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簽署ECFA對某些產業造成重大衝擊，但也有一些產業因為ECFA的簽署而帶來新機會，其中正面

效果較大的包括石化、機械、紡織等三大產業，關稅若降為零，台灣所獲取的關稅利益將達到一

年新台幣419億元；另外如機械、鋼鐵、汽車、石油及煤製品等產業也會因此提升獲利。想要贏得

商機，就得好好把握！
◎ 撰文／董珮真、林蔚文　圖片／達志影像

機會篇：零關稅時代來臨

受惠產業乘勝佈局
贏得商機

兩
岸簽署ECFA之後，將會讓

台灣獲得多大的利益？單

看2009年上半年，台灣就見識到

中國大陸的採購威力，原本面板

廠的產能利用率只剩下3至5成，

在中國政府登高一呼下，上千億

元的訂單湧入，硬是把面板廠的

產能利用率拉高到9成，甚至還

造成全球缺貨。如果這種光景也

發生在其他產業將不容小覷。

ECFA利多：關稅利益大

據經濟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

院報告指出，ECFA將使國內產業

產值增加7,947億元、就業人口

增加25.7萬至26.3萬人。估計正

面效果較大的石化、機械、紡織

等三大產業，出口到中國大陸的

關稅若降為零，台灣所獲取的關

稅利益將達到一年新台幣（以下

同）419億元。因此，政府目前

也已把這些產業，列為ECFA關稅

優先談判的早期收穫清單之中。

除了上述三大產業外，塑

膠、鋼鐵、石油及煤製品等產

業也會因ECFA而受惠。其中化

學、塑膠、橡膠業的產值約增加

14.6%、增加金額2,900億元；

機械業產值增加約14.3%、增加

金額2,807億元；紡織業產值增

加約15.8%、增加金額935.4億

元；鋼鐵業產值增加約7.9%、增

加金額689.8億元；石油及煤製

品業產值增加約7.8%、增加金額

614.8億元。

ECFA也可能會成為產業的威

而剛！舉台灣泛石化產業為例，

簽署ECFA將可能讓泛石化業一

口氣多出一兆元的產值！因為自

中國大陸進口的石化原料平均關

稅將從6.17%降為零，將有助於

我國取代日、韓原來在對岸擁有

38%的市占率，並多出約380億

美元的龐大市場，折合新台幣約

1.25兆元。而泛石化產業51萬就

業人口，以平均每家四口人計，

將牽動兩百多萬人、約台灣十分

之一的人口生活。

受惠的還不只是塑化產業，

中華經濟研究院預估，台灣的機

械、鋼鐵、汽車、紡織、石油及

煤製品等產業也會因此提升獲

利。例如機械業如果能將中國

大陸的平均進口關稅7.85%降為

零，同樣可取代東協及韓國原有

在中國大陸23%的市占率，約270

億美元。

而對台塑集團這樣的大企

業，有了ECFA的加持，只要一年

時間，就可能如虎添翼。部分生

產基地有可能移往更靠近市場的

中國，讓企業整體效益更高。而

產業鏈當中的其他業者，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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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台灣產能，到中國大陸購買

原料或參與投資，以追逐企業整

體利益。

汽車及零組件產業：加速

產業分工

以汽車產業來說，簽署ECFA

將可能讓本土品牌受益，而代

工恐怕會往外移。因為今年台

灣對中國大陸進口汽車的關稅

為17.5%，一旦降為零，中國製

（made in China）的汽車會更便

宜。面對此一變化，全球性大車

廠恐怕會將生產重心轉移到中國

大陸。

事實上，中國大陸不僅將

成為最大的國際品牌汽車製造基

地，在中國大陸政府擴大內需政

策全力奧援下，中國大陸汽車銷

售狂潮一發不可收拾，內銷市場

持續成長，估計2009年全年度

銷售量可達到1,200萬輛以上，

躍居全球最大汽車產銷國；而

2010年度銷售規模還會再躍升到

1,500萬輛，當中尤以1,600cc以

下小轎車表現最耀眼。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顧

瑩華分析，未來汽車業可能出現

「車型分工」，如高檔部分在台

灣做，低檔組裝搬到中國做，形

成產業分工。對裕隆汽車這類企

業，等於是大翻身的好機會。除

了可繼續生產日產汽車，也可把

自有品牌賣到中國去，增加了進

攻中國市場的機會。

一旦關稅大幅調降，受惠的

還有汽車零組件產業。目前國內

汽車零組件業進口到中國大陸的

關稅仍高達10%至14%。未來若

能大幅降低，可望再一步提升台

灣汽車零組件業者的競爭力。

鋼鐵業及機械業：更具競

爭力

對鋼鐵業而言，未來高級鋼賣到

中國大陸不僅將成為最大的國際品牌汽車製造基地，在官方擴大內需政策全力奧援下，中國大陸汽車銷售狂潮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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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的是專業技術與充沛人才，中國大陸則有廣大市場，

兩岸推動資源整合與人才交流，才能擴大市場商機。

中國大陸，廉價鋼將大舉來台。

台灣一年鍍鋅鋼捲銷往中國逾

一百億元，主要對手為日本、南

韓，如省去8%關稅，將有機會取

代日、韓在中國大陸的占有率。

但好的鋼品銷往中國大陸，當地

的廉價鋼品也會進來，例如小鋼

胚、鋼筋等，國內利用電爐生產

相關產品的廠商，就可能成為受

害者。

而調降關稅，對機械業者更

是一大利多。台灣區機械工業同

業公會總幹事王正青表示，越早

簽署ECFA，讓台灣產品能在中國

大陸進入零關稅時代，競爭力會

更好。金融海嘯衝擊後，全球機

械產業大洗牌，台灣機械出口至

中國大陸的比重漸有下滑趨勢，

因此，台灣多數機械業都同意列

入ECFA早期收穫清單中。

巨大機械董事長特助兼發

言人許立忠說，巨大機械目前在

兩岸事業佈局的策略十分明顯，

中、低階需大量生產的腳踏車在

中國大陸生產，而高單價及創新

的精品腳踏車系列，則留在台

灣。許立忠說，兩岸簽署ECFA

後，因為關稅降低，對於台灣的

高階腳踏車打開中國大陸的市

場，有很大的商機。

許立忠說，中國大陸近幾

年經濟快速起飛，人民生活水準

提高，高階自行車的市場需求興

起，目前中國大陸市場的高階自

行車種，幾以歐美進口車為主，

簽署ECFA後，關稅降低，不僅提

升了台灣高階自行車種在中國大

陸的競爭優勢，還能讓原本有意

到中國大陸設置高階自行車工廠

的台灣廠商，根留台灣。

工具機業：真正根留台灣

台灣的工具機產業在世界具

有相當強的競爭力，以往大多輸

往歐美等地區，中國大陸尚未成

為主力市場，但簽署ECFA之後，

關稅可望降到零，對廠商更是如

虎添翼。據中國商務部研究報告

指出，中國大陸自台灣進口工具

機比重高達20%，出口到台灣僅

占1%，因此ECFA對於台灣工具

機業將是大利多。更重要的是，

這些產業主要生產基地都留在台

灣，是少數的「根留台灣」產

業，這些產業競爭力強，對台灣

整體利益會更明顯。

中國大陸拜小汽車銷售量大

幅增長之賜，2009年以來對工具

機的採購量有增無減。台中精機

副總經理許文治表示，簽署ECFA

兩岸簽署ECFA後，因為關稅降低，有助於台灣的高階腳踏車打開中國大陸市場，商機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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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能讓台灣機械業者真正根留

台灣，業者不需為了降低成本而

將關鍵的核心技術轉移至中國大

陸廠，台商可以進一步界定兩岸

的市場區隔及有效規劃事業版

圖，減少重覆性的支出及進出海

關的行政作業程序。許文治說，

台中精機以台灣作為研發、人才

培育和財務控管的基地，於中國

大陸設立據點，用意在於接近市

場，及符合原物料在地採購的規

定。如果ECFA不盡早簽署，國內

業者也有可能會選擇外移到東協

國家或是中國大陸，以取得零關

稅成本的優惠。

紡織業：兩岸優勢互補

中 國 大 陸 已 連 續 6 年 成 為

全球最大紡織品出口國，全球

市占率為8%，預計2015年可達

16.4%，2020年將達21.1%，產

值將超過30兆美元。而台灣在

2001年至2008年都僅排名全球

第5大紡織品出口地區，排名還

落後韓國。其中2008年台灣紡織

業對中國大陸出口金額為21.12

億美元，占整體出口值19.4%；

自中國大陸進口7.85億美元，占

整體進口值29.1%，預估兩岸簽

署ECFA之後，從中國大陸的進出

口額將會增加。

台灣的紡織布料每年有高達

66億美元的出口金額，折合新

台幣兩千多億元，主要出口地區

為中國大陸，占總體紡織品出口

比重38.6%。一旦關稅降為零，

對於台灣紡織業者將是大利多。

再者，隨著石化關稅降低，紡織

布料業者也可自中國大陸進口更

便宜的原物料，加工成為紡織布

料，獲利會更大。

過去紡織產業被認為是黃

昏產業，其實台灣紡織已走出一

片天，發展出台灣生產布料，銷

往中國大陸做來料加工的模式，

成為兩岸互補整合，特別是高品

質與機能布料，如防水、高透氣

等。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推廣部

主任邱勝福分析，中國紡織業產

值是台灣的44倍，就像是中小企

業與大企業的優勢互補，因此台

灣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打入中國

大陸的廣大消費市場。ECFA簽

署之後，台灣可善用產業聚落優

勢與豐富貿易經驗，擴大異業結

■�台灣紡織已走出一片天，特別是高品質與機能性布料，早已發展出台灣生產布料銷
往大陸做來料加工、兩岸互補整合的模式。

盟，就可搶進中國大陸市場。因

為台灣的纖維、紗、布等素材品

質穩定，管理和貿易經驗豐富，

台灣廠商應該扮演提供差異化素

材、產品設計、行銷和服務等角

色。

「兩岸透過ECFA互補是值得

肯定的，前提是台灣必須珍惜本

身所強，再補對岸不足之處！」

以研發冷凍空調設備聞名的煜豐

科技董事長歐陽麗明認為，與中

國大陸簽訂ECFA，最重要的是自

己的實力，以及兩岸優勢互補。

台灣有的是專業技術與充沛人

才，中國大陸則有廣大市場，兩

岸推動資源整合與人才交流，才

能擴大市場商機。ECFA簽訂後，

不用再為了關稅問題，關掉台灣

的生產線，尤其中國大陸幅員廣

闊，台灣更有機會搶進中國大陸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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