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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而言，吸引外人投資仍為一國經濟

動能之重要來源，故諸多國家對於外人投資

管理政策，在考量國安風險下，仍維持謹慎

開放的態度。對臺灣而言，在兩岸特殊考量

及特有的資金認定陸資身分政策下，陸資大

規模的進入國際市場，也意味臺灣市場將面

對更多外資轉成「陸資」身分。釐清開放陸

資投資的模式，才能更清楚的擬定陸資投資

管理政策，降低產業/國安風險。本文將過去

四年實地訪問陸資企業所掌握的陸資在臺投

資經營動態，探討其投資動機與經營模式的

選擇，以及此等模式對臺灣的影響，並提供

陸資政策管理及產業因應之看法。

臺灣在陸資國際投資佈局中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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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陸資資金大舉進入國際市場之際，臺灣憑藉獨特的競爭優勢與兩岸地緣、經貿聯

結，也成為陸資全球投資佈局的一環。觀察陸資在投資國的經營可以了解陸資海外投資的

影響，而在臺灣的競爭優勢和產業結構往上游發展的趨勢下，陸資在臺投資呈現特殊的產

業鏈海外連結經營模式，此對臺灣經濟或產業發展的影響值得關注。

中
國大陸之國有企業（ s t a t e - ow n e d 

enterprises），受到其官方政策和國

有銀行資金支援，在大陸市場易獲取戰略資

源，奠定其獨佔地位，也導致國有企業對外

投資通常包含經濟戰略與政治目的。在陸資

積極進行海外投資之際，基於國有企業等政

府介入的特殊性及其所衍生的可能影響（如

產業風險與國家安全隱憂），已引發各國政

府高度關注，甚或對於投資個案持公開反對

意見，如2016年中國大陸即有逾750億美元的

海外交易遭美歐政府取消，即便如此，2016

年中國大陸對美國和歐洲的直接投資仍然增

加一倍多，創下942億美元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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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海外投資趨勢及對臺投資概況

依據中國大陸商務部所公布的《中國對

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資料統計（參表1），

中國大陸2015年的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已達1,457

億美元，相較於2009年成長將近2.6倍。整體

來看，即便在後金融海嘯時期且全球經濟長

期不景氣影響下，2009年至2015年中國大陸

的對外直接投資仍保持一定成長力度，且成

長趨勢隨著官方「走出去」政策驅使下更為

明顯。其中，中國大陸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

（flow）在2013年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並

且於2015年超越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位，僅

次於美國。

表1　2009∼2015年陸資海外投資概況及重點產業
單位：億美元；%

項目
2009-2015 投資金額及各產業占比

金額 金額占比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總計 6,644.2 100.00 1,456.70 1,231.20 1,078.40 878.00 746.50 688.10 563.30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 2,032.4 30.59 24.90 29.91 25.09 30.46 34.29 44.01 36.21 

採礦業 996.5 15.00 7.70 13.44 23.01 15.42 19.36 8.30 23.60 

金融業 887.7 13.36 16.60 12.93 14.00 11.47 8.13 12.54 15.44 

批發和零售業 884.0 13.30 13.20 14.86 13.58 14.86 13.82 9.78 10.86 

製造業 593.8 8.94 13.70 7.78 6.68 9.87 9.43 6.77 3.96 

房地產業 248.8 3.74 5.30 5.36 3.66 2.30 2.64 2.34 1.66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235.0 3.54 1.90 3.40 3.07 3.41 3.43 8.23 3.66 

建築業 183.9 2.77 2.60 2.76 4.04 3.70 2.21 2.37 0.64 

資訊傳輸、軟體和資訊技

術服務業
142.0 2.14 4.70 2.57 1.30 1.41 1.04 0.74 0.50 

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 108.0 1.63 2.30 1.36 1.66 1.69 0.95 1.48 1.3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觀察2009年至2015年中國大陸對外

投資的前十大重點產業，整體而言，中國大陸

的對外直接投資以「服務業」為主，包含「租

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

「金融業」等。不過「採礦業」、「製造

業」亦為中國大陸對外投資重點產業別，故

仍占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一定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的對外投資

戰略隨著其內部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或基於

海外市場佈局需求等因素已出現變化，由掌

握「能源、資源」逐漸轉向佈局「附加價

值」、「技術含量」之製造業或服務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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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因此在「製造業」、「資訊傳輸、軟體

和資訊技術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

務業」投資比重呈現上升的趨勢；相對而

言，「採礦業」投資比重則呈現下滑態勢。

再者，觀察陸資對臺投資概況（參表

2），依據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資

料，臺灣於2009年開放陸資企業直接來臺投

資後，累計2009至2015年陸資企業對臺灣投

資有789件，投資金額15.33億美元。對照中

國大陸的整體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陸資企業

對臺投資金額甚微，不及其總對外投資比重

的1%；此外，陸資來臺投資案中，僅約兩成

案件係屬100萬美元（約折合新臺幣3,000萬

元）以上之在臺大型投資案。換言之，即有

超過八成的陸資在臺投資案為中、小型投資

案，凸顯陸資企業對臺投資平均規模相當微

小；同時實際訪問的資料亦反映在臺投資的

陸資企業多屬「中、小型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類型。

表2　2009∼2015年陸資企業對臺投資概況
單位：億美元

年
整體

件數

整體

金額

同期

成長率

平均

投資

規模

占中國大陸

對外投資金

額之比重

大型投資

件數

大型投資

金額

平均投資

規模

大型投資

件數比重

大型投資

金額比重

總計 789 15.33 - 0.02 0.2% 116 13.84 0.12 14.70% 90.25%

2009 23 0.37 - 0.02 0.1% 3 0.35 0.12 13.04% 93.95%

2010 79 0.94 151.7% 0.01 0.1% 18 0.82 0.05 22.78% 87.22%

2011 105 0.52 -45.3% 0.00 0.1% 6 0.24 0.04 5.71% 46.78%

2012 138 3.32 542.3% 0.02 0.4% 18 3.05 0.17 13.04% 91.95%

2013 138 3.49 5.4% 0.03 0.3% 23 3.21 0.14 16.67% 92.07%

2014 136 3.35 -4.2% 0.02 0.3% 20 3.09 0.15 14.71% 92.34%

2015 170 3.33 -0.4% 0.02 0.2% 28 3.07 0.11 16.47% 92.05%

註1：投資件數不含增資件數；投資金額含增資金額。 

註2：大型投資案為投資金額100萬美元或折合新臺幣3,000萬元以上之投資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陸資企業來臺投資重點業別（參表

3），除集中於臺灣已開放投資產業中較具競

爭優勢或商機之產業，也符合近年陸資對外

投資之趨勢，如服務業中的批發及零售業、

資訊軟體服務業；製造業的電子零組件產業

等。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陸資對臺投資以批

發及零售業為主，部分原因來自於陸資企業

受限於經營之本業仍屬國內限制投資之業別

或業務，因此改以投資批發及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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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企業在臺投資經營模式與績效

就陸資的海外投資趨勢分析，有別於過

往對能源、資源之取得，近年陸資已轉向涉

入高科技產業發展。而臺灣在資通訊（ICT）

產業與半導體、面板等高科技產業的深厚基

底及所孕育之研發、管理等「軟實力」遂成

為陸資企業著眼重點。

由企業訪談所彙整的陸資企業在臺投

資經營模式，明顯反映出陸資企業因應臺灣

在技術、人力資源和產業集群聚發展方面的

優勢，傾向採用不直接涉及製造或其他生產

活動的商業模式。因此，約八成受訪陸資企

業，在臺主要營運業務包括研發中心或母公

司客服窗口的技術服務和非技術服務（如銷

售或投資控股）；至於營運模式為生產製造

的陸資企業比重則有限（參圖1）。就引發

各國關注、具有國有企業背景的陸資企業來

看，在重視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在臺投資案件

的篩選原則下，受訪企業中有約2成的企業係

屬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亦明顯集中在非技

術服務，僅11%的國有企業投資案件涉及生產

製造業務，73%的國有企業投資的案件屬非

技術服務業。不過，大型國有企業涉入生產

製造業務的比重相對較高，可能反映參股臺

資企業或與臺資製造業成立合資企業，通常

需要有大量投資的能力。

進一步探討企業背景與經營模式是否

表3　2009-2015年陸資企業來臺投資重點產業（依金額排序）
單位：件；億美元

項目 件數 件數比重 金額 金額比重

總計 789 100.00% 15.33 100.00%

服務業合計 660 83.65% 10.26 66.92%

製造業合計 129 16.35% 5.07 33.08%

批發及零售業 500 63.37% 4.26 27.78%

銀行業 3 0.38% 2.01 13.14%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43 5.45% 1.82 11.90%

港埠業 1 0.13% 1.39 9.08%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24 3.04% 0.98 6.41%

資訊軟體服務業 46 5.83% 0.91 5.92%

住宿服務業 5 0.63% 0.86 5.63%

金屬製品製造業 5 0.63% 0.73 4.78%

化學製品製造業 1 0.13% 0.44 2.89%

機械設備製造業 25 3.17% 0.38 2.51%

註：投資件數不含增資件數；投資金額含增資金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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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以及國企與非國企背景是否影響企業

的經營行為。綜合圖1及表4結果，基於臺灣

缺乏量產優勢但仍具備技術、人力、產業聚

落等優勢下，陸資企業的經營模式偏向非生

產製造模式，而非國有企業的大型企業因母

集團具有豐富資源或投資金額較高，更會運

用臺灣技術與人力素質優勢從事兩岸生產分

工，故涉入製造業務的經營模式比例相對較

高；至於中小企業受限於母集團資源劣勢，

投資規模有限則比較偏好非技術服務模式。

進一步歸納實地調查資料，國有企業則無論

規模大小均明顯以非技術服務模式為主，且

大型國有企業亦有相當比重（大約兩成）的

企業是採製造生產模式。而採生產製造模式

之大型國有企業投資案或許與其對臺灣製造

業的投資多以合資模式為之（部分因法規限

制）且所需金額甚高有關。

企
背 景

20% 

非國企

背景 
80% 

生產
製造 
16% 

技術服

務 
31% 

非技術

服務 
53% 

生產
製造 

11% 
技術

服務 
16% 

非技術

服務 
73% 

生產
製造 

17% 

技術

服務 
34%  

非技術

服務 
49% 

國企 

背景 

非國企 

背景 

企業 

背景 
整體 

註1：340家有效問卷。

註2：技術服務包含研發、FAE、檢測、維修等服務；非技術服務則以單純的銷售、勞務供給等為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1　受訪陸資企業經營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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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企業背景及規模與其選擇經營模式的檢定結果

假設檢定 χ2 自由度 P-value 結果

{H0=企業背景與經營模式相互獨立
  H1＝企業背景與經營模式有相關性

13.021 2 0.001488 Reject H0

{H0=國企背景中企業規模與經營模式相互獨立
  H1＝國企背景中企業規模與經營模式有相關性

13.817 2 0.000999 Reject H0

{H0=非國企背景中企業規模與經營模式相互獨立
  H1＝非國企背景中企業規模與經營模式有相關性

22.404 2 0.000014 Reject H0

註：顯著水準α=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陸資企業海外投資的「臺灣模式」

（1）技術追趕（catch-up）

根據深度訪談取得340份有效問卷進行統

計，有相當比例的企業投入研發或客戶支援

工程（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FAE）相

關的業務，其中又多以客戶支援工程（FAE）

為主。陸資企業在臺投資的客戶支援工程

（FAE），即為投資母公司在臺技術服務窗

口，針對臺灣客戶提供技術服務支援或是產品

認證等業務，形成此種經營模式與臺灣的產業

發展結構變化或經營優勢有關（參表5）。

表5　受調查陸資企業涉入研發或FAE概況

項目 總計
國企背景 非國企背景

小計 中小投資案 大型投資案 小計 中小投資案 大型投資案

合計 340 67 32 35 273 198 75

無涉入研發或FAE 184 49 28 21 135 110 25

有涉入研發或FAE 156 18 4 14 138 88 50

註1：340家有效問卷。

註2：大型投資案為投資金額100萬美元或折合新臺幣3,000萬元以上之投資案。

註3： 具國企背景陸資企業，其股權結構中，中國大陸官方或其轄下機構直接擁有過半數股權、具任命過半數董事會成員的權力、

或對該企業具有實質控制力稱之。其餘則定義為非國企背景企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量產製造並非臺灣的競爭優勢，因

此臺灣在企業策略佈局的角色上，已轉型為

企業集團的研發及營運總部。陸資企業為了

接近客戶的研發設計，期能於客戶設計新款

產品之時即切入產品設計規格中，因此來臺

設立據點作為客戶服務窗口，同時也有助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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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臺灣企業的合作機會。此種經營模式的

發展，隱含陸資企業已有一定程度之競爭優

勢，而來臺投資則為提升在既有的生產供應

鏈體系中的位置或涉及的深度。

再者，臺灣研發重鎮的背景因素，也使

臺灣具備相當豐富的產業研發人才，加上語

言文化等優勢，更適合陸資企業來臺成立研

發中心，有助其產品競爭優勢之提升。如非

國有陸資大型企業相較一般陸資企業更有意

願在臺從事研發工作，受訪企業亦表示臺灣

的技術、研發人才等優勢，有助陸資企業提

升其產品提升競爭力。

至於國有企業較傾向涉入非具有研發或

客戶支援工程（FAE）業務之現象，此或與國

有企業的投資產業類別有關（如金融、運輸、

批發零售等服務業）。而上述投資領域，亦一

定程度隱含我國政府對於陸資具有國企背景投

資之態度，以及產業或國安之考量。

（2）策略合作

伴隨中國大陸推動「走出去」政策、產

業基金支持等扶植方式，陸資企業在海外大

舉投資或併購。而陸資企業跨足海外市場，

進行轉型升級時，與臺資、外資企業策略合

作也是選項之一。相對的，外資企業、臺灣

企業亦著眼於中國大陸市場，積極洽談與陸

資企業合作。換言之，不論是陸資企業或外

資企業、臺資企業均存在合作的動機與意

願。就受訪企業資金來源分析（表6），超過

三成的陸資企業係屬合資企業，具有臺資或

外資資金背景，凸顯陸資企業在臺投資並非

全然是百分之百的陸資獨資企業，而訪談資

料亦顯示陸資企業與臺資企業、外資企業的

策略合作也確實有其企業發展佈局的考量與

誘因。

表6　受訪陸資企業資金來源分佈

類   別 投資案件 占比 國企案件 占比

總   計 340 100.0% 67 100.0%

全數資金來自中國大陸
純陸資 178 52.4% 39 58.2%

由陸資購併 15 4.4% 6 9.0%

合資企業（含外資、臺資） 124 36.5% 22 32.8%

全數資金來自臺灣* 23 6.8% 0 0%

註1：340家有效問卷

註2：全數資金來自臺灣係指在陸臺商企業回流投資或因股權轉置使大陸子公司控股臺灣母公司之投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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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臺灣企業吸引陸資合作的優勢，除基

於語言文化的先天優勢、臺灣在高科技產業

發展的競爭實力外，更關鍵的因素則是陸資

企業過去與臺資企業在大陸市場合作經驗。

基於過往合作經驗、人脈網絡互信基礎下，

當陸資企業走向國際市場時，更提高攜手臺

資企業之意願，甚至先以臺灣市場為試驗場

域，作為進軍國際市場的跳板，使臺灣在陸

資海外投資扮演獨特的角色。

陸資「臺灣模式」之影響

陸資對臺投資雖占其海外投資比重甚

微，但其在臺經營衍生的商業行為和兩岸與

國際的產業鏈結作用，形成中國大陸海外投

資的獨特「臺灣模式」。基於臺灣的人才、

研發「軟實力」，以及兩岸過往投資合作累

積之經驗與人脈網絡，臺灣成為未具備國際

化經驗的陸資中小企業邁向國際市場發展的

跳板。再者，基於戰略發展或技術追趕，甚

或制度、文化等面向，考量臺灣在國際產業

鏈分工的位置以及臺灣在企業策略佈局的角

色，更能解釋陸資企業對臺投資的動機與經

營模式之選擇。換言之，在臺灣的競爭優勢

下，臺灣在陸資的國際投資佈局中扮演著國

際連結與提升既有產業鏈位階的角色。

而當陸資企業選擇在臺進行「追趕策

略」的經營模式時，也相對衍生出對臺灣人

才挖角及產業競合的問題，可預見伴隨民營

陸資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崛起，並受政

策鼓勵進一步跨足海外市場，未來兩岸在人

才競逐、產業競合現象將更趨頻繁。

而就臺灣本身發展來看，外來資源可

豐富經濟及產業發展動能，過度保護並非上

善之策；且實務上臺資企業、外資企業與陸

資企業均相互存在合作的空間與意願，而臺

灣顯然也在陸資企業海外投資佈局時可扮演

相當特別的角色。不過太小的投資案未必提

供臺灣產業或經濟發展效益，太過緊縮的投

資管理政策也未必有益臺灣的產業經營，而

陸資在臺投資的經營模式又無可避免彼此的

競爭，如何在吸引外資、維護國內產業或國

家安全，並且維繫產業競爭力，是政府於決

定陸資管理尺度時應權衡，企業於策略佈局

時應該思考的。就政府而言，持續強化在人

才、國安、資安、營業秘密等管理配套之完

善，方能在屏除產業風險或國安問題下，建

構適切的商業環境與政策，提供國內產業發

展與策略佈局的彈性空間；對產業而言，除

須強化自身營業秘密之保護措施，也須積極

正視研發與創新之投入，因應陸資「技術追

趕」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