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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告別的 2024年是變化多端的一年，更有川普再度

當選來加持，在展望 2025年之際，「國泰民安、風

調雨順」成為最卑微的期待。在《經濟前瞻》2025年 1月

號（No.217）中，我們深入探討「川普再度執政：臺灣在

新經濟環境中的挑戰與機會」。隨著川普回歸，全球經濟

格局將面臨重大變化，對臺灣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

就總體經濟而言，面對高通脹率的壓力下，川普政府

可能會採取一系列措施來穩定物價和促進經濟增長，也因

此可能會影響美國的貨幣政策及對外貿易策略，進而影響

臺灣的出口市場和經濟增長。而隨著全球對環保議題的重

視，企業需要調整其營運現況揭露，以符合新要求，並利用增加透明度來提升競爭力。此外過去

蓬勃發展的全球綠色經濟在川普當選後，是否會受到嚴重打擊？隨著全球對氣候變遷的持續關

注，美國可能反而會加大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力度嗎？就氣候經濟而言，雖然聯合國第 29次締

約國大會 COP29的聲量較歷年安靜，但其決策不僅影響國際合作，也直接關係到臺灣在全球氣

候行動中的角色。其中，氣象資料的互通有無與有效性為關鍵之一，在面對極端氣候事件日益頻

繁的情況下，有效的氣象資料供應系統顯得尤為重要，本期《經濟前瞻》也探討我國在氣象資料

供應上的策略。

隨著人工智慧與半導體在市場上的強烈需求，可利用產業創新條例來促進臺灣的雙軸轉型，

同時需要強化新創發展環境之產業政策工具，促成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在當前快速變化的市場

環境中，新創企業面臨諸多挑戰，包括資金短缺、技術壁壘等。本期《經濟前瞻》提出具體案例

和建議，期望利用政策資源，創造更有利於新創企業成長的環境。

另就區域發展而言，隨著中國大陸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問題，其勞動力供給可能受到限制，

而這一變化也可能影響到臺灣的人才流動與產業布局；「以舊換新」政策旨在促進消費升級，而

是否提供了臺灣企業新的商機？新加坡智慧國家 2.0計畫及美國微電子網絡共享計畫都可為我國

帶來政策啟示與企業商機，但墨西哥供應鏈也將隨著川普上任對外來投資布局帶來新的挑戰。更

須注意的是，隨著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的調整，東協地區可能成為新的供應鏈中心。而以史為鑒，

過去的「美日半導體協定」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競爭力之重大影響，臺灣企業可以從中學習到哪些

策略以增強自身競爭力，更因此把握這一波變動機會，提升在全球市場中的關鍵地位，將是我們

期待的下一個經濟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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