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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美中貿易衝突背景與成因

美中貿易衝突可能情境與影響

因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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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火持續延燒

 自2018年7月起，美國政府已陸續對中國大陸進口貨品加徵關稅，其中資通訊產品
多列於2,000億美元關稅清單中，2019年6月10日起關稅由10%調升至25%

 其他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所有商品，也可能被納入25%關稅清單；幸而6月30日於
日本大阪G20高峰會期間，川習會後宣布貿易休戰協定但仍未達成最終協議

 智慧型手機與筆記型電腦如被課徵25%關稅，將影響相關電子大廠生產布局規劃

340億美元
關稅25%

2018/7/6
生效

160億
美元
關稅
25%

2018/8/23
生效

2,000億美元
關稅10%

2,000億美元
關稅提高至25%

2018/9/24
生效

2019/5/10
生效

3,250億美元
關稅25%

生效日尚未訂定
資料來源：MIC，2019年7月

工具機、發電
機、馬達、電
腦零組件等

半導體、
發動機、
電池等

電腦主機板、伺服器主機板、
桌上型電腦、路由器、數據機

(xDSL, Cable Modem)等

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
電玩主機、隨身碟等

主
要
產
品

清
單
總
額

2019/6/30
休戰

2018/12
重啟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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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衝突發生背景

美國自2018年6月起，宣布三批總值達2,500億美元對中國
大陸加徵關稅之商品清單，並陸續對相關商品課徵懲罰性
關稅

美國與中國大陸仍存在甚高的貿易利益衝突，雙方對解決
貿易相關議題歧見甚多，不易達成共識，目前持續協商中

近期川普宣布自5月10 日起，將第三波兩千億美金的產品
關稅由10%調升至25%，並規劃第四波約達3,250億美元之
懲罰性關稅清單，已包含中國大陸所有輸美的產品；幸而
在6月30日G20會後決定貿易休戰，維持5月10日之後狀況

川普政府更將貿易戰升級至科技戰，對華為發起禁止美國
企業採購其產品之禁令，甚至禁止美國企業出售其產品、
技術予華為；但6月30日G20會後放寬華為購買美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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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衝突成因

長期原因

• 美國製造業外流：
中國透過低廉的生產
條件與政策誘因，吸
引全球製造業者前往
設廠生產。美國製造
業多委外生產，生產
據點即以中國為主

• 美中貿易逆差：中
國為美國最大的貿易
逆差來源，占美國總
貿易逆差47%

中期原因

• 中國製造2025：中國
欲發展自主製造業供應
鏈，並將相關政策納入
國家發展計畫

• 國際大廠智財外流：
中國透過政策手段重點
發展高科技產業，當以
政策吸引外來投資時，
往往附帶條件，藉此取
得關鍵技術，導致國際
企業面臨智財外流之慮，
對此美國擬以特別301條
款因應

短期原因

• 國際政治角力：中國
快速崛起，美國在產業、
總體經濟上的領先優勢
逐漸消彌，甚至在軍事
上的壓倒性優勢也減低，
美國擬以此減緩中國的
發展速度

• 總統競選承諾：川普
總統致力於完成其競選
期間的承諾，其中即包
括減少貿易逆差，讓其
他國家不再於貿易上占
美國的便宜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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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貿易法301條款對日本制裁

• NEC在半導體銷售額上超過美國企業，在
1985年躍居世界首位

• 美國企業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
投訴稱日本DRAM等產品進行傾銷

• USTR抨擊日本市場「結構性封閉」

• 承諾自主限制出口和在日本市場接受外國
造半導體

1986年日美半導體協定

• 1995年美國單方向宣佈對日本13款高檔車
徵收100％關稅

• 美方暗示啟動301條款，迫使日本改善情況

• 日本企業制定和實施提高海外生産比例等
自主計劃

• 日商將汽車生産轉移至北美獲得美國市場
需求，並提高日本車企競爭力

1995日商汽車生産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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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銀行，資策會MIC整理，2019年7月

1986年「廣場協議」簽署後，
兩年內日元升值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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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衝突的本質

 高科技產品標準化造成規模經濟、高度集中於東亞地區

高科技產品的標準化，造成全球產業分工細緻化

ICT產業之生產高度集中於台灣、韓國等業者上，生產據點於過去十年間，除半

導體以外，其餘皆高度集中於中國大陸

 變樣變量的智慧製造崛起

物聯網時代缺乏具規模的單一產品，而以變樣變量及強調個人化的產品為主

集中化、標準化的ICT產業生產模式將逐漸被智慧製造的生產模式所取代

傳統ICT產業強調的規模經濟優勢已經不再，未來的生產將更貼近消費者與市場

 高科技產業供應鏈全球重新布局

美國亟欲在本土建立更多產業供應鏈，中國也積極建立本土供應鏈

美國以下游製造產業為主，中國積極投入電子零組件如半導體等產業與軟體產業

估計美、中雙方都將投入更多政策資源，補足其供應鏈缺口

其他國家同步發展本土供應體系，以避免相關產業體系受控於其他國家

全球產業分工將面臨結構性轉變，製造業者需開始思考市場導向的生產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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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的技術、產業與國際分工

產業供應鏈
重新佈局

智慧
製造

AI+IoT

• 變樣變量的智慧
製造技術浮現

• 多數製造業由人
力密集轉變為技
術密集

• 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技術
帶動多元智慧化應用

• 消費與生產模式質變

• 各國積極利用智慧製造
重新發展本土製造業

• 因應個人化消費趨勢，
未來製造區位的選擇將
轉為市場導向

VS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9年7月



美中貿易衝突可能情境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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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的可能情境

未來發展情境

最嚴重情境

．美中貿易爭端
擴大至所有產品

．全球各主要國
家皆涉入其間

．美、中無法在
短期內談判取得
共識

最可能情境

．美中持續談判
但無法在短期內
解決衝突

．各國未受直接
牽連但國際經貿
活動減緩、不確
定因素變多

最佳情境

．美中貿易爭端
止息，雙方以談
判取得共識

．國際經貿恢復
秩序，以各自之
產業政策吸引國
際投資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9年7月



美中貿易戰的影響層面

直接影響

間接影響

1) 市場經營：中國大陸國內經濟受挫，衝擊各國業者在中國大陸市場的經營
2) 消費信心：各國投資信心、消費信心下滑，衝擊各國經濟成長表現

1) 關稅提高：增加廠商全球運籌成本
2) 技術保護：相關訴訟使得我國業者連帶受牽連（如聯電）
3) 限制採購，影響中國大陸業者產品外銷，影響我國上游業者（如中興、華為事件）
4) 資安疑慮：品牌客戶對資安要求增加，使我國代工業者需將高階網通相關產品產線移出

中國大陸
5) 標準競爭：兩國科技標準競爭，我國業者必須選邊，或兩邊佈局，增加成本

預測機構 IMF EIU OECD

發布時點 2019年1月 2019年2月 2019年3月

年度 2018(e) 2019(f) 2020(f) 2018(e) 2019(f) 2020(f) 2018(e) 2019(f) 2020(f)

經濟成長率 3.7%
3.5%

(-0.2%)
3.6% 2.9%

2.8%

(+0.1%)

2.6%

(+0.2%)

3.6%

(-0.1%)

3.3%

(-0.2%)
3.4%

註：括號內為相較2018年第四季預測數據之變動值 資料來源：各公司，資策會MIC整理，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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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景氣轉弱

資料來源：IMF、MIC整理，2019年7月

 2019年全球GDP成長率下滑至3.3%，美、德、法、中等大國之GDP成長率皆不及
2018年。另因美中貿易衝突，製造業者尋覓中國以外新生產或組裝地點，亞洲部
分新興與發展中國家可望受惠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預測，大陸GDP每下滑 1％，台灣下滑 0.29％；若美中全面開打
，貿易各降 20％，台灣可能衝擊GDP可能下滑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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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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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年全球與主要地區經濟成長率
全球整體

先進開發國家

新興與發展中國家

歐盟

歐元區

歐洲開發中國家

亞洲開發中國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中東及北非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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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貿易戰長期僵持恐導致保護主義崛起

期間
影響層面

短期 中長期

直接影響

 出口關稅提高
 全球運籌成本提高
 市場需求因價格提高而下滑
 關鍵零組件受限而無法出貨

 我國業者需於全球主要市場
設廠，經營成本飆升

 中國大陸以國家安全名義發
展本土ICT供應鏈，趁勢取
代我國ICT產業領導地位

間接影響

 全球政治局勢動盪，衝擊消
費需求

 產業經營風險大幅提高，體
質較弱之業者恐將倒閉，銀
行等關聯產業受牽連，進而
導致下一波金融風暴的形成

 各國採行保護主義，我國業
者因缺乏內需市場而競爭力
大幅下滑，部分主力產業恐
將因此消失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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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的影響評估

敏感科技管制政策
• 美國逐步擴大、強化高科技管制輸出，將對我國提出加強技術保護要求，相關產業恐受影

響而波及兩岸布局、技術開發和人才流動
• 中國大陸與歐美國家競爭5G標準等，將影響我國業者在相關技術標準的佈局，專注美方標

準或美中方案兼作將是我國技術發展與成本管控難題
市場保護管制政策

• 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政府禁用中興、華為網通設備衝擊我國相關供應鏈產值，雖可刺激
部分歐美業者訂單來台，但亦可能使三星等海外競爭者崛起

• 預期美光控告聯電、福建晉華等智財案件頻仍發生，避免美國高科技經由第三地而外流，
恐影響我國在中美日之三方商業合作模式與營運成本

美國科技管制政策

傳統模式

瓦聖納協定

管制軍事用

途

301法案調

整貿易逆差

狀況

敏感科技

管制14項高

度敏感技術

保護5G等特

定關鍵技術

市場保護

阻絕華為等

競爭者

協助控告被

侵權

美方目前加強調整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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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5
台灣產能外移

2010
大西進

2019+
擴大捷克、波蘭組裝據點
捷克：英業達、和碩等
波蘭：仁寶

2019+
擴大墨西哥
組裝據點

2019+
生產據點移往
東南亞、南亞

2019+
高階／高價
移回台灣或
直接在美生產

2019+
少數移往巴西
生產或組裝

三、長期產業結構變化
 資訊產業之全球布局將重新思考，甚至影響台美合作方式

或未來商業模式（HP、Dell等美系業者已在推動 Product as 

a service 商業模式）
 低階留在中國，中階移往東南亞，可望推動東南亞成未來

資訊硬體主力市場

四、主要面臨問題
 台灣：外勞、土地、廠房、水電及進出口等問題
 東南亞：勞工、文化、產業聚落、政治情勢等問題

物料件(金屬、塑膠)
零組件(PCB、連接器)
等較高汙染產業轉移時程較
慢，恐延至2020年以後

美
國

產業應變措施：資訊業者產線重佈局

一、產業因應作法
 資訊硬體產品9成中國大陸製造，3成輸美
 輸美產值10,236億元新台幣
 主要業者：廣達、仁寶、緯創、英業達、和碩、鴻

海、微星、技嘉、精英

二、產業因應作法
 預期2019年將陸續配合客戶要求轉移生產或組裝基地
 部分高階產品可望移回台灣建廠生產、其他產品將調

整全球布局、新建產線

（廣達、鴻海等）

（仁寶、英業達、緯
創、和碩、鴻海等）

越南：仁寶、鴻海等
菲律賓：緯創
印尼：和碩
印度：鴻海、緯創等
巴西：鴻海、仁寶等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9年7月



越南
(網通:智易/正文/啟碁等)

(手機:鴻海↑)

印尼(和碩等)

馬來西亞
(網通:芮特；手機:緯創↑)

高階/高毛利回台
(如智邦↑ 、中磊↑、明泰↑、
正文、啟碁、友勁、和碩↑)

印度
(和碩等)

中階新南向

低階留中

註：↑表業者既有產線擴增產能

一、網通供應鏈現況
•網通設備9成中國大陸製造，3成輸美
•產值1,880億元
•主要業者:鴻海、和碩、智邦、中磊、明泰

•手機9成中國大陸製造，由中輸美產值約6,500億元
•主要業者:鴻海、和碩、緯創
•多數代工商為規避可能風險，擴大布局越南、印度、印
尼、捷克等地產線

二、產業因應作法
產能轉移規劃：
1. 多數業者考量配合歐美客戶要求，評估移往非中國大

陸地區生產（若貿易休兵觀察期結束、關稅提升至
25%後）

2. 部份業者(如鴻海/和碩/緯創等大型業者)已於墨西哥、
印度等第三國設產線，就近擴張產能布局，供應當地
或鄰近市場所需

三、長期產業結構變化
業者產地移轉移轉速度及落實程度，需密切觀察美中談判
結果而定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9年7月

產業應變措施：網通業者產線重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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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科技戰長期因應建議

•面對美國新的製造業回流政策，台灣有機會重新定義與美國關
係。從過去的單純代工，轉型加入美國在地價值鏈體系，增加
台灣與美國的創新連結，並從中獲取創新的能量

強化台美供應鏈整合

•不論美國品牌廠商如何規劃其全球佈局，皆需仰賴台灣產業供
應鏈。若能深化台廠與美商的連結，如與矽谷潛力企業合作，
整合台灣資通訊硬體製造優勢，與美商共同發展新創應用，將
可強化台美的互惠依存關係

緊密雙方經貿夥伴關係

•應思考轉移經營版圖以降低關稅衝擊，發展多元化國際市場，
以降低對美銷售下滑之衝擊。若台商面臨轉單和遷廠壓力，可
思考將經營版圖由中國大陸移往歐洲、東協等國家，尋求對美
關稅較低的生產基地，降低對美國進口高關稅的影響

進行多元國際市場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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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之下的技術發展議題

多元技術標準佈局

• 若未來美中科技戰持續，全球可
能出現多元技術標準，我國業者
面臨技術標準選擇議題，未來需
具備多元標準佈局能力

台美技術合作強化

• 面對美國對中國科技封鎖的壓力，
我國除配合美方之要求外，應另
行盤點現有與美國的技術合作項
目，伺機強化與美國的合作深度
與廣度，主動爭取對我有利的合
作條件

尋求多國技術合作

• 其他國家如日本等，面臨美中衝
突時亦積極思考供應鏈與技術的
重新佈局，我國應趁勢與相關國
家發展進一步的技術合作

關鍵技術佈局策略

• 若科技戰進一步惡化，我國應研
析強化關鍵技術佈局策略，以免
受制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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