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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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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外销订单统计调查可视为评估出

口表现的领先指标 , 统计内容包括台商接单后

在岛内生产及交由海外生产情况，是了解台商

的全球布局及生产能力、评估“三角贸易”态

势的重要指标。

2023 年台湾地区外销订单海外生产情况

□ 王子旗

一、2023 年以来台湾地区外销订单情况

据统计，受全球通胀及持续加息影响，2023

年台湾地区外销订单 5610.4 亿美元，同比减少

15.9%。主要接单货品方面，信息通讯产品接单

金额年减 12.6%，主因受全球终端需求疲软影

表 1   台湾地区外销订单情况

分类
2023 年

金额（亿美元） 占比（%） 增减（%）
外销订单总额 5610.4 100.0 -15.9

主要接单货品
信息通讯 1660.2 29.6 -12.6
电子产品 1898.0 33.8 -15.1
光学器材 191.4 3.4 -14.2
基本金属 251.0 4.5 -20.9

机械 192.1 3.4 -20.0
塑橡胶制品 187.5 3.3 -25.9

化学品 174.1 3.1 -25.5
主要接单地区

美国 1782.8 31.8 -14.8
祖国大陆及香港 1203.4 21.5 -17.2

欧洲 939.1 16.7 -30.2
东盟 848.1 15.1 14.7
日本 305.1 5.4 -12.9

2024 年 1-5 月
外销订单总额 2293.0 100.0 2.2
主要接单货品

信息通讯 647.4 28.2 -2.5
电子产品 811.5 35.4 11.2
光学器材 81.3 3.5 12.2
基本金属 107.4 4.7 -0.8

机械 78.3 3.4 -5.2
塑橡胶制品 79.8 3.5 1.5

化学品 76.8 3.3 4.9
主要接单地区

美国 721.1 31.4 1.9
祖国大陆及香港 509.8 22.2 11.2

欧洲 337.8 14.7 -23.7
东盟 389.8 17.0 35.8
日本 109.0 4.8 -18.5

政经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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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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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致使手机、笔电、网通产品等接单减少，唯有

高性能运算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应用持续扩

展，带动服务其接单增长，抵消部分减幅；电子

产品接单金额年减 15.1%，主因终端电子产品需

求低迷、供应链去化库存，致使芯片代工、印刷

电路板等接单减少，唯有芯片设计接单增加，抵

消部分减幅。

2024 年 1 至 5 月外销订单 2293 亿美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2.2%，其中电子产品、光学器材、塑

橡胶制品、化学品等产品接单实现正增长。从订

单来源地看，2023 年来自美国的订单 1782.8 亿

美元，年减 14.8%，仍位居第一；来自祖国大陆及

香港的订单 1203.4 亿美元，年减 17.2%，排名第

二。2024 年 1-5 月，来自祖国大陆及香港的订单

同比增长 11.2%，增速仅次于东盟。

二、外销订单海外生产情况

（一）供应链分散布局

在祖国大陆生产比率创新低，东盟生产比

重续创新高。2023 年接自海外订单中，以岛内

生产比重占 49.1% 最高，较 2022 年上升 0.3 个

百分点，为 2013 年以来新高，主因高性能运算

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扩增，芯片设

计、服务器、笔电及网通产品厂商扩大岛内生产

比重，拉高整体接单的岛内生产比重；其次在祖

国大陆及香港生产占 37.8%，较 2022 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为 2010 年开始该项调查以来的新低；

东 盟 占 7.0% 排 第 3，较 2022 年 上 升 1.2 个 百

分点，续创新高，主因中美博弈、地缘政治风险

等因素持续牵动全球供应链重组，成为台商海

外布局中的重要生产基地，其中以越南生产占

表 2   台湾地区外销订单各主要生产地占比

单位：%

项目别 岛内生产 海外生产 祖国大陆及香港 东盟 越南 泰国 其他亚洲地区 欧美地区

2019 47.4 52.6 44.8 1.9 - - 1.7 3.3

2020 46.0 54.0 45.5 2.9 - - 1.6 3.4

2021 48.4 51.6 42.4 3.2 - - 1.9 3.5

2022 48.8 51.2 38.7 5.8 2.3 0.6 2.3 3.8

2023 49.1 50.9 37.8 7.0 2.6 1.0 2.0 3.5

按货品类别分

化学品 92.1 7.9 2.3 0.4 0.1 0.1 3.1 2.0

塑橡胶制品 88.5 11.5 6.7 3.3 1.7 0.5 0.8 0.7

基本金属制品 92.5 7.5 6.2 0.6 0.4 0.0 0.6 0.1

电子产品 59.8 40.2 27.7 6.3 0.4 0.5 3.9 2.2

机械 86.2 13.8 9.8 0.6 0.5 0.0 1.5 1.9

电机产品 29.8 70.2 59.5 9.4 5.1 1.3 0.1 1.2

信息通信产品 13.6 86.4 67.0 8.4 3.4 1.6 0.9 8.4

光学器材 63.4 36.6 34.9 1.1 0.3 0.0 0.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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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清 扬

2024.40台湾周刊14

2.6% 最大。

（二）外销订单约 8 成为台商自行生产

就 2023 年外销订单生产方式观察，以“自

行生产 ( 含交付子公司或关系企业生产 )”占

81.7% 最高，较 2022 年下降 0.6 个百分点；其次

为“委托他厂代工生产”占 9.7%，较 2022 年提

高 0.1 个百分点；“向他厂购买产品”则占 8.5%，

较 2022 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主因笔电、晶圆代

工、印刷电路板等厂商接单减少，拉低自行生产

比重，加上以向他厂购买为主的芯片通路商接

表 3   台湾地区外销订单的生产方式占比

单位：%

项目别 自行生产 ( 包含交付子公司或关系企业生产 ) 委记他厂代工生产 向他厂购买产品

2019 83.5 8.1 8.2

2020 81.1 11.0 7.9

2021 80.0 11.8 8.2

2022 82.3 9.6 8.1

2023 81.7 9.7 8.5

按公司型态别分

制造商 91.6 8.1 0.3

制造兼贸易商 85.0 13.8 1.2

贸易商 14.5 4.5 81.0

按生产地区分

岛内 86.6 9.2 4.2

海外 76.6 10.3 13.1

表 4   岛内接单海外生产的原因

项目别 配合客户要求 生产成本低廉
当地原材物料供应

方便
全球运等管理 开拓当地市场

2019 50.1 50.4 32.6 27.7 24.1

2020 51.8 48.2 34.4 27.3 27.2

2021 50.3 50.6 38.0 29.7 26.1

2022 50.1 49.7 39.3 29.9 25.2

2023 53.4 45.7 37.7 27.9 25.2

按货品类别分

化学品 45.8 20.8 33.3 29.2 12.5

塑橡胶制品 41.7 29.2 35.4 35.4 25.0

基本金属制品 61.4 42.9 41.4 22.9 24.3

电子产品 57.4 39.1 27.9 32.0 27.9

机械 51.7 50.0 35.0 18.3 20.0

电机产品 60.5 52.3 40.7 29.1 37.2

信息通信产品 44.1 49.2 49.2 39.0 22.0

光学器材 44.9 51.0 46.9 32.7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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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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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增加，提高整体向他厂购买比重。按公司型态

别观察，制造商、制造兼贸易商均以“自行生产”

为主，分别占 91.6% 及 85.0%；贸易商则以“向

他厂购买产品”占 81.0% 为主；如按生产地区

观察，不论岛内生产或海外生产，均以“自行生

产”为主，占比分别达 86.6%、76.6%。

（三）“配合客户要求”续居海外生产原因

的首位

调查回收样本中，2023 年有海外生产的

厂商计 798 家 ( 占 28.6%)，其海外生产原因 ( 复

选 ) 以“配合客户要求”占 53.4% 续居首位，

较 2022 年上升 3.3 个百分点，其次为“生产成

本低廉”占 45.7%，较 2022 年下降 4.0 个百分

点，显示企业多以客户需求作为全球布局的首

要考量，生产成本低廉的诱因已明显降低 (2010

年 73.2% 为最高 )；另“当地原材物料供应方便”

占 37.7% 居第 3。

（四）认为陆系企业为海外最大竞争对手

台湾地区各外销业者主要竞争对手，以“岛

内同业”占 50.4% 最多，较 2022 年下降 1.5 个

百分点，其次为“陆系企业”占 25.1%，较 2022

年上升 2.7 个百分点；“欧美系企业”占 9.1%、

“日韩系企业”占 7.7%，分别位居第 3 及第 4。

就主要货品类别观察，各货品均以“岛内同业”

为首要竞争对手，其中以信息通信产品占比达

70.2% 最高，电子产品亦逾 5 成以岛内业者为主

要竞争对手；各货品视陆系企业为竞争对手的

占比均较 2022 年上升。

（五）海外生产货品于当地销售占比创新高

外销订单海外生产的货品销售流向，以“转

销第三地”占 69.1% 最高，较 2022 年下降 2.1

个百分点，其次为“当地销售”占 25.8%，较

表 5   岛内接单在大陆及香港生产的销售去向

项目别 当地销售 回销岛内
转销第三地

出口至美国 出口至其他地区

2019 - - 26.8 -

2020 22.3 5.5 25.7 46.4

2021 27.3 4.4 24.0 44.3

2022 27.2 4.6 23.5 44.7

2023 28.2 4.2 22.2 45.4

按货品类别分

化学品 22.0 3.4 1.1 73.6

塑橡胶制品 20.8 3.0 27.7 48.4

基本金属制品 21.4 0.7 44.2 33.6

电子产品 61.4 6.7 7.0 24.9

机械 12.1 3.6 45.8 38.6

电机产品 33.5 6.2 18.4 41.9

信息通信产品 12.6 2.0 30.4 55.0

光学器材 54.6 11.0 4.1 30.3

2024年10月13日第40期总第1597期.indd   15 2024/10/12   下午12:11



2017.12台湾周刊 1

栏目编辑：孙雪峰 封面文章

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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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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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提高 2.2 个百分点，为有调查以来新高，

显示厂商多元分散生产布局，且在地化就近供

应的趋势渐增，而“回销岛内”占 5.1%。按货

品别观察，除居供应链中上游的光学器材及电

子产品以“当地销售”占比最高外，余各货品

皆以“转销第三地”为主，其中信息通信产品

84.8%、机械 83.3%、基本金属 77.3%；而“回销

岛内”以化学品 27.1% 最高，主因部分电子上

游化学材料回销岛内比重较高所致。

（六）在祖国大陆生产货品出口至美国比

重持续降低

在祖国大陆及香港生产的外销订单，其中

有 22.2% 货品出口至美国，较 2022 年下降 1.3

个百分点，主因笔电厂商接单减少，加上中美博

弈加剧，业者将出口至美国的货品转由岛内或

其他海外据点生产；而在当地销售占 28.2%，较

2022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按货品别观察，出口

至美国以机械占 45.8%、基本金属占 44.2% 较

高；而电子产品、光学器材则主要当地销售，占

比分别为 61.4%、54.6%，主因各项电子零组件

及面板厂商，就近供应祖国大陆境内的组装代

工客户。

（七）东盟为台商扩增产线的首要选择

2023 年有自行生产的 2,207 家外销厂商

中，有 87 家 ( 占有自行生产的家数 3.9%) 进行

跨境扩充或新设产线，其中有扩充产线者 50

家 ( 占有进行扩充或新设家数 57.5%)，有新设

产线者 41 家 ( 占 47.1%)。若按生产的货品别观

察，以信息通信产品有进行产线跨境扩充或新

设占 24.1% 较高。就产线跨境移转的地区别观

察，有扩充产线的 50 家厂商中以东盟为主要选

择，占整体扩充产线家数的 56.0%，其中越南占

46.0%；新设产线亦以东盟占整体新设产线家

数的 73.2% 为最高，其中越南占 46.3%，显示在

“新南向政策”推动下，加上东盟具地利之便，

且其人口红利及区域关税协定优势，成为台商

分散供应链布局的首选。产线部分移出及全部

移出的地区，则以祖国大陆及香港占 70.0% 为

最高。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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