，並加

強專業服務，配合電子商務之趨勢，建立行銷通路，發展成為國際性

的中心衛星體系。 
 

一、經濟生態下的中小企業 

 企業規模是市場競爭下，最低平均成本

展現的自然結果。從生產角度觀察，某類

商品的加工，因規格一致，流程有序，律

動規律，而適合於大量生產的設計，致以

大規模經營為有利。有些商品生產加工，

因款式異化，流程不定，而適合於中小企

業的經營。資訊的充分與技術的發展，將

使得同類商品的生產有近似的規模利基。

不同的商品之間，較具互補而有交易關

係；較不具替代，而無競爭關係。因此，

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在生態上，多為

交易關係，少有競爭關係。  

 然而相互分工外的市場上，中小企業因

規模小，資金進出不大，金融服務成本相

也因規模小，土地利用不易立體化，土地

競爭力不及大企業。另外，在資訊蒐集與

研發上，其運用上專用機會低而通用機會

高，因此無心從事資訊蒐集與研發工作，

之大企業的價格剝削。不僅如此，中小企

業間不易統合，亦無行銷規模經濟效益，

待命生產。不過，因規模小，進退市場靈

力。  

 由於上述潛在因素，中小企業的運作，

多為住家與工廠合一、家族負責經營管

理、企業內專業生產分工較為粗糙、且多

以自有資金週轉與運用、以簡易設備或工

具從事承攬代工，而不事產後行銷，或坐

等顧客上門，而少有外出促銷活動。聯繫

生產與消費的運銷系統，則多掌握在大企

業手中，但零散的批發和零售服務，則又

由中小企業負責。  

二、早期工業政策與中小企業

發展 

 戰後的台灣仍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社

會，在固定面積土地上，與報酬遞減律

下，社會難以擺脫貧窮困境，與所得分配

惡化。政府播遷，人口的激增，一方面，

排擠島內就業機會；再方面，使島內秉賦

形成，「勞力充沛但資本不足」的資源形

式。高失業率下，使工資缺乏增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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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享有廉價勞工的國際競爭潛在優勢。勞

力充沛與資本不足，得以啟動勞力密集，

但小本經營的工業發展導向。  

 土地改革雖縮減貧富差距，並消除農業

社會階級意識，但無助於貧窮的擺脫。但

島內民生食衣基本需求市場，經由進口與

外匯管制，及關稅調整的保護，可以發展

自有的食品加工與紡織等勞力密集工業，

以擴張國內生產，並取代進口的依賴。資

本與外匯的不足，以公營為主金融機構實

施差別利率，並制定獎勵投資之租稅減免

措施，鼓勵儲蓄以累積資本；並以原料退

（關）稅，和固定且低估台幣的匯率刺激

出口；同時規劃加工出口專業區，減少退

稅行政成本和吸引外商投資。在工業先進

國家出現勞力不足與資本過剩，以及日幣

升值擴張日本在亞洲投資等有利環境的

1960年代，台灣工業發展遂由進口替代時

期，跨入出口擴張的民生工業鼎盛年代。  

 技術成熟的廉價勞工，在外商提供正確

且廉價的國際資訊和生產技術下，並於低

資本之中小企業組織的散兵作戰策略下，

造就台灣輝煌的經濟成就。1970年代，以

紡織業為主力工業，因國際需求的擴張，

加工延續，啟動成衣服飾品業的出口，並

上朔人纖石化工業的發展；旁及紡織機械

的組裝與維修，也帶動電機製造，機械零

組件的生產擴張。1970年代中，台灣工業

的發展，帶動石化原料生產之大企業的興

起，也使製造業有多元的均衡發展。  

三、1980年代的轉變 

 早期東西對峙與軍備競賽，造成美國對

日本的民生依賴，成就日本債權的累積與

美國債台的高築。此一現象使得美日產生

貿易摩擦與日幣的升值。日本遂經由對亞

洲四小龍的投資，繼續借地轉銷美國，一

方面切除部份生產予亞洲四小龍，經亞洲

四小龍出口市場擴張，啟動對亞洲四小龍

的原料與機械出口，造就日本國內產業升

級，和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並護持日本

的經濟發展。這就是「雁行效應」。  

 1980年代，西歐單一市場逐漸成型，迫

使東南亞經貿關係由西往東轉向。東南亞

天然資源加工，帶動東南亞的工業興起，

及在美國市場上對亞洲四小龍的競爭壓

力。同期間，更龐大的中國大陸亦以經濟

改革與開放，產生更大而類如東南亞的效

應與壓力。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人口合計約

十五億，亞洲四小龍人口合計不過七千七

百萬。近二十倍新添廉價勞工的湧現，如

同洪氾，不僅亞洲四小龍無力招架，連美

國市場亦立即飽和。此不僅壓縮了亞洲四

小龍的工業空間，也使大陸產品與東南亞

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相互排擠，與相互匯

價的競貶，終致引發1990年代的東亞金融

風暴。  

 工業成長與就業機會擴張，使台灣經濟

有均富並行的發展。民間消費由1960年代

基本食衣需求，演進至1970年代的住行便

利需求，更進一步地在1980年代往育樂的

舒適需求開始推進。生活品質的提升成為

國民一致的需求，社會環保意識升高。育

樂需求下，不僅教育提升，亦因家計所得

的增長，亦使女性教育機會與男性均等，

並使工作態度，由加班賺錢變成加薪休

閒。教育發展使台灣初級勞力短缺，工業

勞動成本提高；同時，教育機會均等發

展，也提高高級女性勞力離開家庭，走向

就業。  

 富裕的社會，食衣住行無缺，但投資理

財傷神。投資理財服務需求的增加，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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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的興起。市場效

率競爭結果，專業分工更趨細膩。中小企

業專業專雇無力，專業的工商服務市場成

形。育樂消費的擴張，帶動個人休閒服務

業的興起。外銷工業不振與內需服務擴

大，台灣產業重心漸由工業朝服務業推

展。  

 以中小企業主導出口的台灣工業，面對

大陸與東南亞洪氾壓力，勞力密集之民生

工業棄甲卸兵數量可觀；但因科技研發無

力與美日對抗，以致產業升級成就有限；

上下挾殺結果，台灣國內工業產值比率於

1987年開始下降。  

四、1990年代的產業調適 

 內外經濟環境的轉變，在市場機制的功

能下，台灣產業於1990年代有了顯著的調

適與發展。在工業方面，能以資本與技術

取代初級勞力的產業有升級的發展，不能

以資本與技術取代初級勞力的產業，則在

台幣大幅升值至 1992年的 25.40元後，大

舉朝東南亞與大陸地區從事投資。如此，

不但減緩國內初級勞力短缺的壓力，而且

帶動國內過剩機械設備的輸出，與零組件

和石化原料生產後的出口。台灣的出口市

場，有由美國朝東南亞，尤其是大陸移轉

的趨勢。同時，1990年代，台灣海外投資

金額，也史無前例地，超越外商來台投資

的金額。  

 海外投資是工業避難的短期手段，自有

市場均衡的節制與結果；但國際資金的移

動，經由電傳與轉帳不僅迅速，且增加政

府控管的困難。因此資金移動的自由化與

國際化將是台灣必要的政策走向。長期而

言，國內工業的升級，將與美日科技作

「相對」的競爭，而非「絕對」的競爭。

而相對利基的凸顯，有賴市場的考驗。美

日的科技經驗自有其絕對的優勢，但新科

技的出現，因可同步出發，便是台灣相對

的優勢。因此去除模仿學習，依國內需求

另立命題，啟步研發將是新的出路。因此

基礎科學的奠基，和應用技術的擴散，應

是台灣在產業升級的目標上，長期努力的

方向。  

 隨海外投資，台灣機械設備出口擴張，

但只為了因避難而無新市場的開拓能力，

投資力道難以持續，以致1980年代，出口

衝刺力強勁的金屬機械業，在1996年後，

逐漸失卻競爭力道。但由於起步較早，研

發努力，台灣資訊工業在東亞地區享有相

對優勢，並成為外商來台投資，和台商海

外佈署的主要產業。因此，電子精密業是

台灣1990年代的主力工業。  

 工業的外移與升級外，國內勞力運用的

限制，使得依賴男性初級勞力的產業萎

縮，但能引用高級女性勞力的產業，則有

新興與發展的更大空間。高級女性勞力的

就業趨勢，擴大家務料理服務市場。商品

齊全及空間縮小的超市，逐漸取代傳統的

叫賣市場；進貨出貨成本競爭，加盟連鎖

策略成風，一方面企業集團組織興起，再

方面，行銷管理人才需求擴大。「單一產

品」的競爭式微，但顧客「配套促銷」手

法的翻新加速。中小企業相互同質競爭時

代不再，異質配套合作時代來臨。大企業

間的壟斷對抗，與中小企業產品異化，將

是國內新的競爭環境；而大小企業的「合

縱連橫」，也將是市場的新氣象。  

五、新世紀的挑戰 

 依附外資市場資訊，尊重市場自然導

向，是台灣經濟發展有成的原因；未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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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保護，和直接的國際競爭，是台灣

中小企業成功的典範。展望未來，台灣依

賴初級勞力之加工出口的經濟時代結束，

海外投資與市場開拓商務的時代，將是台

灣經濟生機再創的挑戰。資訊工業技術的

優勢維持，與網際網路之電子商務市場的

拓展，將是台灣中小企業面對新的挑戰，

展現新的生機與活力的思維方向。  

 電腦應用的普及，與電腦網際網路的架

設和擴散，將是新世紀人類生活的新景

觀。以「電子商務」時代為藍本的思維，

有助於我們對未來的展望與預期。電子商

務時代，以電腦為溝通工具，經由無遠弗

屆，隨時檢視的網際網路，作間接的溝

通，將取代人際之間的直接接觸與溝通。

人際交通不再有時間與空間的成本限制。

商務服務在於對顧客之所需和所在，作就

的成敗關鍵。  

 此三條件的統合在於資訊的蒐集與研

判，資訊聯繫與網路動員，及商品的配套

與輸送，並就顧客服務到家。企業單元的

產銷活動講求的是，相互間服務速度的配

合與顧客的滿意。資訊的上網與檢視快速

系統的應用，將提高對資訊管理人才的依

賴；網路動員的效率競爭，將提高對行銷

管理人才的依賴。單一商品價格的降低不

是顧客計較的對象，但配套的綜合價款，

才是顧客關心的內涵。  

 企業規模的擴大，不是競爭力的提高，

網路上，良好伙伴的關係建立，才是企業

發展的希望。企業金字塔的組織，與企業

導向的雇傭關係將逐漸退化，流程的切

捨，和生產的外包將形成調適的趨向。集

合人力運作的的成本過高，企業的勞資對

待也將崩散為網路伙伴。工作地點與居家

生活，將因網路的溝通而疊合；企業「虛

擬」的網站，也將取代「有形」的商務大

廈。產業工會無用武之地，職業「公」會

將是技能價值的保障。  

六、中小企業的既有問題與發

展走向 

 雖然電子商務發展趨向有跡可尋，但其

結果呈現仍是循序漸進，而非一蹴即成。

1980年代的轉變與1990年代的產業調適結

果，台灣工業重心由民生工業，經石化工

業，在經金屬機械工業，而到電子精密工

業，但在比重上卻相互均化，而非特定產

業的密集。這是產業風險的分散，而非風

險的集中。另一調適的結果，是海外投資

多屬早期傳統出口工業，且由其中之中小

企業主導；雖有經營管理的良好經驗，但

無行銷自主與科技研發能力，以致海外投

資，在可見習的情勢下，優勢漸行流失，

利潤下降，難以支撐自台灣而來之原料與

機械設備的運輸成本，並被迫就地採購與

就地產銷。結果與當地經濟關係越來越密

切，反與台灣經濟關係越來越疏遠。  

 海外投資帶動國內上游產業出口的增

加，但因上述就地採購比率的漸行增加，

出口增幅有限，市場流失更大，以致上游

大規模生產原料之企業，雖有出口事實，

但整體生產卻告減縮。短期經營有產能過

剩之虞，而長期經營勢必追逐下游市場，

而有往市場潛能很大的中國大陸投資的傾

向。若無新產品的研發，或新市場的開

拓，垂直分工的特定產業，將因帶狀鍊結

而由下游中小企業，牽動上游大企業的外

移，而有產業空洞化的現象。在國際分工

上顯示，此一特定產業已喪失國際相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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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其分配將使該產業的發展，由出口工

業轉為國內進口依賴現象。這是國際分工

的調整，但非國內經濟的隱憂。問題不在

該產業的空洞化，而在國內資源運用能否

順利調適。  

 以營利為導向的市場經濟社會，除了自

身能力運用與移轉的調適外，大企業的集

團化趨向，應是團隊專業的經營，而非特

定財閥的獨攬與操控。縱使是特定財閥的

操盤，亦應建立在市場競爭能力的優勢，

不應以政治參與的內線機會，操縱國家政

策來圖利。股權的開放，與專業的經營才

是大企業集團化的合理走向。  

 

易遭價格剝削等先天的缺憾而言，早期依

賴外資進出台灣產業，而能隨之進出與調

整，只是行銷通路仍受制於外商手上；但

於電子商務時代的演進中，資訊不足與行

銷無法自主的困境，可漸近地獲得紓解。  

 其次，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同業間的

聯繫不難，集體與上下游大企業的議價能

力可以提高，可以減緩價格剝削的困境。

同時，中小企業在滿足消費上，雖可品牌

異化，以降低同業間的競爭，掌握品牌專

用的利基；但是在彼此集體提供單一規格

的代工上，產品異化，反而自絕生機。此

際，在中心衛星體系中，用料與組裝技術

的研發工作，應由大企業開發，並輔導中

小企業生產與應用。唯有在融資與用地

上，中小企業無力與大企業競爭的態勢依

舊，其處境自較難以改善。也因此，在金

融市場與用地競爭方面，中小企業仍身處

市場的邊際地位。  

 事實上，傳統工業的中小企業組織，也

已有所改變。隨台灣市場經濟的發達，和

專業分工的開展，淺層技術的業主逐漸凋

零，專業經營的業主逐漸取代，雖無雇用

專業人才的能力，但對專業工商服務的市

場依賴則有加深。這也使得就業比率不高

的工商服務業，在1980年代有相當幅度的

擴 張 ； 其 1985 年 就 業 人 數 比 率 只 有

1.08%，但在 1998年時已增長為 2.79%。

自營作業或雇用人數在九人以下的就業人

數比率，由 1985年的 55.58%，降為 1998

年的 50.91%；同期間，雇用人數在 10人

至 49人的就業人數比率，則由 15.61%，

上升至 21.73%。再者，同期間，雇用人

數在50人至499人的就業人數比率，亦由

13.85%降至12.88%；而雇用人數超過 500

人 的 就 業 人 數 比 率 則 由 3.30% 略 升 為

3.97%。此顯示，近年來，台灣中小企業

規模，有朝 10人至 49人的規模集中的趨

勢。  

 舊有特定產業下的中小企業，面對國內

初級勞力的不足，環保成本的社會壓力，

地價的相對上升，與融資不易的環境變

遷。若因管理知能限制，在國內調適不易

而難以生存，則應易地投資；否則，便須

面對現實的國內環境，善用自身靈活調適

的身段，朝降低初級勞力的依賴，土地利

用效率較高，資金週轉快速，與環保成本

較低的產業移轉。  

 另一出路是棄工從商的資本移轉。中小

企業間的相互投資或轉投資，成立商務為

主的外在專業服務且獨立經營的企業，結

合台灣資訊工業發展活力，和電子商務時

代的來臨，掌握國際資訊，建立行銷通

路，不再依賴外商而能自主行銷，不僅為

自有產品尋求銷路，而且提供海外同類產

業，行銷服務之國際性的中心衛星體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