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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09:00-09:30 報到 

09:30-09:35 主席致詞 

09:35-09:55 

引言報告(20分鐘) 

疫情後之經濟變局議題 

簡報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錢思敏 博士 

09:55-12:00 

綜合討論 

(一)疫後受影響的層面及趨勢，除內容所呈現的議題，還有那些需要

留意其後續的發展？  

(二)疫後帶來的經濟變局，目前所擬定的因應方向重點，是否有其他

重點？ 

(三)針對結論，可增列或再補充的地方？ 

散會 



簡報大綱 

• 疫情緣起、現況與未來發展 

• 疫情影響層面 

• 後疫情時代趨勢 

• 疫情後變局因應方向 

• 結論 

• 討論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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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緣起、現況與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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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緣起、現況 

資料來源：WHO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 Dashboard(2020/7/20) 

3/11WHO宣布疫情全球大流行 
4/23美國宣布三階段重啟美國 
5/25日本宣布全國解除緊急狀態 
7/1歐盟解除14國旅行禁令 

全球(累計2020/7/20下午3點37 CEST) 
確診病例：14,348,858人 
死亡：603,691 人 7月起多國第二波疫情再起： 

日本、韓國、香港、西班牙… 

2020/7/20 
確診病例：229,7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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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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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現況 



未來發展：根據OECD的預測，疫情二次爆發後，
至少兩年才可能會回到2019Q4的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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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第二波疫情下的經濟成長預期 
• OECD發表之6月報告顯示，在疫情再度爆發下，2020年全球經濟可能衰退7.6％，美國衰
退8.5%，歐元區和英國可能衰退至雙位數以上，中國和印度會衰退加深。 

• 此種趨勢將延續到2021年，成長幅度可能縮減。 



未來發展：新常態(new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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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信評機構穆迪分析：新冠疫後「新常態」六大面向： 

1. 多數主要經濟體的長期增長恐會減弱； 

2. 利率將長期保持偏低水平； 

3. 全球貿易將變得更加分散； 

4. 消費者習慣的改變將加速技術破壞； 

5. 政府將有新的社會責任，「大政府」的模式浮現，會有更多的監管，但不
平等現象的加劇可能會導致社會凝聚力下降； 

6. 隨著信用相關性的提高，包括環境、社會和治理（ESG）風險也將更加受
到關注。 

資料來源：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documentcontentpage.aspx?docid=PR_426727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documentcontentpage.aspx?docid=PBC_1229124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documentcontentpage.aspx?docid=PBC_1229124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documentcontentpage.aspx?docid=PBC_1229124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documentcontentpage.aspx?docid=PBC_1229124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documentcontentpage.aspx?docid=PBC_1229124


疫情影響層面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2020/4/3：新冠病毒疫情將永久改變世界秩序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疫情之後會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BCG ：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結構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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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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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面 

 
 

產業面 
 
 

 
 

能源面 
 
 

疫情 
影響層面 

 
人 

生活行為
層面 

 



總體面：多數機構看壞2020年經濟與貿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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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機構皆下修2020年全球表現的預測值 

• IMF假設疫情在2020年下半年消退，各國採取的政策行動能有效防止企業大規
模破產、長期失業和系統性金融壓力，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成長將回升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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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2020 2021

Global -4.9 5.4 -3.2 4.2 -6.0 4.6 -6.0 5.2 -4.8 4.3 -5.2 4.2
-3.0 5.8 2.5 2.7 -5.5 4.5 2.4 3.3 -4.2 3.7 2.5 2.6

USA -8.0 4.5 -4.8 3.9 -8.1 5.2 -7.3 4.1 -4.8 2.4 -6.1 4.0
-5.9 4.7 1.7 1.8 -7.3 5.1 1.9 2.1 -4.0 2.4 1.8 1.7

JAPAN -5.8 2.4 -4.2 3.2 -4.9 1.8 -6.0 2.1 -5.2 1.4 -6.1 2.5
-5.2 3.0 0.9 1.3 -5.5 1.7 0.2 0.7 -5.2 1.4 0.7 0.6

EURO -10.2 6.0 -5.8 2.9 -8.7 3.7 -9.1 6.5 -8.3 5.6 -9.1 4.5
-7.5 4.7 1.4 1.5 -8.6 3.5 0.8 1.2 -8.0 3.8 1.0 1.3

CHINA 1.0 8.2 1.7 7.6 0.5 7.8 -2.6 6.8 1.4 8.0 1.0 6.9
1.2 9.2 6.0 5.9 0.5 7.8 4.9 6.4 1.0 8.0 5.9 5.8

TAIWAN - - - - -1.0 3.3 - - -2.0 1.4 - -
-4.0 3.5 2.5 2.4 -1.3 3.0 - - -1.9 2.3 - -

WORLD -11.9 8.0 -14.6 9.4 - - -9.5 6.0 -22.6 11.9 -13.4 5.3
TRADE -11.0 8.4 2.3 3.2 - - - - -24.8 20.9 1.9 2.5

Sources: 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une 2020 Update (20200624).

              2. UN: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as of mid-2020 (202005)

              3. IHS Markit.(20200615)                       4.OECD: OECD Economic Outlook, volume 2020 issue1(2020610)

              5. EIU: EIU Country Forecast World July 2020(forecast closing date:20200615).       EIU Taiwan Country Report June(20200603)

              6. WB: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0.

註：* 假設疫情不會再度爆發。

(2020.04) (2020.01) (2020.05) (2020.03) (2020.05) (2020.01)

2020.06 2020.05 2020.06 2020.06* 2020.06 2020.06

IMF UN IHS Markit OECD EIU 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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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3-4月攀升，5月有回落跡象 

OECD國家 

美國 

歐盟19國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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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4% 

3.0% 

9.3% 

2.5% 

2.4% 

2.0% 

3.1% 

7.1% 

3.4% 

14.0% 

11.1% 

16.1% 

12.6% 

13.9% 

12.1% 

18.3% 

13.2% 

13.5% 

13.9% 

全球 

低所得國家 

中低所得國家 

中高所得國家 

高所得國家 

非洲 

美洲 

中東 

亞太地區 

歐洲與中亞 

2020年第2季 2020年第1季 

• 目前全球9成以上的勞動者生活在受疫情影響而採取停工等限制就業措施的國家。從
各地區情況來看，美洲大陸的工作時間減少18.3％，情況最為嚴重。 

• 國際勞工組織預期2020年第4季工作時間將減少11.9%(悲觀情境-爆發第二波疫情)、
減少1.2%(樂觀情境)。從長期來看，工作時間將受到新冠疫情動向和政策效果的影
響。 Source:ILO,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 Fifth edition , 2020.06.30 

疫情發生前後的工作時數比較 
全球工時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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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Q1 Q2 上半年 

GDP 1.59 - 1.67(全年) 

出口 3.7 -2.4 0.5 

電子零組件 20.0 20.3 20.2 

資通與視聽產品 7.9 12.5 10.3 

進口 3.5 -4.0 -0.4 

資本設備 4.1 4.6 4.3 

項目 Q1 4-5月 1-5月 

外銷訂單 -3.5 1.4 -1.5 

工業生產指數 9.12 2.8 6.51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 0.8 -5.6 -1.8 

批發業 2.0 -3.9 -0.5 

零售業 -0.6 -8.0 -3.6 

餐飲業 -6.5 -15.4 -9.9 

GDP：第1季年增率為1.59%，高於日、韓、
新加坡 

出口：受到COVID-19疫情衝擊全球需求及國
際原物料價格走低等因素影響，2020年
上半年出口年增率為0.5%。 

進口：因廠商進貨趨於保守，2020年上半年
進口年增率為-0.4%，惟國內具領先優
勢之進階半導體製造產能陸續開出及臺
商回臺擴增產能，需進口資本設備因應，
使得資本設備進口仍有4.3%增幅。  

生產：由於超前布局得宜，生產製造活動如
常，加上半導體及資通與視聽產品的產
能擴增下，今年1-5月的工業生產年增
率為6.5%。 

消費: 隨著民眾生活逐步回歸常軌，國人外出
餐飲消費意願增加，然在國際觀光客大
幅縮減下，直接影響到消費力，導致
2020年1-5月餐飲業營業額年增率為-
9.9%；同期的零售業銷售額年減3.6%。 

台灣上半年經濟表現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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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失業率：5月失業率增幅縮小 



疫情影響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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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面 

• 預估受創產業：旅遊、航空、石油、天然氣、汽車業 (附件1) 

• 供應鏈受影響，衝擊比想像中大 

― 範圍：製造業、陸運、航運、空運都受影響(附件2) 

― 轉單效應：越南/印度受惠供應鏈轉向、轉單設廠 (附件3) 

• 國內預測機構：台灣製造業及服務業景氣燈號大幅緊縮後反彈(附

件4) 

• PMI(採購經理人指數)、銷售額：美國、歐洲、日本等國，降幅皆

創紀錄後，已開始逐底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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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5月銷售額年增率-6.08% 
         (月增17.7%，創史上單月最大增幅)  

 
歐元區 
 5月銷售額年增率-5.1％  
        (月增17.8%，創1999年以來最大增幅) 

 
日本 
 5月銷售額年增率-12.3%  
                   (為連續２個月下跌) 

產業面 

疫情影響層面 
主要國家銷售額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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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面 

疫情影響層面 



產業面 

主要國家製造業與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疫情影響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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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6月製造業ISM為52.6  
                       (回到榮枯線之上)  

    6月服務業ISM為57.1   
                        (回到榮枯線之上)  

歐盟 
 6月製造業PMI為47.4  
    6月服務業PMI為48.3   
                       (仍在榮枯線之下) 

日本 
 6月製造業PMI為40.1  
    6月服務業PMI為45.0   
                   (仍在榮枯線之下) 



疫情影響層面 

能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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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A估計到2020年6月，全球原油產量為每天8,760萬桶（桶/天），比4月下降1200萬桶/天。
2020年5月到6月，全球石油需求增加了530萬桶/天（6％），達到達到8950萬桶/天。由於一
些國家開始解封，IEA預估第三季全球日需求量將為每天9430萬桶，較第二季增加14%。 

― 7月15日OPEC+將再次召開會議考慮是否維持960萬桶/日的減產量，或將減產幅度削減約200
萬桶/日，這可能導致油價再次下滑。其他幾個利空因素，包括利比亞石油產量增加50萬/日，
北美地區產量可能增加20%至30%，一些亞洲國家可能削減石油購買量、美國疫情持續、加州
重啟封鎖等。 

國際能源總署(IEA)7/10最新報告指出，
疫情對全球石油的衝擊已過頂峰，
2020年下半年國際油市將緩步復甦 

能源需求減少致國際油價重挫： 
― 供應鏈斷鏈、封城，使需求大幅下降； 
― 天然氣價格與油價連動也下降(附件5) 



疫情影響層面 

• 消費行為改變：宅居活動增加，戶外活動略回
溫，外送宅配助餐飲業抗疫(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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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活行為層面 



後疫情時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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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
面 

產業
面 

能源
面 

人 
生活 

逆全球化-去中國化 
歐元區分崩離析 
消費內需轉變 
防疫紅利 

防疫安全物資 
供應鏈 

供應鏈規則 
數位轉型加速 

對能源市場
將造成永久
性改變 

疫後心態轉變 
工作模式改變 
消費型態轉變 
恢復國境移動 
 

後疫情時代趨勢 

新常態 



總體面(附件7) 

• 逆全球化-去中國化 

―優勢互補的國際大分工將轉為價值觀認同國際合作 

―疫情加速全球價值鏈重組： 

 許多企業將供應鏈移回本國或遷至其他國家 

 實行短鏈供應鏈將移到目標市場附近做備援基地 

―以中國為目標市場的產業將留在大陸 

• 歐元區分崩離析 

―因應疫情限制移動與國家財政、區域發展不對等因素，可能造成歐元區分裂 

• 消費內需轉變 

―人民防災意識提高，各種行為決策會考量疾病風險，所得減少影響消費支出與型態；消費
品質與內容影響內需，好的內容變得重要，重要網路使用人口增加，改由線上消費，線上
數位型態等將刺激新技術和商業模式發展。 

• 台灣的疫情紅利：台灣防疫成效領先全球，形成台灣品牌的暈輪效果，成為各國投資的熱
點，近期至少就有2大國際知名科技大廠，向我政府高層表達有意擴大在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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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面(附件8) 
• 防疫安全物資供應鏈： 

―政府將引導、鼓勵或強迫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品生產返回本國或遷到可以信任，能夠
控制、價值觀相同的地區或國家 

―各國會於國內建立防疫物資公衛產品之供應鏈，也將公衛產品與醫療資源拉高成為重要的
國家安全層級之物資，增加戰略儲備，或是與友好國家建立應急資源互助或跨國調配機
制。 

• 供應鏈規則改變： 

―全球分工不會消失，但有新做法：供應鏈短鏈化、分散化，增加關鍵零組件的安全庫存 

―將使政府將促成友好國家進行產業合作，建立公平合作生產的國家鏈 

―供應鏈回到本國，將能自動化的生產活動回流，帶來生產確定性，並且讓供應鏈多元化。 

• 具體案例： 

   -美國建立信任聯盟：美國將建立經濟繁榮網的可信任夥伴聯盟，納入澳、印、日、紐、
韓、越，並對各部門調查哪些製造業屬於關鍵產業，以及如何在中國以外生產這些產品。 

   -印度促進招商：印度主動洽美國上千家企業提供土地、人力、租稅誘因吸引廠商設廠 

• 數位轉型加速：推動科技創新，例如3D列印技術，引進敏捷開發流程，改變工作方式，遠
端工作，線上訂餐外送，虛擬線上活動、線上課程、遠距醫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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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面(附件9) 
• 對能源市場將造成永久性改變 

―受到石油需求量下滑的影響，對國際油價造成嚴重衝擊，未來疫情後石油需求仍將受到限

制，如航空燃油需求很難恢復。 

―低油價是改革化石燃料補貼政策之時機。 

―能源價格雖會回升，但能源不致短缺，對電力壓力供應不致變大 

―碳排放量受需求減少影響，碳排放量大幅下滑。 

• 再生能源受政府政策所影響 

―商用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下降，可滿足新的發電需求。 

―政府能源轉型政策的執行強度可因油價降低，讓政府能源支出減少而有更多籌碼去發展再

生能源、改變熱值結構，或是藉振興經濟的政策促進綠色產業的發展。 

―低油價可能會減緩再生能源的使用與工程的進行。 
28 



人:生活面(附件10) 

• 疫後心態轉變：增加儲蓄與持有現金、防災風險意識提高、隨時重啟社
交距離與線上教學 

• 工作模式改變/遠距居家辦公新常態：民眾接受居家辦公趨勢，部分科技
公司延長居家辦公到年底或更久，企業將減少員工出差、仰賴數位科技
辦公 

• 消費型態轉變：網購更勝實體零售；戶外娛樂活動會增加 

• 恢復國境移動：各國分別實施不同的邊境解封措施，分階段根據不同國
家的疫情開放邊境，無論是採「旅遊泡泡」（travel bubble）、快速通
道、紐西蘭所提的亞太隔離圈，或是與部分國家建立旅遊泡泡進行解封
或是所謂的「國際旅行膠囊」 ，均將會以一對一、或一對多逐步解除邊
境管制，形成區域型國際移動圈。台灣目前推「商業泡泡」，意指短期
商務客若來自中低感染風險、低感染風險的國家或地區，可有條件縮短
檢疫時間至五天、七天。 29 



疫情後變局因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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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防疫安全物資國內生產能力 

• 建立國家各項戰略物資儲備機制：疫情期間各國採取各式「保障
國內充足需要」之因應措施，此種應對措施有可能在疫情後，形
成新的衝擊。由於疫情帶來「新保護主義」未來可能對各國重要
物資之取得，形成新的障礙，政府宜超前部署，盤點各項戰略物
資之供需及能量，建立國家戰略儲備機制。 

• 藉台灣防疫成功之國際形象推廣台灣：可藉台灣抗疫成功形成的
台灣品牌的暈輪效果，進行推銷與投資，與美國技術連結，公衛
產品供應鏈可相互投資。(王健全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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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應鏈 
• 重新檢視各主要產業海內外生產、投資與供應鏈現況，提高台灣產業鏈多元性、完

整性與在地化：國際經貿環境丕變，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產業界應以全球化與供應
鏈安全的角度，重新檢視各主要產業海內外生產、投資與供應鏈現況，提高台灣產
業鏈多元性、完整性與在地化。 

• 建立供應鏈應變措施：無論是供應鏈生產端或是需求面都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短期
內產業面臨高度系統性風險，需審視積極規劃應變措施(資策會2020/4/1) 

• 穩定供應鏈布局之重組：中長期應將原依比較利益布署的全球效率供應鏈轉變為風
險可控管且穏定的供應鏈布局。為避免未來因傳染病、區域政治或其他因素而經常
出現的系統性風險，產業宜善加利用ICT科技，進行具彈性的全球供應鏈布局(資策
會2020/4/1) 

• 盤點並維護台灣在地產業供應鏈之完整性：政府應以全球化視野全面盤點台灣產業
供應鏈現況，維護台灣在地產業鏈完整性。 

• 加強台商海外投資與國內產業之鏈結：台商海外投資應視為我國國力延伸。政府應
規劃輔導，從全球分工角度，加強海外台商與國內產業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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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商海外投資-1 

• 協助台商轉移生產基地：全面盤點海外台商(含大陸台商)與海外台商主導產業聚落的
分布、現狀與遭遇問題，以協助整合海外台商(含大陸台商)資源與生產設施，提供其
因應美中貿易衝突與新興市場崛起而進行之產線、產能調整。 

• 保障台商轉移海外生產之安全：由於美中競逐已成為新常態，政府應持續協助企業調
整投資布局；但海外經營面臨各國廉能度及法制面不盡理想狀況，亟需透過官方協
商，確保台商海外投資安全，並盤點整合對於海外台商問題之協處機制 

• 掌握東協國家合作與產業發展契機：後疫情時代，東南亞國家會有新局面，應啟動新
南向2.0計畫，並從產業對接角度思考，配合各國關鍵性產業發展重點，做適當調整，
尤其應積極掌握東協國家與相關經貿大國之合作面向與產業契機，未來新南向應更加
重經濟面向，以取得實質效益。 

• 協助擴展海外市場：政府應協助產業投資品牌及行銷通路的建立，並選擇策略性產業
進行整合，拓展海外市場，且須長期耕耘。對於中東歐、非洲台商較為陌生的市場，
另宜結合公協會組成先遣團隊進入了解尋找契機，提出務實、全面性的拓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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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商海外投資-2 

• 增加供應鏈之多元性：應透過海外投資布局，建立海外生產聚落，強化中國大陸
以外供應商夥伴關係，增加供應鏈多元性，避免產業斷鏈重演。 

• 大廠帶小廠擴大海外布局：協助自中國大陸撤出但不適合在台灣生產的廠商，鼓
勵大廠建立共創平台(co-creation)，透過大廠帶動供應鏈廠商到海外國家布
局。 

―政府與民間應思考有組織、有計畫的海外投資。 

• 籌建海外台灣工業區：藉由籌建海外台灣工業區，提供完整配套措施，促進上中
下游供應鏈的完整，並與被投資國形成完整產業生態系，互惠雙方產業。 

• 建立輔導海外台商機制：中國大陸之台商多半以美國市場為出口國，面對美中貿
易戰、疫情等諸多風險，國內欠缺對應機構及相關機制輔助與服務；此次疫情讓
產業斷鏈，廠商受創極重，建議政府應全盤思考輔導海外台商機制，提出行政資
源與機制因應。 34 



4.招商引資 

• 政府對外招商引資模式應設定國家戰略性產業、未來新科技之範圍，應更主
動拜訪目標廠商：政府對外招商引資應參考新加坡模式，從國家戰略性產
業、未來新科技為出發點，勿以金額多寡為考量，應以推動台灣為創新樞
紐、高端製造與研發中心為目標。 

―招商單位應進行完整規劃、主動出擊，拜訪目標廠商，快審快核，讓台灣
產業慢慢質變，朝符合台灣經濟發展之方向進行海外招商引資。 

• 強化國際人才引進政策：強化特定產業和特定人才特別引進政策，如科技金
融人才、文創人才等，薪資稅負的減免(王健全副院長) 

• 逐步放寬人流隔離政策：建議政府與中國大陸及美國洽談，開放台灣到中國
大陸或美國重點城市的商務專機或是持有特殊商務簽證的商務人士在落地後
不須隔離14天，避免斷鏈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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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轉型升級 
• 掌握數位轉型契機：數位轉型才有未來，企業需求不會消失，只會遞延(聯強國際杜書伍2020/4/8)；

疫情是產業升級轉型的機會，像數位轉型、AI、自駕車、電動車等發展，應提出財政誘因。(王健全
副院長)。我國抗疫作為已建立極佳國際形象，宜把握此有利時機，規劃中長期發展策略，在全球需
求與供給皆萎縮之際，爭取新契機，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 數位轉型基礎建設：加強數位經濟基礎建設，實現分散式生產，降低人機比，減少大量勞動力，創造
高經濟價值比的生產方式。 

• 組織數位轉型服務團與培養數位跨域人才：盤點產業數位落差，比照過往自動化服務團，組織數位轉
型服務團，協助企業數位轉型與組織改造，增進數據研發、生產、行銷能力，並培養數位經濟跨領域
人才。 

• 推動服務業之數位轉型：民生服務業相關業者需要政府支持，建議利用AI、IoT等新興科技來強化傳
統服務業升級轉型，並帶動軟體開發、系統整合、科技平台、研發測試、顧問服務等新科技服務業的
發展，並協助廠商建立數位行銷、遠端工作系統建置，確保台商能因應突如其來變局。 

• 推動產業數位轉型之國際合作：應強化與美、日、歐等地產業技術合作與結盟。我國應強化與美日歐
等國在先進製造，包括工業4.0、人工智慧、智慧城市、資安等領域技術合作，並從產業需求，提出
策略性的合作計畫。同時藉由國際平台鏈結，結盟法人專家，組成A-Team，以一條鞭方式切入新市
場商機。(邱俊榮20200416) 

• 疫後新科技發展布局：疫情蔓延也印發新興應用與技術發展空間，建議各界宜預先設想疫情後的變
局，超前部屬具市場潛力的新興非接觸式科技與應用，以迎來疫情後的新商機(資策會2020/4/1) 

 

 

 

 

 

36 



6.能源政策 
• 檢討能源轉型政策：因為天然氣有運輸、儲存、成本等問題，再生能源亦有高成本及推

動不易的問題，政府應儘速重新檢討能源轉型政策。另外包括電價、碳排放及污染等問
題亦應一併考量。 

• 能源轉型政策有賴政府政策推動：再生能源需求區主要驅動力在政府，因應油價降低，
政府可以有更多資源去改變能源熱值結構。應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補貼(IEA) 

• 訂定台商回台投資能源效率審查制度：82.1%的受訪者支持訂定台商回台投資能源效率
審查制度，回流台商設廠時應提出能源承諾；59.8%的受訪者對疫情紓困方案，支持應
增加能源轉型要求的作法及減碳條件，77.2%的受訪者支持政府在肺炎疫情時，提供航
空業紓困貨款附帶的減碳要求。 (2020能源轉型民調，2020/5/13) 

• 將再生能源的投資納入振興措施中：應將智慧電網、能源效率解決方案、電動車充電、
儲能、互聯水電，綠色氫氣及其他與長期能源和氣候變遷的可持續性一致技術投資納入
疫後相關振興經濟措施中 (IRENA，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2050年能源轉型) 

• 可參考歐盟更新建築物太陽能板，持續推動歐洲綠色新政，提出的綠色復甦計畫，包括
三個重點：建築物綠色轉型、發展氫動力，以及潔淨交通等3個重點：德國藉由交通綠色
轉型推進電動車和充電樁設備：韓國(K-New Deal)將綠色經濟當作刺激經濟方案，包括
綠色智慧城市、再生能源建築物、電動車、氫汽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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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全消費環境 

• 鼓勵高階消費：報復性消費還集中於某些部分，M型社會消費使低階增加購
買力難，應鼓勵高階消費(王健全副院長20200424) 

• 服務業法規鬆綁：未來應對服務業進行鬆綁，例如長照、雙語教育、高階製
造中心等。(王健全副院長20200424) 

• 協助改善餐飲防疫公衛環境：提供弱勢小販、店家創業機會，改善餐飲防疫
及公衞環境。 

• 提升國內旅遊品質：短期而言，國內旅遊需求會增加，提高國內旅遊價值與
品質，提供民眾更多選擇，國土使用法規可適度鬆綁。(陳博志20200409) 

• 經濟部與文化部合作開發好的內需內容：內需服務內容品質必須被支撐，消
費才會穩定。(邱俊榮20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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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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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疫情已大幅轉變企業供應鏈的布局，除掌握台灣本身防疫安全物資生

產能量之外，未來將應掌握供應鏈關鍵地位，藉此機會應強化招商引
資的力度，並協助台商海外生產投資與國內生產的串聯整合，建立與
國際友好國家的分工合作機制。 

• 疫情為推動數位轉型的重要關鍵，經過此次試煉，數位工具應用與場
景已有實證成果，未來應深化製造業與服務業各產業擴大應用數位工
具進行升級。 

• 能源轉型在低能源價格下，政府將更有政策資源去推動再生能源，鼓
勵企業運用再生能源，並檢討取消對化石燃料之補貼。 

• 服務業從業人員約占六成，涉及人民生計，疫後恢復民眾消費信心有
急迫性。服務業消費因與人接觸，因此，安全防疫環境品質應更標準
化，為了因應疫後民眾消費旅遊需求，應以本次疫情危機作為提升服
務內容品質之轉機。 40 



討論題綱 

1. 疫後受影響的層面及趨勢，除內容所呈現的議題，還有那些需
要留意其後續的發展?  

2. 疫後帶來的經濟變局，目前所擬定的因應方向重點，是否有其
他重點? 

3. 針對結論，可增列或再補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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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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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錫：預估受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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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旅遊觀光 

嚴重衝擊：連鎖效
應持續(巴黎疫情
蔓延，越南觀光重
挫50%) 

拖到冬季：疫情恐
有新一波爆發 

潛在隱憂：區域感
染風險，抑制旅遊
需求 

 

 

航空產業 

持續逆風：國際旅
遊嚴重受影響 

機位滯銷：3至4月
航空公司機位銷售
大降，部分跌幅近
40% 

復甦預估：國內旅
行復甦速度较快，
(約2個季度)；長程
或國際旅遊復甦速
度較慢 (至少3~4個
季度) 

石油、 

天然氣 

油價下跌：受長期
需求和短期供應過
剩影響 

反彈預估：預計將
隨著消費者需求的
恢復而反彈，但如
果情況持續存在並
壓抑價格 超過一
年，可能產生長期
影響 

 

汽車業 

銷售下降：中國需
求急劇下降，及供
應鏈和生產中斷
(在中國,、亞洲其
他地區、歐盟) 加
劇了現有的脆弱性 

(例如貿易緊張局
勢，銷售下降) 

逆風到Q3：綜合
不利因素，逆風恐
持續到第三季 

 

消費產品 

溫和下降：私人消
費和服務出口總體
溫和下降 

某些產品例如食
品、 農產品的需
求具有彈性。線上
消費增長 

消費電子 

半導體 

變動加快：市場結
構轉變加快(例
如，戰略行動以使
供應鏈多樣化) 

影響下游：由於中
國、亞洲其他地區
(尤其是韓國)的供
應鏈挑戰，導致5G

延遲，產品開發 

復甦步伐因行業而
異 (半導體可能更
快) 

 

 

復甦速度(由快到慢) 

消費電子、 

半導體、 

消費產品 

汽車 

產業 

石油、 

天然氣 
航空業 

旅遊 

觀光 

註：數據更新至2020/2/28  資料來源：麥肯錫 

旅遊、航空、汽車產業受創  



日本第2大汽車製造商日產汽車公司據傳計
劃把4至12月全球汽車產量削減3成。 

• 路透社：日產計劃4至12月生產約260輛車，低於去年同期的370

萬輛；日產在3月止上年度生產460萬輛車。 

• 日產本年度前2個月全球汽車產量約30.7萬輛，6月產量數據下月

出爐。日產計劃把7至9月汽車產量從第1季的51萬輛提高至93萬

輛左右。日產10至12月汽車產量預料將升至110萬輛左右，約比

去年同期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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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球鎖國潮，超過 7000 萬的觀光從業者面臨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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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旅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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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航空旅遊市場在解封後將從國內市場開始復甦 
預測至2021年1月仍將較2020年同期衰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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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航空貨運和旅遊市場將在2021年急速復甦 



供應鏈受影響，衝擊比想像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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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越南受惠供應鏈轉向、轉單設廠 

• 資誠（PwC）越南計畫投資部報告：截至2020年3月止，越南工業區進
駐率為75.7%，第1季土地價格北部達到每平方公尺平均99美元，年增
6.5％；南部胡志明周遭土地，因沒有新供給釋出，價格更達每平方公尺
110至200美元之間。 

• 但在疫情衝擊下，2020年首季越南外國直接投資（FDI）年減20.9%。 

• 若疫情獲得控制，最快第3季回溫，產能恢復過往水準最快要到2021
年，待疫情告段落後，台商將追單。 

• 資誠（PwC）會計師陳以謙表示，觀察客戶狀況，2020年首季確實受疫
情影響業績下滑，但展望未來訂單能見度仍高，等越南開放入境後，許
多廠商已完成評估作業即將前往越設廠。 

• 歐越自貿協定並將於8月中正式生效，71％從越南出口到歐盟的商品將免
除關稅，其餘商品，高達99％也將在未來七年內逐步取消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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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製造業及服務業景氣燈號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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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院—製造業及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MMI)調查 附件4 

6月製造業MMI：連續3個月緊縮 6月非製造業MMI：中斷連續四個月的緊縮 
轉為擴張，指數攀升 



美國EIA對全球液態燃料生產及消費預測 

 

附件5 

53 



54 

附件5 美國EIA對西德州原油價格的預測 

預測油價上限 

預測油價下限 

預測油價 
約在40-5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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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美國EIA對天然氣價格的預測 

預測天然氣
價格上限 

2021預測油價 
約在3.1美元 

預測天然氣
價格下限 



疫情影響能源與再生能源層面 

陳詩豪副所長 

• 疫情影響能源範疇：供應鏈斷鏈、封城使交通中斷，使石油、煤炭需求大幅下降；
天然氣價格與油價連動 

• 疫情中油價趨勢： 

‒ 減產：OPEC Plus減產幅度不如需求減少的幅度；傳統石油開採是長期投資，無法
貿然停工與復產，且中東國家以石油銷售支撐其國家財政；頁岩油開採或停產具有
很大的彈性，因此，最大的生產國美國已開始減產，希望能穩住油價。 

‒ 儲油庫存空間：美國、中國油品戰力和商業儲備已滿，甚至以油輪進行儲備，吸收
產量，造成油輪儲油價格持續上漲 

‒ 金融避險操作：4月油價期貨降負數係因油品在金融市場進行避險操作。 

‒ 油價回升指標：油輪價格租金開始下跌，代表油輪卸油，油輪運能再起。 

• 短期離岸風電、太陽能光電等工程可能會延誤，若因疫情使油價長期維持在低點，
會影響到再生能源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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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消費行為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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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通路衝擊：只有日用品通路影響較低 

兩次調查各自N=1,000，皆依據地區、年齡、性別配額抽樣。 
東方線上消費者研究集團–6月份熱門社群觀察/東方快線專業網絡市調執行 58 

附件6 



防疫鬆綁下生活之改變 

東方線上消費者研究集團––6月份熱門社群觀察/東方快線專業網絡市調執行 59 

附件6 



109年5月電子購物郵購業成長2 成2 
附件6 

超市、便利商店、量販店、電子購物及郵購業分別年增
8.5%、7.3%、14.2%及22.2%，營業額皆創歷年同月新
高。 



逆全球化—去中國化 

• 經濟學人：重新思考供應鏈(rethinking supply chains) 

•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學者卡普里(Alex Capri)：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外企開始本地化供應鏈，加快了將供應鏈分散出中國的速度，其並稱「供應鏈將

會大規模重組」。 

―即使供應鏈將改組，中國仍是銷售和建立供應鏈的重要市場，出於企業迫切需要實行供應鏈多元化，

其可能實行「中國+1，中國+2或+3」的採購戰略。未來的供應鏈變化，將不會恢復到過去幾十年的

狀況，並稱「我們現在處於完全不同的新時代，我們過去所知道的全球化，已經結束」。 

• 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袁南生： 

―這次疫情將改變世界秩序，全球化一定程度上轉向「逆全球化」 

―中美戰略合作關係轉向美國所說的中美競爭對手關係； 

―持續了數十年的中國戰略機遇期，轉向一定程度的「去中國化」時期； 

―優勢互補的國際大分工，轉為價值觀認同的國際合作。 

―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很可能趨向於弱化、虛化，美國和盟友

有可能另起爐灶，圖謀將中國排除在外。 

• BCG：加速全球價值鏈重組 

―從總體經濟學來看，過去中美貿易戰已經迫使許多公司將供應鏈分散到中國之外，但新型冠狀病毒的

爆發，加速了全球價值鏈重組。許多國外企業都將供應鏈移回本國，或是遷移至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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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移出中國？豐田汽車等大廠向日本政府說
「No」 

• 亞洲今周刊（ This Week in Asia ）訪問了五家日本企業，他們都說，會繼續在中國生產製
造，理由是中國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場，而且沒必要的遷廠所費不貲，特別是在此時
大規模遷廠。 

• 豐田汽車公司聲明說：「以目前的情勢，豐田沒有計畫改變在中國或亞洲的策略。汽車工
業有很多供應商，而且供應鏈龐大，不可能說換就換。我們了解政府的立場，但我們沒有
計畫改變我們的生產。」 

• 室內裝潢和建築材料公司驪住集團也發表類似聲明，表示沒有計畫把生產基地移出中國。
「我們在全球有100多個製造基地，全球供應鏈十分有彈性。這樣的彈性和整合結構讓我們
能夠吸收新冠肺炎的部分衝擊 。」 

• 另一家要求匿名的公司說，會繼續在中國生產，「我們為中國設計產品並在中國銷售」 

• 日本企業也擔心美中貿易戰會增加新關稅，以及中國人力成本提高問題。不過，分析師
說，日本企業仍看到留在中國的優點，即便有政府補貼，移出中國仍所費不貲。 

• 新潟管理大學教授塞利奇契夫（Ivan Tselichtchev）說：「這些公司的發言會很謹慎，不
論他們是否要遷往他處，都要與中國政府保持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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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恐分崩離析 

• 經濟學家圖澤與舒爾里克表示：新冠病毒直擊歐元區區域發展不對等的問
題，嚴重的話可能帶來歐元區的分裂，目前歐元區沒有任何機制能共同回應
這類型的危機，所以才會出現各國各做各的，缺乏整合。 

―歐洲各國財政體質差異極大，例如，德國紓困方案是義大利的25倍，義大
利經濟體質不佳，受創恐怕極深。 

―疫情持續越久，各國差異會越明顯，就會造成政治衝突，歐洲不積極回
應，歐元區可能會分崩離析。 

• BCG：政權、政治中心轉移 
―政治方面的影響也不能被排除。因為病毒傳播迅速，考驗各國政治制度保

護民眾的能力。如果時間再拉長或是情況持續惡化，更有可能發生政權轉移
的狀況。 

―再往更深、更多元的政治面來看，這場不確定何時能終止的疫情，可能號
召各國更緊密合作，但反過來，也可能進一步分化地緣政治中心。 

• 中經院王健全副院長：歐盟可能會崩解，特別是移民觀光申根簽證受到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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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內需的轉變 
• 陳博志顧問 

‒ 疫情後之消費轉變：疫情後會改變人們、國家的觀念與行為，未來社會經濟的各種決策、行為都會
把疾病的風險考慮進去，防災意識會提高，特別是沒有人幫助的風險意識會提高。鄰近國家狀況若
未穩定，則仍有風險。因疫情是所得減少，對消費支出將有影響，不太可能期待有爆炸性的成長，
恢復速度應比金融危機來得快。 

‒ 新增使用網路人口；消費者服務轉為網路 
‒ 短期消費在疫情後會有一點增加，室外娛樂活動的消費行為會增加。 
‒ 國際觀光將會沉寂一段時間，國內旅遊即使政府不鼓勵也會超過原來的成長。國內旅遊應創造更多

價值，讓民眾願意在國內遊樂，品質可以提高，增加更多的選擇，國土使用放寬頻間合法經營等法
規應鬆綁。 

• 邱俊榮顧問 
‒ 內需要發展，只有一個條件，就是所得要高，因為所得不高，很難落實。 
‒ 疫後只有消費習慣的改變，其他如產業、生產活動因與外界、供應鏈連結很強，較不受影響。 
‒ 經濟發展到某程度時，內需的Content變得重要，好的內需必須被支撐起來，經濟發展才會比較穩

固，消費會跟以前不一樣，經濟部可與文化部跨部會合作，做出好的內需。 

• BCG：刺激新技術、新商模的發展 

‒ 從個體經濟學來看，流行病的潛在危機會刺激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的發展。以 SARS 為例，當時許
多地方的生產線都停擺，但卻開啟中國消費者線上購物的契機，不只造就了中國的電子商務，也加
速阿里巴巴的崛起。現在各國學校幾乎都已關閉或停課，電子學習、遠距教學能否獲得突破？中國
武漢利用手機追蹤檢疫或隔離者，是否可以發展成一種新型公共衛生工具？這都是可以思考的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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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紅利來了！1-5月投資金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9% 

• 第1季外國實質投資達到726億元，比去年同期成長136%，很多
國際大廠也開始跟台灣談新的合作計畫或研發，成果會陸續反映
在明年。 

• 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統計，今年1-5月核准僑外投資件數為1435
件，較去年同期減少2.78％；投(增)資金額計美金34億2099萬
6000元(折合新臺幣1026億2988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1.95%。 

• 依據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2020年世界投資報告」，全球企業海
外直接投資(FDI)109年降幅或高達4成，而台灣目前仍維持正成
長，顯示雖面對美中貿易戰、科技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台灣
在政府積極應對下，守住疫情衝擊，僑外仍看好台灣是安全值得
信賴的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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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安全供應鏈 

• 陳博志顧問：製造業之供應鏈安全會提高到國家安全層級，醫療物資等產品各國會想維持
自己的供應鏈 

• 邱俊榮顧問：亞洲會有一個不包含中國的新供應鏈，可能由日本主導，或是沒人主導。
（產業、廠商間如何摒除過去過度競爭？尤其知識、技術屬性的產業，現在發展趨勢，政
府除協助尋覓生產基地，能否有更積極的政策配合? 組織虛擬國家隊，或更遠大目標，才有
翻轉的機會。） 

•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市場營銷與供應鏈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張洪濤：疫情之後會看到西方國
家擁有更大、更強力的政府，他們會引導、鼓勵或強迫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品的生產
返回本國，或者遷到可以信任、能夠控制、價值觀相同的地區或國家。 

• 中研院士朱雲漢：經濟許可的國家必將強化公衛體系應變，把防疫所需的醫療資源，視為
如同能源與糧食的生存物資，大幅增加應急戰略儲備，但各國單獨應對能力還是有其極
限，一定需要在全球範圍建立一套應急資源互助機制及醫療物資緊急生產動員與跨國調配
機制。一方有難，八方馳援。中小型及落後國家更需要這個機制，大國必須透過這套機
制，集體履行對小國的救援職責 

• 王健全副院長：各國會於國內建立自主的公衛產品、戰略民生物資、酒精之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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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規則將重新改變 

• 研華何春盛：加速供應鏈短鏈化，讓各國加速省思全球化。美國、歐洲、亞洲會走向區域化，全球是
三個分散的經濟體 

• 特力集團李麗秋：全球供應鏈規則會重新轉變，全球大型通路將安全存量的概念納入 

• 中國信託利明献：這次肺炎讓全球每一個區域都鎖國，以後大家在製造、貿易、生產都會分散，成為
組合式管理，把重要性分散。 

• 工研院蘇孟宗：大企業必須在疫情中思考未來的全球佈局，不可能繼續把重心擺在同一個陣營之下，
必須一邊靠美國、一邊靠中國，甚至一部分在歐洲東南亞。新冠疫情讓全球鎖國，也會讓全球性品牌
思考分散風險的布局要拉多遠的安全距離才夠，但這個趨勢對小廠、中小企業會變得更辛苦，因為規
模不夠，沒有能力全球布局，建議可以結交朋友，跟供應鏈客戶或其他的供應商做訂單分享，類似航
空公司的共用班號、連贏的策略，用最少的資源布局全球。 

• CME Group的高級經濟學家兼執行董事Erik Norland：供應鏈將會改變：全球化與本地化、集中化
與多元化-擴大產品供應來源/增加本地生產 

―新冠肺炎疫情突顯了依賴遠距離生產來源及缺乏多元化供應商網絡的風險。領悟到產業鏈更接近國內
或供應來源更多元化的需要。企業亦會考慮囤積更多關鍵的零部件。 

―這次疫情不太可能逆轉全球化趨勢，國家之間的貿易將會繼續。保護主義已經開始抬頭。 
―提醒本地生產或在鄰近地區生產關鍵商品的重要性，同時鼓勵私營企業發展多元化供應鏈。疫情還可

能推動創新，發展最終生產本地化/即時技術：3D打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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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規則將重新改變 

• 王健全副院長 

‒ 供應鏈將重新調整，如半導體供應鏈將離開大陸，但需要土地勞動的玩具、成衣、紡織會移動到印尼、越南，工具

機、石化、塑化將留在大陸。因應短鏈需要部份產品將移到目標市場附近作備援基地，例如，美國為目標市場將以

墨西哥為備援基地，東南亞供應鏈也會進行整合。 

‒ 日美將採取供應鏈撤出中國的政策。 

‒ 產業供應鏈撤出中國的方向應人金物流中斷而有停頓，但趨勢不會改變，特別是歐美高階需求的供應鏈會離開。產

業供應鏈是否外移要是產業特性和供應市場的影響。 

• 倫敦商學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經濟學教授里查德·波特斯教授（Prof Richard Portes）則認為，現在看

來很明顯，改變是必須的，因為各企業和人們現在都意識到，他們過去冒了怎樣的風險。「就看貿易吧，」他解釋

說，「一旦供應鏈受到（冠狀病毒的）干擾，人們就開始在本地尋找其他供應商，哪怕它們價錢更貴。」「如果人

們找到本地供應之後，因為那些已經認識到的風險， 他們就會堅持與他們合作。」著西方的製造業會開始將一些工

作轉回本土，或者用它的術語叫「外包回流（re-shoring）」。「我認為（主要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加上新型

冠狀病毒的大流行，將會令企業切實認真地考慮回流，」「他們會將一些能夠自動化的生產活動回流，因為回流能

帶來確定性。你不需要擔心你國家的貿易政策，而它也給你一個機會，去讓你的供應層面多元化。」 

68 

附件8 



全球供應鏈規則將重新改變 

• 陳博志顧問 

‒ 全球分工不會消失，但將結合各國對中國不公平政策之不滿，世界將產生新的做法 

‒ 未來全球會發展出更多水平分工，把生產範圍或生產鏈很長的一段留給自己做，國內建立業者合作的
關鍵競爭力部門，並政府可以促成與友好國家進行產業合作，建立公平合作生產的國家鏈。 

‒ 政府可以協助台商生產基地移轉回台灣或其他國家。 

• 邱俊榮顧問 

‒ 對台灣廠商最好是供應鏈越多越好準備，有根台商可轉地出貨 

‒ 亞洲會有一個不包含中國的新供應鏈，可能由日本主導，或是沒人主導。 
（產業、廠商間如何摒除過去過度競爭？尤其知識、技術屬性的產業，現在發展趨勢，政府除協助尋
覓生產基地，能否有更積極的政策配合? 組織虛擬國家隊，或更遠大目標，才有翻轉的機會。） 

‒ 全球化的退縮問題：疫情帶來不確定性的風險成本，短鏈化更快成形。 

‒ 台灣應掌握一些最終產品，整個供應鏈才會安全、有保障。(最終市場介入不易，如日商合作或朝比
較長期的規劃，從比較熟練的最終產品開始) 

‒ 將來可能會依據產業型態而會有一些不同的Location。對平常沒利基但很重要的產品，政府可透過國
營事業Maintain；對有利基但過去沒發展的產品，可用資源發展(產業分散化、國家安全、市場獲利) 

‒ 不同的性質做不同的政策。盤點資源、利基的產業，搭配AI、5G等，建立新產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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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基地布局多點化以分散風險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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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涉及運輸和倉儲等物流結構，而位於全球生產鏈的筆記型電腦，相當仰賴中國該單一生產基
地，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干擾中國筆記型電腦出貨量與筆記型電腦零組件供應鏈，引發斷鏈疑慮，而從中
美貿易到武漢肺炎疫情，筆記型電腦代工廠不單是避免成為兩國貿易戰中的犧牲品，應於全球化的同時
布局生產據點，避免過度依賴單一生產基地所帶來的風險，提高產能的調整彈性，降低物流成本。 

緯創於 2020 年 3 月宣布，擴大投資印度、墨西哥、
越南、馬來西亞、台灣與捷克，透過區域生產據點支
援區域市場，例如墨西哥支援北美市場，以降低單一
生產基地支援全球生產比率，預計 2021 年非中國產
能將提升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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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加速 

• 富比士：新冠肺炎病毒推動數位轉型的 4 個面向，但未來是否將成為
常態，視企業能否實體虛擬模式相互搭配，讓優點互補。 

―通訊推動遠端工作：為了抑制疫情擴散，企業採行遠端工作的措施，
根據研究，有 49% 的員工在家工作，而通訊科技就是遠端工作的基
礎。除了技術，企業文化、組織模式也是決定遠端工作效率的關鍵。 

―線上訂餐外送：實體店增加線上外送舒緩平台營運問題。 

―線上虛擬活動舉辦方式：許多活動、會議及課程改以線上模式舉辦，
有成本低、彈性高之優勢。 

―雲端技術成熟：遠端工作、遠端會議都是線上，有良好的雲端基礎建
設可推動遠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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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擬成立「信任聯盟」 加速全球供應鏈遷出
中國 

•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正推動2項計畫，一是加徵關稅來懲罰中國瞞報疫情；二

是改變全球供應鏈布局，糾正過度依賴中國的情況也希望將供應鏈轉移到更友好的國家 

• 美國商務部、國務院和其它部門正在研究如何推動企業把外包業務和製造業遷出中國，稅

率優惠和補貼等具體方案都在考慮之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整個政府都在推動這個事

情」，各部門都在調查，哪些製造業屬於「關鍵」產業，以及如何在中國以外生產這些產

品。 

• 美國將試圖建立一個名為「經濟繁榮網」的「可信任夥伴」聯盟，其中包含企業和民間團

體。它們的運作都必須遵守同一套標準，無論是數位服務、能源和基礎設施，還是研發、

貿易、教育和商業等。美國國務卿龐皮歐4月29日表示，美國正在與澳洲、印度、日本、紐

西蘭、南韓和越南攜手「推動全球經濟的發展」。 

• 川普已經表態，可能對中國祭出新的關稅懲罰，除此之外，其它措施可能包含：制裁中國

官員和企業，拉近與台灣的關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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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地給人還修法！印度接洽超過千家美企「遷出
中國來印度」 

• 《彭博》報導，印度已接洽美國上千家企業，提供土地、人力、稅減等誘因吸引廠商轉移。 

• 印度官員透露，印度政府4月與美國1000多家公司接觸，為想要遷出中國的製造商提供誘因，
在討論的550多種產品中，醫療設備、食品加工、紡織品、皮革、汽車配件製造商列為優先。
官員稱，該國的低成本土地和勞力比起移至美、日要更省錢，雖然總成本仍高於中國。 

• 官員保證印度將考慮修改多項阻礙公司投資的主要絆腳石，如勞動法、擱置開徵數位稅等等。
其中1位官員說，印度貿易部已尋求美國公司的詳細回饋，讓印度的稅法和勞動法更有利於企
業。 

• 另位官員說，印度有望贏得參與醫療保健產品設備的美企青睞，如正與美敦力醫療產品
（Medtronic）和亞培（Abbott）討論將其設備遷至印度。2家公司並未立即回應評論請求，
但在孟買都有辦公處，也與醫療機構有往來，因此官員認為搬遷很有希望。 

• 對於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而言，這也是印度的轉機。企業遷移最終可推動土地、勞
工、稅收的長期改革，這些方面多年來阻礙了投資，莫迪連任後全國都有抗議活動。投資上升
也有助支撐遭武漢肺炎重創的經濟，幫助莫迪達成製造業佔25%GDP的目標。尤其是當前已有
1.22億人失業、主要城市封鎖下，創造就業的需求變得更加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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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重創全球經濟 對能源市場將造成永久性改變 

• 高盛2020/3/30： 

―疫情將對於能源產業及地緣政治，造成永久性的改變，另外，即
使在經濟活動回到正軌之後，全球石油需求量仍將受到限制。 

―疫情重創全球經濟，且將對國際油價造成嚴重的衝擊，受到石油
需求量下滑的影響，大規模且持續性的供給量調整，為必要採取
之因應措施。 

―武漢疫情亦對全球氣候變遷議題造成影響，由於疫情重創碳排放
產業，如：汽車、航空及郵輪等，預期將使這些產業今年的碳排
放量下滑。根據數據顯示，中國在停工高峰時期，碳排放量便大
幅下滑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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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對再生能源影響 
王健全副院長： 
‒若油價持續低迷可能會減緩再生能源(替代能源)的使用，例如風力發電，甚至可能會對離岸
風電進行紓困，影響低碳產業和節能減碳政策的推動。 
• 低油價或許會減緩再生能源的進展，但不會改變能源永續的整體趨勢 
• RENA《2018年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 
― 所有可商用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的成本均呈現下降，目前再生能源已可滿足新的發電

需求 
― 預估2020年投入發電使用的陸上風電及用於公用事業規模的太陽能光電 
― 項目所產生電力成本比新型燃煤、石油及天然氣便宜 
• IEA《全球能源評論》 
― 在COVID-19疫情影響下，全球對傳統能源需求出現史無前例的大減，中國、歐盟及美國

的CO2排放量降幅在8％-9％，預估2020年全球能源相關碳排放將減少近8%，創下自
201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 陳詩豪副所長： 
― 再生能源主要驅動力在政府，在能源轉型的執行強度上將受惠於油價降低而有更多籌碼
去發展。 
― 油品需求未來將受工作方式轉變的影響，公務、商務需求的旅次需求降低，旅遊需求不
會有過度爆炸的成長，供應鏈長度縮短，對運輸石油價格造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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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再生能源 

• IEA(國際能源署) (2020/3/30) ：當前的油價下跌或許會阻礙能源轉型政策的推動，畢竟廉價

的石油會降低發展綠能的動機，但反過來說，或許也是逐步取消4,000億美元的全球化石燃料

補貼的好時機。 

―油價下跌會阻礙能源轉型政策的推動，廉價石油會降低發展綠能的動機，應逐步取消化石燃

料補貼的時機。政府是否會繼續持綠色能源(太陽能、風能)、新興能源(氫、碳捕捉、封存) 

• 德國太陽能機構BSW (2020/3/30) ：敦促聯邦政府延長補助，因為政府補助是過去產業成功

的重要因素，也刺激企業投資。 

• RadianREIT(2020/4/14)太陽能融資公司創辦人Spano：疫情後，美國各州可透過再生能源項

目產生的就業機會來降低失業率，對再生能源帶來重大提振。 

‒ 當化石能源成本降低，則政府能源支出會大幅減少，對再生能源支出的可負擔能力就會提

高，更有能力去改變能源使用熱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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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企業對綠電需求大增，國內首波綠電「成
交」 

• 客戶與政策要求推動國內企業採用綠電：企業綠電需求與日俱增，除了來自Apple
等國際大廠對供應鏈的要求外，國際有RE100倡議（100%使用再生能源）、國內
環評審查、用電大戶條款等，都逐步要求企業使用綠電。以這次參與購電的台積電
為例，南科新設三奈米廠、竹科寶山研發中心環評時都承諾使用20%綠電，每年約
需15億度綠電。大江生醫則是國內第一個加入RE100的企業，承諾2030年達成
100%綠電。 

• 由於國內多數綠電都已經跟台電簽署躉購合約，綠電市場呈現供不應求、企業買不
到綠電的窘迫。台電已取得再生能源售電業執照。盤點台電自建的再生能源電廠
後，估計全年可為綠電交易平台挹注8.4億度綠電，也是目前全台最大綠電供給 

• 13家業者五筆交易  促國內首波綠電「成交」：由13家業者共同完成，含五筆交
易。買方為台積電、正崴精密、元太科技、大江生醫、正信不動產；賣方（綠電發
電業者）為台灣艾貴能源、曄恆能源、富崴能源、得禾能源、鴻元工程；交易方面
則是透過南方電力、瓦特先生、富威電力三家綠電售電業者進行。這批交易的綠電
來自五個太陽光電廠、總裝置容量近90.4MW。。 

77 

附件9 



78 

附件10 
東方線上調查：58% 台灣人喜歡在家工作 



IBM 調查：54% 美國人希望疫情結束後，仍能
以遠端工作為主 

• IBM 商業價值研究院2020/5/1發表了一份詳盡的調查報告，指出在 25,000 名成年受訪者中，有 54％ 的人希望在

疫情緩和，恢復正常上下班之後仍能以遠端工作為主要工作模式；若擴大到「偶爾」的話則上升至 75％。 

• 有 40％ 的人強烈認為，雇主應該提供遠端工作的機會讓自己選擇； 

• 蓋洛普的調查報告中也有 53% 員工希望繼續遠端工作，並且有 52% 的經理職因武漢肺炎爆發，讓他們更願意接

受員工提高遠端工作的比例。 

• 武漢肺炎似乎也對人們的經濟活動產生了結構性變化，讓越來越多人偏向減少跟他人實體接觸的機會： 

― 美國人將傾向減少大眾運輸：在經常搭乘公車、地鐵或火車的受訪者中，有高達 20％ 以上表示將極大幅度避免搭

乘大眾運輸，另外有 28％ 受訪者表示會降低搭大眾運輸的意願。   

― 此外更有超過 50% 接受過共享乘車服務的受訪者，表示會減少或甚至完全停止使用這些服務。 

― 傾向買更多的自有車輛，但不是現在： 有超過 17％ 受訪者表示真的是因為武漢肺炎考慮新添購汽車，但同時也

有超過 25% 受訪者表示確實武漢肺炎帶來的經濟影響，讓他們買車會觀望 6 個月以上。 

― 大型活動將消極一段時間：超過 50% 受訪者表示就算取消居家禁令，也不願意在 2020 年剩下的時間內接觸大量

人群，更有 75％ 受訪者表示他們不太可能在 2020 年參加面對面的大型貿易展覽會。但是酒吧、餐廳等消費意願

卻好得多，超過三分之一消費者表示他們會恢復去這些場所消費，只有約 10％ 的人表示不去。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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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疫情改變工作模式 

• 人力資源公司Robert Half 2020/4/17-4/22委託調查研究機構：調查發現有79%的
僱員現時是在家上班。問及過去數星期在工作上有正面的感受，可以複選。 

―60%的人認為在家裏上班是可行的；55%表示因為省卻來回公司的行程，工作與
生活的平衡已經改善；26%說更習慣使用科技；10%稱與同事更緊密合作；8%改
善與上司的關係。 

―對於回到原來的辦公室上班，有46%的人擔憂與同事緊密接觸；74%表示希望經
常留家工作多於以前的工作環境；有59%相信，如果工作團隊未能在同一個大樓上
班，難以與同事建立良好關係。 

―在疫情過後社交距離解除，72%受訪者考慮會否與人握手；73%計劃減少面對面
的會議；75%表示同事不在辦公室，他們已準備作出支援或代為完成工作；56%說
在辦公室減少使用公共地方；61%重新考慮是否親身出席商業活動及59%前往出
差；69%思考減少與同事之間社交及建立團隊的活動。 

―員工預期公司採納的新常態，其中85%期望可以經常留家工作；73%認為要改善
清潔措施；68%說要減少面對面的會議和訓練；48%認同員工不同的工作時間表；
40%希望改變辦公室布局；26%要求僱員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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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居家辦公實施到2020年底或永遠 

• 矽谷和西雅圖的科技公司都是最早要求員工在家工作的公司之
一。公共衛生專家表示，這些行為可能有助於及早實現社會隔
離，並可能阻止了舊金山灣區和西雅圖爆發更嚴重的疫情。 

―Google和Facebook將允許員工在家辦公直到2020年底 

―Amazon和Slack可居家辦公到2020/10和2020/9 

―Twitter允許部分員工永遠在家工作Twitter will let some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forever’ 

• 臉書創辦人祖克柏：未來五到十年內間，可能會有50%的臉書員
工變成在家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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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改變消費和商業活動？ 

• CME Group的高級經濟學家兼執行董事Erik Norland  

消費者和企業行為可能有以下五種改變。  

1. 供應鏈：全球化與本地化、集中化與多元化-擴大產品供應來源/增加本地生產 

2. 出外交通更靈活：僱主和僱員都認識到居家辦公，或在辦公室以外地點辦公的可能

性。 

―省租金成本/省下交通時間/提升生產力，此次危機可能為全世界開啟了另一種全新的

工作生活平衡模式。 

3. 減少出差：雖然面對面會議以及與群體活動有相當的必要性，但商務旅行是項龐大

開支，也非常耗時，減少出差可能影響航空公司、飯店及能源消耗 

4. 網購更勝實體零售：零售的性質可能正從店內購物變為將店面作為一個展示廳，讓

消費者能夠體驗產品，隨後網上購買。商店從盈利的核心變為類似展示廳的主要成

本，可能更多店主不願意或者無能力再支付租金 

5. 增加儲蓄/增加持有現金：持有更多現金是防患於未然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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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泡泡、紐西蘭推亞太隔離圈、快捷通道 

• 「旅行泡泡」：兩個或更多已經成功遏止疫情擴散的國家同意劃定一個「泡

泡」，泡泡裡的居民可前往彼此的國家，無須經過14天的強制隔離 

• 「波羅的海泡泡」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組成，是歐洲第一個旅行泡

泡；北歐的挪威和丹麥也對彼此解封，但把瑞典排除在外，因為斯德哥爾摩當局

的抗疫態度較為寬鬆。自6月15日起，包括德法等歐洲國家開始大動作開放邊界，

放緩延續了近3個月的管制，不過對象多半是其他歐盟國家。 

• 紐西蘭副總理彼得斯推動形成亞太「隔離圈」的構想，這個隔離圈是指在已成功

控制疫情的亞太國家之間恢復正常往來，包括台灣、南韓、新加坡在內。 

• 中國和新加坡已開通了「快捷通道」，但只提供商務和公務人員申請，核准後人

員必須在離境前和落地後各篩檢一次，若呈現陰性，便可依據核准的行程移動，

無須隔離兩週。中國僅有6個省市開放：上海、廣東、天津、重慶、江蘇和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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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A警告：航空客運至少2023年才能回到疫情前水準 

• 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預估，疫情對航空市場的影響將持續多年，至少要等到2023年之後，客運
量才會恢復疫情前的水準。 

• IATA說，自疫情大流行開始以來，歐洲和美國的航空旅遊需求已下降超過90%，並警告，如果經濟封
鎖和旅遊限制繼續延長，復甦將更加緩慢。 

• IATA總幹事兼CEO朱尼亞克(Alexandre de Juniac)指出：「我們正要求政府採取分階段的方法來重啟
該產業，讓飛機再次升空。」他預期今年夏天就能恢復飛行。 

• 「我們正在推動政府不要對來自任何地方的旅客實施兩周的隔離措施。」「如果繼續實施這些健康和
衛生控制措施，那就沒有用了。對於旅遊業而言，這絕對是關鍵，而旅遊業對歐洲的許多國家都至關
重要。」 

• 「我們的目標是在第2季末之前重新開放和促進國內市場，並在第3季之前開放區域或大陸市場，例如
歐洲、北美或亞太地區，並在秋季之前開放洲際市場。」「因此，在夏季，我們希望歐洲內部的航班
恢復，並預期出現誘人價格和非常安全的嚴控過程。」 

• 「只要擁有特殊的設備、特殊的控件、特定的清潔功能，就可以將風險降低到永遠不會為零但可以忽
略不計的水平。這是我們基於研究，我們正在使用的設備以及更重要的是安全的堅定信念，安全是這
個產業的最優先事項。」 

• 朱尼亞克強調，乘客的安全至上，而復飛最終取決於政府，「我認為旅客希望我們可以提供安全的衛
生和健康控管程序。我們正與各國政府合作。」「我們希望至少在歐洲有可能恢復安全飛行，但這將
取決於政府取消旅遊限制和關閉邊境的決定。」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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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博志顧問20200409 
• 疫情後供應鏈改變： 

‒ 製造業之供應鏈安全會提高到國家安全層級，醫療物資等產品各國會想維持自己的供應鏈 

‒ 全球分工不會消失，但將結合各國對中國不公平政策之不滿，世界將產生新的做法 

‒ 未來全球會發展出更多水平分工，把生產範圍或生產鏈很長的一段留給自己做，國內建立業者合作的關鍵競爭力
部門，並政府可以促成與友好國家進行產業合作，建立公平合作生產的國家鏈。 

‒ 政府可以協助台商生產基地移轉回台灣或其他國家， 

• 疫情後之消費轉變：疫情後會改變人們、國家的觀念與行為，未來社會經濟的各種決策、行為都會把疾病的風險
考慮進去，防災意識會提高，特別是沒有人幫助的風險意識會提高。鄰近國家狀況若未穩定，則仍有風險。因疫
情是所得減少，對消費支出將有影響，不太可能期待有爆炸性的成長，恢復速度應比金融危機來得快。 

‒ 新增使用網路人口；消費者服務轉為網路 

‒ 短期消費在疫情後會有一點增加，室外娛樂活動的消費行為會增加。 

‒ 國際觀光將會沉寂一段時間，國內旅遊即使政府不鼓勵也會超過原來的成長。國內旅遊應創造更多價值，讓民眾
願意在國內遊樂，品質可以提高，增加更多的選擇，國土使用放寬民間合法經營等法規應鬆綁。 

• 失業：短期失業需要用印鈔票的方式穩住，需要發coupon，長期可能會造成財政問題。若疫情短，狀況很快就會
恢復，疫情長，則關掉的店家就會越多，所以政府紓困就在於讓他不必關、不失業。 

• 配送系統：因應封城後的日常用品配送需要，可輔導建立「區域型」防疫配銷產業的發展，發展更安全有效率的
分配系統，並輔導失業者進入配送產業，例如社區型餐廳和社區零售市場等配送。 

• 國際經濟與能源：疫情後，世界經濟規模會比預期小，能源價格會回升，能源不致短缺，電力供應壓力不致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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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俊榮顧問20200416 
• 目前國際對未來局勢都看壞 

‒ 柏南克(Bernanke) ：由V型復甦到U型復甦；末日博士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認為I型下滑 
‒ 即使疫情到第２季控制，復甦也不會很快，且疫情拖久，將產生倒閉和解雇等結構性問題 

• 對疫後情勢研判—今年為中國大陸發展的分水嶺，從崛起到離開，對台灣意義 
‒ 對台灣廠商最好是供應鏈越多越好準備，有根台商可轉地出貨 
‒ 亞洲會有一個不包含中國的新供應鏈，可能由日本主導，或是沒人主導。 

（產業、廠商間如何摒除過去過度競爭？尤其知識、技術屬性的產業，現在發展趨勢，政府除協助尋覓生
產基地，能否有更積極的政策配合? 組織虛擬國家隊，或更遠大目標，才有翻轉的機會。） 

‒ 全球化的退縮問題：疫情帶來不確定性的風險成本，短鏈化更快成形。 
• 對供應鏈建議 

‒ 台灣應掌握一些最終產品，整個供應鏈才會安全、有保障。(最終市場介入不易，如日商合作或朝比較長期
的規劃，從比較熟練的最終產品開始) 

‒ 將來可能會依據產業型態而會有一些不同的Location。對平常沒利基但很重要的產品，政府可透過國營事
業Maintain；對有利基但過去沒發展的產品，可用資源發展(產業分散化、國家安全、市場獲利) 

‒ 不同的性質做不同的政策。盤點資源、利基的產業，搭配AI、5G等，建立新產業模式。 

• 對內需看法 
‒ 內需要發展，只有一個條件，就是所得要高，因為所得不高，很難落實。 
‒ 疫後只有消費習慣的改變，其他如產業、生產活動因與外界、供應鏈連結很強，較不受影響。 
‒ 經濟發展到某程度時，內需的Content變得重要，好的內需必須被支撐起來，經濟發展才會比較穩固，消

費會跟以前不一樣，經濟部可與文化部跨部會合作，做出好的內需。 
• 對油價看法：將維持很長時間的低迷 

‒ 低油價至少資源配置成本不需要顧慮，對台灣是好事。 
‒ 單從能源來看，油價低對電動車、再生能源的發展可能不是好事。 

• 對ECFA看法：對原享有零關稅的少數產業有影響，從整個國家資源，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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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詩豪副所長20200415 
• 疫情影響能源範疇 

‒ 供應鏈斷鏈、封城使交通中斷，使石油、煤炭需求大幅下降；天然氣價格與油價連動 

• 疫情中油價趨勢： 

‒ 減產：OPEC Plus減產幅度不如需求減少的幅度；傳統石油開採是長期投資，無法貿然停工與復產，且中東國家
以石油銷售支撐其國家財政；頁岩油開採或停產具有很大的彈性，因此，最大的生產國美國已開始減產，希望能
穩住油價。 

‒ 儲油庫存空間：美國、中國油品戰力和商業儲備已滿，甚至以油輪進行儲備，吸收產量，造成油輪儲油價格持續
上漲 

‒ 金融避險操作：4月油價期貨降負數係因油品在金融市場進行避險操作。 

‒ 油價回升指標：油輪價格租金開始下跌，代表油輪卸油，油輪運能再起。 

• 煤炭與天然氣價格趨勢：天然氣取代煤炭用於發電與供熱為國際趨勢，需求逐年增加，因其較潔淨。LNG價格降
低可使國內發電成本降低；先進國家已漸少煤碳使用，而新興國家主要使用煤炭發電，因其固態運送容易，煤炭
成本占發電成本比重不高，煤價波動對電價影響不大。 

• 對再生能源的影響： 

‒ 短期離岸風電、太陽能光電等工程可能會延誤，若因疫情使油價長期維持在低點，會影響到再生能源的投資。 

‒ 當化石能源成本降低，則政府能源支出會大幅減少，對再生能源支出的可負擔能力就會提高，更有能力去改變能
源使用熱值結構。 

• 疫情後之能源趨勢： 

‒ 再生能源主要驅動力在政府，在能源轉型的執行強度上將受惠於油價降低而有更多籌碼去發展。 

‒ 油品需求未來將受工作方式轉變的影響，公務、商務需求的旅次需求降低，旅遊需求不會有過度爆炸的成長，供
應鏈長度縮短，對運輸石油價格造成壓力。未來油價可能會回到3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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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全副院長20200424 
• 供應鏈： 

‒ 供應鏈將重新調整，如半導體供應鏈將離開大陸，但需要土地勞動的玩具、成衣、紡織會移動到印

尼、越南，工具機、石化、塑化將留在大陸。因應短鏈需要部份產品將移到目標市場附近作備援基

地，例如，美國為目標市場將以墨西哥為備援基地，東南亞供應鏈也會進行整合。 

‒ 各國會於國內建立自主的公衛產品、戰略民生物資、酒精之供應鏈。 

‒ 日美將採取供應鏈撤出中國的政策。 

‒ 產業供應鏈撤出中國的方向應人金物流中斷而有停頓，但趨勢不會改變，特別是歐美高階需求的供應

鏈會離開。產業供應鏈是否外移要是產業特性和供應市場的影響。 

• 服務業：過去幾年受一例一休、中國限制陸客來台及疫情影響，未通報的無薪假和減薪的受影響人數

可能比實際人數多 

‒ 服務業經營困難，應協助留住企業和員工。 

• 國際經濟趨勢： 

‒ 疫情後經濟復甦要是疫情是否完全能控制、市場需求變動、供應鏈、運輸是否能恢復正常。 

‒ 歐盟可能會崩解，特別是移民觀光申根簽證受到挑戰。 

‒ 60%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為U型復甦，少數專家認為會有階段性、局部性的反彈。 

‒ WTO大型經濟整合將受到衝擊，但雙邊國家的FTA將會積極持續，CPTPP運作也會持續。 
89 



王健全副院長20200424 
‒ 預估美國疫情將在第三、第四季落底，大陸會成Nike型復甦，預估高所得者會有報復性消費，大陸目

前全力以線上消費進行擴大內需的轉型，進行基礎建設的投資和線上轉型。 

‒ 日美加速去全球化，日本朝智慧製造，運用AI、5G工具、機器人，大數據和遠距開設無人工廠。 

• 油價： 

‒ 油價下跌應不會太久，預計第三、四季落底，年底油價可回升至30元，明年可達50元。 

‒ 若油價持續低迷可能會減緩再生能源(替代能源)的使用，例如風力發電，甚至可能會對離岸風電進行

紓困，影響低碳產業和節能減碳政策的推動。 

• 未來策略： 

‒ 報復性消費還集中於某些部分，M型社會消費使低階增加購買力難，應鼓勵高階消費 

‒ 疫情可以示產業升級轉型的機會，像數位轉型、AI、自駕車、電動車等發展，應提出財政誘因。 

‒ 可藉台灣抗疫成功形成的台灣品牌的暈輪效果，進行推校與投資，與美國技術連結，公衛產品供應鏈

可相互投資。 

‒ 針對特定產業和特定人才需要特別引進政策，如科技金融人才、文創人才等，薪資稅負的減免 

‒ 未來應對服務業進行鬆綁，例如長照、雙語教育、高階製造中心等。 

‒ 高階消費的鼓勵以及運用預付款的方式來先幫有困難但品牌形象良好形象的企業度過難關，等到疫情

過之後，再進行消費。政府可以幫忙做履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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