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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論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營建產業及工程顧問服務業對國家經濟及公共建設的品質及技術有莫大之

貢獻，並屬關連性較廣且深之產業型態，其景氣榮衰將會對水泥、鋼鐵、機械設

備、運輸、電機等產業產生影響，間接牽涉國內勞工失業率、經濟成長率之高低，

同時如國家建設的品質或數量未達到社會需求標準，其基礎建設的失衡或不足將

對整體經濟或民生生活影響甚鉅。  

回顧臺灣數十年經濟發展歷程，支持國家經濟的主要力量為從事出口貿易的

中小型製造業，隨著全球化及專業分工日益多元化趨勢，開發中國家挾其廉價勞

力、土地、原物料及廣大市場的優勢，促使國內傳統製造業轉型成擁有較高附加

價值的高科技產品代工業，目前企圖再次轉型為知識及創意產業，以維持國家競

爭力，而相關硬體建設也由最初的水利、橋樑、道路、廠房及住宅商辦，逐漸轉

變成污水處理、捷運、高速鐵路、高科技廠房等整合程度且複雜度較高之工程，

但案件數量卻也隨工程規模之擴大而呈現縮減之現象。  

近年全球經濟呈現復甦，世界各地房地產景氣看漲，亞洲、中東、北美、東

歐地區積極進行基礎建設或民間工程，營建產業可謂前景似錦。反觀國內，雖中

北部房地產、廠辦或商購中心案量頻傳，在歷經兩三年的好光景後漸漸呈現穩

定，公共建設及民間参與公共建設部份因政府財政擷据、企業獲利持平、原物料

價格上揚等因素下，並沒有脫離前幾年低迷的景象。在全球化及貿易互通的今

日，國內營建產業雖並未如前幾年預估，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WTO)後即有大批外

商挾帶技術、管理及成本等優勢進軍國內市場，惟我國營建內需市場規模相較其

他亞洲國家屬中小型且已呈飽和趨勢，國內營建業者應趁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的

營建產業尚在起步階段，即進入拓展當地市場，充實自身的實力，重新調整其企

業的發展市場、策略及培育競爭利基，以因應日後日漸嚴苛的國際化競爭。  

然國內廠商多屬中小型企業，以往且因產業特性較不重視技術研發，以及跨

領域或地域之擴張發展。雖海外營建市場有其利基及潛力，但國內廠商是否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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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管理能力及資源，足以拓展海外市場，並從中獲取利潤或利益，或實需政

府或其他產業之輔導協助，方有成功之機會，而國內廠商本身具備之優勢為何，

又如何善用其優勢去爭取海外業務等，皆為本計畫之重點研究方向。  

 

1.2 計畫內容 
為探究我國營建相關廠商進入海外市場拓展業務之利基及可行方向，本計畫

經由訪談、調查及舉辦座談會，分析國內外營建產業現況及趨勢，以及探討國內

廠商之競爭優勢所在，以提供未來政府或業界作為辦理輔導營建業發展之政策決

策或策略擬定之參考依據，期使國內營建產業海外市場之推展更具效益。本計畫

之研究方向及目的簡列如下：  

一、營建國際市場現況及趨勢之概述  

蒐集全球營建市場之市場資料，深入探究及分析國際營建市場之市場分

佈、環境現況、市場趨勢及機會，最後歸納出重點目標市場以及其潛在工程

市場規模。  

二、潛在目標市場之研析  

本研究將透過主要國家之營建市場發展現況，與參酌近年國內外營建業

者進入海外營建市場之經驗，以國內營建業者角度，挑選數個重點潛在目標

國家營建市場，並進一步探究當地市場環境、發展方向及法規限制等。現在

國際營建市場較受矚目的的是亞洲開發中國家以及中東市場，包括有中國、

印度、越南、泰國、印尼、阿拉伯聯合大公國以及沙烏地阿拉伯等。  

三、其他國家之拓展經驗以及成功模式  

透過文獻及訪談瞭解亞洲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中國等海外市場發展

歷程，並彙整其拓展經驗、採取策略、競爭優劣勢以及政府輔導項目等，提

供給我國政府及業界作為借鏡及範例。  

四、國內營建廠商之利基及可行方向  

國內營建業早期在中東及東南亞地區累積許多海外工程經驗，最近幾年

內部分業者在國際市場也有些嘗試與發展。本研究將藉由訪談、座談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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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等模式，探究國內廠商進入海外市場之策略和模式、競爭利基與限

制，並透過問卷發放，了解業界對於拓展國際營建市場的意願、疑慮以及政

府可協助之具體事項。其次，併同國外營建廠商發展策略模式以及優劣勢，

本報告將歸納出我國廠商之利基及限制，進而研擬國內廠商拓展模式及可行

策略等建議。  

五、規劃廠商資料庫技術平台、政府輔助措施之初步研議  

針對業界需求及發展海外市場所需，建構一資訊平台之雛形，其主要功

能為協助提供廠商資料以及業務訊息，廠商加快拓展海外市場之速度。並對

業者拓展海外市場策略，提出政府及民間可輔助措施及預期效應，以作為國

內營建業者拓展國際營建市場之參考依據。  

 

1.3 計畫方法及流程 
一、建立研究團隊  

結合來自產業界、學術界等具有工程實務、產業分析與競爭策略、國際

化經驗之專家，形成研究團隊。  

二、蒐集國內外文獻、網路資訊之蒐集與彙整  

透過文獻資料回顧、網路資訊蒐集，以期了解國際及亞洲地區之營建市

場規模、國際營建產業發展趨勢、海外工程相關之業務資料種類和來源、拓

展海外市場之策略模式等，並彙整歸納以供後續訪談與報告撰寫時所需。重

點方向包括有：  

1. 國際及亞洲地區之營建市場規模及發展趨勢；  

2. 重點目標市場之環境變化因素及其潛在機會與威脅；  

3. 日本、韓國、中國大陸之海外發展歷程及所採用策略模式；  

4. 國內廠商之海外市場之發展歷程、現況及規劃。  

三、專家訪談、問卷及舉辦座談會  

訪談國內外主要營造公司管理階層，並透過座談會，邀請產官學研相關

專家，期以暸解國內外廠商之國際工程發展歷程、資源需求，以及拓展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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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之考量及限制等，最後發放問卷，徵詢業界欲拓展海外營建市場的意願

及疑慮，並加之統整及分析。  

四、研究資訊分析彙整及綜合比較  

歸納上述所收集之資訊及數據，透過系統式的彙整分析與比較，提出可

行之建議辦法及運作模式。分析內容包括有：  

1.拓展海外營建市場之考量及風險  

2.進入海外營建市場之策略模式及利基  

3.海外營建市場之經營模式及所需協助  

五、撰寫研究成果  

從協助國內營建業者國際化之角度，規劃海外市場之策略方向及模式、

整合營造廠及工程顧問服務業之參與機制、以及配套或獎勵措施等建議，提

供給我國政府及廠商作為參考資料；並規劃進軍海外市場及廠商資料庫技術

平台之建構芻議，達到整合國內廠商資源、規劃管理海外營建市場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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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國際營建市場概況及發展趨勢 

2.1  2007 全球經濟展望 
九十年後期起的世界經濟主要仰賴美國民間消費及中國固定投資兩大市

場，近幾年美國民間消費水準持續成長、中國投資熱潮不退，加上美、歐及亞洲

房地產市場熱絡、民間企業獲利良好與投資快速增加，雖有原油與原物料價格處

於高檔、房地產市場逐漸冷卻、中東情勢緊張等負面影響，全球經濟仍維持穩定

擴張，表現可稱亮麗。根據國際貨幣基金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簡稱

IMF）數據，1998-2007 年世界平均經濟成長率為 4.1％，較 1988-1997 年的 3.4

％為高，其中開發中國家之成長率較已開發國家高，其 1998-2007 年的平均成長

率分別為 5.9％與 2.6％。  

根據世界銀行（World Bank，以下簡稱世銀）2005 年度資料，全世界之經濟

市場規模，美國遙遙領先，約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 GDP 1的三成（約 12.5 兆美

元），其次為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等；但 1993 年歐盟成立後，歐盟即超越

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而歐元區與美日三大體系之經濟規模約占全球

市場之六成，總人口僅為 11.42%。它們同時也面臨了勞動力老化、生活水平與消

費習性維持一定水準但成長動力趨緩，政策稅法繁複且僵硬等瓶頸，經濟成長空

間有限。反觀開發中國家，隨著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以及貨幣貿易政策等限制的破

除，藉由廣大的內需市場或廉價勞工、原物料、甚至能源等有利條件，吸引外資

與技術進入，同時國內民間消費力量逐日提昇，因此經濟成長速度驚人，中國、

印度、阿拉伯聯大公國等就屬其中的佼佼者。  

綜合全球透視機構 (Global Insight Inc.，以下簡稱 GII)、 IMF、世銀等國際經

貿組織或經濟預測機構提出的最新報告指出，近期內全球經濟將維持穩定擴張，

估計 2006 年經濟成長率約為 3.8~5.1％之間，而 2007 年可望保持在 3.2~4.9％，

如表 2-1 所示。就各區域而言，美國日前受到次級房貸事件之影響，恐將推高儲

                                                 
1
行政院主計處指出國內生產毛額係指一特定期間（通常為一年）為在本國(或一定地區)疆域以內所有生產機構或單位

之生產成果。國內生產毛額的大小表示一國的經濟規模，其對上年的增加率稱之為經濟成長率，是判斷經濟情勢的重

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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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率和壓抑民間消費，且企業設備投資開始呈現減緩，國際經貿組織一致認為美

國 2007 年成長趨緩幅度有限。歐盟則面臨低利率、政府福利政策不變、房屋市

場持續冷卻、歐元升值等因素，加上部分國家如德國、義大利面臨須縮減財政支

出以控制財政赤字占 GDP 的比例，不利其經濟成長，惟民間消費水準呈現復甦，

且企業投資金額在全球需求攀升與獲利逐漸攀升，預估 2007 年經濟成長率雖不

如 2006 年，仍保有 2.0％的水準。  

表 2-1 全球經濟成長及貿易量預測 

GII(2006.12) IMF(2006.09) WB(2006.12) 
國家或區域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1. 實質 GDP 成長率 
全球 3.4  3.8  3.2  4.9  5.1  4.9  3.5  3.9  3.2  
美國 3.2  3.3  2.2  3.2  3.4  2.9  3.2  3.2  3.1  
歐元區 1.5  2.6  2.0  1.3  2.4  2.0  1.4  2.4  1.9  
中東 6.2  5.3  5.3  5.7  5.8  5.4  4.4  4.9  4.9  
亞洲（不含日本） 7.1  7.4  6.8  9.0  8.7  8.6        
日本 1.9  2.0  1.9  2.6  2.7  2.1  2.6  2.9  2.4  
中國 10.2  10.5  9.5  10.2 10.0 10.0 10.2  10.4 9.6  
台灣    4.1 4.0 4.2    
2. 世界貿易量成長率 
全球       7.4  8.9  7.6  7.7  9.7  7.5  

資料來源：  

1. Global Inslight Inc.(2006) World Overview；  

2. IMF(2006) World Economic Outlook；  

3. WB(2006)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7: Managing the Next Wave of Globalization 

備註：GII 是以 1990 年為基年，而世銀則採 2000 年 PPP（購買力平價）方式計算之  

 

在亞洲方面，日本經濟自九十年代經濟泡沫化後，終於在 2003 年底開始有

好轉跡象，振興經濟之政策改革及企業重整正持續進行，設備投資持續高度成長

及出口擴大，民眾消費水準也逐年提升，預估未來幾年經濟應會保持緩和上揚。

在中國及印度經濟大幅擴張的帶動下，亞洲新興國家 2006 年經濟成長率可達

7.4~8.7％。以國家而言，韓國、台灣、新加坡及香港受到全球景氣擴張與中國對

於電子產品需求增加，出口貿易大幅提升，然而印尼、馬來西亞、泰國等受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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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油價高漲以及政府多採取緊縮貨幣政策等影響，經濟成長趨緩。中國當局雖持

續實施宏觀調控和產業調整，但一般認為在奧運前夕，其固定投資仍難有效降

溫，應會維持先前近 10％的高度成長率。展望未來，美歐各國 2007 年的民間需

求如預期般降溫，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亞洲各國經濟恐受到波及，倘若美國經濟降

幅過於劇烈，可能會影響中國及東亞的外人直接投資（FDI）量體，恐將不利於

亞洲未來經濟表現。  

在亞洲地區區域貿易頻繁、經濟相互影響程度日益加深，中國持續高度成長

將可望帶動亞洲其他國家的經濟成長。中國自 1979 年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藉

由廉價並充裕的勞動力、龐大的內需市場，與中國政府給予外資在土地取得、租

稅或投資方面等優惠，吸引大量外資進入，且於 2002 年正式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WTO)後，承諾外資將享有國民待遇，更加快外資進入中國的步伐。其主要經濟

驅動力是將外資引導至固定投資（約占 45%），而非民間消費的成長 2；經濟成

長模式是以加工貿易為主，年度總出口量約占全國 GDP 的四成，加工貿易維持

在總出口貿易量的 55％上下。惟近年因中國沿岸原物料價格及勞工薪資逐漸上

揚，部分外資已開始計畫轉移至內地或尋覓更適宜的國家。  

就另一層面而言，人口數量較多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或印度，因內需市場龐

大，基礎建設、民生消費物資的市場尚未飽和，跨國企業因擁有先進技術、充沛

資金及部分原物料開採權等優勢，無不想搶佔先機，提早進駐，故國際企業的海

外投資資金多數流向開發中國家，開發對象目前集中在天然資源、電力、電子產

業以及服務業等市場。全球各國的私人資金流動總量已超過 1997 亞洲金融風暴

前，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資金流向中國。  

中國的成功範例引起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爭先仿效，例如印度、越南等，藉

由外資及國際援助組織之資金，可加快其基礎建設及經濟發展速度，因此相關工

程建設隨之而來，成為國際營建產業的新興市場。  

 

                                                 
2
國內生產毛額可分為生產面與支出面 GDP 之統計，生產面又依行業別分，支出面則將各部門對最終商品與勞務的支出

加總，即國內生產毛額=民間最終消費(C)+政府最終消費(G)+投資毛額(I)+ 商品及勞務輸出(X)－商品及勞務輸入(IM)  



我國營建產業進軍海外市場拓展業務之利基及可行方向研究                          期末報告         

 

 10

2.2 全球營建市場發展趨勢 
回顧 2006 年，全球營建市場普遍呈現明顯成長，北美營建產業景氣好轉，

中東地區因原油價格高漲而工程絡繹不絕，亞洲地區仍保持過去幾年快速的發展

步調，當中以杜拜和中國最受到矚目；歐洲各國雖仍無太大變化，但隨著東歐工

程增加而有復甦之趨勢，南美洲因銅及其他原物料價格飆揚而衍生礦坑相關工

程。  

根據美國工程期刊 Engineering News-Record（以下簡稱 ENR）資料顯示，目

前全球每年營建市場規模約有 4 兆美元，其中全球前 225 國際營造公司

（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2005 年的總營業收入（國內及海外市場）為 5,628

億美元，較 2004 年成長 12.1%(如表 2-2 所示 )，其海外工程總額約 1,894 億美元，

占總營收的三成。另外前 200 家國際設計顧問公司 (International Design Firms)總

海外市場業務量為 263 億元 (2004 年 242 億元 )，較前一年度成長 8.9%，因可得知

國際營建產業至少有 2,000 億美元容納量。在世界經濟保持增長的條件下，加上

區域經濟合作及全球化而促使國際直接投資流量增加、世界開發機構的貸款支援

以及民間參與公共工程成為趨勢等因素，都顯示全球工程計畫可望不斷增多，國

際營建市場商機看漲。  

表 2-2  全球前 225 家國際營造公司 2005 年營業收入及業務獲取統計 

國內市場 海外市場 總計  
億元(美金) %成長率 億元(美金) %成長率 億元(美金) %成長率 

營業收入 3,734 11.5% 1,894 13.1% 5,628 12.1% 
新業務獲取 4,017 16.9% 2,200 32.2% 6,217 21.8% 

資料來源：ENR (2006) Global Markets Surge on Amid War, High Oil Prices 

表 2-3  全球前 200 家國際設計顧問公司 2005 年營業收入統計 

國內市場 海外市場 總計  
億元(美金) %成長率 億元(美金) %成長率 億元(美金) %成長率 

營業收入 406 17.8% 263 8.9% 669 14.2% 

資料來源：ENR (2006) Global Markets Surge on Amid War, High Oil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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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全球前 225 家國際營造公司 2005 年各區營業收入統計 

海外工程收入 中東地區 亞洲地區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國家地區別 廠商數 

億元(美金) ％ 億元(美金) ％ 億元(美金) ％ 億元(美金) ％ 億元(美金) ％ 
美國 52 348.37 18.4% 107.24 38.1% 32.99 9.8% 23.34 15.4% 105.15 15.3% 
加拿大 3 1.32 0.1% 0.26 0.1% 0.03 0.0% 0.01 0.0% 0 0.0% 
歐洲 59 1156.28 61.0% 82.52 29.3% 140.55 41.6% 74.68 49.3% 542.53 79.1% 
日本 17 160.27 8.5% 43.79 15.6% 73.88 21.9% 4.67 3.1% 16.22 2.4% 
中國 46 100.68 5.3% 13.3 4.7% 50.71 15.0% 32.34 21.4% 1.16 0.2% 
韓國 7 24.02 1.3% 11.76 4.2% 9.72 2.9% 0.88 0.6% 0.92 0.1% 
土耳其 20 36.93 1.9% 9.06 3.2% 9.36 2.8% 5.11 3.4% 13.39 2.0% 
其他 21 66.25 3.5% 13.65 4.8% 20.57 6.1% 10.37 6.8% 6.47 0.9% 

總計 225 1894.12 100.0% 281.58 100.0% 337.81 100.0% 151.40 100.0% 685.84 100.0% 

表 2-5  全球前 200 家國際設計顧問公司 2005 年各區營業收入統計 

海外工程收入 中東地區 亞洲地區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國家地區別 廠商數 

億元(美金) ％ 億元(美金) ％ 億元(美金) ％ 億元(美金) ％ 億元(美金) ％ 
美國 87 108.19 40.8% 12.99 35.9% 27.94 46.0% 5.82 27.6% 39.85 50.2% 
加拿大 8 25.15 9.5% 2.28 6.3% 4.73 7.8% 5.08 24.1% 4.01 5.0% 
歐洲 58 95 35.9% 9.52 26.3% 14.6 24.0% 7.54 35.8% 33.87 42.6% 
日本 13 8.91 3.4% 3.84 10.6% 3.66 6.0% 0.78 3.7% 0.11 0.1% 
中國 14 4.56 1.7% 0.17 0.5% 3.8 6.3% 0.49 2.3% 0.05 0.1% 
其他 20 23.13 8.7% 7.38 20.4% 6.04 9.9% 1.35 6.4% 1.57 2.0% 

總計 200 264.94 100.0% 36.18 100.0% 60.77 100.0% 21.06 100.0% 79.46 100.0% 

 
資料來源：ENR (2006) Global Markets Surge on Amid War, High Oil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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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4 及表 2-5 所示，國際營造市場多由歐商及美商主導，這與該國營建

產業發展歷史悠久有絕對之關係。國際營建市場的起源很難準確去作考證，推

估應與製造業雷同，且隨著西方國家的資本輸出以及商業市場的擴大相繼而

生。約在十九世紀中期，隨著歐洲大國爭奪生產原料和謀取利益，向殖民地或

發展中國家進行大量投資，利用廉價勞工及原物料以獲取利潤，營建廠商也尾

隨進駐，興建基礎建設以改善當地的生產或居住環境，因而促進營建市場國際

化的發展。  

在經歷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之基礎建設因戰爭毀損而亟待修復，同時

政府也為解救經濟蕭條而大興土木建設，營建產業因此得而迅速發展。至五十

年代中後期，歐美各國國內市場逐漸邁入穩定階段，對在戰後期間蓬勃擴展的

建設公司及營造廠而言，為維持一定的營收成長且因國內工程量相對減少而迫

使轉向海外市場發展，加上適逢聯合國開發機構及國際金融組織紛紛提供貸款

和援助予開發中國家，國際營建市場開始進入蓬勃發展時期。  

七十年代至八十年代初期，中東市場為國際營建廠商必爭之地，兩次石油危

機使得原物料價格高漲不下，中東國家之出口貿易收入劇增，加上西方石油公

司因政治及經濟考量，陸續進入中東投資開採，形成油田、煉油廠、石化工廠、

基礎建設、水源計畫、都市興建等工程案件的相繼衍生。因當時中東國家境內

缺乏規劃設計、施工技術、設備機具以及專業勞工，進而吸引世界各地有能力

承攬之企業聚集發展，包括歐、美、日等國的營建大廠，韓國、印度和土耳其

的幾間大型工程公司也因搭上這波熱潮而規模快速擴展，例如韓國的現代、大

宇等。    

《國際工程承包總論》指出，中東營建市場在 1981 年達到高峰，當年度國

際工程承攬總額達 800 多億美元 (未計其境內營造廠的承攬金額 )，1982 年後石

油滯銷，加上兩伊戰爭的延續效應，國家及民間企業收入銳減，而不得縮減或

延遲相關建設計畫，國際營造廠商便漸漸退出中東市場。另一方面，八十年代

後期，東亞及東南亞國家利用湧入的外國投資及國際性開發組織的援助加快發

展腳步，當時新加坡、馬來西亞、泰國、韓國等國平均經濟成長率達 7％ -8％，

遠高於其他國家，衍生的大量基礎建設需求吸引國際營建廠商轉移陣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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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水準提昇與普及又提高吸納生產資本的能力，民間公司相繼投入廠房或據

點設立，形成一股良性循環。與中東時期不同的是，亞洲地區原本多係勞務輸

出國，多數國家的營建勞工人數並不短缺，此時期的工程承攬模式以技術轉移、

成套設備供應和工程計畫顧問與總管理為主，勞務合作多侷限於技術層面較高

的技術人員或工程師，施工方面除了難度高或規模龐大的工程外，多由當地工

程公司取得標案或由民間業主自行接洽。  

好景不常，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使印尼、韓國和泰國經濟嚴重受創，新加

坡，馬來西亞，菲律賓和香港也遭受波及，工程釋放量逐漸減緩。中國、印度

卻日漸蓬勃發展，以更低廉的勞工、原物料，與龐大的消費市場潛力，吸引外

國製造業設廠投資，繼而衍生公共工程和私人建設商機。近年全球景氣已走出

亞洲金融風暴及美國網路公司泡沫化的陰霾，房地產及民間建設大肆興建，西

歐國家、美國、紐澳、中國等國的房地產價格呈現飆漲現象，亞洲、南美國家

的廠辦工程不斷，而中東營建市場也在油價再次上揚呈現復甦，杜拜經濟轉型

成功等因素而成為焦點市場。  

2.2.1 全球營建量體成長預測 

根據研究機構 GII 針對全球營建市場量體 (60 國家 )之調查結果，全球總營建

工程支出於 2005 年達 4.7 兆美元，並以美國、日本、中國大陸為全球前三大營

建市場，合計三大國營建市場量體約占全球之四成。GII 亦推估全球各國營建工

程市場於 2005~2010 年的平均年度成長率約為 3.6％。  

表 2-6  2005-2010 全球營建工程市場成長率 

市場量體 實質市場成長率（2000 年為基準年） 
全球 
排名 國家 

2005 年(億美金) 
2005-2006 
成長率% 

2006-2007 
成長率% 

2005-2010 
CAGR 成長率%

1 美國 1,064.8 0.9% -3.9% 0.7% 
2 日本 530.2 3.0% 1.9% 1.8% 
3 中國 332.3 10.2% 10.1% 9.1% 
4 德國 174.1 1.5% 1.1% 1.6% 
5 英國 172.7 2.9% 2.8% 3.1% 
6 法國 147.8 1.7%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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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

2% 西歐

29%

南美洲

2%
北美洲

35%

中東及非洲

1%

亞洲

31%

市場量體 實質市場成長率（2000 年為基準年） 
全球 
排名 國家 

2005 年(億美金) 
2005-2006 
成長率% 

2006-2007 
成長率% 

2005-2010 
CAGR 成長率%

7 義大利 145.9 0.9% 1.2% 1.8% 
8 加拿大 129.4 3.7% -0.8% 2.0% 
9 西班牙 120.7 2.8% 2.5% 2.6% 

10 墨西哥 68.1 6.1% 4.6% 4.4% 
11 南韓 53.0 5.4% 5.3% 5.5% 
12 荷蘭 49.7 2.5% 2.1% 2.0% 
13 澳洲 44.1 2.2% 2.2% 2.4% 
14 巴西 43.9 5.0% 4.9% 4.5% 
15 印度 39.3 7.5% 7.3% 6.9% 
16 俄羅斯 30.3 4.7% 4.3% 4.2% 

全球(60 國) 4,739.6 4.0% 3.5% 3.6% 

資料來源：Global Insight Inc（2006）Global Construction Study 2006. 

說    明：1. 2005 年後為預測值  

     2. 上述工程總價及成長率為考量各國通貨膨漲後所呈現之數據  

 

若以全球區域角度觀察 2005-2010 年間營建市場發展趨勢，歐洲仍是全球最

大營建市場 (若以單國論，美國為全球最大之營建市場 )，但東西歐的發展卻有明

顯差異。西歐工程市場量雖大，但其平均之年成長速度僅有 1.8％，而東歐的平

均年成長率將達 3.5％，主要是因東歐例工業發展日漸蓬勃，對於基礎建設與住

宅需求頗為強烈，如匈牙利、波蘭等國。  

 

 

 

 

 

 

 

 

圖 2-1  全球區域之營建市場分佈圖(2005 年& 2015 年) 

資料來源：Global Insight Inc（2006）Global Construction Stud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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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圖 2-1 及圖 2-2，若不將日本列入計算，亞洲將是全球營建市場發展最

為快速之區域，平均年成長率將達 5.1％，其中又以中國大陸與印度最為可觀，

分別高達 6.2％與 5.1％左右，另越南開始仿效中國，鬆綁外資進入限制、設置

園區等，吸引外資在當地投資，也是備受看好的市場之一。  

 
 
 
 
 
 
 
 
 
 
 
 

 

圖 2-2  全球區域之營建市場成長曲線圖(1997-2015) 
資料來源：Global Insight Inc（2006）Global Construction Study 2006 

隨著全球油價的攀升，煉油工業、石油化學工業相關工程再次啟動，中東與

非洲營建市場預估可維持穩健成長。規模最大的中東營建市場為伊朗及沙烏地

阿拉伯。阿拉伯聯合大公國採取經濟多樣化，將銷售石油獲取收入轉而發展房

地產、觀光業、金融服務業與轉口貿易等，同時積極興建商辦、住宅、港口等

建設，為中東地區成長最快的國家。非洲石油生產國家如查德、赤道幾內亞等

也可望擴大工程預算，北非如埃及、摩洛哥、阿爾及利亞等預估將釋放一定的

交通工程案件。  

南美洲由多國組立而成，其經濟動態並未像歐盟或亞洲地區一樣互相牽引，

巴西及墨西哥的經濟表現較耀眼，未來基礎建設與商辦、廠辦等工程量可望增

加，阿根廷是另一個值得觀察的市場，但南美洲長期的政治及貨幣風險為當地

營建市場添增了許多不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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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美國呈現穩定狀態，雖市場成長空間不大，惟兩國家加總量體約佔全

球的四成（平均 1.7 兆美元）。日本與美國近兩年經濟好轉，房地產價格也呈現

上揚，並帶動都市更新的風潮；而石油及原物料效應則牽引石化廠房、能源相

關工程的興建。  

澳洲及紐西蘭的營建市場呈現穩定，當地房地產被外界認定已呈現泡沫膨脹

現象，未來應會逐漸降溫。另外，中國對於原物料的需求意外的帶動澳洲礦業

相關工程，衍生的經濟復甦則帶動基礎建設的發展，當中以道路、鐵路及電力

工程為甚。  

如參考 GII 所提出之潛力市場量體－機會與風險圖 (圖 2-3 所示，橫軸表示

風險幅度、縱軸為商機潛力、圓形面積則是 2005 年之市場規模 )，顯示 2005~2010

年中國大陸、巴西、俄羅斯雖為高成長率之國家，但在市場機會的背後，亦顯

示該國營建市場的風險較高，而在比較相關數據之後，韓國屬高度成長而風險

值較低的市場，惟韓國營建產業已屬競爭激烈且近飽和狀態之市場，進入障礙

較中國、印度、巴西、墨西哥等開發中國家為高。  

依 ENR 發表資料，中國大陸擁有全球成長速度最快的營建市場，未來數年

的年度成長率達 6.2％，其中基礎建設市場之成長率為 7.3％。  
 
 
 
 
 
 
 
 
 
 
 
 
 

圖 2-3  全球前十五大營建市場之機會與風險圖(2005-2010) 
資料來源：Global Insight Inc（2006）Global Construction Stud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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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亞洲地區是未來幾年最被看好的市場，接著為東歐、中東及非洲、

南美洲等，多為開發中國家集中之地區。西歐及北美雖擁有廣大的市場量，但

成長空間較為狹小，且當地營建相關廠商的競爭相較激烈，不適宜新興廠商進

軍發展。  

表 2-7  1998-2010 全球區域之工程市場成長率 

地區 1998-2003 2005-2010 
亞洲 -0.8％ 4.8％ 
亞洲(日本除外) 3.2％ 7.3％ 
東歐 2.1％ 4.1％ 
中東及非洲 0.0％ 3.5％ 
北美 3.8％ 1.0％ 
南美 -4.3％ 4.3％ 
西歐 1.3％ 2.2％ 
全球 1.2％ 2.6％ 

資料來源：  
1. Global Insight Inc.（2006）Global Construction Study 2006 
2. Tulaz G（2005）World Construction Spending Nears 4 Trillion for 2004 
說     明：1. 2005 年後為預測值；2.上述之工程總價已排除通貨膨漲之影響  

 

如觀察全球各區域工程種類成長趨勢，以廠辦設備、商辦大樓、非住宅建築、

基礎建設等最具潛力，成長率均在 3﹪以上。而住宅房屋市場則是在前幾年房地

產普遍上揚，建商搶建住宅工程之情況下，未來將會稍稍降溫，並可由先前美

國次級房貸風暴事件看出端倪。表 2-8 僅顯示全球總體各類工程之成長率，並不

代表其市場規模，通常來說，基礎建設相關工程應擁有最大市場規模。  

表 2-8  1998-2013 全球工程種類之市場成長率 

工程種類 1998-2003 2003-2008 2008-2013 
全球市場 1.2％ 2.6％ 2.6％ 

住宅建築 2.7％ 1.5％ 1.6％ 

基礎建設 1.2％ 3.2％ 3.0％ 

廠辦設備 -0.3％ 4.5％ 4.5％ 

商辦大樓 -1.1％ 3.8％ 4.1％ 

非住宅建築 -1.2％ 3.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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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種類 1998-2003 2003-2008 2008-2013 
商業建築 -1.8％ 3.2％ 3.6％ 

機關學校 -2.4％ 1.8％ 2.2％ 

資料來源：Tulaz G（2005）World Construction Spending Nears 4 Trillion for 2004 
說     明：1. 2005 年後為預測值；2.上述之工程總價已排除通貨膨漲之影響  

2.2.2 全球營建重點市場趨勢 

一、建廠工程  

全球化及貿易自由化的趨勢，不僅改變了政府、產業、企業的運作模式，

並也衍生一連串的工程商機。簡易說明之，全球化最終目的是將全世界各國

變成單一經濟體，其體系內貨幣、商品、服務、工作和人民可以在各國間自

由流通，其如各國資源在境內往來自如一般。全球化的興起始於跨國企業利

用國與國之間的制度與客觀條件區別，選擇最有利的生產、管理、納稅所在

地，降低生產成本以及提升產出利潤，並進而發展全球產銷佈局模式。日前

各國國界束縛力逐年減低，主要是因科技發展以及國際 /雙邊協定之簽訂，

資訊科技與網際網路打破以往的營運流程，而自由貿易協定、金融市場管制

的解除等則降低物品、投資輸出入的障礙，在在加速全球化經濟的實現。次

者，除了地域性強之產業如採礦、農林漁牧業外，跨國企業開始思考如何在

世界各地尋求適當並低廉之原物料、設備與勞動力以提升其生產力，上下游

業者比鄰相聚並自然形成產業群聚，降低生產成本並產生群體綜效。  

以往未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頻繁之內亂與政變現象逐漸趨向穩定，並

積極擁抱外資，世界各國間貿易活動日漸密切，開發中國家及美歐大國持續

釋出道路、港口、機場等基礎建設，惟工程規格日趨龐大，且務求在短期內

完成興建。除了南美洲市場外，其他國家均呈現熱絡現象。  

其次，目前廠房興建多以群聚方式進駐特定地點，且廠房及特區規模持

續擴大。例如美商晶片大廠英特爾 (Intel)於 2006 年 11 月宣布將在越南胡志

明市郊區興建一座 50 萬平方英呎之廠房，預定 2009 年啟用，另外

Volkswagen 集團與 Nissan 集團分別計畫在印度建立新的廠房和組裝廠，也

規劃在 2009 年完工，可預期的是其他配合廠商應會陸續尾隨而至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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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化及天然氣工程  

近年來石化及天然氣相關工程受到國際原油及能源價格高漲而激增，工

程 規 模 也 日 漸 擴 大 。 根 據 美 國 能 源 資 訊 協 會 （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2006 年報告之預測，至 2030 年全球能源消費預估將

成長七成，另外日商日揮株式會社 JGC（全球第二大專業石化營造廠）推估

2007 年各國石化建設投資經費可望高達 500 億美元。對營造廠而言，主要

工程承攬機會集中於中東地區、美洲墨西哥灣以及澳洲等地區，部份國家如

中國、俄羅斯以及南美洲，雖需求日增，但限於保障法規或政治不穩定等因

素，較不易有發展空間。  

石化工程多以 EPC 統包工程（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

EPC）模式交易，並具有客製化、時效性等特性，顧客以及下游廠商的關係

建立與合作能力就益加重要。近期市場釋放量超出預期，多數營造廠來不及

擴增人力，多採用與下游廠商聯合承攬（Joint Venture）模式以獲取業務。  

展望未來發展趨勢，國際間對於溫室效應以及能源存量等議題關切日漸

加深，預期各國將陸續提出減少二氧化碳、提高能源使用效率之條款或協

議，例如京都議定書；而民間電廠投資開始由天然氣轉向存量充沛的燃煤電

廠，或新興廢棄物發電、生物燃料 (Bio-fuel)等技術研發與硬體建設。根據

美國能源資訊協會預測，全世界煤炭消費量可望由 2003 年 54 億噸增加至

2030 年 106 億噸，其中新增需求的七成將來自中國及印度，以應付其強大

成長所需。技術層面將著重「淨煤技術」，亦或結合廚餘、掩埋場的生質物

(biomass) 發電，甚至二氧化碳封存（Carbon Captured Storage），以減少燃

煤所排放的空氣污染以及能源使用量。  

在南美洲、非洲及部分亞洲等開發中國家，水力發電技術及工程仍有相

當發展空間，北美學術界也重新針對核能發電廠之興建提出討論，因核能發

電擁有低能源投入以及最少廢棄物排放量等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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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資源再生、廢水處理工程  

隨著中東國家石油收入激增、亞洲國家積極建設，環境工程近年備受重

視，重點工程類別包含有廢水處理、水資源再生、海水淡化等。根據美商顧

問公司 CH2M-Hill 預估，中東地區預計未來五年內可望投資 3000~4000 億

美元經費在污水及水相關建設，以應付杜拜、沙烏地阿拉伯等地區之大量發

展需求，而民間工程個案也大多擁有廢水回收利用相關設備，以減少水源供

應不足之商業衝擊。  

中國及印度雙雙面臨國土廣大、水源分布不均等問題，中國當局已規劃

「南水北調」，規劃由長江上中下游引水，以供應西北及華北各區需求；印

度則是儲水系統不足，導致長年淹水、飲水濁度過高，且欠缺污水處理系統，

引發各類疾病。最近印度高等法院已強制要求新德里在 2010 年前完成清理

其污水處理系統，顯示其對相關建設之重視程度。  

已開發國家方面則面臨管線老舊需要更新，和水庫蓄水量因氣候暖化、

雨量不穩定而降低之問題，北美地區已進行大規模管線更新工程，以降低管

線漏水之資源損失。  

 

四、通訊建設  

隨著通訊市場復甦以及寬頻網路大量應用，通訊相關工程近兩年來快速

增加，包括開發中國家的基地台建設，以及已開發國家的系統更新、光纖網

路與 3G 無線網路新建工程等。其中有中國政府積極向中與西部發展通訊系

統，印度則是中等階級積極爭取通訊服務。依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資

料顯示，於 2002 至 2006 年間，每年平均電信固定資產投資金額約 2150 億

人民幣，行動電話新增用戶則以每年 5000 萬人激增，而印度目前尚有六成

領土未有通訊相關建設，預估中國及印度通訊市場未來至少可持續五年發展

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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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全球營建產業發展趨勢 
全球營建產業受到科學技術、經濟結構的演進影響，市場內部產生相當的變

化，工程內容及介面日益複雜、而工程規模日趨大型化，且產業競爭越顯激烈，

分工體系逐漸深化等現象，下文就近年海外營建市場可觀察到的重大趨勢作一

簡述。  

一、民間積極參與基礎建設計畫  

開發中國家因限於財政預算不足，無法滿足民間企業對於基礎建設的需

求，逐漸興起採用 BOT/PPP 等民間參與公共工程及國營企業民營化等模

式，加快當地基礎建設推動速度。世銀資料指出，1990 至 2004 年間，全球

與通信、電力、水利和交通相關的民間參與建設案件超過 2,970 件，總金額

高達 8,700 億美元，如表 2-9 所示。  

表 2-9  全球開發中國家之民間參與投資統計資料(1990-2004) 

地區 
主要指標 東南亞& 

太平洋 
中亞&歐洲

美洲& 

加勒比海 
中東&北非 南亞 中非及南非

採用民間參與投資模式之國家 18 26 28 14 6 47 

工程案件總計(件) 789 555 1,062 86 235 249 

總投資金額(億美元) 2,011 1,396 3,920 421 558 394 

所佔比例最高之工程種類(投

資額) 
能源(39％) 通信(70％) 通信 (46％) 通信 (61％) 通信 (48％) 通信 (73％)

所佔比例最高之民間參與投資

模式(投資額) 

Greenfield 

(62％) 

Divestitures 

(51％) 

Divestitures 

(53％) 

Greenfield 

(54％) 

Greenfield 

(87％) 

Greenfield 

(57％) 

取消或面臨困境之工程所佔比

例(投資額) 

53 件且佔投

資額之 12％

表單的底部 

13 件且佔投

資額之 2％表

單的底部 

91 件且佔投

資額之 12％

表單的底部

6 件且佔投資

額之 2％表單

的底部 

5 件且佔投資

額之 6％表單

的底部 

20 件且佔投

資額之 2％ 

資料來源：世界銀行（2005）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Database 
說     明：  

1. 統計之工程種類包括能源、通信、交通、水利及衛生設施等  
2. 涵蓋工程為世界銀行底下組織(IBRD, IDA, IFC, or MIGA) 之援助工程，  但未包含設計、監
造、投標等之支出金額  
3. 民間參與投資模式分為四個種類：  

a. Concession：為 OT 模式，廠商負責營運及管理，並擁有策略決定權。  
b. Divestiture：為民營化之過程，可分為部份或全部之民營化。  
c. Greenfield Project：為 BOT 或 PPP 模式，民間企業參與全部或部分之投資。  
d. Management and lease contract：類似 OT 模式，廠商負責營運及管理但未擁有所有權及
策略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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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參與建設案件多為投資金額龐大且回收期限長的大型基礎設施，例

如港口、道路、電力系統、污水處理、石化能源等工程，同時因承攬案件時

需考量工程的可行性、未來收益性及承攬廠商之財務或融資能力等，工程複

雜度較一般傳統發包工程為高。全球以南美洲及東亞國家之相關總投資金額

為最高，各為 1,783 及 1,573 億美元。  

民間參與方式的興起為國際營建廠商帶來新商機，不僅基礎工程案量激

增，且大型營造廠或工程顧問公司可拓展其營業範圍至營運、維護或修護等

階段，惟也代表著營建企業的融資能力及營運能力將成為未來在市場競爭的

關鍵因素。  
 

二、工程計畫垂直整合度提高  

隨著技術快速演進以及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的盛行，各國的技術和資金密

集性質的工程數量呈明顯上升趨勢，例如石油、天然氣、環境及能源工程等。

除了中小規模的廠辦或能源工程計畫外，純粹興建的傳統承攬模式已日漸式

微，由 Turnkey、Design & Build 統包工程取而代之。因大型工程的複雜度

提高，許多計畫在合約協議和執行過程中需充分整合營建廠商、工程顧問服

務業及融資機構，甚至開發商、法律顧問等，以有效掌控與協調團隊成員的

專業技術，並降低計畫之風險。這種現象也促使營建相關企業開始重視整合

或策略聯盟的必要性，不僅可降低公司間因溝通不良或理念不合產生的摩擦

及風險，更可增加其經濟規模效益。  

其次，2005 與 2006 年國際營建市場快速發展不僅吸引中小型新競爭者

的加入，並造成大宗物料及薪資成本上揚、工期延遲等現象，民間業主為了

降低風險，轉向採用支付成本費用（Reimbursable）EPC 取代總價（Lump-sum）

的統包模式，惟此舉也減低承攬公司之利潤空間。工程垂直整合度提升，代

表著營建廠商必須有結合設計和施工的技術與資源，甚至未來可能會延伸到

前端的可行性評估，以及後期設施維護和物業管理。  

 

 



我國營建產業進軍海外市場拓展業務之利基及可行方向研究                             期末報告         

 23

三、國內外市場競爭加劇、分工體系深化  

預期未來國內外營建市場競爭將更為激烈，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全球

化及區域經濟合作的演進，迫使多數國家貿易保護解除，營建或不動產公司

可望自由進出入其他國家的營建市場，臺灣也是其中之一。再者，隨著開發

中國家如中國、印度、泰國之工程顧問公司及營造廠的崛起，未來競爭對手

數量只增不減；同時部份國家政府為保護其廠商，恐會增加對國外廠商的承

攬限制條件，例如禁止外資獨自承攬工程或需要獲取當地牌照等。最後，國

際工程案件規模及複雜度有擴大趨勢，中小型或新興公司因缺乏全面性的技

術和資金實力，較無能力與大型企業相抗衡。歐美大廠善用自身技術專利、

資金實力、經濟規模等優勢，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大型工程形成壟斷，開

發中國家營造廠因在勞動力成本上較具優勢，於國際工程市場中多承攬勞動

密集型工程，但近年來已朝向技術密集型項目和知識密集型項目滲透。  

所幸海外營建市場規模也日趨茁壯，大中小型公司視其技術能力、人才

資源等，爭取不同市場區隔。未來國際營建市場將會依循國際貿易產業，形

成分工體系深化、同業競爭激烈等競爭趨勢，負責施工興建之勞動密集企

業，獲取利潤將逐漸縮減，而擁有高技術或提供客製化服務之公司將可望掌

控主要市場。  

目前國際營建市場上，工程管理和規劃設計多由歐美公司承攬，國際設

備採購由日本和德國廠商主導，其他國家則負責土建施工領域。預期未來合

約制定、工程規格將逐漸標準化，標準與專利間的聯繫更為密切，歐美大廠

將設法掌控國際標準制定，力求將自身專利或採用規格變為國際標準，以建

立技術壁壘及競爭門檻。  

 

四、融資能力要求  

上述三點指出，全球營建市場的民間參與建設案件及規模將逐漸擴大，

EPC、D&B 等統包承攬趨勢確立，市場競爭日益劇烈，工程有複雜化及大

型化趨勢，以及業主對於廠商服務項目更為嚴苛等，均顯示營建相關企業融

資能力的重要性。對於中小規模廠商而言，實為競爭上的一大劣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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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研究資料指出，以世銀為首的國際開發機構貸款總額用於資助

基礎設施專案款項一年不到 300 億美元，占全球營建市場總額 6.3﹪左右，

對發展需求強烈的開發中國家而言，民間資金或外資直接投入更為重要，卻

表示營建廠商需要承擔更多的風險及營運週轉金。儘管國際援助貸款多設有

預付款機制，但部份廠商表示仍需要墊款約 15﹪ -20﹪的合約總額以支應工

程營運。  

 

五、廠商間策略聯合及合併盛行  

過去幾年全球營建相關企業併購或合併的消息不斷，大型企業利用自身

的資源優勢，購置中小型公司，或與競爭對手、上下游產業合併或攜手合作，

主要不外乎是為了吸取人才、擴增市場佔有率、或藉由垂直縱向的整合達到

經濟規模效益，甚至建立高度障礙門檻，拉開與競爭對手的距離。  

較受矚目的併購案包括有西班牙 Grupo ACS 與 Grupo Dragados SA、荷

蘭營造廠 Royal BAM Group 與 HBG、日本商社住友和三井、美商 Jacobs 與

蘇格蘭 Babtie Group 等併購案。隨著近年中東、亞洲及東歐各國經濟成長突

起，跨國企業的合併與擴大行動也延伸至該地區。舉例而言，2005 年 4 月，

排名全球第 25 名的英商諮詢顧問 WSP 集團宣佈購置位於阿拉伯聯合大公

國的 PHB 集團；今年 8 月又宣告買下 1947 年於杜拜成立的 LC Consulting 

Dubai，WSP 中東分公司之員工總數激增至 200 名，除了接收原有的市場、

即時了解當地市場及人脈，壓縮發展時程，更可吸取不同領域的專業人才。

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商 URS Corporation 則是規劃搶攻亞洲市場，2005 年 3 月

與印度龍頭企業 TATA 集團底下的 TCE Consulting Engineers 簽署合作備忘

録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聯手合作爭取重大國際工程，同

年收購中國私營工程管理公司澳中 Austin Ausino Engineering，主要是看重

澳中與國外客戶間良好關係、環境管理技術，以及擁有在中國營運的證照。 

除了大型企業積極進行併購外，中小型公司逐漸採用合併或擬定合作計

畫，以增加其競爭力並抵抗大型企業的全面性侵略。有趣的是，大型及中小

型的營建公司並非全然是敵對關係，ENR 在其 2005 年報導文章揭露，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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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顧問公司在擴張國際業務的過程中，意外的替小型專業公司開闢新的市

場，多數大型公司的業務重心為工程管理，因而將專業設計部分發包予專業

工程顧問公司，並將他們間接帶入國際市場。  

除此之外，策略聯盟風潮持續，工程顧問服務業有由美商 Louis Berger 

Group 主導，結合 Systra、Canarail、Khatib & Alami 等，企圖爭沙烏地阿拉

伯、以色列、土耳其等國之鐵路及捷運工程。日本跟中國營造廠也成功聯手

取得北非阿爾及利亞 East-West Highway 工程，其總長 1216 公里、總價高

達 112 億美金。異業聯盟模式逐漸盛行，營建公司或上下游企業尋求策略聯

盟以取得承攬工程的機會，建築師、工程顧問公司、營造廠及機電設備商等

攜手合作，組成聯盟集團 (Consortium)或聯合承攬 (Joint Venture)參加競標。

例如國內近年的高速鐵路、臺北捷運等工程，多是以聯合承攬方式取得。  

 

六、原物料價格大幅波動  

根據 ENR 報導指出，全球營造廠商或多或少遭受到這兩年原物料價格

的攀升變動影響，石油、鋼鐵、鋁、銅、錫等價格及料源呈現不穩定現象，

廠商面臨自行吸收差額或說服業主支付額外成本的窘境。全球房地產景氣看

漲，工程顧問服務業者與營造廠商的業務量增加，但因市面工程量大增卻發

現恐有技術勞工不足及人力薪資上揚之後果。  

油價上揚現象不僅衍生了石化相關工程等商機，同時也開創再生能源之

新市場，包括太陽能、水利、風力及地熱發電等，而工程規模也逐漸有擴張

之趨勢。  

 

七、廠商選擇性挑選市場  

因全球營建市場普遍呈現大好局面，各國大型基礎建設紛紛釋出，包括

美國、加拿大、中東、中國、印度等。許多廠商開始藉此機會拓展其海外市

場規模及版圖，然而也有部份營造廠商選擇留在母國發展，減少風險較高的

海外工程數量，或集中在歐美市場，當中不乏大型國際營造廠商，例如全球

排名第 2 的瑞典 Skanska 公司（海外營收佔 79%）以及排名第 33 西班牙 Sac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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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lehermoso（海外營收約 24%），因其公司規模龐大且遍佈世界，不需要

趁此時期拓展市場版圖，而可因工程機會之增加，挑選風險低、利潤高之承

攬案件。  

整體而言，國際工程承攬模式隨著工程規模大型化、複雜化，由傳統發包模

式轉向設計、採購、施工結合的統包工程，開發中國家營建市場雖具有潛力，

欲進入廠商須具備相當資金規模、融資能力，而 BOT、PPP 工程趨勢也日漸明

確。當前歐美日大廠利用其身的技術專利、資金實力、管理水準，在全球營建

市場上佔有明顯優勢，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工程市場形成壟斷；開發中國家廠

商不斷企圖拓展國際市場，技術水準和管理能力逐漸提高，全球營建產業競爭

日趨激烈。部份大型營造廠及工程顧問公司轉向投資開發領域，或是專心扮演

專案管理者之角色，將細部作業分包給中小型公司，使得全球營建產業分工體

系深化。因業者對於營造廠或工程顧問公司的綜合能力要求不斷提高，業界的

重組合併風氣大盛，透過重組或併購，企業期盼可有效整合資源，增加競爭優

勢，應付日趨激烈的國際市場競爭。  

 

2.3 營建產業目標市場之發展方向 
誠如表 2-10、表 2-11 所示，中國、印度、越南、南韓、卡達、羅馬尼亞等

營建市場將預期會擁有高度成長率，其中南韓、香港、愛爾蘭及加拿大等國營

建業發展較早，市場已呈現飽和且當地廠商具有相當競爭優勢，較不適宜作為

新興廠商的發展目標；羅馬尼亞、俄羅斯、智利等國地緣偏遠，且民族風情差

異太大，具高度營運風險。中國營建產業雖為亞洲屬一屬二且成長最快的市場，

但 ENR 報導指出，多個受訪的跨國營造廠商表示已放棄進入中國市場，主要是

無法與當地廠商價格優勢相抗衡以及受到嚴苛法規限制。除了越南，其它東南

亞國家在這兩年的發展不如預期般穩定，目前較受各界矚目的大型工程分別

為：泰國曼谷第二期捷運系統 (2001-2010 年 )及第二期機場鐵路系統、新加坡濱

海灣及澳門的賭城開發案（總預算為 24 及 12 億美金）、以及馬來西亞政府承

諾開放民間參與公共工程之釋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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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2005-2010 前十大基礎建設市場成長率之國家 

國家 成長率% 
中國 7.9% 
印度 6.7% 
越南 5.8% 
南韓 5.6% 
印尼 5.3% 
卡達 5.2% 
智利 5.0% 

土耳其 5.0% 
羅馬尼亞 4.8% 
阿根廷 4.8% 

表 2-11  2005-2010 前十大非住宅市場成長率之國家 

國家 成長率% 
中國 10.2% 
印度 7.5% 
香港 7.2% 
智利 7.0% 
加拿大 6.7% 
南韓 6.7% 
越南 6.6% 
愛爾蘭 5.9% 
羅馬尼亞 5.9% 
俄羅斯 5.7% 

資料來源：Tulaz G（2005）World Construction Spending Nears 4 Trillion for 2004 

說    明：非住宅市場包括商辦大樓、學校、廠房等建設。 

 

下文將針對幾個地緣較近，或具發展潛力的國家之未來營建產業發展方向、

重要建設計畫等逐一作介紹。  

 

2.3.1 阿拉伯聯合大公國 

 阿拉伯聯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下文簡稱阿聯）乃由七個獨立

之子邦組成：阿布達比 (Abu Dhabi)、杜拜 (Dubai)、夏爾迦 (Sharjah)、阿吉曼

(Ajman)、歐姆古溫 (Umm Al-Quwain)、拉斯海瑪 (Ras Al-Khaimah)，以及及富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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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 (Fujairah)。主要經濟是以石油和天然氣出口為主，大約 33％的國民生產總值

為石油工業。為全球第三大石油出口國，僅次於沙烏地阿拉伯和伊朗。  

近年來阿聯政府利用其石油部門之巨額營收，致力於發展其非石油產業如石

化、貿易、金融、技術、觀光等產業，以多樣化其經濟。境內各邦皆對經濟扮

演不同之重要角色，首都阿布達比蘊藏大量原油及瓦斯，其相關產業佔阿聯總

體 GDP 之 60﹪；杜拜則積極成為商業、金融、電信、觀光、貿易等商業中心，

北邊的其他邦則分別為農業、礦業和水泥業重鎮。  

大公國營建產業平均年增長率為 16﹪，營建相關支出佔總固定資本支出的

五成以上，光是首府阿布達比在 2005-2010 年間，計畫將投資一千億美金在基礎

建設工程，種類包括鄉村地區道路水溝、都市商業大樓投資、港口機場、發電

廠、海水淡化工程和石油化工專案等。而經濟部編印「阿拉伯聯合大公國投資

環境簡介」指出，目前杜拜營造業佔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營造總值之 48%，對杜

拜 GDP 貢獻率為 12.2%，2005 年單年營建相關之國民生產毛額約 164.6 杜幣（折

合 44.8 億美元，此僅為營建部門之生產毛額，而非營建投資金額），近年平均

年成長率達 27.7%，且境內營造公司更高達 6,000 家，從事營建相關產業之勞工

約當全體勞工之四成等數據，可看出當地營建市場的榮景。下文將簡述阿聯大

公國的重點投資項目及其建設預算。  

一、交通建設  

為達到成為中東最大商業貿易中心以及觀光重鎮之目標，政府將運輸交

通列為首要建設項目，主要計畫包括有：  

 預計未來二十年內將投資 204.3 億美金於機場發展計畫，包括興建第七

座國際機場（81.7 億美金），阿布達比國際機場擴建計畫（81.7 億美

金）以及杜拜國際機場擴建計畫（40.8 億美金）等。  

 港口建設方面，為讓全球最大的人造港傑伯阿里港 (Jebel-Ali，與拉西

德港合稱杜拜港 )達到每年兩千一百八十萬貨櫃的吞吐量，該港規劃共

四期擴建工程，總價達 46 億美金。而在該國政府的估計中，基於經濟

需求成長，阿聯境內港口每年都需擴建，或許會持繼到 2055 年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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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拜規劃興建一長達 700-1,000 公里「二線道輕軌捷運」，暫定預算為

143 億杜幣，分兩階段興建，第一階段將於 2009 年完成基礎工程及線

路之興建，耗資 85 億杜幣，整體工程預計於 2013 年完工。  

 目前正籌設興建橫跨杜拜河（Dubai Creek）之新建橋樑以解除目前交

通擁擠狀況。  

 杜拜輕軌工程 (Dubai Light Rail)總長 52.1 公里之紅線已於 2006 年初動

工，而 17.6 公里長的綠線相關工程預定在 2006 年底釋出。輕軌工程沿

途共經過 41 站，全數工程預計在 2010 年完工啟動。且預定未來將會

延續其輕軌工程，連結至阿布達比邊界，以及 Al Jadaf 地區。  

 

二、觀光休閒設施  

阿聯主要觀光休閒市場發展策略是經營以海景取勝的島嶼，以及設於都

市之渡假中心以及購物中心，根據 ENR 資料表示，目前有超過 60 件飯店或

休閒中心等工程將近期在杜拜興建，最受世界矚目的是「棕樹島」(The Palm)

計畫，該島全面積達 27 平方公里，總開發金額為 86 億美元，預計在 2011

年分階段完成後，容納 15 萬人在島上長住，服務「棕樹島」觀光旅客。其

他進行中的計畫尚有：  

 興建三百座小島的「世界島」（The World）計畫，小島將依世界地圖

布局排列，目前總價達 10 億美金的島嶼填海工程已完成，而未來島上

規劃建設容納 15 萬民眾居住，相關建設投資額達 76 億美金。  

 「Legands」工程為第二階段的「Dubai Creek Waterfront Project」，為

一結合住宅、購物、商辦及碼頭之綜合開發案，共開發 7 座島嶼，佔

地約 2300 平方公尺，總價高達 38 億美金，預定 2013 年啟用。  

 「Bawadi Project」為 31 間飯店聯合開發案，佔地 1300 平方公尺，第

一階段預計將在 2010 年完成，其中最主要工程是擁有 6500 房間數的

Asia Asia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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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布達比也有綜合開發案件 Saadiyat Island，暫定在 2018 年前將 27

平方公里之小島轉變成觀光勝地，預估可吸引 300 億美金以公私合營模式投

資開發。主要計劃涵蓋 6 個獨立區域、29 家觀光飯店，包括一家七星級的

度假村，三個遊艇港口、博物館和文化中心等工程、二個高爾夫球場等。其

他相關建設包括聯外之高速公路及輕軌，分別將與阿布達比市、國際機場連

接，詳見 http://www.saadiyat.ae/。  

 

三、工業區開發投資  

阿聯大公國以往並不重視發展中輕工業，其主要經濟來源為石油收入，

其中 94﹪石油蘊藏量集中在阿布達比，因此其石化工業發達，總石化工業

產值佔大公國的五成。為降低對石油收入的依賴，阿布達比開始發展各項工

業生產，現有 3 個工業園區，預計未來幾年內將有 30 個工業區，發展主軸

包括金屬、化學、石化、食品處理、建築原料、木材、家具、石油、瓦斯、

汽車等產業，以促進其經濟多樣化，並吸引國外投資，並成為世界工業、服

務及物流中心。  

杜拜也同樣積極向多樣化產業發展，例如發展紡織工業以及發展塑膠工

業，塑膠產品主要有兩類，為建築用塑膠管與軟管，以及包裝用塑膠用品，

並廣設專業性之自由貿易區，例如杜拜媒體區、杜拜生物特區、杜拜紡織城、

網際網路城（ Internet City）。  
 

四、水電建設及下水道系統  

 阿聯當局估計，因為開發及各種生產活動的需要，到 2010 年為止，其

國內的電力需求成長率保守估計達每年 10％，遠超過全球 3％平均值。

已規劃將在 2010 年新增約六成的電力供給量。  

 阿聯大公國境內並無河川以及微量雨水，同時預估單是阿布達比至

2020 年每年自來水需求量將高達 60 億立方公尺，預計將不斷推出海水

淡化廠的興建案。世界營建週刊 (The Construction Weekly)提到中東未

來五年之中，將花三千億到三千億在水源相關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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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廠及污水處理廠也開始引入 BOO 及 BOOT 承攬模式，同時開始推廣

水回收以及再生能源。  

 

五、都市建設及房地產  

阿聯大公國擬開放房地產自由化，杜拜政府已於 2005 年頒布對外國人

得以購買房地產之法令，凡於政府規劃之特定地區域內，外國人皆可自由買

賣、擁有或享有 99 年之房屋租賃權。並以及放寬樓高限制等法令，延續當

地房地產市場之蓬勃景象。  

另外，阿布達比最大的新市鎮開發案為 Al Raha 專案，總佔地面積 680

萬平方公尺，將分八大區域，各別興建低樓層住宅區與 60 座高塔地標。  

杜拜近來建物興建的規劃設計也開始朝向品質、規模、與基礎建設及鄰

近開發之協調程度邁進，代表作包括知名的 Dubai Waterfront project、高達

1000 公尺的 Buji Dubai Building 等。但當地快速發展卻也開始衍生工程人才

不足的現象。  
 

2.3.2 沙烏地阿拉伯 

沙烏地阿拉伯（以下簡稱沙國）為全球主要石油生產國，且不同於其他中東

國家，政治局面及經濟發展長期穩定，基礎建設開發較早也較為完善。沙國現

在發展目標是成為世界一流大國，其政策的重要課題包括有制度、經濟、硬體

建設、人民素質、環境保護、社會公平以及社會安全等層面。   

依據中東商貿網網站資料，沙國規劃在未來 20 年內政府投資規模約有 6000

億美金，並鼓勵民間企業投資開發，預計在 2012 年前將有約 2700 億美金之專

案峻工，主要工程型態包括有市政基礎設施、石化、石油與天然氣、水電設備、

製造業等。而根據五年經建計畫（2004-2009 年）內容，總交通預算約 95 億美

元，水利相關工程達 110 餘億，包括設立淨水廠、海水淡化廠，以及水壩興建

（11 億立方公尺儲水量）等，其他重要工程尚有電力、公共設施、住宅開發等

計畫，如下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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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建設  

總預算高達 95 億美元，以達到增加每年普通道路 2﹪～3﹪、海運每年

3.6﹪~4.7﹪、鐵路 4.5﹪~6.5﹪等用量增長需求，航空方面則希望可應付從

2004 年 2300 萬平均人次用量成長到 2009 年 3500 萬人次用量。  

二、城鄉發展  

城鄉發展相關預算經費約 100 億美元，硬體建設項目包括有公園、公共

設施、環境衛生，軟體及應用建設則有資訊系統建立、市民服務、垃圾處理

等，並有空間規劃等相關地方建設研究經費。  

三、電力建設  

根據沙國統計資料顯示，其國內接電的戶數已達九成，於在五年計畫目

標是百分之百，預估將滿足增加使用人數 116 萬人以及一千多個村鎮的需

求，供電量也將由 2004 的 1415 億 KWH 提高到 2009 年的 1844 億  KWH，

並對傳輸供電系統進行持續性改善。  

四、廢水再利用及海水淡化  

沙國和其他中東國家同樣面臨缺水的威脅，未來因人口增加、工業發展

而需要更穩定的水源，預計五年內將投入總預算 110 億美元。相關建設包括

設立淨水廠、海水淡化設備將水回收再利用，並藉由增建水壩，增加達 11

億立方公尺儲水量。其次，污水回收相關建設也將大規模展開，包含 4 萬公

里的接管工程，計劃將浪費排放的水減少至 20%以下。未來 20 年內的電力

及水利方面總投資可望高達 1700 億美元。  

五、住宅建設  

沙國政府規劃在五年之內，全國增加 100 萬個住屋單位，並提供近 50

億美金低利貸款總額，讓低收入戶也可擁有房子。相關開發興建案是由民間

出資興建，但政府會在完成後購買其中 35 萬住屋單位，並協助在都會區釋

出 280 萬平方公尺土地，提供給開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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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印度 

 印度儘管被列為金磚四國之一，且長年經濟成長速度驚人，但仍是全世界

赤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且貧富差距愈趨懸殊，主要原因是因政府財源困難、國

土廣大，且多數地區仍缺乏基礎建設。印度基礎建設資金主要來自於國際開發

機構以及民間資金，而近年積極推動民間參與建設制度，期盼可加快發展腳步。

印度政府也表示未來將預計政府公共建設支出比例將調高至 7%-8%，如依 2005

國民生產名額數值去推估，其政府年度支出約為 600 億美金左右。  

2006 年 10 月印度政府公佈第十一個五年計畫草案（2007-2012），以期達

成經濟成長率 9%之目標。基礎建設方面將延續第十個五年計畫，加快進行電

力、交通、道路及橋樑等建設，相關之國民生產毛額須由 4.6%提升到 7 至 8%，

以維持工商業之發展速度。而印度政府在未來五年定訂國家基礎建設計畫方針

如下 : 

一、水力與灌溉: 提升農業收穫  

印度的貧民，仍然在受饑饉之苦，而解決之道之一，就是增加糧食生產。

為達到這個目標，印度政府致力發展水利以及灌溉。在 2005 年到 2009 年之

間，印度計畫將灌溉面積每年增加一百四十二萬公頃增加到兩百五十萬公

頃，而在五年之內總共增加一千萬公頃的灌溉土地。印度政府的估價，是每

公頃約一萬盧比，也就是說，這個項目的工程成本，約一千億盧比，即是約

二十三億美金。  

二、交通建設  

印度將在未來五年內，興建長達 45,974 公里道路，包括兩線道道路至

高速公路等七個路種。其工程總價約當 22000 萬盧比，折合 550 億美元。雖

英國在半個世紀之前已經為印度留下了廣佈全國鐵道網絡，因年久失修急待

更新重建，尤其是重要城市及工業重鎮連結網絡。印度港口方面，仍負擔全

國 95﹪國際貿易進出口貨物，為了將來更大量的貨運量，計劃在 2012 年達

到吞吐量 8 億噸的水準，比 2005 年高出 2.8 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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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需求量則是以每年 16﹪速度成長，為了對應乘客成長量以及飛航

安全考量，印度政府規劃 5 個新機場興建計畫，以及 11 個機場擴建計畫包

括德里和孟買機場。  

三、能源開發  

因深感電力能源不足而阻礙工業發展速度，政府預計在 2007 到 2012 年

間，提升發電量 600 億瓦。（2006 年全印度發電量為 123.9 兆瓦，距全國總

需求量尚有 11﹪的缺口，即為 15 兆瓦）同時提升其發電與用電效率，除了

蓋新電廠外，供輸網絡也須同時更新改良，而火力、水力與核能發電模式都

在範圍之內。此外，能源部積極推動一連串加速提高電能產量的方案，其中

包括一百六十二個建廠計畫。  

四、經濟特區興建  

印度當局在 2005 年通過「經濟特區法」，准許在國內設立特區以提高

國際競爭力，並且使外銷更容易管理。目前已有 14 個特區正在運作中，政

府並也核準 148 個特區建設案。  

五、城鄉建設  

印度政府深感其都市貧民區，不但危害到國民健康，更造成在國際聲望

低落，甚至影響國外廠商進駐的信心。是以，印度政府在都市更新計畫中，

斥資五兆印度盧比，改善都市中的排水、住宅、道路，甚至安全等軟硬體生

活條件。另在鄉村方面，印度特別設立一個四年計畫，以改善鄉村地區的灌

溉、道路、住屋、供水、通訊及電力。主要工程項目包括有道路工程，建立

通行無阻的道路網絡，連結境內所有千人以上村落，共 66,802 個。供水方

面是為 55,067 個村落連結可飲用的水源管線及供水系統；電力工程則是為

125,000 個村落連接電力管線；通信方面則是計畫完成 66,822 個村落的電話

管線。  
 

2.3.4 中國大陸 

中國營建工程市場受到外國投資、房地產炒作、2008 奧林匹克及 2010 世界

博覽會國際活動、各省縣政府欲求表現及爭取中央資源等因素下，已維持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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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年的好光景。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料顯示，1978 年以來，營建市場規模不

斷擴大，營建產值擴增二十餘倍，營建部門 GDP 比例由 3.8％增加到 7.0％，2004

年總產值達 2.77 兆人民幣。預估國家重點項目建設、城市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

房地產開發、能源建設、廠辦工程、新農村建設等近期將呈現勃勃生機，發展

區域已由沿岸地區慢慢拓展至內陸，影響地區包括有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環渤海灣區域、西部、東北部等。  

表 2-12  中國社會建設總規模(單位：億元，人民幣) 

年  份 建設總規模 在建總規模 在建淨規模 
1995 62,978.5 52,026.7 26,239.6 
1996 75,188.0 61,930.7 31,876.7 
1997 81,764.4 67,126.6 33,289.8 
1998 90,449.9 74,138.2 36,186.6 
1999 96,183.1 77,120.2 36,704.3 
2000 102,129.2 79,951.1 37,288.4 
2001 118,302.6 95,244.0 49,400.7 
2002 135,312.8 108,684.1 57,505.9 
2003 163,347.6 131,733.0 69,740.9 
2004 212,275.1 175,652.6 92,728.5 

資料來源：國家統計局(2005) 中國統計年鑑 2005 
說    明： 
1. 建設總規模＝報告期內所有施工專案的計畫總投資 
2. 在建總規模＝報告期末所有在建專案的計畫總投資 
3. 在建淨規模＝報告期末所有在建項目建成投產尚需的投資總量 

               ＝在建總規模－累計完成投資 
 

2005 年 10 月，中國五中全會中提出第十一個五年計畫的四個發展目標分別

為：2010 年的每人平均 GDP 增加至 2000 年的兩倍、提倡節能與環保、調整對

外貿易政策 (包括國際貿易與匯率政策朝向區域經貿整合、擴大進口、開放市場

及增加對外投資等多元化貿易方式 )、以及縮小貧富 /城鎮與區域的差距。  

第十一個五年計畫鋼要提出未來鐵路重點建設包括：初步形成縱貫南北、連

接東西的客運專線網路；加快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區城際軌道

交通建設；改造提高既有煤運通道運輸能力，建設北煤外運新的通道；進一步

擴大西部地區鐵路路網規模，強化中部地區路網，完善東部地區路網；加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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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鐵路集裝箱系統，建成 18 個集裝箱中心。公路重點建設有：規劃中的國家高

速公路網絡，乃以首都放射線、沿海通道和東西通道為主的 14 條高速公路，基

本形成國家高速公路網骨架；繼續完善國道、省道幹線公路網路，打通省際通

道；加快農村公路建設，基本實現全國所有具備條件的鄉鎮通油路、建制村通

公路。水路完善沿海港口佈局，重點建設為：渤海灣、長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

主要港口的能源中轉運輸系統和集裝箱運輸系統，建設上海、天津、大連等國

際航運中心；擴建、浚深主要港口進出港航道，適應船舶大型化發展的需求；

加快內河航運發展，實施長江水系、珠江水系和京杭運河航道整治工程，完善

內河港口設施的佈局建設。民用機場重點建設在於擴充大型機場，完成首都機

場三期工程，實施上海浦東機場和廣州機場二期擴建；完善中型機場，加快主

要省會機場的擴建和新建；增加中、西部和東北地區機場密度，建設一批支線

機場；同時，進一步加強空管等配套設施建設。其它建設內容如下顯示：  

一、道路建設  

中國在 1998 年之後，每年興建高速公路長度超過 3000 公里，在 2004

年，總高速公路里程數已近 35000 公里，規模位居世界第二。為加速各種的

建設及開發計畫，中國 2010 年前預定將完成 50000～55000 公里的高速公路

長度，普通公路長度達到 230 萬公里，並在在 2030 年前興建完成 8.5 萬公

里高速公路。儘管需求存在，但中國當局對於投資建設的政策還不甚明確。 

二、鐵路工程  

因鐵路運輸極端地供不應求，在 2005 當年間共投入 1000 億人民幣在鐵

路建設上面，約為前一年度的兩倍。按照鐵道部的《中長期鐵路網規劃》，

預定從 2005 年到 2020 年，將持續投入兩兆人民幣建設鐵路，每年鐵路投資

預算也可望維持平均百分之十以上之成長率。  

三、港口興建  

因旅遊業和世界貿易快速的成長，中國在 2004 年前後曾發生港口運作

不堪荷載的情況，後雖因港口規模快速擴充而有改善，但預期近幾年內仍會

出現供不應求之現象。當局預定在 2010 年前，每年將投入高達 1850 億人民

幣在港口擴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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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力設備  

中國當局在電力方面持續在建設發展，每年發電成長量約達 10﹪以上，

同時供電網絡建設也仍繼續成長。為實現「北電南送」以及「西電東送」政

策，輸電網絡的成長驚人，預計在未來五年內將投入 1070 億人民幣在「東

北電網」計畫。並進一步科學配置東北三省與內蒙古自治區東部的電力資

源，擴大國際能源合作，充分利用國際電力資源。“十一五”期間，東北地區

將投產發電容量 1807 萬千瓦，到 2010 年全區裝機容量預計可達到 6020 萬

千瓦。  

五、都市捷運  

北京、上海、廣州、重慶、武漢、瀋陽、西安、成都、杭州、蘇州等大

中型城市將在未來五年中，規劃建設軌道交通線路 50 多條，總長度約 1500

公里，總投資額為 5000 億人民幣。  

 

整體而言，中國房地產及營建市場並未如預期般的減緩其成長速度，惟發展

方向開始由沿岸延伸申至內地各省。雖 2008 奧運及 2010 世博及周邊工程已接

近尾聲，工程型態重心仍是以基礎建設為主，例如總經費 1900 億的鐵路工程，

包括連結北京上海、北京天津之高鐵工程。另外，工程種類有轉向永續建設、

娛樂設施等趨勢，以響應全球局勢及中等階級之興起。  

 

2.3.5 印尼 

印尼擁有全世界第四多的人口，近年經濟發展受到金融風暴、政治紛爭、亞

齊戰禍，以及東南亞海嘯等事件而停滯。自 1999 年以來，印尼隨著經濟的逐步

復甦，營建產業開始以較快的速度增長，投資額大幅上升，道路、橋樑、鐵路、

機場、海港和城市交通等領域的建設項目顯著增加。基礎建設和非住宅建設是

印尼營建市場的重點，其投資額每年皆佔總投資的 90％以上。   

印尼在 2005 基礎建設高峰會之後，再次於 2006 年底召開基礎建設論壇。在

這個論壇之中，總統至財經首長均列席、發言，與世界經濟組織，以及工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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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銀行代表，商討基礎建設相關的投資計畫，展現高度的誠意和強大的企

圖心。論壇中提出了長達五年且經費達 1500 億美金的基建建設相關計畫。  

一、交通建設  

長期以來由政府把持獨占的交通建設產業，將藉由修法開放私人企業加

入經營。並且，印尼政府依照長期的需求，設立各種交通系統發展的目標。

在未來的五年之內，交通計畫預算為 87 億美金，興建 1100 公里收費公路，

以及 760 公里爪哇公路系統。並且，其政府已為建設道路會遇到的土地徵

收，擬定了配套法令，務必使整個交通發展順利推行。而為了海運的發展，

印尼政府也計畫主要海港擴建以及興建新港。  

二、電信通訊  

在東南亞各國中，印尼是通訊設備密度最低的國家。通訊部計畫在 2015

年前，將印尼建設成一個網路國家，預測未來印尼七大島鋪設光纖網路成本

近 15 億美金。同時政府在積極修法開放通訊自由市場，協助業者突破現有

限制並加以投資開發。  

三、能源開發  

為了發展國內工商業，印尼政府也不能不正視能源建設。主要計畫包

括：中部爪哇將以 BTO 的模式興建一個 12 億瓦煤電廠，其預算約 12 億美

元。東爪哇也 R 將同樣以 BTO 模式興建個 5 億瓦煤電廠，其成本是 2.75 億

美元。最後，印尼政府計劃在 2009 年前於境內增加 100 億瓦發電量。此外，

政府也表示，將正視這些開發對環境的威脅，並立法對環境保護設立規範。 

四、水利建設  

全印尼目前只有百分之十七的民眾擁有自來水管線，鄉村比例僅剩百分

之八，印尼政府已提出三個計畫，計劃建設爪哇島和大雅加達地區的自來水

系統。  

 

印尼政府預估未來五年各項推動計畫總投入金額將高達 750 億美元，然而政

府只能支應其中二成，其餘八成需仰賴國內外投資廠商大量挹注。為吸引國內

外投資，印尼政府將陸續公佈 14 項法規，協助排除投資障礙。譬如，要求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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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配合土地徵收計畫及接受徵收補償金，以利工程順利進行，並允許國營企

業以出售股權或分支機構等方式籌措資金，用於基礎建設工程之投資興建。  

 

2.3.6 泰國 

泰國 2005 年底政情就開始日趨動盪，反對黨號召都會民眾對總理戴克辛疑

似貪汙舞弊的事件，展開長期的抗議和抵制。2006 年國會改選中，雖戴克辛領

導之泰愛泰黨確實勝選，但並沒有改變情況，在 2006 年九月藉戴克辛出訪紐約

之時，軍方發動政變，佔領政府並成立臨時政權，待正式選舉後，再將政權交

給新任領導人。  

雖政變過程可謂和平，但此次政治紛擾仍造成朝野關係僵化，預算及計畫難

產，政府公信力損失，皆讓泰國受傷慘重。新任的臨時總理蘇拉育為表示與前

任政府有所區隔，採取「適足經濟觀」（Sufficiency Economics）政策，不以追

求高經濟成長為目的，而是希望透過國家經濟管理來提高泰國經濟對於全球經

濟體系中的風險及變動之免疫能力，同時也可削減前任政府利用擴大政府支出

和提倡投資在農民地區所建立起的強大支持度。其相關政策包括停止現行自由

貿易（FTA）談判進程，並在 2006 年 12 月提出外資管制措施，並修正外商法；

限制外資在泰國電訊、媒體及房地產領域中的控股比例，落實外資所有權上限

為 49%的規定，並排除外資利用人頭戶掌控企業內實質投票權過半之現況。這

些新措施造成全球各界震撼，目前多數外資乃持觀望態度。  

如就泰國總體經濟而言，2007 年 GDP 成長率被預估會下降到 3.5% -4.5%。

爾後 2008-2009 年即可恢復至 5-6%。在此前提下，如依據前幾年的基礎建設支

出比率去推算，泰國在 2007-2009 年公共支出分別是 544 億、620 億、673 億美

金。而 2007-2008 年用在各項建設的可能預算額為：  
 

項目 預算  (百萬美金) 
交通 10974.05 
陸上交通 9644.21 
航空交通 1329.813 
能源 385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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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算  (百萬美金) 
農業與灌溉 3058.712 
民生及工業用水 303.9302 

 

一、交通與都市規劃  

交通和通信建設一向佔預算總額百分之六左右的比例，應不會因政權更

換而變化太多。2004 年初泰國政府訂定相關五年計畫，預計投入美金 385

億在交通建設，包括公路、鐵路、子彈列車和國際機場。而且這些建設，都

會和鄰近的國家，協力達成整體的運輸網絡，甚至和整個亞歐大陸的交通體

系接軌。除了交通之外，為了改善泰國大都市惡名昭彰的交通問題，泰國政

府也將投入二十五億美金，建設衛星都市以抒緩大都市的人口壓力。  

二、能源  

泰國能源主管機關預測在未來十年內，國內所需電量會增加 200 億瓦，

而目前總發電量約 260 億瓦，明顯可見泰國將要擴張 77%產量。2004-2010

年間預計有四間電廠將會完工，  2011-2015 年間會有十八間電廠完工，這

些電廠發電量應可達到 126 億瓦的水準。此外，泰國正積極開發天然氣能

源，預計在 2008 年前，最多可興建 180 座天然氣鑽取平台，並完成第三階

段的天然氣管系統鋪設。  

 

2.3.7 越南 

依據越南計畫投資部於 2006 年公佈 2006-2010 年經濟社會發展計畫（The 

Five-Yea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2006-2010）中，五年期間內其 GDP

年平均增長 7.5%-8%，並在 2020 年前為成為「現代工業國家」目標奠定基礎。 

2006 年越南的股市漲幅程度為亞洲第一，經濟成長率也連年達到 7%以上。

對許多投資者而言，越南已成為中國之外，東亞最被看好的投資地區。越南政

府不斷開放外資進入，減少許多限級和干預。而在加入 WTO 之後，在關稅方面

對廠商也有利。並且，東協加上中國大陸，不但在 2010 年將成立自由貿易區，

而且各項的交流也愈來愈密切。除了國際情勢之外，越南廉價的勞工，和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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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理位置，都是各國找尋生產基地時，優先想到越南的原因。越南雖然仍是

貧窮的國家，基礎建設還在起步階段，但是對其政府來說，只要維持當前的局

勢，持續發展和成長不是難事。在五年經建計畫中，總投資額將可達 1600 億美

金，其中本國投資額占 65%，外來投資 35%。如果論類別，民間部門投資佔 69%。 

在 2006 年底，越南政府發布消息要開辦二十二項重大公共建設，總值約 44

億 美 元 ， 並 且 向 日 本 政 府 尋 求 34 億 美 金 的 官 方 發 展 援 助 金 額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  

一、道路建設  

越南政府當前的建設目標是讓所有商業中心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道路

可全年通行。公路方面，特別加強商業地區、山地、以及與外國相接的道路

建設，並確保重要幹道全年可以通行。城市道路方面，政策目標是達到每平

方公里有 3.5-4 公里長度。至於金額方面，總額甚難統計，但光是河內到海

防的高速公路系統就要 1.7 億美元，而預計 2025 年完工的全國高速公路網，

其預算高達 228 億美元，各省分也有其道路的擴建和維修計畫，金額有自數

億美金到數千億美金不等。  

二、鐵路建設  

越南政府計畫將持續更新現存的鐵道系統，並增加新鐵路連結至新開發

工商業地區。越南鐵路公司計畫在 2005-2010 年間，在胡志明市和河內地區

建造 880 公里的高速鐵路系統，總投資約 300 億美金，另有一計畫將在

2010-2015 年興建 Saigon 至 My Tho 鐵路，長達 87 公里，並需要投資 4.5 億

美元，以取代 1881 年建成的舊鐵路。河內市區將興建 129 公里的市區鐵路

以解決交通擁塞的問題，預計需要 22 億美元。當中，日本和韓國政府均承

諾將提供越南大筆貸款，資助越南河內到海防間的鐵路建設，施工時程為

2006-2020 年，總預算約 50 億美元。  

三、航空工程  

航空交通需求在越南也不斷地提升，從人次到貨物，每年都以百分之十

左右成長。全國目前至少已有六個超過美金億元的機場建設計畫在籌備或是

進行，而超過美金千萬元的建設計畫也有十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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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利工程  

越南工業區多半集中在南北兩個三角洲，該地區為低窪區，需要完善的

排水系統，已列為五年計畫之重點建設項目。除此之外，越南政府仍然持續

加強供水系統、污水處理相關建設，以幫助工商業者及民眾取得乾淨的工業

用水與飲用水。  

五、住宅都市  

越南社會主義政權在住宅都市政策方面顯示無遺，當地政府表示將在未

來五年內清除貧民窟、興建住屋以滿足住屋需求，並清除或修理不堪居住的

房舍，當中低收入戶住宅在未來兩年之內就會完成十萬戶。另外為促進商業

發展，政府將在大都市增建 280 萬平方公尺的辦公面積。   

六、海港工程  

越南海岸線相當長，航運十分便利。自從工業加工出口開始發展後，每

年運貨量都急速成長，惟海港吞吐量和設備都跟不上需求。政府和世界組織

都積極籌款建設新港口，並將港口設施現代化且更新裝卸貨機具。而在港口

的承載能力方面，越南政府的計畫是在北方港口將增建 60-70 百萬噸，中

部港口為 40-50 百萬噸，而南部是  90-100 百萬噸。目前幾個最大的計畫如

下表 :   

表 2-13 越南重大港口建設 

工程名稱 年期 金額（百萬美金） 
Ba Ria-Vung Tau province 2006 年 開始 $160 
Saigon Premier Container Terminal 2008 年 開始 $249 
Tan Thanh district 至 2020 年 $191 
Gemadept Dung Quat International port 2006 年開始 $35.9 

資料來源: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Ltd.（2007）Vietnam Infrastructur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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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潛在目標市場 

3.1 前言 
綜觀全球營建產業，目前最受亞洲廠商青睞的不外乎有中國大陸、印度、中

東國家以及幾個東南亞開發國家，儘管部份東歐及南美國家工程市場發展蓬

勃，但因風俗民情、地理位置、語言等與亞洲國家相差甚遠，多被視為風險偏

高之潛在市場。如前文提及，中國雖有蓬勃商機與廣大市場，國外營造廠卻因

其執照限制以及無法與當地廠商低價策略相競爭，而不得其入；建設開發公司

及建設師事務所雖也面臨類似問題，但仍可透過與當地公司合作、廣交政商人

脈而取得業務機會。工程顧問公司與營建物料廠商是日前台商前進中國發展最

順遂的一群，惟在當地廠商數量及技術能力追趕之下，利潤空間逐漸被壓縮。  

相較之下，印度、越南營建市場雖不如中國市場蓬勃，但國土多未經開發，

基礎建設不甚完善，且市場競爭程度也較為不激烈。其次，印度、越南政府因

財務困難，需要外資挹注並協助開發，逐漸開放限制法規與條件，對外資態度

也較為和善，實有發展空間。另一個將被探討的國家為阿拉伯聯合大公國，阿

聯大公國近年備受矚目，杜拜、阿布達比營建市場快速擴張，超大型工程

（Mega-Project）及開發案持續進行，工程規模及數量可與中國相媲美。與越南、

印度不同的是，阿聯政府積極投入大量資金在基礎建設、交通運輸、海水淡化、

工業區及商業開發，民間企業則專注於娛樂休閒開發案以及房地產建設市場，

仰賴國外廠商的則是其技術能力、機具設備以及原物料供應，重視的是施工時

間與品質的掌控。  

由於國內廠商在拓展海外市場，當地政治及經濟條件通常是關鍵的考慮因

素，因此，下文將逐一介紹印度、越南以及阿聯大公國整體環境、政治制度、

經濟措施以及營建市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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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印度市場環境因素探究 
上一個世紀印度給世人最深的印象，除了與巴基斯坦的衝突之外，恐怕就是

大量人口與遍地貧窮。然而從最後近年開始，印度在展開一連串自由化經濟改

革後，熱錢持續湧入且開發快速，印度靠著其廉價的人力，英語能力以及優秀

的工程師，吸引到各種科技相關企業到其國內設立生產線，或設立委外服務

（Outsouring）及軟體設計基地。根據亞洲開發銀行資料顯示，2000-2005 年間

印度平均年成長率高達 12%，並預測 2005 年至 2010 年間將成長 25~35％。  

表 3-1 為印度的基本資料，下面將就因印度當局的政治、經濟、社會人文及

科技發展等四大層面加以深入探討。  

表 3-1 印度基本資料彙整表 

項目 基本資料 
土地面積 3,287,590 平方公里 

人口（2006年7月） 1,095,351,995  

人口成長率 1.38% 

識字率(十五歲以上) 全人口59.5%，男性70.2%，女性48.3% 

GDP 796.1 billion USD 

GDP成長率 8.5% 

人均所得（PPP） $3700 

產業結構 農業佔60%、工業12%、服務業28% 

失業率 7.8%（約五億勞動人口） 

語言 英語(官方語言)以及印度語等十五種語言 

工業產品 
紡織品、化學藥品、食品加工品、鋼鐵、交通

工具、水泥、礦類、石油、機具、軟體 

 

3.2.1 政治層面 

一、國家政局 

印度政局的不穩定來源有三，除了做為民主政府必定會有的政權不確定性之

外，印度對巴基斯坦在喀什米爾問題上存在的爭議，至今未息；且國內印度教

徒和境內的穆斯林所爆發的衝突有時會升高達到對立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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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度國內政局方面，出身 BJP 黨的上一任的總理，帶來了一波高成長的

經濟，卻忽視了貧民的需要，導致貧富差距日益嚴重。巴基斯坦方面則自從總

理穆夏拉夫 (Pervez Musharraf)上任之後，印巴之間的衝突日漸趨緩。印度近年

來發展經濟有成，也不願有戰事打亂經濟帶來富裕的腳步。至 2006 年底，巴基

斯坦總理穆夏拉夫公開宣布，若是印度也宣布放棄對喀什米爾的主權，巴國願

意讓喀什米爾獨立。此項宣言對於雙方整體經濟預料將可產生間接的正面效益。  

二、行政效率 

印度至今行政效率仍然不高，根據世銀研究報告指出，東南亞國家申請成立

企業，平均需經過 7.9 個機關核可需要花費 35 天，但在印度卻需要經過 11 個機

關核可且平均要花費 71 天。造成行政效率不彰的原因普遍為組織分工設計不

良、人力與資源不足、考評方式與官僚習氣不佳等因素。  

雖然印度的行政效率不彰，但預期將可藉由工商業各方面的發展，促使行政

機關主動或被動的精進其效率。而印度政府也開始執行相關計畫以增加各機構

的課責性，包括制定明確政策以及另設管制考評機構，各自制衡，並且進行政

府組織調整，減少功能的破碎化與組織混亂職掌分配，預料將可藉此促進行政

效率上之增進。  

三、貿易與投資障礙3 

印度與投資有關的法條，包括了《1934 年印度儲備銀行法》、《1991 年工業

政策》、《1956 年公司法》和《1961 年所得稅法》。和外匯有關的法條包括《1999

年外匯管理法》、《2000 年外匯管理 (外國人證券轉讓和發放 )規則》、《2000 年外

匯管理 (在印度設立分支機構、辦公機構或其他商業場所 )規則》、《2000 年外匯

管理 (保險 )規則》等。  

（一）關稅制度不善  

印度的關稅在全世界各國之中屬於偏高，2004 年的關稅總稅收約進口

貨品價格的 25%。且印度關稅資訊管道非常分散，並沒有單一主管機關出

版官方的全面關稅資訊，業者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力量蒐集相關資訊。若再

                                                 
3設有投資上限及特別規定的產業別一覽表，申請營業流程，以及相關機構，可參<<印度投資環境簡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編印, 中華民國 95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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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關稅稅率不透明、關稅作業非常不公開、關稅驗收沒效率等問題，現有

的關稅制度恐對外資投資產生負面影響。  

（二）貨幣管制  

印度的外匯現金帳交易並不全是自由的，企業必須在取得主管機關 -印

度儲銀 -同意後才可進行貨幣交易，對任何與金融貿易有關的經濟活動而

言，恐造成相當大之不便。就公共建設而言，除非資金來源是國際開發機構

如世銀，否則多以盧比付款，對外商甚是不利。  

（三）投資限制  

雖然目前已有改善，但相較他國，印度政府仍高度限制甚至干預外國資

金對特定事業之投資如鐵路、道路運輸以及房地產業等。限制條款包括：經

營 FM 廣播的公司，外資不可超過 20%；電信或通訊產業外人持股比例由

49%的上限調高至 74%；營建產業的外國人投資並沒有上限，但若獨資，其

資本額應在 1,000 萬美元以上，合資者為 500 萬美元；航空業外國人資金不

可超過 49%。另外，且為防止外資炒作房產，政府禁止將土地售與外資或

外籍人士。  

（四）外國直接投資 (FDI) 

在 2005 年，印度政府鬆綁外國直接投資之相關規定，允許百分之百由

外國人掌控的企業投資印度，並且同意外資可在投資的三年後，將獲利匯回

母國。投資印度的資本額下限也經立法下修。政府把所有產業分為三種：外

國可直接投資不用申報，需經由政府批准，以及禁止外國投資，其中與營建

產業相關者，僅只房地產經營被列入禁止外國投資，其餘皆屬經由政府批准

的類別。  

（五）政府採購與公共工程  

為保護其國內技術和成本控管還不到國際水準的產業，印度尚未加入

WHO 的政府採購協定。普遍而言，該國政府採購流程並不透明，且政府採

購決策也明顯偏好國內廠商。根據印度採購法規定，只要國營事業的標價在

最低標的百分之十價差之內，都可由國營事業優先得標。因此在公共工程案

件，除非國內業者未具有承攬工程的技術或資金，否則多由國內廠商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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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經濟層面 

一、總體經濟現況及預測 

過去十年間，印度總體經濟成長不斷上看新高，其中 2005 年經濟成長

達 8.1%，2006 年更高達 8.5%。加上近年消費成長率約 8%、固定資產成長

率達 8.5%等數據也可展現印度經濟成長之強勁態勢。展望未來，世銀資料

顯示印度在 2006-2010 年的經濟成長率將會高達 8%-8.5%，但須滿足兩項前

提條件：  

1. 印度必須加速其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基礎建設如供水、電源、通信、

道路、鐵路、港口到機場之更新或擴增，以面對高效率經濟體的需求。 

2. 印度政府必須持續解除對市場不當的管制條款，並加速民營化，或提高

企業之生產效率。  

二、貨幣政策 

印度近幾年通貨膨漲均維持在 4%上下，即使在這幾年經濟發展快速的階

段，並未出現像中國之高度通膨。是以，印度目前尚未感受到過熱壓力，其國

內貨幣政策也因此維持相對寬鬆的局面。  

探究印度之所以物價水準並沒有過熱，是因為雖然需求上升，但供給在同時

也有所成長。由兩個數據我們可以看出印度現在新加入市場的生產力，對於平

抑物價的影響力，在 2005 年雖然零售物價成長指數為 7.6%，但其權重只在

14.2%，而製造業產品物價成長為 2.3%，權重卻有 63.8%。  

在全球貨幣政策相對緊縮的情況下，印度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容易導致其幣

值下跌。再加上外界普遍預期通貨膨漲的情況之下，印度若維持太低的利率，

也會影響到其幣值，進而影響進出口。目前印度政府已經將利息提升，以為因

應。印度最大的私人銀行 ICICI 的基本放款利率 (Prime Lending Rate) 由 3 月的

11.75%-12.75%調高至 12.25%-13.25%，反映了這樣的政策效果。  

在等待許久之後，印度政府終於引入房地產投資信託基金 (Real Investment 

Trusts, RITs)，預其會造成印度房地產市場一段時間的榮景。RITs 是一家從事收

購、建造、管理和出售房地產的公司。這一方面可以讓投資人得到透過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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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房地產，另一方面這也會讓市場得到成本更低的資金，並且在房地產市場

中造成改革。  

三、財政政策 

印度政府目前並不太有預算上的壓力，因為其通膨問題不嚴重，且經濟成長

率很高。雖然如此，但印度政府去年以來，仍然希望對其預算做嚴謹的控制，

以維持合理的公債比例。其 2006 年的稅收，為年產出的 11.2%，比前一年 10.5%

略高，而政府的支出佔年產出的比例會維持一定。於是，該年會有盈餘來彌補

其財政赤字，大約使其公債減少 0.3%GDP，也就是由 4.1%下降到 3.8%。  

除了在數值上會有改變，在內容上印度的財政支出方向也有改變。為了滿足

其政府對消除貧窮與減輕貧富差距的承諾與政策宣誓，印度政府花較多的錢在

社會計畫上，如教育、健康，鄉村就業等。這方面的支出，2006 年比前一年增

加了 43.2%。而鄉村的基礎建設預算也比前一年增加 54%。  

四、稅賦政策 

印度政府的稅政改革並不是加稅，除了在關稅方面的削減之外，政府想達到

的目的是透過邊際稅率的調整和會計方法改變，達到稅政方面的正確性及效率。 

（一）土地稅改革  

從前財產稅太過粗糙，常造成稅賦不公的問題，現在印度政府修正的方

式，是將各種該考慮的變因，納入土地稅徵收的計算之中。包括土地的地點、

建物年限、建物種類，以及建物使用方式等。這樣的計稅方式，可以為政府

帶來更多稅收，且稅捐是針對那些土地因工商業發展而增值的地主，並不造

成貧民的負擔。  

（二）會計方法的改變  

引進西式的會計方法，也就是說謂的「複式簿記」制度 (double entry 

system)，可以認列應收及應付帳款，所以更為正確地表達企業的資產。除

此之外，相關的會計方法的改變，還涉及零基預算，財務報表、存貨記錄等

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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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減稅政策  

在上個世紀大半的時間之中，印度一直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用高

關稅保護國內企業。但現在印度積極與世界產業整合，也就必然地調降關

稅。各種原料的關稅明顯調降，其中包括營造建築方面的材料，如鋼材、水

泥、金屬、石油、大理石和花崗石等。  

（四）免稅政策   

從事基礎建設可享十年免稅優惠，基礎建設包括了：港口、機場、高速

公路、橋樑、鐵路、內陸水道、內陸港口、供水計畫、水處理、灌溉、衛生

下水道系統、土壤廢棄物管理等。不但經營之公司本身免稅，其投資公司或

創投基金亦免稅。  

投資於自由貿易特區 (Free Trade Zones)、電子硬體園區 (Electronic Hardware 

Technology Parks, EHTP)、軟體園區 (Software Technology Parks, STP)等地點，出

口之利潤有十年免稅期。若投資於特別經濟特區，前五年免稅，兩年免稅 50%，

再之後的三年，若符合特定條件，也可減稅 50%。  

投資於落後地區，如印度東已各州，可享十年免稅，運費補貼，品管設備免

稅，若投資額超過兩億五千萬盧比，可有六百萬盧比的投資補貼，以及部分利

息補貼。  

五、金融政策 

印度目前從中央到地方，有各種的公共建設計畫正在推行，其是否能得到融

資支應，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在更早之前，印度的各級政府的建設，都是靠預

算支應，沒有預算，就不能做事。但是自從 1996 年，一個基礎建設商業化計畫

(Commercialization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之後，政府部門開始發行公債，向

私人部門融通資金。  

ICRA Ltd.和 CARE 這兩個信用評比機構，發展了一套可靠的模式，評量政

府部門的信用。至今，許多的地方政府已經成功地向私人募集資金，而且除了

少數之外，它們發行的公債都不需要上級政府機構或是公營銀行的背書。這顯

示了，無論是印度的前景，還是其公共管理的能力，都讓這些私人金融機構相

信，他們可以在未來得到預算，或是從營運之中得到資金，償付目前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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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看來，印度基礎建設相關部門的現金流量以及信用評比，都是愈來愈受到

信賴，而向外貸款募資進行建設，這也將愈來愈普遍。  

六、營建相關重要產業及發展態勢 

（一）軟體代工服務業  

從 1970 年起，印度開始接受外國軟體設計的代工。這二十餘年來，印

度當地的軟體業者，已從承包者慢慢蛻變成可以獨當一面的軟體公司。整個

軟體產業估計也將持續高成長，軟體公司目前有一個趨勢，將廠區和公司移

往衛星都市或郊區，以避免大城市的混亂與擁擠，這將擴大高級廠辦大樓的

需求。  

（二）電信通訊業  

印度的電信業尚在起步階段，先進國家電話密度接近 100%，全球平均

密度為 29%，而印度只有 12.2%。其中有線電話用戶近五千萬，而無線電話

用戶超過八千萬。這樣的數目相較其全國人口，可以發現其成長的前景簡直

無可估計。各電信公司，在印度各地積極鋪設傳輸線路，其計畫是以千萬條

計。隨著印度生產毛額日增，其國內工商活動日益快速頻繁，其通訊方面的

需求和未來產值，其實目前還無法準確估計。  

（三）汽機車工業  

在 2005 年印度轎車和休旅車銷售量首次超過百萬，而印度經濟產值不

斷高速成長，而且道路等基礎建設成為國家重要發展項目，汽車工業前景也

極為看好。日本鈴木汽車將與印度最大車廠在新德里設立年產 25 萬輛的車

廠，而第二大車廠將與韓國現代汽車合作將產能上推年產量 40 萬輛。而福

特、BMW 以及其國內其他廠商，都投資擴大產能，而且生產種類，不只轎

車或小型車，還有商用車和大卡車以及機車。對各廠商來說，在印度的生產

中心，不只供應印度本地所需，還可以外銷至東南亞等地。是以印度汽車業

的建廠投資案，前景非常看好。  

（四）原油價格  

關於印度經濟前瞻的資料之中，最具不確定性的，就是油價。近年來，

雖然在短期之中有上下波動，但大體而言，油價幾年來持續走高。雖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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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都面對油價上升，但受害較深的，還是開發中及收入比較低的國家。

另外，高收入國家，其購買力比較強，其需求彈性相較之下比較不敏感。而

在所得較低的國家，物價一旦隨著油價上漲，該國國民的消費能力就得大打

折扣，就算廠商把油價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下降的消費又將拉低生產者的營

收，於是生產者也將減少投資減少生產。有報告指出，如果油價明顯上升，

這將削減對印度的 GDP 成長率削減零點五到一個百分點。  

 

3.2.3 社會人文層面 

一、人口量 

根據統計，印度在 2007 年人口預計將可達到十一億人，僅次於中國，是世

界第二大人口國，占全球人口六分之一強。相對其國土僅為陸地面積 2.42%，人

口密度很高。就人力品質而言，在印度投資設廠，雖然仍有可能有高水準的人

力，但其大部分的工作人口素質並不高。  

二、文化風俗 

就法治及社會秩序面而言，印度社會大致安定，但因為社會中大多數人仍然

缺乏教育、文盲眾多，多數民眾無論禮節、衛生或是信用都遠不及開發國家水

準。  

對外商態度方面，在幾千年的歷史之中，印度這個次大陸有多次其他民族進

入並且長期統治的歷史，包括希臘、阿拉伯、以及蒙古，最後是英國。是以印

度已習慣和不同文化的人相處，並尊重多元文化，至今猶然。今日，外資為印

度帶來富裕和發展，印人更少排斥。  

三、健康、衛生水準 

和許多貧困的國家一樣，印度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在全球的比較較之下，

處於比較不佳的情況。其中兩項原因為基礎衛生以及醫療知識技術。  

基礎衛生包括自來水系統、下水道系統、垃圾處理及汙水處理系統。這些基

礎建設並不完善。是以，每年有近三千萬人，死於衛生相關疾病；兒童的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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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中，五個和水源汙染有關；傷寒、痢疾、腸胃炎、黃疸、以及瘧疾，可以

殺死近五分之一鄉村的兒童。  

 

3.2.4 科技層面 

（一）通訊  

在 2004-2005 年之間，電話通訊服務有長足的進步，通信費率與手機價

格也不斷下降。而服務品質–這在通訊服務之中，可能比價格更重要–這一點

也有顯著的改善，尤其是在電話或手機的服務上。不過，在電腦資訊的傳輸

方面，其服務網絡的末端，還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二）供水  

供水問題對印度農業以及大多數工業來說，仍然是一大限制。因為印度

政府在財政和資源上的短缺，他們直到今日，都尚未把自來水建設做得完

美。雖然城市裡，自來水接管的工程已近百分之百，但接了自來水管，仍不

表示隨時有水可用。水質方面，水質不一定好，因為水管中的壓力不足，自

來水常被污染。而且印度自來水的處理成本也非常高，其自來水在運送過程

中，浪費和流失的比例也非常可觀。這些都顯示，印度的供水系統仍然需要

改善。  

（三）電力  

無論是哪一個領域，商業、工業、醫院還是教育幾乎都長期地因能源的

問題所困擾。而且因為個人收入漸增，用電的方式也從原本工作、照明，增

加了通訊、娛樂、交通等各種需求。但印度的發電量並沒有趕上這個需求，

印度的供電量不但不足，而且供電的品質非常不穩定。電壓沒有控制在固定

伏特的結果是，許多的電器可能因此燒壞。而不足又不穩定的電量，常迫使

有持續用電需求的業者，自行使用發電機發電，於是造成更多的空氣與噪音

污染。在這種情況之下，印度政府也沒有推行合適的電力管理。公家單位和

大公司，常常可見到電燈在沒有人的房間開著，或是一年到頭開著強力而耗

能的空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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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路  

印度有三百三十萬公里以上的公路系統，僅次於美國的六百四十萬公

里，距中國的一百八十萬公里多出甚多。其道路系統，運輸了 65%的貨運

以及 85%的人員，未來也將成為印度近幾年維持經濟高速成長時的運輸主

力。在專家的預估之中，在 2005-2010 年之間，其小客車的需求，每年將成

長 12%。汽車數量的成長，同時也造成公路的需求擴大，今日仍持繼在進

行中，而且被放在相當高的重要順位。  

（五）鐵路  

和其他的運輸方式比起來，印度的鐵路是少數，有供給大於需求問題的

運輸方式。因為航空與道路運輸的成本下降，而品質也不斷提升，所以鐵路

不斷流失客源，不論是在運貨或是載客皆然。印度當局面對這個情況，其策

略是展開與私人建設公司的合作計畫，建更多的鐵路，增加更多點對點的運

輸便利性。  

（六）港口  

在 2000-2004 年之間，全世界船運業每年平均增加 10.6%的容積，但仍

然趕不上這段時間內，東南亞及中國高速發展成長帶動的運輸需求。而運輸

量增加，港口的規模與作業能力，也要同樣提升，才能對應逐日增加的運量。

而航運業者，也在整合上下游的運輸業者，希望更快地達成點對點的運送。 

（七）航空  

因為運輸需求激增，印度政府面對機場擴建或建新機場的需求甚殷。德

里與孟買都有增加機楊跑道，而加爾各達與清奈都在興建機場。另外尚有

25 個較小型的機場，已經決定興建，而還在準備之中。  

 

幾乎無論是在哪一方面的基礎建設，印度都有供不應求的問題，尤其是電

力。印度政府也已了解這個事實，並且其基礎建設委員會已經決定要在未來的

五到七年之間，用兩兆六千億盧比投入港口、高速公路及機場的建設。  

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印度政府已經計畫用三個融資方式達到建設的目

標。第一是公私夥伴關係，如 BOT，由私人建設、營運，再由政府買回。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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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一些建設，可能難以回收成本，印度政府會投入財政支援補貼。第三，某

一些建設，未來有獲利的空間，但目前廠商可能難以籌到足夠的資金投入建設，

印 度 政 府 成 立 了 印 度 基 礎 建 設 財 務 有 限 公 司 (India Infrastructure Finance 

Company Limited；IIFCL)，提供這類建設公司資金的融通。所以這些基礎建設，

不但是日後發展和建設的基礎，現在也是許多公司投資的機會。  

 

3.2.5 營建產業現況 

一、營建產業產值 

營建產業的營業額大約佔該國總產值的 6%。其國內營建產值每年平均成長

9.5%，也是全世界最高的，房地產市場的年成長率更在 2005 年成長 30%，達到

一百六十億的水準，而房地產也預期在 2008 年到達 500 億的水準。而該國前十

大營建業者，在 2005 年，就占了該國營建業總盈收的 75%，而且仍持續取得公

共建設合約和外國投資的機會，以增加其市場佔有率。印度營建業的榮景可以

從以下的事實或是數據中得到印証：  

1. 在 2005 年，印度是世界營建產業成長率最快的國家，無論是在公共建

設，還是在房地產市場。而且幾乎所有的重要公司，其營收成長率都達

到兩位數。  

2. 印度在公共私伙伴關係 (如 BOT)方面，對營造業者來說是很友善的環

境。  

3. 印度引入了房地產投資信託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以刺激資本

市場，並且加速了房地產的成長。  

4. 重要的技術，如預拌混凝土，3-D 模型，都逐漸普遍。  

5. 營建產業在印度一般估計可以有每年 8.9%的成長。從 2005 年五百億美

元的營收，成到 2020 年可以到達一千八百億。  

6. 全世界資訊科技 (IT)及資訊服務 (IT enabled services, ITES)企業，紛紛在

印度設立營業據點。光是相關產業在建築方面的需求，預計在 2010 年

之前，還有建設一億五千萬平方公尺公司廠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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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私領域的伙伴關係，在印度的營建業有非常良好的環境。外國企業將機

器設備引入印度，不用付關稅。而二十年期的 BOT 開發案，其中有十

年是可以不用交稅。  

 

二、印度營建產業趨勢 

因為各種其他產業成長快速，所以各種的建設也都面對大量成長的需求，包

括住宅、商業、零售、倉貯和貨運、工廠、醫院、和基礎建設。住宅方面，僅

2005 一年，房地產價值成長了 15-20%，包括市郊和小鎮。其價值成長的原因，

也包括了建築品質提升，以及其他房屋建設的改善。零售業市場在 2005 年成長

率到達 25-30%，這也暗示了各種製造廠商和賣場的建設，在日後可以說是大有

可為。2005 年印度境內有 96 家大賣場，並有兩千萬平方英呎的賣場面積，而在

2007 年，預估會有 358 家，而展場面積可以達到八千八百萬平方英呎。而家具

業、消費耐久財以及藥廠的投資，也非常被看好。  

產業人口方面，印度雖然人口很多，但大規模的工業發展，仍然造成了土木

業技術工人極度短缺。土木業技術勞工人力大約少於需求約達 20-30%，從

2006-2011 年將面臨 30-40%的工人短缺。也因此，過去五年間，技術工人的工

資上漲了百分之一百。造成印度土木技術人員不足的原因，其一是中東比較富

有的產油國家，用較高的薪水，從印度僱用大量的土木技術工人，造成了磁吸

效應，使印度本地的技術工人不足。另一個原因是，印度的技職學校教授木土

的科系仍不足。  

土地所有權方面，至今，印度政府仍然不核發對土地或是房屋的所有權。目

前，有三個新法案 : 土地轉移法案 (Transfer of Property Act)，印度登記法案

(Indian Registration Act)，以及印度証據法案(Indian Evidence Act)。企業在面對

土地所有權議題時，仍然面對很多困難。現在印度掌管都市土地所有權的，是

地區法院。但地區法院並未如預期地為了公眾利益公正地管理土地，反而限制

發展並且壓抑土地買賣，將售價抬高，以極大化他們的私人利益。  

稅制方面，印度在 1961 年訂定的所得稅法 801A 款中規定，建造基礎建設

的公司在十五年內的前十年，可以享有稅賦的減免。關於這一個條款，卻有很



我國營建產業進軍海外市場拓展業務之利基及可行方向研究                             期末報告         

 56

多種解釋，而且各地的政府立場與態度都不同。有些認定這一條適用於所有基

礎建設營建業者，有的認為只適用於 BOT 業者，有些認為這是適用於能擁有該

建設所有權的業者。而各地政府看法不同的情況之下，結果是，就算廠商想守

法，也常常在不同的解釋之下，被視為違反法令而受到財產損失。  

 

三、營建產業相關技術 

雖然資訊產業在印度發展得日新月異，但當地的營造產業卻還沒有學會如何

妥善運用這些強大的工具。手繪工程圖在當地仍是常見的，就算有電腦繪圖，

也多半是二維。三維的設計圖非常少見。當地人也還未習慣把一個營建案所有

相關資料整理在一個共用空間的習慣，使資訊的共享與交流很不方便。  

遠距操控及運算計術，使用電腦來做檔案管理、專案管理與自動控制系統，

在印度都還在初始階段。工地的管理，通常靠手繪工程圖和電子郵件，但這又

會造成管理人員常要從工地抽身離開。如果遠距運算技術做得好一些，有軟硬

體可以幫助管理人員在工地傳送及接收工程圖及檔案，可以解決許多管理的困

難。  

在建材方面，在印度已經看得到玻璃建築，尤其是大都市之中。印度也在嘗

試使用許多新發展的建材，但其實西方和北方國家開發的材料，常常並不適合

炎熱多雨的印度使用。  

在許多國家已經廣為使用的預拌混凝土技術，在印度正在開始試驗及採用的

階段，不過因為這樣的技術，明顯地比較有效率，比較節省時間、空間、人力

以及更為環保，所以預計應會很快地被廣為使用。  

 

3.3 越南市場環境因素探究 
在 1986 年之後，越南政權決定採取中國及其他共產政權最後都走上的道路 : 

自由化、私有化、貿易與開放。在此之後，越南吸引愈來愈多的外資，憑籍其

天然資源和大量人力，今日，越南成為東南亞經濟成長率最驚人的地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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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越南最基本的一些資料，整理如下。其他的分析，將分為政治、經濟、

社會人文及科技發展各層面加以探討 : 

表 3-2  越南基本資料彙整表 

項目 基本資料 
土地面積 329,560 平方公里 

人口（2006年7月） 18,402,966 

人口成長率 1.02% 

識字率(十五歲以上) 90.3% (十五歲以上)  

GDP 48.26 billion USD 

GDP成長率 7.8% 

人均所得（PPP） $3100 

產業結構 農業佔60%、工業12%、服務業28% 

失業率 2% 

工業產品 
食品加工、成衣、製鞋、機械、礦石、煤、

鐵、水泥、化學肥料、玻璃、輪胎、石油 

 

3.3.1 政治層面 

一、政治情勢與動向  

相較東南亞的民主國家，越南因為其一黨專政的性質，呈現非常安定的局

面。其國內政局也相對平靜，並沒有內戰、沒有種族衝突、沒有恐怖主義滋事。

在 2006 年第十次共產黨大會之後，針對營造產業，相關政治方向主要著重於經

濟自由化，即黨代表大會正式地承認私人企業對國家的貢獻，不但將私人企業

以及國際經濟更多納入其國家計畫的考量之中，而且宣誓性地表示越南將要成

為一個「市場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  

 

二、重要經貿政策  

越南於 2006 年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為符合 WTO 相關規範，越南當局採取

許多對應措施，表明他們不只是在宣示中對企業有善意，他們也有真正的行動，

將經濟體向市場的方向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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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年，全國代表大會通過《聯合企業法》 ( Unified Enterprise Law)和

《一般投資法》 (Common Investment Law)，主旨都在取消不必要的投資貿易限

制。最重要的改變在於將禁止投資的產業與營業項目改為負面表列的形式，也

就是除了表列的項目之外，其他的產業都可以任意進入。而在 2006 年生效的新

版《進出口稅法》以及《海關法》，內容有助促進關稅制度透明化，並且省去不

必要的報關流程，減少行政人力的浪費。  

 

三、肅貪改革  

越南的貪污情況嚴重，且由於營造業者是最容易受到貪污官員威脅的產業之

一，從工地、材料採購甚至到設計作業，都可能因為貪污的官員而付出更多成

本。所以，貪污不只是一個國際形象的問題，這甚至影響到了外國到越南投資

的意願。不但是貧窮社會的徵兆，也是讓社會持續貧窮難以發展的重要因素。  

 

四、國營事業改革  

當越南政府開始重視效率的時候，它發現其國營事業非常沒有效率，這是所

有國家都會發現的現象。如果一個企業因為有國家的支持，所以不會倒閉，其

中的經營者當然有可能不盡力爭取營收，也不盡力節省成本，甚至可能在採購

與交易之中，故意放水給交易對象。例如越南交通部下屬的兩百餘家建設公司

之中，就有約一半的公司，長期地虧損，有嚴重的財務問題。要是在民間企業

發生這種情況，其業主可能早就倒閉申請破產了。但因為它是國營事業，所以

不但沒有退出市場，而且其低劣的管理能力從不改善，工程品質每況愈下，甚

至拖延工期。  

除了提高效率之外，私有化，也可以有助市場中的良性競爭，為民眾提供更

高品質而價格更低廉的服務。是以，從 2001 年到 2005 年，越南政府 5,655 家國

營企業之中，已有 3,590 家經過重整，其中 2,347 家，已經將其股權釋出給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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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及環境保護  

當發展到一個程度，越南政府愈來愈知道，工商業的發展，對於社會和環境

的衝擊。環境的衝擊不用多說，必然包括著空氣、水、和固體廢棄物的帶來的

污染。世銀就曾經估計，中國的發展在破壞大自然方面，其代價大約是全國產

出的 3.5%-7.7%。而社會的影響層面包括了，強制徵收土地造成的人口移動、外

族移入少數民族的地區、勞工的遷移等等問題。  

在 2006 年 7 月，越南的《環境保護法》  (Law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開始施行。依據這個法令，越南的建設或生產單位，都要經過環保單位評估和

檢核的過程。這個法令中也規範了，企業要如何通報申請檢核，如何申請廢物

排放的核准証照，並且規範了，在地居民有知的權利，也就是說，當他們詢問

的時候，企業要告知其污染物的相關資訊。最後，無論是環境或是社會方面的

衝擊，企業都要提出一套當地人可以接受的補償計畫，並提出措施，讓這個地

方，在建設和施工之後，附近居民的生活能比之前更好，而非更差。這個法令，

雖然和西方的規範相較之下，在書面上，幾乎是沒平麼差異了，但越南政府是

否可以確實落實，還是個問題。  

 

六、投資規範與限制  

在越南之投資需要參考的重要法令包括 : 《外國投資法》、《公司所得稅法 (修

正案 )》、《內河運輸法》、《競爭法》、《會計法》、《統計法》、《水產品法》、《反傾

銷法令》、《反補貼法令》、《食品安全與衛生法令》、《保護國內改進新植物品種

法令》，2006 年初生效的重要法令包括 : 《商業法》、《海關法 (修正案 )》、《進出

口關稅法》。而為了因應加入世貿組織，《知識產權法》、《增值稅和特別銷售稅

法》、《投資法》、《企業法》、《投標法》、《電子交易法》在 2006 年七月生效。在

2007 年初之後，又增加以下的法令規範 : 越南工程合約範本、越南投資法、越

南投資法施行細則、越南投標法、越南營造法。  

因當局積極吸引外資，而且因為在 2006 年十一月加入 WTO，近年來已慢慢

將其投資流程，從「申請」，轉成「登記」；不但致力解除投資限制，而且推出

許多貸款及法令上的助益，幫助外國企業在越南投資，例如在越南投資的利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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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匯出越南到別的國家，現在已經沒有問題。日後，其行政手續、效率以及政

策，可能還會改得更加簡便、寬鬆，而更趨明確與透明。  

目前仍然存在的限制包括 :  

（一）外國廠商從事經營不動產之公司章程資金至少為 100 億越盾 (約 60 萬

9,422 美元 )。從事投資興建新都市區及工業區基礎設施工程的投資業者，其

自有資金額應至少為投資案總金額之 15%。  

（二）政府採購  

越南政府採購和招標的程序仍不透明，而且其形式也沒有固定，公開投

標、限制投標、指定投標、直接售購、特別收購都有可能。而且其國內沒有

整理招標案件的資訊平台，只有少數會刊登於報紙 (英文與越文 )，這些是對

有意投資和投標的廠商不利的。  

（三）投資標的  

在少數越南有設投資限制的產業之中，不少和營建產業有關。如稀有礦

物開採與加工、石油、鐵路、海運運輸、港口、空運、公眾運輸、機場建設

(但 BOT、BTO、BT 等投資案不例入 )等方面，外國人的投資方式，限制為

合作經營，或聯營方式。  

（四）投資申請流程  

美國在 2006 年的貿易障礙報告之中，仍然認為越南的投資申請流程過

於冗長，太過嚴苛而且浪費時間，並且認為這南一種避免競爭，有利於國內

企業的保護措施。但這一點，越南應有漸進式的改善。  

（五）勞工僱用  

在僱用非越藉人員方面，其條件有二 : 全體人員的百分之三以下，並且

五十人以下。雖然受到多方抗議，但越南政府讓步的程度只到，允許少數產

業得以例外，並且其他產業的企業在申請之後，才可用更多非本地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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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經濟層面 

一、總體經濟前景  

（一）總體及各部門生產額預估  

過去一兩年間，雖然越南遇到了禽流感和旱災等不利情況，但生產毛額

的成長仍然亮麗。這讓各方對越南的信心更加充足。2006-2010 年的總體成

長率，預估可達 7.5–8.0%，工業成長率應有 10.0-10.2%，服務業成長率可

達 7.7-8.2%。各產業的相對產值也將有所變化。越南在電子或電腦的生產方

面的收益，在整體之中佔的比例將會愈來愈大，但是在成衣等工業方面，因

為中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競爭，將不會持續這麼樂觀。至於營建產業方

面，觀光業成長，房地產業，工業成長，和基礎建設，都帶動建築業發展。 

表 3-3  越南人均國民所得 

年 國民所得（美元） 物價指數（％） 
2001 414 0.8 
2002 436 4.0 
2003 472 3.0 
2004 542 9.5 
2005 640 8.4 

資料來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6）越南投資環境簡介 

表 3-4  越南進出口額 

總額 出口 進口 
年 

（百萬美元） 金額 
（百萬美元）

成長率（％）
金額 

（百萬美元） 成長率（％）

2001 31,100.0 15,100.0 4.5 16,000.0 2.3 
2002 35,830.0 16,530.0 10.0 19,300.0 19.4 
2003 44,875.0 19,880.0 19.0 24,995.0 26.7 
2004 58,457.0 26,503.2 33.3 31,953.8 27.8 
2005 69,110.0 32,230.0 21.3 36,88.0 15.4 

資料來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6）越南投資環境簡介 

（二）外銷  

因為國際油價上漲，越南的石油出口將會帶來更多的外匯。在 2005 年，

若用美金計價，原油銷售所得比前一年成長了 30%，這讓越南外匯差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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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直維持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但是在其他的外銷部分，某些國家對越

南採取的反傾銷關稅，將會使出口單車、衣料、成衣或是鞋類較為困難。  

（三）風險  

第一是徒具形式的貪腐改革，這會造成在越南企業營運的長期困擾。第

二是融資與信用貸款大量擴張，這可能造成的通貨膨脹以及不良債務—尤其

是國營銀行。第三是越南電力不足，尤其是 2005 年時的旱災讓水力發電量

下銳減，這造成了當時生產極大的困難。  

（四）私人企業  

越南對私人企業的態度愈來愈自由及正面，加上外國大量的投資，這造

就越南一波私人企業興起風潮。在 2005 年一年之間，38,100 家企業申請成

立。而在 2000 年，這個數字是 14,400 家，成長了不只兩倍。而 2005 年申

請成立的公司，其資產總額達 190 億美元。預估這樣的趨勢，在短期之內將

可以持續下去。且因為國營企業的績效持續不彰，越南政府已經計畫將三分

之二的國營企業加以私有化。這也讓私人企業在越南的運作更有保障。  

 

二、稅賦政策  

為了符合 WTO 的規範，以及鼓勵重要的投資活動，越南政府近年來不時釋

出減稅的訊息。  

2006 年九月起，有 117 類 400 多項的產品可以得到關稅減讓。主要是電子

類，汽機車零組件類。而事實上，為了配合 WTO 的要求，越南自六年前就開始

將關稅清單上 97%的項目，一萬餘項產品逐步減稅。  

越南對於加工出口區中的企業和從事高科技園區的基礎設施的企業，收取較

低的稅率（10%）。而從事 BOT、BTO 及 BT 之投資，則可以免稅 8 年。而某些

策略性質的貨物，也可以免除關稅，如機械、設備、相關零配件、越南無法生

產之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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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匯率與貨幣政策  

過去的幾十年之間，越南貨幣政策一向是浮動調控，也就是說，會有小幅度

的升貶值，但是大致上而言，相對美元，卻大約保持相同的匯率，而這個目標

匯率，在過去 2003-2004 年之間，並沒有什麼變動。  

但在 2005 年之後，因為幾個因素，越南盾的匯率走貶。在過去幾年，國際

油價上漲帶來了 GDP 的成長，但也造成通貨膨漲。因東南亞、中國以及印度快

速發展而價格上升的原物料，也帶動越南物價的上昇。並且，因越南與東南亞

國家、中國及印度，都在爭取製造產業的外銷訂單，而一個較弱的貨幣將有利

於出口。於是，既然局勢傾向通貨膨漲和外匯貶值，而當局也沒有誘因要逆勢

操作，所以，2005 及 2006 年兩年，通貨膨漲率分別到達 8.3%與 7.5%。  

但是，越南政府也並非什麼都沒有做。為了防止通貨膨漲到破壞投資環境的

地步，越南中央銀行還是有用貨幣緊縮的政策對應。在 2005 年，信用擴張的幅

度只有 25%，遠小於 2004 年的 40%。而廣意貨幣的成長，也有百分之十的縮減。 

在外匯管制方面，越南央行規定個人可攜帶美金七千元以下離境不用申報。

而超過七千元，要到越南商業銀行申請，但通常都會核准。越南的外匯，除了

外銷所得之外，還有兩大來源。一是在外國工作的越南員工，將賺到的錢匯回

國內，另一是外國之投資。雖然後者量比較大，但前者在 2005 年時也有三十二

億美元。這些外匯的總額，讓越南的外匯存底，在過去三年增加了一倍。  

四、財政金融  

投資在 2006 到 2010 年之間，預計投資會達到國民生產毛額的 38.5%(1998

年的比例是 29%)。而大量的投資也會促使銀行與相關機構更審慎地審核投資案

以及貸款。這應該會有助貸款與投資案的品質與生產力。印度政府本身的財政

政策，仍然會持續支持其開發建設與經濟成長。  

越南政府的赤字，在過去兩年之中，穩定地維持在生產滿額百分之二的情

況。而稅收約為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十二。這個情況，讓越南政府的債信相對

良好，而且投資人對越南貨幣的信心也較高。越南當局很擅於透過調控發展協

助基金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und)和其他各種基礎建設基金營造經濟的穩

定。  



我國營建產業進軍海外市場拓展業務之利基及可行方向研究                             期末報告         

 64

五、房地產市場現況  

越南目前房地產市場面對穩定而快速的需求成長。新住宅每年的需求約五萬

到六萬戶，商業大樓一直處於供不應求的狀態。而目前每年來越南的遊客約 350

萬人，五星級酒店和高級飯店每年需要約 7,000 個客房的成長量。雖然越南收入

仍低，房地產多半仍十分廉價，但已經出現一些房地產價格極為高昂的地段。

例如在河內商業區的房地產一平方米已達 4,800 美元的價位，而高級住宅一平方

米也有 1,200-1,800 的水準，但河內區內較未開發的地段如朔山縣，房價只有 80

美金一平方米。住宅方面，高級住宅的供應量較多，然而中低收入戶住得起的

平價住宅數量不敷需求，政府目前已介入建設中低價位住宅，並由銀行提供貸

款。  

但現在越南的金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尚未建全。金融市場方面越南股市規模

有限，而銀行對風險非常敏感而對放貸控制嚴格，而房地產公司規模不足，常

難得到銀行的放款。建案常常因為得不到銀行貸款而中止。在房地產市場方面，

正式的交易管道要收取高額的稅賦、手續費，房屋評估、法律諮詢等服務缺乏，

而且合法交易中心數量不足，分布也極為不均。而非正式的交易中心雖然數量

眾多，而且可避稅收，但交易憑証不統一也沒有法律保障。政府計畫與措施的

不透明，也助長少數投機分子獵取資訊以牟利的機會。  

針對外國投資者投資越南房市，越南政府制定了許多優惠措施，包括租地的

最初三年地租減免。而在不同的地區 : 最貧窮地區、次貧窮地區、以及一般地區，

其投資適用的所得稅率分別為 10%、15%及 20%。  

外人投資，目前最適宜由商業大樓與高級飯店入手，目前需求強大，而且穩

定增加中。至於住宅方面，越南出現一批年薪 2 萬至 3 萬的中高收入階級，而

且數百萬越僑每年匯入越南 20-30 億美元資助親友，使中高檔房屋的需求仍穩定

成長中。  

 

六、市場現況  

越南因為正在快速發展，其需求和機會甚多。但也因當地人處事方式不同、

政策法規的不完備，導致在當地投資的不易或是風險。基本上當地的需求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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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尤其是建設案件。但其實競爭也十分激烈，既使為小型標案搶標的廠商

也很多。而且當地廠商很可能用極低價格搶標之後，再利用關係改總價、工程

內容規格。也因為種種的規範並沒有完備，當地廠商管理的概念也不足，常有

工程拖延或效率不彰的問題。  

因為法規的不明確，或是法治觀念未深入人心，所以在當地，關係仍然十分

重要。這就造成了一個兩難。如果與當地的廠商合作合資，他們有人脈，熟悉

當地做事的方法，知道如何打通關節，取得標單，這是沒有當地廠商合作時，

很難達到的事。但是如果有合作合資，又常會出現合作上的爭端，最後可能損

失甚大。不過現在情況都在改善之中，在 2004 年，越南政府引入新的營建規範。

現在外國的營建公司，只要申請越南政府的許可，就可以承攬越南的公共工程。

但是政府的核准也是有條件，如和越南的廠商合作，或是將工程發包給越南的

包商。  

雖然如此，但越南仍不失為一個台商合適進入的市場。其後續成長的空間還

很大，政治也安定；在產業之中，其零件供應或是週邊服務都持續進步中。在

當地的營運成本不但比台灣低，而且可以比其他東南亞鄰國低。台商在當地是

第一大投資國，更已有許多經驗豐富的台商，可以傳承或分享其經驗給後來的

投資者。  

表 3-5  四年內越南營建前景預估 

項目 2007 2008 2009 2010 

營建業營收(十億美元) 5. 78 6.50 7.34 8.21 

營建業成長率 7.16 7.21 7.21 7.00 

總資本投資(十億美元) 18.55 19.59 23.02 6.32 

資本投資占GDP比例 30.15 28.64 28.93 29.26 

平均每人投資額(十億美元) 327.19 300.31 283.08 286.35 

出口機具和交通工具 (十億美金) 3.68 4.65 5.48 6.45 

進口機具和交通工具 (十億美金) 14.78 17.31 20.08 23.08 

營建業僱用人數(千人) 2411 2585 2771 2965 

全部工作人口 45462 46563 47689 48844 

資料來源：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Ltd.（2007）Vietnam Infrastructur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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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社會人文層面 

一、社會文化  

越南人口之中主要是越族人，主要分布於沿海平產與大三角洲。越南語是官

方語言，除了少數民族各用其方言之外，英語目前是學校所教授的第一外國語。

越南人並沒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在 1999 年的調查之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無

信仰的。而少數有信仰的人口之中，以佛教、穆斯林、天主教及基督教比較多。 

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越南長期只有一家電視台及一家廣播作為政策宣導之

用，目前已日漸開放。雖然越南的媒體生態已非一員壟斷，但是其發展仍膾落

後其他東南亞國家甚多。  

二、教育  

雖然歷經長期的貧困，但越南人一直非常重視教育。在東南亞諸國中，越南

人的識字率與小學就學率是最高的國家之一，許多平均所得高於越南的國家，

不見得有那麼高的識字率和就學率。  

三、勞工素質與規範  

因為上述所提及文化與教育的因素，越南的勞工素質比東南亞及南亞其他國

家相對上更為優秀。越南勞工識字率高較為勤奮較好管理。現在因為越南的投

資廠商太多，所以反而出現了勞工缺乏的現象。越南的勞工是其一大優勢。不

只是工資低廉，而且其技術能力並不低，許多工人有與外國公司合作的經驗。  

越南政府對勞工頗多保障，尤其是女性勞工。一般的勞工，固然有最低薪資、

安全與健康及各種應有權益之規範。然而，在女工方面，越南政府對其生產、

育幼、以及生理身體的實際情況，做出的規定和保障，可謂非常詳細。而為了

避免女性權益受到打壓或是歧視，勞工法中甚至明文規定，對於同樣條件的工

作申請者，應優先予女性工作，而且在職場上，工作、薪水、升遷，都要求達

到男女平等。女性在生理期、生產期、育幼期，都有額外的休息時數規定，而

且可以照常支薪。越南勞動法更有規定工作場所需設置女性需用的設備和空

間。這些規定可謂相當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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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因為越南對勞工的權益有比較好的保護，加上物價近來膨漲快速，

使近來工資問題，常常導致罷工事件，或至少造成勞資的歧見。這個問題有賴

資方管理者用善意和技巧，做妥善的溝通和疏導。  

表 3-6  重要國家營建業工資預估(美元) 

國家 2007 2010 
中國 2918 5368 
香港 16792 25006 
印度 459 642 
日本 40120 47507 
南韓 36063 41790 
台灣 17271 20251 
美國 39490 45240 

資料來源：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Ltd.（2007）Vietnam Infrastructure Report 

 

3.3.4 科技發展層面 

一、基礎建設現況  

（一）港口海運  

越南雖有約 100 個港口，分於其東海岸，但其實相當缺乏深水港。峴港

的碼頭，吃水深度頂多 11 公尺，排水量最大三萬噸；廣寧省麟港 2003 年開

始營運，水深十三公尺，排水量最大四萬噸，更大的碼頭還在興建中。所以，

到今日大噸位的船還不能靠越南的港口，而其現有的港口服務品質也不佳。 

（二）鐵路、公路  

在公路方面，全境有二十二萬餘公里，而鐵路有兩千六百餘公里。在質

與量上面，都有待強化。其國內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道路鋪有柏油。還有百

分之十的村落是沒有道路聯結的。越南政府近來也積極在基礎建設計畫之中

將這條路鐵路納入其計畫之中。連結胡明市與金邊之跨國公路，河內到胡志

明的胡志明公路以及聯絡山區的省道都在進行之中。  

 

 



我國營建產業進軍海外市場拓展業務之利基及可行方向研究                             期末報告         

 68

（三）機場  

越南全境有二十六座機場 (另有六座機場跑道未達完工，不列入計算)，

其中跑達到三千米以上的大型機場有八座，兩千五百米到三千米的中型機場

五座，兩千五百米以下的小型機場十三座。最大的三座機場分別在河內、胡

志明市，以及大湳，全國北中南各一。在經濟發展日益加速的今天，越南也

頗感機場不敷使用，而且軟硬的服務設施，均有改善及更新的必要。  

（四）通訊  

在 2005 年的統計數據之中，越南的電話用戶已近一千六百萬，而行動

電話用戶也近千萬。許多市場人士相信，在 2009 年，電信用戶的比例可以

達到一半的越南人口。雖然越南已大力進行相關基礎建設的鋪設，但是服務

品質仍比不上泰國和菲律賓，在假日或是尖鋒時段，通話無法接通，是常見

的現象。在網路服務方面，越南有超過一千三百萬的上網人口，也有一萬兩

千個以上的網站。無論網路系統、上網費率、或是傳輸速度，都正在進步之

中。在大眾媒體方面，越南有六個全國電視台，61 個地區電視台；65 個調

幅頻道，7 個調頻頻道。  

（五）水供應情形及價格  

在越南，都市人口以及工業區，都需要愈來愈多的水源。其政府雖然已

經投入建設，但成效仍然趕不上需求的增加。無水可用仍是居民常見的困

境，尤其是鄉下地區，而都市地區缺水也嚴重，而工業區的情況會比較好。

其實越南的供水問題，一方面是基礎建設的不足，另一方面，更是因為管理

和計畫不良 : 供水系統、廠商和設備，都破碎分散而無整合。而供水的價格，

一方面是依邊際用量而增加，一方面是依產業別定價。製造業水費為 4500

越盾；行政單位水費為 4000 越盾；服務業用水水費為 7500 越盾。  

（六）能源  

電力供應在越南仍然相當不足。越南每年的需求增加約 14-15%，而該

國電力生產 56%依賴水力。這也造成了在 2005 年前後的大缺電，因為旱災，

水力發電的電量只有原本的五分之一，造成產業界相當大的壓力和損失。而

即使是在沒有旱災的情況整下，乾季時仍然要輸流供電，而且常常無預警地



我國營建產業進軍海外市場拓展業務之利基及可行方向研究                             期末報告         

 69

斷電。越南電力總公司聲稱，在 2025 年之前，越南將投資電力產業 1090

億美元。其中 720 億要用來設立電廠，每年投資五十億美元，預估每年成長

15-17%。在 2020 年前，預估越南將用 BOT、BT 等模式，建立 74 座電廠。

雖然越南的電力有所不足，但越南是產油國家，並大量出口，2005 年的出

口值為 73.9 億美元。等到越南建成其國內的煉油廠之後，越南可以更加擴

大其石油方面的獲利，或是得到更便宜的燃油來發電。  

 

3.3.5 營建產業層面 

越南營造業對越南 GDP 的貢獻為 9%。而市場分析師認為 2006-2010 之間，

其營建業的成長率會持續在 7%以上。外國直接投資額在 2005 年已經高達五十

八億美元。越南目前廠辦建物的需求比較下跌，但其住宅需求很高。而且政府

對土地及住宅的管制，加上該國人口眾多，使國內住宅嚴重短缺，這也使房價

大漲。  

越南目前有 3500 家營建公司，其中 270 家為國外投資，全部的總市值為 35

億美元。越南目前和韓國合作關係密切。胡志明市政府和韓國首爾市簽訂條約，

韓國幫助越南開發紅河沿岸區域。內容包括防洪、工業區、住宅區和觀光休閒

計畫。這個合作計畫背後是韓國設立兩千萬美金的基金加以支助。而韓國得到

的回饋是，該國公司在該地的營運可以得到優惠的待遇。韓國大公司在越南也

發展得相當成功，如韓國大公司 Daewon 與當地廠商合作，在越南蓋了大量的高

級住宅。除了韓國，另外還有美、澳、歐洲各國，都參與越南的建設和觀光事

業的投資。  

越南營建業目前最大的弱點在於過度仰賴外國進口的原物料，而國內重要的

建材原物料，卻又為國營企業專賣所掌控。所以，原物料的風險較高。而且政

府的採購，還是對於其國內企業有某種程度的保護。無論是關稅、行政管制 (在

越南做生意，基本上什麼都需要政府同意 )，或是外國企業的進入障礙。另外，

越南政府支出太多，目前有高額公債。很有可能在未來會提高稅率，或是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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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新的稅額。當然，面對這個情況，越南政府也可能用開放更多重要工程，

由民間籌資興建，這就是民間企業的利多了。  

 

3.4 阿聯大公國市場環境因素探究 
阿拉伯聯合大公國 (簡稱阿聯 )在台灣較不是一個廣為人知的國家，國人對於

中東、伊斯蘭地區較不熟悉，根據既有印象，比起對西方的了解，也較為刻板

粗糙。在我們對成為東亞金融中心、航運中心或是觀光大國，不太抱持希望的

這一兩年間，台灣突然發現在波斯灣南岸的這個國家，在中東地區已經發展出

了一定規模，阿聯從沒沒無聞，變成公共建設、淘金和旅遊的熱門地區，讓許

多人雖知其名，但對這個國家的各種資料和投資實況，卻還來不及做深入的了

解。關於阿聯最基本的一些資料整理如下表。其他的分析將探討如下：  

表 3-7  阿聯基本資料彙整表 

項目 基本資料 
土地面積 83,600 平方公里 

人口（2006年7月） 2,602,713 

人口成長率 1.52% 

識字率(十五歲以上) 77.9% (十五歲以上)  

GDP 100.6 billion USD 

GDP成長率 10.2% 

人均所得（PPP） US$23,000 

失業率 2.4% 

天然資源 石油、天然氣 

工業產品 
石化產品、魚製品、鋁、水泥、肥料、造

船、建材、手工藝、布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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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政治層面 

一、政治局勢  

構成阿聯的七個公國之中，以阿布達比面積與產油量最大，杜拜次之，其他

的五個小國形狀破碎並且土地面積及儲油量都很少。在政體上，阿聯是一個聯

邦國家，除了外交和國防權之外，各公國有各自的行政系統與國家領袖，其分

別掌管國內的各種重要權力。  

在政治情勢方面，阿聯沒有政黨，雖然並不符合民主原則，但在政治領袖家

長式的統治之下，卻異常地安定，而且沒有政治上的波動與風險。阿聯沒有任

何和他國開戰衝突的跡象，基本上阿聯是少數有援外行動的阿拉伯國家，當然

其援助對象多半是其他的伊斯蘭國家，國內宗教團體或人民之間也沒有明顯的

衝突。  

二、人權問題  

雖然阿聯在近日成功地營造了非常進步、商業化且國際化的形象，其回教傳

統、君主專制以及不重人權的傳統，還是造成了一些在當地生活、投資及經營

事業的風險與不便。首先，在言論自由方面，在阿聯並不允許反伊斯蘭、反政

府、反對統治的家族、以及色情與暴力的發表或出版活動。雖然其政府主導的

發展政策獲得廣泛的好評，但在現況下受到犧牲的百姓，並不能批評政府作為；

或是將來有一天主政者腐敗，人民將沒有管道或合法的方法去汰換執政者。在

事實上，阿聯的媒體的自我限制很嚴格，所以雖然法律定了罰則，但卻很少使

用。我們並不知道在阿聯挑戰言論自由尺度時，到底實際上有多少包容的空間。 

三、投資障礙  

阿聯與投資相關的法令包括：《公司法》、《商業代理法》、《商標法》、《保險

法》、《審計法》、《商品交易法》和《勞動法》，這些法令當中，也包括了許多對

外商投資的障礙。  

在公共採購或發包的法規方面，阿聯的規定是本地競標者比外國競標者，享

有 10％的優待，外國投標商得比本國投標者的成本少十分之一以上，才有得標

的可能。雖然阿聯採國際標，但要投標阿聯的政府採購及發包，外國公司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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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找當地廠商共同投票，且必須預先在政府完成登記才能得到資格。而針對承

攬公共工程公司的資格，阿聯政府要求外國廠商的出資比不能大於 49%，而且

有外資的公司，依規定，每進口一台機具就要向阿聯當地百分之百本地的公司

租賃一台機具，而且阿聯政府有設定公共工程施工材料供貨廠商的名單，所有

的施工材料需要從這個名單上的廠商購買。  

對於投資，阿聯政府也有許多政策保障當地企業，包括：在自由區外生產的

廠商，外來投資不能高於 49%等。而且對於那些外資持股大於百分之四十九的

企業，其生產將得不到阿聯政府的補助。這些企業，同樣也不能在阿聯境內持

有土地，只能取得建屋。而外國若在阿聯成立分公司，則需要由當地居民擔保，

而且在阿聯的各種活動，需要以這個擔保人的名義才能對外貿易，並要每年給

這個擔保人一筆擔保費用。  

 

3.4.2 經濟層面 

一、總體經濟現況及預測  

在 1970 年代石油價格上漲時，帶來當地相當大的財富。經過探測與研究，

阿聯地區的儲油量 (近一千億桶 )，約為全球的百分之九，而天然氣儲量 (212 兆立

方英尺 )為全球第四。依 2003 年的出產速率推估尚可維持 150 年。  

在硬體建設方面，阿聯下一步的計畫是成為國際的投資大國–2,500 億美金投

資海外事業；並成為觀光、消費、商業、金融的大國，甚至計畫在未來 7 年之

內，成立 30 個經濟特區，吸引各種產業至阿聯投資，包括：金屬、化學、石化、

食品處理、營造、建築原料、木材、家具、石油、瓦斯、汽車等。在可預見的

未來，阿聯仍然會以可觀的速率在經濟和建設方面成長。  

而在制度與法規方面，阿聯接下來將會更緊密地結合海灣國家關稅同盟 (臨

波斯灣的數個中東國家組成的商業經濟合作組織 )，讓海灣國家之間的市場更加

活絡流通，既然貨物免稅，許多行政流程也可以減免，也相對增加更多靈活性

和競爭力。對內方面，阿聯也計畫廢除保証人制度等限制性的法規，讓阿聯的

國民更便利地經營公司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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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經濟自由度評估  

在 2007 年人權觀察組織的報告之中，阿聯的自由度得分為 60.4，在全球排

第 74 名，在北非及中東的 17 國之中排第 8。其各項自由度的得分和其原因整理

於下。在阿聯的投資環境中較為自由的面相包括有 :  

（一）財產自由  

在阿聯沒有收入稅，也沒有聯邦層級的稅，在各公國有公司稅，但很低。

近年來，稅收佔國民生產毛額只有 1.7%。  

（二）勞工自由  

該國給予僱用勞工相當大的彈性，甚至沒有最低工資。但在資遣勞工方

面，稍有一些麻煩。  

（三）貿易自由  

雖然平均關稅在 2005 年只有 5%不算高，但是關稅相關的制度訂定不透

明，政府採購與服務業市場的限制很多，這都有害貿易自由度。  

（四）無貪腐的自由  

因為阿聯政府相當富裕，對公務員的待遇優厚，所以貪腐的程度不高。

在世界透明組織的報告之中，阿聯的清廉程度在 158 國家之中排 30 名。  

（五）獨立於政府的自由  

近年來，阿聯政府的支出佔生產額的 24.3%，多數都來自公營企業的盈餘。 

（六）企業自由  

在阿聯成立企業平均要六十三天，比國際平均四十八天高出甚多。而且

要讓公司結束營業甚難，有層層法律規範要尊守。  

（七）財務自由  

為了防止洗錢，阿聯政府對於財務設立許多限制和監視。對外國銀行在

阿聯設分行，長期以來也是採投限制的態度。  

（八）投資自由  

外國企業在阿聯受到政府的許多限制，如投資上限等，但除非在自由區

設場，企業不會得到什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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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自由區  

設立經濟特區是一個常見的促進投資與開發的手法，許多二十世紀末葉開始

加速經濟發展的國家都採取這一個方式。在全國的建設與公共服務還沒有達到

很高水準之前，先針對少數特定區域，提供較好的公共財、基礎建設、稅賦優

惠等；希望透過少部分地區先行發展，帶動全國的經濟。  

阿聯也是如此，到如今還有經濟自由區在成立以及設計之中。至今，比較有

規模的，包括傑比阿里自由區 (Jebel Ali Free Zone； JAFZ)、撒狄亞特自由區

(Saadiyat Free Zone)、杜拜機場自由區 (Dubai Airport Free Zone)、亞吉曼資訊科

技園區 (Ajm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rk)等十二個「自由貿易區」（FTZ），都

是以外銷為目的，並不能進入內銷市場，因而享有貿易優惠。  

在法規制定的優惠方面，阿聯允許特區內的外國廠商由外人百分之百持股，

商品勞務進出口完全免稅，並且十五年免盈利稅，無個人所得稅，以及許多勞

工及土地廠房方面的服務。  

在硬體方面，無論面積和規模上，阿聯的自由貿易區都是世界級的經工商業

特區。在這些自由區之中，有些設有相當完整的金融與証券交易中心，有的設

有展覽場地、旅館、甚至有高爾夫球場、賽馬場或賽車場。近年來，當局更重

視園區內的資訊科技建設，包括網路、電話與電力，希望達到讓廠商一進駐就

可以開始工作及生產的程度。阿聯政府不但相當有野心，在國際上使它自由區

成為一種指標，更希望自由區內的商業水準，慢慢帶動整個阿聯各方面的發展。 

在規範上，對於設廠於這些自由區的企業，政府並不會限制其外資持有的比

例，也不會在匯錢出境方面有任何的限級，稅賦方面會享有減免的優待。雖然

仍然不可能擁有地權，但是卻可以 99 年為期長期租賃。  

 

四、金融及貨幣政策  

阿 聯 的 貨 幣 名 稱 為 Dirham ， 在 2007/2/5 的 匯 兌 比 例 是 ， 一 美 金 換

3.67Dirham。因為阿聯的外匯政策是釘住美元，而美元在過去 20 年間相對走穩，

使 Dirham 在國際間的匯率也相對穩定。而外國的個人或公司，將財產匯出或匯

入並不用央行核准，唯外國銀行將獲利匯出時要經阿聯央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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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貨幣政策方面，為了支應持續的成長和需求，政府對貨幣政策取取相當

寬鬆的態度。在 2005 年一年之中，其貨幣供給 (M1)的成長就高達 29.2%，由 2004

年底 808.2 億美元，提升到 2005 年底 1044.5 億美元。廣義的貨幣供給在同一時

間更是成長了 33.8%，如此大量的成長，但卻沒有造成高度的通貨膨漲，可見其

國內有多大的需求。不只國外廠商的投資，還有國內融資量也大量增加 (45.9%)，

造成阿聯這段時間的經濟榮景。  

在國際收支方面，2005 年阿聯的國際貿易為出超 95 億美金，較前一年上升

60.8%。這樣大幅度的成長，和外國的淨投資關係很大。外國在阿聯的投資，並

不只限於生產廠房的硬體建設。阿聯的金融市場對國際投資者而言也非常有吸

引力。  

 

3.4.3 社會人文層面 

一、教育程度  

在 20 年前，阿聯還是一個正要開始發展的地區，而今日的阿聯自外國輸入

了大量勞工。因為這兩個原因，阿聯人口的教育程度和識字率，和所得相近的

國家相較，明顯較為遜色 (甚至不如越南 )。即使如此，阿聯今日的識字率和教育

水準，已是突發猛進後的結果，而且仍然快速地進步之中。  

二、人口與勞工  

2003 年時，世界人權組織公布的數據之中顯示，阿聯國內的勞工，有九成

以上是外國移民，比例為世界最高。而移工之中多半是男性，這也造成阿聯國

內性別比例的嚴重偏斜 (67.8%為男性 )。  

外藉勞工人數在 2004 年一年之中，就增加了 12 萬人以上，總勞工數超過了

兩百四十六萬。前四大勞工僱用產業為 ; 營造建築業所僱用的勞工占總數約五分

之一強、零售業佔 19%、製造業佔 13%，政府佔十分之一。在保障勞工的法令

方面，阿聯有意在此方面趕上國際的水準。但就現狀而言，該國還是在某些方

面頗有努力的空間。一般而言，對女性工作權保障不足，是伊斯蘭國家常見的

勞工保障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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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科技發展層面 

一、基礎建設現況  

（一）電力：  2004 年的發電量可達 495.2 億千瓦小時，而用量為 460.5 千

瓦小時，電量供應無缺。  

（二）水源：阿聯自然產生的陸地淡水並不足以使用，約有七成的用水為海

水淡化。陸地自然淡水用於農業，淡化海水用於工業和民生。  

（三）通訊  

阿聯國內使用手機已達 470 萬，多於有線電話的量數。在網路的使用方

面，阿聯上網人口有 140 萬以上。  

（四）道路運輸  

全國有近 4000 公里的高速路，都市間以及各公國之間的交通堪稱完善。  

（五）海運  

杜拜拉布德港、傑貝阿里港，以及該國另外十二個現代化港口，提供最

先進的裝卸、倉儲的設施。裝卸能力有四千萬噸以上。傑貝阿里港是中東第

一大港，與杜拜拉布德港都在杜拜境內。  

（六）空運  

阿聯機場共有 37 座，跑道完整修繕的大型機場就達 1 個。其中最大的

機場是杜拜國際機場，為世界客運量前五的機場。該機場每日進出旅客 1,600

人。每年運貨達 25 萬噸。阿布達比國際機場規模略小，但也有每年 300 萬

人的使用量，並且正在擴建中，預計擴建完畢後，一年旅客可達 500 萬人次。 

 

3.5 小結 
綜合上述資料，表 3-8 歸納越南、印度以及阿拉伯聯合大公國之經濟發展重點、市

場機會與威脅，同時加入第五章及第六章之研究成果，將國內廠商利基以及建議採用策

略一併列入，提供完整之市場分析及因應的策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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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目標市場的機會與威脅、以及我國廠商之競爭利基和可行性建議 

國家 越南 印度 阿聯大公國 

經濟發展重點 
食品、製鞋等輕工業加工、紡織成品、機械、

礦石、煤、鐵、水泥、化學肥料、玻璃、輪胎、

石油。 

紡織品、化學藥品、食品加工品、鋼鐵、交通

工具、水泥、礦類、石油、機具、軟體、委外

服務業、珠寶。 

石化產品、魚製品、鋁、水泥、肥料、造船、

建材、手工藝、布料等。 

市場機會/契機

1. 2005 年營造產業占全國 GDP 的 7.2％，主要

集中在能源及交通建設工程類別，未來每年

成長率達 7.0％以上。 

2. 政府當局未來將會持續擴大基礎建設投資

金額，並有日本政府近期同意挹注 340 億美

金。 

3. 加入 WTO 後，承諾改善基礎建設，並開放

外資進入條件且解除投資貿易限制條款。 

4. 從事 BOT、BTO 及 BT 之 投資可享有八年

免稅；科技園區之投資或建設僅收取 10％稅

率，部份機具、設備或當地無生產之建材可

免除關稅。 

5. 勞工人力充沛且素質較多數東南亞國家為

佳。 

6. 台商在越南已發展多年，熟悉當地人脈、設

有國內金融保險公司以及上下游配合廠商。

1. 營造產業占全國 GDP 的 6％左右，主要集

中在水電建設、城鎮改善及交通建設類

別，未來每年成長率達 8.9％以上。 

2. 部份建材原料關稅明顯調降，如鋼材、水

泥、金屬、石油、大理石和花崗石等；機

具設備則可免除關稅。 
3. 歐美國家開發之建材並不適用於炎熱多雨

的印度，與我國氣候較為相近。 
4. 從事基礎建設可享十年免稅優惠，包括港

口、機場、公路、橋樑、鐵路、供水計畫、

水處理、衛生下水道系統等。 
5. 自由貿易特區之外商投資，可擁有出口利

潤之十年免稅期，吸引 IT 及資訊服務等產

業相繼投入。 

1. 營造產業發展迅速，杜拜營建產業占全國

GDP 的 12.2％左右，而大公國之平均成長

率為 16%以上，集中在水電設施、港口機

場、都市計畫、房地產開發以及石化相關

工程。 
2. 政治穩定、未來營建經費穩定且龐大，基

礎建設及運輸系統良好，僅供水尚不甚穩

定及充沛。 
3. 勞工自由度極高，且並無所得稅，僅有極

低的公司稅率。 
4. 計畫 7 年內成立 30 個經濟特區或自由貿易

區，包括金屬、化學、石化、食品處理、

營造、建材物料、木材、家具、石油、瓦

斯、汽車等，並積極發展輕工業如紡織及

塑膠等。 

市場限制/威脅

1. 政府財政穩定，但仍欠缺財力，極度仰賴民

間資金以及外援。 
2. 多數原物料仰賴進口，無法掌控產源及價

格，且大宗建材市場被國有企業壟斷，並有

嚴苛之外資限制投資法規。 
3. 大型營造廠多為國營企業，形成壟斷局勢，

政府較容易因保障廠商而修改相關法令。外

國企業可承攬公共工程，但須與當地廠商合

作或承諾發包給越南廠商。 

1. 政府財政困難，極度仰賴民間資金以及外

援。 
2. 印度與巴基斯坦對立多年，境內則貧富差

距、城鎮發展差距日漸擴大，為一隱憂。

3. 國土面積廣大，各地法規制度並不統一，

複雜度相對提高。 
4. 設有貨幣及貿易投資等限制，營建產業的

外國人投資額並無上限，惟獨資之資本額

應在 1000 萬美元以上，合資為 500 萬元；

1. 嚴苛之公共採購法規以保障當地廠商，包

括： 
- 當地廠商較外國競標者享有 10％的

優待，即外商得比當地廠商標價少

1/10。 
- 外商不得獨自承攬，且出資額不得大

於 49%。 
- 可獨資設立代表處或辦事處，但員工

不得超過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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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越南 印度 阿聯大公國 
4. 銀行貸款利率持續呈現上揚，恐對廠商貸款

或後續房地產市場產生影響。 
5. 當局貪污及紅包習性嚴重，惟近年已逐漸改

善。 
6. 政府採購及招標機制不透明、無標準模式，

且無招標資訊公告平台。 
7. 金融及房地產市場尚未健全，對放貸控管嚴

格並收取高額費用。 
8. 水及電力供應量不穩定。 

獨資企業須在三年後方始可將獲利匯回境

外，房地產市場則全面禁止外商購置。 
5. 公共工程採購過程並不透明，且如國營企

業投標標價在最低標的百分之十價差之內

可優先得標。 
6. 勞工素質參差不齊，且多已至中東尋求工

作機會，未來預估將面臨 30%-40%勞工短

缺。 
7. 水及電力供應量不穩定。 

- 進口機具一台則須向當地廠商租賃一

台機具。 
- 政府設有公共工程施工材料供貨廠商

名單，須向該廠商購置建材。 
2. 阿聯政府規範眾多、官僚嚴重(政治、經濟、

軍事大權由王室及其家族主控)，且民風保

守，宗教信徒眾多。 
3. 設有眾多貿易投資限制，位於經濟特區設

立公司除外。 
4. 歐美日韓大廠已相繼進駐，市場競爭激烈。 

國內廠商利基 

1. 當地積極發展輕工業以及製造業加工，如紡

織、製鞋、食品、化工等，台商具有相當競

爭力以及經驗。 
2. 我國營造產業或房地產開發曾有數家至當

地發展，且目前當地有我國水泥、鋁業、砂

石等下游公司，並有完善的銀行及保險據

點。 
3. 華僑在越南地位較高且擁有人脈管道，較易

結識政商名流，並取得標案資訊。 
4. 地理位置鄰近、風俗民情相近，且我國與越

南政府關係良好。 

1. 當局欠缺資金故相當歡迎外商至當地投

資，未來對於外資法規應會漸漸鬆綁。 
2. 對於基礎建設之需求相當龐大，不論是大

城鎮亦或是小鄉村，工程種類從機場至水

溝皆有需求，未來發展潛力驚人。 
3. 我國建材及相關產品價格較為歐美國家具

競爭力，特性也較為相近。 
4. 印度與中國有「瑜亮情结」，對大陸廠商限

制眾多，相較之下，台商反而有機會發展。

1. 當地政府資金充沛，且市場發展速度及規

模驚人，對技術、工法、施工時間等條件

較為重視。近年對於營建勞工、人才需求

相當龐大，且對外國人進入當地工作條件

相當寬鬆。 
2. 近年開始發展紡織、塑膠、肥料、建材等

輕工業，台商具有相當競爭力以及經驗。 
 

可行策略方案 

1. 廠房整體輸出。 
2. 與製造業、金融投資集團、不動產開發商、

能源開發企業等策略聯盟，進行工業區開

發、房地產開發或是承攬 BOT 案件。 
3. 因援助計畫眾多且種類龐雜，可由參與國際

開發機構之國際工程標案開始。 
4. 盡早進入二線或三線城市，由小規模工程做

起，與當地廠商、政商名流建立關係，取得

新進入者優勢。 

1. 廠房整體輸出 
2. 與製造業、建材商、金融投資集團、能源

開發企業等策略聯盟，進行工業區開發或

是承攬 BOT 案件。 
3. 大型營造廠可以資金優勢搶攻市場，中小

型相關企業則須與當地廠商合作，取得入

場門票。 
4. 盡早進入二線或三線城市，由小規模工程

做起，與當地廠商、政商名流建立關係。

1. 與製造業、金融投資集團、能源開發企業

等策略聯盟，進行工業區開發或是承攬

BOT 案件。 
2. 與國內上中下游廠商攜手組成團隊，攜手

以單一企業模式進入當地市場。 
3. 成為歐美日下游廠商，並提供價格低廉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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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他國拓展經驗及成功模式 

4.1 前言 
下文主要是透過探討日韓中廠商進入海外營建市場之發展歷程，了解當地民

間企業拓展國際市場之策略與模式，以及各國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選擇日韓中

三國是因其與臺灣的文化背景、經濟發展經驗較為類似，並分別在歐美大廠的

壟斷下，於不同階段發展茁壯。直至今日，國內或其他亞洲廠商在國際營建或

房地產市場仍屬少數，僅僅幾十家企業具備人才、資本與歐美營造廠及工程顧

問公司相競爭，主要原因是歐美國家國內市場已有數百年的成熟發展，並積極

在海外佈署多年，利用其先進技術、管理能力、雄厚資金以及先進入者優勢 (包

含卡位、建立品牌形象及忠實顧客群，引進其施工規範或管理制度，進而演變

至該開發中國家之標準規範或規格，確保其競爭優勢 )，築出難以跨越之競爭障

礙。  

在鄰近地域鄰近條件下，南美洲及東歐以往被視為這些歐美大廠的主力目

標，而中東及亞洲市場因近年發展快速，也成為熱門市場。惟歐美大廠的營運

成本相對於亞洲廠商為高，且多專注於大型規模或高難度技術工程，相較之下，

亞洲廠商可爭取的是亞洲、非洲以及其他開發中國家的中小型工程，或是因市

場量體擴張幅度太快，而歐美廠商未能盡數承攬之漏網之魚，或再次轉包等工

程等。  

 

4.2 日本海外營建市場概述 
日本海外營建市場在日本戰後賠償和經濟合作計畫開始，在 1973 年爆發石

油危機後，才大量投入海外市場，爾後海外市場之擴展大都仰賴日資及政府官

方發展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下文簡稱 ODA)。相較其他亞洲營

建企業，日本廠商領導者多用宏觀且長期的觀點來經營事業，並致力提升工程

技術、施工品質與效率，善用並結合海外日資的人脈與資源，而開拓了特殊之

市場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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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海外市場發展歷程 
日本海外工程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因侵略他國、隨著領土的擴大而進入

他國興建基礎建設，但因太平洋戰爭的完結而一度中斷。西元六十年代因戰後

賠償工程再次進入海外，爾後在七十年代，正式進軍國際工程市場並分散至世

界各地，多集中在中東地區，八十年代因全球油價滑落，中東工程量逐漸萎縮，

且日本製造業外移至海外各國、ODA 援助金額的擴大等，市場重心逐漸轉移至

亞洲，1983 年的海外工程實績突破一兆日幣關卡。九十年代隨著亞洲經濟成長

快速，承攬工程量體也也隨之增加，1996 年曾高達 1.6 兆日元，後因亞洲金融

風暴受到波及，直至 2004 年方又恢復至 1 兆日幣營業額。  

如以地域分佈去觀察日本海外工程市場發展，現以亞洲地區為主要市場，而

在七十年代則是中東，之後逐漸轉至北美、歐洲以及亞洲各國，主要是因為日

本製造企業開始轉移生產據點至北美、歐洲及亞太平地區，營建業隨著製造業

業主尾隨至當地興建廠房。1985 年因簽署「廣場協定」 (Plaza Accord)協議大幅

度調整東亞貨幣升值，引發東亞區域一波波由上往下的對外投資流動，更加速

日本製造業外移，海外工程承攬量也隨之增加，如下圖所示。  

 

 

 

 

 

 

 

 

 

 

圖 4-1  日本海外工程發展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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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國內外相關文獻，下文將針對日本海外工程市場發展分階段概述之。  

一、1954 年以前 

日本第一件海外工程是 1897 年位於韓國的鐵路工程 (京城 -仁川 )，接下

來尚有京釜鐵路工程 (京城 -釜山 )、1937 墨西哥道路鋪設工程、1939 巴西水

電發電廠工程等。後因日本進行侵略及外國領土的擴大，工程也擴展至日本

海外領土如 1898-1908 的臺灣縱貫鐵路等，惟隨著 1945 年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敗，海外工程也暫時中斷。  

二、 1950 年代  

文獻普遍認為戰後日本海外工程是依隨東南亞及韓國的賠償工程的展

開而重新復甦。最初賠償工程是 1954 年由日本和緬甸簽署的賠償協議而衍

生的 Baruchan 二號水力電廠工程，後續尚有印尼 Kalankates Kalikonto 水

壩、越南 Danim 水壩以及香港都市發展，成為造就日本營造廠進入國際工

程市場的重要過程。   

三、 1960 年代  

根據日本海外建設協會資料顯示，東南亞及韓國的賠償工程在 1962 年

度為全盛時期，後至 1966 年則全面結束。在賠償工程興建過程中，相關企

業逐漸開拓當地市場。以 1963 年為例，當年承攬之賠償工程有 7 件 (73 億

日幣 )，企業承攬工程為 17 件 (59 億日幣 )。此時日本營造廠的重心仍放在國

內市場，對於海外市場並不積極投入，但逐漸隨著政府鼓勵出口，並提供低

利率信用保證、海外營收可抵稅賦，日本輸出入銀行 (Export-Import Bank of 

Japan)與海外經濟合作基金(OECF)提供相關融資等政策下，投入海外市場的

營造廠大增。  

四、1970 年代 

根據統計資料顯示，1971 年海外工程承攬金額為 252 億日幣、1973 年

激增至 1,707 億元 (包括巴西觀光勝地別墅興建工程 657 億元 )，至 1979 年成

長到 5,365 億日幣，工程案件多集中在當時發展快速的中東地區，單在伊拉

克境內業務量即高達 2420 億，主要是受到當時日本境內因石油禁運及全球

油價攀升之影響，營建及房地產市場量體急劇下滑、利潤緊縮，進而轉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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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場。爾後因油價回穩以及兩伊戰爭爆發，日商逐漸退出中東市場，該時

期日本廠商除了需面對歐美大廠外，更有韓國夾帶低廉勞工的低價搶標。  

恰逢該時期日本製造商進駐海外建廠生產，營造廠轉向東南亞地區尋求

建廠商機，此外中國與日本的外交於 1973 年逐漸恢復對話及交流，當年即

進入大陸承接海外工程，並逐漸延伸至香港、臺灣等地。  

五、1980 年代 

由 1980 年初期起，因亞洲新興市場的擴張，海外承攬合約金額持續攀

升，1983 年突破一兆日幣。然而自 1983 年起，亞洲經濟呈現不景氣，東協

國家 (ASEAN)多面臨財政赤字而紛紛減縮公共工程量，日商再度移轉至北美

洲及澳洲，工程種類由基礎建設移轉至日本廠辦工程以及不動產開發，例如

購買廢棄大樓，重新規劃設計成新的購物中心或辦公大樓再出售以賺取利

潤，但因與當地施工作業習性不同，實際整建部分多交給當地營造廠負責。

1988 年後在日本政府有計畫擴增 ODA 額度之下，海外工程案量再次攀升。 

六、1990 年代 

隨著日本 FDI、ODA 金額維持平穩趨勢，以及在製造業遷移設廠之風潮

下，海外總承攬金額逐年增加，至 1996 年達到高峰 (1.6 兆日幣 )，而當中有

77%來自於亞洲地區 (1.48 兆日幣 )，後受到亞洲金融風暴的影響，日本海外

製造業業績衰退而暫緩投資，工程承攬量體逐年下降，1999 年僅剩半數約

7297 億日幣。  

因日本製造業前進亞洲之態勢明確，北美以及歐洲的海外工程案量逐年

減少，北美營收由 1990 年的 2,899 億日幣滑落至 1994 年的 1,137 億日幣；

歐洲則由 1990 年的 1,076 億日幣下降至 1994 年的 375 億日幣。而後隨著日

本泡沫經濟的崩盤，更減少日商前進高度開發國家的意願，而工程業務也隨

之降低。  

七、2000 年至今 

亞洲金融風暴效應於 2000 年後逐漸消瀰，海外工程承攬量也在 2000 年

回復至一兆日幣，不過 2002 年再度下滑至 7,584 億元，爾後於 2004 年回升

至 1 兆關卡。因受到 1990 年的泡沫經濟以及金融風暴的影響，造成日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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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相關企業重新審視經營方針且被迫朝向以利潤為主的方向修正，海外戰略

演變成集中資源在特定地區以及選定特定目標市場，以降低風險。  

 

圖 4-2  1997-2005 日本海外工程之合約總額  

資料來源：日本海外建設協會網站 OCAJI 
說    明：僅統計合約總價金額 1000 萬元以上之工程 

 

如圖 4-2 所示，近年日本有超過 65%的海外工程來自於亞洲，其次為北美及

中東地區，因日本製造商多集中在亞洲開發中國家，且地理及歷史上皆鄰近亞

洲地區，工程種類以廠辦建築興建、基礎建設為主。來自北美及太平洋地區的

業務在 1985 年後逐漸有增加趨勢，也是尾隨日資至當地設廠。  

如參考 ENR 資料，2005 年日本廠商總共有 17 家名列全球前 225 大營造廠、

13 家名列全球前 200 大國際設計顧問公司，包括日本前五大營造廠之大林組、

鹿島、大成、清水、竹中，以及日揮株式會社、千代田化工建設等。對於多數

日本廠商而言，其國外營收平均不超過總營收之二成，僅少數從事煉油石化特

殊工程之企業，例如日揮與千代田，其海外營收比例高達七至八成，顯示日本

營建公司仍較著重國內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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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1997-2005 日本營建產業業務分佈  

資料來源：國土交通省(2006)、日本海外建設協會 OCAJI（2006），本研究綜合整理  

說  明：圖中並未包含 2006 年海外市場量體數據  

如圖 4-3 所示，日本營建業的海外工程量佔總體營收仍屬偏低，且曾於 1980

年代下旬因日本國內營建市場白熱化而使得海外承攬工程第一次停滯，表示在

有限資源考量下，國內市場重要性仍高於海外市場，1992 年後因國內營建市場

萎縮，形成海外市場於 1996 年達到 1.6 兆日幣，爾後海外工程量體維持在一兆

日幣左右。近幾年在日本政府持續採取限制公共支出，以期減少過高的財政赤

字下，國內工程量體呈現緩幅下滑，海外工程有逐年升高之趨勢。  
 

4.2.2 海外市場發展策略 
日本營建業者參與海外工程主要可分為四種類型，除了常見的營造廠、工程

顧問、機具設備商以及綜合商社（Sogo Shosha）。綜合商社基本上並無設計施

工之人力及能力，而僅負責商業資訊蒐集、計畫構想擬定、商業風險分攤以及

信用提供，加上高明的談判技巧等，以營造廠之代理機構或是主要投資者等身

份營運；舉例而言，當工程規模大到單一營造廠無法自行承擔時，綜合商社會

適時介入並與之聯合承攬，以分攤資金負擔及風險。  

綜合商社是日本首創的一種商業組織，以貿易為先導，將貿易、金融、資訊、

組織和服務集為一體之組織，建構出強大的商情資訊網絡，為日資進行對外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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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和跨國經營的先鋒。據統計，日本綜合商社底下長駐國外有萬餘員工，主要

工作是蒐集各國的政府經濟情報，回傳至國內進行重點彙整分析，而使得集團

或相關業者取得第一手商情資訊。目前日本五大商社包括有三菱、三井、住友、

伊藤忠、丸紅，為日本前幾大集團企業 (keiretsu，或稱財閥 )，其底下皆設有營

建或不動產相關企業，甚至涵蓋至機具設備、建材、運輸等產業。  

日本國內產業一向由集團企業主導掌控且具有下面幾項特色：由「主要來往

銀行」作為集團各企業的股東，亦為企業資金的主要供給者；集團慣於發展多

角化營運如金融、鋼鐵、營建、家電及電子業等，以享受規模及範圍經濟；且

母集團底下子集團 /公司之間交叉持股情況嚴重。  

在面對長達十餘年日本經濟泡沫時期，各集團企業透過綜和商社之資訊、外

匯資金和保險等優勢，結合與政府、生產企業、科研機構及海外日商，在亞洲

重點開發中國家市場以 BOT 方式推動基礎建設工程，並帶動整廠設備輸出，尤

其在能源及礦物產業。譬如，三菱曾參與南美和澳洲鐵礦山開發，三井與殼牌

公司（Shell）攜手合作開發薩哈林油氣田以及於美國德州投資全球最大的風力

發電廠。  

日本企業作風保守且執著，在貿易、服務及電子產品製造產業表現出眾，善

用資訊與政商人脈拓展業務等特點眾所皆知，而在其海外營建產業發展過程

中，也隨處可發現日本營建企業善用日資特有的文化及優勢，避開與歐美大廠

直接競爭的機會，繼而開創出獨特的市場需求及產品。日本營建產業取得業務

之方式主要有下列幾種：  

1. 日本政府提供日圓貸款或援助計畫  

日本政府透過 ODA 及其他方式提供各國金融及技術支援，包括無償援

助、工程計畫貸款等，民間尚有民間金援（Private Flows）涵蓋直接投資、

出口信用等，直接影響日商參與國際工程計畫之機會，例如早期的 Tie Aid

（限定用途援助，或稱 Tie Loan）模式即限定由日本廠商承攬，或是以香港

地鐵工程為例，財團法人日本海外建設協會 (OCAJI)主動告知並建議日本政

府，由日本輸出入銀行提供香港延遲付款之貸款，以確保日本 JV 之投標商

可以成功取得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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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全世界第二大援助國，僅次於美國，2005 年援助金額將近 90 億

美元，約當 0.7﹪GNP（國民生產毛額）。不同於其他國家，日本援助計畫

不但被視為最有利之外交工具，而且政府與民間共同投入與全力支持更是全

球罕見，主要是因為民間企業可藉由援助計畫取得商業利益並回流至國內，

其中以在東南亞甚為活躍之日本綜合商社最為積極。  

理論上受援國應自行提出並執行援外計畫，但因多數受援國缺乏策劃執

行大型基礎建設之能力及人才，故轉向求助日商尤其是日本綜合商社。日本

綜合商社藉由與日本、當地政界人脈管道，以及廣大之商情網絡，對援助預

算與該國經建計畫之優先順序瞭然於胸，主動替受援國規劃並爭取援助計

畫，甚至提出應向日本海外經濟協力基金（Overseas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OECF）爭取 ODA 貸款，或向日本輸出入銀行（Export-Import Bank of 

Japan；JEXIM）申請商業貸款，或是日本國際協力事業團（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的無條件贈與等建議，以增加計畫被首肯通過

之機會。爾後再將資訊轉達給其關係企業，或出售給其他日商。  

對營建公司或工程顧問公司而言，其得標與否的關鍵時期往往是在初步

規劃設計階段。進行籌劃之企業對於承接工程設計與興建之契約與條件有相

當之了解，並依賴此內線消息賺取顧問諮詢費用，以彌補初期投入費用。後

續承接的工程設計者，也可在其職責範圍內，選擇日本特定規格或指定設備

之設計，再度由中獲利。因此，營建企業以及綜合商社積極參與 ODA 海外

活動，其中協助日本營建產業拓展海外市場之日本海外建設協會，為日本營

建業於 ODA 領域方面與政府進行對話之最大窗口，並負責協調各會員之海

外活動以及業務間之競爭。  

早期日本 ODA 融資多屬於限定用途者，因長期受到國際間抨擊與質疑，

1989 年後幾乎終止限定用途援助或融資，加上日幣升值降低了日商在援外

計畫競標上的競爭優勢，日商得標比率逐漸下滑至五成以下。然而日商尚可

透過其他模式在即使未簽訂限定用途之契約情況下，影響招標之結果。譬

如，可在設計規劃階段限定規格，或是透過管道暗示受援國應讓日商得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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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近年開發中國家或歐洲廠商等非日籍公司得標比率確有攀升趨勢，主

要是以較低廉之成本取勝，或是爭取在日商相較較弱之非洲地區援助工程。 

另外，由於開發中國家多有財政問題且政治動盪不安，使得援助計畫風

險大增，因此日本民間引進了 BOT、BOO 模式至開發中國家，在營運期結

束後轉讓給受援國，不僅日本官方可降低資金回收風險，而受援國也不致因

財政不足而無法引進新設備及技術，減緩其經濟成長速度。  

2. 協助國外設廠的日資興建廠房  

日本人作風保守謹慎，且習慣透過日商網絡尋求合作夥伴或仲介，加上

日本銀行金融企業多隸屬在集團企業體系等因素下，日本製造商在興建廠辦

建築時，大都會與日本營建相關公司合作。雙方間貨幣交易多數在日本境內

完成，不僅可降低匯率浮動之風險，節省銀行手續費用及作業時間，更無須

提供履約保證。而日本營建公司也善用其集團資源，結合其他子公司如運

輸、機械設備等，提供完善、客製化之服務。舉例而言，營造廠商除了負責

興建土建及機電工程外，更提供運送或訂購機具設備，甚至協助取得營運執

照、雇用當地員工等手續。  

此外，海外建設協會在各國設有辦事處，中小型日商因人生地不熟，會

直接至當地辦事處請求協助，而協會多數會引薦日本營建廠商配合。  

3. 爭取國際性開發機構貸款之工程專案  

國際性開發機構貸款工程因屬公開招標，施工規範及合約多採用國際標

準，並由援助機構出資撥款，降低工程承攬風險，為新進海外營建市場之公

司的主要爭取目標之ㄧ。在具價格優勢的韓國、中國、印度營造廠相繼加入

後，少數高階技術工程又大都被歐美工程顧問公司及營造廠壟斷，日本逐漸

降低國際開發機構工程之業務比例，但仍積極參與國際開發機構之活動，並

掌握其援助動態及方向。   

4. 日商海外分公司自行爭取業務  

日本海外營建產業發展已久，除了承攬援助工程及廠辦建設外，也積極

拓展當地市場，例如日本鹿島建設、大林組、清水等的海外分公司或辦事處

遍佈全球。大部分業者會與一個以上的外國領導廠商建立技術與資訊交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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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關係，建立或改善日本營建產業之形象，並透過協助關係之確立，進行

因資源或法規限制而不能單獨承攬的工程類型、並降低風險程度等。  

5. 參與開發建設案件  

文獻資料對於日商投資建設開發業之描述不多，僅知曉日商多在北美、

歐洲以及澳洲等國從事房地產開發案，因這些地區政治風險較低，經濟活動

穩定，並對房地產市場之控管限制較低。普遍採用模式有幾種，一是與當地

開發商合作並提供融資，開發商取得開發資格，日商則負責工程興建；其次

是購置廢棄大樓重新整修，或是直接購地開發，後再售出以獲取利潤，施工

部份則由當地廠商負責，而僅擔任出資者、設計者或施工管理等角色。  

 

不同於其他亞洲廠商，日本營建業者重視且持續投入技術研發，以確保其競

爭優勢，使其不用在東南亞與當地業者或是韓國、中國廠商低價競爭，而是以

專門與特殊技術、工法取得較高利潤之工程案件，並受到需要技術交流的開發

中國家之歡迎。技術層面多以材料研究、施工自動化、廠房施工技術為首要，

推估應是為滿足日本製造業需求而衍生。廠房工程種類則將重心放在食品、藥

物、化學原料製造、高科技廠房以及無塵室、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設施等，較不

重視汽車製造組裝或是石化廠商等重工業廠房。  

大型日本營造廠另一項優勢是擁有自己的設計部門，底下包括建築師、結構

工程師、室內設計師等，且受到國內技術研究機構及技術發展部門的支持，持

續發展出特殊工法或製程專利，例如半成品及產品的自動化儲存及分配、工業

化高層建築系統等。  

 

4.2.3 海外市場主管機關及政策 
日本發展海外營建市場較早，其主導機關包括有日本海外建設協會、日本貿

易振興機構等，將逐一簡述如下。  

1. 日本海外建設協會  

財團法人海外建設協會 (Overseas Construction Association of Japan；

OCAJI) 於 1955 年成立，目的在於透過加強與廠商的良好關係與互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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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日本建設業界拓展海外事業或活動，並期盼對其他國家基礎建設有所貢

獻。目前組織共有三個海外代表處，分別坐落於北京、倫敦、新加坡，並有

24 個辦事處；並常設五大委員會，如下圖所示。  

 

圖 4-4  日本海外建設協會組織圖  

OCAJI 主要工作項目包括：即時蒐集業務資訊並進行加值分析，進行海

外市場意願調查與市場研究分析，不定時舉辦研討會、教育訓練，積極參與

國際活動並建立社會公益形象等。   

2. 日本貿易振興機構  

日本貿易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前身為

日本貿易振興會，1958 年依據《日本貿易振興會法》設立，原任務是推銷

日本出口產品，隨著日本經貿型態的轉變，目前重點是協助日本企業與其他

國家間之貿易活動，促進日本和世界各國在貿易、投資領域的不斷發展，尤

其以東亞地區為主。  

根據國貿局新聞稿指出，JETRO 為協助日本中小企業海外投資活動，由

2000 年起在泰國曼谷、新加坡、菲律賓、印度等國設立企業支援中心，不

僅提供當地商情資訊，並也出租給企業作為海外活動的暫時據點。每間企業

支援中心設置 4 至 9 間個人工作室，提供完善的辦公桌、電話、傳真機及網

際網路等設備，進駐期間可長達 2 個月。此外 JETRO 並協助進駐企業蒐集

海外投資訊息及諮詢服務。本案甚受中小企業歡迎，泰國曼谷據點成立 5

年半期間中，已有 140 家企業利用該中心及 80 家企業曾經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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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貿易保險機構  

日本貿易保險機構（Nippon Export and Investment Insurance；NEXI）在

2001 年由日本經濟貿易及工業部 (METI)100%出資設立，取代原本國貿部出

口保險系統，現擁有近一千億日元資本額。主要宗旨是提供一系列日資海外

貿易及投資保險服務，而 METI 則與 NEXI 簽訂再保險契約，約定 NEXI 可

將承保案件送請 METI 再保，由 METI（代表日本政府）承擔上限 90％之風

險。同時，NEXI 也代表日本與聯合國際信用投資保險聯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edit and Investment Insurers) 以 及 亞 洲 再 保 險 協 約 (Asia 

Reinsurance Agreement)等再保險機構合作的對口單位。  

當日本公司在海外設立子公司、合資公司或進行投資時，由受到戰爭、

恐怖主義、自然災害等不可抗力因素，導致該海外子公司或合資公司無法繼

續營業，或因外國貨幣禁止兌換成日元或美元等貨幣、無法匯款等，以及外

國交易對象無法屢約的情況，如支票跳票、承諾進口或出口商品但突然倒閉

等損失，將由 NEXI 為日本母公司承擔。NEXI 之服務對象不僅包含企業，

一般銀行對這類業務提供保險，NEXI 也提供再保險服務。保費則依各國或

地區之風險程度，以及工程或投資上限等而變動。  

另外，我國中國輸出入銀行在 2005 年 5 月已與 NEXI 簽訂合作協議，

提供雙方有關跨國合作架構的訊息交流，以促進雙邊貿易發展以及互相支援

對第三地出口市場之拓展。  

 4. 日本國際協力銀行  

前身為日本輸出入銀行，在 1999 年 10 合併日本海外經合基金，改名為

日本國際協力銀行（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JBIC），其政

策目標為：  

（1）促進日本整廠設備或其他產品出口；  

（2）確保戰略物資，包括能源和其他資源之取得；  

（3）支持日本工業的國際營運發展及在海外營建基礎設施；  

（4）確保國際金融秩序之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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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IC 主要提供日本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海外投資融資，並以低率融資鼓

勵整廠輸出產業。其次，當日本銀行為日商開立之保證不為其國外商業夥伴

接受時，若其交易係與日本整廠出口及日本海外投資計畫相關時，JBIC 可

提供履約保證、還款保證、保證信用狀，與保證金保證等保證業務。  

JBIC 也提供日本企業（主要是中小企業）有關投資建議及被投資國、

潛在風險等資訊，且當他國經濟政策突然改變、金融崩潰及經濟失序等，將

以官方貸款人身分，透過與被投資國政府及政府機構協商以降低上述風險。 

 

除了上述機構提供相關服務或協助外，日本政府通常採用稅賦減免機制為鼓

勵日本出口產業之優惠待遇，對於海外營運之日本工程顧問公司，可享有 20％

之課稅扣除額；而海外營造廠商之利潤被視為對國內經濟發展有所貢獻，可有

條件保留部分利潤作為未來損失之保留基金，並享有五年的免稅期間。  

 

4.2.4 未來產業提昇策略規劃 
依國土交通省 2006 年 3 月提出《我國建設業的海外開展戰略研究會  中間

報告書》以及《我國建設業的海外開展戰略研究會  概要版》指出，日本海外營

建產業未來發展方向與目標包括有：  

一、增加對於日資以外之工程承攬量  

不應喪失其他業務來源之可能性及競爭力，除積極發展國際工程標案及

日資案件的同時，應也致力於發展承攬工程之外的機會與空間，例如土地投

資開發及 BOT 案件。  

 

二、發展在地國產業網絡  

為達到低成本之目標，建議在當地購置適當機具設備及尋覓勞動力，以

建構完善產業網絡，並落實本土化，確保當地材料、勞務、機具設備供給來

源，或可考量聯合購置當地相關產業的必要性。其次，應利用當地域、國家

優勢，配合日商特有的施工技術及管理能力，建構最適宜之國際分工體制，

並善用其周邊資源，以利後續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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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業主多是日資或政府單位，並以日資慣有商務模式進行施工，為落

實長期發展，應減少對日資的依賴，並行開發維護管理、BOT、PPP、不動

產開發及物流等產業，以提供多樣性之服務，特別是針對亞洲開發國家日漸

增加的 BOT/PPP 等基礎建設案件，應是可以被期待的。  

 

三、協助營建產業的發展  

1. 活用 WTO、FTA 等多國或二國間的政府交涉機制  

近年受全球化影響，日本應善用與其他國家之溝通管道及談判機制如自

由貿易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等模式，尋求商機與改善日資的

商務環境。同時展開對政府週轉制度、建設業相關等法令、營建市場動向及

情報收集，並與日資企業密切交換訊息，釐清問題與難題。  

2. 建立與其他國家營建機構良好關係  

主要目的是深入了解對方營建產業生態，並建立完整的產業網絡，同時

也可交換國家間的訊息，創造或獲悉潛在商機。  

3. 善加利用 ODA 

即使未來不依靠日資而發展海外營建產業，ODA 仍為一個有效的拓展

模式，應致力發展並擴大社會資本工程案件規模，與活用日本該國之特有技

術及工程案件。  

4. 提升營建業及營建技術之認知  

相較其他國家，日本營建產業並不太重視其宣傳活動，應盡力讓全球了

解日本營建業的「高技術水準」及「準時完工」等優勢，建立品牌及優良印

象。可透過日商進駐之國家 /地區的潛在顧客群的觀點、需求等調查分析，

擬定宣傳戰略及模式，並善用國際商展或業間交流活動，另外籌劃至日商施

工現場訪問與攝影，完成「海外建設施工圖書館」提供給大眾作為參考及宣

傳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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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效利用營建產業的輸出  

日本營建業擁有自豪的技術能力與專業技術，為充分發揮該競爭優勢，

應致力於基本技術的普及化、技術人員資格之互相認證體系，同時發掘可發

揮日商優勢之工程領域。  

6. 協助廠商提昇國際競爭力  

（1）控制風險  

以往海外金融制度以及貿易保險制度、風險管理方案等多以製造業為

主，不見得適用於營建產業。首先應積極應用原有的制度及風險管理手

法、探討目前遇到的障礙，並進一步建構控制風險的完善體制。另外，

應須探討開發民間保險市場及相關產品之可能性，例如預付款、履約保

證等，最後探討資金合作案件以支援海外營建產業之可行性。  

（2）配合新商務模式  

順應全球或重點市場的潮流，以工程承包為中心，發展多樣性之服務或

商品如 BOT/PPP，以因應業主及市場之需求。  

（3）業界經驗之傳承  

日本營建業進入海外已有半世紀的歷史，有許多成功或失敗的實例，為

前人之寶貴經驗，應建立共同的資訊平台，分享其經驗並做為業界可沿

用的改革基礎。  

7. 促進與業主、投資者之互動  

日本營建產業屬於較低調保守之產業，應尋求透明化的經營模式，並增

加與投資者、顧客間互動關係，獲得投資者的認同而形成永續經營的風氣。 

8. 人才培育與活用  

發展海外工程事業版圖時，通常會實踐日本特有文化，並傳承予當地勞

工或員工，可是長程從事海外業務的人僅限於某些特定員工，並無將知識、

經驗傳承，恐有未來將有人才不足之疑慮。今後應經由海外建設協會舉辦的

研討會、活動等，致力於海外業務人才之培養與確保，並成立相關人力銀行

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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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韓國海外營建市場概述 
韓國廠商近年以中東的化工工程及管線統包、EPC 案件為主，在經歷過中

東市場萎縮以及亞洲金融風暴後，韓國營建廠商體制與財力均較為健全；而在

面對中國、印度低價搶標時，韓商適時轉向高附加價值的工程型態，開創出不

同的天地。  

 

4.3.1 海外市場發展歷程 
韓國海外營建產業發展起源是在 1965 年由現代建設 (Hyundai Construction) 

承攬泰國的道路工程。根據韓國海外建設協會數據顯示，海外市場曾在 1997 年

達到 140 億美元高峰，後因亞洲金融風暴，並執行與 IMF 達成協議的嚴苛之經

濟、金融政策，造成海外工程承攬金額逐年下滑。直至近年因景氣復甦且中東

市場前景看好，預計工程承攬金額將會突破新高點。至今約有 1000 家營建相關

企業曾進軍海外 (包括營造廠、建設公司等，2005 年約有 137 家營造廠於海外承

攬工程、2006 年增加至 141 家 )，主要市場為中東及亞洲，佔承攬工程總數的九

成。  

韓國海外工程市場拓展歷程可分為幾個階段，將逐一簡述如下：  

 

 
 
 
 
 
 
 
 
 
 

 

圖 4-5 韓國海外工程發展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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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營建產業發展蓬勃 (1945-1964) 

歷經韓戰 (1950-1953)後，韓國重建工程提供營建業及大的成長機會與挑

戰，加上一系列五年經建計畫的實施，完成工程種類涵蓋道路、水壩、港灣、

地下鐵、工業區、通信以美軍軍方工程等。因建設經費部份來自於國際貸款

融資及美資，受到國外貸款代理機構之嚴格監控或與外商合作興建等，而間

接獲得施工、估價、營建管理之技術和經驗，並建立與美軍工程師的良好關

係，爾後提供韓商許多國外工作機會。  

二、海外工程產業成長期(1965-1972) 

韓商初期是透過加入亞洲暨西太平洋營造業公會國際聯合會 (簡稱亞太

營聯會；IFAWPCA)尋求海外工程之資訊及機會，首件主導承攬的海外工程

是由世界銀行融資興建的公路工程。營運範圍慢慢擴展至泰國與日本的美軍

工程，1968 年延伸到關島及阿拉斯加，1972 年則在新幾內亞、幾內亞、尼

泊爾、新加坡與薩摩亞有斬獲。此時期的營造廠主要是以次承包商的方式拓

展海外工程，專案範圍僅限於土木工程，多為勞工密集相關技術，市場則無

限定目標，而採取有工程機會就把握的心態。  

三、海外工程產業全球化(1973-1990) 

首件中東工程乃為 1973 年位於沙烏地阿拉伯的公路工程，此時適逢

1975 年南韓經濟衰退時期，造成韓國營造廠案件量減少、設施停擺及員工

失業，因而積極前往中東市場發展。曾締造承攬高達經費 3.3 億美元的人造

河川工程計畫，由東亞（Dong-Ah）負責興建。根據韓國海外建設協會之說

法，此時韓商大都承接國際競爭標案，如國際融資專案、國際工程標案或是

當地政府機關的公共工程等案件。七十年代曾派遣約 20 萬勞工至海外承接

工程案件，為當時主要經濟成長動力，惟隨著工資的提升，外派員工數量也

隨之減少。  

往後十年，海外營建市場規模以每年 54%的速度快速成長，對於韓國境

內經濟穩定發展有重大貢獻。韓商藉著較歐美日國家低廉勞務成本優勢，搶

攻勞力密集之土木及建築工程案件，並努力朝向附加價值高的技術密集計畫

發展。然而因過度依賴中東市場 (該區域工程量佔全球總量的 94.7%)，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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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縮減而造成韓國海外工程總值的急速下滑 (由 1983 年的 101 億美元縮減

至 1989 年的 16 億美元 )，直到韓商轉往亞太地區發展才又逐漸回升。  

四、1990 年代至今 

繼中東市場後，亞洲地區成為最主要的市場，亞洲區域的承攬工程量由

1988 年 2.4 億美元的低點逐漸攀升，1992 年突破 10 億美元，到 1997 年達

到高點為 86.4 億美元。惟同年爆發亞洲金融風暴，不僅多數亞洲開發中國

家受到波及，韓國經濟也受重創，國內營建產業陷入低迷，國外金融機構也

多以韓商授信不佳或財務能力不足為由，拒絕貸款或採用高利率融資條件，

造成韓國海外工程市場逐年縮減。近幾年因中東市場熱潮再起以及國內經濟

復甦良好之下，中東地區又再次變為韓商主力戰場。  

 

韓國國內經濟與政策、產業變化對海外工程市場發展的影響深遠，韓國與日

本類似，產業動脈多由企業集團掌控，產業市場集中度極高，例如現代、三星、

大宇及 LG 等企業集團 (Chaebols)，集團內關係人持股比重極高，且交叉持股嚴

重，採取多角化經營投入營建相關及非相關的商業市場，例如營建材料與設備

之產業、造船、鋼筋加工等重工業，甚至銀行金融、零售業、貿易，企圖由經

營規模、業務或供應之連鎖效應獲取最大之利益。  

根據資料顯示，韓國營造廠登記家數於 1983 年時有 720 家，其中的 35 家公

開上市公司掌控約九成的國內營建市場，因適逢經歷全球經濟不景氣，營建工

程量萎縮及同業強烈競爭之下，不良或失勢業者逐漸消失，只有營運良好且財

務體系較佳的廠商方有餘力承攬海外工程，因此國外合約訂單集中在少數幾家

公司。該年度有 69 家廠商承攬海外工程，其中前二大廠商佔了 45%的工程量、

前五大廠商佔總工程比例為 67%。1986 年韓國政府宣佈在完成進行中之工程後

將取消 26 家公司的海外經營執照，1989 當年僅剩 28 家大型營造公司在國際工

程市場活動。  

然而 1991 年南韓政府採取專業化政策，要求前五大財團專注於核心事業，

條件是避免上述信用管制及關係企業持股限制。1997 亞洲金融風暴發生時，因

韓國集團過度擴充且多角化發展，導致負債比過高而產生財務危機，在連續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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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財團倒閉後，政府硬性要求切斷企業集團關係企業間之直接關係，各公司

應獨立運作，包括財務及經營管理決策之獨立性，而控股公司制度亦逐漸被考

慮以取代原先之企業集團制度。過程中有三家著名廠商在金融風暴效應下宣告

破產或受信託管理，即為東亞建設、大宇建設以及現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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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1997-2006 韓國海外工程之合約總額  

如圖 4-6 所示，韓國海外工程量體在 2003 年後才逐漸恢復，隨著中東市場

之大量擴增，2005 年及 2006 年的年度承攬合約總額激增至 108、165 億美金。

而工程種類由以往重勞力之土木與建設工程，轉成施工與設計並重之統包工

程，尤其是化工工程及管線之統包、EPC 工程數量最多，且利潤也較為可觀。

另外，受東南亞、中亞地區投資開發專案增多之影響，2006 年的土木及建築領

域工程承包額為前一年度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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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1997-2006 韓國海外工程承攬之工程種類  
資料來源：韓國海外建設協會網站 ICAK 

 

從國家來看，2006 年承攬合約金額以沙烏地阿拉伯、科威特、阿曼王國三

國為首，而工程件數則是中國及越南居多。而名列 2006 年前三名的韓國廠商分

別為現代建設（23.4 億美元）、GS 建設（15.8 億）、現代重工業（14.0 億）。   

表 4-1  2006 韓國海外工程合約總額前十名之國家 

                  單位：件、美金仟元  
排名 國家 工程件數 工程金額 累計件數 累件金額 

1 沙烏地阿拉伯 21 3,321,597 1,433 57,349,966 
2 科威特 4 1,888,764 173 9,985,142 
3 阿曼王國 2 1,183,731 13 1,963,931 
4 越南 31 1,136,168 283 3,333,418 
5 奈及利亞 5 1,078,085 64 4,805,158 
6 卡達 3 793,292 58 3,734,243 
7 菲律賓 11 563,741 211 3,962,060 
8 伊朗 1 394,529 79 8,955,833 
9 美國 20 347,601 154 3,362,455 

10 阿聯大公國 7 309,347 96 5,617,956 
11 中國 43 307,056 279 6,273,154 

資料來源：韓國海外建設協會網站 ICAK 
說  明：累計金額為 1965/12/1 至 2006/11/10 累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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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海外市場發展策略 

組織形式的彈性變化與持續發展是韓商保持競爭力之主因，早期韓商是採一

般化經營策略，並不限定服務範疇或工程型態，以獲取經驗及獲得較多的利益

分配。七十年代進入白熱化的中東市場後，轉變成投入特殊工程且透過專業化

來改善技術，並開始引進韓國生產之機具設備、材料等（原先美日技術之移轉

主要是透過受僱於外國公司之韓藉技術幕僚），以加強其競爭力及獲利率。在

該階段，韓商主要承攬工程型態為電氣化、化工工程以及石油管線設施。  

大型營造廠並不滿足於特殊工程市場，而是透過垂直整合及多角化經營以擴

大市場規模及範圍，並善用其企業集團資源以及人才，將效益發揮制最大，並

降低因受到全球市場變化、市場競爭程度變動而產生的風險。  

在工程投標策略上則是由初期以低廉勞工進行低價搶標，因此多參與採最低

價模式的國際公開標案。後期中國、印度廠商相繼加入，韓商逐漸喪失價格優

勢，因此在 1979 年開始引入並僱用薪資半價的第三國家勞工，並進行在職訓練，

建立長久並便宜之替代勞動人力，多執行非技術性之工作；同時轉向化工廠房

統包及 EPC 工程案件。  

韓國廠商長期向政府爭取類似日本 ODA 或援助工程，日前韓國政府有意提

倡 ODA 以及與發展中國家進行合作，並積極參加主要國際開發機構之計畫，嘗

試參與低度開發中國家之經濟計畫，以增加其影響力及後續業務機會。  
 

4.3.3 海外市場主管機關及政策 

韓國政府在 1976 年公佈『海外建設促進法』，共有 9 章 41 條，對韓國海外

工程事業拓展的執行機構、申請及承攬方式、監督與獎懲辦法作了具體規定；

韓國交通部負責制定並頒布相關法律規定，並對海外工程承攬進行統一管理、

指導與監督。而韓國海外國際營建協會則受交通部管轄，負責執行具體事務。

爾後陸續提出『擴大參與海外成套設備、建設、資訊等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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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長期海外建設振興計畫』，積極協助韓商拓展海外市場。以下將針對韓

國政府曾提出或正進行的輔導措施作簡單介紹。  

1. 韓國海外營建協會  

韓國國際營建協會（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of Korea；

ICAK），主要業務包括管理海外建設促進會、海外工程資料、營建制度進

行蒐集並分析、提供海外勞工訓練、協助會員廠商宣傳並出版專刊、以及出

具承攬所需證明等等。近來因察覺廠辦工程為近來韓商的重點市場， ICAK

開始提供能源發電、原油及天然氣開發工程之相關地質測試及事前規劃等協

助，並積極輔導韓國廠商與國際大型營造廠合作。成立時有 106 家公司會員

加入，現已增加至 430 家。  

 
圖 4-5  韓國海外營建委員會組織圖  

2. 減稅獎勵方式  

1976 年『海外建設促進法』對於在海外營運的營造廠商可享受 50%公

司稅賦減免，後因為避免各產業間之不平衡發展，故在 1981 年廢除。而新

的稅法規定可保留 2％的合約收益作為公司合理化以及未來海外市場發展

所用，並允許額外的 30％機具設備折舊，以加速回收初期資本投入。  

3. 貸款及保證協助  

韓國政府帶領銀行團提供韓商相關信用、投標保證、押標保證與保固保

證，其利率皆遠低於國外銀行。而《海外建設促進基金》於 1980 年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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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五年內籌款 2 億美元，作為擔保韓商向韓國銀行兌換保證保險之費用，

也可避免轉帳至國外銀行的不便及額外成本。  

另外，韓國政府也透過韓國輸出入銀行提供《海外營建專案保險》，保

險上限為合約總價的八成，承擔範圍包括海外合約中營建材料及工程本身因

受到戰爭、國外匯款的匯率限制、業主破產、延遲付款超過六個月以及其他

不可抗力之因素，而承受的損失。  

4. 協助拓展市場之機構及體系  

韓國政府曾成立過一系列的機構或公司，階段性輔導韓國廠商拓展市

場。1975 年成立《中東研究基金會》，主要是執行中東原油輸出國之發展

計畫的相關研究，並協助韓商落實在當地的人力資源計畫，且即時告知廠商

正確且完善的商機。 1982 年由政府主導成立韓國國際顧問組織 (Korean 

Consultants International)，由 11 家工程顧問公司及中小型海外營造廠所組

成，企圖爭取工程顧問及營建管理服務之海外業務，與其他韓國營造廠商、

機具設備及材料的供應商相互合作，同時提供非洲國家免費工程顧問服務，

並多次與國外工程公司聯合承攬工程，努力提升設計領域的能力。  

另外，韓商擅長利用聯合組織，結合有共同目標的企業或機構，研究共

同性之決策。發展早期曾結合營造廠商、協會、金融機構及政府組織如建設

部、財政部、外貿部，每月舉辦會議商討相關政策與議題，並加強政府民間

間之合作。駐在沙烏地阿拉伯的韓商也會每月在韓國大使館召開會議，進行

機具租售、勞工及管理團體之間的交換以及時間排程，並加強市場資訊交

流、會員互動以增加標案獲取的機會，被視為特殊的策略聯盟體系。  

 

4.2.4 未來產業提昇策略規劃 
韓國政府在 2004 年底提出「擴大參與海外成套設備、建設、資訊等社會基

礎設施建設方案」，主要是研討原油產國對相關領域需求增加，以及高附加價

值如環境工程、資訊工程的市場變化。日後的「中長期海外建設振興計畫」則

提出 2005 至 2009 年韓國海外工程市場發展規劃，目標是在 2009 年達到 140 一

美元的合約承攬金額目標，且世界市場佔有率達 4％以上。主要相關作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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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對地區、產業，制定擴大工程訂單戰略  

將全世界劃分成中東和北非、東南亞和中國、西南亞、俄羅斯、中南美

等五大據點地區，並制定不同戰略。譬如，針對中東、北非地區之資源豐富

特點，積極推動石油、煤氣成套設備工程之承攬量；東南亞和中國則爭取開

發新城市、通信網絡及石化相關工程；在西南亞、印度可爭取發電廠、道路

建設及通信建設等 IT 領域工程；於俄羅斯將積極參與資源開發與基礎設施

建設工作；中南美地區的石油開採、大型基礎建設前景看好。  

2.擴大海外金融支援  

共有五項措施，第一是擴充韓國進出口銀行資本額至 3.9 萬億韓元，擴

大出口金融支援；第二是引入信貸限額制，規範營建廠商之貸款限額為企業

總資本額的 20％至 40％；第三是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支援，放寬信貸限度至

3.7 萬億韓元，當中小企業購買國內建築材料可申請該工程合約金額 15％上

限之銀行貸款，鼓勵韓商採用國內建材。第四項是韓商可利用韓國進出口銀

行各海外辦事處申請出資許可證明；最後是改變優良海外營建公司評定辦

法，完善獎勵機制。  

3.靈活運用對外經濟合作基金  

增加對外經濟合作基金預算總額，並降低對外經濟合作基金發放利息

（目前為 1％～5％），簡化基金申請流程，以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

作，增加獲取海外工程機會。  

4.制定完善建設產業制度，提高中小企業競爭力  

改善招標以及合約制度，並制定營建業統合方案，加強開發廠房設備產

業管理標準與技術；同時宣導風險管理系統。  

5.鼓勵投資或承攬資源開發工程  

由韓國出口保險公司提供與資源開發相關的營建案件或投資之保險。  

6.加強國內外相關機關合作機制  

建立韓國進出口銀行和韓國出口保險公司之間的資訊交流體制，並計劃

與國外出口信用機構簽定合作協議，加強與外國金融機構及投資銀行的聯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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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改善國內支援環境  

鼓勵韓國電力公司、土地開發以及石油公司等投資機構，與營造廠商合

作，擴大市場規模及範圍。並加強專案可行性調查、增加市場開拓預算，加

強訂單動向分析，建立支援網路等。  

8.擴充海外市場資訊網絡、培養專業人才  

加大資訊服務，架構中小企業專用資料庫及海外營建廠商採購國內原材

料專用資料庫，並對工程人才進行培訓。  

9.引導國內閒置資金投入海外工程領域  

構思將發行進出口金額債劵及利益分紅債劵（Structured Bond），善用

國內民間閒置資金，以全民之力拓展海外工程市場。  

10.擴大宣導以及開拓市場費用  

擴大海外工程市場開拓資金預算（目前額度 10 億韓元），力邀重點市

場的國家高層人士及技術人員來訪，並與相關國家簽訂建設相關協定，建立

論壇、座談會等長期交流機制，並派遣業界代表團回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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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國海外營建市場概述 
整體而言，中國營建產業仍以內地為主要市場，近年尚未呈現衰退或減緩跡

象，拓展海外市場主要是配合國家政策與考量規避風險，加上前往海外多為中

國龍頭廠商，較中小型企業擁有較多的人才、資源調度空間，也較易爭取銀行

融資。拓展市場策略由早期的低價搶標，積極往與資金搭配之高附加價值之

EPC、BOT 投資等方向進行，並企圖帶領國內設備製造、石化及礦物產業前進

海外，以達到綜效目的。  

 

4.4.1 海外市場發展歷程 

根據《項目管理技術》雜誌指出，中國國際工程市場發展是由 1978 年開始，

較日本、韓國甚至臺灣、印度稍晚，當地政府並於 2000 年時推行「走出去」策

略，積極鼓勵中國營造業及工程顧問業赴海外發展，期許進一步帶動原物料及

設備之出口事業。  

依《中國統計年鑑 2005》數據顯示，中國營建業可分為國有企業、集團企

業、外商投資企業以及其他私人企業四大類別，2003 年總計 48,688 家的企業中，

國有企業家數日漸減少，僅佔總企業家數的 13.6%，但擁有 26.3%的產值，傳統

上多設立於都會地區，且負責多數的大型公共建設計畫之興建。集團企業主要

集中在鄉村地區，企業家數也在持續縮減中，外商投資企業所佔比率仍偏低；

其他企業包括農村建築隊及小規模公司，一般是由房屋建造及小型區域交通計

畫的非技術性工人團體所組成，近年成長幅度驚人，已成為主導市場之主力。   

 

表 4-2 中國歷年營建企業類型及雇用人數 

年次 國有企業 集團企業 港澳台商 外商企業 其  他 總計 
1. 企業單位數（個） 

2000       9,030     24,756       635       319    12,778     47,518 
2001       8,264     19,096       622        274    17,637     45,893 
2002       7,536     13,177       632       279    26,196     47,820 
2003       6,638     10,425       535       287    30,803     48,688 
2004       5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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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次 國有企業 集團企業 港澳台商 外商企業 其  他 總計 
2. 雇用人數（萬） 

2000         636        888         8         4       459      1,994 
2001         591        740         8         4       768      2,111 
2002         544        579         7         5     1,110      2,245 
2003         524        506         7         6     1,371      2,414 
2004        2,558 

3. 整體產值（億元）  
2000       5,054      4,036        99        67     3,241     12,498 
2001       5,363      3,776       103        73     6,047     15,362 
2002       5,583      3,339       114        91     9,401     18,527 
2003       6,060      3,271       124       129    13,500     23,084 
2004       27,745 

資料來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6）中國統計年鑑 2005 

 

在中國政府通過並推行民營化改制，以拋售國有企業減輕政府負擔，增進企

業獲利能力之下，儘管國有企業家數及市場影響力已不如以往，但近二十年中

國境內基礎建設與民間硬體設備等市場不斷擴增，原先國有企業所培育出之相

關人才、工程技術經驗以及資源已足夠與其它國際廠商相提並論，加上持著低

廉勞工以及設備等價格優勢，使得中國近幾年在海外營建市場發展迅速，至今

營建廠商足跡已擴及百餘個國家 /地區。第二輪的民營化改革則是針對國有企業

重組與整合，提升企業間效率及資產應用，日前較受矚目的有：中國土木工程

公司與中國鐵路建設總公司完成重組，中國海外工程總公司與中國鐵路工程總

公司、中國港灣建設總公司與中國路橋建設集團皆已完成合併。大型國有企業

間之合併重組，不僅可彙整其人才及財務資源，並形成各專業領域的龍頭廠商，

就長遠來看，必定對其海外工程市場之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   

依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數據統計，2006 當年海外工程營收為 300 億美元，

較 2005 年 218 億美元增長 37.9%，另該年業務承攬量也高達 660 億美元，約為

2005 年 296 億美元雙倍之多，已遠遠超越日本、韓國海外營業總額。由 ENR 歷

年排名表可發現，1984 年首度由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進入前 250 國際營造公司

排名行列，1994 年增至 9 家，2005 年則激增至 46 家，但其平均海外業務規模

相較歐美廠商差距甚遠。如表 4-3 所示，中國 46 家海外營收僅佔全體營收之 11.3

％，遠較平均海外營收比率低，可看出中國企業國際化程度尚淺，主力戰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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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市場。其次，截至 2005 年底，中國商務部資料顯示，中國具對外承攬工

程經營資格的企業有 1,609 家，而實際營運者約達 1,000 家，海外總營收為 218

億美元，而前 46 家海外營業額已約占半數（101 億美元），顯示大型廠商為拓

展海外營建市場之主力。  

表 4-3  全球前 225 家國際營造公司之國家海外營收佔比統計 

國別 家數 
海外營收 
(百萬美元) 

總營收 
(百萬美元) 

海外營收佔比 
（%） 

美國 52 34,837  92,717  37.6% 
法國 9 28,970  69,377  41.8% 
德國 6 21,838  29,195  74.8% 
日本 17 16,027  92,775  17.3% 
英國 7 12,732  26,765  47.6% 

西班牙 8 12,591  50,107  25.1% 
中國 46 10,068  89,416  11.3% 

義大利 12 5,891  12,156  48.5% 
土耳其 20 3,693  6,836  54.0% 
南韓 7 2,402  21,603  11.1% 
印度 2 546  3,297  16.5% 
臺灣 2 238   1,560  15.2% 
其他 37 39,580  67,034  59.0% 
總計 225 189413.1 562837.5 33.7% 

資料來源：ENR (2006) Global Markets Surge on Amid War, High Oil Prices，本研究綜合整理  

 

就海外分佈區域而言，目標市場是以亞洲、非洲開發中國家為主，達海外總

量體六至七成，未來將積極拓展歐美、南美洲和太平洋等地區；工程承攬種類

由早期的建築、交通運輸等勞動密集領域發展到專業性較強的石化、電力、通

訊等領域，逐漸邁向知識密集的高科技廠房、航空工程、電子通訊等，並向 EPC、

BOT、PMC 等模式發展，並也開始有能力和意願與其他國際廠商組成策略聯盟

共同承攬案件。  

 



我國營建產業進軍海外市場拓展業務之利基及可行方向研究                             期末報告         

 107

4.4.2 海外市場發展策略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發展報告 2005-2006》指出，近年中國國際營造市場發

展蓬勃是因受政府高度重視、相關企業經營規模擴大且技術提升、相關保障體

系和服務體系日趨改善。未來五到十五年為中國企圖發展國際營建市場之重要

時機，預估海外市場的年增率可望達 15％，至 2010 年，推估年度營收將可達

340-380 億美元；工程種類則在電力、石油化工、通訊等領域較具有發展潛力。 

中國營建產業具備有幾個特點，第一是內需市場龐大，且在過去一二十年呈

現穩定成長，境內大型營造廠商及顧問設計單位因而累積相當經驗及工程實

績；第二是工程型態種類眾多且發展時間短暫，不同以往已開發國家之發展歷

程，由都市規劃、住宅商辦、道路橋樑、水壩港灣到捷運、通信電力、衛生處

理以及娛樂休閒設施等逐步演進，而是在同一時空多項建設齊頭並行興建，於

短時程內接觸多項工法技術，壓縮其學習時間；第三是中國擁有充沛且低廉的

勞工以及資源，仰賴進口物料及人力而受限制之機會相較較低，且為配合大陸

保護政策，大部分外商在作業流程須與當地廠商配合，也加快技術傳承速度。

最後是中國接受國際性開發機構的援助已久，對國際援助機構的作業流程及體

系有相當程度之掌握及人脈，且其外交關係遍佈全球。在上述幾個條件下，中

國營建廠商在短時間內成長卓越，並快速拓展海外營建市場。中國營建產業爭

取業務之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 爭取國際性開發機構貸款之工程專案  

善用中國低廉勞工及設備價格，以低價優勢搶佔國際性開發機構之援助

專案，爭取工程技術難度較低但規模龐大之案件；加上多數國際營建大廠之

主力仍在內地市場，因此允許策略性的承攬工程，以賺取微薄利潤換取進入

他國營建市場之門檻資格。  

2. 爭取透過國際競標模式之工程  

採用國際競標模式發包之工程多為公共基礎建設，承攬資格門檻及品質

要求較低，且對於無業務人脈管道的中國廠商而言，不失為一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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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政府提供貸款之專案  

中國政府透過其外交關係，由中國輸出口銀行無條件協助亞洲及非洲開

發中國家執行重大建設之可行性研究，且融資援助興建水電基礎建設，以達

到鞏固外交關係、協助中國營建廠商獲取業務、並興建對礦業發展有助益之

建設以確保中國廠商後續營運，與掌握石油及礦產資源之開採權等多重目

的。  

4. 結合石油礦產投資開發  

不同於日韓臺等，積極在亞洲開發中國家投資設廠發展製造加工業，中

國近年直接投資額 FDI 呈現多樣化，包括商業服務、批發零售、製造加工、

交通運輸以及礦採等。而非洲國家為謀求發展，不少資源豐富的國家都在以

當地資源做條件，換取外企替當地承建專案並營運，例如中國海外工程總公

司在剛果共和國即投資一系列銅鈷礦產工程，其他公司在阿爾及利亞、奈及

利亞、安哥拉等國也有類似的投資。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廠商積極前往非洲國家拓展，除了非洲基礎設施落後而國

際援助工程不斷，石油與礦產資源豐富等條件外，同時當地政府對於外資多表

歡迎，尚未設立保護條款，且歐美廠商因非洲地理位置偏遠、生活環境落後、

獲利較微薄等因素，較不重視非洲市場，也給了中國廠商進駐的空間。目前，

中國對非洲承攬工程金額高於 1 億美元以上之案件增多，技術含量也有所增加，

由最初的公路、鐵路、橋樑，到石化、電力、交通運輸、通訊、水利等各領域。 

截至目前，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和所屬中國土木工程集團公司於 2006 年 10

月取得非洲奈及利亞境內拉各斯至卡諾現代化鐵路專案，總價高達 83 億美金，

為迄今中國營建公司取得的最大規模工程。  

如與歐美日廠商相比較，中國營建相關公司在勞動力成本具有優勢，而在技

術及管理領域略遜一籌，更遑論市場行銷、成本控制、風險管理。對於技術研

發之積極度不足，在部分專案嚴重依賴國外專利或專有技術，而在承攬業務過

程處於不利地位；其次，由於缺乏業務創新，多數公司仍以傳統發包工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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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集中在產業鏈低端、利潤微薄的施工領域，企業營業額之擴大主要來自於案

件數量的增加。  

 

4.4.3 海外市場主管機關及政策 
中國因其政治立場及體系，對海外企業管制較為嚴苛，營建海外市場之主管

機關包括有中國商務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並推出一系列之輔導獎勵措

施，以協助海外市場之發展，將歸納簡述如下文。  

一、中國商務部  

中國商務部為所有大陸海外企業的主管機關，包含營建相關產業。從事

海外工程興建之企業須具備國內的一級工程資質或施工總承包一級資質，而

從事設計顧問者，則須備有甲級設計資質、或一級工程資質、或施工總承包

一級資質和企業法人性質的甲級設計院之資格，並提出「對外承包工程經營

資格核准」申請且取得核准。當企業獲取海外業務時，必須在簽署工程契約

之同時，對總公司所在地的商務部分部，以及當地大使館報備施工內容、工

期以及派遣人數等詳細數據。  

企業所申請出境之勞工，須先接受研訓班以及考試，並取得合格證書。

另外為避免違法居留事件，勞工須在工作期結束後立即回國，且須經由通過

商務部及勞務部許可之人力派遣公司負責其擔保及繳款手續。  

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  

1988 年 4 月成立，主要是由國際工程承包、勞務合作及其他國際經濟

技術合作業務相關企業組織組立而成，為商務部所管轄之非營利組織。基於

法令限制，所有海外營建企業皆須入會。商會主要業務是協助海外企業、提

供技術支援、向政府反映會員意願或建議、協助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法規、並

調解企業間糾紛且維護企業會員之權力，且持續進行國內外展覽、洽談、市

場考察、業務交流等。目前與英國、香港、印尼、土耳其、伊拉克等國的類

似團體已建立良好溝通管道，並協助會員備妥對外保證擔保金的必要條件或

文件，利於商務部進行事前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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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勵先進，樹立行業榜樣，打造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和勞務合作企業品

牌，推動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主辦了「2006 中國對外

承包工程人物」和「2006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和勞務合作優秀企業獎及單項

獎」評選活動。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  

中國境內營建相關工程總歸建設部統管，針對海外工程市場，建設部會

適時提供相關技術法規如耐震、消防、防災等資訊，也曾構思派員進駐各大

使館蒐集當地市場情報資訊等，但最終仍取消計劃執行。  

四、獎勵減免措施  

1. 對外承包工程保函風險專項資金  

2001 年由財政部和外經貿部聯合發佈「對外承包工程保函風險專項資

金管理暫行辦法」，協助解決民間企業的保證授信需求，截至 2004 年底，

中國銀行共開立保函共 400 多筆，總金額高達 7 億美元，涉及契約金額約

180 億美元，承建項目主要為建築、廠房、水壩、電力、石油管線、道路、

鐵路、供水及衛生設備、污水處理等。  

2. 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  

2001 年由政府協助成立，為貿易商提供出口信用保險服務，包括短期

出口信用保險、中長期出口信用保險、投資保險，並提供資信評估，、商帳

追收、保單融資等服務，以降低潛在的政治、經濟、金融、戰爭等不可預知

風險。海外工程型態越趨多樣化包括統包、EPC、BOT，皆需挹注大量資金，

也促使營建與進出口貿易、資源開發的聯繫益加緊密。中國日前與 30 多國

建立資源長期合作關係，在當地進行勘探開採、煉化加工、管道運輸，已形

成相當完整之石化工業體系，因此也增加對出口信用保險之需求。  

3. 中國輸出口銀行（Eximbank）低率融資  

為協助企業拓展海外市場，提出低於 1%的低息融資，並提供同額擔保

或第三者保證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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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人稅務減免  

相較於國內法人企業提報所得稅率 33％，為鼓勵中國廠商「走出去」，

海外所得稅率僅 16.5％。  
 

4.4.4 未來產業提昇策略規劃 

中國海外營建商業活動歷史時間短暫，並傾向將其發展重心集中在高政治風

險的開發中國家，而目前廠商面臨之問題主要有幾項：  

一、營造廠商同質性高且競爭優勢相同  

目前在海外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之營造廠商多採取低價策略，爭取勞工密

集之興建工程，企業之間同質性高且市場重疊，並無獨特之市場定位或策

略，爾後恐對新進的大陸廠商產生壓迫。  

二、資金短缺、融資能力不足  

大陸營造廠及建設公司之融資管道有限，且辦理手續複雜、融資利率偏

高，導致資金較不易取得。雖有設立保函風險專項基金，惟業界抱怨其規模

小且審批時間過長，支持範圍有限。根據統計，日前中國大型企業融資成本

一般在 10％左右，中小企業甚至達到 20－30％。  

三、工程顧問服務海外市場佔比偏低  

 為促進工程顧問公司拓展海外市場，1993 年成立「中國國際工程諮詢

協會」，由具規模之寰球公司、廣電設計院、有色金屬設計研究院、華西設

計集團、上海建築設計院以及擁有設計力量的中建、中土、港灣等工程公司

組立而成，目前會員共達  270 家，每年有對外新簽項目合同或營業額的不

足  100 家，與海外市場活躍之營建業相較，仍有相當之差距。據管理部門

統計，截至 2003 年，會員機構累計對外簽定合約共 4122 件、合約總額達

19.9 億美元。  

 

針對目前發展癥結，《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發展報告 2005-2006》在報告最後

提出對未來國際工程市場發展策略建議共九大項，分述如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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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政策支持力度  

結合國家經濟、外交、法規以協助廠商取得國際大型工程，包括頒佈「對

外承包工程管理條例」與實施細則，加強政府稅收、金融、保險相關單位的

協調配合，提供民間所需支援；並當有不可預測事項如戰爭、天災發生時，

政府應可提供民間企業與安全形勢評估、加強防範措施相關服務，並建立完

善的風險保障機制。  

二、完善融資、保險服務體系  

加強國際營建企業與國內外金融機構之合作模式，並建立適合的融資管

道和擔保方式，包括建構通行無礙的國際專案融資方式及融資體系，完善中

國商業銀行、信用保證機構之海外投資風險評估體系與信用擔保制度，並建

立外幣與人民幣匯率風險規避金融工具，以達到民間企業開拓國際市場的需

求。  

三、發展國際工程顧問服務  

大力培育工程顧問、工程管理、投資顧問等企業，使其有能力協助所在

國家經濟發展需要，提供業主專案規劃、可行性研究、設計及融資方案，進

而執行後續施工與營運階段，實現規劃設計、融資、施工、營運一體化，以

增強國內營建產業之競爭力。  

四、推動管理及技術創新  

改善以往仰賴低價優勢搶佔市場之局面，鼓勵企業投資技術研發，建立

核心技術與確保競爭優勢，並加強企業國際化及本土化，提高利用當地金融

機構、工程人員之比例。  

五、創新經營模式，實現業務升級  

國際營建市場競爭日益激烈，營業利潤逐漸萎縮，大型國際營造廠已經

開始從單純施工轉向投資開發之趨勢，意在爭取營運階段之營業收益，逐漸

向產業鏈的高端轉移。故積極促進中國營建企業轉向 BOT 業務承攬，以增

加其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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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加強開拓新興市場的力度  

積極推動開拓新興市場之速度及規模，近年中東和非洲產油國之基礎設

施與工業專案建設呈現高度成長趨勢，亞洲新興國家如印度、越南、印尼等

的基礎建設投資需求巨大，拉丁美洲地區以及中東歐國家如捷克、匈牙利、

斯洛伐克的經濟持續好轉，帶動其工程市場，都可視為未來主要之潛在市場。 

七、鼓勵差異化發展、形成合理分工體系  

拓展海外市場之國內營建廠商同質競爭嚴重，為此建議推動差異化發

展，鼓勵各公司依其獨特競爭能力確定在國際市場之定位，形成合理社會化

分工合作體系。同時加快營造廠商間之重組改造步伐，建立一批專業且競爭

力強的大型總承包商，並朝向 EPC、BOT、PPP 等高附加價值的領域發展，

最後達到帶領中小型企業一同出走海外之目的。   

目前，已經有公司使用勞務分包商來完成項目；也有公司通過在國內公

開招標確定分包商。這些形式都有助於中國公司之間形成風險分擔、互相促

進、共同發展的社會化分工合作體系。  

八、建立多種人才培養機制  

當前業界普遍缺乏合乎國際市場需求的各種人才，已經成為制約企業發

展的重要因素，企業應了解海外工程人員的特殊需求性，並逐步培育相關人

才，尤其是具備豐富經驗的中高級管理及技術人員，協助企業加快拓展海外

市場之速度和規模。  

九、發揮行業組織的作用  

主管機關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應發揮「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範行

為”宗旨，以“鞏固基礎、完善機制、突破重點、全面提高商會服務的專業化

水準」為工作主線，不斷深化商會改革，健全服務、協調、促進等工作體系。

其主要工作項目包括：建立市場過度競爭預警、市場分類引導、促進企業分

工協作和聯合相結合的專案和市場協調機制；完善行業規範，推動行業信用

制度建設，形成完善的行業誠信自律機制和體系；建置資料準確的國際工程

資料庫系統；發揮商會專家委員會優勢，為企業開展高端諮詢服務；以及建

立與國外同行的廣泛聯繫，積極幫助企業開拓國際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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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國內營建產業利基探究 

5.1 前言 
與日本、韓國產業金字塔結構有所不同，國內傳統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力，

有單打獨鬥且應變能力佳等特性，不甚重視策略聯盟或周邊效應，而非像日韓

企業集團率領周邊產業或下游廠商一同扶持成長。主要原因是國內需市場規

模，以及相關人才數量與日、韓、歐美國家相差甚遠，缺乏培育大型營建集團

的先天條件。其次，國內營造廠、工程顧問公司、建築師事務所以及建設公司，

以往限於法令規範，其業務範圍無法直接延伸至其它業別，除了大陸工程公司

寥寥數家仍持有營建與設計之營運資格。數年前雖已修正相關法規條文，允許

申請營業資格，但可能因宣導不足，大部分業界企業仍不知已有解套方案，多

數是透過設立新公司或轉投資方式進行多角化經營或上下游整合，如潤泰集

團、遠雄集團等，惟其工程實績並無法合併計算，且需要龐大資本投入，並支

付多餘的作業成本及資源，衍生的經濟效益並不如企業結構為  “in-house” 或垂

直整合之國外廠商，其營業範圍含括設計、技術諮詢、工程管理、營建施工、

機電裝修，甚至後續維護營運等，導致服務範疇與市場受限而無法快速擴展，

間接影響企業規模成長。最後，國內並不像日韓政府以國家資源集中培育數家

企業集團，而是傾向獨占產業自由化、公營事業民營化，且民間各別創業風氣

盛行，造成現在中小型廠商居多之現況。  

由國家永續發展角度出發，營建產業如同農漁業，為一必要的傳統產業，完

善且普及的基礎建設、運輸系統乃改善國民生活品質以及協助其它產業發展的

重要工具。基礎建設、運輸系統使用期間有限，硬體建設會依隨人民生活習性、

經濟型態轉變而有不同需求，因此營建產業是有其存在之必要性。惟在國內重

大工程建設逐漸完成、未來公共政策轉向軟硬體並行、國家經濟由製造業主導

轉向服務產業而使得硬體投資縮減等情況下，國內營建廠商應試圖拓展海外市

場，以維持其競爭力與業務量，避免營建產業逐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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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營建產業定義及現況 
學界與業界對於營建產業的定義不一，多半是單指營造廠商而言，並不包括

其上下游之企業或個體。在西方營建發展史中，先期是以「建築業」（Building 

Trades）一詞代表，然而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由於政府提供的基礎建設大幅增

加，於是逐漸以「營造業」（Construction Industry）取代之。隨著經濟發展演

進、技術創新與民眾需求的增加，營造業的生產過程日趨複雜，因而產生專業

分工，各掌管部分生產流程，達到最終產品的品質需求。在本研究報告將整個

營建產業，從提出營建需求起，直到該產品廢棄拆除為止，過程包括有材料生

產製作、工法技術開發、安裝施作勞務、機具租賃買賣、乃至於工程承攬施工

等，其所參與運作的相關個體均列為討論範圍，主要團隊包括有營造廠、工程

顧問公司、建築師事務所、建築開發公司以及材料設備業，下面簡易說明之。  

（一）營造業  

係指承攬營繕工程之營造廠商，「營造業法」依據經營特性，將之區分為「綜

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  

（二）建築開發業  

又稱「建設公司」、「建商」或「不動產投資業」，係指從事不動產開發、

住宅、大樓及其他建築投資興建、租售業務等企業，工作範圍從土地資金取

得、監督及驗收施工、銷售租賃、甚至後續的建物管理等。  

（三）工程技術業  

根據「技師法」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理條例」之解釋，技師與工程顧問

乃受命於業主，工作事項包含規劃及可行性研究、基本設計、細部設計、協

辦招標與決標、施工監造、專案管理等相關技術；另外「建築師法」說明建

築師職責為辦理建築物及其實質環境之調查、測量、設計、監造、估價、檢

查、鑑定等各項業務，並得代委託人辦理申請建築許可、招商投標、擬定施

工契約及其他工程上之接洽事項。  

（四）材料設備業  

提供營造業於興建建物之過程中所需的材料、機具、施工技術的上游供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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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產業成員中，只有營造業與不動產業底下之建築開發業、營造材料設備

商隸屬製造業外，其餘全歸屬服務產業；就實際生產流程而言，營造業及建築

開發業為統籌資金、材料、人力、技術之主要管理者，並透過一連串規劃流程

與管理方式，按圖說與規範施工，並完成興建該建物之職責與責任，屬於勞力

與資本密集之產業，重視的是資金流量、建物品質以及興建時程之控管。  

業界以往在探究營建產業的發展歷程時，多以公共工程為分析主軸，對民間

工程的發展少有著墨，或是另就「房地產市場」獨立研究之，主要是因為公共

工程與民間工程的特性有別，底下的產業生態或組成成員也不盡相同。以往國

內公共工程釋放量體較多，形成主導態勢，但其市場供需及成長實仰賴買方，

即政府單位，承攬單位如營造廠、工程顧問公司是屬於被動和被管制的一方。

民間工程至今仍以建築開發業為首，工程型態多以住宅社區、商辦大樓、商圈

開發以及廠辦工程為主。與公共建設不同的是，民間工程市場仰賴的是民間消

費市場動能，雖政府會視市場發展狀況，不定時以政策、優惠方案與法規適時

干預市場運作，但房地產市場大多仍緊隨整體經濟、社會及市場需求的發展與

變遷而成長。換言之，民間工程不似公共工程是以政策為導向，而是視企業或

民眾之需求，由建築開發業主導規劃、投資、銷售或興建等服務，並由過程中

賺取利潤。  

通常探討一國硬體建設投資概況時，國際間大都採用該國的「固定資本形成

毛額」（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做為分析依據，與一般外界所稱之「投

資」包含金融及非金融投資有所不同，投資普遍會於當期消費，故屬於中間消

費；而企業為擴大生產能力，因現有設備的老化做更新或合理化，以及為技術

革新需要而興建或購入之建築物與機械設備，是為設備投資，通常不會於當期

內用罊或可產生將來利益，故歸屬為「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根據行政院主計

處之解釋，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指的是民營企業、民間非營利機構、公營事業及

政府等四大部門之投資，未含土地購買及金融資產投資，但包括未扣除當期的

資本消耗部分以前的投資額 (稱為「存貨增加」 )，可細分為下列幾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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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營建工程，底下包括住宅、非住宅用房屋如廠房和校舍、其他營建工程

如道路與機場等；  

2. 運輸工具；  

3. 機器及設備；  

4. 土地改良、耕地及果園之開發；  

5. 種畜、役畜及乳牛等；  

6. 無形固定資產如礦產探勘、美術品及電腦軟體等。  

 

國內主計處統計數據僅分為營建工程、運輸工具、機器及設備、無形固定資

產等四大項，當中又針對營建工程特性，將「在建工程」列入固定資本形成，

「在建工程」的認定強調所有權觀念，即若在建工程已確定所有權者，不論自

用或因簽約建造都將列入統計。  

下面分析將就歷年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之趨勢變化，概略簡述國內營建產業發

展歷程。公部門的投資金額維持穩定成長直至九十年代中期開始趨緩，到 2000

年甚至有縮減態勢，2005 年投資額約有 6,247 億元；民間方面則在九十年代呈

現高幅度成長，1990 年（5,055 億）到 1995 年（1.07 兆）成長約一倍，至 2000

年創下 1.67 兆的記錄，後受到全球經濟衰退及製造業外移的影響一度下滑至

1.25 兆，近兩年因受大環境景氣好轉回復至 1.65 兆的投資量。就投資項目而言，

營建工程為固定資本形成毛額的大宗，機器及設備次之，而運輸工具與無形固

定資產約均低於 10％故不詳加討論。如觀察圖 5-1 變化，發現機器及設備為 90

年代中後期總體投資量成長的主因，並於 1999 年後超越營建工程成為主要投資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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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之形成以及公私部門比率（％）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總體經濟統計資料庫」 
 說    明：所有資料數據均採用當期價格，並未剔除物價變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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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營建工程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總體經濟統計資料庫」 
  說    明：所有資料數據均採用當期價格，並未剔除物價變動的影響 

 

固定投資率（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占全體國民生產毛額之比率）近十五年來多

在 18％ -25％上下徘徊，2000 年後一度下滑至 18.2％而後稍有回升，推測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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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國內外經濟景氣變化而有所增減。營建工程投資額與總國民生產毛額佔比平

均維持 10.2％左右，自 1993 年後比率逐年下滑至 7.6％，於 2004-2005 年再度

回升至 8.5％，其中公部門較不受外在環境影響，呈現緩慢緊縮趨勢。由 90 年

代下旬起，因民間空屋率大增、且大型公共工程建設計畫陸續完工，加以政府

財政壓力升高，且依法必須編列的強制性或義務性支出擴張，導致基礎建設投

資受到排擠，政府投資擴張速度減緩，1999 年起呈現大幅度負成長，直到 2003

下旬，房地產與高科技產業景氣轉好，整體投資量方才攀升。近五年總體平均

增長 1.33％，而公共部門呈現平均衰退 -3.11％、民間則有 6.10％高成長率。  

如探究政府與民間的營建工程相關投資占總投資量的比率，可發現公部門營

建工程投資比率逐年增加至 1993 年後呈現平穩狀態，大都維持在 62％ -64％，

顯示政府預算花在國內建設於總投資量佔比呈現穩定，並無被刪減或排擠的效

應（僅指固定投資之部分，並未考量政府整體預算花費以及社福、公務薪資等

對於投資額的相對關係），惟公部門的近年總投資量呈現緩慢縮減。民間投資早

在 1992 年超越公部門成為國內硬體投資的主力，近期投資量為公部門的 2.5 倍

以上，但營建工程投資量並無隨之增加，因形成營建工程占總投資比率下滑的

現象。  

就經濟層面而言，國內營建廠商家數甚多，現行法規對於設立營建相關公司

的規範並不嚴苛，加上國內因地形狹小，大型規模或特殊工法的工程數量有限，

間接造成廠商對於技術研發並不熱衷，繼而無法長期維持其工法或管理技術之

競爭優勢，故營建產業可被視為完全競爭市場。在一般傳統公共工程招標，最

低價為得標的主要條件，廠商的競爭能力與利潤完成取決於工程是釋放量，造

成廠商著重短期市場供需，並形成低價搶標之風氣。長期下來，因產業競爭激

烈，僅有少數廠商持著資本、技術或管理之競爭優勢，方逐漸擴大規模。  

 

一、營建產業  

由營造廠產業結構來觀察，依據營建署「營造業管理資訊系統」廠商基本資

料顯示，全國日前（至 2007 年 3 月 31 日）在營建署登記有案的營造廠商（包

含綜合營造業與專業營造業）計有 9,493 家。其中，資本額在一億元（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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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造業者（含綜合與專業營造業）共計有 988 家，約占總體數量的 10.4％，

低於一億元以下者共計有 8,505 家，占總體數量的 89.6％。相關廠商資本額分佈

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 5-1 營造廠資本額分佈表（截至 2007/3/31） 

廠商資本額 家數 佔總體百分比 
100 億(含)以上 6 0.1％ 
50 億(含)以上~100 億 1 0.0％ 
10 億(含)以上~50 億 29 0.3％ 
1 億(含)以上~10 億 959 10.1％ 
1 億以下~2000 萬 1,156 12.2％ 
2000 萬以下 7,342 77.3％ 
總計 9,493 100.0％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管理資訊系統」 

 

依營建署統計數據，過去十餘年裡，營造廠家數由 1992 年的 3,400 家暴增

至 2002 年的 1.26 萬家，成長約 3.7 倍，隨後急速降低至 2002 年 8,800 家，再緩

慢回升至 9,493 家，惟公共工程固定資本投資維持 3,800-4,700 億左右（平均每

單位每年僅承攬業務約 5,000 萬），顯示營造業競爭劇烈且市場應已趨近於飽

和。由於營造業為先施工後請款性質，且常因款項請領期限長，而有財務延遲

之特性，又面臨近幾年鋼筋、水泥、砂石等原物料價格上揚之壓力下，許多廠

家因財務困難等各項經營難題而宣佈停業，或處於經營艱困階段。  

如觀察營造廠各級家數分佈關係，各級綜合營造廠商數量分佈如表 5-2 所

示：  

表 5-2 各級廠商分佈表（截至 2007/3/31） 

等級 甲級 乙級 丙級 合計 
廠商家數 1665 1305 6146 9116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營造業管理資訊系統」 

 

有關營造業甲乙丙之分級係依據資本額、經營年資、累積工程經驗逐步升

級，若以一般經驗判斷，其分佈應可呈現金字塔型，其原因乃在於丙級廠商資

格門檻低且進入容易，故數量應為最多，其後在市場競爭與運作機制下，逐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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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廠商進級，最後以甲級廠商最少並分佈於頂部。但觀察長期在市場運行下

之結果，實際統計數量卻發現廠商數量在級距分佈中並非如此，丙級廠商雖仍

為最多，但乙級廠商卻比甲級廠商少將近 1/4。其顯示出營造產業經營可能呈現

兩極走向情況，亦即中間規模廠商反而可能在市場定位不明確情況下，反而不

利與大型或小型廠商競爭。  

 

二、工程顧問公司  

 台灣工程顧問業創始於七十年代，由於當時國內公共工程陸續推動，大

型工程極需工程技術顧問的專業投入，多數業主對於工法技術與規劃設計的專

業不足，多仰賴國外專業顧問，故政府分別於 1969、1970 年成立財團法人中華

顧問工程司和財團法人中興顧問社。過去二十多年中，工程顧問服務業迅速成

長，由七十年代總家數不超過 100 家，到目前登記者為近 700 家，而技師事務

所高過 1000 家。如以規模來看，台灣工程顧問公司多屬中小型企業，超過七成

的公司資本額集中於 100 萬  ~1000 萬間，且超過六成公司只僱用登記執業技師

一名（多為該企業出資者）；擁有超過 10 位執業技師之企業僅有 15 家；顯示我

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如同營造廠商，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僅數家具有資格得以

承攬海外工程。  

表 5-3  2005 工程顧問公司資本額與家數統計 

資本額(萬) 家數 ％ 
＜100 31 4.6% 

100~499 289 42.9% 
500~999 186 27.7% 

1,000~4,999 146 21.7% 
5,000~9,999 8 1.2% 

＞10,000 13 1.9% 
總計 691 100.0% 

資料來源：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06 公共工程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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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2005 工程顧問執業技師與家數統計 

執業技師人數 家數 ％ 
1 426 63.3% 

2-4 212 31.5% 
5-9 20 3.0% 

10-19 6 0.9% 
20-49 5 0.7% 
50-99 1 0.1% 
＞100 3 0.5% 
總計 673 100.0% 

資料來源：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06 公共工程年刊 

 

三、建築師  

國內建築師係指受過專業訓練並通過考試及依法登記，以為委託規劃、設計

建築物的專業人員，並受到「建築師」、「建築師法」、「建築師法施行細則」等

規範其業務之執行，主要業務範圍包括辦理建築物及其實質環境之調查、測量、

設計、監造、估價、檢查、鑑定等各項業務。  

截至 2004 年底，國內建築師事務所共有 3,058 家，取得建築師執照的專業

人數則為 3,122，顯示多數事務所屬中小型企業或單人公司。以事務所成立的成

長率來看，過去幾年呈現平穩上升，並不似營造業有萎縮之現象。  

表 5-5  近年建築事務所及建築師人數統計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2005）民國 94 年營建統計年報 

 

整體而言，臺灣營建企業偏屬中小型，具有能力、人才及資金前進海外市場

者，保守估計應不超過百家。國內營建市場量體維持穩定，並未隨著整體經濟

發展而成長，營建產業趨近飽和，大型廠商仰賴其技術能力、口碑及經驗、資

年底別 事務所(家) 人數(人) 甲等建築師 乙等建築師 
2000 2977 3020 2968 52 
2001 2932 2972 2927 45 
2002 2949 2995 2955 40 
2003 2992 3037 3005 32 
2004 3058 3122 3088 34 
2005  3204 317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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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爭取附加價值較高的大型工程或特殊專案，中小型廠商則陷入低價搶標的「紅

海市場」。分別就公私部門來觀察，近年公共工程市場量體逐漸萎縮，而民間市

場因房地產大漲、民間參與建設案件增加而呈現上揚，因營造廠與工程顧問公

司之業務來源大都來自於公部門工程建設業務，建築開發公司和建築師多承攬

私人業務，顯示現在營造廠及工程顧問生存空間受到壓迫，又不如其他產業可

持續研發或推出新產品及服務項目，勢必要尋找新興市場或是進行多角化營

運，否則相關產業將逐漸式微。  

由國家永續發展角度出發，營建產業如同農漁業，為一必要的傳統產業，完

善、普及的基礎建設、運輸系統乃改善國民生活品質以及協助其它產業發展的

重要工具。基礎建設、運輸系統使用期間有限，硬體建設會依隨人民生活習性、

經濟型態轉變而有不同需求，因此營建產業是有其存在之必要性。惟在國內重

大工程建設逐漸完成、未來公共政策轉向軟硬體並行、國家經濟由製造業主導

轉向服務產業而使得硬體投資縮減等情況下，營造廠與工程顧問公司惟有轉

型、併購或移除競爭對手以取得較大市場區塊，或是開發新市場等選擇，方可

持續營運。  

 

5.3 國內營建業者進入海外市場意願調查 
為暸解目前國內營建業者對於進入海外市場之意願及相關意見，於 2007 年

2 月底進行業界問卷調查（問卷題目詳見附錄二）。有鑒於拓展海外市場需要相

關規模之人力、財力以及競爭利基，因此問卷受訪對象設定為國內大型規模之

相關企業：營造廠商及建設公司名單選自於 2003-2005 年全國前 1000 大企業排

名榜（天下雜誌與商業周刊），分別有 55 及 33 家；工程顧問公司則參考工程會

之 93 年統計數據，挑選年度營業收入超過 5000 萬以上者；而建築師事務所因

為個人執業，而非公司法人，因此較難取得其年度營收資料，經詢問業界專業

人士後，選擇性挑選 11 家規模較大且具名氣的建築師事務所。問卷母體共 130

份，截至 3 月 15 日止共回收 37 份，回收率約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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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問卷回收率統計表 

項目 營造廠商 工程顧問 建設公司 建築師 總計 
母體 55 31 33 11 130 
回收 20 8 4 5 37 
回收率 36.4% 25.8% 12.1% 45.5% 28.5% 
 

5.3.1 受訪公司基本資料  

受訪公司的個別營業年期如下圖所示，除了兩家受訪者的經營經歷在 10 年

以內，其餘均為經驗較豐富的長青企業。  

公司營業年期
31年以上, 14

21-30年, 11

11-20年, 10

6-10年, 15年以下, 1

 

受訪公司資本額多分佈在 1 億元到 20 億元間，其中建設開發公司資本額全

數在 20 億以上，而營造廠因皆為甲級營造，資本額大於或等於 1 億元，其他則

為工程顧問公司及建築師事務所。當中，建築師事務所因屬個人執業，並不需

資本額，惟受訪者表示其平均年經營週轉金約當在 5000 萬至 1 億元之間。   

1
3 3

19

5
3

0

5

10

15

20

1000萬 5000萬 1億 20億 50億 以上

501- 1001- 5001萬- 1億- 20億- 50億
 

圖 5-3 資本額分佈圖  

37% 
3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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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家受訪企業中有 6 家表示曾至海外承攬過相關業務，包括有泛亞工程建

設、新亞建設、理成營造、利晉工程、中宇環保、皆豪實業等六家企業，當中

利晉工程雖已退出大陸營造市場，現前在上海設有一工程顧問公司「上海利晉

工程管理諮詢有限公司」。有 15 家表示有海外經驗且目前仍持續在海外設有據

點並營運，另有 16 家表示未曾有過海外營運經驗。  

曾經有過,

6

目前持續,

15

從無經驗,

16

 

目前在海外營運的 15 家廠商中，有 14 家表示海外營業收入來源來自於營建

產業，僅 1 家表示在海外從事投資開發展業，並經營飯店及觀光設施。另外，

當詢問每年平均海外營業收入數據時，有 3 家不願透漏，因此僅有 12 份回應，

如圖 5-2 顯示。  

 

0
1
2
3
4
5

-1億 -5億 -10億

101萬-500

萬

501萬-

1000萬

1001萬-

5000萬

5000萬 1億 5億

 

圖 5-4 廠商年營收分佈圖  

 
 

在曾有過海外經驗的 21 家受訪廠商當中，有 9 家在海外設立子公司，有 7

家表示是以專案模式執行業務，而 3 家則是在當地設有辦公處。經詢問進入的

41% 
4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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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場位於哪地區域時，約有半數回覆中國是其主要海外市場，6 家表示在東

南亞，其餘則分散在南亞、美洲及大洋洲。中東、歐洲以及非洲等地並無受訪

公司表示曾進入過。   

海外業務模式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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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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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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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其

他
產

業
合

作

家數

建築師事務所
建設公司
工程顧問
營造廠

 

中國大陸, 10

東南亞, 6 南亞(印度), 2

美洲, 2

大洋洲(如紐

澳), 1

 

5.3.2 拓展海外市場之經驗及意願調查 

在詢問 37 家受訪企業，未來三年之內是否有意願進軍或持續擴展海外市

場，超過八成受訪者表示有意願，而也有 5 家未曾前進海外市場之受訪者表示

並無此打算，仍視國內市場為發展重心，當中 3 家為建設公司，推估應是近年

國內房地產景氣發展蓬勃之緣故。  

47% 

28%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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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驗無意願,

1
無經驗無意願,

5

有經驗有意願,

19

無經驗有意願,

12

 

經詢問受訪者認為拓展海外市場的主要因素為何時，多數圈選「海外具發展

潛力」及「國內市場發展有限」等兩項。而在目標市場的選擇上，則是東南亞

及大陸最受青睞。如以業別去作深入分析，可發現受訪之建築師事務所、建設

公司認為主要目標市場的順序依次為中國、東南亞以及南亞。反觀營造廠及工

程顧問公司，除了東南亞與中國明顯仍受到最多關注外，中東也是業者欲發展

區域之一。據推估應是受業務目標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回應，建設公司及建築師

重視的是私人工程以及房地產市場，而營造廠及工程顧問公司關切的是基礎建

設工程的釋出。  

表 5-7 拓展海外市場主要因素 

因素 填「1」次數 填「2」次數 填「3」次數 加權後比重

海外具發展潛力 12 10 2 58 
國內市場發展有限 12 4 7 51 
配合集團/公司政策 5 3 4 25 
追隨客戶/合作夥伴 1 4 2 13 

競爭對手已進入海外市場 0 2 1 5 
總計 31 23 16  

備註：最多可複選三項，並依 1.2.3 表示重要性順序，而其權重比例為 3:2:1 

表 5-8 欲進入或拓展之國家或區域錯誤 ! 連結無效。經詢問 37 受訪者認為拓

展海外市場面臨的主要困難以及所需協助時，前三大選項分別為「欠缺市場業

務資訊」、「貸款及保證取得不易」、「當地法規限制嚴苛」；以及「海外商情資訊」、

「低利率信保及履保」和「提供產業整合平台 (策略聯盟 )」。  

表 5-9 拓展海外市場時面臨的主要困難為 (複選最多三項，無排序)  

困難 選取次數 
欠缺市場/業務資訊 24 

51% 

3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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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及保證取得不易 12 
當地法規限制嚴苛 11 
員工人數或能力不足 11 

當地施工規範不甚了解 10 
管理鞭長莫及 10 
資金週轉困難 9 
文化風俗衝突 4 

無法與國外廠商競爭 3 
機具及材料取得不易 2 
欠缺專業技術能力 0 

表 5-10 政府協助國內廠商拓展海外市場事項 (複選最多三項，無排序) 

協助方式 選取次數 
海外商情資訊 25 

低利率信保及履保 14 
提供產業整合平台(策略聯盟) 14 

稅賦減免等獎勵措施 12 
低利率貸款 11 

工程保險服務 8 
輔導或培訓產業人才 7 
引薦華僑/目標國官員 7 

協助解決工程爭議 3 

 

近八成受訪者對政府願意協助並輔導國內廠商拓展海外市場表示贊同，且表

達對「營建業國際業務開發基金」及「營建業信用保證基金」政策的認同。  

 

 

 

 

 

圖 5-5 對政府協助並輔導國內廠商拓展海外市場的看法  

不贊同, 2
無意見, 6

贊同, 29
 

圖 5-6「國際業務開發基金」及「信用保證基金」是否有助益  

79% 
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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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30

否, 1

不知道, 6

 

37 位受訪者表示對「越南」、「中國大陸」以及「印度」之商情資訊有興

趣。如以產業別加以細分，發現營造廠與工程顧問公司同時表示前三大目標市

場為越南、中國及印度；建設公司則是中國、越南及泰國；建築師事務所目標

市場為中國、越南及印度。建設公司表示因牽涉投資金額龐大，故不願進入其

風俗民情或地域與我國差距甚遠之國家，以減少其風險。  

表 5-11 商情提供服務需求 (依 1.2.3 表示重要性順序) 

國別 填 1 次數 填 2 次數 填 3 次數 加權後比重 
越南 12 11 5 63 

中國大陸 19 1 2 61 
印度 1 7 11 28 
阿聯 3 1 4 15 
泰國 0 5 2 12 
印尼 2 2 1 11 
沙烏地 0 4 2 10 
蒙古 0 1 0 2 
墨西哥 0 1 0 2 
俄羅斯 0 0 1 1 
巴西 0 0 1 1 

問卷最後詢問國內業者目前對拓展海外市場的前景看法，內容偏向兩極，約

各有半數表示「悲觀」或「樂觀」，而且在進行交叉分析後，發現有無海外工程

經驗對於未來前景的看法並無太大之差異，差不多各半表示「有點樂觀」或「有

點悲觀」，顯示有無經驗對於海外拓展前景企圖並無太大之關係。  
 

圖 5-7 對於國內廠商拓展海外市場之前景觀感  

8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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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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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經驗

有經驗

 

 

5.4 營建產業海外市場發展歷程 
我國海外營建市場發展甚早，中華工程公司於民國 47 年在琉球承建美軍鷹

式飛彈基地工程為第一件海外工程。隨後相繼有榮民工程、中華工程、太平洋

建設、泛亞工程建設、新亞建設開發、唐榮營造廠等，先後在泰國、越南、印

尼、約旦、沙烏地阿拉伯等地區承攬各項工程。當時公營的中華工程、榮民工

程、唐榮營造廠主要是配合政府「實質外交」政策，以及協助各邦交國建設基

礎設施等因素而前進海外市場，起初多以專案承攬與設立辦事處等模式營運，

先後適逢中東及亞洲開發中國家之基礎市場發展快速，於 1976-1986 年間為全盛

時期。然而在韓國、中國、印度、土耳其廠商陸繼加入國際營建市場戰局後，

市場競爭日益激烈，加上國內房地產熱潮以及政府陸續推動「十四項重點建設

計畫」、「國家建設六年計畫」，廠商陸續縮減海外工程業務，專注在國內市場發

展，僅有幾家如中鼎工程、亞新工程反其道而行，積極在國際市場擴展其業務

範疇。  

近年來因國內景氣下滑，營建市場逐漸萎縮，全球營建市場相對發展蓬勃，

我國營建業者又紛紛籌劃拓展海外市場。據悉這兩三年內，國內稍具規模的營

造廠、建設開發公司、工程顧問公司以及建築師事務所多少均透過私人管道，

了解海外市場生態及發展前景，另有部份業者如大陸工程、泛亞工程建設、達

欣工程、工信工程等更派遣員工至目標市場作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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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軍國際市場的主要原因可歸納為數個，首先是當國內市場競爭程度益加激

烈或當市場縮減，國外市場獲利空間或許會較國內市場為佳。再者是在擴大生

產規模之下，可發揮企業經濟規模效益，且策略性分散營運業務在數個市場，

不僅可降低資源空置成本，並有助企業降低風險；當某一市場陷入谷底時，可

策略性移出該市場，而不會因過度依賴單一市場而導致企業整體獲利下滑。最

後，對國家政府或產業而言，鼓勵業界成員拓展海外市場不僅可利於營建業者

工程及管理技術的提升，更代表者海外收益的增加，對國內經濟及稅收金都有

所助益。  

我國對於開創國際營建市場的態度並不如日本、韓國、中國般積極，日韓兩

國政府體認到拓展海外市場實有助於其外交關係以及增加國家收入，早於六七

十年代即制訂相關配套措施，鼓勵民間廠商前進海外市場。此舉促使日商及韓

商在海外市場深耕經營，而當日韓營建產業蕭條時，尚有海外業務維持企業持

續經營，而不至於縮資減產。  

 

5.4.1 國內業者海外市場發展經歷 
下面將就國內業者的以往與現階段海外工程經驗作一歸納，探究各廠商最初

進入市場的動機，退出市場原因，以及持續在海外營運的成功策略，其中拓展

海外市場動機可略分為兩大類。  

 

 

 

（一）配合政府策略前進海外市場  

此類型廠商多為公營事業或是政府出資單位，進入海外市場時間點較早，例

如中華工程、榮民工程、中華顧問工程司以及中興工程等，當時承攬動機多是

配合政府政策或是執行邦交國家之援助計畫，並無在海外永續經營的概念。雖

後來因工程品質良好，而受邀去承接工程者不在少數，海外市場維持一段好光

景，但駐守當地的多為工程師，而非具有業務能力的管理者，對於業務爭取、

人脈建立、技術提昇等並不積極，導致後續當國外競爭對手及當地廠商相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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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場時，即因利潤縮減或喪失其競爭優勢後（並無維持其技術優勢，且又無

法與當地廠商比拼價值）逐漸退出海外市場。  

（二）恐國內市場縮減而至海外市場發展  

主要代表者有中鼎工程以及大陸工程，兩家採取競爭策略迥異，但皆在海外

市場創下一片天地。中鼎工程公司成立於 1979 年 4 月，前身為財團法人中國技

術服務社，自 1979 年起，中鼎工程就陸續以轉投資方式成立國內外多家關係企

業與子公司，分別有益鼎、萬鼎、中鼎泰國、聯合大地、上鼎工程、京鼎工程、

中鼎馬來西亞、泛亞工程等，在不同的專業領域發展工程業務，導入多角化經

營模式。中鼎工程核心競爭力在石化相關工程，在興建國內石化相關建設的同

時，已看到未來國內相關工程數量並不多，因此積極拓展海外市場，並持續提

升技術以及作垂直化整合。目前設有分公司據點之國家包括有越南、泰國、馬

來西亞、菲律賓、中國大陸、沙烏地阿拉伯等，工程類型以煉油石化廠房及管

線工程為主，多以 EPC（設計 -採購 -興建）方式承攬。近年開始爭取其他類型之

工程業務如交通建設、環境工程、電力能源等，並持續其業務範疇之擴張及多

角化經營策略，營業項目延伸至固廢事業及公用事業之投資，如倫鼎公司之烏

日焚化廠 BOT、信鼎公司七座焚化廠之操作維護、暉鼎公司廢棄物之收集等，

未來更將計劃投資光電通訊及生物科技領域。    

大陸工程其實早在 1964 年先後赴琉球、馬來西亞、新加坡等底拓展海外工

程，後續仍斷斷續續前往海外探查市場，如 1979 年赴中東地區發展工程業務、

1994 年承造越南五號公路改善工程等。在 2002 年因感高鐵工程即將完成，為維

持其營業額，開始積極計劃前進海外市場，經過二至三年的深入了解印度市場，

並持續至當地拜訪業主、營造廠、相關廠商等過程，2005 年在印度設立一子公

司（CEC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India; CICI），並欲藉長期深耕的方式來爭取

承辦營建工程業務，謀求永續經營及發展，也不排斥承攬 BOT 等資金需求龐大

的業務。在美洲部份則是投資美國橋樑公司 (American Bridge Corporation)並掌握

主導權，為跨足美洲市場立下橋頭堡。  

除了大陸工程、中鼎工程外，泛亞建設以及工信工程近年也積極至中東市場

考察研究，並接洽人士尋求業務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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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參考「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業界所提出之意見資料，國內業界期

盼政府可提供融資、信用保證、商情資訊提供、工程實績英譯等服務，並積極

協助參加國際活動及派員前往亞銀、世銀等國際援助機構，替我國廠商爭取業

務機會。   

 

5.4.2 國內業者在越南營運現況 
在越南當地，目前國內較大型製造業及營建業者多集中在胡志明市、河內與

海防。胡志南市有新順加工出口區、富美興聯營公司；海防的大型投資案有慶

豐集團投資的海防水泥廠（近石灰石產地）、幸福水泥公司投資的福山水泥廠、

大亞電線電纜公司和東光鋁業公司（主要業務為鋁門窗組裝及銷售）。下面將針

對幾大台商的業務項目、經營策略逐一作簡單介紹。  

（一）中央貿易開發公司  

中央貿易開發公司是現前當地最大外資開發企業，在當地與國營 TTIPC

聯手投資二項開發案，包括 1993 年南西貢都市開發案（Saigon South）及

1991 年新順加工出口區（Tan-Thuan processing zone (EPZ)），並獨自在 1993

年以 BOO 模式承攬的協孚火力發電廠，並投資建泰造林計畫，此四項投資

案總投入資金約 6.5 億美元。除此之外，也與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聯合成立

Sino-Pacific 建築管理公司，與中國大唐電信科技公司攜手成立 Macro 電力

管理中心，更設有富美興聯營公司，主要從事土地開發及建設，因趕上現今

房地產飆漲局勢，獲利豐碩。  

新順加工出口區最初是參考高雄加工出口區模式規劃經營，早於  1989

年申請開發，1991 年取得建築執照，1993 年開始營運，為越南境內第一座

工業區。目前已開發部分約 300 公頃，尚有 40 公頃未開發土地將規劃成為

軟體區與高科技區，期許轉型成「高附加價值工業園區」，進駐該工業區之

廠商將可獲准從事與「出口貿易」有關之活動，其中包括國際貿易、供應區

內廠商相關物資、再出口、倉儲、貿易推廣、工程建設及租賃、國際運輸等

業務。由於台商營造商施工費用相較偏高，該工業區廠房建造乃委託中國營

造廠，而綠地規劃等細項工程則是委託馬來西亞專業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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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在近年房地產市場大漲後，外資欲投入土地開發時皆受到限制，

唯一解套方式是與當地政府協商交換條件，先行投資公路、橋樑等基礎建

設，才有機會取得土地開發權。  

（二）中鼎越南公司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繼成功拓展泰國市場後，於 2001 年與當地營造

廠 LILAMA Corporation (33%)及台商 SINCERITY Engineering 公司 (17%)合

資設立中鼎越南公司 CIMAS Engineering CO.，目前員工人數約 150 人，服

務範圍以煉油工業、石化工業及發電廠工程為主。  

（三）飛躍公司  

飛躍公司（Fei-Yueh Vietnam）為 100%台資土地開發公司，其投資案 -

西貢幸福廣場計畫 (Saigon Happiness Square)經歷 11 年擱置後，於 95 年中旬

開始動工興建，該投資計畫案係落實於胡志明市，投資金額為 1.5 億美元，

依該投資計畫將興建 2 座 14 樓層的辦公大樓、商業中心、4 座 22 層至 24

層樓高的公寓、大飯店、停放 1,000 輛車的地下停車場等建築工程。該計劃

將聘顧李祖原建築師擔任該投資案設計顧問。  

該公司早年進入越南市場的模式乃是與當地業者進行聯營，最初的投資

比例原只有 5%，但因越方於取得土地後惡性倒閉，該公司在苦無對策狀況

下，吸收另 95%的股份，方能持續開發已簽署租約的土地。  

 

 

（四）大亞電纜  

大亞電纜是越南第一家上市的外商公司，1995 年配合政府南下政策至

當地設廠發展，適逢近幾年基礎建設市場發展蓬勃而經營良好，另外當地電

纜、水泥、鋼材等大宗物料製造商皆有不錯成績。  

 

受到南進政策影響，以及近年中國勞資上漲、人民幣升值、電力短缺。貿易

摩擦等營運風險提高之下，台灣中小型製造業建轉移至越南投資。目前台商約

有三千家位於越南，以勞力密集的製造加工業為主，如紡織、成衣、製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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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採獨資模式營運，並以外銷為導向，因越南周邊產業及衛星工廠尚不發達，

且原料品質不佳，所需主要原料多由台灣或其他國家進口供應。仍有部份台商

為了經營內銷市場而與當地國有企業或民間企業合作聯營，仍是以代工為主。  

多間國內銀行及保險公司瞄準台商將在越南發展越趨蓬勃，均已在當地設點

營運。越南為台灣銀行業在海外設立據點總數為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及香港，

總資產逾 8 億美金，且平均年貸款總額超過 30 億元台幣。總共有超過 30 家的

銀行在此設立分行，包括慶豐銀行、中國國際商業銀行、中國信託銀行、第一

商業銀行以及國泰世華等；另有 47 家銀行設有辦事處為建華銀行、華南銀行、

台新銀行等，而國泰世華更與越南工商銀行合資成立世越銀行。產物保險方面

則有 25 家保險公司設有辦事處，如中國產物保險公司、富邦保險公司、明台產

物保險公司、國泰人壽等。  

對於營建廠商而言，在當地有台商設置的水泥廠、鋼鋁業，國內銀行及保險

公司多設有據點，因此較無需擔心貸款或保證等事宜，且台商密集，對於商機

資訊查詢、 人脈建立應有事半功倍之效，實為營建產業欲拓展海外營建市場的

絕佳目標。  

 

5.5 國內廠商相較亞洲主要廠商優劣勢 
亞洲營建廠商積極拓展國際營建市場，近年以中國營造廠商最為活躍，積極

採低廉勞工優勢搶佔工程業務，拓展其營業收入與海外工程經驗，雖業界多對

其工程品質表示質疑，但中國營造廠商在 ENR 225 大國際營造公司排名單中，

就占了 46 個席次，實不容忽視。同時，46 家廠商平均海外總營收僅占全部企業

海外營收的 5%，除了顯示這些營造廠發展重心仍以中國市場為主，且廠商平均

規模龐大，來日將會對日韓或他國廠商產生相當威脅。日前中國廠商中排名第

一為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位居全球第 20 名，2005 年總營業收入約 125.3 億美

金 4，海外收入占總營收的二成，營業範圍包括設計、監造、營造、不動產開發、

機具租賃等。而日商在該排行榜第一位為日揮株式會社（JGC），是一石化、化

                                                 
4 如引用 2005 年度平均匯率比：1 美金＝32.19914 新台幣，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年度營收約 4033 億

台幣，相當於國內一年的公共工程釋放量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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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能源及再生能源之營造及顧問公司，2005 年總營收為 35.41 億美元，總收

入最高日商為鹿島建設（kajima），2005 年總營收為 133.44 億美元。另外，韓國

領先者為排名第 42 名  GS 工程建築公司（原隸屬 LG 集團，現在為韓國第七大

企業），主要業務涉及基礎建設、石油化工、房地產業和商品零售等行業，2005

年全球總營收 55.59 億美元，皆與國內兩大龍頭廠商 -中鼎以及榮工總營收的 7.61

億美金、7.99 億美金相差甚遠。  

在彙整日韓中廠商整體策略模式，可發覺各國廠商均善用其競爭優勢，在考

量其資源限制、整體環境局勢、周邊管道等因素下，創造出最適宜之發展模式。 

日商善用其日本團結但保守之民族性，隨著日本製造業以及 ODA 援助專案

而獲取商機。韓商則是考量其資源不如日本及中國，甚至歐美大廠，因此政府

及民間均集中資源，專搶攻中東地區的化學工程、石油管線等統包案件，並積

極提升在廠房 EPC 案件之競爭力。中國廠商規模龐大、資金充裕，但尚未投資

在特殊技術研究上，因此並無特定市場或地域，而是爭取透過傳統招標模式的

大型基礎建設工程，以低價優勢爭取市場規模及業務數量。而台商則在缺乏政

府或民間有系統的輔導之下，各自憑藉其本事前往海外市場，惟價格無法與中

國廠商競爭，技術又不如歐美日大廠，並欠缺策略方向，較無法在國際市場上

發回其長才。  

《藍海策略》管理論點是由歐洲商業管理學院（ INSEAD）策略與國際管理

金偉燦（W. Kim）教授以及莫伯尼（R. Mauborgne）教授所提出，強調的是「價

值」的重塑和創新，而非偏執在技術創新或是藉由低價銷售以獲取利潤，也就

是鄙棄重視低價策略或經營規模效益的「紅海」，繼而創造出無競爭者的「藍海」

市場，兩者差異如下表所示。而「價值創新」之機會往往來自於各種產業的相

鄰空間，也就是不侷限在原有產業，而是要勇敢跨足另類產業，進而開創無人

競爭的市場空間。書中並提及如何使用策略草圖去分析價值曲線，讓使用者了

解當前市場競爭重點及競爭態勢、目前競爭因素以及顧客需求。本研究將採用

「策略草圖」方式去診斷日本、韓國、中國及國內廠商的競爭態勢。  

表 5-12 紅海與藍海策略對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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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海策略 藍海策略 
在現有市場空間競爭 創造沒有競爭的新市場 

打敗競爭 
不與對手直接競爭，把競爭變得毫無意

義 
利用現有需求 創造與掌握新的需求，並善用成本控制 

採取價值與成本抵換 
打破價值-成本抵換，提供高價值及低成

本之服務 
公司活動系統配合對差異化或低

成本選擇的策略 
公司活動系統配合同時追求差異化和低

成本 
 資料來源：金偉燦等（2005）藍海策略：開創無人競爭的全新市場 

 

如圖 5-8 所示，在國際營建市場裡，業主即「買方」關心的是營建廠商的專

業技術、管理營運能力、品質管控、價格優勢等，被視為銷售相關服務之關鍵，

列在策略草圖的橫軸，而縱軸則是「業主」可從這些關鍵競爭因素中獲取多少

利益，繼而描繪出目前亞洲主要競爭對手的策略組合（Strategy Profile）或價值

曲線（Valu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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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日、韓、中、台營造廠商之策略草圖

評估項目 

高 

低 



我國營建產業進軍海外市場拓展業務之利基及可行方向研究                                                                                                                                                       期末報告         

 139

比較項目 日本廠商 韓國廠商 中國廠商 臺灣廠商 

優勢 

1. 大型營造廠或建設公司多隸屬企業財團，擁有

充裕資金及資源，並可藉由關係企業取得業

務、商情資訊。 
2. 大型營造廠底下均設有設計部門，包括建築

師、結構工程師、室內設計等。 
3. 營造廠商及建設公司平均規模龐大，且進軍海

外歷史已久，對國際市場熟悉程度高；並開始

落實「本土化」及「永續經營」。 
4. 國內營建內需市場龐大且競爭激烈，培育出高

水準之施工技術及品質水準。 
5. 國內本身擁有世界級的機具設備、大宗物料以

及建材等生產供應能力。 
6. 日本貿易商朝向國際化，尤其是海外直接投資

以及產業貸款金額激增。 
7. 日商在全球尤其是東南亞擁有廣泛商情網絡以

及政商人脈，利於爭取業務。 
8. 日本政府及民間組織在國際間擁有較佳的談判

空間及條件。 
9. 政府以及民間持續擴大開發中國家的 ODA 及

援助計畫。 

1. 大型營造廠或建設公司多隸屬企業財團，擁有

充裕資金及資源，並可藉由關係企業取得業

務、商情資訊。 
2. 主要營造廠商或建設公司平均規模龐大，對於

中東及亞洲市場掌握深入。 
3. 經歷亞洲金融風暴及財經改革，日前廠商財務

體質及組織管理有卓越之改善。 
4. 國內本身擁有相較日美歐廠商低廉的機具設備

以及主要建材的生產供應能力。 
5. 習慣與他國及國內廠商聯合承攬或攜手合作，

彈性變化較大。 
 

1. 大型營造廠或設計院多為國有企業或其前身；

且國內營建內需市場龐大、競爭激烈，擁有眾

多員工、資金及相當水準的技術。 
2. 國內本身擁有低廉的機具設備、大宗物料以及

建材等生產供應能力。 
3. 中國平均薪資低廉且人力充沛，具備價格競爭

力。 
4. 國內工程量體龐大且具有發展潛力，廠商重心

多在國內，有較多空間善用企業本身資源，加

快擴展市場規模或地理範疇（低價搶標以策略

性擴展市場）。 
5. 多國知名營建廠商曾至大陸發展，因此熟悉國

際標準及合約規範，且較了解各國施工標準及

產品規格。 
6. 大型廠商因掌握一定的國內市場及人脈，較有

與國外廠商談合作或交換條件之空間。 
7. 政府持續擴大亞洲及非洲開發中國家的援助貸

款計畫。 

1. 國內廠商具有彈性、應變能力強、適應力強等

特性。相較日韓中廠商，與國外業主溝通及配

合程度較佳。 
2. 國內製造業遍佈東南亞，部分國家擁有廣大的

政商人脈，利於爭取業務或得悉潛在業務。 
3. 早期榮工、中華工程、中興顧問曾至中東、非

洲、東南亞國家發展，仍持有以往建立之管道

及人脈。 
4. 工程技術、管理經營、設計能力等均較開發中

國家高，而價格較日韓廠商低廉。 

劣勢 

1. 習慣採用日系作法及流程，被認為較被動以及

適應能力、語言能力偏弱；行政流程嚴謹，應

變速度較緩慢。 
2. 材料及設備的國際採購能力較弱，日本獨特規

格與其他國家規格標準不符，對國外機具設備

規格較不熟悉。 
3. 缺乏大型廠房的設計以及工程能力。 
4. 除了大型營造廠外，海外工程來源多仰賴日本

製造業及 ODA 援助。 

1. 過度集中在中東地區以及發展化工、管線等特

殊工程。 
2. 大型營造廠及建設公司以往仰賴政府扶持，資

金結構不穩定，一旦企業集團營運不如預期，

較易引發骨牌效應。 
3. 工程管理及設計能力較歐美日薄弱。 
4. 工程技術較歐美日廠商有段距離，價格無法與

中國、泰國、印度相比，逐漸喪失在最有利標

及最低價標案之競爭優勢。 

1. 大型中國營造廠及設計院同質性高、目標市場

相同，且主要競爭力為低廉價格，容易產生互

相廝殺局面。 
2. 限於國家法規，海外融資管道有限且辦理時間

冗長。 
3. 工程管理及設計能力較歐美日薄弱，且缺乏統

包或 BOT 等整合能力及經驗。 
4. 營建發展歷史較短，管理素質、品質控管、風

險掌控、溝通協調等能力較為不足；並欠缺國

際觀及宏觀遠景。 
5. 缺乏具備國際經驗的工程技術人員。 

1. 國內廠商規模較小，缺乏資源及資金優勢，目

前也不太可能再採取低價搶標策略。 
2. 工程設計及工程整合之經驗與能力較為薄弱，

缺乏承攬統包或 BOT 等能力及經驗。 
3. 國家整體資源少且外交關係薄弱，較無與國外

政府或國際組織談判或利益交換的空間與機

會。 
4. 國內具國際經驗的工程人員及管理者不足。 
5. 材料及設備的國際採購能力較薄弱。 
6. 政府投入輔導資金及措施較為不足。 

業務策略 

1. 重點市場為亞洲開發中國家、美國及中東，多

仰賴日商廠辦工程及 ODA 援助。 
2. 善用資本優勢，增加 BOT/PPP、投資開發等機

會並進行多角化經營。 
3. 持續投入研發技術，瞄準特殊或專門廠房市

場，以提升附加價值與利潤。 

1. 重點市場為亞洲房地產、基礎建設市場；以及

中東的化工與石油管線 EPC 工程。 
2. 善用群體優勢，由大集團帶領其他相關企業，

包括建材、設備、工程服務業等以拓展市場。

3. 加強對外經濟合作基金之運用，並結合投資機

構開拓資源開發市場。 

1. 重點市場為亞洲及非洲開發中國家之基礎建設

市場，並積極進入中東市場。 
2. 以價格優勢搶攻海外市場，帶領設備製造、石

化及資源開發等產業前進國際市場。 
3. 朝向爭取大規模、技術層次較高的工程，並發

展資源開發市場。 

1. 並無重點市場或策略，依各公司競爭力、資源

及人脈關係等自行發展。 
2. 採隨遇而安策略，除數家公司外並無永續發展

觀念，如無法取得業績立即退出市場。 

政府措施 

1. 積極協助廠商取得商情資訊、舉辦教育訓練，

並建立國際形象。 
2. 提供海外工程保險賠償機制。 
3. 提供低率融資鼓勵整廠輸出產業。 
4. 制訂減稅獎勵制度，鼓勵海外營建市場發展。  

1. 制訂減稅獎勵制度，鼓勵海外營建市場發展。

2. 提供海外工程的低率貸款及保證服務。 
3. 提供海外資源開發之專案保險。 
4. 制訂並強調廠商協調機制，減少海外工程投標

過程中韓廠爭取廝殺的機會。 
5. 擴大海外市場拓展資金預算，與國際交流並建

立形象。 

1. 制訂減稅獎勵制度，鼓勵海外營建市場發展。 
2. 擴大低率融資額度、提供信保及海外工程保險

服務、並建立投資風險評估體系。 
3. 制定相關法規制度以及管控方法，並制定廠商

協調機制，降低國內企業間之競爭與糾紛。 
4. 制訂勞工管制及施工技術之資格要求。 

1. 1977 年曾擬定「承攬國外營建崇輔導辦法」、

「承攬海外工程提供擔保與外匯管理辦法」、

「輔導國內營建業者聯合組設國際營建工程市

場辦法」等草案。 
2. 2004 年研訂《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

將工程顧問服務業列為重點發展服務產業，規

劃協助提升國際競爭力並拓展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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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日本廠商最具競爭力，韓國廠商次之，中國廠商僅在價格方面

較具優勢，而台灣廠商則是以「彈性應變」、「施工速度」取勝，而在「業務能

力」、「整合能力」以及「資源」等項目表現最差。然而，台灣廠商優勢多是表

現在施工過程中，但是如欠缺業務能力、整合能立以及龐大資源，將無法打敗

眾多競爭者而獲取業務。  

書中提及要重新扭轉企業策略草圖，並須重新定位該企業的策略焦點，一

方面由「競爭對手」轉移至「另類選擇」，同時要從既有「顧客」轉移到「非

顧客」，繼而擬定出善用優勢、避開劣勢之策略，有關可行策略將在下一章節

做詳盡說明。  

 

5.6 拓展海外市場基本考量及潛在風險 
企業國際化是特定公司因應國際競爭、國內市場飽和、擴充意圖、新市場

開拓和多角化時，所逐漸改變的一種過程。如以傳統發展模式來觀察，初期多

採用出口、授權或特許等型態來進行，逐漸地轉變為合資、併購或設立分公司

的形式，以建立海外服務、生產、裝配工廠等，來因應國際上的競爭或擴充市

場。但由於國際環境競爭激烈以及產業環境轉變快速，企業如欲單獨全面性地

顧及生產、行銷和研發各層面，需花費相當大之資源、時間及成本，為了更有

效率的拓展海外市場，企業開始思考經由網絡形成而產生的資源、技術、訊息

的流通與合作，提昇自身的競爭力及達到目的之可行性，此模式被稱之為策略

聯盟。  

透過國際化的歷程，多數企業能利用更有效率的資源、研發更適當的產品，

以及產生許多具知識性的優勢，或是開發新的市場或接觸到新客戶群，增加其

最終利益。換言之，單一企業的國際化策略是經由透視並學習其全球營運網的

經歷，化成提升其技術性與管理上的潛在優勢，這些優勢包括了確保主要原料

供應來源及量體、新市場之拓展、獲取開發低成本的生產要素，建構取得全球

資訊之管道、刺激未來產品的發展與創新，以及將多重市場區隔化的競爭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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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而企業即可利用產生的優勢並進一步的發展新策略或市場，持續的擴張企

業規模。  

 

5.6.1 拓展海外市場之評估 
欲從事國際化營運的企業多須經歷過母國的磨鍊，培育出一定規模或核心

能力後，方有資源及財務拓展海外新市場，但同時須面對更多風險及競爭壓

力，若要順利拓展海外市場，通常需要經歷幾個步驟：  

（1）思考拓展國際市場是否為必要條件  

拓展海外市場所需的人力財力龐大，且失敗的機率頗高，如可在原有

市場內拓展商機或發展企業多角化，達到增加營業收入或利潤的目標，則

無前進海外市場之急迫性，但如體認到企業如不在當下前進國際市場即會

蒙受損失，或喪失市場先機之前提下，建議可先進行評估方再作決策。  

（2）瞭解全球趨勢並蒐集海外潛在市場之基本資訊  

唯有掌握所處產業的全球發展趨勢方可獲悉各區域或國家之市場潛

力，例如近年原油需求及價格漲幅大增，中東及其他原油生產國之化工及

煉油相關工程設施將會持續有需求；而亞洲發展中國家之基礎建設工程尤

其是水利、電廠工程等，有轉以 BOT/PPP 模式發包之趨勢，對執行過石化  

（3）估計各個潛在市場之發展性  

選擇海外市場的優先條件為評估市場潛力及吸引力，初步可由當地人

口、國民生產毛額、經濟成長率以及公共建設量體等部分著手，而市場的

吸引力則需要仰賴相當程度的間接資料或是深入研究。市場吸引力及長期

利益是來自於市場規模、消費者購買能力（Purchasing Power）以及消費者

未來可能之富裕程度（Likely Future Wealth），且同時須考量周邊產業及上

下游之整體發展狀況；舉例而言，印度地域廣大且貧富差距甚大，許多村

落未有興建通訊電纜系統及設施，但因當地手機市場及網路發展成熟，極

有可能跳越過通訊電纜的興建，而有直接興建行動電話基地台或網路系統

之工程需求。次者，企業需先考量所提供之服務或產品是否適合潛在市場

或顧客之需求，假設某家工程顧問公司專精於商辦大樓之防震設計，就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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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於進入不處於地震帶或經濟主力為旅遊觀光之國家或地區，但易於東南

亞國家之商業大城中獲取商機。  

最後分析目前市場競爭程度，企業必須瞭解目標市場中現有企業的家

數與規模、各自的市場佔有率、潛在競爭對手的競爭策略及優劣勢，並考

量該市場之擴展空間或產品之生命週期，全面性的評估市場的競爭程度。   

（4）評估企業自身之競爭利基及資源  

在評估各個目標市場的發展潛力、競爭程度（SWOT 分析）、風險以及

成本效益後，接下來需要思索的是公司現有的資源及條件是否契合目標市

場之需求，繼而挑選出適合的前進市場。當中，企業進入時機也是考量的

重點之一，假設某一低開發中國家目前正企圖發展代工產業，專精於廠房

設計的中型工程顧問需面臨的問題為：是否該集中資源一舉前進該市場或

是緩慢穩健的逐步擴張，因如果率先其他競爭對手進入該市場，則可享有

先進入者優勢 (First Mover Advantage)，提早享用學習曲線之成果，並佔有

市場掌控權 (可提高競爭障礙或提高利潤比例等 )以限制新競爭者之進入。

但相對而言，先驅者的進入成本較為高昂，失敗的機率較大，同時須承擔

消費者的教育費用，如尾隨其他競爭者或與組成同盟前去，則風險及利潤

都有可能折半。簡而言之，企業必須在風險承擔及利益獲取之間作取捨，

同時也須在資源投入及市場掌控當中作抉擇，再規劃適當的進入策略模

式，增加其成功之機率。  

（5）選擇最具潛力的市場以及採用的進入或擴張策略  

企業在綜合考量影響拓展海外市場的各項因素及風險，以及核心技

術、廠商資源配置、提供產品 (服務 )範圍及綜效（Synergy）等四大要素後，

選定某一特定國家 /地區為其目標市場，下一步驟即是選擇適合的國際市場

進入方式，並建議企業應隨時因應環境之變化，適時修正其延用策略。  

 

5.6.2 拓展海外市場之策略  
綜合管理學家 Griffin & Pustay(2002)、Kolter & Keller(1994)以及 Hill(1994)

之論點，進入海外市場之模式可分為六種：直接或間接出口 (Exporting)、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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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Turnkey Projects）、授權（Licensing）、加盟（Franchising）、合資（JV）

以及國外直接投資。此六種進入模式各有其適用性，且風險和投資程度也各有

不同，相關說明詳如表 5-13。  

表 5-13  六種進入國外市場模式之優、缺點表 

資料來源： 
1. Griffin & Pustay (2002) 國際企業 管理導向，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灣台北。 
2. Hill, Charles W.L. (2003) International Business：Compe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4th Edition.    
 

就傳統企業的發展過程來看，國際化歷程通常是由不定期的出口活動開

始，當發現當地市場具有相當潛力後，欲轉化成長期性營運，然而在不甚瞭解

當地產業環境，多數會尋求獨立代理人或機構代為協助拓展業務，或是藉由國

際連鎖加盟模式快速拓展版圖。之後在熟悉市場環境後，企業可能會為持有較

多之掌控權或追求利潤及營業收入最大化，而決定在該市場設立新公司或廠

房，或直接收購當地公司，此模式稱之為「漸進式國際化過程」。另外有「跳

進入模式 主要優點 主要缺點 

出口 
(直接與間接) 

 能夠實現地方經濟與經驗曲線之優勢 
 規避對外資之限制 
 財務風險程度相對較低 

 高運輸成本及後勤作業複雜 
 易受關稅及非關稅障礙所影響 
 地方市場之代理問題 

整廠輸出 
 將中司資源集中在專門領域 
 規避對外資之限制 
 營運及財務風險程度較低 

 創造競爭對手 
 缺乏長期的市場展望 
 易因工程風險(延誤、不良供應商)而導致

事業全盤失敗 

授權 
 擁有較低的發展成本與風險 
 規避外資、關稅及非關稅之限制 
 被授權者提供當地市場之知識 

 無法對技術的控制 
 無法享有地方經濟與經驗曲線之效益 
 無法掌握全球策略之協調性 

加盟 
 擁有較低的發展成本與風險 
 規避外資、關稅及非關稅之限制 
 透過加盟商取得當地市場資訊及知識 

 市場機會/利潤有限 
 無法對品質的控制 
 無法掌握全球策略之協調性 

合資/策略聯盟 
 可以獲得當地夥伴的知識 
 共同分攤發展的成本與風險 
 可以通過當地政策的認可 

 控制權較少 
 無法享有地方經濟與經驗曲線之效益 
 可能在無意間將專屬知識與技術移轉給

合作夥伴 
 無法掌握全球策略之協調性 

國外直接投資 
(設立或併購) 

 技術得以獲得保護 
 可以享有地方經濟與經驗曲線之效益 
 可以掌握全球策略之協調性 

 必須承擔高成本與高風險 
 管理複雜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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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式國際化過程」，企業可能從其他市場中獲得國際經驗，或當公司發展至一

定規模，欲進入市場同質及穩定度高的新市場，可採用跳躍式過程，縮短發展

時程。但因現在全球化腳步加快，產業競爭激烈，多數企業欲加快發展速度，

惟自身資源不足，並無法在國際舞台上與對手有效地競爭，因此開始找尋合作

夥伴來分攤成本、聯手研發，或與自身技能或優勢互補之公司，協商出雙方同

意的條件並達到跳躍式國際化之目的，此模式被稱為「策略聯盟」。  

 

5.6.3 海外市場潛在風險  
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是以適應所處的環境為前提，不論身處國內國外，企業

的優劣勢多會隨著時間、地點、週遭局勢的變化而有所轉變，但通常也代表著

新的契機及利益之來臨。大體上環境因素可概略分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

法規限制、技術以及自然環境、產業競爭程度等層面，而只有在對週遭環境變

化及潛在風險威脅進行詳盡研析，並考量企業之競爭優勢、所持資源以及核心

技術後，採取適宜企業發展之營運策略方可將失敗機率降至最低。營建產業的

地域、環境特性與限制相較其他產業為多，在欲進入海外市場之前，建議各企

業須慎重審視自身條件及局勢變遷，並選擇最適宜的目標市場或拓展策略。  

產業環境考量因素其實相當主觀且不易量化，而各國所具備的市場要素條

件也不盡相同，但因每一個環境因素都可能轉變成發展契機或風險，建議仍需

謹慎檢視評估之。就廠商利潤而言，國外當地人工、材料、機械、交通運輸等

因素都將會直接影響總施工成本，因此大部分企業將地域鄰近或文化相近的國

家列為初期拓展國際市場之選擇，以降低風險程度以及不確定因素。文獻中常

提及風險包括：某些政治較不穩定之開發中國家較易發生政變內亂，經貿法令

可能朝令夕改，對於欲長期在發展之廠商而言較無保障，且影響層面恐極深

遠；在宗教興盛之國家，勞工的加班意願及工作時數較為低落，對新觀念的接

受程度也不高，外商恐須花費相當之成本及人力在員工教育上面，導致多餘的

成本支出及負擔等。下文將簡述各主要風險項目以及注意事項，提供給欲進入

海外市場的企業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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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市場重大風險型態  

資料來源：修改自  Seung H. & James D.(2001) Approaches for Making Risk-Based Go/No-Go 
Decis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jects 

 

一、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在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各有不同。開發中國家常因政局不穩、

政權更迭，或法規制度修正頻繁，對長達 1-2 年以上的工程執行過程中為一隱

憂。已發展國家一般政局穩定，但諸多法規限制及環境保護條款等，恐在業務

執行過程增添許多成本花費。在開發中國家常見的政治風險包括有：  

（一）徵收和國有化：指政府國有化或者歧視性行為，導致被保險人或項

目企業喪失其通過投資獲得的權益和收入。  

（二）匯兌限制：指政府因內亂或金融風暴而採取之管制措施，造成海外

企業無法將投資收益兌換為可自由兌換貨幣，或匯出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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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爭和政治性暴力事件：指內戰、叛亂、暴亂和政治性的大規模騷

亂和恐怖活動，廠商因暫緩工程或投資行為、戰爭破壞等所蒙受之損失，

例如中東的海灣戰爭、兩伊戰爭等。  

（四）政府違約：通常發生在政黨輪流執政、缺乏政策連貫性的國家，新

政府上任後對上屆政府簽署合約多方刁難，甚至單方中止合同或協議，造

成廠商前期投入資源及資金上的損失。  

二、經濟風險  

常見的經濟環境因素有：貨幣匯率持續變動，國家重大經濟政策，關稅、

營業稅率及賦稅機制，當地建材設備價格與勞工薪資水準，融資管道及融資要

求、貸款條件和利率等。在承接國際工程案件時，廠商多半會面臨資金籌措問

題，由最初的押標金、履約保證或信用保證、預付款保證、施工過程中的墊款

以及週轉金，到完工後的保固保證，對於國內廠商而言，週轉資金有限，國際

知名度及信譽不夠，貸款時需要提出抵押及擔保物，加上國內銀行海外分行僅

設立在台商或華僑聚集之地區，貸款融資難度及風險實不可謂不高。  

三、法令 /社會風險  

常見的社會風險有文化習慣、語言差異而導致溝通不良或因誤解而蒙受的

損失，例如當地勞工可能不習慣或無視外商的管理模式，導致施工過程出現瑕

疵，降低工程品質或甚至違約之情形。而在法令方面則常發生勞工僱用制度、

工作時間、契約條件等糾紛。由於各國的國情不同，使用的法律規定也不盡相

同，如糾紛解決不當，外資恐會蒙受時間、經濟及信譽上之損失。  

四、技術 /工程風險  

技術方面包括有原物料供應、勞工素質及數量、對上下游廠商之配合意願

及合作模式不熟悉而承受損失等風險，大多為可掌控之風險。這些風險大都可

藉由前期的市場資訊蒐集、或是僱用當地諮詢顧問等方式，將風險程度降至最

低。工程風險項目多指工程所在地區之氣象、地形、地質、水文、交通等，也

可藉由調查過程，瞭解該地區暴雨、洪水、泥石流、地震、高溫氣候、瘟疫等

的發生情況和規律，以減少因災害發生機率。除此之外，越來越多國家政府在

投標文件或合約中明確規定環境保護之法律條文，營造廠及工程顧問公司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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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或設計規劃階段應充分考慮環保因素，尤其是森林砍伐、水源破壞、大氣層

污染等，以滿足業主國家的環保要求，並降低當地社會輿論爭議。   

五、其他風險  

其他風險包括種類繁多，從因派駐員工因語言及管理能力的不足而減少業

務取得機率的風險，到當地基礎建設如水電供應量及穩定度不足，或長期無故

斷水斷電造成工期延宕、施工成本增加等；又如海外公司因發生重大糾紛，進

而波及母公司，造成經營困難甚至破產等也偶有所聞。  

 

雖在產業環境及風險的評估過程中之諸多因素及繁雜關係對評估者而言，

為十分艱鉅之任務，但如企業可仔細分析這些因素，不僅可獲悉潛在機會，並

提前思考重大風險之預防措施，將潛在風險降至最低，締造最大之獲利空間。  

 

5.7 小結 
國內廠商除了規模較小、資源有限之外，相較於國外工程顧問公司或營造

公司，對於技術研發不甚熱衷，因新技術的效應並無法藉由業務規模的擴大而

回收，或是爭取到高利潤之工程業務。過去數十年來業界也不太重視自我品牌

建立，因大型業務多來自於公共工程，而多數民間業主考量的僅是合約價格之

高低。綜合以上因素，皆是目前國內營建公司欲進入海外市場所面臨之問題與

難處，因無規模效益、缺乏技術獨特性及品牌口碑，且在價格上也無法與開發

中國家或當地廠商相競爭，加上國內僅少數幾家企業有承攬海外工程經驗，因

此建議透過策略聯盟或尋求合作之模式，增加自身之競爭優勢與資源，以及拓

展海外市場之機會。  

另一方面，國內營造業技術雖難以和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業者相比，但擁有

的是較低廉的人事費用、即時的應變能力與適應力等優勢。東南亞以及印度、

南美洲等新興國家均為營造業可開發之潛在市場，一方面是因基礎建設需求廣

大，有不同規模、型態、區域的工程可供選擇，營造廠可選擇較適合的市場區

塊切入，降低其風險性。再者，新興市場的基礎建設多採用傳統的工法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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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營造業已有相關的工程經驗及實績，較易與國外或當地廠商相競爭。最

後，營造業可藉由與國外或當地廠商之策略結盟，或成為其下游廠商的多方策

略進軍海外市場，並藉此降低財務、風險等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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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可行性策略及輔導措施 

國內營建場商如欲拓展海外市場，面對的將是身經百戰或資源豐碩的國際

競爭對手。歐美大廠因發展歷程較早，足跡遍佈全球五大洲，型態可概分兩大

類，一是規模龐大之跨國集團，承攬技術層面高但利潤可觀的工程，或是以需

要大量資金及整合技術的專案為主要目標市場，較常採用之國際市場擴張策略

為「國際直接投資」，即設立新公司或併購當地企業。另一種是體系精簡的專

業公司，專精於單一或數個工程類別，業務多為技術困難度極高之特殊工程案

件，侷限其資源條件，多以專案 JV 或設立辦事處等模式去取得國際案件。  

相較之下，國內營建公司發展歷程短，規模及資源並不足與國際廠商相抗

衡，可透過策略聯盟或合作模式可增加其競爭優勢，例如分享資訊及經驗、匯

集其資源及專長，進而達到爭取業務、市場規模成長等之策略目標。其次，爭

取我國廠商帶頭的投資開發案，避免與國外廠商直接競爭之機會，先磨練技術

並建立口碑。最後，建議可前往較未開發且競爭較不激烈之市場，僅管風險較

高，且工程規模偏中小型，但可享有「新進入者優勢」。  

 

6.1 可行策略模式建議 
在第五章研析過我國廠商以及其他亞洲廠商的優劣勢後，提出下列幾個可

行方向：  

1. 善用國內廠商在彈性應變、施工速度、適應力強等特性，且結合台商或

華僑的國外關係及業務，開啟新海外工程契機。  

2. 減少與歐美廠商、日本、韓國及中國大廠直接競爭之機會，可成為其合

作夥伴，或爭取開發程度較低的地區性工程，或結合投資開發業務。  

3. 因較欠缺業務承攬能力、整合能力及所持資源等大廠優勢，可思索反其

道而行，成為總承包商之專業配合廠商，或是以個人或小組形式承接「委

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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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三個可行方向，繼而衍生出下列幾個可行策略建議，提供給業界

企業做為未來策略擬定之思考方向。  

一、結合製造業整廠輸出  

爭取國內製造業在海外設立廠辦之相關工程，惟目前國內製造業外移速

度稍緩，且經訪問「中華整廠發展協會」後，發現台商不喜委託國內營建公司

的原因不僅是價格考量，而是當中小型台商在與當地政府洽談興建廠商的過程

中，當地政商名流多會要求台商須委託其關係企業負責設計興建，利於由中獲

取部份商機，以交換台商營運資格或優惠方案。  

大型高科技公司多設有設計部門及監工團隊，管控廠房興建品質與時程，

廠房藍圖與動線規劃多已有標準格式，因此不需委託專業的工程服務顧問公

司，而僅委託當地營造廠按圖施工即可。較高技術層面的無塵室或污水處理設

備多已有國外知名配合廠商，且國內目前僅寥寥數家營建廠商有其技術及能力

進行施工安裝。  

儘管如此，如政府可提供優惠或輔導方式，協助結合製造業與營造廠一同

前往設廠，亦或協助營建廠商致力於廠商工程之相關技術研發，可有效降低成

本或縮短營建時間之下，或有發展空間。  

二、投資開發業務帶領  

我國並不如日本、中國可由國家政府出面與開發中國家政府協商，透過高

階政府達成雙邊經貿投資協定，制定長期合作計畫，以取得工程承攬機會。但

可參考新加坡模式，由龍頭企業代表出面協商，爭取較大之利益交換。  

金融機構或投資開發公司因有優渥資金之優勢，可思考鼓勵國內相關企業

發展多角化，參與開發中國家之 BOT/PPP 投資案件，由金融機構或投資公司統

籌，委任國內工程顧問公司、營造廠負責設計規劃及興建，並藉由後續之營運

收入來增加其收益。  

另外，也可與不動產開發公司、能源開發企業、台灣電力公司等，攜手參

與投資開發計畫，如污水處理廠、發電廠等 BOT 或 PPP 專案，不僅可分攤投

入資本及風險，更無須與國外廠商競爭。但建議政府需制定優惠方案，或建立

策略聯盟平台，提供廠商協商及合作的機會，並減少廠商的風險及投資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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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中國家的二線城市發展  

目前營建市場商機多聚集在亞洲或中東地區開發中國家的重點城市，包括

有政府公共工程、私人投資及不動產開發、國際開發組織之援助工程等，雖商

機龐大但也聚集了許多國際競爭對手。而國內營造廠僅少數幾家具有資源及技

術可與外國廠商比擬，贏面機率甚小，建議可避開這些重點市場，而早一步進

駐開發中國家的二線或三線城市，由小規模工程做起，慢慢累積人脈、口碑及

工程實績，而取得新進入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因開發中國家基礎

建設市場發展快度，不消幾年，公共建設商機將由重點城市往二線城市或週邊

鄉鎮移動，而住宅商辦建設工程也會隨之而來。次者，因二線城市多由當地特

定政商把持，只要先建立人脈並建立良好關係，後續承攬工程契機應可增加。

最後，位於二線城市的當地營造廠或顧問公司之品質及技術能力較弱，相較之

下，國內廠商較具競爭優勢。  

四、成為下游廠商或提供相關服務  

國內營建廠商具有彈性應變，同時具備東方、西方觀念與思考邏輯，語言

能力及技術中上等特點，雖無資金或整合能力可主導工程承攬，卻可思考成為

歐美大廠或是亞洲開發中國家當地廠商之仲介或顧問，成為雙方溝通管道並負

責填具報表、管理外籍勞工；亦或成為歐美大廠設計或顧問公司的協力廠商，

以個案合約方式承接工作，負責細部設計或小型工程規劃等案件。目前我國設

計技術尚在印度、菲律賓之上，雖價格不敵印度委外中心，但思考模式、生活

習性較貼近東南亞國家，且有地緣之利，建議可先爭取非英語系亞洲開發中國

家之設計案件。  

五、策略聯盟  

策略聯盟之所以會在國際間風行，肇因此種合作方式會使企業得以減少或

分攤風險、取得進入市場的管道並加速進入市場、提升市場力量、部署海外事

業版圖之擴張、取得最新技術的捷徑，得到因經濟規模而產生之效益，另外可

經由合作夥伴間資源之分享，以及技術、知識之轉移，因而產生綜效及利益。 

除了上述與製造業、投資開發公司等合作之外，也可思考與營建產業上下

游廠商聯合承攬工程，垂直整合生產流程，增加業務承攬機率，並產生經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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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與綜效。可在過去彼此往來的設備商、營造廠、工程顧問公司或業主當中，

尋找有共同理念合作夥伴，其好處是彼此早已建立良好合作關係及默契，並熟

悉對方之組織文化、溝通語言等。  

最常見的模式則是與當地廠商攜手合作。在不熟悉當地市場生態、社會文

化、地理環境，或不願直接投入大量成本設立子公司之企業，可與當地企業結

成聯盟或合作夥伴，由國內廠商提供技術及管理經驗，而當地夥伴提供資訊及

業務管道，達成雙方拓展當地市場之目的。亦或有時受限於目標市場之法規限

制或貿易障礙，並無法於當地市場營運或生存，可透過與當地企業建立策略聯

盟之關係，間接突破障礙。惟合作夥伴之間恐因組織文化及生活習性之不同，

或業務方向的主導權不易區分，而產生衝突或誤解，須透過不間斷的溝通及良

好制度，聯繫雙方間之合作關係。  

也可思考與國外相關企業策略結盟，交換國內及當地市場之商情資訊、工

程技術等，例如國內營造廠可洽詢泰國、印度大型營造廠之意願，同時可帶領

對方進入當地市場，必要時更可聯合承攬兩地之工程。  

尋求與國內外異業結盟之機會，例如製造業、投顧公司、房地產開發公司，

或與中國、韓國設備廠商、印度勞工團體取得合作共識，然而國內除少數廠商，

其餘較無統籌整合能力或資金優勢，可行機率較為低。  

台北捷運公司於 2005 年下旬與國內外十餘家相關廠商完成結盟，包括有大

陸工程、中鼎工程、工信工程、台新金控、台北智慧卡、中華顧問、中興顧問、

台新建築經理公司、漢翔航空工業、美國柏誠公司等，籌措成立一工程顧問公

司「捷邦管理顧問公司」，將爭取國內外捷運工程規劃、設計、營運、維護業

務，以及提供捷運顧問諮詢服務，過去兩年內已曾前往探視中國大陸及印度軌

道工程市場。  

 

6.2 政府獎勵措施之建議 
歐美國家營建市場競爭環境及條件較佳，政府對該國營建業雖沒有實質之

鼓勵或奬勵措施，但其廠商在良性競爭下得以正常發展，復加上擁有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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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良好技術能力，在國際營建市場中具有相當之競爭優勢。而日本、韓國、中

國國際市場因發展較晚，多由政府主導提供完善的政策或輔導措施，獎勵或推

廣國內營建業朝海外發展，繼而提升廠商競爭優勢以及業務獲取能力。有鑑於

此，建議我國政府亦能建置協助國內營建業者發展海外市場之政策規劃及相關

協助措施，藉由政府的資源及公權力之介入，制定相關輔導措施與機制，對我

營建業者爭取國際營建商機應有具體助益。  

根據第五章策略草圖之分析結果，了解我國廠商最弱的環節為「業務能

力」、「整合能力」以及「資源」三項，建議可透過「國際業務開發平台」、「策

略聯盟平台」以及「提供低率貸款及保證」等機制，提升其競爭力，增加拓展

海外市場之成功機率。  

一、國際業務開發平台  

設立國際業務開發平台的目的是希望借由統籌政府及民間的有限資源與人

力，集中針對個別潛力國家進行全面性的研究，讓國內有興趣的廠商可以分享

資源或研究成果，不僅降低個別廠商需付出的相對成本，更可增進廠商前進海

外市場之意願。然而在參考其他亞洲國家的相關輔導措施後，建議將善用此平

台或機構之建置費用，擴大其功能及服務範疇，如下文所述。  

（一）商情資訊收集及廠商資料建立  

1. 全權負責蒐集重點目標市場的公私部門潛在業務資訊、法規限

制、施工規範要求及重大經濟新聞等，早期可尋求台灣駐外單位

之協助，並將回傳之訊息與商情作彙整分類之動作，即時回傳給

國內廠商。  

2. 透過當地採購公報或機關搜集標案資訊，每日即時更新回傳至國

內，並協助國內廠商領取標案文件、詢問相關問題或甚至提供訪

價服務，將地域及空間之限制降至最低。  

3. 目前國內尚無統合的海外工程統計相關數據，僅能仰賴統計機關

之零星資料或廠商網站、公司簡介等，以了解過去國內海外工程

之發展歷程。未來更可藉由廠商資料庫之建立，了解國內廠商之

競爭優勢、潛在業務方向、目標市場等，不僅可更加熟悉廠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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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需求，也可透過與未來趨勢研究報告作比對，提前審視並擬定

出相關輔導建議，提供給政府做為未來政策方向之參考依據。  

4. 後續視國內業者的需求，進一步協助蒐集國外工程法規、施工規

範、下游廠商之相關資訊。  

（二）開發業務及建立商情網絡  

1. 定時拜訪潛在業主、私人廠商、配合廠商或當地工協會等，建立

良好關係並保持商情資訊管道流通，並可趁機替國內廠商執行公

關宣傳之服務，提高當地知名度。  

2. 協助廠商引見當地重要人士、台商或其他營建業者，媒合雙方達

到合作的共識。惟避免廠商濫用機制，建議建置一收費機制，或

是以組團參訪模式，以降低費用及資源。  

3. 整合並鼓勵國內各公協學會與各國相關組織之交流活動，並促進

雙邊或多邊技術、學術合作之交流。  

4. 建置完善的商情網絡，善用我國駐外辦事處以及華僑協會所屬人

才以及資源。並積極與國外相關組織、公協會等建立資訊交流之

管道。  

（三）建立人才資料庫  

透過人才資料庫之建立，可獲悉過去國內海外工程之發展歷程以及控

管海外工程人員，並提供仲介或媒合服務，促使企業與工程人員雙方可尋

獲理想工作或員工。  

（四）重點市場趨勢研究  

1. 持續追蹤全球營建產業的變化與發展，如特定國家的市場趨勢、

政策變化等，提供會員廠商與政府單位其研究成果，以利掌握產

業的趨勢脈動。  

2. 針對國際營建市場之短中長期發展趨勢，以及國內業者至主要開

發中國家發展之具體策略進行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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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立台灣廠商品牌形象  

鼓勵並協助業界廠商、公協會積極參加國際性會議及展覽，增加廠商

曝光度，並可尋求合作夥伴、爭取業務獲取機會等。另可定時辦理國內外

展覽、重點市場考察、業務交流等活動，並代表台灣廠商全體出席國際會

議之機會，並協助廠商之品牌建立以及行銷活動。  

（六）協助辦理文書作業  

協助廠商辦理相關文件申請作業，包括工程實績翻譯、國外工作簽證

或企業營運證明文件、甚至創立或合併公司所需作業流程等服務。  

（七）促進廠商策略聯盟，並進行協商  

因掌握業務資訊，且熟悉國內廠商特性及競爭強項，如得悉有一整合

工程案件，可告知並招集所有具備資格之營建相關廠商，並協助廠商間協

商順利，達到策略聯盟及資源整合的目的，更可降低國內廠商互相廝殺競

爭之機會。  

（八）協助審視契約內容  

因營建廠商多對他國的合約規範不甚熟悉，容易與業主或下游廠商簽

訂不平等契約，蒙受額外損失。平台可雇請專業法律人士，彙整國際通用

契約並編訂一標準範例以供廠商參考，並接受會員的法律諮詢。  

（九）促成台商及營建廠商之合作關係  

積極與當地台商聯繫，並與國內製造業相關公協會、經濟部建立訊息

互通管道，隨時告知國內製造業在海外是否有設立廠房、商辦或甚至住宅

之需求，並主動告知營建廠商或提供相關服務，促使雙方合作成功。  

 

國際業務開發平台可由政府和 /或民間籌資而成立，並採取會員制，不僅有

效掌控國內廠商海外業務資訊，更可獲悉各廠商之競爭能力及業務特性，並及

時告知潛在商機內容。國際業務開發平台收費機制則建議仿效韓國國際營建協

制度，每年會員費用為上一年度之海外營業收入總額的 2~5％，而韓國政府因

認為海外工程營收為增進國家額外收入的一部分，因此會員費用可抵消其當年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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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可在數個重點市場設立辦事處，或是委託我國駐外單位提供場地及硬

體設施，以節省辦公司租賃之費用。辦事處人員需專注於開發業務與協助當地

廠商排除障礙等兩大目的。  

 

二、提供低率保證及低率貸款  

國內廠商因規模較小，且國內銀行多未在開發中國家設立分行或辦事處，

而當國內廠商承接國際工程案件時，多半會面臨資金籌措問題，由最初的押標

金、履約保證或信用保證、預付款保證、施工過程中的墊款以及週轉金，到完

工後的保固保證。然而國內廠商週轉資金有限，加上國際知名度及信譽不夠，

貸款時需要提出抵押及擔保物，又常因未在當地置產或投資，而受到諸多刁難

或是索取高額的利率及手續費用。如欲透過國內銀行開立保證，向當地銀行取

得貸款或轉換保證，申請手續及時間冗長，十分不便。  

因此建議政府協助國內廠商透過國內金融體系取得低利率融資貸款、相關

保證等，並建立相關制度及申請流程，加快申請時間，以增加國內業者在國際

營建市場之競爭力。  

 

三、建立海外工程保險機制  

海外投資保險源自 1948 年美國馬歇爾計劃中所實施的投資保證方案，並在

六十年代後相繼被歐美國家或貿易輸出國所採用。時至今日，已被公認是當前

促進和保護國際投資行之有效的重要制度。目前日本、韓國、中國政府均已提

供類似機制，協助國內廠商有效降低其承擔風險。提供海外工程保險服務的目

的有三個，  

1.促進融資：取得海外工程保險將有利獲得銀行信貸支持，並可降低貸款

或保證條款與利率。  

2.降低風險與財務損失：如因不可控制因素而蒙受損失，將可獲得即時及

相當經濟補償，降低企業營運的損失及風險。  

3.開拓市場：海外工程保險將有助廠商拓展海外市場之意願，並可透過保

險申請機制了解當地市場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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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協助國內廠商取得海外工程保險，並與民間保險公司簽訂合作條

款，由保險公司提供相關保險產品，依各國家政治、經濟、金融現況，業主種

類，以及工程規模與類型分類，去區分風險程度。凡因不可抗力因素如戰爭、

恐怖主義、天災等，或是業主延遲付款 6 個月、外國交易對象倒閉等，將由保

險公司理賠，而可與其他國際保險公司或政府簽訂再保險協約，將風險降至最

低。且不應拒絕任何工程類別及規模，但需有配套措施如要求廠商填報制式風

險評估報告。國內業主以及國外業主之受保上限與費用也應不同，因如為國內

業主，風險程度可降低；再者是鼓勵國內營造廠商與國內業者合作，前進海外

市場。  

 

 四、結合投資開發產業及整廠輸出機制  

1. 投資法人乃以投資及營運獲利為目的，可協助間接扶持國內營建廠商進

入海外市場。建議可由政府及民間共同出資設立一投資開發控股公司，

專門承接亞洲開發中國家之 BOT 案件或是工業區開發案、貨運特區

等，在投資案首肯同意後，先在國內辦理公開招標，挑選出適宜之設計、

管理、營建、營運、設備等企業或單位，所有交易手續及申請款項在國

內進行，不僅可降低匯差之風險及手續費用，更可避免當地稅務徵收之

問題。  

2. 建議政府與民間可共同籌措資金，選定一主要發展市場（如越南），在

當地購買上市櫃工程顧問公司之股份，並取得實質經營權；亦或直接併

購一私人但政商關係良好的工程顧問公司，接收原本公司的業務人脈、

資訊通路、技術能力等，並掌控其業務方向，以全力協助國內廠商取得

工程業務為目的。選擇併購工程顧問公司的理由不外乎有三個，一是工

程顧問公司之資本額較營造廠商或建設公司為低，可減少初期資金投

入；二是工程顧問之業務以規劃設計為主，屬於工程的前端作業，不僅

可規劃出適宜國內廠商之設計，並可透過其他管道將消息告知營造廠

商，可增加其得標機率；第三是當地工程顧問設計能力較弱，可藉由技

術交流之理由，獲得當局對我國併購該廠商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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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淡馬錫企業（Temasek Holdings）也是協助新加坡營建業者

的另一機構，淡馬錫為一家亞洲投資企業，於 1974 年成立，而新加坡

經濟部擁有 100％控股權。該公司掌控了新加坡電信、新加坡航空、星

展銀行、新加坡地鐵、新加坡港口、海皇航運、新加坡電力、吉寶集團

和萊佛士飯店等當地最主要的企業，曾有國外媒體估算，淡馬錫所持有

的股票市價佔整個股票市場 47％，可說主宰新加坡的經濟命脈。另在

世界各地分散投資約 1030 億美金的資金，投資重點包括通訊與媒體、

金融服務機構、房地產、交通或運籌建設、能源及資源、基礎建設、工

程科技、生物科學和製藥科技等。主要運作方式是藉由投資以賺取股息

或利潤，並介入各企業管理層面，被投資企業多為各國之金融機構或獨

佔企業（Monopoly），因可輕易了解並掌握該國經貿與政策活動，並再

次利用資訊或財務優勢跨大投資範圍，當中也包括房地產開發及民間參

與建設等，一旦淡馬錫得取工程主導權後，多將相關業務交予新加坡企

業承攬，等於間接協助當地營建相關企業進入海外市場。  

3. 善用我國製造業之發展經驗，透過由大型廠商或單一機構代表製造業，

與開發中國家之當地政府協商，規劃設立工業園區、特區及周邊完整交

通建設，由國內廠商負責興建營造，且要求給予優惠方案如稅金、關稅

減免，投資或貸款融資上限提高等。該方案不僅營造廠受惠，更是協助

我國製造業至海外發展的一大契機。而政府更可因承諾協助當地發展、

技術交流（除了工程技術，尚有加工製造技術），建立實質外交。近年

如越南、印度、阿聯等均極力發展輕工業、民生產品、電子產品代工等，

例如紡織業、塑膠業、五金業，而國內相關廠商具有全球屬一屬二的能

力與經驗，應有極大之發展空間。  

 

五、建置策略聯盟平台  

建議可由公協會或政府單位出面籌組策略聯盟公司，較易於業界凝聚共

識，並可代表業界爭取資源或輔導措施，以及與國外雷同組織交流並拓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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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及人脈。同時，如合作夥伴間產生爭執時，公協會或政府代表也可秉持中

立，快速並順利解決彼此間之爭議。  

由政府出面頒布相關獎勵措施，促進民間企業策略聯盟，並定期公告相關

資訊，將策略聯盟的益處及效果告知業界。相關辦理方法可參考新加坡國際企

業發展局（下文簡稱企發局）所制定措施。  

企發局是貿易與工業部屬下促進新加坡開展海外經濟合作的主要機構，其

輔導產業分為八大類，當中包含有房地產開發與管理、建築與工程、運輸基礎

設施、海事與重工程、飯店餐飲服務（飯店、渡假區和服務式公寓）等。企發

局鑒於當地企業多屬中小型規模，不足與國外廠商相競爭，始於 2003 年 10 月

推行 International Partners (iPartners) 計畫，主旨是為了鼓勵並輔導當地企業以

聯盟模式擴展海外市場，藉由公司資源之整合以及服務產品範圍的擴大、達到

經濟規模效益，並增加進軍海外市場的成功機率。因此工作內容包括聯盟企業

的促成、申請流程以及財務支援。有意加入的申請單位須包含一個主要領導公

司（已有海外市場經歷）以及至少兩個合作夥伴（具備有相關之服務、產品、

技術等）。其主要領導公司的功能為：  

一、藉由主導公司的品牌、實績、產業分析資源等，並擴大海外市場的佔

有率或拓展新的目標市場；  

二、將舊產品或技術引至海外市場；  

三、加強或升級原有的技術或產品，並增加海外市場的競爭力及能力。  

 

而合作夥伴必須能透過這個結盟體系，踏出海外市場並銷售其產品或服

務。 iPartners 的財務補助期限最高為 18 個月，補助方式如下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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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補助方式對照表 

費用項目 財務補助上限 

人事費用 最高提供 70％ 業務開發經理薪資，其

餘員工的基本薪資上限為 50％。 

軟硬體費用 最高提供 30％購置費用。 

諮詢顧問及專家費用 最高提供 50％諮詢費。 

資深開發經理旅費 最高提供 50％機票住宿費用。 

 

歷 年 企 劃 案 中 規 模 最 龐 大 的 案 件 為 SBIC （ Singapore Building and 

Infrastructure Consortium），乃由 14 家營建相關企業一同於 2005 年成立，企圖

進軍中東市場如沙烏地阿拉伯、科威特、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等，也是第一個瞄

準中東市場的聯盟組織。SBIC 成員包括建築師（DP 締博建築師事務所）、工

程顧問（Meinhardt Group）、成本規劃師（Cost Engineers）、營造廠（SembCorp 

Engineers and Constructors）與設備商等，形成最完整之團隊。組成原因是因當

地營建市場連續六年萎縮，促使上述業者企圖朝海外尋找新的契機與市場，初

步預估 SBIC 未來平均年營收將超過 10 億美金。  

六、重點扶持大型廠商  

計畫性結合重大工程或輔導方案培植國內大型工程顧問公司及營造廠，以

促進廠商技術提昇、充實大型工程之能立及經驗，並將累積之工程技術與經驗

推展至國內其他廠商，或形成帶領之態勢，達成整體產業技術之提昇。  

大型工程顧問公司或營造廠商之選定，需配合政府政策、未來趨勢以及經

費之考量，而可參考韓國政府，重點扶持 EPC 統包工程之廠商，間接全面性推

動韓國廠商重視該市場以及相關技術之研發。  

七、積極培育國際人才  

建議積極培訓國際人才，不僅技術層面之提升，更應加強於合約管理、介

面管理、溝通技巧、財務營運以及外語等能力，以有效掌握及因應國際營建市

場及客戶需求，並避免語言及溝通能力成為進入海外市場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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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國際制度接軌無礙  

1. 鼓勵或輔導業界積極參與 APEC 認證或其他國際認證  

2. 輔導學術單位如大學、研究所等，開授國際認可之課程，加快與國際接

軌之速度  

3. 亞洲開發中國家多曾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因此各國沿用的施工規範及

技術標準不一，除了採 IEC 標準外，有些國家也延用國際上公認的美

國 ASTM 和英國 BS 標準。因此，應協助國內廠商瞭解和熟悉國際通用

的技術標準和規範。  

九、明訂海外市場發展獎勵政策  

1. 建議政府考慮仿效日本、韓國機制，透過稅賦優惠方式鼓勵國內營建

業者至海外發展。  

2. 成立與營建產業策略聯盟之相關獎勵措施，例如投資開發業者、建材

廠商、製造業等行業，獎勵方式如國內營造業如引進臺灣建材、設備

至海外，建材可減免關稅以及營業稅。  

3. 在海外營運之營建廠商之利潤可以有條件減免營業稅，或是保留利潤

作為未來公司之保留基金，或是可以抵消國內工程承攬時的部份保證

金額或押標金額。押標金額抵銷部份可以總量方式控管，每件工程最

多不得抵銷 10%之上限。  

4. 藉由評選或評估方式，挑選出海外優良公司及優良工程（類似金質

獎），並提供實際優惠方案或獎勵，加快推廣海外工程市場發展之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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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政府獎勵措施彙總表 

輔導措施項目 宗旨 落實作法 預期效益 

一、國際業務開發平台 
協助廠商降低前置作業成本、建立

國際網絡以增加工程承攬機會 

由政府及民間出資設立「國際業務

開發」機構，並制定與國內駐外單

位合作模式 

1. 增加業務承攬機會 
提供正確及時商情資訊、各國市場機會與威脅資訊，協

助廠商獲悉業務消息，增加承攬機會。 
2. 建立政商人脈網絡 
引薦廠商認識當地政商名流，有助後續業務洽談及官方

作業障礙排除。 
3. 增加國際曝光率 
打造國內業者知名度及締造口碑效應(Word of Mouth)。 
4. 與國內外企業/機構進行技術、資訊交流 
了解並掌握當地市場變化、施工流程，並可提升技術能

力或獲悉相關資訊，進而降低風險及增加競爭力。 

二、提供低率保證及低率貸款 
協助廠商迅速取得低率融資及相

關保證 
由政府及民間出資設立「專案貸款

及保證」基金 

1. 增加廠商競爭力 
降低廠商貸款及保證利率費用，並順利取得證明，增加

其競爭能力 
2. 增加業務承攬機會 
低率貸款及保證將有助廠商拓展海外市場之意願。 

三、建立海外工程保險機制 
降低海外工程承攬過程因受到不

可抗力因素而蒙受之損失 

1.由政府及民間出資設立「海外工程

基金」，並制定相關辦法，與國內

保險公司進行合作，提供海外工

程保險；或是 
2.由政府出資設立一專責「海外工程

保險公司」，並制定相關辦理辦

法。 

1. 促進融資 
 取得海外工程保險將有利獲得銀行信貸支持，並可降低

貸款或保證條款與利率。 
2. 降低風險與財務損失  
如因不可控制因素而蒙受損失，將可獲得即時及相當經

濟補償，降低企業營運的損失及風險。 
3. 開拓市場  
海外工程保險將有助廠商拓展海外市場之意願，並可透

過保險申請機制了解當地市場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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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措施項目 宗旨 落實作法 預期效益 

四、結合投資開發產業及整廠

輸出機制 
結合製造業及投資開發業廠商，創

造業務機會及利潤空間 

1. 由政府及民間出資設立一控股公

司，負責承攬海外 BOT/PPP 案件

或是工業區開發；或是 
2.由一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建置機

制並促進國內製造業及營建業合

作機會 

1. 增加業務承攬機會 
透過投資開發或整廠輸出機制，避免與國外廠商直接競

爭，並降低承接到不肖業主之風險。 
2. 配合南進及分散投資政策 
配合政策連同製造業一起進入東南亞海外市場。 
3. 建立實質外交 
透過投資開發案，協助當地經濟發展及技術交流，有助

於建立實質外交關係 

五、建置策略聯盟平台 
協助異業、同業廠商合作契機與平

台，並降低相互競爭機率 

由政府或民間團體建置「策略聯盟

平台」及後續營運，持續瞭解業界

需求並提出相關協助措施 

1. 增加業務承攬機會及開拓市場 
透過策略聯盟增加其競爭優勢，或善用夥伴業務管道及

通路，繼而開拓新市場。 
2. 建立上下游廠商管道 
建置完善的上下游廠商合作管道以及整合其服務。 

六、重點扶持大型廠商 
扶持大型廠商成為先鋒部隊，後續

帶領其他廠商一併拓展海外市場 
由政府提供資源扶持營建業龍頭廠

商或集團 
集中資源扶持特定大型廠商，不僅可獲得即時且較佳效

益，更有助於後續「母雞帶小雞」效應。 

七、積極培育國際人才 
培育具國際觀、管理及技術能力的

工程人員與管理階層 
由政府提供資源培育國際人才，可

交與民間單位配合執行 
培育相關人才可提昇產業競爭力、降低營運風險，並可

有效應用企業資源、獲取較佳利潤。 

八、與國際制度接軌無礙 
協助熟悉國際制度規範，並加快國

際認證，以降低市場進入門檻 
由政府提供資落實進國際制度接軌

執行，可交與民間單位配合執行 

1. 增加業務承攬機會 
 
2. 增加廠商競爭力 
 
3. 降低承攬風險 
 

九、明訂海外市場發展獎勵政

策 
藉由優良廠商評選、減稅等獎勵機

制，鼓勵廠商積極拓展海外市場 
由中央政府訂定頒布相關獎勵措

施，並協調各政府單位配合執行 
相關獎勵措施將有助廠商拓展海外市場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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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短中長期之建議辦理事項 

方案 辦理項目 主(協)辦機關 短中長期

設立國際業務開發平台專責單位

及籌募基金 
主辦：經建會、主計處  

進行商情資訊蒐集並即時回傳至

國內，協助廠商領取標案文件甚至

訪價服務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協辦：外交部、經濟部 
短期 

建立廠商與海外工程資料庫，供後

續研究國內競爭優勢、潛在業務方

向、目標市場等，以及政策方向擬

定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短期 

蒐集並歸納海外工程法規及施工

規範，彙整成刊物或放置於網路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協辦：經濟部、外交部 
中長期 

拜訪海外工程業主及當地政要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協辦：外交部、經濟部、僑務

委員會 

中長期 

建立人才資料庫，結合廠商需求，

媒合勞資雙方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短期 

進行重點市場趨勢研究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短期 

建立台灣廠商品牌形象，及增加國

際曝光率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協辦：經濟部 
中長期 

提供文書作業諮詢，從營利事業申

請至海外仲裁等商請程序及作業

手續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中長期 

協助審視合約內容及條款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短期 

國際業務開發
平台 

促成台商及營建廠商之合作關係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協辦：經濟部 
中長期 

協調國內外銀行且建立快捷的申

請機制 
主辦：財政部 短期 

提供低率保證包括押標金、預付

款、信用保證等 
主辦：財政部 短期 

提供低率海外工程貸款融資 
主辦：財政部 

協辦：工程會、營建署 
中長期 

提供低率保證
及低率貸款 

提供低率海外工程建設或開發投

資貸款融資 

主辦：財政部 

協辦：工程會、營建署 
中長期 

建立海外工程
保險機制 

完善且廣泛的海外工程保險機制 
主辦：財政部 

協辦：工程會、營建署 
中長期 

出資設立一投資開發控股公司，業

務範疇為投資承攬BOT案或購置目

標市場的工程顧問公司，由中獲取

利潤且建立人脈管道 

主辦：經建會 

協辦：經濟部 
短期 

結合投資開發
產業及整廠輸

出機制 

協助投資開發控股公司於規劃設

立工業園區、特區及周邊完整交通

建設時，向當地國為中小製造業爭

主辦：經濟部 中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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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辦理項目 主(協)辦機關 短中長期

取優惠條件 

設置獎勵條款，推動國內整廠輸出
主辦：經濟部 

協辦：工程會、營建署 
中長期 

建立虛擬平台，提供有意願營建產

業上下游的公司廠商之基本資料

及專長，並媒合共同理念企業結成

聯盟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協辦：工程會、營建署、經濟

部 

短期 

建置策略聯盟
平台 

研擬頒佈相關獎勵措施，並定期公

告相關資訊，將策略聯盟的益處及

效果告知業界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協辦：經濟部、工程會、營建

署 

中長期 

重點扶持大型
廠商 

研擬頒佈獎勵措施以及設立相關

資金或資源，扶植大型廠商快速拓

展海外市場 

主辦：經濟部 

協辦：工程會、營建署 
中長期 

提供相關教育訓練課程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短期 

輔導學術單位如大學、研究所等，

開授國際認可之課程 
主辦：教育部 中長期 積極培育國際

人才 
與理工背景華僑學生或海外學生

加強聯繫，善用其語言及文化優勢

主辦：教育部 

協辦：僑務委員會 
中長期 

與國際制度接
軌無礙 

鼓勵或輔導業界積極參與 APEC 認

證或其他國際認證 

主辦：工程會 

協辦：營建署 
中長期 

研擬頒佈稅賦優惠、優良廠商評選

機制，鼓勵國內營建業者至海外發

展 

主辦：營建署 

協辦：財政部 
短期 

研擬頒佈獎勵方式如引進國內建

材、設備至海外，建材可減免關稅

以及營業稅 

主辦：財政部  短期 
明訂海外市場
發展獎勵政策 

研擬頒佈獎勵方式，營建廠商之海

外利潤有條件減免營業稅，或是保

留利潤作為未來基金 

主辦：國際業務開發專責單位 

協辦：財政部 
中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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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結論與建議 

7.1 結論 
國內營建內需市場規模相較其他國家屬中小型且已呈飽和趨勢，適逢近幾年

全球營建產業市場前景看好，開發中國家如印度、越南、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等

均被視為國際工程市場之新星，國內營建產業業者應趁東南亞國家及印度營建

產業尚在起步階段，即進入拓展當地市場，充實自身的實力，重新調整其企業

的發展市場、策略及培育競爭利基，以因應日後日漸嚴苛的國際化競爭。  

與日本、韓國產業金字塔結構有所不同，國內傳統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力，

有單打獨鬥且應變能力佳等特性，不甚重視策略聯盟或周邊效應，而非像日韓

企業集團率領周邊產業或下游廠商一同扶持成長，在國際市場競爭能力尚差日

韓廠商一截。同時間中國、印度營建廠商飛速成長並企圖心強烈，如國內營建

業者不把握此良機，往後欲進入海外工程市場恐須耗費更大的心力。  

由國家永續發展角度出發，營建產業如同農漁業，為一必要的傳統產業，完

善且普及的基礎建設、運輸系統乃改善國民生活品質以及協助其它產業發展的

重要工具。基礎建設、運輸系統使用期間有限，硬體建設會依隨人民生活習性、

經濟型態轉變而有不同需求，因此營建產業是有其存在之必要性。惟在國內重

大工程建設逐漸完成、未來公共政策轉向軟硬體並行、國家經濟由製造業主導

轉向服務產業而使得硬體投資縮減等情況下，國內營建廠商應試圖拓展海外市

場，以維持其競爭力與業務量，避免營建產業逐漸式微。  

因此，本計畫透過蒐集國際營建市場、新興營建市場之資料及文獻，以宏觀

之角度透析國際營建市場之發展趨勢以及目前開發中國家之潛在市場。其次，

透過深度訪談、發放問卷及產官學研座談會之舉辦，瞭解國內營建業者進入海

外市場之意願、發展經驗以及面對的現況問題等，並歸納出國內廠商最弱競爭

能力，繼而提出拓展海外市場策略模式以及政府應協辦輔助項目。本研究之具

體結論分述如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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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營建市場有下列發展趨勢  

（一）民間積極參與基礎建設計畫 

亞洲地區營建市場之發展趨勢中，可觀察到民間參與公共建設計畫案量大幅

擴大，主要案件多為投資金額巨大且回收期限為長期的大型基礎設施，例如港

口、道路、電力系統、污水處理、石化能源等。  

（二）工程計畫之垂直整合度提高 

隨著技術快速演進以及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的盛行，各國的技術和資金密集性

質的工程數量呈明顯上升趨勢，Turnkey、Design and Build 統包工程及 BOT/PPP

案量大增。 

（三）國內外市場競爭加劇、分工體系深化 

工程管理和規劃設計大多是由歐美公司承攬，國際設備採購是日本和德國主

導，其他則主要集中在土建興建領域。且因近年開發中國家發展快速，中國、

印度、泰國等國之營造廠及工程顧問公司紛紛進軍海外市場，國際營建市場競

爭加劇。大中小型公司視其技術能力、人才資源等，爭取不同市場區隔，而擁

有高技術或提供客製化服務之公司將可望掌控主力市場。 

（四）廠商間策略聯合、合併盛行 

過去幾年全球營建相關企業併購或合併的消息不斷，大型企業利用自身的資

源優勢，購置中小型公司，或與競爭對手、上下游產業企業合併或攜手合作，

形成大者恆大之態勢。 

 

二、台灣廠商競爭利基  

日商善用其日本團結但保守之民族性，隨著日本製造業以及 ODA 援助專案

而獲取商機，且持續投入技術研發以確保其競爭優勢。組織形式的彈性變化與

持續發展是韓商保持競爭力之主因，早期採一般化經營策略，後期政府及民間

集中資源專搶攻中東地區的化工廠辦、石油管線等統包案件，並積極提升其競

爭力。中國營建產業仍以內地為主要市場，拓展海外市場主要是配合國家政策

與考量規避風險，策略由早期的低價搶標，積極往與資金搭配之高附加價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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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BOT 投資等方向進行，並企圖帶領國內設備製造、石化及礦物產業前進

海外，以達到綜效目的。  

與日韓產業金字塔結構有所不同，國內營建廠商以中小企業為主力，習慣單

打獨鬥且具有應變能力佳、適應力強且施工速度快等特性。透過策略草圖方式

與其他三國廠商相較，發現台灣廠商在「業務能力」、「整合能力」及「資源」

項目較不具競爭力，然應可透過輔導或獎勵措施，補強這三項之不足後，台灣

廠商仍有其競爭利基。 

 

三、潛在目標市場  

彙整相關文獻資訊後，發覺目前最受全球青睞的市場包括有越南、中東以及

印度等地區。之後在本團隊透過問卷模式詢問國內廠商意願時，依據目前回收

有效問卷的回覆，可觀察到最受受矚目的市場依次為東南亞、印度、中東，與

先前分析結果不謀而合。  

 

四、業者意願及希望政府協助事項  

同樣透過問卷詢問國內廠商，超過八成受訪者表示有意願在未來三年內進軍

或持續擴展海外市場，且認為業界最需要的協助項目前三名則分別是「海外商

情資訊」、「低利率信保及履保」和「提供產業整合平台 (策略聯盟 )」。當詢問到

是否贊同政府提供適當的輔導措施，或是否對對產業有助益時，業界幾乎一致

表示肯定。如就需要協助項目與先前策略草圖結果相對照，發現結果截然相同。 

 

7.2 建議 
本計畫經探討國際營建市場現況及發展趨勢，結合日本、韓國等國之發展經

驗，以及國內營建業者過去之拓展海外市場的歷程及策略，最後除了提出可採

取之策略與模式外，本計畫對於國內政府及產業界有下列幾項建議，期能促進

並增加國內相關業者拓展海外市場之機會，如下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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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業務開發平台  

1. 商情資訊收集及廠商資料建立  

2. 開發業務及建立商情網絡  

3. 建立人才資料庫  

4. 重點市場趨勢研究  

5. 建立台灣廠商品牌形象  

6. 協助辦理文書作業  

7. 促進廠商策略聯盟，並進行協商  

8. 協助審視契約內容  

 

二、提供低率保證及低率貸款  

建議政府協助國內廠商透過國內金融體系取得低利率融資貸款、相關保證

等，並建立相關制度及申請流程，加快申請時間，以增加國內業者在國際營建

市場之競爭力。  

 

三、建立海外工程保險機制  

建議政府協助國內廠商取得海外工程保險，由特定保險公司合作或由公家單

位負責，依各國家政治、經濟、金融現況，業主種類，以及工程規模與類型分

類，去區分風險程度。  

 

四、結合投資開發產業及整廠輸出機制  

1. 建議可由政府及民間共同出資設立一投資開發控股公司，承接亞洲開發

中國家之 BOT 案件或是工業區開發案、貨運特區等，並在國內辦理公開

招標，挑選出適宜之設計、管理、營建、營運、設備等企業或單位，所

有交易手續及申請款項在國內進行。  

2. 建議政府與民間共同籌措資金，選定一主要發展市場（如越南），在當

地購買上市櫃工程顧問公司之股份，並取得實質經營權，因工程顧問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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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規劃設計為主，屬於前端作業，不僅可規劃出適宜國內廠商之設計，

並可透過其他管道增加我國廠商得標機率。  

3. 善用我國製造業之發展經驗，透過由大型廠商或單一機構代表製造業，

與開發中國家之當地政府協商，規劃設立工業園區、特區及周邊完整交

通建設，由國內廠商負責興建營造，且要求給予優惠方案如稅金、關稅

減免，投資或貸款融資上限提高等。  

 

五、鼓勵國際認證或與國際標準接軌  

1. 鼓勵或輔導業界積極參與 APEC 認證或其他國際認證 

2. 輔導學術單位如大學、研究所等，開授國際認可之課程，加快與國際接

軌之速度 

3. 亞洲開發中國家多曾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因此各國沿用的施工規範及

技術標準不一，除了採 IEC 標準外，有些國家也延用國際上公認的美國

ASTM 和英國 BS 標準。因此，應協助國內廠商瞭解和熟悉國際通用的技

術標準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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