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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發生的「513越南排華暴動」，對台商造成前所未見的損失。台商面對越南這個貿易依存度高，但

又逐漸瀰漫投資風險的海外重要生產基地，應該採取那些因應的新投資策略，才能在隨時可能再次發

生的排華危機中，站穩腳步、避開風險，讓海外經營更加順遂。

◎撰文／林歆恩 攝影／張家毓、卜華志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過
去幾十年來，台灣製造業

大量南進，包括越南、泰

國等國家都有廣大的台商，然

而，近年來台商在這些國家的經

營開始面臨多重挑戰，尤其過去

幾個月以來，越南排華事件以及

勢，成功投資市場並拓展商機。

越南爆發最嚴重排華暴動 

20年前，越南積極開放改革

之際，正值我國政府推動南向政

策的時間點，因此大量台商前進

泰國政變等，都讓台商的經營面

臨挑戰。面對越南與泰國持續增

加的投資風險，台商必須深入了

解其背後的因素，才能做出正確

的評估，然後採取最好的應變策

略，正確因應不斷改變的經貿局

越南、泰國投資風險增 

台商如何站穩腳步 因應危機？

因政府積極推動南向政策，台商大舉前進越南投資，經過20年的努力耕耘，越南已成為重要的海外生產基地，但隨著「513排華事件」的
衝擊影響，台商正面臨投資風險加劇、是否該離開越南的嚴峻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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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投資，到了2005年，越南

即成為台商僅次於中國大陸的海

外第二大生產基地。根據經濟部

的統計資料顯示，如果加上台商

從第三國進入越南投資的金額，

台灣是越南實質第一大外資。然

而，越南與台商的緊密關係，在

2014年5月13日越南發生嚴重的

排華事件中，出現極大的衝擊。

因為，儘管此一波排華事件

肇因於越南與中國大陸的領土主

權爭議，但是在排華暴動中，受

害最大的卻是台商，從紡織、製

鞋、塑膠到化工產業，都有台商

的工廠遭到嚴重破壞。面對越南

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排華狀況，台

商應該去或留，正考驗著許多越

南台商的智慧。

台商損失嚴重 後續衝擊大

513越南排華事件的發展有其

背景因素：中國大陸與越南在南

海向來有主權爭議，因此當中國

大陸在南海設置「海洋石油981」

鑽井平台探勘石油，引發兩國對

峙以及越南民眾的不滿，因此越

南民眾發動一連串抗議示威活

動，而在5月13日當天的示威遊行

中，遊行民眾失控開始攻擊華人

經營的工廠，在暴動中，又以越

南台商被攻擊的情況最為嚴重。

根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公布

的資料顯示，因越南暴動事件受

損的台商共425家，累計直接財物

損失達2～5億美元之間。其中有

在平陽工業區內，台商原本有非常

完整的自行車產業鏈，從製作腳踏

車車墊、把手、輪圈乃至成車等，

都有台商企業，目前產業鏈嚴重受

損，重建復工面臨極大的挑戰且須

耗費相當長的時間，受損嚴重的台

商正面臨減資、移轉投資基地，甚

至不排除離開越南。

越南投資優勢多 

台商走不了

然而，說要離開真的那麼

容易嗎？包括中鋼、台塑、桂

盟，甚至受創最深的鋒明興業都

透露：「離開，事情沒有那麼簡

單。」確實，越南做為台商第二

大生產基地，儘管此次因為暴動

事件引發許多台商撤資的想法與

可能性，但事實上多數台商都離

不開越南。

30家為受災嚴重的廠商，平陽省

受災嚴重廠商有23家、同奈省6

家、河靜省1家。由資料顯示，台

廠受到的損害非常大，可見暴動

之嚴重。

在個別廠商中，台塑越南靜

鋼廠是傷亡與破壞最為嚴重的一

家公司，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在

日前舉辦的股東會上，神情嚴肅

的表示，在此事件中，台塑越南

靜鋼廠有4個人死亡、166人受

傷。自2000年就前往越南投資的

自行車坐墊製造廠鋒明興業，一

廠被燒光、二廠也遭破壞，鋒明

興業副總經理蔡仁賓甚至躲在垃

圾桶兩天才度過危機，一度失聯

被以為有生命危險。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連玉

蘋強調，本次越南暴動事件在平陽

省尤其嚴重，以自行車產業為例，

越南擁有年輕的勞動人口、消費力道強，勞工薪資雖逐年調漲，勞力成本仍低於印尼與
泰國等地，加上基礎建設較完善及優勢地理位置，因此成為外資眼中的首選投資地。



48 TRADE MAGAZINE

首先，就勞力成本而言，儘

管越南每年的基本勞工薪資都以

15%以上的幅度調漲，但是仍低

於印尼與泰國，更只有中國大陸

深圳的一半；就基礎建設而言，

相較於緬甸、柬埔寨，越南的基

礎建設大勝兩國。以越南內需市

場而言，越南人口將近1億，較泰

國、菲律賓都來得多，而且越南

年輕人口多、消費力道強；再以

越南在全球的經貿地位來看，由

於越南位處東南亞要塞，具優勢

的地理位置，讓中、美這兩大世

界強國都積極拉攏，美國更早在

2000年就與越南簽署貿易協定，

這讓越南成為台商拓展美國市場

的首選投資地。

更重要的是，累積過去20

年的投資，台商已經在越南建構

許多產業群聚，從馬達聚落、汽

機車聚落再到紡織聚落都有，產

業聚落讓整個供應鏈廠商緊密相

連，只要群聚還在，商機就在，

供應鏈廠商根本捨不得走，尤其

中鋼、台塑、台化等屬於產業上

游的供應商，更是最不會動搖的

業者，因為產業群聚在越南，上

游原料供應商的客戶全在這裡，

走了等於得放掉商機。

所以，王文淵雖然對暴動事

件表達不滿，揚言台塑集團原本預

計在越南增加的5億美元投資，將

再進行評估，而且會視越南政府後

續處理態度而定。但是，王文淵也

曾對媒體發言，對越南已投入的投

資，不能說撤就撤。而且為盡速恢

復越南鋼鐵廠的建置案，王文淵更

將親赴越南協商復工以及賠償事

宜。王文淵表示，越南的營運現況

讓他感到頭痛，如果越南鋼鐵廠的

建設工程不能在2個月內恢復，將

影響其後續計畫。

在越南投資將近13年的全球

自行車鏈條龍頭桂盟，更因看中越

南經濟持續成長，不僅沒有絲毫退

場的想法，還要再加碼。桂盟董事

長吳盈進指出，任何地方都有類似

的風險，而且越南人生性善良，因

此不會因為排華暴動事件改變該公

司對越南的投資意願，未來桂盟更

將擴大在越南投資設廠，把在越南

的年產量從現在的1,200萬條，增

加到1,500萬條。

3大策略 做好完全準備

既然走不了，但是也不能無

作為，尤其這次事件損傷之大令

人咋舌，促使台商開始思考因應

之道。依據台商目前在越南的投

資狀況，建議可採取以下3大策

略，以因應類似風險。

策略1》任用越籍幹部 降低勞資衝突

這次事件肇因於越南與中國

大陸的衝突，卻屬台商遭到的攻

擊最為嚴重，原因之一與越南台

商在當地的管理有關。由於越南

人具有散漫、不愛工作的性格，

因此普遍來說，多數越南台商都

採用陸籍員工當主管，管理越南

勞工，陸籍幹部高壓的管理方

式，長久下來累積龐大的不滿。

基於這樣的背景因素，未來

台商如能多晉用越籍幹部，讓越
台商在越南投資已建構許多產業群聚，讓整個供應鏈廠商緊密相連，所以台商若要撤資等
於是放棄商機，對此台商應以積極策略因應類似風險，才能免於更大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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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人管理越南人，可以減少管理

階層與勞工之間的衝突。被稱做

「最越南台商」的泰豐鞋業，這

次在暴動最嚴重的平陽省也設有

工廠，但是完全沒有遭到入侵與

破壞，原因就在於泰豐鞋業早已

在地化，不僅以越南人擔任總經

理、晉用多位越籍幹部，同時也

沒有任用陸籍幹部。飲料包材業

巨擘宏全經歷這次事件之後，也

打算進行本土化策略，全面晉用

越籍主管。

策略2》分散風險 尋找新投資地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

才能分散風險。因此，台商不能

只在越南設廠，也要多尋覓其他

投資地。一如宏全，儘管這次在

越南的工廠也遭到破壞而停工，

但是因為該公司在中國大陸與東

南亞其他國家擁有十多個生產基

地，因此越南停下來的產能有其

他廠可以支援，避免了交不出貨

的風險。

由此可見，未來台商就算在

越南的既有投資無法撤離，但是

新的投資案可以考慮其他國家，

全球運動鞋代工大廠寶成即在日

前宣布將於緬甸投資1億美元設

廠，好與越南做互補。

策略3》轉型升級 思考回台的可能性

當然，對於一家企業的經

營，如果可以提升附加價值，致

力於高值化發展，不用再做追求

低成本的製造代工業，才是企業

經營的長治久安之計。因此，越

南台商或許應趁這次危機，好好

思考轉型升級的可能性。尤其近

來台灣政府透過各種優惠政策吸

引台商回流，不失為越南台商轉

型升級的契機。

我國政府積極協商　

越南政府慢半拍

越南這次暴動事件之嚴重

前所未見，台商都非常希望政府

可以為自己討回公道，協助台商

向越南政府要求賠償，以及保障

台商未來在越南的投資安全。對

此，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連玉

蘋指出，為協助台商，政府已啟

動台越雙方政府的跨部會工作小

組，並且進行首次跨部會協商，

分別就薪資勞動、租稅及關務、

貸款金融、保險及人身安全等5個

議題專案分組。

不過，從兩國政府的協商進

度來看，由於越方政府的反應慢

半拍，至今仍難有具體進展，不

僅影響許多台商越南工廠復工的

狀況，再拖延下去，恐怕也會持

續影響台商投資越南的意願。

從513發生排華暴動至今，越

南台商工廠正陸續恢復運作，但

是如此嚴重的事件絕對不會事過

即境遷，相信，這起事件不僅對

越南台商帶來震撼教育，全球海

外台商都應對投資風險的掌控，

以更嚴謹的態度，發展出更完善

的策略，讓海外布局降低危機、

朝永續經營之路前進。■

繼越南在5月13日發生暴動砸台

廠的衝擊之後，5月22日，泰國發生

政變同樣影響海外台商的投資布局，

不過，由於泰國政治長年不穩，外資

與台商多習以為常，因此這次泰國的

不流血政變，似乎並沒有對台商造成

太大的影響。從政變發生至今，在泰

國的5,000多家台商運作一切正常，包

括台達電、泰金寶、泰南僑等都表示

營運沒有受到影響。泰國台商會總會

會長張冠昌指出，相較於越南的排華

暴動事件，泰國政治局勢雖然不安，

但是並沒有造成太大的衝擊。

由於泰國政變之後的一切商業運

作都正常，泰國股市也沒有因此有太

大的波動，因此中華民國外貿協會原

本就規畫好的東南亞拓銷團，依然如

期前往曼谷，包括電子資訊、機器、

保健食用品在內的業者也都按照計畫

前往。不過，儘管一切正常，但是經

濟部貿易局仍然提醒台商，要注意後

續狀況發展。

          根據經濟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台

商自1952∼2013年共已經投資2,180

件，累計金額達134.5億美元，為泰

國外人投資的第3位，僅次於日本與

美國，包括泰金寶、泰南僑、台達電

子、正新橡膠等大廠一直都非常積極

投資泰國。

泰國政治不安是常態 
台商影響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