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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鏈結海外僑臺商與臺灣產業共同發展」研究旨在動態掌握全球僑

臺商的營運動向與對當地經營環境的評估，期中報告在 2022 年第 2 季運

用線上問卷調查 1 千 5 百餘位海外僑臺商，系統性建立全球僑臺商企業經

營動能等指數，以提供各界參考。本案另深入訪談 27 位具代表性僑臺商，

廣泛蒐集各地意見與建議。本案研究成果據以研提相應輔導政策方案，作

為未來強化海外僑臺商在地經營，以及連結臺灣經貿實力與產學資源提供

委託單位參考。歸納本案期中研究發現如下：

首 先 ， 本 研 究 透 過 僑 臺 商 經 營 動 能 指 數 （ Overseas  Compatriot

Business Momentum Index, OC-BMI）以 50 分為景氣判定標準，反映全球

各地區僑臺商對於當地景氣評估。整體而言， 2022 年第 2 季全球非服務

業 OC-BMI 為 51 分，顯示全球僑臺商非服務業景氣擴張。各洲以北美洲

55.3 分最高，其次依序為亞洲、非洲、大洋洲、中南美洲；歐洲則為 44.2

分最低。2022 年第 2 季全球服務業 OC-BMI 為 51.5 分，高於 50 分景氣榮

枯線，顯示全球僑臺商服務業景氣趨於擴張。各洲以歐洲 61.2 分最高，

其次依序為大洋洲、北美洲、亞洲、中南美洲；非洲則為 38.8 分最低。

其 次 ， 僑 臺 商 經 營 預 期 指 數 （ Overseas  Compatriot  Business

Expectations Index, OC-BEI）以 50 分為景氣判定標準，呈現僑臺商對於下

一季經營景氣看法。2022 年第 2 季全球非服務業 OC-BEI 為 52.5 分，高於

50 分景氣榮枯線，顯示全球非服務業僑臺商普遍預期下一季景氣趨於擴

張。各洲以大洋洲 56.5 分預期最樂觀，其次依序為亞洲、北美洲、中南

美洲、歐洲；非洲則為 38.2 分最低。2022 年第 2 季全球服務業 OC-BEI 為

53.8 分，高於 50 分景氣榮枯線，顯示全球服務業僑臺商普遍預期景氣趨

於擴張。各洲以大洋洲 62.5 分預期最樂觀，其次依序為歐洲、亞洲、北

美洲、中南美洲；非洲則為 30.9分最低。全球僑臺商 OC-BEI 參考指標預

期原材料與中間商品的成本與工資顯著上升，成本上升壓力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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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Overseas Compatriot Doing Business Index, OC-

DBI）綜合反應僑臺商對於當地營商環境看法，以 50 分為分界線，藉以

評估當地營商環境優劣。2022 年第 2 季全球非服務業 OC-DBI 為 47.3 分，

低於 50 分，顯示全球非服務業僑臺商普遍營商環境不利。各洲以亞洲

50.3 分最高，其次依序為北美洲、大洋洲、歐洲、中南美洲；非洲則為

30.4 分最低。同樣的，2022 年第 2 季全球服務業 OC-DBI 為 46.5 分，顯示

全球服務業僑臺商普遍認為營商環境不利。各洲以亞洲 49.8 分最高，其

次依序為北美洲、歐洲、大洋洲、中南美洲；非洲則為 17.6 分最低。在

資金面如利潤匯出、融資便利、應收帳款、租稅負擔等方面，全球各洲皆

出現惡化的情形。而成本面如水電成本、勞工成本、運輸成本方面，是全

球各洲惡化最嚴重的項目。

另，全球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未來希望獲得由外館資源服務項目

仍以「獲得投資海內外相關商機訊息」與「稅務諮詢」、「融資貸款」、

「擴展當地通路」為主。除欲掌握投資趨勢外，在稅務、融資貸款等資金

面的議題，亦是僑臺商尋求協助的重點。不過，在資源需求項目中，服務

業與非服務業仍因產業特性而有不同需求：「擴展當地通路」為全球經營

服務業僑臺商主要需求服務之一，顯示從事服務業的僑臺商海外經營型態

多元，規模相對較小並且需要貼近當地市場服務。而非服務業僑臺商則有

30.4%表示需要「獲取海外商機資訊」協助，表示從事非服務業的僑臺商

希望拓展海外經營的機會，掌握商機趨勢脈動，尤其國際疫情蔓延後，部

分產業與市場出現變化，產業也需要因應調整。

最後，彙整各大洲僑臺商的政策建議如下：

1. 亞洲僑臺商多建議持續舉行僑臺商線上交流活動、提供法務與稅務相關

議題之專業諮詢與建議，以及疫後相關商機資訊提供。

2. 北美洲僑臺商建議：建立專家諮詢小組，協助僑臺商進入當地市場，擴

大雙邊優勢產業合作，例如臺美半導體供應鏈、綠色能源等領域，以及

透過新成立商機委員會尋求商業合作機會、以開拓當地內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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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南美洲僑臺商建議輔導僑臺商申請信保基金與協助運用相關融資管道，

以及建立專家諮詢小組，協助僑臺商進入當地市場。

4. 歐洲僑臺商建議與歐洲之經貿合作持續升溫，應強化提供相關資訊給予

僑臺商，提供歐盟地區法務和稅務相關專業建議。結合歐洲僑臺商與臺

灣新創能量，並且考量國際實習計畫能納入僑臺商企業並至僑臺商企業

實習。

5. 非洲僑臺商建議，強化擴大非洲專案與信保基金貸款，提供臺商進入當

地市場評估投資報酬率，以及提供國際情勢與相關投資商機資訊。此外，

非洲僑臺商亦有人才與職訓培訓需求，建議整合相關人力媒合平臺，串

聯具有實際經驗的銀髮顧問至當地，並展開中階的職訓培訓項目。

6. 大洋洲僑臺商建議，輔導僑臺商申請信保基金與協助運用相關融資管道，

提供國際情勢與相關投資商機資訊，以及媒合臺灣服務業人才至海外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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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論─2022 年全球投資環境

第一節　計畫背景

壹、研究主旨

在全球疫情逐漸趨緩，各國經營環境也出現大幅度的變遷。因應疫

情衝擊下，各國無不以恢復國內經濟為主、積極進行區域經濟整合布局，

並發展綠色經濟對應全球氣候變遷。但由於各地區（先進經濟體與發展中

國家）的經濟復甦速度不一，誘發全球供應鏈解構與再重組。對海外僑臺

商而言，雖有短期挑戰，更有轉變發展的長足機會。當前僑委會持續精進

對海外僑臺商的服務，於強化與臺灣的高等院校與研發機構的優勢之餘，

亦有必要因地適時提供當地僑臺商差異化服務，藉以提升與臺灣產業合作

及科技的優勢鏈結。為促成此政策效益，本專案認為需即時掌握海外區域

僑臺商的經營動態，以及產業技術發展需求。同時也蒐集對當地經營環境

評價，並分享各界參酌運用。

本研究團隊於 2022 年執行「鏈結海外僑臺商與臺灣產業共同發展」

研 究 ， 透 過 線 上 問 卷 調 查 ， 系 統 性 建 立並發布僑 臺 商 經 營 動 能 指 數

（Overseas Compatriot Business Momentum Index, OC-BMI ）、僑臺商經營

預期指數（Overseas Compatriot Business Expectation Index, OC-BEI ）及僑

臺 商 營 商 環 境 指 數 （ Overseas  Compatriot  Doing  Business  Index,  OC-

DBI），輔以整理僑臺商外館資源利用概況，結合代表性僑臺商的深入訪

談，蒐集其意見與建議意涵，並據以研提相應輔導政策方案，編製海外各

地投資及經營環境，用以突顯各海外僑臺商據點之經濟發展契機與挑戰。

「鏈結海外僑臺商與臺灣產業共同發展」研究案，透過對海外僑臺

商企業投放調查問卷，形成海外各地投資及經營環境的 OC-BMI、OC-BEI

及 OC-DBI 等 3項指數，進而掌握全球僑臺商企業營運動向，提供海內外

企業國際經營布局及投資參考，進而推動「深化海內外產業鏈結與合作」、

「促進臺商升級及轉型」及「共同推動臺灣產學研前進海外」等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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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匯聚海內外資源及能量，促成僑臺商與臺灣產業共同發展，壯

大臺灣。

貳、全球經濟展望與僑臺商經商環境風險

儘管 2022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逐漸降溫，然而，全球各經濟體復甦

程度不均且疫情陰霾仍未散去。在通膨不確定性、更加嚴峻的財務狀況以

及地緣政治危機所產生的負面外溢效果影響下，2021 年由國際市場需求

所推動的疫後經濟復甦再度放緩，而全球資本流動趨勢難以預測，並充滿

風險與挑戰。

以下展望 2022 年全球經濟的主要風險與挑戰，全球僑臺商在此等國

際重要經濟及政治情勢影響下，應重視全球通膨以及各國貨幣政策方針以

預做因應。我政府亦應提出相關政策作為，建議僑臺商重視疫情後時期相

關商機，並運用政策協助因應全球趨勢下可能衍生的經營風險。

一、全球經營環境分析與經濟展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於 2022 年 4

月 19日發布《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指出，在

經歷 2021 年強勁復甦後，全球經濟活動已出現放緩，全球 GDP成長率預

估將由 2021 年的 6.1%下滑到 2022 至 2023 年的 3.6%。有鑑於各國經濟刺

激政策退場與旅遊業等跨境服務貿易表現持續低迷，以及戰爭、疫情等因

素對貿易形成不利影響，預估 2022 年全球貿易量成長率為 5.0%，較 2021

年的 10.1%大幅減少，2023 年將進一步放緩至 4.4%，後續貿易成長動能

亦將持續走低。各全球主要經濟體經濟成長率預期詳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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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全球與各經濟體 2021-2022 年 GDP成長率（預期）

項目類別
預期成長率

（%）
與上期預期差異

（百分點）
2021 2022 2021 2022

全球 6.1 3.6 -0.8 -0.2
先進經濟體 3.3 2.4 -0.6 -0.2
美國 3.7 2.3 -0.3 -0.3
歐元區 2.8 2.3 -1.1 -0.2
德國 2.1 2.7 -1.7 0.2
法國 2.9 1.4 -0.6 -0.4
義大利 2.3 1.7 -1.5 -0.5
西班牙 4.8 3.3 -1.0 -0.5
日本 2.4 2.3 -0.9 0.5
英國 3.7 1.2 -1.0 -1.1
加拿大 3.9 2.8 -0.2 0.0
其他先進經濟體 3.1 3.0 -0.5 0.1
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 3.8 4.4 -1.0 -0.3
新興與發展中亞洲地區 5.4 5.6 -0.5 -0.2
中國大陸 4.4 5.1 -0.4 -0.1
印度 8.2 6.9 -0.8 -0.2
東協五國 5.3 5.9 -0.3 -0.1
新興與發展中歐洲地區 -2.9 1.3 -6.4 -1.6
俄羅斯 -8.5 -2.3 -11.3 -4.4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 2.5 2.5 0.1 -0.1
巴西 0.8 1.4 0.5 -0.2
墨西哥 2.0 2.5 -0.8 -0.2
中東與中亞地區 4.6 3.7 0.3 0.1
沙烏地阿拉伯 7.6 3.6 2.8 0.8
沙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3.8 4.0 0.1 0.0
奈及利亞 3.4 3.1 0.7 0.4
南非 1.9 1.4 0.0 0.0

資料來源：IMF （202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 2022.

歐盟執委會亦於 2022 年 5 月 16日發布《2022 春季經濟預測報告》

（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 Spring 2022）指出，隨著先進經濟體解封，

部分產品的需求逐步降低，使新興市場國家出口動能尤其受到影響，2022

年全球貿易成長將明顯放緩。此外，烏俄戰爭、大宗商品價格高漲以及全

球航運滿載等因素皆對全球貿易活動構成壓力，預期美元強勢亦將增加貿

易融資成本，對全球貿易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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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於 2022 年 5 月 18日發布的《2022 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

告》中，將 2022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下修為 3.1%，增幅小於同年 1 月預估

的 4%，並預期全球通膨率上升至 6.7%，為 2010 至 2020 年間平均水準的

兩倍。聯合國指出，全球經濟正面臨新冠疫情期間產生的巨大通膨壓力，

封城以及封閉邊境等疫情管制措施阻斷全球供應鏈，儘管民生需求已於疫

情管制措施鬆綁後逐漸提升，生產端仍面對大幅挑戰。美國的通膨率已達

到 40 年來的最高水準，西亞、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國家的通膨亦呈現上

升趨勢，食品和能源價格高漲並產生連鎖反應，使多個經濟體的核心通貨

膨脹率大幅上升。

此外，烏俄衝突更導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由於貧困家庭將大部分

收入用於購買食品，因此受到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尤其大。食品

價格的急劇上漲可能使數百萬人陷入貧困，進一步加劇不平等，並使發展

中國家的糧食供應情勢惡化。

IMF則指出，烏俄戰爭為導致全球經濟表現再度放緩的主要原因，若

未出現即時解決方案，相關衝擊可能更加明顯。隨戰爭影響與價格壓力擴

大，通膨持續時間恐較先前所預期的長。儘管戰爭為能源與糧食價格上漲

的主因，惟氣候因素導致今年度農作收穫遞延，以及石油與天然氣價格上

漲推高化肥成本等因素亦加劇糧食價格與供應危機，加劇糧食供應危機，

預估糧食價格上漲趨勢將持續至 2023 年。

歐盟執委會亦指出，烏俄戰爭擴大全球供應鏈瓶頸，並對經濟前景

帶來重大影響。今年 2 月至 4 月以來，煤礦、天然氣等能源商品與銅、鋅、

鎳等金屬，以及玉米、小麥及棉花等糧食商品價格已出現明顯漲幅。另一

方面，中國大陸的動態清零政策亦加劇全球製造業面臨的困境，儘管

Omicron變種病毒在歐美形成的經濟影響有限，但在亞洲地區的影響仍相

當巨大，病毒蔓延導致中國大陸多個城市封控停工，對全球供應鏈形成額

外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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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經商環境挑戰與商機

（一）烏俄戰爭增加供應鏈與市場風險

IMF指出，烏俄戰爭促使生產鏈中斷並干擾跨境支付體系，嚴重擾亂

全球貿易。此外，烏俄戰爭大幅推升能源與大宗原物料價格，鑒於天然氣

高度仰賴管道運輸，因此預期價格長時間上漲的可能性高於石油。而儘管

糧食價格已處高價位區間，預估仍將進一步上漲，並以小麥漲幅最為明顯。

烏俄戰爭亦阻斷晶片與電池等供應鏈，並加劇供應鏈生產端的挑戰。

烏克蘭與俄羅斯皆於部分全球供應鏈中占重要地位，例如用於矽晶片生產

的上游原料氖氣即由兩國擔任主要供應地，氖氣供應鏈中斷將加劇晶片短

缺問題，並惡化汽車與電子產品下游生產商所面臨的挑戰。此外，烏克蘭

電子線路系統生產停擺已造成德國車廠停工，而俄羅斯出口的鈀、鎳等金

屬短缺，則將提升電池等產品成本。

金融市場方面，國際間對俄制裁預期將增加市場運作挑戰以及債務違

約風險。奧地利與義大利等歐洲國家的銀行體系對俄羅斯曝險的主要來源

為在當地出資設立的俄羅斯子公司，而即便與俄羅斯直接金融連結較少的

國家，投資者亦可能基於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而重新評估市場風險，使

金融市場面對更長期的挑戰。

世界銀行進一步指出，儘管東亞與太平洋地區與俄、烏兩國間的直接

貿易和投資關係有限，俄烏戰爭與伴隨而來的制裁措施，很可能提高國際

食品和燃料的價格，傷害消費者和經濟成長，並使通膨預期失去基礎。投

資者因應風險可能導致資本外流，從而導致匯率貶值、股市價格下跌和風

險溢價上升，並抑制消費者支出和商業投資。

（二）全球通膨推升金融壓力與產業經營成本

世界銀行於今（ 2022 ） 年 6 月 發布的《全 球 經 濟 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報告中大幅下調全球經濟成長預測，並警告全球經

濟可能陷入類似 1970 年代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的風險，並預測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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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成長將放緩至 2.9%。世銀指出，烏克蘭戰爭加劇疫情的傷害，

並推動全球經濟放緩，疲弱的成長與高漲的物價，將加深貧窮國家難以脫

離貧困情況。

圖 1-1　全球 2021-2023 年通貨膨脹率（預期）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22）,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 2022.

歐盟執委會則指出，境內通膨壓力除增加企業營運成本外，亦導致融

資條件快速緊縮，與原物料短缺共同限制投資活動。能源商品價格上漲與

俄羅斯天然氣供應削減造成的影響將使歐盟經濟成長大幅下跌，並推高通

膨率。若情況持續嚴峻，將使 2022 年經濟表現出現衰退。此外，若大宗

商品價格持續維持高位，將對能源密集型製造業與農業等市場產生負面衝

擊，尤其是歐盟以外依賴糧食與能源進口的貧窮國家，上述價格壓力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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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社會穩定構成風險。

巨大通膨壓力亦伴隨融資條件風險增加，高通膨率將導致金融條件比

預期更加緊縮。利率上升與需求放緩可能導致金融與非金融資產出現重新

定價風險，造成銀行機構負擔，降低融資可用性。在通膨效應逐漸顯現下，

許多先進與新興經濟體將面臨類似問題。此外，美元進一步升值與融資成

本提高，大幅增加新興市場經濟體匯率與融資條件壓力。

IMF進一步指出，美國為控制通膨的貨幣緊縮速度快於預期，對新興

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外部金融狀況形成壓力，債務水準較高且融資需求

較大的國家尤其易受影響。同時，疫情導致創紀錄的債務規模將使新興市

場與發展中經濟體更加容易受到升息影響，據統計，2013 年新興市場與

中所得經濟體（EMMIEs）債務占 GDP 比例中位數為 40%，2021 年則為

60%，而低所得發展中國家（LIDCs）2021 年債務占 GDP 比例中位數則幾

近為 2013 年的 2倍。隨借貸成本增加，利息支出可能顯著擴張，造成該

等國家預算壓力，並使債務償還更加艱鉅。

（三）疫後經濟復甦風險仍高

世界銀行指出，雖各國經濟仍持續復甦，惟不同產業的復甦出現不均

的情況。資通訊、金融以及農業等產業復甦速度較快，但運輸、住宿和餐

飲產業的表現仍然遠遠低於疫情前的水準。

除了產業復甦不均之外，各經濟體的經濟復甦亦呈現不均，中國大陸

的經濟在 2021 年成長 8.1%，2021 年第 4 季的強勁表現，大致消除 2021 年

第 3 季因 Delta變種病毒所導致的低迷現象。印尼和馬來西亞 2021 年底的

表現亦恢復疫情前的水準，菲律賓和泰國的表現則不然，但在疫情管制措

施進一步放寬以及疫苗接種率上升的情況下，其 2021 年第 4 季的經濟成

長已有所加速。柬埔寨、蒙古、菲律賓與泰國的經濟成長預計將在今年達

到疫情前的水準，但世銀評估許多太平洋島嶼國家甚至到 2023 年仍不太

可能恢復疫情前的表現。

新冠肺炎疫情亦惡化部分發展中國家貧富不均的情況。例如印尼的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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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在疫情期間上升，自 2019年 3 月的 37.0 上升到

2021 年 3 月的 37.3。中國大陸的收入吉尼係數也略有增加，自 2019年的

46.5增加到 2020 年的 46.8。世銀的初步模擬分析指出，蒙古、越南、菲

律賓、緬甸、寮國和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吉尼係數，也可能呈現上升態勢。

而在減貧方面，中國大陸 2021 年 GDP強勁成長，使貧困人口數量在

疫情期間持續下降，已恢復疫情前的預測水準；但在其他發展中地區，新

冠肺炎疫情的經濟衝擊，加上大多數國家緩慢的經濟復甦，使 2020 年和

2021 年的全球減貧進展受挫。雖然世界銀行預期，隨著各國經濟復甦逐

漸走上軌道，預期貧困人口將在 2022 年再次下降並達到疫情前的水準，

但也提及俄烏衝突造成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可能會威脅到 2022 年減貧

的預期進展。

此外，儘管目前疫情帶來的影響逐漸趨緩，但仍存在惡化風險。今年

上半年中國大陸與部分亞太地區國家病例數量仍不斷增加，即便 Omicron

病毒株的症狀相對輕微，但現階段評估由 Omicron延伸的變種病毒已不構

成威脅仍為時過早，應及早防範未來再度出現具高傳染率與重症情況的變

種病毒。

（四）美中對抗局面持續，全球產業鏈分流趨勢不減

2018 年美中貿易戰起，兩國的競逐擴及貿易、科技與金融各層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於今年 2 月 11日出席四方安全對話

（Quad）成員國外長會議前稱，儘管美國目前高度關注俄烏局勢，然而，

美國更長期的挑戰則為中國大陸對傳統秩序的動搖。

美國拜登政府上任後，仍延續美國對中國大陸的保護性關稅措施，並

全面審查雙方第一階段協議，此外，亦積極推動海外基礎建設計畫，以期

作為開發中國家在中國大陸「一帶一路」以外的替代選項。2021 年中，

美國總統拜登於七國（G7）峰會中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倡議，目標於 2035 年前籌措 40兆美元，來滿足中低

收入國家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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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 B3W計畫在美國立法進程受阻，G7 於今年 6 月 26日推動的「全

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 （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GII）則縮減規模，預期在 5 年內籌集 6 千億美元的私人和公

共資金，提供給發展中國家作為興建基礎設施所需，並由美國認購 2 千億

美元的額度，顯見美國與中國大陸競逐發展中國家影響力的政策目標不變。

在關稅方面，美國商務部於今年 6 月表示正在考慮取消部分對中國大

陸加徵的關稅， 以緩解國內通膨壓力 。 美 國 商 務部長雷蒙多（ Gina

Raimondo）指出，為解決當前給民生帶來極大壓力的通膨問題，拜登政

府正在研議取消部分對中國大陸加徵的關稅，並將優先移除家庭用品、腳

踏車等商品的關稅，惟基於國安等理由，包括鋼鋁等金屬的關稅仍將維持

不變。

在技術方面，美國正在研擬政策，以限縮中國大陸取得有助軍事與科

學發展的技術管道。今年七月，美國商務部轄下主導出口管制的工業暨安

全局（Th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表示，美方官員依烏俄戰

爭期間禁止對俄羅斯出口先進技術的相關經驗，研擬擴大對中國的出口管

制，以限制中國大陸軍事及科技發展。在技術出口限制上，除了規範傳統

軍用技術，亦將中國企業協助北京進行監控、以及在新疆與西藏地區的強

迫勞動納入考量。

美中於貿易、智慧財產權、國安與人權等方面的關係仍相當緊繃。隨

著兩國貿易戰引起全球供應鏈遷徙、技術競爭，疊加疫情衝擊，嚴重威脅

產業內弱勢企業，並改變整體生態系，全球在地化生產的「短鏈」趨勢形

成，未來資通訊產業供應鏈將朝向區域化生產。而長期高度依賴中國大陸

的跨國企業，亦加速建置多元生產基地與分散市場，持續美中供應鏈「分

流」現象。

（五）中國大陸營商風險升高

受到美中貿易戰帶動供應鏈重組，部分臺商已將產線從中國大陸移出

推動赴陸就職人數下降，然據我國主計總處統計，國人赴海外工作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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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以在陸經營的臺商最多。惟中國大陸營商環境趨於惡化，疊加當地

疫情反覆，且區域間地緣衝突頻繁，中國大陸經濟已處於轉折區間。

中國大陸近來經營環境轉變，以及內部產業升級壓力提升，已逐步外

移將勞力密集且附加價值較低或高汙染的產業，再加上中國人口步入老齡

化以及薪資水準提高，已失去人口紅利，使得大型製造業在陸生產日益困

難。

此外，疫情反覆亦促成各國重視供應鏈自主。IMF表示，中國大陸的

清零政策目標導致行動限制與局部封鎖等管制措施反覆出現，加之城市就

業復甦乏力，對私人消費形成壓力。近期深圳、上海等主要製造和貿易據

點的封鎖可能加劇亞洲和其他地區的供應鏈中斷問題。蘋果公司即鑒於中

國大陸獨斷封城凸顯過度倚賴中國供應鏈之風險，於今年 5 月要求供應商

建立非中國製造的生態系統，以確保供應鏈穩定。

IMF亦指出，中國大陸經濟長期低迷為另一潛在風險，地方政府債務、

家庭債務與金融體系脆弱可能將導致結構性問題。在長時間的封鎖措施下，

將擴大干擾全球商品供應，清零措施亦打擊經濟活動並大幅增加不確定性，

而港口停擺等更大規模的供應鏈中斷將影響關鍵商業活動。

（六）應對能源、糧食以及氣候危機，綠色商機興起

2021 年 11 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第 26屆締約方大會（COP26）

達成《格拉斯哥氣候協議》（Glasgow Climate Pact），確立煤炭減少使用

計劃，分階段削減「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發電」，並淘汰「無效率的

化石燃料補貼」，以期實現「2030 年減排目標」。

然烏俄戰爭爆發後，能源和食品安全問題佔據政策討論的主導地位，

使氣候變化的挑戰優先度遭調降。然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

會第六次評估報告（IPCC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AR6）強調，全球已面

臨刻不容緩的災難性的暖化危機。儘管氣候行動在短期內可能面臨障礙，

但實現《巴黎協定》和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仍然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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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烏俄戰爭凸顯能源和糧食安全、氣候變化和永續發展之間的重

大關聯，從而為推動能源去碳化提供更大的政治和利益動力。AR6 報告強

調，地緣政治危機提供新的機會，未來可透過適當的政策、具針對性的投

資、政策以及國際合作來面對永續性發展等議題，以加速接軌永續性能源，

同時儘量降低過渡成本。

近期歐盟理事會將與歐洲議會已完成《55套案》（Fit for 55），內容

涵蓋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碳邊境調節

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以及社會氣候基金

（Social Climate Fund）等計畫，以實現歐盟於 2021 年 7 月公布的《歐洲

氣候法》中，具體承諾 2030 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較 1990 年減少 55%的目

標。

在歐洲以外，日本亦於 2022 年 1 月中旬召開第 1 次「綠色能源戰

略」懇談會，匯集產官學力量規劃日本的綠色能源戰略。日本政府聚焦於

選定「碳中和示範地區」、提升建築減碳效率以及促進汽車產業供應鏈減

碳等三大目標，並為提高能源自主性以及擺脫對特定國家的能源依賴，進

一步擴大對風能、太陽能投資的支持力度，並加快發展綠色氫能。在地緣

政治緊張影響全球能源及糧食供給，且氣候變遷愈趨嚴峻的情況下，綠色

商機為未來產業重大趨勢，商機可期。

（七）亞太區域協定可能的影響與前景

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自今年 1 月起生效。世界銀

行於 2022 年 2 月發布《評估 RCEP經濟與分配影響》報告指出，RCEP可

望透過支持區域貿易與價值鏈，協助緩解疫情對成員國造成的經濟衝擊，

並為疫後經濟復甦注入動能。中長期而言，透過加強區域合作、降低貿易

成本以及進一步實施經濟多元化等方式，RCEP將有助於強化成員國經濟

韌性，以利於應對未來可能衝擊。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 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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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自 2018 年 12 月 30日生效，

目前計有墨西哥、日本、新加坡、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越南、秘魯等

8 國完成國內批准程序。CPTPP 並於 2021 年 2 月 1日首度接受英國遞件申

請入會，若談判順利，最快可望於 2023 年加入，成為 CPTPP生效以來首

個加入的國家。

在協定規則方面，CPTPP 除了幾乎完全撤除貨物關稅外，還推進服務

和投資的自由化，透過制定電商、知識産權、國有企業、勞動等方面的規

則，以實現貿易的自由化。在數位產業方面， CPTPP透過數據傳輸、消

除數據本地化要求和禁止強制要求公開源代碼等規範，促進區域數位貿易。

在勞動規範上，要求排除強制勞動，並承認集體談判權。此外，CPTPP

並限制對國有企業的補貼，以及要求進行公平的政府採購，可望推動區域

內數位創新及公平貿易的長足發展。

儘管 RCEP 並未納入國有企業改革、環保以及勞動問題等相關規範，

且有貨品採分階段撤銷關稅，因此須較長時間發揮撤銷關稅的全面效果。

然而 ，RCEP 為日本 、 中 國 大陸與韓國三方 首 次簽署的自由貿易協 定

（FTA）。此外，RECP在傳統貨物貿易方面亦涵蓋較大產品範圍，將有

助於深化區域內的供應鏈融合與經濟合作。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操作程序

壹、研究樣本說明

現有文獻與官方統計未有精準的全球僑臺商分布資料，故難以掌握

母體特徵。對此，本研究參酌兩項官方統計：一是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的「臺灣對外投資」分布。自 1952 年起至 2021 年 6 月底，臺灣對外投資

累計 17,826件。其中，先扣除經維京群島、開曼群島加勒比海英國屬地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 in the Caribbean）與百慕達（Bermuda）等避

稅天堂轉投資的 2,935件，重新分配比例。

如表 1-2所示，2021 年 6 月底，臺商對亞洲投資 6,533件，占全部對

外投資 （ 14,891 件） 的 43.9%，居各 洲之冠。 其 次是北 美 洲 ，比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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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第三是歐洲，比例為 6.7%。第四是大洋洲，比例為 5.6%。第五是

中南美洲，比例為 2.7%。最後是非洲，比例為 1.8%。

第二個全球僑臺商分布參考樣本為僑務委員會的「海外臺商加入臺

商會比例調查」。結果顯示，亞洲臺商達 14,553家，占全球臺商（29,047

家）的 50.1%，居各洲之冠。其餘依序是北美洲（35.8%）、中南美洲

（5.6%）、歐洲（3.8%）、非洲（2.8%），以及大洋洲（1.9%）。

最後，本研究對「臺灣對外投資」與「海外臺商會」的統計結果，

取簡單算術平均，作為全球僑臺商分布的母體推估。比例由高到低依序是

亞 洲 （ 47.0%） 、 北 美 洲 （ 37.6%） 、 歐 洲 （ 5.3%） 、 中 南 美 洲

（4.1%）、大洋洲（3.7%），以及非洲（2.3%）。

表 1-2　僑臺商各洲分布（2021 年 6 月底）

項目類別
臺灣對外投資 海外臺商會 平均

件數（個） 比例（%） 家數（個） 比例（%） 比例（%）
亞洲 6,533 43.9 14,553 50.1 47.0
北美洲 5,859 39.3 10,407 35.8 37.6
歐洲 998 6.7 1,110 3.8 5.3
大洋洲 831 5.6 550 1.9 3.7
中南美洲 396 2.7 1,623 5.6 4.1
非洲 274 1.8 804 2.8 2.3
合計 14,891 100.0 29,047 100.0 1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21）；僑務委員會 （2021）。

惟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銀行（World Bank）預期，非洲可望成為最重

要的投資目的地，且各國政府亦制訂相關計畫，舉凡美國的新非洲戰略

（New Africa Strategy）、歐盟的非洲全面戰略（Toward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ith  Africa ） 、日本 的 亞 非增長走廊（ 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蔡英文總統於 2018 年也啟動「非洲計畫」，加強臺灣和非洲

的經貿連結。換言之，非洲僑臺商的經營動向與投資環境，值得更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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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本研究引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酌情提高非洲僑

臺商的「代表性」。該方法已廣泛使用，諸如：行政院歷年進出口物價調

查。惟考量研究可行性──目前約略至多掌握 75家非洲僑臺商，占預計

發放 1,500份問卷的 5.0%，故非洲調查比例提升為 5.0%。多出的 2.7個百

分點，平均分派到亞洲、北美洲、歐洲、中南美洲與大洋洲，即分別下修

0.54個百分點。

最後，本研究問卷發放份數為 1,500份，乘以亞洲抽取比例 46.5%，

故亞洲僑臺商為 697份。其次是北美洲，抽樣比例為 37.0%，樣本為 556

份。第三是非洲，抽樣比例為 5.0%，樣本為 75份。第四是歐洲，抽樣比

例為 4.7%，樣本為 71份。第五是中南美洲，抽樣比例為 3.6%，樣本為 54

份。最後是大洋洲，抽樣比例為 3.2%，樣本為 48份。（見表 1-3）

表 1-3　僑臺商立意抽樣與問卷發放分布

項目類別 初始比例（%） 立意抽樣比例（%） 問卷發放份數
亞洲 47.0 46.5 （-0.54） 697
北美洲 37.6 37.0 （-0.54） 556
歐洲 5.3 4.7 （-0.54） 71
中南美洲 4.1 3.6 （-0.54） 54
大洋洲 3.7 3.2 （-0.54） 48
非洲 2.3 5.0 （+2.7） 75
合計 100.0 　　　100.0 1,500

說    明：括弧內數字為立意抽樣調整比例。

資料來源： 本研究自行整理。

貳、樣本代表性檢定

影響樣本數大小的因素主要有三，即信賴係數（Z）、最大可容忍誤

差（d），以及母體的變異程度（variation in the population），以方程式

表示如下：

d=Z×σ p̂=Z ×√ pqn    （1）

式中，Z值與 d值可由研究者自行決定，而母體的變異程度則多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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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經驗或藉由小樣本推估而得。當我們在未知母體變異狀況下，可採 p＝

0.5、q＝0.5，以求出樣本數的最保守估計值。因為在給定 d 與 Z值之下，

p、q之值各為 0.5時會比任何 p 與 q乘積都大，因此本研究之樣本數推估

採下列公式（2）之計算方式。如果依上述簡單隨機抽樣觀念，若抽樣誤

差不得低於 3%，則總樣本數至少必須抽取 1,068 份。

據此，於進行調查時，本研究計畫將考量不同洲別、國家及產業類

型之衡平性，妥適分配各地區問卷數量，預計開發 1,500家填答問卷會員

廠商，確保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壓縮到正負 3%的區間內。

n=[ 14 × Zα /2
2

d2 ]+1 （2）

完成資料檢誤複查後，即可進行樣本代表性的檢定。本研究援引

（test of goodness-of-fit）。母體假定為表 1-3 的僑臺商立意抽樣分布，並

以卡方檢定洲別分布，以方程式表示如下：

χ2=∑
i=1

k (o i−ei )
2

e i
（3）

式中，Oi 表示觀察個數，ei 為理論個數。若實證結果無法拒絕「母

體比例與樣本比例相同」的虛無假設，表示樣本代表性足以代表母體。自

由度（degree of freedom, df）為

df=（r-1）×（c-1） （4）

式中，r 與 c 表示資料的直列與橫欄的項次。如果檢定結果不相符，

就必須加權修正樣本與母體之間的差異。權數的決定方式如下

W i=
N i
ni
×
n
N

 （5）

式中，Wi 表示某類群體之權重；N為母體規模；Ni 為母體內某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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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規模；n 為樣本規模；ni 為樣本某類群體規模。

參、問卷設計與指數編制

本研究將僑臺商區分為二：一是服務業，包含營建工程、批發零售、

運輸倉儲、住宿餐飲、資通訊傳播、金融保險、不動產、醫療保健與社會

服務，以及其他服務業。二是製造業，含括化學暨生技醫療、交通工具、

食品暨紡織、基礎原物料、電力機械設備、電子光學與其他製造業，再加

上初級產 業 與燃氣染整 業 。 整併依 據 為 臺 灣製造業採購經 理 指 數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PMI）編制方法。（見表 1-4）

表 1-4　僑臺商製造業問卷調查參考行業類別

行業別 行業別（括號內為產業編號）

先進
製造業

電力機械設備製造業 電力設備及配備業（28）；機械設備業（29）

電子光學製造業
電子零組件業（26）；電腦電子及光學製品業
（27）

傳統
製造業

化學暨生技醫療製造
業

化學原材料業（18）；其他化學製品業（19）；
藥品及醫用化學品業（20）

交通工具製造業
汽車及零件業（30）；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業
（31）

食品暨紡織製造業
食品及飼品業（8）；飲料及菸草業（9）；紡織
業（11）；成衣及服飾品業（12）

基礎原物料製造業
紙漿、紙及紙製品業（15）；橡膠製品業
（21）；塑膠製品業（22）；非金屬礦物製品業
（23）；基本金屬業（24）；金屬製品業（25）

其他製造業

皮革毛皮製品業（13）；木竹製品業（14）；印
刷及儲存媒體複製業（16）；石油及煤製品業
（17）；家具業（32）；其他製造業（33）；產
業（機械維修及安裝業（34）

初級產業與燃氣染整
業

農林漁牧業（A）；礦業（及土石採取業（B）；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D）；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
業（E）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6）。本研究整理。

在此基礎上 ， 本 研 究 建構僑 臺 商 企 業 經 營 動 能 指 數 （ Overseas

Compatriot Business Momentum Index, OC-BMI ），取值 0 至 100 分之間，

分數愈高表示僑臺商企業經營動能愈是活絡，其中，50 分為景氣榮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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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以方程式表示如式（6）：

經營動能指數=50+[（50×上升）+（0×持平）+（-50×下降）] （6）

其中，OC-BMI 為生產數量或營業收入、新增訂單數量、人力雇用數

量、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以及供應商交貨或等待結帳時間等五項組成指

標的等權平均而得。各項組成指標之計算方式為企業勾選表 1-4 中第 2欄

（加 50 分）、第 3欄（減 50 分），以及第 4欄（0 分）的比例。

此外，客戶存貨、未完成訂單或營運預期目標、新增出口訂單、原

物料或投入品進口數量、原物料價格或營運成本，以及收費價格或售價，

則為參考指標，即沒有列入 OC-BMI 的計算當中。（見表 1-5）

表 1-5　僑臺商企業經營動能指數組成與參考指標

項目類別 加 50 分 減 50 分 0 分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或營業收入 上升 下降 持平
新增訂單數量 上升 下降 持平
人力雇用數量 上升 下降 持平
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 上升 下降 持平
供應商交貨或等待結帳時間 拉長 縮短 持平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上升 下降 持平
未完成訂單或營運預期目標 上升 下降 持平
新增出口訂單 上升 下降 持平
原物料或投入品進口數量 上升 下降 持平
原物料價格或營運成本 上升 下降 持平
收費價格或售價 上升 下降 持平

資料來源： 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供應商交貨或等待結帳時間、客戶存貨、新增出口訂單、原物料或投入品進口數量

等項目，不適用於部分廠商（是為問卷填「無」者），本研究在計算前述項目時，
已將相關樣本去除。

同 理 ， 本 研 究 建構僑 臺 商 經 營 預 期 指 數 （ Overseas  Compatriot

Business Expectation Index, OC-BEI），取值 0 至 100 分之間，分數愈高表

示僑臺商企業預期下一季景氣將趨於擴張，其中，50 分為景氣榮枯線，

計算式如式（7）：

經營動能預期指數=50+[（50×上升）+（0×持平）+（-50×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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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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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OC-BEI 的組成指標為景氣預期，各項組成指標之計算方式為

企業勾選表 1-6 中第 2欄、第 3欄，以及第 4欄的比例。此外，其他原材

料或中間商品、工資、租金、資本支出（投資），以及資本設備利用率的

預期變化，則為參考指標，即沒有列入 OC-BEI 的計算當中。

表 1-6　僑臺商企業經營動能預期指數組成與參考指標

項目類別 加 50 分 減 50 分 0 分
組成指標

景氣狀況 上升 下降 持平
參考指標

其他原材料或中間商品 上升 下降 持平
工資 上升 下降 持平
租金 上升 下降 持平
資本支出（投資） 上升 下降 持平
資本設備利用率 上升 下降 持平

資料來源： 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亦關心僑臺商所在地的經營環境，故參酌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的《僑外及陸資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分析報告》，建構僑臺商營商

環境指數（Overseas Compatriot Doing Business Index, OC-DBI）取值 0 至

100 分之間，分數愈高表示僑臺商企業預期下一季景氣將趨於擴張，其中，

50 分為景氣榮枯線，計算式如式（8）：

營商環境指數=50+[（50×上升）+（0×持平）+（-50×下降）] （8）

其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組成指標含括行政效率、海關手續、

法律法規、政府政策透明度、治安環境、生活環境友善度、基礎建設品質、

內需市場規模且成長前景、同業競爭壓力、合夥與勞資糾紛、利潤匯出效

率、原料與水電成本、勞工成本、融資便利度、應收到期帳款情況、人力

素質、關稅或租稅負擔、開放投資項目與對外商國民待遇、運輸成本壓力、

科研創新資源、營商環境鼓勵創業，以及當地整體經營環境變化。各項組

成指標之計算方式為企業勾選表 1-7 中第 2欄、第 3欄，以及第 4欄的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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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組成指標

項目類別 加 50 分 減 50 分 0 分
行政效率 改善 惡化 持平
海關手續 簡化 繁瑣 持平
法律法規 透明 繁瑣 持平
政府政策透明度 提升 退步 持平
治安環境 改善 惡化 持平
生活環境友善度 改善 惡化 持平
基礎建設品質 改善 惡化 持平
內需市場規模且成長前景 改善 惡化 持平
同業競爭壓力 變緩 加劇 持平
合夥與勞資糾紛 減少 增加 持平
利潤匯出效率 改善 惡化 持平
原料與水電成本 下降 增加 持平
勞工成本 下降 增加 持平
融資便利度 改善 惡化 持平
應收到期帳款情況 改善 惡化 持平
人力素質 改善 惡化 持平
關稅或租稅負擔 下降 增加 持平
開放投資項目與對外商國民待遇 增加 減少 持平
運輸成本壓力 下降 增加 持平
科研創新資源 增加 下降 持平
營商環境鼓勵創業 改善 惡化 持平
當地整體經營環境變化 改善 惡化 持平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肆、樣本結構分析

本年度全球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調查透過海外僑務組協助，及研究

團隊邀請僑臺商與臺灣企業海外據點主要負責人填寫電子問卷，並設置專

人線上諮詢，即時解釋僑臺商相關疑問，提升調查結果的可信度。調查期

間為 2022 年 5 月 4日起，至有效樣本達 1,500 份為止。最終有效樣本共

1,515份，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2.5個百分點以內。

在 1,515 位受訪僑臺商中，694家僑臺商位於亞洲，占有效問卷的比

例為 45.8%，居各 洲之冠。 其 餘 依 序是北 美 洲 （ 34.5%） 、 非 洲

（5.6%）、中南美洲（5.4%）、歐洲（4.6%）與大洋洲（4.2%）。配適

度檢定結果，無法拒絕「母體與樣本分配相同」的虛無假設（χ2=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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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5, p=0.517），顯示調查結果具充足的代表性，無須修正樣本分布比例。

（見表 1-8）

表 1-8　受訪僑臺商的區域分布（2022 年上半年）

項目類別
實際回收結果 推估母體分布

（%）家數 比例（%）
亞洲 694 45.8 46.5
北美洲 522 34.5 37.0
非洲 85 5.6 5.0
中南美洲 82 5.4 4.7
歐洲 69 4.6 3.6
大洋洲 63 4.2 3.2
合計 1,515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計畫緊接著測試問卷信度。如表 1-9所示，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值）都高於一般水準（0.7）。1此外，Kaiser-Meyer-Olkin

（KMO）取樣適切性統計量，也皆高於 0.6 的臨界值，且 Bartlett 球形檢

驗都在 1%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顯示本研究計畫的調查結果，並無

存在重大計量瑕疵。2

表 1-9　受訪僑臺商的規模分布（2022 年上半年）

項目類別 BMI BEI DBI
Cronbach 's α 0.803 0.700 0.860
KMO 0.787 0.668 0.892
Bartlett 球形檢驗 4122.818*** 2174.549*** 7421.054***

說    明：*表示在 10%顯著水準下，以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Lee  J.  Cronbach,  “Coefficient  Alpha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
Psychometrika , Vol. 16, No. 3 (September 1951), pp. 297~334.

2  Henry F. Kaiser, “An Index of Factorial Simplicity,” Psychometerika, Vol. 39, No. 1
(March  1974),  pp.  31~36;  Maurice  Stevenson  Bartlett,  “A Further  Note  on  Tests  of
Significance in Factor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 Vol. 4, No. 1 (March
1951),  pp.  1~2.  Lee  J.  Cronbach,  “Coefficient  Alpha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 Psychometrika, Vol. 16, No. 3 (September 1951), pp. 29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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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15 位受訪僑臺商中，1,205家僑臺商屬小微企業，占有效問卷

的比例為 79.5%。其次是中型企業，比例為 14.0%。第三是大型企業，比

例為 6.5%。（見表 1-10）

表 1-10　受訪僑臺商的規模分布（2022 年上半年）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小微企業（員工規模 100 人以下） 1,205 79.5
中型企業（員工規模 101─500 人） 212 14.0
大型企業（員工規模 500 人以上） 98 6.5
合計 1,515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1,515 位受訪僑臺商中，711家僑臺商從事製造業，占有效問卷的

比例為 46.9%。其中尤以傳統製造業最多，計 593家，占受訪製造業僑臺

商的比例為 83.4%；先進製造業的比例則為 16.6%。（見表 1-11）

表 1-11　受訪製造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上半年）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傳統製造業 593 83.4
先進製造業 118 16.6
合計 711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1,515 位受訪僑臺商中，804家僑臺商從事服務業，占有效問卷的

比例為 53.1%。其中尤以消費服務業為最多，計 681家，占受訪服務業僑

臺商的比例為 84.7%；生產服務業的比例則為 15.3%。（見表 1-12）

表 1-12　受訪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上半年）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生產服務業 123 15.3
消費服務業 681 84.7
合計 804 100.0
說明：

1. 生產服務業含括金融和保險業、資訊和通信產業、倉儲和運輸物流產業。
2. 消費服務業含括不動產業、醫療照護和社會服務產業、批發與零售產業、其
他服務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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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亞洲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亞洲共有 694家僑臺商企業參與 2022 年第 2 季調查，其中包括 457

家非服務業與 237家服務業僑臺商。在亞洲經營的僑臺商，超過六成為

規模百人以下的小微企業（66.0%），約兩成左右為規模 101 人至 500 人

的中型企業（23.8%），5 百人以上的大型企業約為一成（10.2%）。

*亞洲僑臺商過去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以中型與大型企業均處於擴張區間，而小微企業陷入緊縮

（45.5 分）；亞洲僑臺商均面對成本大幅上漲壓力，而小微企業庫存水

準增加外，其他項目皆呈現緊縮，面臨企業經營壓力。

服務業的中型企業過去半年表現處於擴張，而大型及小微企業表達

均陷入緊縮。主要原因為原物料與進口原料價格上漲，成本增加而帶動

售價上漲。

*亞洲僑臺商未來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中型及小微企業認為景氣將會擴張，惟大型企業認為未來

景氣緊縮（49.2 分）；亞洲僑臺商面對原物料、工資、中間財等三項成

本大幅上漲之壓力，然而整體而言預期未來半年景氣擴張（54.9分）。

服務業僑臺商無論規模大小皆預期未來半年的營運擴張。服務業雖

同樣也面臨原物料、工資及中間財大幅上漲壓力，然投資及產能亦預期

增加，因而仍看好未來景氣擴張。

*亞洲僑臺商當地營商環境：相較於前半年，亞洲僑臺商認為當地

基礎建設、市場規模、環境友善程度、科研資源、創業環境、行政效

率、提供國民待遇、勞資糾紛處理等八項指標相對改善。而惡化的指標

中以水電、運輸成本、勞工成本最為嚴重，顯示在全球通膨情勢下，成

本問題大幅惡化。

*國際重要情勢：超過八成的亞洲僑臺商認為新冠肺炎，烏俄戰爭

對企業營運造成負面衝擊，而服務業受到疫情負面影響（86.5%）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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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非服務業（83.2%）。四至五成的亞洲僑臺商認為美中關係、RCEP生

效、全球減碳趨勢等國際局勢，對企業營運並無影響。此外，部分非服

務業僑臺商因美中相爭，而獲得正面效益（24.5%）。

*僑臺商運用政策資源情況：亞洲僑臺商過去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

為「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以及「稅務諮詢」。此外，「建立當地通

路」以及「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議」也是亞洲僑臺商廣

泛運用的政策資源。

*僑臺商未來需求：亞洲僑臺商對於「稅務諮詢」（非服務業

33.9%、服務業 27.4%）以及「提供商機資訊」（非服務業 31.1%、服務

業 27.4%）的需求最為殷切。「提供平臺交流」及「融資貸款」亦為僑

臺商當地經營的優先需求。

第一節　亞洲僑臺商企業經營概況

在 1,515 位受訪僑臺商中，694家位於亞洲，占比為 45.8%。在 694

位受訪亞洲僑臺商中，458家屬小微企業（規模介於 1-100 人），占有效

問卷 66%，其次為中型企業（規模介於 101-500 人）之 23.8%，最後則為

大型企業（規模達 500 人以上）共 71 位，占比為 10.2%。（見表 2-1）

表 2-1　亞洲受訪僑臺商的規模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小微企業（1─100 人） 458 66.0
中型企業（101─500 人） 165 23.8

大型企業（500 人以上） 71 10.2

合計 694 100.0

說    明：括弧內數字為員工規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694 位受訪亞洲僑臺商中，457家僑臺商從事非服務業，占亞洲有

效問卷的比例為 65.9%。其中，屬於傳統產業（除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其維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

設備及配備製造業以外的第一級、第二級產業）的家數為 389 家，占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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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的 85.1%，先進製造業（含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械

設備製造業及其維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

業）的家數為 68家，僅占非服務業的 14.9%。（見表 2-2）

表 2-2　亞洲受訪非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先進製造 68 14.9
傳統產業 389 85.1
合計 457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694 位 受 訪 亞 洲 僑 臺 商 中 ， 237 家僑 臺 商從事服 務 業 ，占比為

34.1%。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含金融和保險業、資訊和通信產業、倉儲和

運輸物流產業）42家，僅占服務業的 17.7%。而非生產性服務業（不動產

業、住宿和餐飲業、醫療照護和社會服務產業、批發與零售產業、其他服

務業）有 195家，占服務業的 82.3%。（見表 2-3）

表 2-3　亞洲受訪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生產性服務業 42 17.7
非生產性服務業 195 82.3
合計 237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2022 年第 2 季，亞洲非服務業中型企業 OC-BMI 為 56.6 分，其次為

大型企業為 56.3 分，顯示過去 6個月企業經營擴張。不過小微企業僅 45.5

分，顯示過去 6個月企業經營緊縮。（見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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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電子業與五金產業受惠於印尼政府放鬆疫情管制，隨內需日漸
成長，經營狀況恢復良好。傳統產業方面，東南亞各國推動產業外移
至印尼、加上美中貿易戰後部分供應鏈移至印尼，產業發展情況穩
定。」

~印尼臺灣工商聯誼會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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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小微企業（ 1－ 100 人）

大型企業（ 501 人以上）

中型企業（ 101─500 人）

0 10 20 30 40 50 60 

45.5 

56.3 

56.6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2022 年第 2 季，亞洲非服務業中先進製造業 OC-BMI

達 55.9分，傳統產業 51.6 分，兩者均超過 50 分景氣分界線，表示過去 6

個月企業經營動能擴張。（見圖 2-2）

圖 2-2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傳統產業

先進製造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1.6 

55.9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組成指標而言，庫存水準（56.6 分）提高，但生產數量（49.9分）、

交貨時間（48.8 分）、新增訂單（48.8 分）、人力雇用（47.7 分）等，皆

低於 50 分分界線，景氣陷入緊縮情況。

而參考指標中，原物料價格高達 92.7 分，顯示大多數亞洲僑臺商認

為受原物料價格高漲的影響明顯，帶動售價（收費價格）上漲。進口原料

（54.8 分）與新增出口訂單（50.4 分）仍增加，反觀未完成訂單（49.3

分）、客戶存貨（49分）等，皆低於 50 分，呈現緊縮情況。（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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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 2-3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A. 組成指標 B. 參考指標

人力雇用

新增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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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價格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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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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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企業規模論，非服務業大型企業除人力雇用持平（ 50 分）外，其

他項目皆為擴張狀態，分數介於 51.7 至 69.2 分。而在中型企業方面，所

有項目皆為擴張，分數介於 51.8 至 58.9分。小微企業除了庫存水準（52.3

分）外，其餘項目皆低於 50 分，處於緊縮狀態。

參考指標部分，非服務業中型企業所有項目皆呈擴張狀態，其中以

原物料價格（94.7 分）、售價（75.2 分）增加最為顯著。大型企業也有類

似的趨勢，但僅未完成訂單為 45 分，處於緊縮狀態。小微企業除原物料

價格（91.2 分）和售價（ 72.7 分）漲幅明顯外，僅進口原料些微成長

（50.6 分），客戶存貨（43.9分）、未完成訂單（47.9分）、新增出口訂

單（45.5 分）皆減少呈緊縮狀態。（見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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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疫情解封後，菲律賓整體景氣將漸趨成長，惟通貨膨脹未來可
能成為對經營不利之因素並推動進口原物料價格上漲。」

~菲律賓臺灣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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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57.5 58.5 43.4
新增訂單 51.7 58.5 42.8
人力雇用 50.0 51.8 44.9
庫存水準 69.2 58.9 52.3
交貨時間 53.3 55.3 44.1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65.8 51.1 43.9
未完成訂單 45.0 53.9 47.9
新增出口訂單 54.7 53.0 45.5
進口原料 60.7 57.9 50.6
原料價格 94.2 94.7 91.2
收費價格 70.8 75.2 7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組成指標來看，亞洲先進製造業所有項目除交貨時間（44.4 分）皆

高於 50 分，處於擴張狀態。而在傳統產業方面，除庫存水準（58.6 分）

與交貨時間（52.5 分）外，其餘項目皆低於 50 分，處於緊縮區間。

參考指標部分，以整體產業觀察，原物料價格、售價是數值最高的

兩個項目，顯示多數企業反映成本上漲於售價的趨勢。不論是傳統產業或

先進製造業，未完成訂單皆增加，處於擴張區間。但先進製造業新增出口

訂單（46.4 分）減少、客戶存貨（43.8 分）減少，處於緊縮區間。而未完

成訂單（51.6 分）、進口原料（56.1 分）則增加。（見表 2-5）

表 2-5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59.1 48.6 49.9

新增訂單 59.3 48.8 48.8

人力雇用 56.5 49.3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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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庫存水準 60.2 58.6 56.6

交貨時間 44.4 52.5 48.8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43.8 53.5 49.0

未完成訂單 51.6 52.7 49.3

新增出口訂單 46.4 50.9 50.4
進口原料 56.1 54.5 54.8
原料價格 86.1 94.8 92.7

收費價格 68.0 76.7 7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亞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以企業規模視之，2022 年第 2 季亞洲服務業僑臺商以中型企業表現

較佳，OC-BMI得 58.8 分顯示過去半年企業經營擴張。另一方面，小微企

業得 49.1 分，大型企業則為 43.6 分，顯示大型、小微僑臺商過去半年的

企業經營陷入緊縮。（見圖 2-4）

圖 2-4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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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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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雖提供補助，當今景氣仍不樂觀。」

~日本（東京）臺灣商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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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2 季，亞洲服務業僑臺商中，生產性服務業得 57.2 分，非

生產性服務業則為 52.3 分，顯示不論非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

景氣皆呈現擴張狀態。（見圖 2-5）

圖 2-5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非生產性服務業

生產性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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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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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亞洲服務業 OC-BMI組成指標中，原物料存貨（53.6 分）、交貨時間

（50.4 分）增加。而新增訂單（49.6 分）、營業收入（47.9分）、人力雇

用（47.5 分）等指標皆低於 50 分，顯示企業訂單與收入減少，員工雇用

減少情況。

而在參考指標方面，原物料價格（82.9分）、售價（63.7 分）是數值

最高的兩個項目，顯示半年來原物料價格上漲，企業因此提高售價；在進

口原料（50 分）持平情況下，未完成訂單（49.8 分）、新出口訂單（47.7

分）則減少。（見圖 2-6）

圖 2-6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A. 組成指標 B. 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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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組成指標部分，大型、小微服務業在營業收入、新增訂單、人力雇

用均減少，交貨時間縮短均呈現緊縮狀態。大型企業在原料存貨呈持平

（50 分）、而小微服務業原料存貨（54 分）增加。中型服務業所有項目

均高於 50 分分界線，處於擴張區間。

於參考指標部分，不論是大型、中型或小微服務業，原物料價格和

售價皆為 70 分以上，顯示成本上漲帶動售價增加。大型服務業在新出口

訂單（16.7 分）、進口原料（25.0 分）均減少呈現緊縮；中型服務業在新

出口訂單（35.7 分）減少處於緊縮狀態，進口原料（53.1 分）增加，未完

成訂單（58.3 分）亦增加；小微服務業則在未完成訂單（48.5 分）方面呈

現緊縮，但新出口訂單（50.9分）與進口原料（50.6 分）增加呈現擴張。

（見表 2-6）

表 2-6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40.9 60.4 46.8
新增訂單 40.9 62.5 48.5
人力雇用 40.9 60.4 46.3
原料存貨 50.0 52.1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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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交貨時間 45.5 58.3 49.8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54.5 58.3 48.5
新出口訂單 16.7 35.7 50.9
進口原料 25.0 53.1 50.6
原料價格 72.7 81.3 83.7
收費價格 63.6 70.8 6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在組成指標方面，生產性服務業所有項目皆高於 50

分，呈現擴張狀態。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營業收入（49.5 分）減少、人

力雇用（48.5 分）減少皆為緊縮狀態。但新增訂單（ 52 分）增加、原物

料存貨（56.5 分）增加、交貨時間（54.9分）延長，均位於擴張區間。

另由參考指標觀察，生產性服務業新出口訂單（36.7 分）減少，未完

成訂單（51.3 分）與進口原料（60 分）均增加。此外，以原物料價格

（86.2 分）、售價（60.0 分）增加，顯示原料價格帶動售價上漲。而非生

產性服務業方面，未完成訂單（52.8 分）增加，新出口訂單（51 分）增

加，但進口原料（48.4 分）減少。原物料價格（84.7 分）、售價（64.3

分）增加，亦顯示原料價格帶動售價上漲。（見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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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59.6 49.5 47.9

新增訂單 60.4 52.0 49.6

人力雇用 55.2 48.5 47.5

原料存貨 58.3 56.5 53.6

交貨時間 52.6 54.9 50.4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51.3 52.8 49.8
新出口訂單 36.7 51.0 47.7
進口原料 60.0 48.4 50.0
原料價格 86.2 84.7 82.9
收費價格 61.5 64.3 63.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亞洲僑臺商企業經營預期概況

壹、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2022 年第 2 季，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的中型企業（59.2 分）、小微

企業（53.9分）預期景氣擴張，但大型企業認為未來半年景氣將會緊縮，

OC-BEI得 49.2 分。（見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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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對今年泰國經濟景氣評估持保守態度。疫情雖已漸趨緩，
然烏俄戰爭之下能源及糧食價格提升，泰國政府已下修今年的 GDP
成長預測。」

~泰國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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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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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22 年第 2 季，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中，先進製造業 OC-BEI達 62.4

分、傳統產業得 58.2 分，兩者皆認為未來景氣呈現擴張狀態。（見圖 2-

8）

圖 2-8　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傳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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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亞洲非服務業於工資、原物料、中間財、等三項 OC-BEI 參考指標得

分偏高，落於 80.4 至 88.8 分區間，顯示廠商普遍擔憂成本飆漲；投資和

36

「越南受惠於「病毒共存」政策以及由中美貿易戰所推動的轉單效應，
疫情管制措施鬆綁後經濟快速復甦，因此預期今年度經濟景氣預期樂
觀。」

~越南臺灣總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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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預期分數低於前述項目，分別為 76.3、62.5 分。整體而言，亞洲非服

務業的僑臺商對未來半年的景氣仍較為樂觀，達 54.9分。（見圖 2-9）

圖 2-9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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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規模視之，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在原物料、中間財、工資得分皆

較高，不論是大型、中型、小微企業，皆介於 79.7 至 92.5 分，租金預期

亦達 70 分以上，顯示其認為成本面上漲趨勢可期。整體而言，中型企業

（59.2 分）、小微企業（53.9分）仍認為未來半年景氣擴張，大型企業則

認為未來半年景氣緊縮（49.2 分）。（見表 2-8）

表 2-8　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49.2 59.2 53.9
原料預期 86.7 87.9 86.1

中間財預期 84.2 80.1 79.7

工資預期 92.5 91.1 86.7

租金預期 76.7 70.6 70.3

投資預期 85.0 74.1 75.4

產能預期 61.7 65.6 6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先進製造業在原物料、工資、中間財之得分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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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 78.2 至 89.1 分，租金預期亦高達 74.3 分，顯示其預料成本面上漲較

傳統產業更加明顯，但投資預期、產能預期分別為 78.6、64.2 分，帶動景

氣預期呈現擴張（62.4 分）。傳統產業方面，原物料、工資、中間財、租

金介於 78.1 至 87.8 分，投資、產能預期呈擴張狀態（75.2、62.3 分），亦

帶動景氣預期呈現擴張（58.2 分）。（見表 2-9）

表 2-9　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景氣預期 62.4 58.2 54.9
原料預期 82.9 84.5 86.8

中間財預期 78.2 78.1 80.4

工資預期 89.1 87.8 88.8

租金預期 74.3 70.7 71.2

投資預期 78.6 75.2 76.3

產能預期 64.2 62.3 6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亞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對於亞洲服務業僑臺商未來景氣之預期，中型、大型、小微服務業

的 OC-BEI 分別得 66.7、59.1、58.2 分。整體上，亞洲服務業僑臺商不分

規模皆認為未來半年景氣呈擴張狀態。（見圖 2-10）

圖 2-10　亞洲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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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2022 年第 2 季，亞洲服務業僑臺商中，生產性服務

業對於未來景氣預測樂觀，OC-BEI得分為 67.4 分，非生產性服務業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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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分，兩者皆認為景氣處於擴張狀態。（見圖 2-11）

圖 2-11　亞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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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對於工資、原物料、中間財成本上漲有較大擔憂，

OC-BEI得分皆高於 79.1 分以上，投資、產能預期則為 73.8、62.2 分，預

期將增加。整體景氣預期（59.1 分）顯示，僑臺商看好未來景氣擴張。

（見圖 2-12）

圖 2-12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指數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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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規模視之，非服務業僑臺商未來半年最擔憂成本因素，原物料、

中間財、工資之得分皆高於 70 分以上，但投資、產能預期亦在 60 分以上，

39



鏈結海外僑臺商與臺灣產業共同發展

帶動未來半年之景氣。大型企業投資、產能預期皆高於 70 分，但中型、

小微企業的產能預期則是 60多分，產能擴張程度略低於大型企業。（見

表 2-10）

表 2-10　亞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59.1 66.7 58.2
原料預期 81.8 85.4 85.4

中間財預期 77.3 85.4 81.4

工資預期 77.3 89.6 78.0

租金預期 68.2 58.3 70.3

投資預期 72.7 70.8 74.3

產能預期 77.3 66.7 6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生產性服務業在原物料預期之得分較高（93.8 分），

其次為中間財（90.1 分）、工資（82.6 分），顯現成本面上漲的趨勢，但

投資、產能預期亦有 82.6、70 分，帶動景氣預期呈現擴張（67.4 分）。

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原物料、工資、中間財、租金處於上漲態勢，介於

69.8 至 84.2 分，但投資、產能預期亦有 73.5、62.8 分，顯示景氣預期仍為

樂觀（57.4 分）。（見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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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亞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景氣預期 67.4 57.4 59.1
原料預期 93.8 84.2 85.2

中間財預期 90.1 82.7 81.6

工資預期 82.6 80.7 79.1

租金預期 73.0 69.8 69.0

投資預期 82.6 73.5 73.8

產能預期 70.0 62.8 6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亞洲僑臺商營商環境概況

壹、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加

權平均高於 50 分的門檻依序為基礎建設、市場規模、環境友善程度、科

研資源、創業環境、行政效率、提供國民待遇、勞資糾紛處理等，高於惡

化比例。其餘項目呈現不同程度的退步，退步最多的四項指標為水電成本、

運輸成本、勞工成本，顯示在全球通膨情勢下，成本問題大幅惡化。（見

圖 2-13）

41

「2019 年以來越南工作證取得難度提升，聘僱臺籍幹部成為僑臺商的
經營風險之一；2022 年雇主負擔之外籍員工社保費率上升也造成薪資
成本壓力。」

~越南臺商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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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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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亞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市場

規模、基礎建設、環境友善程度、科研資源、提供國民待遇、創業環境等

項目，加權平均超過 50 分，其餘指標都呈現不同程度的退步。和非服務

業相同的趨勢是，水電成本、運輸成本、勞工成本皆為惡化最明顯的項目，

顯見企業成本普遍上漲。（見圖 2-14）

42

「今年菲律賓新上任的小馬可仕總統蕭規曹隨，政權輪替對僑居地經
營環境影響不大。當地電價與土地成本雖較高，然投資環境穩定特別
是蘇比克工業區等並受國際大廠青睞。」

~菲律賓臺灣同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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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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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亞洲僑臺商認知重要國際情勢對營運的影響

近期國際重要情勢方面，非服務業受烏俄戰爭相關衝擊最大，回答

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37.6%、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6%，合計負面影響達

83.6%。其次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44%、輕微負面

影響者達 39.2%，合計負面影響達 83.2%。此外，受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負面影響合計共 42.7%，亦為營商重要國際因素。

43

「烏俄戰爭導致能源與糧食價格上漲，對泰國當地產業造成巨大影響。
疫情雖使民生用品需求提升、為泰國傳統製造業增加大量訂單，然而
由於原物料及國際航運費用上漲，僑臺商利潤並未大幅增加。」

~泰國臺商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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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 ，多數 非 服 務 業認為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 定生效

（49.7%）、基礎建設未來商機（60.4%）等對其企業營運沒有影響。值

得注意的是，有合計 24.5%的非服務業認為，美中關係緊張持續對其形成

正面影響，甚至高於基礎建設未來商機、全球減碳趨勢等項目。（見表

2-12）

表 2-12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非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37.6 46.0 10.3 3.3 2.8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44.0 39.2 6.3 5.5 5.0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10.3 32.4 32.8 18.2 6.3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5.5 23.0 49.7 17.9 3.9

全球減碳趨勢 9.0 31.3 44.6 10.5 4.6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歐 美 國印太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3.5 15.3 60.4 16.4 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服務業方面，回答在烏俄戰爭相關衝擊下，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29.1%、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8.5%，合計負面影響達 77.6%；因新冠肺炎疫

情，而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51.5%、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35%，合計負面影

響達 86.5%，此兩者為負面影響最為顯著之項目。另外，美中關係緊張持

續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12.7%、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0.9%，合計亦達

53.6%。

另一方面，大多數服務業僑臺商認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生效

（55.7%）、全球減碳趨勢（53.2%）、基礎建設未來商機（63.7%）等對

其營運沒有影響。不過，從正面影響的項目來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生效最高，合計 18.5%，其次則為基礎建設未來商機，合計 16.9%。（見

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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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29.1 48.5 17.3 2.1 3.0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51.5 35.0 5.5 2.5 5.5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12.7 40.9 37.1 6.3 3.0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4.2 21.5 55.7 16.0 2.5

全球減碳趨勢 6.8 29.1 53.2 9.7 1.3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歐 美 國印太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4.2 15.2 63.7 14.8 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亞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與合作模式

壹、亞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資

訊（ 50.5%） 最多， 其 次 分別為 提 供 僑居地 當 地 法 務 與稅務諮詢

（32.2%）、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議（ 21.2%）、拓展當

地通路（19.3%）。僑臺商最少運用之資源，則為調解經貿糾紛為 3.1%。

（見圖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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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臺商肯定海外信保基金在疫情期間提供僑臺商必要的融資貸款，
並建議政府可將信保基金的模式擴展至建立僑臺商品牌，成立「海外
品牌行銷信保基金」。」

~泰國臺商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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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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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依序為獲取海內外投資商

機資訊（50.2%）、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 30.8%）以及建立

當地通路（23.2%）。僑臺商最少運用之外館資源，則為調解經貿糾紛

（2.1%）。（見圖 2-16）

圖 2-16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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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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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亞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的結果可知，「獲得投資海內外相關

商機訊息」為所有外館資源服務中，使用比例最高者。除此之外，以亞洲

僑臺商而言，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無論在非服務業、服務業中

亦居第二，對亞洲僑臺商的重要性較高。

貳、亞洲僑臺商未來需求建議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以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

諮詢最 為殷切，比例為 33.9%，其 次為獲得投資 海內外相關商機訊息

（31.1%），第三為提供融資貸款，占比為 28%。（見圖 2-17）

圖 2-17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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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以提供商會平臺交流最為殷切，

比例為 30%，其次提供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獲得投資海內外相關商機訊

息、提供融資貸款，以上三項皆為 27.4%，第三則為拓展當地經營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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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僑委會未來可拍攝臺灣技術主題式影片，向僑臺商介紹臺灣
既有的產業優勢與潛在商機，並帶領交流團至僑居地實地交流。」

~印尼臺灣工商聯誼會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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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為 26.6%。（見圖 2-18）

圖 2-18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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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歸納問卷結果，亞洲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對於外館資源的主

要需求相似。提供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分居非服務業的第一與服務業的

第二需求項目；提供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皆為非服務業的第二需求項目；

提供融資貸款則為非服務業第三、與服務業第二資源需求，顯見為亞洲僑

臺商主要共同需求項目。

參、亞洲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

觀察亞洲僑臺商企業與當地企業及外商企業（包含美日歐等外資）

的主要合作模式，非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拓展僑居地（內需）市場，占比

56.7%，其次為成立合資公司（50.5%）、發掘僑居地以外（外銷）市場

（48.4%），最少者則為研發創新合作，占比僅 14.9%。（見圖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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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商會近年較少新商加入導致商會世代交接出現斷層，建議可採
取如產業合作參訪團等方式促進新商二代與臺灣的連結。此外亦期望
與臺灣企業合作，將臺灣品牌引入日本。」

~日本（九州）臺灣商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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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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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一方面，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的合作模式為拓展僑居地（內需）

市場，占比 57.4%，其次為發掘僑居地以外（外銷）市場（57%）、成立

合資公司（50.2%），然研發創新合作亦為最低者，占比僅 16.5%。（見

圖 2-20）

圖 2-20　亞洲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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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9



第三章　北美洲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第三章　北美洲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2022 年第 2 季調查中，北美洲共 522家僑臺商企業參與，其中 122

家非服務業與 400家服務業僑臺商。在北美洲經營的僑臺商，超過九成

為規模百人以下的小微企業（92.3%），規模 101 人至 500 人的中型企業

（3.4%）與 5 百人以上的大型企業（4.2%）。

*北美洲僑臺商過去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大型、中型、小微企業皆位於擴張區間；由於通膨嚴重，

北美洲僑臺商均面對成本大幅上漲壓力，尤其小微企業雖然訂單、生產

增加，但人力雇用方面仍出現減少。此外，不分產業類別，傳統產業與

先進製造僑臺商均將成本上漲轉嫁於商品售價。

服務業的大型、小型、小微企業過去半年表現皆處於擴張，逐漸走

出新冠疫情的陰霾。各規模企業在新增訂單、未完成訂單、新出口訂

單、進口原料等方面皆出現成長，顯示景氣較為熱絡。

*北美洲僑臺商未來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以中型企業（57.1 分）、小微企業（53.8 分）預期景氣將

會擴張、大型企業則預期緊縮（40 分）。在成本上漲的情勢下，大型企

業在投資、產能預期方面，擴張程度較中型、小型非服務業保守。

服務業以小微企業預期未來營運擴張（52.4 分），中型企業則持平

（50 分）、大型企業預期緊縮（45.8）；在經歷上半年的復甦後，北美

洲僑臺商表示未來均面對成本上漲，包括原物料、工資、中間財之壓

力。

*北美洲僑臺商當地營商環境：相較於前半年，北美洲僑臺商認為

當地營商環境惡化，其中又以水電、運輸、勞工成本最為嚴重。但在市

場規模、基礎建設、政府行政效率方面則出現改善。

*國際重要情勢：超過六成的北美洲僑臺商認為新冠肺炎、烏俄戰

爭對企業營運造成重大負面衝擊，美中關係緊張持續亦高達四成。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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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RCEP生效、全球減碳趨勢等重要情勢，超過六成的北美洲僑臺商認

為並無影響。

*僑臺商運用政策資源情況：北美洲僑臺商過去最常使用的外館資

源為「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以及「拓展當地通路」。此外，「提供

回臺投資政策資訊與諮詢」約兩成北美洲僑臺商使用相關資源。

*僑臺商未來需求：北美洲僑臺商對於「拓展當地通路」的需求最

為殷切，非服務業與服務業的占比為 36.9%、39.3%。「獲取海內外投資

商機」亦為當地僑臺商優先需求。此外，「協助降低關稅/非關稅貿易障

礙」為非服務業較為關心的項目，服務業則對「商會平臺交流」有較高

的需求。

第一節　北美洲僑臺商企業經營概況

在 1,515 位受訪僑臺商中，522家位於北美洲，占比為 34.5%。在 522

位 受 訪 僑 臺 商 中 ， 482 家屬小微企 業 （規模介於 1-100 人 ） ，占比為

92.3%，其次為中型企業（規模介於 101-500 人）的 3.4%，最後為大型企

業（規模達 500 人以上）的 4.2%。（見表 3-1）

表 3-1　北美洲受訪僑臺商的規模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小微企業（1─100 人） 482 92.3
中型企業（101─500 人） 18 3.4

大型企業（500 人以上） 22 4.2

合計 522 100

說明：括弧內數字為員工規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522 位受訪北美洲僑臺商中，122家僑臺商從事非服務業，占比為

23.4%。其中，屬於傳統產業（除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

械設備製造業及其維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

業以外的第一級、第二級產業）的家數為 97家，占非服務業的 79.5%，

先進製造業（含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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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的家數為 25

家，占非服務業的 20.5%。（見表 3-2）

表 3-2　北美洲受訪非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先進製造 25 20.5
傳統產業 97 79.5
合計 122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522 位受訪北美洲僑臺商中， 400 家僑臺商從事服務業，占比為

76.6%。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含金融和保險業、資訊和通信產業、倉儲和

運輸物流產業）為 61家，占服務業的 15.3%。而非生產性服務業（不動

產業、住宿和餐飲業、醫療照護和社會服務產業、批發與零售產業、其他

服務業）則有 339 家，占服務業的 84.8%。（見表 3-3）

表 3-3　北美洲受訪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生產性服務業 61 15.3
非生產性服務業 339 84.8
合計 40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2022 年第 2 季，北美洲非服務業大型企業 OC-BMI 為 63.0 分，中型

企業 OC-BMI 為 62.9分，小微企業 OC-BMI 為 54.1 分，均高於 50 分的景

氣分界線。北美洲非服務業均處於擴張區間，顯示北美洲非服務業過去 6

個月企業經營動能擴張（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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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小微企業（ 1－ 100 人）

中型企業（ 101─500 人）

大型企業（ 501 人以上）

48 50 52 54 56 58 60 62 64 

54.1 

62.9 

63.0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2022 年第 2 季，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傳統產業表

現較突出，OC-BMI 為 55.4 分，高於 50 分的景氣分界線，表示過去 6個

月企業經營動能擴張。先進製造業僅 49.1 分，低於 50 分的景氣分界線，

過去 6個月企業經營動能陷入緊縮。（見圖 3-2）

圖 3-2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44 46 48 50 52 54 56 

49.1 

55.4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組成指標而言，北美洲非服務業新增訂單（58.6 分）與交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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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分）為所有組成指標中最高者，另除了人力雇用（49.6 分）以外，

庫存水準（54.1 分）、生產數量（55.7 分）等，皆高於 50 分榮枯分界線。

無論新訂單、交期、生產製造均增加，均為 OC-BMI落入擴張區間之關鍵

因素。

而參考指標中，原物料價格高達 95.1 分，顯示絕大多數北美洲非服

務業僑臺商認為受原物料價格的影響明顯，此也帶動售價（84.4 分）上漲

的趨勢，其他包括未完成訂單（57.0 分）、進口原料（60.3 分）、客戶存

貨（51.2 分）等，皆高於 50 分榮枯分界線，客戶端的存貨增加呈現企業

經營擴張的情況。（見圖 3-3）

圖 3-3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A. 組成指標 B. 參考指標

人力雇用

庫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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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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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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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分

客戶存貨

新增出口訂單

未完成訂單

進口原料

收費價格

原料價格

51.22950819
67213

53.9

56.96721311
47541

60.3

84.42622950
81967

95.08196721
31147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企業規模論，北美洲非服務業大型企業在組成指標中，所有項目

皆超過 50 分景氣分界線，處於擴張狀態；中型企業除交貨時間（28.6

分）外，其餘項目皆超過 50 分，表示除交貨時間縮短，其他指標皆處於

擴張區間；小型企業則除了人力雇用（ 47.1 分）外，所有項目都超過 50

分，其餘項目皆超過 50 分，表示除交貨時間縮短，其他皆處於擴張區間

參考指標部分，非服務業大型企業除了客戶存貨（ 45.0 分）低於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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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榮枯分界線外，其餘項目皆處於擴張狀態，以原物料價格（ 100 分）上

漲最為明顯，且在售價（80 分）超過 50 分分界線，顯示僑臺商企業將上

漲之成本反映在售價上。中型企業及小微企業每項指標均超過 50 分榮枯

線，顯示中型與小微企業經營呈現擴張狀態。（見表 3-4）

表 3-4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65.0 71.4 53.8
新增訂單 65.0 78.6 56.7
人力雇用 65.0 64.3 47.1
庫存水準 60.0 71.4 52.4
交貨時間 60.0 28.6 60.5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45.0 57.1 51.4
未完成訂單 65.0 78.6 54.8
新增出口訂單 64.3 50.0 51.7
進口原料 60.0 100.0 57.8
原料價格 100.0 100.0 94.3
收費價格 80.0 85.7 8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整體來看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除人力雇用（ 49.6 分）略低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外，其餘項目皆高於 50 分，顯示企業經營擴張。以行業別

視之，北美洲先進製造業在組成指標，除生產數量（50 分）持平及交貨

時間（64.3 分）延長之外，其他指標皆低於 50 分分界線，顯示企業經營

趨於緊縮。而在傳統產業方面表現較佳，所有項目皆高於 50 分，顯示企

業經營處於擴張區間，是整體非服務業表現較佳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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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標部分，觀察北美洲整體非服務業，原物料價格（95.1 分）、

售價（84.4 分）是數值最高的兩個項目，顯示多數企業反映成本上漲於售

價的趨勢。先進製造業在未完成訂單（48.5 分）、新增出口訂單（28.6

分）、進口原料（37.5 分）皆低於 50 分榮枯線，可能顯示市場需求減弱。

而傳統產業的參考指標數值皆位於 50 分以上，顯示企業經營擴張。（見

表 3-5）

表 3-5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50.0 56.8 55.7
新增訂單 42.0 60.6 58.6
人力雇用 42.1 52.5 49.6
庫存水準 47.0 52.2 54.1
交貨時間 64.3 54.8 58.6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56.1 51.2 51.2
未完成訂單 48.5 60.2 57.0
新增出口訂單 28.6 59.7 53.9
進口原料 37.5 64.0 60.3
原料價格 92.9 95.3 95.1
收費價格 91.2 78.9 8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北美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2022 年第 2 季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以大型企業表現較佳，OC-BMI 為

53.3 分，而小微企業得 53 分，中型企業得 52.7 分，皆超過 50 分景氣分界

線，顯示過去半年的企業經營動能擴張。（見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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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中型企業（ 101─500 人）

小微企業（ 1－ 100 人）

大型企業（ 500 人以上）

52 53 54 

52.7 

53.0 

53.3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22 年第 2 季，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中，非生產性服務業得 53.2 分，

高於榮枯分界線 50 分，生產性服務業則為 48.3 分，低於 50 分。顯示兩者

表現相反，非生產性服務業經營動能擴張，而生產性服務業經營動能緊縮。

（見圖 3-5）

圖 3-5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48.3 

53.2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 OC-BMI組成指標中，除交貨時間（48.1 分）外，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在營業收入（57.4 分）、新增訂單（57.1 分）、原料

存貨（51 分）、人力雇用（51.4 分）方面皆高於 50 分分界線，整體企業

經營擴張。而在參考指標方面，原料價格（86.3 分）、售價（78.4 分）是

數值最高的兩個項目，顯示企業多認為半年來原物料價格上漲，企業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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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高售價。不過，新出口訂單（53.9分）、增加進口原料（47.9分）與

未完成訂單（48.5 分）減少，顯示客戶需求仍強勁。（見圖 3-6）

圖 3-6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A. 組成指標 B. 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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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組成指標部分，北美洲之大型服務業於營業收入（66.7 分）、新增訂

單（62.5 分）、人力雇用（54.2 分）皆高於 50 分榮枯線，顯示大型企業

收入與訂單皆增加；中型企業營業收入（ 45.5 分）減少，但新增訂單

（59.1 分）與人力雇用（54.5 分）皆高於 50 分榮枯線，原料存貨（45.5

分）為持平，交貨時間（59.1 分）拉長；小微企業營業收入（57.4 分）、

新增訂單（56.9分）、人力雇用（51.2 分）、原料存貨（51.5 分）皆高於

50 分榮枯線，而交貨時間（48 分）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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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參考指標部分，北美洲服務業不分規模大小在售價呈擴張，中型、

小微企業原物料價格亦呈擴張，顯示原物料成本與售價上漲明顯；大型服

務業於未完成訂單（58.3 分）、進口原料（87.5 分）均顯示市場需求強勁；

中型企業未完成訂單（45.5 分）減少，新出口訂單（50 分）持平、進口

原料（62.5 分）均顯示市場需求強勁；小微企業未完成訂單（48.3 分）、

進口原料（47.9分）減少，但新出口訂單（53.9分）為擴張。（見表 3-

6）

表 3-6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66.7 45.5 57.4
新增訂單 62.5 59.1 56.9
人力雇用 54.2 54.5 51.2
原料存貨 41.7 45.5 51.5
交貨時間 41.7 59.1 48.0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58.3 45.5 48.3
新出口訂單 83.3 50.0 53.9
進口原料 87.5 62.5 47.9
原料價格 91.7 90.9 85.9
收費價格 83.3 81.8 78.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中生產性服務業的人力雇用雖

然處於擴張狀態的 50.9分，但營業收入（49.3 分）、新增訂單（49.4 分）、

原料存貨（48.5 分）、交貨時間（43.4 分）皆低於 50 分，企業經營落入

緊縮區間，缺乏推升整體表現的動能。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營業收入

（58.7 分）、新增訂單（59.0 分）、原料存貨（60.1 分）皆超過 50 分處

於擴張狀態，推升整體表現。

另由參考指標觀察，生產性服務業原物料價格（85.5 分）呈現上漲的

趨勢，即使在未完成訂單持續消化（44.3 分）的情勢下，仍然帶動售價上

漲（74.4 分）。而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原物料價格上漲（86.4 分）、進

60「鳳凰城當地基層消費市場短期消費活動較低落，但服務業基礎穩健，
高端消費者對高品質產品的需求促進服務業汰舊換新、對服務業的中
長期前景仍具信心。」

~美國鳳凰城臺美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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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原料（51.6 分）、新出口訂單（54.7 分）皆處於擴張區間，即使未完成

訂單（49.5 分）減少，但仍然帶動售價上漲（78.5 分）。（見表 3-7）

表 3-7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49.3 58.7 57.4
新增訂單 49.4 59.0 57.1
人力雇用 50.9 50.0 51.4
原料存貨 48.5 51.4 51.0
交貨時間 43.4 47.0 48.1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44.3 49.5 48.5
新出口訂單 60.0 54.7 55.2
進口原料 33.3 51.6 50.0
原料價格 85.5 86.4 86.3
收費價格 74.4 78.5 7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北美洲僑臺商企業經營預期概況

壹、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2022 年第 2 季，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中型企業與小微企業 OC-BEI

分別為 57.1 分、53.8 分，均超過 50 分的分界線，預期未來半年景氣將擴

張；大型企業 OC-BEI 為 40 分，預期未來半年景氣將緊縮。（見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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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大型企業（ 501 人以上）

小微企業（ 1－ 100 人）

中型企業（ 101─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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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22 年第 2 季，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以傳統產業較為樂觀，OC-

BEI達 51.9分，高於 50 分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擴張；先進製造業為得

45.5 分，低於 50 分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緊縮。顯見北美洲僑臺商在不

同行業領域，對於未來景氣看法不一致。（見圖 3-8）

圖 3-8　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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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北美洲非服務業於原物料、中間財、工資、租金、投資等五項 OC-

BEI 參考指標得分較高，落於 80 至 93 分區間，顯示廠商普遍擔憂成本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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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產能預期分數低於前述項目，為 66.8 分。整體而言，非服務業對未

來半年的景氣較為樂觀（52.9分），高於 50 分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擴

張。（見圖 3-9）

圖 3-9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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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規模視之，大型非服務業僑臺商在原物料（92.9分）、中間財（89

分）、工資（89分），租金預期亦高達 81.9分，顯示其認為成本面上漲

趨勢。不過，景氣預期（53.8 分）亦高於 50 分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擴

張；中型企業在原物料、中間財、租金得分亦高於 50 分分界線，處於擴

張區間。在投資預期（85.7 分）、產能預期（78.6 分），景氣預期（57.1

分）高於 50 分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處於擴張狀態；小微企業在原物料

高於 95 分，中間財、工資、租金介於 80 至 95 分之間，顯示其認為成本

面上漲趨勢。但對於景氣預期（40 分）低於 50 分分界線，處於緊縮區間。

（見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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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53.8 57.1 40.0
原料預期 92.9 85.7 100.0
中間財預期 89.0 78.6 95.0
工資預期 89.0 92.9 80.0
租金預期 81.9 85.7 95.0
投資預期 79.0 85.7 90.0
產能預期 65.2 78.6 7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北美洲先進製造業預期原物料（95.6 分）成本增加、

工資（92.5 分）上漲、中間財（90.6 分）增加，租金預期（83.9分）亦高，

預料成本面將上漲，業者預期未來景氣（45.5 分）緊縮；傳統產業方面，

原物料（93.6 分） 、中間財 （91.3 分 ）、工資 （ 82.7 分 ）、租金預期

（83.9分）增加，投資預期呈擴張狀態（74.8 分），景氣預期（51.9分）

高於 50 分分界線，處於擴張區間。（見表 3-9）

表 3-9　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景氣預期 45.5 51.9 52.9
原料預期 95.6 93.6 93.0
中間財預期 90.6 91.3 88.9
工資預期 92.5 82.7 88.5
租金預期 83.9 83.9 83.2
投資預期 72.5 74.8 80.3
產能預期 64.1 63.1 66.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北美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北美洲服務業中，小微企業的 OC-BEI得分為 52.4 分，高於 50 分榮

枯線，預期未來半年景氣擴張；中型服務業的 OC-BEI得分為 50 分，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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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半年景氣持平；大型服務業的 OC-BEI 為 45.8 分，預期未來景氣將緊

縮。（見圖 3-10）

圖 3-10　北美洲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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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2022 年第 2 季，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中，非生產性

服務業的 OC-BEI得分為 52.4 分，高於 50 分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擴張。

生產性服務業的 OC-BEI得分為 39.5 分，低於 50 分分界線，預期未來景

氣緊縮。（見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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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地區當地雇用員工困難，加上國際航運因素影響，儘管今年
度當地消費市場已逐漸回溫，企業仍面臨勞動力不足的挑戰。此外，
國際航運所受挑戰恐難於短期內改善，因此預估當地經濟復甦時間將
拉長。」

~美國洛杉磯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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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北美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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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預期原物料（85.5 分）、租金（84.9分）、工資

（84.1 分）、中間財（81.6 分）成本上漲，同樣預料投資（82.0 分）、產

能預期（63.6 分）擴張。景氣預期（52.1 分）超過 50 分的分界線，預期

未來景氣擴張。（見圖 3-12）

圖 3-12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指數分析（2022 年第 2 季）

景氣預期

產能預期

中間財預期

投資預期

工資預期

租金預期

原料預期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52.1 

63.6 

81.6 

82.0 

84.1 

84.9 

85.5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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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美國政府為促進貨幣流通而壓低利率，銀行及貸款行業相
對呈正向成長；反之旅遊業、飯店業及餐飲業者則受疫情重創。下半
年景氣較難預期，疫情解封雖有助於餐飲業復甦，然鑒於利率提高、
貸款收入減少，銀行業預期將較緊縮衰退。」

~美國休士頓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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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模視之，成本為大型非服務業僑臺商未來半年最擔憂之因素，

原物料（95.8 分）、中間財（91.7 分）、工資（75 分）、租金（87.5 分），

顯示成本面項目全面上漲，儘管投資（ 83.3 分）、產能預期（75 分）呈

擴張狀態，但在成本拖累之下普遍看壞未來半年之景氣（45.8 分）；小微

企業方面，成本因素亦居高不下，原物料（85.1 分）、中間財（81.3 分）、

工資（84.1 分）、租金（84.9分）。不過，業者景氣預期（52.4 分）高於

50 分分界線，處於擴張區間；中型企業在成本面受到工資（ 95.5 分）、

原物料（86.4 分）、中間財（81.8 分）上漲拖累，但投資預期為 86.4 分，

景氣預期（50 分）則持平。（見表 3-10）

表 3-10　北美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45.8 50.0 52.4
原料預期 95.8 86.4 85.1
中間財預期 91.7 81.8 81.3
工資預期 75.0 95.5 84.1
租金預期 87.5 81.8 84.9
投資預期 83.3 86.4 81.8
產能預期 75.0 59.1 63.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北美洲生產性服務業在租金預期（90.7 分）之得分最

高，其次為工資（81.2 分），另外原料（76.6 分）、中間財（78.5 分）增

加價格，顯現成本面上漲的趨勢，儘管投資預期高達 85.2 分，但產能預

期 62.3 分，不足以抵銷成本上漲的壓力，景氣預期（39.5 分）低於 50 分

分界線，顯示未來景氣緊縮；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原物料（87.3 分）、

中間財（82.2 分）、工資（83.8 分）、租金（84.4 分）處於上漲態勢，但

產能預期相對較佳（64.4 分），投資預期亦高達 81.4 分，景氣預期（52.4

分）超過 50 分分界線，顯示未來景氣擴張。（見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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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北美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景氣預期 39.5 52.4 52.1
原料預期 76.6 87.3 85.5
中間財預期 78.5 82.2 81.6
工資預期 81.2 83.8 84.1
租金預期 90.7 84.4 84.9
投資預期 85.2 81.4 82.0
產能預期 62.3 64.4 63.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北美洲僑臺商營商環境概況

壹、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

僅行政效率、基礎設施與市場規模等三項的改善比例，高於惡化比例，加

權平均高於 50 分的門檻。其餘 19 項指標都呈現不同程度的退步，最差的

三項指標為運輸成本、水電成本、與勞工成本。（見圖 3-13）

圖 3-13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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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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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政

策透明、國民待遇、行政效率、創業環境、市場規模、基礎設施等六項改

善，加權平均超過 50 分。其餘 16項指標都呈現不同程度的退步。和非服

務業相同的趨勢是，運輸成本、水電成本、與勞工成本三項目皆為惡化明

顯的項目。（見圖 3-14）

圖 3-14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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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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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私部門大幅裁員使失業率上升，而政府提供高額失業救濟金
也使疫情趨緩後中小企業缺工嚴重，且當地治安情況不佳，疫情後更趨
惡化。疫情期間許多大廠進駐使房租大幅上漲、交通亦日益壅塞。」

~美國休士頓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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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北美洲僑臺商認知重要國際情勢對營運的影響

在近期重要國際情勢方面，非服務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最高，回

答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46.7%、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34.4%，合計負面影響

達 81.1%。其次為烏俄戰爭相關衝擊，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27%、輕微負

面影響者達 45.9%，合計負面影響達 72.9%。此外，受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而受負面影響的僑臺商合計 49.2%。

相較之下 ，多數 非 服 務 業認為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 定生效

（72.1%）、全球減碳趨勢（62.3%）、基礎建設未來商機（73%）等對其

經營沒有影響。整體而言，認為對營運有正面影響的項目皆不超過 20%，

其中最高的項目僅為基礎建設未來商機的 18.9%。（見表 3-12）

表 3-12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非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27.0 45.9 25.4 0.8 0.8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46.7 34.4 9.8 4.1 4.9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13.1 36.1 42.6 5.7 2.5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0.8 12.3 72.1 12.3 2.5

全球減碳趨勢 4.9 19.7 62.3 9.0 4.1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歐 美 國印太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0.8 7.4 73.0 14.8 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服務業方面，回答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52.5%、

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27.5%，合計負面影響達 80%。而在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下，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22.3%、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3%，合計負面影響

達 65.3%。由此可見，服務業受新冠肺炎疫情相當普遍且嚴重，而烏俄戰

爭同樣對服務業帶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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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俄戰爭推升油價對當地整體供應鏈產生不利影響，從事進出口
貿易產業的僑臺商面臨成本上漲的經營風險。」

~美國大華府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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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大多數服務業認為美中關係緊張（50.5%）、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定生效（75.8%）、全球減碳趨勢（65.8%）、基礎建設未來商

機（79.3%）等對其沒有影響。整體而言，認為對營運有正面影響的項目

皆不超過 20%，營運最多的項目僅為基礎建設未來商機的 11.1%。（見表

3-13）

表 3-13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22.3 43.0 30.0 3.8 1.0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52.5 27.5 11.0 5.5 3.5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13.3 27.5 50.5 6.3 2.5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1.3 15.3 75.8 7.5 0.3

全球減碳趨勢 3.3 20.8 65.8 6.0 4.3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歐 美 國印太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2.0 7.8 79.3 8.3 2.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北美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與合作模式

壹、北美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

資訊（39.3%）最高，其次為建立當地通路（35.2%），第三為降低關稅/

非關稅貿易障礙（ 20.5%） ， 最少運 用之資 源 則 為 調解經 貿糾紛

（6.6%）。（見圖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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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過後旅遊業蓬勃發展，永續航班及低碳套餐成為旅遊業未來商機
趨勢。」

~美國亞利桑那州僑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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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經貿糾紛

策略建議

稅務諮詢

融資貸款

回臺投資

降低關稅

當地通路 

商機資訊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6.6 

9.8 

10.7 

11.5 

19.7 

20.5 

35.2 

39.3 

比例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依序為建立當地通路

（ 45%） 、獲取海內外投資 商機資訊（ 34.8%） ， 以 及 協 助回臺投資

（21.3%），最少運用之資源則為調解經貿糾紛（5.3%）。（見圖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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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僑委會可針對僑臺商有興趣且具潛力的領域舉辦論壇，促進僑
臺商與新領域專家及相關企業進行交流、促進商機。」

~美國休士頓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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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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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歸納北美洲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的問卷結果可知，

「建立當地通路」、「獲得投資海內外相關商機資訊」為非服務業與服務

業僑臺商外館資源服務中使用比例最高二者，其中非服務業者以掌握商機

資訊為主，而服務業者則更傾向建立當地通路。除此之外，以北美洲僑臺

商而言，提供回臺投資在服務業、非服務業中分居第四、第三，比例均在

20%以上，顯示僑臺商有回臺投資意願。

貳、北美洲僑臺商未來需求建議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以建立當地通路最為殷切，

比例為 36.9%，其次為協助降低關稅/非關稅貿易障礙（27.9%），第三為

獲得投資海內外相關商機資訊、商會平臺交流（27%）。（見圖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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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僑委會辦理之活動多為線上形式，然較年長的僑臺商適應
困難，建議未來優先辦理實體交流活動及訓練課程。青商則因高度適
應線上活動，亦能充分利用線上活動的彈性優勢。」

~美國洛杉磯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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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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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以建立當地通路最為殷切，比

例為 39.3%，其次為提供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26.8%），第三為商會平

臺交流（21.8%）。（見圖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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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透過 Select TAIWAN媒合平臺成功推動美國奇異醫療等公司與臺
灣的生技研發公司合作。建議未來可積極透過北美臺商聯合總會新成立
的商機委員會，媒合臺美雙邊產業需求。」

~美國大華府臺灣商會

「目前是臺灣餐飲業進軍美國市場的最佳時機，建議可協助臺灣餐飲
業品牌於美國推動低價加盟以大量加盟奠定品牌名譽。此外，韓國第
一夫人推廣美食文化模式經驗，亦可參考。」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臺灣餐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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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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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歸納問卷結果，北美洲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以建立當地通路

皆為非服務業與服務業的首要需求項目，提供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則分

居非服務業的第三與服務業的第二需求項目；提供商會平臺交流在非服務

業、服務業則為第四、第三需求項目。

另一方面，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更重視協助降低關稅 /非關稅貿易

障礙，服務業僑臺商則更重視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

參、北美洲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

觀察北美洲僑臺商企業與當地企業及外商企業（包含美日歐等外

資）的主要合作模式，非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拓展僑居地（內需）市場，

占比 54.1%，其次為發掘僑居地以外（外銷）市場（46.7%）、成立合資

公司（39.3%），最少者則為研發創新合作，占比僅 13.9%。（見圖 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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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

（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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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一方面，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的合作模式為拓展僑居地（內需）

市場，占比 59.5%，其次為發掘僑居地以外（外銷）市場（53.5%）、成

立合資公司（34.8%），和非服務業比較合作模式大致相同，研發創新合

作亦為最低者，占比僅 16.8%。（見圖 3-20）

圖 3-20　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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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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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南美洲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中南美洲共 82家僑臺商企業參與 2022 年第 2 季調查，其中 32家非

服務業與 50家服務業僑臺商。在中南美洲經營的僑臺商，約有九成為規

模百人以下的小微企業（92.7%），規模 101 人至 500 人的中型企業

（7.3%），本次調查中並無 500 人以上的大型企業。

*中南美洲僑臺商過去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面對相當營運壓力，在物價成本高漲情況下，新增訂單減

少，產量下降，而庫存增加。小微企業認為景氣擴張（51.9分）。以產

業來看，傳統產業僑臺商相對面對較大經營壓力。

服務業在原物料等成本大幅增加下，帶動售價上漲。企業收入、新

訂單與員工雇用則進一步惡化，使服務業小微企業陷入衰退（44.5

分）。

*中南美洲僑臺商未來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中南美洲僑臺商表示未來將面對原物料、工資、中間財等

三項成本大幅上漲壓力，僑臺商整體而言預期未來半年景氣衰退（45.3

分）。小微企業認為未來半年景氣將持平（50 分），且傳統產業則認為

未來景氣預期將會緊縮（39.6 分）。

服務業僑臺商同樣面臨原物料、工資及中間財大幅上漲壓力，且產

能預期將緊縮，因此預期未來景氣緊縮（46 分）。小微企業認為未來半

年景氣將緊縮（46.9分），非生產性服務業也認為未來景氣預期緊縮

（37.5 分）。

*中南美洲僑臺商當地營商環境：相較於前半年，中南美洲非服務

業僑臺商認為當地營商環境中僅科研資源及市場規模兩項指標相對改

善，而服務業僑臺商認為僅市場規模及基礎設施兩項指標相對改善。而

惡化的指標中皆以水電、運輸成本、勞工成本最為嚴重，顯示在全球通

膨情勢下，成本問題大幅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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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重要情勢：超過八成的中南美洲僑臺商認為新冠肺炎及烏俄

戰爭對企業營運造成負面衝擊，而服務業受到疫情的負面影響（82%）

更高過非服務業（78.2%）。至於如美中關係、RCEP生效、全球減碳趨

勢等重要情勢，五至七成的中南美洲僑臺商認為對其營運並無影響。

*僑臺商運用政策資源情況：中南美洲僑臺商過去最常使用的外館

資源為「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此外，非服務業「貸款融資」以及

「稅務諮詢」「建立當地通路」也是中南美洲僑臺商廣泛運用的政策資

源。

*僑臺商未來需求：中南美洲僑臺商對於「貸款融資」（非服務業

43.8%）以及「提供技術指導」（服務業 34.0%）的需求最為殷切。「提

供平臺交流」（服務業 32.0%）及「降低關稅」（非服務業 25%）亦為

中南美洲當地僑臺商優先需求。

第一節　中南美洲僑臺商企業經營概況

在 1,515 位受訪僑臺商中，82家位於中南美洲，占比為 5.4%。在 82

位 受 訪 僑 臺 商 中 ， 76 家屬小微企 業 （規模介於 1-100 人 ） ，占比為

92.7%，其次為中型企業（規模介於 101-500 人）之 7.3%，本次調查中南

美洲並無規模達 500 人以上之大型企業。（見表 4-1）

由於中南美洲僑臺商家數相對較少，進一步區分為非服務業 /服務業，

以及企業規模（小微企業/中型企業）、非服務業類型（傳統產業/先進製

造業）、服務業類型（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的樣本更為有限。

若該類別樣本數低於 3家，較可能出現偏差而不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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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中南美洲受訪僑臺商的規模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小微企業（1─100 人） 76 92.7
中型企業（101─500 人） 6 7.3
合計 82 100.0
說明：括弧內數字為員工規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82 位受訪中南美洲僑臺商中，32家僑臺商從事非服務業，占比為

39%。其中，屬於傳統產業（除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械

設備製造業及其維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以外的第一級、第二級產業）的家數為 29 家，占非服務業的 90.6%，先

進製造業（含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其維

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的家數為 3家，

僅占非服務業的 9.4%。（見表 4-2）

表 4-2　中南美洲受訪非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先進製造 3 9.4
傳統產業 29 90.6
合計 32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82 位受訪中南美洲僑臺商中，50家僑臺商從事服務業，占比為

61%。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含金融和保險業、資訊和通信產業、倉儲和運

輸物流產業）僅 3家，僅占服務業的 6%。而非生產性服務業（不動產業、

住宿和餐飲業、醫療照護和社會服務產業、批發與零售產業、其他服務

業）則有 47家，占服務業的 94%。（見表 4-3）

表 4-3　中南美洲受訪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生產性服務業 3 6.0
非生產性服務業 47 94.0
合計 5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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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2022 年第 2 季，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小微企業 OC-BMI 為 51.9分，顯

示過去 6個月經營動能擴張。中型企業 OC-BMI僅 10 分，顯示過去 6個月

經營動能緊縮，但中型企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4-1）

圖 4-1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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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51.9 

分

備註：中型企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2022 年第 2 季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先進製造

業 OC-BMI達 47.5 分，過去 6個月經營陷入緊縮 ;傳統產業 45.7 分，也陷

入緊縮區間。然先進製造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4-2）

圖 4-2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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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先進製造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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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組成指標而言，中南美洲僑臺商庫存水準（56.3 分）增加，為所有

組成指標中最高。除交貨時間（50 分）表現持平以外，新增訂單（48.4

分）、人力雇用（45.3 分）、生產數量（43.8 分）等，皆低於 50 分分界

線，為拉低 OC-BMI關鍵因素。

而參考指標中，原物料價格（90.6 分）顯示絕大多數中南美洲僑臺商

受原物料價格上漲的影響明顯，帶動售價（收費價格）上漲的趨勢，反觀

客戶存貨（39.1 分）、未完成訂單（37.5 分）等，皆低於 50 分，呈現緊

縮情況。（見圖 4-3）

圖 4-3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

（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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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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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受當地封橋與封城等管制措施影響劇甚。儘管南美洲已採取
「與病毒共存」政策並放寬疫情管制措施，惟國際因素推動航運壓力及
費用上漲，巴西與阿根廷等鄰國亦在貨幣貶值影響下降低消費水準，造
成巴拉圭經營進口貿易產業僑臺商利潤下滑，僑居地市場亦景氣蕭條。
預期巴拉圭今年當地經濟景氣悲觀。」

~中南美洲臺商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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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業規模論，非服務業小微企業在組成指標中，生產數量（ 50

分）持平、新增訂單（55.6 分）增加、人力雇用（48.1 分）減少。庫存水

準（63 分）增加，交貨時間（51.9分）亦延長。中型企業則所有項目未

能超過 50 分，處於緊縮的狀態，惟中型企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

性。

參考指標部分，非服務業小微企業在客戶存貨（44.4 分）與未完成訂

單（40.7 分）減少，但進口原料（59.1 分）、新增出口訂單（68.8 分）皆

處於擴張。而原物料價格（92.6 分）上漲最為明顯，且在售價達 77.8 分，

顯示企業將上漲成本反映在售價，同樣的趨勢也出現在中型企業，惟中型

企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見表 4-4）

表 4-4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 10.0 50.0
新增訂單 - 10.0 55.6
人力雇用 - 30.0 48.1
庫存水準 - 20.0 63.0
交貨時間 - 40.0 51.9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 10.0 44.4
未完成訂單 - 20.0 40.7
新增出口訂單 - 12.5 68.8
進口原料 - 10.0 59.1
原料價格 - 80.0 92.6
收費價格 - 90.0 77.8

備註：中型非服務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組成指標方面，以行業別視之，中南美洲先進製造業新增訂單

（75 分）、人力雇用（75 分）為擴張，庫存水準則為持平，生產數量、

交貨時間位於緊縮區間，然因樣本數過少，代表性可能不足；而在傳統產

業方面，除交貨時間（55.3 分）延長外，其餘項目皆低於 50 分，處於緊

縮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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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指標部分，先進製造業在客戶存貨、未完成訂單方面表現持平，

但進口原料、原料價格、售價則是出現擴張，新增出口訂單因無相關樣本

填答，故不予統計。傳統產業則在客戶存貨（34 分）、未完成訂單（29.2

分）、進口原料（47.9分）均低於 50 分的景氣分界線。原物料價格（90

分）顯示絕大多數中南美洲僑臺商受原物料價格（87.8 分）上漲的影響明

顯，帶動售價（收費價格）上漲。（見表 4-5）

表 4-5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37.5 40.8 43.8
新增訂單 75.0 42.3 48.4
人力雇用 75.0 41.5 45.3
庫存水準 50.0 48.5 56.3
交貨時間 0.0 55.3 50.0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50.0 34.0 39.1
未完成訂單 50.0 29.2 37.5
新增出口訂單 - 50.0 50.0
進口原料 66.7 47.9 50.0
原料價格 87.5 90.0 90.6
收費價格 62.5 87.8 79.7

備註：先進製造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中南美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並無大型企業資料，以企業規模視之，2022

年第 2 季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以中型企業表現較佳，OC-BMI 為 80 分，

位於擴張區間，但中型企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而小微企業得

44.5 分，顯示過去半年企業經營動能緊縮。（見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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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小微企業（ 1－ 100 人）

中型企業（ 101─500 人）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44.5 

80.0 

分

備註：中型企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22 年第 2 季，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中，非生產性服務業得 43.1

分，處於緊縮區間；而生產性服務業則為 50 分持平，但因樣本數僅 3家，

代表性可能不足。（見圖 4-5）

圖 4-5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38 40 42 44 46 48 50 52 

50.0 

43.1 

分

備註：生產性服務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4



第四章　中南美洲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 OC-BMI組成指標中，除交貨時間（50 分）

持平以外，在營業收入（49 分）、新增訂單（44 分）、原料存貨（43

分）、人力雇用（40 分）皆低於 50 分，處於緊縮區間。而在組成指標方

面，原料價格（83 分）、售價（71 分）顯示企業因應原物料價格上漲，

因此提高售價。（見圖 4-6）

圖 4-6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A. 組成指標 B. 參考指標

人力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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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40.0 

43.0 

44.0 

49.0 

50.0 

分

新出口訂單

未完成訂單

進口原料

收費價格

原料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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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組成指標部分，中南美洲之中型服務業，營業收入、新增訂單、人

力雇用皆為 100 分，原料存貨、交貨時間則為 50 分持平，但因樣本數過

少，代表性可能不足。小微企業營業收入（ 48.0 分）減少，新增訂單

（42.9分）減少，人力雇用（38.8 分）均減少，顯示位於緊縮區間。原料

存貨（42.9分）減少，而交貨時間 50 分呈現持平。

參考指標部分，中型企業未完成訂單、新出口訂單皆為 50 分，原料、

售價則為 100 分，但因樣本數過少，代表性可能不足。小微企業原物料價

格、收費價格則分別為 82.7 分、70.4 分，顯示原物料成本和售價上漲明

顯；進口原料（46.3 分）、未完成訂單（43.9 分）、新出口訂單（40

分）則位於緊縮區間。（見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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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 100.0 48.0
新增訂單 - 100.0 42.9
人力雇用 - 100.0 38.8
原料存貨 - 50.0 42.9
交貨時間 - 50.0 50.0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 50.0 43.9
新出口訂單 - - 40.0
進口原料 - - 46.3
原料價格 - 100.0 82.7
收費價格 - 100.0 70.4

備註：中型服務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生產性服務業營業收入、交貨時間處於擴張狀態，

新增訂單、人力雇用位於緊縮區間，原料存貨則是持平，但因樣本數過少，

代表性可能不足。非生產性服務業，營業收入（ 43.8 分）、新增訂單

（41.8 分）、人力雇用（40.2 分）減少、原料存貨（40.2 分）降低、交貨

時間（49.6 分）縮短，均處緊縮狀態。

另由參考指標觀察，生產性服務業未完成訂單（37.5 分）和收費價格

（12.5 分）為緊縮狀態，進口原料（100 分）、原料價格（62.5 分）呈擴

張狀態，惟生產性服務業因樣本數過少，代表性可能不足。非生產性服務

業原物料價格（85.7 分）上漲，，帶動售價上漲（78.2 分）。未完成訂單

（38 分）、新出口訂單（40 分）、進口原料（44.2 分）減少呈緊縮狀態

（見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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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62.5 43.8 49.0
新增訂單 37.5 41.8 44.0
人力雇用 37.5 40.2 40.0
原料存貨 50.0 40.2 43.0
交貨時間 62.5 49.6 50.0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37.5 38.0 44.0
新出口訂單 - 40.0 40.0
進口原料 100.0 44.2 46.3
原料價格 62.5 85.7 83.9
收費價格 12.5 78.2 71.0

備註：生產性服務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中南美洲僑臺商企業經營預期概況

壹、中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2022 年第 2 季，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中型企業 OC-BEI僅 20

分表示未來半年景氣緊縮，惟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小微企業

OC-BEI 則為 50 分，認為未來半年景氣持平。（見圖 4-7）

圖 4-7　中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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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中型企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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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2 季，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先進製造業認為景氣將

會擴張，OC-BEI達 75 分，惟先進製造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傳統產業得 39.6 分，預期景氣將會緊縮。（見圖 4-8）

圖 4-8　中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傳統產業

先進製造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39.6 

75.0 

分

備註：先進製造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於原物料、工資、中間財、租金等四項 OC-BEI 參

考指標得分偏高，落於 70.3 至 93.8 分區間，顯示廠商普遍擔憂成本飆漲；

投資和產能預期分數低於前述項目，分別為 65.7、60.9分。整體而言，非

服務業預期未來半年的景氣緊縮，僅 45.3 分。（見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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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美洲普遍受疫情重創，近期經濟仍逐步恢復中。委國經濟亦呈
現成長，今年整體而言景氣看好。」

~委內瑞拉青商會

「巴拉圭當地工業基礎薄弱、高度仰賴外國商品進口，因此受到全球
航運壓力及航運費用高漲影響甚劇，進口產業前景尤其不利。此外，
巴拉圭為南美共同市場的一員、享有免稅等優惠政策，因此製造業產
業前景仍看好。」

~中南美洲臺商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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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

（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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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規模視之，中型非服務業僑臺商原物料、中間財、工資之得分較

高，介於 80 至 90 分，租金預期亦高達 60 分，顯示其認為成本面上漲趨

勢可期，惟其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小微企業亦有類似的趨勢，

原物料、中間財、工資、租金介於 72.2 至 94.4 分，但景氣預期則持平

（50 分）。（見表 4-8）

表 4-8　中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 20.0 50.0
原料預期 - 90.0 94.4

中間財預期 - 90.0 83.3

工資預期 - 80.0 90.7

租金預期 - 60.0 72.2

投資預期 - 60.0 66.7

產能預期 - 20.0 68.5

備註：中型非服務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先進製造業在原物料、工資、中間財之得分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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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 87.5 至 100 分，租金預期亦高達 62.5 分，顯示其預料成本面將會上

漲，但投資預期、產能預期分別為 87.5、75 分，帶動景氣預期呈現擴張

（75 分），惟其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傳統產業方面，原物料、

工資、中間財、租金介於 70.7 至 91.3 分，投資、產能預期呈擴張狀態但

相對較低（58.3、55.3 分），可能是景氣預期緊縮（39.6 分）的原因。

（見表 4-9）

表 4-9　中南美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景氣預期 75.0 39.6 45.3
原料預期 100.0 91.3 93.8

中間財預期 87.5 85.5 84.4

工資預期 100.0 87.3 89.1

租金預期 62.5 70.7 70.3

投資預期 87.5 58.3 65.6

產能預期 75.0 55.3 60.9

備註：先進製造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中南美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中南美洲小微服務業 OC-BEI得 46.9分，中型服務業得 0 分，兩者皆

認為未來半年景氣將會衰退，惟中型服務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見圖 4-10）

圖 4-10　中南美洲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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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中型非服務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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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2022 年第 2 季，中南美洲生產性服務業對於預測未

來景氣擴張，OC-BEI得分為 62.5 分，但由於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

性。非生產性服務業則 OC-BEI 為 37.5 分，預期景氣將緊縮。（見圖 4-

11）

圖 4-11　中南美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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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生產性服務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對於工資、原物料、中間財成本上漲有較大擔

憂，OC-BEI得分皆高於 78 分以上，投資、租金預期同為 67 分，但產能

預期則為 46 分，預期未來景氣緊縮，成本上漲與產能縮減疊加可能是使

整體景氣預期（46 分）緊縮的主要原因。（見圖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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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烏俄戰爭及油價上漲等國際因素影響，船運成本上升、海運壅塞
及通貨膨脹嚴重導致物價上漲及出貨時間不穩。近期雖已逐漸舒緩，
然預期運輸成本將日益上升。」

~委內瑞拉青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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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指數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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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規模視之，成本為中型非服務業僑臺商未來半年最擔憂之因素，

原物料、中間財、工資之得分皆為 100 分，成本面項目全面上漲，也因此

看壞未來半年景氣（0 分），但由於中型服務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

表性；小微企業方面，成本因素亦居高不下，原物料、中間財、工資、租

金介於 66.3 至 86.7 分，景氣預期偏於緊縮（46.9分）。（見表 4-10）

表 4-10　中南美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 0.0 46.9
原料預期 - 100.0 84.7
中間財預期 - 100.0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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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物價提升對於中上社經階層的消費者幾乎未有影響，而底層消
費者則受到政府的政策補貼，因此物價上漲對於中間階層的消費者影
響較大，促進其減少消費。工資方面，在生產效率合理的情況下，工
資成本上升並未對僑臺商所經營的產業構成巨大影響。」

~巴西僑臺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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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工資預期 - 100.0 86.7
租金預期 - 100.0 66.3
投資預期 - 50.0 67.3
產能預期 - 50.0 45.9

備註：中型服務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生產性服務業在原物料預期（87.5 分）較高，其次為

工資、租金預期皆為 62.5 分，顯現成本面上漲的趨勢，但投資預期亦有

62.5 分，帶動景氣預期呈現擴張（62.5 分），惟生產型服務業樣本數較少，

可能不具代表性。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原物料、工資、中間財、租金處

於擴張，介於 65.5 至 89.1 分，加上產能預期（38.8 分）緊縮，可能是景

氣預期緊縮（37.5 分）的原因。（見表 4-11）

93



鏈結海外僑臺商與臺灣產業共同發展

表 4-11　中南美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景氣預期 62.5 37.5 46.0
原料預期 87.5 76.9 85.0
中間財預期 50.0 75.1 78.0
工資預期 62.5 89.1 87.0
租金預期 62.5 65.5 67.0
投資預期 62.5 55.7 67.0
產能預期 50.0 38.8 46.0

備註：生產性服務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中南美洲僑臺商營商環境概況

壹、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

僅科研資源、市場規模等兩項組成指標中的改善比例，高於惡化比例，加

權平均高於 50 分的門檻。其餘 20項指標都呈現不同程度的退步，退步最

多的四項指標為運輸成本、水電成本、勞工成本、治安環境，顯示在全球

通膨情勢下，成本問題大幅惡化。（見圖 4-13）

94



第四章　中南美洲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圖 4-13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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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

僅基礎建設和市場規模兩項出現改善，加權平均超過 50 分。

其餘 20項指標都呈現不同程度的退步。和非服務業相同的是在運輸

成本、水電成本、勞工成本皆為惡化最明顯的項目，顯見成本上漲具普遍

性。此外，治安環境為第四差項目，觀察非服務業也出現類似的趨勢，中

南美洲當地治安環境惡化值得關注。（見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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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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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中南美洲僑臺商認知重要國際情勢對營運的影響

近期國際重要情勢方面，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最

為廣泛，回答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34.4%、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3.8%，合

計負面影響達 78.2%。其次為烏俄戰爭相關衝擊，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31.3%、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3.8%，合計負面影響達 75.1%。此外，合計受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負面影響為 43.8%，亦是影響當地營運的重要因素。相

較之下 ， 大多數 中 南 美 洲 非 服 務 業認為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 定生效

（65.6%）、全球減碳趨勢（59.4%）、基礎建設未來商機（62.5%）等對

其企業經營沒有影響。（見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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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非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31.3 43.8 9.4 3.1 12.5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34.4 43.8 3.1 9.4 9.4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12.5 31.3 40.6 6.3 9.4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9.4 12.5 65.6 6.3 6.3

全球減碳趨勢 6.3 18.8 59.4 9.4 6.3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歐 美 國印太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9.4 9.4 62.5 12.5 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服務業方面，回答在烏俄戰爭相關衝擊下，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24%、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60%，合計負面影響達 84%。因新冠肺炎疫情，

而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46%、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36%，合計負面影響達

82%。由此可見，服務業受烏俄戰爭相關衝擊更為普遍，但新冠肺炎疫情

的負面影響嚴重程度則更高。此外，美中關係緊張持續受嚴重負面影響者

達 16%、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34%，合計亦達 50%。另一方面，大多數服務

業認為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 定生效（ 76.0%） 、 全 球減碳趨勢

（58.0%）、基礎建設未來商機（ 72.0%）等對其企業營運沒有影響。

（見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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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24.0 60.0 6.0 8.0 2.0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46.0 36.0 4.0 4.0 10.0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16.0 34.0 44.0 4.0 2.0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4.0 16.0 76.0 0.0 4.0

全球減碳趨勢 8.0 24.0 58.0 4.0 6.0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歐 美 國印太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4.0 14.0 72.0 4.0 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中南美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與合作模式

壹、中南美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以獲取海內外投

資商機資訊（43.8%）最多，其次分別為提供僑臺商融資貸款、提供僑居

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皆為 25%。僑臺商最少運用之資源，則為提供國

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議、調解經貿糾紛、協助降低關稅 /非關稅

貿易障礙，同為 6.3%。（見圖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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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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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依序為獲取海內外投

資商機資訊（54%）、建立當地通路（32%），以及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

與稅務諮詢（28%）。僑臺商最少運用之外館資源，則為調解經貿糾紛、

協助降低關稅/非關稅貿易障礙，同為 6%。（見圖 4-16）

圖 4-16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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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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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中南美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的情報可知，「獲得投資海內外

相關商機訊息」為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服務中，使用比例最

高者，而服務業者運用此項資源的比例又高於非服務業者。除此之外，以

中南美洲僑臺商而言，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在非服務業、服務

業中分居第二、第三，對僑臺商的重要性較高。

貳、中南美洲僑臺商未來需求建議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以提供僑臺商融資貸款最

為殷切，比例為 43.8%， 其 次 為 協 助降低關稅 /非關稅貿易障礙

（25.0%），第三包括提供專業技術指導、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

策略建議、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占比皆為 21.9%。（見圖 4-17）

圖 4-17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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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以提供專業技術指導最為殷

切，比例為 34%，其次為商會平臺交流、提供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占比

皆為 32%。第三為提供專業培訓和融資貸款，需求比例皆為 28%。（見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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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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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南美洲僑臺商對於外館資源的主要需求有所差異。提供專業技術

指導為非服務業的第三與服務業的第一需求項目；提供海內外投資商機資

訊，則為非服務業的第三與服務業的第二需求項目；提供僑臺商融資貸款

在非服務業、服務業則為第一、第三，為中南美洲僑臺商主要共同需求項

目。

另一方面，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更重視協助降低關稅 /非關稅貿

易障礙、提供專業技術指導、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議；服

務業僑臺商更為重視商會平臺交流和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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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南美洲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

觀察中南美洲僑臺商企業與當地企業及外商企業（包含美日歐等外

資）的主要合作模式，非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拓展僑居地（內需）市場，

占比 57.6%，其次為成立合資公司（49.8%）、發掘僑居地以外（外銷）

市場（48.0%）。研發創新合作模式最少，占比僅 16.5%。（見圖 4-19）

圖 4-19　中南美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

（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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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一方面，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的合作模式為拓展僑居地（內需）

市場，占比 61.6%，其次為發掘僑居地以外（外銷）市場（55.6%）、成

立合資公司（45.6%），研發創新合作亦為最低者，占比僅 17.6%。（見

圖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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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中南美洲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

（2022 年第 2 季）

研發創新

供應鏈

通路

合資

外銷

內需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7.6 

25.4 

30.7 

45.6 

55.6 

61.6 

比例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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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歐洲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2022 年第 2 季調查中，歐洲 69 家僑臺商企業參與，其中 26家非服

務業，43家服務業僑臺商。在歐洲經營的僑臺商，超過八成為規模百人

以下的小微企業（88.4%），約一成左右為規模 101 人至 500 人的中型企

業（11.6%），本次調查並無 5 百人以上的大型企業。

*歐洲僑臺商過去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小微企業為 43.2 分，中型企業為 47.1 分，過去半年企業動

能緊縮；由於通膨嚴重，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面對成本大幅上漲壓力，

另一方面，客戶趨於保守，新增訂單、新增出口訂單、生產數量減少，

連帶拖累人力雇用；交貨時間延長，顯示歐洲非服務業可能仍受供應鏈

阻塞影響。

服務業的中型企業和小微企業 OC-BMI皆超過 50 分界線，顯示過去

半年企業動能擴張。整體而言，歐洲服務業除了新出口訂單與未完成訂

單外，其餘項目皆呈現成長，顯示企業動能擴張。

*歐洲僑臺商未來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小微企業 OC-BEI 為 47.4 分，中型企業的 OC-BEI 為 28.6

分，兩者均落入緊縮區間，預期未來半年非服務業景氣緊縮。

服務業小微企業的 OC-BEI 為 59.5 分，預期未來景氣擴張；而中型

企業的 OC-BEI 指數為 50 分，僑臺商預期景氣持平。總體而言，歐洲服

務業景氣恢復速度較非服務業更快。

*歐洲僑臺商當地營商環境：相較於前半年，歐洲僑臺商認為當地

營商環境有指標全面惡化，其中又以水電、運輸、勞工成本最為嚴重，

而治安環境也是明顯惡化的項目。

*國際重要情勢：超過八成歐洲僑臺商認為烏俄戰爭對企業營運造

成負面衝擊，新冠肺炎的負面衝擊比例亦相差不遠。值得注意的是，亦

有三至四成歐洲僑臺商認為美中關係緊張持續、全球減碳趨勢對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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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而 RCEP生效、基礎建設商機等重要情勢，多數歐洲僑臺商

認為並無影響。

*僑臺商運用政策資源情況：歐洲僑臺商過去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

為「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非服務業較常使用「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

析與投資策略建議」；非服務業較常使用「提供回臺投資政策資訊與諮

詢」。

*僑臺商未來需求：歐洲僑臺商對於「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的需

求最為殷切，非服務業對「協助降低關稅/非關稅貿易障礙」、「獲取海

內外投資商機」、「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議」有優先需

求；非服務業則對「融資貸款」有較高的需求。

第一節　歐洲僑臺商企業經營概況

2022 年第 2 季受訪僑臺商 1,515 位中，69位為歐洲僑臺商。其中，61

家屬微型與小型企業，占比為 88.4%，中型企業為 8家，占比為 11.6%。

本次調查並無 5 百人以上的大型企業。（見表 5-1）

由於歐洲僑臺商家數相對較少，進一步區分為非服務業 /服務業，以

及企業規模（小微企業/中型企業）、非服務業類型（傳統產業 /先進製造

業）、服務業類型（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的樣本更為有限。

若該類別樣本數低於 3家，較可能出現偏差而不具代表性。

表 5-1　歐洲受訪僑臺商的規模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小微企業（1─100 人） 61 88.4

中型企業（101─500 人） 8 11.6

合計 69 100.0

說明：括弧內數字為員工規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69 位 受 訪 歐 洲 僑 臺 商 中 ， 26 位 僑 臺 商從事非 服 務 業 ，占比為

37.7%。其中，屬於傳統產業（除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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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設備製造業及其維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

業以外的第一級、第二級產業）的家數為 13家，占非服務業的 50%，先

進製造業（含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其維

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的家數為 13家，

另占非服務業的 50%。（見表 5-2）

表 5-2　歐洲受訪非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先進製造 13 50.0

傳統產業 13 50.0

合計 26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69 位 歐 洲 受 訪 僑 臺 商 中 ， 43 家僑 臺 商從事服 務 業 ，占比為

63.2%。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含金融和保險業、資訊和通信產業、倉儲和

運輸物流產業）僅 2家，僅占服務業的 4.7%。而非生產性服務業（不動

產業、住宿和餐飲業、醫療照護和社會服務產業、批發與零售產業、其他

服務業）則有 41家，占服務業 95.3%。（見表 5-3）

表 5-3　歐洲受訪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生產性服務業 2 4.7

非生產性服務業 41 95.3

合計 43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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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歐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2022 年第 2 季，歐洲非服務業中型企業 OC-BMI 為 47.1 分，小微企

業 OC-BMI 為 43.2 分，兩者均低於 50 分的景氣分界線。歐洲非服務業均

落入緊縮區間。顯示歐洲小微企業或中型企業過去 6個月企業經營動能緊

縮。（見圖 5-1）

圖 5-1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小微企業（ 1－ 100 人）

中型企業（ 101─500 人）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3.2 

47.1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區分，2022 年第 2 季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中，先進製造業

OC-BMI 為 52.5 分，高於 50 分的景氣分界線，過去 6個月經營動能擴張。

而傳統產業僅 31.8 分，低於 50 分的景氣分界線，過去 6個月企業經營動

能陷入緊縮。（見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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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整體產業發展健全，雖疫情期間餐旅等產業發展受限，然生醫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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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東臺灣商會

 ~德東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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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傳統產業

先進製造

0 10 20 30 40 50 60 

31.8 

52.5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組成指標而言，歐洲非服務業除交貨時間（69.2 分）擴張、庫存水

準（50.0）持平以外，新增訂單（30.8 分）、人力雇用（36.5 分）、生產

數量（34.6 分）等，皆低於 50 分榮枯分界線。無論新訂單、雇用員工、

生產製造均減少，均為 OC-BMI落入緊縮區間之因素。

而參考指標中，原料價格高達 98.1 分，顯示歐洲僑臺商受原料價格

高漲的影響明顯，此也帶動售價（78.8 分）上漲趨勢。雖進口原料（53.1

分）增加，新增出口訂單（46.4 分）減少、客戶存貨（46.2 分）、未完成

訂單（46.2 分）減少，皆低於 50 分榮枯分界線。（見圖 5-3）

圖 5-3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A. 組成指標 B. 參考指標

新增訂單

生產數量

人力雇用

庫存水準

交貨時間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30.8 

34.6 

36.5 

50.0 

69.2 

分

客戶存貨

未完成訂單

新增出口訂單

進口原料

收費價格

原料價格

0 20 40 60 80 100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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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 

98.1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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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業規模論，歐洲非服務業小微企業在組成指標中，除了交貨時

間（68.4 分）延長，在庫存水準（44.7 分）、生產數量（34.2 分）、人力

雇用（34.2 分）等指標皆未能超過 50 分景氣分界線，處於緊縮區間。中

型企業則在交貨時間（71.4 分）延長及庫存水準（64.3）增加。其餘指標

皆未能超過 50 分，例如生產數量（35.7 分）減少、新增訂單（21.4 分）

與員工雇用（42.9分）減少均顯示處於緊縮區間。

參考指標部分，歐洲非服務業小微企業除了進口原料（58.3 分）增加

外，客戶存貨（44.7 分）、未完成訂單（47.4 分）及新增出口訂單（45.0

分）皆處於緊縮狀態。但原物料價格（ 100 分）上漲最為明顯，且售價

（81.6 分）超過 50 分界線，顯示僑臺商企業將上漲成本反映在售價上；

中型企業客戶存貨（50 分）及新增出口訂單（50.0）持平，未完成訂單

（42.9分）減少，進口原料（37.5 分）減少。原物料價格（92.9分）上漲

且售價（71.4 分）超過 50 分界線，顯示僑臺商企業將上漲成本反映在售

價上。（見表 5-4）

表 5-4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 35.7 34.2
新增訂單 - 21.4 34.2
人力雇用 - 42.9 34.2
庫存水準 - 64.3 44.7
交貨時間 - 71.4 68.4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 50.0 44.7
未完成訂單 - 42.9 47.4
新增出口訂單 - 50.0 45.0
進口原料 - 37.5 58.3
原料價格 - 92.9 100.0
收費價格 - 71.4 8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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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業別而言，歐洲先進製造業在組成指標，除交貨時間（84.2 分）

及庫存水準（54.2 分）增加外，其他在生產數量（47.5 分）與新增訂單

（42.5 分）、人力雇用（34.2 分）指標皆低於 50 分，顯示企業經營趨於

緊縮。而在傳統產業方面，除交貨時間（61.1 分）延長外，其餘項目皆遠

低於 50 分，顯示企業經營處於緊縮區間。

參考指標部分，觀察歐洲整體非服務業，原物料價格（98.1 分）、售

價（78.8 分）得分最高，顯示企業反映成本上漲於售價的趨勢。而先進製

造業參考指標顯示，在客戶存貨（52.5 分）增加、進口原料（62.5 分）與

原料價格（97.5 分）大幅擴張情況下，未完成訂單（42.5 分）與新增出口

訂單（43.8 分）減少，顯示庫存增加與成本提高造成訂單減少情況；傳統

產業未完成訂單（56.9分）增加，新增出口訂單（50 分）持平，但進口

原料（43.8 分）減少，客戶存貨（38.9分）減少，可能顯示市場需求或產

能減少所致。（見表 5-5）

表 5-5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47.5 12.2 34.6
新增訂單 42.5 23.3 30.8
人力雇用 34.2 38.3 36.5
庫存水準 54.2 23.9 50.0
交貨時間 84.2 61.1 69.2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52.5 38.9 46.2
未完成訂單 42.5 56.9 46.2
新增出口訂單 43.8 50.0 46.4
進口原料 62.5 43.8 53.1
原料價格 97.5 100.0 98.1
收費價格 70.8 86.7 78.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歐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歐洲受訪服務業僑臺商並無大型企業參與調查，而中型企業僅一家，

可能不具代表性。以企業規模而言，2022 年第 2 季歐洲服務業中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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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BMI 為 100 分，小微企業亦得分 60.2 分，兩者均超過景氣分界線 50

分，處於擴張區間，顯示歐洲服務業僑臺商過去半年企業經營動能擴張。

（見圖 5-4）

圖 5-4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小微企業（ 1－ 100 人）

中型企業（ 101─500 人）

0 20 40 60 80 100 120 

60.2 

100.0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備註：中型企業數目 1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2022 年第 2 季，歐洲服務業僑臺商中，生產性服務業得 65 分，非生

產性服務業則為 50.7 分，兩者均超過榮枯分界線 50 分，處於擴張區間。

由此可見，歐洲不論非生產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僑臺商均認為過去

半年企業經營動能擴張，然歐洲生產性服務業僅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見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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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趨緩之下，旅遊產業已逐漸復甦。德國政府亦推動相關政策推
動跨區旅遊、振興各地經濟。不過部分交通運輸產業面臨職員不足問
題，以致出現航空飛機停飛或者機場人員不足的狀況。」

~德東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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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非生產性服務業

生產性服務業

0 10 20 30 40 50 60 70 

50.7 

65.0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備註：生產性服務業數目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組成指標中，歐洲服務業僑臺商在所有

次指標，例如營業收入（ 65.1 分）、新增訂單（ 62.8 分）、原料存貨

（67.4 分）、人力雇用（59.3 分）增加，交貨時間（51.2 分）延長，皆高

於 50 分的分界線，整體企業經營擴張。而在參考指標方面，原料價格

（91.9分）、售價（80.2 分）兩個項目得分最高，顯示僑臺商企業多因原

物料價格上漲，而提高售價。（見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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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導致勞動力不足、烏俄戰爭阻斷能源供應鏈並推升通貨膨
脹以 及英鎊匯率下跌等因素皆使英國 僑居地 整 體消費市場趨 於保
守。」

~英國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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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A. 組成指標 B. 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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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組成指標部分，歐洲中型服務業除了原料存貨 (75.0 分)以外，在所有

組成指標均得 100 分。然中型企業數目 1家，可能不具代表性；小微企業

最高分則為原料存貨 78.6 分，所有其他組成指標均高於 50 分榮枯分界線，

表示歐洲服務業的企業經營擴張。

參考指標部分，中型服務業於進口原料、原物料價格、售價等三項

目皆得 100 分；小微企業未完成訂單（47.6 分）減少，新出口訂單（50.0

分）持平，在原物料價格（91.7 分）與售價（79.8 分）提高情況，均顯示

原物料成本和售價上漲明顯。（見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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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 100.0 64.3
新增訂單 - 100.0 61.9
人力雇用 - 100.0 58.3
原料存貨 - 100.0 66.7
交貨時間 - 100.0 50.0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 0.0 47.6
新出口訂單 - - 50.0
進口原料 - - 57.1
原料價格 - 100.0 91.7
收費價格 - 100.0 79.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備註：中型企業數目 1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以行業別而言，歐洲生產性服務業營業收入（ 75 分），人力雇用

（100 分）增加，原料存貨（75 分）、交貨時間（25 分）縮短，但新增訂

單呈持平 50 分，惟生產性服務業僅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非生產性服

務業新增訂單（44.5 分）減少，但營業收入（54.5 分）增加，人力雇用

（52.1 分）增加，原料存貨（61 分）增加、交貨時間（41.6 分）縮短。

另由參考指標觀察，歐洲生產性服務業僑臺商在原物料價格（ 75

分）上漲，售價增加（100 分）。而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未完成訂單

（49.2 分）微幅減少，新出口訂單（55.6 分）及進口原料增加（58.3 分），

然而原物料價格上漲（87.7 分），帶動售價上漲（80.7 分），顯示僑臺商

企業多因原物料價格上漲，而提高售價。（見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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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75.0 54.5 65.1
新增訂單 50.0 44.5 62.8
人力雇用 100.0 52.1 59.3
原料存貨 75.0 61.0 67.4
交貨時間 25.0 41.6 51.2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0.0 49.2 46.5
新出口訂單 0.0 55.6 50.0
進口原料 50.0 58.3 57.1
原料價格 75.0 87.7 91.9
收費價格 100.0 80.7 8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備註：生產性服務業數目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第二節　歐洲僑臺商企業經營預期概況

壹、歐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2022 年第 2 季，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小微企業的 OC-BEI 為 47.4 分，

中型企業的 OC-BEI 為 28.6 分，均低於 50 分的分界線，顯示未來半年景

陷入緊縮。（見圖 5-7）

圖 5-7　歐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中型企業（ 101─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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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22 年第 2 季，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中，先進製造業 OC-BEI達 64.2

分，高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擴張；傳統產業僅得 16.7 分，

低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緊縮。（見圖 5-8）

圖 5-8　歐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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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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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非服務業於原物料（84.6 分）、中間財（80.8 分）、工資（75.0

分）等三項 OC-BEI 擴散指標得分較高，顯示廠商普遍擔憂成本飆漲；投

資和租金預期分數略低於前述項目，均為 65.4 分。整體而言，非服務業

對未來半年的景氣看法（42.3 分），低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預期未來景

氣緊縮。（見圖 5-9）

圖 5-9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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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規模而言，在歐洲中型非服務業僑臺商得分最高為原物料 71.4 分，

其次為中間財、工資、租金與投資的得分，均為 64.3 分，顯示其認為成

本上漲趨勢可期，景氣預期（28.6 分）低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處於緊縮

區間；小微企業亦有類似的趨勢，其中原物料、中間財、工資介於 78.9

至 89.5 分，企業經營成本大漲，景氣預期（47.4 分）低於 50 分景氣分界

線，預期未來景氣亦處於緊縮狀態。（見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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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歐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 28.6 47.4
原料預期 - 71.4 89.5
中間財預期 - 64.3 86.8
工資預期 - 64.3 78.9
租金預期 - 64.3 65.8
投資預期 - 64.3 65.8
產能預期 - 50.0 6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產業別而言，歐洲先進製造業在原物料（90 分）、中間財（79.2

分）、租金預期（65.8 分）亦高，預料成本面上漲，而產能（69.2 分）與

投資（68.3 分）擴張，預期景氣擴張（64.2 分）；歐洲傳統產業原物料

（88.3 分）、中間財（88.3 分）、工資（78.6 分）、租金（71.1 分），而

投資預期衰退（48.1 分）、以及產能略為擴張（50.3 分），傳統產業預期

未來景氣（16.7 分），低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處於緊縮區間。（見表 5-

9）

表 5-9　歐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景氣預期 64.2 16.7 42.3
原料預期 90.0 88.3 84.6
中間財預期 79.2 88.3 80.8
工資預期 65.0 78.6 75.0
租金預期 65.8 71.1 65.4
投資預期 68.3 48.1 65.4
產能預期 69.2 50.3 57.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歐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歐洲服務業小微企業 OC-BEI 為 59.5 分，高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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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未來景氣擴張；而中型企業的 OC-BEI 為 50 分，偏向中立持平。然中型

企業數目僅 1家，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5-10）

圖 5-10　歐洲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中型企業（ 101─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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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備註: 中型企業數目 1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以行業別而言，2022 年第 2 季，歐洲服務業僑臺商中，非生產性服

務業 OC-BEI得分為 64.5 分，高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擴張。

生產性服務業 OC-BEI得分為 0 分，低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

緊縮。然歐洲生產性服務業僅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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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於疫情趨緩，解封加上報復性消費，百貨以及餐飲業皆蓬勃
發展，預期未來發展樂觀。」

~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法國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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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歐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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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備註:生產性服務業僅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對於中間財（ 88.4 分）、原料（87.2 分）、工資

（80.2 分）成本上漲有較大擔憂，指標皆高於 80 分，投資（76.7 分）、

租金（69.8 分）、產能（68.6 分）預期，整體景氣預期亦為看好（59.3

分）。（見圖 5-12）

圖 5-12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指數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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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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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模而言，成本為中型非服務業僑臺商未來半年最擔憂之因素，

原物料、中間財、工資之得分皆為 100 分，成本面的次級指標全面上升，

也因此對未來半年之景氣相對中性看待；小微企業方面，成本因素亦居高

不下，原物料（86.9分）、中間財（88.1 分）、工資（79.8 分）、租金

（69.0 分），景氣預期（ 59.5 分）高於 50 分分界線，處於擴張區間。

（見表 5-10）

表 5-10　歐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 50.0 59.5

原料預期 - 100.0 86.9

中間財預期 - 100.0 88.1

工資預期 - 100.0 79.8

租金預期 - 100.0 69.0

投資預期 - 100.0 76.2

產能預期 - 100.0 67.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備註:中型企業數目 1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以行業別而言，歐洲非生產性服務業在原物料（88.2 分）、中間財

（87.6 分）、工資（81.1 分）、租金（64.3 分），產能預期（63.3 分）亦

呈現擴張，景氣預期（64.5 分）超過 50 分分界線，表示未來景氣擴張。

歐洲生產性服務業在原物料（100 分）、中間財（75 分）、工資（100

分）、租金（100 分），成本方面擴張，雖在投資（75 分）預期增加，但

在產能（50 分）持平，並看壞景氣（0 分）。然歐洲生產性服務業僅 2家，

可能不具代表性。（見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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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歐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景氣預期 0.0 64.5 59.3

原料預期 100.0 88.2 87.2

中間財預期 75.0 87.6 88.4

工資預期 100.0 81.1 80.2

租金預期 100.0 64.3 69.8

投資預期 75.0 67.4 76.7

產能預期 50.0 63.3 68.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備註:生產性服務業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第三節　歐洲僑臺商營商環境概況

壹、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均

呈現不同程度的退步，退步最多的三項指標為水電成本、運輸成本、勞工

成本，顯示在全球通膨情勢下，成本問題有所惡化。治安環境惡化則排名

第四，後述的服務業亦有類似的情況。（見圖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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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過去兩年波蘭經濟仍緩慢成長。惟今年通膨問題嚴重，
通膨率已達 16%，加上政府縮緊利率使借貸成本提高，成為當地經濟
發展的重大挑戰。此外，油價上漲導致交通成本提升亦影響民眾就業
意願，導致缺工情形。」

~波蘭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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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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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並無

任何組成指標加權平均超過 50 分。和非服務業相同的是在運輸成本、水

電成本、勞工成本皆為惡化最明顯的項目，顯見經商環境成本普遍上漲。

此外，治安環境為第三差項目，觀察非服務業也出現類似的趨勢，當地治

安環境惡化亦值得關注。（見圖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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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進口相關法規齊全且海關運作完善，進出口貿易運作順暢，經
營環境有利於僑臺商發展。」

~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法國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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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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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歐洲僑臺商認知重要國際情勢對營運的影響

在近期重要國際情勢方面，歐洲非服務業受烏俄戰爭相關衝擊最為

嚴重，回答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53.8%、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2.3%，合計

負面影響達 96.1%。其次為新冠肺炎疫情的負面影響，受嚴重負面影響者

達 38.5%、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2.3%，合計負面影響達 80.8%。此外，值

得注意的是亦有歐洲非服務業認為美中對抗局勢，以及全球減碳趨勢對其

造成負面影響，合計分別為 42.3%以及 38.4%。

相較之下 ，多數 歐 洲 非 服 務 業認為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 定生效

（80.8%）、基礎建設未來商機（76.9%）、全球減碳趨勢（53.8%）等國

際因素對其企業營運並沒有影響。（見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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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非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53.8 42.3 0.0 3.8 0.0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38.5 42.3 3.8 11.5 3.8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3.8 38.5 53.8 3.8 0.0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0.0 11.5 80.8 7.7 0.0

全球減碳趨勢 3.8 34.6 53.8 7.7 0.0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歐 美 國印太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0.0 11.5 76.9 7.7 3.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服務業方面，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39.5%、輕

微負面影響者達 44.2%，合計負面影響達 83.7%。其次，在烏俄戰爭相關

衝擊下，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30.2%、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53.5%，合計負

面影響達 83.7%。由此可見，由於地緣因素，歐洲僑臺商服務業企業受到

烏俄戰爭、新冠肺炎疫情的負面衝擊最高。

另一方面，至於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生效、基礎建設未來商機等

國際因素，則對於歐洲服務業僑臺商較無影響，表示無影響高達 86%與

88.4%。（見表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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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自今（ 2022 ） 年 4 月起實施「塑膠包裝稅」 （ Plastic
Packaging Tax），對未滿 30%的回收材質之塑膠包裝，課徵每噸 200
英鎊的稅率，使商品生產成本大幅上揚。建議臺灣及早佈局相關綠色
商機，以利產品外銷全球。」

~英國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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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30.2 53.5 9.3 4.7 2.3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39.5 44.2 4.7 4.7 7.0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7.0 27.9 58.1 7.0 0.0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2.3 9.3 86.0 2.3 0.0

全球減碳趨勢 4.7 32.6 48.8 11.6 2.3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歐 美 國印太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0.0 7.0 88.4 4.7 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歐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與合作模式

壹、歐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

歐洲非服務業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以獲取海內外投資商

機資訊（57.7%）最多，其次分別為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

議（30.8%）、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 23.1%）等。至於調解

經貿糾紛（3.8%）、協助降低關稅/非關稅貿易障礙（0%）則為運用外館

資源最少使用的項目。（見圖 5-15）

127



鏈結海外僑臺商與臺灣產業共同發展

圖 5-15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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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依序為獲取海內外投資商

機資訊（65.1%）、回臺投資（25.6%）、建立當地通路（20.9%），以及

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18.6%）。（見圖 5-16）

圖 5-16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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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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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歐洲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的問卷結果可知，

「獲得投資海內外相關商機訊息」為歐洲所有僑臺商使用外館資源服務中

比例最高者，而服務業者運用此項資源的比例又高於非服務業者。除此之

外，歐洲僑臺商非服務業、服務業中分居第二、第三的政策資源使用比例

與項目上均有所不同，顯示對於在歐僑臺商營商屬性不同，其所需的政策

資源亦有極大差距。

貳、歐洲僑臺商未來服務需求建議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以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

諮詢（50%）比例最高，其次為協助降低關稅 /非關稅貿易障礙、國際政

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議、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26.9%），第三包括

提供人才聘雇媒合及融資貸款，占比皆為 23.1%。（見圖 5-17）

圖 5-17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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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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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以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

詢（44.2%）最為殷切，其次為融資貸款（32.6%），第三則為提供海內

外投資商機資訊與建立當地通路（27.9%）。（見圖 5-18）

圖 5-18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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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歸納問卷結果，歐洲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在提供僑居地當地

法務與稅務諮詢方面的需求最高，這顯示在歐洲成熟市場經商所需的法遵

與稅務成本較高。在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歐洲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

臺商亦有強勁需求融資貸款與當地通路，而非服務業僑臺商對於排除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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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信保基金是對僑臺商海外發展最具助益的項目。此外，珍珠奶
茶等手搖飲相關連鎖店近期在法國有發展商機，因此建議僑委會可重
啟連鎖經營相關課程。」

~歐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法國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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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障礙，亦為優先政策需求項目。

參、歐洲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

歐洲僑臺商企業與當地企業及外商企業（包含美日歐等外資）的主

要合作模式，非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發掘僑居地以外（外銷）市場，占比

73.1%，其次為僑居地（內需）市場（ 61.5%），第三為成立合資公司

（57.7%），最少者則為研發創新合作，占比僅 19.2%。（見圖 5-19）

圖 5-19　歐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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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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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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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歐洲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的合作模式為拓展僑居地以外

（外銷）市場，占比為 69.8%，其次為成立合資公司（65.1%），以及拓

展僑居地（內需）市場（51.2%），而研發創新合作亦為最低者，占比僅

18.6%。和非服務業相較之下，外銷市場皆為其最為偏好之合作模式（見

圖 5-20）

圖 5-20　歐洲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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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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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非洲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2022 年第 2 季調查中，非洲共 85家僑臺商企業參與，其中包括 51

家非服務業，34家服務業僑臺商。在非洲經營的僑臺商，超過八成為規

模百人以下的小微企業（82.4%），一成為規模 101 人至 500 人中型企業

（13%），5 百人以上的大型企業為 5%。

*非洲僑臺商過去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小微企業、中型企業認為景氣擴張，但面對成本大幅上

漲，傳統產業與先進製造僑臺商均面對巨大經營壓力。

服務業小微企業為調查構成主體，遭遇企業經營緊縮，在成本增加

情況下，皆面臨龐大壓力，企業經營相對保守。

*非洲僑臺商未來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小微企業均面對成本，從原物料、工資、中間財大幅上漲

壓力，因此對未來企業營運預期緊縮。

服務業小微企業，同樣也面對原物料、工資、中間財、租金等大幅

上漲壓力，因而預期未來營運緊縮。

*非洲僑臺商當地營商環境：相較於前半年，非洲僑臺商認為當地

營商環境所有指標均惡化，其中又以水電、運輸成本最為嚴重。此外，

勞工成本提高、治安環境不佳也是當地經營環境惡化的重要因素。

*國際重要情勢：超過八成的非洲僑臺商認為新冠肺炎，烏俄戰爭

對 企 業 營 運造成重大負面衝擊， 而 服 務 業 受到疫情的負面影響

（85.3%）更高過非服務業（80.4%）。至於美中關係、RCEP生效、全

球減碳趨勢等重要情勢，超過五成的非洲僑臺商認為並無影響。

*僑臺商運用政策資源情況：非洲僑臺商過去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

為「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以及「融資貸款」。此外，「獲取國際政

經情勢與投資策略建議」也是非洲僑臺商廣泛運用的政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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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臺商未來需求：非洲僑臺商對於「融資貸款」的需求最為殷

切，非服務業（49%）與服務業（47%）。「政策補助」亦為當地僑臺

商優先需求，表示在非洲當地經營的實際需求。此外，「獲取海內外投

資商機」除了非洲僑臺商廣泛運用的政策資源，亦有強勁需求。

第一節　非洲僑臺商企業經營概況

在 1,515 位受訪僑臺商中，85家位於非洲，占比為 5.6%。在 85 位受

訪 非 洲 僑 臺 商 中 ， 70 家屬小微企 業 （規模介於 1-100 人 ） ，占比為

82.4%； 其 次 為 中型企 業 （規模介於 101-500 人 ） 的 11 家，占比為

12.9%； 第三則 為 大型企 業 （規模達 500 人 以 上之） 的 4 家，占比為

4.7%。（見表 6-1）

由於非洲僑臺商家數相對較少，進一步區分為非服務業 /服務業，以

及企業規模（小微企業/中型企業）、非服務業類型（傳統產業 /先進製造

業）、服務業類型（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的樣本更為有限。

若該類別樣本數低於 3家，較可能出現偏差而不具代表性。

表 6-1　非洲受訪僑臺商的規模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小微企業（1─100 人） 70 82.4
中型企業（101─500 人） 11 12.9
大型企業（500 人以上） 4 4.7
合計 85 100.0
說    明：括弧內數字為員工規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85 位 受 訪 非 洲 僑 臺 商 中 ， 51 家僑 臺 商從事非 服 務 業 ，占比為

60%。其中，屬於傳統產業（除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械

設備製造業及其維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以外的第一級、第二級產業）的家數為 45家，占非服務業的 88.2%，先

進製造業（含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其維

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的家數為 6家，

僅占非服務業的 11.8%。（見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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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非洲受訪非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先進製造 6 11.8
傳統產業 45 88.2
合計 51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82 位受訪非洲僑臺商中，34家僑臺商從事服務業，占比為 40%。

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含金融和保險業、資訊和通信產業、倉儲和運輸物流

產業）3家，占服務業的 8.8%。而非生產性服務業（不動產業、住宿和餐

飲業、醫療照護和社會服務產業、批發與零售產業、其他服務業）則有

31家，占服務業的 91.2%。（見表 6-3）

表 6-3　非洲受訪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生產性服務業 3 8.8
非生產性服務業 31 91.2
合計 34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2022 年第 2 季，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小微企業 OC-BMI 為 52.3 分，

中型企業得 52.2 分，顯示過去 6個月企業經營動能擴張。另，大型企業

OC-BMI得 43.3 分，顯示過去 6個月企業經營動能緊縮，惟大型企業樣本

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6-1）

圖 6-1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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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大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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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業別視之，2022 年第 2 季，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先進製造業與

傳統產業面臨衰退，OC-BMI 分別為 12.1 分與 41 分，顯示過去 6個月景

氣陷入緊縮。（見圖 6-2）

圖 6-2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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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就組成指標而言，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庫存水準（57.8 分）提高、生

產數量（52 分）增加，人力雇用與新增訂單（50 分）持平，交貨時間

（49分）則低於 50 分，呈現縮短緊縮狀態。

而參考指標中，原物料價格 97.1 分，顯示絕大多數非洲僑臺商認為

原物料價格上漲的影響明顯，並帶動售價（收費價格）上漲的趨勢，而未

完成訂單（57.8 分）增加、進口原料（56.3 分）增加、新增出口訂單（50

分）持平，僅客戶存貨（47.1 分）低於 50 分，呈現緊縮的情況。（見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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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A. 組成指標 B. 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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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企業規模論，非服務業小微企業在組成指標中，人力雇用（48.7

分）減少、交貨時間（48.7 分）縮短。但在生產數量（53.8 分）、新增訂

單（53.8 分）與庫存水準（56.4 分）均增加；中型企業除新增訂單（38.9

分）低於 50 分外，生產數量、交貨時間（50 分）持平、人力雇用（61.1

分）與庫存水準（61.1 分）增加；大型企業除庫存水準、交貨時間達到

50 分門檻外，其餘項目皆呈現緊縮，然而大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

具代表性。

參考指標部分，非服務業小微企業客戶存貨（46.2 分）減少，未完成

訂單（57.7 分）、進口原料（56.3 分）位於擴張區間。新增出口訂單（50

分），進口原料（56.3 分）增加。另外，原物料價格（98.7 分）上漲明顯，

且售價達 80.8 分，顯示小微企業將上漲成本反映於售價之上；中型企業

則是僅客戶存貨（44.4 分）處於緊縮區間，其他項目皆為擴張。而大型企

業在新增訂單（25 分）、售價（33.3 分）位於緊縮區間，未完成訂單、

進口原料表現持平，客戶存貨（66.7 分）、原料價格（83.3 分）位於擴張

區間，然而大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見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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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4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33.3 50.0 53.8

新增訂單 33.3 38.9 53.8

人力雇用 33.3 61.1 48.7

庫存水準 66.7 61.1 56.4

交貨時間 50.0 50.0 48.7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66.7 44.4 46.2

未完成訂單 50.0 61.1 57.7

新增出口訂單 25.0 58.3 50.0

進口原料 50.0 60.0 56.3

原料價格 83.3 94.4 98.7

收費價格 33.3 83.3 80.8

備註：大型企業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組成指標視之，非洲先進製造業生產數量（41.7 分）、新增

訂單（41.7 分）減少與交貨時間（33.3 分）縮短，皆低於 50 分分界線，

陷入緊縮區間。而在傳統產業方面，新增訂單（48.3 分）減少、人力雇用

（45.6 分）減少均低於 50 分，其餘項目生產數量（50.2 分）、庫存水準

（50.2 分）增加與交貨時間（51.7 分）延長處於擴張區間。

參考指標部分，先進製造業除進口原料持平外，客戶存貨（41.7 分）、

未完成訂單（41.7 分）、新增出口訂單（0 分）皆呈現緊縮狀態；而原物

料價格、售價是數值最高，顯示多數企業反映成本上漲於售價的趨勢。而

傳統產業的參考指標，在未完成訂單（53.8 分）、新增出口訂單（52.3

分）、進口原料（57.1 分）增加，顯示成本上漲趨勢。原物料價格、售價

亦位於擴張區間，企業反映成本上漲於售價。（見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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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41.7 50.2 52.0
新增訂單 41.7 48.3 50.0
人力雇用 50.0 45.6 50.0
庫存水準 75.0 50.2 57.8
交貨時間 33.3 51.7 49.0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41.7 42.8 47.1
未完成訂單 41.7 53.8 57.8
新增出口訂單 0.0 52.3 50.0
進口原料 50.0 57.1 56.3
原料價格 91.7 97.8 97.1
收費價格 75.0 76.9 7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非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以企業規模視之，2022 年第 2 季非洲服務業僑臺商大型企業 OC-BMI

為 90 分，過去半年企業經營擴張。小微企業與中型企業分別為 37.4 分、

35 分，顯示過去半年的企業經營緊縮。但大型、中型企業樣本數有限，

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6-4）

圖 6-4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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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大型、中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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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2 季，非洲服務業僑臺商中，非生產性服務業得 51.5 分，

顯示非生產性服務業維持擴張。而生產性服務業景氣 25.0 分，陷入緊縮

區間。但生產性服務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6-5）

圖 6-5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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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註：生產性服務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非洲服務業 OC-BMI組成指標中所有項目均低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

顯示企業經營陷入緊縮區間。在組成指標方面，原料價格（94.1 分）、售

價（83.8 分）是數值最高的兩個項目，顯示企業認為半年來原物料價格大

幅上漲，企業因而提高售價。（見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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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南非經濟景氣下滑。疫情管制措施導致來自歐洲的觀光客銳減，
當地旅遊業營業額隨之下降，疫情亦加劇貧富差距。依據南非政府統計，
最低薪資的調升已落後於物價漲幅。儘管食品零售等部分產業受惠於疫
情商機，惟整體而言，疫後物價高漲與民眾消費力度降低仍成為產業發
展的不利因素。」

~南非自由省僑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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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A. 組成指標 B. 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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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規模別來看組成指標部分，非洲大型服務業僑臺商於營業收入、

新增訂單、原料存貨、交貨時間等四項皆得 100 分，人力雇用則持平；中

型企業最高分項目為人力雇用與原料存貨，皆為 50 分的持平狀態，營業

收入、新增訂單與交貨時間則為 25 分，惟大型、中型企業樣本數有限，

可能不具代表性；小微企業在原料存貨（46.8 分）降低，其次營業收入、

人力雇用（35.5 分）均減少，新增訂單（30.6 分）減少，顯示整體呈緊縮

狀態。

參考指標部分，大型服務業於所有項目皆得 100 分，呈擴張狀態；中

型服務業於原料價格得 100 分呈擴張狀態，收費價格 50 分持平，新出口

訂單（0 分）、未完成訂單（25 分）與進口原料（25 分）顯示陷入緊縮

狀態，惟大型、中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小微企業原料價

格、收費價格分別為 93.5 分、85.5 分，顯示原物料成本和售價上漲明顯。

雖然新出口訂單（ 66.7 分）增加，未完成訂單（ 40.3 分）、進口原料

（42.9分）指標低於 50 分的景氣分界線，呈緊縮狀態。（見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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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100.0 25.0 35.5
新增訂單 100.0 25.0 30.6
人力雇用 50.0 50.0 35.5
原料存貨 100.0 50.0 46.8
交貨時間 100.0 25.0 38.7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100.0 25.0 40.3
新出口訂單 100.0 0.0 66.7
進口原料 100.0 25.0 42.9
原料價格 100.0 100.0 93.5
收費價格 100.0 50.0 85.5

註：大型、中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生產性服務業除原料存貨持平（ 50 分）外，營業收

入、新增訂單、人力雇用皆為 25.0 分，交貨時間則為 0 分，惟生產性服務

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除原料存貨

（49.7 分）、交貨時間（42.7 分）位於緊縮區間之外，營業收入（58.3

分）、新增訂單（55.3 分）、人力雇用（51.3 分）均處於 50 分以上的擴

張區間，維持成長動能。

另由觀察參考指標，生產性服務業原物料價格為 100 分，進口原料、

未完成訂單則為 16.7 分、12.5 分，售價（87.5 分）維持擴張，新出口訂單

無相關填答樣本，故不予統計。但生產性服務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

表性；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原物料價格（92.3 分）上漲，未完成訂單

（51.0 分）增加呈擴張狀態，進口原料（50 分）則為持平；售價（75.3

分）因而持續上漲擴張。（見表 6-7）

表 6-7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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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25.0 58.3 36.8
新增訂單 25.0 55.3 32.4
人力雇用 25.0 51.3 36.8
原料存貨 50.0 49.7 48.5
交貨時間 0.0 42.7 39.7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12.5 51.0 41.2
新出口訂單 - 60.0 60.0
進口原料 16.7 50.0 44.1
原料價格 100.0 92.3 94.1
收費價格 87.5 75.3 83.8

註：生產性服務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非洲僑臺商企業經營預期概況

壹、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2022 年第 2 季，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大型企業 OC-BEI達 50.0 分，

預期未來半年景氣持平。但大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小微

企業、中型企業 OC-BEI 分別為 39.7 分、27.8 分，預期未來半年景氣緊縮。

（見圖 6-7）

圖 6-7　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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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大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22 年第 2 季，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傳統產業與先進製造業 OC-

BEI 分別為 34.6 分、25.0 分，預期未來景氣呈緊縮狀態。（見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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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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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非洲非服務業於原物料、工資、中間財、投資等四項 OC-BEI 參考指

標得分偏高，落於 81.4 分至 94.1 分區間，顯示廠商普遍擔憂成本上漲；

租金和產能預期分數低於前述項目，分別為 79.4、67.7 分。整體而言，非

洲非服務業預期未來半年景氣緊縮，僅得 38.2 分。（見圖 6-9）

圖 6-9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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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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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模視之，大型非服務業僑臺商原料、中間財得分皆為 100 分，其

次為工資和投資預期，得分皆為 83.3 分，租金和產能預期則為 66.7 分，

均高於 50 分的門檻，但景氣預期則為持平（50.0 分）。惟大型企業樣本

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中型企業原物料、中間財、工資之得分較高，

介於 83.3 分至 94.4 分之間，投資和產能預期則為 72.2 分，租金預期為

61.1 分，未來景氣預期（27.8 分）緊縮；小微企業原物料、中間財、工資、

租金、投資預期介於 82.1 分至 93.6 分，未來景氣預期（39.7 分）緊縮。

（見表 6-8）

表 6-8　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50.0 27.8 39.7
原料預期 100.0 94.4 93.6
中間財預期 100.0 83.3 82.1
工資預期 83.3 88.9 89.7
租金預期 66.7 61.1 84.6
投資預期 83.3 72.2 83.3
產能預期 66.7 72.2 66.7

備註：大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先進製造業在原物料、工資、投資得分較高，介於

91.7 分至 100 分之間，中間財、產能預期分別為 75.0 分、66.7 分，因成本

上漲而景氣預期（25.0 分）呈現緊縮。傳統產業方面，原物料、中間財、

工資、租金、投資介於 81.5 分至 93.9 分，產能預期呈擴張狀態（ 61.6

分），景氣預期（34.6 分）亦緊縮衰退。（見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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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與運輸成本上漲，進一步推升企業經營成本以及物價，而
倚賴進口原物料的企業，於疫情下面臨供應鏈衝擊，甚至可能出現原
物料缺貨等挑戰。」

~南非自由省僑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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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非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景氣預期 25.0 34.6 38.2
原料預期 100.0 93.9 94.1
中間財預期 75.0 84.3 83.3
工資預期 91.7 91.8 89.2
租金預期 83.3 81.5 79.4
投資預期 91.7 82.5 81.4
產能預期 66.7 61.6 6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非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非洲小微服務業 OC-BEI得 33.9分，大型服務業與中型企業皆為 0 分。

非洲服務業整體預期未來半年景氣將緊縮衰退，惟大型、中型企業樣本數

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6-10）

圖 6-10　非洲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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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大型、中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46



第六章　非洲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以行業別視之，2022 年第 2 季，非洲服務業僑臺商中，非生產性服

務業預期未來景氣擴張，得分為 52.3 分。生產性服務業則為 50.0 分，預

期景氣持平，但生產性服務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6-

11）

圖 6-11　非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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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生產性服務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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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各國近來積極擴建港口，目前並未面臨嚴重港口壅塞問題。在通
貨膨脹方面，東非各國當前通貨膨脹率為 7%至 10%，由於進口品大多
為可替代商品，預期當地通膨雖嚴重，但不致嚴重影響經濟。」

~非洲臺商總會(東非)

「烏俄戰爭爆發後，奈及利亞的小麥與石油進口皆受影響。在國際進
口受限以及國內供電不穩的雙重因素下，奈及利亞面臨嚴重的通貨膨
脹，柴油價格於今年 4 至 6 月間已上升近 4倍。」

~奈及利亞臺商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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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服務業僑臺商對於原物料、中間財、工資成本上漲有較大擔憂，

OC-BEI得分皆高於 80 分以上，租金、投資預期為 79.4 分、76.5 分，產能

預期則為 55.9分，仍將維持擴張，而各類經營成本上漲可能是使整體景

氣預期緊縮原因（30.9分）。（見圖 6-12）

圖 6-12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指數分析（2022 年第 2 季）

景氣預期

產能預期

投資預期

租金預期

工資預期

中間財預期

原料預期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30.9 

55.9 

76.5 

79.4 

83.8 

88.2 

92.6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規模視之，成本為大型及中型服務業僑臺商未來半年最擔憂之因

素，原物料、中間財之得分皆為 100 分，惟工資略有差異，大型企業為

50.0 分，中型企業為 100 分，鑒於成本面項目全面上漲，也因此看壞未來

半年景氣（0 分），惟大型、中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小

微企業方面，成本因素亦居高不下，原物料、中間財、工資、租金介於

80.6 分至 91.9分，景氣預期趨於緊縮（33.9分）。（見表 6-10）

表 6-10　非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0.0 0.0 33.9
原料預期 100.0 100.0 91.9
中間財預期 100.0 100.0 87.1
工資預期 50.0 100.0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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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租金預期 50.0 75.0 80.6
投資預期 100.0 50.0 77.4
產能預期 100.0 0.0 58.1

備註：大型、中型企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生產性服務業在原物料、工資預期得分較高（ 100

分），其次為中間財預期（75.0 分），顯現成本面上漲趨勢，但投資預期

為 100 分、產能預期為 75.0 分，使景氣預期大抵持平（50.0 分），但生產

性服務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原物料、

中間財、工資、租金處於上漲態勢，介於 77.7 分至 96.0 分之間，產能預

期維持擴張（52.3 分），因而景氣預期趨於擴張（52.3 分）。（見表 6-

11）

表 6-11　非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景氣預期 50.0 52.3 30.9
原料預期 100.0 96.0 92.6
中間財預期 75.0 85.3 88.2
工資預期 100.0 77.7 83.8
租金預期 37.5 80.7 79.4
投資預期 100.0 78.0 76.5
產能預期 75.0 52.3 55.9

備註：生產性服務業樣本數有限，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非洲僑臺商營商環境概況

壹、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全

數指標加權平均皆低於 50 分的門檻。其中，退步最多的三項指標為水電

成本、運輸成本、勞工成本，顯示在全球通膨加劇的情勢下企業面對高昂

成本問題日益惡化。（見圖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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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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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非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全數

指標加權平均皆低於 50 分的門檻。和非服務業相同的趨勢是，運輸成本、

水電成本、勞工成本同為惡化最明顯的項目，顯見成本上漲對非洲僑臺商

具普遍性。另外，治安環境為服務業第三差項目，並且為非服務業第四差

項目，顯示非洲當地治安環境惡化問題值得關注。（見圖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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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及利亞近年匯率大幅快速貶值、物價與薪資上漲，以及當地政府因
應國際航運情況而調漲關稅等因素，皆推升當地製造業廠商的生產成本，
使其難以與貿易商競爭價格。」

~奈及利亞臺商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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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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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非洲僑臺商認知重要國際情勢對營運的影響

在近期國際重要情勢方面，非洲非服務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最為

嚴重，回答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45.1%、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35.3%，合計

負面影響達 80.4%。其 次為烏俄戰爭相關衝擊，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33.3%、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52.9%，合計負面影響達 86.2%。

相較之下，非洲非服務業認為美中關係緊張持續（39.2%）、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協定生效（70.6%）、全球減碳趨勢（49.0%）、基礎建設未

來商機（72.5%）等對其營運沒有影響。（見表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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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非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33.3 52.9 7.8 2.0 3.9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45.1 35.3 5.9 9.8 3.9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9.8 39.2 39.2 9.8 2.0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0.0 23.5 70.6 3.9 2.0

全球減碳趨勢 2.0 39.2 49.0 5.9 3.9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歐 美 國印太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0.0 23.5 72.5 3.9 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服 務 業 方面， 在烏俄戰爭相關衝擊下 ， 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35.3%、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7.1%，合計負面影響達 82.4%。因新冠肺炎疫

情，而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61.8%、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23.5%，合計負面

影響達 85.3%。由此可見，非洲服務業者受新冠肺炎疫情的負面影響嚴重

程度高於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另 一 方面， 非 洲 服 務 業 僑 臺 商認為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 定生效

（73.5%）、全球減碳趨勢（61.8%）、基礎建設未來商機（76.5%）等對

其企業經營沒有影響。（見表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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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35.3 47.1 14.7 2.9 0.0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61.8 23.5 8.8 5.9 0.0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8.8 41.2 50.0 0.0 0.0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2.9 20.6 73.5 2.9 0.0

全球減碳趨勢 8.8 26.5 61.8 2.9 0.0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歐 美 國印太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0.0 14.7 76.5 5.9 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非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與合作模式

壹、非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以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

資訊（49.0%）最多，其次分別為提供僑臺商融資貸款（ 31.4%），以及

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議、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皆

為 13.7%。僑臺商較少運用資源則為協助降低關稅/非關稅貿易障礙與調解

經貿糾紛，分別為 2.0%與 0%（見圖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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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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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依序為獲取海內外投資商

機資訊（52.9%）、提供僑臺商融資貸款和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

建議，皆為 26.5%。僑臺商較少運用之資源則為協助降低關稅/非關稅貿易

障礙，與調解經貿糾紛，分別為 5.9%和 2.9%。（見圖 6-16）

圖 6-16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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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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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問卷結果可知，「獲得投資海內外相關商機訊息」為非服務業

與服務業僑臺商使用外館資源服務中比例最高者，而服務業者（52.9%）

運用此項資源的比例又高於非服務業者（49.0%）。此外，非洲僑臺商對

於僑臺商融資貸款需求強勁，在非服務業、服務業中同列第二。

貳、非洲僑臺商未來需求建議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以提供僑臺商融資貸款最為殷切，

占比為 49.0%，其次為補助資源（37.3%），第三為提供海內外投資商機

資訊，占比為 31.4%。（見圖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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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輸出入銀行與當地銀行合作，降低當地貸款利息，未來亦可協助
推動臺灣機器設備出口至東非。」

~非洲臺商總會(東非)

「建議未來信保基金可將臺灣商會之推薦納入核貸參考機制，提升具實
際融資需求的中小規模企業僑臺商取得融資協助的機會。」

~南非自由省僑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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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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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以提供融資貸款最為殷切，占比

為 47.1%，其次為提供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占比為 35.3%。第三為提供

補助資源與專業培訓，占比皆為 29.4%。（見圖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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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僑委會針對非洲僑臺商開設客製化課程，並可媒合合宜的中階實
用技術至非洲市場。此外，除將臺灣產品出口銷往非洲市場外，建議進
一步加強由非洲市場進口價格低廉的原物料的雙向貿易。」

~非洲臺商總會(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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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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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非洲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對於外館資源的主要需求略有差異。

僑臺商融資貸款在非服務業、服務業同為第一，為主要共同需求項目；提

供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則分居非服務業的第三（31.4%）與服務業的第

二（35.3%）；提供補助資源在非服務業、服務業則為第二（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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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臺商對人才媒合有實際需求，建議政府設置線上媒合平臺，協助
非洲僑臺商媒合人才至非洲僑臺商企業任職。亦可媒合臺灣技職教師
以訓練當地技職人員的需求。此外，建議政府可協助媒合非洲僑臺商
以及在臺中階技術人才與銀髮人力，為求職者與非洲僑臺商共創雙贏
局面。」

~~奈及利亞臺商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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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29.4%）。

參、非洲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

非洲僑臺商企業與當地企業及外商企業（包含美日歐等外資）的主

要合作模式，非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拓展僑居地（內需）市場，占比為

60.8%，其次為成立合資公司（49.0%）、品牌或通路合作（41.2%），最

少者則為建立供應鏈分工合作，占比僅 19.6%。（見圖 6-19）

圖 6-19　非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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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一方面，非洲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的合作模式為拓展僑居地（內

需）市場，占比為 79.4%，其次為成立合資公司（52.9%）、發掘僑居地

以外（外銷）市場（50.0%）。和非服務業比較，僅第三位具有差異，非

服務業著重品牌或通路合作，服務業則聚焦發掘僑居地以外（外銷）市場；

另 ，關於合作模式偏好最 低 者 ， 非 服 務 業 為 建 立 供 應 鏈 分工合作

（19.6%），服務業則為研發創新合作（26.5%）。（見圖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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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　非洲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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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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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洋洲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2022 年第 2 季調查中，大洋洲共 63家僑臺商企業參與，其中包括

23家非服務業，40家服務業僑臺商。在大洋洲經營的僑臺商，規模百人

以下的小微企業共 58家，規模 101 人至 500 人的中型企業 4家、5 百人

以上的大型企業僅 1家。

*大洋洲僑臺商過去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主要的小微企業仍處於緊縮區間（48.1 分），雖然新增訂

單、生產數量持平，但未完成訂單、交貨時間、客戶存貨出現下滑，再

加上成本攀升，人力雇用出現下滑。

服務業主要的小微企業處於擴張區間（55.4 分），除未完成訂單下

滑外，其餘指標皆呈提升態勢，且原物料價格提升，帶動商品售價上漲

提升尤其明顯。

*大洋洲僑臺商未來六個月企業經營表現：

非服務業主要的小微企業企業對未來表示樂觀，雖然預期原物

料、中間財、工資、租金成本都會出現明顯上漲，但投資、產能亦保

持擴張。

服務業企業亦有類似的情況，原物料、工資、中間財、租金等成本

持續上漲，其中以工資成本提升最為明顯，但也看好景氣持續改善，對

投資、產能擴張仍保持積極態度。

*大洋洲僑臺商當地營商環境：相較於前半年，大洋洲僑臺商認為

當地營商環境有多數指標惡化，其中又以水電、運輸、勞工成本最為嚴

重。但在市場規模、科研資源、基礎建設、政策透明度方面則出現改

善。

*國際重要情勢：超過六成的大洋洲僑臺商認為新冠肺炎、烏俄戰

爭對企業營運造成重大負面衝擊，美中關係緊張持續亦高達四成。其

中，非服務業在認定全球減碳趨勢的影響上較為分歧，但 RCEP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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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未來商機方面，超過六成的大洋洲僑臺商認為並無影響。

*僑臺商運用政策資源情況：大洋洲僑臺商過去最常使用的外館資

源為「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提供回臺投資政策資訊與諮詢」，另

外，「提供僑臺商策略建議」為非服務業較常使用的項目，非服務業則

對「拓展當地通路」有較高的使用比例。

*僑臺商未來需求：大洋洲僑臺商對於「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的

需求最為殷切，非服務業與服務業的占比為 47.8%、32.5%。其次，非服

務業對「商會平臺交流」有較高的需求、服務業則對「融資貸款」有較

高的需求。也有約二至三成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在「專業技術指導」、

「聘僱媒合」等項目上有相關需求。

第一節　大洋洲僑臺商企業經營概況

2022 年第 2 季受訪僑臺商 1,515 位中，63 位為大洋洲僑臺商，占比

為 4.16%。在 63 位受訪僑臺商中，58家屬小微企業（規模介於 1-100 人），

占比 92.1%，其次為 4家中型企業（規模介於 101-500 人）之 6.3%，本次

調查大洋洲僅 1家規模達 500 人以上大型企業。

由於大洋洲僑臺商家數相對較少，進一步區分為非服務業 /服務業，

以及企業規模（小微企業/中型企業/大型企業）、非服務業類型（傳統產

業/先進製造業）、服務業類型（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的樣本

更為有限。若該類別樣本數低於 3家，較可能出現偏差而不具代表性。

（見表 7-1） 

表 7-1　大洋洲受訪僑臺商的規模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小微企業（1─100 人） 58 92.1
中型企業（101─500 人） 4 6.3
大型企業（500 人以上） 1 1.6

合計 63 100

說明：括弧內數字為員工規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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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3 位受訪大洋洲僑臺商中，23家僑臺商從事非服務業，占比為

36.5%。其中，屬於傳統產業（除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

械設備製造業及其維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

業以外的第一級、第二級產業）的家數為 20家，占非服務業的 87%，先

進製造業（含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其維

修安裝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的家數為 3家，

僅占非服務業的 13%。（見表 7-2）

表 7-2　大洋洲受訪非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先進製造 3 13.0
傳統產業 20 87.0

合計 23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63 位 受 訪 大 洋 洲 僑 臺 商 中 ， 40 家僑 臺 商從事服 務 業 ，占比為

63.5%。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含金融和保險業、資訊和通信產業、倉儲和

運輸物流產業）有 12家，占服務業的 30%。而非生產性服務業（不動產

業、住宿和餐飲業、醫療照護和社會服務產業、批發與零售產業、其他服

務業）則有 28家，占服務業的 70%。（見表 7-3）

表 7-3　大洋洲受訪服務業僑臺商的行業分布（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家數 比例（%）

生產性服務業 12 30.0
非生產性服務業 28 70.0

合計 4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大洋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2022 年第 2 季，大洋洲非服務業中型企業 OC-BMI 為 65 分，高於 50

分的景氣分界線，顯示過去 6個月企業經營動能擴張。小微企業則為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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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低於 50 分的景氣分界線，顯示過去 6個月企業經營動能緊縮。然大

洋洲非服務業中型企業僅 2家，代表性可能不足。（見圖 7-1）

圖 7-1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小微企業（ 1－ 100 人）

中型企業（ 101─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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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65.0 

分

備註：中型企業樣本數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2022 年第 2 季，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傳統產業 OC-

BMI達 51 分，高於 50 分的景氣分界線，顯示過去 6個月企業經營動能擴

張。先進製造業僅 20 分，低於 50 分的景氣分界線，顯示過去 6個月企業

經營動能緊縮。然大洋洲非服務業先進製造業僅 3家，代表性可能不足。

（見圖 7-2）

圖 7-2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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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先進製造業僅 3家，代表性可能不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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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組成指標而言，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於庫存水準（64.3 分）擴張，

新增訂單（50 分）、生產數量（50 分）均持平。而交貨時間（47.8 分）、

人力雇用（47.8 分）低於 50 分，落入緊縮區間。

參考指標中，新增出口訂單（100 分）出現擴張，但客戶存貨（43.5

分）與進口原料（43.5 分）減少及未完成訂單（47.8 分）皆低於 50 分分

界線，落入緊縮區間。原物料價格高達 91.3 分，受原物料價格的影響明

顯，帶動售價（收費價格）上漲的趨勢，（見圖 7-3）

圖 7-3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A. 組成指標 B. 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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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企業規模論，非服務業小微企業在組成指標中，生產數量（45.2

分）和新增訂單（45.2 分）減少，人力雇用（50 分）持平，庫存水準

（52.4 分）增加，而交貨時間（47.6 分）減少。中型企業則在生產數量

（100 分）和新增訂單（100 分）超過 50 分，但人力雇用（25 分）未超過

50 分，顯示雇用員工減少。然大洋洲非服務業中型企業僅 2家，可能不

具代表性。

參考指標部分，非服務業小微企業除了客戶存貨（42.9分）及未完成

訂單（47.6 分）減少，新增出口訂單持平、新增出口訂單（100 分）、進

口原料（70 分）則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原料價格（ 90.5 分）、收費價

格（88.1 分）皆擴張增加，顯示企業將上漲之成本反映在售價上。（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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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表 7-4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 100.0 45.2
新增訂單 - 100.0 45.2
人力雇用 - 25.0 50.0
庫存水準 - 50.0 52.4
交貨時間 - 50.0 47.6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 50.0 42.9
未完成訂單 - 50.0 47.6
新增出口訂單 - - 100.0
進口原料 - - 70.0
原料價格 - 100.0 90.5
收費價格 - 75.0 88.1

備註：中型企業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大洋洲非服務業中傳統產業在生產數量（54.2 分）與

新增訂單（54.2 分）顯示新訂單成長並擴增產量，惟人力雇用（46.3 分）、

交貨時間（47.2 分）皆低於 50 分，顯示傳統產業減少人力雇用，且來自

上游的交貨時間加快。而先進製造業方面，所有指標皆低於 50 分，顯示

處於緊縮區間。然大洋洲非服務業先進製造業僅 3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參考指標部分，以整體產業觀察，原物料價格、售價兩項目顯示多

數企業反映成本上漲於售價的趨勢。而傳統產業的參考指標顯示，客戶存

貨（46.7 分）及未完成訂單（44.5 分）低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先進製造

業亦有相同的趨勢。此外，傳統產業在進口原料（69.1 分）與原料價格

（88.3 分）成本增加的情況下，亦反映成本上漲於售價（90.8 分）。（見

表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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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16.7 54.2 50.0
新增訂單 16.7 54.2 50.0
人力雇用 16.7 46.3 47.8
庫存水準 16.7 52.9 52.2
交貨時間 33.3 47.2 47.8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33.3 46.7 43.5
未完成訂單 16.7 44.5 47.8
新增出口訂單 - 100.0 100.0
進口原料 50.0 78.6 70.0
原料價格 83.3 88.3 91.3
收費價格 66.7 90.8 87.0

備註：先進製造僅 3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大洋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2022 年第 2 季大洋洲服務業中型企業 OC-BMI 為 65 分，小微企業得

55.4 分，兩者均超過景氣分界線 50 分，處於擴張區間。大型企業得 20 分

低於景氣分界線 50 分，處於緊縮區間。然大洋洲大型服務業僅 1家，中

型服務業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7-4）

圖 7-4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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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備註:大型服務業 1家，中型服務業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2022 年第 2 季，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非生產性服務業得 56.6 分，生

產性服務業則為 53 分，均超過景氣分界線 50 分，處於擴張區間。（見圖

7-5）

圖 7-5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生產性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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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於 OC-BMI組成指標中，大洋洲服務業除原料存貨（48.8 分）外，所

有項目皆高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顯示企業經營擴張。而在參考指標方面，

原料價格（95.0 分）、售價（76.3 分）兩項目顯示半年來原物料價格有所

上漲，因此提高售價。不過，進口原料（ 68 分）、新出口訂單（ 52.4

分）增加，未完成訂單（43.8 分）則出現減少。（見圖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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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A. 組成指標 B. 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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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組成指標部分，大洋洲小微企業最高分則為營業收入（59.5 分），其

次人力雇用（58.1 分）、交貨時間（55.4 分）等，均高於景氣分界線 50

分，處於擴張區間；中型服務業除原料存貨和交貨時間皆得 50 分持平外，

其他項目皆高於景氣分界線 50 分，處於擴張區間；大型企業在營業收入

（50 分）、人力雇用（50 分）持平的情況下，新增訂單（0 分）、原料

存貨（0 分）均呈緊縮。然大洋洲服務業大型服務業 1家，中型企業僅 2

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參考指標部分，小微企業於原物料價格（95.9分）、售價（75.7 分），

顯示原物料成本上漲，並反映於售價，大型和中型企業亦有相同趨勢。但

小微企業新出口訂單（52.5 分）、進口原料（69.6 分）仍處於擴張；而未

完成訂單（45.9分）則出現減少。（見表 7-6）

表 7-6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50.0 75.0 59.5
新增訂單 0.0 75.0 54.1
人力雇用 50.0 75.0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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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原料存貨 0.0 50.0 50.0
交貨時間 0.0 50.0 55.4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0.0 25.0 45.9
新出口訂單 - 50.0 75.0
進口原料 50.0 50.0 69.6
原料價格 100.0 75.0 95.9
收費價格 100.0 75.0 75.7

備註：大型服務業 1家，中型服務業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中，生產性服務業的營業收入

及新增訂單皆擴張（55.3 分），人力雇用亦增加（64.4 分），但原料存貨

（42.4 分）、交貨時間（47.8 分）處於緊縮區間。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

營業收入（58.6 分）及新增訂單（52.9分）顯示企業經營處於擴張狀態，

增加人力雇用（ 67.8 分），交貨時間（ 54.6 分）時間增加，原料存貨

（49.3 分）則減少。

另由參考指標觀察，生產性服務業持續消化未完成訂單（38.1 分），

而新出口訂單（64.3 分）亦為擴張，原物料價格（88.3 分）增加則帶動售

價（76.1）上漲。在非生產性服務業持續消化未完成訂單（45.1 分），在

新出口訂單（80 分）、進口原料（76.5 分）擴張下，原物料價格上漲

（87.5 分）亦帶動售價上漲（71.6 分）。（見表 7-7）

表 7-7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55.3 58.6 60.0
新增訂單 55.3 52.9 53.8
人力雇用 64.4 67.8 58.8
原料存貨 42.2 49.3 48.8
交貨時間 47.8 54.6 53.8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38.1 45.1 43.8
新出口訂單 64.3 80.0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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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進口原料 50.0 76.5 68.0
原料價格 88.3 87.5 95.0
收費價格 76.1 71.6 7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大洋洲僑臺商企業經營預期概況

壹、大洋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2022 年第 2 季，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中型企業 OC-BEI 為 75 分；

小微企業 OC-BEI 則為 54.8 分，均高於景氣分界線 50 分，處於擴張區間，

預期未來半年景氣成長。然中型企業僅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7-

7）

圖 7-7　大洋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小微企業（ 1 － 100 人）

中型企業（ 101─500 人）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54.8 

75.0 

分

備註：中型企業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22 年第 2 季，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傳統產業 OC-BEI達 64.5 分，

高於 50 分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擴張；先進製造業僅得 16.7 分，低於 50

分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緊縮。然大洋洲非服務業先進製造業僅 3家，可

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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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大洋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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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先進製造業僅 3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大洋洲非服務業於原物料、工資、中間財、投資預期等四項 OC-BEI

參考指標得分偏高，落於 78.3 至 95.7 分區間，顯示廠商普遍擔憂成本飆

漲；租金和產能預期分數低於前述項目，分別為 71.7、67.4 分。整體而言，

非服務業預期未來半年景氣將擴張（56.5 分）。（見圖 7-9）

圖 7-9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景氣預期

產能預期

租金預期

投資預期

中間財預期

工資預期

原料預期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56.5 

67.4 

71.7 

78.3 

89.1 

91.3 

95.7 

分

172



第七章　大洋洲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規模視之，中型非服務業僑臺商原物料及中間財之得分最高，達

100 分，工資、投資及產能預期亦高達 75 分，顯示雖成本面有上漲的趨

勢，但景氣預期仍持樂觀看法（75 分）；小微企業亦有類似的趨勢，原

物料、中間財、工資、租金、投資及產能介於 66.7 至 95.2 分，景氣預期

亦為擴張狀態（54.8 分）。然大洋洲非服務業中型企業僅 2家，可能不具

代表性。（見表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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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大洋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 75.0 54.8
原料預期 - 100.0 95.2
中間財預期 - 100.0 88.1
工資預期 - 75.0 92.9
租金預期 - 50.0 73.8
投資預期 - 75.0 78.6
產能預期 - 75.0 66.7

備註：中型企業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大洋洲傳統產業所有預期指標均介於 71.1 至 97.1 分

皆呈現擴張，景氣預期樂觀（64.5 分）。先進製造業在原物料、工資、中

間財之得分較高，皆為 100 分，租金預期亦高達 66.7 分，顯示預料未來成

本將會上漲，但投資預期、產能預期皆為 33.3 分，景氣預期呈現緊縮

（16.7 分）。然大洋洲非服務業先進製造業僅 3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見表 7-9）

表 7-9　大洋洲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景氣預期 16.7 64.5 56.5
原料預期 100.0 97.1 95.7
中間財預期 100.0 93.6 89.1
工資預期 100.0 87.1 91.3
租金預期 66.7 71.1 71.7
投資預期 33.3 92.4 78.3
產能預期 33.3 78.6 67.4

備註：先進製造業 3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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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洋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大洋洲中型服務業 OC-BEI 為 75 分、小微企業為 62.2 分，兩者皆認

為未來半年企業營運將擴張；而大型企業則為 50 分預期景氣將持平。然

大洋洲非服務業中型企業僅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見圖 7-10）

圖 7-10　大洋洲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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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中型企業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2022 年第 2 季，大洋洲服務業非生產性服務業 OC-

BEI 為 65.8 分，高於 50 分分界線，預期未來景氣擴張；生產性服務業為

54.7 分，亦預期未來景氣擴張。（見圖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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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僑居地景氣預期樂觀。紐西蘭多出口民生用品，故疫情期間出
口持續成長，而今年度當地旅遊業復甦帶動整體產業活絡，奇異果育
種等產業創新投資亦開花結果，帶動經濟成長。」

~紐西蘭奧克蘭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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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大洋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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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對於工資、原物料、中間財、租金成本上漲有較

大擔憂，得分皆高於 80 分，投資及產能預期則分別為 81.3 分、66.3 分，

整體皆呈現擴張，整體景氣亦預期樂觀（62.5 分）。（見圖 7-12）

圖 7-12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指數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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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規模視之，成本為非服務業僑臺商未來半年最擔憂因素，小微企

業方面，原物料（87.8 分）、中間財（83.8 分）、工資（90.5 分）、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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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分），景氣預期亦樂觀（62.2 分）。中型與大型企業在原物料、中

間財、工資之得分皆為 100 分，租金亦達 75 分，成本面項目全面上漲，

然其投資及產能預期達 100 分，對未來半年之景氣依然樂觀（75 分）；

大型企業亦呈相似趨勢，惟對未來半年之景氣看法持平（50 分）。然大

洋洲大型服務業僅 1家，中型服務業 2家，因此樣本代表性似較為不足。

（見表 7-10）

表 7-10　大洋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規模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大型* 中型* 小微
景氣預期 50 75.0 62.2
原料預期 100 100.0 87.8
中間財預期 100 100.0 83.8
工資預期 100 100.0 90.5
租金預期 100 75.0 85.1
投資預期 100 100.0 79.7
產能預期 50 100.0 64.9

備註：大型服務業 1家，中型服務業 2家，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視之，生產性服務業在工資預期得分較高（92.5 分），其次

為中間財 86.9分，顯見成本面上漲的趨勢，但投資預期亦有 73.9分，帶

動景氣預期呈現擴張（54.7 分）。非生產性服務業方面，原物料、工資、

中間財、租金處於上漲態勢，介於 83.2 至 93.4 分，投資預期為 79.8 分，

加上產能預期呈現擴張狀態（66.5 分），整體景氣預期樂觀（65.8 分）。

（見表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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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俄戰爭帶動全球能源價格上漲，並進一步推升原物料與航運價
格，中國清零政策推動各城市封控停工，並阻斷木材以及營建原物
料供應鏈，使大洋洲的建築業承受巨大壓力。今年起各國貨幣政策
緊縮以及利息上漲共同提升大洋洲房地投資市場風險，在於成本上
漲、供應鏈不穩定、勞工聘僱困難。」

~紐西蘭基督城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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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大洋洲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行業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景氣預期 54.7 65.8 62.5
原料預期 84.7 93.4 88.8
中間財預期 86.9 88.1 85.0
工資預期 92.5 83.2 91.3
租金預期 83.3 87.3 85.0
投資預期 73.9 79.8 81.3
產能預期 65.0 66.5 6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大洋洲僑臺商營商環境概況

壹、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

僅市場規模、科研資源、基礎設施、政策透明等四項組成指標中的改善比

例高於惡化比例，加權平均高於 50 分的門檻；創業環境呈現 50 分的持平

狀態；其餘 17項指標都呈現不同程度的退步，退步最多的三項指標為水

電成本、勞工成本、運輸成本，顯示在全球通膨情勢下，成本問題大幅惡

化。（見圖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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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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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在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 22項組成指標中，有

市場規模、創業環境、科研資源、國民待遇、基礎設施、政策透明、法規

執行等七項出現改善，加權平均超過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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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國際環境變化對僑居地景氣前景造成負面影響。疫情期間，由
於市場低利率造成大量銀行核貸，進而推升僑居地通膨水準。烏俄戰
爭帶動石油以及航運價格上漲，並進一步推升僑居地整體物價。在進
口建築原材料與航運費用大幅上漲，以及全球車用晶片缺貨等因素影
響下，僑居地的房屋價格以及進口汽車價格漲幅尤大。」

~澳洲西澳伯斯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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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 15項指標都呈現不同程度的退步。和非服務業相同的趨勢是，

勞工成本、水電成本、運輸成本皆為惡化最明顯的項目，顯見成本上漲具

普遍性。此外，同業競爭亦明顯惡化。（見圖 7-14）

圖 7-14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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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大洋洲僑臺商認知重要國際情勢對營運的影響

在近期重要國際情勢方面，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最廣，回答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56.5%、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21.7%，

合計負面影響達 78.2%。其次為烏俄戰爭相關衝擊，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30.4%、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7.8%，合計負面影響達 78.2%。

相較之下，多數非服務業者認為美中關係緊張持續（47.8%）、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生效（69.6%）、全球減碳趨勢（43.5%）、基礎建設

未來商機（82.6%）等對其沒有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有合計 26%的非服

務業認為全球減碳趨勢對營運其形成正面影響，高於其他國際項目。（見

表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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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非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 俄 戰 爭 相 關 衝 擊
（ 如 原 物 料 價 格 上
漲）

30.4 47.8 13.0 4.3 4.3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56.5 21.7 8.7 8.7 4.3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13.0 34.8 47.8 4.3 0.0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0.0 21.7 69.6 8.7 0.0

全球減碳趨勢 4.3 26.1 43.5 21.7 4.3
基 礎 建 設 未 來 商 機
（ 如 歐 美 國 印 太 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0.0 13.0 82.6 0.0 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服務業方面，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45%、輕

微負面影響者達 35%，合計負面影響達 80%。其次，在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下，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22.5%、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5%，合計負面影響

達 67.5%。由此可見，服務業受冠肺炎疫情相關衝擊最為嚴重，其次為烏

俄戰爭相關衝擊。

另 一 方面， 大多數 服 務 業 者認為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 定生效

（67.5%）、全球減碳趨勢（52.5%）、基礎建設未來商機（65%）等對其

營運沒有影響。另有合計 17.5%的非服務業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其形成正

面影響程度，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生效、基礎建設未來商機、全球減

碳趨勢相同。（見表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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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疫情管制鬆綁，今年紐西蘭旅遊服務業呈明顯復甦趨勢，惟
國際航運費用上漲以及供應鏈不穩定等因素，推動建築產業成本提高
約 30%，並有不少中小型建築商因此關閉，預期未來營建等原物料
將持續上漲，各國政策緊縮以及利率上漲亦使紐西蘭房地投資市場趨
冷淡。」

~紐西蘭基督城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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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3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 俄 戰 爭 相 關 衝 擊
（ 如 原 物 料 價 格 上
漲）

22.5 45.0 25.0 2.5 5.0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45.0 35.0 2.5 12.5 5.0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15.0 30.0 42.5 10.0 2.5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5.0 10.0 67.5 15.0 2.5

全球減碳趨勢 7.5 22.5 52.5 15.0 2.5
基 礎 建 設 未 來 商 機
（ 如 歐 美 國 印 太 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7.5 10.0 65.0 15.0 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大洋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與合作模式

壹、大洋洲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

資訊（60.9%）最多，其次為提供僑臺商策略建議（ 21.7%），第三為協

助回臺投資（17.4%）。（見圖 7-15）

圖 7-15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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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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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館資源，依序為獲取海內外投資

商機資訊（47.5%）、協助回臺投資（35%），以及提供僑居地當地通路

（30%）。（見圖 7-16）

圖 7-16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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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獲得投資海內外相關商機訊息」為所有僑臺商使用外館資源服務

比例最高者，而服務業者運用此項資源的比例又高於非服務業者。除此之

外，以大洋洲僑臺商而言，提供回臺投資在服務業、非服務業中分居第二、

第三，亦顯示僑臺商回臺投資意願提升。

貳、大洋洲僑臺商未來需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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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僑臺商二代當地創業者較少。建議加強安排僑臺商二代回臺交
流，特別可引介臺灣新創產業相關知識與商機，提升僑臺商二代對臺
灣的認同感，並鼓勵創業，成為僑居地青商。
此外，紐澳僑臺商經營製造業者極少，因此建議未來可加強服務業相
關產業合作。」

~大洋洲臺商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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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以商機資訊最為殷切，比例

為 47.8%，其次為協助促進平臺交流（43.5%），第三為提供專業技術指

導及提供融資貸款，皆為 30.4%。（見圖 7-17）

圖 7-17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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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的政策需求中，亦以提供商業資訊最為殷切，

比例為 32.5%，其次為提供融資貸款，比例為 30%。第三為促進平臺交流，

比例為 27.5%。（見圖 7-18）

圖 7-18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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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大洋洲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對於外館資源的主要需求，以「提

供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最為優先。其次，提供僑臺商融資貸款在非服務

業、服務業則為第四、第二，提供僑臺平臺交流在非服務業、服務業則為

第二、第三，可見提供商機資訊、融資貸款和平臺交流為主要共同需求項

目。另一方面，提供商會專業培訓以及聘僱媒合，亦為大洋洲僑臺商重視

的項目。

參、大洋洲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

非服務業僑臺商與當地企業及外商企業（包含美日歐等外資）的主

要合作模式  最偏好拓展僑居地（內需）市場，占比 69.6%，其次為成立

合資公司（60.9%），第三，發掘僑居地以外（外銷）市場（ 47.8%），

研發創新合作最低，占比僅 17.4%。（見圖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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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可與當地臺商會合作，每年定期舉辦產業與商機媒合交流會，
有助於匯聚資源以及創造商機。臺灣商會可提出貼近僑居地營商需求
的觀點。僑商處亦可邀請專家學者分享臺灣尖端產業資訊，促進兩國
商機交流。」

~紐西蘭奧克蘭臺灣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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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9　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

（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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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一方面，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的合作模式為拓展僑居地（內需）

市場及僑居地以外（外銷）市場，占比皆為 60%，其次為成立合資公司

（47.5%）。和非服務業相較之下，外銷及內需市場皆為其偏好之合作模

式，成立合資公司的偏好反而較低，而研發創新合作亦為最低者，占比僅

10%。（見圖 7-20）

圖 7-20　大洋洲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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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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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全球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第一節　全球僑臺商經營動能對比分析

以下彙整第二章至第七章的內容，綜整各大洲的僑臺商經營動能

指數，並具體呈現出 2022 上半年度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海外經

營動能的內涵。

壹、 全球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

今（2022）年國際組織所發布的經濟展望報告大多大幅下調全球

經濟成長預測，警告全球可能陷入停滯性通膨的風險。通膨壓力導致

融資條件快速緊縮，與原物料短缺共同限制投資活動。巨大通膨壓力

亦伴隨融資條件風險增加，高通膨率將導致金融條件比預期更加緊縮。

表 8-1 為 2022 年第 2 季全球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

析，其中全球 OC-BMI 為 51 分，表示多數非服務業僑臺商的經營動

能處於擴張區。其中，生產數量（50.2 分）、庫存水準（55.8 分）、

交貨時間（51.3 分）是整體非服務業 OC-BMI 擴張的因素。OC-BMI

參考指標中的原物料價格高達 93.5 分，且售價亦高達 76.4 分，顯示

僑臺商面臨沉重的原物料價格飆漲的壓力，並將價格反映於售價上。

進口原料（53.5 分）、新增出口訂單（50.6 分）、未完成訂單（50.6

分）仍處於擴張態勢，顯示客戶端訂單動能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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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各大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OC-BMI 51.0 50.4 55.3 48.8 44.2 51.8 49.6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50.2 49.9 55.7 43.8 34.6 52.0 50.0
新增訂單 49.9 48.8 58.6 48.4 30.8 50.0 50.0
人力雇用 47.7 47.7 49.6 45.3 36.5 50.0 47.8
庫存水準 55.8 56.6 54.1 56.3 50.0 57.8 52.2
交貨時間 51.3 48.8 58.6 50.0 69.2 49.0 47.8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48.5 49.0 51.2 39.1 46.2 47.1 43.5
未完成訂

單
50.6 49.3 57.0 37.5 46.2 57.8 47.8

新增出口
訂單

50.6 50.4 53.9 50.0 46.4 50.0 100.0

進口原料 53.5 54.8 60.3 50.0 53.1 56.3 70.0
原料價格 93.5 92.7 95.1 90.6 98.1 97.1 91.3
收費價格 76.4 73.2 84.4 79.7 78.8 78.4 8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區域別分析

全球僑臺商之表現來看，以北美洲表現最為亮眼，除整體表現達

55.3 分外，非服務業處於擴張狀態。其次為非洲，整體表現為 51.8

分。中南美洲、歐洲、大洋洲整體表現介於 44 至 49分之間，景氣仍

處緊縮。歐洲除受到疫情衝擊外，也受到烏俄衝突的直接影響，組成

指標包括生產數量、新增訂單、人力雇用等皆低於 50 分，參考指標

的客戶存貨、未完成訂單也是同樣情況。值得關注的是，半年來通膨

已為全球趨勢，原物料價格上漲亦帶動售價提升。

以上結果說明，烏俄戰爭與疫情導致貧窮國家債務規模擴大，美

元進一步升值與融資成本提高，大幅增加新興市場經濟體與發展中經

濟體壓力，尤其是匯率與融資條件影響債務水準較高且融資需求較大

的國家。能源商品價格上漲與俄羅斯天然氣供應削減造成的影響將使

歐盟經濟成長大幅下跌，並推高當地的通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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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業別分析

另由行業別來看（見表 8-2），先進製造業僑臺商於 2022 年第 2

季 OC-BMI達 51.9分，傳統產業得 51.7 分，顯示過去半年製造業之

景氣擴張。僑臺商先進製造業在生產數量、新增訂單、庫存水準方面

的分數皆高於傳統產業，但人力雇用和交貨時間皆低於 50 分，為緊

縮狀態。傳統產業僅人力雇用低於 50 分，其他項目皆在 50 分以上擴

張區間。

表 8-2　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OC-BMI 51.9 51.7 51.0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53.8 50.9 50.2
新增訂單 52.8 50.1 49.9
人力雇用 49.5 49.5 47.7
庫存水準 55.7 55.6 55.8
交貨時間 47.6 52.2 51.3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45.3 49.9 48.5
未完成訂單 46.2 51.9 50.6
新增出口訂

單
45.4 49.2 49.3

進口原料 56.7 56.2 55.6
原料價格 88.3 94.4 93.5
收費價格 73.1 78.4 76.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由參考指標觀察，不論傳統產業或先進製造業，其原物料價格

和售價皆在 70 分以上，遠高於其他項目，顯示成本上漲與轉嫁於售

價的現象普遍。傳統產業除客戶存貨、新增出口訂單外，其他項目皆

高於 50 分，為擴張狀態，但先進製造業在客戶存貨、新增出口訂單

與未完成訂單方面低於 50 分，客戶端可能優先去化庫存。

當前各個產業復甦情況並非一致，傳統產業過去半年的整體表現

189



鏈結海外僑臺商與臺灣產業共同發展

普遍擴張，主要緣於如塞港、缺櫃等物流問題得到緩解，於交貨時間

和庫存去化有較突出表現。此外，傳統產業在原物料、中間財於工資

等成本上漲影響下，轉嫁下游商品的售價程度相對較佳。

先進製造業在疫情影響下，受惠於遠端工作對電子設備之需求，

經營動能持續擴張。不過在全球在地化生產的「短鏈」趨勢中，資通

訊產業積極朝向區域化生產，在此供應鏈遷徙期間兼消化過去超額預

訂（overbooking）所累積的庫存，可能影響等先進製造業的復甦動能。

 規模別分析

進一步由規模別來看（見表 8-3），大型與中型非服務業僑臺商

都處於擴張區間。2022 年第 2 季的大型非服務業僑臺商表現最佳，其

OC-BMI 為 56.7 分。其次為中型與小微非服務業僑臺商，其 OC-BMI

分別為 55.3 分與 48.5 分。

表 8-3　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

項目類別 非服務業 大型 中型 小微

OC-BMI 51.0 56.7 55.3 48.5
組成指標

生產數量 50.2 57.5 56.7 46.7
新增訂單 49.9 52.7 55.8 47.3
人力雇用 47.7 51.4 51.5 45.7
庫存水準 55.8 67.8 58.5 53.0
交貨時間 51.3 54.1 54.1 49.8

參考指標
客戶存貨 48.5 63.0 49.7 45.8
未 完 成

訂單
50.6

47.9 53.8 49.8

新增出口
訂單

50.6 54.8 50.9 46.1

進口原料 53.5 60.1 56.5 53.9
原料價格 93.5 94.5 94.4 92.9
收費價格 76.4 70.5 76.3 77.4

說    明：大型企業員工規模超過 500 人、中型企業 101-500 人、小型企業 51-100 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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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微型企業 50 人以下，-表示該洲沒有該規模樣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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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服務業僑臺商規模與其承受經濟衝擊的能力相關，大型企業於

OC-BMI組成指標中的生產數量、新增訂單與人力雇用，分別為 57.5

分、52.7 分與 51.4 分，大型、中型企業處於擴張狀態，小型企業則

位於緊縮區間。大型、中型企業趨勢相似，生產數量、新增訂單、人

力雇用、交貨時間位於擴張區間，但小微企業的上述四項組成指標皆

陷於緊縮區間。以上調查結果亦顯示，中大型僑臺商相對於小微企業

較有能力與資源因應外部環境挑戰。

參考指標方面，除未完成訂單外，客戶存貨、新增出口訂單以及

進口原料，依僑臺商非服務業規模遞減。但由於全球多數地區皆面臨

通膨的影響，在原物料價格大幅上漲的情勢下，大型與中型僑臺商相

對於小微企業較有能力將成本轉嫁於售價上。

表 8-4 為各洲與各行業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的交叉分析，

各大洲非服務業復甦程度呈現明顯差異。亞洲表現相對較佳，先進製

造業和傳統產業皆在 50 分以上的擴張狀態。北美洲、大洋洲傳統產

業表現優於先進製造業且處於擴張區間，中南美洲、非洲先進製造業

和傳統產業皆位於緊縮區間，顯示企業經營受衝擊嚴重、復甦緩慢。

表 8-4　各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的行業差異分析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先進製造 55.9 49.1 47.5* 52.5 12.1 20.0*
傳統產業 51.6 55.4 45.7 31.8 41.0 51.0

備註：標註星號之洲別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8-5 為各洲與各規模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的交叉分析，

分區域看，北美洲與亞洲大型企業僑臺商非服務業景氣相對活絡擴張，

OC-BMI 分別為 63 分、56.3 分。中型企業則以大洋洲與北美洲 65 分、

62.9分最高，其次為亞洲的 56.6 分。小微企業非服務業景氣則以北

192



第八章　全球僑臺商企業經營動態與營商環境

美洲（54.1 分）、中南美洲（53.7 分）與非洲（52.3 分）最高，其他

大洲則陷入緊縮。惟部分洲別企業符合規模的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

代表性。

表 8-5　各洲非服務業僑臺商 OC-BMI 的規模差異分析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大型企業 56.3 63.0 - - 43.3* -
中型企業 56.6 62.9 22.0* 47.1* 52.2* 65.0*
小微企業 45.5 54.1 53.7 43.2 52.3 48.1

備註：標註星號之洲別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說    明：大型企業員工規模超過 500 人、中型企業 101-500 人、小型企業 51-100 人，以

及微型企業 50 人以下，-表示該洲沒有該規模樣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 全球僑臺商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

2022 年第 2 季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OC-BMI）為 51.5 分，

景氣處於擴張狀態。就組成與參考指標來看，營業收入、新增訂單各

得 53.7 分、53.2 分，是拉動整體服務業僑臺商 OC-BMI 上升的重要因

素。惟原物料價格高達 86.1 分，揭露僑臺商經營的沉重壓力，且客

戶趨於保守，人力雇用、交貨時間、未完成訂單低於 50 分。（見表

8-6）以上調查結果說明，全球經濟正面臨新冠疫情期間以來所產生

的巨大通膨壓力，封城以及封閉邊境等疫情管制措施阻斷全球物流供

應，然當前民生需求已於疫情管制措施鬆綁後逐漸提升，有助於服務

業僑臺商 OC-BMI 擴張。

全球僑臺商服務業經營區域動能來看，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相對活

絡，OC-BMI 為 61.2 分，其次是大洋洲以及北美洲，OC-BMI 分別為

55 分、53 分。亞洲、中南美洲、非洲則處於緊縮區間，OC-BMI 分別

為 49.8 分、45.2 分、38.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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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洲僑臺商之表現來看。歐洲表現最為亮眼，除整體表現達

61.2 分外，除未完成訂單、新增出口訂單（持平）外的指標皆在 50

分以上，處於擴張狀態。其次為大洋洲，整體表現為 55 分，組成指

標除庫存水準（48.8 分）外，皆在 50 分以上。亞洲、中南美洲生產

數量、新增訂單、人力雇用等位於 40 至 50 分之間，拉低整體景氣表

現。非洲的經營表現最差，相關組成指標皆處於緊縮狀態。（見表 8-

6）

表 8-6　各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OC-BMI 51.5 49.8 53.0 45.2 61.2 38.8 55.0

組成指標
生 產 數

量
53.7 47.9 57.4 49.0 65.1 36.8 60.0

新 增 訂
單

53.2 49.6 57.1 44.0 62.8 32.4 53.8

人 力 雇
用

49.7 47.5 51.4 40.0 59.3 36.8 58.8

庫 存 水
準

51.9 53.6 51.0 43.0 67.4 48.5 48.8

交 貨 時
間

49.0 50.4 48.1 50.0 51.2 39.7 53.8

參考指標
未 完 成

訂單
47.9 49.8 48.5 44.0 46.5 41.2 43.8

新 增 出
口訂單

50.4 47.7 55.2 40.0 50.0 60.0 73.5

進 口 原
料

50.4 50.0 50.0 46.3 57.1 44.1 68.0

原 料 價
格

86.1 82.9 86.3 83.0 91.9 94.1 95.0

收 費 價
格

73.8 63.7 78.4 71.0 80.2 83.8 7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服務業和非服務業相同之處是，半年來全球遭通膨席捲，原物料

價格上漲亦帶動售價提升，其中以歐洲、非洲、大洋洲最為明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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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價格皆高於 90 分。

儘管亞太地區與俄、烏兩國間的直接貿易和投資關係相對有限，

俄烏戰爭與伴隨而來的制裁措施，提高國際食品和燃料價格，傷害消

費者和經濟成長，並使通膨預期失去基礎。投資者因應風險可能導致

資本外流，從而導致匯率貶值、股市價格下跌和風險溢價上升，並抑

制消費者支出和商業投資。

2022 年第 2 季，生產性服務業（金融和保險業、資訊和通信產業、

倉儲和運輸物流產業）表現較佳，OC-BMI 為 52.9分；非生產性服務

業（不動產業、住宿和餐飲業、醫療照護和社會服務產業、批發與零

售產業、其他服務業）則為 52.4 分。以上調查結果顯示，產業的復

甦出現不均的情況。資通訊、金融以及運輸物流等產業復甦速度較快，

但不動產、住宿和餐飲產業的復甦步調，仍然因疫情影響而較為緩慢。

生產性服務業和非生產性服務業在交貨時間、未完成訂單雙雙低於

50 分，且非生產性服務業在人力雇用亦出現緊縮，有別於生產性服

務業位於擴張區間。（見表 8-7）

表 8-7　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行業別（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OC-BMI 52.9 52.4 51.5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55.5 55.3 53.7
新增訂單 54.3 55.3 53.2
人力雇用 53.6 49.1 49.7
原料存貨 52.5 52.4 51.9
交貨時間 48.7 49.9 49.0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

單
45.6 49.7 47.9

新出口訂
單

67.1 55.3 53.9

進口原料 53.5 54.4 51.2
原料價格 85.5 86.0 86.1
收費價格 67.6 73.9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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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由服務業僑臺商規模來看，2022 年第 2 季，中型服務業僑

臺商表現最佳，OC-BMI 為 57.8 分；其次是小微服務業僑臺商，OC-

BMI 為 51.2 分；第三是大型服務業僑臺商，OC-BMI 為 49.2 分。此可

能顯示，中型企業經營上較具彈性，因此企業經營動能指數高於大型、

小微企業。（見表 8-8）

由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中型企業所有指標皆超過 50 分，處

於擴張狀態，大型企業在人力雇用、原物料存貨、交貨時間方面低於

50 分。而小微企業則是在人力雇用、交貨時間、未完成訂單低於 50

分。不過，小微企業在人力雇用、交貨時間得分較大型企業高，其在

兩領域的衝擊程度稍低於大型企業。

此外，原料價格、售價上漲為全球普遍性的趨勢。全球多數地區

皆面臨通膨的影響，而在原物料價格大幅上漲的情勢下，大型與中型

僑臺商相對於小微企業，較有能力將成本轉嫁於售價上。

表 8-8　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服務業 大型 中型 小微
OC-BMI 51.5 49.2 57.8 51.2
組成指標

營業收入 53.7 56.0 57.3 53.5
新增訂單 53.2 52.0 62.2 52.7
人力雇用 49.7 48.0 61.0 49.1
原料存貨 51.9 46.0 51.2 52.2
交貨時間 49.0 44.0 57.3 48.7

參考指標
未完成訂單 47.9 56.0 50.0 47.6
新出口訂單 50.4 50.0 50.0 54.5
進口原料 50.4 60.0 52.3 50.8
原料價格 86.1 84.0 85.4 86.2
收費價格 73.8 76.0 74.4 73.7

說    明：大型企業員工規模超過 500 人、中型企業 101-500 人、小型企業 51-100 人，以
及微型企業 50 人以下，-表示該洲沒有該規模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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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8-9為各洲與各行業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的交叉分析，

歐洲、亞洲之生產性服務業 OC-BMI 高於非生產性服務業，且得分皆

在 50 分以上；大洋洲則是非生產性服務業高於生產性服務業，且兩

者亦處於擴張區間。北美洲、非洲則呈兩極化趨勢，非生產性服務業

處於擴張區間，生產性服務業則是緊縮狀態。中南美洲則是生產性服

務業持平，非生產性服務業處於緊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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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9　各洲服務業僑臺商 OC-BMI 的行業分析（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生產性服務業 57.2 48.3 50.0* 65.0* 25.0* 53.0
非生產性服務業 52.3 53.2 43.1 50.7 51.5 56.6

備註：標註星號之洲別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8-10 為各洲與各規模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的交叉分析。

大型企業以非洲、北美洲表現最佳， OC-BMI得 100 分、70.8 分。其

次為大洋洲（75 分）、亞洲（60.4 分）。中型企業以歐洲、中南美

洲表現最佳，OC-BMI亦達 100 分。小微企業以歐洲表現最佳，OC-

BMI 為 64.3 分。相對而言，亞洲大型企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屈居

各洲之末，OC-BMI 為 36.4 分；中型、小微企業則是非洲最低，分別

為 25 分、33.9分。惟部分洲別企業符合規模的樣本數較少，可能不

具代表性。

表 8-10　各洲服務業僑臺商 OC-BMI 的規模分析（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大型企業 36.4 70.8 - - 100.0* 50.0
中型企業 60.4 54.5 100.0* 100.0* 25.0* 75.0
小微企業 47.3 55.8 42.9 64.3 33.9 55.4

備註：標註星號之洲別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說     明：大型、中型、小型與微型企業分別表示，員工規模超過 500 人、101─500 人、
51─100 人，以及 50 人以下。-表示該洲沒有該行業樣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 小結

2022 年上半年，全球經歷疫情反覆、通膨持續向上、烏俄戰爭

等負面情勢，廣泛衝擊包含海外僑臺商等全球企業。於此背景下，本

研究 2022 年第 2 季調查全球僑臺商經營動能變化，其中服務業 OC-

BMI 為 51.5 分，非服務業僑臺商 OC-BMI 為 51 分，兩者皆持續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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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國際情勢逆風處於擴張區間。然而，以下面向值得關注：

首先，非服務業的 OC-BMI 與服務業的表現有所差異。非服務業

以北美洲表現最為亮眼，除整體表現達 60 分外，除人力雇用外的指

標皆在 50 分以上，處於反轉擴張狀態。其次為非洲，整體表現為

51.8 分。相對的，服務業卻以歐洲表現最為亮眼，除整體表現達 61.2

分外，除未完成訂單外的指標皆在 50 分以上，處於擴張狀態。其次

為大洋洲，除庫存水準、未完成訂單外，其餘項目皆在 50 分以上。

其次，非服務業經營動能指數由高至低分別為大型企業、中型企

業、小微企業，尤其大型、中型企業位於擴張區間，小微企業則位於

緊縮區間，顯示非服務業小微企業近半年受到烏俄戰爭等因素衝擊，

復甦速度較慢。而服務業動能指數由高至低則是中型企業、小微企業、

大型企業，可能顯示中型企業具有一定規模，能夠一定程度上抵擋負

面因素，且在經營上較具彈性，經營動能指數高於大型、小微企業。

整體而言，大型與中型僑臺商較有能力將成本轉嫁於售價上，小微企

業的內部資源相對較為有限。

第三，值得關注的是，半年來通膨已為全球趨勢，不論是非服務

業或服務業，都有原物料價格上漲帶動售價提升的情況。而在烏俄戰

爭與疫情之下，將導致全球經濟進一步放緩，尤其貧窮國家更難脫離

貧困陷阱。美元升值墊高融資成本，大幅增加債務水準較高且融資需

求較大國家的負擔。其中，俄羅斯削減天然氣供應推升能源商品價格，

尤其減緩歐盟經濟成長並推高其通膨率。

第二節　全球僑臺商企業經營前瞻分析

本節由藉比較各洲的僑臺商經營預期指數的差異，並分析非服務

業與服務業僑臺商 OC-BEI 的內涵。

壹、 全球僑臺商非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全球非服務業 OC-BEI 為 52.5 分，顯示僑臺商非服務業預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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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的經營景氣擴張。分區域看，大洋洲僑臺商非服務業景氣預期最

佳，OC-BEI 為 56.5 分，其次是亞洲 OC-BEI 為 54.9分，第三是北美

洲 OC-BEI 為 52.9分，三者均位於景氣擴張區間。相對的，中南美洲

OC-BEI 為 45.3 分，歐洲 OC-BEI 為 42.3 分，最後是非洲 OC-BEI 38.2

分，皆預期景氣緊縮。（見表 8-11）

進一步來看，大洋洲僑臺商非服務業預期最為樂觀，景氣預期為

所有洲別最高，但工資預期也是所有洲別最高。緊接著是亞洲與北美

洲，景氣預期皆高於 50 分，投資和產能預期亦相當暢旺。歐洲與中

南美洲則約略屬於同一區間，景氣預期介於 40 至 50 分之間，投資與

產能預期較亞洲與北美洲略低。非洲則景氣預期僅 38.2 分，為六大

洲最低，但投資與產能預期卻為六大洲最高。（見表 8-11）

表 8-11　各洲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OC-BEI 52.5 54.9 52.9 45.3 42.3 38.2 56.5
原料預期 88.9 86.8 93.0 93.8 84.6 94.1 95.7
中間財預期 82.6 80.4 88.9 84.4 80.8 83.3 89.1
工資預期 88.4 88.8 88.5 89.1 75.0 89.2 91.3
租金預期 73.6 71.2 83.2 70.3 65.4 79.4 71.7
投資預期 76.5 76.3 80.3 65.6 65.4 81.4 78.3
產能預期 63.5 62.5 66.8 60.9 57.7 67.6 67.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分行業看，2022 年第 2 季，先進製造業景氣預期較佳，OC-BEI

為 57.3 分。傳統產業則為 51.4 分，雖低於先進製造業，但兩者都處

於擴張區間。（見表 8-12）就 OC-BEI 參考指標來看，原物料、工資、

中間商品可能是拉動整體非服務業僑臺商 OC-BEI 上升的重要因素，

顯示僑臺商預期國際大宗原物料與能源價格飆升，且漲勢恐向中間商

品與工資蔓延。不過，投資預期為 76.5 分，產能預期為 63.5 分，預

期景氣在未來半年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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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2　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先進製造 傳統產業 非服務業

OC-BEI 57.3 51.4 52.5
原料預期 88.8 88.7 88.9
中間財預期 82.5 82.8 82.6
工資預期 90.7 87.1 88.4
租金預期 76.4 74.0 73.6
投資預期 76.7 75.4 76.5
產能預期 63.9 63.2 6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行業別觀察，除景氣預期的樂觀程度外，僑臺商先進製造業和

傳統產業在各項預期方面的差距並不大，先進產業在原料、工資、租

金、投資、產能預期略高於傳統產業。而兩者在原物料、中間財、工

資、租金方面都高於 70 分，顯示未來半年對成本上漲之預期仍未出

現緩和的趨勢。

分規模來看，2022 年第 2 季的 OC-BEI 顯示，中型非服務業僑臺

商對未來半年的景氣預期最為樂觀，得分 55.3 分。小微非服務業僑

臺商居次，OC-BEI 為 52.2 分。第三是大型非服務業僑臺商，其 OC-

BEI 為 47.9分，低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因此預期未來景氣緊縮（見

表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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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3　非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全球 大型 中型 小微

OC-BEI 52.5 47.9 55.3 52.2
原料預期 88.9 89.0 87.7 89.3
中間財預期 82.6 86.3 80.1 82.9
工資預期 88.4 90.4 89.5 87.7
租金預期 73.6 78.8 69.9 74.2
投資預期 76.5 85.6 73.7 76.1
產能預期 63.5 63.7 64.6 63.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各類型僑臺商非服務業首要面臨的壓力，皆是國際大宗原物料與

能源上漲。同時，各類型僑臺商也預期漲勢將向中間商品蔓延。值得

注意的是雖然大型企業的投資、產能預期皆為正向，但對景氣預期則

較為保守，是與中型、小微企業最大不同之處。

表 8-14 為各洲與各行業非服務業 OC-BEI 的交叉分析。亞洲表現

最佳，先進製造業與傳統產業皆高於 50 分景氣分界線，中南美洲、

歐洲之先進製造業位於擴張狀態，但傳統產業則呈緊縮狀態；大洋洲、

北美洲則剛好相反。僅非洲在兩類產業皆處於緊縮狀態。

表 8-14　各洲僑臺商非服務業 OC-BEI行業別分析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先進製造 62.4 45.5 75.0* 64.2 25.0 16.7*
傳統產業 58.2 51.9 39.6 16.7 34.6 64.5

備註：標註星號之洲別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8-15 為各洲與各規模非服務業 OC-BEI 的交叉分析。大型企業

以非洲預期為最佳，但 OC-BEI僅 50 分，表現持平，其他洲別皆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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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分，呈現緊縮狀態。中型企業以大洋洲預期最佳， OC-BEI達 75.0

分。小微企業以大洋洲預期最佳，OC-BEI 為 54.8 分，但北美洲、亞

洲與之相差不大。歐洲中型、小微企業皆低於 50 分，顯示不論規模

別之歐洲僑臺商，面對未來半年之景氣皆較為悲觀。

表 8-15　各洲僑臺商非服務業 OC-BEI規模分析（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大型企業 49.2 40.0 - - 50.0* -
中型企業 59.2 57.1 20.0* 28.6* 27.8* 75.0
小微企業 53.9 53.8 50.0 47.4 39.7 54.8

備註：標註星號之洲別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說     明：大型、中型、小型與微型企業分別表示，員工規模超過 500 人、101─500 人、

51─100 人，以及 50 人以下。-表示該洲沒有該行業樣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 全球僑臺商服務業經營預期指數

全球非服務業 OC-BEI 為 53.8 分，顯示僑臺商非服務業樂觀預判

未來半年的經營景氣。就 OC-BEI 各項指標來看，原物料、工資、中

間財可能是拉動整體服務業僑臺商 OC-BEI 上升的重要因素，與非服

務業的情況類似。投資預期達 78.1 分、產能預期為 62.2 分，顯示僑

臺商預期國際大宗原物料與能源價格飆升，且漲勢恐向工資蔓延。

分區域看，大洋洲僑臺商服務業景氣預期最優，OC-BEI 為 62.5

分。其次是歐洲，OC-BEI 為 59.3 分。第三是亞洲，OC-BEI 為 59.1

分。第四是北美洲，OC-BEI 為 52.1 分。中南美洲與非洲預期景氣持

續緊縮，OC-BEI 分別為 46 分與 30.9分。（見表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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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6　各洲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OC-BEI 53.8 59.1 52.1 46.0 59.3 30.9 62.5
原料預期 85.9 85.2 85.5 85.0 87.2 92.6 88.8
中間財預期 82.2 81.6 81.6 78.0 88.4 88.2 85.0
工資預期 83.0 79.1 84.1 87.0 80.2 83.8 91.3
租金預期 78.0 69.0 84.9 67.0 69.8 79.4 85.0
投資預期 78.1 73.8 82.0 67.0 76.7 76.5 81.3
產能預期 62.2 62.2 63.6 46.0 68.6 55.9 6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一步來看，大洋洲在投資、產能預期之分數為 81.3、66.3 分，

和北美洲的 82 分、63.6 分並列最為樂觀的區域，其次為歐洲、亞洲。

中南美洲在產能預期低於 50 分，僑臺商非服務業對產能擴張較為保

守。不論是何種區域的服務業，原物料、中間財、工資皆呈擴張態勢，

顯示成本普遍上漲。

分行業看，2022 年第 2 季，非生產性服務業表現（不動產業、住

宿和餐飲業、醫療照護和社會服務產業、批發與零售產業、其他服務

業）較佳，OC-BEI 為 53.5 分。生產性服務業（含金融和保險業、資

訊和通信產業、倉儲和運輸物流產業）略低，為 53.2 分。顯示兩類

產業皆認為，擴張狀態將持續至下半年。（見表 8-17）

最後，非生產性服務業在原物料、中間財預期略高於生產性服務

業，而生產性服務業則是在工資、租金、投資、產能預期高於非生產

性服務業。整體而言，兩產業皆呈擴張狀態，差異並不大，顯示服務

業對下半年之景氣預期趨同。（見表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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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7　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行業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生產性服務業 非生產性服務業 服務業

OC-BEI 53.2 53.5 53.8
原料預期 85.7 86.2 85.9
中間財預期 82.1 82.5 82.2
工資預期 83.7 82.8 83.0
租金預期 80.5 78.3 78.0
投資預期 81.2 77.3 78.1
產能預期 62.9 62.6 6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22 年第 2 季，中型服務業僑臺商的景氣預期最佳，OC-BEI 為

57.3 分，其次是小微服務業僑臺商，OC-BEI 為 53.7 分，大型服務業

僑臺商預期景氣持平，OC-BEI 為 50 分。（見表 8-18）

表 8-18　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分析：規模別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全球 大型 中型 小微

OC-BEI 53.8 50.0 57.3 53.7
原料預期 85.9 90.0 87.8 85.7
中間財預期 82.2 86.0 86.6 81.8
工資預期 83.0 76.0 92.7 82.7
租金預期 78.0 78.0 68.3 78.6
投資預期 78.1 80.0 75.6 78.2
產能預期 62.2 76.0 63.4 6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大型、小微服務業僑臺商，首要面臨的壓力皆為原物料；中型企

業則為工資。不過在投資與產能預期方面，不論何種企業規模，皆在

60 分以上，可能為帶動景氣預期呈持平或擴張的主要因素。

因此，本研究主要發現相關政策議題如下：（1）全球僑臺商企

業整體仍面臨通貨膨脹壓力；（2）大型與小微服務業僑臺商面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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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較大，亟需政策輔導協助。（3）非洲僑臺商受負面衝擊明顯，

宜持續聚焦觀察與提供相關輔導策略支持。

表 8-19為各洲與各行業服務業 OC-BEI 的交叉分析。亞洲、大洋

洲表現較佳，非生產性服務業與生產性服務業之分數皆高於 50 分；

非洲、北美洲、歐洲之非生產性服務業，優於生產性服務業，中南美

洲則是相反。

表 8-19　各洲與各行業服務業僑臺商 OC-BEI 分析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生產性服務業 67.4 39.5 62.5* 0.0* 50.0* 54.7
非生產性服務業 57.4 52.4 37.5 64.5 52.3 65.8

備註：標註星號之洲別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8-20 為各洲與各規模服務業 OC-BEI 的交叉分析。大型企業以

亞 洲 預 期 最 佳 ， OC-BEI 達 59.1 分 。 中型企 業 以 大 洋 洲 預 期 最 佳 ，

OC-BEI達 75 分。小微企業以大洋洲預期最佳，OC-BEI 為 62.2 分。

相對而言，亞洲全部類型的服務業都預期，擴張狀態未來半年將持續，

是景氣預期最樂觀的地區。非洲大型、中型、小微企業的 OC-BEI，

也都低於 50 分，是景氣預期最為悲觀的地區。

表 8-20　各洲與各規模服務業僑臺商 OC-BEI 分析

（2022 年第 2 季）

單位：分

項目類別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大型企業 59.1 45.8 - - 0.0* 50.0
中型企業 66.7 50.0 0.0* 50.0* 0.0* 75.0
小微企業 58.2 52.4 46.9 59.5 33.9 62.2

說明：大型、中型、小型與微型企業分別表示，員工規模超過 500 人、101-500 人、51-
100 人，以及 50 人以下。-表示該洲沒有該行業樣本。

備註：標註星號之洲別樣本數較少，可能不具代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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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小結

在全球疫情背景下，2022 年第 2 季本研究調查全球非服務業 OC-

BEI 為 52.5 分、服務業 OC-BEI 為 53.8 分，顯示僑臺商不論非服務業

與服務業與對於下一季的經營景氣皆處於相對樂觀區。有以下面向值

得關注：

首先，不論是非服務業或服務業，OC-BEI由高至低分別為中型

企業、小微企業、大型企業，顯示中型企業體質較佳。而在面臨大環

境眾多挑戰下，大型企業對未來景氣最為保守。

其次，不論是非服務業和服務業，大洋洲對未來的景氣預期皆最

為樂觀；亞洲則是居次，顯示即使 2022 上半年受到通膨影響，僑臺

商仍看好未來半年的景氣表現。而非洲不論是非服務業和服務業，未

來半年景氣皆不表樂觀，可能是最須關注的區域。

第三，與第一節類似，半年來通膨已為全球趨勢，不論是非服務

業或服務業，都有原物料價格上漲帶動售價提升的情況，且多數預期

未來半年的原物料、售價仍會呈現上漲的態勢，可能代表企業對於通

膨的心態逐漸根深蒂固，通膨消減的速度會較外界預期更慢。

最後，鑒於 RCEP已於今年生效，將有更多廠商自中國遷至東協

等相對低成本地區生產，並利用關稅優惠回銷中國。RCEP涵蓋較大

範圍的傳統貨物貿易，將有助於深化區域內的供應鏈融合與經濟合作。

在地緣政治緊張影響全球能源及糧食供給，且氣候變遷愈趨嚴峻的情

況下，綠色商機成為未來產業重大趨勢。

第三節　全球僑臺商營商環境概況

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Overseas Compatriot Doing Business Index,

OC-DBI）綜合反應僑臺商對於當地營商環境看法，愈高分表示營商

環境更為便利，並以 50 分為分界線。無論是非服務業或服務業 OC-

DBI 在各洲均低於 50 分，顯示僑臺商對於目前經商環境仍持悲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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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雖然在成長前景、基礎建設等組成指標上較為樂觀，但受到疫情

以及供應鏈阻塞影響，僑臺商可能因為受到通關程序延宕、嚴格的防

疫措施、與商業相關金融效率仍未恢復等因素，因此對目前整體營商

環境仍較過去退步的看法。

壹、全球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普遍而言，全球非服務業僑臺商對其僑居地的營商環境的評價偏

低。在 OC-DBI 的 22項組成指標中，僅基礎建設、市場規模、科研

資源、環境友善程度、創業環境、行政效率等組成指標的改善比例，

高於惡化比例，加權平均高於 50 分的門檻。（見圖 8-1）

圖 8-1　全球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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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其餘項目組成指標都呈現不同程度的退步，其中退步最多的

三項組成指標為水電成本、勞工成本與運輸成本，顯示直接成本全面

上漲。可能反映當前美中貿易戰、疫情與烏俄戰事等因素，導致物流

不順、能資源價格高漲，以及勞工雇用成本惡化所致。另，在資金面

如利潤匯出、融資便利、應收帳款、租稅負擔等方面，全球各洲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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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惡化的情形。

根據表 8-21 的跨洲非服務業 OC-DBI，按調查項目的全球指數高

低排序。大致而言，各洲的非服務業 OC-DBI 以亞洲最高，非洲最低。

全球基礎建設除非洲和中南美洲外，皆出現改善趨勢。歐洲與非洲除

市場規模出現緊縮外，水電成本、勞工成本、運輸成本為所有洲別最

顯著惡化的項目，治安環境、同業競爭等。

而從資金面看，利潤匯出、融資便利、應收帳款、租稅負擔等方

面，各大洲也都面臨程度不一的困難。烏俄戰爭與疫情導致全球經濟

進一步放緩，尤其發展中國家難以跳脫貧困陷阱。當前美元升值進一

步拉升資金成本，加大債務國家的融資需求負擔。

表 8-21　非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跨洲比較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OC-DBI 47.3 50.3 49.2 32.8 40.4 30.4 43.5

基礎設施 59.7 65.0 55.7 46.9 57.7 33.3 54.3
市場規模 57.8 61.3 55.7 53.1 42.3 42.2 58.7
科研資源 53.2 55.3 47.1 56.3 57.7 44.1 54.3
環境友善 52.9 57.1 48.4 43.8 53.8 34.3 45.7
行政效率 50.8 53.0 53.7 48.4 50.0 32.4 37.0
創業環境 50.8 53.0 48.8 42.2 51.9 42.2 50.0
勞資糾紛 49.0 50.7 46.7 42.2 51.9 44.1 45.7
國民待遇 49.0 50.7 48.4 46.9 51.9 36.3 47.8
人力素質 46.6 48.6 41.0 40.6 48.1 48.0 39.1
政策透明 46.4 47.7 48.4 40.6 50.0 28.4 54.3
法規執行 45.7 46.7 48.8 43.8 46.2 29.4 47.8
治安環境 43.3 49.1 37.7 26.6 48.1 19.6 28.3
融資便利 42.1 44.1 41.4 31.3 42.3 37.3 32.6
海關手續 39.6 40.7 42.6 34.4 40.4 24.5 41.3
應收帳款 39.0 38.3 44.7 37.5 42.3 31.4 37.0
利潤匯出 36.5 35.8 43.0 31.3 34.6 32.4 34.8
租稅負擔 33.3 35.0 31.6 31.3 32.7 22.5 37.0
同業競爭 31.3 28.3 35.7 37.5 32.7 35.3 47.8
勞工成本 9.8 11.1 6.1 9.4 13.5 8.8 2.2
水電成本 7.5 9.2 6.1 7.8 1.9 1.0 2.2
運輸成本 7.3 9.3 5.3 1.6 1.9 2.0 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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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球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

普遍而言，全球服務業僑臺商對其僑居地的營商環境的評價亦偏

低。全球 OC-DBI 為 46.5，於 22項組成指標中，僅市場規模等五項指

標高於 50 分的分界線。（見圖 8-2）

圖 8-2　全球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分析（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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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退步最多的三項組成指標為水電成本、運輸成本與勞工成本，

和非服務業的趨勢大致相同。亦反映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因素與公衛疫

情等因素，導致物流不順、能資源價格以及勞工雇用成本高漲所致。

表 8-22羅列各洲的服務業 OC-DBI，以亞洲最高，其次依序為北

美洲與歐洲居次，非洲最低。大致而言，全球除非洲外，基礎建設、

市場規模且成長前景兩項組成指標有較多改善趨勢。亞洲僅於基礎建

設一項有較為顯著表現；水電成本、勞工成本、運輸成本仍為所有洲

別最顯著惡化的項目，治安環境、同業競爭等，亦有全球都出現惡化

的趨勢。與非服務業相似的趨勢，還包括利潤匯出、融資便利、應收

帳款等資金面皆有所惡化。此結果與全球經濟進一步放緩，美元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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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墊高資金成本，加大債務國家的融資需求負擔所致，應為全球

僑臺商普遍面臨的課題。

表 8-22　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跨洲比較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OC-DBI 46.5 49.8 49.1 33.0 44.2 17.6 43.8
市場規模 56.4 59.9 57.0 51.0 54.7 29.4 61.3
基礎設施 55.7 59.5 57.1 51.0 54.7 26.5 51.3
創業環境 51.3 51.7 52.3 46.0 54.7 33.8 57.5
國民待遇 51.1 53.0 51.0 45.0 50.0 47.1 53.8
科研資源 50.2 54.0 47.6 46.0 55.8 47.1 55.0
行政效率 49.2 49.8 52.0 46.0 47.7 22.1 46.3
環境友善 48.6 55.5 47.4 42.0 53.5 25.0 43.8
政策透明 47.3 45.4 50.4 38.0 53.5 25.0 51.3
勞資糾紛 47.1 47.9 48.0 48.0 51.2 35.3 37.5
法規執行 46.9 44.7 49.9 42.0 48.8 26.5 51.3
人力素質 46.1 49.8 45.1 48.0 43.0 41.2 40.0
應收帳款 43.7 40.9 47.1 36.0 46.5 32.4 42.5
融資便利 41.7 41.6 44.1 38.0 34.9 32.4 38.8
利潤匯出 40.6 36.9 46.3 28.0 38.4 23.5 38.8
治安環境 39.1 47.3 38.8 21.0 44.2 10.3 35.0
海關手續 38.6 38.0 41.4 32.0 29.1 23.5 45.0
租稅負擔 33.7 32.1 35.8 26.0 37.2 25.0 36.3
同業競爭 31.8 28.3 36.1 22.0 30.2 26.5 27.5
勞工成本 15.0 21.3 12.8 12.0 18.6 11.8 3.8
運輸成本 12.7 13.3 14.8 8.0 9.3 1.5 8.8
水電成本 9.3 11.6 8.8 12.0 4.7 2.9 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各大洲僑臺商對當地營商環境的認知

亞洲僑臺商認為當地基礎建設、市場規模、環境友善程度、科研

資源、創業環境、行政效率、提供國民待遇、勞資糾紛處理等八項指

標相較前半年有改善。而惡化的指標中以水電、運輸成本、勞工成本

最為嚴重，顯示在全球通膨情勢下，成本問題大幅惡化。

北美洲僑臺商認為當地營商環境相較於前半年有多數指標惡化，

其中又以水電、運輸、勞工成本最為嚴重。但在市場規模、基礎建設、

政府行政效率方面則有改善。同樣的，歐洲僑臺商評估當地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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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程度的退步，主要在成本面（運輸成本、水電成本與勞工成

本）與治安環境。顯示在全球通膨情勢下，企業成本問題有所惡化。

大洋洲僑臺商評估當地營商環境有多數指標相較於前半年惡化，

其中又以水電、運輸、勞工成本最為嚴重；但在市場規模、科研資源、

基礎建設、政策透明度方面則出現改善。

中南美洲僑臺商反映，當地營商環境有多數指標相較於前半年成

本上漲具普遍性，包括運輸成本、水電成本、勞工成本皆為惡化最明

顯的項目。中南美洲當地治安環境惡化更值得關注，不過當地市場規

模相較於前半年明顯出現改善。非洲僑臺商認為，當地營商環境的所

有指標相較於前半年均有惡化的情況，其中又以水電、運輸成本最為

嚴重。此外，勞工成本提高、治安環境不佳也是當地經營環境惡化的

重要因素。

第四節　全球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與合作模式

本年度僑臺商企業經營動能指數問卷中，亦詢問僑臺商過去曾實

際運用過外館相關協助措施。在問卷中的 8個項目包括：獲取海內外

投資商機資訊、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僑臺商融資貸款、

降低當地經商障礙、建立當地通路、調解經貿糾紛、提供國際政治情

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議以及提供回臺投資政策資訊與諮詢。

問卷隨後詢問僑臺商政府未來可強化服務僑臺商協助措施，以探

求僑臺商實際需求，以作為研擬服務僑臺商政策之用。針對僑臺商未

來服務需求則提供以上 8個項目外，另增加 5個新增服務項目，包括：

商會平臺交流、專業培訓、補助資源、人才聘僱媒合、專業技術指導

等，共 13個服務項目。

壹、全球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

本年度所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全球非服務業僑臺商最常使用的外

館資源，依序為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48.8%）、法務與稅務諮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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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25.7%），以及建立當地通路（20.7%）。相對地，全球服務業

僑 臺 商 最常使用 的 外館資 源 ， 依 序 為 海內外投資 商機資訊

（43.5%）、建立當地通路（ 34.5%），以及法務與稅務諮詢服務

（21.8%）。（見圖 8-3）顯然全球服務業與非服務業僑臺商對外館

公共服務的資源利用率較低，未有項目高於 50%以上。

圖 8-3　全球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比例（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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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各洲僑臺商對外館公共服務的資源利用有其共通特性，主要集中

於 海內外投資 商機資訊，然亦有其 產 業特性 （ 見 表 8-23 與 表 8-

24）。其中，以歐洲、中南美洲與非洲服務業僑臺商的商機需求較高，

期待在疫情趨緩下掌握內需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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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3　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使用的跨洲比較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商機資訊 43.5 50.2 34.8 54.0 65.1 52.9 47.5

稅務諮詢 21.8 30.8 17.5 28.0 18.6 14.7 12.5

融資貸款 13.4 13.5 12.3 12.0 11.6 26.5 17.5

降低關稅 10.4 6.8 14.8 6.0 4.7 5.9 5.0

當地通路 34.5 23.2 45.0 32.0 20.9 14.7 30.0

經貿糾紛 3.9 2.1 5.3 6.0 2.3 2.9 0.0

策略建議 13.1 19.8 9.5 16.0 4.7 26.5 2.5

回臺投資 21.1 19.0 21.3 16.0 25.6 20.6 3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歐洲、亞洲、大洋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對海內外投資商機資

訊需求較高，可掌握供應鏈再布局商機。非洲、中南美洲等地開發中

國家服務業僑臺商，對融資貸款則有較高需求。亞洲、中南美洲、歐

洲非服務業僑臺商對法務與稅務諮詢服務有較高的需求。

表 8-24　非服務業僑臺商使用外館資源：跨洲比較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商機資訊 48.8 50.5 39.3 43.8 57.7 49.0 60.9

稅務諮詢 25.7 32.2 10.7 25.0 23.1 13.7 8.7

融資貸款 16.5 16.2 11.5 25.0 11.5 31.4 8.7

降低關稅 10.7 10.3 20.5 6.3 0.0 2.0 4.3

當地通路 20.7 19.3 35.2 21.9 7.7 7.8 13.0

經貿糾紛 3.5 3.1 6.6 6.3 3.8 0.0 0.0

策略建議 18.4 21.2 9.8 6.3 30.8 13.7 21.7

回臺投資 18.3 19.0 19.7 15.6 15.4 11.8 17.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全球僑臺商未來需求建議

全球僑臺商期望未來所需的僑臺商服務項目，問卷中包括 8個問

項：獲取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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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商融資貸款、協助降低當地經商障礙、建立當地通路、調解經貿糾

紛、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議以及提供回臺投資政策資

訊與諮詢。此外，另擴增 5個新增服務項目，包括：商會平臺交流、

專業培訓、補助資源、人才聘僱媒合、專業技術指導。

全球非服務業僑臺商期望的未來政策協助中，以提供商機資訊最

為殷切，占比為 30.4%。另對融資貸款、稅務相關議題諮詢、平臺交

流、降低關稅、開拓當地通路有需求者，占比皆高於 20%。（見圖 8-

4）

圖 8-4　全球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

（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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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由圖 8-4得知，全球服務業僑臺商期望的政策協助，以拓展僑

居地通路最為殷切，占比為 31.7%。其次是獲取海外商機資訊，比例

為 28%。而尋求融資貸款、平臺交流、稅務諮詢等服務，需求比例皆

高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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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務業僑臺商對外館未來需求建議分布較為平均，顯示僑臺

商對政策協助的需求多元化；但各區域非服務業僑臺商對外館未來需

求建議有其差異之處。（見表 8-25 與表 8-26）例如，大洋洲各業僑

臺商最偏好「獲取海內外商機資訊」、北美洲各業僑臺商最偏好「開

拓當地通路」、中南美洲、非洲僑臺商偏好「僑臺商融資貸款」，亞

洲、歐洲僑臺商對「稅務諮詢」需求最強。

表 8-25　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建議的跨洲比較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商機資訊 28.0 27.4 26.8 32.0 27.9 35.3 32.5
稅務諮詢 23.4 27.4 20.8 18.0 44.2 14.7 17.5
融資貸款 25.1 27.4 20.3 28.0 32.6 47.1 30.0
降低關稅 19.0 21.1 19.3 24.0 14.0 11.8 10.0
當地通路 31.7 26.6 39.3 12.0 27.9 23.5 22.5
經貿糾紛 3.6 5.5 3.5 2.0 0.0 0.0 2.5
策略建議 12.1 16.9 9.8 12.0 9.3 11.8 10.0
回臺投資 12.7 9.7 14.5 12.0 9.3 8.8 20.0
平臺交流 24.8 30.0 21.8 32.0 20.9 14.7 27.5
專業培訓 16.9 13.5 16.0 28.0 16.3 29.4 22.5
補助資源 18.4 19.8 16.5 18.0 20.9 29.4 17.5
聘僱媒合 16.5 14.3 17.8 8.0 20.9 17.6 22.5
技術指導 9.8 10.5 6.3 34.0 2.3 14.7 1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全球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未來希望獲得由外館資源服務項目，

仍以「獲得投資海內外相關商機訊息」與「稅務諮詢」、「融資貸

款」為主，占比約為二成五。除欲掌握投資趨勢外，在稅務、融資貸

款等資金面的議題，亦是僑臺商尋求協助的重點。

不過，在資源需求項目中，服務業與非服務業仍因產業特性而有

不同需求：「擴展當地通路」為全球經營服務業僑臺商主要需求服務

之一（31.7%），這顯示從事服務業的僑臺商海外經營型態多元，規

模相對較小並且需要貼近當地市場服務。而非服務業僑臺商則有

30.4%表示需要「獲取海外商機資訊」協助，表示從事非服務業的僑

臺商希望拓展海外經營的機會，掌握商機趨勢脈動，尤其國際疫情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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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後，部分產業與市場出現變化，產業也需要因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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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6　非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建議的跨洲比較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商機資訊 30.4 31.1 27.0 21.9 26.9 31.4 47.8
稅務諮詢 29.0 33.9 18.0 18.8 50.0 15.7 8.7
融資貸款 28.7 28.0 19.7 43.8 23.1 49.0 30.4
降低關稅 25.0 25.8 27.9 25.0 26.9 17.6 8.7
當地通路 20.4 16.8 36.9 15.6 7.7 21.6 21.7
經貿糾紛 1.8 2.2 1.6 3.1 0.0 0.0 0.0
策略建議 15.8 15.5 10.7 21.9 26.9 17.6 21.7
回臺投資 9.1 7.9 12.3 9.4 3.8 15.7 8.7
平臺交流 25.9 25.8 27.0 18.8 11.5 27.5 43.5
專業培訓 15.5 15.5 14.8 18.8 11.5 11.8 26.1
補助資源 17.6 18.8 9.0 6.3 11.5 37.3 17.4
聘僱媒合 19.7 21.2 19.7 12.5 23.1 7.8 21.7
技術指導 12.8 12.3 7.4 21.9 11.5 17.6 3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歸納全球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運用外館資源的問卷結果可知，

獲得「投資海內外相關商機訊息」為僑臺商服務最常使用的政策服務

項目；其次則為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相關諮詢，以及開拓當地通路。

對非服務業而言，法務與稅務諮詢使用頻率略高於建立當地通路；對

服務業而言，商會平臺交流亦相當重要。

參、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

圖 8-5觀察全球僑臺商企業與當地企業及外商企業（包含美日歐

等外資）的主要合作模式。其中，非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拓展僑居地

（內需）市場（56.4%）、其次為成立合資公司（48.8%）、發掘僑

居地以外（外銷）市場（47.1%），最少者則為研發創新合作，占比

僅 15.6%。

另一方面，服務業僑臺商最偏好的合作模式為拓展僑居地（內

需）市場（ 60.8%） 、 其 次 為 發掘僑居地 以 外 （ 外銷）市場

（55.5%）、成立合資公司（43.5%）；研發創新合作亦為最低者，

占比僅 16.5%。服務業僑臺商和非服務業比較，其偏好順序與合作模

式大致相同。（見圖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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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全球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企業合作模式偏好比例

（2022 年第 2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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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歸納全球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僑臺商合作偏好，拓展僑居地（內

需）市場不論是非服務業或服務業，都是占比最高的項目。非服務業

在合資方面的需求高於服務業，而服務業在外銷方面的需求則較高。

不過，兩者在研發創新的比率皆最低，顯示僑臺商在研發創新方面有

其獨到的方式，未必願意尋求與外資合作。

第五節　全球僑臺商認知重要國際情勢對營運的影響

在近期重要國際情勢方面，全球非服務業僑臺商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最多，回答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44.3%、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37.8%，合計負面影響達 82.1%。其次為烏俄戰爭相關衝擊，受嚴重

負面影響者達 35.6%、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46.3%，合計負面影響達

81.9%。（見表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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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7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非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偏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 俄 戰 爭 相 關 衝 擊
（ 如 原 物 料 價 格 上
漲）

35.6 46.3 12.4 2.8 3.0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44.3 37.8 6.8 6.0 5.1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10.7 33.8 36.6 13.9 5.1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4.1 20.3 57.5 14.8 3.4

全球減碳趨勢 7.3 29.3 48.9 10.1 4.4
基 礎 建 設 未 來 商 機
（ 如 歐 美 等 國印太戰
略、B3W計畫、DEPA
等）

2.8 14.1 64.8 14.2 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相較之下 ，多數 非 服 務 業 僑 臺 商認為 美 中關係緊張 持續

（36.6%）、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生效（57.5%）、全球減碳趨勢

（48.9%）、基礎建設未來商機（64.8%）等對其企業營運沒有影響。

25.4%服務業僑臺商普遍認為，烏俄戰爭對其衝擊受嚴重負面影

響，受輕微負面影響 46.5%，合計負面影響達 81.9%。僑臺商因新冠

肺炎疫情， 而 受嚴重負面影響者達 51.1%，輕微負面影響者達

31.3%，合計負面影響達 82.4%。由此可見，烏俄戰爭與新冠肺炎疫

情對僑臺商造成的負面影響嚴重程度更高且更為普遍。多數服務業認

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生效（69.9%）、全球減碳趨勢（59.8%）

與基礎建設未來商機（73.9%）等對其營商沒有明顯影響。（見表 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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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8　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服務業營運的影響（2022 年第 2 季）

項目類別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烏 俄 戰 爭 相 關 衝 擊
（ 如 原 物 料 價 格 上
漲）

25.4 46.5 22.8 3.5 1.9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51.1 31.3 8.1 4.9 4.6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12.8 32.6 46.1 6.1 2.4

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2.6 16.8 69.9 9.5 1.2

全球減碳趨勢 5.1 24.4 59.8 7.6 3.1

基 礎 建 設 未 來 商 機
（ 如 歐 美 等 國印太戰
略、B3W計畫、DEPA
等）

2.9 10.7 73.9 10.0 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歸納僑臺商對重要國際情勢的看法，非服務業與服務業兩者皆認

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更嚴重且更加普遍，尤其服務業受烏俄戰爭的

負面衝擊較非服務業更為廣泛而嚴峻。不論非服務業或服務業，美中

關係緊張則是造成負面影響第三重要的項目。另外，基礎建設未來商

機、全球減碳趨勢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生效對多數非服務業與服

務業僑臺商沒有顯著影響。

 各洲僑臺商對重要國際情勢對營運影響的認知

超過八成的亞洲僑臺商認為新冠肺炎，烏俄戰爭對企業營運造成

負面衝擊，而服務業受到疫情的負面影響（86.5%）更高過非服務業

（83.2%）。約四至五成的亞洲僑臺商認為美中關係、RCEP生效、

全球減碳趨勢等國際局勢，對企業營運並無影響。此外，部分非服務

業僑臺商甚至因美中相爭，而獲得正面效益（24.5%）。

超過六成的北美洲僑臺商認為新冠肺炎、烏俄戰爭對企業營運造

成重大負面衝擊，美中關係緊張持續亦高達四成。至於如 RCEP生效、

全球減碳趨勢等重要情勢，超過六成的北美洲僑臺商認為對其並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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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超過八成的歐洲僑臺商認為烏俄戰爭、新冠肺炎對企業營運造成

負面衝擊。但歐洲僑臺商認為美中對抗局勢造成的負面影響有限；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生效與基礎建設未來商機等國際因素對其無甚影

響；大洋洲僑臺商超過六成認為新冠肺炎、烏俄戰爭對企業營運造成

重大負面衝擊，美中關係緊張持續亦高達四成。超過六成的大洋洲僑

臺商認為 RCEP生效、基礎建設未來商機並無影響，但非服務業在認

定全球減碳趨勢的影響上較為分歧。

在近期重要國際情勢方面，中南美洲僑臺商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

其嚴重負面影響最大，其次為烏俄戰爭相關衝擊。此外，美中關係緊

張持續亦是企業經營的負面影響因素。然而，多數當地僑臺商不認為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生效、全球減碳趨勢與基礎建設未來商機等對

其造成顯著影響；非洲僑臺商超過八成認為新冠肺炎，烏俄戰爭對企

業營運造成重大負面衝擊，而服務業受到疫情的負面影響（ 82.4%）

更高過非服務業（80.4%）。至於其他美中關係、RCEP生效、全球

減碳趨勢等重要情勢，超過五成的非洲僑臺商則認為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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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問卷設計

壹、僑臺商非服務業企業經營動能與營商環境指數問卷

僑臺商製造業企業經營動能與營商環境指數

A. 當前經營表現（以下題目請以單位計，請與過去 6個月相比）
1. 生產數量（以總計來看，不分產品產線的類別） 上升 持平 下降
2. 新增訂單數量（以總計來看，不分產品產線的類別） 上升 持平 下降
3. 人力雇用數量（含正式、臨時工與約聘人力） 上升 持平 下降
4. 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包括直接、間接材料不含完

成品）
上升 持平 下降

5. 供應商交貨時間（交貨時間不是指速度， 指 lead
time）

拉長 持平 縮短

6. 客戶存貨（以主要客戶為例來判斷） 上升 持平 下降
7. 未完成訂單 上升 持平 下降
8. 新增出口訂單（若公司產品沒有出口，請填「無」） 上升 持平 下降 無
9. 進口原物料數量（若公司原物料無進口，請填

「無」）
上升 持平 下降 無

10. 原物料價格 上升 持平 下降
11. 商品或服務對客戶的收費價格或售價 上升 持平 下降
12. 當地整體經營表現 上升 持平 下降

B. 未來經營前景
1. 請問您預期接下來 6個月以下類別的費用（成本）變化

A. 其他原材料 上升 持平 下降
B. 中間商品 上升 持平 下降
C. 工資 上升 持平 下降
D. 租金 上升 持平 下降

2. 請問您預期接下來 6 個月資本支出（投資）
的變化

上升 持平 下降

3. 請問您接下來 6個月資本設備利用率 上升 持平 下降
4. 請問您接下來 6個月的景氣狀況 上升 持平 下降

C. 當地經營環境面臨的變化（為今年相較於去年的表現）
1. 行政效率 改善 持平 惡化
2. 海關手續 簡化 持平 繁瑣
3. 法律法規執行品質 改善 持平 惡化
4. 政府政策透明度 透明 持平 惡化
5. 治安環境 改善 持平 惡化
6. 生活環境友善度 改善 持平 下降
7. 基礎建設品質 改善 持平 惡化
8. 內需市場規模與成長前景 改善 持平 惡化
9. 同業競爭壓力 變緩 持平 加劇
10. 合夥與勞資糾紛 減少 持平 增加
11. 利潤匯出效率 改善 持平 惡化
12. 原料與水電成本 下降 持平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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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勞工成本 下降 持平 增加
14. 融資便利度 改善 持平 惡化
15. 貨款回收效率 改善 持平 惡化
16. 人力素質 改善 持平 惡化
17. 關稅或租稅負擔 下降 持平 增加
18. 開放投資項目與對外商國民待遇 增加 持平 減少
19. 運輸成本壓力 減輕 持平 惡化
20. 科研創新資源 增加 持平 減少
21. 營商環境鼓勵創業 改善 持平 惡化
22. 當地整體經營環境變化 改善 持平 惡化

D. 運用僑居地外館與商會資源

1. 請問您過去曾使用過以下駐外館處或商會經商資源嗎? （複選）
□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
□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
□僑臺商融資貸款
□協助降低當地經商障礙

□建立當地通路
□調解經貿糾紛
□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議
□提供回臺投資政策資訊與諮詢

2. 您最希望僑委會與商會未來提供何等政策協助 ? （勾選最重要三
項）
□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
□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
□僑臺商融資貸款
□協助降低當地經商障礙
□商會平臺交流
□專業培訓
□補助資源

□建立當地通路
□調解經貿糾紛
□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議
□提供回臺投資政策資訊與諮詢
□人才聘僱媒合
□專業技術指導

3.  您希望與當地企業（包含美日歐等外資）的主要可能合作領域或模
式為何?（複選）

□拓展僑居地（內需）市場
□拓展僑居地以外（外銷）市場
□品牌或通路合作

□建立供應鏈分工合作
□研發創新合作
□資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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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請問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您企業營運的影響？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1.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 □ □ □ □

2.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 □ □ □ □
3.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 □ □ □ □
4.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 □ □ □ □

5. 全球減碳趨勢 □ □ □ □ □
6.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歐 美 國印太戰
略 、 B3W 計
畫、DEPA 等）

□ □ □ □ □

F. 廠商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電子郵件／Line／WhatsApp／其他聯絡方式

公司規模 □ 50 人以下 □ 51-100 人
□  101-500
人

□ 500 人以上

行業分類

□農林漁牧業
□食品飼品、飲料、菸草製造業
□紡織、成衣服飾、皮革製品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汽車、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業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水、電、燃氣及污染整治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木竹、紙製品製造業及印刷

業
□非金屬礦物、基本金屬製品
製造業

□藥品、塑橡膠製品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其維修安
裝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家具及其他製造業

公司
所在地

□非洲 □亞洲 □歐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大洋洲

公司所在國家
請問貴公司是否有加入地區商會 □是，請填入地區商會名稱 □否
請問貴公司是否有意願加入地區
商會

□是，請填入貴公司所在城市 □否

貳、僑臺商服務業企業經營動能與營商環境指數問卷

僑臺商服務業企業經營動能與營商環境指數

A.當前經營表現（以下題目請以單位計，請與過去 6個月相比）

1. 商業活動或營業收入 上升 持平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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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訂單數量（直接銷售給終端消費者而無
訂單之零售業者，可勾選「不適用」）

上升 持平 下降 不適用

3. 人力雇用數量（含正式、臨時工與約聘人
力）

上升 持平 下降

4. 現有庫存或存備貨水準 （包括直接、間接
材料不含完成品）

上升 持平 下降

5. 上游供應商交貨時間或客戶等待結帳時
間（交貨時間不是指速度，指 lead time）

拉長 持平 縮短

6. 未完成訂單或本月營運是否超過預期目
標

上升 持平 下降

7. 新增出口訂單（若公司產品沒有出口，請填
「不適用」）

上升 持平 下降 不適用

8. 商品與服務等投入品進口數量（若公司
沒有進口，請填「不適用」）

上升 持平 下降 不適用

9. 原物料價格或營 運 成 本 （ 如 ： 營 業 用 商
品、設備購入價格，或店面租金費用）

上升 持平 下降

10. 商品或服務對客戶的收費價格或售價 上升 持平 下降

11. 當地整體經營表現 上升 持平 下降

B. 未來經營前景

1. 請問您預期接下來 6個月以下類別的費用（成本）變化

A. 其他原材料或中間商品 上升 持平 下降

B. 工資 上升 持平 下降

C. 租金 上升 持平 下降

2. 請問您預期接下來 6個月資本支出（投
資）的變化

上升 持平 下降

3. 請問您接下來 6個月資本設備利用率 上升 持平 下降

4. 請問您接下來 6個月的景氣狀況 上升 持平 下降

C. 當地經營環境面臨的變化（請與去年同期相比）

1. 行政效率 改善 持平 惡化

2. 海關手續 簡化 持平 繁瑣

3. 法律法規執行品質 改善 持平 惡化

4. 政府政策透明度 透明 持平 惡化

5. 治安環境 改善 持平 惡化

6. 生活環境友善度 改善 持平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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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礎建設品質 改善 持平 惡化

8. 內需市場規模與成長前景 改善 持平 惡化

9. 同業競爭壓力 變緩 持平 加劇

10. 合夥與勞資糾紛 減少 持平 增加

11. 利潤匯出效率 改善 持平 惡化

12. 原料與水電成本 下降 持平 增加

13. 勞工成本 下降 持平 增加

14. 融資便利度 改善 持平 惡化

15. 貨款回收效率 改善 持平 惡化

16. 人力素質 改善 持平 惡化

17. 關稅或租稅負擔 下降 持平 增加

18. 開放投資項目與對外商國民待遇 增加 持平 減少

19. 運輸成本壓力 減輕 持平 惡化

20. 科研創新資源 增加 持平 減少

21. 營商環境鼓勵創業 改善 持平 惡化

22. 當地整體經營環境變化 改善 持平 惡化

D. 運用僑居地外館與商會資源
1.請問您過去曾使用過以下駐外館處或臺灣商會經商資源嗎?

□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
□提供僑居地當地法務與稅務諮詢
□僑臺商融資貸款
□協助降低當地經商障礙

□建立當地通路
□調解經貿糾紛
□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析與投資策略建
議
□提供回臺投資政策資訊與諮詢

2. 您最希望僑委會與商會未來提供何等政策協助? （勾選最重要三項）

□海內外投資商機資訊
□提供 僑居地當 地法 務
與稅務諮詢
□僑臺商融資貸款
□協助降低 當地 經商障
礙
□商會平臺交流
□專業培訓
□補助資源

□建立當地通路
□調解經貿糾紛
□提供國際政治情勢分
析與投資策略建議
□提供回臺投資政策資
訊與諮詢
□人才聘僱媒合
□專業技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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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希望與當地企業（包含美日歐等外資）的主要可能合作領域或模式為何?（複選）

□拓展僑居地（內需）市
場
□拓展 僑居地 以 外 （ 外
銷）市場
□品牌或通路合作

□建立供應鏈分工合作
□研發創新合作
□資本合作

E. 請問近期重要國際情勢對您企業營運的影響？
嚴重負面
影響

輕微負面
影響

沒有影響
微小正面
影響

明顯正面
影響

1. 烏俄戰爭相關衝擊
（ 如原物料價格上
漲）

□ □ □ □ □

2.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 □ □ □ □
3. 美中關係緊張持續 □ □ □ □ □
4.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生效
□ □ □ □ □

5. 全球減碳趨勢 □ □ □ □ □
6. 基礎建設未 來 商機

（ 如 美 國 印 太 戰
略、B3W 計畫、歐盟
印太合作戰略、DEPA
等）

□ □ □ □ □

F. 廠商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電子郵件／Line／WhatsApp／其他聯絡方式

公司規模 □ 50 人以下 □ 51-100 人
□  101-500
人

□ 500 人以上

行業分類

□農林漁牧業
□食品飼品、飲料、菸草製造業
□紡織、成衣服飾、皮革製品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汽車、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業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水、電、燃氣及污染整治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木竹、紙製品製造業及印刷

業
□非金屬礦物、基本金屬製品
製造業

□藥品、塑橡膠製品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其維修安
裝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家具及其他製造業

公司
所在地

□非洲 □亞洲 □歐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大洋洲

公司所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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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貴公司是否有加入地區商會 □是，請填入地區商會名稱 □否
請問貴公司是否有意願加入地區
商會

□是，請填入貴公司所在城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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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僑臺商非服務業企業經營動能指數（英文）

Survey on Compatriot Business Momentum and local business

operations（Manufacturing）

A. Current operating performance （Please compare the current level of your 

company with the situation 6 months ago, in terms of units）

1. Production volume （in 

total, regardless of product 

line）

Higher Same Lower

2. Quantity of new orders （in 

total, regardless of product 

line）

Higher Same Lower

3. Number of employees 

（including regular, 

temporary and contract 

workers）

Higher Same Lower

4. Current raw material 

inventory levels 

（excluding finished 

goods）

Higher Same Lower

5. Supplier delivery times 

（lead time. not speed）
Longer Same Shorter

6. Customer inventory （by the

main customers）
Higher Same Lower

7. Outstanding orders Higher Same Lower

8. New export orders （if the 

company's products are not 

exported, please fill in 

"none"）

Higher Same Lower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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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uantity of imported raw 

materials （if the company 

does not import raw 

materials, please fill in 

"none"）

Higher Same Lower None

10. Price of raw materials Higher Same Lower

11. Prices charged to customers

or sales prices for goods or 

services

Higher Same Lower

12. Overall business 

performance
Improved Same Worsened

B. Future business prospects

1. What is the change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of expenses （costs） in the 

upcoming 6 months?

A. Other raw materials Higher Same Lower

B. Intermediate goods Higher Same Lower

C. Salaries Higher Same Lower

D. Rent Higher Same Lower

2. What are your capital 

expenditures 

（investment） in the 

upcoming 6 months?

Higher Same Lower

3. What is the expected 

utilization rate of your 

capital equipment in the 

upcoming 6 months?

Higher Same Lower

4. What do you expect the Higher Same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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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upcoming 6 months?

C. Difficulties in local business operations

Changes in local business operations （Please compare with the situation 1 year ago）

1.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Improved Same More Worsened

2. Customs procedures More

Simpler
Same Less complicated

3. Laws and regulations transparent Same Less transparent

4. Government policies More

transparent
Same transparent

5. Public security Improved Same Worsened

6. Friendliness of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d Same Lower

7. Infrastructure Improved Same Worsened

8. Market size and growth 

prospects
Improved Same Worsened

9. Peer competition More

moderate
Same Worsened

10. Partnership and labor 

disputes
Decreased Same Increased

11. Profits remittance 

efficiency
Improved Same Worsened

12. Raw materials and

utility costs
Lower Same Increased

13. Labor costs Lower Same Increased

14. Financing accessibility Improved Same Worsened

15. The settlement of overdue 

payment
Improved Same Wors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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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uman resources quality Improved Same Worsened

17. Customs duties or taxes Lower Same Increased

18. Liberalization of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national treatment for 

foreign investors

Increased Same Decreased

19. Transportation costs Lower Same Increased

20.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esources
Increased Same Decreased

21.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Improved Same Worsened

22. Overall local business 

environment
Improved Same Worsened

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of oversea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and trade

  associations
1. Have you ever contacted the oversea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or trade association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Multiple selections possible）

□ Information on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 Provision of local legal and tax advices in foreign countries
□ Financing loans for overseas Taiwanese businesses
□ Assistance to ease local business operations
□ Establishment of local business access
□ Media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s
□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alysis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advice
□ Provision of updated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tion for the investment policies in 

Taiwan
2. What kinds of policy assistance would you most like to see from the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an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future?
）Check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items）
□ Information abou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 Provision of local legal and tax consultation in overseas countries
□ Financing loans for overseas Taiwanese businesses
□ Assistance to ease local business operations
□ Networking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via trade associations

234



附件一　問卷設計

□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s
□ Subsidies
□ Establishment of local business access
□ Media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s
□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alysis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advice
□ Provision of updated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tion for the investment policies in 

Taiwan
□ Employment matching
□ Profess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 mentors
3. What are the main reasons or models you would like to cooperate with local companies 

（including foreign companies from the US, Japan and Europe）? （Multiple selections 
possible）
□ Expanding the domestic market （in the country of residence）
□ Exploring the markets beyond the country of residence
□ Establishing brand or channel partnerships
□ Building supply chain partnership
□ Developi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artnership
□ Forming a joint venture
E The impact of the recent global issues in your business operations

serio
us

negative
effect

nega
tive

effect

no
effect

posit
ive

effect

signifi
cant

positive
effect

1. Russia-
Ukraine war

□ □ □ □ □

2. COVID-19 □ □ □ □ □
3. The tensions in

U.S.-Chinarelations
□ □ □ □ □

4. The enactment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comes 
into effect

□ □ □ □ □

5. The trend of 
carbon reduction

□ □ □ □ □

6.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 
infrastructure plans 
（Indo-Pacific 
Strategy, B3W,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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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etc ）

F Basic Company Information

Company Name
Email Address/Line/WhatsApp/Other contact information
Company Size 
（people）

□ less than 50 □ 51-100 □ 101-
500

□ more than 500

Business 
classification

□ 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ery,and　
animal husbandry

□ Food and feed, beverage, tobacco 
manufacturing

□ Textiles, apparel, leather products 
manufacturing

□ petroleum and petrochemical 
products, artificial fiber 
manufacturing

□ Computer,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optical products manufacturing

□ Motor vehicles, other transportation 
tools, and parts manufacturing

□ Electric equipment,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 Mining and earth-moving 
industries

□ Wood, bamboo, paper 
manufacturing, and printing

□ Non-metallic minerals, basic 
metal products manufacturing

□ Pharmaceuticals, plastic, and 
rubber products 
manufacturing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repair and 
installation

□ Electronic components 
manufacturing

□ Furniture, and othe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 Water, electricity, gas, and 
pollution control industry

Company 
Location

□Africa □Asia □Europe □North America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Oceania

Membership of trade associations
Is your company a member of a regional trade 
association?

□ Yes, please fill in the 
name of the regional 
trade association

□ No

Will your company join the regional trade 
association?

□ Yes, please fill in the 
city where your 
company is located

□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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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僑臺商服務業企業經營動能指數（英文）

Survey on Compatriot Business Momentum and local business operations

（Services）

A. Current operating performance （Please compare the current level of your company 
with the situation 6 months ago, in terms of units）
1.Business operations or sales 

revenue
Higher Same Lower

2. Quantity of new orders （ For 
retailers who sell directly to 
end consumers and have no 
orders, please fill in "Not 
applicable"）

Higher Same Lower Not applicable

3. Number of employees 
（including regular, temporary 
and contract workers）

Higher Same Lower

4. Current raw material inventory 
levels （including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materials 
excluding finished goods）

Higher Same Lower Not applicable

5. Upstream supplier delivery 
time or customer waiting time 
for billing （delivery time does
not mean speed, but rather 
refers to lead time）

Longer Same Shorter Not applicable

6. Outstanding orders or whether 
the operation of the month 
exceeds the expected target

Higher Same Lower

7. New export orders （if the 
company's products are not 
exported, please fill in "Not 
applicable"）

Higher Same Lower Not applicable

8. Quantity of imported inputs 
such as goods and services （if
the company does not import, 
please fill in "Not 
applicable"）

Higher Same Lower Not applicable

9. Price of raw materials or 
operating costs （e.g., 
purchase price of goods and 
equipment for business use, or 
store rental costs）

Higher Same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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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rices charges to customers or
sales prices for goods or 
services

Higher Same Lower

11. Overall business performance Improved Same Worsened

B. Future Business Prospects
1. Future business prospects （Please compare with the situation 6 months ago）

A. Other raw materials or 
intermediate goods

Higher Same Lower

B. Wages Higher Same Lower
C. Rent Higher Same Lower

2. What are your capital 
expenditures （investment） 
in the upcoming 6 months?

Higher    Same Lower

3. What is the expected utilization
rate of your capital equipment 
in the upcoming 6 months?

Higher Same Lower

4. What do you expec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upcoming 6 months?

Higher Same Lower

C. Changes in local operations
Changes in local business operations （Please compare with the situation 1 year ago）
1.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Improved Same Worsened

2. Customs procedures
Simpler Same

More
complicated

3. Laws and regulations More
transparent

Same
Less

transparent
4. Government policies More

transparent
Same

Less
transparent

5. Public security Improved Same Worsened

6. Friendliness of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d Same Lower

7. Infrastructure Improved Same Worsened

8. Market size and growth 
prospects

Improved Same Worsened

9. Peer competition More
moderate

Same Worsened

10. Partnership and labor disputes Decreased Same Increased

11. Profits remittance efficiency Improved Same Worsened

12. Raw materials and
utility costs

Lower Same Increased

13. Labor costs Lower Same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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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inancing accessibility Improved Same Worsened

15. The settlement of overdue 
payment

Improved Same Worsened

16. Human resources quality Improved Same Worsened

17. Customs duties or taxes Lower Same Increased

18. Liberalization of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national 
treatment for foreign investors

Increased Same Decreased

19. Transportation costs Lower Same Increased

20.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esources

Increased Same Decreased

21.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Improved Same Worsened

22. Overall local business 
environment

Improved Same Worsened

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of oversea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and trade associations
1. Have you ever used the following oversea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or trade association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in the past? （Multiple selections possible）

□ Information on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 Provision of local legal and tax advice in foreign countries
□ Financing loans for overseas Taiwanese businesses
□ Assistance in lowering local business barriers
□ Establishment of local access
□ Media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s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alysis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advice
□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tion on investment policies for returning to 
Taiwan

2. What kinds of policy assistance would you most like to see from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 an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future? （Check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items）
□ Information abou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 Provision of local legal and tax consultation in overseas countries
□ Financing loans for overseas Taiwanese businesses
□ Assistance in lowering local business barriers
□ Trade association platform for exchange
□ Professional training
□ Subsidized resources
□ Establishment of local access
□ Mediation of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s
□Provis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alysis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advice
□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tion on investment policies for returning to 
Taiwan
□ Matching of talents fo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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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E The impact of the recent global issues in your business operations
serious

negative effect
negative effect no effect positive effec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1. Russia-Ukraine war □ □ □ □ □
2. COVID-19 □ □ □ □ □
3. The tensions in U.S.-

Chinarelations
□ □ □ □ □

4. The enactment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comes into effect

□ □ □ □ □

5. The trend of carbon 
reduction

□ □ □ □ □

6.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 
infrastructure plans 
（Indo-Pacific Strategy, 
B3W, DEPA,etc ）

□ □ □ □ □

F. Basic Company Information
Company name
Email Address/Line/WhatsApp/Other contact 
information

Company size
□ less than 
50

□ 51-100 people □ 101-500 
people

□ more than 500 
people

Business 
classification

□ Immovable property
□ Construction
□ Accommodation and catering
□ Finance and Insurance
□ Other service industries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 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ing
□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 Wholesale, retail, 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ing

Company Location □Africa □Asia □Europe □Oceania
□North America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Country of Incorporation
Is your company a member of a 
regional trade association?

□ Yes, please fill in the name of the 
regional trade association

□ No

Would your company like to join 
the regional trade association?

□ Yes, please fill in the city where your 
company is located

□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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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焦點團體訪談紀錄

壹、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本研究團隊於 2022 年執行「鏈結海外僑臺商與臺灣產業共同發展」

研 究 ， 透 過 線 上 問 卷 調 查 ， 系 統 性 建 立並發布僑 臺 商 經 營 動 能 指 數

（Overseas Compatriot Business Momentum Index, OC-BMI ）、僑臺商經營

預期指數（Overseas Compatriot Business Expectation Index, OC-BEI ）及僑

臺 商 營 商 環 境 指 數 （ Overseas  Compatriot  Doing  Business  Index,  OC-

DBI），並結合代表性僑臺商焦點團體深入訪談。

本研究透過「半結構訪談」（Semi-Structural Survey）方式，也就是

在焦點團體中詢問同樣或類似的問題大綱並匯整回覆資料，廣泛蒐集其意

見與建議意涵，進而掌握全球六大洲僑臺商企業營運動向與經商環境變化。

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如下：

1.全球疫情逐漸趨緩，各國逐漸邁向解封與經濟復甦。貴商會所屬僑

臺商企業對於今（2022）年當地經濟景氣的看法？

2.在全球面臨通膨風險之際，今年初烏俄戰爭亦加劇供應鏈緊張，歐

美等國將持續升息恐不利景氣恢復，您認為相關國際因素對僑居地生產鏈

以及產業發展前景的影響為何？

3.相較於去年，您認為今年度僑居地當地經營環境面臨何種重大變化？

4.目前僑臺商服務包括線上商機論壇、產業交流會、商機媒合服務、

國內外參訪團與海外信保基金等項目，其中有哪些輔導措施您認為可切合

僑臺商實質需求並可持續強化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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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觀察本地僑臺商在經營或技術層面是否具有轉型升級實際需求？

您是否鼓勵本地僑臺商運用臺灣學研機構具產業基礎的研發能量，達成轉

型升級目的。未來在推動臺灣與本地僑臺商雙向產學研合作上，您是否有

具體建議？

本研究選擇焦點團體訪談對象標準，乃依據全球臺灣商會數量與地

理大洲比例，採取分層抽樣概念，因此在各大洲與國別的比例上均有衡平

與代表性。首先，以僑委會服務的六大洲分為六大焦點團體；其次，在各

大洲亦考量地理分布以及經濟體大小，並且酌參考目前政策重點國家（如

新南向國家、非洲專案、中東歐等）進行規劃訪問。此外，部分國家商會

代表亦熱心推薦邀集當地具代表性其他僑臺商共同加入焦點團體訪談。在

研究過程中，本團隊亦就相關訪談作為補充內容，以擴大訪問內容的深度

與廣度。

上半年度六大洲焦點團體訪問對象，共計 27 人二次：包括亞洲 6 人，

北美洲 6 人，中南美洲 3 人，歐洲 4 人，大洋洲 4 人以及非洲 4 人。

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姓名 地區 國家 職稱
賴玉汝

亞洲

日本
（東北亞）

日本九州臺灣商會會長
藤田礼子 日本東京臺灣商會會長

簡智明
越南

（東南亞）
越南臺商總會會長

劉樹添
泰國

（東南亞）
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輔導總會長

邱裕庭
菲律賓

（東南亞）
菲律賓臺灣同鄉會秘書長

王安左
印尼

（東南亞）
印尼臺灣工商聯誼會聯合總會會長

高志中

北美洲

美國
（鳳凰城）

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餐飲協會會長

黃錫珩 美國鳳凰城臺美商會會長

羅月年
美國

（奧斯汀）
美國奧斯汀臺灣商會榮譽會長

張園立
美國

（休士頓）
美國休士頓臺灣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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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地區 國家 職稱

白越珠
美國

（華府）
美國大華府臺灣商會會長

劉雅薇
美國

（洛杉磯）
美國洛杉磯臺灣商會會長

陳淑芬 中南美洲 巴拉圭 中南美洲臺商總會會長
游鈞聿 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青商會長
孫程泰 巴西 資深僑商
林奇雋 歐洲 法國 歐洲臺商總會會長
李欣恬 英國 英國臺灣商會會長
王振烽 德國 德東臺商商會會長
林子揚 波蘭 波蘭臺灣商會會長
張嘉甫 大洋洲 澳洲 澳洲西澳伯斯臺灣商會會長
郭力銘 紐西蘭 大洋洲臺商總會會長
李昀翰 紐西蘭奧克蘭臺灣商會會長

胡振軒 紐西蘭基督城臺灣商會會長

林政良
非洲 烏干達

（東非）
非洲臺商總會副總會長

陳淑芳 奈及利亞
（西非）

非洲奈及利亞臺商總會總會長
管繼平 非洲奈及利亞臺商總會副總會長

鄭仁貴
南非

（南非）
南非自由省臺灣商會名譽會長

貳、焦點團體訪談紀錄（大洋洲）

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郭〇〇/大洋洲臺商總會會長

李〇〇/紐西蘭奧克蘭臺灣商會會長

胡〇〇/紐西蘭基督城臺灣商會會長

張〇〇/澳洲西澳伯斯臺灣商會會長

1. 全球疫情逐漸趨緩，各國逐漸邁向解封與經濟復甦。貴商會所屬僑臺

商企業對於今（2022）年當地經濟景氣的看法？

紐西蘭基督城代表指出，當地旅遊業前景樂觀。受惠於疫情管制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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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已呈明顯復甦趨勢，目前旅行團訂單已排訂至 2023 年年中，預期盈

利可弭平 2021 年受到疫情影響的虧損。

紐西蘭奧克蘭代表表示，今年僑居地景氣預期樂觀。紐西蘭多出口

民生用品，故疫情期間出口持續成長，而今年度當地旅遊業復甦帶動整體

產業活絡，奇異果育種等產業創新投資亦開花結果，帶動經濟成長。

西澳伯斯代表指出，全球市場仰賴西澳鋼品，故整體而言，疫情期

間當地經濟受影響程度低。鑒於今年利率上調，預估房產業景氣將較去年

低落；旅遊業則受惠於疫情解封，呈逐漸復甦的趨勢；零售產業因西澳州

境關閉，境內消費市場仍活絡，疫情期間營業額逆勢上漲；新興餐飲外送

等行業亦預期今年度將持續樂觀。

大洋洲總會長表示，整體而言，大洋洲於疫後經濟復甦速度快，惟

預期景氣復甦時間將拉長。澳洲的礦產品以及紐西蘭的酪農產品供應全球

市場，惟短期內紐澳地區產業因工作簽證與打工度假可許核發困難，仍面

臨勞動力不足的狀況，因此預估景氣復甦的時間將拉長。

2. 在全球面臨通膨風險之際，今年初烏俄戰爭亦加劇供應鏈緊張，歐美

等國將持續升息恐不利景氣恢復，您認為相關國際因素對僑居地生產

鏈以及產業發展前景的影響為何？

紐西蘭基督城代表指出，烏俄戰爭帶動全球能源價格上漲，並進一

步推升原物料與航運價格，中國清零政策推動各城市封控停工，並阻斷木

材以及營建原物料供應鏈，使大洋洲的建築業承受巨大壓力。今年起各國

貨幣政策緊縮以及利息上漲共同提升大洋洲房地投資市場風險，在成本上

漲、供應鏈不穩定、勞工聘僱困難且投資市場趨冷淡的情況下，預期紐西

蘭當地房地產業面臨巨大的經營風險。

紐西蘭奧克蘭代表表示，國際因素推動國際運費成長近乎三倍，即

使產品售價調升仍難以完全反映產品成本，因此創造出口農產品的附加價

值成為首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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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伯斯代表指出，近期國際環境變化對僑居地景氣前景造成負面

影響。疫情期間，由於市場低利率造成大量銀行核貸，進而推升僑居地通

膨水準。烏俄戰爭帶動石油以及航運價格上漲，並進一步推升僑居地整體

物價。在進口建築原材料與航運費用大幅上漲，以及全球車用晶片缺貨等

因素影響下，僑居地的房屋價格以及進口汽車價格漲幅尤大，而物價以及

利率上漲亦大幅縮減僑居地的市場消費力度。

3. 相較於去年，您認為今年度僑居地當地經營環境面臨何種重大變化？

紐西蘭基督城代表指出，受惠於疫情管制放寬，今年紐西蘭旅遊服

務業呈明顯復甦趨勢，惟國際航運費用上漲以及供應鏈不穩定等因素，推

動建築產業成本提高約 30%，並有不少中小型建築商因此關閉，預期未來

營建等原物料將持續上漲，各國政策緊縮以及利率上漲亦使紐西蘭房地投

資市場趨冷淡。此外，紐西蘭仍面臨外籍勞工無法入境，當地勞動力嚴重

不足的挑戰。

紐西蘭奧克蘭代表則表示，今年僑居地景氣預期樂觀。紐西蘭多出

口民生用品，故疫情期間出口持續成長，而今年度當地旅遊業復甦帶動整

體產業活絡，奇異果育種等產業創新投資亦開花結果，帶動經濟成長。然

而，僑臺商經營亦面臨國際航運費用上漲近三倍的挑戰，導致生產利潤受

限。而儘管臺紐自由貿易協定提供僑居地出口優勢，然而，出口產品類型

仍局限於奇異果、牛肉、羊肉及奶粉等家用品，建議未來臺紐之間可拓展

多元的貿易領域。

西澳伯斯代表指出，去年澳洲整體房地產受補助政策與低利率影響，

上漲約 20%，料今年上調利率後房地產價格將相對降低。國際環境變化則

對澳洲經營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國際航運壓力以及全球通膨風險推升澳洲

物價及電費，進口車以及房產價格漲幅尤大，使中小型企業受到嚴峻挑戰。

儘管當地零售、旅遊以及外送餐飲等產業前景較樂觀，然而物價及利率上

漲仍大幅縮減僑居地的市場消費力度。

大洋洲總會長表示，在外籍勞動者仍難以補充大洋洲勞動市場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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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各產業皆面臨勞工聘僱困難的挑戰，預估大洋洲整體景氣復甦時間

將拉長。

4. 目前僑臺商服務包括線上商機論壇、產業交流會、商機媒合服務、國

內外參訪團與海外信保基金等項目，其中有哪些輔導措施您認為可切

合僑臺商實質需求並可持續強化運用？

紐西蘭基督城代表指出，疫情期間，紐西蘭僑居地的打工度假許可

及工作簽證核發難度提升，因此紐西蘭產業普遍面臨雇用挑戰，建議我國

政府積極與當地政府洽談，推動兩國共同承認專業執照與證書，加速臺籍

員工補充並接軌勞動市場。

紐西蘭奧克蘭代表建議，僑委會可與當地臺商會合作，每年定期舉

辦產業交流會，臺商會可提出貼近僑居地營商需求的觀點，而僑委會僑商

處則能邀請專家學者分享臺灣尖端產業資訊，促進兩國商機交流。僑臺商

舉例 2021 年當地臺商會即透過臺貿中心與臺灣口罩製造商進行線上交流，

並協助該製造商媒合紐西蘭當地代理商，於僑居地販售其產品，未來此等

交流模式可望促成更多兩地商機。

此外，當地僑臺商經營挑戰為缺乏行銷管道，

西澳伯斯代表指出，澳洲僑臺商以旅遊業、餐飲業、進出口貿易業

等服務業者，以及會計師、建築師、律師等專業從業人才為主。因此，建

議僑委會擴大提供澳洲僑臺商進口出貿易相關的商機講座，引介臺澳兩地

之進出口商，促成兩國間直接商機交流。

為推動臺澳兩地貿易商機，建議臺灣政府積極促成伯斯與臺北兩地

的直航航線。僑臺商舉例指出，日本航空推動日本與伯斯兩地直航航線後，

至伯斯旅遊以及留學的日本人大幅增加，伯斯當地並開設許多日式餐廳，

若開通臺北與伯斯兩地航線，未來商機可期。

大洋洲總會長總結表示，澳洲僑臺商二代多接受當地教育，並投入

會計、法律以及醫療等專業領域，當地創業者極少數。建議僑委會可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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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安排僑臺商二代回臺交流，特別可向其引介臺灣新創產業相關知識與商

機，提升僑臺商二代對臺灣的認同感，並鼓勵其創業，成為僑居地青商。

此外，鑒於大洋洲地區僑臺商產業結構特殊，多數僑臺商皆經營服

務業，建議僑委會的僑務服務應因地制宜。僑臺商舉例僑委會所辦理「海

外臺商精品」選拔暨輔導活動雖立意良好。然而，精品展產品主要著重於

製造業工業產品，紐澳僑臺商經營製造業者極少，因此建議未來僑委會可

加強服務業相關產業活動。

5. 您觀察本地僑臺商在經營或技術層面是否具有轉型升級實際需求？您

是否鼓勵本地僑臺商運用臺灣學研機構具產業基礎的研發能量，達成

轉型升級目的。未來在推動臺灣與本地僑臺商雙向產學研合作上，您

是否有具體建議？

西澳伯斯代表指出，澳洲農產品進口管制相對嚴格，建議臺灣可以

積極向澳洲輸出加工農產品、畜牧業產品以及精緻工業產品等，並透過澳

洲當地臺商會，直接與澳洲進口商對接，提高雙邊商機效益。

另一方面，由於澳洲幅員廣大，發展太陽能、風能以及氫能的成本

低，建議臺商可於澳洲氫能產業初起步，且當地政府亦鼓勵投資的有利環

境下，及早至澳洲尋求合作對象，投資再生能源市場。此外，澳洲當地勞

動市場對於專業醫護人員的需求高，因此建議臺灣醫護專業人才可以積極

至澳洲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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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焦點團體訪談紀錄（歐洲）

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林〇〇/歐洲臺商總會會長

李〇〇/英國臺灣商會會長

王〇〇/德東臺商總會會長

林〇〇/波蘭臺灣商會會長

1. 全球疫情逐漸趨緩，各國逐漸邁向解封與經濟復甦。貴商會所屬僑臺

商企業對於今（2022）年當地經濟景氣的看法？

德國僑臺商表示，德國整體產業發展健全，雖疫情期間餐旅等產業發

展受限，然生醫產業則蓬勃發展。整體來看，德國總體經濟與產業近來未

受過大負面衝擊。而在德僑臺商經營之產業多為科技與零售業，除休閒旅

遊業外受到衝擊較小。疫情趨緩之下，旅遊產業已逐漸復甦。德國政府亦

推動相關政策推動跨區旅遊、振興各地經濟。不過部分交通運輸產業面臨

職員不足問題，以致出現航空飛機停飛或者機場人員不足的狀況。

法國僑臺商表示，疫情期間僑居地各行業大多不景氣。但以法國總會

長經營之銷售及餐飲業而言，疫情爆發後人流量增加約一百至一百五十人，

每日營業額亦增長約三至四成。近期由於疫情趨緩，解封加上報復性消費，

百貨以及餐飲業皆蓬勃發展，預期未來發展樂觀。

英國僑臺商認為，英國雖為歐洲最早放寬疫情管制的國家，然預估今

年當地景氣復甦程度仍僅達疫情前七成，經濟景氣略顯悲觀。而英國脫歐

導致勞動力不足、烏俄戰爭阻斷能源供應鏈並推升通貨膨脹以及英鎊匯率

下跌等因素皆使英國僑居地整體消費市場趨於保守。

波蘭僑臺商表示，波蘭主要產業多為會計、金融、法律方面的服務業，

疫情之下轉為居家辦公，所受衝擊不大。製造業雖受運費、原物料上漲及

原物料不足影響，然整體而言過去兩年波蘭經濟仍緩慢成長。惟今年通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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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嚴重，通膨率已達 16%，加上政府縮緊利率使借貸成本提高，成為當

地經濟發展的重大挑戰。此外，油價上漲導致交通成本提升亦影響民眾就

業意願，導致缺工情形。

2. 在全球面臨通膨風險之際，今年初烏俄戰爭亦加劇供應鏈緊張，歐美

等國將持續升息恐不利景氣恢復，您認為相關國際因素對僑居地生產

鏈以及產業發展前景的影響為何？

德國僑臺商指出，烏俄戰爭造成能源價格高漲，對運輸物流產業、食

品業以及民生經濟活動造成重大影響。石油價格在烏俄戰爭爆發後已上漲

一倍，部分食品價格亦上漲約 50%，對德國民生經濟造成重大衝擊。當地

製造業亦受電價上漲及能源轉型目標等因素限制，需從法國購買核電或擴

展綠能，承受較高的成本壓力。

法國僑臺商指出，法國近年接連面臨黃背心運動、大罷工、三年疫情

以及烏俄戰爭影響，經濟陷入停滯的困境。烏俄戰爭爆發前的美中貿易戰

已導致海運運費上漲，而後烏俄戰爭影響導致油價及原物料上漲，使經營

成本增加難以估算。物價上漲加上薪資成長緩慢導致民眾購買力下降，要

求調薪的罷工不斷，而疫情期間的社福補助則導致歐洲缺工情形普遍嚴重。

英國僑臺商指出，烏俄戰爭使國際能源價格上漲，造成英國通膨率上

升。儘管今年度食品貿易業訂單大增，但原物料成本高漲使企業經營成本

增加，且大型通路客戶難以於短期內調漲商品價格，因此企業的營業毛利

率仍低，並高度受到匯率波動影響。整體而言，英國普遍面臨工資、原物

料成本上漲以及消費緊縮的困境，各產業前景皆略顯悲觀。

波蘭僑臺商表示烏俄戰爭導致能源價格上漲造成製造業成本壓力，而

烏克蘭民眾因戰爭大量移入波蘭，也造成房源緊縮與房租大幅上漲。然而

房價並未因此提升，預期波蘭當地房價將於今年底或明年出現停滯，而利

率提高導致借貸成本上升亦對房地產業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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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較於去年，您認為今年度僑居地當地經營環境面臨何種重大變化？

德國僑臺商表示，鑒於戰爭爆發對民生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德國政府

推出 9歐元交通月票協助民眾適應通膨，這也是推動跨區旅遊以復甦景氣

的新政策作法。

法國僑臺商認為，法國進口相關法規齊全且海關運作完善，進出口貿

易運作順暢，經營環境有利於僑臺商發展。而對精密機械產業而言，主要

困境在於由於器材體積巨大且重量較重，運輸成本導致商品高單價低利潤，

因而造成當地僑臺商較大成本負擔。

波蘭僑臺商提到波蘭政府今年度修法調升基本工資約一成，然此變動

對企業經營成本影響不大。不過受到稅法修法普遍調升中產階級所得稅率，

導致僑臺商經營成本上升。此外，語言問題、波蘭政府效率低落以及資源

缺乏等問題使波蘭整體投資環境不利大企業及新進僑臺商進駐。缺乏新僑

臺商進駐亦導致波蘭各產業規模發展較緩慢，難以形成聚落效應。

英國僑 臺商 指出英國自今（ 2022 ） 年 4 月起實施「塑膠包裝稅」

（Plastic Packaging Tax），對未滿 30%的回收材質之塑膠包裝，課徵每噸

200英鎊的稅率，使商品生產成本大幅上揚。英國食品業僑臺商目前已與

歐洲廠商合作，以碎木製成之包裝材料取代塑膠袋，並建議臺灣及早佈局

相關綠色商機，以利產品外銷全球。

4. 目前僑臺商服務包括線上商機論壇、產業交流會、商機媒合服務、國

內外參訪團與海外信保基金等項目，其中有哪些輔導措施您認為可切

合僑臺商實質需求並可持續強化運用？

德國僑臺商表示，過去曾協助接待臺灣產學研團隊實際參訪德國新創

生醫產業以及醫療院所並簽訂 MOU，因此建議僑委會未來可著重協助臺

德兩國的實際交流計劃，推動臺灣產官學研界至德國參訪以了解雙邊產業

優勢。此外，亦建議未來可結合德國與瑞士兩國的參訪活動，在生技醫療

產業上促進更多商機媒合。人才發展方面，建議僑委會可積極與僑臺商或

僑居地政府合作，媒合臺灣技職體系之學生至德國企業或僑臺商企業實習。

250



附件二　焦點團體訪談紀錄

法國僑臺商肯定僑委會開辦之線上論壇，認為在降低實體課程所需的

成本之餘，內容也更趨多元，吸引更多新商參與，成為新進僑臺商發展的

一大助益。根據僑臺商的觀察，珍珠奶茶等手搖飲相關連鎖店近期在法國

有發展商機，因此建議僑委會可重啟連鎖經營相關課程。此外亦指出海外

信保基金是對僑臺商海外發展最具助益的項目。惟法國銀行在信保基金方

面較為保守且核貸標準較嚴格，缺乏資金不利於新進僑臺商發展，建議僑

委會可協助進行核貸相關協調。

英國僑臺商肯定海外信保基金提供海外僑臺商融資貸款，並建議政府

進一步參考荷蘭政府對新創企業的支持政策，擴大辦理新創輔導金等新創

獎補措施、設立海外新創獎項，以助僑臺商新創企業開展知名度、鏈結國

內外資金。以僑臺商在英國經營亞洲市場的經驗為基礎，開發英國當地通

路，致力於推動品牌及口味在地化的過程充滿挑戰。因此，未來期望可以

透過商會平臺協助當地創業僑臺商鏈結臺灣技術以及傳承僑居地營商經驗。

此外，鑒於中小規模僑臺商雖有技術合作與資金需求卻對政府資源管

道陌生，建議政府加強推廣僑臺商輔導政策資訊，並透過僑居地臺商會辦

理臺灣產研機構與海外僑臺商線上學術及商機交流活動。

5. 您觀察本地僑臺商在經營或技術層面是否具有轉型升級實際需求？您

是否鼓勵本地僑臺商運用臺灣學研機構具產業基礎的研發能量，達成

轉型升級目的。未來在推動臺灣與本地僑臺商雙向產學研合作上，您

是否有具體建議？

德國僑臺商指出，臺德在科技與醫療產業上具有潛在合作商機，加上

德國生技醫療產業健全。建議臺德間可促進在衛生醫療、運動健康、生醫

製造等科技與醫療產業方面的商機交流與技術合作。科技合作方面，鑒於

德國為全球首要的會展產業發展國、匯聚各領域之前端技術，因此建議學

研機構可積極與德國技術合作，深化兩國合作基礎。

法國僑臺商提及法國的「國際志工計畫」公共機構實習（Volontariat

international en administration, VIA）及企業實習（Volontariat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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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entreprise, VIE）政策作法與經驗。鑒於僑臺商對臺灣新進人才的普遍

需求，建議僑委會可參考此政策模式：透過建立僑臺商企業實習計劃，除

補助青年赴海外臺商企業就業。同時亦有助於海外僑臺商聘僱優秀的臺灣

人才。此外，建議僑委會建立建教合作模式，根據海外僑臺商企業的需求，

培養契合其企業運作模式的人才赴僑居地就業，減少新進人才與企業的磨

合。

波蘭僑臺商指出汽車製造業、車用電子插件製造業等近年來已陸續進

駐歐洲。目前東歐人力成本相對較低，惟需投入技術與資金進行整合。因

此建議政府可透過政策提供補助及誘因，以實質紅利鼓勵新商進駐；亦期

望政府提供技術支援，以促進僑居地進一步形成產業聚落。此外僑臺商亦

建議政府可針對半導體產業進行產學合作模式，引進相關師資以支持僑居

地產業升級。

英國僑臺商表示近年英國積極發展氫能及離岸風電等再生能源領域產

業，產業前景樂觀，建議臺灣可加強與該領域僑臺商之技術交流及經驗輔

導。此外，通訊、人工智慧、智慧城市與智慧醫療領域，皆為未來可與英

國僑居地深化技術合作的領域，建議除技術交流外，臺灣未來亦可積極為

該領域僑臺商鏈結國內資金，投資鼓勵其在地發展。

肆、焦點團體訪談紀錄（北美洲）

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高〇〇/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餐飲協會會長

黃〇〇/鳳凰城臺美商會會長

羅〇〇/美國奧斯汀臺灣商會榮譽會長

張〇〇/美國休士頓臺灣商會會長

白〇〇/美國大華府臺灣商會會長

劉〇〇/美國洛杉磯臺灣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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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疫情逐漸趨緩，各國逐漸邁向解封與經濟復甦。貴商會所屬僑臺

商企業對於今（2022）年當地經濟景氣的看法？

美國亞利桑那州僑臺商指出，目前雖然普遍預估 2022 下半年景氣悲

觀，但受臺積電設廠投資影響，零售業、房地產等產業預期仍具商機。惟

當前勞動市場緊縮、服務業聘僱困難。儘管零售業前景較樂觀，但利息上

升導致小規模企業資金取得較困難，金融產業對整體景氣的預期仍偏保守。

美國鳳凰城僑臺商表示，當地基層消費市場短期消費活動較低落，

但服務業基礎穩健，高端消費者對高品質產品的需求促進服務業汰舊換新、

對服務業的中長期前景仍具信心。製造業方面由於薪資與原物料成本高，

因此仍為製造廠商在美國的發展隱憂。

美國奧斯汀僑臺商表示，疫情趨緩後美國逐漸出現高通膨趨勢，房

地產價格飆升。而由於烏俄戰爭未有結束跡象，認為若美國持續供應武器

予烏克蘭，資源持續外流而無回流，將對美國未來景氣較悲觀。

美國休士頓僑臺商表示，疫情期間美國政府為促進貨幣流通而壓低

利率，銀行及貸款行業相對呈正向成長，吸引一銀及合作金庫進駐；反之

旅遊業、飯店業及餐飲業者則受疫情重創。而低利率加上預期通膨導致美

國房地產投資大幅增加，房價也隨之上漲。疫情爆發後政府始調高利率，

今年最高可達 6%，導致房地產買氣降溫、房價開始鬆動。儘管近期買氣

回溫，然通膨嚴重加上油價上漲使民眾消費行為仍趨保守，預期近期經濟

可能停滯。僑臺商認為下半年景氣較難預期，疫情解封雖有助於餐飲業復

甦，然鑒於利率提高、貸款收入減少，銀行業預期將較緊縮衰退。

美國大華府僑臺商指出，當地從事 IT 或生技產業的僑臺商，受疫情

影響較小。然而從事傳統出口產業的僑臺商受油價高漲影響，經營成本大

幅增加；餐飲業除少部分店家轉為外送經營外，整體亦受大幅衝擊。而疫

情期間受惠於低利率而蓬勃發展的房地產業，則因美國當前對利率回升的

普遍預期，而逐漸回溫。

美國洛杉磯僑臺商表示，僑居地當地雇用員工困難，加上國際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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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響，儘管今年度僑居地當地消費市場已逐漸回溫，當地企業仍面臨

勞動力不足的挑戰。此外，國際航運所受挑戰恐難於短期內改善，因此預

估當地經濟復甦時間將拉長。

2. 在全球面臨通膨風險之際，今年初烏俄戰爭亦加劇供應鏈緊張，歐美

等國將持續升息恐不利景氣恢復，您認為相關國際因素對僑居地生產

鏈以及產業發展前景的影響為何？

美國亞利桑那州僑臺商表示臺積電及其下游產業至當地設廠吸引求職

者陸續移入，帶動當地房地產、零售業以及教育服務業等產業發展。近兩

年受疫情影響，自加州移入亞利桑那州的亞裔移民增加為餐飲業帶來商機，

臺灣手搖飲業以及大華 99超級市場等食品零售產業蓬勃興起。然而金融

產業仍擔憂近期升息以及企業資金緊縮下，預期可能帶來經濟衰退。

美國鳳凰城僑臺商表示，美中貿易戰集中對輕工業用品加徵關稅，整

體民生物料上漲 8%至 10%，而物價調漲又導致中下階層家庭消費減少。

此外房租上漲亦導致中下階層家庭經濟困頓，預期未來政府將推出再紓困

計畫，協助其支付房租。

美國奧斯汀僑臺商表示，由於俄國與烏克蘭皆為農業出口國，在戰爭

之下農業及以農產品為原料的產業其產品售價應會維持上漲的趨勢。而若

原物料價格持續上漲，將進一步影響美國當地零售業庫存增加，消費也會

日漸緊縮，為產業帶來負面影響。

美國休士頓僑臺商表示由於德州地理位置距離行政中心較遠，加上當

地民眾對國際事務關注度較低，認為國際情勢造成的衝擊較小，惟民生物

資、油價電價等大幅上漲造成較大影響。

美國大華府僑臺商指出，烏俄戰爭推升油價對當地整體供應鏈產生不

利影響，從事進出口貿易產業的僑臺商面臨成本上漲的經營風險。

美國洛杉磯僑臺商表示，疫情與烏俄戰爭共同推升國際航運壓力，僑

居地諸多產業不僅面臨運費上漲的成本壓力，更有無法取得進口原物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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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業者訂單與庫存管理困難。預期國際航運情況好轉後，業者將持續面臨

庫存過剩的問題。

3. 相較於去年，您認為今年度僑居地當地經營環境面臨何種重大變化？

美國亞利桑那州僑臺商表示疫情過後旅遊業蓬勃發展，永續航班及低

碳套餐成為旅遊業未來商機趨勢。再生能源方面，目前永續能源產業的前

景著重於電動車產業鏈，且美國正因為全球晶片產能低落，面臨汽車產量

不足的問題，因此臺積電的進駐將於 ESG 領域為該州整體產業帶來正面

影響。美國聯邦政府為因應疫情影響，針對中小型企業提出《薪酬保護貸

款計畫》（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PPP）也協助銀行體系維持穩定。

然而美國小規模企業開始因成本上升以及缺工等問題而倒閉，導致銀行呆

帳累積。由於當前全球仍處於疫情後報復性消費的階段，預期今年秋季以

後私部門將開始進行裁員，金融產業也預期美國聯準會將持續升息，因此

銀行在放款時將趨於謹慎

美國鳳凰城僑臺商認為政府發放疫情紓困金導致基層服務業聘僱困難，

移民政策搖擺亦構成缺工遠因。此外，美國執政黨輪替之際移工管理政策

多有變動，導致美國服務業基層人力的聘雇長期處於政策的灰色地帶，成

為僑居地經營環境未來的一大隱憂。

美國奧斯汀僑臺商認為經營環境之變化取決於地區，舉例奧斯汀為大

學城，疫情相關政策放寬後學生人流明顯增加。另一方面也受房地產價格

影響，加州房地產價格飆漲促使廠商轉向奧斯汀設廠，當地經營環境相較

於去年已大幅改善。

美國休士頓僑臺商指出，疫情期間私部門大幅裁員使失業率上升，而

政府提供高額失業救濟金也使疫情趨緩後中小企業缺工嚴重，且當地治安

情況不佳，疫情後越趨惡化。此外，疫情期間許多大廠進駐使房租大幅上

漲、交通亦日益壅塞。而移民問題方面，雖川普前政府嚴格落實移民政策，

然實際生活中各族裔相處仍相對融洽，認為移民問題對經營造成的影響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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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華府僑臺商表示，社會議題已成為美國社會長久存在的問題，

且亞裔種族歧視的議題所受到的關注遠低於其他少數族群。馬里蘭州州長

於 2021 年即成立反仇恨犯罪工作小組，邀集各領域專業人士就亞裔歧視

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此外由於疫情期間社交活動低落，民眾普遍提高對網

路新聞的關注，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度因而提高；美國今年即將到來的期中

選舉，也將使社會議題被放大檢視。

美國洛杉磯僑臺商表示，通膨大幅推升僑居地當地物價及房價，疫情

以來加州房價已漲約一倍，而高漲的房價推動跨洲流動趨勢，促使部分加

州居民遷移至德州等地。加州政府於 2020 年通過新法限制房租漲幅，協

助業者緩解疫情期間經營成本高漲的壓力。僑臺商普遍預期今年度市場利

率將持續上調，而當地房價於下半年稍微回落。

4. 目前僑臺商服務包括線上商機論壇、產業交流會、商機媒合服務、國

內外參訪團與海外信保基金等項目，其中有哪些輔導措施您認為可切

合僑臺商實質需求並可持續強化運用？

美國鳳凰城僑臺商認為目前是臺灣餐飲業以合理價格進軍美國市場

的最佳時機，建議經濟部可協助臺灣餐飲業品牌於美國推動低價加盟以大

量加盟奠定品牌名譽。此外亦建議臺灣可學習韓國第一夫人推廣模式，鼓

勵行政院長夫人拜訪美國各州、推廣臺灣美食以推動臺灣餐飲文化在美國

的發展。

美國奧斯汀僑臺商希望整合疫情期間相關檢疫與實用資訊於僑臺商服

務之中，舉例協助往返臺灣與美國通關檢疫手續，以及入境國家時能告知

當地注意事項等訊息。

美國休士頓僑臺商表示曾於疫情期間舉辦兩場線上論壇，邀集五六家

相關企業及專家進行匯報，領域涉及 AI機器人及生醫科技。僑臺商認為

獲益良多，建議僑委會可針對僑臺商有興趣且具潛力的領域舉辦論壇，促

進僑臺商與新領域專家及相關企業進行交流、建立資訊網絡，同時促進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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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華府僑臺商過去曾透過 Select TAIWAN媒合平臺成功推動美國

奇異醫療等公司與臺灣的生技研發公司合作，對臺灣生技產業的未來發展

有長足影響。因此建議僑委會未來可積極與僑居地臺商接觸，媒合臺美雙

邊產業需求。此外，北美臺商聯合總會於近期成立商機委員會，建議未來

有意拓展北美市場的企業密切與該委員會聯繫，匯集各領域僑臺商資源。

美國洛杉磯僑臺商指出疫情期間僑委會辦理之活動多為線上形式，然

較年長的僑臺商適應困難，建議未來優先以實體形式為其辦理交流活動及

訓練課程。青商則因能充分利用線上活動的彈性優勢，建議未來仍可維持

辦理相關線上活動。

5. 您觀察本地僑臺商在經營或技術層面是否具有轉型升級實際需求？您

是否鼓勵本地僑臺商運用臺灣學研機構具產業基礎的研發能量，達成

轉型升級目的。未來在推動臺灣與本地僑臺商雙向產學研合作上，您

是否有具體建議？

美國亞利桑那州臺灣商會的主要成員為移民至美國的僑臺商，其中有

許多於專業領域從業的僑胞並未深度參與商會活動。建議僑委會未來可廣

邀各界專業從業者加入臺灣商會，推動專業知識交流與資源串聯。海外商

機媒合方面，建議僑委會與經濟部共同成立商機媒合平臺，進一步橋接美

國僑臺商與國內廠商的技術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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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奧斯汀僑臺商表示，期望能提供如中醫診所這般涉及較多醫療限

制的產業與當地法規相關的協助。此外，旅外華僑老年人口也日益增加，

希望僑委會能透過增加培訓強化以老人照護為主的僑務服務。

美國休士頓僑臺商指出，僑居地整體環境改變降低僑臺商在美商機，

使新商創業日益困難。近年來赴美的國人逐漸減少，且當地的僑臺商多為

80 年代赴美創業者，商二代亦與商會較無交流，商會面臨老化及世代交

替的困境。赴美國人減少亦導致雙邊交流相對減少，使產業資訊的取得較

不即時，當地產業升級亦可能因此落後。因此建議可提供橋接機會、促進

雙邊實際交流，協助掌握當地產業及技術的第一手資訊。

美國大華府僑臺商建議，鼓勵臺灣有意進軍美國市場的企業透過交叉

持股以及交叉授權等方式與美國公司合作，並推廣臺灣技術與商品至美國

乃至全球市場。亦建議僑委會積極尋求僑居地各產業僑臺商專業人士協助，

媒合美臺兩國企業的商機需求。此外，因應高齡化社會以及生物科技的發

展應用，臺美於生技領域具有潛在合作商機，然生物技術領域的研發費用

高昂，建議政府未來應給予本國生技產業更多支持。

美國洛杉磯僑臺商認為，美國各州民情與市場各異，建議僑委會因地

制宜，推動臺美兩地合作發展。例如加州當地汽油價格高，當地市場趨勢

已逐步轉向電動車產；此外加州地區亦高度關注新創科技、環境友善以及

素食產品，建議臺灣可於相關領域，例如電動車、綠色商品、健康食品等

進行雙邊合作。

伍、焦點團體訪談紀錄（亞洲）

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劉〇〇/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輔導總會長（泰國）

王〇〇/印尼臺灣工商聯誼會聯合總會會長

簡〇〇/越南臺商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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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〇〇/菲律賓臺灣同鄉會秘書長

藤田〇〇/日本東京臺灣商工會會長

賴〇〇/日本九州臺灣商工會會長

1. 全球疫情逐漸趨緩，各國逐漸邁向解封與經濟復甦。貴商會所屬僑臺

商企業對於今（2022）年當地經濟景氣的看法？

泰國僑臺商表示，泰國旅遊與餐飲業在疫情期間受到嚴峻影響，在

泰僑臺商以經營製造業為主影響略為輕微。整體而言，對今年泰國經濟景

氣評估持保守態度。疫情雖已漸趨緩，然烏俄戰爭之下能源及糧食價格提

升，泰國政府已下修今年的 GDP成長預測。

印尼僑臺商表示，電子業與五金產業受惠於印尼政府放鬆疫情管制，

隨內需日漸成長，經營狀況恢復良好。傳統產業方面，東南亞各國推動產

業外移至印尼、加上美中貿易戰後部分供應鏈移至印尼，產業發展情況穩

定。惟服務業受各國疫情管制影響，復甦情況尚未明朗。

越南僑臺商表示，僑居地受惠於國內「病毒共存」政策以及由中美

貿易戰所推動的轉單效應，疫情管制措施鬆綁後經濟快速復甦，因此預期

今年度經濟景氣預期樂觀。依據越南官方統計數據，今年前兩季的經濟成

長率分別為 5.03%及 7.72%，經濟表現亮眼。

菲律賓僑臺商表示，菲律賓當地產業多著重經營內需市場，疫情管

制因而對其百貨及餐飲業者造成負面影響，中小規模企業又尤其受到衝擊。

然仍有經營中式餐飲業的僑臺商把握疫情商機，擴大經營網購冷凍食品業

務、拍攝烹飪教學影片，藉以提升營業額並弭平實體店面之虧損。預期疫

情解封後，菲律賓整體景氣將漸趨成長，惟通貨膨脹未來可能成為對經營

不利之因素並推動進口原物料價格上漲。此外，僑臺商指出匯差等問題仍

應加強關注。

日本（東京）僑臺商表示，僑居地物價大幅上漲且薪資成長相對緩

慢，服務業與餐飲業經營困難，政府雖提供補助，當今景氣仍不樂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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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日益改善、邊境逐漸解封，外國訪客將逐漸增加，有望帶動未來的經

濟成長。日本（九州）僑臺商則表示受疫情影響，先前其經營之零售業營

業額仍僅有疫情前的三成。近期疫情發展雖趨緩，然日本當地景氣仍未顯

著改善。此外，油價上漲亦使日本消費模式更趨理智，精打細算。

2. 在全球面臨通膨風險之際，今年初烏俄戰爭亦加劇供應鏈緊張，歐美

等國將持續升息恐不利景氣恢復，您認為相關國際因素對僑居地生產

鏈以及產業發展前景的影響為何？

泰國僑臺商表示，烏俄戰爭導致能源與糧食價格上漲，對泰國當地產

業造成巨大影響。疫情雖使民生用品需求提升、為泰國傳統製造業增加大

量訂單，然而由於原物料及國際航運費用上漲，僑臺商利潤並未大幅增加。

而航運受阻導致客戶庫存難以估算也成為製造業經營風險，僑臺商亦面臨

薪資成本上漲及產業升級壓力等挑戰。然而在泰國政府挹注大量資金及基

礎建設推動工業 4.0 政策以及東部經濟走廊（EEC）下，未來仍有具有產

業發展機會。

印尼僑臺商表示，在印尼基礎建設日益完善加上政府鼓勵外資投資的

情況下，僑居地整體產業發展穩定。由於印尼國內市場龐大產業發展仍著

重內需市場，目前 RCEP生效後，仍未對當地產業的重大影響。預估 G20

高峰領袖會議結束後，印尼政府的產業政策會更加明朗。

越南僑臺商表示，烏俄戰爭造成能源、海運價格上漲以及供應鏈中斷，

造成產業壓力。訂單數雖大幅成長，營利情況依舊未大幅改善。油價高昂

加上進口賦稅重導致產業運輸困難，生產進度亦遭拖累，恐有損商譽。此

外美國聯準會為抑制通膨而調升利率，國際利率調漲亦造成整體僑臺商的

資金壓力。

菲律賓僑臺商指出，國際鋼鐵與金屬價格高漲對當地建築等產業造成

負面影響，而烏俄戰爭則提升食品製造業進口玉米等原物料的難度，但在

難以掌握庫存的情況下，資本額豐厚之企業卻突顯優勢。另外菲律賓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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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總統大選前已調升基本薪資，而僑臺商預期為順應通膨，薪資將再度成

長，推升經營壓力。然鑒於菲律賓經濟的高度發展潛力，僑臺商仍預期當

地景氣不至於悲觀。

日本（東京）僑臺商表示，當地經營受到國際因素對於不同行業受影

響程度不同。服務業雖受負面衝擊，但由於日幣匯率走低，透過外幣在日

置產較優惠，反而促進當地房地產業發展。旅遊業在低匯率的情況下所受

衝擊亦較小。而低利率也有助大企業經營，國家稅收因而增加，今年度的

稅收金額約為 64兆日圓為歷年最高；日本（九州）僑臺商則表示，日幣

持續貶值導致國內採購成本上升。此外由於日本政府提供企業紓困措施，

升息將導致貸款利率提高，進一步增加當地企業經營壓力，預期未來兩三

年內將不會升息。

3. 相較於去年，您認為今年度僑居地當地經營環境面臨何種重大變化？

印尼僑臺商表示，僑居地經營環境在今年應有正面發展趨勢。五金與

電子產業發展穩健，而在高鐵與高速公路開通以及政府積極發展電動車的

政策之下，交通工具領域前景看好。惟國際疫情管制措施放鬆後，預估近

兩年傳統產業中的國際大廠將積極搶單，造成中小規模企業營運壓力。不

過根據僑臺商的評估，約兩年後中小企業將取回疫情前的國際市場份額，

長期發展仍穩健。

越南僑臺商表示，2019年以來取得越南工作證難度提升，聘僱臺籍

幹部成為僑臺商的經營風險之一；2022 年雇主負擔之外籍員工社保費率

上升也造成薪資成本壓力。然而，鑒於臺灣未加入 RCEP與 CPTPP等區

域性自由貿易協定，諸多僑臺商將總公司設於臺灣並於越南生產，透過越

南產地證明亦可取得該等自由貿易協定的紅利。在此 FTA紅利及日益完

善的交通建設發展下，越南整體經營環境仍具相對優勢。不過越南土地成

本日益上升、人口紅利可能下降，僑臺商建議有意至越南投資者及早進入

當地市場並完善規劃長期生產計畫。此外亦建議僑臺商未來發展高科技、

低汙染產業以配合越南政府產業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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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僑臺商指出，今年新上任的小馬可仕總統蕭規曹隨，政權輪替

對僑居地經營環境影響不大。菲律賓基礎建設發展蓬勃，除與中國一帶一

路倡議相關的鐵路建設外，亦積極推動捷運地下化，整體經濟活動仍活絡。

當地電價與土地成本雖較高，然投資環境穩定並受國際服飾品牌青睞，有

利於製鞋業於當地發展；此外其民族主義情緒較低也使整體政經環境穩定，

菲律賓僑臺商建議臺商未來進駐當地。此外，鑒於菲律賓土地政策具本國

人保護機制，工業園區成為外資廠商土地使用的突破口，目前已有僑臺商

於菲律賓蘇比克灣科技園區投資設廠。蘇比克治安良好、鄰近港口與機場、

勞動力充足、基礎建設完善，外加進出口免稅，建議用電量較低的產業可

積極考慮投資菲律賓該地區。

4. 目前僑臺商服務包括線上商機論壇、產業交流會、商機媒合服務、國

內外參訪團與海外信保基金等項目，其中有哪些輔導措施您認為可切

合僑臺商實質需求並可持續強化運用？

泰國僑臺商肯定海外信保基金在疫情期間提供僑臺商必要的融資貸

款，並建議政府可將信保基金的模式擴展至僑臺商品牌，成立「海外品牌

行銷信保基金」，提供臺商國際行銷所需的部分融資。人才培育方面，建

議僑委會可在僑生人才返國後將其媒合至適切的僑臺商企業就職，延續人

才交流計劃之餘亦強化僑臺商服務。

印尼僑臺商認為實體商機交流較線上商機論壇有吸引力，建議僑委

會未來可拍攝臺灣技術主題影片，向僑臺商介紹臺灣既有的產業優勢，並

帶領交流團至僑居地實地交流。人才交流方面，僑臺商肯定僑委會產學攜

手合作僑生專班以及實習相關媒合活動。惟建議僑生專班可加強與僑生的

情感連結，盡力延攬臺灣所培育之人才，避免人才受到他國企業挖角。此

外亦建議僑委會可將海外搭僑計劃的學員篩選條件由在校成績轉為實作或

領導能力，以推動更多對印尼僑居地有興趣的同學到印尼參訪，並實際體

驗當地生活或未來工作的氛圍。

越南僑臺商表示，越南臺商總會與衛福部等單位已合作推動僑胞海

外健保就診計劃，然仍希望進一步完善僑居地醫療資源並降低僑臺商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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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診費用，並建議僑委會未來可以推動僑居地護理人員至臺灣受訓及海外

醫療保險適用於僑臺商等政策，以協助僑臺商在海外面對的健康醫療風險。

菲律賓僑臺商指出，蘇比克灣科技園區等投資地區具有勞動力充足、

治安良好以及免稅等優勢，惟多數臺商仍對菲律賓抱有治安不佳等負面印

象而未積極考慮投資當地。建議政府可加強推廣菲律賓僑居地投資消息並

舉辦線上論壇以及產業交流會等活動，促進更多臺商深入了解菲律賓營商

環境的真實情況。

日本（東京）僑臺商表示，在海外創業投資首當其衝需要資金，因

此期望信保基金可提供充分資金協助僑臺商在日發展。日本（九州）僑臺

商則指出，由於商會近年較少新商加入導致商會世代交接出現斷層，建議

可採取如產業合作參訪團等方式促進新商二代與臺灣的連結。此外亦期望

與臺灣企業合作，將臺灣品牌引入日本，因此期望僑委會透過搭橋平臺、

協助僑臺商於日本設廠，供應當地內需。

5. 您觀察本地僑臺商在經營或技術層面是否具有轉型升級實際需求？您

是否鼓勵本地僑臺商運用臺灣學研機構具產業基礎的研發能量，達成

轉型升級目的。未來在推動臺灣與本地僑臺商雙向產學研合作上，您

是否有具體建議？

泰國僑臺商指出，當地僑臺商對產業升級有強勁需求，建議可將臺灣

自動化設備廠商應於僑居地建立服務據點，協助僑臺商排除機械應用上的

困難。此外，在產學研合作有關農業技術方面，建議可積極推動於泰國的

農業疫苗以及種植技術上的合作，亦建議可整合農委會、農業投資委員會

以及各縣市農試所資源，與僑臺商合作進行農業生產。

印尼僑臺商表示，當地農業作物多且農地幅員廣大，建議可與印尼生

質能再生能源領域進行產業技術合作，引進製造生質燃料等技術。另一方

面，也建議可以引進污染處理技術於印尼市場、媒合可減少汙染的相關產

業技術，配合印尼政府提出的「加速暨擴展印尼經濟發展主要計畫」十五

年經濟發展計劃，以及加強實施空屋排放等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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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僑臺商建議臺越雙方可就農漁業技術進行更廣泛的交流。鑒於氣

候變遷及種苗基因科技大幅發展，臺灣可輸出農業科技至越南，亦可自越

南引入榴槤、山竹等熱帶農作。人才交流方面，依據越南臺商會調查，越

南僑臺生赴臺就學後返回越就職意願低，因此建議僑委會與經濟部、教育

部等單位合作，共同推動僑臺商所聘僱之越籍員工至臺灣大專院校就學與

職業訓練，以因應在越僑臺商聘僱臺籍員工難度日益提升的困境，並大幅

提升僑臺商在當地所需的優質人力與技術升級。

菲律賓僑臺商表示鑒於當地教育程度普遍低落，建議政府可提供僑臺

商經費補助，加強媒合菲籍員工至臺灣留學或參與職業培訓課程，除可強

化僑臺商企業在地發展，亦可推動臺灣整體教學環境國際化，進一步提升

臺灣學生競爭力。

日本（東京）僑臺商建議透過教育培養、強化青商在商場上的應對及

禮節，並期望透過僑委會持續維持與日方緊密且互信的交流。日本（九

州）僑臺商則指出僑居地亟需產業升級，提到當地企業有意至臺灣發展電

子商務，惟對電子商務領域較不熟悉。因此期望僑委會可舉辦相關講座或

協助媒合，以利於當地建構電子商務品牌。此外僑臺商亦期望僑委會可提

供零售產業方面的通路媒合，透過平臺在日進行銷售，有助於臺日雙向技

術以及產品的交流。

陸、焦點團體訪談紀錄（中南美洲）

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孫〇〇/資深僑商

陳〇〇/中南美洲臺商總會會長

游〇〇/委內瑞拉青商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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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疫情逐漸趨緩，各國逐漸邁向解封與經濟復甦。貴商會所屬僑臺

商企業對於今（2022）年當地經濟景氣的看法？

巴西僑臺商表示當地商業活動仍活躍，巴西政府於疫情期間提供中下

階層消費者大量補貼，並提供私部門薪資補貼以減少公司裁員。疫情期間

市場看似緊縮，但若企業營運及行銷得當仍能大幅提升營業額。僑臺商本

身所經營的花卉產業則因巴西文化對鮮花與植物的重視，以及政府調整疫

情管制措施而逆勢成長。預期今年營業額將持續成長。

巴拉圭僑臺商表示，當地僑臺商多於東方市發展且多經營進口貿易產

業，疫情期間受當地封橋與封城等管制措施影響劇甚。儘管南美洲已採取

「與病毒共存」政策並放寬疫情管制措施，惟國際因素推動航運壓力及費

用上漲，巴西與阿根廷等鄰國亦在貨幣貶值影響下降低消費水準，造成巴

拉圭經營進口貿易產業僑臺商利潤下滑，僑居地市場亦景氣蕭條。預期巴

拉圭今年當地經濟景氣悲觀。

委內瑞拉僑臺商指出，中南美洲普遍受疫情重創，近期經濟仍逐步恢

復中。委內瑞拉政府因去年通膨嚴重而調整幣值，然無預算印製新鈔，因

此默許民眾使用美金。美金流通加上電子支付與電子貨幣普及使人民購買

力相對提升，委國經濟亦呈現成長，今年整體而言景氣看好。此外由於民

生用品及藥品嚴重缺乏，預期僑臺商今年進駐委國市場商機無窮。

2. 在全球面臨通膨風險之際，今年初烏俄戰爭亦加劇供應鏈緊張，歐美

等國將持續升息恐不利景氣恢復，您認為相關國際因素對僑居地生產

鏈以及產業發展前景的影響為何？

巴拉圭僑臺商指出，巴拉圭當地工業基礎薄弱、高度仰賴外國商品進

口，因此受到全球航運壓力及航運費用高漲影響甚劇，進口產業前景尤其

不利。惟相較於巴西及阿根廷，巴拉圭政治情勢與貨幣政策皆穩定，政府

持續出臺前瞻性經濟政策，當地居民亦普遍工作態度良好。此外，巴拉圭

為南美共同市場的一員、享有免稅等優惠政策，因此製造業產業前景仍看

好，建議有興趣至中南美洲發展的僑臺商可優先考慮至當地經營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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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僑臺商表示受烏俄戰爭及油價上漲等國際因素影響，船運成

本上升、海運壅塞及通貨膨脹嚴重導致物價上漲及出貨時間不穩。近期雖

已逐漸舒緩，然預期運輸成本將日益上升。

3. 相較於去年，您認為今年度僑居地當地經營環境面臨何種重大變化？

巴西僑臺商認為，當地物價提升對於中上社經階層的消費者幾乎未有

影響，而底層消費者則受到政府的政策補貼，因此物價上漲對於中間階層

的消費者影響較大，促進其減少消費。工資方面，在生產效率合理的情況

下，工資成本上升並未對僑臺商所經營的產業構成巨大影響；而合作社中

的部分花卉業者則已採用機器人進行種植以發展人力替代方案，惟建置自

動化生產線亦構成成本負擔。

巴拉圭僑臺商表示，巴拉圭東方市的經濟景氣與巴西高度連動，而兩

國目前正在興建連接巴西福斯市（Foz）與巴拉圭東方市的第二座大橋，

預期竣工後將大幅縮短邊境交通時間並提升雙邊貿易之便利性。疫後時期

各國大力推動旅遊業復甦，僑臺商亦期待至巴拉圭旅遊的人潮大力推動當

地消費力度與貿易商機。

委內瑞拉僑臺商指出，委內瑞拉今年通膨嚴重，物價至高可達去年的

兩倍，倉儲成本也因通膨而上升。

4. 目前僑臺商服務包括線上商機論壇、產業交流會、商機媒合服務、國

內外參訪團與海外信保基金等項目，其中有哪些輔導措施您認為可切

合僑臺商實質需求並可持續強化運用？

巴拉圭僑臺商表示，中南美洲僑臺商對海外信保基金具實質需求，

惟我國僑務政策多著重於北美洲以及東南亞，僅少數中南美洲僑臺商曾取

得海外信保基金融資協助。鑒於中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下轄 21個國

家分會，建議海外信保基金的申請程序應因地制宜、考慮降低僑臺商取得

融資的門檻，將為僑臺商與青商在地經營形成重大助益。

委內瑞拉僑臺商認為僑委會目前的參訪團或商機媒合團所參訪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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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企業的投資門檻對青商而言普遍較高。僑臺商生產商品多為品質導向，

然中南美洲消費者多注重價格低廉，中南美洲市場相對規模有限，因此商

機媒合服務對青商而言實際效用相對較低。此外，僑委會舉辦之線上論壇

或講座雖立意良好，然涉及農業等領域資本過大的投資並不合適，對青商

而言現階段助益相對有限。因此，建議僑委會增加培訓活動，舉例近期針

對餐廳業或烘焙業推出之素食料理以及電商課程等，可針對青商創業提供

相關課程，未來更有助於青商創業投資。

5. 您觀察本地僑臺商在經營或技術層面是否具有轉型升級實際需求？您

是否鼓勵本地僑臺商運用臺灣學研機構具產業基礎的研發能量，達成

轉型升級目的。未來在推動臺灣與本地僑臺商雙向產學研合作上，您

是否有具體建議？

巴西僑臺商對引進臺灣蕈業等農業技術至僑居地表達興趣，期望未來

有機會與臺灣苗栗的薰衣草觀光農場以及其他農業技術單位交流合作。此

外，身兼觀光協會理事的僑臺商亦將致力促進觀光，與巴西聖保羅觀光局

共同組團至臺灣進行交流。

巴拉圭僑臺商表示當地僑臺商多經營進口與百貨產業，因此建議臺灣

可著重與當地僑臺商於電子商務及電商平臺等領域之合作，並為其媒合相

關人才。此外巴拉圭為農業大國，惟農產加工之工業基礎薄弱，建議可加

強引進相關技術，除可協助僑臺商技術升級，亦可於當地創造投資及就業

機會，加強兩國經貿交流。

委內瑞拉僑臺商指出中南美洲貧富差距大，僑臺商所生產之高單價商

品雖在當地高消費族群中有市場，然在價位落差不大的情況下，高消費族

群的消費取向多為國際知名品牌。舉例價位相似的面膜，消費者會選擇法

國知名廠商而非臺灣品牌。因此目前青商創業所遭遇之重大困境在於提升

品牌能見度及口碑，建議著重市場行銷以及網路平臺方面的技能培訓。

柒、焦點團體訪談紀錄（非洲）

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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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〇〇/僑務委員暨非洲臺商總會副總會長

陳〇〇/非洲奈及利亞臺商總會總會長

管〇〇/奈及利亞臺商總會副總會長

鄭〇〇/南非自由省臺灣商會名譽會長

1. 全球疫情逐漸趨緩，各國逐漸邁向解封與經濟復甦。貴商會所屬僑臺

商企業對於今（2022）年當地經濟景氣的看法？

西非奈及利亞僑臺商指出，奈及利亞國內政局不穩定，近八年來經濟

不斷下滑。鑒於奈及利亞選舉日程接近，各部會主管職成為政治酬庸工具，

因此近期部會主管頻繁更替，預期今年當地經濟景氣悲觀。另一方面，奈

及利亞的外匯存底已低於 300億美金，當地政府不提供企業外匯，導致經

營進口產業的僑臺商須自行吸收匯差，預估毛利下跌約一成。

疫情期間，奈及利亞進口商品受限，凸顯當地生產的商品優勢，惟政

策以及國際情勢開放進口商品後，奈及利亞整體市場價格反而出現下跌趨

勢。受到國際因素影響，今年度奈及利亞能源價格高漲，且通貨膨脹嚴重。

國內供電不穩定及能源供不應求等因素影響下，今年 4 月到 6 月奈及利亞

的柴油價格於已由每公升 240奈拉上漲 800奈拉，此外，奈及利亞企業詐

領政府進口補貼的情況嚴峻，亦加劇奈及利亞的通貨膨脹。

東非烏干達僑臺商表示，肯亞、烏干達以及坦尚尼亞的經濟成長率於

疫後皆呈現反彈。此外，疫情期間東非各國旅外工作的勞工受到疫情影響

而減少消費，並將外匯匯回本國，成為支撐東非各國經濟的重要因素。

東非肯亞、坦尚尼亞以及烏干達等國皆以觀光旅遊業為重要經濟來源，

今年 2 月至 3 月起，各國幾乎皆解除所有疫情管制措施，在疫情趨於緩解

的情況下，預估肯亞旅遊業將先復甦，坦尚尼亞與烏干達並隨後復甦。東

非各國於今年 6 月發布的次年度財政計畫中，提出恢復觀光產業，並發展

農業與製造業等政策願景，預期未來 20 年至 30 年非洲將發展為全球重要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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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僑臺商指出，整體而言今年度南非經濟景氣下滑。疫情管制措施

導致來自歐洲的觀光客銳減，當地旅遊業營業額隨之下降，疫情亦加劇貧

富差距，據南非政府公布的資料，最低薪資的漲幅已落後於物價漲幅，儘

管食品零售等部分產業受惠於疫情商機，惟整體而言，疫後物價高漲與民

眾消費力度降低仍成為產業發展的不利因素。

2. 在全球面臨通膨風險之際，今年初烏俄戰爭亦加劇供應鏈緊張，歐美

等國將持續升息恐不利景氣恢復，您認為相關國際因素對僑居地生產

鏈以及產業發展前景的影響為何？

西非奈及利亞僑臺商指出，烏俄戰爭爆發後，奈及利亞的小麥與石油

進口皆受影響，在國際進口受限以及國內供電不穩的雙重因素下，奈及利

亞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柴油價格於今年 4 至 6 月間已上升近 4倍；在糧

食方面，由於奈國當地人口眾多，糧食原已供不應求，西方國家於烏俄戰

爭爆發後，轉而至奈國採購糧食，使當地糧食不足的情況愈發嚴重。

東非烏干達僑臺商表示，東非各國高度依賴進口貨物，並多由肯亞蒙

巴薩（Mombasa）及坦尚尼亞三蘭港（Dar es Salaam）兩大港口輸入，僅

部分高價農產品以及新鮮花卉依賴空運運輸，由於東非各國近來積極擴建

港口，目前並未面臨嚴重的港口擁塞問題。

在通貨膨脹方面，東非各國當前通貨膨脹率為 7%至 10%，由於進口

品大多為可替代商品，預期當地通膨雖嚴重，但不致嚴重影響經濟。烏干

達總統於今年 5 月即指出，儘管市場出現糧食價格上漲等情況，政府仍未

規劃補貼小麥進口，並鼓勵民眾以木薯及玉米等當地食材代替進口小麥。

南非僑臺商則指出，國際油價與運輸成本上漲，進一步推升企業經營

成本以及物價，而倚賴進口原物料的企業，於疫情下面臨供應鏈衝擊，甚

至可能出現原物料缺貨等挑戰。

3. 相較於去年，您認為今年度僑居地當地經營環境面臨何種重大變化？

西非奈及利亞僑臺商指出，近年奈及利亞匯率大幅且快速貶值、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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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薪資上漲，以及當地政府因應國際航運情況而調漲關稅等因素，皆推升

當地製造業廠商的生產成本，使其難以與貿易商競爭價格。而鑒於奈及利

亞市場反應速度較慢，當前奈及利亞仍未出現原物料缺乏的情況，然而，

在政府積極累積國家外匯的政策取向下，奈及利亞產業受到外匯匱乏的影

響，難以支付供應商進口費用。

在當地經營環境上，奈及利亞雖面臨供電不穩定以及能源價格上漲等

問題，通訊與稅務方面仍有所改善。目前當地已開始發展電子支付等技術，

網際網路高度普及化，通訊穩定性亦有長足的進步；稅務方面，奈及利亞

已發展線上稅務作業系統，儘管政府偶有提出稅務相關行政問題，僑臺商

只要帳目合規即不致構成挑戰。總體而言，儘管奈及利亞經營環境面臨供

電不穩定等問題，但當地具有約兩億人口的廣大市場，建議有意至當地經

營進口貿易的臺商可由土耳其、杜拜以及歐洲等地區進口商品，不僅運輸

時間較為可控，總體成本亦相對低廉。

此外，鑑於奈及利亞高度仰賴進口商品且出口產品少，因此有大量出

口貨櫃累積於港口，航運公司為弭平其航運燃料成本，以低廉的出口海運

價格鼓勵當地企業出口產品，舉例而言，自中國進口至奈及利亞的運費約

為每貨櫃美金八千元，然從奈及利亞出口至中國的運費則僅約美金八百元，

價格相距十倍之多，建議有意願至奈及利亞發展的臺灣企業亦可考慮發展

出口或當地生產的業務。

東非烏干達僑臺商表示，今年度東非僑居地營商環境整體而言較友善，

受惠於東非各國的稅務跟海關系統電子化，提升行政透明度，新進入當地

市場的僑臺商經營環境品質呈上升趨勢。然而，今年度東非地區受國際因

素影響，海運成本上漲 4 至 5倍，同時原物料進口速度緩慢，成為今年度

僑居地經營環境上的重大挑戰。

另一方面，東非共同體的關稅同盟已行之有年，並積極促進區域內貨

品流通。在海關程序電子化後，區域性貿易已增加五至七成，並推動該地

區國家的製造業發展，預期疫情趨緩後，印度與中國企業將積極至東非發

展小規模製造業，並間接促進當地民眾從事製造業，因此，該地區農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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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及小型製造業加工機具的商機可期。

南非僑臺商則指出近年南非行政環境惡化，投資與移民不利因素增加，

使當地整體經營環境趨於惡化。南非勞權意識提升以及當地勞工對外資企

業的信任度降低，使勞資糾紛以及勞工管理成為僑臺商在當地經營的挑戰，

此外，南非移民門檻日益提升，簽證辦理困難，並提出有利本國企業的優

惠政策，提升僑臺商在當地投資與經營的難度。

4. 目前僑臺商服務包括線上商機論壇、產業交流會、商機媒合服務、國

內外參訪團與海外信保基金等項目，其中有哪些輔導措施您認為可切

合僑臺商實質需求並可持續強化運用？

西非奈及利亞僑臺商指出，非洲研討會以及投資相關論壇成效卓著，

提升有意至奈及利亞發展的臺商數量，僑臺商亦大幅受惠於線上合作商機

論壇、產業交流會以及商機媒合等活動。

而未來奈及利亞僑臺商對人才媒合有實際需求，建議政府設置線上

媒合平臺，協助非洲僑臺商媒合人才至非洲僑臺商企業任職。奈及利亞製

造業僑臺商於當地具大量的售後維修業務，欲規劃與當地技職學校合作開

設職工訓練課程，因此有媒合臺灣技職教師以訓練當地技職人員的需求。

其次，鑒於非洲產業市場的技術門檻相較於臺灣較低，建議政府可協助媒

合非洲僑臺商以及在臺的中階技術人才與銀髮人力，為求職者與非洲僑臺

商共創雙贏局面。

除單向媒合臺灣人才至非洲市場，建議臺灣政府開設短期職業訓練

課程時，亦可涵蓋非洲地區的人才培育。曾來臺的非洲人才返國後，對臺

灣正面的評價可望促成廣泛的雙邊交流，未來非洲僑臺商聘員時亦可優先

媒合該等非洲人才。

東非烏干達僑臺商表示，由於臺灣在非洲地區設置外館少，產品認

證較困難，建議臺灣政府可與僑居地臺灣商會配合，協助核實當地企業之

資訊。而鑒於非洲市場發展相對緩慢，臺灣研發生產的高階綠能科技以及

高端技術難以實際運用於當地，因此建議僑委會參考非洲的實際商業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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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客製化課程，並可媒合合宜的中端商機技術至非洲市場。此外，除將

臺灣產品出口銷往非洲市場外，建議未來政府進一步加強由非洲市場進口

價格低廉的原物料。

在信保基金方面，非洲僑臺商申請信保基金時面臨挑戰。非洲僑臺

商數量較少，因此少有願意承作當地信保基金的銀行，願意承作的銀行亦

因當地業務量低而態度被動。僑臺商建議未來政府可透過中國輸出入銀行

等商用銀行體系提供僑臺商貸款，並鑒於烏干達地區的美金與當地貨幣貸

款利率約為 10%及 25%，遠高於臺灣的銀行貸款利率 3%，可能成為臺商

投資非洲僑居地的阻力，因此建議中國輸出入銀行與當地銀行合作，降低

當地貸款利息，未來可協助推動臺灣機器設備出口至東非。

南非僑臺商亦指出當地僑臺商對於論壇以及交流會等活動的需求較

低，建議政府加強透過海外信保基金提供融資協助。當前我國海外信保基

金以資產抵押融資之方式進行，申請條件亦有利於資金豐厚之企業，降低

臺商貸款投資南非的意願，建議未來信保基金可將商會之推薦納入核貸參

考，提升具實際融資需求的中小規模企業僑臺商取得融資協助的機會。

5. 您觀察本地僑臺商在經營或技術層面是否具有轉型升級實際需求？您

是否鼓勵本地僑臺商運用臺灣學研機構具產業基礎的研發能量，達成

轉型升級目的。未來在推動臺灣與本地僑臺商雙向產學研合作上，您

是否有具體建議？

西非奈及利亞代表指出，鑒於奈及利亞電商普及化，建議有意發展奈

及利亞的臺灣企業可以與當地電商平臺 Jumia合作，透過海外上架產品，

試營奈及利亞市場。另一方面，進入非洲商品市場的門檻低，建議臺灣企

業可推動二線產品或技術門檻低的商品至非洲市場製造或銷售，並充分利

用非洲市場廣大、資源豐富以及勞動力充足等製造優勢。

在行動通訊方面，近年來奈及利亞民眾高度依賴手機等行動裝置，且

奈及利亞通訊網路等基礎設施已具備相當完備程度，因此具備廣大的市場

潛力；此外，奈及利亞供電不穩，大多數企業並仰賴發電機提供緊急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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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地具發展太陽能的優勢氣候條件，儘管當地已建有部分太陽能電

力設備，建議臺灣企業仍可引進太陽能應用技術，商機可期。

在技術合作方面，建議臺灣可與當地農漁業者進行合作。鑒於奈及利

亞幅員廣大且能源價格高，難仰賴冷凍物流將海產魚類產品運入內陸，建

議臺灣可以引進漁產養殖技術至當地內陸市場；另一方面，奈及利亞精緻

蔬果價格高昂，舉例而言，當地一顆青椒大約要價新臺幣 50元，仍然供

不應求，顯見當地中高社會階層消費需求強勁。建議未來臺灣可以引進溫

室等精緻農業發展技術，專攻奈國高端消費市場，商機可期。

東非烏干達代表亦指出，臺灣的農業種籽技術優良，且小規模農業技

術成熟，可與同以小規模農業為主的烏干達進行農業技術合作。此外，烏

干達當前正面臨製造業轉型階段，建議臺灣加強於烏干達市場的行銷，並

加強媒合臺灣製造機具等技術至烏干達市場。

另，烏干達目前每年約有 110萬學生入學，因此在教育相關的文具等

產品領域亦存在巨大商機；在醫療產業方面，非洲中高收入階層經常至印

度接受醫療照護，鑒於臺灣的醫療技術先進，費用亦與印度相去不遠，建

議未來臺灣可於醫療領域發展非洲市場商機。

最後，中國的金融產業已深入非洲市場多時，該國並藉此推升其國內

企業於非洲的投資。儘管臺灣的製造機具設備相對於中國與歐美，在非洲

市場具有品質與價格的雙重優勢，然而臺灣僑臺商於非洲當地多缺乏融資

支持，建議臺灣的金融相關產業應及早布局非洲，以支持臺灣各產業在非

洲的發展。

南非代表則指出，在溫室農業的發展上，可與臺灣農試所合作建置設

備與廠房；而在製造業方面，建議臺灣設備廠商可建立完整的供應鏈，並

提供僑臺商即時的技術支援，將有利於臺非雙邊的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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