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會現場紀實

趨勢領航 台商經貿展新局
封面前言

◎ 撰文／封面故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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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台灣貿易業者在瞬息萬變的經商環境中迅速找到新的因應策略與市場定位，台北市進出

口商業同業公會於4月13日隆重舉辦《2011全球重要暨新興市場貿易環境與風險調查》記者發表

會，會中產官學研各界重量級貴賓雲集，除了對該調查報告給予高度評價外，並針對重要議題提

出寶貴意見，現場互動熱絡，激盪出不少火花，以下為記者會紀實。
◎ 撰文╱許慈倩  攝影╱路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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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市進出口公會理事長劉

國昭於4月13日的記者會

中指出：「近年來國際間天災人

禍不斷，日本311大震使得向來

與日本經貿往來密切的台灣部分

產業遭受波及。先前紐西蘭與中

國雲南也遭受強震襲擊，還有澳

洲水患、中東北非動亂，在在造

成國際原油、黃金、貴金屬及原

物料紛紛大漲，更增加了貿易商

的經營壓力。而對台灣來說，由

於兩岸已正式邁入後ECFA時期，

勢必走向新局，所以《2011全球

重要暨新興市場貿易環境與風險

調查》也以此為主軸。」

劉國昭理事長並表示，該調

查係公會傾注全力、動用大量資

源所完成的研究報告，可提供貿

易業者最肯切的方向與建議，成

為政府相關部會擬定政策與方針

的參考依據。

ECFA早收發酵 

中小企業雨露均霑

經濟部貿易局局長卓士昭

在記者會上對於公會的這項調查

報告給予高度的肯定，他表示︰

「這項調查的規模十分龐大，公

會能夠堅持進行了3年實在難能

可貴，特別是關於新興市場的調

查，已成為貿易局的重要資料來

源，讓我們把重點由歐美市場逐

漸轉移到新興市場，而且就過去

的發展來看，證實了這樣的研究

結果是正確的，新興市場的成長

動力已經遠高於重要市場，在全

球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貿易局局長卓士昭（左）與台

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劉國昭（右），雙雙肯定

2011《IEAT調查報告》，有

助貿易業者全球布局及政府相

關單位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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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尤其今年的研究定調為《後

ECFA經貿躍商機》，已經有事實

加以佐證了。」

卓士昭局長從3個面向進一

步說明，第一、根據今年一、二

月的統計分析，貿易量已經有大

幅的成長，而ECFA中539項早收

清單是從今年一月一日開始實

施，調查發現這部分的成長約有

30%，高於其他部分的20%，可

見ECFA早收項目已經成為出口

原動力；第二、經由廠商資料分

析發現過去沒有想過要做早收項

目的，已然有四成開始從事早收

項目的貿易活動。換言之，從事

ECFA早收項目的廠商，在今年

一、二月就增加了四成；第三、

早收的廠商有八成屬中小企業，

一改過去認為ECFA只嘉惠大廠商

的印象。ECFA早收已經生效，後

續還有4項自由貿易協議現正積

極推動當中，ECFA對於台商擴

大經貿版圖，包括和新加坡、印

度、印尼等國的經貿往來，都有

正面的效益。

卓局長指出，2008年金融

海嘯時，政府仍持續協助業者拓

展海外市場，包括新鄭和計畫、

品牌台灣發展計畫、台灣設計產

業翱翔計畫等，都是參考這份調

查報告所擬定的。而由於全球暖

化、天災不斷，大家開始注意到

節能減碳，將來各國都會制定嚴

格的規範，以及綠色標準、綠色

標章等，綠色貿易是未來發展的

趨勢，因此，經濟部也成立綠色

貿易專案辦公室，積極協助廠商

推廣台灣綠色商品與服務。

調整外銷模式 

積極爭取新興市場

連續3年皆參與本項研究計

畫審查的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洪

德生表示，今年的研究可以先從

總體面來看，全球不平衡的經濟

復甦，出現重要市場的成長力道

弱、而新興市場的成長力道強；

在趨勢方面，他也呼應卓局長的

看法，綠色貿易必須正視且加速

推動，由大觀小，並對台灣經貿

前景提出感想。他認為，台灣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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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貴賓雲集，左起為呂鴻德教授、許士軍教授、卓士昭局長、劉國昭理事長、洪德生院長及李世文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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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競爭力的提升有賴於整個供應

鏈各環節功能的強化，然後將我

們的觀察與研發成果回饋給各國

需求端，例如提供低成本又符合

環保的材料或製程；其次，從金

融海嘯中所受的損失讓台灣重新

檢視我們的重要市場，應該把重

心從歐美日部分轉移到新興市

場，尤其是中國大陸和雙印（印

度和印尼）。

以往「台灣接單、中國製

造、外銷歐美」的模式必須調

整，積極爭取內需市場廣大的新

興國家；至於ECFA的實施已經提

升了台灣出口到大陸的競爭力，

尤其是在貿易自由度、貿易便捷

度與降低貿易困難方面，但風險

度的降低則仍有待努力。

因此，他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從歷年來的調查報告中發

現，菲律賓、柬埔寨連續排名墊

後，東協也一直是最差的貿易對

象，但調查樣本有六成集中在亞

洲、而且集中在鄰近國家地區，

如中國、東南亞、其他地區只占

四成，因此，他建議擴充其他地

區的資訊。第二、從貿易商的角

度來看，將各國的需求面、產業

政策等加以量化。

將產業聚焦 

品牌與文創後勢看好

元智大學管研所講座教授許

士軍在出席記者會時指出，此計

畫聚焦在商機，而要把過去的資

料轉化為未來的商機，是建立在

空間與時間的契合上。過去的貿

易型態是雙邊或多邊的，而今則

已經形成網絡，演變為供應鏈或

產業鏈。時間因素方面，我們則

要把握機不可失的商機，把ECFA

當作機會，而要實現商機，需要

很多層次的配合，包括政府政

策、人才的支持，以及整體產業

和貿易業者個別的努力等。

他也強調，政府對於發展台

灣品牌著墨頗深，20年前的「台

灣精品計畫」他就曾經參與，而

去年在南京展出的台灣精品也受

到大陸官員及媒體的高度好評。

他認為，不論是台灣品牌或台灣

服務業的發展都大有可為，例如

台灣目前正吹起「樂活風」，把

樂活精神運用在餐飲、旅遊、時

尚等產業，為對岸人民示範快樂

生活，其中將潛藏著無限商機。

關鍵時刻 

台商宜掌握十二五商機

該計畫主持人呂鴻德，則

在成果報告中開宗明義的指出，

「在關鍵時刻往往只需要一句

話、一個關鍵事件就可以改變未

來。」康師傅創辦人魏應行就是

在1988年聽到一位教授在演講中

提出：「未來只有在中國才能成

就世界級的企業！」就是這句話

讓魏家四兄弟跨過海峽去闖蕩，

許士軍教授（左）認為貿易

業者應把握後ECFA的市場

機會，拓展貿易。呂鴻德教

授（右）則點出，台商應把

握大陸「十二五規畫」，與

兩岸黃金十年的商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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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大陸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已在全球經貿舞台嶄露頭角，

但貿易風險度仍高，台商宜分散風險，才能坐收實質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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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康師傅的利潤已經是統一

集團的6倍。「所有的企業都在

找商機、找自己的舞台。ECFA讓

兩岸由對峙走向對話、由零合邁

向整合，兩岸經濟原本是以出口

為導向的外需結構轉向兩岸共同

打造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級的內需

市場。因此台商必須掌握後ECFA

時代新商機，預先因應中國大陸

的十二五規畫，強調國強轉民

富、高碳轉低碳、製造轉創造的

三大轉型契機。」

呂鴻德表示，台商在今年一

定要掌握的兩件事便是十二五規

畫，以及兩岸的黃金10年。但他

也提醒，中國大陸在亮麗發展的

背後，通膨的危機也越演越烈，

加上同質化的競爭，確實也為台

商帶來轉型的挑戰。而國際情勢

的變動也值得關切，從2010年

下半年開始迄今，全世界都在瘋

狂的執行貨幣與貿易的戰爭；另

外，在日本福島地震之後，幾乎

所有研究機構都大幅向下修正對

日本經濟成長率的預測，日本在

許多產業中位居關鍵角色地位，

因此對全球經濟成長也有一定影

響。經建會也指出，日震使台灣

產業輸出產值銳減，預估將達到

11億美元，產業方面以化學製

品、金屬及其製品、電腦電子零

組件、半導體、餐飲住宿等受挫

最多，受衝擊的產業，勢必須要

尋求另外的解決方式。

輸出軟實力 

台灣品牌在國際發光

行銷之父菲利浦．科特勒

（Kotler. Philip）在其著作《行

銷3.0》中提出，「行銷1.0時代

企業是在賣產品、行銷2.0時代企

業賣的是服務、行銷3.0時代企業

在賣使命。」呂鴻德教授認為，

所謂的使命，已經不是在迎合消

費者的需求，而是引導消費者的

需求。

呂鴻德指出，MIT商品深受

大陸消費者喜愛，「優質平價」

可說是最佳定位，台灣商品的

品質在大陸給消費者有溢價的感

受，相當具有影響力和競爭力，

台商應利用此優勢加強發展自有

品牌，他指出「中華元素+全球

資源=未來趨勢」，這已經是成

功的公式，最好的例子就是法藍

瓷，其「china is China（瓷器即

中國）」的定位讓該品牌在中國

大陸每年有100%的成長率，至於

四海遊龍也因「白地戰略」，而

成功布局到對岸的三、四、五、，

六級城市。

從重要市場到新興市場在

全球貿易版圖上的演變，最足以

印證國際經貿局勢的動態變遷。

呂鴻德強調，連續三年的調查報

告，其實是公會努力為業者做政

策導引的用心，一如許士軍教授

所言，這份報告是一個入門指

引，希望藉此引起大家的重視、

興建及聚焦的研究。他也期許這

份調查報告能夠觸動政府機構的

努力。

呂鴻德也提醒，雖然以中國

大陸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已經在全

球經貿舞台中嶄露頭角，但貿易

風險依然偏高，他建議台商要秉

持「重要市場保平安、新興市場

添福壽」的原則進行全球布局，

以分散風險、坐收實質效益。

台灣繼傲視全球的IT產業

後，已經進入輸出軟實力、發展

自有品牌的關鍵階段。洪德生院

長認為，台灣要成功自創品牌，

就必須要把整個供應鏈連結起

來，而且業界與政府要攜手合作

打團體戰，呂鴻德則期勉台灣廠

商從販售產品、販售服務，進一

步邁向販售使命之路，那麼台灣

品牌揚名大陸、笑傲全球將是指

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