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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安全思維下的
自主可控政策及影響探討

顏慧欣／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副執行長

中國是供應鏈自主可控政策的先行者，過去數十年來一方面積極成為全球供應鏈核

心，另方面也將科技獨立自主作為重要目標。本文藉由回顧中國在半導體與資訊業、金

融服務業等自主可控政策之發展外，也從「中國製造2025」及「十四五」計畫觀察中國

自主可控供應鏈的產業重點。

在重要國家都在推動關鍵技術落地、關鍵供應鏈回流的局面下，臺灣作為全球供應

鏈重要成員以及如半導體等關鍵技術的掌握者，也會面對挑戰，更是我國政府與企業均

須密切關注的變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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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策：以自主可控為確保經濟

安全核心

近
年來隨著全球經貿活動蓬勃發展，各

國經貿依賴程度和競爭關係因此加

深。與此同時，經濟安全風險亦隨之加大，

例如惡意外資併購、關鍵技術竊取等行為，

均有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從而，經濟安全

（economic security）已向上提升至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之層次，並促使各國重

新思考並權衡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間之關聯

性。基此，已有若干國家基於國家安全/經濟

安全之考量，將確保關鍵產業供應鏈不受其

他國家之威脅，作為其近期改革重點。

將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概念明確加以

連結雖然已有諸多討論，但近年來最受注意

的關鍵轉折，是美國前川普總統在2017年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以「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的直

接宣示，並指美國今後會將經濟利益納入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