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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貿結構與區域經濟整合 

我國的產業為全球商品供應鏈的一環，我國的經濟成長向來以出

口為主要的驅動力，深受全球景氣的影響。金融危機襲捲全球之後，

我國面臨重大考驗，就業及經濟成長率均嚴重受挫。 

（一）外貿結構 

 金融風暴對台灣出口貿易的衝擊 

全球經濟衰退之後，產業的外銷訂單及需求下滑，2008年的前8個

月，我國出口表現仍佳，成長率多為2位數；9月之後大幅逆轉，出口

金額急速下滑，短短4個月之內，出口金額幾乎腰斬。以跨年同期的成

長率觀之，12月的出口成長率為-41.90%，2009年1-5月為-35.1%。 

同屬出口導向國家的亞洲四小龍與中國大陸，都受到金融風暴的

波及，但我國所受到的衝擊最大，出口成長率從2007的10.1%驟降到

2008的3.6%，降幅遠高於韓國、香港與新加坡（表1）。 

台灣出口衰退的時點，不僅比台灣主要出口市場之進口衰退時點

來得早，也比競爭對手出口衰退的時點早；而出口衰退的幅度也高於

競爭對手的出口衰退幅度。 

表 1 亞洲四小龍與中國之年出口成長率 
單位：% 

 台灣 韓國 新加坡 香港 中國大陸 
2004年 21.1 31.0 24.6 16.1 35.4 
2005年  8.8 12.0 27.8 10.0 28.4 
2006年 12.9 14.4 18.4 10.4 27.2 
2007年 10.1 14.1 10.1  8.4 25.7 
2008年  3.6 13.6 16.3  6.0 17.3 
2009年1-5月 -35.1 -24.7 -32.3 -20.5* -21.8 

說明：＊號代表此一數據為 1-4 月的資料。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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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貿易結構的脆弱性 

什麼特性或原因使得台灣近幾個月來出口快速惡化？關鍵之一

是，我國的出口項目相當集中，高度依賴電子資訊業。 

從外銷接單之結構與變化可知，（比較不受景氣影響的）民生或

傳統產業所佔的比率很小；而所得彈性較高、不景氣時需求縮減幅度

較大的產業，例如化學品、基本金屬、機械、電機產品、精密儀器、

電子產品與資訊通信產品等7個產業，合計佔我國外銷接單的比重近8

成。美國的消費需求趨緩對我國資訊電子產品出口的影響很大，並透

過價值鏈活動逐步影響大尺寸面板、記憶體、PC產業相關零組件的出

口。 

我國外銷訂單的來源國也集中於少數國家，例如化學品、基本金

屬、機械、電機產品以及精密儀器的訂單主要來自中國，電子產品與

資訊通信產品則主要來自歐美。 

不少台商赴大陸、東南亞進行直接投資，並進行「台灣接單、海

外生產」的操作，以利用各國的生產優勢。至2008年時，「台灣接單、

海外生產」的比率已高達48%。這使得台灣的出口不僅受到外銷接單的

影響，也隨著海外生產的比率而起伏。 

台灣的出口中有相當比率是海外投資、海外生產所帶動的中間財

貿易。隨著時間的演進，廠商有以當地原料、中間財取代台灣提供的

傾向。 

 問題關鍵與因應策略 

總而言之，我國的對外貿易的關鍵特點為：（1）出口導向；（2）

出口產品集中於少數產業；（3）出口目的地集中於中國、美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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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金融海嘯顯現出這三個特徵的潛在弱點。這三個特點的來源是什

麼？政府可以做什麼以為補救？  

第一，出口導向 

出口導向是不是問題？是否必須大幅度地轉向內需？我國是否具

備棄守出口導向的條件？ 

想要提振消費需求，必須針對問題之根源。近年來我國消費需求

成長遲緩的原因包括：實質薪資的成長遲緩、青壯中產階級移居大陸

等。更重要的是，台灣是小型經濟體，內需市場的規模根本無法支持

持續擴張的大規模生產；若要持續發展，必須進一步對外開放，參與

區域經濟的整合，透過專業化的生產，參與世界市場的「爭奪」。徒

靠內需、而不求將產品賣到世界的大市場，是不可能使經濟持續成長

的。 

因此，出口導向乃必然之事。若轉向內需，端賴狹小的國內市場，

則持續成長的潛能並不大。發展自身的相對優勢（比較利益）、進行

專業分工，方可促進我國的長遠利益。 

第二，出口產業的平衡發展 

我國的內需市場小，產業必得靠出口才能發揮生產的規模效益。

小型經濟體的生產性資源也比較少，故當其從事國際分工、進行專業

化生產時，所可選擇發展的產品也必然比較少。這是我國參與國際貿

易的先天限制。因此，對我國而言，要求出口產業多元發展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僅能力求平衡、升級。不僅科技產業必須不斷升級，以

應付國際市場日益嚴峻的競爭；即便是目前已不具比較利益的傳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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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若能結合科技、提昇技術、進行產品差異化，也可進入一個新的

產品生命循環之中，持續發展。金融風暴之後，消費生態走向大眾時

尚、平價奢華的方向，這是台灣產業有能力掌握、也可掌握的方向。 

除了商品出口之外，觀光和文化服務也可成為輸出產品（服務業

輸出）。但是，服務業是人與人面對面接觸的行業；若想提高其附加

價值，所需要的人才與創意與製造業的不完全相同。例如，台北的飲

食（food）蜚聲海外，但台北餐飲業的服務技巧（service）與裝潢（deco）

似乎與其食物名聲不完全匹配；而服務技巧與餐廳裝潢是歐美權威性

餐飲評鑑極其重視的兩項重點。台北市在飲食方面顯然有其比較利

益，但如何提高服務技巧、增加其附加價值，以吸引更多的外人、並

帶動其他的服務業輸出，仍然有待人才與經驗的累積。 

第三，出口目的地多元化的問題 

專業化生產的目的是把產品賣到（現在和未來的）世界大市場去；

不論是出口和直接投資皆如此。美國、中國、日本、歐盟幾乎包含了

當前世界全部的大市場（其中絕大部分對中國的出口，其目的地仍是

歐美市場）；我國產業之出口集中於斯，是目前的現實。 

然而金融海嘯之後，歐美受創頗深。美國現在的儲蓄率已達5%，

等於一年減少約七千億元的消費。顯然台灣不能再如過去一般的依賴

歐美市場，而應改為歐美與新興市場並重。中國、金磚四國、東南亞

各國的經濟逐漸崛起，其龐大的人口及內需消費的潛力，將是我國企

業未來應努力開拓的另一個大市場。然而新興市場的風險較大，政府

應協助中小企業，跨出拓展新興市場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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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性的經濟整合 

 經濟整合的熱潮對台灣形成排擠的壓力 

由於世界各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架構下的多邊談判進

展緩慢，199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紛紛尋找伙伴進行區域性的經濟整

合，再加上全球化的競爭，經濟整合也有跨洲發展的現象。其結果是，

經濟整合體的內部成員彼此之間的交易成本降低。 

各區域體之間的交易障礙雖然較高，有礙於世界市場的整合，但

是，若區域經濟體的規模夠大，其內部成員還是可以利用比較利益原

則，與經濟體內的成員進行專業分工。其成員所可得的潛在效益就是，

整合體內無障礙貿易的利益，包括：生產規模擴大使得生產成本降低、

專業化分工增強使得資源配置更有效率，所得水準因而提升（靜態的

福利效果）。此外，市場競爭度的提高、資本累積的加速，可進一步

帶動長期的經濟成長（動態的成長效果）。 

遭區域經濟體排除在外的孤立國家則受損，其成長潛能因交易成

本相對升高、市場範圍相對縮小而受到限制，甚至面臨貿易移轉、投

資移轉的負面效果，影響長期的經濟成長。 

過去十年間，東亞各國已簽署了七十餘個自由貿易協定（FTA），

亞太各國簽署的FTA更在百個以上；目前各國在談判中或已進行可行

性研究的整合計畫更不在少數。台灣所受到的排擠與影響不容忽視，

因此，台灣必須積極研擬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策略。 

 我國的應對之方 

我國參與國際經濟整合最大的障礙是：對象國對於我國國際政治

地位的疑慮。目前，政府正在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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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希望藉此突破政治的障礙。

ECFA的主要內容可能包含：商品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加強

投資保障等；其潛在的效益包括：加強兩岸產業的專業化分工、擴大

經濟的規模、提升市場競爭的程度、增進資源配置的效益，並可能吸

引更多的「外人直接投資」（FDI），有利於投資的增長、技術的引進、

產業結構的升級。 

從國際政治的生態來看，兩岸關係的改善、並將之納入WTO的架

構之下，可能是台灣與各個主要貿易夥伴進行經濟整合協商的必要過

程。因此，在兩岸簽署ECFA之後，如何進一步地與其他主要貿易夥伴

進行經濟結盟之協商，應該是當前決策者必須同時考慮的課題。 

目前，我國60%以上的對外貿易與對外投資集中在東亞地區，東亞

各國又在積極發展與擴大經濟整合。因此，加強與東亞各國的FTA談

判、以求未來相互開放市場，將是我國必須面對的課題。此外，與歐

美的經濟結盟可能既有政治效益、也可消減韓美FTA、韓歐FTA對我國

的潛在影響，因此，歐美也應當是我國未來FTA的洽簽對象。但是歐

美國家對於FTA有相當高的自由化標準，對此國內產業與政策主管單

位均必須有開放市場的準備與因應。 

在FTA的架構之下，市場是互惠的開放，我國具有競爭力的產業

可以因此而得到更大發展的空間，故我國將出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個

別業者必須提升本身的競爭力。至於缺乏調整能力，需要政府協助、

以渡過調整期的產業和勞工，相對上會是少數。故就政策規畫而言，

政府應推動下列的工作：（1）擴大FTA的協商對象，以參與東亞、亞

太，甚至歐亞的經濟整合；（2）保有防衛機制、加強救濟措施，以協

助勞工和產業的調整；（3）加強科技研發、加速創新，以提升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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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4）加強人才培訓，厚植人力資本，提升勞工的生產力；（5）

管制措施加速鬆綁，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國際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