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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達到3.77%，為

2011年以來最佳表現，原本各界

預期，隨著國際油價在2014下半

年大跌，應有利於台灣主要出口

市場經濟表現，也有益於台灣內

部消費擴張。

不料，油價下跌讓台灣「未

出
口連續10個月衰退，加上

內需不振、無薪假再起、

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大軍來襲、

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進入

保1大戰，一連串的壞消息，道

盡台灣2015年經濟表現的慘澹樣

貌。台灣經濟研究院指出，2014

蒙其利，先受其害」，出口貿易

數據受產品價格下跌影響，內需

消費也未因交通支出減少而擴

張，甚至在第3季也由溫轉冷，

增添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導致

台灣經濟再度陷入預測「開高走

低」的窘況，預估2015年GDP成

2015年台灣GDP破1，各界無不感到焦慮，再加上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襲擊、總統大選之後可能出現的

空窗期，以及全球經濟的多重不確定性等，都使2016年台灣的經濟發展陷入嚴峻挑戰之中。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路透社

重構企業思維 
衝出困境翻轉新局

台灣進入低成長常態

22



232016.01  no.295

新平庸突圍

長率預測僅有0.83%。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也 提 到 ，

2015年台灣經濟成長表現「開

高走低」，原本第1季成長率還

破4，但第2季之後成長陷入停

頓，導致2015年經濟成長率僅約

0.98%。台灣綜合研究院則認為，

2015年全球貿易衰退加上中國大

陸發展自主供應鏈的影響，重創

台灣出口，衝擊國內廠商勞動僱

用與投資意願，民間消費亦轉趨

保守，成長不如預期，2015年經

濟成長率僅約0.98%。

全國農業金庫總經理鄭貞茂

分析，自2011年到2015年台灣

GDP成長率不到3%，這樣的低成

長已經成為新常態，2015年甚

至未達1%，面對低成長時代的來

臨，台灣必須用新的思維，尋找

新的機會，才可能開拓新商機。

�3大現象��

觀察台灣經濟現況

展望2016年，台灣經濟研究

院院長林建甫指出，由於全球經

濟復甦可能延至2016年第1季之

後，台灣經濟要有好的表現，恐

怕還要等上一段時間，但可以預

見的是，整體表現會較2015年為

佳，預估2016年台灣GDP成長率

約達1.84%。

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展望中

心主任彭素玲則認為，台灣經濟在

2015年底雖有短期循環波動因素

推波助瀾，出現小小動能，但因台

灣產業結構尚在調整階段，導致成

長復甦較為緩慢，預估2016年經

濟成長率為2.24%，整體成長結構

呈現「內外平緩」情勢。富邦金

控資深經濟學家羅瑋則認為，台

灣受到全球景氣復甦不確定性的

影響，加上中國大陸經濟放緩對

台灣出口造成的壓力、新政府執

政空窗期，使得2016年經濟仍面

臨嚴峻考驗，但因2015年基期較

低，2016年經濟仍保持一定增長

可達2.1%。

綜合國內各大經濟分析機構

的看法，大抵上可以從3大現象，

觀察台灣目前的經濟狀態。

 現象1》 

全球貿易緊縮 衝擊台灣出口

「全球貿易成長超過經濟成

長2倍速的時代已經過去，目前全

球收入每成長1%，對世界貿易成

長僅增加1.4%，僅1990年2.3%的

6成。」台灣綜合研究院院長吳再

益指出，台灣是一個高度仰賴貿

易的國家，尤其自2000年之後，

台灣經濟成長主要動能來自外

需，因此全球貿易量大幅衰退，

對台灣造成非常大的衝擊，台灣

必須回過頭來強化內需，以做為

未來經濟成長的穩定力量。

中華經濟研究院顧問暨世新

大學經濟系教授周濟也強調，台

灣貿易占GDP比重超過100%，

貿易對台灣經濟的重要性不言可

喻，如今全球貿易萎縮，影響台

灣經濟與投資甚鉅，因此如何促

進貿易帶來投資，是台灣各界都

應該投以最大關注的重點。

另外，鄭貞茂認為，中國大

陸發展自主供應鏈的進口替代政

策，對台灣貿易造成相當大的影

響，未來隨著陸韓FTA生效，中國

大陸紅色供應鏈持續崛起，以及

總統大選結果對未來兩岸關係的

影響等，諸多負面因素都可能進

一步壓縮我國貿易出口表現，未

來台灣除尋找新的出口動能，同

台灣是高度仰賴貿易的國家，但因全球貿易量大幅衰退，對台灣造成衝擊，台灣必須回過
頭來強化內需，做為未來經濟成長的穩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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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必須找到帶動內需的方法。

 現象2》 

信心不足 消費意願緊縮

鄭貞茂進一步指出，有鑑於

國際貿易不再如過往那樣流行，

台灣必須強化內需維持經濟動

能，可惜的是，過去1年政府在財

政擴張上採取保守政策，加上民

間消費緊縮，因此內需也不足。

談到內需，吳再益認為，

台灣民間消費占GDP比重逐年下

滑，成長貢獻度自2000年後開始

萎縮，近年來民間消費意願更是

不振，尤其2015年下半年面臨全

球國際經濟景氣不佳，民間消費

信心下滑，整體批發、零售及餐

飲的商業服務業的營業額除2月份

相對去年同期基期較低為正成長

之外，其餘月份皆呈現負成長，

衝擊我國經濟成長。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董事長梁國新認為，台灣內需市

場規模有限，需要透過對外貿易

來促進經濟成長，而加速融入區

域經濟整合是提升貿易的關鍵手

段，由於「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RCEP）的規模愈來愈

大，非會員國將無法享受權利，

在這波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之下，

台灣應貫徹經貿自由化、積極參

與全球經濟整合。

 現象3》 

工業生產指數表現不佳

由於工業生產指數是資本形

成的重要指標，因此工業生產指數

的表現同樣牽動台灣經濟成長表

現，彭素玲分析，2015年台灣4大

製造業生產指數僅化學工業呈現正

成長，其餘產業如金屬機械工業、

民生工業與資訊工業都為負成長，

其中做為我國最重要的資訊電子工

業，衰退幅度達8.01%，對台灣經

濟造成很大的衝擊。

�4大不確定因素��

牽動台灣經濟發展

進一步從國際因素觀察台灣

2016年的經濟表現，彭素玲指

出，包括美國升息與中國大陸、

日本、歐洲的貨幣政策；中國大

陸供應鏈在地化與經濟走緩；以

及選舉與地緣政治風險等非經濟

因素，都是牽動台灣經濟發展的

重要不確定因素。

 因素1》 

美國升息 台灣降息！ 

進出口商兩樣情

美國經濟數據加強，美國正

式於2015年12月升息，對全球經

濟帶來影響之際，台灣央行採取

降息政策，一升一降之間台美利

差拉大，台幣在2016年將持續貶

值，對台灣出口產業勢必帶來利

多，但是進口商可能將因此受到

貨幣貶值的衝擊。

不 過 ， 對 於 貨 幣 貶 值 救 出

口，多數專家都認為效果不大。

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殷乃平對政

府提出建言時便指出，匯率是兩

面刃，貶值有助出口但是後續的

負面影響也強，鄭貞茂也認為，

由於弱勢貨幣對出口有利，因此

大家都想藉由貨幣貶值維持出口

占有率，並不是很聰明的動作，

因為各國競相貶值的結果只是把

商品價格變得更低，對大家都造

成傷害，只是台灣在這波全球貨

幣大貶的過程中，被迫跟著貶

值，後續經濟能否動起來，要靠

產業的轉型升級與結構調整。

 因素2》 

中國大陸供應鏈在地化

過去台灣透過「中國大陸製

造、台灣運籌」的模式創造中間

材出口的商機，如今，隨著中國

大陸供應鏈在地化持續發展，台

灣出口受到嚴重的打擊。根據行

政院主計處的資料顯示，2015 

年1月至11月，台灣出口年增

率-10.3％，其中對中國大陸出口

成長-4％，衰退幅度最大，並且

已經連續11個月呈現負成長，彭

素玲解釋，這是因為中國大陸供

應鏈在地化持續加劇之中。

鄭 貞 茂 分 析 ， 因 為 中 國 大

陸製造業開出來的產能，不是其

他國家所能比擬，隨著中國大陸

能自我供應零組件，零組件進口

比例愈來愈低，因此不利於其他

經濟體的出口，由於中國大陸的

製造業發展幾乎走著跟台灣一樣

的路途，從進口替代、發展輕工

業、重工業到科技產業，台灣與

中國大陸製造業幾乎有著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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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因此一旦中國大陸製造業

崛起，台灣受到的影響最大，若

跳脫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的進

逼，必須拋棄過去發展產業的思

維，尋找新方向。

 因素3》 

中國大陸經濟持續走緩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台 灣 經 濟

對中國大陸的依賴逐漸加深，因

此中國大陸經濟走緩持續影響台

灣，彭素玲分析，中國大陸信貸

擴張差額（Credit-to-GDP Gap）已

達到25.4%，高於巴西的15.7%和

土耳其的16.6%，在主要經濟體中

位列榜首，風險不斷擴大的債務

危機，對台灣經濟而言同樣是一

顆不定時炸彈，台灣不管是政府

或產業界都應該謹慎看待。

鄭貞茂對此提出看法，過去

幾年，世界各國仰賴中國大陸經

濟成長帶動出口，因此也加速推

動擴張財政政策、擴大投資，如

今，隨著中國大陸經濟走緩，出

口突然不見了，銀行對企業的授

信與放款將趨於保守，許多新興

國家都將出現資金斷鍊危機，這

樣的現象與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

有點類似，台灣不管是金融業或

製造業，都必須正視這股風險。

 因素4》 

能否加入全球區域經濟 影響大

台灣競爭力趨於弱勢，很大

的原因在於台灣融入全球區域經濟

整合的速度過於緩慢，尤其隨著

兩岸服貿、貨貿談判延宕，再加

上東協經濟共同體（AEC）、陸韓

FTA正式上路，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完成首輪談判，東協宣稱

將在2016年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RCEP）談判，台灣腳步已經

不能再稍有落後。目前政府極力於

加速兩岸貨貿談判，也積極尋求加

入TPP的契機，2015年底行政院長

毛治國在美國媒體發表專文時表

示，台灣已加速參與TPP的準備工

作，顯示出台灣積極藉由TPP融入

全球區域經濟體的決心。

綜觀來看，由於受到全球景

氣復甦充滿高度不確定性，再加

上中國大陸經濟放緩對台灣出口

造成的壓力、國際原油與商品價

格走勢恐持續探低、以及全球或

台灣新政府的改革與空窗期等，

都將使得台灣2016年經濟仍面臨

嚴峻考驗，台灣如何從顛簸的路

途中找到出路，考驗著政府與產

業界的智慧。■

2016年全世界有許多重要選舉登場，包括台灣總統大選、泰國大選、美國總統大選以及日本參議院選舉等，都將影響各國經濟政策，並
牽動台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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