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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大陸台商經營之

挑戰與對策

範圍，要比經營第二產業之台商受創輕。然而在
疫情後開業時，可能產生三角債風險，因此要注
意應收帳的催收與管理。

二、疫情後之市場分析與對策

2018年我國出口總值 3340億美元，其中
出口中國大陸（含香港，以下同）1379億美
元，占比 41.3%。2019年出口總值 3291.9億美
元，其中中國大陸 1321億美元，占比 40.1%。 

2020年 1-3月出口總值 786.8億美元，中國大
陸 310億美元，占比 39.4%。2因此出口中國大
陸雖略呈下滑趨勢，但仍然為主要市場。其中出
口中國大陸產品結構，泛電子相關產品（主要為
零組件等中間財）2018年占比 46.65%，2019

年 46%，2020年 1-4月 56.27%。3可見泛電子
材料仍為出口中國大陸的主要產品。2020年 1-4

月的比重大幅增加，主要受美中貿易戰及科技
戰之影響，中國大陸科技廠為了避免衝擊，提前
下單採購可能受限的電子關鍵零組件及半成品所
致。但是 2020年 5月 15日美國加大對半導體
出口中國大陸之限制，4以及擔心引起連鎖效應，
陸續增加對中國大陸的限制，加上中國大陸因疫
情後經濟成長趨緩，導致出口中國大陸之比重下
滑，影響台商之經營政策。

一、疫情對大陸台商的連動影響

自 2020年 1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
中國大陸採取封境、封城、封路、封村等隔離措
施，歐美及亞洲各國也陸續關閉國門，以及採取
嚴厲的隔離管理，嚴重影響人及物的流動，進而
影響台商的生產、訂單及營業活動，並構成資金
面的隱憂。其中又以經營第二產業的訂單及生產
線，以及經營大陸內銷生意的第三產業受到之影
響較大。

就生產面而言，台商在大陸從事製造業之主
要分布，傳產業在珠三角，電子、科技業在長三
角及湖北，由於武漢是疫情的中心，因此在湖北
投資設廠約 20家電子業台商受到很大影響。1在
湖北以外地區設廠之台商，也因為隔離措施影響
開工生產，因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就市場面而言，電子業台商多以代工及組裝
生產為主，與全球構成綿密的供應鏈關係，因為
大陸廠停工產生逾期交貨之違約處理問題，也引
發歐美客戶對於大陸供應鏈過於集中之疑慮。對
於主要經營運輸、旅遊、酒店、餐飲、零售賣場
等大陸內需市場之台商影響較大。但是因為此類
台商之規模不大，且平日經營比較保守，風險意
識相對較高，是以其所受到的衝擊，仍在可承受

三泰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文《林永法》

1湖北重災區這 20家台資企業首當其衝，自由時報，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 ws/3051557
2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3依據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計算之數字
4 https://news.cnyes.com/news/id/4478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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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大陸目前仍為台商主要之出口市
場，因此，疫情後台商為因應在貿易上之變局，
可採取二分法，區分為以中國大陸為市場之產品
以及中國大陸以外市場之產品二種策略。前者台
商可以在風險可控範圍內，繼續耕耘中國大陸市
場，包括採代工生產、國際貿易方式以及在中國
大陸經營內貿市場。後者則可採分散市場之布
局，深耕歐、美，並可逐漸擴大及於新南向市場。
如以歐、美為主要市場，則需要配合產品之轉型
與升級，提升少量多樣的生產效率，以因應客戶
之需求。

三、疫情後之人才與人力資源管理問

題與對策

疫情發生後，為採取境外阻絕病毒，兩岸皆
採取停航或嚴格的隔離措施，導致停留在台灣的
台籍幹部只能在台述職，或採用遠距遙控大陸現
場方式操作，因此產生新的溝通管理模式。然而
台籍幹部因為疫情，顧慮大陸工作環境的健康隱
憂，可能影響前往大陸工作的意願；而且跨省招

工，也可能存在省際員工間的地域觀念以及疏離
感，影響台商招聘人才。因此，台商應提供友善
的環境，縮短員工間的距離，建立員工心理諮商
機制，以消除紛爭。

有些企業與員工間已經熟悉遠距會議以及遠
距管理模式，疫情後可能逐漸被某些企業常態採
用。因此，以往採打卡式現場管理的人資管理制
度，可能需要依據個別企業、個別工作性質，投
入遠距管理設備，融入遠距管理之精神，做為選、
育、用、留的評量。此外，台商傳統人資管理之
設計，可能因疫情而產生轉型與創新之挑戰，須
事前做好因應。

四、工安及三角債問題與對策

因為疫情期間停工停機，導致車間現場可能
存在管線老舊、機台未確實保養，以及粉塵堆積，
員工因為精神不集中或機台操作不當，或未做好
5S管理，都可能導致廠區工安事件的風險。尤
其具有化學品的倉區，更應注意防範化學品外洩
引發工安事件。自昆山某企業金屬粉塵爆炸事件

位於廣東深圳的一家外商員工餐廳用紙箱自製臨時隔間，避免員工直接接觸。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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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國大陸對公共安全的防護政策強化。疫情
後由於中國大陸又陸續發生化工廠爆炸事件，因
此台商要做好工廠的 5 S管理，避免粉塵或明火
事件發生。此外，疫情後有些企業因為資金調度
可能發生變化，存在三角債問題，台商應做好客
戶授信與應收帳管理，以控制財務風險。

五、稅收嚴徵管問題與對策

依據中國大陸公布之全國稅收收入情況如
下：5

期間 稅收（¥） 增長百分比 備註

2016/Q1 32,954億元 7.8%

2017/Q1 37,793億元 14.7%

2018/Q1 44,332億元 +17%

2019/Q1 46,706億元 +5.4%

2020/Q1 39,029億元 -16.4% -7,677億元

以上資料顯示，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減緩，以
往財政政策依賴經濟增長帶來的稅收，以及地方
財政之土地出讓收入支撐，此種穩健的財政收
支，受到美中貿易戰及疫情影響，造成 2020年
起稅收減緩，加上外商投資減少，影響土地出讓
收入，將產生財政收支赤字，為彌補財政收入不
足，除了利用振興經濟方案拉抬以外，也可能調
整稅收政策，在稅務行政上採取嚴徵管等措施，
增加台商不可預期的稅務成本。

由於稅收為落後指標，通常在景氣看好時
期，因為稅收充足，因此稅收部門的徵管壓力較
小，企業也較有充分資金來應付繳稅問題。但是
在經濟景氣下滑時期，則因為稅收徵管壓力，可
能加大查稅，要求補稅或予以處罰，對台商勢將
雪上加霜。因此，除了在經營管理上要合稅合規
外，也要在不可預期被要求補稅處罰時做好財務
準備，以免面臨停業危機。 

六、疫情後台商獲利模式之挑戰與對策

企業獲利模式的利基，不外三方面：一、在
產品製造階段代工生產收取代工費或加工費；二、
在產品分配過程，經營通路所創造的利潤；三、
品牌或專利技術秘方授權所創造的利潤。其中以
製造為導向的企業，代工費是依附在客戶的下單
需求，代工生產產品的品項、品質要求、數量以
及價格是由客戶決定。因此，客戶變成是企業的
衣食父母，此種獲利模式的最大危機是：需要投
入相當規模的機器設備以及相當多的人工配合機
器生產，當客戶下單不穩定、無規律，且訂單急
又短時，會讓企業難以招架，在機器配置和用工
調配方面將面臨極大的挑戰；另一種情況為當客
戶予取予求壓榨價格時，企業可能要面臨深化壓
縮成本經營的困境，雖然有單生產但是生產愈多
可能虧損越大的窘境。因此，以收取加工費為主
要獲利模式的企業，除非在生產技術上獲得突破
改良，或者具有關鍵零組件的價值，否則只有利
用降低成本才能產生利潤。目前在大陸的台商，
有一大部分所從事代工生產多屬於此類型，其主
要競爭壓力來自大陸本地企業的崛起，以及產品
價格資訊的透明度太高，接單競爭激烈所致，此
種企業的生存之道，首要以降低成本為主。  

企業的獲利利基，主要來自於降低成本與創
造價值兩端，最好的獲利模式是創造價值。例如
建立品牌或通路，以及新產品的研發與創新。然
而要做價值的創造，通常要經過一番寒徹骨，要
投入相當的人力、物力和腦力，以及一段時間的
醞釀。尤其研發創新的工作有時還必須透過政府
與專業機構的協助才能竟其功。因此除非大型企
業，一般中小企業要走出產品的研發創新之路並
不容易。但是如果以專業製造技術與流程管理的
研發與創新，以及產品通路的建構，或在國外建
立行銷據點以自主接單，則並非不可及。此外如
果走小品牌策略，作為小業別的領域行家，亦即
所謂的行業狀元，做到台商在小領域中的世界之
最，則仍有可為。6

5 https://data.eastmoney.com/cjsj/qgsssr.html 
6林永法，台商的經營管理與轉型，台北市進出口公會，2010年 11月初版，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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