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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對新南向國家之政經戰略作為及對兩岸、臺

灣及臺商之影響與因應」摘要 

本研究將中國大陸對新南向國家的政經戰略分為三個層

次的互動：首先從美「中」競爭的總體層次分析美「中」雙方

在東南亞與南亞的區域競合，即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與

「美日澳印四方會談」的對抗性與競爭性。從這個角度可以理

解在當前美中貿易戰、科技戰持續延燒的背景下，中國大陸急

需爭取周邊國家支持，成為戰略及自貿區夥伴以避開美國的圍

堵、以減緩美中貿易戰對中國大陸對外經貿的衝擊，突破美國

以「印太戰略」圍堵中國大陸的策略。 

其次是個體層次，主要觀察中國大陸與東協、印度之間的

互動關係，本研究認為基本上多數國家以經貿投資「親中」、

政治安全「親美」、「親日」為基調，係為東協、印度等國在美

「中」區域競逐下採取避險策略之體現；最後在微觀層次是兩

岸在新南向區域的競合關係，即「新南向政策」與「一帶一路」

戰略的競合關係。因此，研究中國大陸對新南向國家之政經戰

略，必須要貫穿上述三個層次，才能深入掌握其對兩岸關係、

臺灣及臺商之影響。 

整合上述三個層次分析，本研究認為中國大陸對新南向國

家的作為背後至少有五大戰略思維，分別是：(1)突破第一島

鏈的結構制約、連接印太與非洲；（2）藉由強化與東南亞及南

亞地區的經貿關係，減少美中貿易戰可能對中國大陸帶來的損

失；（3）扮演提供公共財的領導角色；（4）區域整合；（5）吸

納台商。 

這五大戰略思維有些存在長期規劃，有些則是為了因應近

期產生的挑戰。而在具體實施手段上，中國大陸在早期便採取

企業「走出去」戰略；建立與東協國家的雙邊及多邊 FTA 架

構；加入 WTO；國內推行「匯改」與制定《境外投資管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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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外承包工程管理條例》以及《對外承包工程資格管理

辦法》等；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區；推動 RCEP談判與結合「一

帶一路」；鼓勵海外投資併購等。直到近期以因應美中貿易戰

為主的各項限制與鼓勵政策。 

在 2020年之後，疫情似乎一定程度上衝擊中國大陸的相

關戰略，但細究中國大陸與各國的關係，會發現「一帶一路」

戰略仍持續在推行，且隨著美「中」貿易戰帶來的全球產業供

應鏈重組以及 COVID-19疫情帶來的短鏈革命，在經貿投資關

係上有愈趨緊密的趨勢。而本研究依據我國與新南向國家的經

貿緊密程度，將研究對象聚焦在中國大陸與越南、泰國、印尼、

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印度等七國的雙邊互動與經貿投

資關係。 

本研究在分析中國大陸與上述新南向重點七國雙邊關係

時，主要根據雙邊影響力指數（Formal Bilateral Influence 

Capacity，FBIC）與「中國全球投資追蹤」（CGIT）兩項指標，

輔以中國大陸官方數據與對外公開之投資項目等。觀察在

2013 年「一帶一路」政策實施後，新南向重點國家間中國大

陸的影響力變化。首先以 FBIC觀察可以很直觀的理解中國大

陸對新南向國家在影響力與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性都呈現上升

趨勢，而對比美國則都呈現下滑；CGIT則顯示 2013年至 2021

年 6月止，「一帶一路」累計對東亞投資總額占總體對外投資

26.29%，排名第一。自 2015 年至 2020 年，東亞地區投資金

額每年皆居全球。 

從中國大陸官方數據顯示，至 2021年 6月，「一帶一路」

在 15個新南向國家共合作 555項投資建設計畫，總投資金額

約 2,800 億美元，占「一帶一路」全球投資金額 36.22%；不

過從產業類別來看，投資項目基本集中在「能源」及「運輸」

兩大部門，光「能源」就占 40%，約 1,140億美元，兩者合計

投資金額占比達 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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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聚焦至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與新

加坡等新南向重點國家，總投資額為 1,444 億美元其中，「能

源」與「運輸」產業占 50.42%，約 728.1億美元。「金屬」產

業則是以鋼鐵為主要投資項目，六國合計有 140.8億美元的投

資金額。且相較於南亞國家，「一帶一路」政策在新南向國家

更重視「物流」產業的投資，相關建設項目主要集中於新加坡

及越南兩國。 

本研究也針對上述七國在自身國家發展立場以及對中國

大陸影響力不斷加深的態度與回應進行分析。首先，越南一直

是最積極營造開放的經貿環境的國家，吸引日本、韓國等外資

進行緊密的雙邊合作，對臺商也保持歡迎的態度。FBIC 指數

表現上，美國在越南的影響力在近年超越中國大陸，是六國中

少數表現較為親近西方的國家。不過在對於中國大陸的依賴程

度則高於美國。整體來說，中國大陸在越南的政經壓力，應不

至於影響我國臺商在越南的投資經營。 

泰國國際地位長期處於大國平衡之間，在與中國大陸進行

戰略合作之時，亦積極與日本、印度加強關係。從 FBIC指數

表現上可以看到美國在影響力與依賴程度上高於中國大陸，但

是中國大陸對泰國的影響力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很可能在未來

幾年內超越美國。 

印尼在策略上與泰國相似，對中國大陸投資保持著適當的

戒心與距離，並藉由美國、日本之政經力量維繫平衡。FBIC

指數則顯示中國大陸對印尼的影響力沒有太明顯的變化，保持

領先美國的地位，依賴程度上則是「中」美兩國互有消長。 

馬來西亞近期整體趨勢是朝親中路線發展，儘管 FBIC指

數上中國大陸對馬來西亞的影響力仍弱於美國，但兩國間的差

距也在縮小或在未來被超越。因此我國在推動新南向政策時，

與馬來西亞的互動將會比越南、泰國、印尼遭遇更多來自中國

大陸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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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則是一直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維持若即若離的

態勢，而菲律賓與我國在資通訊產業投資關係上，在美中貿易

戰後則有更為緊密的發展。不過在 FBIC指數上，美國近年對

菲律賓的影響力呈現大幅下降，中國大陸則有微幅上升。 

新加坡對中國大陸態度較其他東協成員較為友好。不過因

其產業結構與其他國家不同，FBIC 指數顯示美國對新加坡的

影響力與依賴程度皆高於中國大陸，只不過同樣呈逐年下降的

走勢。 

最後是印度，印度一直與中國大陸維持「政冷經熱」的關

係，一方面與中國大陸在經貿上往來密切，但是對於中國大陸

的投資又時時戒慎恐懼。從 FBIC指數上觀察，中國大陸對印

度影響力以及印度對中國大陸的依賴程度都是七個國家中最

低的國家。 

總結以上發展，本研究總結中國大陸對上述七國分別存在

以下幾種趨勢：（1）各國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與「債務危機」

呈現正相關；（2）中國大陸與臺灣對新南向國家同樣是政冷經

熱的關係；（3）臺商遭中國供應鏈排擠或吸納風險。 

本研究針對中國大陸對新南向國家之政經戰略作為及其

影響進行全盤分析後，其為對兩岸、對臺灣、以及對臺商三方

面均有所影響。首先在對兩岸之影響方面：（1）中國大陸運用

「一帶一路」政策以深化其與東協、南亞等區域之國家的經貿

互動交流與合作，對我國實行新南向政策產生衝擊影響；（2）

中國大陸推行「走出去」戰略和隨著中國大陸產業供應鏈日趨

完整等發展趨勢下，將加快「紅色供應鏈」發展進程，恐將可

能影響臺灣在國際產業供應鏈之重要地位；（3）在未來 RCEP

正式生效後，臺灣因非 RCEP成員國，將對臺灣產業及兩岸產

業供應鏈造成衝擊與改變。 

其次對臺灣之影響方面：（1）新南向國家大致上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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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走出去」戰略表達正向歡迎的態度，且中國大陸「走出

去」戰略的實行亦對新南向國家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助益；（2）

我國與新南向國家之官方互動仍困難，但經貿、投資關係仍維

持熱絡發展的態勢；（3）面臨中國大陸的逐漸崛起，新南向國

家普遍採取在經濟上和中國大陸維持經濟合作交往，但在政治

與安全方面則是和美國靠攏之避險策略，且未因中國大陸與新

南向國家經濟合作貿易擴大而有改變 

第三是對臺商之影響方面：（1）隨著未來 RCEP的正式簽

署及生效，將加速帶動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或新南向國家）

之區域產業供應鏈形成與整合，並逐漸形成「東亞自貿區生態

圈」；（2）在美中衝突長期化及在後疫情時代下，美國提出可

信任夥伴聯盟及乾淨網路之供應鏈安全體系，將催化「一個世

界，兩套系統」的雙供應鏈體系，並間接加速以中國大陸為中

心的東南亞供應鏈逐漸成形；（3）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

爆發後，加速全球產業供應鏈重組與區域化、短鏈化發展趨

勢，同時我國臺商與中國大陸企業亦在新南向國家存在競合關

係；（4）在中共對新南向國家採取政經戰略作為下，現階段將

對臺商形成一定程度之磁吸效應與排擠效應。 

根據以上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事項：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 我國政府應長期主動蒐集並彙整有關中國大陸「一帶

一路」政策的重要資訊並建置成資料庫，提供我國臺

商參考以協助其爭取潛在商機與掌握、應對可能所面

臨之風險。 

（二） 臺商可積極尋求進入新南向國家區域內的相關產業園

區或境外經貿合作區，藉由和境外廠商之間產業供應

鏈的合作建立以逐步擴大臺灣在新南向國家中的供應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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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應持續投入研發和拉抬產業供應鏈位階，我國政

府並應持續協助我國企業或臺商產業升級，使在提升

臺灣自身競爭力之下，提升新南向國家對於臺灣產品

的認同感。 

（四） 建議我國應隨時掌握國際各國在新南向國家的佈局策

略變化，尋求合作契機以因應中國大陸「一帶一路」

政策乃至 RCEP等之威脅及協助臺商掌握新南向商機。 

（五） 建議我國政府應主動協助臺商瞭解並掌握新南向國家

的當前發展情勢，並協助臺商開拓其他新興市場。 

（六） 我國可借鑑國際各國（如日本、韓國）佈局新南向國

家之具體策略與做法，以進一步完善臺灣新南向政策

之未來發展方向，並攜手日、韓共同進軍新南向市場。 

二、 中長期建議 

（一） 我國宜積極與國際友好國家聯繫，加強經貿關係，爭

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簽訂經濟合作協議或自由

貿易協定，以降低 RCEP生效後對臺灣造成的影響。 

（二） 我國政府可積極與美、日等國際各國合作，並藉由城

市對城市間的對接交流合作，強化臺灣與新南向國家

之間的關係。 

（三） 因印度市場未來發展潛力仍大，我國持續在東南亞市

場發展的同時，亦應考慮提早擴大在印度市場的投資

佈局，以利在美中衝突長期化趨勢發展下，多增加海

外生產基地以分散風險。 

（四） 建議我國政府宜訂定相關之鼓勵和獎勵措施，幫助及

督促我國於新南向國家投資發展的臺商在企業公民責

任方面的實踐。 

（五） 建議我國政府應積極蒐集新南向國家的相關市場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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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供臺商參考，建立經濟及產業情報機制平臺，協

助檢視臺商海外佈局概況以降低臺商海外投資佈局的

阻礙。 

（六） 積極尋求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合作，共組雙邊或三方甚

至多方之產業供應鏈合作模式，以因應、抗衡中國大

陸所建構的紅色供應鏈。 

（七） 積極推動「新東向政策」以深耕美國市場，並將「新

東向政策」與「新南向政策」進行連結，以提升臺灣

在東南亞地區的重要影響力。 

（八） 可提前規劃及發展創新產業或相關數位科技產業領

域，作為「新南向政策」的新起點，以助我國產業前

往東南亞、印度等新興市場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