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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View Point

美中貿易戰陰影下的台灣

美
國最早於 7 月 6 日、8 月 23 日對來自中國

340 億美元、160 億美元商品課以 25％關

稅，鎖定機械人、工業機械、飛機零件、電子和

汽車零件等。中國也還以顏色，對同等金額的美國

黃豆、玉米、重型機車、和汽車等課以25％關稅。

500 億美元的小菜上完，現在開始上主

菜。美國總統川普再度出手，在美國時間 9 月

17 日宣布對中國進口 2,000 億美元商品課 10％

關稅，從 9 月 24 日開始生效，明年元月 1 日關

稅將調高到 25％，並警告中國如果採取報復措

施，將對剩下約 2,67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

課稅。中國也不甘示弱（在筆者看來，其實已經

示弱了），對美國 600 億美元進口商品課以 5％

到 10％關稅，也因為中國有報復行為，剩下的

2,670 億 美 元 也

會課關稅。

但 這 只 是

開始，還沒有結

束，萬一歐盟和

日 本 跟 美 國 聯

手，也對中國商

品課關稅，中國

該怎麼辦？貿易

戰的根源，有的

說起因十年前的

金 融 海 嘯， 有

的 說 其 實 30 年 在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下，台灣政府勢必得加強協助在中國的中小企業度過外在環境的挑戰。（圖／達志影像）

前川普接受歐普拉（Oprah）專題訪問時就強力

抨擊美日貿易問題，歐普拉還笑問川普是否準

備選總統，川普回答如果要選就要選贏，為日

後參選與現在的貿易戰埋下伏筆。因此最近 20

年，幾乎在所有美國總統競選時，都會拿對中

國的貿易逆差來當議題，但是當選後卻又淡化，

川普則是唯一的例外，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會誤判

形勢的主因，中國誤以為又是déjà vu（既視感）: 

business as usual，跟以往一樣，卻不知道川普和

保守派早就準備好了。

美國先馳得點
聯合歐盟強制中國遵守規範

川普的目的是要公平貿易，不是免費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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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添旺
現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學歷：臺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歷：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兼任教授、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政治
大學經濟學系合聘教授、國科會人文處經濟
學門召集人、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經建會
諮詢委員、農民銀行常務董事、中華票券金
融公司董事、新台灣國策智庫經濟組召集人

明國家，因為法治和社會互信程度愈高，交易

成本愈低。如果沒有法治，交易糾紛、訴訟如

何解決？在威權體制的國家，特務密布，因為

怕被打小報告，人與人之間互信基礎很低，特

別是中國曾經歷文化大革命。而中國要由人治

（Fair Trade, not Free Trade），所以美國希望中

國推行改革，包括開放市場、公平競爭、停止

補助、保護智慧財產權等。換句話說，就是遵

守行之有年的國際規範。問題是，「中國並非不

為，實是不能也！」市場機制只能存在於先進文

台灣出口到中國貨品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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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中文貨名

04 調製食品；飲料；酒類及醋；菸類及已製菸類代用品

05 礦產品　　　　　　　　　　　　　　　　　

06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07 塑膠及其製品；橡樛及其製品

15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16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
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17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18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鐘錶；樂器；上述物品之零件
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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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到法治談何容易，要求公開透明、公平競

爭，撇開人事包袱、靠關係、走後門等陋習，

談何容易？更有甚者，最近中共有人提出「消

滅民營」，一旦落實，跟中國企業還會有公平競

爭？還能算市場機制嗎？

目前美國穩持先手，股市大漲，失業率創

新低。反觀中國，股市跌跌不休，國內企業倒

閉或外移，若不是有資本管制，資金早就大幅

外逃，整個經濟也跟著崩潰，各種債務危如累

卵，加總是 GDP的 3 倍，借貸平台 P2P又爆雷

頻頻，而想要紓解產能過剩的「一帶一路」又

一直碰壁，除了周遭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可

能造成中國鉅額呆帳，基礎建設規模也逐漸

縮小，更有美國和歐盟加入戰局，願意撥款

提供協助幫忙這些國家的基礎建設。繼美國

之後，歐盟已經決定撥款 600 億歐元來對抗

中國的一帶一路。另一個戰場是世界貿易組

織（WTO），雖然美國和中國各自提訴訟，歐

盟也決定支持美國改革WTO，強制中國遵守國

際遊戲規則。

面對美國的關稅，在中國的企業應積極思

考：是否調整供應鏈或重新分配生產比例，將

產能移轉至中國境外以改變產品原產地？假設

整條供應鏈遷移，可行性如何？要多久？去哪

裡？況且就算選擇外移，也同樣要面對當地人

才、政治制度、官僚體系、基礎建設等種種考

量。更宏觀角度而言，世界最大兩經濟體的貿

易戰，沒有國家可以置身事外，台灣緊鄰中

國，出口有將近 4 成到中國，長期以來所謂

「台灣接單、中國生產、外銷美國」的三角生產

模式，顯然行不通了，台灣如何因應，挑戰是

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後續發展

充滿了不確定性，這裡提出的看法只是一種可

能的途徑。在此，由不同面向套用一些經濟學

的概念應該有點幫助。先看短期趨勢，貿易戰

會愈演愈烈，因為雙方看不出要罷手的可能；

再來中期趨勢，生產鏈重新排列組合，WTO若

沒有大幅改革，美國如果真的退出，世界貿易

秩序大亂；最後長期趨勢，意識型態對抗的新

冷戰，自由民主陣營自組自由貿易區，對抗共

產獨裁區。

暫時撇開地緣政治和國內政治因素，打貿

易戰的雙方進出口都會受下列因素影響：匯率

走向、交易的貨品是中間財（intermediate goods 

and services）或最終產品及服務（final goods and 

services）、可替代性（包含出口替代：找尋新

市場、新產地、甚至新產品和新服務；進口替

代：找尋新的供應商或替代商品）、以及需求彈

性（Demand elasticity）。

應加強協助在中國的中小企業

台灣的跨國大企業為了分散風險，早已進

行全球佈局，在不同國家設有工廠，只要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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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應該馬上做的，除了降低對中國的曝險外，
重點要放在幫助對中國出口主要產業的中小企業，
包括提供融資、協助回台或第三地生產、幫忙開發新市場等。

在中國的產能，增加其他國家的產量，問題就

不大；但中小企業的台商挑戰就很大，最需要

政府幫忙。我們政府應該馬上做的，除了降低

對中國的曝險外，重點要放在幫助對中國出口

主要產業的中小企業，包括提供融資、協助回

台或第三地生產、幫忙開發新市場等。

另外，還需要確保民生物價穩定，穩定匯

率，防止新台幣重貶，引起輸入性通膨和資金

外流。確保國內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周轉

（流動性）沒有問題，並準備好紓困計劃，推

出失業救濟計劃，維持社會穩定。中長期而

言，積極參加CPTPP和其他自由貿易區，在

不犧牲環保與勞動人權的前提下，改善投資

環境，推動產業轉型和升級，在全球生產鏈

上力爭上游。在新冷戰時期和自由民主陣營

同一陣線，除了確保經濟發展，對國家安全也

較有保障。（成功大學經濟學系李宗穎兼任助理教授／

整理）

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秘書室（對外溝通小

組），在2018年9月18日所發表：

「美國貿易代表署於美東時間2018年9月17日針
對中國大陸301調查案發布第三波課稅清單，總計
5,745項產品，涉及貿易值約2,000億美元，將於9月
24日起加徵10％關稅，並將自2019年1月1日起調升
至25％。 
該份清單是自2018年7月10日公布將對農漁畜、

加工食品、化學、塑橡膠、紡織、機械、電子及其

零件、光學儀器及其零件、運輸設備等6,031項產品
加徵關稅，經過公眾評論程序後刪除286項商品，移
除的項目包括消費性電子產品，如智慧手錶和藍牙

設備、紡織品、農業化學品、健康和安全產品（如

自行車頭盔），以及兒童安全家具，如汽車座椅和

遊戲圍欄等，由中國大陸輸銷美國金額約17.3億美
元。 
經初步評估對我產業影響，由於美國係對中國

大陸產製產品，而非對我產品加徵關稅，對我國直

接影響不大，惟部分在陸台商係採購我中間財加工

後輸美，恐間接影響我出口表現，影響情形尚待觀

察。據初步分析，對於在台生產未外移的業者則較

不受影響，可能有轉單效果，如手工具、螺絲、螺

帽、滑軌、馬達、鋼鐵、汽車零件、蓄電池、變壓

器、光學產品等。若在中國大陸佈局的業者，且最

終產品出口至美國者，較容易受影響，如網通廠、

中低階自行車及零組件、石化產品、工具機及手提

包等。 
隨著美中衝突持續擴大，中長期來說，對全球貿

易及供應鏈，及台商全球佈局影響廣泛。為預作因

應，經濟部已成立專案小組，並與我企業界及產業

公協會保持密切聯繫，以進一步評估及盤點此措施

對我國內產業及在陸台商的影響，並加強協助在陸

台商有秩序地回台投資或移轉生產基地至新南向及

其他國家或地區。另為避免相關產品因違規轉運影

響我整體對外貿易，經濟部將加強監測機制，並健

全進出口管理，維繫應有的貿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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