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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結構 

從2008年迄今，我國工廠、公司、一般行號關廠歇業的情況持續

出現。2008年全年工廠歇業家數達4,255家，較2007年增加了46.47%；

公司解散、撤銷及廢止家數高達50,900家，較2007年增加7.09%。2009

年1-6月累計工廠歇業家數則有1,523家，公司解散、撤銷及廢止家數累

計有15,437家，商業登記歇業15,584家。 

以下探討全球金融風暴對台灣產業的衝擊、我國產業結構的脆弱

性，並提出因應策略。 

（一）金融風暴對台灣產業的衝擊 

金融、保險業為金融風暴 初的震央。近年來快速成長的財富管

理業務、基金銷售業務因而縮減。而海外資產價值的減損、呆帳的提

列、存放款利差的縮小，都影響金融保險部門的獲利。隨著業務的縮

減，金融部門出現裁員的情形。 

製造業是出口的主力，其中資訊電子工業部門是我國固定投資的

主力部門；經濟風暴使其大幅縮減資本支出。資訊電子工業的出口衰

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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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原先大肆擴張的景氣循環產業，如塑化、鋼鐵、水泥、航運

等，也受到全球景氣走緩的衝擊。 

由於出口下滑，製造業部門紛紛以裁員、減薪、停薪休假的方式

來因應不景氣。 

由於企業裁員減薪、實質薪資負成長、房價下跌、股市大幅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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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大眾的財富大幅縮水，民間消費因而低落，商業部門的成長普遍

受限。 

我國的中小企業家數眾多，其受到的主要的衝擊包括： 

第一，許多中小企業是大企業協力廠，為其供應鏈的一環。電子

資訊業及其他產業的出口因美國需求的疲弱而下滑後，經由供應鏈的

影響，中小企業也遭受衝擊。 

第二，銀行體系的信用轉趨緊縮，不利於中小企業的營運資金的

取得，其生存發展受到影響。 

第三，內需低迷對中小型服務業的衝擊大。 

（二）我國產業結構的弱點 

全球經濟風暴凸顯出台灣出口的集中與產業結構的脆弱。台灣產

業結構的失衡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點： 

第一，過度集中於電子資訊業：我國的經濟成長高度依賴出口，

由於出口的項目集中於電子資訊業，製造業結構也因此而高度集中於

電子資訊業，這是台灣產業結構的弱點之一。電子資訊、化學與金屬

工業占了製造業GDP的70%左右；佔出口值高達60%。2007年時，資訊

電子業的成長率達19.17%，對總體經濟成長率的貢獻率達2.14%（表2）。 

第二，我國產業以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為主，專利以製程為主；產業的附加

價值低，缺乏品牌來兌現研發效益。 

第三，兩兆雙星產業中，DRAM、TFT-LCD均為與景氣循環同步

的資本密集產業，在景氣衰退時易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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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服務業占GDP 70%左右，其中金融、零售、批發、物流餐

飲等行業吸收了相當高比率的就業人口。但我國服務業的人才、資金

不足，研發投入有限，故競爭力弱，升級的腳步慢，不容易國際化，

輸出能力不足，也無法為製造業加值，或結合製造業以提升整體優勢。

服務業對GDP的貢獻率（2007年）為2.93%，只比製造業的2.70%略高

一點（表2）。 

表 2 台灣產業對經濟成長貢獻 

 全體 農業 工業 製造業 資訊電子業 服務業 
實質GDP成長率 
2003 3.50 -0.06 4.00 5.34 9.58 3.39 
2004 6.15 -4.09 8.94 9.74 14.51 5.28 
2005 4.16 -8.07 6.34 6.96 17.95 3.53 
2006 4.89 6.09 7.04 7.51 18.10 3.93 
2007 5.72 -2.91 9.31 10.29 19.17 4.30 
成長貢獻度＝該產業當年實質GDP成長率×該產業上年占實質GDP比例 
2003 3.50 0.00 1.13 1.26 0.73 2.37 
2004 6.15 -0.07 -2.54 2.34 1.18 3.68 
2005 4.16 -0.13 1.85 1.73 1.57 2.44 
2006 4.89 0.09 2.10 1.92 1.79 2.70 
2007 5.72 -0.04 2.83 2.70 2.14 2.93 
成長貢獻率（%）＝該產業成長貢獻度/全體成長貢獻度 
2003 100.00 0.00 32.29 36.00 20.86 67.71 
2004 100.00 -1.14 41.30 38.05 19.19 59.84 
2005 100.00 -3.13 44.47 41.59 37.74 58.65 
2006 100.00 1.84 42.94 39.26 36.61 55.21 
2007 100.00 -0.70 49.48 47.20 37.41 51.22 

資料來源：主計處。 

（三）因應策略 

面對產業結構的失衡，我國當如何調整因應？ 

我國是小型經濟體，內需市場無法支持大規模的生產；要想持續

發展，必須對外開放，透過專業化的生產，進入世界的消費市場。因

此，出口結構決定了我國製造業的結構。面對這個現實，政府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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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應當在於建立良好的機制，以促進技術的持續進步。根據這個原

則，我們對政府可做之事與不當做之事，分別提出建議。 

第一，政府不該做的事： 

過去有些接受補貼優惠所扶植的高產值產業，其利潤來自於成本

降低（cost-down），而非高附加價值（value-up）。低成本生產早已不

是我國的相對優勢，這種扶植辦法，對我國產業的升級、品牌的發展，

都沒有長遠的助益。 

在此次經濟風暴中，DRAM、面板產業等過去受扶植的產業難以

在國際競爭中存活，其銀行呆帳攀升，便是例證。 

產業的發展和各產業規模當由我國的相對優勢（比較利益）來決

定；政府勿以人為手段來強行「創造」我國不具備相對優勢的產業。 

政府必須停止挑選贏家的產業政策，改由研發、人才培訓等功能

性的獎勵來取代。政府不應在利益團體「競租」的壓力下，選擇少數

的策略性產業來獎勵，使我國墜入產業過度集中的陷阱。 

對於經營有困難的產業，政府不當輕易紓困；這些產業可能正是

我國缺乏相對優勢的產業。若要紓困，應有客觀的指標作為政府介入

的標準。即使紓困，也不可輕易要求金融業介入，增加金融業者的經

營風險。 

第二，政府可以做的事： 

以下分別就製造業、服務業、中小企業三個面向說明。 

 製造業方面 

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於持續的技術進步，持續的技術進步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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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附加價值不斷提高的關鍵，新技術的出現使得新的投資有利可圖。

持續的技術進步須靠持續的研發，因此，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的重點

在於研發。 

研發有助於品牌的建立；響亮的品牌可提高附加價值，協助廠商

賺取超額利潤，來支撐後續不斷的產品研發，也支持行銷、通路的研

發。 

如何激勵持續的研發？第一，政府應維護市場的競爭機制，以刺

激廠商研發的誘因；第二，由於研發的結果有「公共財的性質」，政

府可補助廠商的研發活動。 

政府資助廠商研發活動的具體作法包括：要求受資助的廠商必須

投入相當的經費來配合（配合款），使廠商也負擔部分的研發成本，

以避免「道德風險」；要求受資助的廠商與學術界進行產學合作等。 

當前的世界市場競爭激烈，生產製造與產品服務必須密切地互補

連結，才能佔有市場。但我國的製造業與服務業仍然缺乏緊密的協調。

有人乃主張，政府應幫助產業界加強品牌、科技、商業模式之間的結

合，加強科技和服務業、科技和傳統產業的連結，以平衡產業結構向

科技產業傾斜的缺點；並協助科技業者將美學、設計、品牌導入科技

領域，以提升科技業之附加價值；協助服務業者和傳統產業將科技導

入服務業和傳統產業，推動科技與傳統產業的結合，對於願意自創品

牌、加強設計的傳統產業提供協助，以促進傳統產業的升級。 

對此，我們認為，政府的關鍵工作仍然是：創造競爭的市場環境

以提供持續研發的誘因，並以研發補助來搭配。 

我國的政府過去太重視「產業政策」，好替市場挑選贏家、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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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者優惠補貼。而對法律架構的改良、企業設置障礙與交易成本的

降低、市場競爭環境的培育、研發誘因的鼓勵、研發的投資，比較忽

視。今後政府應將重點從扶植特定產業、給予優惠補貼，轉向競爭環

境的建構與公共財的投資。 

某些過去接受補助或享有租稅優惠的產業，由於不能創造附加價

值，在此次經濟風暴之中難以存活。有人乃主張，政府可利用紓困的

機會，結合民間廠商、或透過行政院的「國家發展基金」，來協助民

間進行DRAM產業的整併，取得台灣迫切需要的關鍵技術、關鍵零組

件、或銷售通路。我們認為，政府若對企業紓困，應以建立產業的競

爭力為原則，勿以救濟個別廠商為原則。 

經濟的開放與對外整合可以強化國內的競爭環境、增加研發的誘

因。兩岸之間經貿投資交流的放寬，對我國的長期成長將有助益，也

可協助我國產業和經濟較快速地渡過全球經濟風暴。兩岸產業的合作

可使台灣的技術和產業鏈充分利用大陸市場，得到進一步擴展的機

會。政府在此應扮演的角色是：第一，維持並促進兩岸之間經貿投資

交流的開放；第二，與大陸協商，為兩岸制訂共同的產業標準，創造

共同研發的環境；第三，當雙方科技交流、經貿往來愈發密切後，我

方的技術與人才難免會持續進入大陸，為了避免人才與技術的單向流

動，政府也應逐步擴大大陸的人才與資金進入台灣的管道。 

 服務業方面 

服務業的重要性不容小覷，物流、資訊、通訊服務等行業可以支

援製造業，提昇製造業的附加價值。製造和服務的結合，常有助於「套

牢」（lock in）客戶，增加製造業的附加價值與競爭力。例如，我國的

ICT產業結合了製造、設計、物流、維修、售後服務等價值鏈，提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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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一次購足的服務，也壯大了其競爭力。 

服務業的特性和製造業不同，服務業的特性有：難以複製、體驗

導向、「創新」的重點在於為客戶「解決問題」、所需要的資金較少、

高階人才和商業模式的作用很重要等等。故政府設計政策工具時，應

考慮服務業的特性。可能的政策工具包括： 

第一，分配較多的公共資源來支持服務業：例如，研發經費、基

礎設施、土地取得的便利性等，都應該大幅改善。 

第二，規劃服務業的群聚體驗園區：服務業的關鍵是客戶的體驗，

故重示範效果。政府可以考慮規劃一、二個服務業群聚的體驗園區，

讓社會大眾來體驗各式的服務。或可帶動一些新式服務業的發展，也

可以擴大消費，並激勵年輕人投入服務的行業。 

第三，延攬海外的人才：服務業的品牌塑造、通路規劃、商業模

式、國際化等等，均需要許多高階的人才。本土人才的培養需時甚久，

為了加速服務業的發展，政府應擴大開放高階人才的工作移民，降低

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各地高階人才入台工作的障礙。 

第四，直接貸款：政府可以參考泰國推廣泰國菜的做法，利用既

有的「國家發展基金」，降低民間餐飲業者取得資金的障礙，並協助

辦理廚師認證等工作。 

第五，提供基礎設施，協助有潛力的服務業國際化：在具有出口

潛力的國家，政府可設立媒合辦公室，提供當地的市場、法規的資訊，

或協助媒合我國廠商與當地企業，以降低我國服務業廠商進入他國的

資訊障礙或成本。起初的資訊服務可集中於醫療觀光、餐飲、流通服

務等少數具潛力的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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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業方面 

中小企業是創造就業、維持社會安定的基石，政府或可強化「信

保基金」的功能，來支援「自我創業者」，協助信用良好、繳息正常

的中小企業自專業銀行取得融資，以消除失業的壓力。 

中央政府亦當重新思考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劃分，讓地方政府能自

主地建立地方的競爭機制，使當地之中小企業能利用其相對優勢與地

方特色，加速升級與轉型，甚至建立品牌、開發新興的商業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