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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前，中國大陸科技產業之生產品質和複製技術不斷升級，而兩岸

科技產品亦皆以世界巨大自由市場－歐盟為主要外銷市場之一，引發台

商科技產業赴中國大陸投資生產是否會造成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占率

被中國大陸取代的疑慮。本文蒐集融合時間序列與橫斷面的資料，採用

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 model)，解析 2000~2008年之台商科技產業大

陸投資累計比重對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占率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台

商科技產業中，電力設備製造業、電腦及光學製造業、運輸工具製造業

與機械設備製造業在中國大陸的累計投資比重增加，導致歐盟市占率降

低；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的情況則相反，在中國大陸累計投資比重增加，

歐盟市占率反呈擴張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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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為島型經濟，國內市場腹地狹小，出口成長係支撐過去十餘年經濟成

長的重要因素。在國外市場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下，台灣企業一直以國內與國

外二者競爭力總合，作為產業發展政策之思考主軸。尤以，隨著國內產業結構

轉型與全球化經濟的思維，企業顧及成本壓力及產業競爭力，亦不得不對外尋

求資源之最適配置，並促使台資企業海外投資之風潮日益盛行。 

回顧台商赴海外投資的熱潮，始於 1980年代中期。當時因美國財政與貿易

的雙赤字，促使新台幣對美元逐漸升值，同時，工資及土地成本價格飆升、環

保意識抬頭，再加上政府開放金融、證券及保險業，更使得製造業勞力短缺，

這些均加速製造業廠商對外投資。此外，在台灣產業結構中，勞力密集之中小

企業比重過高，它們多數以加工裝配出口起家，受限於本身的規模和格局，對

於關鍵技術的掌握、長期研發的投入和自主行銷網絡的建立不夠，以致逐漸喪

失升級轉型與價格競爭的優勢。此一時期赴海外投資之台商大多配合政府的南

向政策，選擇以「靠近台灣」且又「工資低廉」的東協國家為主。1991年政府

正式核准台商赴大陸間接投資之後，隨著中國大陸加入WTO、世界工廠的優勢

投資環境以及轉型為世界市場的廣大內需等，不但世界各國跨國企業爭相進入

中國大陸投資，台資企業在全球化布局的經貿戰略及政府放寬赴大陸投資的條

件與項目下，亦紛紛前往中國大陸投資(郭國興，2009)。 

表 1顯示，依大陸委員會編製之兩岸經濟統計月報，自 1991~2009年底，

台灣對全世界投資累計總額為 1,424.0億美元，其中對中國大陸之累計投資額為

827.0億美元，比重達 58.1%，為台灣對外最大投資國。若依中國官方所公布的

資料，累計 1979~2009年 11月止，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實際總額為 492.8億美

元(比重 5.30%)，居外資赴中國大陸投資金額第五位，僅次於港澳 3971.1 億美

元(比重 42.68%)、英屬維爾京群島 999.6億美元(比重 10.74%)、日本 692.6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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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重 7.44%)及美國 618.9 億美元(比重 6.65%)。韓國 443.2 億美元(比重

4.76%)，居第六位。 

表 1  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金額 

單位：億美元；% 

項目 

期間 

經濟部核准台商 

赴中國投資之金額 

經濟部核准台商 

對外投資之金額 

中國投資占全世界

投資總額比重 

中國官方宣布 

之實際投資金額 

1991~2009 827.0 597.0 58.1 492.8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製，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09年 11月，204期，表 13及表 30，頁 31及頁

48。 

 

若進一步觀察 2000~2008年期間的流量變化，可看出台商對外投資的地區

主要集中於亞洲，其中又以中國大陸占絕大多數。依表 2資料，2000年台商對

外投資主要以中美洲為主，約占四成，對中國大陸投資居次，比重約 34%。2002

年之後則因政府對大陸採取積極開放的經貿政策，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比重大

幅提升至六成以上，並於 2005年達到 71.1%的歷史新高。2006年與 2007年，

因政府改採積極管理的兩岸經貿政策及中國大陸投資環境優勢不再，台商於中

國大陸之投資比重下滑至 63.9%與 60.6%。2008年，台灣政黨二次輪替，兩岸

在「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的良好氛圍下，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比重再次提升

至 70.5%的歷史次高水準。 

表 3資料顯示，自 1991~2008止，台灣產業西進大陸累計投資之結構方面，

製造業比重占了近九成，服務業則約一成。不過，若觀察 2007年及 2008年的

投資趨勢變化，製造業比重從 87.9%大幅下降至 81.9%，服務業比重則從 11.1%

大幅提高至 17.1%。由於台商赴大陸之累計投資仍以製造業所占比重最高，且

其產品相較服務業的非貿易財(non-traded commodity)亦較能發揮企業內貿易

(intra-firm trade)效果，故本文針對台灣西進大陸投資產業之分析，係以製造業

為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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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商對外投資概況 

單位：% 

年別 

國家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亞洲 45.0 50.2 71.9 75.1 79.6 76.2 75.5 75.0 84.0 

中國大陸 33.9 38.8 66.6 66.0 67.2 71.1 63.9 60.6 70.5 

東協六國 5.1 7.3 2.1 2.6 9.4 3.1 8.9 12.7 9.1 

香港 0.6 1.3 1.7 5.5 1.4 1.3 2.3 1.2 2.2 

韓國 1.2 0.2 0.1 0.1 0.1 0.0 0.1 0.1 1.6 

日本 4.1 2.4 0.2 0.9 1.4 0.5 0.1 0.1 0.3 

中南美洲 40.1 29.5 18.8 19.4 12.8 15.4 15.5 11.1 11.3 

美國 11.2 15.2 5.7 4.0 5.4 3.7 4.1 8.2 2.6 

歐洲 1.6 0.7 1.5 0.7 0.6 3.5 3.9 2.5 0.9 

荷蘭 0.0 0.1 0.6 0.1 0.2 3.0 3.2 2.4 0.4 

德國 0.1 0.1 0.2 0.1 0.1 0.1 0.1 0.1 0.1 

英國 0.4 0.4 0.4 0.2 0.2 0.1 0.1 0.0 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編製，歷年核准對外投資統計月報，2008年 12月，頁 4~5及 76~79。 

 

表 3  台商對中國投資之產業別 

單位：億美元；% 

1991~2008年 2007年 2008年 
產業別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農.林.漁.礦 4.0 0.6 0.2 0.2 0.3 0.3 

製造業 688.0 88.4 87.7 87.9 87.6 81.9 

營造業 5.9 0.7 0.8 0.8 0.7 0.7 

服務業 77.7 10.3 11.0 11.1 18.3 17.1 

合計 755.6 100.0 99.7 100.0 106.9 100.0 

資料來源：同表 2。 

 

台灣自 1991年開放台商赴大陸間接投資以來，隨著兩岸經貿交流的密切，

涉及兩岸經貿之研究眾多，但進一步探討台商大陸投資與台灣出口競爭力之相

關文獻則相對少見。張淑真(2000)、邱秀錦(2001)、林子菁(2002)、張壽明(2002)、

張嘉娥(2004)、楊靜雯(2004)、葉懿倫(2005)、王子怡(2006)、彭詩婷(2006)等係

蒐集台灣之資訊電子工業生產指數、工業生產總指數、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指

數；日本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台灣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美國景氣綜合指數；

新台幣實質有效匯率指數；台商大陸投資總額等多組變數資料，以迴歸模式探

索各影響因子與台灣對外出口競爭力之間的簡單因果關聯。Kuo, Lin, and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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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Kuo, Jaw, and Chen (2009)比較台、日商於大陸投資之企業內貿易策略

對台日出口競爭力的影響。 

上述文獻雖約略提及台商於大陸之投資與台灣對外出口密切相關，但均未

能深入探索台商於大陸市場加速投資這個重要影響因子對台灣出口競爭力的衝

擊，本研究將以此構向為論述重點，期能彌補先前相關文獻不足之處。 

首先，本研究考量高技術層次、低勞力密集、高附加價值之科技產業與低

技術層次、高勞力密集、低附加價值之傳統產業二種類別在產業屬性、出口競

爭力與對中國大陸之投資比重等面向均存在著極大程度的差異，若將整體經濟

產業視為一個類別來探討而不予區分，恐無法有效釐清台商不同類別產業赴大

陸投資對其產品於國外市場占有率的真實消長態勢。台灣素有全球高科技重鎮

之美譽，且出口比重亦以科技產品為主，故本文特別針對台商科技產業赴中國

大陸之投資，解析其對台灣科技產品於國外主要市場占有率之衝擊。 

其次，因企業資本設備之生產力(productivity)及產出(output)係以資本存量

(capital stock)而非投資流量(investment flow)來衡量，故本文對台商科技產業各

分業赴大陸之投資係採累計投資存量而非當年投資流量，且以各分業之相對投

資比重取代絕對投資金額。 

當前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挾其低廉勞力和廣大市場的磁吸效應下，全

球資金及技術不斷湧入中國，使得中國大陸在產品品質和複製技術不斷升級

(Buckley, 2007)。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出口產品不但同質性高，且外銷地區皆以世界最大自由

市場－歐盟為主要市場之一，因而引發對台商科技產業赴中國大陸投資生產是

否會造成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場的市占率逐漸被中國大陸產品取代的疑慮。 

表 4顯示台灣自 1991年開放台商赴中國大陸間接投資以來，台灣產品在歐

盟市場占有率從 1999 年的 2.71%直線下降至 2008 年的 1.46%。相對的，中國

大陸產品在歐盟市場占有率則從 1999 年的 4.67%直線倍數上升至 2008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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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這種台灣產業和中國大陸產業在歐盟市場占有率呈現此消彼長的態

勢，是否隱含著中國大陸市場雖是台商前往投資的絕佳機會，但在兩岸競合效

果之下，中國大陸生產同時也是台灣產品在歐盟市場的最大競爭對手之一。 

表 4  台灣與中國大陸於歐盟市場市占率之消長 

單位：億美元；% 

台灣產品市占率  中國產品市占率  
年別 

出口額 市占率 出口額 市占率 

1999 196.6 2.71 302.2 4.67 

2000 228.2 2.91 381.9 4.11 

2001 192.5 2.42 409.0 4.09 

2002 181.0 2.15 482.1 5.73 

2003 199.0 2.03 720.6 7.34 

2004 227.4 1.93 998.3 8.45 

2005 224.8 1.72 1,437.1 10.99 

2006 248.1 1.70 1,819.8 12.48 

2007 270.1 1.58 2,451.9 14.34 

2008 280.6 1.46 2,928.8 15.19 

資料來源：同表 1，表 46，頁 64。 

 

綜上所述，考量不同產業之業別屬性、出口競爭力與對中國大陸之投資比

重等面向存在著極大程度的差異，本文研究目的係選取科技產業為對象，解析

台商赴大陸之投資，對台灣產品於歐盟市占率之衝擊，並以台商赴大陸投資之

相對累計投資比重取代絕對投資金額。此外，本文採融合時間序列與橫剖面的

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 model)，解析自 2000~2008年期間，台商科技產業大

陸投資對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占率之衝擊。 

本文之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將拓展先前相關文獻不足之處，且期望對後續

研究方向之指引產生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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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前言所論述之研究背景、問題與目的，本文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資料來源：著者整理。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變數之操作性定義 

(一)台商科技產業於大陸累計投資比重 

台商科技產業各分業於中國大陸之投資比重係指台商科技產業各分業赴大

陸累計投資占製造業總累計投資額之比重。其中，累計投資為本研究期間，台

商科技產業各年赴中國大陸投資金額之加總。本研究自變數採各分業赴中國大

陸之累計投資來分析，係因產出(output)是由累計資本存量(capital stock)而非單

一年度的投資流量(capital flow)來決定。 

(二)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場占有率 

本研究採用 Laursen(1998)之主張，以較客觀且容易理解與計算之市場占有

率來衡量產業國際競爭力，其公式如下： 

台灣科技產品 

歐盟市場競爭力 

 

台灣科技產品 

歐盟市場占有率 

台商科技產業 

大陸投資 

 

科技產業 

累計投資比重 

融合時間序列

與橫剖面的

pooling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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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

ijX 表示 j國第 i產業在 k地區的出口， k

ijEMS 是 j國 i產業在 k地

區的市場占有率， 10 ≤≤
k

ijEMS ，市場占有率比值愈接近 1，代表出口競爭力

愈強，反之則愈弱。 

三、資料來源與期間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主要是以台商科技產業赴中國大陸投資，探討其對台灣科技產品在

歐盟市場市占率的變化，資料來源分述如下： 

1.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編製(2009)，中華民國對外投資統計月報。 

2.台灣經濟研究院編製(2008)，台灣製造業發展升級情勢與策略之規劃－兩岸

產品競合及依賴監視指標之研究。 

(二)資料期間 

本文探討台商科技產業於中國大陸投資對台灣科技產品在歐盟市場占有率

影響之研究，係採用 2000~2008 年的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以 2000 年為資料分

析始點，係考量台商科技產業各分業產品輸出至歐盟的市占率資料，只能往前

蒐集到 2000年。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以次級資料為主，實證統計模式採融合時間序列與橫斷

面模式(pooling time series and cross-section model)，來解析台商科技產業赴中國

大陸投資，對台灣科技產品在歐盟市場市占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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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素鈴、楊靜淇(2004)指出，融合時間序列與橫剖面模式主要用於處理時

間序列與橫剖面的混合資料。純粹的橫剖面資料是指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研

究不同個體的資料，此種資料較適合以複迴歸模式來分析；而時間序列的資料

則是在一個特定的橫剖面上，來觀察期數的時間資料 T，此種資料則可採用自

我迴歸模式等純時間序列模式；至於融合時間序列與橫剖面資料，則表示在每

一個橫剖面上都觀察 T期，且同時觀察數個橫剖面資料，若採取複迴歸分析，

因為資料有時間序列之特性，易產生序列相關；而一般純縱斷面的資料，亦不

能採用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因為時間序列方法將每一期都視為一個時間點，無

法考慮同一時間點下具有許多橫剖面之時間序列資料。故本研究採取融合時間

序列與橫剖面模式，來進行分析。 

融合時間序列與橫斷面的縱橫資料迴歸分析之理論基礎與一般迴歸模式相

似，主要的差異在於縱橫資料迴歸模型容許不同產業有各自的個別效果

(individual effect)。此外，縱橫資料迴歸分析觀察值個數較多，可彌補單獨採用

橫斷面或單獨採用時間序列資料，觀察值較為不足的問題，也因為融合時間序

列與橫斷面資料，可增加資訊(Hsiao, 2003)。 

個別效果可視為個別產業之特定常數，也可視為個別產業之特定隨機變

數。將個別效果視為特定常數的模型，稱為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 model)，

或共變數模型(covariance model)；將個別效果視為特定隨機變數的模型，稱為

隨機效果模型(random-effect model)，也稱為誤差成分模型(error component 

model)。由於隨機效果模型適合大樣本資料，且不容許隨機干擾項與解釋變數

有任何相關性，考量本研究橫斷面之產業觀察值樣本數不多，因此本研究採用

固定效果模型進行分析。 

固定效果模型，假設個別產業有各自的截距項，該不同截距項不隨時間變

動，反映個別產業的差異。 

一般固定效果模型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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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t
Υ 為第 i個科技產業分業第 t期反應變量 

itk
Χ 為第 i個科技產業分業第 t期第 k個解釋變數 

i0
β 為第 i個科技產業分業的截距項 

k
β 為第 k個解釋變數的迴歸係數 

it
ε 為第 i個科技產業分業第 t期誤差項 

上述模型，也可利用產業虛擬變數，改以截距虛擬變數(intercept dummies)

方式設定，並採最小平方法估計，稱為最小平方虛擬變數模型(least squares 

dummy variable model，簡稱 LSDV)。 

估計固定效果模式的方法有數種，包括組內估計法(within group estimation)

與組間估計法(between group estimation)。本研究採用組內估計法，利用各產業

變數資料與產業平均值之離均差，簡化式(2)，剔除多個截距項，以提高估計的

自由度，實際估計模型設定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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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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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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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ΥΥ −= 為第 i個科技產業分業第 t期反應變量的離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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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k
ΧΧΧ −= 為第 i個科技產業分業第 t期第 k個解釋變數的離均差 

iit

*

it
εεε −= 為第 i個科技產業分業第 t期誤差項的離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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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縱橫資料內含橫斷面資訊，不同產業間可能存在變異數異質性問題，

因此本研究估計時將採用 Huber/White/sandwich estimator修正可能存在的非同

質變異數問題。 

參、台商科技產業於中國大陸累計投資之分析 

本文之資料計算與分析期間，自 2000~2008年。2008年台商科技產業各分

業於中國大陸之累計投資比重，依序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16.41%)、電腦及光

學製造業(15.71%)、電力設備製造業(9.39%)，機械設備製造業(4.22%)與運輸工

具製造業(1.39%)，見表 5。 

以時間序列變動趨勢來看，2008年台商科技產業各分業於中國大陸之累計

投資比重相較 2000年而言，上升幅度依序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7.77%)、電腦

及光學製造業(+3.94%)、電力設備製造業(+0.47%)及機械設備製造業(+0.19%)。

至於，運輸工具製造業則因中國大陸取消機器設備免稅優惠進口的影響，於中

國大陸之累計投資比重反而呈現下降局面，2008年相較 2000年減少 2.87%。 

表 5  台商科技產業各分業在中國大陸累計投資比重 

單位：% 

項目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機械設備製造業 4.03 4.12 4.16 4.18 3.99 4.23 4.03 4.19 4.22 

電腦及光學製造業 11.77 12.60 13.41 13.24 13.78 14.66 15.29 15.55 15.71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8.66 10.47 11.91 11.61 13.25 13.36 14.45 15.97 16.43 

電力設備製造業 8.92 9.00 9.09 9.22 9.10 9.13 9.07 9.29 9.39 

科 

技 

產 

業 
運輸工具製造業 4.26 3.95 3.77 3.86 3.84 3.73 3.46 3.33 1.39 

資料來源：著者依經濟部投審會編制之中華民國對外統計月報整理計算。 

 

肆、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占率之分析 

2008 年台灣科技產業各分業產品於歐盟市場市占率依序為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5.91%)、電腦及光學製造業(1.81%)、運輸工具製造業(1.36%)、電力設備

製造業(0.75%)與機械設備製造業(0.62%)，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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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台灣科技產業各分業在歐盟市場占有率 

單位：% 

項目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機械設備製造業 0.69 0.69 0.60 0.54 0.55 0.59 0.77 0.61 0.62 

電腦及光學製造業 3.14 3.26 3.30 3.21 3.09 2.74 2.98 1.99 1.81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5.25 5.02 4.90 4.96 4.73 4.72 4.97 6.28 5.91 

電力設備製造業 1.36 1.30 1.24 1.08 1.02 0.98 0.95 0.81 0.75 

科 

技 

產 

業 
運輸工具製造業 1.55 1.07 0.99 1.15 0.97 1.21 2.57 1.32 1.36 

資料來源：台經院編製(2007)，台灣製造業發展升級情勢與策略之規劃－兩岸產品競合及依賴監視指標之研

究，台北：編製者發行。 

 

以時間序列變動趨勢來看，2008年台灣科技產業各分業產品出口至歐盟市

場市占率相較 2000年而言，僅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上升 0.66%，其餘各分業皆出

現負成長的情況。其中，下降幅度依序為電腦及光學製造業(-1.33%)、電力設

備製造業(-0.61%)、運輸工具製造業(-0.19%)和機械設備製造業(-0.07%)。 

伍、台商科技產業大陸投資對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占率之影響 

本文首先利用融合模式(pooling model)進行簡單迴歸分析，探討台灣科技產

業赴中國大陸投資對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場占有率之影響，其實證結果如下： 

台商科技產業中國大陸累計投資比重對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場市占率之

影響，在 1%的顯著水準下，兩者之間呈現正相關，R2(解釋力)為 49.1%，見表 7。 

表7  台商科技產業大陸累計投資比重對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占率之簡單迴歸 

解釋變數 迴歸係數 P-value R-square 

累計投資比重 .2658 0.000(＜0.01) 0.491 

資料來源：著者整理計算。 

 

這個結果說明，整體而論，台商科技產業赴中國大陸累計投資比重愈高，

並未導致台灣整體科技產品在歐盟市場之市占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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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投資比重與歐盟市場占有率之簡單迴歸分析，僅呈現兩變數整體之相

關情況。若進一步觀察科技產業各分業之累計投資比重與市占率的資料，除了

電子零組件業在中國大陸累計投資比重愈高，其產品在歐盟市場之市占率確也

跟著提高外；其餘如電腦及光學業、電力設備業、機械設備業與運輸工具業在

中國大陸之累計投資比重愈高，其產品在歐盟市場之市占率反而降低。 

上述兩變數在整體與分業之關係的差異可能來自兩個問題。其一，兩變數

在簡單迴歸呈現相關時，若是趨勢相近之故，而非變數間之因果關係所致，會

導致偽迴歸(spurious regression)。其二，當兩變數的關係因產業別不同而存在差

異時，變數間存在結構變化(structural change)問題(Wooldridge, 2009)。 

由於本文採用的資料為 2000~2008年(t=2000,…,2008)，台商機械設備製造

業(mach)、電腦及光學製造業(comp)、電子零組件製造業(electro)、電力設備製

造業(elect)、運輸工具製造業(trans)在中國大陸累計投資比重與歐盟市場占有

率，包含時間序列，具有趨勢，且兩變數觀察值確實因產業差異而呈現不同之

趨勢變化。為了解決產業差異可能帶來的結構變化，並控制趨勢造成的影響，

本文擴展式(3)模型，除加入時間變數(t)控制趨勢外，也加入投資比重之斜率虛

擬變數，容許各分業之累計投資比重對歐盟市占率影響有差異。 

本研究以電力設備製造業為基礎群(base)，mach、comp、electro與 trans值

為一時，分別代表機械設備製造業、電腦及光學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與

運輸工具製造業。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8所示，其迴歸估計結果顯示，採用組內

估計法，資料經過離均差處理，已無趨勢問題。在累計投資比重對台灣科技產

品於歐盟市場占有率之邊際影響方面，所有投資比重斜率虛擬變數之係數皆顯

著異於零，顯示累計投資比重對歐盟市占率之影響在機械設備製造業(mach)、

電腦及光學製造業(comp)、電子零組件製造業(electro)與運輸工具製造業(trans) 

皆顯著異於電力設備製造業(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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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歐盟市場占有率之迴歸估計結果 

變數 代號 係數 穩健標準誤 

累計投資比重離均差 cumuinv -1.26*** 0.15 

年 t 1.38*10-8 0.00003 

cumuinv* mach 0.938*** 0.376 

cumuinv* comp 0.946** 0.184 

cumuinv* electro 1.377*** 0.167 

投資比重離均差之(斜率)虛擬變數 

cumuinv* trans 1.196*** 0.168 

R2 0.348 

註：1. ***、**與*分別代表係數在 1%、5%與 10%顯著水準下，顯著異於零。 

2.括號內為異質性穩健標準誤。 

3.此模型採組內估計法，不含截距項，因此 R2意義與傳統迴歸不同。 

4.根據式(3)作法，cumuinv在此為各分業累計投資比重之離均差，mach、comp、electro、trans為各分業

之虛擬變數。 

資料來源：著者整理計算。 

 

表 9 為各分業投資比重對歐盟市場占有率是否有顯著影響(H0: i*cumuinv
β + 

cumuinv
β =0)之檢測結果，其中 i為各分業，包含機械設備製造業(mach)、電腦及

光學製造業(comp)、電子零組件製造業(electro)與運輸工具製造業(trans)。當 i

為電力設備製造業 (elect)時，投資比重影響是否顯著之虛無假設為 H0:
 

cumuinv
β =0。 

表 9 之檢測結果顯示，累計投資比重的增加對電力設備製造業(elect)與電

腦及光學製造業(comp)在歐盟的市占率有顯著負向影響。對運輸工具製造業

(trans)與機械設備製造業(mach)之檢測結果，投資比重對歐盟市占率的提升，統

計上雖無顯著影響力，但觀察表 9此兩分業在各模型下之數字(即邊際影響力)，

皆為負值，故實務上累計投資比重的增加，也會造成歐盟市占率的下降。 

至於電子零組件製造業(electro)，表 9數字顯示，在中國之投資比重對歐盟

的市占率，實務上會增加歐盟市占率，但其增加的幅度，在統計上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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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分業投資比重影響之檢測 

H0 產業別 代號 t統計量 標準誤 P值 

機械設備製造業 mach -0.3231 0.344 0.354 

電腦及光學製造業 comp -0.3149*** 0.107 0.005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electro 0.1156 0.073 0.123 

電力設備製造業 elect -1.2613*** 0.150 0 

投
資
比
重
無
影
響
 

運輸工具製造業 trans -0.0657 0.076 0.391 

註：***代表在 1%顯著水準下，該數字顯著異於零，檢測結果拒絕虛無假設。 

資料來源：著者整理計算。 

 

前述統計結果之內涵可進一步論述如下： 

台商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赴大陸增加投資，但台灣電子零組件於歐盟市占率

反而呈現擴張趨勢，這顯示台灣在電子資訊產業上游－即零組件部分，仍掌握

有研發、設計及產業群聚效應的優勢，對大陸維持技術領先安全差距。以現階

段兩岸的水平分工方式，台灣對歐盟出口高附加價值的高階零組件，大陸則以

技術性或附加價值較低的中低階零組件為主，故大陸電子零組件業尚未能對台

灣於歐盟之競爭力構成威脅。此外，大陸內需市場擴大，對電子上游零組件的

需求大幅擴大，而大陸國內製造產能不足，部分高階零組件仍需仰賴台灣及韓

國供應。 

另一方面，台商科技產業中之電力設備製造業、電腦及光學製造業(尤其筆

記型電腦產業)、運輸工具製造業與機械設備製造業等，則隨著上中下游紛赴大

陸增加投資，大陸複製台灣技術，促使中國大陸相關產業升級，確已對台灣於

歐盟市場之競爭力產生明顯衝擊。 

陸、結論與政策建議 

台灣為全球高科技的重鎮，在 LCD顯示器、矽晶圓、半導體封裝與測試等

多項高科技產品領域的市占率雖居全球第一，但不容否認，台商科技產業在利

用中國大陸生產資源以提升貿易分工之比較利益及拓展全球市場能量的同時，



貿易調查叢刊 21：1 (2010) 

 

 

 50  

 

卻也因兩岸競合效果對台灣科技產品於海外市場之衝擊，而面臨市占率成長趨

緩的疑慮，諸如廠商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重提高、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的急起

直追、歐美日大廠壓低代工毛利潤與未能掌握先進核心關鍵技術及零組件的供

應等。因而，台商科技業者在核心業務之外，建立製程設備製作能力並提升上

游材料及設備自給率追求成長，將是台灣科技業未來發展所亟須解決的課題。 

面對兩岸科技產業競合效果對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市場之衝擊，台灣科技

產業未來對歐盟之發展策略建議如下： 

一、儘速開展台歐 FTA之洽簽 

全球化風潮之下，世界各區域經濟正大力邁向整合，我們的貿易對手國－

韓國已於 2009 年與歐盟簽訂 FTA，這使得歐盟高科技業對台灣之投資與貿易

產生負面衝擊。 

現階段，政府應掌握兩岸將簽署 ECFA的契機，加上台灣於中國大陸市場

所具備的地沿、管理等優勢，讓歐盟科技產業認知台灣是引領他們通往大陸市

場的門戶，以此啟動歐盟與台洽簽 FTA的意願，提升台灣科技產業於歐盟布局

的競爭力。 

二、尋求與歐盟科技業結盟，拉升歐盟市占率 

台灣科技產業這幾年面臨發展趨緩的挑戰，亟欲在核心業務以外的領域追

求成長，開發新產品、尋求價值鏈的新定位。此一趨勢，促進台灣部分科技產

業赴歐盟投資，除了藉由收購歐盟企業或與之結盟取得新一代技術外，並發揮

了投資帶動台灣科技產品對歐盟出口增加。不過，除了筆記型電腦及數位相機

稍有斬獲外，歐盟在半導體、數位錄影機及液晶電視方面由台灣生產供應的比

率仍相當有限。相較台商科技產業於中國大陸市場的成功，台灣科技產業在歐

盟市場的占有率仍相形見絀，歐盟市場尚未被台灣科技產業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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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值南歐債信危機正衝擊歐洲經濟復甦之際，台灣科技產業更應以卓

越的成本管控、快速標準化能力與大陸市場營運績效等強項，尋求與歐盟科技

業結盟，建立台、歐科技業間更深入的夥伴關係。歐盟積極參與台灣科技產業

的技術移轉升級與拉升台灣科技產品於歐盟之市占率；台灣則生產低成本產品

供應歐盟行銷中國大陸與全球市場。 

三、台灣科技產業致力技術升級與創新品牌管理 

在產業升級方面，台灣高科技產能雖然在全球產業鏈內具有不可或缺的重

要地位，但在最具國際競爭優勢與發展潛能的 TFT-LCD 產業及半導體產業之

上游原料供應與生產設備方面，台灣自製率仍然偏低。 

另外，政府也應促使台商科技產業將大陸子公司之部分利潤匯回台灣母公

司投入 R&D，而非全留在大陸作為再投資用，並吸引歐盟跨國高科技業來台設

立科技研發中心。這樣，台灣高科技業才能繼續維持對大陸的技術安全領先差

距，擴大兩岸生產的差異化，以避免大陸科技產業技術升級對台灣科技產品於

歐盟市場競爭力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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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the manufacturing quality and replication skills of high-tech products or 

materials in China i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And E.U., the largest economy entity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main market for both China & Taiwan to export the high-tech 

products. Therefore, it is a great concern for Taiwanese market share in E.U. if 

Taiwanese high-tech firms continue to invest in manufacturing in China. This study 

adopted fixed-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aiwanese high-tech firms' investment in China vs. 

their market share in E.U. over the years of 2000~2008.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investment of Taiwanese Electronic Units and Components Manufacturing in China has 

positi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s market share in E.U. and those of Taiwanese 

Electr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uters and Optical Products Manufacturing, 

Transport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Machinery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has negati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market share in E.U. due to the 

competition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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