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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斷地加

大，從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開始貿易逆差從約 1000 億美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190 億美元

(參見圖一)美國總統川普決定要

解決這一個對美國不利的場面而

展開的經濟制裁，而中國也給予

反擊，最後演變成現在的中美貿易戰。這對全世界都造成

不小的影響，對台灣的影響自然不容小覷，我們想探討究

竟中美貿易戰對台灣造成什麼影響 ? 

研究問題: 

貿易戰帶給他國的影響有好有壞，對於身在亞洲的我們會

照成什麼影響，究竟是打擊台灣的經濟還是提升?台商/資

金是否真的有轉回台灣?而台商們真的有為台灣帶來更多的

工作機會嗎?還是反而把資金轉投而往東南亞其他地區?我

們現在看到的經濟提升究竟是不是只是短期的?貿易戰對台

灣的未來會有什麼影響? 

1.甚麼是貿易戰，又何謂保護主義?  

2.從事貿易戰常見的方式?  

3.中美貿易戰的成因是?  

4.貿易戰對台灣貿易與產業的衝擊與機會  

研究發現: 

中國早已成為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占台灣總出口約四

成，重要性明顯超過美國。故即便台灣出口至中國的減幅

與出口至美國的增幅相當，總出口仍將減少。 具體地說，

自 2019 年 1 到 5 月，台灣出口至美國年增 17.2%至 181.5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的成長率高出 8.5 個百分點，但出口

至中國衰退 9.8%至 501.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的成長 15.0%

明顯惡化，對中國出口減少部分顯然無法由對美國出口的

增加來填補。和台灣為貿易對手國的韓國已在今年（2019)

第一季出現 GDP 負成長。顯然中美貿易大戰的負面效應已

然出現。  

研究動機: 

在中美貿易大戰方熾之際，不少中國台商或把生產基地、

供應鏈外移東南亞，或回流台灣避險。據經濟部統計，目

前台商回流超過 60 件，預期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 3,000 億

元，未來更可能提高至 5,000 億元。以目前估計整個 2019 

年回流的資金總值約 250 億美元來看，若以半導體產業類

似台積電的資金營業結構代表，應有 8% 也就是 20 億美元

可用來增加工作機會，以目前台灣 2 萬 5 千美元的人均 

GDP 估算，可多雇 8 萬名員工，為台灣增加 0.3% 國內生

產總值。(參見表一)  

 

結論一、台商應有全球布局的新觀點 

  就企業而言，台灣企業需重新檢視生產價值鏈及商業模

式，積極布局進入終端市場，思索如何加速全球化的布局，

而不是侷限在中國，貿易戰使得企業成本加重，也增加了國

外買家的轉單效應，增加營運風險。 

台灣應努力轉型升級，掌握研發、關鍵零組件、解決方案

和通路等高附加價值領域，讓自身企業全球產銷的價值鏈

中佔有更重要的戰略位置。  

結論二、台灣本土應重新擴大投資，檢視新的

經濟發展路線 

    台灣新的經濟目標，無法再以中國的低製造成本帶來貿

易優勢，而是需要加速台商回流，重建高附加價值產業

鏈，促進產業全面的轉型與升級；同時，我們也要加速推

動和美國簽署以自由及公平貿易為主軸的雙邊貿易協定，

用高涵量及高質量的「台灣製造」，取代「中國製造」，

成為對美國出口的主力，希望在中美間貿易連串爭端中找

到台灣存在的利基與價值，並加以發揚光大。  

 

 

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