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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對我國產業的商機與挑戰 

一、前言 

中國大陸在「十二五規劃」內文中提出要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

為基礎，促進新興科技與新興產業深度融合，在繼續做強做大高技術產業基礎

上，把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成為先導性、支柱性產業』。而 2010年底公布的

「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更明確表示，規劃將戰略

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 GDP比重，於 2015年提升到 8%，於 2020年提升到 15%。

新興戰略產業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點方向，因此本文將討論中國大陸發展

戰略新興產業對我國產業的商機與挑戰。 

二、中國大陸發展戰略新興產業規劃 

「十二五規劃」中的七大戰略新興產業包括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

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詳細的產業項目請見下表。 

表 1  十二五規劃七大戰略新興產業發展項目 

戰略性新興產業 子產業項目 

節能環保 高效節能、先進環保、資源循環利用關鍵裝備、技術、產

品和服務 

新一代信息技術 新一代移動通信、下一代互聯網、三網融合、物聯網、雲

端計算、半導體、新型顯示、高端軟件、高端服務器和資

訊服務 

生物 生物醫藥、生物醫學工程產品、生物農業、生物製造 

高端裝備製造 航空裝備、衛星及應用、軌道交通裝備、智能製造裝備 

新能源 新一代核能、太陽能熱利用和光伏光熱發電、風電技術裝

備、智能電網、生物質能 

新材料 新型功能材料、先進結構材料、高性能纖維及其複合材料、

共性基礎材料 

新能源汽車 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純電動汽車和燃料電池汽車技術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內文；本研究整理 

目前中國大陸的戰略新興產業各產業十二五規劃尚未正式公布，但從中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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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十二五規劃」中關於戰略新興產業的內容，以及相關部會這段期間來對外公

布的消息，仍可看出政策方向已大致底定。大陸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主要目標是

要鎖定重點領域實現突破，形成競爭優勢，培養新興產業成為先導性支柱產業；

同時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促進新興科技與新興產業聯結，建全以企業為主體、

市場為導向，產學研妥善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而要達成政策目標，各相關部門

都將聚集資源合力發展，採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國家科技專案引領重大科技研

發；培育市場需求，實施重大應用示範工程，完善行業標準和市場准入制度；在

人力、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上給予支持協助，如加快培養高素質人才，推進國

際科技交流等。 

在中國大陸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目標中，技術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其背後

代表的國家安全戰略意義，更甚於新興產業發展背後代表的經濟意義。亦即大陸

對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其長期目標是排外性的，對技術自主方能擺脫先進國家

的控制，對能源自主方能擺脫石油輸出國的控制，戰略新興產業的戰略二字，代

表國家自主的重要性，也代表大陸在這些產業上將不會容許外資企業在國內市場

有太強的掌控能力。 

三、我國重點新興產業規劃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對台灣的科技業出口帶來很大打擊，固然是受到歐美

等主要國家經濟衰退的影響，但也顯示出台灣產業結構過於集中的問題。因此於

2009 年，考慮台灣既有產業基礎及國際未來趨勢後，我國政府規劃提出了六大

新興產業，希望由政府帶頭投入更多資源，以擴大產業規模、改變台灣產業結構，

厚植國家競爭力。初步規劃從 2009年至 2012年，政府投入超過 2,000億元經費，

並定期檢討執行進度。我國政府規劃的六大新興產業為醫療照護產業、生物科技

產業、精緻農業、觀光旅遊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綠色能源產業。 

除了六大新興產業外，行政院在 2010 年宣誓推動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加

強策略性推展，鞏固產業根基。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分別為雲端運算、智慧電動

車、發明專利產業化、智慧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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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大陸的戰略新興產業和我國政府規劃的六大新興產業和四大新興智慧型

產業對照整理如下。 

表 2 中國大陸戰略新興產業和我國新興產業對照 

戰略性新

興產業 
子產業項目 發展階段 和台灣新興產業規

劃重疊項目 

節能環保 高效節能、先進環保、資源循環利
用關鍵裝備、技術、產品和服務 

產業化初

期 
建築節能、LED照
明 

新一代信

息技術 
新一代移動通信、下一代互聯網、

三網融合、物聯網、雲端計算、半

導體、新型顯示、高端軟件、高端

服務器和資訊服務 

產業化初

期 
雲端計算 

生物 生物醫藥、生物醫學工程產品、生

物農業、生物製造 
由有作大 製藥產業、生技工

程、農業生技 

高端裝備

製造 
航空裝備、衛星及應用、軌道交通

裝備、智能製造裝備 
由有作大  

新能源 新一代核能、太陽能熱利用和光伏

光熱發電、風電技術裝備、智能電

網、生物質能 

由大作強 太陽能電池、風力
發電、生物質能、

智慧電網 

新材料 新型功能材料、先進結構材料、高

性能纖維及其複合材料、共性基礎

材料 

由有作大  

新能源汽

車 
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純電動汽車

和燃料電池汽車技術 
產業化初

期 
電動車、燃料電池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內文；經建會；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台灣的課題 

兩岸的新興產業規劃頗有共通之處，因此未來中國大陸戰略新興產業的發

展，勢必會透過投資和貿易對台灣產業帶來影響。台灣面對的主要課題如下。 

(一) 中國大陸在全球市場發動產能競爭 

目前產業發展階段相對比較成熟的太陽能發電和 LED照明，大陸的重點在

最終要提高控制國際市場能力，為了達成目標，業者透過產業鏈上下游整合，強

化中上游原料端的掌握度；並藉著國內市場需求的擴大，累積終端應用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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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全球太陽光電產業的運作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的同時，系統端發展顯得

格外重要，大陸挾著規模優勢，輔以對原料和系統端掌握度的提高，在全球發起

產能競爭，已經迫使多家歐美大廠退出市場。台灣在這兩個產業，也已經面臨大

陸的強力威脅。 

(二) 大陸發展強調技術自主，排他性高、進入市場不易 

大陸各新興產業積極推動國內市場需求，各項應用示範工程或對廠商與消費

者的補貼優惠頻仍，看起來似乎對業者提供了偌大商機。但問題是大陸戰略新興

產業的發展關鍵在於強調技術自主，在這前提下，國內需求市場的商機很可能造

成台灣業看得到、吃不到，為了要進入市場，可能將冒著技術外流的風險擴大在

大陸的投資。 

(三) 大陸市場規模大，具標準制定能力 

在新興產業，標準戰將是未來全球國家角力的重點環節。尤其在通信和雲端

運算領域更是明顯，像是在雲端運算，標準的內容不僅包括技術標準，還包括服

務標準，解決無論是公共雲還是私有雲，從規劃設計，到系統建設、再到服務運

營、品質保障等環節中的各種問題。制定標準的人將擁有對行業的主導性，大陸

市場規模大，具備制定標準能力，台灣業者必須參與大陸的標準，如想在制定標

準的過程中提高影響力，可能得拿出相應的籌碼做交換條件。 

五、結論 

戰略新興產業是大陸未來 5年「十二五規劃」的重點工作之一，明確規劃要

在 2020 年時大幅提升新興產業占 GDP 比重到 15%，戰略新興產業包括節能環

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兩

岸在新興產業的發展規劃上頗有共通之處，為了應對大陸的產能競爭、新興產業

排他性高、市場規模大可制定標準等課題，建議台灣應採取的策略思維如下。 

(一) 從國際市場壯大後再切入大陸市場 

在傳統產業，台灣業者常有先進入大陸市場，藉著台商在大陸市場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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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壯大後再進軍全球的思維。但在戰略新興產業，台商的發展路線很可能要顛

倒，由於大陸強調技術自主以及國家安全的戰略目標，在新興產業的排他性高，

大陸內需市場商機很可能看得到吃不到。台灣業者應先進入國際市場，搶先在大

陸業者進軍國際市場前卡好位置並經營品牌，待企業規模夠大再挾著品牌和技術

優勢回頭進入大陸市場。而為了要執行這策略，台灣在新興產業的業者很可能須

重組兼併，先培育出旗艦型的大企業，才利於在國際市場發展。 

(二) 以供應者角色打入供應鏈 

在大陸鎖定要發展的重點領域，台灣應避開和大陸業者直接競爭，雖然大陸

強調技術自主、台商進入市場不易，但還是可以設法打入供應鏈，如在台灣有優

勢的關鍵零組件和硬體製造環節，透過和大陸合作而非直接進入市場的方式，分

享大陸國內需求的商機。 

<倪浩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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