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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表現持續下挫，卻未見台灣當局提出因應的振興方

案，反而要歐洲商會研提策略性建議書。其實，當前

台灣面臨的經濟問題俯拾皆是，舉其犖犖大者，在產

業結構方面，出口產品和市場集中度偏高。蔡英文當

局上台以來側重半導體和生技醫療產業，對傳統產業

和中小企業並不重視。2015~2022年之間IC佔台灣出

口比重從25%提升到38%，佔出口第2位的電腦相關

零組件僅佔3.6%。台灣是全球第15大出口經濟體，出

口對單一產品依賴如此之重，成長存在高度風險。

至於產業發展環境方面，台灣的企業不斷反映缺

地、缺水、缺電、缺工、缺人才等“五缺”的投資障礙，

台灣當局卻始終未能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例如為了

鼓勵台商回台投資，只藉助放寬外勞引進和提供貸款

利率優惠等措施，製造業外勞人數大幅增加，卻延宕

了產業升級時機。而在全球情勢方面，台灣要面對的

第一個挑戰是俄烏衝突等帶來的全球經濟下挫與通

貨膨脹等引發的動盪；其次是地緣政治與中美競逐

帶來的供應鏈遷徙，尤其是在拜登政府的壓力下，台

灣產業被迫將產能外移，出口卻因未能加入CPTPP與

RCEP而使競爭力降低，無法產生對外投資帶動出口

的效應，台灣將面臨產業空洞化的危機。

兩岸經貿斷鏈成最大灰犀牛

再進一步言，在諸多外部不確定性之中，相較於

全球經濟與需求疲軟所帶給台灣的衝擊，兩岸經貿斷

鏈，恐怕更是不可忽視的灰犀牛。如果2024年因台灣

政局，不排除將造成兩岸經貿摩擦與糾葛加劇，無形

之中也會升高兩岸經貿斷鏈的風險。這對已泥足深陷

的台灣經濟而言，未來經濟情勢肯定更會雪上加霜。

其實，現階段兩岸不久後要面對的，即是2024年1月12

日大陸可能發布的對台貿易壁壘調查的結果，其可能

引發大陸對台貿易的關稅制裁，已經造成台灣產業界

及工商團體的高度擔憂。更何況，此事的後續發展已

延燒至ECFA存廢的爭議，更體現出問題的嚴重性。

客觀而言，ECFA是兩岸關係重要的紐帶，維繫着台

灣經濟的成長與繁榮，一旦中止，恐會拉低台灣經濟

成長至少0.4%。

另根據台灣經濟部門統計，ECFA簽署至今，每

年平均出口金額約207億美元，佔整體出口比重雖僅

6.2%，但若加計出口品項的關聯性產業，影響台灣出

口的絕不止這個數字。也就是說，ECFA中止最令人擔

心的，並非只有關稅好處被取消而已，由此衍生的大

陸對台貿易制裁舉措，如全面或局部禁止“早期收穫

清單”範圍內商品對大陸出口，或是將制裁擴大到電

子零組件這類台灣主要出口產業上，恐怕才是重中之

重。因此不可輕忽一旦ECFA中止及其後續衍生效應

對台灣經濟的重大影響，也不能誤判局勢，以為大陸

還不至於採取對台貿易制裁措施。

台當局應以民生為念

此外，台灣民眾最關注的應該還是民生經濟，也

就是實質所得是否成長、物價房價是否穩定等議題。

自新冠疫情以來，台灣的物價年增率超過2%就長達

27個月，10月份還超過3%，這三年物價就漲了10%；

肉類、蛋、麵包、米、麵等17項重要民生物資更上漲了

22%。物價飛漲，對上班族、學生、中低收入戶等庶民

可謂刻骨銘心，外食費指數這兩年就漲了12%。

台灣物價大漲，對經濟弱勢的傷害很大。從所

得層級別CPI來檢視，漲最多的食物類，使低所得家

庭的物價漲幅大於中、高所得家庭。將近七成的勞工

薪資低於平均，而過去兩年平均經常性薪資，被物價

上漲吃掉，實質薪資負成長為10年來僅見。2023年

更慘，前九月實質總薪資是七年來首次負成長。至於

房價也在持續上漲。預售及新屋價格2023年第二季

漲到史上最高，七年來房價漲了近一倍，房價所得比

升至近10倍，青年的買房能力成為史上最弱。租金

又連漲14年，租不起成為最弱勢。房貸負擔率又突破

42%，首購族也淪為房奴。

總之，新冠疫情解封已一年，但台灣的出口貿易和

生產製造都持續衰退，不知伊於胡底。尤其對於傳統

產業，台灣當局並不重視，從未誘導企業轉型或調整薪

資結構及擴大進用中壯年勞工，才會造成經濟衰退及

缺工百病齊發。因此，整體看來，台灣的出口、製造、接

單都連續10幾個月呈現衰退的黑數，經濟發展大勢及

所面臨的挑戰，實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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