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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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扬

2024 年台湾地区面临新的选后政经新形

势，蔡英文执政期间对台湾经济进行了结构性

的调整，给继任的赖当局营造了进一步“去中”

和“新东向”的环境，可能对未来岛内经济发

展和两岸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一、蔡当局执政 8 年对台湾地区经济结构的影响

蔡英文当局执政的 2016-2023 年间，总体

来看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缓中趋升。但即使 2019-

2022 年间享受了“疫情红利”，台湾地区经济底

子孱弱的背景难以改变。

台湾地区经济表现应通过与相同发展阶段

中的“四小龙”比较来判断。2016-2023 年间

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基本都“垫底”（2-3% 的低

增长），除了受新冠疫情影响的 2019-2022 年。

这波“疫情红利”持续作用了 4 年之久，直到

2022 年基本消退，2023 年台湾地区经济增长

率又跌至 1.4%（最近修正为 1.28%）。

但蔡英文当局执政时期执行的一系列经济

和产业政策，如“5+2”产业、台商“回流”、“新

南向”政策等组合操作，进成相互配合的经济

“去中”体系，一定程度冲击两岸经贸关系，并

为继任的赖当局推动以美为主的“新东向”奠

定了基础。

从“5+2”产业到“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打造新产业支柱。蔡当局时期产业政策主要特

点：一是发展“内需型”“在地性”产业，比如

健康产业、军工产业等；二是发展市场、技术、资

金可全面联结“美欧”的产业，如绿能低碳产

业、军工产业、生物医疗产业等。究根结底，这些

新形势下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探析（上）

□ 熊俊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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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能摆脱传统的利益链，与民进党、美日等构

建新的利益关系。到 2024 年 5 月赖接任时，除

了“一枝独秀”的半导体外，风电、生技医疗、

太空产业、无人机和船舶等都均可谓已经起步。

大力推动台商“回流”，强化了中南部经济。

推动“回流”在台湾不是新政策，从 90 年代李

登辉时期就已出台，历经陈水扁、马英九时期，但

在蔡英文时期出现高潮，当然这更多应归功于

2018 年以来的中美战略博弈和 2019 后持续数年

的新冠疫情。蔡英文当局 2019 年出台的“欢迎

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将目标直接对准大陆

台商，对于受美市场控制过深而在大陆竞争能力

下降的台商提供了一条“好路”，不少台商顺势

“抓住机会”进行了区域性的调整。这些“回流”

台商的数量和规模超过了早期多数研究人员的

预期。据台经济部门新闻稿公布，截至 2023 年底

共吸引 302 家“回流”台商，总资金达 12227 亿

元新台币，创造约 87198 个就业岗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回流”可能改变岛内

经济产业的地域结构。根据数据可视化研究结

果①，岛内传统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区如新竹、新

北等不是“回流”台商的主要选择，申请增资

资料来源：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资料整理

表 1  “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审核通过的“回流”台商情况

年份 投资件数 投资金额（亿元新台币）

2019 165 7121

2020 44 804

2021 45 2459

2022 23 706

2023 25 1137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台经济部门公布新闻稿计算

①熊俊莉：“台商“回流”产业、区域分布暨落实效果

研析——基于数据可视化方法的验证”，《亚太经济》，

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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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设厂的地区集中在高雄、台中、台南等中南部

地区。因此，随着高科技厂商的“回流”落地，

台经济及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地理重心未来可能

有所调整，过去台“北重南轻”、“北科技、南传

统”的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将有所变化，对岛

内南北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及其社会影响也将有

深远影响。

“新南向”政策效果缓慢发酵。“南向”也

不是蔡英文时期的新政，但在蔡任内进行了改

良。2016 年蔡上任后在原有 12 国的基础上，

增加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尼泊尔和不丹，“新南向政策”范围扩展到了

18 个国家，同时强调以“人文”交流带动和强

化经贸合作。比较研究发现，从 8 年经贸情况看

蔡“新南向政策”效果其实有限①：2023 年，台

台商对“新南向”地区历年投资及占对外投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台“投审会”统计数据绘制

① 2016-2022 的总体分析见《现代台湾研究（2023 年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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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对外投资出现罕见的大幅扩张局面，投资总

额（祖国大陆除外）同比增长了 137%，但台商

对“新南向”地区投资金额表面看来不低，但

同比仅增长 5%；在对外投资中“新南向”地区

的比重不仅没有提升，反而由上年的 53% 下降

至 23.5%。但如果结合人文交流，再考虑到经贸

合作的“韧性”，“新南向政策”对台商转型特

别是传统产业台商的转移发挥了相当作用：中

美贸易博弈与新冠疫情共同作用下，台商在大

陆地区的发展遇到困难，而通过“新南向”部

分找到了“出路”。因此，台湾地区与“新南向”

地区的经贸往来在 2021-2023 年的增长态势与

蔡当局执政前期有明显变化，增长加快而且趋

稳，为 2024 年赖当局进一步推进“南向”合作

打下了基础。

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与特点

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普遍表现是大起大

落，近年来在“去大陆化”的同时受以美国为

主的外部因素影响增大，资金、技术、人才外流

现象都愈趋严重。

（一）2024 增速高于预期

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 2020-2022 年，

台湾地区经济因在电子信息产业上制造具有优

势而获得“疫情红利”，总体表现优于全球多数

经济体。2023 年外部环境回归到常态，加上作

为支柱产业的半导体等发展放缓，台湾地区经

济增长率出现 1.28% 的罕见低点。但这使赖当

局上任之初即获得基数较低的有利环境，经济

上不需太好表现也能带来数字上的美化。2024

年开年以来，更受到全球半导体及 AI 产业回暖

的带动，9 月台经济统计部门预测上半年台经

济增长率 5.83％，全年预测值 3.9%，预计高于中

国香港 2.9%、新加坡 2.5%、韩国 2.5%。2025 年

预测是 3.26%，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低迷背景

下，表现算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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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进”弱化“东向”增强，对外贸易、

对外投资中美国比重持续增大

民进党执政 8 年，全力推动“去大陆化”，

不仅阻止了台商“西进”同时也降低了对大陆

经贸依存度。2020 年台湾地区对大陆出口依存

度 43.9%,2023 年降到 5.2%。受冲击最大的是投

资，台商投资实施金额从 2015 年 100 亿美元降

至 2023 年 15.6 亿美元（台方统计）①。

与此同时，“新东向”在台湾地区由幕后

走向台前。2022 年“台湾新东向全球产学研联

盟协进会（简称 TEALA）”成立，创立者和首任

理事长正是赖当局的现任经济部门负责人郭智

辉，现任的“数位发展”主管部门负责人黄彦

男也是“协进会”的理事。该协会在美国许多

地区如洛杉矶以及捷克、波兰等地举办活动，成

为推促美台、欧台经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美国在台湾地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中重

要性大大提升。贸易方面，2024 年 1 - 8 月台湾

地区出口 3,085.7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 10.9%。

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长 65%，比重上升至 24.5%; 

同期大陆地区（含香港）比重降至 30.8%，该比

重曾高达 43%。投资方面。2024 年 1 至 8 月台

对外投资 336 亿美元，增长 201%，其中对美投

资 62.8 亿美元，对“新南向”地区投资 77.2 亿

美元（+156%）。同期对大陆投资仅 31.6 亿美元，

仅对美投资半数水平。

（三）岛内支柱产业半导体加快外移

与过去几年一样，2024 年台湾地区对外投资

也集中在半导体领域。这波对外投资的热潮起源

于中美贸易博弈，美国为限制中国大陆科技发展，

强迫为主诱导为辅，促成了目前芯片制造技术最

先进的台积电公司赴美投资。自 2020 年至今，台

积电承诺赴美投资金额屡创新高，已经升至超过

600 亿美元。实际“投审会”审核结果也显示，资

金确实源源不断流往岛外。2024 年前 8 个月，台

湾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以美金 80 亿

元、美金 52.62 亿元、美金 50 亿元增资英属维尔京

群岛 TSMC GLOBAL LTD.（系为降低外汇避险成

本 ）、日 本 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C.、美 国 TSMC ARIZONA 

CORPORATION。此外，还有世界先进集成电路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新加坡VISIONPOWER SEMICON-

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PTE. LTD. 

24 亿美元，硅品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马来

西 亚 SILICONWARE PRECISION MALAYSIA SDN. 

BHD.2.7 亿美元。

令人担忧的是，优势产业对外投资的同时，

也伴随着技术和人才的同向转移。台积电、世界

先进及相关配套供应链在美、日、德、新加坡等

地扎根的同时，也带去了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

和半导体人才，长此以往必将“掏空”台湾地

区的竞争力，给台湾地区未来经济发展造成长

期不利。TW

①台湾“投审会”2023 年底统计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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