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論篇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今年再接再厲，投入將近一年的時間進行深入研究分析，完成了

「2010全球重要暨新興市場貿易環境與風險調查報告」，並於4月15日舉辦調查成果記者發表

會。會中政府相關部會官員均列席參與，並對於調查報告內容給予肯定，顯見政府對該調查報告

的重視。這份報告不僅是台商進行全球佈局的寶典，對於政府制訂政策也很重要。
◎ 撰文／許慈倩  攝影／楊志雄

深耕亞太、佈局全球 

從台灣看全球
新興市場覓得商機

台
北市進出口公會理事長劉

國昭於記者會中首先表

示：「過去支撐台灣經貿發展的

重要力量是歐美日等市場，但隨

著亞半球經濟崛起，金磚四國的

人口與經濟飛快成長，全球經濟

重心已經漸次轉移到中國大陸與

新興市場。

以代工製造起家的台灣絕

不能漠視市場的蛻變與趨勢的移

轉。尤其做為台灣經濟支柱的

貿易廠商，必須具備更敏銳的

嗅覺，率先看見改變、引領改

變，才能發現新商機，佈局新利

基。」

IEAT調查報告  

政府施政重要參考

經濟部次長梁國新也在百忙

之中參與這次的記者會，他在致

詞中提到，去年IEAT調查報告首

度發表，他的印象就相當深刻，

因為這份報告是以公會會員及台

商為調查對象，其內容詳實，對

台灣的貿易界和工商業界應該有

很大的幫助。他認為在全球經濟

環境十分嚴峻的時刻，公會持續

兩年進行這份調查報告，意義更

顯非凡。

梁次長表示，「包括全球各

主要研究機構，對於2010年全

球經濟成長都表示樂觀，行政院

主計處對於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

預估值也達到4.72%，且隨著景

氣逐漸加溫，有些智庫已經調升

了這個預測值。這是台商重新佈

局、重新出發的大好機會，而這

份調查報告剛好給貿易商相當可

靠的建議。」

梁國新也對於IEAT對政府所

提出的建言表達重視，並且有諸

多回應。包括「藉由簽訂ECFA

促進與其他國家簽訂FTA」，這

正是政府目前重要的施政方向之

一，目前正積極藉由政策的辯論

與宣導讓民眾瞭解簽訂ECFA對於

台灣前途的重要性；至於「希望

政府協助台商與中國大陸企業共

同佈局國際市場」方面，政府也

透過兩岸搭橋計畫，在2009年舉

辦的11場活動中，就促成了500

家兩岸企業商談，超過100家進

行企業合作，並簽訂了43件合作

意向書。今年三月底有「2010新

興市場採購大會」、四月份則有

「中東貿易考察團」等，透過這

些活動協助廠商拓展商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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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確實有聽到公會的建言。

其他像是因應東協區域經濟

整合對策機制，經濟部有「優質

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就是

希望能夠突破「東協加N」對台

商所帶來的衝擊。在推動自有品

牌的建議上，政府更是從95年

開始，執行連續7年的「品牌台

灣發展計畫」。加上從2009到

2012年的六大新興產業計畫，

其中就有許多是屬於新興服務

業。而且去年七月，台灣已經正

式成為WTO政府採購協定正式會

員，政府並成立了採購專案辦公

室，凡此種種代表政府不但注意

到了產業界的心聲，而且還逐一

執行。梁次長還認為：這份調查

報告不僅羅列出值得台商佈局的

經貿區域，也把相對的風險指出

來，提醒廠商注意，這是相當值

得鼓勵的。

預見發展趨勢  

台商全球佈局寶典

外交部經貿事務司司長施文

斌則是第二度參與IEAT調查報告

記者發表會，他說「2008年下半

年公會為了進行這份調查報告而

首次召開審查會議，當時全球經

濟已經籠罩在不安的氛圍中，而

台灣作為高度出口導向的國家，

金融海嘯的浪潮可說是首當其

衝，因此當時審查委員們的心情

都相當沈重，卻能在戒慎恐懼中

著手這項計畫，時至今日看到這

份報告再度出爐，令人感到相當

欣慰，因為這本書不僅是台商進

行全球佈局的寶典，對於政府制

訂政策也很重要。」

施司長進一步提到，兩年

前馬總統就指示外交部，言明台

灣的外交必須為經貿找活路，因

此，政府在與對岸洽簽協商時，

也沒忘記我們的視野是在全球，

而台灣只有深耕亞太、佈局全

球，才能持續發光發熱。

外貿協會秘書長趙永全則

對於公會透過這份調查報告，預

見未來發展趨勢表達肯定。他指

出，歷經這一波金融海嘯，新興

市場所受的影響相對輕微，且相

對於重要市場的經濟負成長，

2009年新興市場仍有3.4%的亮眼

成長率，印證了這份調查報告中

所提出「全球經貿商機正從重要

市場轉向新興市場」的看法。政

府也努力協助廠商開拓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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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篇

例如「新鄭和計畫」就是由政府

帶頭，全力協助廠商衝刺外銷。

其中對於中國大陸與其他新興市

場的著墨尤其深刻。而報告中也

提到貿易商缺乏人才，希望廠商

能善用公協會建置資源，來延攬

卓越貿易人才。

這一點政府也相當重視，

經濟部有「海外業務尖兵種子育

成計畫」，是針對特殊文化和語

言的市場，例如東歐、南美和中

東這三大新興市場，挑選主力產

業來培訓海外業務代表，媒合的

對象是我國台僑、曾於大中華區

域學習中文或工作的外國人士，

成果相當顯著。趙永全還表示，

不論是政府或貿易商都可以從這

本書中得到許多啟示，例如加入

GPA協定，政府領軍爭取國際標

案，必能為台灣廠商爭取到龐大

商機。

國際貿易局主秘江文若也強

調，政府對於推動貿易政策、協

助廠商不遺餘力。以新鄭和計畫

為例，去年就達到251億美元商

機，其中以新興市場佔了很大比

例。今年則以中國、印度、印尼

與越南這四個新興市場為主力，

推動優質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

計畫，透過整合各相關部會，全

面協助廠商從產品研發、行銷、

電子商務等全方位協助發展商

機。甚至在IEAT調查報告中提到

的希望政府協助發展品牌，今年

也在這四個新興市場特別強化廠

商品牌形象推廣；而

服 務 貿 易 的 出

口部分，也有

專責單位在運

作，並且每個

月由部長親自

主持會議，關心程度可見一斑。

無非就是希望政府與企業密切交

流與合作，共同為台灣拼經濟。

從台灣看全球 第一份台商

觀點的貿易調查報告

計畫主持人呂鴻德教授開宗

明義地指出，「2010年台灣經濟

成長是值得樂觀的，不但經濟復

甦的春燕紛紛飛來，幾乎所有國

際機構對台灣經濟成長的預測值

都落在2%至4%之間。而且經濟

成長，貿易先行，今年台灣貿易

成長有著高於經濟成長的發展，

這是審慎中的樂觀。」而IEAT在

台商最艱困的時刻進行這項調查

報告，很清楚的與國際大型機構

從歐美的觀點出發所進行的調查

有所區隔，這是第一份本土觀點

的貿易調查報告，是從台灣的角

度來看全球的重要市場和新興市

場。為了獲得公正客觀的結果，

指標多且複雜，再透過統計學大

樣本的角度，得出具有學術性、

系統化的結論。

在這份調查報告中，除了對

38個貿易地區進行綜合競爭力剖

析，選出Top10，更針對台灣十

大重點拓銷市場進行評選，選出

Focus 10，而Focus 10所列國家

是國貿局在2005年所選出的九個

經濟部次長梁國新（左）：調查內容詳實，對貿易和工商業界有很大幫助。

外交部經貿事務司司長施文斌（右）：台商佈局寶典，政府制訂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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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重點拓銷市場，由於拓銷

政策有顯著成效，爾後國貿局便

每年均有提列重點拓銷市場國家

清單，而2010IEAT調查報告則是

將二度入選者作為評比指標而選

出十大拓銷市場。

其中泰國已經從今年的

Focus10中退出，原因就是泰國

的政變導致政經局勢不穩。至於

越南，可說是台灣從中國大陸產

業轉移的重要基地，但是它在各

項評比的得分並不高，換言之，

其貿易風險偏高。在此呂鴻德建

議，台商的佈局策略應考慮到

「重要市場保平安，新興市場添

福壽」的原則。而從整個貿易發

展趨勢來看，「美消亞長」是確

定的趨勢，台灣過去高度依賴美

國等重要市場，在經貿策略上可

謂是「遠交近攻」，實應隨著新

的貿易發展趨勢調整為「近攻遠

交」為上策。

搶攻新興市場 

著眼未來機會佔有率

呂鴻德強調，「貿易是台灣

的經濟命脈，在風雲詭譎的國際

經貿脈動中，我們不能只看現在

的市佔率，而要看未來的機會佔

有率。我相信只要路選對了，再

遙遠的路都能到達。」

呂鴻德教授進一步指出，過

去台商在中國大陸發展出的「間

接代工出口」經濟發展模式將隨

著三廉優勢漸漸消失而式微，

台灣必須在貿易夥伴的產業供應

鏈中重新定位，並且積極開拓新

市場，才能再創經濟榮景。而事

實上，已有不少台商在全球佈局

上交出漂亮的成績單，例如在中

國大陸發跡的康師傅，現在也做

出清真麵，為的就是搶中東的市

場，至於咖哩麵則意在攻下印度

市場。

最後，呂鴻德教授也提醒台

商朋友，風險越高的地區，報酬

越大，風險低則相對報酬也低。

就以中國大陸為例，台商最多的

兩個地區為昆山和東莞，大廠商

選擇昆山落腳，因為環境優，小

廠商選擇從東莞打天下，就是看

中當地充滿機會，畢竟水清則無

魚。風險與報酬之間的拿捏取決

於廠商的槓桿操作。

劉國昭理事長也以其長年經

商的經驗指出，風險最大的時候

還是有人賺錢，而風險最小的時

候也不乏虧錢的例子。如何在新

興市場覓商機，還能趨吉避凶，

需要從經驗中淬練出經商智慧，

而IEAT調查報告中不乏台商多年

打天下所累積的智慧。

如果能夠整合產業優勢，

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扶助，在

「壯大台灣，連結兩岸，佈局全

球」的策略下，必能拉出屬於台

灣產業的第二條亮麗的經濟成長

曲線！■

外貿協會秘書長趙永全（左）：公會透過這份調查報告，預見未來發展趨勢。

國際貿易局主秘江文若（右）：政府與企業密切交流，共同為台灣拼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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