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經濟從2013年底逐步向上攀升，2014年持

續回溫，原本大家預期在國際景氣緩步復甦之

中，台灣在2015年，也會有不錯的表現。但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自2015年2月到7月，台灣出口已連續衰

退6個月，創下金融海嘯以來最差紀錄，今年經濟成

長率恐面臨「保一」危機，各界無不憂心忡忡。

觀察台灣進出口值嚴重衰退的原因甚多，包括全

球產能過剩，石油、鋼鐵等價格下滑都是原因所在，

而對台灣衝擊更嚴重的是，以中國大陸為主的新興市

場經貿走緩，我國對中國大陸與東協市場的出口大幅

衰退，更是導致我國進出口成長衰減主要原因。

�　　　全球經濟瞬間急凍�台灣進出口現疲態

根據行政院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我國海關進出

口資料顯示，2015年7月我出口減少11.9%，雖較6月

成長2.1%，仍呈下滑態勢。此外，進口大減17.4%，

出超成長達到38.4%，顯示我國進出口數據仍難以擺

脫惡化的情況；累計我國2015年1～7月，出口值總

計為1,659.8億美元，共下滑7.8%，減少141.1億美

元，進口為1,366億美元，縮減15.3%，出超成長到

56.1%，今年以來整體進出口表現甚不樂觀。

針對個別國家或地區的貿易表現來看，2015年7

月我國對美國出口成長1%，表現優於其他主要出口市

場，對日出口表現持平，對中國大陸、東協6國主要

國家及歐洲出口皆呈2位數衰減，兩地區均已連續下

滑6個月以上，顯示我國對中國大陸與東協市場出口

的大幅減少，是我國進出口衰退的關鍵因素，政府必

須找出具體原因加以改善，才有機會讓出口數據有所

改善。

面對出口嚴重衰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說明，

今年以來進出口貿易額衰退是全球現象，並非台灣獨

有，綜觀2015年1～7月全球主要貿易國家表現，除

了中國大陸出口微幅成長0.9%之外，包括韓國、新加

坡、美國、日本、歐盟出口狀況皆不理想，累計今年

新加坡、歐盟出口分別減少13.3%、14.2%，日本出口

亦衰退8.1%，幅度均大於我國；進口部分皆為衰退，

除美國外，其餘主要貿易國家進口均呈2位數衰減。

不過，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吳明機表示，觀察台

灣出口衰退主因，固然有國際環境因素存在，但台灣

產業出口結構、產品競爭力衰退等，也是導致出口

減少的重要因素；此外台灣產品出口結構仍以紅海

式價格競爭為主，未能發展出整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的藍海式價值創造能力，也是問題所在。

再者，台灣相對主要競爭對手國如韓國，自由貿易零

今年年初，大家對台灣經濟前景還充滿樂觀，沒想到半年之內，全球經濟急縮，台灣面臨出口連續半

年衰退的嚴重瓶頸。是什麼因素使台灣進出口瞬間急凍？各界都在尋求解答，並力求突圍之道。展望

未來，我國出口能否走出陰霾，讓經濟回溫，將是當務之急。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法新社、商業周刊

出口連續半年大幅衰退

台灣三大出口產業
尋求突圍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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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涵蓋比重過低，產業出口面臨較高關稅門檻，更

是台灣出口產業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

�　　　探索台灣3大出口產業衰退原因

就各別產業觀察台灣出口衰退的問題，包括電

子產業、機械產業、光學器材等台灣主要出口產品在

2015年1～7月的表現均不佳，原因在於各別產業都

面臨不同的競爭壓力。

電子產業》歐美需求疲乏 導致台灣出口減少

在我國出口主力電子產業方面，海關進出口資料

顯示，我國電子產品累計1～7月出口衰退0.9%，主要

出口減縮地區與國家包括中國大陸與東協；資訊與通

信產品則衰退達12%，主要出口減縮地區與國家為美

國、歐洲。經濟部分析，電子產業出口衰退主因在於

晶圓代工受客戶庫存調整，出貨量銳減與消費性電子

產品需求減弱所致。

觀察我國電子產業的後續發展，由於下半年度向

來為電子產業旺季，隨著各品牌手持行動及穿戴裝置

新品陸續上市、物聯網應用及Windows 10挹注電腦

換機商機，可望帶動我國資訊通信及電子產品出口回

溫，一掃上半年度之低迷。

不過，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副秘書長羅

懷家指出，我國資訊及通訊產品，在筆電存貨有待消

化與通訊產品銷售欠佳情況下，整體出口情況較以往

嚴峻。

機械產業》日、歐元貶值 台灣產品競爭力下降

我國向來具備競爭力的機械產業，累積2015年

1～7月出口額達117.3億美元，呈現1.9%的衰退；

2015年7月更呈現衰退10.4%的大幅下滑現象，顯示

台灣機械產業所面臨的壓力愈來愈大。

深究出口衰退的原因，日圓及歐元大幅貶值是關

鍵，旭東機械總經理李松賢指出，我國機械業主要競

爭對手為日、歐廠商，過去台灣以優質且較具價格競

爭力的產品，贏得市場利基，如今，隨著日圓貶值，

拉近日本廠商與台灣廠商的價格差距，逐漸對台灣形

成壓力。

近期將併購歐洲工具機大廠的友嘉集團表示，儘

管友嘉集團工具機事業群已國際化，營收可望成長，

希臘歐債等全球金融事件暫獲解決後，將有助於台灣整體經濟態勢回穩。

�　　　探索台灣3大出口產業衰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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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臨日圓貶值的壓力，下半年不見得比上半年好。

未來，若是歐元續貶，引起日圓甚至韓元也跟著

貶值，將導致我國工具機與日本、韓國價差縮小，競

爭力下降，再加上中國大陸、美國及東協景氣不如預

期，都將影響我國出口表現。

光學器材》中國大陸需求減少為衰退主因

再看光學器材產品，2015年1～7月，我國光學

器材產品出口值為101.8億美元，衰退5.5%，單就7月

來看，我光學器材對全球出口衰退9.2%。

國際貿易局分析指出，由於中國大陸向來是我國

光學器材的大宗出口國，因此中國大陸需求減少，對

於光學器材產業的影響非常大。

以2015年7月的數據為例，儘管因為行動裝置推

陳出新，再加上美國家庭可支配所得提高，美國對我

中小尺寸面板需求增加，使光學器材對美國出口大幅

成長84.1%，但同月出口中國大陸的光學器材，卻減

少17.9%，仍導致我國光學器材出口額持續衰退。

�　　　政府籌組海外拓銷團

　　　以投資帶動出口

面對我國2015年出口嚴重衰退的問題，政府正積

極透過跨部會資源，積極尋找解決方案，短期而言，

貿易局已研擬多項短期拓銷作法，如籌組海外展團拓

銷，協助廠商走出去，以及廣邀買主來台採購，把商

機拉進來；另外，政府也挹注新台幣60億元與中輸銀

合作辦理「強化貿易金融貸款方案」，協助中小企業

融資；再者，有鑑於虛實整合趨勢當道，貿易局也推

動線上出口與實體併進策略，針對機械產業、資通訊

產業、汽配產業及綠能產業等，深耕重要買主，並導

入代營運商服務助企業搶攻國際電子商務市場。

中長期來看，經濟部工業局指出，目前已經提出

「系統整合藍海出口推動作法」，協助「整廠輸出」

搶占全球商機。經濟部工業局也針對具未來發展性的

新興解決方案，建立有效孵育機制，如智慧城市、雲

端、物聯網、大數據、生產力4.0等，複製海外生產

台灣出口連續6個月衰退，需要正視原因，積極尋求出口成長良藥。

�　　　政府籌組海外拓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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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聚落，啟動「投資帶動出口」的策略。

另一方面，經濟部也積極採用「生態體系」

（Ecosystem）有機結合方式，促成國內硬體、軟體及

服務業者，共同形成出口旗艦，補足我國廠商規模不

足的弱勢。

�　　　未來不確定性仍高

　　　台灣下修GDP數字

從進出口衰退進一步觀察2015年總體經濟表

現，中華經濟研究院指出，由於2015上半年全球經

濟成長不如預期，全球主要機構紛紛下修2015年全

球經濟成長預測值，例如聯合國於2015 年5月發布

世界經濟情勢與展望（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中，下修全球GDP 0.3%至2.8%；而美國聯

準會（Fed）也於三個月內兩度下修美國經濟成長預

測值；中國大陸成長率更屢遭下修，人民銀行最新預

測值為7%，而國際機構如 GI、IMF（WEO）、OECD 

等預測值則不及7%，約在6.5%～6.8%之間。

另外亞太地區國家2015年成長表現也多有下修

情形，如南韓成長率由 3.2%下修為2.5%、香港則由

3.0%修正為2.6%、新加坡由4.2%下修至 3.2%，顯示

2015上半年全球經濟走勢，較原先預期更加蹣跚。

過去半年來我國出口大幅衰退，對此，中華經濟

研究院仍樂觀指出，由於國際經濟走緩，全球商品貿

易成長趨緩，以及2014年基期較高影響，我國2015

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預估值約為2.86%，低於3%；併

計第1季成長率3.37%，2015上半年經濟成長率維持

在3.11%；2015下半年經濟成長率約2.97%，合計

2015年經濟成長率約3.04%。

觀察2015年下半年發展趨勢，中華經濟研究院指

出，未來國際發展仍然充滿諸多不確定因素，包括美

國升息時程、國際油價走勢起伏、中國大陸經濟走緩

與兩岸產業競合關係不明，都將對未來台灣經濟發展

帶來影響。面對台灣出口持續衰退，工總理事長許勝

雄表示，整個國際經濟動能都不好，德國、法國出

口表現也不好，台灣為出口導向國家，勢必也是跟

著衰退；至於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面對台積電營收

在2015年6月罕見的出現-0.6%成長，也在日前的法

說會上表示，原本2014年底市場預期的高成長，如

今變成高「庫存」成長，預估一直要到2015年底才

會去化庫存。

商業發展研究院院長謝龍發則表示，目前希

臘債務與脫歐問題暫獲解決，美國亦受惠於消費支

出增強，有助歐美經濟回穩。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林建甫則表示，希臘債務問題對歐元的干擾趨明朗

化、美國及歐盟的經濟表現回穩、中國大陸的中度

成長，已成為新常態、日圓貶值效應亦已達極限，

2016年我國出口可望恢復成長態勢。

自2008年金融海嘯風暴席捲全球以來，全球經

濟前景仍然詭譎多變，在大環境因素的影響之下，

台灣進出口企業似乎一直處於高度不確定性之中，

在這多重變異的經貿競爭之中，台商除仰賴政府的

政策協助之外，自身也必須透過技術創新、轉型升

級、品牌經營等多重策略，才能在惡劣的大環境中

找到突圍之法，走出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

面對這波出口困境，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預估，要到2015年底才
能逐漸恢復。

�　　　未來不確定性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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