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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字：產業群聚、驅動產業、區域發展

一、研究緣起

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區域發展不均衡、貧富差距等問題，一直是學界

的關注焦點。尤其全球經濟的轉變，加上運輸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驅動下，

促使全國與區域產業結構產生重大轉變。產業結構之改變，不僅反映經濟發

展過程中所伴隨之產業組成調整，亦隱含產業發展強弱趨勢轉換等重要的訊

息。因此，如何協調區域經濟之發展，反映區域之經濟特色，是目前政府的

重要工作。

政府思考解決區域發展均衡之問題，主要是以設置科學園區、創新育成

中心，與投資重點科技產業作為主要政策，相對忽略南部區域產業結構與就

業特性之問題，且對於既有產業間彼此的互動行為、依存關係，與投入資源

的產業帶動效果也缺乏整合分析，因此以上政策投入短期確有降低失業率之

效果；長期來說，對產業的永續發展與競爭力提昇，並沒有太多實質的幫助。

近年如傳統產業之第三義大利與高科技的矽谷案例，顯示兩個國家在這

些產業部門中，由中小企業形成的工業地域(industrial district)較其他國家的大

企業而言更具有競爭力。國家和區域的競爭優勢取決於該國或區域內產業的

競爭力，而以具有競爭的產業群聚(competitive industrial cluster)內，驅動產業

(driver industry)和其完整的上下游產業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群聚具有空間和經濟行為兩個重要特性，強調單一產業或是相異產業座

落在特定空間，所產生的經濟行為。因而，產業群聚可視為一種相對具有競

爭優勢與生產效率之空間組織形式，組成結構則是由「關係維度((分工、競

爭、創新、專業化))」與「空間維度((地方、區域、國家、全球))」之元素所

組成的複合體。

本文認為產業群聚的觀念與分析模式，提供一個有效率的規劃觀念與方

法，思考區域內產業間的互相依賴關係，和協助擬定有效的區域產業政策。

台灣政府近年亦轉向以發展與強化既有群聚作為主要產業發展策略，以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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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國內產業升級與發展，如產業創新走廊等行動方案，然台灣目前相關研究，

主要著重特定案例之績效或其對空間發展之影響，對於產業群聚之瞭解雖有

顯著提升，但較少從區域的空間尺度對群聚的空間辨識與分佈進行瞭解，由

於缺乏從空間與時間變遷的角度進行分析，無法提供整體政策上之建議。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兩點論述，作為本文探討之理論基礎。第一，以具

有競爭優勢的驅動產業部門所形成的上下游產業群聚與其空間聚集，本研究

認為是思考未來區域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然而如何將此構想落實到實體空

間規劃，目前鮮少研究著墨。第二，驅動產業的型塑與發展需要完整的支援

產業與經濟基礎，此類產業需要大量的時間積累與資源投入，如何尋找此類

產業群聚，並以此為基礎上進行產業升級是本文認為南部產業發展的重點思

維。本文以此為基礎建構產業群聚辨識模型，得出南部區域產業群聚之結構

與空間分佈，並輔以專家人士座談，最後提出南部未來產業群聚發展之政策

建議。

二、研究方法及流程

本文提出一個群聚辨識模式，並從時間與空間兩個向度進行分析，瞭解

群聚之結構、發展變遷、空間分布，進而論述既有群聚與區域及地方發展之

關係。本研究以南部區域為研究範圍，其中區域內部有超過一個以上以驅動

產業為核心所形成的群聚，因此只要能找出區域中具有競爭優勢的驅動產

業，並以驅動產業為核心界定其消費與供給產業，進而描繪出區域的產業群

聚的組成架構。

本研究主要以南部區域為實證範圍，其範圍界於全國與地方之間，故採

用「中觀(meso)層次」作為實證的群聚分析層次較為適當，一方面可使用之

方法較多，且又可承接全國與地方兩個尺度之研究。本研究方法上以結合「多

變量分析」與「投入產出分析」作為操作方法；資料主要有兩個來源：(1) 行

政院主計處民國 80 與 9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場所單位資料；(2)行政院主計

處民國 90 年產業關聯資料。本研究主要以民國 80 年產業關聯資料使用之 39

部門作為分析的基本單元，其中因農畜產、林產、漁產與公共行政服務等 4

大部門資料無法取得，故採用 35 部門為最基本單位進行分析。研究操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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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分成驅動產業選取、支援產業辨識、空間辨識三個階段。 (1)第一階

段：驅動產業辨識。以 1991 與 2001 兩年度之工商暨服務業普查資料，配合

競爭力、經濟基礎理論、產業關聯概念和移轉份額分析作為辨別驅動產業變

數選定之理論基礎，選出「競爭力」、「產業帶動效果」、「地方競爭優勢」、

「出口」與「研發」等 5個類別 14 個變數，接續進行群落分析求出相異與相

似群體，以區別分析分析各群體之特性，以得出驅動產業。(2)第二階段：驅

動產業之上下游產業(支援產業)辨識與群聚結構變遷分析。以行政院主計處

產業關聯表，分別從供給與需求面兩個角度，操作「投入產出分析」模型，

以計算產驅動產業部門之向前與向後關聯係數，其中由需求面模型計算向後

關聯係數，供給面模型計算向前關聯係數，以代表產業之上下游關聯程度。

接續，輔以供給與消費產業(上下游產業)關聯界定原則，界定出以驅動產業

為核心，具有顯著關係的上下游產業，即驅動產業之關聯產業部門，最後則

分析群聚結構變遷。(3)第三階段：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所得出之驅動產業

與其上下游產業，透過 GIS 工具將群聚之區位分布進行標示。由於目前仍無

相關研究，提出方法標示產業群聚(上中下游產業)在空間的分佈狀況，因此

本文嘗試以 GIS 工具呈現圖形，驅動產業以灰階表示，上下游產業則以密度

點位表示，並將以上資料與南部區域空間結構，如生活圈範圍、都會區範圍、

工業區點位、道路分布進行空間疊圖，探討南部區域群聚之空間佈局。最後，

則是整合南部區域空間結構體系之發展與重要產業群聚之空間佈局，論述區

域群聚與區域及地方經濟發展之關係，提出本文認為南部區域未來產業空間

佈局之發展趨勢與產業群聚發展之建議。

三、重要發現

南部區域驅動產業與產業結構主要以製造業為主，不同於北部區域之發

展型態，且在發展能量上亦有顯著之差異。整體來說，我國整體產業結構正

逐漸走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發展結構，且比重不斷上升；然而，細緻分析

各區域產業結構，北部區域工業和服務業的比重幾乎呈現並重之狀態，南部

區域主要仍以工業產業為核心產業，但普遍呈現下滑趨勢。因此，南部區域

相較於北部區域在產業結構上仍呈現不同之風貌，且在產業發展能量仍有顯

著之區域落差。根據本文分析，南部區域中具有競爭優勢的驅動產業部門主

要以「飲料」、「加工食品」、「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塑膠」、

「鋼鐵」等六個產業部門，不同於政府預計發展之高科技產業。對照台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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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經濟發展，可以發現驅動部門回應了政府產業政策之效果，但由於能源

價格與工資水準大幅提升，致使國內出口競爭力降低，政府便開始轉向資本

技術密集產業，致使原本南部重點發展之工業面臨發展瓶頸，開始思考產業

結構轉型。

驅動產業市場主要以中間投入與中間需要為主，主要可分成商品型態、

原料型態與中間商品型態等三個不同型態之群聚。根據驅動產業特性分析發

現，南部區域之驅動產業除「飲料」之外，其餘部門至少超過 70%以上以中

間投入為主，其中「飲料」之原始投入主要是以間接稅為主，並非勞動報酬

與資本消耗之投入；中間需要部分，除「加工食品」與「飲料」最終需要比

例高於中間需要外，其餘皆屬於中間需要，其中「化工原料」與「鋼鐵」之

中間需要率至少有 88%。分析驅動產業之關聯產業，可以更清楚說明上下游

與投入需求關係，「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鋼鐵」等部門對自身

需求關聯至少有 70%，部門內之交易比重很高但有下降之趨勢，相對此類產

業自身的供給比重介於 40-50%之間，且逐年下降，供給關聯產業主要是製品

製造業，可以看出「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鋼鐵」等驅動產業，

屬於原料產業且具有帶動產業效果。「塑膠」自身供給與需求比重介於 40-60%
之間，且需求比重逐漸下將，供給比重逐漸上升，兩者逐漸接近 50%，10 年

之間出現新的關聯產業，其部門市場行為接近中間產品。「加工食品」與「飲

料」屬於自身需求比重介於 50-60%之間且逐年下降，自身供給比重介於

80-90%之間且逐年上升，其中飲料更高達 98%，顯示該部門已接近商品型態。

根據產業關聯組成結構分析，可將群聚組成概分為食品飲料、化學、鋼

鐵等三類群聚，其中區域群聚逐漸與服務業及電子產品部門產生顯著之關聯

效果。根據需求面與供給面之產業關聯進行分析，發現可依照其關聯產業組

成與關聯效果，將「飲料」、「加工食品」、「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

「塑膠」、「鋼鐵」等六個區域群聚，劃分為食品飲料、化學原料、鋼鐵等

三組群聚。「飲料」與「加工食品」之組成結構非常類似，生產行為與服務

業部門關係逐年增強，相對於傳統製造部門關聯效果漸低；兩者市場結構有

不同之差異，「飲料」之大廠具有絕對之市場影響力，相對「加工食品」之

市場影響力較不明顯。「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塑膠」市場結構

皆屬於中度集中之寡占市場結構，三者之間有顯著的互為投入供給關係，且

三個部門在需求與供給部分，皆逐漸與服務業開始有顯著之關聯效果，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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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組成關聯效果，除電子產品部門逐漸具有顯著關聯效果，其餘製造組成

結構並無太大變化。「鋼鐵」部門與其他驅動產業部門雖有顯著關聯效果，

但如單獨考量國內關聯效果，可以發現效果不顯著，輔以鋼鐵部門之供給部

門組成，可以看出國內鋼鐵主要供給營造、金屬製品、機械、電子產品等製

造業，其餘驅動部門之鋼鐵需求主要則是來自進出口供應。

食品飲料、化學、鋼鐵等三類群聚，分別在台南與高雄都會區之間形成

一個發展軸帶，並以此軸線為核心各自向南北發展。對照南部區域之空間佈

局與發展，可以發現群聚與產業園區之生產活動，在台南與高雄都會區之間

形成一個發展軸帶，其中國道ㄧ高、國道二高與高鐵均位於此軸帶內，並以

此軸線為核心各自向南北發展，台南縣以北主要以生物科技和文化產業為

主，高雄縣市以北則是以農業與休閒產業為主，一直擴張到屏東縣。細緻探

討產業的發展能量，南部區域過去主要是以鋼鐵與塑化等傳統產業為主，本

文發現其在南部已形成重要的產業群聚，主要集中在台南都會區與高雄都會

區之間形成發展軸帶，發展能量亦與工業區呈現相同的發展模式。另外，南

部區域之驅動產業，發展趨勢已趨向成熟，甚至開始出現成長率衰退，然而

對於成熟之產業群聚，是否無法對對當地就業增加及所得提升有貢獻之論

述，學者提出不同之看法，其認為發展既有之產業群聚較開發全新的群聚更

容易成功。對照近年產業發展趨勢，國內傳統產業正積極轉型與增加研發投

入，逐漸走向高附加價值之產品，其中過去所累積的人力資源與知識，正是

發展高科技產業之重要關鍵。政府近年投入大筆資金，將文化創意產業納入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成為未來六年的國家重

點發展目標之一。因此，南部區域是否需發展政府認定之高科技產業、或是

仿照北部區域產業結構之發展模式、或是依南部既有之發展優勢，政府提供

協助整合現有資源與轉型，是本研究目前認為後續政策制定可再深思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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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建議事項

本研究經彙集各方專業意見，國內雖逐漸朝向服務業的產業結構型態發

展，但南部區域所具有的生產優勢，仍是區域內產業轉型的重要基礎，因此

如何進行轉型與升級，本文認為未來產業群聚政策，可朝升以下四點進行思

考。

1、建議以都會區空間作為升級南部區域產業群聚的核心，並以此為基礎向外

延伸(主辦機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協辦機關：行政院內政部營建署)

全球化面貌包含了產品、服務、技術、資金、人才等市場的發展與自由

化，在資源條件的流動性增加下，傳統區位的制約作用下降，企業進行跨國

經營和生產，整合不同地區的區位優勢，產生更大的效益。產業群聚發展應

根據各地方社會經濟文化、產業結構轉型、產業群聚能量等三構面的整合性

思維，以不均衡但有資源配置的優先次序發展「旗艦式」產業，俾以帶動整

個區域內其他的產業群聚發展。南部區域之六大產業群聚與科學園區、加工

出口區、工業區之生產活動，既有之研發機構與運輸設施，已在台南與高雄

都會區(台南縣、高雄縣與高雄市)之間形成一個發展軸帶，並以此軸線為核

心各自向南北發展，台南縣以北主要以生物科技和文化產業為主，高雄縣市

以北則是以農業與休閒產業為主，一直擴張到屏東縣。因此，在此大戰略前

提下，都會區之發展需有「聯合發展」的戰略方針，掌握全球分工與區域合

作的大趨勢，了解地區產業的群聚在全球產業供應鏈中適宜的角色定位，配

合在地大學教育人才培育及創意產業發展來提升勞動生產競爭力，進而提升

台灣整體競爭力。

2、以「內研外發」與「前店後廠」的思維，協助既有產業群聚之廠商「引鳳

築巢」(主辦機關：行政院經濟部：協辦機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廠商外移不等於產業外移，而是產業力量的延伸－在知識經濟及全球化

世代，營造新的區域競爭優勢，讓部分企業外移也將是整體產業力量的延伸，

提昇為全球知識經濟中的知識整合者。政府近年嘗試從產業結構轉型的方向

思考，但主要仍以設置產業園區為主，雖然在空間上確實有聚集之效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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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缺乏整體規劃，因而在產業的引進上產生失焦之問題。要落實南部區域產

業結構的轉型，除需要有軟性的歷史、文化與教育資源的支持外，更需能「引

鳳築巢」之產業群聚政策，配合「內研外發」下協助內資企業以南部都會區

為據點，進行研發的技術創新活動，吸引國際大廠與全球資金的技術與資本

投入，並以「前店後廠」的思維，讓產業與企業在台南市或高雄市開店，而

設廠於嘉義縣、高雄縣、屏東縣，同新加坡之於馬來西亞、香港之於廣東般，

透過區域地方經濟體的運作，善用各地資源，以快速形成聚合型的產業群聚

效果。因此，在發展地方經濟體的架構下，都會區的產業發展模式，應朝向

建立「植根性」產業，憑藉其特有的社會文化經濟背景去發展不同的產業。

3、制訂以創新設計與協助廠商產品認證之政策，以協助既有產業群聚內之廠

商朝向升級既有產品之附加價值高附加價值之產品

(主辦機關：行政院經濟部：協辦機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南部區域之產業群聚已具有完整之產業鍊與高水準之生產技術，但仍面

臨兩大轉型問題。首先，既有產品雖已具有國際級之水準，但因本身欠缺專

業認證，因此只能以低微價格賣給具有專業認證的公司，再透過該公司轉賣

給世界各國，然弔詭的是最後各國零組件最後會運到台灣進行組裝。另外，

台灣既有的生產技術，因缺乏深度文化與創意概念的融入，只能創造出低價

產品，但只要結合國際級設計大師之創意，產品的價值馬上提升數倍，因此

如何發展具有深度文化與創新設計之高附加價值產品，是目前可以努力的方

向。因此，建議藉由「南部科技走廊」的形成與推動，強化區域內的產業網

絡。此外，並結合區域內的學術資源與研發能力，聯結當地的知識流、資訊

流與資源流，結合南部大學院校：成功大學、高雄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中山大學、義守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

學及屏東科技大學等學術機構，與研究機構如「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南

部創意園區」的資源，和產業界進行資訊與資源的交換。規劃利用南部區域

既有產業群聚之優勢，結合三縣市的跨產業網絡，例如南科高雄園區、楠梓

加工出口區、高雄加工出口區、成功物流園區、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以及

臨海工業區、林園石化工業區與屏東縣第二代加工出口區及屏東科技園區，

配合高雄港、小港國際機場與高速公路，形成新的創新網絡體系，分享資訊

與資源，並將科技研發成果外溢至區域內傳統產業，以促進傳統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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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既有群聚之發展能量為基礎，結合永續環保與在地文化之產業

(主辦機關：行政院經濟部、行政院文建會：協辦機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

台南高雄縣市一向是台灣石化業的重鎮，石化業在高雄縣市經濟發展也

一直扮演著十分的重要地位，也對高雄縣市的經濟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石

油煉製品」、「化工原料」、「塑膠」三者不僅生產力高，更是南部區域過去重

點扶植之傳統產業，石化業的產業鏈非常龐大，帶動就業人數相當可觀，亦

為各類塑膠與化工產品主要的上游產業。因此，面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石化

業仍是不可少的產業，高雄縣市過去有相當的紮實基礎，更要以「產業群聚」

的觀念引領另一個產業環保工業，使台灣的石化業也能清潔無害生產，因此

未來可以清潔生產之理念來帶動石化業的發展，進而可能創造出環保產業群

聚。南部區域具有重要的海洋資源，但對海洋產業一直侷限在漁業、造船、

航運以及水產製造，雖然以上產業與「鋼鐵」群聚有高度關係，但對於新興

的海洋產業著墨不多，如海洋旅遊（郵輪）、海洋生物科技、海洋工程、海洋

能源探勘，這些新興的產業是目前許多港口城市大力引進項目，而這些產業

高雄都會區已具有既有的產業發展能量，因此如何提升產業發展項目，是值

得進一步訂定發展策略來思考如何帶動。如豪華郵輪的製造、修理維護、停

泊，將刺激船舶製造、維護、修理業和港口服務業的發展，進而形成一條產

業鏈。其次，郵輪到港後，乘客和船員的消費、觀光，將給餐飲、賓館、商

貿、旅遊、交通等服務業帶來難得的發展機遇，對提升城市的消費量作用巨

大；儘管郵輪產業產值如此吸引人，但是富有一個特有的在地文化觀光資源

才是吸引此「巨大商機」停泊的最大誘因。以「在地概念、全球行銷」的模

式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高高屏未來可進一步效仿各先進都市如布尼奧爾、慕

尼黑、紐約、紐澳良、納許維爾的策略性做法，盡速制定有效的策略，發掘

在地文化並與在地大學合作，培育具有文化創意的人才，使文化創意產業能

夠在高高屏地區生根發展。如高雄都會目前積極地規劃展覽產業，推動設置

「高雄世貿展覽會議中心」、「流行音樂中心」等硬體場館，但如期待它能有

助於產業競爭力提升及都會功能轉型，不致淪為資源浪費，政府除要避免「活

動空洞化」及「產業空洞化」外，應將思維層次提升至「產業活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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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s, Driver Industries, Reg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Taiw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income
continues to be a key issue in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The past way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re to build science parks, innovation center, and invest
high-tech industries in contrast to neglec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Southern region. We think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 should build the driver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integrate consideration of
different local cultu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potential of
clusters on different scale. Therefore, 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cluster formed by
the driver industry and its complete supplier and customer industries, are not only
the core of the revolution of loc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also the
key concept to think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intense
integration with local industrial network. By the empirical model, we found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results.

1. The main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aiwan southern region is based on the
manufacturing including "Beverages Manufacturing", "Food Manufacturing",
"Chemical Manufacturing", "Petrochemical Products", "Plastic
Manufacturing", "Iron and Steel Manufacturing" in which it is extracted to
"Food-Beverages Cluster", "Plastic- Chemical Cluster", " Iron and Steel
Cluster" and different with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2. By the analysis in intermediate input and intermediate demand, regional
cluster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different types in terms of product,
material, and intermediate produ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industry
interdependence analysis of six regional clusters, we find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cluster structure included of Beverages-Food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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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Manufacturing, Steel Manufacturing in which they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ce producing relationship with service sector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3. The clusters hav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nd concentrated between Tainan
and Kahousing metropolitan. Moreover, its development has the trend toward
the north and south direction separately from the core of Tainan and
Kahousing metropolitan. We suggest the future industrial policy can be
upgrading and extending the three existing clusters with cultural, ocean, and
optoelectric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we propose four suggestions for the policy
maker to re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southern region
bu cluster concept.

1. Upgrading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of Southern Taiwa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metropolitan region as a core to make industrial
policy.

2. Attracting the enterprises within clusters back to Taiwan by constructing the
environment with stimulation R&D capabilities and manufacturing high
value-added product in Taiwna and putting market in China.

3. Upgrading the existing product to value-added level by promoting firm
adapting innovation desigh and product certification.

4. Combing the existing potential from industrial clusters with sustainable
protection and local cultural industries such as cultural, ocean, and
optoelectric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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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區域發展不均衡、貧富差距等問題，一直是學界

的關注焦點。尤其全球經濟的轉變，加上運輸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驅動下，

促使全國與區域產業結構產生重大轉變(孫義崇，1988；周志龍，1995，2000；

夏鑄九、成露茜，1999)。其中產業結構是指生產要素在產業部門間之比例構

成和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的關聯，故產業結構之改變，不僅反映經濟發展過程

中所伴隨之產業組成調整，亦隱含產業發展強弱趨勢轉換等重要的訊息。因

此，如何協調區域經濟之發展，反映區域之經濟特色，是目前政府的重要工

作。同時，自 1980 年代之後，由通訊技術所帶動的全球化運動，使空間發展

的目標與模式有了結構性的轉變。在空間發展目標部分，由傳統的「生產力」

轉而朝向「競爭力」來思考。廠商區位的探討雖仍是產業發展的重要課題且

逐漸扮演重要之影響力，但與過去著重的原因不同，從過去的「為什麼某個

國家有競爭力」，轉向探討「為什麼某個國家在某個產業特別具有競爭力」。

在發展模式上，則開始強調產業聚集與組織型態之重要性。聚集區域內外之

間的互動關係，可刺激高效率的生產與創新的產生，進而可吸引資金與勞工

的引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Blakely and Bradshaw, 2002)。

政府思考解決區域發展均衡之問題，主要是以設置科學園區、創新育成

中心，與投資重點科技產業作為主要政策，相對忽略南部區域產業結構與就

業特性之問題(李紀珠，2004；曾梓峰，2001)，且對於既有產業間彼此的互

動行為、依存關係，與投入資源的產業帶動效果也缺乏整合分析，因此以上

政策投入短期確有降低失業率之效果；長期來說，對產業的永續發展與競爭

力提昇，並沒有太多實質的幫助。另外，對於區域發展與產業佈局之議題，

學者主要從政治、社會與產業的層面，進行描述與探討，且多以北部區域與

中部區域為研究範圍，較少從產業群聚與區域發展之角度思考。近年如傳統

產業之第三義大利(Becattini, 1990)與高科技的矽谷(Saxenian, 1994)案

例，顯示兩個國家在這些產業部門中，由中小企業形成的工業地域

(industrial district)較其他國家的大企業而言更具有競爭力(Rosen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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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Porter (1990)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指出國家和區域的競爭優

勢取決於該國或區域內產業的競爭力；而產業群聚所具有的外部經濟、創新

與合作競爭效果等正是促進區域產業競爭優勢提升的重要動力(Feser and

Bergman, 1999)。

因此，全球化效應不但沒有突破空間的障礙，相對更加速產業在空間集

中與聚集的趨勢，且活動領域多是地方性或區域性(Becattini, 1990;

Saxenian, 1994; Kung, 1995)。因而，只要找出區域中具有專業化與國際化

的產品，加上完整制度的建立，區域和地方並不會終結，反而是開放機會來

以逐全球(Storper and Walker, 1989; 王振寰，1999; Saul, 2004)。Hill &

Brennan (2000)指出以具有競爭的產業群聚(competitive industrial

cluster)內，驅動產業(Driver industry)和其完整的上下游產業可以帶動區

域經濟的發展。而歐美各國在實際政策的擬定思維上，也紛紛以產業群聚的

觀念作為政策擬定之核心 ，希望藉由產業群聚所具有的外部經濟、創新與合

作競爭效果，來維持與增加國家或區域產業競爭優勢。對應到國內區域長期

以來因為歷史因素與資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國內南北區域產業發展呈現不均

衡發展及高失業率問題，已經呈現出南部產業發展能量與人力資源不足的現

象 ，儼然已成為國內產業政策研究重要的課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的重點

整理既有文獻，群聚是從空間和經濟行為兩個重要特性，強調單一產業

或是相異產業座落在特定空間，所產生的經濟行為。因而，產業群聚可視為

一種相對具有競爭優勢與生產效率之空間組織形式，組成結構則是由「關係

維度((分工、競爭、創新、專業化))」與「空間維度((地方、區域、國家、

全球))」之元素所組成的複合體，其概念如圖 1-1 所示。關係維度包括垂直

生產維度(上下游關係)和水平生產維度(水平關係)，複合體則是由於群聚內

部因各種社會關係、企業文化、和其他制度的考量，產生不同的合作與競爭

關係、集體學習、創新研發、增加創新的產生、技術的轉移擴散等現象，進

而產生出如工業地域、地方生產系統、創新氛圍等各種不同的群聚組織型態。

空間維度，則認為經濟活動仍具有在特定空間聚集的強烈傾向，但同一空間

並不一定具備完整的上下游聚集，透過生產過程細緻的切割與經濟發展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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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產業會產生不同型態的水平與垂直專業分工，因而可以分別在全球不同

地區產生聚集與佈局。

圖 1-1 產業群聚組成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根據以上的觀點與問題意識出發，本文認為產業群聚的觀念與分析模

式，提供一個有效率的規劃觀念與方法，思考區域內產業間的互相依賴關係，

和協助擬定有效的區域產業政策。台灣政府近年亦轉向以發展與強化既有群

聚作為主要產業發展策略，以期帶動國內產業升級與發展，如產業創新走廊

等行動方案，然台灣目前相關研究，主要著重特定案例之績效或其對空間發

展之影響(邊泰明、麻匡復，2005；林育諄、金家禾，2006；陳忠仁、張陽隆，

2006)，對於產業群聚之瞭解雖有顯著提升，但較少從區域的空間尺度對群聚

的空間辨識與分佈進行瞭解，由於缺乏從空間與時間變遷的角度進行分析

(Malmberg and Maskell, 2002)，無法提供整體政策上之建議。

基於以上國內研究現況，本文提出以下兩點論述，作為本文探討之理論

中游 上下游上下游

經濟意涵

空間意涵

水平
行為

垂直
行為

中游 上下游上下游

經濟意涵

空間意涵

水平
行為

垂直
行為

地方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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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第一，以具有競爭優勢的驅動產業部門所形成的上下游產業群聚與其

空間聚集，本研究認為是思考未來區域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然而如何將此

構想落實到實體空間規劃，目前鮮少研究著墨。第二，驅動產業的型塑與發

展需要完整的支援產業與經濟基礎，此類產業需要大量的時間積累與資源投

入，如何尋找此類產業群聚，並以此為基礎上進行產業升級是本文認為南部

產業發展的重點思維。本文以此為基礎建構實證模型，得出南部區域產業群

聚之結構與空間分佈，並輔以專家人士座談，最後提出南部未來產業群聚發

展之政策建議。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援此，本文嘗試提出一個群聚辨識模式，並從時間與空間兩個向度進行

分析，瞭解群聚之結構、發展變遷、空間分布，進而論述既有群聚與區域及

地方發展之關係。本研究以南部區域為研究範圍，其中區域內部有超過一個

以上以驅動產業為核心所形成的群聚，因此只要能找出區域中具有競爭優勢

的驅動產業，並以驅動產業為核心界定其消費與供給產業，進而可描繪出區

域的產業群聚的組成架構。由於產業群聚之實證研究，在國內仍屬研究開創

階段，因此在研究需求資料與模式設計上，必須重新思維與整合，以下則以

模式設計與資料特性為架構說明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模式設計

本研究主要以南部區域為實證範圍，其範圍界於全國與地方之間，故採

用「中觀(meso)層次」作為實證的群聚分析層次較為適當，一方面可使用之

方法較多，且又可承接全國與地方兩個尺度之研究。本研究模式辨識研究方

法與操作流程，可分成驅動產業選取、支援產業辨識、空間辨識三個階段說

明。方法上以結合「多變量分析」與「投入產出分析」作為操作方法，如此

除了可考量產業之上下游關係外，又可兼顧產業動態變化的優點，避免因單

獨操作其中一種方法，產生容易誤判驅動產業之缺點。

(一) 第一階段：驅動產業辨識

以 1991 與 2001 兩年度之工商暨服務業普查資料，配合競爭力、經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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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理論、產業關聯概念和移轉份額分析作為辨別驅動產業變數選定之理論基

礎，選出「競爭力」、「產業帶動效果」、「地方競爭優勢」、「出口」與

「研發」等 5個類別 14 個變數。競爭力主要分析產業部門之整體競爭優勢，

因此輔以經濟基礎理論與移轉份額分析，做為地方競爭優勢之判斷。產業帶

動效果、出口效果與研發則是突顯驅動產業之特質，可帶動上下游相關產業，

出口可代表區域中某產業之競爭力，因該產業之產品如以服務區外需求為

主，顯示市場對於該區域之產業有大量需求，因而該產業勢必會透過產品與

生產研發、購買機器與吸引就業人口符合市場需求，間接可帶動區域內其他

產業之發展。

實證方法採用「多變量分析」之群落分析與區別分析。操作流程首先進

行群落分析求出相異與相似群體，接續以區別分析分析各群體之特性，以得

出驅動產業。群落分析相對則為一種數理而非統計計算，因此沒有常態性、

直線性和變異數相等性等要求，且不同於傳統需事先決定分類準則之需求，

將事物之所有屬性予以空間向量化，依據其空間距離大小，將同質的部分歸

集在同一群落內，相對不同群落間的事物則會具有高度的異質性。區別分析

為一種統計方法，主要用於估計一個分類性反應變量和一組分析性解釋變數

之間的關係，因此可對任一事先界定好之群體，分析任一組變數上的平均分

數間是否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因而透過區別函數，可以知道個別預測變數

對各組別之貢獻，了解每組的特色。

(二)第二階段：驅動產業之上下游產業(支援產業)辨識與群聚結構變遷分析

本階段以行政院主計處產業關聯表，分別從供給與需求面兩個角度，操

作「投入產出分析」模型，以計算產驅動產業部門之向前與向後關聯係數，

其中由需求面模型計算向後關聯係數，供給面模型計算向前關聯係數，以代

表產業之上下游關聯程度。接續，輔以供給與消費產業(上下游產業)關聯界

定原則，界定出以驅動產業為核心，具有顯著關係的上下游產業，即驅動產

業之關聯產業部門，最後則分析群聚結構變遷。然而，在辨識上下游關係時，

會產生如何界關聯產業之問題，主要原因有三：1.利用產業關分析會得出驅

動產業與其餘 44 部門的關聯係數，但其中並不全都是群聚的主要關聯產業；

2.與驅動產業有重要關聯的部門，自身也會有重要的關聯部門，因此需要找

出一個準則界定出有重要相關的產業；3.驅動產業若對自身的關聯效果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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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將會無法突顯其他產業彼此之間的關聯。因此，必須決定驅動產業主要

與次要關聯產業的門檻值，亦即高於該門檻值則屬於強關聯產業。

本文參照提出 5項準則作為界定驅動產業關聯產業的原則：(1)向前與向

後關聯比例至少需大於 2%為基本原則；(2) R 值大於 8%的產業部門一律放進

群聚內，其中 R 值即於投入產出之表中，將產業部門對自身的關聯設為 0，

利用剩下的產業部門計算其餘部門間的關聯比例；小於 8%的產業如果投入係

數大於總平均值 0.03 則將其納入群聚內；(3)驅動產業主要關聯部門間的次

關聯關係之界定，亦同樣使用此原則，不過為突顯核心群聚型態，只選擇與

主要關聯部門有顯著關聯的次部門；(4)本研究並未探討南部區域農業部門

(農產、畜產、林產、漁產)的資料，因此只呈現驅動產業群聚中，以農業為

主要關聯部門的部分，至於次要關聯部門部分則不予以探討。另外對於電力

部門與水電部門因屬於基礎設施，且為國營企業，因此只呈現主要關聯部門

的部分，次要關聯部門部分則不予以探討；(5)對於相關服務業，如商品買賣

服務、金融保險服務、不動產服務、飲食及旅館服務、工商服務與其他服務

等服務業，因本身涉及的產業層面非常廣，或多或少都佔有相當的比例，因

此僅探討比例顯著的部分。

(三) 第三階段：空間辨識

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所得出之驅動產業與其上下游產業，透過 GIS 工

具將群聚之區位分布進行標示。由於目前仍無相關研究，提出方法標示產業

群聚(上中下游產業)在空間的分佈狀況，因此本文嘗試以 GIS 工具呈現圖

形，驅動產業以灰階表示，上下游產業則以密度點位表示，並將以上資料與

南部區域空間結構，如生活圈範圍、都會區範圍、工業區點位、道路分布進

行空間疊圖，探討南部區域群聚之空間佈局。最後，則是整合南部區域空間

結構體系之發展與重要產業群聚之空間佈局，論述區域群聚與區域及地方經

濟發展之關係，提出本文認為南部區域未來產業空間佈局之發展趨勢與產業

群聚發展之建議。

二、資料結構與特性

實證資料部份，本研究擬採用「部門分類」為基本分析單位，一方面可

承接全國的普查與產業關聯調查資料，另一方面也可展現區域地區之特色。



第一章 前言言

7

由於產業群聚包含空間聚集、驅動產業、上下游支援產業之特質，分析所需

資料必須包含總體(產業關聯部門資料)與個體(產業普查資料)產業資料。普

查之分類是依照行政院主計處公佈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內容可分

為大類、中類(二位碼資料)、小類(三位碼資料)與細類(四位碼資料)等四類，

資料碼數越多代表資料行業標準分類越細。由於單位和年代不同，資料碰到

分類整合的問題。單位部分，部門資料與普查資料之分類方式不同，一個部

門可能為一個至數個二、三、四位碼之行業分類組合而成；另外，年代部份，

由於外在環境快速變遷，行業分類會因應市場之變化作大幅或小幅之更新，

更增加資料整合之困難。

整合以上之考量，本文分析資料主要有兩個來源：(1) 行政院主計處民

國 80 與 90 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場所單位資料；(2)行政院主計處民國 90 年

產業關聯資料。本研究主要以民國 80 年產業關聯資料使用之 39 部門作為分

析的基本單元，其中因農畜產、林產、漁產與公共行政服務等 4 大部門資料

無法取得，故採用 35 部門為最基本單位進行分析，部門分類與編碼如表 1-1。

表 1-1 基本分析部門分類與編碼表

編號 部門名稱 編號 部門名稱 編號 部門名稱

01 農畜產 14 塑膠 27 其他製品

02 林產 15 塑膠製品 28 營造工程

03 漁產 16 其他化學製品 30 燃氣及自來水
05 加工食品 18 非金屬礦物製品 31 運輸倉儲通信
06 飲料 19 鋼鐵 32 商品買賣
07 菸 20 其他金屬 33 金融保險服務
08 紡織品 21 金屬製品 34 不動產服務
09 成衣及服飾品 22 機械 35 飲食及旅館服務
10 木材及木製品 23 家用電器 36 工商服務

11
紙、紙製品及印刷
出版

24 電子產品 38 教育醫療服務

12 化工原料 25 電機及其他電器 39 其他服務
13 人造纖維 26 運輸工具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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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區域發展趨勢與現況分析

第一節 產業群聚與空間規劃之發展趨勢

長期以來，規劃是政府部門介入公共事務重要的介面，在空間規劃向度

上，規劃具體成為政府的工具與手段，大約自二次戰後由於電腦技術的發達，

其中最代表的便是理性規劃(Hall, 1992; Taylor, 1998)，理性規劃強調工

具理性，透過將量化技術運用於規劃，並提出明確的操作過程，包括目標設

定、替選方案界定、方案評估、決策執行，來解決社會之問題。傳統的空間

規劃模式則是以科學理性、整體性、國家導向、公共利益等原則為基礎，嘗

試將政府的資源做適當的分配。政府擬定產業政策大致亦以此為基礎，可概

分為兩種規劃程序。其一，首先從產業發展與經濟系統的角度進行思考，接

續開始思考空間規劃如何配合，如科學園區政策；其二，則是先從空間規劃

進行思考，接續思考產業政策如何配合，如工業區與加工出口區政策。帶動

經濟與就業發展的具體手段策略包括有發達資本、促進就業、普及教育、制

訂法令、投資建設、促進產業升級，不同國家可依據不同的狀況進行組合。

如此論述主要是立基於，經濟的成長對人類發展是基本的需求，但這樣的目

標不會自動地導向人類的進步，必須靠政府對於空間進行有效率且高品質的

投資，才是提高生活空間與品質的關鍵因素。因而，透過公部門對於空間的

投資，政府透過規劃手段在開發國家中扮演一個積極領導的角色，鼓勵開發

商進入空間進行投資，間接可提高私部門對產品的需求，帶動經濟發展。對

於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如台灣的研究，多指出政府在發展階段中扮演重要的

領導性作用，這些作為不僅消極的對於總體經濟的調控，如貨幣金融利率與

調節、貿易關稅的協商以及市場秩序的維持，同時積極制定產業政策，指定

部門進行工業化規劃，管制貿易與資金的流動，進而型構出現今台灣北中南

都會與都會化的專業發展，普遍也認為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具有正向的意

義(龐建國，1993；周志龍，1995，2000；于宗先、王金利，2003)。

如此發展趨勢到了 1980-1990 年代開始發生轉變，由於國內生產要素成

本增高與環境意識的高漲，加上技術革命的巨大力量，壓縮了空間的距離，

使得台灣社會經歷全球化的經濟結構過程，開始產生去工業化與南北空間發

展不均衡的現象。面對此發展現象，政府以開發科學園區、工業區、育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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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產業空間形式與大量公共支出，以創造符合產業生產空間需求。如此規

劃與思考邏輯，短期卻可帶動產業的擴張、創新的契機與短期的失業率下降，

但長期來說對於產業的永續發展與升級並無實質幫助(曾梓峰，2001)。因此，

何謂適宜的產業政策與政府該以何種方式介入，可以在不干擾自由市場運作

精神的前提下，達到產業與空間協調的永續發展，產業空間規劃則是將規劃

觀念結合產業與空間發展，以完成帶動經濟與就業發展、創造公共利益等目

的。尤其近年全球化經濟思維的興起，全球—在地型態已不是單純的二元論

述，廠商之區位選擇仍是獲利最大與成本最小之综合決策，但影響獲利與成

本之因素與傳統產業發展截然不同，其不僅考量地區之基礎設施與要素豐富

度，更涉及到生產地點的上下游完整程度、生產地點的市場治理制度與競爭

型態、產業不同發展階段對於要素需求型態之差異、廠商成熟程度所反映不

同的組織。

近年規劃思維更加強調空間治理已不是單純透過建設創造聚集經濟，而

是更需從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發展現象，思考地方與產業的發展需求。「全球

化」強調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全球的連接，「在地化」則是強調區域因自身

特質與優勢回應全球市場，兩者之間的互動與競合，顯示生產活動的全球化

雖加速全球之競爭，但同時也促進相關產業的分工與合作；同時，在地生產

要素稟賦、行政管理與外部環境條件的差異，同樣致使產業結構的調整會產

生調整速度與結構上之差異，也因此形成各地區不同競爭優勢之產業，以回

應全球化之需求。因此，如何提出以地方特質為核心，創造出地方特有產業，

且符合公共利益與地方認同的空間規劃(Sandercock, 1998；Healey, 1995；

Stone and Sanders, 1987)，並將其透過規劃專業與程序落實到實體空間規

劃。根據此思維具體思考區域規劃之目標，可發現 1980 年代之後，由通訊技

術所帶動的全球化趨勢運動，使區域發展的範圍與模式產生結構性的轉變，

區域發展之目標，也由傳統的「生產力」開始朝向「競爭力」之方向思考。

此時，區域中廠商區位的探討雖然仍是產業發展的重要課題，只是與過去著

重的原因不同，從過去的「為什麼某個國家有競爭力」，轉向探討「為什麼

某個國家在某個產業特別具有競爭力」。如傳統產業的「第三義大利」與高

科技的「矽谷」，兩個國家在這些產業部門中，由中小企業形成的工業地域

(industrial district)較其他國家的大企業而言，更具有競爭力。對於工業

地域現象之探討， Marshall(1890)便已開始注意到產業地區化(localized

of industry)之現象，導引出外部經濟(external economies)的觀念。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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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產業在特定地點集中之後，會產生固定的「專業技術市場」、「補助性行

業」，和「增加新觀念的傳遞、討論或改善」，進而可創造地區的巨大優勢，

Krugman (1991)則將其歸類為「勞動市場資源」、「中間投入」與「技術外

溢」。Weber (1929)提出聚集經濟，強調共同區位所產生之內部經濟與外部

經濟可以節省營運成本。當一個產業的廠商可以透過聚集在ㄧ起時，提高該

產業的經濟規模，進而增加產業的分工程度(Stigler, 1951)。Porter(1990)

指出區域的競爭優勢是取決於該國家或區域內部產業發展環境的優劣，上下

游關聯產業在空間的聚集與競爭行為，其中區域的核心競爭力又往往表現在

具有特色的產業群聚上，區域群聚內廠商除了能降低各種成本外，亦可透過

各種可能的地方與國際網絡合作型態，激發廠商間的合作競爭、知識和技術

的轉移擴散，增加創新的產生與擴散等優勢，進而促進新産業的衍生，擴大

群聚的發展(Rosenfeld, 1997; Gertler, 2001; Maskell, 2001; Simmie,

2004; Wolfe and Gertler, 2004)。

王鳳生、曾雅真(2001)認為一個地區產業融合的可能性及強弱程度，可

以反映產業與地方社會的文化認同、信賴與網絡聯繫之關聯性，透過在地的

社會植根與地理聚集，對型塑具競爭力的產業區位以及引導廠商前往設廠的

選擇上會更具正面效果。如圖 2-1 所示，在全球化之趨勢下，全球型企業利

用世界各地區資源在進行投資與生產活動，而區域性的地方型企業，相對應

於全球性企業，從中央政府所獲得的政經資源相對地不足；在區域間的產業

群聚競爭下，地方企業往海外進行投資，而地方政府為避免地方經濟因此衰

退，勢必要結合區域內的地方企業、大學院校、研究機構，透過定期舉辦的

聚會和社交互動，建構地方性的價值觀、行為模式等富有當地色彩的區域文

化，來打造一個有創新能量、有經濟活力的地方經濟體。地方經濟體之形成

與運作，不但有助於地方企業的植根，並可透過與地方各部門間所發展的夥

伴關係，協助地方企業往外發展，從中掌握產業發展的趨勢。區域內的企業

部門、顧客、供應商、公用事業與學校、研究機構，甚至於在競爭者之間，

必須緊密互動，以建立起綿密的網絡關係，透過區域內成員的互動、交流、

資訊互換，建立信賴關係，不斷地重新塑造區域的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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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地方經濟體運行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從全球各地區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力，與當地之群

聚活動、社會植根、以及產業群聚之程度有高度的相關。當區域內的資源網

絡及生產網絡能夠完全地整合，區域的整體產業競爭力將會更進一步厚植當

地的社會資本，進而產生整合後的綜合效果，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地方經濟體。

具有在地植根深、產業融合高、產業組織分工強之產業對於地方經濟的發展

是有正面效果，其中產業網絡組織強調的是互補性合作，重視共同利益之互

惠、企業規模經濟之發揮、資訊與經驗之分享，產生速度與彈性的競爭優勢。

網絡成員依賴程度愈高、連結強度愈大、互惠層面愈廣，則愈有助於成員間

在資訊、技術以及經驗上的交流。透過群聚及網絡的活動，形成一學習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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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在網絡中達到創新、組合、交換、移轉、吸收與利用資源的效果，因而

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競爭，幾乎等於是產業群聚的垂直與水平競爭，而產業群

聚的發展會隨著此空間及各種關係取向的差異，演化出不同的空間結構

(Friedmann, 1986; Fujita et al., 1997)。

從以上觀點可看出，政府可朝向扶植驅動產業以建立「發展極」區域，

其中涓滴效果正如同 Perroux(1950)的帶動效果與 Mydal(1957)的擴散效

果，Hill and Brennan (2000)提出以具有競爭優勢的驅動產業和其完整的上

下游產業所形成的產業群聚，往往具有競爭優勢，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提昇區域的競爭優勢。探討理論之演變可以發現，驅動産業之觀念近似地方

化經濟所探討之特定產業，更逐漸演變成産業結構的核心和結構演化的主

角，因此選擇合理與適宜的驅動産業不僅關係到區域本身之發展，涉及到整

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和産業結構的合理化。整合以上概念，本文提出以下思維

如圖，產業群聚是以具有穩定經濟基礎所發展出來的產業，其中包括驅動產

業與完整的支援產業。

然而，政府在一個區域中到底要扶植什麼樣的產業，仍須了解區域之競

爭優勢條件與全球市場所扮演的角色後，才能適當的投入政府資源提昇產業

發展。從文獻中的論述可以發現找出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群聚，可以提昇產業

生產力、引發產業關聯效果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與創新研發，建構區域的競

爭優勢。其中的關鍵便是如何界定區域中的驅動產業、相關供給與消費產業，

以及確認兩者在空間中的分佈與互動關係。因此，在限定空間內聚集之廠商，

彼此之間會以各種可能的方式產生互動，使聚集內廠商之表現較其他非群聚

的廠商表現更好，進而擴大成為產業群聚。因此，區域發展與規劃的核心關

鍵，已逐漸演變成思考如何發展區域中的產業群聚(Porter, 2000；王信賢，

2003)。因此，選擇具有競爭優勢産業不僅關係到區域本身之發展，更由於其

與在地產業部門與地方產業網絡有非常緊密結合，因此可以成為地方經濟與

與産業結構演化的核心，因此驅動產業與具有競爭優勢之產業，具有相同之

效果，目前較少研究從區域之觀點，分析南部區域之優勢驅動產業與其空間

分布，因而無法支援產業空間規劃之需求，產生產業發展與空間規劃落差之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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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產業群聚與驅動產業之互動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二節 全國產業結構之差異

民國 90 年底台閩地區工商業普查場所單位資料，場所單位數共計 97 萬

1,500 家，與 85 年底比較，場所單位數增加 8.59%，呈現微幅成長趨勢；然

而若從個別產業部門觀察工商業企業單位數變動，五年來工業部門減少

3.37%(6,873 家)，首次呈現負成長；服務業部門則增加 11.41%(75,616 家)，

略低於前次普查之增幅，惟仍較工業部門為快，其中二大部門間之比重，更

由民國 85 年之 3.2 倍，擴大為民國 90 年之 3.7 倍。由表一可見一、二與三

級產業生產毛額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一級產業在民國 40 年時，約佔全國

總生產毛額比重三分之一，至民國 50 年以前，產值仍高於二級產業，此後相

對重要性急遽下降，至民國 90 年僅佔不到百分之二。二級產業自民國 50 年

之後，在全國產業的相對重要性快速增加，至民國 75 年超過 47%與三級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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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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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資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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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國民經濟的重要性相近，此後逐漸下降，至民國 90 年僅佔 31%。三級產業

從民國 40 年迄今，一直是台灣地區最重要的產業，且佔國民生產毛額百分比

持續增加，僅民國 60、70 年代曾些微下降，至民國 90 年以後，台灣產業生

產毛額高達三分之二以上來自三級產業。

表 2-1 台灣地區一、二與三級產業生產毛額百分比比重表

產業別 50 60 65 70 75 80 85 90
一級產業 27.5 13.1 11.4 7.3 5.6 3.8 3.2 1.9
二級產業 26.6 38.9 43.2 45.5 47.1 41.1 35.7 31.1
三級產業 46.0 48.0 45.5 47.2 47.3 55.1 61.1 67.0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由上可知國內整體產業結構逐漸轉向以三級產業為主，如更詳細分析民

國 65 到民國 90 年間各區域產業之產業結構變化，可發現民國 65 年南部區

域的一級產業比重佔了全區域比重的六分之一，僅次於一級產業在中部區域

之比重(21.29)與重要性，之後持續遞減，主要是因為當時採用出口導向與進

口替代作為南部主要的產業發展政策，快速帶動了南部工業化的趨勢，這樣

的現象在民國 75 年到達了頂峰，二級產業佔區域整體比重高達 50.12%。然

而，一級產業比重到了民國 90 年又回到 5到 10%之間變動，一級與二級產業

之比重則大致維持穩定的比重關係，南部區域主要仍是以工業為主要核心發

展產業。相對來說，北部區域之農業比重呈現穩定下滑趨勢，而三級產業則

是呈現穩定上升趨勢，到了民國 90 年，一級產業比重在北部區域僅剩下約

0.7%，服務業的比重則超過 50%，可看出北部區域主要仍是以朝向發展三級

產業為主。整體來說，近一、二十年來，由於全球經濟的轉變，加上交通運

輸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驅動下，台灣整體產業逐漸由過去的工業，轉向以

發展服務業為主的國家。由表 1與表 2之分析可以看出，自民國 90 年以後，

各級產業生產毛額百分比增長與減緩速度大致均已趨緩，由生產毛額可以看

出，未來的產業組成將漸趨穩定，南部區域主要以發展二級產業為主，北部

區域則是以三級產業為主要核心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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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全國與各區域產業結構之差異

表 2-2 可知民國 80-90 年工商普查資料變化，觀察整體發展趨勢，全國

與各區域產業雖皆呈現成長之態勢，但分析個別區域可以發現在區域成長率

上，南部區域廠商數(28.89%)近年來首次超過北部區域(25.30%)，主要由於

高雄縣（市）、台南縣（市）及屏東縣在都會區、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工業園

區周邊效益之帶動下，又北部地區由於發展已趨飽和所致。但在員工數和生

產總額上北部區域(17.18%,125.57%)卻比南部區域(9.98%,78.21%)有顯著的

成長，成長率甚至高國全國成長率。另外區域佔全國比重分析，發現中部區

域與南部區域同樣呈現下降趨勢；相反北部區域在員工數和生產總額上呈現

顯著增加(1.68%、4.92%)。民國 90 年北部區域在廠商數、員工數和生產總額

佔全國的比例皆接近 50%(46.03%、55.18%和 59.00%)，幾乎等於是南部區域

和中部區域之加總。以 90 年工商普查資料之場所單位進行分析，

表 2-2 民國 90-80 年全國與區域工商服務業成長率與佔全國比重之比較

全國 南部區域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地區

變數
90

成長
率

90
成長
率

90 佔
全國
比重

比重
變化
率

90
成長
率

90 佔
全國
比重

比重
變化
率

90佔全
國比重

比重
變化
率

廠商數 27.11 28.89 26.59 0.37 25.30 46.03 -0.67 24.72 0.87
員工數 13.62 9.98 22.32 -0.74 17.18 55.18 1.68 20.97 -0.72
生產
總額

106.76 78.21 21.54 -3.45 125.57 59.00 4.92 18.35 -1.1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1) 單位：百分比

圖 2-3 和圖 2-4 顯示南部區域在員工數上工業和服務業的比例為

1:1.23；但以生產總額數據分析，工業和服務業的比例卻為 1:0.54。比較員

工數依序為「製造業」(36.17%)和「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佔

31.36%)；另外從生產總額量來分析，依序為「製造業」(56.47%)和「批發及

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佔 12.56%)。由上可看出，南部區域在產值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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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以製造業為主要來源，但服務業在就業比例上也逐漸佔有一定程度；相

較於北部區域，在員工數上工業和服務業的比例為 1:1.5，在生產總額上工

業和服務業的比例為 1:0.97，顯示北部區域在工業和服務業的比重幾乎呈現

並重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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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醫療保健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業與其他服務業
不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金融及保險業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
營造業
製造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圖 2-3 民國 90 年各區域個產業員工數結構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比較 80-90 年南部區域的產業結構變化，從圖 2-5 和圖 2-6 可以看出工

業部門在南部區域所佔之比例呈現逐年下滑趨勢，其中又以製造業的下降幅

度最大，在員工數上下降 11.23%，在生產總額上下降 9.2%；相反地服務業則

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其中在員工數上以「批發及零售業」(6.47%)和「專業科

學及技術服務業」(1.6%)上升幅度最大，在生產總額上則是以「批發及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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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2.43%)和「金融及保險業」(2.4%)上升幅度最大。對照區域產業結構一、

二與三級產業之結構體變化，可知南部區域二、三級產業之生產毛額比重雖

正逐漸接近，但輔以圖 2-3 和圖 2-4 便可以清楚看出在區域就業與生產總額

上主要仍是以二級產業為主，其中又以製造業為主。其中值得關注的是，製

造業的發展能量逐漸降低，反而服務業的比重逐漸上升，但貢獻比重不大。

如此訊息雖能提供區域產業概略的發展強度，但對於南部區域在這樣的發展

現況下，其競爭優勢是否如同數據所呈現，正面臨衰退之狀態，是更需要去

了解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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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醫療保健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業與其他服務業
不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金融及保險業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
營造業
製造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圖 2-4 民國 90 年各區域產業生產總額結構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第二章 區域發展趨勢與現況分析言

19

47.17

8.34

2.79

4.68

19.96

3.78 5.52 4.260.22 0.73
1.61

0.95

26.43

0.08

35.94

0.65
8.08 4.66 5.77 4.47 0.81

3.22
4.16

5.74

0 .00

5 .00

10 .00
15 .00

20 .00
25 .00
30 .00

35 .00

40 .00

45 .00
50 .00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水
電

燃
氣

業

製
造

業

營
造

業

批
發

及
零

售
業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運
輸

、
倉

儲
及

通
信

業

金
融

及
保

險
業

不
動

產
及

租
賃

業

專
業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醫
療

保
健

業

其
他

服
務

業

80區域

90區域

圖 2-5 民國 80-90 南部區域工業與服務業員工數
佔南部區域比例(單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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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業群聚組成與空間結構辨識之實證

第一節 驅動產業與產業群聚

一、區域產業發展與競爭優勢

區域的競爭優勢是取決於該國家或區域內部，產業發展環境的優劣，上下

游關聯產業在空間的聚集與競爭行為(Porter,1990)，而區域優勢便是組成國

家優勢的重要基礎。依此區域的競爭力便是國家發展競爭優勢的重要關鍵。主

要是因為區域的核心競爭力(別人難以模仿的優勢)往往表現在具有特色的產

業群聚上，因此區域的競爭常常便等同於群聚之間的競爭(王信賢,2003; 王緝

慈,2001; Porter,1998)。產業群聚具有外部經濟、創新能力，與合作競爭效

果等，正是產業發展重要的內在動力。可以說「全球─在地化」的觀念突顯了

「區域尺度」的重要性。而區域的核心競爭力(別人難以模仿的優勢)又往往表

現在具有特色的產業群聚上，因此區域的競爭常常便等同於群聚之間的競爭

(王信賢,2003; 王緝慈,2001; Porter,1998)。

Porter 在對產業內部的策略進行研究時，也特別注意到「區位」的問題。

因此其在對各國案例進行分析與研究後，提出「鑽石模型」解釋不同國家產生

不同產業競爭優勢的主因。其中指出塑造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來源可類分為四

種基本因素：1.生產因素(例如自然資源稟賦、勞動、資本等)；2.需求因素；

3.企業的策略、結構與同業競爭；4.相關與支援體系，以及兩個外生因素：1.

政府；2.機會。模型中因素之間是相互影響牽動的，並可形成一相互增強的系

統，驅動國家競爭力的強弱。其中產業群聚會以三種主要的形式對其產業影

響：1.增加廠商或產業的生產力；2.因創新和生產力的增加會增加群聚的參與

量；3.刺激支持創新和擴展群聚的新經濟形式(Porter,2000)。

區域的優勢能否充分發揮，很大程度取決於區域產業結構之良窳，即區

域內部各產業間的關聯、比例關係與調整速度，因此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產

業結構彼此之間有重要的關連。Rostow(1960)指出經濟發展每個階段的演

進，主要是以主導(驅動)産業部門之更替爲核心因素。Hirschman(1958)認為

經濟進步並不會同時在每個地方出現，而是在一個或幾個區域經濟實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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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發展，進而影響整個區域產業結構。Hill and Brennan (2000)提出以具

有競爭優勢的驅動產業和其完整的上下游產業所形成的產業群聚，往往具有

競爭優勢，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提昇區域的競爭優勢。因此，選擇合

理與適宜的競爭優勢産業不僅關係到區域本身之發展，涉及到到整個區域經

濟的發展和産業結構的合理化，而驅動産業可說是扮演産業結構的核心與結

構演化的主角，即所謂具有競爭優勢之產業。綜上，在特定空間內集中的廠

商，彼此之間會以各種可能的方式產生互動，使群聚內廠商之表現較其他非

群聚的廠商表現更好。因此，區域發展與規劃的核心關鍵，已逐漸演變成思

考如何發展區域中的產業群聚(Porter, 2000；王信賢，2003)。Hill and

Brennan (2000)提出以具有競爭優勢的驅動產業和其完整的上下游產業所形

成的產業群聚，往往具有競爭優勢，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提昇區域的

競爭優勢。探討理論之演變可以發現，驅動産業之觀念近似地方化經濟所探

討之特定產業，更逐漸演變成産業結構的核心和結構演化的主角，因此選擇

合理與適宜的驅動産業不僅關係到區域本身之發展，涉及到整個區域經濟的

發展和産業結構的合理化。

二、驅動產業

驅動產業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各個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中，產業結構系統

中處於主導或支配地位的產業部門。驅動產業之理論基礎，可以追溯到古典經

濟理論對產業發展的不均衡和分工理論的研究。Smith(1776)和 Richard(1817)

皆認為在國家經濟發展中，各產業的發展是不均衡的，國家應發展相對優勢較

高的產業，提供了不均衡發展之立論基礎。North(1955)與 Tiebout(1956)在

此基礎上，提出之乘數效果之觀念，認為政府應發展地區的基礎產業，可藉由

其出口效果帶動非基礎產業之發展，以增加整體就業。但其單純討論就業帶動

效果，對於經濟發展本身的內涵與結構並無深入探討。Perroux(1950)提出成

長極理論，開始細緻的指出企業家創新是經濟發展進步最主要的因素，其中最

具創新性的經濟活動經常會發生於最大的經濟單元中，這些經濟單元就是所謂

的推進型產業，亦即本研究界定之驅動產業，此觀念正如 Hirschman(1958)和

Rostow(1960)認為每階段經濟發展之演進，主要是以主導(驅動)産業部門之更

替爲核心，且通常會在一個或幾個區域經濟實力中心開始發展。

因此，推進型產業之成長能帶動相關聯產業連帶受益，並且關聯產業會以



第三章 產業群聚組成與空間結構辨識之實證言

23

推進型產業為核心開始聚集，以產生比成長極區域外更快的成長與創新速度。

成長階段初期，重點發展區域會對落後區域產生一系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有

利的影響稱為「涓滴效果」，不利的影響稱為「極化效果」；但長期而言，由

於成長極區域不斷地擴大，將會產生聚集不經濟，進而促使廠商的分散，將經

濟成長的力量帶到其他區域，帶動落後區域的發展。以上觀點可看出，政府應

積極扶植驅動產業以建立「發展極」區域，其中涓滴效果正如同 Perroux(1950)

的帶動效果與 Mydal(1957)的擴散效果，但政府在一個區域中到底要扶植什麼

樣的產業，仍須了解區域之競爭優勢條件與全球市場所扮演的角色後，才能適

當的投入政府資源提昇產業發展。從文獻中的論述可以發現找出具有競爭力的

產業群聚，可以提昇產業生產力、引發產業關聯效果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與創

新研發，建構區域的競爭優勢。其中的關鍵便是如何界定區域中的驅動產業、

相關供給與消費產業，以及確認兩者在空間中的分佈與互動關係。

三、驅動產業之辨識

對於辨識驅動產業之研究，有以區位商數分析與移轉份額分析，搭配其他

經濟指標作為判定依據，或是以產業關聯值之大小作為判斷依據(王塗發，

1986；陳家榮，李秉正，1988；李朝賢，1993；黃仁德；姜樹翰，1999，2001；

羅於陵，2003)，較少結合產業關聯與相關指標變數共同來辨認區域中的驅動

產業。另外前述兩法也有其判斷不足之處，首先前者雖可判斷產業的動態變

化，但無法突顯產業的上下游關聯的效應；反之後者雖可呈現產業的上下游關

聯效應，然無法呈現產業動態變化。Hill and Brennan (2000)指出驅動產業

應包含下列 6個特徵的結合體：1.產品大部分是以出口為主；2.運輸貨物量在

區域出口中呈現不對稱的分配 (顯示其為輸出基礎的一部份)；3.擁有相對大

量向前與向後關聯的增加者；4.擁有較高程度的生產力；5.擁有高區位商數

(location quotient)值；6.該產業從全國就業的分配來看，在區域中會呈現

持續的就業增量。但其中對於驅動產業的創新部份並沒有探討。另外 Andree

and Anton (1994)利用因素分析來辨別明尼蘇達的驅動產業，其中強調辨別驅

動產業的操作原則有下：1.需選擇一個可以清楚完整了解產業的層次(二位碼

或三位碼)；2.分析的產業應包括目前已經建構的產業；3.不能單以高就業的

產業為分析主軸；4.需強調產業之未來潛力；5.尋找近期強大成長的動力；6.

強調高工資、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以傳統區域發展理論為基礎整理上述學者提

出之定義，本研究將驅動產業定義為：「具有基礎產業的特性，同時佔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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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增長率高、關聯度強，對整個經濟發展起支撐作用的産業或産業群。」

另外將其特性歸納出下列 4個判別基準：1.廣大的市場需求；2.較高的生產力

與生產率；3.具有高產業關聯帶動效果；4.須以創新活動和創新能力爲核心。

其內容、意涵與可測量變數如表 3-1，後續實證將以此為基準，考量資料與方

法之限制，決定界定驅動產業之變數。

表 3-1 驅動產業之界定基準

準則 內涵 可測量變數

廣大的市場
需求

需求是決定産業發展的根本因素，每個
產業發展階段都有會有不同的需求產
生。因此只有市場前景廣闊，符合需求
結構發展方向的産業才能成爲主導産業

需求彈性
出口值
區位商數
就業量增加

高的生產力
與生產率

擁有好的生產要素組合，包括資源、勞
動力、技術和資金等，及好的生產技術，
產業才可能永續經營，更隱含了該產業

為高工資、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生產力
工資上升
就業量增加

強產業關聯
帶動效果

具有優勢的產業可以帶動較多以其為核
心所形成的相關產業，即上下游產業

向前關聯
向後關聯

以創新活動
和創新能力
爲核心

創新能使産業的生產成本降低，產生其
他地區不易突破的門檻。因此當產業具
有強的創新能力時，同時亦會提高生産
力與生產總額，滿足潛在的市場需求。

研發比例
生產力

生產總額上升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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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模型變數之選取說明

整合文獻回顧國內外研究並參考表 4之整理，本研究採用競爭力、經濟基

礎理論、產業關聯概念和移轉份額分析作為辨別驅動產業變數選定之理論基

礎，最後選出「競爭力」、「產業帶動效果」、「地方競爭優勢」、「出口」

與「研發」等 5個類別 14 個變數。競爭力主要分析產業部門之整體競爭優勢，

因此輔以經濟基礎理論與移轉份額分析，做為地方競爭優勢之判斷。產業帶動

效果、出口效果與研發則是突顯驅動產業之特質，可帶動上下游相關產業，出

口可代表區域中某產業之競爭力，因該產業之產品如以服務區外需求為主，顯

示市場對於該區域之產業有大量需求，因而該產業勢必會透過產品與生產研

發、購買機器與吸引就業人口符合市場需求，間接可帶動區域內其他產業之發

展。以下則分別針對 5個類別與變數內容，並結合理論做整合說明。其中變數

代號部分，i代表產業別、R代表南部區域、N代表全國、P代表生產總額、PI

代表薪資、PEP 代表每人薪資、PR 代表研發、e代表及業人口數，如 PiR90 代

表 90 年南部區域全年生產總額，PEPiN90 代表 i產業 90 年全國全年每人薪資。

一、競爭力

此變數主要是突顯產業之產品競逐市場的能力。Porter(1990)認為國民生

活水的提昇，需要企業不斷提昇和創造符合時代需求的生產力，因此其認為競

爭力幾乎就等於生產力。在生產力提升的過程中，企業會對於高品質的人力資

源產生大量需求，才能因應新而複雜的產業競爭。本研究採用變數，包括生產

力、需求收入彈性、就業量增加與薪資變動，變數名稱、計算方式與意義如表

3-2 說明，以回應 Porter(1990)之理論。

表 3-2 競爭力分析變數說明表

變數名稱 變數計算方式 意義說明
PDi90

90 年 i 產業南部區
域平均生產力

該產業生產總額/(該產
業每月每個員工勞動
時數×及業員工)

可以顯示出該產業生產力程
度的高低。而驅動產業通常傾
向於在區域中有較高程度的
生產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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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表
Ei80-90

80-90年 i產業南部
區域需求收入彈
性

[(PiR90–PiR80)/PiR80 ] /
[( PEPiR90–PEPiR80) /
PEPiR80 ]

區域之驅動產業，會因未來市場
的需求增加，積極提昇該產業員
工的素質，以增加生產力；同時
得支付較高的薪資，以符合員工
之預期。因此可用員工薪資變化
對於生產總額之影響，突顯產業
是否具備競爭優勢。

ΔNi80-90

80-90年 i產業南部
區域佔全國該產
業就業分配比重
之變化

(eiR/eiN)90–(eiR/eiN)80

區域中具有競爭力的驅動產業會
因未來市場分配量的需求增加，
積極增加該產業的員工數。因此
該變數可作為判斷該產業因應市
場需求增加或減少產生的變化

REi90

90 年 i 產業南部區
域佔全國該產業
平均工資比重

(PEPiR/PEPiN)90

其中 PEPiR90 = (PIiR/eiR)90

PEPiN90 = (PIiN/eiN)90

ΔREi80-90

80-90年 i產業南部
區域相對全國平
均工資比重之變
化

(PEPiR/PEPiN)90

–(PEPiR/PEPiN)80

1.高所得比代表該產業擁有健康
的產品組
合、市場力量，或是有更多具
生產力的員工。

2.相對工資變化較高，且呈現增長
趨勢，則顯示其具有相對競爭
優勢。

3. RE>1;ΔRE>0→具有競爭優勢
的產業

RE<1;ΔRE>0→浮現中的產業
RE>1;ΔRE<0→競爭力正被取

代的產業
RE<1;ΔRE<0→不具競爭力的

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二、產業關聯效果

主要是呈現該產業帶動上下游產業成長之能力。向後關聯(backward

linkage)效果為當某一產業之需求增加一單位時，對其生產所需之投入原料增

加之相對單位，同理向前關聯(forward linkage)則是意指某一產品產量增加

一單位時時，可作為下游產業部門之生產投入原料增加之單位比重。因此具有

優勢的驅動產業因本身所具有的優勢，及廣大的市場需求，在自身成長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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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帶動上下游產業之成長。但實際計算時，對於如何衡量產業關聯效果之認

定有不同見解，一般而言對向後關聯的計算方式較無異議，對向前關聯的衡量

方式較具爭議。Miller and Blair (1985)認為利用需求面模型，不能同時反

應出最終需求或產量在同一時期發生的等量變動，因此本研究採用向後關聯與

總關聯係數可忽略此問題，變數說明詳表 3-3。

表 3-3 產業關聯分析變數說明表

變數名稱 變數計算方式 意義說明
BLi90

90 年 i 產業南部區域向後
關聯





n

j
ijbBL

1

TLi90

90 年 i 產業南部區域總關
聯

 
 


n

i

n

j
ijij bbTL

1 1

1. ijb ： 1)AI(  逆矩陣中第(i,j)

個元素
2.n：逆矩陣的維數
3. n,,2,1j,i 

4.顯示驅動產業在區域中和其
他產業相互依賴關係的強
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三、地方競爭優勢

主要是強調地方產業專業化之效果，突顯地方不同於全國之優勢。移轉份

額分析是將產業之成長效果，分別從國家、產業和區域三方面計算其貢獻，藉

以探討三者對區域的就業和經濟成長的影響力(王鳳生，2001；馮正民、林楨

家，2000)，因而可利用此變數突顯地區的競爭優勢。另外區位商數主要是突

顯產業的地方優勢平均效果大於全國該產業之平均效果，同樣可表達地方優

勢。相關內容與說明如表 3-4。

表 3-4 地方競爭優勢分析說明表

變數名稱 變數計算方式 意義說明
Di80-90

80-90 年 i 產業南部區
域移轉份額D 值

{[(PiR90–PiR80)/ PiR80] –
[(PiN90–PiN80)/ PiN80]}×PiR80

D 值表示產業成長中源自於區域
本身的特殊原因的程度，當 D 值
為正，則代表南部區域該產業在
80-90 之間的成長量較全國成長
量高，亦可代表南部區域產業之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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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表
LQi90

90 年 i 產業南部區域
區位商數

[(eiR/etR) / (eiN/etN)]90

ΔLQi80-90

80-90 年 i 產業南部區
域區位商數之變化

[(eiR/etR)/(eiN/etN)]90–
[(eiR/etR) / (eiN/etN)]80

1.區位商數可以代表產業之專業
化程度。當區位商數>1，顯示該
產業之專業化程度較高，亦可代
表該產業為南部區域內之經濟基
礎。
2.一個產業的就業呈現高度不成
比例的集中時，即是所謂的集群
經濟(cluster economies)。特別是當
區位商數呈現專業化；且伴隨著
持續一段時間後該產業的就業數
佔全國的比例呈現持續增加。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四、出口

輸出基礎理論又稱為經濟基礎理論，主要是 North(1955)與 Tiebout(1956)

提出。其認為地區經濟體可分成基礎和非基礎部門，基礎部門為以出口為主之

產業，因此具有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之乘數效果。此乘數效果與 Perroux 認為之

驅動產業對帶動區域競爭力正有異曲同工之意。而判斷該產業是否為基礎部

門，在區域經濟理論則多以區位商數值作為判斷依據，詳細變數與意義說明如

表 3-5 所列。

表 3-5 出口分析變數說明表

變數名稱 變數計算方式 意義說明
OTi90

90 年南部區域 i 產業輸
出佔全國該產業生
產總額之比例

1.非基礎產業貢獻比例為 0
2.基礎產業貢獻比例：【(基礎產業
生產總額) ×(1-(1/LQ))】÷【該產業生
產總額 】

ETi90

90年 i產業輸出佔南部區
域總輸出之比例

1.非基礎產業貢獻比例為 0
2.某基礎產業的外銷比例÷ (∑ 所有
基礎產業的外銷比例)

代表其為重要
的基礎產業，
通常驅動產業
亦 為 輸 出 產
業。
(區位商數值
是利用生產總
額算出)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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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發變動：

創新是經濟進步的基本條件，也是國家在面對競爭的關鍵性因素創新

(Freeman and Soete, 1997)，產業群聚正是知識生產與創新的主要來源之一

(Maskell and Malmberg, 1999; OECD, 1999)，因此具有優勢之群聚會透過研

發，增加廠商的創新可能性，進而提升其市場的掌控力。囿於資料之限制，本

研究僅採用研發投入與研發經費變動，來突顯產業研發之效果，詳細變數意涵

與計算方式如表 3-6 說明。

表 3-6 研發效果分析變數說明表

變數名稱 變數計算方式 意義說明
RDi90

90 南部區域 i 產業研發
金額佔南部區域總研發
之比重

PRiR90 / PRtR90

其中 PRtR90 =90 年南部區域總研
發值

ΔRDi80-90

80-90年南部區域 i產業
研發金額佔全國該產業
研發之比重差

( PRiR90/ PRiN90) –( PRiR80/ PRiN80)

1.研發所需的經費龐
大，因此研發在區域
比重的大小，顯示帶
該產業在區域中的
優勢。
2.搭配全國該產業研
發變動比例，可以呈
現在全國尺度下該
區域產業所具有的
前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第三節 產業群聚組成結構辨識之實證結果

一、第一階段實證結果：關鍵驅動產業選取

利用群落分析之華德法進行分析分群。在分群過程中第 22 階段時，第 13

群一階係數(13.06)，介於 14 群一階係數(11.15)和 12 群一階係數(11.77)，

距離產生顯著變化；二階係數部分，第 13 群二階係數(17.17)，介於 14 群二

階係數(-2.09)和 12 群二階係數(-9.87)，距離變化最大。同理第 5 群、11 群、

12 群亦產生距離變化最大的點，但經比較後發現第 13 群為其中變化最大值，

因此採用 13 群作為本研究之分群點。使用「華德法」執行群落分析時，在操

作上會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主要是在於某一產業部門別一旦被歸入某一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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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不會再與其他產業部門進行比較，如此有可能產生過於武斷的現象。本

研究對此缺點的處理方式，則是以 13 群組數作為分群基準，利用群落分析的

K-mean 平均數法進行分析，最後仍得出 13 個群體如表 3-7。接續以 13 個群體，

分別以強迫與逐步兩個模式操作區別分析，前者產生 6個區別函數，後者產生

9個區別函數，兩者變異解釋程度皆達 100%，正確率達 100%。

表 3-7 K-mean 平均數法分群結果

群別 群名 群別 群名
7 木材及木製品、成衣及服飾品

8 石油煉製品1
運輸倉儲通信，不動產服務，
飲食及旅館服務，工商服務，
教育醫療服務，其他服務 9 化工原料

2 加工食品，燃氣及自來水 10
其他金屬，塑膠製品，金屬製品，
營造工程

3 商品買賣 11 飲料，塑膠

4 菸，電力，人造纖維 12 金融保險服務

5 電子產品 13 鋼鐵

6
礦產，紡織品，紙、紙製品及印刷出，其他化學製品，非金屬礦物製
品，機械，家用電器，電機及其他電器，運輸工具，其他製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模型計算結果

本研究接續以逐步區別分析的結果，對區別函數進行命名，其結果如表

3-8 整理。接續，分析個群體在各區別函數得點的平均數，並對其進行平均數

檢定與變異數計算，搭配對照個別產業部門的區別函數得點值，對各群體進行

命名。以區別函數 1 為例，各群體在區別函數 1 的平均數為 2.27，其中又以

第 8群的得點值最高，顯示第 8群在生產力上有顯著之效果；另外第 8群在函

數 3、函數 6 和函數 9 上都有顯著異於函數平均值的現象，因此可判別群體 8

「具有高生產力、高研發與高地方優勢，但不具產業帶動效果」之特徵。後續

則依照同樣的原則，對各群體進行命名，並分析各群體之競爭優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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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群落分析之區別函數得點值與平均數檢定

區別函數

函數
命名

高平均
生產力

高研發
高輸出

低研
發金額

地方優勢
但低市場
需求

優勢下降
具代動
效果

地方
優勢

高輸
出高
市場
需求

高
研
發

代動
效果

1 -2.42 -1.47 0.00 -2.36 -1.99 0.84 0.81 0.75 0.61

2 0.19 3.47 4.08 0.84 3.41 -1.46 -1.91 1.07 1.64 **

3 -6.88 5.27 2.09 -4.33 5.06 5.72 *** -1.33 -0.78 -0.85

4 4.81 -4.43 -1.81 2.07 -1.27 1.37 -1.37 0.06 -0.35

5 -5.81 8.40 -17.04 *** 2.28 1.70 -0.28 0.42 0.73 0.33

6 -2.43 -1.20 -0.20 0.50 -0.47 -0.56 -0.60 -0.86 0.05

7 -3.80 -0.28 1.64 1.61 -0.71 -1.07 -0.69 1.51 -1.76 **

8 28.04 *** 0.29 -2.11 -0.80 -0.15 0.93 -0.37 0.16 0.54

9 9.66 -0.42 -1.45 -2.69 3.99 -1.38 1.89 -1.43 -0.85

10 -1.39 -0.97 1.79 1.71 1.16 -0.18 1.82 -0.60 0.24

11 2.65 -0.70 1.79 2.37 2.46 0.22 1.33 1.49 -0.74

12 2.07 1.44 -1.22 -9.90 *** 0.22 -3.46 -0.68 0.25 -1.02

13 4.79 18.02 *** 4.96 1.92 -5.32 ** 0.25 0.51 -0.71 -0.48
變異
解釋
率

45.30 20.37 14.91 7.99 5.48 2.54 1.68 1.03 0.70

平均 2.27 2.11 -0.57 -0.52 0.62 0.07 -0.01 0.13 -0.20
變異
數 9.03 5.8 5.42 3.56 2.79 2.12 1.24 0.95 0.89

說明：*在信賴區域 90%水準下，呈現顯著差異(1.65 極限值)；**在信賴區域 95%
水準下，呈現顯著差異(1.96)；***在信賴區域 99%水準下，呈現顯著差異(2.57
極限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模型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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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模型操作共得出「飲料」、「加工食品」、「石油煉製品」、「化工

原料」、「塑膠」、「鋼鐵」等六個產業部門，具有顯著之競爭優勢。輔以行

政院經建會都住處(1987)、周諺鴻(1998) 、吳京儒(2001)等相關文獻，可以

蒐集到近幾年南部區域產業關聯值之感應度與影響度資料。除民國 70 年之資

料為原始資料計算之外，其餘皆屬於預測資料，因此主要是用以輔助瞭解南部

區域歷年關鍵產業之變動過程，但需注意，歷年產業關聯部門分類的變化極

大，因缺乏原始資料無法進行整合分類，故在陳述上採用各別年度之比較。根

據結果可以看出南部區域歷年的關鍵產業，從民國 70 與 83 年之對應到 90 年

的 39 部門時，其中「農畜產」、「加工食品」、「紡織品」、「鋼鐵」、「燃

氣及自來水」、「化學工業」，一直都是重要的驅動產業部門，「塑膠」與「相

關服務業」，在歷年都是屬於南部區域重要的支援產業。「電子產品」則是在

90 年之後開始成為關鍵產業，在全國產業關聯分析中，也同樣被視為關鍵性

產業，可間接回應政府近年在南部地區大力扶植高科技產業之影響，如「電子

產品」半導體、「其他化學產製品」之 TFT LCD 與生物科技產業。然而，兩者

在本研究中，屬於目前不具競爭力，但優勢與研發比重有顯著上升的效果，對

應到相關研究與發展現況分析，可以發現本文之實證結果更可說明南部區域在

民國 90 年(2001)之發展現況。

二、區域群聚辨識：驅動產業部門與其上下游產業

本階段以行政院主計處產業關聯表，分別從供給與需求面兩個投入產出模

型，計算產驅動產業部門之向前與向後關聯係數，其中由需求面模型計算向後

關聯係數，供給面模型計算向前關聯係數，以代表產業之上下游關聯程度。另

外輔以供給與消費產業(上下游產業)關聯界定原則，界定出以驅動產業為核

心，具有顯著關係的上下游產業，即驅動產業之關聯產業部門。然而，在辨識

上下游關係時，會產生如何界關聯產業之問題，主要原因有三：1.利用產業關

分析會得出驅動產業與其餘 44 部門的關聯係數，但其中並不全都是群聚的主

要關聯產業；2.與驅動產業有重要關聯的部門，自身也會有重要的關聯部門，

因此需要找出一個準則界定出有重要相關的產業；3.驅動產業若對自身的關聯

效果太明顯，將會無法突顯其他產業彼此之間的關聯。因此，必須決定驅動產

業主要與次要關聯產業的門檻值，亦即高於該門檻值則屬於強關聯產業。

本文根據相關文獻，提出之 5項準則作為界定驅動產業關聯產業的原則：



第三章 產業群聚組成與空間結構辨識之實證言

33

(1)向前與向後關聯比例至少需大於 2%為基本原則；(2) R 值大於 8%的產業部

門一律放進群聚內，其中 R值即於投入產出之表中，將產業部門對自身的關聯

設為 0，利用剩下的產業部門計算其餘部門間的關聯比例；小於 8%的產業如果

投入係數大於總平均值 0.03 則將其納入群聚內；(3)驅動產業主要關聯部門間

的次關聯關係之界定，亦同樣使用此原則，不過為突顯核心群聚型態，只選擇

與主要關聯部門有顯著關聯的次部門；(4)本研究並未探討南部區域農業部門

(農產、畜產、林產、漁產)的資料，因此只呈現驅動產業群聚中，以農業為主

要關聯部門的部分，至於次要關聯部門部分則不予以探討。另外對於電力部門

與水電部門因屬於基礎設施，且為國營企業，因此只呈現主要關聯部門的部

分，次要關聯部門部分則不予以探討；(5)對於相關服務業，如商品買賣服務、

金融保險服務、不動產服務、飲食及旅館服務、工商服務與其他服務等服務業，

因本身涉及的產業層面非常廣，或多或少都佔有相當的比例，因此僅探討比例

顯著的部分。

表 3-9 加工食品部門需求與供給面主要關聯產業界定結果

06 加工食品
需求面 供給面

驅
動
產
業

代
碼

部門名稱
關聯
比例

R
中間
投入

代
碼

部門名稱
關聯
比例

R
中間
供給

06 加工食品 45.52 0.00 0.136 06 加工食品 82.11 0.00 0.112
01 農產 12.99 23.85 0.206 02 畜產 9.90 55.37 0.105

02 畜產 11.99 22.00 0.228 11
皮革及皮
製品

2.03 11.37 0.020

38 商品買賣 5.03 9.24 0.075

主
要
關
聯
產
業

42 工商服務 2.65 4.86 0.029
說明：深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顯著，80 年不顯著；

淺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不顯著，80 年顯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模型計算結果

以「加工食品部門」為例，「加工食品部門」之主要關聯產業，從表 3-9

需求面分析可以看出大於 R 值大於 8%以上除「加工食品部門」本身外共有 3

個產業部門，R值大於小於 8%的部分在考量投入係數後，將「工商服務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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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探討。從供給面分析，「加工食品」部門供給的部門只有 3個，且關聯比

例都大於 8%。表 3-10 為分析次要關聯產業結果，可以看出主要關聯產業多屬

於農業與服務業，因此僅就「皮革及皮製品」部門作探討。根據分析結果可看

出，共有「加工食品」與「商品買賣」兩個部門與主要關聯產業間有次關聯關

係；至於其他的關聯部門因與加工食品部門中的主要關聯部門無關，因此不予

以納入探討。另外，在界定「飲料」部門之需求與供給面主要關聯產業時，發

現其與「加工食品」部門的關聯比例>2%，且 R值>8，因此故將「飲料」部門，

納入「加工食品」部門上下游關聯產業內探討。

表 3-10 需求與供給面次要關聯關係界定結果

次關聯產業關係之界定代
碼

主要
關聯產業 需求面 供給面

11
皮革及皮
製品

加工食品(06)、化工原料
(14)、商品買賣(38)

運輸工具(30)、塑膠製品
(17)、其他化學製品(18)、
其他製品(31)

說明：網底標示顯示次產業關聯部門與主要關聯部門相同的部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模型計算結果

「加工食品」部門的上下游部門關係如圖 3-1 所示。圖 3-1 主要是依據表

3-9 與表 3-10 的數值，繪出群聚的上下游關係圖。其中圈圈大小、圈圈內的

數字與圈圈線寬，分別呈現該產業部門的生產總額、員工數與研發比例。群聚

供給與需求關係對應到圖 3-1 中則分別以實線與虛線表示，線的寬度則用來表

示關聯程度之差異(即 R值)。如表 3-9 需求面，畜產之中間投入值雖大於農產，

但主要仍是以 R作為主要關聯程度之標準。另外，如兩產業部門皆出現在彼此

的供給面與需求面模型中，顯示兩者之間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在繪圖上取其關

聯比例較大的部分作為圖形表達關聯強度的表達。



第三章 產業群聚組成與空間結構辨識之實證言

35

06 加工食品
07
飲料

5974

金屬製品
23

63024

商品買賣
38

393058
工商服務

42

47817
其他服務

45

85402

17396

13
紙、紙製品
及印刷出版

圖3-1加工食品部門之上下游產業關聯圖 圖 3-2 飲料群聚關聯圖

備註：圖例說明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模型計算結果

06
加工食品

32852
07 飲料群聚

11
皮革及皮製品

7327

商品買賣
38

393058

畜產
02

農產
01

上
游
產
業

下
游
產
業

驅
動
產
業

服
務
業

a.生產總額
<50000000 千元

b.50000000 千元
<生產總額
<150000000 千元

c.生產總額
>150000000 千元

a

b
c

園圈大小代表該產業部門之生產總額大小xx
xx
xx

代碼
名稱
員工數

需求面
供給面

泡泡線寬代表產業部門區域研發比重大小

泡泡顏色代表產業之上下游關係

上游 下游 服務業

R＜8%
8＜R<14%
14<R<20%
R＞20%

實寬代表需求面與供給關係之大小

由 A供給 B
A B

研發比重
=0%

研發比重
<1%

1%<研發比重
<5%

研發比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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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5可以看出「加工食品」上下游關係較為單純，顯示在「加工食品」

部門內已經完成大部分的生產工作，生產完的產品可直接進入市場交易，且生

產過程中剩下的產品，可提供內部產業部門作為原料。另外，「加工食品」供

給的部門只有 3 個，且關聯比例都大於 8%，顯示「加工食品」生產的多為最

終產品，且生產過程中剩下的產品，可提供「加工食品部門」內部產業部門作

為原料。「飲料」部門之上下游產業關連如圖 6所示，該部門的上下游關係較

為單純，主要與「紙及紙製品及印刷出版」與「金屬製品」兩部門有關，下游

與服務業部門的關係則較為緊密，顯示飲料部門之上下游產業內部便已完成大

部分的生產工作，因此其生產物品可直接進入市場進行交易。以下則列出透過

以上模型，所得出其餘之「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鋼鐵」、「塑膠」

等六個產業部門之產業群聚組成整理表與圖示，如表 3-11、圖 3-3、圖 3-4、

圖 3-5、圖 3-6。

表 3-11 產業群聚結構與空間集中地區整理表

驅動產業 上游產業 下游產業

加工
食品

農業、畜產、飲料群聚
飲料群聚、皮革及皮製品
商品買賣

飲料
紙、紙製及印刷品、金
屬製品、加工食品群聚

加工食品群聚、工商服務、其他服
務、商品買賣

石油
煉製品

礦產、電力
化工原料群聚、鋼鐵群聚
商品買賣、運輸倉儲通信

化工
原料

礦產、石油煉製品群聚
塑膠製品群聚、電子產品群聚、其
他化學製品、人造纖維、紡織品、
塑膠製品、商品買賣

塑膠
化工原料群聚、石油煉
製品群聚、礦產、電力

電子產品群聚、人造纖維、其他化
學製品、紡織品、塑膠製品、電機
及其他電器、商品買賣

鋼鐵 礦產、石油煉製品群聚
金屬製品、機械、運輸工具、公共
及其他工程、房屋工程、商品買
賣、金融保險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模型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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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石油煉製品群聚組成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上
游
產
業

驅
動
產
業

下
游
產
業

服
務
業

19
石油煉製品

5724

37
運輸倉儲通信

85756

21 鋼鐵

21 化工原料

05
礦產
1235

34
電力
6345

商品買賣
39305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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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化工原料群聚組成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上
游
產
業

驅
動
產
業

下
游
產
業

服
務
業

18
其他化學
製品
16706

14
化工原料

8406

09
紡織品
23634

17
塑膠製品

36317
15

人造纖維
3726

19 石油煉製品

16 塑膠

26,27, 電子
28 產品

05
礦產
1235

商品買賣
39305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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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塑膠群聚組成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上
游
產
業

驅
動
產
業

下
游
產
業

服
務
業

16
塑膠
9897

19 石油煉製品

09
紡織品
23634

17
塑膠製品

36317

26,27,28 電子
產品 15

人造纖維
3736

29
電機及其
他電器
14497

21 化工原料

18
其他化學
製品
16706

商品買賣
393058

38

05
礦產
1235

34
電力
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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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鋼鐵群聚組成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30
運輸工具

43620

23
金屬製品

63024

21
鋼鐵

37751

24
機械
43560

32
房屋工程

金融保
險服務

39

66436

商品買賣
393058

38

石油
煉製品

39

5724

05
礦產
1235

33
公共及
其他工程

上
游
產
業

驅
動
產
業

下
游
產
業

服
務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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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業群聚空間結構辨識之實證結果

一、國內產業空間結構與生產空間分布

台灣地區自從政府於民國 74 年首度依據統計地區標準分類出版都市化地

區分佈圖之後，其中主要是以人口數與密度為標準，進而逐漸成為分析城鄉差

異之重要探討架構。當時台灣地區被劃出 448 個聚居地、30 個都市化地區以

及 6個都會區，民國 82 年則修正為 451 個聚集地、38 個都市化地區以及 7個

都會區，其相關定義如行政院主計處網頁所列。民國 85 年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國土空間架構有重大的改變，由上而下分別為「國際階層」、「全國階層」、

「區域階層」及「地方階層」，以民國 100 年為目標年。其中「全國階層」

內分為「西部成長管理軸」、「東部策略發展軸」與「離島振興區」；「區域

階層」包含「北部都會帶」、「中部都會帶」與「南部都會帶」；「地方階層」

則為 20 個生活圈，分別有 6 個「都市地區生活圈」、11 個「一般地區生活

圈」及 3 個「離島地區生活圈」，至此國土空間規劃體系的建構進入一個完

整的規劃體系。本文主要探討南部區域之發展，因此以區域層次為核心進行探

討。南部區域包括有 5 個生活圈與 3 個都會區，表 3-23 主要針對生活圈、都

會區與都市化地區之間的關係進行整理。圖 3-8 則是將生活圈、都會區、都市

化地區三個層次的體系進行疊圖，並整合表 3-13 由行政院經濟部工業局所管

轄的編定工業區與行政院國科會所管轄的科學園區的空間區位配置，另外加上

高速公路、高鐵、機場等重要運輸設施，所繪出的南部區域生產空間配置圖。

由圖 3-8 中可以發現南部區域之空間發展幾乎等同於都市化地區之總和，而所

有重要的生產空間幾乎集中在台南與高雄都會區，其中包括嘉義、台南、高雄、

屏東等重要機場、高雄港與安平港等重要貿易港口，因此區域內重要公共設施

幾乎皆位於都會區範圍內。因此，南部區域近年之空間發展結構，基本上是循

著主要幹道與重大公共設施或產業區為骨幹與節點逐漸發展而發展，以台南與

高雄都會區之間所形成之軸帶為核心，進而依不同之地方特質，向嘉義生活圈

與屏東生活圈內之鄉鎮進行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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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南部區域生活圈與都會區鄉鎮對照表

生活圈 鄉鎮名稱 都會區

嘉義市、水上鄉 、中埔鄉 嘉義

嘉義 太保市、朴子鎮、布袋鎮、大林鎮、民雄鄉 、溪口鄉、
新港鄉、六腳鄉、 東石鄉、義竹鄉、鹿草鄉、竹崎鄉、
梅山鄉、 番路鄉、大埔鄉、阿里山鄉

N/A

新營
新營市、鹽水鎮、白河鎮、柳營鄉、後壁鄉、東山鄉、
下營鄉、六甲鄉、官田鄉

N/A

麻豆鎮、大內鄉、佳里鎮、學甲鎮、西港鄉、將軍鄉、
北門鄉、新化鎮、善化鎮、新市鄉、山上鄉、玉井鄉、
楠西鄉、南化鄉、左鎮鄉、龍崎鄉

N/A
台南

台南市、七股鄉、安定鄉、仁德鄉、歸仁鄉、關廟鄉、
永康鄉、

台南

湖內鄉、茄萣鄉

田寮鄉 、阿蓮鄉、路竹鄉、永安鄉、六龜鄉、甲仙鄉、
內門鄉、茂林鄉、桃源鄉 、三民鄉

N/A
高雄

高雄市、鳳山市、林園鄉、大寮鄉、大樹鄉、大社鄉、
仁武鄉、鳥松鄉、岡山鎮、橋頭鄉、燕巢鄉、彌陀鄉、
梓官鄉、旗山鎮、美濃鎮、杉林鄉、

高雄

屏東市、麟洛鄉

屏東

潮州鎮、東港鎮、恆春鎮、萬丹鄉、長治鄉、九如鄉、
里港鄉、鹽埔鄉、高樹鄉、萬巒鄉、內埔鄉、 竹田鄉、
新埤鄉、枋寮鄉、新園鄉、崁頂鄉、林邊鄉、南州鄉、
佳冬鄉、琉球鄉、車城鄉、滿州鄉、枋山鄉、三地鄉、
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鄉、
牡丹鄉

N/A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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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南部區域空間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嘉義次都會

台南大都會

高雄大都會

屏東生活圈

高雄生活圈

台南生活圈

嘉義生活圈

新營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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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南部區域生產空間與生活圈及都會區對照表

生活圈 都會區 縣市 鄉鎮 產業園區

嘉義 嘉義市 西區 創意園區

嘉義縣 大林鎮 生技園區

嘉義縣 民雄鄉 民雄工業區

嘉義縣 民雄鄉 頭橋工業區

嘉義縣 新港鄉 嘉太工業區

嘉義縣 朴子市 朴子工業區

嘉義
N/A

嘉義縣 義竹鄉 義竹工業區

台南縣 新營市 新營工業區

台南縣 官田鄉 官田工業區新營 N/A

台南縣 柳營鄉 環保園區

台南縣 新市鄉
N/A

台南縣 善化鎮
南科(台南)

台南縣 永康市 永康工業區

台南縣 永康市 創意園區

台南市 安南區 台南科工區

台南市 南區 安平工業區

台南

台南

台南市 東區 創意園區

高雄縣 路竹鄉 南科(高雄)
高雄 N/A

高雄縣 永安鄉 永安工業區

資料說明：本研究整理。
灰階標示部分為座落於都會區之生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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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南部區域生產空間與生活圈及都會區對照表(續前表)

生活圈 都會區 縣市 鄉鎮 產業園區

高雄市 楠梓區 生技園區

高雄市 楠梓區 楠梓加工區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加工區

高雄市 前鎮區 臨廣加工區

高雄市 前鎮區 軟體園區

高雄市 小港區 臨海工業區

高雄縣 仁武鄉 仁武工業區

高雄縣 鳳山市 鳳山工業區

高雄縣 岡山鎮 環保園區

高雄縣 大寮鄉 大發工業區

高雄縣 大社鄉 大社工業區

高雄

高雄縣 林園鄉 林園工業區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工業區

高雄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加工區

屏東縣 內埔鄉 內埔工業區

屏東縣 佳東鄉 屏南工業區

屏東

N/A

屏東縣 長治鄉 生技園區

資料說明：本研究整理。
灰階標示部分為座落於都會區之生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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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群聚空間辨識

從全球各地區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力，與當地之群聚

活動、社會植根之程度有高度相關，而產業群聚的發展會隨著此空間及關係取

向的不同，呈現出不同的空間結構。因此，選擇具有競爭優勢産業不僅關係到

區域本身之發展，更由於其與在地產業部門與地方產業網絡有非常緊密結合，

可以成為地方經濟與與産業結構演化的核心。本段主要就前階段選出之 6組區

域群聚(如表 3-11 整理)，分別辨識驅動產業與上下游產業之空間分佈，並對

照南部區域城鄉聚落體系之空間結構與生產空間之佈局。由於目前仍無相關研

究，提出方法標示產業群聚(上中下游產業)在空間的分佈狀況，因此本文嘗試

以 GIS 工具呈現圖形，驅動產業以灰階表示，上下游產業則以密度點位表示，

並將以上資料與南部區域空間結構(圖 4-1) 進行疊圖，以了解產業群聚之空

間區位分佈及其與南部區域結構之關係。表 3-14 則是將產業群聚之廠商數與

生產總額重點集中地區進行整理，圖 3-9 至圖 3-14 則是產業群聚與圖 4-1 疊

圖之後的結果。

表 3-14 產業群聚之空間集中地區整理表

驅動產業 廠商重點集中地區 生產總額重點集中地區

加工食品
嘉義縣、台南縣
高雄縣、屏東縣

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

飲料 台南縣、高雄縣 台南縣、高雄縣

石油煉製品
嘉義縣、台南縣
高雄縣、高雄市

嘉義市、高雄市

化工原料 台南縣、高雄縣、高雄市 高雄縣

塑膠 台南縣、高雄縣 台南縣、高雄縣

鋼鐵 台南縣、高雄縣、高雄市 高雄縣、高雄市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結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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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加工食品群聚空間體系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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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飲料群聚空間體系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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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石油煉製品群聚空間體系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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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化工原料群聚空間體系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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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塑膠群聚與空間體系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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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鋼鐵群聚與空間體系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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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產業群聚發展現況與空間變遷之分析

從全球各地區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力，與當地之群聚

活動、社會植根之程度有高度相關，而產業群聚的發展會隨著此空間及關係取

向的不同，呈現出不同的空間結構。因此，選擇具有競爭優勢産業不僅關係到

區域本身之發展，更由於其與在地產業部門與地方產業網絡有非常緊密結合，

可以成為地方經濟與與産業結構演化的核心。本文前段已辨識出南部產業結構

與驅動產業與驅動產業之上下游之空間分佈，此段則將整體性的探討驅動產業

之特性與產業群聚之空間變遷趨勢。

第一節 驅動產業發展現況與生產結構特性

一、驅動產業發展現況

本研究根據模型操作，共得出「飲料」、「加工食品」、「石油煉製品」、

「化工原料」、「塑膠」、「鋼鐵」等六個產業部門，具有顯著之競爭優勢。

對照行政院經建會都住處(1987)、周諺鴻(1998)、吳京儒(2001)等相關文獻，

可以蒐集到近幾年南部區域產業關聯值之感應度與影響度資料。其中「農畜

產」、「加工食品」、「紡織品」、「鋼鐵」、「燃氣及自來水」、「化學工

業」，一直都是重要的驅動產業部門，「塑膠」與「相關服務業」，在歷年都

是屬於南部區域重要的支援產業。「電子產品」則是在 90 年之後開始成為關

鍵產業，在全國產業關聯分析中，也同樣被視為關鍵性產業，可間接回應政府

近年在南部地區大力扶植高科技產業之影響，如「電子產品」半導體、「其他

化學產製品」之 TFT LCD 與生物科技產業。然而，兩者在本研究中，屬於目前

不具競爭力，但優勢與研發比重有顯著上升的效果，對應到相關研究與發展現

況分析，可以發現本文之實證結果更可說明南部區域在民國 90 年(2001)之發

展現況。

南部區域驅動產業部門之發展能量特性，從表 4-1 可以看出驅動產業部門

佔南部區域之廠商數與員工數之比重並不高，但在生產總額部分則佔有重要地

位，加上分析區域該產業佔全國該產業之比重，如「鋼鐵」、「塑膠」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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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煉製品」在三項變數中皆佔有重要比重，另外「飲料」和「加工食品」在三

項變數之比重皆佔有超過 30%，突顯雖該產業在全國之比重雖不高，但對南部

區域而言，絕對是相當重要之產業部門。對照表 4-2 對於各變數計算之整理，

整體來說驅動產業幾乎皆屬於工業部門，區位商數皆大於 1，具有高出口比重，

工資比重幾乎皆大於 1，無疑為南部區域產業之經濟基礎，但須注意的是區位

商數變動率皆小於 0，部分工資變化率呈現負值，顯示部份部門之專業性正在

被取代。生產力部分，除「加工食品」外，其餘「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

「鋼鐵」與「塑膠」生產力皆大於區域平均生產力，特別的是在就業上都呈現

衰退，與南部區域的高失業率呈現呼應。另外，如「加工食品」在全國比重在

產品組合雖不具競爭力之特質，但對照表十一之分析，南部區域佔該產業廠商

數之比重是全國第一，顯示南部區域相對於全國顯然有其相對重要性。

表 4-1 南部區域驅動產業廠商數、員工數與生產總額比重排序表

該產業佔南部
區域總產業比重

區域該產業佔
全國該產業比重

該產業佔南部
區域比重 80-90 差驅動

產業
廠商數 員工數

生產
總額

廠商數 員工數
生產
總額

廠商數 員工數
生產
總額

13 15 11 1 6 7 31 31 34加工
食品 0.78 2.21 2.98 33.62 35.11 36.73 -0.52 -0.88 -2.51

33 30 22 5 3 5 11 20 23
飲料

0.03 0.4 1.24 30.38 40.19 40.68 0.00 -0.22 -0.33
28 27 9 9 6 6 18 34 8化工

原料 0.06 0.57 3.61 29.36 31.90 37.23 -0.02 -0.2 0.64
33 31 6 10 2 3 12 26 5石油

煉製品 0.03 0.38 5.77 28.91 45.99 52.69 0.00 -21.00 -20.48
27 26 13 14 4 2 19 11 12

鋼鐵
0.07 0.67 2.86 27.73 36.98 53.83 -0.02 0.07 0.22
18 13 4 6 1 1 24 28 33塑膠

0.47 2.44 7.76 29.98 47.48 64.07 -0.06 -0.42 1.21
比重
平均值

2.86 2.86 2.86 24.14 25.18 25.65 N/A N/A N/A

說明：表格內上方數字代表排序順序，下方數字代表比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模型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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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驅動產業變數特性整理表

競爭力 地方競爭優勢 出口 研發部
門
名
稱

PDi90 Ei80-90 ΔNi80-90 REi90 ΔREi80-90 Di80-90 LQi90 ΔLQi80-90 OTi90 ETi90 RDi90 ΔRDi80-90

加
工
食
品

1.50 -0.06 -0.018 0.99 -0.03 -20177 1.57 -0.03 41.34 6.54 1.80 9.37

飲
料

3.43 0.43 -0.047 1.10 0.13 4066 1.80 -0.15 47.05 3.10 0.00 -6.80

石
油
煉
製
品

16.70 4.41 -0.210 1.18 0.08 -82321 2.06 -0.84 59.12 18.14 0.01 2.80

化
工
原
料

7.12 2.46 -0.157 1.00 -0.07 -86497 1.43 -0.64 42.13 8.09 0.42 -60.32

塑
膠

4.78 1.62 -0.051 1.21 0.13 -15606 1.66 -0.17 59.98 9.10 0.81 -7.82

鋼
鐵

3.40 0.99 -0.019 1.24 0.03 16449 2.13 -0.02 66.37 27.38 13.09 85.5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模型計算結果

二、驅動產生產結構現況

生產的成本結構，主要可分成中間投入和原始投入(或稱附加價值)兩部

分。中間投入率即中間投入佔總投入之比例，該值愈大表示該產業生產所需使

用的中間產品價值較大，相對地創造的附加價值也就較小。表 4-3 則是分析驅

動產業之投入結構，可以發現除「飲料」部門，其餘部門之中間投入比重皆高

於 60%，顯示驅動產業之中間生產過程分工較專業。同理，產業的產出結構，

亦可分成中間需要和最終需要兩部分，中間需要率較高的產業多作為其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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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投入，而最終需要率較高者其產出多用於最終使用。驅動產業部門中除

「加工食品」與「飲料」部門屬於最終需要之外，其餘皆為中間需要部門，顯

示南部區域提供重要的生產原料，然該產業與何種產業部門之間有明顯的需求

與供給關係，則是需要更釐清的部分。

表 4-3 驅動產業部門生產特性整理表

部門
編碼

05 06 12 14 17 19

部
門
名
稱

加
工
食
品

飲
料

化
工
原
料

塑
膠

石
油
煉
製
品

鋼
鐵

年度 80 85 90 80 85 90 80 85 90 80 85 90 80 85 90 80 85 90

中間
投入

83 84 82 44 46 34 71 72 85 80 80 83 66 64 70 80 78 83

原始
投入

17 16 18 56 54 66 29 28 15 20 20 17 34 36 30 20 22 17

勞動
報酬

52 59 61 17 24 25 37 40 45 37 39 36 19 14 18 42 43 57

營業
盈餘

27 18 14 7 8 15 30 30 9 43 41 38 8 4 7 33 35 6

資本
消耗

13 12 15 5 8 11 28 26 42 16 16 22 14 12 11 18 17 34

間接
稅

7 10 10 71 60 49 5 5 5 4 4 3 58 70 63 7 5 3

中間
需要
合計

31 32 29 2 2 2 96 90 88 81 74 68 85 78 77 93 91 86

最終
需要
合計

69 68 71 98 98 98 4 10 12 19 26 32 15 22 23 7 9 1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模型計算結果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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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驅動產業與南部區域生產空間之關聯

表 4-4 則是將表 3-13 之工業區產業結構進行了解，並與南部區域製造業

之重點縣市與重點工業區進行比對，以更加了解工業區的生產空間形式對於南

部區域之重要性。產業別主要是以工業區產業分類方式為主，並將普查資料整

合於該分類內。工業區部份分別利用廠商數和員工數計算南部工業區所有產業

比重與全國工業區內該產業比重，並標示出兩者皆大於平均比重之工業區；產

業在各縣市重要是，則是以普查資料之生產總額變數計算各縣市之區位商數，

並標示出大於 1之縣市。從工業區產業廠商數和員工數超過 25%之產業分別有

食品業、煙草業、家具業、印刷業、化學材料、化學製品、石煤業、橡膠、塑

膠、非金屬業、金屬基本、金屬製品、運輸業、其他製品等產業，以上皆與南

部驅動產業與其相關產業有高度重疊。根據表八之結果配合驅動產業結果大致

可將產業區分成四大類型。藉由以上分析，可發現南部工業區產業主要是以食

品、石油化學、金屬與機械相關產業為主，並與南部區域驅動產業呈現相同之

發展類型，且主要集中在安平、大發、臨海等工業區與台南與高雄都會區內。

1.第一大類型為食品業，主要集中在安平、大發、臨海等工業區，但整體產業

則多集中在屏東縣和嘉義縣，兩個空間尺度相關性不高，由於區位商數皆顯著

大於 1，顯示地方化優勢非常顯著。

2.第二大類型則是石油化學相關產業，多集中在永康、安平、大發、臨海等工

業區，對照到空間尺度則多高度集中在嘉義、台南、高雄都會區內，兩個空間

尺度相關性很高。

3.第三大類型則是金屬與機械相關產業，主要集中在安平、大發、臨海等工業

區，對照到空間尺度則多高度集中在台南、高雄都會區內，兩個空間尺度相關

性很高，第二與第三大類產業同樣具有顯著地方化優勢。

4.第四大類則是電子相關產業，台南科技、安平、大發、臨海等工業區，對照

到空間尺度則多集中在台南都會區內，區位商數雖大於 1但數值不高，地方化

優勢並未如前三類產業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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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南部區域工業區產業結構與重點發展縣市及工業區對照表

編定工業區廠商
數

編定工業區員工數

產業別
家
數

南部
全部
比重

全國
產業
比重

員工數
南部
全部
比重

全國
產業
比重

重點編定工業區
(廠商和員工數皆
大於平均比重)

區域產值重點縣市(產
值區位商數>1 或排序
第二)

食品業 220 7.80 35.54 8,358 6.52 36.23
安平、大發、臨海、
民雄、官田、內埔

屏東縣(4.79)、嘉義縣
(2.86)、台南縣
(2.76)、高雄縣(1.08)

煙草業 1 0.04 100 443 0.35 100 內埔 屏東縣(21.32)

紡織業 61 2.16 13.74 4,164 3.25 17.03
永康、安平、嘉太、
官田、新營

台南縣(1.91)、台南市
(0.64)

成衣業 38 1.35 21.35 1,974 1.54 20.69 安平、新營、內埔
台南市(3.05)、屏東縣
(2.54)、嘉義市
(2.49)、嘉義縣(1.41)

皮革業 18 0.64 25.71 744 0.58 11.42 安平、新營
台南市(6.19)、台南縣
(1.97)、屏東縣
(1.58)、高雄縣(1.10)

木竹業 24 0.85 16.55 313 0.24 7.74
安平、大發、臨海、
民雄、官田永安

嘉義市(4.70)、嘉義縣
(1.58)、台南市(1.11)
高雄縣(2.33)、屏東縣
(6.42)

家具業 52 1.84 36.36 1,769 1.38 32.66
安平、大發、民雄、
新營、屏南

嘉義縣(5.85)、屏東縣
(5.35)、嘉義市
(2.73)、台南市(1.17)
台南縣(1.08)

紙漿業 42 1.49 20.79 982 0.77 13.20
安平、大發、臨海、
民雄、新營、屏南、
臨海

高雄縣(1.53)、台南縣
(0.92)

印刷業 75 2.66 40.32 3,573 2.79 46.09 安平、臨海
台南市(4.04)、嘉義市
(1.40)

化學材料 148 5.25 35.49 11,394 8.89 49.37
大發、臨海、大社、
林園

高雄縣(3.82)、嘉義縣
(2.07) 台南縣(1.04)

化學製品 161 5.71 31.57 5,766 4.50 30.68
永康、安平、大發、
臨海、民雄、官田

嘉義市(1.84)、台南市
(1.36)

說明：粗體標示為廠商數和員工數皆全國超過 25%，灰階標示工業區座落於都
會區空間
資料來源：廠商數、員工數、比重計算資料整理自工業區開發管理年報、產值
區位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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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南部區域工業區產業結構與重點發展縣市及工業區對照表

編定工業區廠商
數

編定工業區員工數

產業別
家
數

南部
全部
比重

全國
產業
比重

員工數
南部
全部
比重

全國
產業
比重

重點編定工業區
(廠商和員工數皆
大於平均比重)

區域產值重點縣市(產
值區位商數>1 或排序
第二)

石煤業 24 0.85 52.17 1,095 0.85 37.01 大發、臨海
嘉義市(10.1)、高雄市
(5.79)

橡膠業 38 1.35 23.46 1,178 0.92 17.01
永康、臨海、民雄、
頭橋、官田

台南市(0.62)、高雄縣
(0.49)

塑膠業 209 7.41 28.55 6,031 4.70 21.91
安平、大發、臨海、
官田、永康屏東

嘉義縣(3.93)、台南市
(2.53) 台南縣(1.26)

非金屬業 113 4.01 26.53 3,320 2.59 26.48
大發、臨海、民雄、
新營、屏南

嘉義縣(2.93) 屏東縣
(1.28)

金屬基本 367 13.01 51.84 25,009 19.50 69.60 大發、臨海

高雄市(3.10)、高雄縣
(2.38)、嘉義市
(1.92)、台南縣
(1.73)、屏東縣(1.52)

金屬製品 295 10.46 27.29 9,774 7.62 29.76
安平、大發、臨海、
官田、永安

嘉義市(2.43)、高雄縣
(2.14)、屏東縣
(1.39)、台南縣(1.08)

機械設備 288 10.21 23.06 6,541 5.10 16.99
安平、大發、臨海、
民雄、新營

台南市(1.36)、嘉義市
(0.93)

電腦通信 31 1.10 6.34 2,152 1.68 4.02
永康、台南科技、
安平、大發、臨海、
官田

嘉義縣(0.96)、台南市
(0.18)

電子零件 87 3.09 14.57 9,238 7.20 13.61
台南科技、安平、
大發、臨海、屏東

高雄市(1.6)、台南縣
(1.09)

電力機械 93 3.30 22.91 2,980 2.32 16.21
永康、台南科技、
安平、臨海、民雄、
官田、新營

台南市(1.24)、屏東縣
(0.79)

運輸業 260 9.22 35.37 14,542 11.34 39.90 安平、鳳山、臨海
台南市(2.95)、高雄市
(1.04)

精密器械 37 1.31 21.89 1,295 1.01 15.35 安平
台南縣(2.82)、台南市
(1.08)

說明：粗體標示為廠商數和員工數皆全國超過 25%，灰階標示工業區座落於都
會區空間
資料來源：廠商數、員工數、比重計算資料整理自工業區開發管理年報、產值
區位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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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回顧台灣戰後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產業發展與產業政策有密切的關係，

國家的干預非常深且廣，同時隨著發展階段的改變，干預的方式與程度也有所

改變(瞿宛文，2003)。從戰後重建時期(1945-1952 年)的石化工業，到 1979

年由於二次能源危機，此時政府改變繼續發展重化工業之策略，轉而強調技術

密集產業之發展。1980 年代工業(尤其是製造業)成長盛極衰轉，服務業則持

續蓬勃發展，並有取而代之之勢，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到了 1980 年代

末期，台灣正式邁入後工業時期。政府 1991 年推動國家建設六年計畫，除了

加速傳統勞力密集產業升級外，並選擇發展通訊等十項高科技產業。政府對所

謂的策略性工業包括石化、鋼鐵、汽車、船舶與電子產業給予各項保護政策、

補助與獎勵措施，間接也形塑了現今國內北中南都會和區域的專業發展。學者

一般也認為石化、鋼鐵、積體電路三個產業是政府干預成功的案例。由於

1980-1990 年代國內生產要素成本增高與環境意識的高漲，使得台灣社會經歷

全球化的經濟結構過程，開始產生去工業化與加速南北空間發展加速不均衡的

現象，也是國內產業面對全球化競爭產生產業結構轉變衝擊與弱化的主要原因

(孫義崇，1988；曾梓峰，1993；夏鑄九，1995)。

鋼鐵與石化工業是台灣重化工業時期的重點發展產業，且主要集中在南部

區域，雖在整個產業發展過程，逐漸成為次要的重點產業，然而經由本文分析，

發現其仍具有相當之競爭優勢。對照以上數據，除了可以看出驅動產業部門的

特性回應了工業部門在南部所佔有的重要比例與政府長期的發展定位，更突顯

南部區域在資源分配及產業發展類型上，與北部區域有迥然不同的差異。但對

照南部區域產業結構一、二與三級產業之結構體變化，可知南部區域二、三級

產業之生產毛額比重雖正逐漸接近，在區域就業與生產總額上主要仍是以二級

產業為主，其中又以製造業為主。因此，製造業的發展能量逐漸降低，服務業

的比重逐漸上升，但貢獻比重不大。如此訊息雖能提供區域產業概略的發展強

度，但對於南部區域在如此發展現況下，其競爭優勢是否如同數據所呈現，正

面臨衰退之狀態，是更需要去了解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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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群聚組成結構變遷

區域群聚主要是以加工食品、飲料、化工原料、塑膠、石油煉製品、鋼鐵

等六個部門，並以民國 80 年 39 部門為基礎，分別以國內表與一般表對民國

80 與 90 等兩個年度之產業關聯資料，對民國 80 與 90 等兩個年度之產業關聯

係數，分別進需求與供給面兩個投入產出模型，以得出群聚之歷年組成及其結

構，進而分析其變遷。國內表與一般表之差異在於一般表將國際貿易之進出口

合併於該表內，因此透過比較兩表關聯係數之差異可看出產業依賴國際貿易之

差異。

本文根據生產關係分析，發現「加工食品」與「飲料」、「石油煉製品」

與「化工原料」與「塑膠」兩組內部彼此之間有顯著的相互關聯，因此分成「加

工食品」與「飲料群聚」、「石油煉製品」與「化工原料」與「塑膠」群聚、

「鋼鐵」群聚等三組分別討論。

一、加工食品與飲料群聚

「加工食品」群聚組成變遷關係根據表 4-5 所整理，其組成與關係較為單

純，除「農畜產」有顯著的供給與需求外，剩下關聯部門幾乎屬於服務業。。

「金融保險服務」與「工商服務」的關聯效果逐年升高，相對非服務業部門關

聯比重逐年下降，顯示在「加工食品」部門內已經完成大部分的生產工作，生

產完的產品可直接進入市場交易，因此需要與服務業有更密切的供需網絡關

係。生產過程中剩下的產品，可提供內部產業部門作為原料，顯示「加工食品」

生產的產品多為最終產品，且生產過程中剩下的產品，可提供「加工食品」部

門內部產業部門作為原料。另外「成衣及服飾品」則是在一般表才納入群聚內，

顯示「加工食品」與該產業部門有國際貿易關係。

「飲料」與「加工食品部門」雖有顯著的互相供給與需求關係，但群聚組

成結構仍有不同之差異。根據表 4-6 整理，「飲料」自身供給比重大於需求比

重，顯示其在上游生產上有帶動效果，相對在供給部分主要是依靠服務業，因

此顯示其生產的產品可以直接供給消費者，對於生產關聯效果貢獻不大，相對

需求部分，同樣對於服務業的需求越來越高。「鋼鐵」與「其他金屬」利用整

合進出口之一般表分析，兩者皆列為重要關聯部門，但如單考量國內自身關

聯，兩個投入比重皆偏低，顯示該部門對於「鋼鐵」與「其他金屬」的進口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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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依賴較大，但有降低之趨勢。

表 4-5 加工食品群聚需求與供給面主要關聯產業界定結果

國內表─需求面 一般表─需求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05 加工食品 53.62 53.22 ↓ --- --- 45.48 44.22 ↓ --- ---
01 農畜產 22.8 21.4 ↓49.16 45.75 ↓ 24.94 23.1 ↓ 45.74 41.41 ↓

33
金融保險
服務

3.24 4.24 ↑ 6.98 9.06 ↑ 3.44 4.34 ↑ 6.31 7.79 ↑

32 商品買賣 4.63 4.14 ↓ 9.99 8.86 ↓ 4.37 4.17 ↓ 8.01 7.47 ↓
36 工商服務 1.54 2.21 ↑ 3.33 4.71 ↑ 1.92 2.60 ↑ 3.51 4.66 ↑

國內表─供給面 一般表─供給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05 加工食品 80.50 81.84 ↑ --- --- 80.08 82.00 ↑ --- ---
01 農畜產 13.16 12.95 ↓67.47 71.35 ↑ 11.12 10.45 ↓ 55.82 58.03 ↑

09
成衣及服
飾品

0.64 0.29 ↓ 3.26 1.61 ↓ 2.27 1.97 ↓ 11.40 10.95 ↓

說明：深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顯著，80 年不顯著；
淺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不顯著，80 年顯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自行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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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飲料部門需求與供給面主要關聯產業界定結果

國內表─需求面 一般表─需求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06 飲料 58.50 56.99 ↓ --- --- 48.23 46.24 ↓ --- ---
21 金屬製品 6.40 6.44 ↑15.42 14.98 ↓ 5.68 5.53 ↓ 10.97 10.29 ↓
05 加工食品 5.23 4.56 ↓ 12.6 10.6 ↓ 5.46 4.81 ↓ 10.56 8.94 ↓
32 商品買賣 2.81 3.57 ↑ 6.77 8.31 ↑ 2.87 3.78 ↑ 5.55 7.04 ↑
01 農畜產 4.79 3.16 ↓11.54 7.34 ↓ 5.23 3.88 ↓ 10.1 7.22 ↓
36 工商服務 2.30 3.04 ↑ 5.55 7.06 ↓ 2.62 3.21 ↑ 5.06 5.98 ↑

11

紙、紙製
品及印刷
出版

3.36 3.02 ↓ 8.1 7.02 ↓ 3.80 3.65 ↓ 7.33 6.8 ↓

33
金融保險
服務

2.72 3.02 ↑ 6.56 7.02 ↑ 2.88 3.17 ↑ 5.56 5.9 ↑

19 鋼鐵 1.92 1.97 ↑ 4.62 4.57 ↓ 3.26 2.75 ↓ 6.29 5.11 ↓
20 其他金屬 0.83 0.62 ↓ 2.00 1.44 ↓ 2.74 2.22 ↓ 5.29 4.13 ↓

國內表─供給面 一般表─供給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06 飲料 98.68 98.35 ↓ --- --- 98.59 98.40 ↓ --- ---
05 加工食品 0.29 0.43 ↑22.25 26.16 ↑ 0.40 0.47 ↑28.60 29.38 ↑
39 其他服務 0.27 0.34 ↑20.66 20.48 ↓ 0.24 0.34 ↑17.24 21.54 ↑

37
公共行政
服務

0.20 0.29 ↑15.02 17.78 ↑ 0.23 0.25 ↑16.46 15.45 ↓

01 農畜產 0.15 0.17 ↑11.56 10.57 ↓ 0.15 0.15 - 10.40 8.87 ↓
說明：深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顯著，80 年不顯著；

淺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不顯著，80 年顯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自行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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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油煉製品、化工原料、塑膠群聚

「石油煉製品」、「化工原料」與「塑膠」雖各自形成群聚發展，但部門

本身之間有著顯著的上下游供給關係。

「石油煉製品」群聚組成變遷關係，如表 4-7 之整理，上游主要是於利用

石油煉製品作為原料的製造業與服務業，其中部門上下游產業關係雖較單純，

但由關係比重可以判斷其與南部區域重要之產業部門如「鋼鐵」、「化工原料」

有顯著之關聯，因此如將兩部門之關聯部門串聯，更可以看出「石油煉製品」

部門在南部區域之重要性。其中特別的是「石油煉製品」對於「電子產品」與

「塑膠」的關聯在民國 80 年並不高，但到了民國 90 年開始顯著，顯示「電子

產品」與南部區域的傳統重工業開始有生產之關聯效果出現。

「化工原料」群聚組成變遷關係，如表 4-8 所整理，自身需求大於自身供

給，顯示該產業帶動下游產業具有顯著效果，上游產業主要是基礎原料為主，

其中「礦產」在國內表時並不顯著，但在一般表時則成為主要上游產業，顯示

該產業在生產上非常重要，但主要是依賴進口。在供給部分，除「塑膠」部門

與「電子產品」的比例逐年升高之外，其餘皆呈現下滑趨勢，但每個產業部門

皆佔有相當之比重，如「紡織品」、「塑膠製品」與「人造纖維」。其中「電

子產品」在 80 年國內表並不顯著，但民國 90 年之後呈現顯著，另外在一般表

中，民國 80 年與民國 90 年皆呈現顯著現象，顯示原本依賴進口之產業，逐漸

開始由本國供應。

「塑膠」群聚組成變遷關係如表 4-9 所整理，上游需求部門性質多為原料

部門，「塑膠」和「化工原料」需求比重已經超過 80%，其中特別的是該部門

對於服務業比重有逐漸增加之趨勢，此情況同樣出現在供給比重，但比重相對

較低。另外，非常特別的現象是，從供給面看塑膠供給的部門，部門特性主要

是使用塑膠作為原料的製品業，但「塑膠」不全然類似原料性質產業，其自身

需求比重逐漸下降，相對自身供給逐漸上升，顯示該部門有逐漸脫離原料部門

之角色。「電子產品」產品對該產業的需求比重逐年上升，其餘皆呈現下降趨

勢，相對如「紡織品」與「人造纖維」等部門，關聯效果在民國 90 年國內表

與一般表皆無太大差異，然比較民國 80 年之比重發現有顯著之落差，顯示國

內關聯比重有更為顯著下降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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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石油煉製品部門需求與供給面主要關聯產業界定結果

國內表─需求面 一般表─需求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17

石油煉製
品

88.26 87.99 ↓ --- --- 48.11 47.47 ↓ --- ---

29 電力 2.55 3.19 ↑21.77 26.56 ↑ 2.71 2.94 ↑ 5.23 5.60 ↑

39 其他服務 0.58 1.95 ↑ 4.96 16.22 ↑ 1.14 2.06 ↑ 2.20 3.91 ↑

33

金融保險
服務

0.63 1.33 ↑ 5.41 11.07 ↑ 1.13 1.42 ↑ 2.19 2.70 ↑

04 礦產 1.59 0.78 ↓13.53 6.53 ↓ 29.43 32.14 ↑ 56.73 61.18 ↑

31

運輸倉儲
通信

1.14 1.06 ↓ 9.75 8.83 ↓ 1.39 1.47 ↑ 2.67 2.80 ↑

國內表─供給面 一般表─供給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17

石油煉製
品 38.89 42.39

↑ --- ---
36.96 38.87

↑ --- ---

31

運輸倉儲
通信 7.37 8.48

↑12.07 14.71 ↑ 9.06 8.77 ↓ 14.36 14.35 ↓

12 化工原料 3.14 6.08 ↑ 5.13 10.55 ↑ 2.81 8.84 ↑ 4.46 14.46 ↑

29 電力 4.83 4.45 ↑ 7.90 7.73 ↑ 5.96 3.70 ↓ 9.45 6.05 ↓

28 營造工程 4.70 4.30 ↓ 7.69 7.47 ↑ 3.69 3.32 ↓ 5.85 5.43 ↓

32 商品買賣 3.44 3.82 ↑ 5.62 6.62 ↑ 2.98 3.17 ↑ 4.72 5.18 ↑

19 鋼鐵 4.86 3.34 ↓ 7.96 5.80 ↓ 4.35 2.95 ↓ 6.89 4.83 ↓

24 電子產品 1.37 2.59 ↑ 2.23 4.50 ↑ 1.98 4.37 ↑ 3.15 7.15 ↑

14 塑膠 1.28 2.49 ↑ 2.10 4.32 ↑ 1.28 3.03 ↑ 2.03 4.96 ↑
說明：深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顯著，80 年不顯著；

淺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不顯著，80 年顯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自行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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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化工原料部門需求與供給面主要關聯產業界定結果

國內表─需求面 一般表─需求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12 化工原料 74.92 71.47 ↓ --- --- 62.60 50.62 --- ---

17
石油煉製
品

6.45 10.14 ↑25.71 35.54 ↑ 7.47 14.63 ↑ 19.97 29.63 ↑

29 電力 4.67 4.40 ↓18.62 15.41 ↓ 4.32 3.89 ↓ 11.56 7.88 ↓
32 商品買賣 2.21 2.37 ↑ 8.82 8.31 ↓ 2.28 2.42 ↓ 6.09 4.90 ↓
04 礦產 0.77 0.53 ↓ 3.07 1.85 ↓ 6.70 12.11 ↑ 17.93 24.51 ↑

國內表─供給面 一般表─供給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12 化工原料 40.39 46.77 ↑ --- --- 36.84 43.42 ↑ --- ---
14 塑膠 11.45 15.42 ↑19.22 28.96 ↑ 11.09 12.90 ↑ 17.56 22.79 ↑
13 人造纖維 8.57 5.76 ↓14.38 10.82 ↓ 7.01 4.64 ↓ 11.09 8.20 ↓
24 電子產品 1.66 5.55 ↑ 2.78 10.43 ↓ 4.73 10.48 ↑ 7.49 18.52 ↑
15 塑膠製品 7.53 5.43 ↓12.63 10.21 ↓ 8.32 6.02 ↓ 13.17 10.64 ↓
08 紡織品 6.26 4.90 ↓10.51 9.20 ↓ 5.41 4.17 ↓ 8.56 7.38 ↓

16
其他化學
製品

4.61 3.27 ↓ 7.73 6.14 ↓ 5.39 4.03 ↓ 8.53 7.12 ↓

09
成衣及服
飾品

2.50 1.09 ↓ 4.18 2.06 ↓ 2.51 1.13 ↓ 3.98 2.00 ↓

說明：深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顯著，80 年不顯著；
淺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不顯著，80 年顯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自行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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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塑膠部門需求與供給面主要關聯產業界定結果

國內表─需求面 一般表─需求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14 塑膠 59.18 50.52 ↓ --- --- 32.84 30.46 ↓ --- ---

12 化工原料 22.29 26.57 ↑54.60 53.69 ↓ 35.89 29.61 ↓ 53.44 42.58 ↓

17

石油煉製
品

2.77 4.68 ↑ 6.78 9.46 ↑ 5.11 9.29 ↑ 7.61 13.36 ↑

29 電力 3.83 4.05 ↑ 9.38 8.19 ↑ 3.92 3.81 ↓ 5.84 5.48 ↓

33

金融保險
服務

2.35 2.77 ↑ 5.75 5.60 ↑ 2.28 2.54 ↑ 3.39 3.65 ↑

32 商品買賣 1.84 2.41 ↑ 4.51 4.88 ↑ 2.08 2.51 ↑ 3.09 3.61 ↑
04 礦產 0.30 0.24 ↓ 0.73 0.48 ↓ 4.66 8.15 ↑ 6.94 11.72 ↑

國內表─供給面 一般表─供給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14 塑膠 43.20 49.93 ↑ --- --- 40.66 46.15 --- ---

15 塑膠製品 22.37 16.19 ↓39.38 32.34 ↓ 23.06 16.23 ↓ 38.87 30.14 ↓

24 電子產品 2.46 7.54 ↑ 4.34 15.06 ↑ 4.21 11.71 ↑ 7.09 21.75 ↑

08 紡織品 5.20 3.94 ↓ 9.15 7.86 ↓ 4.30 3.54 ↓ 7.24 6.57 ↓

13 人造纖維 6.52 3.44 ↓11.47 6.88 ↓ 5.07 2.87 ↓ 8.54 5.34 ↓
說明：深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顯著，80 年不顯著；

淺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不顯著，80 年顯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自行計算結果

三、鋼鐵群聚

「鋼鐵」群聚組成變遷關係如表 4-10 所示，需求面自身比重顯著大於供

給面自身比重，顯示其主要作為重要原料之特質，其中對於服務業比重有上升

趨勢。從供給面看，鋼鐵供給的部門有 5個，主要皆為利用鋼鐵作為原料的下

游階段製造業，但並非完全成品，如「金屬製品」、「機械」、「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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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工程」、「電子產品」。分析關聯效果，「金屬製品」的比例上升最為

明顯，相對「機械」、「營造工程」與「運輸工具」則有下降趨勢；「電子產

品」比重雖有上升但在國內表並不顯著，考慮一般表才有顯著之現象，顯示「電

子產品」對於鋼鐵之需求主要依賴進口，如何加強國內關聯效果是可以深入思

考的地方。

表 4-10 鋼鐵部門需求與供給面主要關聯產業界定結果

國內表─需求面 一般表─需求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19 鋼鐵 72.28 68.79 ↓ 63.32 59.03 ↓

33
金融保險
服務

3.07 5.21 ↑11.07 16.69 ↑ 3.09 4.94 ↑ 8.42 12.06 ↑

39 其他服務 5.73 4.95 ↓20.66 15.86 ↓ 5.43 4.89 ↓ 14.81 11.94 ↓
32 商品買賣 2.57 4.02 ↑ 9.27 12.87 ↑ 2.61 3.96 ↑ 7.11 9.67 ↑
17 石油煉製品 2.98 3.15 ↑10.76 10.09 ↓ 3.62 3.72 ↑ 9.86 9.09 ↓
29 電力 3.05 2.61 ↓11.00 8.36 ↓ 3.00 2.59 ↓ 8.18 6.32 ↓
04 礦產 1.98 2.24 ↑ 7.13 7.17 ↑ 5.08 6.25 ↑ 13.84 15.26 ↑

國內表─供給面 一般表─供給面
關聯比例 R 關聯比例 R代

碼
部門名稱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19 鋼鐵 54.60 58.29 ↑ 55.19 58.56 ↑
21 金屬製品 7.75 9.83 ↑17.06 23.57 ↑ 7.95 9.35 ↑ 17.75 22.56 ↑
28 營造工程 10.39 9.32 ↓22.90 22.35 ↓ 8.96 8.12 ↓ 19.98 19.60 ↓
22 機械 8.12 8.02 ↓17.88 19.22 ↑ 7.49 8.05 ↑ 16.71 19.41 ↑
26 運輸工具 5.96 3.66 ↓13.13 8.78 ↓ 6.19 3.87 ↓ 13.80 9.34 ↓
24 電子產品 1.50 1.88 ↑ 3.29 4.51 ↑ 2.16 2.73 ↑ 4.82 6.59 ↑
說明：深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顯著，80 年不顯著；

淺色網底為 90 年關聯效果不顯著，80 年顯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本研究自行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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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業群聚發展現況與空間結構變遷

一、加工食品與飲料群聚

「加工食品」的廠商數約 2016 家，平均員工數約 16 人；超過 100 位員工

數的廠商有 73 家，員工數佔該產業部門約 49%，生產總額佔該產業部門約 61%，

顯示該產業主要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屬於低度集中之寡佔市場結構。產業之市

場特質如附錄七所整理，加工食品部門擁有健康的產品組合、市場力量，或是

有更多具生產力的員工，但由於ΔREi80-90 小於 0 顯示該產業競爭力正被取

代的產業。輔以 Di80-90 和ΔLQi80-90 兩個變數亦可看出其優勢被取代之跡

象，然該產業在 RDi90 與ΔRDi80-90 變動部分有顯著的投入。整體指標顯示，

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部門，由於面對市場激烈競爭，積極開始轉向提升產品

組合與員工素質等資本投入，以增強產業之競爭力。「加工食品」廠商數分布

雖較分散，主要集中在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與屏東縣四個縣市，前三順位

縣市加起來佔南部區域比重超過 50%，加上第四順位則超過 70%，另外嘉義縣

和屏東縣的就業員工和生產總額佔該縣市有較大的比重。對照「加工食品」部

門與其上下游產業區位分佈，產業分佈主要是以台南縣的永康市與仁德鄉為核

心向外散佈，在嘉義縣與高雄縣市形成另一個小核心，其中「皮革及皮製品」

廠商的分佈幾乎是圍繞在台南縣附近，在區位上鄰近「加工食品」的分佈範圍。

飲料廠商數共 86 家，平均員工數為 69 人；超過 100 位員工數的廠商約 9

家，員工數與生產總額佔全部產業約 86%和 94%，前兩家大廠市佔率接近 50%，

顯示該產業部門趨向高度集中的寡占市場結構。「飲料」與「加工食品」類似，

在南部區域各項數據上所佔比重雖同樣不顯著，且呈現下滑趨勢，但在全國該

產業皆佔有重要地位，其廠商數、員工數和生產總額在全國飲料產業比例都佔

有超過 30%以上的比例，主要是以高雄縣與台南縣為核心向外散佈，其佔南部

區域整體比重至少都超過 75%以上。「紙及紙製品及印刷出版」部門之廠商空

間分佈狀態，由圖 3-10 可以看出主要集中在台南縣市與高雄縣市，其中高雄

縣在「紙及紙製品及印刷出版」部門的員工數和生產總額上，佔南部該產業比

例有 24.07% 和 38.09%，是發展強度最顯著的區域。「金屬製品」部門之集中

狀態如圖 3-10 所示，主要集中在台南縣與高雄縣，其中高雄縣員工數和生產

總額在南部區域金屬製品部門的比例高達 36.3%與 41.91%，且與「飲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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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上下游產業的區位有顯著鄰近。

由以上分析可得知，「加工食品」與「飲料」群聚不僅彼此之間有顯著的

供給與需求關係，上下游空間佈局主要集中在台南與高雄都會區，並於兩都會

區之間開始擴散，其中「加工食品」分布相對較分散，集中在嘉義、新營、台

南、高雄生活圈，「飲料」則顯著集中在台南與高雄都會區。

二、石油煉製品、化工原料、塑膠群聚

「石油煉製品」每小時每人生產力(16.7 千元/人.小時)顯著高於區域平

均值，在南部區域所有產業排名第一，員工數和生產總額佔全國該產業比例也

都超過 30%以上；另外，在地區競爭優勢方面，「石油煉製品」有顯著專業化

效果(LQi90=2.06)，但區位商數變動率(ΔLQi80-90=-0.84)與移轉份額

(Di80-90=-82321)皆呈現優勢下降的趨勢。以上比例數據在區域重要性上，廠

商數排名第 10、員工數排名第 2及生產總額排名第 3，顯示出從全國的角度來

看，「石油煉製品」部門在南部區域雖呈現顯著下滑之現象，但仍有其絕對的

重要性。「石油煉製品」特性為上游原料部門，因此廠商數雖不多但規模很大，

廠商主要集中在嘉義縣民雄鄉與高雄縣鳳山市，但仍以在高雄都會區。上游產

業如礦產部門，主要集中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與屏東縣，下游產業「運輸

倉儲通信」主要集中於台南縣市、高雄縣市與屏東縣，整合以上空間分析可以

看出主要是以高雄縣市為核心向外擴散，在台南縣與屏東縣之間各形成產業

帶。

「化工原料」廠商數約 165 家，平均員工數 51 人；超過 100 位員工數的

廠商約 22 家，員工數與生產總額佔全部產業約 65%和 87%，排名第一大廠員工

數與生產總額佔全部產業約 12%和 35%，其餘則介於 5%以內，顯示該產業部門

主要是以中型企業為主，中度集中之寡占市場結構。「化工原料」目前市場需

求呈現成長趨勢，但本身在因應市場就業的部分則呈現下降現象，顯示部門正

在提升員工的競爭力。在地區競爭優勢(LQi90=1.43)上都有顯著的正面效果，

但 在 區 位 商 數 變 動 與 地 方 競 爭 優 勢 變 動 上 ( Δ LQi80-90=-0.64 、

Di80-90=-86497)都呈現下降趨勢，競爭優勢正在下滑當中。分析「化工原料」

群聚廠商區位分佈如圖 3-12 所示，可以看出化工原料部門之廠商分佈主要是

集中在台南縣、高雄縣、高雄市，對照到其上下游產業之空間區位分佈，可以

看出上下游產業主要是由台南縣與高雄縣為核心向外擴散，其中「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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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化學製品」、「塑膠製品」與化工原料群聚，在空間區位分佈上有明顯

的鄰近關係。

「塑膠」廠商數有 193 家，平均員工數 51 人；超過 100 位員工數的廠商

有 22 家，員工數與生產總額佔全部產業約 68%和 83%，排名第一大廠員工數與

生產總額佔全部產業約 12%和 25%，其餘則介於 5%以內，顯示該產業部門主要

是以中型企業為主，中度集中之寡占市場結構。本部門為南部區域過去重點扶

植之傳統產業，亦為各類塑膠與化工產品主要的上游產業。從廠商數與就業效

果來比較，發現兩變數之數值皆高於南部區域之平均值，但與南部區域其他部

門比較後並不居顯著重要性；然而，比較全國與南部區域之「塑膠」發展，可

發現南部區域除了廠商數佔全國比重 27.73%，其他如員工數和生產總額則分

別佔 36.98%和 53.83%，其中生產總額的比重甚至超過一半，可看出雖然廠商

數在南部區域是呈現減少趨勢，可是在就業與生產總額上是呈現成長之趨勢。

在競爭力指標變數部份，塑膠產業每小時每人生產力高於南部區域平均值，目

前市場需求面是呈現上漲趨勢，但本身在相對於全國之就業比重上是呈現下滑

現象。在地區競爭優勢部分，塑膠在南部區域有顯著的專業效果

(LQi90=1.66)，但在區位商數變動與地方競爭優勢變動上都呈現下降趨勢。以

上數據顯示該產業的競爭優勢雖呈現下滑當中，但南部區域的「塑膠」對全國

來說仍是佔有重要地位。「塑膠」部門及其上下游產業組成與分布區位如圖

3-13 所整理，群聚分佈主要是以台南縣仁德鄉與永康市、高雄縣仁武鄉與大

寮鄉兩個點為核心向外擴散。對照表 4-4 對於工業區分佈與產業發展分析，可

看出三個群聚的空間區位與工業區廠商的分佈呈現重疊，可看出三類群聚與工

業區等生產空間之緊密關係。

三、鋼鐵群聚

「鋼鐵」之廠商數有 1202 家，平均員工數為 31 人；超過 100 位員工數之

廠商數有 57 家，員工數與生產總額佔全部產業約 62%和 80%，排名第一大廠員

工數與生產總額佔全部產業約 23%和 31%，其餘則介於 5%以內，顯示該產業部

門主要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低度集中之寡占市場結構。鋼鐵市場目前呈現需

求大於供給之趨勢，本身在就業貢獻雖呈現下滑，相對工資與工資成長率皆呈

現上升，顯示「鋼鐵」部門雖然員工數減少，但在因應市場需求的產品組合上

仍具有優勢。在地區競爭優勢方面，本身具有高度專業化係數(LQi9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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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商數變動雖呈現下降趨勢(ΔLQi80-90=-0.02)，但地區競爭優勢變數呈現

上升(Di80-90=16449)，顯示地方雖在就業的專業化呈現下降，使用生產總額

計算的地方優勢在南部區域仍呈現顯著地方優勢，另外該部門在研發比重與變

動上都有顯著的正面效果。

鋼鐵部門在空間的分佈，如圖 3-14 主要集中「台南縣」與「高雄縣市」，

三個縣市廠商數、員工數和生產總額在南部區域合計皆超過 50%以上，且鋼鐵

部門在三個縣市的員工數與生產總額都佔有一定程度之比重。另外，高雄市佔

南部區域鋼鐵部門的研發比例上幾近超過 95%，而佔高雄市全部產業的研發比

重也有 31.48%，顯示研發資源主要是集中在高雄市。以圖 3-14 可以看出鋼鐵

群聚的區位分佈大主要集中在台南縣「永康市」、「仁德鄉」；高雄縣「鳳山

市」、「大寮鄉」；高雄市「三民區」。但生產總額主要仍是以高雄市和高雄

縣為主要集中區域，「機械」與「運輸工具」在空間區位的分佈上，與鋼鐵群

聚的關係則呈現明顯的鄰近，礦產與石油煉製品在空間的區位上，與鋼鐵群聚

的鄰近關係則較不顯著。



第五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言

73

第五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過前段分析，本文對區域群聚之產業結構與發展能量進行分析，並結合南

部區域之空間體系架構，探討區域群聚與南部區域空間結構之關係。本段則將

整合上述研究成果，提出南部區域未來產業空間佈局之初步觀點與看法，並以

高雄都會區與台南都會區為主，論述未來可發展之產業發展群聚。

第一節 結論

ㄧ、南部區域驅動產業與產業結構主要以製造業為主，不同於北部區域之發展

型態，且在發展能量上亦有顯著之差異

整體來說，我國整體產業結構正逐漸走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發展結構，

且比重不斷上升；然而，細緻分析各區域產業結構，可以發現民國 90 年北部

區域在廠商數、員工數和生產總額佔全國的比例皆接近 50%，幾乎等於是南部

區域和中部區域的加總；其中，北部區域工業和服務業的比重幾乎呈現並重之

狀態，南部區域主要仍以工業產業為核心產業，但普遍呈現下滑趨勢。因此，

南部區域相較於北部區域在產業結構上仍呈現不同之風貌，且在產業發展能量

仍有顯著之區域落差。根據本文分析，南部區域中具有競爭優勢的驅動產業部

門主要以「飲料」、「加工食品」、「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塑膠」、

「鋼鐵」等六個產業部門，不同於政府預計發展之高科技產業。對照台灣戰後

的經濟發展，可以發現驅動部門回應了政府產業政策之效果，但由於能源價格

與工資水準大幅提升，致使國內出口競爭力降低，政府便開始轉向資本技術密

集產業，致使原本南部重點發展之工業面臨發展瓶頸，開始思考產業結構轉型。

20 世紀末各國都確認未來的競爭在「知識」，而在推動知識經濟等策略

過程中，由於知識或生產外溢效果，產生另一個重要策略－產業群聚政策。

Porter(1990, 2000)認為國家（區域、城市）競爭主要是以產業群聚為核心，

目前各先進國家，如美、日、法、德、義、紐、澳、加及北歐各國的成效皆證

明產業群聚對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是有很大助益。南部區域產業發展過去十年來

產業轉型一直未能奏效，主要便是因為缺乏以產業群聚為思維的產業政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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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產業組織的整合及產業間的融合難以提升，社會資本無法厚植等情形發

生，地方和區域的競爭力便開始下降、經濟活動力逐漸疲乏，產生結構性之困

境。

二、驅動產業市場主要以中間投入與中間需要為主，主要可分成商品型態、原

料型態與中間商品型態等三個不同型態之群聚

根據驅動產業特性分析發現，南部區域之驅動產業除「飲料」之外，其餘

部門至少超過 70%以上以中間投入為主，其中「飲料」之原始投入主要是以間

接稅為主，並非勞動報酬與資本消耗之投入；中間需要部分，除「加工食品」

與「飲料」最終需要比例高於中間需要外，其餘皆屬於中間需要，其中「化工

原料」與「鋼鐵」之中間需要率至少有 88%。分析驅動產業之關聯產業，可以

更清楚說明上下游與投入需求關係，「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鋼鐵」

等部門對自身需求關聯至少有 70%，部門內之交易比重很高但有下降之趨勢，

相對此類產業自身的供給比重介於 40-50%之間，且逐年下降，供給關聯產業

主要是製品製造業，可以看出「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鋼鐵」等驅

動產業，屬於原料產業且具有帶動產業效果。「塑膠」自身供給與需求比重介

於 40-60%之間，且需求比重逐漸下將，供給比重逐漸上升，兩者逐漸接近 50%，

10 年之間出現新的關聯產業，其部門市場行為接近中間產品。「加工食品」

與「飲料」屬於自身需求比重介於 50-60%之間且逐年下降，自身供給比重介

於 80-90%之間且逐年上升，其中飲料更高達 98%，顯示該部門已接近商品型態。

三、根據產業關聯組成結構分析，可將群聚組成概分為食品飲料、化學、鋼鐵

等三類群聚，其中區域群聚逐漸與服務業及電子產品部門產生顯著之關聯

效果

根據需求面與供給面之產業關聯進行分析，發現可依照其關聯產業組成與

關聯效果，將「飲料」、「加工食品」、「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塑

膠」、「鋼鐵」等六個區域群聚，劃分為食品飲料、化學原料、鋼鐵等三組群

聚。「飲料」與「加工食品」之組成結構非常類似，生產行為與服務業部門關

係逐年增強，相對於傳統製造部門關聯效果漸低；兩者市場結構有不同之差

異，「飲料」之大廠具有絕對之市場影響力，相對「加工食品」之市場影響力

較不明顯。「化工原料」、「石油煉製品」、「塑膠」市場結構皆屬於中度集



第五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言

75

中之寡占市場結構，三者之間有顯著的互為投入供給關係，且三個部門在需求

與供給部分，皆逐漸與服務業開始有顯著之關聯效果，下游供給組成關聯效

果，除電子產品部門逐漸具有顯著關聯效果，其餘製造組成結構並無太大變

化。「鋼鐵」部門與其他驅動產業部門雖有顯著關聯效果，但如單獨考量國內

關聯效果，可以發現效果不顯著，輔以鋼鐵部門之供給部門組成，可以看出國

內鋼鐵主要供給營造、金屬製品、機械、電子產品等製造業，其餘驅動部門之

鋼鐵需求主要則是來自進出口供應。

四、食品飲料、化學、鋼鐵等三類群聚，分別在台南與高雄都會區之間形成一

個發展軸帶，並以此軸線為核心各自向南北發展

南部區域中具有競爭優勢的驅動產業部門，「飲料」、「加工食品」、「化

工原料」、「石油煉製品」、「塑膠」、「鋼鐵」等六個產業部門，不僅具有

顯著之空間集中與複雜之上下游關係，且在南部區域已發展一段時間，不同於

政府預計發展之高科技產業。其中「飲料」及「加工食品」、「化工原料」及

「石油煉製品」及「塑膠」、「鋼鐵」各自形成三個相關群聚，對照南部區域

之空間佈局與發展，可以發現群聚與產業園區之生產活動，在台南與高雄都會

區(台南縣、高雄縣與高雄市)之間形成一個發展軸帶，其中國道ㄧ高、國道二

高與高鐵均位於此軸帶內，並以此軸線為核心各自向南北發展，台南縣以北主

要以生物科技和文化產業為主，高雄縣市以北則是以農業與休閒產業為主，一

直擴張到屏東縣。細緻探討產業的發展能量，南部區域過去主要是以鋼鐵與塑

化等傳統產業為主，本文發現其在南部已形成重要的產業群聚，主要集中在台

南都會區與高雄都會區之間形成發展軸帶，發展能量亦與工業區呈現相同的發

展模式。

南部區域之驅動產業，發展趨勢已趨向成熟，甚至開始出現成長率衰退，

然而對於成熟之產業群聚，是否無法對對當地就業增加及所得提升有貢獻之論

述，學者提出不同之看法，其認為發展既有之產業群聚較開發全新的群聚更容

易成功。對照近年產業發展趨勢，國內傳統產業正積極轉型與增加研發投入，

逐漸走向高附加價值之產品，其中過去所累積的人力資源與知識，正是發展高

科技產業之重要關鍵。政府近年投入大筆資金，將文化創意產業納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成為未來六年的國家重點發展目

標之一。因此，南部區域是否需發展政府認定之高科技產業、或是仿照北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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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產業結構之發展模式、或是依南部既有之發展優勢，政府提供協助整合現有

資源與轉型，是本研究目前認為後續政策制定可再深思的部份。

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研究經彙集各方專業意見，國內雖逐漸朝向服務業的產業結構型態發

展，但南部區域所具有的生產優勢，仍是區域內產業轉型的重要基礎，因此如

何進行轉型與升級，本文認為未來產業群聚政策，可朝升以下四點進行思考。

一、建議以都會區空間作為升級南部區域產業群聚的核心，並以此為基礎向外

延伸

(主辦機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協辦機關：行政院內政部營建署)

全球化面貌包含了產品、服務、技術、資金、人才等市場的發展與自由化，

在資源條件的流動性增加下，傳統區位的制約作用下降，企業進行跨國經營和

生產，整合不同地區的區位優勢，產生更大的效益。產業群聚發展應根據各地

方社會經濟文化、產業結構轉型、產業群聚能量等三構面的整合性思維，以不

均衡但有資源配置的優先次序發展「旗艦式」產業，俾以帶動整個區域內其他

的產業群聚發展。南部區域之六大產業群聚與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區

之生產活動，既有之研發機構與運輸設施，已在台南與高雄都會區(台南縣、

高雄縣與高雄市)之間形成一個發展軸帶，並以此軸線為核心各自向南北發

展，台南縣以北主要以生物科技和文化產業為主，高雄縣市以北則是以農業與

休閒產業為主，一直擴張到屏東縣。因此，在此大戰略前提下，都會區之發展

需有「聯合發展」的戰略方針，掌握全球分工與區域合作的大趨勢，了解地區

產業的群聚在全球產業供應鏈中適宜的角色定位，配合在地大學教育人才培育

及創意產業發展來提升勞動生產競爭力，進而提升台灣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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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內研外發」與「前店後廠」的思維，協助既有產業群聚之廠商「引鳳

築巢」

(主辦機關：行政院經濟部：協辦機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廠商外移不等於產業外移，而是產業力量的延伸－在知識經濟及全球化世

代，營造新的區域競爭優勢，讓部分企業外移也將是整體產業力量的延伸，提

昇為全球知識經濟中的知識整合者。政府近年嘗試從產業結構轉型的方向思

考，但主要仍以設置產業園區為主，雖然在空間上確實有聚集之效果，但因缺

乏整體規劃，因而在產業的引進上產生失焦之問題。要落實南部區域產業結構

的轉型，除需要有軟性的歷史、文化與教育資源的支持外，更需能「引鳳築巢」

之產業群聚政策，配合「內研外發」下協助內資企業以南部都會區為據點，進

行研發的技術創新活動，吸引國際大廠與全球資金的技術與資本投入，並以「前

店後廠」的思維，讓產業與企業在台南市或高雄市開店，而設廠於嘉義縣、高

雄縣、屏東縣，同新加坡之於馬來西亞、香港之於廣東般，透過區域地方經濟

體的運作，善用各地資源，以快速形成聚合型的產業群聚效果。因此，在發展

地方經濟體的架構下，都會區的產業發展模式，應朝向建立「植根性」產業，

憑藉其特有的社會文化經濟背景去發展不同的產業。

中央政府於台南都會區設置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與高雄園區、台南科技

工業區、環保科技園區等，嘗試引入高科技產業帶動地方發展，初期雖然效果

並不如預期，主要是因為南部區域長期以「食品」、「飲料」、「鋼鐵製品」、

「塑膠化工」等產業為主，因此在技術與人才供應上，有失調之問題。分析南

部科學園區之光電產業，TFT-LCD 看似輕薄，但製程所需的技術及材料卻相當

複雜，涉及光學、半導體、材料電子、化學等領域，相關的原料及零組件多達

20 餘種，如此產業發展項目與南部區域的「化工」與「鋼鐵」群聚相關。近

年，由於化工大廠，奇美實業跨入面版產業成功，加上週邊成功大學、南台科

技大學、工研院南分院等研究機構的合作，目前已創造出以奇美為核心，以南

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高雄園區與台南科工為腹地的光電鐵三角。目前國內在

後段的模組製程優勢不輸於韓國，但在關鍵零組件上，早期主要皆依靠國外廠

商輸入，間接也拉高生產成本；近年，關鍵零組件如玻璃基板、彩色濾光片、

偏光板、驅動 IC 及背光模組自製率雖逐年提高，但在優勢上仍略遜於韓國，

主要是因為設備機台與零組件的關鍵原料仍掌握在國外廠商，目前國內廠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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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上游零組件與中游產業，因此本文認為光電產業群聚是未來可以持續

發展與思考串聯傳統製造業升級的重要產業群聚。

三、制訂以創新設計與協助廠商產品認證之政策，以協助既有產業群聚內之廠

商朝向升級既有產品之附加價值高附加價值之產品

(主辦機關：行政院經濟部：協辦機關：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南部區域之產業群聚已具有完整之產業鍊與高水準之生產技術，但仍面臨

兩大轉型問題。首先，既有產品雖已具有國際級之水準，但因本身欠缺專業認

證，因此只能以低微價格賣給具有專業認證的公司，再透過該公司轉賣給世界

各國，然弔詭的是最後各國零組件最後會運到台灣進行組裝。另外，台灣既有

的生產技術，因缺乏深度文化與創意概念的融入，只能創造出低價產品，但只

要結合國際級設計大師之創意，產品的價值馬上提升數倍，因此如何發展具有

深度文化與創新設計之高附加價值產品，是目前可以努力的方向。因此，建議

藉由「南部科技走廊」的形成與推動，強化區域內的產業網絡。此外，並結合

區域內的學術資源與研發能力，聯結當地的知識流、資訊流與資源流，結合南

部大學院校：成功大學、高雄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中山大學、義守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及屏東科技大學等學術

機構，與研究機構如「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南部創意園區」的資源，

和產業界進行資訊與資源的交換。規劃利用南部區域既有產業群聚之優勢，結

合三縣市的跨產業網絡，例如南科高雄園區、楠梓加工出口區、高雄加工出口

區、成功物流園區、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以及臨海工業區、林園石化工業區

與屏東縣第二代加工出口區及屏東科技園區，配合高雄港、小港國際機場與高

速公路，形成新的創新網絡體系，分享資訊與資源，並將科技研發成果外溢至

區域內傳統產業，以促進傳統產業升級。

政府近年來倡議以設立生技園區帶動農產業升級，高雄都會區現有高雄生

物科技園區、路竹生物科技園區、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三園區，然而，生物

科技產業在我國仍屬初步進入的階段。以「加工食品」與「飲料」群聚為例，

其在南部區域各項發展能量數據上雖不顯著，但該產業在廠商數、員工數和生

產總額佔全國之比重至少有 30%，其中南部區域之廠商數比重更是全國第一，

顯示南部區域在全國加工食品產業之發展，有其顯著重要性。分析兩類的群聚

發展，關鍵上下游產業部門並不複雜，且兩類產業擁有健康的產品組合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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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對照以上數據顯示驅動產業在內部朝向垂直整合，如何擴大其上下游能

量，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部分。由於生技產業擁有高度的知識需求，但國內目前

對於生物科技所觸及的專利權知之甚少，臨床實驗更是付之闕如，加上生技產

業亦須與高科技半導體等產業結合才能迅速發展。南部區域內部僅有高雄醫學

大學與屏東科技大學為生技產業主要的人才培育，加上南科、路科發展尚不如

預期，高雄都會區三縣市應整合各項教育資源積極培育生技相關人才，並積極

吸引生技協同半導體等高科技廠商進駐方能提升生技園區的永續發展。另外，

台南都會區擁有豐富的嘉南平原農產資源，並從台南縣市持續延伸到嘉義縣

市，過去並以此資源培育出重要的旗艦企業，如統一集團、台糖與台鹽。近年，

台灣重要的國際研究機構亞洲蔬菜研究中心、工研院、各種農業水產試驗單

位，紛紛於台南都會區設置據點，因此如何整合既有資源並升級為農業生技產

業群聚，亦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中央政府於台南都會區設置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與高雄園區、台南科技

工業區、環保科技園區等，嘗試引入高科技產業帶動地方發展，初期雖然效果

並不如預期，主要是因為南部區域長期以「食品」、「飲料」、「鋼鐵製品」、

「塑膠化工」等產業為主，因此在技術與人才供應上，有失調之問題。以南部

科學園區之光電產業為例，TFT-LCD 看似輕薄，但製程所需的技術及材料卻相

當複雜，涉及光學、半導體、材料電子、化學等領域，相關的原料及零組件多

達 20 餘種，如此產業發展項目與南部區域的「化工」與「鋼鐵」群聚相關。

近年，由於化工大廠，奇美實業跨入面版產業成功，加上週邊成功大學、南台

科技大學、工研院南分院等研究機構的合作，目前已創造出以奇美為核心，以

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高雄園區與台南科工為腹地的光電鐵三角。目前國內

在後段的模組製程優勢不輸於韓國，但在關鍵零組件上，早期主要皆依靠國外

廠商輸入，間接也拉高生產成本；近年，關鍵零組件如玻璃基板、彩色濾光片、

偏光板、驅動 IC 及背光模組自製率雖逐年提高，但在優勢上仍略遜於韓國，

主要是因為設備機台與零組件的關鍵原料仍掌握在國外廠商，目前國內廠商主

要集中在上游零組件與中游產業，因此本文認為光電產業群聚是未來可以持續

發展與思考串聯傳統製造業升級的重要產業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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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既有群聚之發展能量為基礎，結合永續環保與在地文化之產業

(主辦機關：行政院經濟部、行政院文建會：協辦機關：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

台南高雄縣市一向是台灣石化業的重鎮，石化業在高雄縣市經濟發展也一

直扮演著十分的重要地位，也對高雄縣市的經濟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石油

煉製品」、「化工原料」、「塑膠」三者不僅生產力高，更是南部區域過去重

點扶植之傳統產業，石化業的產業鏈非常龐大，帶動就業人數相當可觀，亦為

各類塑膠與化工產品主要的上游產業。觀察新加坡裕廊島、荷蘭鹿特丹以及比

利時安特衛普等石化園區，主要皆位於人口相當密集的都會區發展，因此石化

業發展的關鍵不在民眾對於環境污染的反對，而是在關鍵廠商能不能與其中、

下游業者有誠意的做好環保工作，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加上好管理。因此，

面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石化業仍是不可少的產業，高雄縣市過去有相當的紮實

基礎，更要以「產業群聚」的觀念引領另一個產業環保工業，使台灣的石化業

也能清潔無害生產，因此未來可以清潔生產之理念來帶動石化業的發展，進而

可能創造出環保產業群聚。由於地球被嚴重破壞，加上目前世界各國都致力於

永續發展工作，因此衍生出一項新興產業－環保產業。除此，目前歐美日等先

進國家都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CSR）及環保會計，督促各項產業做好污染防

治並修復環境。高雄都會區由於重工業與傳統產業聚集，過去深受環境污染之

苦，目前仍持續中，因此致力發展本項產業不但可以解決己身之苦，技術、設

備若成熟又可作輸出，尤其是中國大陸近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已不斷產生

相當嚴重的環境問題，這將會是高雄都會區環保產業的潛在市場，如此將帶動

另一波就業機會。

南部區域具有重要的海洋資源，但對海洋產業一直侷限在漁業、造船、航

運以及水產製造，雖然以上產業與「鋼鐵」群聚有高度關係，但對於新興的海

洋產業著墨不多，如海洋旅遊（郵輪）、海洋生物科技、海洋工程、海洋能源

探勘，這些新興的產業是目前許多港口城市大力引進項目，而這些產業高雄都

會區已具有既有的產業發展能量，因此如何提升產業發展項目，是值得進一步

訂定發展策略來思考如何帶動。尤其如何發展郵輪業，更是需要整合高雄「鋼

鐵」產業群聚、觀光產業群與海洋產業群。在西方國家，不僅是郵輪，連遊艇

行業都相當發達，根據統計，發達國家目前平均每 171 人就擁有一條遊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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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每 14 人中就有 1 人擁有遊艇，在挪威、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比例更

高，在中國，遊艇目前還被理解為“有錢人的遊戲”。遊艇產業被稱為「漂浮

在黃金水道上的巨大商機」，根據國際遊艇設施委員會(ICOMIA)提供的數據表

明：目前全球遊艇、配件、水上運動器具的年銷售額已經接近 400 億美元，如

果加上相關的管理、維修、娛樂等項目，年經營額超過 500 億美元，超過了商

船和遠洋輪的年銷售額；目前，高雄地區遊艇出口產值居全球前五名，頗有發

展潛力。從國際經驗看，紐約、溫哥華、新加坡等世界級城市的經濟騰飛，均

與郵輪經濟的發展有關。有「國際郵輪之都」之稱的邁阿密，擁有 12 個超級

郵輪碼頭大廈和 2公里長的停泊位，一年可接待遊客 300 多萬人次，一年經濟

效益 80 億美元，提供了 34.5 萬個就業機會。此外，發展郵輪經濟會帶來巨大

的經濟效益。首先，豪華郵輪的製造、修理維護、停泊，將刺激船舶製造、維

護、修理業和港口服務業的發展，進而形成一條產業鏈。其次，郵輪到港後，

乘客和船員的消費、觀光，將給餐飲、賓館、商貿、旅遊、交通等服務業帶來

難得的發展機遇，對提升城市的消費量作用巨大；儘管郵輪產業產值如此吸引

人，但是富有一個特有的在地文化觀光資源才是吸引此「巨大商機」停泊的最

大誘因。

文化創意產業是目前歐美各國的主力產業，台灣的政府部門也在近年大力

的引進此一後現代資本主義的產業概念。檢視目前各國的做法，「在地概念、

全球行銷」的文化創意有相當大空間可以去發展；因此，高高屏未來可進一步

效仿各先進都市如布尼奧爾、慕尼黑、紐約、紐澳良、納許維爾的策略性做法，

盡速制定有效的策略，發掘在地文化並與在地大學合作，培育具有文化創意的

人才，使文化創意產業能夠在高高屏地區生根發展。如高雄都會目前積極地規

劃展覽產業，推動設置「高雄世貿展覽會議中心」、「流行音樂中心」等硬體

場館，但如期待它能有助於產業競爭力提升及都會功能轉型，不致淪為資源浪

費，政府除要避免「活動空洞化」及「產業空洞化」外，應將思維層次提升至

「產業活動化」。舉例如，美國紐約為現代歌劇藝術中心、南方路易斯安那州

紐奧良是爵士音樂重鎮、田納西州的納許維爾是鄉村音樂城市，它們之所以受

到全球注目並非立基於華麗的建築外觀，而是當地有發展歷史的文化產業內

涵。英國幾個較有經驗且著名的城市如利物浦、愛丁堡、里茲等，則透過實質

環境規劃與資源整合，在城市內部空間進行軟硬體資源的同步成長策略，執行

文化空間（包括劇院、藝廊、博物館等等）的整體發展計畫，同時規劃一些文

化活動或節慶並串連地方資產，以吸引觀光，來達到文化經濟政策的效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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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產基盤設施的建置、旗艦發展計畫的執行、都市公共空間的再生、企業（私

部門）與公部門間的合夥關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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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者專家座談會紀錄(高雄場)

會議名稱：「南臺灣產業空間布局及群聚變化」

會議時間：2009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一)下午 14：00 至 17：00

討論提綱

1.南部區域產業結構與群聚型態主要以二級產業中的鋼鐵、塑化、食品

飲料等產業為主，未來建議該採何種發展模式以達到創新群聚之發展型

態？

2.鋼鐵、塑化、食品飲料等群聚一直與政府科學園區及工業區有緊密的生

產關聯，未來如朝向創新群聚之發展模式，政府科學園區、創新園區、

工業區等生產空間未來在其發展過程中可扮演何種角色？

3.鋼鐵、塑化、食品飲料等產業群聚發展，是否與近年文化創意產業與觀

光產業有結合之契機？

4.鋼鐵、塑化、食品飲料等產業群聚發展，是否可結合近年政府新興核心

產業(如文化創意與觀光產業)與都市發展政策？

參與學者與專家

1. 高雄師範大學副校長 吳連賞

2.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助理教授 李仁耀

3. 高雄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專員 李長安

4.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 林清強

5.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翁朝棟

6.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陳和全

7. 和春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助理教授 陳建華

8. 樹德科技大學國際企業與貿易系助理教授 陳思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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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山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蔡蕙安

10.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不動產經營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鄭博文

會議記錄：

1. 高雄師範大學副校長 吳連賞

南台灣產業發展與歷史演進脈絡中，固然以鋼鐵、塑化、食品飲料等三項

產業為主，但同樣也是高污染的產業，建議可從其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著手，並

結合南部既有的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以發展造船、遊艇產業、運

輸工具產業。我個人認為高雄的文化產業非常有潛力，是政策可以施力的方向。

2.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助理教授 李仁耀

南部產業群聚的轉變，應考慮到產業對外投資所帶來的連結，，如有這樣

的思考，將有助於南部加工出口區與工業區的角色調整及再定位。

3. 高雄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專員 李長安

一個成功的產業群聚區需要有效的建立與維持其多重管道，從全球市場取

得重要的技術與知識，一旦取得技術與知識，當地廠商需有能力快速吸收及運

用這些取得的技術與知識，也就是說，當地對外連結的能力、認知新技術與知

識的來源及其價值，昰影響該群聚地區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兩岸經濟整合

的持續發展下，長期而言，愈來愈多的廠商往大陸投資，在台灣只留下研發與

高階產品，如此對南區的重化產業廠商，不免會面臨顧客流失與業績流失的壓

力，因此南部區域的產業群聚應朝向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開發及強化廠商的學習

能力。至於在強化學習能力方面，可與研究機構、學術單位，如：工研院、資

策會、金屬中心、各大專院校等相互合作，可由政府單位建立平台，使雙方相

互媒合，共同合作，簡單的說，這平台就像是個資訊交流處，由政府單位找出

潛在供需二方，籍由媒合機制，提升廠商研發與學習能力，例如：加工區有資

策會、工研院與區內廠商合作，提升廠商營運績效，更進一步強化區域產業的

結構與連結，相互合作、互動發展，形成網路型態新型群聚。

一般來說，產業群聚的形成因素有二：一是關鍵而大量的一個產業部門在

同一個地方發展，造成其他公司的該部門受到當地的吸引，二是在該地區擁有

能夠輔助核心產業的部門所造成的吸引力。而長久以來台灣南部以傳統重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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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軸，生態負荷沈重，亟待引進兼顧環保、低耗資源之知識產業，未來可以

透過科學園區、創新園區與工業區的發展與改善，分別可扮演以下角色：(1) 科

學園區:以網絡的概念及構想，並強化研發能力，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建立產

業關聯網絡，主導市場與產業群聚發展。(2) 加工出口區:加工區是台灣經濟

與產業發展的重要推手，加工出口區主要以分佈於中南部為主，因此對南部的

產業狀況較為了解，近年來更努力朝向產業升級與創新前進，政府也主動提供

輔助，並著手工業區改造計劃，更新公共設備等方向前進，營造優質生產環境，

以吸引優良廠商進駐，達產業群聚之效。

鋼鐵、塑化、食品飲料是屬於重工業，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產業屬於服務

性質的產業，二者性質不相同，結合上本來就比較困難，這點是我們必須先認

知的一點。但近年來產業間互補所產生的綜效愈來愈大，可朝向二個方向前

進：(1) 在重工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結合上，可以借鏡國外經驗-奧地利林茲:

林茲在很多地方跟台灣地方城鎮很相似，曾經同樣面臨經濟發展瓶頸以及鄰近

地方的競爭壓力，但它目前轉型成為一個「數位創意之都」。(2) 食品飲料業

在包裝、設計上結合文化創意，因體驗經濟來臨與市場競爭白熱化，產品如何

感動顧客心靈，創造生活愉悅的附加價值，已成為企業的重要課題。

鋼鐵、塑化、食品產業要與文化創意或觀光產業結合，還需要一段時間，

就我們所知文化創意產業是不斷累積而成，也是近年來南部努力的方向之一，

可以從高雄最近的幾個例子來看，例如:鋼鐵節、高雄設計節，特別是高雄設

計節，許多設計品都令人為之一亮。許多人不知大多的美工設計系是位於南部

地區的，但並沒有好好整合，而使得南部地區對於文化創意還是較陌生的。在

文化創意產業的初步推動或群聚上，在產業尚未成熟時，資源較少、方向也較

模糊，因此政府的推動力量就顯得很重要。這些產業獲得資源後，自然能夠成

長茁壯，也才有辦法與其他產業結合，否則產業規模差別太大，合作效果自然

無法彰顯。

4.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 林清強

由於鋼鐵下游製造業持續外移，產業面臨空洞化危機，嚴重影響上下游材

料業生存空間，經濟部技術處似可加強產學研專業中心之設立，已與大型鋼廠

合作，擴大下游用鋼鐵產業研發聯盟之運作，以加速國內鋼鐵下游產業的升級

與轉型。尤其是以中鋼為主的群聚體系，未來似應朝高附加價值鋼品供應中心

發展，深化加工層次，避免再進行量的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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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產學研單位應積極推動成立「鋼鐵學院」，以培育鋼鐵產品之製造及

研發人才，同時並擔任鋼鐵製造及傳承經驗之橋樑。

高雄地區為台灣鋼鐵產業發展較早地區，現存一些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物或

生產機具，可保留並包裝為「鋼鐵博物館」，用以展示台灣鋼鐵產業的發展歷

史。鋼鐵博物館除了展示相關鋼鐵產品及機具之外，並可結合高雄特有的文化

與地理背景，例如以鋼鐵或爐石產製各種創意商品，包括：裝飾品、吉祥物及

各種造型的公仔等等，如此非但可彰軟化鋼鐵堅硬的刻版印象，並可創造商業

機會及提供就業機會。

5.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翁朝棟

「放大優勢、扭轉弱勢」－轉型壓力，產業外移衝擊傳統產業生產集群結

構，亟需強化傳統產業競爭力，建立新的產業根基。企業外移現象≠產業外移，

而是產業力量的延伸－在知識經濟及全球化世代，營造新的區域競爭優勢，讓

部分企業外移也將是整體產業力量的延伸，提昇為全球知識經濟中的知識整合

者。

微笑曲線模式－曲線兩端的「創新研發」與「行銷品牌」是獲利最豐碩的

部分，曲線中段的生產製造獲利則有限。品牌－OEM，ODM，代工生產，僅是國

際大廠的附庸，任人宰割缺乏自主性，「品牌」是未來提昇國際能見度所必要

的投資之一。「第四級產業」技術發展中心－利用本身的行銷管理經驗與豐沛

的財務實力，與國際大廠合作進行策略聯盟。經由創新與管理，建立優良的經

營模式，技術移轉，將生產重心轉移至適合生產製造的地區，建立國際分工模

式。直接面對國際的永續城鄉發展鏈(多核心城市圈)－「發展差異化」與「整

合價值鏈」的思維建構經濟競爭力。

政府在未來南部區域各面向的發展目標及扮演角色：(1)區域經濟：擴大

格局，形成具國際競爭力的南部熱帶海洋經濟圈；(2) 空間分工：各區塊形成

功能優勢互補的分工結構；(3)資源分配：採取總和最大觀點的設施佈局方式；

(4) 強化核心：以雙城(台南，高雄)都會、特色核心城鎮為主要發展核心；(5)

建構網絡：強化各功能區塊間的運輸、資訊服務與各種合作關係；(6)

優化環境：以友善環境與綠色能源建構南台灣新生活模式。

近年來文化創新產業以「置入性行銷」手法，結合當地特色，大量且成功

地行銷，最成功的例子為韓國以國家力量扶持文化產業，近十年來其電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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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產業深入世界各地。看到「大長今」，看到「裴永俊」，就想到韓國一窺究

竟。去年「海角七號」一舉成功地帶動墾丁恆春的觀光熱潮，今年公視電視劇

「痞子英雄」將高雄市美麗的市容海景介紹給台灣的每一個家庭。因此，建議

以下兩點：(1)鋼鐵－高雄都會區可結合中鋼，台船，遊艇造船業，結合觀光

產業，行銷海洋都市，鋼鐵之都；(2)食品飲料－結合各地特產小吃，中華美

食料理意念，以「置入性行銷」手法，行銷全世界。

6.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陳和全

製造業中的鋼鐵、塑化以及食品飲料產業，未來仍應是引領南部地區的產

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如同本研究所示，透過這些產業的發展，可以驅動上下游

產業的發展，特別是這些行業可以帶動倉儲物流、商品買賣、工商服務以及其

他服務產業的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建議政府仍應持續針對鋼鐵、塑化以及食

品飲料產業的投資與輔導，強化產業在南部地區的群聚效果。另外，應在這些

容易產生污染的產業中，強化其對於環境保護設備的投資，應可帶動另一波的

產業發展。

目前除加工出口區以外，各個工業區閒置情形嚴重，政府應將工業區轉型

為具有高附加價值的研發園區，並做好公共建設，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另外，

園區在開發的過程中應避免，過度的強調在土地開發利益，而應以產業發展與

舊一機會的創造為主要的施政目標。

7. 和春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助理教授 陳建華

鋼鐵、塑化、食品飲料等製造業的群聚發展，若能配合經濟部近年的觀光

工廠發展之輔導政策，應具備一定程度能夠結合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產業有結

合之能力；另外，由鋼鐵、塑化及食品飲料業以及衍生的各項服務業，應在軟

體資訊整合上進行努力，如此，也可以帶動南部地區軟體產業的發展。

本研究雖然顧及到南台灣主力產業與台灣未來六年國家重點發展目標之

間的聯結，惟明顯忽略了三年後(2012 年)南台灣產業可能面臨京都議定書生

效後之衝擊。根據該協定，2012 年時主要工業國家之溫室效應氣體總排放量，

必須降至 1990 年之標準或甚至更低。雖然台灣並非京都議定書簽約國，但台

灣很有可能面臨須大幅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壓力。

理由在於，鋼鐵、石化及面板產業雖是南台灣目前具競爭優勢的產業，唯

前二者均為高污染、高耗能產業，而面板業雖未歸類為耗能產業，但因成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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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且會排放氟化物溫室氣體，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在 1999-2002 年間，台灣的

PFCs 及 SF6 排放量年增率分別達 22.6％及 12.7％；若再一昧追求這些產業之

成長，未來台灣可能成為全球二氧化碳及氟化物氣體主要排放源，而 2012 年

後這些產業恐將面臨國際貿易制裁的風險。

在產業政策方面，未來對高耗能、高溫室氣體排放產業的限制恐將愈來愈

多，為顧及經濟發展與溫室氣體排放限制之二難，相關產業勢必面臨技術變

革、碳權交易等重大挑戰。建議本研究可予著墨之處如下：(1)南台灣的鋼鐵、

石化業頗具規模，建議政府協助廠商加強節能減碳技術之研發，或鼓勵南台灣

大學院校進行相關研究，未來可透過「產、產合作」、「產、學合作」，以技

術授權方式將相關技術移轉給國內外廠商；(2)利用南台灣各產業園區閒置空

間，以具體作法吸引國內外再生能源產業、節能產業及節能服務業的進駐，逐

步發展南台灣不同於其他地區之產業發展特色；(3)強化農業科技之研發與南

台灣農、林地綜合管理，透過農業生產技術及土地管理之變革，以減少農業的

碳排放與增加土壤碳的儲存量，為未來碳交易市場的發展奠定基礎。

8. 樹德科技大學國際企業與貿易系助理教授 陳思慎

建議為來可將產業群聚之結果，結合產業組織之分析架構，進而擬定適當

的產業發展策略。

9. 中山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蔡蕙安

政府過去在決定產業發展政策時，認為對於發展的重點產業應該具有領航

工業的作用，透過一連串的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當作誘因機制，

並配合大型且為數不少的工業區開發計劃來加以達成，加上不當的補貼與關稅

政策，這樣的政策初期雖然讓台灣脫離貧窮，卻也造成產業發展結構上的扭

曲。南台灣長久以來作為國內石化、鋼鐵、造船產業及海運中心，以能源密集

為主的產業在過去的確帶動了這個區域的經濟發展，然而為了繼續發展具有所

謂帶動作用的工業，政府規劃了麥寮六輕工業區及濱南工業區，這樣的規劃重

蹈了過去的經濟政策對於國家永續發展的破壞，高估高耗能工業的好處，而低

估了環境污染的成本。

產業成長的過程中除應降低環境負荷以及污染程度之外，亦積極地尋找出

可使產業經濟持續成長而環境也可達到永續發展的雙贏情況。南區的運輸工具

業、食品業、金屬製品業、皆可藉由 ICT(設備投入)的使用來達成永續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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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景；化學製品業、電力電子業、金屬製品業則皆可藉由 R&D 來達成永續發展。

其中電力電子業、塑膠製品業、運輸工具業的知識生產業要皆可降低資源耗

用，技術進步在這些南區產業對環境與績效皆造成了很良好的永續發展遠景。

科學園區、創新園區、工業區等在創新群之發展模式、創新商業模式的形成，

應扮演主導之地位，畢竟南部公司型態以中小企業為主，可以主導的大企業不

多。

10.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不動產經營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鄭博文

鋼鐵塑化群聚是南台灣最大二個群聚，未來直向上進行為高級材料轉型，

在促使新材料使台灣的傳統產業如機械、設備、零件，能提升附加價值，俾使

南台灣產業不致萎縮，而食品產業宜朝品牌化進行。教育產業，港口運輸產業

宜發展為南台灣的新興產業群聚。目前南部的各工業區的產業群聚，除鋼鐵及

石化外尚不明顯，但可從工業區再生利用來促進部份傳統產業能出現產業群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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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者專家座談會紀錄(台南場)

會議名稱：「南臺灣產業空間布局及群聚變化」

會議時間：2009 年 8 月 12 日( 星期 三 ) 下午 16：00 至 18：00

討論提綱

1.南部區域產業結構與群聚型態主要以鋼鐵、塑化、食品飲料等製造業為

主，未來建議可以何種發展方向達到產業升級與產品高附加價值、產品

高品質之目標？

2.鋼鐵、塑化、食品飲料等群聚，經本文初步分析與工業區有緊密的生產

關聯，未來建議如何整合科學園區與加工出口區的資源於產業群聚發

展？

3.鋼鐵、塑化、食品飲料為目前南部重要產業群聚，政府所推動未來產業

政策主軸在文化創意產業、休閒觀光產業、醫療生技產業、能源產業，

該類產業如何在南部區域形成群聚及其可能之型態為何？

參與學者與專家

1.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兼任教授 姜渝生

2. 國立成功大學工設系與創意產業研究所 副教授 陸定邦

3. 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事業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洪林伯

4. 奇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長 徐嘉華

5. 經濟部南台灣創新園區 副主任 戴友煉

6.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專案經理 黃博偉

7.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工商組 科長 楊聰敏

8.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副研究員 胡以祥

9.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投資組 組長 蘇振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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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1.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兼任教授 姜渝生

整合剛剛大家說的，我認為台灣工匠技術早就已經具有國際水準，但要如

何更接近藝術與生活，提升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來思考產品的價值，是目前最

重要的課題。要達到這樣的等級，創新與研發一定是不可少的，而要完成這樣

的工作，我認為設計人才的培育、產品的國際認證、專利取得，是其中政策最

需要努力的部分。

2.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與創意產業研究所 副教授 陸定邦

文化創意產業主要是創造一個生活方式與滿足最需要的願望，尤其在近年

高齡化社會，產業如何發展因應這樣的趨勢，是我認為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地

方。台灣的傳統製造業的技術早就已經具有高技術的水準，但關鍵是我們缺乏

具有創意的設計與創造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因此空具有高的生產技術與能力，

強調大量生產，但無法將產業或產品極致化，進而進入藝術的階段，是無法創

造高附加價值的產品。這樣的階段則是開拓不同的生活方式、價值、意義最重

要的門檻，因此我建議政策應該鼓勵，將傳統產業不斷的與創意設計結合，才

能開創出另一個群聚的發展能量。

3. 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事業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洪林伯

文化與創意產業是近年台灣政策的主軸，報告中提及建議將產業群聚與文

化產業發展結合，然而該如何整合南部區域的產業群聚發展，建議可以說明更

詳細，增加實務的操作可能。

4. 奇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長 徐嘉華

我本身長期在高科技產業發展，我認為台灣投注在高科技產業的經費已經

太多了，現在最重要的是培養創意與設計的人才，如何將這些人才結合既有的

製造業生產技術，是我認為朝向高附加價值產品最大的困難。

5. 經濟部南台灣創新園區 副主任 戴友煉

我建議政策可以既有驅動產業為基礎，來驅動更多新的產業，是政策可以

努力的方向，而好的大學與人才，是我認為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因此產業我認

為區域中具有好的大學，並將其與產業緊密結合，提昇產品的品質與國際網

絡，是產業升級最重要的關鍵。如果不加緊彌補這樣的缺點，可能常會發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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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產品用低附加價值賣出，國外廠商再用高附加價值的產品或是原料賣到台

灣。

6.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專案經理 黃博偉

鋼鐵、塑化、食品飲料產業群聚過去主要是以成本降低的思維再發展，然

而如何以這樣的技術為基礎進而升級，我認為首先仍是必須根據本地產業的特

性，進而以這樣的技術，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如何發展高附加價值，首先

就是手感經濟，在來就是品質認證，最後則是專利。如南科近年發展骨科產業，

因為要用到人的身體與健康，所以必須要有高技術的生產技術，高品質的產

品，在來就是如何透過專利讓自己生產。因此我認為如何透過政策，以既有產

品與生產技術為基礎，發展手感經濟、品質認證、專利是政策可以努力的地方。

7.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工商組 科長 楊聰敏

南部區域產業結構與群聚型態主要以鋼鐵、塑化、食品飲料等製造業為

主，未來建議可從科學園區所設定之 6 大產業+ 1（即其它產業）相結合發展

與透過「數位內容產業」（高雄軟體園區）來刺激科學園區高科技廠商生產製

造能力之提升予以配合，共創雙贏。鋼鐵業可結合科學園區精密機械產業；2.

塑化業可結合積體電路(研磨液)、光電產業（靶材、TFT-LCD 等）；3.食品業：

可結合生物科技產業、健康食品、中草藥健康食品。科學園區產業之引進往往

會創造出不同產業價值鏈出來（如醫療生技產業、能源產業），以生醫產業為

例，如何將台灣有競爭力之生醫相關產業之【業種】規劃、分類出來，分配置

所屬區位，並提供政策扶持與引進於（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與一般科技工業）

生產營運，應是政府單位與相關學術研究單位共同努力之目標，亦是型塑空間

聚集或產業群聚最有效之方法之一。

建立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與工業區之間「缺口產業鏈」資料庫或進行專

案研究。科學園區目前發展現象有以下幾點：(1)科學園區半導體產業（或積

體電路）是高科技產業之基礎工程，不能因產業生命週期已到成熟期，就認定

為非高科技產業或夕陽產業，仍應針對高階技術持續扶持與租稅優惠，才能持

續保有台灣高科技產業之優勢競爭；(2)科學園區所引進之六大產業，當新興

產業或明星產業（如生物科技、綠能、太陽能面板、通訊、生醫等）初期發展

階段，往往國家產業政策（租稅優惠、法令之修改），無法配合該等產業之急

迫性之需求與發展，建議應建立一個整合性機關或平臺來主導與推動；(3)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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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園區產業群聚下之六大產業，以竹、中、南科為例，其開發之特色，往往以

集中於一個非常完整之價值鏈產業群聚，其結果當全球景氣或全球金融風暴

下，往往造成科學園區及國家整體產業嚴重衝擊。故「產業多樣化」應是未來

高科技產業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4)就整個國家的產業發展，以上、中、

下游為例，若界定科學園區為上游產業，那麼加工出口區及其他工業區則為

中、下游產業聚集之區位，聚集缺口有無完整性亦應一併調查與了解並進行整

合並引進聚集缺口產業，使其能建立完整性；(5)高科技之發展是否面臨瓶頸，

應視台灣高科技產業有無持續性的研發、人力與資金的投入及大學基礎研究人

力的培植等；(6)六、資本市場對高科技發展非常重要，高科技廠商籌措資金

借款上限之鬆綁，政府對發展高科技產業或明星產業無法配合其資金之需求作

政策性有效性之配合與修改相關法規；(7)TFT-LCD 與薄膜太陽能電池產業，

擁有製程技術與市場需求量大兩大共通點，要連結及支援的產業很多，競爭相

對激烈，尤其如果沒有擴大至全球市場，台灣是無法滿足胃納量，故如何連結

及支援產業之建立，應是刻不容緩之課題；(8)台灣扶植「精密機械產業」--LCD

設備國產化有很好的經驗，現今該思索如何集合大家的力量，在 Solar Cell

製程、設備及材料上做最好的整合，以塑造如 IC、LCD、工具機的全球競爭力

並將量能做大，轉化為出口導向之產業政策與規劃方向。

8.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副研究員 胡以祥

高雄的鋼鐵與塑化產業，我認為是不可放掉的部分，這些產業牽連到非常

多的就業，因此我認為如何將其升級或轉化使用，是產業轉型與升級需要同時

考慮的部分。在此架構下，我認為遊艇產業與綠能產業，是高雄可以重點發展

的產業，高雄在這部分已經具有相當之技術與人才，將這些人才與技術移轉到

這些產業，相對來說，是具有相當之優勢。另外，休閒觀光產業，是我認為目

前可以努力的方向。南部區域具有非常多的好山好水，一方面可以將人才移轉

到在地就業，一方面可以創造與提升出不同的生活價值，這跟製造業的發展模

式是非常不一樣的，因此可以彌補傳統製造業不足的缺點。透過這樣的環境創

造，不僅可以提升生活與環境的品質，更可以這樣的基礎，吸引到更多的廠商

與人才進駐。另外，就是必須積極的結合國際網絡，透過密集的資訊交換，也

是我認為非常重要的部分。

9.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投資組 組長 蘇振綱

首先建議，將本報告研究資料與方法的限制說明清楚。另外就本研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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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之討論題綱，我提出幾點建議。首先，我認為產業朝向多樣化的發展。製造

業仍是主要的根本，其對於就業的創造仍具有重要的意涵，創意其實是結合生

活的，因此我建議仍需要以製造業為根本，將創意融入產品的升級與研發。第

二，則是提升研發能量與創造創新氛圍。企業自然有其生存的能力，因此對於

既有產業，我認為只要能將人才與創新氛圍塑造出來，進而透過政策獎勵，自

然而然廠商就會有意願也有資源可以投入。第三，是關鍵廠商。關鍵廠商所形

成的氛圍，對於企業和周邊產業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因此政策的設

計上不能忽視這一個面向的影響力。第四，則是國際網絡的連結。如何結合既

有的國外網絡，學習對方的技術與獲得認證，也是很重要的關鍵。最後，對於

南部區域的產業建議，我認為高雄的遊艇與綠能產業、台南與屏東的生技產

業，是值的發展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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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審查意見修正表

編號 審查意見 修改狀況

1

本研究引述諸多文獻引證
產業群眾效果確實可以幫助產
業生產力提升，引發產業關聯
效果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與創
新研發，建構區域內的競爭優
勢，但似未能明確指出:過去的
文獻中是否曾發現哪種產業之
群眾效果較佳，對於上下游的
整合能力比較好，政府是應透
過找尋地區驅動產業，再透過
政策幫助創造群眾效果，另是
否所有的驅動產業皆其有群眾
效果?建議在這部分酌作補
述，以使文獻蒐集的深度及廣
度更趨完備

各國對於群聚的研究主要著重
群聚的發展與群聚的原因，至今沒有
明確指出哪種產業的群聚效果明確
指出最佳，相關文獻強調沒有絕對適
合的產業，而是必須針對各國的發展
狀況與條件，才能訂出適合的產業群
聚發展策略。

2

南部地區存在的驅動產業
多數為重度污染產業，如石
化、鋼鐵業等，建議將近期影
響這些產業發展的相關文獻，
如能源、稅的制定，碳交易及
碳排放等議題一併納入分析範
園，以為政府在制定政策協助
南部群眾產業創造群眾效果時
之重要參考。

本報告主要是就群聚組成與其
空間結構之辨識方法進行瞭解與實
證。能源稅、碳交易與碳排放，範圍
上屬於本報告後續之議題，建議可以
本報告為基礎，以新的研究案進行深
入瞭解。

3

建議除了整體考量南部七
縣、市的產業空間布局與產業
群眾情形外，另將該七縣、市
個別的產業發展特色與產業競
爭優勢一併納考量。

本報告主要是就群聚組成與其
空間結構之辨識方法進行瞭解與實
證，建議可以本報告為基礎，以新的
研究案進行深入瞭解。

4
第47頁有關群聚分析部

分，建議將13個群體中35項產
業之分佈情況列出。

已修正完畢，如P29第三節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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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49頁敘稱根據模型操作
共得出「飲料」、「加工食品」
等六個產業部門具有顯著優勢
一節，建議將操作過程的作論
述。

已修正完畢，如P28第三節之說
明。

6 參考資料似未採用工商普
查資料95 年版，建議予以採
用。

由於本文模型操作需整合工商
普查資料與產業關聯調查資料。95
年工商普查資料可取得時間為98年
六月，然兩者資料結構與定義差異極
大，因此需相當之時間進行資料處理
與整合，研究團隊經考量之後，決定
採用民國80-90資料進行模型建構與
實證。

7 驅動產業分析所運用的指
標，皆為相對生產力指標，較
缺少絕對產值及員工數等資
料，可能會產生高產業關聯，
但產值與就業人數之貢獻度不
足的現象，值得注意。

感謝專業建議。本文生產力與創
新投入為絕對指標，其中生產力在分
類貢獻中具有相當之顯著性；另外，
使用多變量分析模型操作，亦是為了
避免單一變數過於顯著致使模型產
生偏誤。

8 第72 頁的表4-1 南部區
域驅動產業廠商數、員工數與
生產品處額比重排序表」中之
「區域該產業佔全國該產業比
重」部分，以加工食品業為例，
為何其員工數比重為35.11%卻
僅為第六名，生產總額佔
36.73%卻僅為第七，宜的作說
明俾利暸解。

表內「區域該產業佔全國該產業
比重」排名為計算35類產業各自在全
國該產業之比重，接續以35類產業進
行排序。加工食品業出現廠商數佔
33.62%排名第一、員工數比重佔
35.11%排名第六，生產總額佔36.73%
排名第七。以上數據顯示該產業廠商
之集中在南部區域之比重在南部35
產業中排序最高，但在員工數與生產
總額部分，南部區域該產業相對於全
國該產業的比重，在南部35產業排序
中為第六與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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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中指出南部地區當前在

鋼鐵、石化及面板產業是目前

具有優勢之競爭產業，惟此類

產業產值雖大，但其能源、使

用以及二氧化碳之排放亦大，

在未來產業會受到能源使用以

及廢棄排放( C02) 之限制下，

南台灣產業若要具有生產上之

優勢，勢必提早就節能減碳議

題提出因應之道。建議透過能

源平衡表呈現這些驅動產業之

耗能與C02 排放量情形，讓政

府在配合促進群眾效果的同

時，一併將促使產業升級納入

考量，淨化我國南部製造業。

本報告主要是就群聚組成與其

空間結構之辨識方法進行瞭解與實

證。建議之議題非常重要，且需要深

入之分析，然由於經費與時間限制，

建議可以本報告為基礎，以新的研究

案進行深入瞭解。

10

相對於本研究在「現況」

與「靜態」方面描述的完整細

緻，在「未來」與「動態」方

面的論述則較為缺乏，建議在

大環境變化，如兩岸經貿關條

穩定發展、兩岸直航、六大新

興產業與南部的連結、高鐵通

車及後金融風暴的發展，和未

來南部群眾產業發展的互動分

析等方面，再酌作補充及強化

本報告主要是就群聚組成與其

空間結構之辨識方法進行瞭解與實

證。建議之議題非常重要，且需要深

入之分析，然由於經費與時間限制，

建議可以本報告為基礎，以新的研究

案進行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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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章的敘述文字有多處有

重複出現的情形，建議逐一檢

視調整。

已修正完畢。

15
內頁之「委託研究報告」

文字應修正為「政策建議書」。

已修正完畢。

16
部分圖表未註明出處，建

請補充出處說明。

已修正完畢。

11

建議可將經建會委託環球

經濟社甫完成之「產業創新走

廊之規劃」研究報告納入，該

報告業將南部地區列為規劃重

點。

該報告經查證，至今仍未結案。

12

座談會與會之學者專家，

曾對未來產業升級及與學校、

研究機構與產業間的相互合

作，以及節能減碳配合產業升

級等議題提出諸多寶貴建議，

建請在結論與政策建議中擇要

納入，以進一步提升本研究之

政策參考價值。

原報告中的結論與政策建議，主

要便是結合模型分析結果與座談建

議而成。

13

建請於各項政策建議中詳

細列明該項目之主辦與協辦機

關。

已修正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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