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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中貿易戰以來，隨著雙方競爭激化，衝突領域已從傳統的貿

易、軍事、外交，蔓延至金融與科技等領域。近年來，在美中科技衝

突、疫情及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下所帶來的晶片短缺問題，使各國政

府深刻體認到建立半導體自主供應的重要性，並開始制訂強化半導體

自主供應政策，期避免再次遭受半導體供應的「斷鏈」風險。 

21世紀以來，半導體產業一直朝向高度全球化分工的路徑發展，

上、中、下游產業鏈遍布世界各地。然而，此種分工型態在上述國際

新形勢變化下，正面臨著巨大轉折，其中又以美中科技角力和各國半

導體產業政策的影響最為顯著。 

2021年 6月美國公布《關鍵供應鏈百日審查報告》，指名建設本

土資通訊產業鏈攸關國家安全，勢在必行；2022 年 8 月美國國會通

過《晶片和科學法案》，希望透過半導體補貼提高美國本土半導體晶

片產量，並藉此因應中國大陸發展半導體的威脅。而中國大陸為發展

本土半導體產業，自 2014 年「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的

實施開始，中國大陸中央政府依序推出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

（一、二期）、《中國製造 2025》、新基建計畫、科創板上市，其後並

為積極應對美國對其所採取的半導體圍堵封鎖，乃推動「新時期促進

積體電路產業與軟體產業高品質發展若干政策」、「十四五規劃」，強

調第三代半導體發展等，加上各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顯見其對半導

體產業的重視。 

在美中兩強之外，歐盟、日本、韓國近年也相繼提出強化自身半

導體供應之相關政策。2020 年底，歐盟對外公布《歐洲處理器和半

導體科技計劃聯合聲明》，宣布未來 3 年內將投入 1,450 億歐元於半

導體產業；2022年 2月進一步公布《歐洲晶片法案》，旨在強化並建

構歐盟的半導體生態系，強化歐盟在半導體產品供應的穩定與安全。 

在亞洲，日本和韓國則不約而同地提出振興半導體戰略。2020

年 3 月日本提出《新國際資源戰略》，目標是降低對中國大陸的能源

與稀土金屬依賴程度。同年 7 月，日本公布《材料、零組件和設備

2.0戰略》，推動供應鏈自主。此外，為確保半導體供給，日本於 2021



 

 

年 6月和 11月分別公布《半導體戰略》和《半導體產業緊急強化方

案》，目的皆在於確保日本半導體產品供給穩定及提升日本國內半導

體產業韌性。而韓國則是在 2021年 5月宣布《K半導體策略》，將透

過三星、SK海力士等 153家企業投入 4,500億美元，希望於 2030年

前建立集半導體生產、原材料、零組件、（尖端）設備、設計等為一

體的高效產業聚落，並在韓國構建全球最大規模的半導體製造基地。 

當前各國積極透過政府政策介入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可以預期

的是，各國政策除將改變未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競合態勢，亦將對臺

灣半導體產業帶來影響。眾所周知，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占有重要

位置，臺灣也因為擁有全球最先進的半導體製造實力，近年來在美中

科技戰，以及國際地緣政治及兩岸關係緊張的背景下，獲得世界各國

關注，更使臺灣半導體業者成為各國積極拉攏的對象。對臺灣而言，

前述各項國際新情勢的發展將給臺灣半導體產業帶來不同的機會與

挑戰，並將影響臺灣整體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 

本計畫旨在探討兩岸半導體產業結構與競合關係之變化。由於全

球半導體產業高度分工，且美國、歐盟、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臺

灣皆在半導體產業的不同價值鏈位置擁有競爭優勢。因此，本計畫在

研究取徑上，將從分析全球及兩岸半導體產業結構做為起點，接著再

深入分析國際新情勢變化下，對全球及兩岸半導體產業之影響，進而

論述全球半導體產業新變化對兩岸經貿關係之影響，並提出因應國際

新形勢及兩岸半導體產業競合之政策建議，供作政府相關部門研擬決

策之參考。 

本計畫之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當前國際及兩岸半導體產業發展現況之釐清 

（一）臺灣半導體產品對中國大陸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占有重要地位，

且在美中科技戰後中國大陸對臺灣之依賴程度仍持續上升。 

（二）新情勢下美、日、韓、歐皆大力發展半導體產業，且逐漸形成

以美國為首、針對中國大陸的「晶片圍堵」情勢。 

（三）中國大陸長期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在新情勢下更是積極加速

半導體產業自主化，惟「晶片攻堅戰」仍面臨許多阻礙。 

（四）美國科技管制與制裁，使得中國大陸科技廠商不易進口取得高



 

 

階晶片與技術，已牽制和拖遲其科技產業的發展進程。 

（五）半導體產業新變化對臺灣形成短期有利，但中長期較有壓力的

影響，故臺灣正持續完備半導體產業的生態體系，吸引國際大

廠來臺投資，以維持臺灣技術領先之優勢。 

二、未來兩岸半導體產業重要趨勢 

（一）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科技競爭持續升級，全球半導體產業新變化

影響中國大陸未來經濟發展。 

（二）外資半導體供應鏈關聯廠商正加速且擴大來臺投資，推升臺灣

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之重要性與影響力，預期臺灣半導體產業未

來將維持產業技術優勢。 

（三）中國大陸對臺灣成熟製程的晶片需求依然強勁，未來兩岸在半

導體產業將呈現既合作又競爭之關係。 

（四）隨著美中科技戰的升級，許多中國大陸臺商與外資企業紛紛調

整布局，為因應國際半導體產業轉向雙元供應鏈之發展形勢，

高科技公司或將建立兩套供應鏈系統，並回臺投資以擴大產

能。 

三、臺灣面臨兩岸半導體產業競合關係變化所帶來之可能影響 

（一）中國大陸 IC 設計市場未來或將由華為所掌握，可能成為臺灣

IC設計產業之競爭對手。 

（二）半導體產業新變化促使中國大陸加快建立半導體自主供應鏈，

並扶植第三代半導體和小晶片技術之發展。 

（三）中國大陸禁止採購美光產品，短期有助兩岸在記憶體產業合

作，未來則宜關注其在記憶體產業技術的發展進步情形。 

（四）臺灣 IC 封裝測試產業具優勢，但面臨美中科技戰和中國大陸

競爭，其未來發展仍有隱憂。 

（五）印刷電路板與車用晶片產業之發展，及其前往東南亞國家投資

之情勢，有助於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及供應鏈分散布局。 

（六）臺灣宜設法避免半導體產業先進技術、高階人才流向中國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