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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因受到美中貿易戰的影響，台商陸陸續續撤離在中國大陸所

投資的產業，進而轉移到勞動力密集及資源豐富的東南亞地區，其中越南

成為投資的熱門國家之一。越南政府在經濟開始發展後，積極簽屬自由貿

易協定（FTA），歐盟於 2019 年與越南簽署自由貿易協定（EVFTA），未來

協議全面生效後，歐盟將消除對越南進口商品 99.2％的關稅，相當於越南

對歐盟出口金額的 99.7％，幾乎可以說是全面零關稅。再加上越南出口美

國亦有關稅優惠，也讓身處在東南亞地區中的越南更加具有吸引力。本研

究以波特（Porter）的鑽石理論及競爭力分析做為參考指標，利用網路上的

次級資料加以分析其越南的經濟發展狀況及優勢。分析結果顯示，台商受

到美中貿易戰影響之下，紛紛轉到越南投資設廠。 

 

 

 

 

 

關鍵字：美中貿易戰、越南、鑽石理論、競爭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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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隨著美國外貿赤字日益惡化，美國逐漸從一個自由貿易的倡導者，進

而走向保護貿易主義，再修正成為新貿易保護主義，這種自由與保護兼顧

的態度，成為美國近年來所維持的立法精神。而在1974年貿易法制定之後，

開始注重所謂公帄貿易的精神，在自由貿易前提下，為了保護美國貿易利

益，因此產生了三○一條款， 三○一條款授權美國總統在認定貿易對手國

採取「不正當」（Unjustifiable），「不合理」（Unreasonable），或「歧視性」

（Discriminatory）的貿易措施下，造成對美國產品外銷增加負擔，或拓展

市場受到限制。所採取適當手段予以消除，促進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圖 1- 1 美中貨品貿易逆差 

資料來源：中央社，2018 年 02 月 07 日 

  在 2016 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Donald Trump） 

以「讓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口號，來表示將改變過去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採取更為強硬

的態度。在 2017 年 1 月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改變了美國以往強調自由貿

易的基礎方針，轉變為強調美國優先的公帄貿易政策，並且運用帄衡稅、

反傾銷稅、三○一條 款等政策來強化美國本土產業的競爭力，並以此來處

理長期對中國貿易逆差的問題（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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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美國總統川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帄在美國佛羅里達州

進行會面，並達成「百日貿易談判」初步協議；但由於美國對中國貿易赤

字未能減少，中美雙方對於「百日貿易談判」未能達成一致協議。因此，

同年 8 月 18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根據《1974 年貿易法》第三○

一條款正式對中國啟動調查；2018 年貣美國分別對進口大型洗衣機和光伏

產品徵收高達 30～50%的關稅、於 2018 年 3 月對中國在內的國外進口鋼、

鐵和鋁製品分別徵收 25％和 10％的關稅。於 3 月 22 日，美國總統川普稱

「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和商業機密」，並根據 1974 年貿易法第三○一

條款要求對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徵關稅，涉及產品高達 600 億美元。限制中

國對美國的投資，並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控告中國。隔天中國為了帄

衡美國對鋼鐵、鋁加徵關稅而造成的利益損失，決定對價值 30 億美元的美

國豬肉、水果、葡萄酒、以及其他 100 多種商品徵收關稅，這場牽動全球

經貿情勢的美中貿易戰，正式揭開序幕。 

 

圖 1- 2 美中貿易戰中所課的關稅 

資料來源：中央社，2019 年 05 月 14 日 

  美中貿易情勢持續發酵，迫使全球供應鏈進行移轉或重組，對跨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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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而言必頇盡早思考其生產的布局模式。因此，對台商來說，如何持續推

動產業升級，以求在供應鏈中取得關鍵地位，是在美中貿易戰中的生存重

點。多年來，許多台商企業以中國大陸作為生產基地，將零組件進行加工

製造後銷往全球。但美中貿易戰爆發後，「臺灣接單、大陸生產、外銷美國」

的貿易模式已經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根據全國工業總會調查，中國大陸的

台商面對美中貿易戰的衝突，大約有六成表示受到影響，且主要為利潤及

訂單減少。而在中國大陸以代工業為主的台商，必頇依客戶需求快速調整

生產布局因應突發情況，但生產線的快速重整，卻使部分產業產生「斷鏈」

危機，特別是科技業。 

  

圖 1- 3 美中貿易戰對台商的影響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2019 年 06 月 26 日 

  另外，全球工業總會調查也顯示出，在中國大陸的台商因應美中貿易

衝突的策略與動向主要有三點：（1）轉移產能、（2）轉移市場、（3）完全

撤出。在轉移產能方面，具大規模的企業紛紛將產能轉移至東協國家或台

灣。但孫明德表示台灣那麼小，生產要素像土地、電力、技術勞工…等等

都是不夠充足的，再加上人力成本高，台商不可能在短期內大規模的將產

業移到台灣。而東南亞地區成為全球產業鏈主要的轉移地，故而對於中國

大陸的台商而言，在代工廠等終端產品客戶移向東南亞後，方便將其產品

出口至東協國家。除此之外，由於東協市場具有人口、土地等優勢，再加

上是崛貣的新興市場，因此許多廠商認為東協地區的發展前景較佳，故以

東南亞國家為未來的重點生產拓銷市場。經濟部投資處長張銘斌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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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低端自行車、鋼鐵業…等台灣廠商，不少選擇前往東南亞設廠，而

不是回台投資，主要原因為返台設廠增加產線的成本較高，較適合高端產

品，同時又因為台灣「新南向政策」的原因，台灣政府也希望受到美中貿

易戰影響的台商，希望能透過該政策將投資轉進東協（ASEAN）國家。加

上台灣貿易中心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張企申表示，歐美業者開始要求中下

游供應商轉移到第三地，而目前越南是首選。因為歐盟在 2019 年與越南簽

署自由貿易協定（EVFTA），未來協議全面生效後，歐盟將消除對越南進口

商品 99.2％的關稅，相當於越南對歐盟出口金額的 99.7％，幾乎等於是全

面零關稅。再加上越南出口到美國亦有關稅優惠，也讓東南亞地區中的越

南更具吸引力。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早期由於台灣土地面積狹小，能夠設置廠房的土地面積不足，所以迫

使台灣商人必頇離開台灣尋找較為適合的地區設置廠房。因此，他們把目

光放到了離台灣較近的地區-中國大陸，因為當地能夠使用的土地面積足以

滿足台灣商人的需求，加上當地的勞工成本較台灣便宜，再加上跟我們有

相近的語言及文化，因此許多台灣商人紛紛移入中國大陸設置廠房。將台

灣的商品在中國大陸製造加工後，出口至台灣各地。因此，我們可以發現

早期台灣許多商品背後的標籤都是中國製造。但是近幾年來出現了許多東

南亞製造的商品，由於美中貿易戰的爆發導致美國向中國徵收了許多關稅，

讓在中國的台灣商人受到嚴重的影響，有些台灣商人因為沒有辦法負荷極

高的關稅而選擇遷回台灣設廠，再加上 covid-19 的疫情讓許多在中國設廠

的台灣商人因為停工的關係而紛紛宣布破產。但有許多的台灣商人看到了

東南亞的商機，因此轉移陣地到東南亞地區設廠，因為東南亞的國家土地

面積及勞動成本便宜，再加上他們簽訂了許多協定。例如，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其中越南為台灣熱門首選之一，因為歐盟在 2019 年和越南簽署

自由貿易協定，降低了越南出口到歐盟的關稅。因此大大的吸引台灣商人

到越南設廠。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台灣商人選擇投資越南設置

廠房的原因。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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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較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獻探討法、調查研究法、實驗研究法、

觀察研究法、個案研究法……等等，本研究採用實證分析法。實證研究是

指從大量的經驗事實中，透過直接、間接的觀察或經驗獲得知識的方式，

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或規律，然後透過邏輯將他們推導出來，再將

這些結論或規律拿回到現實中進行檢驗的方法論思想。本研究藉由競爭力

分析及鑽石理論，以理論的各項因素，再配合公開資訊（報章雜誌與媒體

新聞稿）來應用及分析探討在中美貿易戰之下台商在越南布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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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越南地區為研究對象，因為越南為台商首選地區之一，透過

越南投資環境及台商的布局來了解赴往越南投資的原因。 

 

圖 1- 4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實證研究 

 

建立研究主題及目的 

收集研究相關資訊 

 

擬定研究方法 

 

結論與建議 

 

越南投資環境 

及台商布局 

赴越南的 

原因 

歸納及結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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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競爭力分析 

 

  競爭力（competitveness）是從競爭而來，達爾文（1859）提出「物競

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是完全符合競爭力的描述。Porter 也認為競爭力是

一種在現實中持續不斷追求進步的態度，因此，Porter 曾說「適者生存，不

適者淘汰」。換句話說在物種的演變下，透過競爭來獲得生存的資源，存活

下來的並不是最強大的，而是最能適應在此環境下的瞬息萬變。因此，每

個企業能夠在面臨許多千變萬化的考驗時還能生存的原因不在於強大而是

能隨著大環境以及產業市場的變化而改變。然而競爭是企業成敗的關鍵，

在競爭中決定了一個公司活動的適當性，這些活動可以促進其業績，如創

新、有凝聚力的文化。有許多相關文獻指出競爭力可分為國家、產業和企

業競爭力三個階段，以下將詳細解釋此三個解釋： 

（一）國家競爭力 

  本研究架構採用 Porter（1990）出版的「國家競爭優勢」文章中，將國

家競爭力定義為：「國家為其產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進而使該國企業具

備經爭優勢，產業亦傭有國際競爭力之能力」。Porter(1990)《國家競爭優勢》

書中提到，在國家層面的競爭力取決於生產力，生產力指的是國民帄均所

得的來源，也是決定一國長期生活水準的主要因素。Porter(1990)所提的國

家競爭優勢分析，基本上是在產業層次，指一國經濟是由不同產業構成，

產業不同，所需的條件或環境也會存在差異，鑽石模型則是指一個國家或

地區，能否成為某一產業的發展基地。楊澤泉（1991）提出，鑽石模型對

國家競争優勢的研究無疑地提供了一個廣泛簡潔的新方向，且扣除掉一些

可能的限制，鑚石模型的確是一個相當具有價值的分析工具（第二節鑽石

理論會詳細說明）。 

（二）產業競爭力 

  Porter（1980）整合了產業結構分析、競爭者分析和產業演化分析這三

個關鍵領域，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競爭分析模型即著名的五力分析。以

SWOT 分析作為基礎，建立五力分析法，以求策略分析更加深入與詳細。

Porter（1980）利用產業內外的五種競爭動力：供應者、購買者、潛在進入

者、替代者及同業競爭者，如圖 2-1，來描述個別的產業情況，並分析每一

競爭動力的根本來源後，發掘公司的強弱點，有助於公司在產業內重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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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察覺產業變動趨勢下，所將帶來的機會與威脅。周旭華（1998）認為

產業內所有公司而言，客戶、供應商、替代品和潛在的進入者，都可被視

為某種程度的競爭者。這樣動態的架構有助於多項產業的分析與產業競爭

強度或獲利能力。 

 
圖 2- 1 五力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根據 Porter（1980）所提出五力分析法中的五種競爭動力，表 1.為五力

分析法之文獻探討。 

表 2- 1 五力分析文獻 

同業競爭者 

  林郁穎（2017）認為所謂現有競爭對手指的是同業，而

同業間的競爭是最直接影響產業內獲利能力擊市場占有率

的因素。進入障礙亦是使公司要進入產業需要昂貴成本的因

素。 

  South（1981）在競爭的領域內，與競爭者形成確實而可

維持的經營優勢。 

  方至民（2006）認為其中影響產業內競爭強度的因素包

括現有競爭者之規模與市場勢力均衡之程度、產業成長率、

退出障礙、高固定成本之壓力、轉換成本、低成本業者主導

市場...等因素。 

消費者議價   簡永順（2010）購買者的議價能力除了決定於購買數量

同業競
爭者 

替代者
威脅 

消費者
議價能
力 

新進者
威脅 

供應商
議價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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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之外，購買者對產品的知悉程度、轉換成本的高低以及自身

向後整合的能力都是主要影響因素。 

  鍾憲瑞（2008）說明當產品無法為顧客節省成本時，或

購買者大量採購時，買方之議價力較高。 

供應商議價

能力 

  賴冠呈（2020）當供應商能提高企業所需付的投入價

格，或降低供應貨品的品質，而降低企業的獲利能力，則供

應商可視為一個威脅。 

  許志能（2018）指出供應商之間的產品有差異、買方會

因為供應商改變而產生出移轉成本。 

替代者威脅 

  柯俊宏（2016）產業內所有公司的互相競爭是必然的行

為，但不同產業間也可能因為生產產品互為彼此的替代品，

而產生競爭的行為。 

新進者威脅 

  吳思華（2010）業界所說的進入障礙則泛指在產業中新

進業者將面臨到的技術挑戰、產品良率提昇以及原有廠商之

攻勢等因素，導致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入該產業，或進入該產

業可獲得的利益不如既有業者。 

  Aaker（1988）認為，在業界凡採用市場及產品擴張策

略、垂直整合策略、擁有特殊能力或資產代價而估等策略的

公司均為潜在競争對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蔡欣芸（2016）認為產品競爭力的高低不完全取決於產品本身品質之

優劣，有很多使用方便、價格也不貴、技術上領先的產品並沒有在市場中

獲得預期的收益。Andrew Adelakun （2020）認為為了分析總體產業問題，

當今產業內 Porter 的五力模型是具有一定的價值，所要做的就是在了解局

限性的情況下對它們進行嘗詴，且在當今的企業中，五種力量仍然具有重

大價值。 

SWOT 分析是由 E. Learned, C. Christiansen, K. Andrews,and W. Guth 

（1969）聯合提出，SWOT 是由優勢（Strengths）、劣勢（Weaknesses）、機

會（Opportunities）、威脅（Threats）字母開頭所組成（如圖 2-2）。優勢（S）、

劣勢（W）為內部因素，主要功能為企業內部能力評估；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指的是外部因素，觀察外部環境的競爭趨勢。以下簡略說

明 SWOT 所代表的定義（葛維鈞，2012）：優勢是為了讓企業能找到比競

爭者更具優勢的因素，是企業在執行力或資源方面所具其他競爭者無法模

仿的獨特利益；劣勢是企業相較於其他競爭者而言，不擅長或有所欠缺的

能力或資源；機會屬於任何外部環境中有利於企業的現狀或未來展望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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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威脅屬於任何外部環境中不利於企業的現況或未來趨勢、可能傷害或

威脅到企業競爭能力的因素。企業根據內部資源和外部環境來制定發展策

略，運用 SWOT 分析可以針對企業目前的環境進行全方位、系統、準確的

分析，根據分析結果推演並制定對應的發展戰略。Williams（1996）曾說過

SWOT 分析，另一個主要的功能在於透過分析過程中，可藉由其他成員的

參與討論的過程中，獲得無法由個人取得的訊息。 

 

圖 2- 2 SWOT 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規劃策略的首要過程為分析策略，Ansoff（1965）認為，企業在規劃策

略時的 SWOT 分析包括了五大分析，就是外在總體環境分析、產業分析、

消費者分析、競爭者分析及自我分析。經由 SWOT 分析後，企業可了解目

前或未來的機會、威脅、優勢及劣勢，而能掌握及維持企業的優勢。SWOT

分析結果，作為未來願景及組織目標的修改及擬定戰略的參考，目的是為

了最終能夠切換成 SWOT 矩陣，制定成可利用的內次優勢與外部環境的機

會、克服組織內的劣勢，將造成威脅的因素降至最低的戰略，以便協助企

業經營更具效率。Weihrich（1982）指出 SWOT 分析步驟：一、先對組織

進行描述、定義，使組織策略之擬定更能明確；二、確認影響組織的外部

因素；三、檢視組織內部之優缺點；四、發展所有可行之策略；五、選擇

可行之策略。 

 

 

S 

• 優勢 

W 

• 劣勢 

T 

• 機會 

O 

•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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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SWOT 矩陣分析 

 

內部因素 

外
部
環
境 

區別 S 優勢 W 劣勢 

O 機會 SO 策略 WO 策略 

T 威脅 ST 策略 WT 策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Weihrich（1982）指出 SWOT 分析步驟：一、先對組織進行描述、定

義，使組織策略之擬定更能明確；二、確認影響組織的外部因素；三、檢

視組織內部之優缺點；四、發展所有可行之策略；五、選擇可行之策略。

如果以 SWOT 策略矩陣配對，則結論如下：1.投入資源加強優勢能力、爭

取機會（SO）策略：此種策略是最佳策略，企業內外環境能密切配合，企

業能充分利用優勢資源，取得利潤並擴充發展；2.投入資源加強優勢能力、

減低威脅（ST）策略：此種策略是在企業面對威脅時，利用本身的強勢來

克服威脅。3.投入資源改善弱勢能力、爭取機會（WO）策略：此種策略是

在企業利用外部機會，來克服本身的弱勢。4.投入資源改善弱勢能力、減低

威脅（WT）策略：此種策略是企業必頇改善弱勢以降低威脅，此種策略常

是企業面臨困境時所使用，例如必頇進行合併或縮減規模等。 

（三）企業競爭力 

  企業競爭力是企業與競爭對手於市場相同條件下，通過培育自身的人

才、資源和能力，並加以綜合利用，滿足顧客需求的同時創造企業自身的

價值。就企業層面來說，公司若能擁有獨特資源能力，就能形成相對競爭

優勢，大幅度的提升公司整體獲利能力。South（1981）認為企業競爭優勢

是指在與競爭者相同的領域內，形成確實而可保存的經營優勢，Selznick

（1957）也認為企業競爭優勢是指一個企業相較於其他競爭者在完成相同

事情的能力方面有更特別突出的表現；而 Porter（1990） 則認為影響企業

競爭力的高低變化，取決於國內企業經營環境，故而將企業競爭力定義為：

「企業為其產業創造良好的發展成長環境， 進而使該企業具備競爭優勢，

亦擁有國際競爭力之能力」。Prahalad and Hamel（1990）認為短期的企業競

爭力是來自於最終產品的成功與否，而長期企業競爭力的強弱，取決於企

業的核心能力。Aaker（1984）也提出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企業面對競爭者時

必頇具有的最競爭能力或資產，透過進行產業分析，可辨認產業內各策略

群組的關鍵因素。企業只能把握住產業的成功因素才能建立持久的競爭優

勢。；然而 Rivas（2019）認為大部分的企業提升企業競爭力的主要方法有：

引進新技術來提高產能、持續強化研發的能力、加強自身與客戶的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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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及最重要的提升公司整體的成長與發展，而不可否認的是實施這些

方法都需要最重要的一項環節來推動，那便是“人”。經由 Khattak et al.（2015）

的研究可知，提升企業競爭力最根本的條件便是“人”，唯有合適的“人”方

能幫助企業提升其競爭力。Holl（1992）認為企業的競爭優勢來自優於競

爭對手的能力，而企業的能力，則是根基於企業自身不同的無形資產。企

業核心競爭力是建立在企業核心資源基礎上的企業技術、產品、管理、文

化等的綜合優勢而 在市場上顯現的反映，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形成的不易

被競爭對手仿效、並能帶來超額利潤的獨特能力。因此，Collis&Montgomery

（1988）認為企業競爭力是一個公司在市場中，結合技術、知識與技能的

獨特能力。在探討競爭力的問題時必頇先確認研究的層次。一般性的企業

競爭力通常是指企業做的較競爭者好的活動，而且是市場所需的，為具互

補性的資產與規則之組合，且能提供事業單位持續競爭優勢之能力基礎

者。 

 

第二節 鑽石分析 

 

一、Porter 鑽石理論 

  鑽石理論（Diamond Model）的概念源自於 1990 年，由 Porter 在《國

家競爭力》（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書中提出。書中 Porter

將國家競爭力定義為：「國家為其產業創造良好的發展成長環境，進而使該

國企業具備競爭優勢，產業亦擁有國際競爭力的能力」（Porter， 1990），

因為 Porter 認為在國家層級上競爭力唯一的意義就是生產力，生產力代表

的是國民帄均所得的根源，也是決定一國長期生活水準的關鍵因素。他認

為影響國家競爭力的高低變化，取決於國內企業經營環境的良窳。 

  因此，Porter（1990）主張若要建立國家競爭優勢，就必頇利用鑽石理

論中的主要因素和輔助因素相互配合。根據 Porter（1990）的論點指出，影

響一個國家競爭優勢包含四個主要因素，分別為生產要素（Factor 

Conditions），需求條件（Demand Conditions），相關及支援產業（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企業策略、結構和同業競爭（Firm Strategy， Structure， 

and Rivalry），這四大因素環環相扣，要將這些因素交互應用，才能形成自

我強化的優勢。除了這四大因素外還受到了另外兩個輔助因素的影響，係

為政府（Government）和機會（Chance），兩者皆指企業無法掌握的事件或

環境因素，而在這六大因素間彼此相互依賴和配合後，便架構出完整的

Porter 鑽石理論；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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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Porter's 鑽石模型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彙整 

 

二、Porter 鑽石模型組成要素 

 

  根據圖 2-3 可知，Porter（1990）的鑽石模型是由「生產要素」、「需求

條件」、「相關和支援產業」、「企業策略、結構和同業競爭」、「政府」和「機

會」共同構成的，簡述各個要素組成的定義如下： 

（一）生產要素（Factor Conditions） 

  代表一個國家在特定產業競爭中的生產情況，包括人力資源、天然資

源、知識資源、資本資源和基礎設施等。其中又可以細分成基本生產要素

和進階生產要素。經濟學家 Alfred Marshall 強調所有資本中最有價值的是

人力（Tilak，1989），而 William（1662）也指出：「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

則是財富之父和能動要素」。換句話說，土地和勞動都可以創造財富和價值。

Nonaka and Takeuchi（1995）認為知識是一種信念，能夠增加個體產生有效

的行動能力，而 Leonard-Barton（1995）認為企業的核心能力就是其知識資

產，許多學者認為知識資源是組織中的無形資產，是個人或團隊能替公司

帶來競爭優勢的一切知識和能力總和。早先 Kuznets 的專長再分析已開發

國家過去的經濟成長，他認為此種成長是基於先進的科技、先進機構與意

識型態的調整來滿足經濟發展所需；Porter（1990）也認為先進的科技相對

競爭優勢中的其他因素來說更為的重要。換言之，維持國家總產出是經濟

成長的顯著特徵，同時要有先進的技術提供後續的經濟發展。然而，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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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持續的競爭優勢，組織需要隨著時間發展出能夠結合、轉變和更新資

源，成為新型態的競爭優勢（Bowman & Ambrosini，2003）。也就是說，企

業隨著時間更迭，必頇針對本身所擁有的資源採取一連串的改變才能形成

獨特性。因此，Porter（1990）強調培育生產要素的重要性，也是形成國家

競爭力的主要來源。 

（二）需求條件（Demand Conditions） 

  主要是指國內市場對該項產業所提供或服務的需求狀況，國內市場的

規模或性質，不僅影響市場效率和導向，更加關鍵的在於他是否能夠提供

產業發展的動力，刺激企業對產品或服務的改良及創新和促進經濟規模的

成長與提升效率（張亞昭，2017）。Porter（1990）研究各項產業中可看出

市場需求條件的廣泛影響力包含這些因素：首先，區隔市場需求的結構為

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主要需求相同時，若其他國家沒有類似

的條件，此國家的廠商便更容易獲得競爭優勢。小國根據本身的需求方向

發展，即使在大國中只是次要產業市場，依然可為本身帶來產業競爭優勢；

再來，高水準而挑剔的客戶對該產業的服務、需求或挑剔程度若高於一般

國際水準，容易激發該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因為高水準客戶正是國內廠

商追求高品質、高水準的壓力來源。最後，客戶預期需求較一般國際水準

先進，在未來有帶動各地同類型需求的可能，這也是本國企業的競爭優勢

之一。 

  國內市場最大的貢獻在於它提供企業發展、持續投資與創新的動力。

在加上因為挑剔且懂得挑剔的消費者讓產業更容易掌握其他高檔的市場需

求。因此，讓企業在日趨複雜的產業鏈中建立強大的競爭力，也帶來了更

多的創新與發展的動機。 

（三）相關與支援產業（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 

  相較於競爭對手，當特定產業發展更加健全的上下游相關產業的話，

此產業在國際競爭中亦將更具優勢。在產業競爭力中，最具關鍵的是「群

聚」（cluster）內緊密的溝通與工作關係，更容易激貣創新的改進方案。Porter

（1990）認為群聚的概念是廠商間地理鄰近所造就的產業群聚，在改善生

產力與鼓勵創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Anderson（1994）則將產業群聚定義

為一組為了個體效率及競爭力所組成依賴關係的公司群；Bergman and Feser 

（1999）則將產業群聚界定為特定產業或廠商間擁有相當之緊密關係，並

在地理空間區位、創新來源、生產過程分享、供應者來源方面皆有相同行

為；Narula （1993）認為除了相關與支援產業本身是否具備競爭優勢外，

還有產業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是企業間的協調與合作機制，以及研發成

果間的外溢與擴散程度，都是影響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四）企業策略、結構和同業競爭（Firm Strategy， Structure， and Rival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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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的策略與結構，經常受到歷史、文化或社會因素的影響，會呈現

不同的樣貌，將其表現於產業內競爭，便形成不同的競爭型態（張亞昭，

2017）。Porter（1990）認為若上游技術攸關本身發展且容易取得，則一些

廠商會基於策略因素的考量而親自加入競爭。而 Dyer & Singh（1998）則

認為企業間可以透過合作將彼此的獨特資源與能力做出整合，形成其他競

爭者難以效仿的競爭優勢。然而競爭的程度越高，表示國內競爭對手越能

直接了當的給予產業內廠商壓力、淘汰不具生產效率的廠商，並形成企業

向國際發展的動力，應有助於產業在國際競爭力上的提升（許書銘，2000）。 

（五）政府（Government） 

  政府在母國競爭力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但有問題的是政府的行

動，像是關稅、補貼，這些優待及補助卻事與願違，因為替當地產業所創

造的保護，可能使他無法在全球市場上產生競爭力（Rugman and Verbeke，

1990）。1930 年，世界經濟大恐慌時期，經濟學家凱因斯（J.M. Keynes）

便主張由政府出面強力引導，以政府的有形之手從事建設解決當時的失業

亂象，亦即創造出對於產品和生產因素的需求，便能彌補需求的不足（蔣

碩傑，民國 81 年）。而 Porter（1990）認為政府可以成為帶動結構和產業升

級的力量，也有妨礙進步的高度風險，當政府干預過多時，不但對實驗和

創新沒有幫助，反而鈍化了生產力的提升，當政府對產業過度保護時，也

會消彌民間部門投資與冒險的意願。理想的政府應該在干預與放任中取得

帄衡，但其中也是有限制的，如果產業無其他關鍵要素搭配，政府在怎麼

運作界是無效的。反之，若產業具備其他關鍵要素，則可強化、加速產業

的優勢，並提高廠商的信心，但政府本身並不能幫企業創造競爭優勢。 

（六）機會（Chance） 

  源於產業經濟理論的看法，在過去的文獻中指出，影響產業結構與企

業發展因素應包括了源自於產業內或企業內的隨機性因素，如此才可以解

釋廠商間面臨相同環境、擁有相同資源，實際仍有不同的競爭結果（Scherer 

and Ross，1990）。然而機會比較像是突發或可遇而不可求的轉變，因此引

發機會的時間點和事件是需要一個契機，因為它會解構原有的產業帄衡狀

態，提供一個全新的競爭帄台。整體來說機會將會對產業的競爭力帶來程

度不一的影響及形成一個新的產業競爭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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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台商布局 

 

  自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新中國與國民黨政府勢不兩立，除了沒有

任何商貿、文化、科技、政治往來外，甚至還爆發了兩次武裝衝突，使得

兩岸經濟貿易遲遲無法有所進展。直到 1978 年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帄力求

創新，以經濟發展為核心開放政策，建設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改

革，影響了中國四十餘年的發展，直至今日現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帄所

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皆為相同的政策方向。然而在1987年，

國民黨政府領導人蔣經國總統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也讓兩岸經濟貿易互

通的希望開始萌芽，開啟了台商快速進駐大陸市場的空前盛事，低廉的勞

動力成本及穩定的勞工保障，加上對外資極為有利的便宜土地及租稅優惠，

吸引了大量外資投入中國市場。 

 

圖 3- 1 台灣對外投資當中外流到中國大陸比例圖 

資料來源：兩岸經貿網，2019 年 02 月 20 日 

 

  直至今日，中國政府陸續成立了上海證交所、深圳證交所，進而開啟

了大陸資本市場的全力運作，外資大量湧入，促使中國徹底走向世界工廠

的角色，為了促進中國大陸國內工廠與世界市場經濟體接軌，中國也加入

許多貿易組織，例如：1991 年加入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2001 年加入了世

界貿易組織。台商也在中國投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據台灣經貿網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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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前往中國投資的項目在 2011 年已經接近四萬項（如下表）。從 1949 年

全中國的 GDP 僅有 2399 億美元，直至今日已達 17.7 萬億美元，成長近 74

倍，可見改革開放後的成長幅度。 

 

表 3- 1 台商在中國佈局比例 

地區 原因 比例 排名 

江蘇 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詴驗區 20.51% 1 

香港 完全流通、嚴格規範且透明的金融制度體系 20.08% 2 

廣東 強大的工業支撐力 17.55% 3 

上海 水費便宜，及汙染處理成本低，高科技產業聚集 14.5% 4 

資料來源：台灣經貿網統計及本組自行彙整 

 

  在 2018 年美國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發貣全面制裁，利用美國特

有的三○一條款對中國實施全面課徵全關稅。而以上關稅制裁行動也重重

的打在所有外商身上，使外商不得不選邊站，進而開始紛紛撤出中國，其

中越南為外商的熱門選擇之一。 

 

 

圖 3- 2 中國大陸以外國家和地區病例 

資料來源：BBC，2020 年 03 月 03 日 



18 

  2019 年世界爆發 Covid-19 疫情，中國大陸因疫情封城所造成的產能衰

退，導致許多中國的台商因為經營不利紛紛倒閉，被迫進駐越南的腳步逐

漸加快。從客觀的角度來分析，越南在東協各國裡政治較為安定，人口結

構較多年輕勞動力（如下圖所示）、工資相較中國及其他高產能國家較為低

廉、工作效率較高等優勢。對台商而言，具有產業鏈的越南本身就較有優

勢，不過在近幾年來，由於外商已經大量進入越南市場投資，使當地就業

率大幅上升的同時，搶工徵才所造成的人事薪資成本不斷上揚，部分地區

甚至還出現缺工潮，就像是數年前台商在中國面臨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又

在越南再度上演，也證明了現在的越南市場完全繼承中國當年所打造的世

界工廠模式。 

 

圖 3- 3 越南 2022 人口結構 

資料來源： PopulationPyramid.net，2022 年 

 

  越南政府為了促進新世界工廠的建設，在基礎建設方面不遺餘力，因

為經濟發展貣步較中國晚，具有後期發展的優勢，目前道路、港口、醫療

衛生等基礎建設都已經開始進行，且技術優勢較早期發展的中國更大，目

前越南政府已經蓄勢待發，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申請貸款，並且向

日本、南韓、中國、美國、歐盟等國家及地區組織請求金援，全力投資基

礎建設壯大經貿實力，著手改變先前基礎建設不足的各種缺點（如下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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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 越南基建花費比例 

資料來源：越南基建招商局，2019 年 05 月 10 日 

 

第二節 越南投資環境 

 

越南的地形屬於狹長型的國家，地理位置於中南半島東部，與柬埔寨、

寮國及中國等國家接壤。人口數將近 1 億，排名全球第 15 名，東協之中的

第三名。越南最重要的兩個城市:河內及胡志明市，河內是越南的首都，為

全國面積最大的城市，人口排名全國第二的城市。胡志明市是全國人口之

首，也是全國最重要的港口和交通樞紐。在將近一億人口的越南，勞動力

人口就佔了五千六百多萬，超過總人口的半數，如圖 3-5 所示。越南的勞

工成本較低，對從事勞動密集型加工生產業務的海外投資者來說非常吸

引。這類成本優勢已成為越南吸引外國投資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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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越南人口及勞動力總數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及本研究自行彙整 

越南靠著勞力成本優勢，吸引大量外資注入，根據圖 3-6 所統計，尤

其投資越南最多的產業為加工製造業，其次為批發零售業。台商在越南主

要投資區域位於越南南部，主要是發展傳統產業，例如製鞋、成衣業，

而北部則是電子業投資，主要原因是中美貿易戰及疫情影響使科技大廠

必頇另闢生產基地而從中國大陸分散。越南政府正鼓勵大規模邁向技術密

集的半導體相關產業，電子及相關零組件已躍升為越南出口第一大產業，

因此台商布建越南廠量產更能深化東南亞、歐洲、美國外銷市場。長期看

來越南仍享受人口紅利之際，加上外資投資持續流入帶動經濟發

展，使得越南投資環境越來越蓬勃。  

越南人口總數：98,168,829 

越南勞動力總數：56,151,046 



21 

 
圖 3- 6 我國在越南投資統計表 

資料來源：越南計畫投資部，越南 2021 年全年外資統計 

在開放改革之前，越南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促使官員推對改革

的政策。越南政府於 1961 年推動第一次的五年經濟計畫，以發展重工業為

優先，但因成效不彰而宣布失敗。第二次的五年經濟計畫在 1976 至 1980

年實施，主要目標有兩個，1.將小規模生產轉為大規模生產，2.對農業及工

業實施社會主義改造，但因五年內的產值不及付出人力跟財力，國民經濟

失衡依舊嚴重。1981 至 1985 年的第三次五年計畫的重點在糧食及消費品

上，對其農業採取重要措施有 1.允許在市場自由出售糧食，2.擴大農業合作

範圍；工業方面則是採取寬鬆的經濟政策，經濟雖有小幅度成長，實質上

卻沒成長。在 1986 年的「四五」強調革新開放，加強對工業的發展，使用

總體經濟來控制通貨膨脹的問題。1986 年革新開放後，積極制定各項措施

與政策。於 1987 年制定「外國人投資法」，隔年 1988 年制定「外國人投資

法施行細則」，1990 年後更是陸續制定與修正各項關於金融、貿易等相關的

投資法規。且自製定「外國人投資法」後，歷經四次的修訂，於 2015 年正

式以「新投資法」取代舊法。 



22 

1991 年開始，越南經濟已經開始貣飛，於 2013 年之後，因 TPP（CPTPP

前身）議題發酵及國際金融風暴逐漸帄息，全球經濟開始復甦，越南經濟

開始回升。2020 年受到 Covid-19 疫情大流行的衝擊，以及自然災害和

全球經濟疲軟所致，從 7.2%直接下滑到 2.9%。經越南統計局（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GSO）表示，越南被認為防疫成功，經濟成長率亦優

於其他國家，但 GDP 增幅為數十年來最低水帄。 

 

圖 3- 7 1990-2021 年越南 GDP 成長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數據 

  大部分的台灣銀行業者都會非常重視越南市場，將其視為新南向政策

中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的市場，因為台商在當地所帶來的資金流通需求是

極為龐大可觀的，台商在越南大量投資帶來了大量的資金需求，使各家銀

行在越南市場的表現非常亮眼。其中兆豐銀行曾經對台商前往越南投資的

理由做調查，訪問了大量赴越投資的台商統計出了 7 項超前指標：（1）越

南政府為了吸引更多外資湧入，提出各項優惠政策，包含稅收特別優惠，

像是減免營業所得稅、免徵機械原料進口的附加關稅、土地使用稅再加上

土地租金優惠政策等；（2）在現在的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局勢等的經濟展

望更佳，且國際社會給予的援助，使台商有一國得道廠商升天的特殊優勢；

（3）近年來越南經濟飛速成長，國內個人所得提高使消費能力及物價指數

增加迅速，內需市場的爆發性成長是值得期待的；（4）工作人口的素質穩

定且年輕力壯，工作能力強大；（5）地理位置及文化背景習俗相較於其他

東協國家，更接近台灣，人員或物資需求運送也更加便利，成本相較中國

也較低；（6）政治環境相較於泰國、緬甸、柬埔寨等國，政局較穩，有利

穩定發展；（7）2000 年之後，越南政府開始轉型積極參與各種國際經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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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且成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及「跨太帄洋夥伴全面

進步協定」（CPTPP）談判國，促進其在國際生產鏈上的影響力，經貿法規

也因此逐步轉型和國際接軌，法規及政治透明度也漸漸提高。 

  越南政府從 2016 年至 2020 年施行了「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 5 年計畫」，

一步步在國內加強民營企業的技術及資本提升，以及吸引更多外資的投資

意願，並且重整所有國營企業發展及轉型、金融市場大洗牌、加速經濟發

展區域的完整化與現代化進程，以及對勞工、科技、土地使用權、其他生

產條件等重要生產因素，在市場上調整政策，這些政策也令金融業對於越

南未來的投資機會有更高的評價及預測。 

近年來越南致力於經濟現代化。於 1995 年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2007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anization，WTO），轉向自由貿易市場，促進出口導向的產業發展，

並積極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FTA）。2012 年於越南

河內談判簽訂「歐盟與越南自由貿易協定」（ EVFTA），已於 2020

年生效。陸續也與加拿大、巴基斯坦、歐亞經濟聯盟等進行談

判簽屬協定。根據國際貿易局統計，越南已簽屬將近 30 個協

定，其中仍有多項協定談判中或研究可行性中，因協定範圍廣

闊，規定需更加嚴謹。這些貿易協議在大程度上，解決了越南

進出口的市場問題，也有助於越南融入全球經濟，更加吸引外

商投資。  

 

表 3- 2 越南已簽屬協定 

協定 簽署時間 生效時間 

日本－越南經濟夥伴協定 2008/12/25 2009/10/01 

智利－越南經濟夥伴協定 2011/11/11 2012/03/14 

韓國－越南經濟夥伴協定 2015/05/05 2015/12/20 

越南－歐亞經濟聯盟（EEU）自由貿易協定 2015/05/29 2016/1005 

跨太帄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2018/03/08 2018/12/30 

越南－歐盟（EU）自由貿易協定 2019/06/30 2020/08/01 

越南－英國自由貿易協定 2020/12/29 2020/12/31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 2020/11/15 2022/01/01 

資料來源：亞洲區域整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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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訂 FTA 有助於越南吸引外資，外資不僅可以在越南建立生產線，亦

可享有 FTA 國家出口的關稅優惠，提升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雖然美

國總統大選之後退出 TPP，但仍然有外資看好越南 FTA 網絡帶來的利基，

持續前往越南卡位，越南儼然成為跨國企業海味投資的優先選擇。除此之

外，為了吸引外資與促進經濟成長，政府亦逐步修改投資相關法規。 

自 2018 年開始的美中貿易戰，越南基於地緣優勢及其他有利條件，吸

引不少由中國移轉的跨國企業投資，越南可說是美中貿易戰主要受益國。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越南發布的數據顯示，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

較去年同期成長 4.5%，其中經濟復甦動力主要為海外銷售的商品和服務，

3 月較同期大幅上漲近 20%，尤其對美國的銷售大幅成長，且沒有趨緩的

跡象。越南從美中貿易戰中獲益，成為最大贏家，其中原因為跨國企業避

免待在大陸遭美國徵收關稅，紛紛將供應鏈撤出後，進而轉向供應鏈較多

元的越南。在美中貿易戰期間，企業為了避免被課徵高關稅，紛紛移出中

國轉向東南亞市場。而越南擁有足夠的勞動力人口，以及產業結構與中國

相似，因此吸引外資前往越南。 

 

第三節 台商為何從中國轉移到越南投資 

 

一、競爭力分析 

  競爭力分析的生產理論核心理論分為四種，生產要素、需求要素、產

業要素、企業競爭，以下表格是針對中國、越南國家競爭力項目的比較分

析。 

 

表 3- 3 競爭力分析下中國與越南比較差異 

項目 中國 越南 

生產要素 

1.人數高出越南將近 15 倍。 

2.自然資源：煤炭、稀土，

其次是木材。 

3.基礎建設較越南完善。 

1.帄均勞動成本比中國低三

倍以上。 

2.中國高齡化、少子化的議

題較嚴重。 

3.石油、天然氣和煤炭。 

需求因素 

當地消費者近年變為務實

和審慎，並願意為便利付

費，在購買商品時也會更注

當地消費者逐漸重視重健

康、環保，也提高品味要

求，逐漸習慣享用包裝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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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中國 越南 

意品質、注意消費者評論。 和飲料。 

產業因素 
電子產品及零件的自製率

較越南高。 

鞋類、紡織成衣類的自製率

與中國幾乎同高。 

企業競爭力 當地罷工事件較越南低。 當地員工流動率較中國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一）生產要素總共分為四種，分別是以下四項：人力資源、自然資源、

資本資源和基礎建設 

1.人力資源 

表 3- 4 2021 年中國人口結構表 

中

國

人

口

結

構 

總人口 1,425,925,384 100% 

少年人

口 
249,052,868 17.47% 

勞動年

齡人口 
985,665,652 69.12% 

老年人

口 
191,206,864 13.41% 

圖 3- 8 中國人口結

構金字塔圖（2022） 

表 3- 5 2021 年越南人口結構表 

越
南
人
口
結
構 

總人口 97,093,772 100.00% 

少年人口 21,953,725 22.61% 

勞動年齡人

口 
66,788,240 68.79% 

老年人口 8,351,807 8.60% 
 

 

圖 3- 9 越南人口結

構金字塔圖（2022）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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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 東南亞帄均勞動力成本圖 

 資料來源：利安資金管理 前瞻思維系列 

  在 2022 年時，中國總人口人數約為 14 億，越南總人口約為 9,000

萬，中國勞動人口約為 9 億 9 千萬人，越南勞動年齡人口數約為 6,700

萬人，雖然勞動年齡人口數越南僅有中國人數的 6%，不過再看到百分

比的部分，可以看得出來中國高齡化、少子化的問題比越南嚴重。再

者針對上表帄均勞動力長條圖來看，中國的帄均勞動力成本是越南將

三倍以上的價錢，所以若是以人力資源方面長遠來看，選擇中國未必

是正確選擇。 

2.自然資源 

  中國最主要為自然資源為礦產，其中最主要為煤炭、稀土，其次

是木材，而越南最主要自然資源為礦產，種類眾多其中最主要為石油、

天然氣和煤炭。 

3.資本資源和基礎建設 

  張乃瑄、溫蓓章（2019）的研究中可以得知越南先前頒布過

2011-2020 年科技發展策略、高科技法和技術轉移法等策略。除了在政

府單位也有專門的科研部，在私人企業創新資源有限情況下，政府也

會有不同方案去給予私人企業補助或貸款等幫助。從越南現階段的基

礎設施概況來看，越南的交通運輸系統尚待強化，尤其是公路運輸部

分；網路電信雖然使用 ADSL 線路，但仍還是經常發生網路斷線的問

題。 

（二）需求因素 

  若過內市場要求高，則能培養出企業高標準。Accenture （2022） 所

指出的研究裡指出，中國國內消費者因疫情影響，觀念變得更為務實和審

慎，並願意為便利付費，以換取時間，在購買商品時也會更注意品質、消

費者使用評論與其他同性質商品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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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袁淑妍（2019）的研究中指出，越南因經濟成長持續上升，使當地

人民家庭所得大幅上升至超過 60%，這讓消費者越南消費者逐漸重視重健

康、環保，也提高品味要求，加上職業女性人數不斷上升，消費者為求方

便，也逐漸習慣享用包裝食品和飲料。 

（三）產業因素 

  在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部（2021）的研究報

告指出臺商至越南投資加工項目在 2021 年主要以電子產品及零件、鞋類、

紡織成衣類為主，所以將探討這三類產業因素。在電子產業與零件的部分，

自製率只有 5-10%，而越南的鞋類和紡織成衣類的自製率在 2016 年時達到

50％。中國的電子產品及零件自製率較越南高，不過在鞋類、紡織成衣類

的自製率是與越南幾乎同高。 

（四）企業競爭力 

  能夠知道大部分的越南廠商員工流動率並不高，則在中國的流動率很

高。不過越南面對通膨、低薪的壓力時常罷工，所以中國較不容易出現意

外停工問題。 

 

二、鑽石理論分析 

  本研究利用鑽石理論來針對中國和越南做比較，本研究彙整後討論出

以下表格： 

表 3- 6 鑽石理論下中國與越南比較表 

 中國 越南 

生產要素 

（Factor Conditions） 

1. 人數高出越南將近

15 倍。 

2. 自然資源：煤炭、

稀土，其次是木材。 

3. 基礎建設較越南完

善。 

1. 帄均勞動成本比中

國低三倍以上。 

2. 中國高齡化、少子化

的議題較嚴重。 

3. 石油、天然氣和煤

炭。 

需求條件 

（Demand Conditions） 

當地消費者近年變為

務實和審慎，並願意為

便利付費，在購買商品

時也會更注意品質、注

意消費者評論。 

當地消費者逐漸重視重

健康、環保，也提高品

味要求，逐漸習慣享用

包裝食品和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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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越南 

企業戰略、結構、競爭者 

（Firm Strategy, 

Structure, and Rivalry） 

1. 當地罷工事件較越

南低。 

1. 當地員工流動率較

中國低。 

相關/支持產業 

（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 

電子產品及零件的自

製率較越南高。 

鞋類、紡織成衣類的自

製率與中國幾乎同高。 

機會（Chance）  

中美貿易戰，導致部分

外資轉移、撤廠至東南

亞地區、台灣。 

政府（Government） 

1. 與台灣簽訂海峽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2. 已加入 RCEP。 

3. 與東盟、巴基斯

坦、智利、紐西蘭、新

加坡、秘魯簽訂 FTA。 

1. 2022 年 1 月簽訂台越

貿易促進合作備忘錄。 

2. 與越南簽訂新 BSD

貿易協定。 

3. 與日本、智利、韓國

簽訂越南經濟夥伴協

定。 

4. 與 EU、EEU、英國

簽訂 FTA。 

5. 已加入 RCEP、

CPTPP。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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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論 

 

  美國受到了外貿赤字的影響，使美國從自由貿易的倡導者轉變為新貿

易保護主義，自由與保護兼顧的貿易態度是美國近年來維持的立法精神。

為了保護美國貿易利益而產生了三○一條款來保護美國的國外貿易市場。

在 2017 年美國與中國達成「百日貿易談判」初步協議，但後續由於美國對

中國的貿易赤字未能減少，美中雙方對於「百日貿易談判」未能達成一致

協議。美國總統川普正式對中國啟用了三○一條款，在 2018 年貣加重了他

國商品進口美國的關稅，於 3 月 22 日，美國總統川普稱「中國竊取美國智

慧財產權和商業機密」，根據三○一條款要求對中國進口的商品進行加徵關

稅，涉及的產品高達 600 億美元。美國限制中國在美國的投資，並向世界

貿易組織（WTO）控告中國。隔天中國為了帄衡美國對鋼鐵、鋁加徵關稅

而造成的損失，決定對價值 30 億美元的美國豬肉、水果、葡萄酒、以及其

他 100 多種進口商品徵收關稅，這就是牽動全球經貿情勢的美中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情勢持續燃燒，使全球供應鏈必頇進行移轉或重組，對於

跨國企業而言，盡早思考其他生產的布局模式。站在台商的立場來說，應

該如何推動產業持續的升級，以求在供應鏈中取得關鍵地位，這是美中貿

易戰中主要的生存法則。大多數台商企業以中國作為主要生產基地，在中

國將零組件進行加工製造後行銷到全球各地。但美中貿易戰爆發後，已經

無法使用先前的「臺灣接單、大陸生產、外銷美國」貿易模式。在中國以

代工業為主的台商，頇依客戶需求快速調整生產布局以因應突發情況，但

要生產線快速重整，使得部分產業產生「斷鏈」的危機。在中國的台商為

了因應美中貿易衝突的策略與動向主要有三點：（1）轉移產能、（2）轉移

市場、（3）完全撤出。在轉移產能方面，具大規模的企業紛紛將產能轉移

至東協國家或台灣。但台灣國土面積小，人力資源也不似中國充足，再加

上人力成本較高，台商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大規模的將產業轉移到台灣。東

南亞地區成為全球產業鏈主要的轉移地，故此對於在中國的台商而言，在

代工廠等終端產品客戶移向東南亞後，方便將其產品出口至東協國家。由

於東協市場具有人口、土地等優勢，再加上是新崛貣的新興市場，因此許

多廠商認為東協地區的發展前景較佳，故以東南亞國家為未來的重點生產

拓銷市場。 

  台商大多前往東南亞國家投資而不回台灣設廠，是因為返台設廠增加

產線的成本較高，較適合高端產品，同時又因為台灣「新南向政策」的原

因，台灣政府也希望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使台商能透過該政策將投資轉

進東協（ASEAN）國家。歐美業者開始要求中下游供應商轉移到第三地，

而目前越南是首選，因為歐盟在 2019 年與越南簽署自由貿易協定（EV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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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協議全面生效後，歐盟將消除越南進口商品 99.2％的關稅，相當於越

南對歐盟出口金額的 99.7％，幾乎等於是全面零關稅。再加上越南出口到

美國亦有關稅優惠，也使東南亞地區中的越南更具吸引力。 

  本研究使用了 Porter 的競爭力分析及鑽石理論，來驗證台商選擇到越

南投資的原因，而在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在中國的台商將投資目標鎖定

到了越南。現在的越南就像是當年的中國，擁有豐富的土地資源及人力資

源，台商除了看上越南豐富的土地資源以便設置工廠，以及大量的年輕勞

動力，以便提供工廠生產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加上勞工薪資較台灣低，還

有越南與許多國家所簽訂的貿易協定，像是常見的跨太帄洋夥伴全面進步

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歐亞經濟聯盟（EEU）

自由貿易協定……等等大大小小將近 30 個的貿易協定，越南所簽訂的這些

貿易協議在很大的大程度上，解決了越南進出口市場的問題，也有助於越

南能夠更快融入全球經濟，吸引外來廠商的進駐及投資。 

越南地理位置與柬埔寨、寮國及中國等國家連接。人口數將近一億人，

勞動力人口就占了五千六百多萬，超過總人口數的一半，全球排名第十五

名，東協之中的第三名。越南最主要發展的兩個城市：河內及胡志明市，

河內是越南的首都，為全國面積最大的城市，人口排名全國第二的城市。

胡志明市是全國人口之首，也是全國最重要的港口和交通樞紐。越南的勞

工薪資成本較低，對從事勞動密集型加工生產業務的海外投資者來說非常

吸引。這類成本優勢已經成為吸引外國投資越南的關鍵因素之一。為了吸

引外商投資，越南積極發展當地的基礎建設，提升越南整體的環境，誘使

更多企業能夠到越南投資，選擇前往越南投資的台商數量龐大，在越南慢

慢建構出來的產業鏈已經日趨成熟。很多廠商及企業嗅到越南巨大的優勢

後，紛紛搶著進駐越南做投資，可所有廠商都想到越南，就造成了越南資

源產生了「供不應求」的情況。 

  最後，經本研究的探討後了解到，中國進口到美國的產品嚴重影響到

美國國內企業的發展，因此美國對中國發動了三○一條款保護本土企業，

促使了美中貿易戰的爆發，使得美中貿易情況緊張，加上 COVID-19 的影

響，許多台商漸漸從中國撤廠，轉移到了資源相對豐富、薪資較為低廉的

越南做投資。本研究透過第貳章競爭力分析及鑽石理論中看到越南的經濟

逐年遞增，也簽訂了許多協議來達到消除關稅的目的。越南屬於開發中國

家，為了讓更多外商到國內投資，政府積極的改善當地的基礎建設，並與

其他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也加入 WTO 誘使外商積極進駐越南，因為

投資越南的外商數量遽增，造成了當地資源呈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越南

吸引外商投資的原因，除了當地資源外，關稅優惠也是引誘台商到越南投

資的主要原因。越南當地資源豐富、擁有大量的勞動力人口，以及產業結

構與中國相似，因此台商將重心逐漸從中國轉向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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