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川普今年 1月上任後拋出的加徵關稅議題已在全球市場掀起巨大波瀾，多數業者也在觀望美國何時會公布
更明確的關稅細節以利評估後續影響程度。為了讓台扣件業者對美關稅措施以及國內當前總體經濟發展的趨勢和現況更

加了解，台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特別在 2/25日邀請財經專家吳嘉隆博士在高雄岡山舉辦主題為「台灣總體經濟與因應
美國關稅等議題」的演講，會中以全球經濟展望、關稅、匯率與利率的議題進行分析探討，眾多扣件業代表連袂出席。

以下為讀者整理演講重點如下 :

     川普為何考慮對台晶片課稅及其影響 ?

川普在高端晶片產業上主要希望達到四大目標，包括要求台積電擴大在美產能、把先進製程技術帶進美國、拯救英

特爾成為高階晶片大廠之一。這也是其競選承諾「美國優先」政策的關鍵核心。而台灣目前在 AI和晶片都有強大的產業
供應鏈，一條龍的產業聚落不只創新力強，對美國是很大助力。另一方面，台積電在技術上的優勢既可以輔導岌岌可危

的英特爾重拾晶片大廠地位，也能避免自己落入美反壟斷調查的局面。

吳博士認為，美國優先最後可能也會帶動台灣相關供應鏈的蓬勃發展，也能解讀成另一種層面的「台灣優先」，藉

此交換美國對台軍事外交的支持。或許台灣現階段看起來是吃了一點虧，但也不代表以後無法從中得利。

     自由競爭市場下，誰真正受益 ?

自由競爭市場容易造成「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現象，

跨國專業人才和本地勞動階層兩者之間享有的機會出現失衡，

而川普政策主打的就是解決這個社會撕裂現象為基層創造就

業機會，因此主張打擊非法移民，解決產業外移他國問題，

跟中國等主要競爭大國打貿易戰，訴求把流失的就業機會帶

回美國。加關稅就是川普解決與多國貿易逆差的重要工具，

目的是要解決貿易失衡的持續惡化，這之中一定也隱含許多

國防政治上的考量。

吳博士認為川普關稅措施施行後，長期下來將帶來四大效

果，包括 : 增加財政收入、迫使外國製造業到美設廠、保護鋼
鐵、晶片等戰略性產業，以及達到其他政治目標 (像是阻止非
法移民、奪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等 )。

     不確定因素牽動市場動向

目前業者最擔憂的部分莫過於全球市場充斥太

多不確定因素，導致有些業者無所適從。儘管川普

總統大方向上傾向對各國都加徵關稅，但要一次到

位還是漸進式去實施 ?不同國家稅率是否一視同仁 ? 
個別產業稅率怎麼算 ? 台灣的強項晶片產業也會受
影響嗎 ?鋼鐵下游產品的扣件受影響程度 ?目前狀
況都尚未明朗。美國聯準會今年下半年也可能因應

通膨捲土重來和對總體經濟的衝擊再度考慮降息。

無可否認關稅的實施勢必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程度

影響，在川普政府尚未有更新政策宣示前，業者仍

可從關稅、匯率等方面可能帶來的正反面影響來思

索哪些部分仍然可為自己創造利多，找出接下來的

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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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替代性成競爭優勢

廠商之所以會被取代是因為市場還有其他替代選擇。

如果出口商選擇調高售價一定要把市場的競爭程度納入考

量，若可替代的選擇很多，訂單就會有流失的風險。反之，

若像台積電這樣在市場上幾乎沒有競爭對手，在可替代性

選擇低的狀況下，就算調高售價，把成本轉嫁給下游客戶，

其實也不用過於擔心訂單會流失。這也凸顯出市場不可替

代性的重要。

     台灣的機會是否仍在 ? 

吳博士認為還要觀察川普最後的關稅措施會是全面性

還是針對性而定，以及是否只會針對特定產業 ? 若結果是
大家一視同仁，對台灣來說或許會壓力小一些。儘管因應

美元未來走強，亞洲貨幣會有貶值壓力，但台灣在 AI和晶
片的重要地位預估仍會在拉抬台灣的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

角色，因此貶值的壓力相對其他亞洲各國會較小。因應美

國關稅，台灣製造供應鏈短期內有幾個比較顯著的對策，

包括 : 靠匯率貶值來降低關稅衝擊、透過第 3方間接出口
以及直接到美設廠。

其實台灣的競爭力有很大部分來自創新能力，加上很

多傳產的 2代、3代也已投入技術研發，未來仍有很大機
會因為轉單效應獲得更多訂單。在 AI、無人機等重點發展
產業持續為台灣經濟注入強勁動能下，台股未來要像香港

恆生和日經指數一樣衝破 3萬點也不無可能。台灣在轉單
效應、紅色供應鏈沒落等趨勢下，科技和製造業還是有很

大的發展空間。除了巴拿馬運河、格陵蘭島、加薩走廊和

烏克蘭問題持續被大眾討論外，未來台灣絕對也會是川普

一連串全球經濟軍事戰略布局下非常重要的一環。

     美國經濟前景看好 帶動非美貨幣貶值

在川普強勢加稅的顛覆性作風下，外國企業為了降低

對自己的經營衝擊對美的直接投資勢必會越來越多，很多

仰賴美國市場的製造業 (如 : 冰箱、電視機⋯等 )也不得
不加碼投資美國設廠生產。隨著資金不斷回流，美國就業

機會增加，美元指數走強，這也會促使歐元、日幣和台幣

等貨幣在競爭性壓力下進行貶值。

     關稅對物價的影響非絕對

吳博士認為關稅與物價的相對關係被高估了，關稅調

高不一定會反映在物價上。因為非全面性的關稅可以被規

避，例如 : 中國企業把某些產能移轉越南等國生產，或把
半成品送至第三國組裝後再出口美國。墨西哥首當其衝被

美國加徵 25%關稅部分也是與這類避稅模式有關，這也能
解釋為何美國要同步對越 /泰 /馬 /新加坡和中東國家等第
三國也加徵關稅 ;再者，透過匯率貶值，來自關稅的衝擊
可以被降低。先前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就已有不少因應

美國關稅壓力把本國貨幣兌美元匯率降低達 50%幅度的先
例，這樣的貶值也會帶動其他亞洲貨幣爭相競貶。不過要

注意的是，美國對有匯率操縱疑慮的國家常常會實施懲罰

性關稅因應，因此如何適當調控才不會受罰就很關鍵。

吳博士認為，川普分階段調高關稅就是想藉此對通膨

產生「持續性」的壓力，因為關稅若一直持續累加，出口

商只好被迫一直上調價格，如此就會對通膨造成更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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