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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自 2018 年 3 月 22 日中美貿易戰開打後，便有許多相關的新聞資訊在國際間不停地

討論著，而在這些報導當中，大多數都是以討論美國製造業的回流率、中國製造業出口美

國的關稅成本提高以及中美貿易戰未來還會持續多久……為主。鮮少人將焦點放在台灣本

土的製造業上，且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僅知皮毛，並未做太多的深入探討及研究。因此我

想藉由蒐集相關資料及訪談製造業業者，進而了解更多有關於中美貿易戰對台製造業的影

響。 

 
二、 研究目的 

 
現今中美的政治、經濟關係不如以往，恐怕以後只會越演越烈。中國有世界工廠的美

譽，且美國為其最大宗的消費者，但現在中國面臨的損失極大，美國也得尋找他國相關工

廠進行生產、代工，而台灣製造業如何面對此貿易戰的影響，甚至將這次的危機轉為契機，

更積極地爭取對美國出口的機會，因此想藉由此篇小論文來探討： 

 
（一）中美貿易戰的始末 

 
（二）轉單效應 

 
（三）解析對台製造業的影響層面 

 
三、 研究方法 

 
此次小論文利用文獻分析法以及訪談法來呈現。 

 
（一）透過蒐集網路、書籍資料及期刊進而瞭解更詳細的貿易戰經過及其兩大國對台灣

製造業的經濟影響。 

 
（二）與製造業業者訪談後，將訪談內容做統整。 

 
（三）彙整、分析所有資訊後，將內容及表格完成。 

 
（四）與老師討論後，將所提供的意見將小論文內容改善，以增加小論文的可信度。 

 
四、 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訂定主題 
研究動機、目

的及方法 
蒐集資料 

實地訪談業者 
整理所擁有的

資訊 
得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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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淺述中美貿易戰之始末 

 
自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逐漸崛起，使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

位備受威脅。直到最近幾年，中國因為涉及智慧財產權及商業機密的關係，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才開始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貿易戰。美國依據 1974 年貿易法的 301 條

款，可以向中國徵收關稅，而其涉及的商品高達 600 億美元，為此中國展開報復行動，向

美國徵收約 128 項商品的關稅，之後雖然休戰了三個月，但情況並未好轉，反而更激烈。 

 
根據財經 M 平方（2019）的貿易戰時間軸中發現，美國自 2017 年 8 月 18 日開始啟動

301 調查，並在 2018 年 7 月 6 日實施第一階段關稅清單，而中國相對祭出了關稅清單，

而後續雙方一來一往互不相讓，使得中美貿易戰越演越烈，並將較重要的事件以條列式做

成下表一。 

 
  表一：中美貿易戰重大事件 

時間 美國 中國 

2017/08/18 

啟動 301 調查，判定中國是否侵犯

到美國的智慧財產權及強制技術轉

移。 

 

2018/03/22 

根據 301 報告結果簽署「中國經濟

侵略」備忘錄，並將對價值 500～

600 億美元進口商品課徵 25%關

稅，並對其投資進行限制。 

 

2018/04/03 
公布對中國價值 500 億美元商品共

計 1333 項。 

隔日公布對美國價值 500 億美元商

品共計 106 項。 

2018/04/16 禁止個人或企業出售零件給中興。  

2018/05/03 
提出 2 年內縮減貿易逆差 2000 億美

元、停止對中國 2025 製造補貼。 
 

2018/05/15  同意採取有效措施縮減貿易逆差。 

2018/05/29 

對技術轉讓、產權將實施投資限

制、出口管制，並將對中國製造

2025 的相關產品徵收 25%進口關

稅。 

 

2018/06/15 

宣布將於 7/6 對 818 項產品課徵

25%關稅，之後對 284 項中國 2025

製造受惠商品課稅。 

隔日公布類似清單，將於 7/6 對美

國大豆、汽車等 340 億美元商品課

徵 25%，之後對化工品、能源等

160 億美元商品課徵 25%。 

2018/07/06 
第一階段關稅清單生效（340 億美

元）。 

第一階段關稅清單生效（340 億美

元）。 

2018/07/10 
公布將對中國2000億商品關稅清單

課徵 10%關稅。 
 

2018/08/01 
將 7/10 2000 億商品的 10%關稅研

擬上調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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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3  
對美國 600 億美元商品課徵 5%～

25%關稅 

2018/08/07 
公布第二階段 160 億美元商品清單

25%關稅於 8/23 生效。 

隔日公布對美國 160 億美元商品課

徵 25%關稅，8/23 生效 

2018/08/23 
第二階段關稅清單生效（160 億美

元）。 

第二階段關稅清單生效（160 億美

元），並向 WTO 提起訴訟 

2018/09/17 

宣布將於 9/24 對中國 2000 億美元

商品課徵 10%，並在 2019/01/01將

關稅上調至 25%。 

隔日公布將於 9/24 對美國 600 億美

元商品課徵 5%～10% 

2018/12/01 

G20上同意暫緩 2000億商品關稅升

至25%，要求在90天內將智慧財產

權保護等達成協議，否則暫緩無

效。 

同意將擴大對美國農產品、能源、

工業等產品購買，以縮減雙方貿易

逆差 

2019/02/15 
第六輪談判後，雙方將就協議內容

發布「諒解備忘錄」。 

 

2019/02/24 
願意延長 3/1 期限，並簽署最後協

議。 

 

2019/03/05 
10%懲罰性關稅不會提高，也不會

擴大關稅範圍。 

 

2019/05/06 

因第十輪談判無達成協議，發言

5/10 對中國 2000 億美元商品關稅

調高至 25%，其餘 3250 億美元商

品將加徵 25%關稅。 

 

2019/05/10 

第十一輪談判未達成協議，同時對

中國 2000 億美元商品關稅上調至

25%。 

 

2019/05/13 

 宣布在 6/1 對已加徵關稅的 600 億

美元商品提高關稅，分別實施

25%、20%、10%。而之前加徵

5%的關稅商品，則不變。 

2019/05/16 

簽屬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企業使用

外國對手的電信設備，並將華為等

70 家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名單。 

 

2019/05/21 

延長對華為和子企業出口禁令 90

天，但不得向美國企業採購新零

件。 

 

2019/05/31 

 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對基非商

業目的對中國企業造成損害，對中

國安全構成威脅的外國法人列入其

中。 

2019/06/02 
 發布《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

場》。 

2019/06/15 
正 式 調 高 2000 億 美元 關稅 至

25%。 

 

2019/06/29 
重啟貿易談判，暫緩新增 3000億商

品關稅，並取消出口華為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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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2 

將於 9/1 對剩餘 3000 億中國商品加

徵 10%關稅，商品包括手機、筆

電、玩具等大量消費品。 

 

2019/08/06 
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  

2019/08/14 
將部分 3000 億商品延期加徵，

1560 億關鍵消費品延期至 12/15。 

 

2019/08/24 

於 9/1 將 3000 億美元商品關稅由

10%調漲成 15%。且發布一份聯邦

公報，在 10/1 將 2500 億美元商品

關稅由 25%調漲至 30%。 

 

2019/09/01 
新一輪提高關稅生效。 新一輪提高關稅生效。 

（表一資料來源：財經 M 平方（2019）。貿易戰時間軸專區。2019 年 8 月 30 日，取

自 https://www.macromicro.me/time_line?id=1&stat=724） 

 
二、 轉單效應 

 
轉單效應的定義為客戶將原有的訂單轉給了具備生產力的供應商來生產相同的產品，

且成本不一定會增加。這樣一來，新供應商接到了新的訂單，也增加了他們的總出貨數量，

提高了銷售金額及利潤。而在這不停的循環當中，所造成的影響，我們稱之為轉單效應。 

   
由於貿易戰的因素，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商品關稅大幅提升，而美國進口商為降低其關

稅成本，所以將大部分的訂單由中國轉到台灣及東南亞，令中國製造業措手不及，無力改

善此現象。雖然台灣並不是每個產業出口都呈正成長，但穩定程度相比於其他亞洲國家已

經算是穩定。在 5G的帶動下，科技產品需求提高，而科技加值產品也隨之提高。以 2019

年前 7 月我國出口逆勢成長產業圖中之資通及視聽產品為例（如圖二），顯示成長率高達

43.3%，而出口金額更高達 91.1 億美元，說明了產品能夠逆勢成長，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

處長邱揮立表示：「顯示只要符合市場需求，即使經濟走衰，企業仍能找到出路。」（楊

泰興，2019） 

 

 
圖二：今年前七月我出口逆勢成長產業圖 

（圖資料來源：轉單效應，八產業出口逆勢增（2019）。2019 年 9 月 7 日，取自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4031785） 

 
 
 
 

https://www.macromicro.me/time_line?id=1&stat=724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403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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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台製造業的影響層面 

 
（一）台商回流 

 
自 2018 年 7 月 6 日第一階段 340 億美元關稅清單生效，各個在中國的製造業正努

力規劃工廠的遷移地，並評估各國的經濟效益，確認如果將工廠轉移到他地是否有較良

好的貿易優勢及成本考量，雖然不確定未來動向將會如何，但很肯定的是情況會愈來愈

糟，關稅也只會愈來愈重。而美國於 2019 年 9月 1 日對中國部分 3000 億美元商品課徵

15%關稅，關於此事，中國不得不採取反制措施，否則損失不可估量。 

 
而在中國的台商也不意外，如果其製造大廠全都在中國，且主要市場以銷往美國為

主，則第一次的關稅清單必定受到不小的打擊，所以有越來越多的台商選擇將工廠及技

術遷來台灣，並回流投資，以避免未來居高不下的關稅。 

 
1、 正面影響 

 
從 2018 年起，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開始，加上蔡英文總統的投資台灣政策

（Invest Taiwan），漸漸有更多的台商準備將工廠遷回台灣，將在中國生產的比例

降低，並把東南亞及台灣的代工比例提高，以分擔在中美貿易戰可能產生的風險，

抑或者是投入大量資金在台灣上，而目前累積的投資資金將達到 6000 億元新台幣。

無論是新設置的工廠、引進的新技術或是更多的工作機會，對於台灣都是良好的條

件，而下圖三為全球主要提供經濟資訊的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在推特

上的貼文：「中美貿易戰是台灣把錢帶回家的絕佳機會。」（簡恒宇，2019） 

 

圖三：彭博社的推文 

（圖三資料來源：Twitter ST Foreign Desk（2019）。2019 年 9 月 7 日，取自

https://reurl.cc/QpdZrp） 

 
而這波台商投資回流潮，並不是一次性的衝動，而可能是讓台灣維持十年以上

的回流潮。這次不僅讓經濟部部長眉開眼笑，也讓台灣躍升至國際舞台，使更多人

認識台灣，進一步了解中間這個佼佼者如何運用資源在兩大勢力下存活。  

 
 

https://www.storm.mg/authors/60032/%E7%B0%A1%E6%81%92%E5%AE%87
https://reurl.cc/QpdZ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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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面影響 

 
中國與台灣的進、出口關係緊密，面對此次中美貿易戰，政府該如何因應，使

得台商更有意願進駐台灣。台灣缺勞工、缺土地、缺電，這些因素都成了欲回流台

商列入考慮的原因，且只要台商大量回流，會衝擊到在地的產業，使得勞工、土地

及電力，遠遠不足以供給所有人。而製造業回流所造成的成效也沒有那麼迅速，通

常要到 3 年或以上，營額收入才會穩定，對於現況，並無造成多大的改變。 

 
（二）本土製造業的影響 

 
1、 傳統製造業 

 
傳統製造業為勞動力密集型且以製造加工為主，如下圖四所列的產業，有食品

業、菸草業、紡織業、服飾業、皮革毛皮製品業、木竹製品業、家具及裝設品業、

紙漿紙及紙製品業、印刷及有關事業、非金屬礦物製品業和雜項工業等等。 

 

 
圖四：製造業產業圖表 

（圖四資料來源：林平（2015）。從數字看台灣產業。2019 年 9 月 19 日，取自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5/18719） 

 
對於以外銷為主的傳統製造業而言，貿易戰對出口商品至美國較以往容易，美

國客戶會考慮多方面層次，也擔心後續從中國進口的關稅問題，進而將訂單轉至台

灣及東南亞。對於出口商，出口商品至美國的關稅並不重，且美金匯率升值，造成

出口商獲利較以前高，面對美國的轉單效應，台灣業者得積極爭取。在這段期間內，

詢問產品價位者（新客戶）也愈來愈多，美國進口商走向多元化詢問價格，不依賴

向單一業者／國家進口商品。現在傳統製造業對出口美國市場有利，對其他市場的

影響幾乎為零，並沒有因為中美貿易戰而受到太多不良的影響。 

 
2、 高科技產業 

 
高科技產業主要為電力及電子器材業、化學材料業、機械設備業、運輸工具業、

化學製品業及精密器械業所組成。 

 
時報作者任珮云在文章提及：「目前，中國是亞洲最大的電子製造業基地，約

佔全球資訊與通訊科技產品出口的 45%（含香港）。」（任珮云，2019），而中美

貿易戰所引發的科技戰使得中國廠商的客戶萎縮，引發轉單效應，至台灣及東南亞。

而台灣佔盡優勢，因為技術人才在台灣的比例較高，而我們爭取的機會也愈大，簡

而言之，兩派大佬的戰爭讓台灣趁勢佔了上風。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5/18719


中美貿易戰對台製造業的影響 

7 

四、 業者訪談 

 
（一）受訪業者介紹 

 
晨陽公司如下圖五，自 1991 年成立以來公司所生產的產品主要有切割墊板及各種美

術相關用品，且近年來不斷以創新的思想來研發產品，並以 99%外銷市場及 1%國內市場

維持公司營運。在以臺灣為製造產地，且不斷與外商競爭的狀況下，晨陽公司珍惜著每

一次與國外市場交易的機會。 

 

 
圖五：晨陽興業有限公司 

（圖五資料來源：晨陽興業有限公司（2019），2019 年 8 月 30 日，取自

https://tw.mornsun.com/） 

（二）訪談目的 

 
2019 年 9 月 14 日在晨陽公司裡採訪了陳杉銘總經理。晨陽公司以台灣製造為傲並以

99%國外市場及 1%國內市場銷往世界各國，而在中美貿易戰下獲益的通常是台灣本土產

業，所以晨陽公司是最為符合的訪談對象。而此次訪談是為了能更瞭解本土產業對中美

貿易戰的想法，並獲取不同方面的資訊。 

 
（三）訪談內容 

 
以下為訪談者（以下簡稱為甲方）對晨陽興業有限公司的陳杉銘總經理（以下簡稱

為乙方）訪談的內容結果。 

 

• 甲方：請問您認為中美貿易戰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乙方：中美貿易戰是未來每個製造業必須面對的問題，且美國為中國的主要客戶，

中國無法從中獲取利益，只能在夾縫中生存。因為中國大多生產生活化用品，而

課徵關稅也對其造成極大影響，可說是對幾乎整個中國製造業重重地打了一槍。

而在中國有很多台商，他們必須盡快移往台灣及東南亞，但是台灣資源並不比東

南亞優渥，造成許多台商優先考慮移生產線至東南亞。美國買家轉向第三地採購，

雖然台灣品質較優，但台灣出貨成本高，未來要穩定得找到好的出口，避免被競

爭者打下。 

 

• 甲方：請問您認為中美貿易戰對公司是利還是弊？ 

 
 乙方：對於本公司來說，我覺得利大於弊。因為本公司以出口為主，而現在出口

至美國較以往容易，且美國客戶的詢問度提高，將訂單轉至台灣的客戶也有增長。

現階段對於出口美國市場較有利，公司獲利提高。 

 

https://tw.morn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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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請問中美貿易戰對貨幣造成的影響，對出口商是好是壞？ 

 
 乙方：在中美貿易戰期間，美金升值，而美金升值也就意味著我們賣出一個商品，

所獲得的利潤也提高，對我們（出口商）而言，是非常有利的。 

 

• 甲方：請問新南向政策對你們而言有吸引力嗎？ 

 
 乙方：如果我說沒有那一定是騙人的。公司正考慮將生產線移至越南，因為當地

勞工的薪資比台灣還要低，且勞工足夠，對於製造業的我們是極大的誘惑。尤其

客戶也提到過，將生產線移至越南，對公司會有更好的發展。而在越南要將商品

出口到美國的關稅較低，光是這兩項就能省下許多成本。  

 
（四）訪後結論 

    
1、 對台灣的影響 

 
從訪談中，乙方認為中美貿易戰是未來每個製造業必須面對的問題，在美國為

中國主要客戶的情況下，這次的事件使得中國根本無利可圖，更對整個中國製造業

造成巨大的影響。因為貿易戰，美國對中國課徵幾乎所有商品類別的關稅，而對以

製造生活化用品為主的中國製造業更無法繼續以相同的模式維生。在中國有很多台

商正想辦法將生產線外移至台灣又甚至是東南亞，但是台灣目前的環境並無東南亞

方便。在台灣，原物料提供並沒有以前方便，勞工、土地、政策及電力樣樣缺乏，

並無法提供像中國一樣大規模的勞工、土地及電力，而東南亞的條件相對比台灣更

好，因此他們會比較傾向往東南亞發展。而美國買家轉向第三地採購的動向，乙方

覺得雖然台灣生產的品質較優，但相對來說成本也較高，需要出口穩定，且有固定

客戶，否則未來將會有更多的競爭者。 

   
2、 貨幣 

 
目前貿易戰造成美金升值，對台灣出口商有利，因為出口一件商品得到的錢變

多，而獲利也多；對進口商不利，進口的成本增加，獲利少，甚至虧本。而進口商

得拿出更多台幣來買美金。目前的市場狀況，因為買方少，不敢進口太多商品，且

消費者消費力不足，損失極大。 

 
3、 新南向 

 
而乙方提到，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乙方公司目前正考慮未來是否要在越南

設廠，因為訂單越來越多、勞工不足，薪資也越來越貴，而越南有足夠的勞工和較

低的薪資（越南的平均勞工薪資約為台灣的三分之一，等於在台灣請一個人越南可

以請三個人），將商品出口至美國也是免關稅的，客戶也有提議前往當地設生產線

發展會更好，而新南向政策對該公司也頗具有吸引力。上述的條件對製造業都是有

利的，未來只要台灣員工薪資成本提高，乙方會毫不猶豫地過去設廠。 

 
參、結論 

 
從本次研究中可以了解到兩大強國之間的貿易戰對全球各地影響甚大，誘使了原中國訂單

回台的轉單效應，以及在中國的台商回台設廠的意願增加，使得台灣成為貿易戰受惠的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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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然而，我們對中美貿易戰未來的發展無從得知，台灣企業如履薄冰，因此台灣政府在國際

貿易的策略上要如何因應貿易戰所帶來的瞬息萬變，這將會是政府與民間企業在未來非常重要

的課題。 

 
在訪談晨陽興業有限公司的過程裡，也發現台灣新南向政策為台灣在地產業開啟另一扇窗，

但這也意謂著東南亞國家在貿易上的優勢相較於台灣在地設廠的條件優越許多，這會促使台灣

面臨部分企業出走、技術人才失業與外流等其他問題。因此，在貿易戰中台灣看似是受惠的一

方，但真正漁翁得利的卻是東南亞國家，台灣在面對未來未知的中美貿易戰發展，政府應多與

民間的人才與企業交流，了解多方需求共同來擬定最適合的策略，為台灣經濟再創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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