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 

主題 智庫週: 全球供應鏈重組 臺灣的機會與挑戰 

時間 111 年 10 月 12 日 (三) 15:10~17:00 地點 張靜愚紀念圖書館一樓秀德廳 

主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談到「全球供應鏈重組」會想到那些關鍵字？不只有地緣政治、美中衝突與疫情，相

關產業的供應鏈型態與管理、營運模式、產業樣貌與軌跡等多元驅動因素也將隨之改變。

講者認為在 2017 年 GVC 會持續擴張，並且放緩成為新常態，為了追求全球價值鏈的穩健

性，以因應突發性的風險，如疫情、地震等自然災害，以及環保意識的抬頭，使得全球價值

鏈擴張趨緩。 

       地緣政治的衝突也會導致產業價值鏈的重組，如美中的科技戰，大國間的抱團對峙

也可能引發國安等議題，以及領先優勢之爭，美國想要壓抑快速崛起的中國，抵制手段也

將趨於多元化。美中科技戰相當具針對性，主要針對新興科技、特定領域和企業，國際組

織之間也產生變化。另外，美國祭出「長臂管轄權」用來箝制中國，除既有產業標準之爭，

跨境貿易、投資限制外，還包括材料、重要設備技術的出口核准或管制等。 

       再來談到美國近期在半導體領域的重要措施，其中護欄條款為獲得美國政府補助的

實體不得參與在中國或其他受關注國家的實質性擴大半導體產能的重大交易，受關注國家

指中國、朝鮮、俄羅斯、伊朗等國家。而美國對於關注國家的防堵，首先是更嚴格的出口管

制，未來將禁止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售，再來是以國際合作擴大防堵，以及限制美國主

體對中國投資。 講者在此提到，美國對中國不只是維持相對領先優勢，而是透對打壓，盡

可能創造絕對的領先。而由於美對中主要是「選擇性脫鉤」，目前台廠可能因此「選擇性新

東進」，目前到美國設廠的大部分是半導體與電動車為主。 

       其實美國關切的範圍不只是台積電，中國第三代半導體產值正快速上升，基板產能

漸漸擴大，晶圓規格由 4 吋向 6 吋提高，晶片量提升，也造成更多企業加入競爭。「一四

五」期間（2021～2025 年） 中國很明確了解受制於美國，因此為突破卡脖子技術，以國

家重點研發計劃支持研究，目標則是以 6 吋基板高品質、規模化量產，並力求突破 8 吋基

板關鍵技術。 

       至於美中貿易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整體趨勢趨於以市場為中心之價值鏈區隔化，

但中國市場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因素也會形塑 in China, for China 的價值鏈。舉例來說，特

斯拉在德州是以 Panasonic 為主， 在上海則是可以出口到歐洲去 ，並且沒有大規模激烈

衝突。對於 GVC 變形的一些推論，未來在關鍵領域和訂單集中的產業，會環繞有影響力且

有政經衝突的大市場讓 GVC 開始分裂，如特斯拉。另外，天下雜誌提到，三大台商供應鏈

創新，散鏈生產，例如大聯大可以倉儲代工，服務區域供應鏈等等。 

        再來談到淨零碳排對國際價值鏈的影響力，淨零碳排影響可能會大於美中科技戰，

相較之下，淨零碳排無局外人，由於一開始就波及整個供應鏈，各種行業都難以置身事外，

然而台灣本身的限制條件，如綠能、碳權相對有限，處理起來非常棘手，因此可能會使一

些產業選擇外移。 



       最後談論到台灣產業未來的政策著力點，在目前市場轉向的產業領域，台灣需要建

立新興的供應鏈連結，以促成台灣出口商品結構與市場結構的轉型。而台灣未來供應鍊要

放在國家架構下處理，政府必須要協助廠商大面積的植林與大環境的保護、藍碳等，未來

國際合作的形式將會是產業必須的走向。 

活動現況剪影 

  

▲主持人 ▲與談人(左) 主講人(右) 

  

▲主講人用心講解 ▲合照 

 



中原大學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 

主題 智庫週: IPEF 印太區域經濟的整合與重建 

時間 111年10月13日 (四) 15:10~17:00 地點 張靜愚紀念圖書館一樓秀德廳 

主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在疫情趨動下，數位經濟已提前了十年到來，人們為了減少與人接觸，出門時不願意

帶零錢，於是行動支付的比率急遽升高，也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手機載具取代紙本發票，

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網際網路也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不知不覺中我們早已身處數位

經濟的時代。 

    在過去，台商大多把生產基地設廠在中國，並仰賴中國的生產製造，然而 2018 年美國

總統川普祭出貿易戰後，把出口關稅從原本的 0%提升到 25%，高額的稅金導致台商不願

意繼續從中國出口，紛紛打算轉移陣地，因此造成全球供應鏈重組，從 made in China 變

成 made in everywhere，那麼，全球供應鏈重組的下一步為何呢？根據 2022 至 2025 年

淨零碳排下 ICT 產業全球產能比顯示，新南向從 30%增加到 40%，墨西哥及中東歐從 10%

增加到 20%，產業貌似正漸漸往外發展，然而工業總會在今年八月統計了中國因疫情反覆

封控下，台商未來對大陸的投資規模比，其中投資規模維持不變的比重佔了高達 52.3%，

可見未來的變化仍然是留在中國占多數。 

    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和大陸疫情考量之下，台商回台投資躍居全台首選，根據資料

統計，2020 年共有 50%回台、35%到越南，而 2022 年共有 53%回台、37%到越南，由

此可知今年在回台投資的比率還是最高的，然而面對蜂擁回台設廠的台商，陳子昂預判

2025 年至 2027 年台灣面臨缺水、缺電、缺工、缺土地的狀況只會更嚴重，這也是未來亟

需解決的問題之一。 

    雖然出發點不同，但拜登總統和習近平總書記在 G20 峰會都倡議供應鏈韌性之重要，

陳子昂也認為供應鏈韌性會是台商決勝負的機會。隨著美中科技戰的延燒，輪值華為董事

長郭平 2020 年 9 月在員工座談會中表示，「一個世界，兩套系統」是非常有可能的，未來

美中科技將會脫勾聯合印太戰略聯盟，另一邊則是中俄加一帶一路，形成兩大陣營。面對

美中關係的惡化，雙供應鏈體系逐漸形成，台灣該如何是好？會不會選邊站呢？陳子昂表

示：「台商有 99%不會選邊站，以賭博的心態舉例就是兩邊都壓，根據 2022 年十月資料可

知，去年台商對中美出口創新高，分別成長了 24%與 30%，代表雙供應鏈體系算是很成功

的，目前也將會持續觀望。」 

    2020 年川普進行首屆臺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美方強力要求半導體為台美首要合作項

目，後聚焦 5G、電動車等，之後第二、三屆仍然以半導體為首要目標，另外，台美合作的

優勢在於其互補關係，首先，依據 2020 年全球半導體專業分工主要廠商分布，美國在上游

（IDM 與設計）獨霸，而台灣在下游（代工與封測）獨霸，其次，世界第一與第二的攜手

合作將會在全球市場佔極大優勢，可見半導體產業未來在台灣是非常佔有優勢的。 

    回到「十四五規劃」回應美中科技戰中，首提新基建、5G 建設、人工智慧、大數據與

互聯網，也許因為疫情讓數位經濟提早到來，但不可否認人們確實越來越依賴快速方便的



科技，未來在產業上會出現什麼新突破也是指日可待的。 

活動現況剪影 

  

▲主持人 ▲主講人 

  

▲與談人 ▲頒發感謝狀 

 

▲合照 

 



中原大學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 

主題 智庫週: 逆(去)全球化下的全球經濟格局與變化 

時間 111 年 10 月 14 日 (四) 15:10~17:00 地點 張靜愚紀念圖書館一樓秀德廳 

主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在半球化下，讓全球對於台灣的關注越來越高，而談到半球化的背景，可以講到美中

「新」冷戰的開始，跟以往的冷戰不同，其實他們的經濟交流比以往還更高。2018 年是美

中新冷戰的開始，美中經貿關係：脱而不斷、世界不再是平的，因為經濟的互相依賴，反而

等於是讓對方撿到槍，供應鏈的核心優勢變成風險，中國經濟力量讓美國不得說不，並且

失去製造能量、政治反撲。 

    而中國經濟會壯大有一個原因是產業扶植補貼，中國鼓勵出口、擴大市佔使他們的規

模越來越大，另一個原因是進口替代，運用關稅、投資開放、市場進入誘因，吸引其他國家

的技術、人才、資金。 

    但中國脫離（美國）全球化的秩序，讓美國決定從「比較優勢」走向「經貿互補」，拜

登政府啟動經貿秩序 3.0 時代改革，讓各國的貿易是互補的，有優勢的國家要考慮對方的

弱勢，考量供應鏈脆弱、過度依賴、製造業空洞化及地球永續⋯⋯等，這就不是自由貿易，顛

覆了我們對自由貿易的思維。 

    再來是對於台灣的影響及因應，因為接下來未來世界秩序會大不相同，美歐中的關係

會從根本改變，美國歐洲跟中國成為「高科技」戰略競爭者、「制度」上的戰略對手，經濟

上也需要韌性，台灣在此供應鏈上的地位也因此面對變局。 

    美中政略競爭下美國對於經濟政策的重點有投資、壯大自己，經濟的安全及戰略自主，

降低對中國的依賴，而全球供應鏈的改革，以「關鍵」供應鏈優先，與我國有關者：半導體

+通訊有關之產品，且出口管制成為美中高科技戰略競爭的主要武器，對於台灣經濟都有很

大影響，台灣在加工區域的調整上也必須向南行，不能脫離中國但也不能只留在中國。 

    結論上全球產業鏈要考量的因素更為複雜，且半球化帶來台灣經濟真正全球化，而講

者認為我們 20～30 年代可以準備的方向有，開放心態及提高動機、語言、跨領域（對科技

的了解）、向南行、而對大人的建議則是：要放手。 

活動現況剪影 

  

▲與談人及主講人 ▲活動過程 



  

▲主講人用心講解 ▲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