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的變化讓人

措手不及，在

全球一波波的天然災難及政治動

亂下，企業經營面臨巨大挑戰，

除了購料存貨量須加以調整並管

控價格外，不同的產業也因個別

差異而有所不同，例如日本311

強震後，10天內的缺料危機落在

化學、石化、關鍵零組件、電源

等相關產業。

已延燒整季的原物料價格大

漲，加上如今日本強震引發的產

業斷鏈危機，全球缺料困擾恐將

成為常態。

各國政府也對此祭出相關對

策，採取短期的機動調整原物料

進口關稅對應；我國則由經濟部

出面協助業者找尋替代料源，或

協調料源供應商，優先供應國內

市場。此外，貨幣政策的配合，

也是政府能為業者抵抗缺料引發

通膨的對策之一。

標準普爾亞太地區首席信

評長湯普森（Ian Thompson）強

調，缺料引發物料飆價進而帶動

通膨壓力，將迫使各國央行在貨

幣政策上作出準備，亞洲新興市

場的中國大陸、印度將成首波升

息國家，韓國、新加坡和台灣則

會跟進，致使資本市場流動性趨

國際眺望

Global View

全球缺料現象持續威脅各個產業，

許多大宗物資的價格飆升，更令食

品業、加工業者面臨進料管理的壓

力，影響潛在獲利。而日本強震

引發的產業意外斷鏈，讓原本普遍

有3個月庫存備料的電子業措手不

及；缺料危機眼看成為衝擊經濟復

甦的另一殺手。
◎ 撰文╱曾惠成

原物料價格大漲

全球缺料對產業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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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業者在營運資金的準備上，

更必須提前做好規畫。

缺料管理與經營獲利的兩難

日本強震引發的電子產業缺

料威脅，對業者來說始料未及。

日本最大電子廠索尼（SONY）於

3月22日正式宣布，零組件的供

貨狀況，已被地震打亂出現接應

不足的窘境，決定減產或停止藍

光光碟、光學元件、半導體雷射

讀取元件、鋰電池等生產，成為

日本強震以來，首家因缺料採取

強烈回應行動的大廠。在此緊急

時刻，建議台灣單一業者不要個

別因應，宜多採用官方提供的產

業鏈資料，及早掌握缺料資訊。

由於日本電子業與台灣科

技製造業關聯度極高，可以預估

將會接續發生產業生態改變。對

此，瑞銀與美銀美林證券產業分

析師全面調降亞太區半導體族群

獲利預估值，調降幅度高達10%

至33%，並預期3、4月將出現

「急單」效應，各家業者紛紛開

始搶購庫存零件，預計5、6月，

更將因零組件及原物料的缺貨大

增，出現「急砍單」效應，一連

串的缺料問題，也已躍升為企業

經營須積極面對的首要任務。

其實，因缺料問題而引發的

市場擔憂，早在日本強震之前就

存在於其他產業之中，特別是與

農產品相關的產業，其中多數是

受到原物料價格大漲的影響，使

業者對進料與庫存遲遲無法正常

作業。中國大陸方便麵大廠康師

傅，其控股公司在6個月內3次調

漲產品價格，理由就是原物料麵

粉、農產品的價格漲勢不歇，但

為了緩和消費者對漲價的全面衝

擊，該公司採取依袋裝麵系列、

桶裝麵系列等不同階層產品應

對，力求維持集團應有的盈收。 

在廣西經營皮包製造工廠的

台商林俊義指出，皮包原材料的

牛皮和其他稀有皮革的價格上揚

2成，偏偏歐洲精品業向中國大

陸下單的數量持續增加，有時再

遇到上游屠宰的動物數量減少，

原材進貨成本無法壓低，若加上

進口作業問題而延遲進料，缺料

問題更是久久無法解決，這種困

境更超過同業殺價的競爭。

價格波動將影響管理對策

再從國際大宗物資市場看缺

料現況，在大宗物資、油金與農

產品的價格持續攀升下，對製造

業者而言，由於都屬於關鍵零組

件的主要材料，一旦無法掌控國

際價格的可能趨勢，就無法在經

營管理上獲得正確對策。

國際躉售物價的波動現象，

可由下列情況略窺一二。世界銀

行（World Bank）2月份報告指

出，2010年10月到2011年1月

之間，全球糧食價格指數上漲

15%，僅比2008年指數高峰期低

3%，全球小麥、玉米、糖及食

用油的價格在6個月期間急劇攀

升，價格上漲率以玉米的12%最

低，油脂類的22%最高，影響範

圍廣，且不排除會直接反應在總

體經濟上。 

然而，才不過一個月的光

景，渣打銀行總經研究部門於3

月中旬提出的經濟展望修正時，

就已開始強調農產品價格將逐

漸下滑，而且「會一直維持下

去」，一反2月時的國際觀點。

渣打銀行東半球研究總監暨亞洲

總體經濟師關家明進一步指出，

日本強震之後預計會出現新的狀

況，由於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玉

調控雙率政策，政府為廠商助力

面對全球缺料困境，各國政府多以短期調整原物料進口關稅，以及配合貨幣

政策以抵禦通膨的壓力。

經由調降關稅，可減少廠商購買高價原料的成本壓力，但卻只屬於非常短

期、且直接的對策，如因應突發性的日本強震，以調降關稅作為過渡。台灣過

去也曾因糖、大豆國際價格失控，財政部提出關稅減半的緊急對策，惟此法施

行頂多3至6個月，若是像近期大宗物資各類商品輪流漲價，就需要動用到各

國央行的雙率政策，包括利率調升來對抗通膨，避免廠商及個人的資產價值流

失，此外則是在新台幣匯率上適度的干預，創造進口低價格和出口競爭力的雙

雙均衡。

政策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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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進口國，約占全球貿易量的

18%，主要轉做加工動物飼料和

其他工業原材料之用。在地震之

前，日本的玉米和大豆庫存已經

很低，為平衡民生需求預估會轉

向增購稻米，但因地震和海嘯造

成環境改變，長期以往，稻米產

量將受到鹽水水位影響而改變，

對於全球農產供需又是一項潛在

的衝擊。

另外，從金屬原料在期貨

市場的價格表現來看，相關廠商

似乎已掌握市場價格的主導，

預計將依實際需求而調整，日

本最大鋁進口商丸紅株式會社

（Marubeni Corp）3月上旬統

計，停泊在日本橫濱、名古屋和

大阪港口的鋁庫存量，與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3.7%，對業者來說，

庫存尚稱充沛，價格自然也較為

平穩。

而在半導體產業中，與顯示

器驅動IC有關之封裝及測試代工

服務，主要原料就是黃金，在黃

金報價持續攀高趨勢下，許多半

導體業者早已採機動性報價的方

式來面對市場價格的波動，頎邦

科技發言人羅世蔚指出，在全球

缺料的狀況下，許多製造業者除

了會依照原物料的價格調整報價

機制外，也會對各代工類別的黃

金耗用量進行檢視，降低各設備

對黃金耗用量。同時，隨著銅製

程的技術愈趨成熟，並將採取替

代物料的方式，投入製程試作，

以克服黃金價格高漲的困境。

此外，國際油價也是另一隱

憂。原油價格同時也影響到化學

及天然纖維的供料，紡織研究所

分析，紡織原物料價格可預期將

繼續走漲，這是因為耐隆加工絲

的上游原料――CPL及聚酯加工

絲的上游原料（EG、PTA）皆來

自原油提煉，由此可預期EG、

PTA、CPL、聚酯加工絲（DTY-

7 5 D ） 、 耐 隆 加 工 絲 （ D T Y -

70D）等化纖原物料價格的未來

漲幅。

寶華綜經院亦指出，化學纖

維緊隨著原油而出現波動，油價

和農產品彼此存有關聯性，高油

價將給予玉米及黃豆支撐，短期

價格上趨勢仍偏高，小麥則處於

 

 

找尋新的備用供應商提供零組件與原物料，需較長的評估時間，

能否長期抗戰，成為企業對抗缺料的最大挑戰。

國際原油價格的起伏波動，同時也影響化學及紡織原物料的價格走勢。

國際眺望

Glob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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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應求、但庫存偏高的情況；

雖然如此，農產大宗物資的價格

還需要考量氣候因素，不定期提

供市場炒作議題，對於真正使用

原物料的製造業者，將帶來經營

管理上莫大的困擾。

政府對策與業者的管理方案

其實，缺料問題並不是最近

才有的現象，今年因氣候變遷愈

熾、加上日本強震意外衝擊，缺

料成為政府在推動總體經濟和企

業經營管理上的最大難題。

由於長期結構調整是一大工

程，各國政府現階段僅能就日本

強震帶來的產業衝擊，先作出具

體回應。如我國由總統府成立應

變小組，指示經濟部成立「日本

震災產業應變小組」，逐日分析

產業所受影響，主動研擬輔助廠

商措施，並透過跨部會機制，共

對抗缺料已成為企業的經營難題，業者應將備料的盤點時程拉近，做更即時的回應。

同協助產業因應可能衝擊。

此外，經濟部的政策智庫─

中華經濟研究院，整個研究團隊

也早已全員啟動，就原物料供給

的替代可能、稅賦調整等大方向

向提出建言，目前的規畫是協助

國內業者爭取國際訂單、替代料

源，或協調國內料源的供應商，

優先供應國內市場。經濟部表

示，因料源短缺致物價上漲的可

能情況，將在必要時機動調整部

分原物料進口關稅。

備好策略面對長期缺料挑戰

由於備用供應商的進入障

礙普遍較高，再加上上游零組件

與原物料需要較長的生產週期，

「時間」將成為業者對抗缺料最

大的挑戰。美林證券亞太區科

技產業研究部主管何浩銘（Dan 

Heyler）預期，多重缺料問題將

導致科技業第2季普遍獲利不如

預期，且可能延續到第3季。

對抗缺料已成企業的經營難

題，短期內，業者應就備料庫存

盤點上，縮短調查的間隔時間至

一半，即過去若是每半年進行盤

點，現在應改為每季盤點備料，

針對價格特別波動的料材，最好

是每週報表送交經營決策層，彙

整各方資訊，釐清謠言和事實，

作出即時的回應。

美商業者陳麥可在市場傳言

缺鹽時，就以上述對策維持公司

進料運作，適時保護公司的應有

獲利，現在他進一步向往來銀行

討論，如何在原材料價格逢低搶

進時，能夠有充足的營運資金支

付。現在，也已有銀行結合手機

業者，推出企業行動銀行服務，

企業客戶只要在手機上連結網路

銀行進行授權，就能進一步查詢

帳戶上的現金報表、各項現金交

易、貿易報表和各項貿易交易，

即使在中國大陸各地出差，「能

接到電話，就能即時處理購料的

需要。」

匯豐（台灣）銀行環球資金

管理部指出，台商既需要財務集

中管理、又需要資金即時到位，

缺料問題當前，更需要銀行能夠

協助改善核銷流程等，也就是效

率與安全的指標要同步完成，在

管理配備上多元強化，為長期對

抗缺料作足準備，並轉化成厚實

企業的經營能力。■

國際眺望

Glob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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