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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經濟新挑戰，
臺灣準備好了嗎？
紅色供應鏈崛起，

亞洲經濟發展策略重新部署

2016即將到來，全球供應鏈板塊的變化、美中兩大強權在亞洲競

逐區域整合主導權，方興未艾，臺灣在這當中有著怎樣的機

會和挑戰，應該如何在變動當中找到發展機會呢？渣打銀行東北亞區高級經濟

分析師符銘財於日前接受本刊專訪時，特別就 2016 臺灣經濟的機會與挑戰，

闡述其看法。

符銘財指出，臺灣的因應之道，除了積極在世界供應鏈中重新找到定位，更

在於跳脫過去的思考框架，重新思考推動金融、觀光等服務業方面產業政策的必

要性。

—專訪渣打銀行東北亞區高級經濟分析師符銘財

採訪整理　蔡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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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難民潮和恐怖攻擊影響有限　供應鏈板塊改變更為重要

「相較於 2015，展望 2016 全球經濟基本格局，不會有太大差異。」雖然歐洲

的難民潮跟恐怖攻擊對全球經濟多少會造成影響，但會否持續性的對歐洲產生負面

效應，還要看未來國際社會對恐怖攻擊的具體反應。雖然日本經濟狀況渾沌不明、

中國又面臨不確定因素的風險和經濟成長放緩，鑑於美國經濟增長持續的復甦和高

新技術產品穩定的全球需求，臺灣要維持一定經濟增長的條件依然存在。但美國貨

幣政策的轉向、國際原油價格持續走低、以及東南亞崛起對國內投資意願的影響等

等，仍是必須關注的問題。

但是展望未來，全球供應鏈可能的板塊改變，對臺灣經濟增長的影響最為重

要。近十年到二十年隨著中國加入世界經濟，並且逐漸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經

濟快速增長，臺灣也因此受惠。但近期中國經營環境的改變，迫使臺商也得做出調

整。東南亞有較好條件，包括人口紅利、成本優勢，以及更重要的，作為美國重返

亞洲的經濟戰略要地，隨著 TPP 未來生效，臺灣如果要繼續在全球供應鏈扮演重

要角色，估計東南亞會是不可忽視的投資區域。

臺灣如果未能把握機會跟 TPP 產生連結，可能將無法保持長期以來在全球製

造業供應鏈上的重要地位，當然也會影響臺灣國內的投資意願。目前國內的投資占

比從 90 年代約 30％到目前剩下不足 20％。投資占比的下跌也和國內勞工薪資占

比成正比，對國內勞動市場條件也產生不良影響。此外人口老化、勞動力下降也是

問題，如果未能適當因應，也將影響未來的投資和消費。

亞洲供應鏈改變　臺灣製造業仍有空間

中國大陸持續進行經濟的轉型和升級，從一帶一路、亞投行、到製造業 2025

的願景計劃，尤其最後者，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已經朝新科技做調整，這必定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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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科技產業的競爭條件。中國的意圖相當明顯，一旦全球「紅色供應鏈」成

型，而臺灣被排除在外，臺灣在國際供應鏈的角色將會變得很微妙。

臺灣和中國大陸在製造業等方面有著緊密關係，過去數十年來我們視中國大

陸為製造業基地，並受惠於中國勞力成本偏低，讓我們的產業在海外布局並蓬勃發

展。但中國正在逐步轉變為消費市場，臺灣應該思考的是如何隨著中國消費市場的

擴大，找到切入點。例如他們在汽車的相關消費是非常可觀的，而臺灣的汽車零配

件產業也有相當大的規模，並非完全沒有利基。

同樣的，美國透過 TPP 試圖在亞洲開創新局，臺灣如果要繼續在歐美供應鏈

中保持重要地位，就應該積極爭取加入 TPP，加強和東南亞的連結。像是紡織、

製鞋和家俱前往東南亞布局，和臺灣還是會產生連結。以金融業為例，國內金融機

構要打「亞洲盃」，應著眼於東南亞的市場商機，去服務這些轉移到東南亞的臺商

需求。

TPP 原則上只要是 APEC 會員國就有加入條件。但 TPP 採的是共識決，任何

新加入成員都要創始 12 國的同意，這是臺灣將會面臨的較大問題。由於臺灣在美

日品牌供應鏈上的重要性，和美日的利益直接相關，美國和日本支持臺灣的可能性

較大；但創始會員中也有些國家和中國往來較緊密，這樣的政治問題會否產生障

礙，則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問題。

無論是中國的紅色供應鏈或是美國透過 TPP 在亞洲進行的戰略部署，都勢必

將影響臺灣在國際經濟上的角色，並和臺灣企業對國內投資的意願息息相關。從經

濟上的角度來看，積極的參與、找到臺灣的定位，是比較合乎邏輯的做法。

區域整合之外　國內產業政策更要有新思維　

除了積極參與區域整合，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臺灣在產業政策上必須重新

調整。長期以來我們在政策上針對製造業投入較多，但從近年產業發展而言，可能

要有不同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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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觀光。目前觀光占國內產出大約 2.5％，比起 2008 年時的 1％，可以

看出近幾年到臺灣的觀光人口大幅成長，有利於經濟增長。但比起亞洲其他國家

和地區像是泰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大約 8％∼ 10％的占比，仍有一段差

距。其次是金融業，臺灣目前金融業占臺灣產值約 6％，被稱為亞洲金融中心的新

加坡跟香港則大約占 12％∼ 16％，也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最重要的是這兩個產業屬於服務業類型，比較不受 FTA 的影響。只要藉由國

內自身的開放，就能對經濟產生明顯幫助。所謂另類產業政策的思維就是要對服務

業、非製造業的投資及政策支持要有更大的作為。當臺灣在面臨像 TPP 這樣的區

域整合，在短期內無法取得突破的情況下，加速提升觀光和金融等服務業產值、對

GDP 成長的貢獻度， 不但是彌補製造業面臨瓶頸的良方，更是可以促使臺灣經濟

轉型的關鍵。

至於透過財政刺激來增加消費需求，這只是一個短期的政策手段。從長遠角度

來看只要刺激手段所產生的財政壓力不至於無法負荷，且從中能產生中長期經濟增

長，就不會造成財政惡化。但目前臺灣的中長期經濟增長條件愈來愈受侷限，未來

要藉這種手段刺激消費增長的效果也會愈來愈有限，更大的風險是如果控制不好，

可能造成透支過度，也會影響到長遠的經濟發展或造成國家財政無法承擔。尤其在

人口老化、家庭財富增長受限的前提下，稅收的能力與條件也會變差，問題會更加

顯著。整體來說透過短期財政政策刺激來追求長期增長是不可取的，應該思考的是

如何在人口老化之下維持成長條件。

臺灣不應該再去追求 5％或 6％的經濟成長，那樣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但要

在可預見未來能維持 2％到 3％，臺灣是有足夠條件的，我們應該想的是如何提供

條件維持這樣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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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的解決之道不外乎幾種，國發會的「生產力 4.0」，透過智慧化和自

動化達成製程改善，就是可能的方案之一。但生產力 4.0 有個侷限，是邊際效應已

很明顯。臺灣在製造業高度自動化的情況下，再藉由增加生產力來試圖追求長期增

長，效果可能並不樂觀。反而在服務業或是醫療等人力不足的產業，還有一定的空

間，未來臺灣整體產業比較容易著手的，還是服務業而非製造業。

總結而言，臺灣經濟要在 2016 年有所突破，應該把重心放在服務業。臺灣服

務業的比重還有很大成長空間，除了觀光和金融有很大潛力，符銘財特別提到，臺

灣的醫療和教育也是值得發展的。臺灣醫療在亞洲乃至國際有著高度的評價，如果

能考慮輸出醫療服務，將是前景看好的領域。在教育方面，臺灣的高等教育也有相

當的水平，但目前受少子化影響在招生上出現問題。如果能取得國際教育機構的認

證，將能更有效的運用教育資源。同時，隨著更多外國學生到臺灣來學習和取得學

歷，如果臺灣能夠開放讓他們學成之後留在臺灣就業發展，對於臺灣人才的引進也

會有很大幫助，對臺灣是一舉多得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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