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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 台日產業合作的現狀與發展 ー以日本東海地區為中心 

 

    第11回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邀請到任職於台灣經濟研究院十餘年，目

前擔任真理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系主任林冠汝教授為我們分析台日產業合作的現

況與發展。其內容包含以下五個部分: 

一. 台灣的世界經濟地位、經濟發展特色與課題 

    台灣的人口為世界第54位，面積為世界第136位，人口密度為世界第2位。雖

為一個小的經濟體，卻創造了許多奇蹟，如2019年成為全世界第19大的進出口國

家，外匯存底居全世界第3位，依據2020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世界競爭力

年報，台灣競爭力已進步到11名，研發人力為全世界第2位。 

    台灣經濟發展特色與課題如下: 

1.台灣經濟基礎雖小，進出口貿易總額居世界前20位、IC、半導體等產品居世界 

  之首。 

2.台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之產業結構。 

3.台灣GDP主要來源為第三級產業(服務業)，第二級產業中以製造業為主。 

4.台灣依賴對外貿易，容易受世界經濟景氣之影響。 

5.台灣對外貿易及投資均仰賴中國、東南亞及日本等亞洲市場。但是台灣卻不在 

  世界三大經貿組織內。 

6.台灣需積極參加世界經貿組織與其他國家簽訂經濟合作協定，降低貿易障礙。 

    台灣積極加入世界經貿組織之原因 

1.外在因素: 2000年以後，透過WTO進行的多邊、多國的貿易談判方式，耗時且 

  不易，因而逐漸式微。相對的區域與區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FTA（Free Trade  

  Agreement)的談判方式愈趨熱絡。 

2.內在因素:因為台灣不在世界三大經貿組織內，為了提升台灣的經濟與貿易地 

  位，且排除或降低台灣與他國之貿易障礙，因此積極對外簽訂FTA(自由貿易 

  區)/EPA(經濟合作協定）。 

二.全球經濟整合下台灣之運作模式 

    台灣用「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名稱與中國、香港同時於1991年加

入APEC成為會員國。2002年使用「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領域」之名

義，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另外與中美

洲5個國家簽訂貿易協定。在非洲則利用史瓦帝尼優越之地理位置與各國簽署FTA

之關稅優惠，開發第三國市場。2008年以來分別與中國、日本、美國簽訂産業合

作備忘錄(MOU) ，與新加坡及紐西蘭簽訂EPA。 

    以上的因應措施之下，2017年台灣雖然經濟成長率衰退，但失業率卻是2002



年以來最低。 

三.台日產業合作之推動背景與現況 

   日本背景如下: 

①3.11地震以後，台日雙方政府共同推動「台日産業合作獎勵措施」。 

②日本國內市場內需減少，各縣企業積極展開海外投資或擴大銷售通路等措施。 

③日本國際化的經驗不足，借鏡台灣企業的國際化戰略及國際經營等經驗，有助 

  於日本企業國際化。 

④台灣日語人才眾多，對日本信賴感及親和力高，日本企業能安心合作。 

   台灣背景如下: 

①日本是台灣一大貿易逆差國，且長期技術與關鍵性零組件依賴日本。 

②與日本合作可提高台灣產業競爭力。 

③台日產業合作成功案例甚多，相較於歐美企業的成效較佳。 

④日本在3.11地震以降，台日雙方交流大幅進展。 

⑤台灣與國外簽訂區域合作之方式之一，相較於FTA容易。 

   台日産業合作的政策與措施乃是設置台日産業合作推動辦公室（TJPO) ，由

雙方政府共同推動，然後媒合企業，其目標為中國大陸或中國大陸以外之市場。

目前TJPO已與三重縣、和歌山縣、秋田縣、高知縣、愛媛縣、香川縣及鹿兒島縣

等7個地方政府簽訂產業合作備忘錄(MOU) 。靜岡縣、富山縣、沖繩縣則在台設

置辦事處。目前與日本交流縣市或組織有38個。 

四.日本東海地區的企業對台日產業合作之觀點 

    林教授為獲取日本企業最新資訊，對東海地區的企業進行問卷調查及實地訪

談。其結果與台灣有合作的企業僅佔三成，其中最多為製造業，以對台灣企業銷

售產品、原物料、零組件、機器佔多數，其次則為對台灣進行生產委託，第三為

對台灣進行銷售委託。對台灣投資環境之評價調查結果，對日本信賴感與親日感

高的評價最多，第二為政治與治安穩定，第三為為日語人才眾多，第四為投資環

境較亞洲其他國家完備。而與台灣企業合作之意向與型態之調查結果，有機會想

與台灣中小企業合作最多，企業種類則以製造業最多。另外進行產業合作面臨之

課題的調查結果，認為合作對象找尋不易及國際化所需人才不足者最多。期盼獲

得的協助的調查結果，最多的為適合產業資訊的提供，其次為海外投資獎勵政策

與措施的提供、語言對應人才的介紹等。 

    林教授總結台灣目前的課題為美豬(含瘦肉精「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

開放問題及日本核災五縣產品。除此中國大陸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此理

由堅持反對台灣加入相關國際組織、或與他國簽訂FTA/EPA，使得台灣受阻。台

灣未來發展方向需與美國洽談『台美FAT』或『台美BAT』，加入CPTPP(跨太平洋

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等 。 

 

 (網頁連結: https://Eurasia.pccu.edu.tw/faculty.php) (撰稿:陳毓敏・日

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