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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儘管中國大陸已結束防疫封控措施，惟受地緣政治衝突、全球經

濟下行等衝擊下，經濟復甦仍處於疲弱狀態，使臺商在陸經營面臨極

大的挑戰。為了解臺商目前的經營狀況與面臨困境，本研究透過問卷

調查、深度訪談及資料分析，了解 2023 年臺商在大陸的投資情況，

與其對大陸投資環境的看法。 

壹、 研究發現 

一、 臺商對大陸投資概況與產業分布：由經濟部統計資料歸納，近三

年(2020-2022)間，製造業占我對大陸投資金額比重超過六成

(63%)，並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業的投資占比較高。數據顯示，由於美中貿易戰引

發全球供應鏈的重組，加上大陸投資環境的改變，臺商對陸投資

呈現下滑的態勢。 

二、 六成臺商 2022 年大陸事業營業利益衰退：調查結果顯示，有超

過六成(61.3%)的受訪臺商，去(2022)年營業利益呈現衰退（小幅

衰退 40.5%、大幅衰退 20.8%）。對陸投資規模較小，以及從事水

泥建材業的臺商，其營業利益狀況較不理想。 

三、 地緣政治衝突、全球經貿情勢對臺商營運造成顯著衝擊：超過半

數臺商認為地緣政治衝突造成訂單、利潤「減少」，主要因美中

紛爭造成供應鏈移轉、外國客戶下單信心受到衝擊，以及大陸經

濟下滑所致。另一方面，超過七成臺商營運受到歐美升息與需求

不振等影響，面臨訂單、利潤雙雙衰退。 

四、 RCEP對臺商帶來的影響尚不明顯：約四成(43.8)臺商認為 RCEP

對其大陸事業「尚無明顯影響」，另有近三成(29.9%)的臺商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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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向東協遷移」。就促進對東協及大陸的投資效應方面，

約三成(35.8%)的臺商表示，RCEP 將提升其對東協投資意願；認

為促進對大陸投資意願的廠商則有兩成(23.7%)。 

五、 臺商對今年的營業狀況與市場前景預測不甚樂觀：超過五成的臺

商認為今(2023)年訂單及利潤將減少，約三成預期今年的訂單及

利潤將增加。同時，也有近六成臺商對今年大陸市況抱持較悲觀

的看法（不太樂觀 50%、非常不樂觀 9.5%），對市場預期較為正

面者，占比僅三成（樂觀 30.3%、非常樂觀 1.1%）。 

六、  臺商未來將下調在大陸產能及雇用員工：近七成(67.9%)臺商表

示未來 3-5 年對大陸投資規模「不變」，只有約一成(10.6%)將

「增加」投資規模、約兩成(21.5%)將「減少」投資。然而，四

成左右臺商將減少產能(38.7%)或雇用員工(41.6%)，顯示廠商因

對市場前景較為擔憂，對陸投資亦趨於謹慎。 

七、 強化研發、品牌與行銷為臺商未來主要投資策略：超過七成

(70.8%)臺商未來擬採取的投資策略為「強化研發、品牌與行銷

措施」，其次是「增加對大陸以外地區投資」(44.2%)，其中動向

以臺灣(51.7%)及越南(35.6%)為主。至於現階段「考慮結束大陸

事業營運」者，僅占約一成(10.1%)。 

八、 「地緣政治風險」是臺商減少對陸投資的主要原因：臺商考慮減

少對陸投資的因素，約四成認為是「地緣政治風險」(45.4%)或

「內需市場需求降溫」(40.2%)。至於考慮增加對大陸投資的原

因，近八成(76%)臺商表示是「內需市場潛力」。 

九、 「退稅、減稅降費措施」及「調升最低工資」對臺商影響較大：

在大陸各項經濟政策與優惠措施中，「退稅、減稅降費措施」是

臺商認為助益較大的政策，認為對營運有所幫助的臺商超過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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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另有約四成(42.3%)認為「調升最低工資」對營運造成

較大影響，是臺商認為在各項管制性政策中，對營運較具影響的

措施。 

十、 多數臺商了解政府的各項回臺投資政策：經統計，超過七成

(73.7%)臺商還算了解或非常了解政府的各項回臺投資政策，只

有約一成(11%)不太了解或完全不了解。就滿意度部分，約四成

(42.3%)臺商表示還算滿意或非常滿意，約三成(30.7%)認為不太

滿意或完全不滿意。至於希望獲政府協助措施方面，以協助在臺

灣的「水電供應」(60.1%)占比最高，另有過半數的臺商表示希

望政府「協助拓銷大陸市場」(59.7%)及回臺投資的「土地取得」

(54.6%)。 

貳、 建議事項 

一、 強化對大陸臺商服務措施。「兩岸關係現狀」已影響部分臺商客

戶的下單信心，因此建議政府透過促進兩岸交流以緩和兩岸情勢，

並積極化解外界對臺海穩定的疑慮。另為協助臺商因應大陸投資

環境與政策轉變，建議政府與產業公協會、智庫及各地臺商組織

合作，赴陸辦理投資經貿議題講座，以協助臺商掌握最新情勢。

同時，考量臺商結束大陸事業營運的需求可能增加，建議政府委

託例如管顧公司等單位，以座談會形式或提供宣傳資訊，協助臺

商因應徹離大陸面臨的相關問題。 

二、 協助臺商因應大陸投資環境變化。鑒於大陸經濟發展逐漸由外需

轉向內循環、代工製造轉為自主創新，建議政府就大陸經濟發展

格局與產業政策商機進行研析，同時關注大陸的擴大消費政策，

輔導臺商調整產品內涵。另對於大陸少子化帶來的員工招聘不易、

勞動成本增加等衝擊，建議政府協助臺商加速自動化升級以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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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進臺商供應鏈韌性。建議政府針對中小企業臺商制定完整的招

商計畫，鼓勵符合我產業發展藍圖的廠商群聚回臺投資，或引導

其投資諸如綠能、航太及循環經濟等我國重點發展產業項目。另

建議引導仍以大陸為唯一生產基地，且主要市場為歐美等國的臺

商，除回臺投資外，務實評估轉赴東南亞、中東歐、美洲，或諸

如非洲等新興市場投資的可行性。 

四、 優化我國投資環境。多年來的持續調查，臺商對於臺灣電力供應

的憂慮一直居高不下。因此，建議政府應規劃最符合產業需求的

能源供應結構。同時，宜積極推動碳費徵收費率訂定、碳權交易

與國際接軌的配套措施，以及輔導企業進行碳盤查與減碳等工作，

以協助產業因應低碳轉型時所面臨的各項挑戰。而對於當前嚴重

的缺工問題，建議放寬移工續聘年限、核配比率等限制，並積極

開發新移工來源國；另應強化對新興科技方面的專業人才培育，

以滿足未來我產業發展與轉型的人力需求。 

關鍵詞：大陸投資環境、大陸臺商投資動向、臺商產業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