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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為東亞供應鏈的上游料源供應國，與台灣、韓國及中國大陸在
電子產業有密切的貿易及供應關係，而東日本大震災對東亞供應鏈造成
斷鏈效應，此效應對供應關係國的影響相當值得關注。本研究利用 Miller 
與 Blair (1985)投入產出模型，評估關鍵電子零組件與設備的斷鏈效應對
台灣、中國大陸、韓國經濟及產業的影響，模擬結果如下：(1)斷鏈效應
使台灣 2011 年 GDP 成長率減少 0.149～0.327 個百分點，此部分結果與
經建會(2011.3)的評估相近。至於對台灣產業的衝擊，影響較大的產業
為電子零組件與設備、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化學及其製品、鋼鐵及
其他金屬。(2)對東亞主要國家 2011 年 GDP 減損效果，由高而低依序為
中國大陸、台灣、韓國。就產業的影響而言，台灣、韓國受半導體類零
組件的衝擊影響較大，但韓國的衝擊僅為台灣的一半。 

此外，本研究參考震災後東亞主要國家的因應對策，並搭配模擬結
果，提出政策建議：半導體類零組件產業做為我國優先對日招商及發展
核心技術的對象；在東亞電子產業鏈的競合關係上，建議採取「聯合中
國大陸對抗韓國」的策略。 

                                                 
*  本文參加經建會 2011 年研究發展評選，榮獲產業及人力政策類優等。原文 1 萬 7 千餘字，

因本刊篇幅限制摘為 1 萬 2 千餘字。 

∗∗ 經研處科員。本文承蒙本會李顧問高朝悉心指導，洪處長瑞彬、朱副處長麗慧、王組長金
凱提供寶貴意見，至為感謝；匿名學者之審查與指導，亦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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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apan is an important upstream supplier of materials in East Asian 
supply chains, having close trade and supply relationships with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in Taiwan, Korea and mainland China. Hence, the effect on 
those relationships of disruptions in the supply chain caused by the 2011 
Tohoku Earthquake are worthy of attention. This study employs the Miller 
and Blair (1985) input-output model to explore how industries and the 
economies in Taiwan, mainland China and Korea were affected by 
disruptions in key electronic component and equipment supply chain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supply-chain disruptions caused a 
reduction of between 0.149 and 0.327 of a percentage point in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2011, which is close to the estimation made by the 
CEPD in March 2011. The industries most heavily affected were those 
producing electronic parts and equipment, computers, electronic and optical 
products, chemic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and steel and other metals. (2)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2011 GDP growth of major countries in East 
Asia was felt most heavily by mainland China, followed by Taiwan and 
Korea. Taiwan and Korea experienced a relatively heavy impact on their 
semiconductor component supply, but with Taiwan twice as heavily 
affected as Korea. 

Also, taking account of the policy responses of major 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wake of the earthquake, and matching them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ioritize attracting investment from Japan and 
developing core technologies in semiconductor component production; and 
that Taiwan should adopt a strategy of allying with mainland China against 
Korea in the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s of East Asian electronics industry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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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2011年 3月 11日下午日本東北地區宮城縣，發生芮氏九級強
大地震，進而引發海嘯肆虐，對日本經濟與產業造成重大傷害。

根據日本內閣府的估算，東日本大震災(以下簡稱震災)帶來的直接
經濟損失達 16 兆至 25 兆日圓；另根據日本產經省公布的 3 月鑛
工業生產指數比 2月衰退 15.3%，創下 1953年以來最大衰退記錄，
其中尤以電子零組件與汽車產業受創較重。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全球第三大 IT製造國，其製造業
在全球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同時亦掌握全球資訊電子產業上游

原材料和關鍵零組件技術與專利，尤其在半導體製程設備、面板

顯示器、工具機及汽車等領域，是上游關鍵零組件主要供應國。

根據 2011年日本通商白皮書的分析，震災後日本出口主導的全球
供應鏈一度中斷，其中電子零組件受到較大的衝擊，造成半導體、

面板等產業使用上游原材料和關鍵零組件供應短缺，將對東亞生

產鏈形成「斷鏈效應」。 

日本與台灣、韓國及中國大陸在電子產業有密切的貿易及供

應關係，斷鏈效應對供應關係國的影響與各國因應對策做法相當

值得關注。因此，本文擬利用投入產出模型，分析關鍵電子零組

件與設備震災造成「斷鏈效應」，對台、韓、中產業及經濟的影響，

並探討災後東亞主要國家的因應對策，做為我國研析相關因應對

策之參考。 

一、震災對日本經濟與產業損害 

就震災對日本整體經濟的影響而言，災損將對日本經濟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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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影響。根據日本內閣府1的估算，受災地區(北海道、青森縣、
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茨城縣、千葉縣等 7縣)的直接經濟損
失達 16兆～25兆日圓(約占日本 GDP的 3～5%)，2011年度日本
實質 GDP減少 1.5兆日圓至 2.5兆日圓，經換算 2011年經濟成長
率將從內閣府 1 月預估的 1.5%降為 1.04%～1.22%，減少 0.28 至
0.46個百分點。 

就震災對日本產業的影響而言，日本重災區岩手縣、宮城縣、

福島縣及茨城縣名目 GDP占全日本約 6％，主要產業為觀光、農
漁業，亦擁有半導體、汽車、石化等重要工業。根據稻田義久及

入江啓彰(2011)的評估報告，震災對重災區的產業直接損害約 8兆
9千億日圓，對製造業的影響約 2兆 1千億日圓，其中製造業所占
損失金額比例最大，約占 23.88%，詳如表 1所示。重災區製造業
各產業別的產值損失，除了其他製造業商品業外，超過 9 百億日
圓以上的前六大產業依序為機械業、食品業、金屬業、電子業、

化工業及運輸業。 

二、日本與東亞生產鏈之關係 

日本生產與東亞生產鏈關係，從貿易面可歸納以下幾點： 

(一) 日本是東亞國家上游產業主要供貨來源國 

－ 根據 2011年韓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的調查，2010
年東亞國家對日本零組件及原物料的依存度均相當高，台

灣約為 29%、韓國約為 25.2%。日本零組件及原物料的出
口總計 427億美元，遠超過韓國的 229億美元與台灣的 218
億美元。韓國及台灣在短期間要彌補日本的供給缺口仍相

當困難的。 
                                                 
1 日本內閣府(3月 23日)「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のマクロ経済的影響の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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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強震對日本產業之直接損害 

 
註：由於製造業細項，因無直接占比資料，因此以日本 2005年投入產出表之比例，
計算各產業於之損失金額。 

資料來源：稻田義久、入江啓彰 (2011)。 

(二) 亞洲各國的高科技材料和零組件產業相當依賴自日本進口 

－ 根據野村證券的研究報告，2010年日本對亞洲出口總額約
達到 4,300 億美元，其中電子機械和機械產品幾乎占了一
半，亞洲各國的高科技材料和零組件產業都相當依賴自日

本進口。就高科技零組件而言，台灣自日本進口比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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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韓國 15.1%，中國大陸達 12.7%。 

(三) 台、中、韓自日本進口高科技生產設備及關鍵零組件稍有不同 

－ 2010年台灣自日本進口金額達 519億美元，占台灣進口總
額的 20.7%，主要進口產品包括機械及電機設備(含電子零
組件)、化學品、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就進口細項來看，自
日本進口比例達 4-8 成，多集中在高科技產品電子零組件
與設備、汽車關鍵零組件等。 

－ 2010年韓國自日本進口金額則高達 643億美元，佔總進口
額的 15.1%，以鋼鐵板、半導體、塑膠製品、半導體製造
用設備、化學工業製品為大宗。 

－ 2010年中國大陸自日本進口 1,767億美元，主要進口商品
為機械設備、電器設備、車輛、光學、醫療儀器及設備、

塑膠及其製品、有機化學品、銅及其製品、鋼鐵製品等。 

三、災後整體日本工業生產活動恢復狀況 

災後日本原材料及零組件工業生產逐漸復甦，大部分在 2011
年第 2季恢復生產，有部分電子業可能要到第 4季才會恢復生產。
判斷基礎考量下列原因： 

(一) 工業生產指數：2011年 7月生產仍未完全恢復 

－ 根據日本產經省公布 2011年 3月的鑛工業生產指數，相較
於 2月衰退 15.3%，創下 1953年以來最大衰退記錄，在 3
月至 7月年增率仍呈現下滑趨勢；至於電子零組件與裝置
工業生產指數 3月至 7月年增率亦呈現減少，顯示 2011年
7月生產仍未完全恢復。(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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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本鑛工業生產指數(截至 2011 年 7 月為止)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產業省(2011)。 

(二) 日本災後供應鏈恢復狀況調查：8成以上在 2011年 6月已恢
復生產 

根據 2011年 8月日本經產省公佈震災後供應鏈和產業恢復狀
況調查結果顯示，受災地區 8成以上的企業在 2011年 6月已經恢
復生產，原材料及零部件也迅速恢復正常供應。未完全恢復生產

的 2成企業中，有 8成表示，年底前將恢復到震災前水準，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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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東日本大地震後供應鏈和產業恢復狀況調查 

 
資料來源：經濟産業省(2011)。 

四、文獻回顧 

經建會(2011.3)2曾用「多國連結投入產出模型(含需求面與供
給面)」及「多國連結供給面數量模型」，推估震災對台灣總體面
影響，若震災影響至 2012年第 1季起才能恢復正常供貨，將使台
灣 2011 年 GDP 成長率下降 0.21～0.32 個百分點。另外，對於產
業面的影響，台灣受到自日本進口減少，導致重要零組件缺少，

使得我國產業生產活動停擺，影響較大的產業，包括化學製品、

金屬及其製品、機械、電腦、電子產品、電子零組件、運輸工具

等產業。 

                                                 
2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2011)，「東日本大震災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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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內閣府(2011)根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分析災區對非災區
之生產鏈的「斷鏈效應」，估算 2011年度上半年非災區的 GDP減
少 0.25兆日圓。FUKAO Kyoji(2011)參考Miller 與 Blair (1985)供
給面投入產出模型概念，建構日本 53部門與 9個區域的區域間投
入產出模型，評估日本斷鏈效應對國內產業的影響，依東北和關

東地區商業、建築業及電力等產業的直接損害 6.5兆日圓，推估震
災對日本產業間接損害(波及效果)為 17.3 兆日圓，總損害為 23.8
兆日圓。至於產業面的影響，影響較大的產業，包括電子零組件、

化學、鋼鐵、飲料和食品、商業、建築業及電力等產業，可見震

災對製造業的影響是較為嚴重的。 

Escaith 等(2011) 以亞洲多國投入產出表(IDE-JETRO Asian 
Input-Output Table)為基礎，運用供給面投入產出價格模型，探討
東日本大震災對全球供給鏈的衝擊，假設在日本斷鏈效應下，當

自日本進口之中間財成本上升 30%時，各國產業之衝擊效果，如
表 3所示，分析結果如下： 

－ 對各國的影響而言，台灣及泰國為受影響程度最大的國
家，其次為馬來西亞，這些國家多為小型開放經濟體。而

大型經濟體如中國大陸及印尼等國平均受損程度則相對較

輕微，但電腦、電子設備產業受損嚴重。 

－ 就產業的影響來說，平均受損程度高的產業，依序為電腦、
電子設備產業、工業機械、其他電子設備、運輸設備、金

屬及其製品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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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日本斷鏈效應對各國產業之衝擊效果(當中間財成本上升 30%) 

單位：% 

 
註： 1.a：當自日本進口之中間財成本上升 30%時，國內成本上升百分比。 
 2.標示陰影處為上升比率大於 2.0%。 
資料來源：Escaith等(2011)。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多數研究均利用不同的投入產出模型，

評估東日本大震災的經濟影響，顯示電子零組件與設備相關產業

受影響程度高，值得深入探討。另外，Escaith 等(2011)僅探討東
日本大震災對全球供給鏈的衝擊，但未實際評估對各國經濟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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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與模擬情境設定 

一、研究方法與理論模型 

本研究將進行以下之分析，以投入產出數量模型，評估日本

震災導致關鍵電子零組件與設備的斷鏈效應，對台灣、韓國、中

國大陸的經濟影響。本研究的分析流程如圖 2 所示，分別說明如
下：  

圖 2  震災斷鏈效應對台、韓、中的影響之分析流程圖 

產業部門別對應產業部門別對應
對照台、韓、中等三國之 IO表部門分類

IOIO表部門合併表部門合併
依前一步驟之部門分類將各國IO表合併，製作三國之IO表

估算斷鏈效應對中、韓、台關鍵零組件與設備之進口衝擊估算斷鏈效應對中、韓、台關鍵零組件與設備之進口衝擊
依各國海關統計資料庫計算震災後(100年第2季與去年同期)

關鍵零組件與設備相關產業進口值之直接衝擊

自日本進口自日本進口關鍵零組件與設備關鍵零組件與設備減少對減少對中、韓、台中、韓、台之波及效果之波及效果
依上一步驟之直接衝擊，分別搭配中、韓、台單國投入產出模型，

計算自日本進口減少對各國產業的波及效果(產損)
若再搭配各國IO表之附加價值率，即可得對各國GDP之影響

定義關鍵零組件與設備定義關鍵零組件與設備
從日本出口的商品中，

定義那些是對台、中、韓有影響的關鍵零組件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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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義日本出口之關鍵零組件與設備 

為釐清日本出口台灣、中國、韓國的貨品中，那些屬於關鍵

電子零組件與設備？本文利用下列四項原則進行篩選： 

－ 做為中間投入的零組件或設備。 
－ 自日本進口金額大的產品。 
－ 自日本進口比重高，且短期內無法改由其他國家供應。 
－ 價格波動幅度顯著的電子產品。 

根據上述原則，並參考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
研究人員的意見，歸納短期間帶來較大影響的關鍵零組件與設

備，分為半導體、光電材料、印刷電路板等 3類產業類別，例如：
半導體類的矽晶圓、光電材料類的異方性導電膠、BT樹脂、面板
用的曝影設備及印刷電路板類的壓延銅箔等。各項關鍵零組件與

設備詳參附錄 1。 

(二) 編製台灣、中國、韓國等 3國的投入產出表 

為便於比較台、中、韓受斷鏈效應的經濟影響，將 3 國的投
入產出表部門分類加以對照，整併 3 國之投入產出表，編製相同
部門的投入產出表，編製 30部門的投入產出表，其中包括電子零
組件與設備部門，詳如附錄 2。另外，為比較不同電子零組件與設
備的經濟損害效果，擴編台灣、韓國電子零組件與設備產業，拆

解為半導體、光電材料、印刷電路板 3 個部門，但侷限中國大陸
僅為電子元器件部門，未有細項部門資料無法擴編。 

本研究所採用之投入產出表資料，理當應使用相同基期之投

入產出表，然而因台灣沒有編製與韓國、中國大陸同期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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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皆採取最近之一年表。本文採用台灣是 2006 年投入產出表(166
部門)，中國大陸是 2007 年投入產出表(135 部門)，韓國是 2005
年投入產出表(168部門)，時間皆差距一年，依投入產出分析之理
論，基本假設之條件係建立在技術水準不變之上，因此本研究假

設 2005-2007 年期間之技術水準(即投入係數)為固定不變情形之
下，進行三國產業之研究比較，將不致引起甚大之誤差。 

(三) 估算斷鏈效應對台、中、韓關鍵零組件與設備的直接衝擊 

本研究設定衝擊值為 2011年 Q2進口預測值減 2011年 Q2進
口實際值，利用我國財政部關稅總局統計，日本財務省貿易統計

資料庫整理 Q2進口實際值，至於預測值估算方式說明如下： 

有關電子零組件進口預測值，參考財政部關稅總局推估未來

日本震災對我國貿易影響類似之作法，為排除季節性因素對進口

貿易統計之影響，第 2季進口預測值為：2011年 Q1進口值×2010
年 Q2進口值÷2010年 Q1進口值。至於設備進口預測值，考量高
科技生產設備進口波動性較大，第 2 季進口預測值，以 Display 
Search(2010.4)預測 2011年全球 TFT LCD設備資本支出成長率，
作為第 2季 TFT LCD 進口成長率，估算設備進口預測值。 

台、中、韓關鍵電子零組件 2011年第 2季進口衝擊值分別為
98.69 億元新台幣、322.54 億元新台幣、34.78 億元新台幣，詳如
表 4所示。 

(四) 自日本進口關鍵零組件與設備減少對台、中、韓波及效果 

自日本進口關鍵零組件與設備減少對台、中、韓波及效果

(spillover effect)評估步驟，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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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台、中、韓關鍵電子零組件 2011 年第 2 季進口衝擊值估算結果 

單位：億元新台幣 

 
註：日圓兌台幣匯率為 0.35:1。 
資料來源：本研究。 

步驟 1： 將日本供應關鍵零組件與設備的直接衝擊，視為各部門
中間投入發生變動△X2，利用供給面投入產出數量模
型，計算各產業供給面的產損效果(△XS)。       

步驟 2： 將供給面投入產出數量模型求得的△XS 乘以最終需要比

例(最終需要/總需要)，即為零組件與設備供給減少，導致
國內最終需要的衝擊(下游產業的衝擊)，本研究將此視為
最終需要變動量(△Y) 。 

步驟 3： 將前一步驟求得的最終需要變動量(△Y)，代入需求面投
入產出數量模型 YΑΙΧ ∆−=∆ −1)(d ，計算各產業需求面的

產損效果(△Xd) 。 

步驟 4： 合計總產損效果為：△XS+△Xd。 

步驟 5： 總產損效果乘以附加價值率為 GDP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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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步驟 2：為何將供給面投入產出數量模型求得的△XS乘

以最終需要比例，即為估算零組件與設備供給減少導致國內最終

需要的衝擊： 

以半導體產業為例進行說明，如圖 3 所示，考量半導體產業
之產出多屬中間投入製品，半導體產業的產出一部分為外銷產

品，可視為最終產品，而另一部分則用於國內生產使用，視為半

導體半製品可做為國內生產最終產品使用，一旦投入變動，將帶

動中下游產業之產出變動。因此，計算出第一次對半導體關鍵零

組件對其他產業的產出影響效果之後，將半導體產出影響乘以最

終需要比例，可視為最終需要的變動量。 

圖 3 半導體產業鏈產出影響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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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模型理論 

投入產出表主要用來描述一國整體經濟在某一特定時點的生

產與消費活動的面貌，利用矩陣型式顯示各部門投入產出關係，

其中包括中間交易(即中間投入或中間需求)、原始投入及最終需要
等三部份。中間交易顯示整個經濟體系各種商品與服務的來源與

去處，以及各產業在生產技術上的相互依賴程度，亦即除了可以

觀察各部門的生產活動如何取得中間投入與原始投入外，還可觀

察產出如何分配給各部門用於生產或最終消費。 

表 5顯示基本的投入產出表架構，表中商品 i之間的橫向關係
可表示如下： 

 iiiiiiinii XMEGICZZZ =−+++++++ L21     (1) 

表中產業 j之間的縱向關係可表示如下： 

 jjnjjj XVZZZ =++++ L21                (2) 

其中，Zij表示商品 i 投入到產業 j 作為中間投入的金額，Ci、Ii、

Gi、Ei分別表示商品 i銷售至家計單位、固定資本形成、政府部門
以及出口至其他國家的金額，Mi則為商品 i 的進口金額，Vj表示

產業 j 的附加價值 (亦即原始投入合計，包括勞動薪資、資本報
酬、間接稅及其他原始投入等)，TDi為商品 i的總需要，可由中間
需要及最終需要加總而得，而 Xi則為商品 i 的總產出，可由總需
要 TDi扣除進口而得； Xj表示產業 j 的總投入，可由中間投入與
原始投入加總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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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投入產出表 (生產者價格交易表) 之架構 

 
中間需要部門 最終需要 總需要 進口 總產出 

1 2 … n C I G E TD M X 

中
間
投
入
部
門

1 Z11 Z12 … Z1n C1 I1 G1 E1 TD1 M1 X1 

2 Z21 Z22 … Z2n C2 I2 G2 E2 TD2 M2 X2 

： ： ： … ： ： ： ： ： ： ： ： 

n Zn1 Zn2 … Znn Cn In Gn En TDn Mn Xn 

原始投入 V1 V2 … Vn        

總投入 X1 X2 … X n         
資料來源：李高朝(2005)。 

以下簡要說明供給面與需求面投入產出模型之理論： 

1. 供給面投入產出數量模型 

依據Miller 與 Blair (1985)供給面投入產出模型，各產業部門
之總收益等於投入成本，總收益為產品之價值，而總投入成本包

含中間投入與原始投入兩項，總收益與投入成本之關係可以表示

如下： 

       

 

                                           (1-1) 

 
  (總投入=中間投入+原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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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1) 式為基礎，若令 ija 為產業 i分配產業 j的分配係數，
並以 iijij XZa /

~
= 衡量，則 (1-1) 式可以改寫為： 

 

 

        (1-2)   

 

以下以中間投入的變動做為外生變數的衝擊，進行說明： 

假設產業部門 2設為外生變數，則轉變為下列模型： 

 

 

(1-3) 

 

進行移項整理，可得 

 

 

(1-4) 

 

則當某部門中間投入發生變動△X2時，即可根據下式解出新
的產出向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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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當(1-4)式減(1-5)式可得 

 

 

(1-6) 

 
透過上列等式可計算部門別中間投入變動所引起的各產業產

值變動，計算各產業產損效果(△XS)。 

本文將關鍵零組件與設備部門視為獨特性中間投入，將關鍵

零組件與設備部門與下游產業部門之分配係數設定為 1，其他部門
與關鍵零組件與設備部門分配係數設為 0，例如第 2部門為關鍵零
組件與設備部門，而其下游產業部門為第 1部門，因此分配係數 21

~a

為 1，其餘分配係數 23
~a 至 na2

~ 為 0。 

2. 需求面投入產出數量模型 

若令 iiiiii YMEGIC =−+++ ，Yi即為商品 i 的最終需要，則 (1) 式
可以改寫為： 

iiinii XYZZZ =++++ L21  (2-1) 

以 (2-1) 式為基礎，若令 ija 為部門 i投入部門 j的投入係數，
並以 jijij XZa /= 衡量，則 (2-1) 式可以改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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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niii YXaXaXaX ++++= L2211  (2-2) 

將 (2-2) 式進行移項整理，可得 

ininii YXaXaXa =−−−− LL2211)1(    (2-3) 

將 (2-3) 式以矩陣及向量的形式表示，則可以得到 

 

 (2-4) 

 

或可表示為 

 YΧΑΙ =− )(  或 YΑΙΧ 1)( −−=   (2-5) 

其中，X 為一個 n×1 的部門產出向量，I 為一個 n×n 的單
位矩陣，A為 n×n的投入係數矩陣，Y則是 n×1 的最終需要 (扣
除進口) 向量。 

最後，(2-5) 式若表達成變動的形式，則可形成一個產出面的
投入產出模型如下： 

YΑΙΧ ∆−=∆ −1)(d   (2-6) 

式中△代表變動量，△Y 向量內所有元素之和，即為最終需
要發生變動後，對整個經濟體系所產生的總產出效果。亦即，當

最終需要 Y變動時，透過(2-6)式將可計算出各部門產出 X的變動
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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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擬情境設定：日本生產活動恢復的時點 

本研究假設 3 種模擬情境如下：情境 1、2、3 分別為東日本
大地震後供應鏈 2011年第 3季、2011年第 4季、2012年第 1季
起恢復正常供貨。另外，考慮生產活動逐漸恢復，上季應較下季

衝擊程度為大，根據日本產經省發布的 4-6月受災地區工業生產指
數成長率3為 28.45%，大約是 3成，因此假設第 3季衝擊為第 2季
衝擊的 7成，其餘依此類推。 

三、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 

本文未考量日本缺電、匯率大幅波動造成的影響、民間投資

以及重建的影響、斷鏈效應後台、中、韓之間的貿易傳遞效果(即
有關跨國產業競合效應造成的互補性受害效果與替代性有利效果)
等部分，本研究僅探討日本斷鏈效應對台、中、韓直接與間接的

影響。此外，震災後，實際斷鏈效應之實際數據陸續公布，後續

研究可參酌，以做為模式運用修正之參考。 

參、斷鏈效應對台、韓、中之經濟衝擊評估及比較分析 

本文依據Miller 與 Blair (1985)投入產出模型，評估震災導致
自日本進口關鍵電子零組件與設備之斷鏈效應，對台灣、韓國、

中國大陸造成經濟衝擊，評估結果如下： 

一、對台灣產業與經濟衝擊的影響 

(一) 關鍵電子零組件斷鏈效應使台灣 2011 年 GDP 成長率減少
0.149～0.327個百分點 

                                                 
3 根據日本經產省發布的受災地區工業生產指數，2011年 4月為 68.2，6月 87.6，4-6 月生
產恢復成長率為 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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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模擬結果，顯示若震災影響至 2012年第 1季起才能恢
復正常供貨，將使台灣 2011 年 GDP 成長率減少為 0.327 個百分
點，另外，若日本在 2011年第 3季恢復正常供貨時，日本關鍵電
子零組件與設備斷鏈效應，則造成台灣 2011 年 GDP 成長率縮小
減少為 0.149 個百分點。本研究推估結果與經建會(2011.3)之前推
估相近，在同樣情境下，經建會推估台灣 2011 年 GDP 成長率下
降 0.21～0.32個百分點。 

(二) 關鍵電子零組件斷鏈效應對台灣的影響產業為電子零組件與
設備、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化學及其製品及鋼鐵及其他

金屬 

本研究模擬結果，顯示產業面的影響，台灣受到自日本進口

減少，導致重要電子關鍵零組件缺少，使得我國產業生產活動停

擺，影響較大的產業，包括：電子零組件與設備、電腦、電子及

光學產品、化學及其製品及鋼鐵及其他金屬等產業。 

二、台灣、韓國、中國大陸產業之損害效果比較 

(一) 台、韓、中 3國總產損約為 3,286億元～7,197億元 

由表 6模擬結果顯示，若東日本大地震後供應鏈在 2011年第
3季、2011年第 4季、2012年第 1季起恢復正常供貨的三種模擬
情境下，日本關鍵電子零組件與設備斷鏈效應，估計使台灣、韓

國、中國大陸 3 國合計生產總損失總共分別減少新台幣 3,286.25
億元、5,586.62億元、7,196.8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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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對台、韓、中總產出之損害效果 

單位：新台幣億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 

為方便比較各國產損效果與不同產業之產損效果，以下均以

2011年第 3季起日本恢復正常供貨之模擬情境(情境 1)進行說明： 

(二) 各國產損由高而低依序為中、台、韓 

從表 6 的模擬結果顯示，若以第 3季日本恢復正常供貨之模
擬情境進行說明，則中國大陸、台灣、韓國產損總額依序為 2,265.28
億元、764.98 億元及 255.99 億元，總產損占比依序為 68.93%、
23.28%、7.79%。(情境 2、3的影響參見表 6) 

(三) 各國主要影響產業均為：電子零組件與設備、電腦、電子及
光學產品、化學及其製品及鋼鐵及其他金屬 

從表 7 的模擬結果顯示，台、韓、中受損前四大產業為：電
子零組件與設備、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化學及其製品、鋼鐵

及其他金屬；受損前四大產業合計損失金額，台、韓、中分別為

585.63 億元(占總產損 76.55%)、185.33 億元(占總產損 72.40%)、
1,614.82億元(占總產損 71.29%)。 



經濟研究  
 

 
 

第12期

Economic Research Volume 12 312 

(四) 台、韓受影響最大的產業為上游的電子零組件與設備產業，
而中國大陸則為下游的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產業 

從表 7 的模擬結果顯示，中、台、韓受到最大影響的產業有
所差異，台、韓為上游的電子零組件與設備產業，受損金額分別

為 288.59億元、81.09億元，而中國大陸則為下游的電腦、電子及
光學產品產業，受損金額達 726.79億元。 

表 7 台、韓、中前 4 大受損產業(情境 1) 

單位：億元新台幣 

 
註：電子零組件與設備含半導體、光電材料與元件、印刷電路板產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台灣、韓國、中國大陸 GDP 減損效果比較 

(一) GDP減損效果由高而低依序為中、台、韓 

為方便比較各國 GDP 減損效果，以 2011 年第 3 季起日本恢
復正常供貨之模擬情境進行說明，衝擊程度由高而低，依序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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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台灣、韓國，GDP損失金額依序為 528.36億元、202.91
億元、75.89億元。(情境 2、3的影響參見表 8) 

(二) GDP成長率衝擊由高而低依序為台、中、韓 

若依主計處與各國官方公布2010年名目GDP，台灣13兆6034
億元新台幣，韓國 32兆 1,089億元新台幣4，中國 186兆 482億元
新台幣，在日本產業在第 3 季起恢復正常供貨活動情境下，台、
中、韓 2011年經濟成長率依序下降 0.149、0.028及 0.024個百分
點，顯示此次東日本震災斷鏈效應，對東亞各國 GDP成長率衝擊
由高而低依序為台、中、韓。若日本產業在 2011年第 4季、2012
年第 1季起才恢復正常供貨活動，則衝擊將會擴大。(參見表 8) 

表 8 對台、韓、中 GDP 減損效果及 GDP 成長率的衝擊 

 
資料來源：本研究。 

                                                 
4 匯率係參酌主計處設算 2010年新台幣兌美元匯率平均值 31.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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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韓國不同電子零組件與設備斷鏈效應的經濟損害

效果 

以 2011年第 3季起日本恢復正常供貨之情境進行說明，如表
9所示：  

－ 台、韓受半導體類零組件的受損影響都不小，日本半導體
類的斷鏈效應使台、韓的產損分別為 428.18億元、200.99
億元。 

－ 就光電材料類而言，台灣受到的衝擊程度較大，韓國相對
輕微，日本光電材料類斷鏈效應使台、韓生產總損失分別

減少 316.73億元、30.91億元。 
－ 至於印刷電路板而言，台灣、韓國受到的衝擊程度均相當
小，且台灣相對韓國輕微，日本印刷電路板類零組件斷鏈

效應使台、韓生產總損失分別減少 20.06億元、24.10億元。 

表 9 台、韓不同電子零組件與設備斷鏈效應的產業損失效果(情境 1) 

單位：億元新台幣 
項目 半導體 光電材料 印刷電路板 

國家 台 韓 台 韓 台 韓 

產業損失 428.18 200.99 316.73 30.91 20.06 24.1 
註：情境 1為 2011年第 3季起日本恢復正常供貨。 
資料來源：本研究。 

肆、震災後東亞主要國家相關因應對策 

為研析我國因應對策，宜掌握外在環境的變動及參考東亞產

業鏈關係國的策略，因此歸納日本產業外移趨勢與東亞主要國家

相關因應對策，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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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產業外移：震災後 69％日本製造業有意願進行海外

投資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 2011年 5月調查 162家日本製造業，顯
示有 69％的受訪企業有意願將全部或部分的供應鏈移往海外，尤
其是電子零組件相關產業。以半導體廠商為例，全球汽車半導體

大廠薩瑞電子公司，為避免日本大地震等天災可能導致的生產鏈

中斷問題再度發生，決定擴大海外廠家的委託生產，將目前 8%的
海外委託生產比例擴大到 2013年 3月的 25%。 

二、震災後日、中、韓三國之因應對策 

歸納震災後日、中、韓三國政府推動產業相關因應對策，主

要包括：「加強產業供應調查，提出支援方案協助企業」、「強化零

組件供應鏈」、「爭取日商異地備援機制」等，說明如下： 

(一) 韓國加強產業供應調查，提出支援方案協助企業 

韓國中小企業廳為掌握中小企業受日本大地震影響情況及提

供必要協助，在日本大地震之後設立「支援中小企業緊急因應小

組」，在 3月 14日至 22日期間調查 119家中小企業，調查主要受
影響產業的情況，發現因日本工廠暫停或減產、物流不暢通等因

素，造成原材料、零組件等供應不順，以及總體交易資訊不足等

問題，韓國中小企業廳提出支援方案，協助企業解決原物料供應

問題，其中，除了政府提供政策資金支援外，尚包括： 

－ 提供台灣、中國大陸等替代供應廠商資訊。 
－ 透過大韓投資貿易振興公社(KOTRA)在日本之 4個商務中
心(KBC)，支援協調日本綜合商社等進口事宜。 

－ 擴大支援中小企業開發零組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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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強化零組件供應鏈與提出電力不足對策 

日本經產省於 2011年 6月召開「產業構造審議會」，並發表
「以東日本大震災為契機，制定防止國內產業空洞化」綜合對策，

主要內容分為「強化零組件供應鏈」與「電力不足對策」兩大政

策方針，說明如下：  

1. 強化零組件供應鏈： 

－ 提供補助金以協助分散核心零組件生產據點。 
－ 透過產業重組與企業相互合作等方式，分散生產據點。 
－ 確保替代供給的方法，並公告周知獨占禁止法相關規定。 
－ 規格與零組件之共同化及標準化。 
－ 要求廠商制定災害時的事業繼續計畫(BCP)。 

2. 電力不足對策： 

－ 於確認安全無虞後重新啟動核能發電。 
－ 促進電力買賣交易所之應用。 
－ 導入用電大戶的節電部分買賣制度。 
－ 提供補助金以鼓勵民眾換購 LED照明，取代白熱燈泡。 

此外，還進行其他政策規劃，包括降低法人稅與加強推動「泛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為開端之貿易自由化政策，以強化日本國內之競
爭力。 

(三) 「爭取日商異地備援機制」 

日本採行的是垂直型的生產體系，震災之後日本的生產策略

可能改為在不同國家進行生產以分散風險，促成日本廠商傾向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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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地區遷廠，因此將為東亞生產鏈下游相關國家，帶來對日招

商的良好機會，中國大陸、韓國分別推動加強改善投資環境的措

施、提供免稅優惠、舉辦大型招商仲介媒合會議。(相關做法參見
表 10) 

表 10 震災後東亞國家與其地方政府吸引日商投資的具體做法 

國家 具體做法 

中國

大陸 
－ 廣東省針對震災後有意願外移的日本廠商，積極吸引來華投資，招商重
點在於加強改善投資環境的措施，包括交通、用水、發電基礎設施、人

力資源、研發技術等方面的協助。 
－ 江蘇省丹陽市建立日本汽車零組件工業園(JAPIC)，並提供 2012-2014 年

3年間，入駐企業可免收租金等優惠。 
韓國 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舉辦大型招商仲介媒合會議，招商重點在於

對日本企業提供法人稅 3年、所得稅 7年免稅優惠。 
台灣 － 台日產業合作搭橋推動方案：行政院已於 2011年 12月 16日核定「台日

產業合作搭橋方案」，整合對日相關之政策資源，進行跨部會整合，以多

樣化創新模式促進台日產業合作。我國政府規劃擇定重點產業、規劃具

體計畫，尋求合作對象後積極推動。 
－ 積極對日招商：行政院積極辦理對日招商活動，包括經建會率招商參訪
團，促進廠商簽署合作備忘錄(MOU)，行政院規劃赴日舉辦「台日產業
合作搭橋說明會」等。 

－ 設置專區進行台日合作：規劃設置台日產業合作的專屬創意園區
(TJ-PARK)，提供日商在台建立異地備援生產基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JETRO(2011)、行政院新聞稿(2011)、大陸官方新聞(2011)。 

三、我國因應對策 

有關我國對於東日本大震災的短期因應對策方面，經濟部已

於 2011年 3月 17日成立「跨部會日本震災產業應變小組」，由各
主管部會，就主管產業範疇受日本震災影響，提出因應對策及具



經濟研究  
 

 
 

第12期

Economic Research Volume 12 318 

體輔助措施，包括：協助國內業者爭取國際訂單、替代料源，或

協調國內料源供應商，優先供應國內市場，必要時，機動調整部

分原物料進口關稅等措施。 

有關中長期的台日合作之因應對策，行政院已於 2011 年 12
月 16 日核定「台日產業合作搭橋方案」，整合對日相關之政策資
源，進行跨部會整合，以多樣化創新模式促進台日產業合作。我

國政府將擇定重點產業，規劃具體計畫，尋求合作對象後積極推動。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一) 斷鏈效應使台灣 2011 年 GDP 成長率減少 0.149～0.327 個百
分點 

本研究模擬結果，顯示若日本至 2012年第 1季起恢復正常供
貨時，將使台灣 2011年 GDP成長率減少 0.327個百分點。若日本
在 2011年第 3季恢復正常供貨時，日本關鍵電子零組件與設備斷
鏈效應，則造成台灣 2011年 GDP成長率縮小減少為 0.149個百分
點。本研究推估結果，與經建會(2011.3)之前推估相近，經建會假
設若日本至 2012年第 1季起恢復正常供貨時，台灣 2011年 GDP
成長率下降 0.21～0.32個百分點。 

(二) 斷鏈效應對台灣各產業的衝擊，影響較大的產業為電子零組
件與設備、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化學及其製品及鋼鐵及

其他金屬 

本研究模擬結果，顯示產業面的影響，台灣受到自日本進口

減少，導致重要電子關鍵零組件缺少，使得我國產業生產活動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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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影響較大的產業，包括：電子零組件與設備、電腦、電子及

光學產品、化學及其製品及鋼鐵及其他金屬等產業。 

(三) 東亞各國 2011年 GDP減損效果，由高而低依序為中國大陸、
台灣、韓國 

若日本至 2012年第 1季起恢復正常供貨時，東亞各國的 GDP
衝擊程度由高而低，GDP 損失金額依序為中國大陸 1,157.11 億
元、台灣 444.371億元、韓國 166.21億元。另外，若 2011年第 3
季起日本恢復正常供貨時，東亞各國的 GDP衝擊程度由高而低順
序不變，2011 年 GDP 損失金額依序為中國大陸 528.36 億元、台
灣 202.91億元、韓國 75.89億元。 

(四) 東亞各國 2011年GDP成長率衝擊，由高而低依序為台、中、韓 

若 2011年第 3季起日本恢復正常供貨情境下，台、中、韓 2011
年經濟成長率依序下降 0.149 個百分點、0.028 個百分點及 0.024
個百分點，顯示此次東日本震災斷鏈效應，對東亞各國 GDP成長
率衝擊由高而低依序為台、中、韓。若日本產業在 2011年第 4季、
2012年第 1季起恢復正常供貨，則衝擊將會擴大，但由高而低的
衝擊順序不變。 

(五) 台灣、韓國受半導體類零組件的衝擊影響較大，韓國的衝擊
僅為台灣的一半，而光電材料類的衝擊影響，台灣較大，但

韓國相對輕微；印刷電路板類的衝擊影響，台灣、韓國均相

當輕微 

－ 台、韓受半導體類零組件的受損影響都不小，若 2011年第
3 季起日本恢復正常供貨，日本半導體類的斷鏈效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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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台、韓的產損分別為 428.18億元、200.99億元。 

－ 就光電材料類而言，台灣受到的衝擊程度較大，韓國相對
輕微，若 2011年第 3季起日本恢復正常供貨情境下，日本
光電材料類斷鏈效應使 2011年台、韓生產總損失分別減少
316.73億元、30.91億元。 

－ 至於印刷電路板而言，台灣、韓國受到的衝擊程度均相當
小，且台灣相對韓國輕微，若 2011年第 3季起日本恢復正
常供貨情境下，日本印刷電路板類零組件斷鏈效應使 2011
年台、韓生產總損失分別減少 20.06億元、24.10億元。 

二、政策建議 

(一) 半導體類零組件產業做為我國優先對日招商及發展核心技術
的對象 

本研究深入探討不同關鍵電子零組件與設備的影響，評估結

果發現半導體類零組件產業受震災衝擊程度大，且台日間的產業

關聯程度相當高，對台灣的經濟影響相當大，甚至對我國的貿易

競爭對手韓國，亦有同樣的情況。政府目前規劃積極推動台日產

業合作搭橋推動方案，促進台日產業合作，將擇定重點產業、尋

找合作對象。建議將日本半導體類零組件廠商列為我國優先招商

的對象。 

此外，我國推動「行政院關鍵產品發展登峰造極計畫」亦應

考量將產業關聯程度大的產品為優先發展的對象，其中，半導體

類的關鍵電子零組件可列為優先發展的核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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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東亞電子產業鏈的競合關係上，採取聯合中國大陸對抗韓
國的策略 

根據本研究模擬結果顯示，此次東日本大震災的斷鏈效應，

對台、韓受影響最大的產業為上游的電子零組件與設備產業，而

對中國大陸則為下游的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產業，因台灣電子

零組件產業波及效果產生的途徑與韓國相似，將會加劇競爭，而

中國大陸則與台灣相異，合作空間較大。然而，東日本大震災促

成日本企業前往海外發展，可能形成東亞生產鏈轉變的契機，建

議在東亞生產鏈競合關係上，採取「聯合中國大陸對抗韓國」的

策略，將透過產業關聯效果，對台灣產業帶來正面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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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半導體、光電材料及印刷電路板產業的關鍵零組件與設備分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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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台灣、中國、韓國合併後 30 部門投入產出表 

 
註：三國的部門分類對照資料相當龐雜，侷限於篇幅限制，不贅列，如有興趣，請

洽作者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