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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經濟發展以外銷出口為導向，製造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製造業萎縮或失

去競爭力，使得產業空洞化，反應到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方向上，未來需要重視跨

領域整合性產業。目前政府推動三業四化的產業整合政策來改善台灣產業目前面

臨的危機。本研究以製造業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現今產業是否面臨空洞化，產

業空洞化和失業率的關連，以及政府推動的產業結構優化是否有改善目前產業發

展的困境。樣本來源為行政院主計處，經濟部統計處，交通部觀光局等，從統計

數據來檢視本研究的推測是否正確以及改善方法。實證結果歸納如下：一、產業

空洞化的四項檢驗指標：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製造業 GDP、失業率年平均、

國民所得四項變動率，此檢驗結果為有顯著關係。二、採取製造業服務化的企業

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有顯著關係。三、採取服務業科技化的企業對產業空洞化的

改善無顯著關係。四、採取服務業國際化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有顯著關係。五、

採取傳產業特色化的企業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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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台灣產業面臨環境變遷，多數廠商正處在不利的環境因

素中，為追求低廉生產成本，紛紛前往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大陸投資設廠，進行對

外直接投資，造成產業外移。臺灣經濟發展以外銷出口為導向，製造業扮演舉足

輕重的角色，製造業萎縮或失去競爭力，使得產業空洞化，反應到我國產業結構

調整方向上，未來需要重視跨領域整合性產業。目前政府推動三業四化的產業整

合政策來改善台灣產業目前面臨的危機。 

 

本研究以製造業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現今產業是否面臨空洞化，產業空洞化和

失業率的關連，以及政府推動的產業結構優化是否有改善目前產業發展的困境。

樣本來源為行政院主計處，經濟部統計處，交通部觀光局等，從統計數據來檢視

本研究的推測是否正確以及改善方法。 

 

本研究實證結果歸納如下：一、產業空洞化的四項檢驗指標：製造業就業人數比

重、製造業 GDP、失業率年平均、國民所得四項變動率，此檢驗結果為有顯著

關係。二、採取製造業服務化的企業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有顯著關係。三、採取

服務業科技化的企業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無顯著關係。四、採取服務業國際化對

產業空洞化的改善有顯著關係。五、採取傳產業特色化的企業對產業空洞化的改

善有顯著關係。第一項的檢驗結果指出台灣正面臨著產業空洞化的危機，其餘四

項三業四化的實證分析結果，除服務業科技化檢驗結果指出對產業空洞化無顯著

關係外，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國際化以及傳產業特色化的檢驗結果皆指出對產

業空洞化有顯著關係，證明能改善台灣目前面臨的產業空洞化。 

 

 

關鍵字：失業率、產業外移、產業空洞化、三業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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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台灣屬於小型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因此海外市場的變化與經濟發展息息相

關。自 1980 年中期，由於台幣升值、工資、土地等因素，加上環保意識抬頭皆

直接、間接地提高生產成本，在追求高利潤、低成本的社會中，有越來越多勞力

密集的產業，移往工資較低廉的地方投資、設廠，像是中國大陸自 1979 年實行

「改革開放」政策以來，吸引了大量的外國投資，也因為有著鄰近的地理關係等

條件，中國大陸成為台商投資的最愛，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的統計，自 1991 年至

2013 年台灣對外的投資累計金額中，中國佔總投資的 61.8%，其中投資的項目中

又以製造業的 79.7%最多，其次為東南亞地區投資，導致台灣產業逐漸外移。 

   

  台灣經濟是以外銷出口為導向，但近幾十年來國際經濟環境的改變，帶給台

灣廠商衝擊，尤其對於競爭激烈的中小企業出口廠商的影響更不在話下，由於無

法藉由以往加工出口的形式經營，而陸續向勞動成本低廉的東南亞國家進行對外

直接投資。而其中製造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腳色，製造業不僅僅提供大量就業機

會，也能帶動經濟成長，若製造業外移將造成本國經濟萎縮或失去其競爭力，會

使台灣失去經濟發展的能力。廠商為了追求較低的生產成本以挽回競爭優勢，而

將產業移往海外生產，但這種近乎連根拔起式的國外投資，造成技術、資金、人

力外流、失業率上升、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下降、製造業產出持續減少、國民所

得成長緩慢形成所謂的空洞化。 

 

  在追求高利潤、低成本的社會中，台灣陸續向勞動成本低廉的東南亞國家進

行對外直接投資，導致台灣產業逐漸外移造成產業空洞化，政府為了解決這項問

題，行政院在 2012 年「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中已宣布推動「製造業服務化、服

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產業特色化」之政策，簡稱：台灣產業結構優化策略-

三業四化，作為國內產業轉型之解決辦法，因為只有透過徹底轉型，才能夠從根

本突破台灣經濟發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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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臺灣地小人稠，內需市場規模狹小，導致臺灣仰賴進出口，2013 年出口到

中國大陸的總金額就高達 81,787,644,881 美元。中國大陸因土地廣大、人口眾多，

需要大量的供給，吸引許多外商前往投資、設廠，臺灣也是其中之一，現今在大

陸經商的台商約一百五十萬人，像這樣外移的情形，對臺灣的影響不容小覷，對

於此問題將是我們的研究所需的探討一環。 

 

中國大陸以特有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快速崛起，其驚人的經濟成長及廣大的需

求市場，令全球的企業前往中國大陸發展，而臺灣對大陸的投資比例也逐年上

升，企業外移至中國大陸的情況更是日漸嚴重。自 1979 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

開放」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從 2007 年開始台灣對大陸投資金額

高達 9,970,545 千美元，2008 年 10,691,390 千美元，2009 年 7,142,593 千美元，

2010 年 14,617,872 千美元，2011 年 14,376,624 千美元，而台外商占外貿比重從

2007 年 57.7%，2008 年 55.07%，2009 年 55.16%，2010 年 53.38%，2011 年 57.4%，

這樣臺灣的產業外移，是否會造成產業空洞化，將是我們的重要研究。 

 

臺灣面臨產業空洞化的危機，而政府的因應政策-「三業四化」從 2012 年開

始實施，有「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服務業國際化」、「傳統業科技

化」，這些政策的實行，對臺灣的空洞化是否有效的改善，亦或是在原地停留，

我們將從「製造業服務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商品及服務輸出」、「資料處理

及資訊供應服務業營業額」、「紡織業出口額」…等資料著手，探討此政策是否成

功修復產業之間的連結。 

 

 

研究目的如下： 

1. 本國因海外投資佔總投資額的比例逐漸上升，是否會造成產業外移問題日漸

嚴重。 

2. 本國產業外移是否會造成產業空洞化。 

3. 改善產業空洞化之政策-「三業四化」，此政策之亮點產業示範推動是否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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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內容，共分為五章，各章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研究背景與目的和研究架構之安排。第二章文獻回顧，主

要是本研究認為影響產業空洞化之因素以及改善空洞化之政策，其因素有關國

內、國外之文獻，並歸納學者之看法，作為本研究的依據。第三章為研究方法，

樣本選定標準及變數之衡量。第四章實證分析，顯示結果資料。第五章為結論，

對本研究分析結果作結論，並提出建議。 

 

 

 

 

 

 

 

 

 

 

 

 

 

 

 

 

小結 

  隨著時代的變遷，國與國的距離不但減少，甚至緊密，例如：金融、交通（飛

機）…等，這些改變雖然有許多的好處，但相對的也有其壞處，本章的研究目的

與動機中談到的產業空洞化，就是其中之一，而造成產業空洞化的原因及解決辦

法（三業四化），是我們這次專題主要的研究，詳細的內容則將在下章文獻回顧

中。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回顧 

實證研究分析 

結論與建議 

產業空洞化 

三業四化 

產業外移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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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 

  由於本專題所探討的三大項（產業外移、產業空洞化、三業四化）環環相連，

所以需了解其詳細內容，以致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而本文獻回顧主要目的就是在

探討因產業外移而造成的產業空洞化，以及國內政府推動的三業四化政策有無改

善空洞化問題和景氣之復甦，所以本研究就產業外移、產業空洞化和三業四化等

相關文獻進行回顧與彙整，以作為本研究實證時的依據和實證結果比較的基礎。 

  根據上章緒論部分的介紹後，本章要介紹本研究之文獻回顧，主要內容分為

四節：第一節「產業外移」、第二節「產業空洞化」、第三節「三業四化」，以上

內容將於本章節介紹。 

第一節 產業外移 

  自1980年代以來，我國積極推動市場國際化與自由化致使資本更具流動性，

因此加速對外投資的進行，產業結構與國外貿易也出現影響。勞動、資本、技術、

土地四大生產要素中，除了土地無法再國際間移動外，其與三大要素均可於國際

間流動，下列是此三大生產要素重要的資金、人力與技術的移動說明產業外移之

定義： 

一. 資金外移  

國際間資本移動，大致上可分為直接投資及間接投資。前者是將資金或技術

移轉到他國，從事實際生產或銷售行為；後者又稱金融投資，是以資金購買他國

之股票或債券，分享其績效，簡言之，兩者可以以是否取得經營權來劃分。 

  嚴德開（2001）研究發現，台商投資大陸之動機可大致歸納為勞動成本、土

地成本、市場取向等三方面探討。在勞動成本方面，大陸擁有低成本勞動力；土

地成本方面因台灣近年來環保意識抬頭，反觀大陸廠房取得容易、成本低廉，對

於資金有限的中小企業台商而言，極具吸引力；在市場取向方面，大陸擁有龐大

的人口數是一個極具潛力的市場，改革開放後，對外資限制逐漸鬆綁，各國資金

紛紛湧入；台灣與大陸地緣相近，語言、文化相通，內銷、外銷皆滿足廠商的需

求，成為台商赴大陸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 人力外移  

自1990年代中期，隨著傳統產業的外移，台灣就業市場除了高科技產業外幾 

乎都開始萎縮，甚至凍結；而企業經營最重要的五管「產銷人發財」的策略規劃

及執行都需要「人」來完成，並且為公司帶來更大的利益，因此人力資源的管理

在執行策略與企業競爭上扮演著重要的腳色，不同的策略需要不同的角色來完

成。但勞動人力由於受到各國法規、語言、制度與風俗習慣等限制，因而移動性

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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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hall（1961）提出勞動力的移動分為橫的移動及縱的移動，前者指一群

人因居住地改變或地理位置而移動；後者為則為個人或一群人的階級、身份、教

育或職業的變動玵移動。台灣員工受聘至海外的生產基地即是屬於橫的移動。 

  Lado ＆ Wilson（1994）曾將組織外移人力才能分為管理才能與轉換才能。

前者意謂管理者有能力擬訂組織整體的願景與策略以及維持組織與周圍環境的

關係，並對公司所有員工溝通。後者意謂有效處理輸入與輸出過程的才能，這些

包括創新、組織外移等。此兩種才能的人數約平均分布於組織外移才能人數比例

中。 

三. 生產技術外移  

  Jones（1983）曾提出技術移轉是在同一組織內或不同組織間，技術或技術

資訊從起源處到使用者之間的擴散，而將某一組織內有價值事物的製作轉換到另

一組織內應用的一種過程。 

  Leamer（2000）、Feenstra（1998）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開發中國家或第

三世界國家經常藉由外人直接投資，取得資金及先進技術，再以其低廉勞動成本

的優勢，大幅減少已開發國家或成長較快的開發中國家之勞力密集產業的獲利，

促使已開發國家技術密集產業提升，使技術產業在全國產業結構的比重相對提

高。 

  Robinson（1988）認為技術移轉的內涵不僅提供接收方需要的生產技術或產

品，並傳授專業發展和獨立生產此產品的能力。因此技術移轉需要維持一段時間

的互動關係，以使接收方具複製技術的能力。 

  Ferdows （1997）認為企業為求其獲利，因考慮其生產要素、技術要素或市

場要素而至海外設立工廠是基於下列六種策略的考量： 

（1）原料據點：為獲得低成本生產要素，將生產要素與供應的據點移至原料要

素低成本地區。（2）海外工廠：為降低產品生產成本，而至低勞動成本的地點

設廠。（3）技術發展：為開發新技術、新製程或新產品，而設置技術發展的領

導據點。（4）技術引進：為接近特定技術來源，而設立的海外資訊收集據點。

（5）地區經營：配合特定地區市場的產品需求，而設立具備產品改良能力的海

外據點。（6）地區供應：為滿足特定地區市場而設立產品組裝的據點。 

  Kojima（1978）認為一般的海外投資動機，基本上可分為下列三大類：（1）

自然資源導向：尋求國外豐富且低廉的原料。（2）市場導向：為維持原有出口

市場的利益並設法擴展當地內需市場。（3）勞動力導向：為降低生產成本，以

尋求廉價的勞動力為目的，提高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陳信銘（2008）提到全世界任何國家經濟發展的條件像是自然資源、人力資

源、資本和技術，經常會遭遇到困境與瓶頸，其中有經濟性的，也有非經濟性的

因素存在。然而，在 1990年代台灣經濟表現的不盡理想，其原因不只是工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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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土地資源減少等成本高漲問題，所面臨的還有一些非經濟的因素所造成的劣

勢，如：（1）法規不合時宜（2）國內政治環境混亂（3）社會治安動盪（4）兩

岸關係未得改善（5）環保意識抬頭 

  吳惠林(1995)採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探討1985到1993年中，台灣產業外

移對國內就業效果的影響，假設不同的海外直接投資型態會對國內就業需求有不同

衝擊，設定防禦型海外投資為產業外移主要因素，投資東南亞地區比重高的產業為

防禦型投資，投資東南亞地區比重低的產業為擴張型投資，而產業外移變數則以「海

外投資佔總投資額的比例」作為衡量標準，實證顯示：在前往低工資地區投資產業

中，投資比例最高的紙製品業、非金屬礦製品業與木竹籐柳製品業中，對外投資比

例卻對國內勞動需求產生顯著的負面衝擊。 

 以下圖 1 為核准對外投資金額占投資總額比例，從中可看出本國因海外投資佔總

投資額的比例逐漸上升，導致產業外移問題日漸嚴重。 

 

圖 1 核准對外投資金額占投資總額比例 

 

資料來源： 

經濟部統計處,”常用統計-核准對外投資金額” 

經濟部統計處,”常用統計-核准華僑及外國人來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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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空洞化 

  產業空洞化（ Industrial Hollowing– out）一詞最早出於1960 年美國「商業

週刊」（Business Week）中一篇特刊，並非為正式的學術性用語，後來在正式

學術文獻上西方學者在討論此類問題時，普遍採用「脫離工業化」一詞，國內與

日本學者則較常用「產業空洞化」。一般學者在論及「脫離工業化」或「產業空

洞化」時，多取其負面意義，認為這是一種負面的、病態的經濟發展。 

  Singh（1977）以英國製造業為例，定義「產業空洞化」為一國製造業部門

對外貿易或對外投資無法獲得平衡時，該國製造業部門產生無效率的現象。Singh

認為產業空洞化是先進國家經濟體系的一種長期結構性調整特徵，且產業空洞化

會使該國製造業部門對外貿易與國際收支惡化。其使用之檢定指標有：（1）製

造業人數及其比重；（2）製造業產值佔GDP 比重；（3）製造業產值；（4）製

造業淨出口等四項。 

  Thirlwall（1982）同樣以英國製造業為例，定義「產業空洞化」：工業部門

工作機會大量流失，導致製造業部門就業人數萎縮。他觀察到產業空洞化的經濟

現象有：（1）製造業就業人數減少；（2）製造業產值減少；（3）對外貿易盈

餘減少或出現赤字，國際收支惡化；（4）失業率上升。但也有另一派的學者對

產業空洞化的看法是正面、樂觀的。 

  Matsumoto（1993）認為產業空洞化是製造業部門呈現萎縮趨勢的一種現象

，不一定表示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衰退，因產業空洞化有助於資源重分配，使發

展遭遇瓶頸的製造業部門在服務業的輔助下，能提升生產效能與生產力；以「服

務業化」說明產業空洞化，認為這是先進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Rowthorn＆ Wells（1987）研究英國製造業，認為產業空洞化的產生，起因

於製造業部門生產力成長快速、產量增加，就業人數卻因生產力的快速成長而減

少，但並不導致失業，在製造業成長帶動的刺激下，服務業部門創造新的就業機

會，足以吸收從製造業部門釋出的勞動力，因此，整個經濟體仍能維持充分就業

的水準；另方面，因製造業維持著相當高的國際競爭力，使該國的國民所得仍能

不斷成長。作者認為產業空洞化除了是一般認知的負面、病態的經濟現象外，也

可能是經濟成功的象徵，代表國家的經濟正邁向成熟健全的發展階段。要區分產

業空洞化是成功的經濟現象或是病態的，可透過失業率和每人平均所得加以區分

：（1）正面的產業空洞化：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下降、產出增加、生產力上升

、失業率下降或接近充分就業；（2）負面的產業空洞化：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

下降、產出持續減少、生產力下降、失業率上升、國民所得成長緩慢。 

  Bluestone（1984）以美國製造業為例，定義「產業空洞化」：製造業的產值

、就業和投資絕對數值的減少並非是產業空洞化有效的檢定指標，因為若在產業

間或地區間有勞動流動性不完全的情況時，整體製造業的就業人數變化，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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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產業空洞化是否發生。且美國在1980 年以前，雖然製造業就業人數穩定，

但是在一些重要的產業及地區間有大量的失業，這種產業間及地區間的就業失衡

已經存在多年，不能僅以過渡現象視之，而是重要的經濟及社會問題，政府需採

取適當的措施來解決。 

  Drache（1989）以加拿大製造業為例，定義「產業空洞化」：即工業部門就

業機會的流失或生產能量因投資降低而呈現系統性的萎縮現象。其特徵為：（1

）工業部門就業人數下降；（ 2）景氣持續低迷，導致結構性失業不斷上升；（ 

3）出口衰退；（ 4）國內市場受到國外產品進口的滲透度升高；（5）工作品質

層次較低的服務業增加。國內部分，有陳添枝，蘇顯揚（ 1998）將產業空洞化

定義為：（1）製造業產值佔GDP 的比重下降；（2）製造業的生產力下降，減

少國際競爭力。 

  吳惠林（ 2000）以台灣為例，對「服務業化」提出憂心的看法。他認為服

務業的發展是奠基於製造業的興盛，製造業是一國經濟發展的起始，金融市場、

銀行體系是應製造業的資金需求而生，消費娛樂等服務業的產生是因製造業的興

盛培養出具有消費能力的顧客群，因此經濟服務業化，將使台灣失去生產能力，

成為僅有服務業的空殼經濟。 

  我國在討論空洞化議題時，大多採陳添枝與蘇顯揚 (1988) 的定義，產業空

洞化需滿足兩要件：(1) 國內製造業在國民生產中的比重必須下降。(例如:台灣

製造業就業比重亦由1987年35.2%之頂峰降至1994年的27.8%，下降了7.4%。) 

(2)製造業的生產力必須相對的降低，因而弱化其國際競爭力。 

  吳惠林與周添城(1990)對上述兩點做補充說明，第一個要件需清楚且易於直

接衡量，但第二個要件前半段「生產力相對降低」之指標與含義過多，容易造成

眾說紛紜的情形。因此，他們引述了Singh(1988)對於反工業化之檢驗指標，將第

二要件轉化為製造業絕對產值的減少與萎縮。因為，若一國相對其他國家的競爭

力下降，則出口減少而進口增加，導致製造業絕對產值的萎縮。吳惠林、周添城

(1990)以上述兩項檢驗台灣當時的經濟狀況，他們認為空洞化的問題言之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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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三業四化 

101 年 8 月行政院提出並推動「三業四化」，行政院 101 年 10 月核定「台灣

產業結構優化-三業四化具體行動計畫」。其中的內容主要為我國產業結構優化，

讓產業轉型朝向「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服務業國際化以及傳產業特色

化」之「三業四化」來發展，其內涵如下：行政院 101 年 10 月核定「台灣產業

結構優化-三業四化具體行動計畫」。內容主要讓產業轉型朝向「製造業服務化、

服務業科技化、服務業國際化以及傳產業特色化」之「三業四化」來發展。 

(一)製造業服務化：從產品為中心的製造轉為服務為中心的客製化模式，製造業

者不再只是單一產品供應者，而是服務跟產品一起供應，透過服務來凸顯產品差

異化，提供整體的解決方案，更能滿足顧客的要求，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 

(二)服務業科技化：將服務業導入 ICT 能量，藉此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更多的服

務數量、更好的消費環境及服務品質；對消費者而言，ICT 會帶來更便利的新消

費型態，創造新的需求；對企業而言，能改善經營效率、降低成本、提升服務品

質，朝著「高值化服務業」方向來推動。 

(三) 服務業國際化： WTO 服務貿易總協定對於服務貿易的定義可分為四種模

式：（1）跨境提供服務，如電子商務、網路銀行；（2）國外消費，如旅遊觀光；

（3）商業據點設立，如到國外設立分店或服務據點；（4）自然人呈現，即本國

人到外國從事服務。因此，我國必須善用資源系統化、服務創新化等策略，並朝

著「可輸出式服務業」方向來推動，提升我國服務業的國際能見度，及促進服務

貿易的出口價值。 

(四)傳產業特色化：主要是透過科技、美學加值，提升傳統產業的價值，在保持

傳統的基礎上轉型成創新的產業，結合在地文化形成地方特色。ICT 應用、技術

創新、特色產品開發、改變營運模式及改善生產環境等軟實力，促使業者提升研

發、智慧創新，促進業者與下游進行密切結合，如品牌與通路的掌握，使國內產

業往微笑曲線兩端進行優質化的調整。 

 

三業四化的推動作法有以下幾項 

一、選取亮點進行示範推動 

(一)具備成為下波新成長動能之產業 

(二)有助國內產業結構進行轉型調整 

(三)2015年前可有具體成果 

(四)創造相關就業機會 

(五)具跨部會、跨領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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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符合三業四化主軸 

二、推動全產業轉型 

傳統產業特色化之主軸: 

該公司運用科技、美學、新材料、新營運模式等創新元素加值傳統產業，發揮具

特色化及提升附加價值。 

• 掌握優質機能性塗佈與貼合技術，提供客戶全面服務的貼合技術解決方案。 

• 積極往價值鏈上、下游整合，投資關鍵原料及成立終端產品成衣部門。 

• 導入美學時尚，發展自有品牌，跳脫純代工營運模式。 

 

小結 

  自 1980 年代起，我國推動市場自由化與國際化，加上國內政治環境混亂、

環保意識抬頭、法規不合時宜…等諸多原因造成海外投資佔總投資額的比例逐漸

上升，國內製造業的產值、就業與生產力發生明顯得變化，導致資金外移、人力

外移、資產技術外移，產業外移問題日漸嚴重，  

  產業外移中的諸多資源，是否會造成本國製造業因就業人數的改變，而導致

產業空洞化，眾多學者對產業空洞化各有不同的定義，本研究採取的分析為

Rowthorn and Wells(1987)提出的負面產業空洞化現象四項檢驗指標，包括：1.製

造業就業人數比重下降、2.製造業產出持續減少、3.失業率上升、4.國民所得成

長緩慢的數據證明空洞化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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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產業空洞化、三業四化之間的相關性，臺灣是否符合產業空

洞化的指標-「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下降」、「製造業產出持續減少」、「失業率上

升」、「國民所得成長緩慢」，而政府為因應產業空洞化所推動的政策-三業四化是

否能夠有效改善產業空洞化。 

  根據上章文獻回顧部分的介紹後，本章要介紹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主要內容

分為四節：第一節「理論基礎假設」、第二節「資料來源」、第三節「T 檢定」、

第四節「變數選取」，以上內容將於本章節介紹。 

第一節 理論基礎假設 

一、產業空洞化四項指標之假說： 

  根據 Rowthorn and Wells(1987)提出正面與負面產業空洞化現象的四項檢驗

指標，負面指標包括：1.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下降、2.製造業產出持續減少、3.

失業率上升、4.國民所得成長緩慢的數據證明空洞化的事實。 

假說一： 

：產業空洞化的四項指標和產業空洞化無關 

：產業空洞化的四項指標和產業空洞化有關 

二、三業四化各項產業策略之假說 

  為解決產業空洞化的問題，政府提出三業四化政策。根據經濟部三業四化的

核定本，其內容主要為落實我國產業結構優化，朝向「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

技化、服務業國際化以及傳產業特色化」之「三業四化」產業策略來發展。 

(一)製造業服務化之假說 

假說二： 

：製造業服務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無法改善產業空洞化 

：製造業服務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可以改善產業空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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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業科技化之假說 

假說三： 

：服務業科技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無法改善產業空洞化 

：服務業科技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可以改善產業空洞化 

(三)服務業國際化之假說 

  服務業國際化定義之可輸出式服務業、核定計畫中的亮點產業-資料處理及

資訊供應服務業，以及部分實施此項政策的企業。 

假說四： 

：服務業國際化無法改善產業空洞化 

：服務業國際化可以改善產業空洞化 

(四)傳產業特色化之假說 

  部分實施此項政策的企業以及核定計畫中的亮點產業-紡織業。 

假說五： 

：傳產業特色化無法改善產業空洞化 

：傳產業特色化可以改善產業空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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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來源 

一、 研究期間 

  由於根據 Rowthorn and Wells(1987)提出負面產業空洞化現象的四項檢驗指

標，需要觀察長期的期間資料，以行政院主計處為標準，搜尋西元 1981 年 1 月

至 2012 年 12 月之製造業人數比重、製造業產出、失業率、國民所得的期間資料。 

  根據行政院 2012 年 10 月核定「台灣產業結構優化-三業四化具體行動計

畫」，需要觀察的期間資料，以經濟部統計處、CMoney 投資決策分析系統、紡

拓會為標準、搜尋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服務業國際化、傳產業特色化

企業實施三業四化前一年及實施後一年的營業收入淨額之年成長率、服務業國際

化及傳產業特色化實施前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及實施後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之商品及服務輸出、紡織品出口金額、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營業額之年成長率的期間資料。 

 

二、 資料來源 

1.製造業人數比重期間資料 

2.製造業產出期間資料 

3.失業率期間資料 

4.國民所得期間資料 

5.製造業服務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期間資料 

6.服務業科技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期間資料 

7.服務業國際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期間資料 

8.商品及服務輸出期間資料 

9.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營業額期間資料 

10.傳產業特色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期間資料 

11.紡織品出口金額期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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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T 檢定 

一、 獨立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獨立樣本是受測者隨機分派至不同組別，各組別的受測者沒有任何關係，也

稱為完全隨機化設計。T test ( T 檢定)是用來檢定 2 個獨立樣本的平均數差異是

否達到顯著的水準。這二個獨立樣本可以透過分組來達成，計算 T 檢定時，會需

要 2 個變數，我們會將自變數 X 分為 2 個組別，檢定 2 個獨立樣本的平均數是

否有差異(達顯著水準)得考慮從 2 個母體隨機抽樣本後，計算其平均數 μ差異的

各種情形。 

二、 成對樣本 T 檢定(Parred-Sample T test) 

成對樣本 T 檢定是使用於相依樣本，最常用在相依樣本下的重複量測設計

(repeated measure design)，也就是同一個樣本，前後量測二次， 

 

成對樣本 T 檢定的統計量 t=  

 

第四節 變數選取 

假說一以行政院主計處”就業、失業統計-就業者行業” 年平均、”就業、失業統

計-失業率” 年平均、”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統計表-歷年各季國內生產毛額依行

業分”、”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根據 1981 年至 2012 年

的資料選取，整理假說所需的成長率，以研究 Rowthorn and Wells(1987)的指標跟

產業空洞化有無關係。 

 

假說二是使用 CMoney 投資決策分析系統所公布之損益表，選取行政院核定實施

製造業服務化的企業中，選取部份的企業有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裕隆集團、

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三星電子、東台精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緯創資通股

份有限公司(緯創為台灣台灣經濟部工業局評選的 2007 年度旗艦業者，參與全球

軟體委外服務發展輸出旗艦計畫)，變數選取為營業收入淨額(千)年成長率，以研

究製造業服務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和改善產業空洞化是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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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三是使用 CMoney 投資決策分析系統所公布之損益表，選取行政院核定實施

服務業科技化的企業中，選取的企業有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宅配通

股份有限公司、嘉里大栄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在 2009 年

底於 30 座山隆加油站中裝設智慧型無人商店，除了販售商品外，也提供紅利點

數兌換商品等服務。G-store 智慧型無人商店應用服務情境)；喬鼎資訊(2010 年

發表針對雲端運算設計之儲存解決方案，提供高度的擴充性、隨時存取及管理)，

變數選取為營業收入淨額(千)年成長率，以研究服務業科技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

額年成長率和改善產業空洞化是否有關。 

 

假說四使用經濟部統計處,”常用統計-國內生產毛額－按支出分”，根據 2011 年至

2013 年的資料選取商品及服務輸出年成長率；經濟部統計處,"統計處資料調查庫

-資訊服務業、專業技術服務業、租賃業調查"，根據 2011 年至 2013 年的資料選

取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營業額年成長率；使用 CMoney 投資決策分析系統

所公布之損益表，選取行政院核定實施服務業國際化的企業中，選取的部分企業

有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艾笛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變數選取為營業收入淨額(千)

年成長率，以研究服務業國際化和改善產業空洞化是否有關。 

 

假說五使用 CMoney 投資決策分析系統所公布之損益表，選取行政院核定實施傳

產業特色化的企業中，選取的部分企業有聚紡股份有限公司、宏遠興業、儒鴻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萬國通路股

份有限公司，變數選取為營業收入淨額(千)年成長率；使用紡拓會全球資訊網 經

貿資訊”出進口統計”，根據 2011 年至 2013 年的資料選取紡織品出口金額年成

長率，以研究傳產業特色化和改善產業空洞化是否有關 

小結 

本章建立了假說一：產業空洞化的四項負面指標和產業空洞化有關係；假說

二：製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空洞化有顯著改善；假說三：服務業科技化對產業空洞

化無顯著改善；假說四：服務業國際化對產業空洞化有顯著改善；假說五：傳產

業特色化對產業空洞化有顯著改善。本研究選取了製造業就業人數及產出、失業

率、國民所得、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輸出年成長率、營業額年成長率、出口

金額年成長率，以 T 檢定來將這些變數做有效的研究與分析。經過本研究上述的

統計限制篩選後，最後所符合的研究模式，即為較適合之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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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實證分析 

本章的假說一討論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變化、製造業產出變化、失業率變

化、國民所得變化，此四項變化和產業空洞化有無顯著關係之假說，在實證結果

皆為顯著水準，也就是說此四項變化與產業空洞化有顯著的差異，代表著本國具

有產業空洞化的現象。本章的假說二、三、四、五，分別討論製造業服務化企業

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服務業科技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服務業

國際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商品及服務輸出年成長率、資料處理及資

訊供應服務業營業額年成長率、傳產業特色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紡

織品出口金額年成長率，此七項成長率對改善產業空洞化有無顯著關係之假說，

在實證結果顯示除假說三在 5%的顯著水準下，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無顯著效

果，其他三項假說在 5%的顯著水準下，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有顯著效果。 

第一節 四項檢驗指標對產業空洞化有無顯著關係 

此研究假說是採取成對樣本 T 檢定，選取 1981 年到 2012 年間的製造業就業

人數比重、製造業 GDP、失業率年平均、國民所得，計算出各年的變動率，用

以檢定四項檢驗指標和產業空洞化有無顯著關係。 

 

表 1 Rowthorn and Wells 之四項檢驗指標 T 檢定結果-成對樣本統計量 

成對樣本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的標準誤 

成對 1 1981 年-1996 年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 31.5475 2.79721 0.69930

1997 年-2012 年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 27.5506 0.30017 0.07504

成對 2 1981 年-1996 年製造業 GDP 變動率 31.4581 4.16887 1.04222

1997 年-2012 年製造業 GDP 變動率 25.1625 1.14046 0.28511

成對 3 1981 年-1996 年失業率年平均 1.9719 0.52650 0.13163

1997 年-2012 年失業率年平均 4.1419 0.93934 0.23484

成對 4 1981 年-1996 年國民所得變動率 11.0369 3.58345 0.89586

1997 年-2012 年國民所得變動率 3.4388 3.92643 0.9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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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Rowthorn and Wells 之四項檢驗指標 T 檢定結果-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變數差異 

t 

自

由

度

顯著性 

(雙尾)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的標準

誤 

差異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成
對 

1981 年-1996 年製造業就業

人數比重和1997年-2012年

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 
3.99688 2.77211 0.69303 2.51972 5.47403 5.767 15 0.000***

1 

成
對

1981年-1996年製造業GDP

變動率和1997年-2012年製

造業 GDP 變動率 
6.29563 4.28395 1.07099 4.01287 8.57838 5.878 15 0.000***

2 

成
對 

1981 年-1996 年失業率年平

均和1997年-2012年失業率

年平均 
-2.17000 1.13326 0.28332 -2.77387 -1.56613 -7.659 15 0.000***

3 

成
對

1981 年-1996 年國民所得變

動率和1997年-2012年國民

所得變動率 
7.59813 4.04648 1.01162 5.44191 9.75434 7.511 15 0.000***

4 

由於本例為單尾檢定，由【成對樣本檢定】報表得成對 1 之 t 檢定統計量為 t = 

5.767，成對 2 之 t 檢定統計量為 t = 5.878，成對 3 之之 t 檢定統計量為 t = -7.659，

成對 4 之 t 檢定統計量為 t = 7.511，其成對 1 之 p 值= 0.000/2<0.05，成對 2 之 p

值= 0.000/2<0.05，成對 3 之 p 值= 0.000/2<0.05，成對 4 之 p 值= 0.000/2<0.05，

所以我們可以下結論：在 5%的顯著水準下，四項檢驗指標對產業空洞化明顯顯

著，所以根據 Rowthorn and Wells(1987)的理論，現今臺灣為產業空洞化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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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製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 

有無顯著關係 

  此研究假說是採取成對樣本 T 檢定，選取行政院 101 年 10 月核定「台灣產

業結構優化-三業四化具體行動計畫」公佈的實施企業，有實施前廣達電腦股份

有限公司、裕隆集團、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三星電子、東台精機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之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之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以及實施後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之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實施前

2007年 1月至 2007年 12月之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及實施後 2008年 1月至 2008

年 12 月之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用以檢定製造業服務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

成長率對於產業空洞化的改善有無顯著關係。 

 

表 3 製造業服務化 T 檢定結果-成對樣本統計量 

 

表 4 製造業服務化 T 檢定結果-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變數差異 

t 

自

由

度

顯著性 

(雙尾) 實施前年成長率- 

實施後年成長率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差異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14.51188 16.38331 6.68846 -31.70512 2.68135 -2.170 5 0.082***

由於本例為單尾檢定，由【成對樣本檢定】報表得知 t 檢定統計量為 t =-2.170，

p 值= 0.082/2<0.05，所以我們可以下結論：在 5%的顯著水準下，製造業服務化

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對於產業空洞化的改善有顯著效果。 

 

 

 

成對樣本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實施前年成長率 -15.0298 13.03695 5.32231 

實施後年成長率 -0.5179 18.11159 7.3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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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服務業科技化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 

有無顯著關係 

  此研究假說是採取成對樣本 T 檢定，選取行政院 101 年 10 月核定「台灣產

業結構優化-三業四化具體行動計畫」公佈的企業，有實施前大同世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宅配通股份有限公司、嘉里大栄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之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之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以及實施後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實施前 2009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之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及實施後 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之營業收

入淨額年成長、喬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實施前 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之營

業收入淨額年成長，及實施後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之營業收入淨額年成

長，用以檢定服務業科技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對於產業空洞化的改善

有無顯著關係。 

 

表 5 服務業科技化 T 檢定結果-成對樣本統計量 

 

表 6 服務業科技化 T 檢定結果-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變數差異 

t 

自

由

度

顯著性 

(雙尾) 實施前年成長率- 

實施後年成長率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差異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14.16441 20.89362 9.34391 -40.10726 11.77845 -1.516 4 0.204***

由於本例為單尾檢定，由【成對樣本檢定】報表得知喬鼎資訊 t 檢定統計量為 t 

=-1.516，p 值= 0.204/2>0.05，所以我們可以下結論：在 5%的顯著水準下，該項

檢驗指標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無顯著效果。 

 

 

成對樣本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實施前年成長率 -4.2312 13.86316 6.19979 

實施後年成長率 9.9332 13.10669 5.8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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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服務業國際化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 

有無顯著關係 

  此研究假說是採取成對樣本 T 檢定，選取行政院 101 年 10 月核定「台灣產

業結構優化-三業四化具體行動計畫」公佈的實施企業，有實施前凌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艾笛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工信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之營業收入淨額年

成長，以及實施後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之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及經濟

部統計處所公佈的商品及服務輸出、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營業額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之年成長率，用以檢定服務業國際化對於產業空洞化的改善

有無顯著關係。 

 

表 7 服務業國際化 T 檢定結果-成對樣本統計量 

 

表 8 服務業國際化 T 檢定結果-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變數差異 

t 

自

由

度

顯著性 

(雙尾) 實施前年成長率- 

實施後年成長率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差異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11.64849 10.40150 3.93140 -21.26828 -2.02870 -2.963 6 0.025***

由於本例為單尾檢定，由【成對樣本檢定】報表得知 t 檢定統計量為 t=-2.963，p

值= 0.025/2<0.05，我們可以下結論：在 5%的顯著水準下，該項檢驗指標對產業

空洞化的改善有顯著效果。  

 

 

成對樣本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實施前年成長率 -3.9137 6.16795 2.33127 

實施後年成長率 7.7348 6.88476 2.6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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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傳產業特色化對產業空洞化的改善 

有無顯著關係 

  此研究假說是採取成對樣本 T 檢定，選取行政院 101 年 10 月核定「台灣產

業結構優化-三業四化具體行動計畫」公佈的實施企業，有實施前聚紡股份有限

公司、宏遠興業、儒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聚陽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萬國通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之營業收入淨

額年成長，以及實施後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之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及

紡拓會所公佈的紡織品出口金額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之年成長率，用以

檢定傳產業特色化對於產業空洞化的改善有無顯著關係。 

 

表 9 傳產業特色化 T 檢定結果-成對樣本統計量 

 

表 10 傳產業特色化 T 檢定結果-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變數差異 

t 

自

由

度

顯著性 

(雙尾) 實施前年成長率- 

實施後年成長率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差異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7.81514 8.74140 3.30394 -15.89959 0.26930 -2.365 6 0.056***

由於本例為單尾檢定，由【成對樣本檢定】報表得知 t 檢定統計量為 t = -2.365，

p 值=0.056/2<0.05，所以我們可以下結論：在 5%的顯著水準下，傳產業特色化

年成長率對於產業空洞化的改善有顯著效果。 

 

 

成對樣本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實施前年成長率 1.8061 13.72922 5.18916 

實施後年成長率 9.6213 11.51164 4.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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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章的假說一分別討論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變化、製造業產出變化、失業率

變化、國民所得變化，此四項變化和產業空洞化有無顯著關係之假說，在實證結

果皆為顯著水準，顯示此四項變化與產業空洞化有顯著的差異，代表著本國具有

產業空洞化的現象。本章的假說二、三、四、五，分別討論製造業服務化企業的

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服務業科技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服務業國

際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商品及服務輸出年成長率、資料處理及資訊

供應服務業營業額年成長率、傳產業特色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紡織

品出口金額年成長率，此七項變化和改善產業空洞化有無顯著關係之假說，在實

證結果皆為顯著水準，顯示此七項變化與產業空洞化皆有顯著的差異，代表四項

假說代表的政策皆具有改善產業空洞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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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是以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製造業產出變化、製造業服務化企業與服

務業科技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成長率…等作為研究變數，並利用 T 檢定推導

出顯著水準，以了解不同構面間的相關性，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可以透過(製造業

就業人數比重、製造業產出變化…等)變數來確認本國是否有著產業空洞化的危

機，再透過另一變數(製造業服務化企業與服務業科技化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年

成長率…等)來確認政府所推動的三業四化是否具有改善作用，以利我們分析產

業外移是否造成產業空洞化，產業空洞化是否能夠透過三業四化來改善，此一系

列問題間的因果關係與解決辦法是否具有效用，以此章節為本研究最後之總結

論。 

本章將針對本研究所設立之五項假說的實驗結果做彙整。依據第四章的實驗

結果與分析，在本章第一節提出研究結論與研究發現，在第二節說明本研究之限

制，第三節提出後續相關研究之建議，也能提供給後續研究者有更多的想法及資

訊，希望本研究的結果能夠對後續研究者有所助益。 

第一節 結論 

假說一為 1981年到 2012年間Rowthorn and Wells(1987)提出四項產業空洞化

負面檢驗指標，製造業就業人數比重變化、製造業產出變化、失業率變化、國民

所得變化，這四項指標與產業空洞化的相關性相當顯著，顯示臺灣目前具有產業

空洞化的問題，而產業空洞化所帶來的影響有:  

製造業在台灣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若製造業萎縮或失去競爭力，藉此影響

臺灣經濟競爭力，製造業競爭力將被削減弱；臺灣經濟奇蹟是採取「以農業培養

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循序發展策略下，我國成功轉為工業國家，而農業所

釋出的勞動力，工業也成功吸收，因此沒有引發失業的問題。而目前在工業中的

製造業轉型服務業，卻未能吸納工業中的製造業釋出的勞動力，是造成我國失業

率攀高的原因之ㄧ；由於勞力密集的廠商，前往開發中國家進行海外投資時，目

的是利用當地廉價勞工與直接原料…等來降低成本，在具有相同能力的前提下，

本國勞工較無競爭力，造成薪資成長停滯 

假說二為製造業服務化部分企業實施三業四化前一年及實施後一年的營業

收入淨額年成長率。本研究結果指出實施製造業服務化的六間企業，營業收入淨

額年成長率與改善產業空洞化的相關性有顯著關係，代表製造業可以藉由服務化

的政策來改善產業目前面臨的現況。 

假說三為服務業科技化部分企業實施三業四化前一年及實施後一年的營業

收入淨額年成長率。本研究結果指出實施服務業科技化的五間企業營業收入淨額

年成長率，與改善產業空洞化的相關性無相當顯著，代表服務業無法藉由科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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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來改善產業目前面臨的現況。 

假說四為商品及服務輸出、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營業額、服務業國際

化部分企業營業收入淨額，以此三項服務業國際化的定義，選取實施三業四化前

一年及實施後一年的年成長率。本研究結果指出服務業國際化與改善產業空洞化

的相關性有顯著關係，代表服務業可藉由國際化的政策來改善產業目前面臨的現

況。 

假說五為傳產業特色化部份企業的營業收入淨額、紡織品出口金額，以此兩

項傳產業特色化的定義，選取實施三業四化前一年及實施後一年的年成長率，本

研究結果指出傳產業特色化與改善產業空洞化的相關性有顯著關係，代表傳統產

業可藉由產業創新來解決產業目前面臨的現況。 

 

製造業原本利潤大都來自產品銷售，而現今產業面對競爭日益劇烈的國際環

境，正轉變以服務來增加利潤。產業上下游供應鏈系統整合與應用服務生態建立， 

在製造本業外發展服務事業，對外向其他業者提供特有、具競爭力的服務流程，

創造製造企業的另一財源。例如廣達電腦建立智慧產品雲端運算系統解決方案，

雲端產品營收比重成長 6%帶動營收成長 62%。 

服務業科技化亮點產業中的物流產業會在三業四化的成效不顯著的原因，是

因為，台灣屬於小面積市場，運輸途程最多一天即可完成配送，因此對於低溫物

流上的挑戰，遠小於美國與中國大陸等幅員廣大之國家。另外，台灣物流業無法

跨出台灣服務全球市場，就是缺乏大型區域物流服務經驗，加上常溫物流進入門

檻低，而低溫物流成本較高，利潤回收時間較長，因此需要以更長時間才能看到

其效益。 

服務業國際化:服務業國際化中的四項模式（1.跨境提供服務 2.國外消費 3.

商業據點設立 4.自然人呈現），皆具有實施企業且皆有數據化資料，以下將總括

提出: 為增進規模以提升國際競爭力，台灣資訊服業者持續朝向整併及深化合作

方向前進，以擴大產品深度與廣度，並整合行銷資源以利國際市場拓銷，例如：

由凌網、凌群、精誠等 3 家旗艦艦隊整合合作，目標在中國大陸、泰國及其他東

南亞地區之流通業儲值紅利卡系統市場。執行成果包含打敗香港八達通、新加坡

EZ-Link，爭取到泰國商業銀行及泰國智慧卡公司業務；打敗 IBM、神州數碼，

爭取到中信銀行業務；打敗神州數碼、用友，爭取到招商銀行業務。目前在泰國

流通業及金融業儲值紅利卡系統市場佔有率達第 1 名，香港、中國大陸前兩大銀

行皆具有國際市場指標客戶，創造外銷值逾 3 億元，透過以上案例，可瞭解到服

務業國際化，可透過融合此四項模式，與其同業合作，創造更穩定更強勢之國際

服務。 

傳產業特色化亮點產業中的創新時尚紡織，部分成衣製造商亦開始發展自有

通路品牌，像是宏遠創立平價成衣品牌EverSmile；共同投資新流行服飾品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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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聚陽實業於2012年與網路品牌天母嚴選。製造供應商長期為國際品牌代工，而

纖維、紡紗、織布、染整及成衣製造等複雜的製程的獲利比率僅36%，相較之下，

品牌通路端的獲利比率高達64%，是以我國紡織業界已普遍瞭解發展通路與品牌

的重要性，從這可看出價值鏈優化時機成熟。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 由於行政院是從 101 年 10 月核定「台灣產業結構優化-三業四化具體行動

計畫」開始，到現在的 103 年 4 月，只有短短的 1 年多時間，以致本研究

所可以採用的樣本較少，而本研究對應方法則採用較政府早實施三業四化

之企業為樣本，否則無法看長期的成效和比較實施前的各項變化率。  

二、 由於交通部觀光局的外匯收入歷史資料未更新至 102 年、行政院主計處中

的國內生產總額也未更新至 102 年造成無法算出附加價值率及 ICT 總額，

以致本研究在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及服務業國際化無法有更多的

資料可以看出是否能夠改善產業空洞化。 

三、 由於有實施製造業服務化及服務業科技化的企業，如未上市櫃就無法從

CMoney 查詢損益表中的營業收入淨額，以致本研究所可用的企業範圍縮

小。 

 

第三節建議 

一、 本研究方法只採用 T 檢定，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採取迴歸分析或 Pearson

其他研究方法做分析。 

二、 本研究是以三年的期間資料作檢驗，可能使研究結果較不客觀，故建議未

來研究者可以多種時間設定的資料來檢定，使能夠做到更加完善的分析結

果。 

三、 本研究所研究的期間太短，因此結果較不完善，故建議之後研究者可以拉 

長研究期間，利用長期資料進行比較分析，使結果更具參考價值。 

四、 本研究採用的變數太少，但會影響三業四化的因素還有更多，使統計及檢

定的結果不夠客觀，建議未來研究者可以採用更多的變數來做統計分析，

使呈現的數據更加完善。 

五、 本研究根據 Rowthorn and Wells(1987)提出正面與負面產業空洞化現象的四

項檢驗指標，後續研究者可採取其他產業空洞化的定義去檢驗，來檢驗臺

灣是否為產業空洞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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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歷史沿革” 

工信工程 ”關於工信-合作夥伴” 

嘉里大榮物流 ”企業情報-投資人專區-2012 年報” 

中華民國經濟部(2013/12/22),”即時新聞-經濟部催生萬國通路產業園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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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本研究所依據之資料如下表： 

年度 GDP 
GDP 變動

率 
國民所得 國年所得變動率 

1981 1,810,829 32.56% 1,628,368 18.85% 

1982 1,941,169 32.69% 1,755,122 7.78% 

1983 2,168,143 33.63% 1,954,550 11.36% 

1984 2,414,377 35.24% 2,210,405 13.09% 

1985 2,517,129 35.00% 2,329,374 5.38% 

1986 2,943,997 37.48% 2,766,094 18.75% 

1987 3,291,857 36.58% 3,093,077 11.82% 

1988 3,488,550 35.50% 3,376,379 9.16% 

1989 4,003,227 32.25% 3,778,844 11.92% 

1990 4,430,055 30.76% 4,159,304 10.07% 

1991 4,958,220 30.42% 4,659,322 12.02% 

1992 5,534,544 28.36% 5,127,513 10.05% 

1993 6,110,101 27.24% 5,649,742 10.18% 

1994 6,685,505 25.90% 6,175,452 9.31% 

1995 7,277,545 24.95% 6,693,956 8.40% 

1996 7,906,075 24.77% 7,259,683 8.45% 

1997 8,574,784 24.69% 7,855,554 8.21% 

1998 9,204,174 24.45% 8,343,146 6.21% 

1999 9,649,049 23.92% 8,721,516 4.54% 

2000 10,187,394 24.62% 9,214,037 5.65% 

2001 9,930,387 23.23% 8,928,963 -3.09% 

2002 10,411,639 24.93% 9,381,500 5.07% 

2003 10,696,257 26.19% 9,745,873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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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失業率年平均 就業人數總計 製造業就業人數
製造業就業人

數比重 

1981 1.36 6672 2162 32.40% 

1982 2.14 6811 2168 31.83% 

1983 2.71 7070 2282 32.28% 

1984 2.45 7308 2497 34.17% 

1985 2.91 7428 2501 33.67% 

1986 2.66 7733 2635 34.07% 

1987 1.97 8022 2821 35.17% 

1988 1.69 8107 2802 34.56% 

1989 1.57 8258 2796 33.86% 

1990 1.67 8283 2653 32.03% 

1991 1.51 8439 2598 30.79% 

1992 1.51 8632 2585 29.95% 

1993 1.45 8745 2483 28.39% 

1994 1.56 8939 2485 27.80% 

1995 1.79 9045 2449 27.08% 

1996 2.6 9068 2422 26.71% 

2004 11,365,292 26.81% 10,297,925 5.66% 

2005 11,740,279 26.58% 10,541,566 2.37% 

2006 12,243,471 26.46% 10,931,697 3.70% 

2007 12,910,511 26.38% 11,433,779 4.59% 

2008 12,620,150 24.82% 11,020,825 -3.61% 

2009 12,481,093 23.64% 10,875,793 -1.32% 

2010 13,552,099 26.10% 12,077,842 11.05% 

2011 13,709,074 25.50% 12,174,860 0.80% 

2012 14,077,099 24.28% 12,333,97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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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72 9176 2570 28.01% 

1998 2.69 9289 2611 28.11% 

1999 2.92 9385 2603 27.74% 

2000 2.99 9491 2655 27.97% 

2001 4.57 9383 2587 27.57% 

2002 5.17 9454 2572 27.21% 

2003 4.99 9573 2600 27.16% 

2004 4.44 9786 2681 27.40% 

2005 4.13 9942 2732 27.48% 

2006 3.91 10111 2777 27.47% 

2007 3.91 10294 2842 27.61% 

2008 4.14 10403 2886 27.74% 

2009 5.85 10279 2790 27.14% 

2010 5.21 10493 2861 27.27% 

2011 4.39 10709 2949 27.54% 

2012 4.24 10860 2975 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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