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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重構 -
美中貿易戰與疫情後的電子產業在地化生產布局

文．圖 / 資深產業顧問兼副所長 洪春暉

自
美中發生貿易摩擦以來，雙方在打打停停之間，

除了在貿易逆差、智財權、產業補貼等議題持續

談判之外，美國對於中國大陸以國家資本之力，發展中

國製造 2025，進而威脅美國在國際經濟與產業上的領導

地位，一直有高度的疑慮。藉由此次貿易衝突，美國欲

進一步抑制中國大陸在先進製造與供應鏈上的發展，應

為其不言可喻的主要目標。

自美中貿易戰開打以來，已可發現美國與中國大陸貿易

衝突的本質，在於全球化的趨勢下，跨國產業分工造成

了美國與中國大陸間的貿易逆差，打造了中國大陸「世

界工廠」的地位。只要全球供應鏈運作的模式不變，美

國與中國大陸的貿易衝突就難以有效解決。深入探究美

國長期的政策目標，應在於推動業者到美國投資、設廠，

就近供應美國市場。

因此，在美中貿易戰的前、中期，為因應美國對中國大

陸出口產品的高關稅，各主要企業已經出現將生產據點

分散至其他國家的需求，比較積極的企業如鴻海等，已

提前規劃至美國投資設廠。當然不只有美國有如此的策

略企圖，中國大陸也早開始規劃積極建立本土供應鏈。

而日本、韓國、德國、東南亞國家，包括臺灣，也都有

積極的政策目標要在本土強化製造體系，各國也都提出

類似於再工業化的政策目標。此即所謂去中心化的製造

業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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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政治關係的緊張，也將成為電子業分散生產據點的

推力。在此波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國成為全球最嚴重的

重災區，也因此，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國際關係更為惡化，

再加上美國大選即將到來，美國恐將加強對中國大陸的

經貿報復，要求其他國家、各大業者表態選邊的壓力也

將增加，電子業者勢將更無法將所有生產資源都放在中

國大陸等單一地點，未來電子業應朝貼近市場的在地化

生產模式發展。

在去中心化、貼近市場在地化生產的趨勢下，我國業者

恐將面臨更多元的據點佈局需求。除了中國大陸以外，

在美國、歐洲、東南亞、南亞等地，都可能會因客戶要

求，進行一定程度的生產據點佈局，或是需尋求策略合

作生產的對象。如此一來，全球供應鏈管理的複雜程度

將大幅提升，跨國業者也將因此面臨更高的管理成本與

經營風險，經營壓力也因此提高。

未來我國電子業者需調整傳統規模經濟的製造思維，積

　　極思考進行數位轉型，以因應此一國際形勢。除了

　　　　已推行多年之智慧製造外，導入數位化科技，

　　　　　輔助供應鏈管理、庫存與物流管理、行銷管

　　　　　理等價值活動，可望有助於減低多地分散生

　　　　產據點所帶來的營運壓力，也減低規模經濟不

　　　　足所造成的成本衝擊。

新冠肺炎疫情、美中貿易戰皆加速了電子業去中心化、

貼近市場在地化的生產模式，我國電子業者若能有效以

數位科技輔助，強化供應鏈的彈性，當可進一步孕育出

可因應國際政治衝突、天然災害的產業韌性，在多變詭

譎的市場態勢中搶佔先機。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進一步

加速了製造業去中心化的生產

趨勢。由於此波疫情從中國大

陸快速蔓延至東亞、歐洲、美

洲等地，不但重創全球經貿與市場活

動，導致經濟停滯、衰退。此一疫情也暴露了貿易自由

化、全球化分工結構的脆弱不堪。因為在高度全球分工

之下，任何一地發生疫情導致封城等管制措施，就可能

會使部分產品陷入斷鏈的危機。更遑論與防疫相關的醫

療器材，在疫情蔓延期間，跨國供應體系反而使許多國

家陷入健康安全的困境，因為重要的防疫、醫療器材恐

怕被其他國家管制，或因封城而無法生產、運輸，以致

於無法取得所需的防疫與醫療資源。

因此，在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的兩股力量推動下，

近年已出現了反全球化的思維。在美中貿易戰期間，各

國已競相爭取從中國大陸外溢的生產活動，藉由智慧製

造的技術與供應體系，形成分散式的產業生產結構，而

不再是傳統上集中於低生產成本地區如中國大陸等地的

分工模式。在智慧製造的帶動下，各國發展自主

的生產體系，即或無法達到如中國大陸的規模

經濟優勢，但可以利用智慧製造的技術，在少

量多樣的生產型態下，仍維持合理且有競爭力的

生產成本。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各國與主要產業龍頭恐怕將

重新評估以成本為優先的決策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納入

國家安全與產業供應鏈安全的考量。在此新決策模式之

下，在鄰近市場處建構具一定規模且完整的產業供應鏈，

可望逐漸躍居為企業佈局策略的主流。尤其更可預期各

國政府將因國家安全的理由，出現更強烈的供應鏈在地

化要求。不但最終的組裝生產要靠近市場，連上游零組

件、設備、材料供應都必須貼近市場。也因此，如台積

電等半導體龍頭業者規劃前往美國投資設廠，也就成為

合理的策略選擇。在可見的未來，按照在市場當地建構

一定規模的完整供應體系之思維邏輯，估計其他供應鏈

業者亦可能隨台積電、鴻海等龍頭前往美國設廠，在當

地形成可以自給自足的電子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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