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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日美新供應鏈策略分析

劉昱辰／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分析師

儘管全球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腳步未明顯放緩，但多國對於產業發展的態度上已出現

轉變。從美國警覺半導體等重要關鍵物資已過度依賴進口，決心提高國內自製能力，加上

COVID-19引發的貨運和供應鏈混亂，讓其他國家起而效尤後，歐美為確保自身供應鏈發

展下，競相以政策和經費方式獎勵和協助境內重要產業在地發展隱然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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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政府近年嘗到人民怒火的反撲，此亦是

美國在歐巴馬總統期間就已推動製造業回流，

而在川普總統期間透過國內法手段，希望

復興美國國內製造業榮景的背景。即便拜登

擔任美國總統後，基於國安理由強化自主供

應鏈仍是不變的方向；此外，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也是讓各國重視供應鏈自

主的重大因素之一。

為了因應國際間貿易的混亂及保證本身

有能力應對未來國際情勢變化而可能受到的

供應制約，多個經濟體逐步提出健全國內自

主供應鏈的政策，搭配未來產業趨勢，政策

自
1995年成立世界貿易組織（WTO）後，

洽談雙邊或區域貿易組合的國家數量不

斷成長。參與簽署的成員無不希望在WTO的

基礎上能藉此打通貿易與非貿易障礙，便捷

彼此的貿易交流。此一現象反映出各國提高

對原本即已成形的全球供應鏈的支持力道。

亦即廠商尋求降低人力等生產成本所需之下，

造就生產基地由歐美等已開發國家朝向亞洲

多個開發中經濟體移動的現象，逐漸形成全

球貿易網絡。

然而在全球化發展成果無法普惠人民，

以及歐美製造業工作大量流失的情況下，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