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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 20年以來的全球化過程當中，中國儼然成為全
球各類重要供應鏈的必經之地，然而近年來伴隨著中國經

濟成長而來的製造成本上升、美中大國科技競爭等發展，

政經環境改變已使得產業界紛紛採取避險措施，而 2020年 
COVID-19疫情爆發所導致的各國經濟停滯，更暴露出過度
仰賴「紅色節點」所導致的風險。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旋即於 2021年 2月 24日簽署供
應鏈《美國供應鏈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要求美國政府針對半導體、高容量電池（包
括電動車用電池）、戰略性礦物和材料（包括稀土）、醫療藥

品等四項關鍵供應鏈展開為期 100天的審查。2022將進一
步要求國防部、衛生部、商務部、國土安全部、能源部、運

輸部、農業部等六大業管部門，針對國防工業、公衛生化防

治、資通訊軟硬體、能源、運輸、農產品等六大領域的供應

鏈做出長期規劃。美國拜登政府將聚焦審視供應鏈依賴性所

帶來的風險，特別是供應鏈上的「單點失靈」 （single-point-
of-failure）、國內製造能力替代率過低等薄弱環節，並評估國 
防、情報、網路、國土安全、公衛、氣候、環境、自然、市場、

經濟、地緣政治、人權或強迫勞動等條件所帶來的風險以及

應變能力。白宮言明此類審核供應鏈彈性的程序，未來每四

後疫情時代美中供應鏈競爭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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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會進行一次。1

根據 2021年 6月 8日白宮公布的審查報告結果顯示，美
國的半導體產量全球占比在過去 20年從 37%下降到 12%，
鋰電池等先進電池材料仰賴外國供應鏈，在戰略性礦物材料

繞不開中國，87%學名藥來源皆仰賴海外工廠。美國將採 
「全政府」途徑（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設立「供應鏈
干擾任務小組」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Task Force），針對
導致供應鏈「空心化」的癥結對症下藥並與友盟合作強化美

國供應鏈韌性。本文認為美中雙方的供應鏈競爭本質上是透

過維持市場利基來爭奪關鍵要素市場的主導權。以下將就拜

登對中策略主軸與中國的反應、美中競爭策略，以及後疫情

時代供應鏈重組的起跑點—COVID-19疫苗研析，並對於我
國可能的因應作法提出拙見來拋磚引玉。

兩種體制的市場角力—美中戰略供應鏈競爭核心

《美國供應鏈行政命令》的政策方向與拜登政府上台以

來的大政方針基調一致，包括拜登 2月接受美媒 CNBC訪
問時強調美國準備與中國進行「極度競爭」 （extreme competi-
tion）、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 3月首度發表外交演
說時提及美對中關係「該競爭時要競爭，能合作時合作，需

敵對就敵對」，以及同時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暫定指南》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所提及的中國
對國際體系之影響。美國聯邦參議院 6月 8日也通過將斥

1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The White House, 
h t tps: / /www.whitehouse.gov/brief ing-room/president ial-ac-
tions/2021/02/24/executive-order-on-americas-supply-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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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2,500億美元強化科技產業競爭力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 
（The U.S.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ct，簡稱 USICA），一
連串對中策略調整的訊息，都預示美國即將重新拿回全球供

應鏈生產要素的分配主導權，用「讓美國市場說話」的方式，

再加上歐盟、日本及印度等盟國市場，運用市場區位因素來

引導全球關鍵供應鏈重新建立一個不受「中國市場」風險威

脅、以民主體制與普世價值為標準的貿易網路。

無論是透過民主政府間機制解決車用晶片全球大缺貨問

題，美日合作解決「長賜號」蘇伊士運河擱淺事件，或聯手盟

國就《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
tion Act）持續施壓新疆棉花事件等等，以民主價值市場力圖
重組供應鏈的相關「徵候」越來越頻繁出現，反映出美國採取

因應措施之必要與其可能的影響力，預示美國正為長期戰略

對抗做準備，未來與友盟國家合作，例如與臺韓在半導體產

業、與日本在鋰電池、與澳洲在稀土金屬產業、與印度在生

醫產業，形成去中國化「中國 +1」供應鏈。拜登政府這紙的
行政命令，無疑是對日本、澳洲及印度 2020年 9月 1日發
起的「供應鏈韌性倡議」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簡稱 SCRI）發出正面訊息。一個以「四方安全對話延伸會議」
（QUAD-plus）成員為輪廓的「紅色供應鏈」疏散路線圖，呼
之欲出。

北京對於拜登的策略並沒有太多意料之外的反應，因為

中國自川普主政時期以來就已經針對美中脫鉤著手準備，大

致基調仍強調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站穩腳跟來接受可能的衝擊。從一連串的動作可看出習近平

所領導的統治高層認為中國市場對供應鏈的影響力猶存，

只不過因為受到美國策略性運用長臂管轄（long-arm juris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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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所影響，而需要透過宏觀政策與法律的引導來消彌（off-
set）其衝擊，發揮以商逼政、隔山打牛的效果。
在政策面，中共中央政治局於 2020年 5月 14日首度

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同年 8月 
24日由習近平於「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定調，「雙循
環」正式成為中國新的國家發展戰略。雖然各界對於此政策

的解讀仍有所差異，但是若理解成同樣是要利用分隔市場需

求來指導供給面的要素配置，那麼「雙循環」當中的「內循

環」，指的應是依賴紅色市場的國內與周邊國家之供應鏈，

其重點包括了在關鍵領域實現不同程度的本土產業鏈替代

化，藉此降低脫鉤所帶來的衝擊，同時強化鄰近區域內對中

經濟整合程度，例如投注大量預算於其半導體自主，並在

「十四五」當中，將強調科技創新的「新基建」作為其產業升

級的策略重心，希望將維持國際參與管道的多元化，持續吸

收國際資本與技術。「外循環」則是歐美市場為導向、具有紅

色節點的供應鏈。2簡單地來說，紅色供應鏈將會以市場為原

則分成「打出去」和「拉進來」兩種方向的循環系統，未來參

與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對接中國時，也可能逐漸順應此種二

分法。

在法律面，2020年 12月 1日才開始執行的《出口管制
法》，將對軍民兩用技術進行管制，背後的目的是維持目前在

部分先進領域對美的技術優勢，例如量子運算與人工智慧。

2021年 6月 10日第 13屆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9次會議
更審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拉高既有的商務部「不可靠實

2 劉孟俊，〈中共提出 「國內國際雙循環」 發展格局簡析〉，大陸與兩
岸情勢簡報，2020年 9月，頁 8-12，https://www.mac.gov.tw/News_
Content.aspx?n=78702647C7A5B61B&s=2C24EE7F0CBA8A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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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清單規定」之層級，該法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處罰直

接或間接參與制定、實施制裁中國的組織與個人。處罰方式

包含拒絕入境、驅逐出境、凍結資產、禁止與中國境內實體

或個人展開交易等。如此一來將迫使外商難以完全將供應鏈

移出中國，壓制與中國經濟整合程度高的美國區域盟邦，甚

至可為參與紅色市場的他國供應鏈參與畫出紅線，進一步提

高「雙循環」緩衝之成效。3

美中以市場為核心的雙元化競爭策略

除了在經濟復甦的時間軸上衝刺，美中雙方也正在為後

疫情時代積極準備，無論是美國的「中國 +1」與中國的「經
濟雙循環」，其實有異曲同工之處。美中雙方的競爭方式將

以「市場」為核心重新改變世界貿易版圖，各自形成以「美國

市場」、「中國市場」與「第三方市場」等三種終端市場導向的

供應鏈重組策略。白宮與中南海接下來的棋局，將圍繞在各

自供應鏈的「雙元化」策略上，也就是鞏固戰略供應鏈核心

利益，並籌組能夠持續利用對方供應鏈或市場的「第二供應

鏈」；前者意在競爭，後者意在結盟第三國與創造緩衝區。

芝加哥鮑爾森基金會（Paulson Institute） MacroPolo智庫
主任馬暘（Damien Ma）認為「供應鏈傾向於跟隨終端市場」，
供應鏈重組的策略若要成功，就必創造新的市場利基。然而

在美國這類先進國家，勞動力成本與間接成本過高，單純利

3 「中國出口管制法 12月起實施」，香港貿發局，https://research.hktdc.
com/tc/article/NTcwMzc4NjYz；周慧盈、張淑伶，「人大通過反外國
制裁法 專家分析：外企處境更艱難」，中央社，2021年 6月 11日，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 20210611017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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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策工具將所有供應鏈移植回國難以長久，因此聚焦攸關

國家安全戰略的關鍵供應鏈的確為上策。4再加上這類大規

模的供需重組需仰賴公私部門，以及各國政府之間的利益調

和，多邊合作的管道越多，政策能夠引導的資本流動性也就

越大，等雙方供應鏈重組進入安全階段，多邊合作路徑才會

再度衰退，這種過程將有如黏菌尋找資源利用的最佳路徑。

基於上述原因，美中供應鏈的競爭，未來將以區域多邊

主義的樣態出現，根據議題與產業性質出現不同的供應鏈排

列組合，同一個國家也可能在不同產業鏈上分別與美中進行

合作。更重要的是，供應鏈競爭難以繞過經濟效益，華盛頓

與北京設計的藍圖都必須因勢利導才能吸引國際資本。目前

觀察私部門採取的避險策略主要有兩種，一是透過縮短與市

場距離的「短鏈化」，二是構建能夠增加韌性的供應鏈「平行

化」。有趣的是，對美中而言，從這兩種避險策略衍生出來

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增加己方所控制的生產要素（人力、

技術、原物料、交通）的可替代選項（如表一），但是雙方的

「攻防」應用方式恰好相反，因而形成不同的供應鏈「雙元化」

策略；美國不斷尋求脫鉤的同時，也必須要在安全風險管控

的前提下利用中國市場經濟利益，並確保第三方市場不會挹

注中國對供應鏈的控制，而中國則是在建立本土替代性供應

鏈的同時，也需要確保國際資金與技術渠道，以及進入第三

4 “The futur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post COVID-19,” Asia Security 
Initiative and Glob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ogram, https://www.
atlanticcouncil.org/commentary/event-recap/the-future-of-global-supply-
chains-post-covid-19/; Hiroyuki Suzuki, “Building Resilient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Geopolitics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CSIS,  
February 19, 202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uilding-resilient-glob-
al-supply-chains-geopolitics-indo-pacific-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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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美中供應鏈重組策略

目　標　市　場

美國市場 中國市場 主要第三方市場

採
　
取
　
策
　
略

美
　
國

短鏈化：

扶植本土戰略性

關鍵供應鏈、強

化加拿大、墨西

哥供應鏈對美互

補性

平行化：

形成「中國 +1」
供應鏈

短鏈化：

在控管安全風險的

前提下，降低中國製

造比例，並在中國周

邊形成紅色市場供

應鏈

平行化：

在控管安全風險的

前提下維持紅色市

場供應鏈

短鏈化：

針對友盟與無利益衝突的國家，以

政策、技術、資本、商品來鼓勵其

組成區域內符合民主價值的供需新

架構

平行化：

使用非關稅壁壘

（1） 阻止紅色供應鏈進入友盟市場；
（2） 阻止友盟先進技術進入極權國

家陣營市場（包括北韓、伊朗、

俄羅斯）

中
　
國

外循環範疇

短鏈化：

在控管安全風險

的前提下，在中

南美洲形成能夠

輸出美國市場的

中資供應鏈

平行化：

在控管安全風險

的前提下，維持

能夠輸出美國市

場的中資供應鏈

內循環範疇

短鏈化：

扶植本土戰略性關

鍵供應鏈，避免「中

國 +1」供應鏈所帶
來的衝擊

強化一帶一路「六大

經濟走廊」對中互補

性

平行化：

在東協形成能夠輸

入美國及其友盟關

鍵技術的中資供應

鏈（新基建）

外循環範疇

短鏈化：

（1）  在東歐、非洲形成能夠輸出歐
盟市場的中資供應鏈；

（2）  在東協形成能夠輸出美國印太
友盟的中資供應鏈

平行化：

（1）  針對美國「中國 +1」供應鏈參
與國積極擴大共建供應鏈的利

益以吸收技術，或增加對中國

製造 /技術規格的依賴性，抑
或是祭出《出口管制法》等非

關稅壁壘造成單點失靈；

（2）  針對「一帶一路」參與國提供「美
國替代方案」，包括人民幣國際

化措施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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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市場之能力。不久的將來，美中或將在全球範圍內，爭奪

靠近美歐中三大市場的「短鏈高地」 （中東歐、中南美洲、東
協），以及按照美中市場需求所形成的「第二供應鏈高地」 （重
要節點製造國，例如臺灣、韓國、越南）。

對美國而言，在國內建立平行關鍵供應鏈的目的在於回

防，希望能大幅降減少全球貿易的「紅色節點」所帶來的國安

風險。同時美國或將針對難以完全移回國內的關鍵供應鏈，

或者能夠削弱中國經濟的產業部門，積極透過 QUAD plus架
構，或重新談判 CPTPP等多邊合作的方式來支持「中國替代
方案」，在中國周邊創造出兩種新的「第二供應鏈」，一種以

美國國安標準為圭臬，另一種則是能夠讓美國在風險管控的

情況下持續利用紅色資本。再者，針對親美第三方市場，就

美國國家利益形成新的「美國節點」供應鏈，無論美國是以政

策、技術、資本或商品的形式參與，將以最大程度排擠紅色

供應鏈。因此某些第三方市場，甚至會因為與美國關鍵供應

鏈的整合程度而形成某種「飛地」，例如 2020年 5月開始的
華為禁令即為一例；測試美國盟友「忠誠度」只是表象，在

5G技術上堅壁清野，更深層的原因在於準備重建以「美國市
場」為重心的戰略供應鏈。

對中國而言，美國此舉勢必增加產業空洞化、新興技術

發展停滯的風險，因此首先需要想方設法拖慢美國重組供應

鏈的速度。再者要加速中國經濟轉型以填補供應鏈與市場空

缺方面。為了能夠持續利用美國的技術、資本、市場，中國

勢必要軟硬兼施，在全世界尋找建立更多供應鏈合作夥伴，

同時以政策工具「懲罰」抗拒中資進入的第三方市場，藉此建

立紅色經濟圈的短鏈與「第二供應鏈」。最後在某些新興技術

領域利用中國市場與技術規格建立壁壘，為未來建構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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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的新國際供應鏈體系鋪路。

有鑑於美中雙方對於第三方都會拿出既拉攏又威嚇的蘿

蔔大棒策略，第三國能否透過國內的貿易出口管制體系對供

應鏈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管控，將成為在美中競合新時代勝

出的關鍵。 

COVID-19疫苗為供應鏈重組起手式

在拜登政府所聚焦的四項關鍵供應鏈當中，屬於醫藥供

應鏈的 COVID-19疫苗儼然成為了決定美中競賽起跑點的試
金石。直觀來看，疫後全球產能能否恢復正常，將是供應鏈

重組過程當中最重要的觸媒，而疫苗生產與施打攸關個別經

濟體復甦的時間點。然而這些經濟體的組合是否正好符合美

中自身供應鏈重組所需才是真正決定「極限競爭」起手式的

關鍵。

COVID-19病毒變異速度快，代表接下來還需仰賴第二代
甚至第三代疫苗才能真正走出經濟衰退的陰霾，而疫苗背後

代表的技術規格與研發合作，本身就已經就是產業鏈重組策

略的一部分。因此，疫苗分布地圖也間接透露出美中各自的

戰略布局。

美國國內疫苗接種情況進度超前，拜登政府已將上任百

日的目標由 1億上修至 2億人，預計在今年底達到群體免
疫。5美國疫苗除了覆蓋北美、南美、歐盟等傳統原物料與市

5 Sheryl Gay Stolberg, “200 million vaccines in 100 days is the new goal, 
Biden says, though the U.S. is already on track to meet tha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25/us/
biden-vaccines-goal.html.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戰略安全研析

69中華民國一一○年　第一六八期│

場區域之外，在印太則與英國、印度疫苗共同形成「包圍」中

國的分布態勢。在 2021年 3月 12日「四方安全對話」高峰會
（QUAD Summit），美、日、印、澳四國決議設置專家工作小
組，盼 2022年年底前專為印太地區製造 10 億劑疫苗；美國
承諾投入 1億美元提供技術協助、日本提供優惠日元貸款、
澳洲援助 7,700萬美元用於東協疫苗運輸的「最後一哩路」，
並撥款 4.07億美元用以確保南太區域的疫苗供量。6

中國廣泛接種疫苗的時間點可能比美國慢一年，但其疫

情擴散速度已趨緩，經濟從 2020年 11月即出現反彈。目前
中國疫苗涵蓋東南亞與拉美等「一帶一路」兩大市場區域，

藉著「中國—中東歐 17+1」機制插旗歐盟成員國匈牙利，現
傳出捷克將是下一個跟進；隨著歐盟疫苗出貨頻頻延遲，脫

隊成員國只會越來越多。此外，位於海上絲綢之路樞紐的中

東更是北京關注焦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2021年 3月 29日
宣布中國國藥集團（Sinopharm）將以合資方式在當地生產疫
苗，這也是該集團首次在海外量產；中國藉著快速拓展海外

實驗室合作的方式，正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形成疫苗供應

鏈上下游。

政策建議

美國拜登政府《美國供應鏈行政命令》延續了許多川普政

6 “Fact Sheet: Quad Summit,”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factsheet-quad-summit/; 
Carl Zimmer, Jonathan Corum and Sui-Lee Wee, “Coronavirus Vaccine 
Tracker,” The New York Times, updated March 30, 2021,https://www.ny-
times.com/interactive/2020/science/coronavirusvaccine-track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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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對中政策的遺緒，其背後所透露的意涵不僅僅是代表美國

兩黨對於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共識，更有藉著一年的政策檢

視期程，企圖在美國政府尋找最大公約數的意味，報告出爐

時機，重要職位也差不多任命完成，有利美國以「全政府」途

徑對中形成面面俱到的布局。

就華府與北京現階段的動向來看，美中供應鏈雙元化策

略將是一場長期的地緣競爭，我國在兩強之間採取避險策略

的成本勢必大增，而主要的衝擊將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 美中貿易長臂管轄常態化：美中為我國出口兩大主要市
場，兩種體制規則（包括戰略貿易管制體系在內）效力

的外溢以及日益頻繁的摩擦，將導致未來臺商無論身處

何處，恐難以擺脫其扞格，再加上我國國內商業生態多

以中小企業為主，企業難以獨自同時應付兩套極其複

雜且變化快速的遊戲規則，急需政府投入預算創造法

規與風險控管相關的避險公共財，提供更多諮詢協助。

第二、 「智慧製造」將成標準門檻：美國須克服生產要素成本
過高的問題，中國則需繞過供應鏈瓶頸，而美中供應鏈

雙元化策略也預示著雙邊將各顯神通留住具有高戰略價

值的生產線，雖然兩者出發點不同，但採取的解方卻可

能殊途同歸。強調以 5G、AI、機器人為基礎的智慧製
造，因為這已是工業 4.0時代新型態企業的特徵，此種
生產體系具有知識產權密集、可替代部分規模經濟競爭

優勢的特色。無論是基於價格競爭力還是產業升級，被

納入美中市場供應鏈的經濟體，都必須融入智慧製造的

供應體系，形成分散式的產業結構。我國政府主要課題

將是如何針對兩大市場需求差異化來推動產業升級。

其中最大的挑戰恐怕是美中市場供應鏈短鍊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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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對於我國欲留在本土的戰略供應鏈，若不適時導

入智慧製造，將出現新一波產業外移壓力。

第三、 主權貨幣數位化：美中政策與立法競爭的同時，北京
為確保經濟循環不受對手影響，將加速數位人民幣於

內循環經濟圈之推廣，在內需市場導向的內循環供應

鏈逐漸形成工業 4.0時代的金融體系。而華府將被迫思
考如何應對金融科技戰對於美元體系所帶來的挑戰，

而臺灣也同樣需要面對數位人民幣可能帶來的衝擊。

以下就我國能採取的因應措施提出三點建議：

一、積極嵌入重組中的疫苗產業鏈

「四方安全對話」所主導的供應鏈重組與強化韌性之作

為，可為臺灣帶來參與區域事務、強化國安之契機，然而在

此之前臺灣勢必得面臨國境開放議題，再加上中國除了積極

讓疫苗「走出去」，也可能在未來持續對臺採取「恩威並施」

的兩手策略，一方面阻撓我直接取得疫苗，一方面壟斷西方

疫苗代理或授權製造。有鑑於疫情前景仍有變數，長此以往

恐對我公衛體系與經濟成長帶來負面影響。我國應趁著供應

鏈重組時機，積極融入「四方安全對話」未來將衍生的生醫

供應鏈體系，例如我國與印度供應鏈具有高度互補性，該國

學名藥產量不僅排名世界第三，在WHO的資格預審名單中
佔 57%，生產成本也比歐洲低三成、比美國低五成，而且
全球疫苗供應量高佔 62%、供應WHO的 70%疫苗，未來 
COVID-19疫苗產量也將達到 55億劑。7此外，應延續口罩

7 “Invest India-Biotechnology,” Indian National Investment Promotion & 
Facilitation Agency, https://www.investindia.gov.in/sector/biotechnol-
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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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發展「疫苗周邊供應鏈」，例如臺灣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

動方案的民生及戰備產業也應該將「生醫冷鏈」納入。

在公衛外交面向，我國應適時在南太平洋、中南美洲邦

交國的援助基礎上，與澳洲、美國在疫苗運輸分配上進行合

作，並考慮納入新南向國家。此類合作不僅可實質對區域作

出貢獻，更有提前為我國國產疫苗輸出鋪路的實質效益。此

外，須慎防中國透過「健康絲綢之路」強化對我中南美洲邦交

國之影響力。

二、針對美國關鍵產業鏈檢視我國戰略貿易管制

在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之間取得平衡，對私部門來說非

常具有挑戰性，特別是我國企業數量九成皆為中小企業，恐

難以負擔外部政治風險節節攀升所需要的評估成本。我國應

針對拜登政府所關注的國防工業、公衛生化防治、資通訊軟

硬體、能源、運輸、農產品等六大領域供應鏈，檢視我國現

有對接情況，並思評估我國相應的平行化策略（如三角貿易

中轉點轉移）、短鍊化策略以及這些重組的衝擊評估。

為因應美國《出口管制改革法》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ECRA）與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對中調整、歐
盟戰略貿易管制更新，我國應盡速針對新興科技新動態，全

盤檢視高科技貨品管理需調整之處。

三、針對中國「新基建」參與發展雙元化策略

中國「新基建」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核心，七個主

要領域與我國先進製造業有所重疊，包括 5G、新能源汽車、
大數據中心、人工智慧（AI）、高效傳輸大容量電力的特高壓
電網、高速鐵路和城市電車、工業互聯網（IOT）。雖然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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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的環節，未來需要特別注意中國《出口管制法》可能

產生的技術性箝制影響。另外，「雙循環」的目的之一，就是

創造更多吸收先進技術的管道，藉此因應美國新措施，我國

應在諮詢各方意見後，在考量供應鏈重整局勢的前提下，積

極立法創造更多執法工具來防止敏感科技遭對岸吸收，否則

如近期媒體報導我工研院投資的瀚薪科技核心團隊原班人馬

被挖角到中國之憾事未來恐與日俱增；反之，也須積極協助

未來可能受美國法規影響的六大關鍵產品供應鏈在中臺商避

險，以避免出現中資收購而出現大量「臺皮中資」公司，弱化

融入疫後國際新供應鏈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