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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美中貿易戰下台、中產業關係 

  美中貿易戰的背景在於中國在加入WTO後貿易快速成長，美國深受其害，美國的製

造業就業機會快速流失。雖然美國服務與技術創新持續改變產業結構降低失業率，但是

中國以依靠貿易所累積的經濟實力採取不公平補貼與不合法手段侵蝕美國最在意的專利

大餅。亦即，中國加入WTO後並未走向經濟自由化和市場化，經濟反而走向「國進民

退」的反市場化現象，大幅進行類軍事擴張，破壞全球供應鏈，不公平的投資併購行為

等作為。 

  美國發動貿易戰有兩大目標，一是由於中國持續進行國營事業補貼、侵犯智慧財產

權、強制技術移轉等不公平措施損害美國利益，川普認為提高中國商品關稅，將有助縮

減美國貿易及經常帳逆差，透過打擊中國出口，將有助於美國製造業回流。就這一點而

言，台灣面對中國，遭遇的痛苦絕不亞於美國；二是憂心中國威脅人工智慧AI、5G等先

進科技美國的領導地位，形成國家安全威脅，因此特別針對中國製造2025政策。 

  貿易戰對全球的影響甚鉅。長期而言，使得經濟不確定性提高，對貿易政策的風險

增加，可能會對企業營運和投資產生衝擊，如增加進口國消費者的支付成本、對國際供

應鏈產生影響，廠商轉單至不受關稅措施影響的第三地等。 

  事實上，中國的崛起，少不了台灣的角色。也因此，在美中貿易戰中，台灣受到的

衝擊與往後的布局格外值得關心。以最近的發展來看，台灣2018年下半年起出口表現趨

緩，主要係對中國及東協等市場衰退。台灣主要出口衰退產品（衰退金額一億美元以

上）為電機電子、光學儀器、機械、無機化學品、礦石及塑膠等，當中多項產品是我出

口至中國主要產品，亦呈衰退情形，隱含我國出口表現受對中國出口衰退影響大。 

  貿易戰對台灣的直接影響可分為短期與長期效果。短期而言，以現階段的課稅結

果，對台灣中間財出口影響尚屬有限，而轉單效應反而可能使我國受益。長期而言，以

供應鏈觀點而言，由於中國出口中，台商創造的附加價值比重高，未來對台灣出口影響



專 題 論 述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9期／2020.03.30  29 

恐加大。特別是美國已經禁止美國企業購買與銷售產品給華為，若未來也對蘋果出手，

對台灣半導體將有重大影響。 

  至於對中國台商影響，對過去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三角貿易模式，美

中貿易戰將影響台商投資生產布局和實際貿易操作。短期而言，部分台商可能受惠轉單

效應或採用移轉生產基地加以因應，如網通設備、中低階自行車及零組件。 

  若從歷史發展來看，台、中兩方因政治環境特殊，導致相互投資、貿易與國際產業

競合關係，深受兩國經貿政策態度與法規轉變影響。台灣自1990年施行《對中國地區從

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開放台商赴中國投資，此後可利用政策變遷作為區

隔，兩國在全球貿易市場的產業發展情勢變化與競合關係，大致可分為：（一）1990年

代的「戒急用忍」、（二）2000年代的「有效開放、積極管理」、（三）2010年至今的

「後ECFA」三個時期。 

  在戒急用忍時期，兩方政治緊張關係緩和，在產業資源需求互補情況下，展開了兩

方產業分工與經貿整合。當時赴中投資的台商，將在台較不具生產比較利益的高勞力密

集產品轉赴中國生產，運用中國相對低廉的勞力、土地，進行加工製造、外銷出口，創

造了中國的就業機會、出口貿易，也擴大了中國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機會。在此期間，

台灣與中國在產業市場發展、生產要素運用形成互補，也搭上全球貿易自由化潮流及國

際電子資訊的產業革命，達到台灣與中國出口擴張、兩國經濟成長、全球需求市場獲得

滿足的「三贏」狀況，因此此一時期可說是由台商主導兩國產業升級與合作的年代。 

  第二時期，隨著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整合架構內，各國資

金與技術大量、快速進入中國，使中國與全球間的國際分工及經貿整合快速提升，在全

球市場規模出現高度的擴張。此時台灣產業也難擋磁吸效應、龐大市場成長誘因、引資

政策獎勵補助，加上國際競爭布局考量，持續移往中國投資生產。台灣政府在經發會後

改採「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的大幅鬆綁，更助長中上游原物料、高科技等大規模

廠商加速前往中國布局。因此，台商成為中國產業結構完整化的助手，卻也成為造成台

灣第二次產業外移的推手。 

  此時，台灣雖擴大對中國的產業投資與經貿整合，卻也同時必須面對來自中國本身

與全球各地陸續進入的競爭者，在市場主導力下滑、競爭程度擴大的情況下，兩國產業

衝突與矛盾持續擴大。 

  到了第三階段，台灣政府積極希望憑藉著雙方經貿整合談判速度的加快與產業合作

與交流強化，來落實中國內需市場開發、改善台灣出口貿易情勢、提升台灣產業規模與

競爭力，並期望雙方經貿整合環境的深化，可吸引雙方與海外企業對台投資、創造就業

機會，促進台灣經濟成長。 

  在此目標下，2008年經濟部啟動「搭橋專案」，搭建雙方產業合作平台，更於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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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啟動雙方經貿整合運作。然而，從台灣對中

國出口實績來看，在兩岸搭橋、ECFA早收清單的產業交流合作、降稅優勢下，台灣對中

國與全球的出口動能，不僅未見改善，甚至出現二十多年來最低的成長，更出現台灣對

中國出口成長幅度低於對全球出口成長，即台灣出口對中國依存度下滑。在進口貿易

上，台灣對中國進口依賴度卻持續提高，且於2014年上半年超過日本，成為台最大進口

國，呈現對中國進口依存擴大、國產品國內市場被替代的威脅。 

  從後ECFA兩國產業貿易表現，雙方經貿整合運作與中國貨品關稅減讓的開展，對台

灣產品出口競爭力與貿易情勢未能有效改善，反而讓台灣落入「雙方政策合作強化，不

僅無助於對中國出口，反而使中國對台市場影響力擴大，貿易順差持續縮小」的惡境。 

貳、美中貿易戰對台灣之影響 

  綜合來看，從台、中在全球貿易市場的彼長我消現象，已說明2000年至今兩國產業

分工狀態，早已脫離不損及台灣在國際市場規模與競爭力的三贏模式，也不再是雙方產

業共榮的互補關係，而是台灣產業在中國需求市場波動下的被動填補，以及台灣出口產

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深化。目前雙方產業競爭與合作的關係大致有以下特色。 

  首先是台、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已大於合作、替代已大於互補，實不利於台灣出

口。事實上，台、中在國際市場「競爭大於合作、替代大於互補」的現象早在本世紀初

期就已發生。從2001年起，中國製造業產品早已在國際市場蠶食台灣出口市場規模。受

到台灣開放高科技、基礎建設、上市櫃與大規模台商赴中投資，中國加入WTO國際分工

的擴大參與、十五與十一五政策的產業鏈自主建立，造成台灣國內主力優勢產業投資與

生產的外移。隨著台灣對中國市場出口主力的中上游產業，以及對全球貿易市場出口主

力的資訊電子產業，轉赴中國生產製造，導致中國進口替代與出口擴張，使得在台灣在

中國與歐美日三大主要市場的占有率不斷降低，對台灣製造業國際市場競爭力、生產活

動與就業機會的衝擊持續擴大。 

  其次，中國產業自主化未必能有效拓展國際市場。近年中國積極扶植國內企業或吸

引外資在中國投資電子零組件、化學材料等進口需求高、國內產出存在缺口的進口主力

產業，積極填補國內產業缺口。以兩岸貨品貿易協定談判的主要爭議項目之一的液晶面

板為例，從中國進口貿易數據可明顯看出，在產業自主化推動下，中國液晶面板相關產

品的進口需求擴張停頓，且自台、韓進口金額與比重持續下降。雖然現階段中國液晶面

板的自主供應能力快速提升，依賴進口填補國內產業空缺的需求已經開始下降，但卻不

能保證能在海外市場取得競爭優勢。從兩國電子零組件、化學材料業在歐美日三大主要

市場，中國在近年市場占有率出現衰退或成長鈍化現況，台灣在電子零組件市場出口金

額與市場占有率回升，化學材料製造業出口金額回升、市場占有率持平現象，可知電子

零組件、化學材料等台灣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若中國想切割與台灣產業分工，獨自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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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國際市場，效果不僅有限，甚至可能損害自身的產業出口。 

  從歐美對中國在太陽能產業的雙反調查、以及多家中資太陽能產業破產清算，可知

中國的產業自主化發展與推動過程，過度的投資獎勵與補貼政策所造成的過度投資現

象，不但會引發反傾銷、反補貼貿易調查，也可能讓外資企業對加速產業布局調整，進

一步的拉大與中國的技術差距，反而更不利於中國在先進國家市場的出口拓展。當前美

中貿易戰的持續發酵已讓外資快速撤離中國，更加大了中國自主產業升級的困境，因

此，中國對台灣具有比較利益的產業、產業鏈內的生產價值斷落，未來將會有更深需

求，台灣不見得落居下風。 

  美中貿易戰的另一影響是有可能使台灣對中國順差縮小的情形改善。過去台、中產

業因台商投資而擴大競爭，也使得雙方順差縮小。但近年台灣對中國進口市場占有率縮

小現象，不再繼續惡化，以及中國在國際市場出口未必能造成對台出口替代，顯示現階

段台灣出口主力產業，實為中國在內需與出口市場的缺口產業，且具有一定的產業分工

優勢，不致被中國產業快速取代，足以維持對中國出口與國際市場競爭優勢。然而過去

台商赴中投資的發展經驗可知，當台灣出口主力產業赴中投資後，不僅會快速替代台灣

對其他海外市場的出口，也會導致台商在中國市場進口市場的萎縮。 

  如今美中貿易戰使得台商加速撤離中國，甚至回流投資台灣，因此在未來幾年內，

台、中產業競合發展極有可能隨台商對中投資縮減、回銷減少，並降低替代國內相關產

品的國內生產下，造成雙方貿易順差縮小情形改善。 

  最後，過去台商在台、中的產業配置已衝擊台灣實質生產活動，使得台灣發展鈍

化。在全球化、自由化的國際經貿發展趨勢下，企業對外投資在全球進行最佳的企業資

源分配已成為企業確保國際競爭力的必要手段。但就後ECFA時期以來的台、中經貿整合

發展觀察，過去二十年間，台商赴中投資進行的兩國產業分工、技術升級，並促使雙方

產業與經濟共榮發展現象，如今已難以帶動台灣實質生產與投資的效益，甚至出現產業

空洞化現象。中國一直是台商在全球對外投資、產業分工配置的最集中地區，但近年台

商對中投資卻出現無法經由海外投資帶動貿易效果，反而造成海外生產基地替代國內生

產、海外生產產品侵蝕本土生產的現象。觀察投資與外銷訂單的長期趨勢，可發現金融

海嘯前，台灣對中國投資擴大，雖造成外銷接單的海外生產占比提高，但外銷接單金額

也同時增加，顯示當時台商在兩國投資與生產配置的分工行為，有效使得台商在全球市

場餅做更大，即使海外生產比重提高，由國內生產金額仍可維持成長；但2013年時國內

生產的外銷訂單金額首次出現衰退，顯示台商赴中投資所影響的產業，是因市場規模擴

張受到限制，在經營成本考量下，將原本台灣所應供應的部分減少，轉由中國生產，但

台灣國內的生產卻無法透過新產業或新產品與中國生產基地進行明確差異化分工來擴大

外銷訂單，形成了斷鏈式的產業外移。過去對中投資擴大、外銷訂單成長停滯、外銷訂

單國內生產金額衰退等現象，對台商在台、中產業配置模式與發展趨勢及台灣未來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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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具有嚴重影響。這也是何以貿易戰使得台商快速回流是一件值得積極正面看待的發

展。 

  到目前為止，製造業仍是台灣經濟成長主要驅動力。我國科技產業在全球具關鍵地

位，許多科技產業市占率居全球領先，包含了全球市占逾七成的半導體、光電、資訊、

通訊等產品，產值全球第一的晶圓代工業，產值占全球67.4％，下游封測業亦為首位，

產值全球第二的IC設計業，占全球產值21.5％，TFT-LCD產值亦居次，產值全球第三的

個人電腦產品。 

  若由東亞國家的分工進程來看，過去三角貿易時代，係由日本或南韓、台灣等新興

經濟體提供零組件及原物料，供應中國或東協各國，在加工、組裝後，將成品出口至歐

美先進國家市場。前一階段因為日、韓、台各國勞動成本較高、資本成本較低，故多是

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後一階段因中國及東協勞動成本較低，故多屬勞力密集型製造業。 

  近十年來，東亞逐漸成為三角貿易加中間財互相供應的發展趨勢，日本及新興經濟

體也讓高階零件、原物料自我供應，形成自我供應鏈；中國與東協也自成一格，採行進

口替代策略，開始生產泛用性零件與素材，並積極從中東、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進口原

礦，形成另一供應鏈體系。歐美國家生產的再工業化、或鄰近化；以及中國進口替代策

略，均將使得日本及新興經濟體在國際分工角色弱化。但中國及東協新興市場的出現、

也使國際供應鏈產生新的機會。 

  事實上，近年全球IT價值鏈分工已經開始轉變，並帶來新的挑戰與機會。美國企業

發展出平台與應用服務主導了IT產業價值鏈發展，不僅壓低了硬體價格，也弱化了台商

OBM及ODM的角色，使得美國企業得以直接與OEM廠商合作。因此，台灣應透過發展

擁有技術、創新、品牌的中堅企業，使在全球市場具不可取代的國際競爭力。 

  如今，國際供應鏈模式又再度轉變。過去的三角貿易中，中國逐漸囊括大部分供應

鏈，但在貿易戰後，中國的物流及技術流開始受限：國際品牌商開始要求供應商生產基

地移出中國的可行性；許多台商已開始移往東南亞及印度；新南向等國家希望我國政府

引導及協助台商移往該地；未來應是「非中國市場」之供應鏈離開中國的大趨勢。 

  紅色供應鏈逐漸轉變成非紅供應鏈的過程，包含了中長期供應鏈及區域結構改變。

從供應鏈變化的變化來看，短期在中國投資的台商短期將以轉單重新調整全球生產配置

因應變局，長期則將另覓生產基地，例如回台投資，或依其產業特性增加海外布局地

點，如美國、中東歐或新南向國家。 

  就台商回流情形而言，目前回台廠商以電子資訊產業，如網通、伺服器、機械、自

行車、汽車零件等最多；就台商的新南向布局來看，根據經濟部調查，我國外銷實績規

模較大之二千一百五十二家企業，因美中貿易摩擦有意移轉產能者計一百四十九家，其

中55％有赴新南向國家投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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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除了利潤日趨薄弱的傳統製造業之外，如今隨著資通訊新興科技快速

進步，全球產業已進入物聯網（IoT）世代、並朝由智慧系統世代邁進，從供給端決定產

品功能的模式逐漸式微，轉為由應用端或使用者主導，產業運作模式將產生重大變革，

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5G的發展趨勢已成型，也將為台灣帶來新的新機會。這才是

重要的產業發展方向。 

  目前國際大廠已由垂直應用切入人工智慧布局。人工智慧系統服務模式的特點在於

有效管理龐大且多樣化的物聯網數據，達到從硬體到軟體，到整個服務自動化的目標。

國際大廠紛紛聚焦利基市場商機，相繼從垂直領域，例如智慧製造、智慧交通及智慧醫

療與健康等應用切入智慧系統服務，布局整合物聯網、雲端運算、巨量資料，甚至嘗試

AI人工智慧等技術，驅動創新產品服務發展。 

  而美中貿易戰最關鍵的5G發展競賽更彰顯5G時代即將來臨，台灣實不能落後時代趨

勢。5G將加速垂直產業數位化轉型，帶來龐大產業商機，也將延續半導體、資通訊等產

業優勢，促進系統整合及服務供應商轉型。如何掌握5G產業轉型契機，建構高值生態體

系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參、結論與建議 

  後 ECFA 時期以來，台、中雖邁向經貿合作公開化、區域整合檯面化，但雙方產業

競合與經貿整合出現眾多對台灣經發展不利的警訊。諸多對中政策未能達成政府與企業

對總體經濟成長、產業國際競爭優勢帶來正面能量與效果的設定目標，不僅加深了台灣

內部對雙方經貿整合政策疑慮，也凸顯現行對中經貿整合相關推動機制與運作上，存在

失靈或障礙。因此，若要改變現行雙方產業競合矛盾關係擴大、經貿整合背離政策與企

業策略目標之現實情況，必要對於兩國產業分工與交流合作模式進行詳細檢討與省思，

才能有效解決台灣在台、中產業分工模式與競合關係，因應經濟規模差距過大、政經體

制差異，所造成之劣勢與限制。 

  在全球自由化潮流與經貿整合下，若過度追求出口貿易擴張、經濟成長的數字目

標，未能充分對應台商赴中國投資造成之國內投資弱化、產業外移、經濟依賴問題，則

台、中產業合作對台灣人才、技術的磁吸效應，兩國要素與市場整合均會對台灣產業、

資本、技術與就業市場產生衝擊。台灣產業資本化集中、國內生產比重下降、薪資成長

停頓、土地資產價格上揚等兩國產業整合深化所累積的負面衝擊、不安風險與相對剝奪

感，在後ECFA時期，諸多中國對台讓利假象破滅後，台灣人民對雙方經貿整合的效益早

已產生疑慮。 

  事實上，台灣近年來面對中國的技術剽竊、強迫技轉、補貼國企等問題與美國所遭

遇的如出一轍。在美國發動貿易戰以取得公平貿易的機緣下，也正是台灣產業重新布

局，掌握未來發展趨勢的絕佳時機。因此，此刻應有以下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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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擴大台灣下世代專精技術投資與要素培育。從中國產業自主發展與缺口彌

補，對台灣具備優勢產業到人才、技術等生產要素的競爭與掠奪，從液晶面板到面板零

組件、IC設計到IC製造可知，短期內要改變現行雙方產業合作與經貿整合的歧見與矛盾

有其困難，而台、中產業合作與經貿整合主導權也難以操之在己。但從台灣電子零組件

業在國際市場占有率反彈，台商願意回流等現象，顯示台灣特定產業技術優勢、國際分

工價值鏈的鑲入能力，並非中國所易取代。台灣產業環境無形價值的優勢，是無法仿冒

或竊取的，因此，企業與政府在實踐雙方產業合作與經貿整合過程中，應先擴大台灣下

世代專精技術投資，強化產業創新人才與技術培育，拉大台灣在兩國產業技術優勢與差

距。 

  如今，從歐巴馬到川普的美國再工業化，有機會使台灣重新直接鏈結美國先進製造

供應鏈。台灣不僅有機會成為全球高階硬體製造的生產基地，甚至有進而連結與融入美

國高階服務系統整合創新的機會，藉非紅供應鏈來進一步壯大經濟。 

  就國內環境而言，解決所謂的「五缺」問題固然重要，但是台灣更缺乏能將水、

電、工、地和人才這些基本生產要素或投入品做更好的組織而產生更高附加價值的企業

家精神。目前政府提出解決「五缺」的問題就是擴大供給，以迎合台灣企業長期以來最

拿手的增產量、降成本思維。台灣過去的低附加價值和五缺的重要原因是產業的技術與

企業家能力不如人。如果只解決五缺，台灣仍可能繼續走低附加價值和低工資的路。發

展新產業和新生產方法才能使台灣有更健康的成長。 

  整體而言，中國對台灣而言雖是重要市場，但絕非唯一市場。過去兩國的競爭與分

工合作都是比較利益的結果，通常非源自兩國政府主導的結果。無論如何，台灣在全球

產業的供應鏈仍扮演一定的重要性角色。中國紅色供應鏈崛起造成的進口替代仍會持

續，而且也不是現在才開始。未來中國會面臨其他國家或區域的進口替代，更何況中國

也有本身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因此，兩國產業競合對台灣的影響仍應回到台灣內部進

行產業結構調整方能解決。此外，台灣應多與先進的國家進行產業合作，對台灣產業長

期的發展才會有良性刺激的助益。而結合先進國家共同對抗中國不公平的產業競爭，也

才會較有勝算。 

  為開創經濟成長新動能，加快結構調整速度，政府計劃打造以「創新、就業、分

配」為核心價值、追求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以創新研發加速驅動經濟成長及產業轉

型，以打造台灣成為高階製造中心為目標，應是正確方向，只待加速積極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