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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動經濟安保機制之
新進展及對臺啟示

楊書菲／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臺灣經濟發展高度仰賴貿易，使臺灣產業面對的國際風險相對較大。在國際快速變化

的競爭局勢下，各國政府透過產業支援措施及經貿管制措施，避免關鍵技術外流及強化產

業鏈韌性。日本在過去五年來，持續針對經濟安全議題進行討論，並透過組織改革及訂定

新法來完善相關機制，相關經驗值得臺灣參考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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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情勢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及經濟安全已形成

諸多挑戰，包括國際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各

國提出關鍵產業自主化政策、兩岸經貿關係

脆弱化等，皆可能影響臺灣在全球供應鏈的

地位及下世代產業的競爭力。基於此，臺灣

實有必要參考國際推動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之

相關經驗，做為強化產業韌性機制之參考。

本文將分析日本推動經濟安保機制的思維及

作法，並提出臺灣可借鏡參考之處。

日本提出經濟安保構想的背景與思維

在美中經濟對抗等地緣政治風險升級、

美
中經濟及科技對抗長期化、COVID-19

疫情、俄烏戰爭及氣候變遷等使全球供

應鏈面臨巨大風險，斷供斷料致影響國家安

全的擔憂在各國蔓延。各國政府也意識到供

應鏈中斷對國家安全及經濟安全可能產生的

風險，以及單靠一國之力量，難以確保關鍵

技術的安全及有效降低對單一供應來源的依

賴，遂開始思考如何利用一系列公共政策工

具來保護戰略供應鏈，並加強與盟友及夥伴

合作共同打造信賴及韌性供應鏈。

儘管在疫情期間，全球景氣低迷之際，

臺灣經濟及產業表現仍相當穩健，但當前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