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與中國大陸間快速加深的經濟關係

所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讓許多島內

人士愈來愈擔心。台獨陣營擔心，在大陸擁

有龐大投資的台商會愈來愈傾向統一。至於

政治立場較不激進的團體也擔心，兩岸間經

濟互動漸趨頻繁的情況下，大陸當局對台灣

未來政治的影響力也會持續增加。

島內亦有人士指出，基於「為防止國內經

濟空洞化，因而採行約束措施有其必要性」

的論點，事實上是愈來愈難維持下去了。首

先，與中國大陸間的經濟發展是否會導致台

灣產業空洞化，目前完全沒有定論。從1 9 9 0

年台灣局部開放對大陸投資開始，台灣的島

內投資平均仍占國內生產毛額2 2％以上，遠

高於1 9 8 0年代後五年1 9 . 8％的平均值。而

且，台灣製造業資本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的

比例，由1 9 9 3年的5 . 5％，增加到2 0 0 0年的

1 0％。製造業實質投資，在1 9 9 6年到2 0 0 0年

間，平均成長率達1 8 . 1％，比1 9 7 1年至1 9 7 5

年間的平均成長率還高。

電子產業快速成長

2 0 0 1年，台灣製造業產出，仍占國內生產

台灣篇2：「空洞化」的迷思

兩岸勞力分工
催化台灣產業升級

台灣如果開放對中國大陸的

投資與貿易，

是否會造成產業「空洞化」，

在目前來看，特別是對台灣

最重要的資訊科技產業而言，

幾乎找不到證據。

當然，資訊科技產業確實有

外移的現象，但在同一時間，

台灣本身的產業升級，

也有了相當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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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 9 9 1年起就持續地成長，到2 0 0 0年達到高

峰，年產值達新台幣4 0 1 6億元。2 0 0 1年，在

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下，台灣筆記型電腦年

產值下降到新台幣3 4 5 0億元，但2 0 0 2年產值

則成長達新台幣3 6 1 0億元。

網路相關產業蓬勃發展

近幾年來，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的發展，也

毛額的2 6 . 4％。雖然近幾年來製造業產出的

成長較為緩慢，但台灣的高科技電子產業，

則仍持續快速成長。整體製造業產出，在

1 9 9 6年到2 0 0 0年間，平均年成長率為6％，

但同一期間，資訊與電子業產出年成長率幾

乎達1 5％。在1 9 9 9年到2 0 0 0年間，台灣電子

業相關出口總額，由1 6 6億美元增加到3 1 7億

美元。

當然，台灣在這段期間的經濟富裕，必須

歸功於美國資訊科技產業箭一般地成長，而

該產業的快速成長，帶動整體電子業的驚人

發展。2 0 0 0年後期，這個泡沫破滅，台灣自

然也受到經濟緊縮的重大衝擊。2 0 0 1年，台

灣的國內生產毛額衰退了2 . 2％，製造業投

資也大幅減少了3 4％。不過，製造業的成長

潛力絕對沒有枯竭。台灣島內資訊與電子產

業，相較於2 0 0 1年減少了9 . 6％，但2 0 0 2年

反而成長了11％。

儘管台灣業者對中國大陸的興趣在2 0 0 1年

至2 0 0 2年間明顯地增加，然而從電子業產出

的數據上來看，看不出有任何值得憂心的泛

產業空洞化現象。然而，在1 9 9 0年代後期，

台灣的電子產業在台商大量投資轉進大陸的

情況下，仍能維持成長，主要原因就是產業

升級。就如同一般資訊科技產品的生產，在

達到供給高峰後，市場需求就會開始衰退，

而新的產品也會取而代之。

1 9 9 0年代早期，台灣資訊科技業生產的產

品，主要是以監視器、桌上型電腦、以及主

機板為主（表一）。監視器產值在1 9 9 7年攀

上巔峰，達新台幣1 4 9 6億元（相當於5 2億美

元），之後便逐年降低。桌上型電腦產值，

到2 0 0 0年才達到巔峰，但在之後的兩年間，

又呈現下滑的現象，整體產值由2 0 0 0年的新

台幣6 7 2億元，降到2 0 0 2年的1 0 2億元。

桌上型電腦與監視器已經不再扮演台灣資

訊科技革命的先發角色。這類產品在市場上

已經被更輕薄短小、更具功能性與移動性的

產品所取代。比如台灣生產的筆記型電腦，

21www.gvm .com.tw 2003.6.120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已經變成一個成功的範例。

在由台灣工業研究院技術移

轉而成立的背景下，台積電

及聯電已經成為世界重量級

半導體晶圓代工的廠商。據

台灣交通大學的數據顯示，

在1 9 9 5年到2 0 0 0年間，台灣

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的占有

率，由2 1％成長到7 0％，同

一期間，全球晶圓代工產業

的盈收成長超過一倍，由5 1

億美元成長到1 2 9億美元。

雖然全球市場在2 0 0 1年開始

緊縮，但台灣的業者並沒有

受到太大的影響，市占率甚

至上升到7 3％。

在半導體測試和封裝方

面，台灣亦是世界龍頭，全

球市占率為3 5％。半導體設

計能力的整體產值，由1 9 9 5

年的7億美元，增加到2 0 0 1

年的3 6億美元，全球市占率

也由1 2％增加到2 6％全球排

名第二僅次於美國。

在經過冗長的政策辯論

後，台灣當局終於在2 0 0 3年

同意開放台積電到中國大陸

設廠；但這並不會導致產業

外移到大陸。在2 0 0 5年之

前，台灣政府只允許三家產

業標準的2 0 0厘米（8吋）晶

圓廠商在大陸設廠，而且只

能使用折舊設備。業者想赴

大陸除了必須專案申請外，

必須先在台灣投資相當金

額，證明已在台灣生產更高

科技的3 0 0厘米（1 2吋）晶

圓，且至少達六個月。

台灣半導體仍大幅領先

吸引半導體產業西進中國

的原因，既不是低廉的勞工

——半導體業是資本技術密

集的產業，也不是交通成

本，因為半導體成品體積

小、重量輕，但卻具有很高

的價值。主要原因在於大陸

內需市場的考量；在大陸生

產的產品，可以免徵高額的

進口產品增值稅。

來自台灣的知名半導體廠

商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設

廠，無疑地會提升中國大陸

的經濟發展。然而，這可能

還要再等上一段時間，大陸

的半導體產業才有能力與台

灣的對手競爭。根據半導體

市場調查公司IC Insights表

示，在目前已知的計畫中，

大陸計畫在2 0 0 5年以前設立

二十五座晶圓廠，其中只有

少數工廠擁有3 0 0厘米製程

能力；相對而言，台灣目前

已經有五家晶圓廠具有3 0 0

厘米製程能力，而且在2 0 0 3

年底前，還會有六個工廠完

成興建。

半導體產業西進？島內產業先升級！

資訊產業外移同時，催化島內技術提昇。 陳之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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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快速。自1 9 9 2年起，台灣生產的數據機

（M o d e m）幾乎逐年成長；2 0 0 2年的年產值

達新台幣5 5 7億元。在1 9 9 6年到 2 0 0 2年間，

介面卡的生產成長超過四倍，年產值由新台

幣2 0 8億元，增加到9 1 2億元。

網際網路相關產品生產所衍生的收入，也

快速地成長。但是，無論如何，也比不上半

導體以及面板產業（平面顯示及液晶顯示面

板）的收入。在這兩個投資額超過新台幣2

兆元的產業中，台灣政府希望在2 0 0 6年之前

這兩個產業產值分別能成長到新台幣1 . 5兆

及1 . 3兆元。

半導體及面板業這兩個技術密集的產業，

近年來發展得非常快速。台灣擁有兩家世界

級的半導體晶圓生產廠商——台積電及聯

電。在1 9 9 6年到2 0 0 0年間，台灣晶圓代工產

業產值成長了五倍以上；但在2 0 0 1年，產能

則開始降低。儘管如此，台灣半導體產業占

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營收比仍由7 0％增加到7 3

％，並且持續成長，到2 0 0 2年總營收達新台

幣2 4 3 9億元（表二）。液晶顯示器產業的成

長速度更快；1 9 9 8年，台灣總體產值僅為新

台幣2 0 4億元，但到了2 0 0 2年，則跳升到新

台幣3 2 8 9億元。

儘管有許多製造業的產能外移到大陸，但

在台灣內部，既有的產品生產或新產品的投

產填補了這個外移的空缺。

儘管有部分台商主管表示有可能將產能全

部移往大陸，但卻有更高比例的台商反應，

在大陸與台灣之間，存在著勞動力分工的現

象，而分工的程度，取決與產品的市場成熟

度、勞力成本、產品附加價值性，以及生產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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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電子明星產品的物換星移

日落：產值漸趨下滑的昨日電子明星產品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1 5 0 0 0 0

1 2 5 0 0 0

1 0 0 0 0 0

7 5 0 0 0

5 0 0 0 0

2 5 0 0 0

0

1 9 9 19 2 9 3 9 4 9 5 9 6 9 7 9 8 9 9 2 0 0 00 1 0 2

主機板

監視器

桌上型電腦
鍵盤
滑鼠

日出：產值日漸上揚的今日電子明星產品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

4 0 0 0 0 0

3 5 0 0 0 0

3 0 0 0 0 0

2 5 0 0 0 0

2 0 0 0 0 0

1 5 0 0 0 0

1 0 0 0 0 0

5 0 0 0 0

0

手提電腦
液晶顯示器

晶圓代工

介面卡
數據機

9 6 9 9 2 0 0 0 0 19 89 71 9 9 1

資料來源：S E M I；台灣交通大學

表二：台灣半導體產業雄霸世界市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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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占　
全　
球　
盈　
收　
百　
分　
比　
︵　
單　
位　
：　
％　
︶　

台　
灣　
半　
導　
體　
產　
業　
盈　
收　
︵　
單　
位　
：　
1  0  
億　
美　
元　
︶　

8 0

7 0

6 0

5 0

4 0

3 0

2 0

1 0

0

1 9 9 19 2 9 3 9 4 9 5 9 6 9 7 9 8 9 9 2 0 0 00 1 0 2

晶圓代工廠

無晶圓廠I C設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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