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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2.0 贸易政策 
与台湾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

张冠华

摘  要：中美战略竞争、国际地缘政治紧张与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近年来台美贸易
投资快速增长，拉动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等核心支柱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呈现“再工业化”
现象，总体经济呈现倚美发展态势。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迫压台湾半导体等关键供
应链向美规模性转移。在岛内经济资源日益向电子信息产业集中、产业发展不平衡加剧情况下，
核心产业外移放大台湾经济的“荷兰病”风险，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大幅提高对台关税重创台
美贸易，台湾经济再次面临发展路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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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其孤立主义贸易政策正对台湾经济产生重大深刻影响。近年来，在中

美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及全球供应链重构等背景下，台湾产业被动进行两岸及海

外生产布局调整，民进党当局借机推动经济“脱中入美”，重建台美直接供应链。尤其在美国人

工智能大模型算力需求急剧扩张拉动下，岛内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并融入美人工智能供应链，

台美贸易投资快速增长。同时，岛内经济资源加快向半导体等电子信息产业集中，产业结构呈

现“再工业化”但发展不平衡加剧 ；两岸关系严峻复杂背景下，美西方分散芯片等关键供应链

对台依赖的动机增强。特朗普政府再度执政后大幅提高台湾产品进口关税，迫压半导体等关键

供应链由台湾向美国转移，台湾经济患“荷兰病”的风险迅速放大，再次面临发展路径的选择。

一、台湾经济加快倚美发展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及地缘经济分化等诸多重大因素叠加影

响下，台湾对外贸易投资出现一系列新的重要变化，台美直接供应链加快重建，对美贸易与投

资快速上升，台湾经济加速向美国市场倾斜。

1、台美直接供应链重建，对美贸易投资快速上升

自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台湾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策略并实现经济起飞，主要得益于承接

美日产业的雁阵式转移，台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制造业加工生产基地，并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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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1984 年台对美出口占总出口比重曾达 48.8% 的历史高点，此后到 1986 年维持在 48% 左右。

1987 年台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全球化加快，推动台湾产业规模性

向大陆梯次转移，转移至大陆的台企沿续既往代工生产和加工出口经营方式，形成“台湾接单、

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供应链模式，相当比例的台湾对美出口产品改由在大陆加工生产再出

口。台湾对美直接出口比重在 1990 年代降至 30% 以下，2001 年两岸先后加入 WTO 后台湾笔

记本电脑、手机等 ICT 产业向大陆快速转移，台对美出口比重进一步下降至 2007 年的 12.9%，

此后至 2018 年基本维持在 11-12% 上下（图 1）。从台湾外贸订单来源看，美国长期是台湾外

贸订单最大来源地。2007 年后来自大陆的订单金额超过美国，但在苹果公司等将订单由三星

转往台积电后，2014 年起美国再度成为台湾外贸订单最大来源地。从台湾外贸订单在岛外生

产比重看，2016 年在大陆生产比重达到 49.8% 的历史高点，尤其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信

息产品在大陆生产比重曾高达90%以上 [1]。台商在岛外尤其是大陆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主，

2018 年制造业台商在岛内接单、海外生产、再出口第三地的比重达 74.6%, 其中在大陆生产再

出口美国产品的比重为 30.6%[2]。总体看，两岸经贸关系恢复后直到 2018 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

摩擦以前，美台直接供应链逐步由“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美国”的间接供应链替代。

图 1  1981-2024 年台湾地区对美国贸易（亿美元，%）

资料来源 ：台湾“经建会”：《Taiwan Statistical Dada Book,2002》; 台湾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处 ：《进

出口贸易统计月报 2024 年 12 月》，2025 年 1 月出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及其影响的全球供应

链重构，台美直接供应链加快重建。首先，特朗普首任时发动对华贸易摩擦，自 2018 年下半

年后美国先后对中国 5000 多亿美元商品征收 10%-25% 的关税。产品主要出口美国的大陆台商

被迫将部分生产线外移至东南亚、中东欧及北美等地，台美间接供应链由大陆生产转向第三地，

部分产能回流岛内推动美台直接供应链开始重建。其次，拜登政府以“小院高墙”策略加大对

大陆高科技产业遏制，对关键产品采取“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方式增强供应链韧性。国

[1] 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处 ：“2016 年 6 月外销订单统计新闻稿”，2016 年 8 月 22 日发布。

[2] 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处 ： “2019 年外销订单海外生产实况调查 （2018 年）”，2019 年 6 月 28 日，

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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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跨国公司着眼于地缘政治避险，也要求代工台企分散在大陆产能。两岸科技产业合作受到冲

击，在大陆生产并出口美国的服务器、网通设备等回流岛内生产并以出口美国为主，促进了台

美贸易快速增长。其三，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产业兴起，成为美台供应链重建

新动能。尤其美国生成式 AI 发展对算力需求迅猛增长，对台湾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 AI 芯片、

AI 服务器等生产形成强力拉动。台积电及岛内重要电子厂商加快向 AI 产品转型，台积电成为

英伟达等高阶 AI 芯片的主要代工者，美国各头部企业 90% 以上的 AI 服务器靠台企生产供应，

双方快速形成以 AI 产业为主导的直接供应链体系。2018-2024 年，台湾对美出口比重由 11.8%
上升至 23.4%[1]。以服务器为主的资通与视听产品成为对美出口主力，2023 年占比达 43.8% ；

2017 年台服务器对美国出口只占服务器出口比重的 8.1%，但到 2023 年迅速提升至 73.0%[2]。

投资方面，在台积电应美国要求赴美投资建厂带动下，2023 年、2024 年台当局核准的对美投

资金额高达 96.9 亿美元和 141.3 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比重分别达 41.1% 和 31.4%[3]，美国跃升

为台湾对外投资的首位。

2、民进党当局加快构建“脱中入美”经济产业体系

2016 年民进党蔡英文执政后，从“台独”立场出发，推动降低对大陆依赖的所谓“经济

发展新模式”，即在岛内重点发展不依赖于大陆的“5+2”创新产业，对外重点推进“新南向政策”

和加入 CPTPP，构建以“新南向”国家为腹地、不依赖于大陆的新兴产业与经济体系。随着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地缘政治紧张等外部环境剧变以及美国加强“以台制华”战略，民进

党当局着力构建与“倚美谋独抗中”政治路线相适应的经济产业发展模式。其一，推动半导体

等核心支柱产业地缘政治工具化。利用台积电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的上升及美西方对其高度依

赖，将半导体等产业列入所谓“六大核心战略产业”和“五大信赖产业”，加强半导体产业技

术研究和构建上下游产业体系，提升其全球供应链关键地位和地缘政治价值，作为增强美西方

对台“安全”庇护经济动机的“护台神山”，拓展“台独”国际空间。其二，融入和助建所谓

“民主价值链”。台当局利用中美贸易摩擦及美对华高科技产业遏制，“全力、全方位投入供应

链的重组”“让台湾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4]。蔡英文当局密切配合美西方的价

值观联盟战略，推动与美共同建构“民主芯片”供应链。近年来，台当局与美合力推进旨在分

散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所谓增强韧性供应链 2.0 计划，积极配合美国对华高科技产业遏制策略和

阻碍两岸科技产业合作，加入美倡导的“芯片四方联盟”，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大陆台商回流并

重构对美直接供应链，支持台积电等企业对美、日、欧投资，加快构建与政治“安全”高度挂

钩的经济产业与对外贸易投资体系。其三，扩大台美经济合作制度化平台。长期以来，由于台

在开放美猪美牛进口等方面未能满足美国要求，台美经济合作主要平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

（TIFA）成效有限。民进党重新执政后，以牺牲食品安全开放进口含瘦肉精美猪，换取美方同

意恢复 TIFA 协商。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及美加强“以台制华”，美国又分别与台建立起经

[1] 台湾财政事务主管部门 ：“2024 年 12 月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2025 年 1 月 9 日。

[2] 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处 ：“当前经济情势概况”，2024 年 9 月 27 日。

[3] 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处 ：“当前经济情势概况”，2024 年 9 月 27 日。

[4]“蔡英文 2020 年‘双十讲话’”，2020 年 10 月 10 日，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网站，https://www.
president.gov.tw/News/2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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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繁荣伙伴对话（EPPD）、科技贸易暨投资合作架构（TTIC) 等平台。2022 年 6 月台美宣布启

动“21 世纪贸易倡议”协商，并于 2023 年 6 月就 5 项议题签署首批协议，被台当局渲染为“台

美经贸关系历史性的里程碑”。

3、台湾经济与核心产业加快倚美发展

外部环境剧变推动台对外贸易与投资地区结构加快向美倾斜，拉动岛内制造业增长并形

成“再工业化”发展态势，同时面临的政经风险也快速积累。首先，从产业结构变化看，台湾

脱离过去“产业空洞化”的长期走势，呈现制造业占 GDP 比重回升的“再工业化”现象 [1]。上

世纪 80 年中期以后，随着台湾制造业持续外移和岛内经济自由化进程推动的服务业发展，制

造业占 GDP 比重由 1986 年 37.7% 快速下降至 2001 年的 23.6%。进入本世纪后，台湾服务业

增长乏力，制造业占比相对上升，但制造业外移趋势未减，岛内经济陷入缺乏产业增长点、经

济处于低速增长的“闷经济”时期，年均实质经济增长率降至 2000-2009 年的 3.5% 和 2010-
2017 的 2.5%。2018 年后台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及部分企业回流，制造业占 GDP 比重在 2024
年回升到 35.2%，工业生产扩张及其推动的投资与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率回升到 2018-
2023 年的平均 3.6%。其次，产业发展不平衡加剧，岛内资源加速向电子信息产业集中。近期

台“再工业化”进程主要由半导体等电子信息产业拉动，2019-2024 年电子信息产业占制造业

产值比重由 32.81% 升至 41.76%，其中芯片制造业占比由 10.95% 增至 21.29%[2]。对外出口方

面，2024 年芯片为主的电子零组件、资通与视听产品分别占总出口的 37.3% 和 27.9%，合计

占比达 65.2%，成为出口绝对主力 [3]。在岛内“五缺”投资环境下，有限经济资源向半导体等

产业的集中，挤压了其他产业的发展，近年来金属机电、化学及民生工业增长乏力，占制造业

产值比重持续下降。其三，岛内核心支柱产业对美国市场与技术日益依赖。台积电营业收入的

70% 左右来自北美地区 ；近年拉动岛内电子产业发展的 AI 服务器产业链，技术来源与出口高

度依赖美国。基本上，近期台湾“再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主要依托于台美直接供应链的重

建，推动整体经济向依靠美国市场发展。

同时，民进党当局推动经济“脱中入美”，顽固坚持“倚美谋独抗中”路线导致两岸关系

日益严峻复杂，台湾经济发展的政经风险快速累积。在台海紧张局势下，美西方日益担心先进

制程芯片等关键供应链对台高度依赖的政经风险，美、日、欧已要求台积电赴当地设厂，拜登

政府时期推动的“友岸外包”将台湾排除在外，跨国公司也要求岛内企业采取“台湾 +1”方

式向外转移生产基地，岛内社会日益担心核心产业外移将给台湾经济带来“荷兰病”。美国特

朗普政府再执政后的贸易政策走向，正使这一风险快速放大。

二、特朗普贸易政策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特朗普再次执政并随即启用以滥征关税为主的贸易政策，对全球贸易投资带来新的重大不

[1] 张冠华 ：《台湾地区产业结构逆向调整的成因与影响》，《闽台关系研究》，2023 年 4 期。

[2] 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处 ：2019 年第 4 季、2024 年第 4 季制造业产值统计，https://www.moea.
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7&html=1&menu_id=6726&sub_menu_id=20986。

[3] 台湾财政事务主管部门 ：“2024 年出进口贸易概况”，2025 年 2 月 25 日，https://www.mof.gov.tw/mu
ltip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ategoryCode=STAT_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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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近期内加大对美依赖的台湾经济发展面临重大考验。

1、台湾是特朗普贸易政策的重要施加对象

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其贸易政策的重要出发点是以关税为主要手段重塑对外贸易体系，推

动制造业重建和回流，声称要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确保美国的任何关键供应链不依赖于其他

任何国家和地区。特朗普再执政后，接连实施对贸易伙伴钢铝、汽车进口加征关税，并对全球

贸易伙伴滥征所谓“对等关税”，对全球贸易和国际供应链带来重大影响。当前台美经贸关系

发展态势，使台湾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重点施加对象之一。其一，减轻对台芯片依赖。

1990 年美国芯片制造曾占全球份额的 37%, 但随着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已持续跌落到 12%。新一

轮产业技术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兴起，对芯片需求高速扩张，芯片制造无论从增强供应链韧

性还是从地缘政治价值的角度看其重要性均快速上升。2024 年第 2 季度台积电在全球芯片代

工市场占有率高达 62.3%，美国 90% 以上的先进制程芯片依赖台湾制造。特朗普将半导体产

业视为 21 世纪重要经济支柱和“国安大事”，多次指责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将对

芯片加征高关税来促进美国本土生产，重构台美芯片供应链。其二，减少台美贸易失衡。近

年来台美直接供应链重建，扩大了双方贸易的不平衡。按照台湾方面统计，台对美贸易顺差

由 2018 年 64 亿美元快速升高至 2024 年的 649 亿美元 ；依美方统计，2024 年美台贸易逆差为

739.3 亿美元，台湾为美国第 7 大贸易伙伴和第 6 大贸易逆差来源地 [1]。按照美国财政部认定汇

率操纵的 3项标准，即对美商品及服务贸易顺差超过 150亿美元、经常帐顺差占GDP比重超 3%、

净买汇金额占 GDP 比重超 2% 等标准，台湾已触及其中 2 项而被列入观察名单，台货币主管

部门评估未来被列入观察名单将成常态 [2]。美贸易代表办公室最新发布的 2025年国家贸易评估

报告，指责台湾在农作物、进口美国牛猪、汽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存在非关税贸易壁垒。

2025 年 4 月 2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台加征 32% 的高额关税，但随后又宣布暂缓 90 天实施，

迫压台作出更大经济让步。其三，推动台关键产品供应链向美转移。除要求台先进制程芯片向

美转移外，特朗普政府还锁定 AI 服务器、汽车等传统制造供应链、生技医疗等高附价值产业

扩大在美生产。特朗普执政伊始即宣布“星际之门”（Stargate Project）超大型 AI 基础设施建

设计划，未来 4 年由多家企业耗资 5000 亿美元投入数据中心建设，所需庞大 AI 服务器供应势

将要求在美国生产制造。电动车及电子零部件是台湾 ICT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之一，岛

内约 60 家上市公司和数百家非上市公司布局电动车上中下游产业，约 30 家上市公司成为特斯

拉重要电子零部件供应商。特朗普宣布对汽车及零部件进口加征 25% 关税，迫压汽车产业链

向美转移。此外，特朗普首次执政时发动对华贸易摩擦，在大陆受影响台企并未转往美国本土

生产制造，而是回流岛内或转向第三地生产再出口美国。随着特朗普对相关国家和地区滥收高

额关税，台商再次面临供应链布局调整压力。需要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台经贸要求更多以

政治和关税手段单方施压，尚未开展对台经贸协商以达成交易。近年来台美构建的多元制度化

合作平台和达成部分成果的“21 世纪贸易倡议协议”，是否符合特朗普 2.0 贸易政策的利益诉求、

[1] 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国贸署”：“2024 年美国市场贸易总额前 30 大伙伴进出口排名及市占率”，

https://www.trade.gov.tw/。
[2] 台湾地区货币政策主管机关，《本行对“美国财政部汇率政策报告”之说明》，2024 年 11 月 15 日，

https://www.cbc.gov.tw/tw/cp-302-178608-27fe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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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继续实施和协商面临很大不确定性。

赖清德当局不惜付出高昂经济代价，强化“脱中入美”经济策略。特朗普再执政后的对外

贸易政策走向，使近年来加速向美倾斜发展的台湾经济产业风险急剧放大，但赖清德当局出

于“倚美谋独抗中”政治立场和执政利益，不惜付出巨大经济代价迎合特朗普政府要求，加力

推动两岸经贸“脱钩”，继续强化“脱中入美”经济策略。其一，推动对美巨额投资与加强采

购。为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台提出的大幅增加防务预算、减少对美贸易逆差等要求，台当局提出

将防务预算由现行 2.5% 提升至 3% 并拟扩大对美军购，增加对美能源、农产品等采购，协助

以美国市场为主的电子产业、汽车零组件业等供应链赴美投资。尤其台当局以支持台积电大幅

增加在美投资作为“投名状”，宣布 4 年内在美增加 1000 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加上原有规划总

投资规模高达 1650 亿美元，而截止到 2024 年底台对海外地区（大陆以外）累计总投资规模为

2485.7 亿美元，引发岛内社会震撼。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台征收 32% 的高额关税远远超出台

当局预判，台当局不敢运用经济手段加以反制，而是被动提出以 880 亿新台币救助受影响企业

方案，变相补贴对美出口。其二，提出所谓“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力图维持和

强化在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关键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在特朗普 2.0 贸易政策重视现实经济利益

高于价值理念的形势下，赖当局仍以所谓“民主价值”为诉求，意图推动以台湾为基地、串联

所谓“民主伙伴”共同建立 AI 芯片产业链全球联盟和高阶芯片关联产业“民主供应链”，打造“坚

韧的非红供应链”[1]。其目的是在先进芯片制造向美转移情况下，拓展“五大信赖产业”特别是

人工智能、无人机、卫星通信、安控产品等在美国关键供应链中的地位，并继续在先进芯片制

造领域扮演欧日等供应链的关键角色。其三，谋求继续推进与美经济制度化合作，增进实质关

系。面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及对台利益要求，到目前赖清德当局尚无法通过既有制度化合

作平台与美协商并达成协议。台积电扩大对美投资案是台当局为数不多的对美谈判筹码，但该

投资案最后由台积电总裁与特朗普共同宣布而非经由双方经贸协商达成，意味着赖当局顽固坚

持“倚美谋独抗中”路线条件下，在经贸问题上缺乏与特朗普政府讨价还价的空间。为推进对

美实质关系，赖当局转而利用台积电对美扩大投资并结合美国国会的推动，争取签署台美避免

双重征税协议，以谋取执政利益。其四，强化两岸经贸“脱钩”。为转移岛内执政困局、获取

美信任以保住在美国关键供应链中的地位，近期赖清德当局不仅发起对大陆钢和啤酒的反倾销

调查，并公然提出所谓“赖 17 条”加大限制两岸人员与经贸交流。特别是两岸经贸方面将以

所谓“强本固台、风险管理”为原则，对两岸人流、物流、金流及技术往来进行“策略性结构

调整”，加大两岸产业“脱钩”并优先发展“确保自给”产业以应对风险 [2]。

2、台湾经济发展面临重大冲击

特朗普 2.0 贸易政策对台湾经济正产生重大影响，岛内核心支柱产业将被迫向美规模性转

移，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美台先进芯片制造业重构产业布局。台积电宣布扩大对美巨额投资，对台美先进芯片制造

业的产业布局与重建中的双方供应链将产生重要影响。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投资是台湾

[1] 《打造非红供应链 赖清德向国际社会提三点呼吁》，台湾《工商时报》，2025 年 2 月 20 日。

[2] 《两岸经贸结构将策略性调整 经济智库 ：优先确保台湾自给产业》，台湾《工商时报》，2025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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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外投资案，规划建设工厂由过去的 3 座扩大至 6 座，还将建 2 座高端封测厂

和人数达千人的研发中心，在美生产的芯片不再运回岛内进行后段封装测试。近期美国亚利桑

那州州长访台，要求岛内更多中上游半导体设备材料等配套产业赴美投资，推动半导体制造产

业链、生态链整体向美转移。在芯片制程上，尽管台当局声称最先进技术会留在台湾，但台积

电 2 纳米及以下制程芯片赴美生产难以阻挡，台积电美国第 2 座工厂将可能采取最先进的 2 纳

米制程并在 2028 年生产，第 3 座工厂预计采取 2 纳米或更先进制程技术 [1]。除扩大对美投资外，

还传出美国有意让台积电参与英特尔芯片代工业务，若参与将使台积电面临技术流失、订单竞

争、企业文化磨合等问题而更为不利。台积电产能向美国的规模性转移，叠加特朗普政府对重

要贸易伙伴滥征高额关税，将促使重建中的美台供应链再次调整。从美台芯片供应链看，按台

湾方面统计，2024 年台湾集成电路出口额 1650.4 亿美元，对美国直接出口仅 74 亿美元，对大

陆和香港出口则达 852.6 亿美元 [2]。大陆自台进口芯片的 70% 以上为加工出口贸易方式，主要

供应苹果、惠普、DELL 等美国跨国公司在大陆代工生产手机、电脑等 ICT 终端产品，再出口

至美国等海外市场。台积电在美巨额投资实现量产后，预测全球尖端逻辑半导体产能中，美国

的占比将由 2022 年的 10% 增至 2030 年的 22％，台湾的占比将从 71％降至 58％ [3]。台积电除

加快自身产业链向美转移外，还将拉动上游材料设备和下游封测业赴美投资，岛内重要的晶

圆材料企业环球晶圆已追随台积电在美设厂，全球最大封测企业日月光已在墨西哥投资布局，

重要芯片测试厂商京元电表示也可能赴美国设厂。近期，又传出美国半导体制造商格罗方德 
(Global Foundries) 意向合并台湾仅次于台积电的芯片代工企业联华电子，若合并其产能将超过

中芯国际跃居全球第 2，进一步推动成熟制程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向美转移。值得注意的是，特

朗普虽然暂时未将芯片纳入“对等关税”征收范围，但声称仍会对芯片、药品加征关税。同时，

美国接连宣布对大陆征收高额关税且手机电脑等产品不再豁免，势将引发相关产品调整供应链

布局，导致生产成本与价格大幅上升而抑制消费，传导冲击台湾芯片的生产和出口。

美国关键领域所需芯片在美生产，还将牵引中下游产品供应链向美转移。近年来，为应对

美对华加征关税和高科技遏制，岛内出口美国的 AI 服务器等电子产品供应链主要回流岛内和

在墨西哥等地生产。特朗普政府对台关税施压，将迫使岛内 AI 服务器厂商加快向美国转移。

目前岛内重要电子企业鸿海、广达、纬创等已在美国设有生产基地并拟扩大投资，和硕也考虑

在美建厂。台湾电子信息产业行业组织“台湾区电机电子同业公会”（“电电公会”）评估，美

国基于国安考虑一定要求台湾厂商直接到美国生产，“要减少质疑和犹豫更快推进赴美投资”。

近期“电电公会”已组织企业赴美考察，并规划 5 月 10 日特朗普就职百日前后，宣布台 AI 服
务器厂商在得克萨斯州的扩大投资计划，还拟与美国得州共同举办大型高峰论坛、合作推进

算力投资和建设台商园区 [4]。墨西哥是台湾服务器和汽车零组件等企业布局的重要地区，产品

主要出口美国。据统计，目前台商对墨西哥投资家数超过 300 家，金额约 30 亿美元，岛内重

[1]  《台积电内部共识 加速先进制程赴美》，台湾《联合报》，2025 年 2 月 14 日。

[2] 台湾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处 ：《2024 年 12 月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2025 年 1 月。

[3] 集邦科技公司（TrendForce）：“TSMC 扩大对美投资至 US$165bn ；2030 年美国先进制程占比将达

22%”, 2025 年 3 月 4 日，https://www.trendforce.com.tw/research/download/RP250304TQ。

[4]《消失的硅盾 2 ／特朗普喜欢的都送他？美中地缘政治下的台商生存困境 ：两面难讨好》，台湾《经

济日报》，2025 年 3 月 18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3742/861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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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电子企业如鸿海、英业达、纬创、和硕、广达等均加快在当地布局 [1]。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

墨西哥关税政策反复不定，增加了在墨西哥布局台企经营的不确定性。再如越南等所谓台商“新

南向”国家是近年来台商供应链转移的重地，按台方统计到 2024 年底台对越累计投资金额为

154.2 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越南加征高达 46% 的关税，若最终实施，当地台商将难以避

免再次被迫调整产品出口市场结构与投资布局。

表 1  电子零组件固定投资占制造业比重（亿元新台币）

　
　

制造业 电子零组件 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
金额（亿元） 年增率 (%) 金额（亿元） 占比（%） 金额（亿元） 占比 (%)

2013 10278 4.8 6085 59.20% 408 3.97%
2014 10207 -0.7 5810 56.92% 352 3.45%
2015 10132 -0.7 5985 59.07% 471 4.65%
2016 11390 12.4 7144 62.72% 496 4.35%
2017 11249 -1.2 6882 61.18% 509 4.52%
2018 11414 1.5 6948 60.87% 438 3.84%
2019 14601 27.9 9565 65.51% 450 3.08%
2020 14461 -1.0 9180 63.48% 473 3.27%
2021 18883 30.6 12979 68.73% 552 2.92%
2022 21934 16.2 15864 72.33% 527 2.40%
2023 16509 -24.7 9874 59.81% 550 3.33%

2024 年前 3 季 12813 3.6 8166 63.73% 390 3.04%
资料来源 ：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处 ：《2024 年第 3 季制造业投资及运营概况调查统计》，2024 年

12 月 10 日。

重建中的台美直接供应链再次面临重大调整，将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台湾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面临严重冲击。据推算，美若加征 32% 关税将导致台湾对美

出口减少约 63%，相当于 GDP 收缩 3.8%[2]。此外，近年台湾来自美国的外贸订单占比由 2018
年的 28.6% 快速上升至 2024 年的 32.8%（图 2），其中 2024 年美国占信息通讯产品接单的

34.5%、电子产品（芯片为主）接单的 38.7%。这些订单主要在岛内、大陆、东盟及墨西哥等生产，

并拉动台湾中上游产品对相关地区的出口增长。美国对台商转移地区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

印尼等滥征关税，将冲击当地台商经营和投资布局，拖累台对相关地区出口增长。其次，对岛

内投资形成排挤效应。2023 年和 2024 年台湾对美电子零组件（芯片为主）投资分别是 80.2 亿

美元和 125.7 亿美元，台积电原规划的 650 亿美元投资规模尚未过半，加计新增 1000 亿美元

投资，未来 4 年每年对美投资将超过 300 亿美元，与 2024 年台积电资本支出规模相当。2025
年台积电宣布资本支出将扩大至 380-420 亿美元，但投资重心转向美国势将排挤现行岛内投资

规划。以出口美国市场为主的岛内其重要电子企业，也被迫削减岛内产能和投资向美国转移。

2018 年以来，台积电在岛内大规模投资建厂成为拉动岛内制造业投资的主力，以半导体产业

为主的电子零组件产业投资占制造业比重高达 60-70%，其中 2022年占比高达 72.3%（参见表 1）。
若台积电及服务器生产重要企业在岛内投资减缓，将严重影响制造业整体投资，拖累经济增长。

[1] 驻墨西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2025 年 2 月 6 日，https://www.roc-taiwan.org/mx/post/13.html。
[2] 《台湾遭特朗普课征 32% 关税影响多大？五要点一次看》，台湾《经济日报》，2025 年 4 月 3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8650774?from=edn_maintab_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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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台湾经济“再工业化”进程难以持续。近期台湾产业结构的“再工业化”进程及经济增

长较好表现，主要来自于电子信息产业的贡献。在岛内经济资源加快向电子信息产业集中、产

业不平衡加剧态势下，若半导体、AI 服务器等供应链向美规模性转移，将抽掉推动台湾经济“再

工业化”的主动能，引发台湾经济的“荷兰病”风险。特朗普宣布对台征收关税之前，台当局

已将 2025 年预计经济增长率由 3.29% 调降为 3.14%。美对台高额关税若实施，台湾经济增长

和股汇市必遭重创。

图 2  台湾外贸接单主要地区（亿美元，%）

资料来源 ：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处 ：《2025 年 2 月外销订单统计》，2025 年 3 月 20 日。

3、加深了岛内社会对美国的疑虑

特朗普政府对台加征高额关税、迫压台积电扩大对美投资，引发岛内社会强烈震撼，对美

疑虑加深。其一，台积电“护台神山”地位不保。有民调显示 ,62.5％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半导

体产业是“硅盾”，若两岸发生危机美国将介入，近 85% 民众反对台积电 2 纳米制程芯片转移

到美国 [1]。台积电扩大在美投资并实现量产后，美国关键领域所需的先进芯片将主要在本土生

产，台积电的“硅盾”地位将大为削弱。赖清德当局期待继续以发展所谓“五大信赖产业”扮

演美海外供应链关键角色、构建所谓“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非红供应链”、打造“护

台群山”的设想，并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推动关键供应链在美生产的贸易政策逻

辑，只能是“台独”意识形态驱动下的一厢情愿。其二，台积电扩大对美投资并未换取美国的

任何承诺。在台当局交出台积电扩大赴美投资的“投名状”后，特朗普政府仍然宣布对台征收

高额关税，继续要求台当局大幅提升防务开支，对台增加收取“保护费”。岛内舆论认为，赖

当局与特朗普政府的交易使得“台湾芯片和安全两失”[2]。其三，岛内社会“疑美论”上升。美

以加征高额关税手段迫压台积电等核心产业向美国转移，正强力遏制近年来台经济加快倚美发

[1] “民调：8成 4反对台积电技术移转　62.5％认美国会协防台湾”，台湾TVBS新闻网 ,2025年 2月 24日，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2788567。
[2] 《芯片和安全两失》，台湾《联合报》，2025 年 3 月 13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8/860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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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势头，形成实质上的利益勒索与经济上“弃台”；加上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态度的转变，

增加了岛内社会对台美关系走向的疑虑。《远见》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特朗普上台后的台美

关系，64.3% 的受访民众认为“威胁大于机会”，64% 的民众认为台积电扩大对美投资将削弱“硅

盾”，56.3％认为“努力维持两岸关系良好就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买武器”，68.4% 民众不满意赖

当局执政以来在“安全议题”上的表现 [1]。

三、台湾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对全球贸易伙伴滥施关税手段，叠加大国博弈加剧态势下的地缘政治变化，

正加快重塑全球贸易体系，全球经济发展进入高度不确定时代，台湾经济发展面临新的路径

选择。

自上世纪 60 年代台湾实现经济起飞以来，台湾作为资源缺乏与内需市场规模较小的海岛

型经济体，一直保持以对外贸易与投资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形态，岛内制造企业主要为欧

美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代工生产，美国长期是台湾重要出口市场。两岸经贸关系恢复和发展以

来，台湾制造业梯次向大陆规模性转移，但除部分传统产业外，电子信息产业等领域台商未能

把握大陆市场实现由代工生产向建立自有品牌的转型升级，而是继续以大陆为代工生产基地、

产品主要再出口海外市场。这种“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台商投资经营模式，形

成了台商投资布局“逐水草而居”、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产业韧性不足的特性。经历了上

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等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重构后，正在重构海外供应链布局

的台商，又要面对特朗普 2.0 贸易政策的新一轮冲击，许多台商无所适从。

以代工生产为主的台湾制造业发展方式正面临历史性考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主要

国家和地区内部政治生态发生新变化，以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贸易政策增加本土就业、

促进关键供应链自主生产、强化产业韧性与政经安全，已成为各重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策略取

向。过去欧美跨国公司以生产外包推动供应链持续向境外低生产成本地区转移的全球化扩张方

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内部政治阻力，台湾制造业长期依赖代工生产的传统发展路径正被压

缩。台湾制造业以代工生产为主的发展方式，还使品牌溢价、上游的研发设计与下游的通路服

务被跨国公司掌握，拉动岛内服务业与产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造成台湾步入后工业化社

会后服务业发展动能不足，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生产应用领域。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台当局

曾提出以大陆为主要市场腹地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目的是推动服务业外向型发展，但因

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而告终。2008 年后国民党马英九执政开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

面，两岸达成 ECFA 等 23 项协议，为台湾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拓展大陆市场提供重大机遇。

但随后“台独”势力阻碍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生效实施，台湾服务业再失依托大陆发展机会。民

进党重新执政后，从“倚美谋独抗中”路线出发推动经济“脱中入美”，在国际地缘政治变化

推动的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台湾经济再次倾向依美发展。特朗普再执政后的贸易政策，正

让台当局“脱中入美”经济策略付出重大代价。

[1] “台湾远见民意研究调查”：“2025 台湾民心动向调查报告”，2025 年 3 月 24 日，https://gvsrc.cwgv.
com.tw/articles/index/1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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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态势看，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反复多变，未来与台如何进行交易有待观察，但要求

关键供应链由台向美转移的方向是确定的。随着台湾核心产业生态链向美转移并形成趋势，以

及欧日等加快发展本地先进制程芯片制造对台湾的替代，台湾半导体等核心支柱产业在全球供

应链中的地位势将削弱，不仅“硅盾”地位难保，岛内产能也需要寻求新的市场出路。在台湾

产业发展不平衡加剧、经济增长日益依靠单一产业带动格局下，岛内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弱化将

使台湾经济的“荷兰病”风险迅速放大。

台湾经济再次面临发展方向与路径的选择。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是台湾经济

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台湾经济应选择的发展路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可为台湾营

造良好投资环境，降低国际社会与台开展正常经济合作的风险疑虑，坚持“九二共识”前提下

台湾有着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以抵御贸易保护主义的广阔空间。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台湾制造业摆脱代工生产方式、

向建立自有品牌和增强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合理选择，台湾现代服务业依托大陆庞大市场亦将

获得新的发展空间。百年未有之变局下，依托祖国大陆拓展国际经济空间、应对国际经济变局，

将有效扩大台湾经济的发展纵深和产业韧性。但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倚美谋独抗中”路

线和经济“脱中入美”策略，不断制造台海紧张局势，意图阻断两岸融合发展路径，顺从美国

对台湾经济的予取予求，正持续缩减台湾应对国际经济变局的空间与韧性，台湾经济前景堪忧。

（责任编辑  聂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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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tensions 
and global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Taiwan-US trade investment has grown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driv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aiwan’s core pillar industries, such as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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