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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中」經濟對抗源自美國意識到國家安全應高於經濟利益；因此，在

美「中」新關係架構下，兩岸經貿關係逐漸由合作轉為競合、熱絡變成平淡。 

 

傳統上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的經濟行為大都促進了群

體利 益的提昇，因此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被認為是最好的制度。不過，在特殊

情況下，尤其是「外部性」存在的時候，個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可能會傷

害到集體的利益，此時就需要具有公權力的政府插手干預，以矯正兩者之間的

衝突。當個人經濟行為影響到全體本國人的安全時，已經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層

次，也需要由政府加以限制個人的經濟活動。所謂國家安全，泛指透過使用經

濟、軍事、政治、外交等各種手段，來維護國家的持續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全球分成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兩大對立陣營，為避免本國體制被推翻，國

家安 全放在各自的施政首位，經貿活動只限於陣營內的成員國之間進行。隨著 

1991 年蘇聯解體後，美蘇冷戰結束，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瓦解，歐美的國家安全

威脅下降，加上中國大陸在 1990 年代後加快對外開放與利用外資，經濟全球

化成為世界主流趨勢，歐美企業憑藉技術及資本優勢，大舉到前社會主義國家

投資，結合其低價的勞動力及土地，創造出龐大的超額利潤，使全球進入空前

的經濟繁榮年代。 

 

然而，經過 30 年的輝煌發展後 

 

全球貿易環境的開放與自由化雖然促進了各國的經濟成長，但並沒有改變

部分 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獨裁體制，中國大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人均所得從 

1979 年開始改革時的 184 美元增加至 2020 年的 1.1 萬美元，GDP 達到 

14.7 兆美元，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的 20.9 兆美元，若以購買力

平價衡量則已經超越美國近 6 兆美元。但政治體制仍然是一黨專政的非民主結

構，自習近平上臺後不但開放步伐放慢、人權及言論空間收窄，社會控制也進

一步加強，更藉由崛起的經貿實力推動一帶一路、亞投行及區域經濟整合，擴

大中國大陸在國際的影響力及話語權，逐漸威脅到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和各



方面利 益，美國必須先下手為強阻止大陸繼續高速發展，才能保障其全球領導

地位，各種對中國大陸的圍堵措施都是基於這樣的思維制訂出來的。 

 

美「中」對立關係長期化  歐美企業往「去中國化」方向發展 

 

因此，歐巴馬主政時美國推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等 溫和手段遏止中國大陸力量對外擴張，至川普上臺後更採取激進的

做法，對 3 分之 2 的大陸進口品課徵高關稅，川普更把戰場拓展至科技及金

融領域，包括禁止美商出售手機晶片給華為，以及限制陸企在美國證券市場上

市等，這些措施都會傷害到美國投資人、企業及消費者的利益。拜登上任後延

續川普對「中」政策，目的在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降低對大陸產品的依賴，

保衛國內產業的生存及就業機會，即使其效果有爭議，美國社會普遍能諒解並

接受政府的做法。且去年新冠疫情爆發後，造成歐美極大的財產及生命損失，

由於病毒起源於武漢且大陸官方刻意隱瞞疫情，歐美社會彌漫著一股反「中」

甚至仇「中」的負面情緒，加上不滿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甚至認為大陸對西方

的滲透活動早晚會衝擊到其民主體制，更升高了對大陸的敵意。隨著疫情的拖

延與惡化，雙方的對立關係將會長期化，歐美企業過去 30 年來建立的全球產

業鏈也可能往「去中國化」的方向發展。 

 

1980 年代兩岸經貿互動頻繁 

 

在這種大環境的變化下，兩岸經貿關係未來將有不一樣的格局。1980 年代

開始，大陸施政重心在經濟改革，並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取代

「解放臺灣」，兩岸的緊張關係緩和，國家安全風險下降，1987 年解嚴後，大

量臺商到大陸投資，即使政策上不鼓勵臺商投資大陸，甚至基於國安因素，兩

岸經貿活動仍有諸多限制，但市場的自然力量和國際分工架構的變化，使兩岸

產業分工的發展步伐依舊有序進行，充分發揮兩地資源互補、上下游分工的優

勢，特別在電子製造業的全球供應鏈上建立了不能取代的地位。 

 

現今走勢兩岸由分工變競爭 

 

不過，經過 40 年的快速成長，大陸漸漸失去勞動力便宜的優勢，世界工

廠的地位已經面臨挑戰，不只勞動密集型的臺商減少赴陸投資，甚至原來在陸

臺商也考慮把工廠外移至東南亞。加上大陸積極往上游的高附加值產業如面

板、半導體等相關零組件發展，使得兩岸產業從過去的垂直分工逐漸演變成水

平競爭，自 2010 年以來臺商赴大陸投資已呈現長期下降的趨勢，主要還是以

上的市場力量在驅動，國家安全一直不是臺商優先考慮的項目。 

 



臺商應把握歐美「去中」之供應鏈機會 

 

美「中」貿易戰開打後，臺商紛紛回臺投資，這次歐美與大陸關係的惡

化，會 使全球產業鏈重新排列組合。過去臺灣的對外投資有 7 至 8 成集中在

大陸，但以目前國際局勢的轉變來看，臺商必須要規避風險，不能再過度把工

廠集中在單一的生產基地，投資地區必須要更為多元化。同時也要抓住歐美企

業積極組建「去中」供應鏈的機會，提供歐美專屬規格的零組件。 此外，大陸

的內循環策略強調要採取進口替代政策達成科技自主，未來大陸需要從臺灣進

口的零組件也會持續減少。過去政府一直希望臺灣經濟能減少對大陸市場的依

賴，降低我方的國家安全風險，在當前這場國際關係的大變局下，可能會逐步

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