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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促進經濟格局之多元性、減少對單一市

場的依賴，我國自 2016年推動「新南

向政策」，同時強化區域經濟創新和永續發

展，隨後歷經美中科技戰和 COVID-19疫情，

全球供應鏈重組持續加深臺灣與南向國家之

間的經貿關係。由財政部貨品之進出口統計

資料顯示，2023年我國對中國大陸貿易出口

比重創 21年來新低，對中國大陸衰退金額占

總出口衰退比重達 72%，兩岸貿易依存度也

創下十年來新低；反觀我國對新南向國家貿

易出口從 2016年到 2023年金額成長率超過

五成，2024上半年對貿易出口創歷年同期新

高，預期未來年度我國對新南向國家的出口

金額可望再創新高。

對外投資方面，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司

統計資料顯示，我國 2010年對中國大陸的

投資金額達到高峰（占整體對外投資比重

83.8%），此趨勢自 2016年開始下降，2023

年更降至 11.41%，創歷史新低，且連續第二

年低於對新南向國家的投資。此外，臺廠轉

我國技術輸出的嶄新局勢：

從中國大陸到新南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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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際情勢轉變與新南向政策的雙重驅動下，臺灣與新南向國家的經貿關係更加

緊密，並逐步擴展至技術合作領域；其中，我國最大的技術輸出國已由中國大陸轉為新

加坡，又以電力設備及配備業表現最為亮眼。此一轉變主要原因在於新南向國家正積極

發展智慧城鄉及永續發展，再加上我國廠商在相關領域具備技術創新優勢，可彈性提供

客製化技術及解決方案。臺灣企業正在積極尋找新出路，深耕新南向國家成為趨勢，也

將為我國帶來擴大技術輸出的潛力與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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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生產線或轉單潮已現，對新南向國家的投

資重心由傳統產業轉向資訊電子產業。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2023年技術經理

人動態觀測調查」調查結果，有 16.27%的企

業進行技術貿易活動；其中，23.19%表示近

三至五年技術銷售至東南亞國家有增加之趨

勢，廠商表示主因為美中科技戰，臺商為滿

足客戶的要求，重組中國大陸以外的可信賴

供應鏈，紛紛以東南亞國家作為分散技術及

生產布局的選擇。至東南亞國家合作的模式

多為由東南亞企業提供生產資源（如：土地、

員工等），我國企業提供技術、高階主管進

駐。由上述數據及調查觀察到，臺灣的新南

向政策實施多年來已逐漸在全球地緣政治及

推動淨零排放趨勢下展現成效，同時也為我

國尋求技術創新應用拓展的契機。

新南向國家因永續發展政策，亟需能源

管理系統、電力或電子設備配備的布建，臺

灣廠商憑藉在電力設備、智慧電網和再生能

源技術等領域具備豐富的研發經驗和創新優

勢，為其提供解決方案，積極技術輸出南向

國家市場，確保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優勢

地位。因此，本文除了從貨品貿易、對外投

資觀點看我國與新南向國家密切之經貿往來

外，將再從技術輸出角度切入，檢視近年我

國從中國大陸到新南向國家之技術輸出趨勢，

同時掌握新南向國家在相關淨零轉型策略和

需求，並以一產業亮點個案說明我國由西進

往南向的技術布局概況。

臺灣技術銷售穩定成長，最大輸出

國為新加坡

早期我國企業多自美日歐國際大廠購買

關鍵技術和材料，廠商經營模式多以代工為

主，產業研發較著重後端製程的產品快速商

業化，故取得前端基礎或關鍵技術支付權利

金是難以避免且必需的投資，主要支付國外

積體電路、液晶面板組件、印刷電路板組件、

汽車及零件業者技術授權金。2010年代數位

革命興起，此階段的臺灣在全球智慧型手機

及半導體產業均扮演重要角色，在國際市場

上取得產業優勢，電子零組件業創造高營收

與高產值；其中，以半導體業及相關電子零

組件製造業最具代表性。在政府長期透過補

助、租稅優惠、輔導等措施鼓勵企業投入創

新研發，加上企業研發技術自主性提升下，

累積的技術研發量能與成果，為臺灣企業開

創了海外技術授權的新模式，並帶來可觀的

技術轉移收益。

觀察我國技術輸出之國別和業別趨勢，

依經濟部統計處的「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資

料（見圖 1），近年我國技術輸出的國家以中

國大陸和新加坡為主，2014-2022年技術輸出

至兩國占比皆達五成以上。其中，技術輸出至

新加坡金額逐年增加，2014年與 2022年技術

輸出至新加坡分別為新臺幣 59.2億元及 226

億元，成長逾 3.8倍；占比也從 15.2%成長

至 31.8%，自 2019年起超越中國大陸，成為

我國技術輸出第一大國。另就技術輸出之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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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電子零組件業向來為我國主要技術輸出

產業，2017年以來技術輸出占比皆約在四成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電力設備及配備業，其技

術輸出金額自 2014年的新臺幣 53.7億元，至

2022年突破 200億元，成長幅度達 3.7倍；其

占比在 2022年達 28.2%，為歷年新高，未來

是否能續創高峰，值得期待（見圖 2）。

圖1　2014-2022年我國對中國大陸及新加坡技術輸出概況

注：行政院主計總處於2016及2021年實施「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暫停實施。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2024年5月）。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中經院第三所整理。

圖2　2014-2022年我國產業別之技術貿易趨勢

注：行政院主計總處於2016及2021年實施「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暫停實施。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2024年5月）。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中經院第三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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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國別與業別的交叉結果發現，

2014、2022年技術輸出至新加坡的業別中，

電力設備及配備業分別占 65.7%、66.7%；

且電力設備及配備業主要輸出國家同為新加

坡，2014、2022年技術輸出至新加坡分別占

72.4%、75.4%。此現象除了因我國近來持續

在電力設備及配備相關技術領域中具發展優

勢，可進一步提供先進且符合國際標準的技

術解決方案；且隨著新加坡推動零碳社會、

智慧城市、科技創新，以及相關基礎建設擴

展，對電力設備相關技術的需求明顯增加，

也使新加坡對臺灣的技術依賴度提高，成為

我國技術輸出的主要目標國。

新加坡前進「智慧國」的技術需求

新加坡作為全球金融、貿易和科技的樞

紐，對國內基礎設施持續進行現代化升級，

特別是在電力傳輸、電網穩定性及供電可靠

性上，也驅動了對高效電力設備和技術的需

求，例如，提升電網的智慧化程度以因應不

穩定和分布式能源資源的挑戰；在推動智慧

城市建設與工業 4.0的發展過程中，同時也需

要穩定、高效的電力供應技術及智慧電網系

統、能源管理系統和工業自動化等相關技術。

在近年人工智慧蓬勃發展下，資料中心

成為數位經濟的核心產業。新加坡為亞洲主

要的資料中心和雲端運算據點，亦對電力穩

定性和能源管理有非常高的要求；主要因資

料中心和雲端運算對計算能力和數據處理速

度的需求造成巨大耗能，需要高效的電力設

備及相關技術確保持續運行、降低能源消耗

並提升系統效率。故高效節能的電力設備、

先進的冷卻技術和能源管理系統成為新加坡

資料中心建置中的重要技術需求。

此外，為因應全球淨零排放趨勢，新加

坡政府於 2021年推出 2030年新加坡綠色發

展藍圖（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並提

出相關策略，包含至 2030年全國將安裝六萬

個電動汽車充電站，加速交通電動化的進程；

加速推動能源轉型，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如

太陽能、風能等，並在轉型過程以大量先進

的電力設備及技術管理不同能源來源的整合、

分配及儲存，從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臺灣迎來技術輸出之嶄新局勢

我國電力設備業在技術輸出至新加坡或

是其他新南向國家的多項優勢包含：技術創

新能力、品質控制、區域地理與經濟合作關

係等面向。首先，臺灣擁有先進的製造技術

和技術研發能力，尤其在變壓器、配電設備、

可再生能源技術及智慧電網等領域上，臺灣

可提供高效、穩定且耐用的電力設備及相關

技術，符合東南亞市場的技術需求；且我國

企業對技術及產品品質的嚴格要求，具備完

整的品質控管體系，符合國際標準，在安全

性、穩定性和效能上具備強大的競爭力。

其次，我國因推動新南向政策與新加坡

及其他國家建立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推動

了我國電力設備及相關技術在當地的市場拓

展及出口。同時，由於各國在能源需求和基

礎設施建設條件存在差異，我國廠商能根據

不同國家客戶的淨零轉型策略與發展需求調

整與設計技術及產品規格，提供靈活且具客

製化的技術及產品解決方案，提升了在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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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吸引力。

以企業為例，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台達電）自 1971年成立至今，

主要為全球提供電源管理與散熱解決方案，並

長期進行全球化布局、設立多個海外據點，積

極實踐全球產能分散，減少對單一地區供應鏈

的依賴，並提高應對全球市場變化的靈活性。

隨著美中貿易戰愈演愈烈，台達電外銷至美國

的產線已全部從中國大陸移出，而供應美國以

外市場的產能仍持續留在中國，導致中國產能

占比從八成降到五成。此外，台達電也選擇新

加坡為其亞太區的營運中心之一，為因應新加

坡推動淨零碳排政策與智慧能源基礎設施，台

達電特別著力於儲能系統及電動車充電樁相關

技術與產品服務的提供 1。

儲能系統方面，台達電提供包含電池儲

能技術和系統及各項整合性的儲能解決方案，

以利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和風能）有效儲

存，並在需求高峰時提供穩定的能源供應，

減少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同時支持當地

能源管理和電網穩定性。而台達電針對新加

坡的技術推廣與發展策略中，電動車充電基

礎設施也是重點項目之一。台達電提供各類

電動車充電技術，更結合太陽能、儲能與能

源管理系統打造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解決方

案 2，提升電動車充電的效率和使用體驗；而

充電樁不僅適用於住宅區域，還廣泛應用於

商業和公共空間，以迎合新加坡推動電動車

及充電站普及的目標。不論是打造低碳社會

或發展智慧城鄉，新加坡對於電力設備及配

備相關技術與解決方案之強勁需求，已成為

驅動我國技術輸出成長的重要動力。

結語

全球已在進行地緣政治、產業經濟及商

業模式「三位一體」的典範移轉。不只臺商，

日、韓、歐也紛紛加速在東南亞各國布局，

積極分散生產基地。政府大力推動新南向政

策，2021年出口東協與新南向國家金額雙創

新高，成績亮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

國對「數位轉型X永續轉型=雙軸轉型（Twin 

Transformation）」政策的重視程度顯著提升，

企業在規劃新南向投資時，必須調整傳統思

維模式，摒棄將新南向國家視為高汙染產業

的移轉去處。

臺灣部分產業擴大進軍東南亞國家，進

一步從當地的需求切入，量身打造符合其目

標的解決方案，尋求更寬廣的技術與商機空

間，無論是智慧城鄉、電動車與車用電子技

術，或是電子資訊的製造與創新應用，我國

在南向國家裡可望跳脫代工思維，重新定位

自己。同時，新南向國家陸續推出多項優惠

政策，鼓勵跨國投入永續發展，著重於上下

游供應鏈減碳的合作與投資項目。現階段來

看，雙邊經貿發展日益緊密，技術交流與合

作持續擴展，我國在電子零組件業及電力設

備及配備業的表現尤為突出，未來在這個內

需崛起的巨大市場，將能看到臺商在優勢領

域的布局，展現我國技術研發成果在國際市

場的應用機會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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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謝宜婷（2022）。佈局國際電動車充電樁市場：台灣
彈性客製化的優勢。台灣光華雜誌，47（26），
74–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