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真言滔滔客」財經論壇召集人　趙曉慧

美「中」貿易大戰開打至今已經超過 1年，世人莫不焦急地提出 3個問題：
「到底還要打多久？」、「誰是贏家與輸家？」而夾在兩強中間的臺灣，拚經
濟的路線，「到底該親美還是親中？」。本文，試著提出這 3個問題的見解。

到底還要打多久？

美
貿易大戰，中

「中國崛起」，是利還是弊？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國川普總統

簽署了一份備忘錄，正式宣布以「中國偷

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和商業秘密」為由，對

大陸進口至美國的商品徵收 600 億美元

關稅，正式掀起美「中」貿易大戰。

美國的對「中」政策，在 1970 年代

由前國務卿季辛吉定下從圍堵改為「接觸

交往」（Engagement），從那時起循循

善誘大陸，期待透過經濟的開放達到政

治的改革，融入普世價值，這堪稱是一種

「中國夢」。這個基調超過 40年，延續

至本世紀的歐巴馬政府，但 2017年川普

政府上任之後，突然出現歷史性驚天逆

轉，從懷柔轉為強硬圍堵。

43No.24 NOV. 2019. MJIB

放眼國際



美國總統川普 2018年 3月 22日在白宮簽署備忘錄，正式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偷竊智慧財產權採取反制行動。（圖片來源：
路透社／達志影像）（Source: Federal Register,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2018-06304）

近年來，西方社會在談論大陸崛起

對世界的利弊，看法多數抱持「中國威

脅論」，這絕非只是妒忌大陸崛起的「修

昔底德陷阱」之說，而是其來有自。川

普劍指「中國偷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和商

業秘密」，背後是大陸破壞全球經濟規

則、狼性的紅色供應鏈向世界擴張、大

陸藉由「一帶一路」進行紅色經濟殖民

等。西方各國的「中國夢」，似乎到了

夢醒時分。大陸的崛起，非但沒有因經

濟開放帶動民主轉型，還攪亂全球市場

秩序。而中共透過全球滲透，助長自由

世界的各種貪汙、腐敗、叛國、剽竊，「腐

蝕人心」才是中共對全球造成最大的破

壞與損失。

川普劍指大陸的真相

一、美國國力，日益空虛

大陸崛起，變成「世界工廠」，也向

國際社會擴張勢力範圍，讓美國處於內憂

外患，國力被掏空，「世界警察」的能量

被削弱。直接的影響就是美國製造業的外

移，衝擊美國的就業、家庭收入、消費

力，藍領低階勞動力人口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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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2017 年 3 月《 經 濟 學 人 》

（Economist）雜誌報導，自 2013 年以

來，經濟學家 David Autor、David Dorn

及 Gordon Hanson 陸續發表 9 篇獨立

研究報告，指出美國製造業在 1990年至

2007年之間流失工作，有 25%歸因於大

陸進口商品的成長。另一方面，為美國民

眾提供工作機會的美國企業，因為關鍵技

術遭到大陸竊取，國際競爭力日益下滑。

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

（Peter Navarro）在 2018 年 06 月底公

布一份「中國經濟侵略報告」，描述大陸

對美國經濟、國安造成損害的 6大策略，

以及超過 50種經濟侵略行為。這 6大策

略包括：大陸保護本土市場、大陸擴大全

球市場的比重、確保並控制核心自然資

源、主導傳統製造業、從美國及其他國家

收購關鍵技術、獲得推動經濟、國防的新

興高科技產業。

大陸竊取美國的關鍵技術、不公平

的商業行為，讓美國經濟損失慘重。根

據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和公共電

視台（PBS）節目「前線」（Frontline）

在 2019年 4月公布的調查，白宮預估，

每年導致美國經濟損失逾 570 億美元

（約新臺幣 1.76 兆元），且金額將持續

增加。

二、止血，讓美國再次偉大

川普於 2017年上任之後，振興內政、

經濟重於外交，高舉「美國優先」的保護

主義旗幟，號召美國製造業回流，並提出

減稅、貿易保護、推動基礎建設等配套措

施，為大陸偷走美國人的工作機會止血。

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公布圖表列舉中國對美國的經濟與國家安全造成損害的六大策略以及 50多種行為、政策與
做法。（Photo Credit: Hudson Institute,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4437-full-transcript-white-house-national-trade-council-director-peter-
navarro-on-chinese-economic-ag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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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國在大陸的製

造業全部遷回本土，根

據美國波士頓顧問公司

（Boston Consulting）估

算，這將可創造 80 萬個

就業機會。讓製造業回流

美國、振興經濟之餘，川

普分別在關稅、物流、金

流、人流等不同場域，全

面圍堵中共勢力的擴張，

並對大陸發動經濟封鎖。

關稅方面，川普退出

包括 TPP 在內等不公平區域協定組織，
另外組建；同時，主動建立多個單邊協

定，包括美國分別與歐盟、日本互簽零

關稅協議，轉單大陸內需占比，大陸被

澈底孤立。

物流部分，美國、日本、澳洲、紐西

蘭、德國及臺灣等國家，陸續拒用大陸

華為公司的 5G設備；另一方面，美國嚴

令禁止中資收購美國的敏感、核心企業。

金流方面，美國政府動用司法調查

來自大陸的經濟犯罪，並凍結其資產與美

國簽證。在外交角力上，為了反制大陸在

全球的「一帶一路」經濟殖民，2018年

美國政府成立並授權一個新的外國援助

機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準備 600億美元（約新

臺幣 1.8兆元）為同盟的投資人提供銀彈。

人流方面，共產黨員被禁止入境美

國，不能成為美國公民，但是可以請求

豁免；倡導共產主義的人，也無法入籍美

國。此外，為了保護美國的敏感核心產

業，美國政府開始限縮大陸留學生參與敏

感領域研究的簽證，2018 年 6 月 11 日

起簽證效期由 5年縮短為 1年。

三、大陸必須做出結構性改變

川普聯合國際盟友對大陸採取全面性

的防堵，對付的不是大陸而是共產主義，

要讓中共變成「國際孤兒」，正告大陸領

川普分別在關稅、物流、金流、人流等不同場域，全面

圍堵中共勢力的擴張；為了保護美國的敏感核心產業，

美國政府開始限縮大陸留學生參與敏感領域研究的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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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習近平，大陸如果要在國際社會生

存，就必須按照普世價值正當做生意、公

平競爭，高科技也不能用於人權迫害。換

言之，川普對習近平施壓，大陸必須做出

結構性改變，甚至放棄共產主義讓大陸民

主轉型。

這裡回答開篇的問題，美「中」貿易

大戰「到底還要打多久？」，美國無論是

共和黨、民主黨誰當家，都不會坐視自己

家裡一直遭小偷，所以解答完全在大陸自

身，什麼時候大陸做出結構性改變，美國

就什麼時候停止貿易制裁。

臺灣經濟如何選邊站？

川普政府制裁美「中」貿易巨額逆

差、誓言保護美國核心產業機密，態度強

硬，要求盟國「選邊站」。臺灣，夾在兩

強之間如何選邊站？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一、選擇紅色供應鏈？

先從「市場面」來看：1. 多國已發

動拒用「Made in China」的產品，臺灣

也將受到波及。2. 紅色產品被全球市場

封殺，只能靠大陸內需市場存活，但這等

於是被「鎖在中國」，在全世界走投無

路。3. 即使靠大陸內需市場存活，但美

「中」貿易大戰重傷大陸經濟，會有購買

力下降的問題。4. 大陸經濟下滑，將導

致社會不安，中共勢必加強箝制社會，使

得臺商、外企在大陸的投資風險升高。5. 

紅色企業外銷衰退，改由內需撐盤，將獨

厚大陸的自主企業，對外企、臺商造成排

擠效應。6. 當企業大到足以威脅政權時，

將會被中共收歸國有，企業家一生的心血

瞬間化為烏有。

另外從「產品面」來看：1. 紅色供

應鏈的核心技術多仰賴進口或非法剽竊，

目前海外併購的路徑遭到西方國家政府

截斷，臺商會受到波及。2. 紅色供應鏈

即使有核心技術，通常背後有國家或軍

方扶植，企業將被迫為政治服務，高科

技產品淪為監控人民的工具，有違道德

良心。

紅色供應鏈的核心技術通常背後有國家或軍方扶植，高

科技產品淪為監控人民的工具。（圖片來源：路透社／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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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以美國為主的自由世界供應鏈？

如果選擇這一條路徑，簡單說，就是

選擇民主、自由，走向全世界，不至於被

「鎖進中國」。

曾有此一說「民主不能當飯吃」，但

民主其實真的能夠當飯吃：1. 臺灣是一

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沒有思想的箝制，能

夠吸引來自全球的多元優質人才。2. 民

主社會必然也是一個法治社會，臺灣政府

極力改善投資環境，其中之一就是法規與

國際接軌，充分保障智財、專利，能夠

增加大型外資來臺灣投資的誘因。3. 臺

灣是繼承中華文化的華人圈，普遍有「商

道」的觀念，而「誠信」是商道的核心思

想之一，也是高科技代工產業最需要的競

爭力，無論從道義或是法律責任來看，都

不能夠洩漏客戶的商業機密。

三、越多外資駐留，臺灣就越安全

臺灣在國際產業分工的角色上，長年

扮演美國高科技產業的後院，除了人才、

技術等條件優異之外，還包括臺灣是民

主、自由的社會，因此被美國納入印太戰

略的盟友之一，國際戰略地位不至於被邊

緣化、被孤立。

經濟部投資臺灣入口網中述明選擇投資臺灣的十大理由，其中一項即為完善的智財保護。（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臺灣入

口網，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showPagecht5290?lang=cht&search=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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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政府在目前美「中」貿易戰中應該做的六件事

美「中」貿易大戰白熱化，大陸經濟

衰退、中共升高對社會的控制，導致外

資、臺企陸續撤離大陸，在這個情境下，

臺灣的地緣政治角色漸漸較過去吃香，從

過去被當作外資前進大陸的跳板，演變為

外資撤出大陸後的停泊地。當越多的外資

願意駐留在臺灣，臺灣就會越安全，國安

與國際支持就越能獲得確保。

打鐵要趁熱，此時此刻政府該做的六

件事情：1. 加強高科技產業的研發能力；

2. 高科技產業的研發需要金援，政府要

打造方便企業籌資的資本市場；3. 若要

吸引外資，就必須完善對智財、專利的保

護，強化與盟國的司法互助；4. 提供穩

定的電力與勞工政策；5. 與各國簽訂單

邊或多邊的零關稅優惠，為企業降低關稅

成本；6. 打好國際盃，必須早日邁向雙

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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