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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2001年至2021年的近20年期間，若以2001年為基期，則不論出口或進口、

商品或地區，結構變動都有出現轉向的現象，但出口及進口的地區結構從2013年起已趨

於穩定，而商品結構則仍持續變動的趨勢。就重大事件來看，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對

我國的貿易結構造成較明顯的衝擊，但2018年的美中貿易戰對結構的衝擊則不大。

關鍵詞：結構變動、結構轉型、美中貿易戰

Keywords: structural chang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U.S.-China trade war

我國貿易結構變動分析

本文將選用三種衡量貿易結構變動

（structural change, SC）的方法來進行分析；

出口及進口的商品結構是以財政部常用的 19

項商品分類為對象；地區則分為中國大陸（含

香港）、日本、韓國、東協、美國、歐洲及

其他地區等 7個地區；觀察資料期間是 2001

年至 2021年，並以 2001年為基期。

結構變動衡量方法

結構變動分析是相當悠久的研究課題，

而且應用於諸多的學科。若就經濟領域而言，

自
從 2018年 7月美國對中國大陸部分商

品祭出加徵25%的懲罰性進口關稅起，

美中間的貿易戰正式引爆，至 2022年 10月

已歷經四年，不但沒有停歇跡象，反而不斷

加深制裁力道。這期間又逢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及油價劇烈起伏，伴隨而來導致臺商回流、

美國轉單等一連串的事件，連帶造成我國的

貿易商品及地區表現，出現冷熱兩樣情的現

象，由台積電公司近年來被稱為護國神山可

見一斑，因此可能促使貿易結構出現較快速

的變化，但實際狀況如何？這是本文擬分析

的主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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