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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第二任期對
臺灣供應鏈的影響與對策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蘇翊豪

川
普第二任期持續推行美國優先政策，力圖削減

美國政府支出、國債、貿易赤字。川普接著在

2025年4月初以對美國實施不公平的貿易政策為由，

宣布對全球各國加徵10%基準稅，並對部分國家推出

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 )，要求進行談判。川普2.0

與1.0時代最顯著的差異之一，乃經濟脅迫的矛頭不

僅針對競爭對手中國的產業供應鏈，也對歐洲、日

本等美國傳統盟國的優勢產業下手。臺灣也名列對

等關稅的加徵和談判國家之中，相關產業因而面臨

沉重的供應鏈重組與轉移市場之壓力。對此，本文

旨在分析在川普2.0時代，臺灣產業如何發生供應鏈

重組，而臺灣政府可以如何回應上述劇變。

一、臺灣產業在川普 2.0重組供應鏈的概況

供應鏈是要素投入、加工、包裝、運輸配送、

物流、行銷等生產環節的總稱。供應鏈重組意指前

述生產環節中的任一節點，由於受到市場結構改

變、天災等自然力量、或者戰爭等人為因素的干

擾，國家或廠商為避免產品供給出現短缺，而調整

供應鏈的現象。（注1）具體而言，既有文獻將供應

鏈重組區分為收縮性變化(contractionary shift)與轉移

性變化(diversionary shift)。前者意指試圖減少供應鏈

中的節點總數，簡言之，即將長鏈縮短為短鏈；後

者意思是供應鏈的總長度維持不變，但是將供應鏈

中的部分節點從某一國轉移至其他國家。（注2）

筆者認為臺灣產業供應鏈中的科技與安全價值

越高，美國保障供應鏈安全的需求也越高，是故為

了要求這些企業重組供應鏈，美國所施加的壓力也

越大。數據顯示，臺灣2023年出口至美國總額為877

億美元，占全部出口總額約17.6%，其中半導體等

相關電子元件與資訊設備產值高達370億美元；而美

國進口自臺灣的邏輯晶片、記憶體晶片比例分別為

44.2%、24.4%。（注3）可見美國唯恐過度依賴臺灣

的晶片供給，而決定要求台積電等半導體企業，至

美國本土建設或合資成立半導體代工廠，以達成供

應鏈收縮性與轉移性的變化。一方面，川普為了確

保生產F-35戰鬥機、各類國防武器所需晶片，希望

藉由在岸外包(onshoring)減少半導體供應鏈長度，也

有助於將生產晶片機會讓渡給美籍廠商。（注4）另

方面，此舉亦可從臺灣轉移關鍵生產環節至美國，

減少半導體供應鏈暴露在地緣政治風險較高的臺灣

海峽之機率。

此外，臺灣的通訊產業也遭遇美國類似的供應

鏈轉移規劃。業界流傳川普勝選重要的功臣之一，

特斯拉(Telsa)與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的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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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克(Elon Musk)，為了確保星鏈(Starlink)低軌衛

星網路服務系統的供應鏈安全，施壓位居上游供應

鏈的臺籍企業轉移部份生產線，至地緣政治風險較

低的東南亞國家。倘若這個消息為真，受到衝擊的

臺灣廠商包括敬鵬、燿華等供應商，將必須提高在

泰國、越南等國的投資。（注5）雖然對馬斯克而

言，低軌衛星主要供應鏈並未遷入美國，但是生產

與運輸環節避開臺灣海峽，也可以減少中國藉此壓

迫低軌衛星供應鏈咽喉點(chokepoint)的憂慮。

不過，對於紡織業等技術含量與毛利率偏低的

產業而言，川普政府並未提出類似的供應鏈轉移規

劃。美國財政部長班森特(Scott Bessent)認為紡織業

已是過去式，主張「美國應關注未來的工作機會，

而非過去的產業型態，」引起境內紡織業協會的不

滿。（注6）實際上，這段聲明的涵義應該不是指美

國必須拋棄紡織業，而是無須要求各國紡織業到美

國設廠，與利潤不高的本土紡織業產生競爭關係；

所以為了保障傳統產業，川普依然不惜以高關稅阻

絕這些產品輸入美國市場。

總而言之，吸引高科技與高國安價值產業駐

守、回流本國，已成為當前的全球供應鏈布局趨

勢。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深信「東升西降」，近年來

亦堅持補貼半導體、電動車、工業機器人等關鍵產

業，力求建立強韌且自給自足的供應鏈，以擺脫依

賴美國的方針路線。（注7）然而，箇中問題在於美

國市場對臺灣供應商，具有難以割捨的磁吸效應，

加諸美國政府的強勢談判作風，導致臺灣政府制訂

對策時深感棘手。

二、臺灣政府應對美國壓力的困局

有鑑於川普1.0時代的經驗，各國嘗試及早因應

川普2.0來勢洶洶的關稅戰，然而並非所有國家均可

有效反制或者避免浩劫。現況對臺灣尤其艱鉅，因

為所遭遇的困境主要來自對美的安全依賴程度高、

參與多邊國際組織空間不足、政府與本國企業可能

存在的利益分歧。

首先眾所周知，就結構因素而論，臺灣的國防

安全保障高度仰賴美國協助，導致談判天秤向美方

傾斜。而且在川普任期更為不利的條件是，他始終

認為我方的軍費負擔比例遠遠不足，主張臺灣需要

編列國防預算，至少達到3%、甚至是5%的國內生產

毛額(GDP)水準；換算下來，如應允美國的要求，臺

灣單單國防預算可能高達政府2024年總預算的43%之

譜。（注8）在這樣的前提下，即使臺灣提出以增加

國防預算或者添購更多美製武器為誘因的籌碼，川

普政府會認為這本來就是臺灣應盡的義務，不太可

能因此釋出大幅減免關稅的善意。是故，對比加拿

大與墨西哥等較少依賴美國安全保障的國家，臺灣

難以採取較為激烈的方式，跟美方周旋供應鏈變遷

等議題。

其次，受制於國際孤立，臺灣多邊平台和區

域組織的參與程度低落，造成建立替代方案與獲取

資訊的障礙，導致對美談判容易落於單邊行動的下

風。截至2024年為止，日本已簽署21項雙邊和多邊

自由貿易協議(Free Trade Agreement; FTA)，而臺灣

僅與9個國家簽署F TA。在與美國協商汽車關稅、

轉移設廠時，日本又可透過加速中日韓F TA談判進

度，作為擴大日本汽車出口市場的潛在利基與對美

談判籌碼。但相對地，臺灣近期內可望加入的區域

多邊F TA體系較為有限，故無法運用同樣策略分

散集中在美國市場的風險。此外，參與多邊談判也

有機會共享資訊，避免任由美方在建立優先順位名

單、施加談判時程壓力之餘，還可掌握與各國協商

時的資訊優勢。但很遺憾的是，臺灣官方接觸到的

貿易夥伴越少，獲取資訊的管道也相對受限。

最後，美國由於市場規模以及情報技術等優

勢，擁有單邊制裁等片面影響國際產業供應鏈與跨

國公司決策的能力，甚至可以繞過他國政府，逕自

與目標企業建立和保持溝通管道。本質上，一國政

府與企業各自對人民與選票、股東和利潤負責，兩

者的利益與價值觀未必保持一致。例如個別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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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決定擴大在美投資，企業代表如果事先未知會

政府，會相當不利於政府全盤統整對美談判策略。

三、臺灣政府可考慮之對策

雖然局勢不利於臺灣，談判結果也未必能扭

轉關稅戰構成的損失，但臺灣政府仍可考慮區分主

動、被動方案，進行不同談判標的與議題聯結(issue 

linkage)，提高我方的談判優勢。

1.主動措施

在臺灣政府能夠掌握主動權的部分，可先列出

政府與企業利益較為一致、美國也可接受的政策，

包括提高對中國出口管制、加強對來臺產品產地稽

核等措施。接著，再針對前述管制與稽核的比例、

數量、或層級，設定上下限，形成彈性籌碼與美國

政府展開斡旋。

以高科技產品與技術出口管制而論，相關案例

顯示企業與政府均具備遵守美國域外規範的共識。

例如台積電曾於2024年10月主動通報美國商務部表

示，調查發現華為人工智慧(AI)伺服器晶片「昇騰」

(Ascend)與台積電生產的受管制晶片高度相似，疑似

是華為透過第三方企業作為白手套，取得台積電的

晶片。根據臺灣2023年和2024年公布的國家核心關

鍵技術清單，14奈米以下製程晶圓封裝技術已列為

重點保障項目，而美國拜登政府亦在2025年初，將

16奈米以下製程產品列為禁止輸入中國的清單中。

（注9）據悉，川普政府有意改變拜登政府的AI晶片

三級管制措施，轉而將出口配額納入關稅等雙邊談

判議程。此項轉變將有益於臺灣向美國主動提案，

提高半導體產品與技術的出口管制規範密度，換取

美國減少對臺灣的關稅稅率。

同理，川普已明確表示將嚴厲打擊俗稱「洗產

地」(transshipment)，即經由第三國轉口貿易、加

工、建立幌子公司等濫用原產地定義的供應鏈轉移

性變化手法。不過目前各界對構成原產地的標準不

一，世界貿易組織設定40%為底線，而不同F TA與

國家可以針對特定產品，設置更高或更為複雜的規

範。美加墨協議(USMCA)便將原先北美自由協議

(NAF TA)所設定，對汽車產品關稅減免的區域價值

含量，由62.5%提高至75%，以防範其他未享有關稅

優惠的國家，藉由轉口貿易等手段突破進入美國市

場。（注10）除了汽車與輪胎以外，太陽能電池、

消費性電子產品等零組件與半成品，也都是常見的

洗產地品項。對此，臺灣政府可提升篩檢監控頻

率，以及廢止營業證照等處罰力道，協助減少美國

海關檢驗上述產品的交易成本。

2.被動措施

對照前述主動措施，被動方案意指在美國已率

先提出部分要求、設定一些前提的狀況下，我方如

何回應以減低對本國產業與經濟的衝擊。

其一，臺灣政府談判時可以增加採購具有進口

需求的產品，掩護面臨出口關稅威脅的產品。日本

即擅長使用此議題掛鉤的談判策略，看似犧牲一小

部分產業的利益，實際同時滿足進口目標跟出口利

益。日本2023年出口美國總額為20兆2,600億日圓，

占總出口額度（100兆8,000億日圓）約20.09%，其中

汽車產業的出口金額高達5兆8,000億日圓，屬於日本

極具比較優勢且引起美國覬覦的產業。相對地，日

本自2018年起，對白米補貼金額最高約可達每公畝

四千日圓，屬於弱勢產業，但這一兩年間仍然出現

供應短缺的現象。（注11）對此，日本政府提議添

購美國白米以及降低其關稅，同時間也期望美國能

豁免或者調整對汽車產業的進口關稅，無論是否奏

效，此舉仍可謂兩全其美。

其二，臺灣政府也可與已承諾赴美設廠的企

業，建立合作關係，運用獎勵補貼、優惠貸款等方

式，間接掌握或影響其在美國的投資進度。日本軟

體銀行創辦人孫正義於川普再次當選之後，即承諾

履行當年在川普1.0任期的承諾，以1,000億美元投

資美國的AI產業，創造約10萬名的就業機會。後續

據相關媒體報導，該項基礎建設專案計畫名為「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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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之門」(Stargate)，實際投資所需金額可能攀升至

5,000億美元，必須透過優先貸款等模式籌措資金。

（注12）儘管如此，孫正義仍然成功贏得川普的信

賴，並促成美國OpenAI首席執行官與日本首相石破

茂的會面，以及後者進一步承諾亦將在日本共同成

立AI合資公司，為當地企業開發和銷售生成式AI。

（注13）因此，雖然產業赴美投資未必吻合日本的

比較利益，但日方也順利爭取到美國領銜企業回頭

投資的雙贏結果，值得臺灣參考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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