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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個多月，並在驚濤駭浪之中，拜登逆轉局勢擊敗川

普，當選美國第46任總統。拜登總統當選後，美國的內

政、外交政策勢必有相當程度的調整，包括對中國的定位、美

中貿易、科技戰的持續，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區域整合的態

度，尤其是對臺灣關切的重要議題，如美豬／美牛開放、臺美

經貿對談，乃至臺美雙邊貿易協定（BTA）的可行性等。面對

美國總統選後的大趨勢，臺灣如何尋求再平衡，以趨吉避凶，

爭取國家的最大利益，應該是臺灣民眾關切的課題。

大選後可能再平衡的方向，包括：

第一，臺美關係再平衡：過去臺灣和川普總統的關係較

佳，未來接軌拜登總統的網絡，尋求臺美關係的再平衡。川普雖然和臺灣的淵源較深，但也使臺灣成為

箭靶，受到中國的威脅，美／中／臺三邊關係的再平衡，避免中國越過（by pass）臺灣，直接和美國諮

商、談判，損及臺灣的政經利益，值得正視。

第二，區域經濟整合的再平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簽署，對以出口導向的臺灣在短

期內衝擊不大，但中長期也有相當隱憂。尋求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鏈結，透過臺美

經濟對話的定期舉行，參與美國發起的經濟繁榮網絡（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EPN），乃至BTA的

洽簽，以平衡RCEP的可能衝擊，攸關臺灣政經利益。

第三，供應鏈再平衡：在美中貿易戰後加速全球供應鏈重組，臺灣除鞏固既有地位之外，切入新的

供應鏈創造嶄新商機，也值得正視。

第四，產業再平衡：美中貿易、科技戰的持續與否，攸關供應鏈的重整，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消

長。此外，美中貿易戰／COVID-19之後，科技產業表現一枝獨秀，而傳統產業、服務業的表現卻平平，

形成產業兩極化的現象，尋求供應鏈／產業再平衡，也不容輕忽。

第五，美國大選後氣候政策轉型的再平衡：美國大選後氣候政策的調整及後COVID-19經濟發展／環

保政策的調和，以順利接軌永續、韌性及健康經濟再平衡，也有其必要性。

由於美國是臺灣在政治、經濟、國家安全上高度依賴的國家，白宮的易主攸關臺灣政經利益，鑑

此，本期《經濟前瞻》推出五篇文章針對上述議題，尋求在美國總統大選後，臺灣經濟的再平衡，希望

使讀者能更清楚地掌握拜登當選後，臺灣和美國經濟的再鏈結、再平衡。

除前瞻焦點之外，本期內容亦針對日本企業供應鏈調整與政策的影響，以及拜登當選後「經濟繁榮

網絡」政策的持續與否，對臺灣供應鏈的重組，有幾篇深入分析的文章，值得細細品嘗。其次，人民幣

走勢分析、螞蟻集團暫緩上市背後意涵，相信是讀者關心的議題，我們也有第一手的分析，使讀者更能

掌握人民幣匯率的走勢與中國總體經濟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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