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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回流引導關鍵零組
件供應鏈重新布局契機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張建一

壹、前言

當前臺灣正處於產業與經濟發展重大轉捩點。在面臨全

球景氣減緩、先進國家再工業化，以及中國紅色供應鏈與新興

經濟體崛起等外在重大經貿變革，以及內部當前的產業發展環

境與過去大不相同下，過去大量生產製造的模式難以再次成功

複製。在現有產業發展模式遭遇瓶頸下，當前的臺灣亟需新的

成長動能，藉以提振產業發展與經濟成長動能。由國民所得的

支出面來看，投資、出口和消費是拉動經濟成長三大要素；其

中，豐富的投資能量實為經濟成長做出貢獻，亦對於整體產業

長期發展有相當的重要性。

然而，臺灣近年整體經濟出現諸多挑戰，如全球貿易規模

縮減導致出口動能減緩、後金融海嘯時期投資動能趨緩、國內

壹、前言

貳、美中貿易衝突下臺商回流對臺灣投資影響

叁、後全球化時期所衍生出新供應鏈分工體系

肆、回臺投資引導供應鏈關鍵布局方向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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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消費相對不足、長期薪資成長停滯等現象。有鑑於全球經貿局勢變化與國際供應

鏈重整趨勢，特別是美中貿易衝突似止未休，恐演變為長期戰爭，更加速國際產業供

應鏈的移轉與轉型。

為因應美中貿易升級所造成的潛在不確定衝擊，臺商回流效應湧現，帶動相關資

金需求，形成臺灣近二十年來規模最大的臺商返鄉投資潮。未來臺灣如何在全球供應

鏈重整契機下，確實地掌握此波臺商回流投資熱潮而且不使其為曇花一現，而是逐步

落實投資，使其成為翻轉產業創新的活力，進行下世代產業關鍵零組件的前瞻布局規

劃，勢將成為臺灣產業發展最重要關注的議題。

貳、美中貿易衝突下臺商回流對臺灣投資影響

一、金融海嘯後國內投資成長力道趨緩

以產業發展而言，產業資本的增加主要靠的是投資。一般而論，固定資本形成隱

含投資金額增加，是有益於臺灣整體經濟發展。產業的固定資本形成會隨著景氣波動

而有所增減。綜觀臺灣近年投資狀況（如圖 1所示），2001-2003年全球不景氣及美國

圖 1　臺灣固定資本形成毛額規模變化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整體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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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衝擊下，臺灣整體固定資本形成比重跌至 21.4％，隔年隨著景氣回溫後，此

比重即快速回升至 24.5％，並維持在 2成 4的水準。

 然而，2008年的金融海嘯衝擊，導致投資大幅衰退，更使比重跌至區間低點為

21.3％，其後產業投資反彈力道卻不似 2001年景氣衰退後逐漸回溫好轉，反而一路

下滑，2011-2012年因歐債問題衝擊民間投資意願及接單情形，2017年跌破 20.5％水

準，跟受到金融海嘯衝擊的投資相比，甚至更低。由此可知，臺灣的整體投資狀況不

論是規模或是成長率變化在金融海嘯後明顯出現趨緩現象。

整體而言，我國投資能量來源主要來自於民間投資（近年皆超過 8成），而公營

企業與政府二者比重相加約僅占 2成。若進一步觀察固定資本形成占 GDP比重之數

據（如表 1所示），在整體投資規模逐年縮減的前提下，民間機構部分由 2011年的

17.88％，一路下滑跌至 2017年的 16.73％。這隱含臺灣在後金融海嘯時期，民間投

資成長力道呈現明顯趨緩。另依據主計總處資料顯示，臺灣 2017年的實際資本存量僅

表 1　臺灣固定資本形成毛額組成──以公私部門區分

項目

／西元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名目金額

（兆元）
3.05 2.76 3.34 3.35 3.28 3.38 3.49 3.49 3.59 3.58 3.74

占 GDP比重（％）

固定資本

形成毛額
23.16 21.31 23.63 23.39 22.35 22.18 21.68 20.83 20.90 20.48 -

民間機構 17.37 14.94 17.68 17.88 17.48 17.63 17.51 17.07 17.23 16.73 -

公營企業 1.65 1.78 1.77 1.54 1.39 1.32 1.31 1.14 1.08 1.05 -

政府 4.13 4.59 4.17 3.97 3.48 3.23 2.87 2.62 2.58 2.71 -

結構比（％）

固定資本

形成毛額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民間機構 75.01 70.10 74.85 76.44 78.21 79.49 80.73 81.96 82.48 81.67 -

公營企業 7.15 8.36 7.49 6.57 6.22 5.93 6.04 5.47 5.17 5.11 -

政府 17.85 21.54 17.66 16.99 15.57 14.58 13.23 12.57 12.35 13.22 -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整體統計資料庫」。

註：比重與結構比則以當期價格計算；民間機構含營利與非營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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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 2007年發生金融海嘯前的 7成水準 1，這顯示在歷經金融海嘯衝擊後，臺灣整體資

本存量增加產生停滯不前現象。基本上，廠商購買新的機器設備或完成新廠房設備，

資本總量就會增加，但觀看資本存量變動情況，可以推斷廠商近年投資行為幾乎停滯

甚至出現衰退趨勢，實為一大隱憂。

二、美中貿易衝突加速供應鏈體系變革 

中國大陸加入WTO後整體貿易規模快速成長，而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金額亦自

1990年代開始成長，至 2017年始突破 5,000億美元大關，這也伴隨美國對中國大陸

貿易赤字呈現大幅增加，也導致美國在 2001-2017年之間美國流失 340萬製造業就業

機會。中國大陸加入WTO之後並未走向經濟自由化和市場化，經濟開始走向「國進民

退」的反市場化現象，進而破壞全球供應鏈體系及大規模不公平的投資併購等行為。

美中貿易戰自 2017年 4月美國啟動全球鋼鋁產品國安調查開始，一連串的措施

皆將矛頭指向中國大陸，如啟動對中國大陸 301調查、實施 232鋼鐵關稅、公布並實

施三波共 2,500億課稅清單。除此之外，美國自 2019年 9月 1日起將對其餘還沒被

加徵關稅、價值 3,000億美元的中國大陸輸美產品，加徵 10％的關稅。2而中國大陸

面臨美國多次課稅施壓，亦採取部分產品加徵關稅的措施進行反制。

美中貿易衝突的本質雖為商品關稅加徵貿易議題，然美國著眼之處不僅僅想要解

決貿易逆差的問題，更是針對中國大陸持續進行國營事業補貼、侵犯智慧財產權、強

制技術移轉等不公平措施損害美國利益的角度來進行反制。再者，近年中國大陸在數

位科技應用發展大有斬獲，美國憂心中國大陸威脅如 AI、5G等先進科技之美國領導地

位，更甚於可能形成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基於上述因素，美中貿易衝突已經從貿易戰層級升級至科技戰、貨幣戰等不同領

域，影響層面擴大，這將對於全球經濟貿易產業發展投下震撼彈，影響所及包含美對

中全面課稅加速全球供應鏈體系拆解重組、科技晶片及 5G技術防堵下的國家安全議

題、貨幣勁貶導致各國貨幣政策工具效應弱化等可能影響。

在聚焦全球供應鏈變革方面，中國大陸崛起後，透過中央政策引導與扶植自主供

應鏈模式，已然成為全球主要產品供應鏈的重要生產與進出口貿易夥伴。由於臺灣與

1 所謂的資本存量是指固定資本形成減去固定資本消耗，稱之。
2 3,000億美元清單中有部分產品緩徵，考量美國年終需求暫時不對手機、筆電、電玩遊戲機及服飾等商品加徵
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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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之地緣關係，以及長久以來所建立的產業分工體系，臺灣接單、中國大陸生

產、美國消費的三角貿易模式（臺灣從事研發與半成品製造加工輸往中國大陸，中國

大陸大量製造出口最終產品至美國，提供美國最終消費需求），美中貿易戰勢必將影響

臺商投資生產布局和實際貿易操作。

由此，美中貿易衝突明顯促使臺美中供應鏈產能加速移轉，短期雖有部分臺商可

能受惠轉單效應／採用移轉生產基地加以因應，如網通設備、中低階自行車及零組件

等，但由於貿易衝突日漸擴增，廠商在全球布局、關稅成本與避免不確定風險考量之

下，陸續撤離與生產調整，這對於現有供應鏈體系網絡恐有損害；但另一方面，以長

期而言，由於中國大陸出口中臺灣創造的附加價值比重高，未來針對 3,000億美元課

稅清單全部加徵關稅，在不考慮其他情況下，對臺灣出口與經濟負面的影響將有加大

之虞。

三、臺商回流促使投資迎接重大轉折關鍵 

美中貿易衝突引燃國際產業分工重組的契機，除了降低中國大陸對全球供應鏈

體系的影響力外，另針對臺灣輸美產品可望形成新的供應鏈體系。在此發展背景下，

中國大陸臺廠在面臨加增貿易關稅的壓力下，臺商思考調整生產布局與投資回流可能

性，除了中國大陸產線以供應當地內需市場外，輸美產品則移轉其他國家，進而促使

近二十年來臺灣規模最大的臺商返鄉投資潮。

然而我國投資在金融海嘯後易受到國際景氣影響，在整體結構上國內投資成長力

道明顯趨緩，如今政府掌握此波投資熱潮，規劃「歡迎臺商回臺投資 2.0」政策，以廠

商需求為導向，整合土地、水、電、人力、稅務與資金等面向之措施，並提供客製化

單一窗口，積極協助優質臺商回臺投資。除了歡迎臺商回臺方案外，另為促成根留臺

灣企業之投資動能，加速企業升級轉型，亦規劃「根留臺灣企業方案」；以及加速中小

企業投資，打造臺灣成為全球產業供應鏈樞紐，規劃「中小企業投資方案」。透過投資

臺灣三大方案的政策支持 3，相信可讓臺灣在新的供應鏈體系中占有關鍵地位。

據經濟部資料顯示，目前已有超過 100家廠商響應臺商回臺 2.0方案，總額超過

5,000億元，可帶來超過 4.7萬個本國就業機會，預計未來 2到 3年累計投資可以達

到兆元規模。目前主要回臺發展的業別相當多元，主要包含高階伺服器、網通、5G、

3 投資臺灣三大方案的詳細內容，請參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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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投資臺灣三大方案比較表

方案
臺商回臺

投資 2.0
根留臺灣

企業投資方案

中小企業

投資方案

適用對象
受美中貿易衝擊、赴中

國大陸投資 2年以上

非屬中小企業，且未曾

赴中國大陸投資之大企

業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使用統一發票，且未申

請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方

案之中小企業

條件

製造業：產線具備智慧

元素，且符合以下條件

之一：5+2創新產業 /高
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

組件產業 /國際供應鏈關
鍵地位 /自有品牌國際行
銷 /國家重點產業政策

製造業：產線具備智慧元素，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5+2創新產業 /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產業 /
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 /自有品牌國際行銷 /國家重點
產業政策

服務業：服務能量需具備智慧元素，且投資項目與國

家重點產業政策相關

匡列貸款額度 5,000億元 800億元 200億元

政府支付銀行手續費

中小企業維持 1.5％；
大企業調降為

0.5％（前 20億元）、
0.3％（20-100億元）
0.1％（逾 100億元）

0.5％（前 20億元）、
0.3％（20-100億元）
0.1％（逾 100億元）

1.5％（另依「中小企
業投資臺灣優惠保證措

施 」， 額 外 增 加 1 億
元保證額度外，保證成

數最高 9.5成，並提供
0.3％以下優惠保證手續
費）

補助期限 5年

補助財源 國發基金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其他優惠措施

外勞增聘 15％（最高
40％）、用地需求、穩
定供應水電、稅務專屬

服務

用地需求、穩定供應水電、稅務專屬服務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整體統計資料庫」。

註：比重與結構比則以當期價格計算；民間機構含營利與非營利機構。

高價值傳產、自動化產線等，其中電子十哥都已經陸續回臺投資，為臺灣高附加價值

產業發展已經注入充沛的能量。然而，更重要的是，這波投資不應只是短暫熱潮，應

確實地轉化或升級為臺灣下一個十年或是二十年整體發展的動能；除了短期應杜絕洗

產地問題之外，長期而言更應防範有間接扶植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的可能。因此，在

回臺投資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之下更應加強此波回臺投資的落實程度。除此之外，政

府更應針對整體未來發展具備前瞻規劃思維，啟動投資對下一世代產業發展的整合性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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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後全球化時期所衍生出新供應鏈分工體系

一、全球供應鏈棄長從短，區域供應鏈轉短為長

1990年到 2010年為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在經濟全球化下，各國依據地緣和專業

分工的優勢進行生產和銷售，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相當頻繁，跨國或跨境的直接投資

與資本的流動、勞動力與旅遊人潮的交流，甚至於資訊與技術的流通等，皆使全球市

場趨向扁平化的發展。

如今全球已邁入後全球化時期，以全球化為發展基礎下的供應鏈體系正出現難以

忽視的變化，消費者需求轉為少量多輛客製化型態，產業供應端必須能建構快速回應

消費者需求的供應鏈體系，藉以強化自身競爭力與市場獨特性。

新型態的國際產業分工逐漸形成之際，主要發展的特點有三：

(一 )全球短鏈製造革命：過去各國在全球化時代，主要依照比較利益原則來進行生產

分配，各國皆可在供應鏈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然如今歐美等已開發國家陸續提

供再工業化戰略政策方向，以避免過去產業分工下的產業空洞化問題，進而牽動

在亞太地區的製造業供應鏈的結構與變化。

(二 )區域生產經濟興起：如同上述所提，消費者需求轉為客製化型態，傳統全球專業

分工體系無法即時回應消費者需求，廠商對於全球生產布局採取更積極的作為，

進而牽動製造供應鏈移轉，造成供應鏈趨往區域或特定消費國家延伸現象。

(三 )新興國家快速崛起：據 WTO於 2019年發表的「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Trade, 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一書中提及，若以全

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GVC）的角度來觀察，比較 2000年與 2017年

中國大陸的貿易量變化，針對亞洲市場而言，已經變成重要的供應樞紐（supply 

hub），進而取代日本在亞太製造供應鏈上的領先地位。

二、垂直分工供應鏈進階為水平分工差異化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帶動國際運輸更為方便、國際分工開始出現，透過跨國投資

讓各國技術差距開始縮小甚至消失，使得要素成本差異重要性更為突顯，各國之間形

成負責生產鏈和垂直分工的大量貿易。然而，隨著國際貿易逐漸頻繁，加速要素價格

均等化作用，先進國家造成部分工作機會消失、薪資下滑等現象，另外國際細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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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造成產品生產過程的成本或競爭力差距縮小，廠商生產可能會因成本／競爭力因

素，而被替代性可能性提高。

雖全球垂直分工供應鏈架構現仍為國際貿易的主流，由國際貿易理論發展脈絡觀

察，隨著國際經貿情勢的大環境改變，傳統比較利益原則的貿易分析方式對於產業內

貿易型態解釋有限，且水平分工差異化產品發展逐漸興起，且受惠於新興科技發展，

不論是生產者或是消費端皆強調客製化產品與少量多樣生產，過去大規模生產降低成

本型態已經無法滿足不同消費者需求。

水平分工差異化理論，以不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經濟為前提，從動態角度出發考

慮需求情況，更能符合實際貿易狀態。全球貿易供應鏈在美國與中國大陸競合模式開

始出現改變，美國川普貿易新政強調公平貿易與製造業回流效果，中國大陸產業進口

替代政策下經濟轉為內需市場化，產業鏈趨於完整化且具市場規模效益。臺灣過去在

全球貿易供應鏈分工體系，主要透過兩岸貿易整合與產業分工供應模式來進行，然臺

灣與中國大陸產業供應鏈已漸由垂直互補轉為水平競爭型態，臺灣所掌握既有國際產

業鏈分工模式勢必會受到嚴重挑戰。展望未來，國內廠商應透過技術提升、產品品質

及服務效率等面向，及早進行差異化產品貿易布局。

如今，產業內貿易規模不斷擴大，水平分工差異化產品重要性將日趨提高，尤以

亞太地區區域合作角度來看，應該促進產業內貿易的水平分工，藉以發展與先進國家

的技術移轉與對外投資 4。依循此論述脈絡，正與現今國際經濟變化不謀而合。有鑑於

此，臺灣未來應在垂直分工供應鏈基礎之下，發掘可差異化產品、發展具彈性的生產

流程，並透過與先進國家的投資互惠、人才交流、技術連結、產業合作等方式，以掌

握水平分工重要趨勢。

肆、回臺投資引導供應鏈關鍵布局方向

臺灣在歷經多年投資低迷的情況，間接受惠於美中貿易衝突，此波臺商回流帶動

大規模的投資熱潮，且全球供應鏈體系正處於打散集結重塑階段，臺灣需在新形態的

供應鏈發展下，善加發揮投資力道，帶領下一世代的關鍵產業發展，進而站穩未來國

際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4 相關內容請詳見：梁國樹，〈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的構想與應有的認識〉，《梁國樹先生論文集──國際貿易》（臺
北：臺灣大學，2002），頁 28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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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先進國家連結的新供應鏈體系

中國大陸的紅色供應鏈在過去二十年間快速崛起，中國大陸透過技術引進及研發

投入，掌握愈來愈多上游關鍵技術，在產業進口替代政策下，經濟轉為內需市場化，

產業鏈趨於完整化且具市場規模效益。

我國過去在全球貿易供應鏈分工體系，主要透過兩岸貿易整合與產業分工供應模

式來進行，在整體產業發展上受到中國大陸進口替代的步伐加快且產業朝向一條龍方

向發展，使得我國面臨被掏空替代之危機，這將使得我國未來在垂直分工體系中所能

掌握的產業供應鏈與利潤會愈來愈少，是潛在的產業發展隱憂。

然而，美中貿易衝擊及中國大陸內需成長趨緩，使中國大陸正面臨內憂外患壓

力。由此，位於中國大陸生產製造的廠商開始重新布局、製造版圖，紛紛移出中國大

陸市場。以臺灣而言，美中貿易衝突下我國直接出口美國的比重明顯增加，據財政部

數據指出，今年 1-7月臺灣對美國出口 261億美元、進口 213億美元，齊創歷年同期

新高，其中出口與進口年增率分別達 18.0％與 10.4％。綜觀以上，紅色供應鏈之外的

新的供應鏈體系發展出現曙光，過去臺美中三角貿易的運作模式開始鬆動，臺灣對美

直接出口以供應最終消費的模式正逐步擴增。而與先進國家連結不僅止於貿易層次，

為能強化供應鏈的深度與消費市場的認知與孰悉程度，未來雙方連結應進而擴展在技

術、人才、投資、產業合作、國際交流等層面，以提振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供應鏈集結重塑下整合新商機

數位經濟潮流與新科技創新下，創新服務模式輸出成為各國出口競爭力來源，透

過進出口貿易帶動經濟成長的能力日益下降。臺灣面臨全球供應鏈重塑挑戰，應掌握

在數位轉型與科技創新發展下的新供應鏈商機。首先，應善用臺灣既有硬體 ICT製造

優勢，藉以掌握出口產業掌握跨國價值鏈中關鍵定位與新角色。另外，產業應透過軟

硬整合與系統整合輸出模式，進行智慧化科技（AI、下世代通訊）、跨領域應用（智慧

醫療、智慧能源、智慧家庭、智慧交通）、創新經營模式（平台經濟）等布局方向，將

內需市場跨域消費應用服務經驗擴散至亞洲市場。

三、產業供應鏈的雙安議題-國家安全與資訊安全

針對供應鏈安全議題，主要可區分為兩大部分，國際供應鏈不同系統標準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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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數位經濟下產業供應的資安議題。首先，在國際系統區隔上，在數位科技趨勢

下，各國供應鏈產品上下游整合程度愈來愈高，而先進國家對於國家安全威脅議題日

漸重視，因此臺灣在不同供應鏈體系中的產品供應上，不論是產品品質、關鍵技術、

銷售管道等面向皆應有明確區隔機制。

再者，產業數位轉型之下，行動化、雲端服務及無人車、智慧物聯網等技術蓬勃

發展，未來聯結應用程式、行動化、雲端、大數據及人工智慧等科技平台，針對網路

資訊安全議題更為重要，這對於我國在下一世代產業發展上未來應將資訊安全納入思

考規劃，使臺灣產業在國際供應鏈上更具競爭力。

伍、結語

總而言之，美中貿易衝突促使臺商回流，使臺灣投資金額大幅成長，順此趨勢

潮流，應將投資實際引導至臺灣未來關鍵零組件供應鏈的布局及下一世代產業發展的

重心。臺灣在未來供應鏈重組布局上，應建立起臺灣的關鍵地位，如附加價值高、關

鍵專利技術、直接輸美等產品；其次，在供應鏈延伸部分，可透過新南向平台，將需

大量生產製造的臺商引介移動到東南亞或中南美等地生產，有機會強化與相關國家及

地區的連結，藉以擴展臺灣在關鍵產業零組件的布局。最後，未來供應鏈變化將出現

打散重塑可能，基於分散風險之考量，臺灣在供應鏈布局上應強化與美國、新南向國

家、中南美的產業合作關係，以降低紅色供應鏈與臺灣產業的連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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