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從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後，

新興市場經濟相對快速復

甦，使得全球消費重心逐漸由G7

等高所得工業國家，轉向新興市

場。近年來，新興市場的經濟增

長較已開發國家高出4%至5%，這

種趨勢於可見的未來仍將持續。

突破出口主導模式

內需消費為經濟驅動力

為什麼新興市場能夠快速

走出困境，成熟國家卻不行？其

中一個關鍵因素，是許多新興市

場已突破以往的出口主導模式，

將內需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驅動

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就是

金磚四國。

相較工業國家的疲弱不振，

歷經2009年的調整，全球經濟慢慢步上復甦正軌，尤其是新興市場經濟復甦的力道更是超乎預

期。雖然在2月初爆發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預算赤字問題，引發市場對部分新興市場償債能力

產生質疑，但整體新興市場經濟復甦力道穩定，相關市場商機與佈局，仍然值得台商留意。
◎ 撰文／蔡中興　圖片／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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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四國成長朝氣蓬勃，中國消

費持續增長，根據麥肯錫報告預

估，2020年，中國個人消費將超

過2.5兆美元，僅次於美國和日

本，成為全球第三大消費市場；

巴西在政策及內需引導下，表現

佳；俄羅斯通膨穩定給予央行降

息空間，資金寬鬆有助經濟回

溫；印度則是內需續強，外銷加

溫，若金磚四國持續順利發展，

有利全球經濟成長復原。

匯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

投資長高禮行（Leon Goldfeld）

也相對看好新興市場的中長線表

現。在沒有結構性問題的困擾

下，他預期新興市場經濟成長速

度將高出成熟市場2到3倍。其中

又以亞洲的中國和印度為首，經

濟成長預估值分別為將近10%和

7.5%，高出其他地區平均的5%，

更優於成熟市場的2.5%。

經濟增長日益受內需帶動，

是許多新興市場能夠「獨善其

身」的關鍵原因。10年前，美國

消費增長遠高於金磚四國，但目

前後者的消費增長已成為主導力

量。 此外，整體而言，新興市場

並沒有出現成熟國家所面臨的困

境：成熟國家債台高築，但新興

國家的負債水平則較低，且儲蓄

率較高，因此面臨的問題較少。

在此趨勢發展下，世界經

濟龍頭正逐漸易主，全球市值

前500大企業裡，美國勢力漸消

退，新興市場竄起取代，當中又

以中國、印度、印尼為首的新興

亞洲企業市值成長幅度最大，

500大企業家數由27間竄升至74

間，不僅較歐美成長迅速，甚至

連其他新興市場也望塵莫及。

未來10年新興亞洲成明星

尤以中國最耀眼

可以預見，隨著新興亞洲企

業規模快速成長，資金亦持續流

入新興亞洲，將推升其在全球市

場的影響力。2010年開始的10年

內，新興亞洲不僅身兼全球景氣

的火車頭，更是未來全球經濟發

展關鍵的一環，新興亞洲將是新

興市場裡的經濟明星。

其中，中國表現尤其耀眼。

中國國家統計局於1月22日公布

2009年第四季GDP成長10.7%，

全年GDP成長率為8.7%，「保

八」目標順利達陣。市場分析師

預估，中國將在今年超越日本，

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

中國政府經濟工作重點將增加醫

療保健、農村建設與教育層面的

投資，進行社會福利與體制的改

革，以增加民眾安全感，進而勇

於消費。

與成熟國家的消費額相比，

中國經濟成長所帶動的消費將會

相當龐大，加上中國在政策方面

持續支持相關消費產業，如汽車

購買以及家電相關補助，加上未

來出口有機會恢復為正成長，中

國市場的成長力道仍將堅實且優

於其他市場。 

尤其，中國在固定投資增速

趨穩後，最主要的成長動能來自

於內需消費，中國官方已經定調

2010年經濟政策以「加大內需刺

激力道」為最主要方向，除了維

持原有的家電下鄉、汽車補貼政

策外，還會協助符合條件的農業

人口轉移到都市就業和定居，促

進都市化目標，將連帶增加民眾

收入及消費。

印度則是新興亞洲另一個

驅動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印度自

2010年積極架構硬實力，隨著硬

體設備逐年改善，外國直接投金

額開始回復正成長。預計2012

年時，每年外國直接投資金額要

達到500億美元，2017年時更要

達到1,000億美元的水準，換算

下來，金額會比2009年分別成長

1.9倍及3.9倍。

拉美是另一重點市場

尤以巴西最受注目

除了新興亞洲，拉丁美洲則

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興市場，

其中巴西最受矚目。拉丁美洲最

大經濟體巴西，擁有豐富天然原

物料、農業、與水資源。

《經濟學人》預測，2014

年後，巴西將超越英國及法國，

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至2025

年，聖保羅將在全球最富有的城

市中排名第五。

巴西中產階級人數快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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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是推動經濟進步的一大因

素。目前巴西中產階級人口已超

過德國、英國、義大利等國家的

總人口數。不同於亞洲新興市場

國家，巴西人享受消費，較不熱

衷存款，世界級名品如Tiffany及

LV分別在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的

店家數及每平方米銷售業績居世

界之冠。巴西中產階級追求生活

品質，反應在內需消費上。

鎖定中國、印度、巴西

爭取市場商機

看來，新興市場是全球經濟

重鎮已毫無疑問，台商應該抓穩

這股潮流，並鎖定中國、印度、

巴西等成長特別強勁的國家，當

成主打，作為2010年新興市場拓

銷重點。

整體說來，受惠新興市場

商機的台商還真不少。以巴西來

說，在成功佈局巴西的台商裡，

聖保羅台商、長青實業董事長洪

慈和，便打造了躋身巴西紙尿片

市場前三名的自有品牌事業。

巴西的內需市場讓他有機會

竄起。原來他到巴西後觀察到，

這裡人口眾多，不論衛生棉或嬰

兒尿布都是非常龐大的市場。以

紙尿布為例，全巴西一年營業額

可達巴西幣200億元，因而全力

搶攻，時至今日，洪慈和的長青

實業已成為所有巴西同業中，唯

一有能力生產衛生棉、成人與兒

童紙尿布及濕紙巾的廠商。

不過，創業初期，他卻先跌

了一大跤。一開始他生產薄型衛

生棉。沒想到，那時在巴西生產

這種產品為時過早，因為一般消

費者認為，厚的衛生棉都不見得

保證防漏，更何況是薄的，結果

洪慈和的大批成品滯銷，因而蒙

受慘重損失。

但有了這次經驗，洪慈和更

加體會出巴西市場的特色，調整

營運方向，如今衛生棉與紙尿片

事業，不僅穩坐巴西前三名，更

行銷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舉凡阿

根廷、巴拉圭，甚至長期被美國

貿易制裁的古巴，都可以看到長

青產品蹤影。更令人意外的是，

他的產品還「打回亞洲」，賣到

擁有11億人口的大國印度。若說

洪慈和的成功是由巴西與其他新

興市場建立的，絲毫不為過。

這樣的案例同樣在亞洲也

找得到。在馬來西亞從事木材業
《經濟學人》預測，2014年後，巴西將超越英國及法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新興市場是全球經濟重鎮，台商應鎖定中國、印度、巴西等國，

作為2010年新興市場拓銷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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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江文洲，是當地成功台商。他

發現，馬來西亞是一個很不錯的

地方，政治穩定、綠地多、氣候

佳，又沒有天災，而且木材業發

達，是個適合投資的地方。

不過，他的事業並非一帆

風順，苦撐4年後，才盼到事業

的春天，工廠營運上軌道，開始

以馬來西亞為基地，揮軍進入美

國，1995年，將觸角伸向美洲大

陸，由於市場競爭激烈，他決定

回大馬設法改善產品品質、提高

產能。首先租下鄰近一間廠房，

翌年即購入，1997年再買下隔鄰

一間廠房，將兩間打通，合為一

間，隨著質量提升，江文洲不但

成功打開東南亞市場，更成功搶

灘美洲大陸。

連在泰國，都有台商靠著

農業與貿易打出一片天。泰北台

商張榮叁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他是台灣雲林的農家子弟，在艱

苦環境中成長，憑著刻苦耐勞，

勤儉樸實，及台灣人的創業熱情

及打拼勇氣到海外開創自己的一

片天，於民國68年離鄉背井到

泰北來創業，打天下。如今他經

營的事業包括：養蜂、烤龍眼、

貿易、園藝等，每種事業都很成

功，還將蜂王乳、龍眼蜜、荔枝

蜜、野花蜜、蜂花粉等出口到日

本、台灣及其他國家。

事實上，張榮叁剛到時，

當時養蜂業在泰國是受保護的行

業，僅泰國人能經營，但是後來

張榮叁讓泰國政府發現，台灣的

養蜂技術給當地人民帶來工作機

會，也帶動經濟發展。當地政府

也終於體會到台灣人養蜂技術的

不一樣，便向養蜂台商取經，泰

國生產的蜂蜜最大外銷市場是台

灣，大都仰賴台商幫忙運到台灣

銷售。這時結合台商、泰商、華

僑養蜂業攜手合作共同於清邁成

立了養蜂工會，使台商在泰北養

蜂成了合法經營。

擬妥因應對策

掌握市場需求

由此可見，新興市場處處

有商機，各行各業都有機會，只

是，在極具成長潛力的新興市場

中，其文化、生活型態乃至於消

費需求均呈現巨幅差異，絕非複

製現有商品與服務模式即可存

活，唯有掌握此市場中的需求特

性，才是企業致勝關鍵。

不過，儘管新興市場經濟基

本面展望良好，南毆國家債信問

題及美國失業人數意外攀升，都

讓今年全球經濟復甦之路走得辛

苦，在總體經濟上一定要特別留

意三件事：一、經濟推升動能將

由政府轉變為私有部門；二、政

府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逐漸退

場；三、新興市場面臨的最大挑

戰不在於經濟成長，而是通膨風

險與緊縮政策的出現。這三件事

都會影響經濟復甦力道與時間，

還有對新興市場造成短期衝擊，

大家在積極拓銷之餘，務必先擬

妥應對方案，以免措手不及。

台灣是以對外貿易為導向的

國家，眼看亞洲市場已進入全球

矚目的黃金年代，台商更應該再

接再厲攜手打拼、迎接挑戰，爭

取市場商機。■ 

■�2010年新興市場的經濟成長速度將高出成熟市場2到3倍，其中又以中國的經濟成長
率高達10%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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