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背景說明

川普總統已上任百日，雖然川普總統個人行事

風格獨特，引發不少爭議。但是無論外界對其批評

為何，川普非常認真地在推動其競選時的政見；目

標只有一個，就是使美國再度偉大。美國有沒有再

度偉大或許仍有疑問，但全世界目光幾乎全部聚焦

在川普身上，則是無庸置疑的。

在經貿政策方面，川普主張使美國再度偉大的

關鍵就是解決美國巨幅貿易赤字的問題。川普以為

貿易赤字過高是造成美國製造業工作流失，競爭力

下滑，經濟表現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川普政府甚至

認為貿易失衡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國家安全問

題。美國之所以有如此高之貿易逆差，主要是因為

外國之不公平貿易措施，所以必須由抑制外國不公

平貿易措施著手。

二、經貿政策主軸

進一步綜整川普經貿政策，大致可以歸納出

「推動公平貿易政策」、「創造就業的產業政

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及「減少聯邦政府管制

措施」等四大主軸：

（一）推動公平貿易政策

川普認為若要提高經濟成長的動能，就應解決

貿易赤字的結構性問題，而貿易赤字主要來自於：

（1）貿易夥伴的匯率操控；（2）貿易伙伴不公平的

貿易措施；（3）失敗的貿易協商讓美國無法公平分

享貿易利益。所以川普極積推動公平貿易政策，以協

助美國企業取得公平的競爭機會。

首先在匯率操縱方面，美國認定匯率操縱國的主

要有三項原則：（1）貿易夥伴對美國之貿易順差超

過200億美元；（2）貿易夥伴經常帳順差高於其GDP

之3.0%；（3）貿易夥伴持續性進行單向外匯市場干

預，且年度內重複進行淨外匯購買之金額超過GDP之

2%。若滿足前三項要件的兩項，該貿易夥伴將被列

入「觀察名單（Monitoring List）」。

若同時滿足前述三項條件，美國財政部會將

該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對其進行「加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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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d Analysis）」，並展開雙邊諮商。如經過諮

商該夥伴仍被美國財政部認為未採合宜政策時，美國

財政部將建請美國總統採取懲罰性措施。雖然美國並

未實施過這些處罰性措施，但是恫嚇的效果卻一直存

在，被指控的國家通常也會進行一些改善。

根據2017年4月公布的最新評估報告，目前並

沒有國家完全符合前述三項條件，但中國大陸、德

國、日本、韓國、台灣及瑞士均因符合部分條件而

被列入「觀察名單」。其中中國大陸雖然僅滿足一

項條件，即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但因中

國大陸對美國享有巨額貿易順差。2016年美國貿易

逆差7,354億美元，其中對中國大陸貿易逆差高達

3,470億美元，幾乎占了一半；故中國大陸仍被列

入名單；美方也呼籲中國大陸應努力縮減對美國之

巨額貿易順差。台灣方面則僅滿足對美國經常帳餘

額占GDP比重超過3.0%的條件；至於德國、日本、

韓國及瑞士等國，均有兩項條件符合。

川普認為美國貿易對手國有太多不公平貿易

措施影響到美國利益，所以必須加大力到反制。

貿易救濟是美國過去用來反制對手國不公平貿易

的主要措施，且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規範，預期美國將加強利用反

傾銷稅或平衡稅措施等貿易救濟措施。

除了貿易救濟措施外，預期美國將更積極尋求

雙邊協商機制以促使貿易對手國降低貿易障礙。

事實上，美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每年會針對主要貿易對手國

發佈「貿易障礙評估報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向國會說明美

國在主要貿易對手國所面對的貿易障礙。

其中在台灣部分，美國認為台灣雖然有所改

善，但是仍然存在若干貿易措施，影響美國利益。

主要經貿障礙為在豬、牛議題未依據國際標準及遵

守雙邊協議規範；禁止含有生物科技成分的食品進

入校園之營養午餐，缺乏科學根據；化妝品衛生管

理條例修正草案及化學物質登記制度亦缺乏科學基

礎；稻米採購制度的透明化程度不足、有機產品的

認證標準影響美國有機產品之出口；網路線上著作

權執法、著作權修法進展及智財權保護仍待加強。

美國也對投資審查程序的透明度與一致性、健保制

度有關藥價之透明度與可預測性、藥品費用支出目

標計劃的運作等議題表示關切。另外美方對於服務

業中之銀行、證券及電信服務也業仍存在貿易障礙

有所質疑。

原則上美國會就關切的議題，展開和貿易對手

國進行協商；然而除了雙邊協商之外，美國亦存在

國內法允許美國總統進行貿易制裁，其中，最常被

提及的貿易法為「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規定，

該條款在USTR確認其他國家對美國進行不公正、不

合理或歧視性行為時，允許總統透過關稅或配額等

其他方法，對外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加以報復反制。

所以在301條款下，川普可以宣稱貿易對手國因為

實施市場進入障礙或匯率操縱等手段，阻礙美國產

品出口，對貿易對手國實施報復手段，未來發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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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關注。

另外川普也認為美國過去所簽的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FTA）損害美國利益，所

以必須重新檢討過去貿易協定，並調整美國參與區

域整合的策略。在競選過程中，川普宣稱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傷

害美國工作機會和利益，因此川普在就任後隨即

簽署命令，宣布美國退出TPP，並強調將轉以雙邊

談判為主，以創造公平且符合美國利益的貿易協

定。此外，川普亦如同選前主張宣布重啟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談判，目前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正準備

NAFTA的重新協商工作。另外川普對於美韓FTA也

多有指責。川普也認為部分WTO規定已損害美國利

益，為維護美國主權及貿易利益，主張WTO應進行

改革。

（二）創造就業的產業政策

創造就業是川普經貿政策的重要目標，其在競

選期間提出「未來10年創造2,500萬個就業機會」

的政策目標，也因此鼓勵製造業回流成為其推動重

點。川普認為企業將工廠設置於墨西哥及中國大陸

等地，利用當地較低成本的原料及廉價勞工製造產

品，之後再銷售到美國，是造成美國製造業工作外

流，失業率提高的元兇。為此，川普除了透過前述

所提之公平貿易政策來迫使美國廠商將部份生產移

回美國外，其亦提出降低稅賦、減少管制法規、推

動基礎建設等獎勵工具，吸引美國製造業回流，並

且持續和產業界溝通，希望美國業者將生產移回美

國，達成「購買美國貨，雇用美國人」的目標。

（三）擴張性財政政策及減少聯邦政府管制

為了提供經濟成長動能及吸引製造業回流，川

普也積極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重要措施包括降低

稅賦及提高基礎建設等兩大方向。就降低稅賦來

看，川普認為目前美國課徵35%的企業稅率高於多

數國家，使得美國吸引投資力道不足，因此擬降至

15%；至於美國海外子公司為延緩繳稅，常將資金

停泊於海外，直至盈餘匯回才進行課徵，此一作法

也將修改，川普計劃降低海外企業的累積盈餘匯回

美國之稅率為10%，藉此誘發企業回國投資。

在推動基礎建設方面，川普競選時承諾規劃10

年5,000億美元的擴大基礎建設計畫，整修城市、

重建公路、橋梁、隧道、機場、學校、醫院等基礎

建設。

減少聯邦政府管制是川普經貿政策之另一個重

點，川普選前的經濟政策規劃中提到，過多的管制

讓企業增加成本，降低企業創新及雇用人力的意

願，間接造成企業移往海外設廠，且管制過多對小

型企業而言更是沉重的負擔，因此希望能每年減少

10%由監管所產生的成本。

三、對台灣及台商的可能影響

首先就貿易面而言，雖然台灣不是美國主要貿

易逆差國，若以2016年的貿易數來看，台灣為美

國第14大貿易逆差國，美對台貿易逆差為132億美

元；但美國是我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僅次於中國大

陸及東協），若美國將其公平貿易措施指向台灣，

亦可能對我國出口帶來不小的直接影響。尤其是

川普已於今年3月31日簽署一份行政令，要求90天

內美國商務部及美國貿易代表署，對美國主要貿

易逆差國進行個別研究，範圍涵概雙邊貿易之細項

產品，向總統提交貿易赤字的綜合報告（Omnibus 

Report on Significant Trade Deficits Report），台灣

也在被盤點的國家當中。

以近年來台美貿易數據觀察，美國對台灣的主

要貿易逆差產業包括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電子

零組件、金屬製品、電力設備、汽車及其零件，這

些產業有可能成為美國政府鎖定之對象；此外，美

國對台灣的主要貿易順差為農產品及服務業，美國

也會要求台灣降低相關貿易障礙以增加前述產品之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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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投資面來看，隨著美國鼓勵製造業回

流及推動先進製造，近年來已可以觀察到台商赴美

投資重大案涵蓋物聯網、智慧機械（含機器人）、

生技醫藥等新興產業；以及自川普上任以來，鴻

海、台塑等業者已表示規劃擴大對美國投資面板、

石化等產業；紡織業者宏遠亦已在北卡羅萊納州建

立布廠與成衣生產線，顯示在美國新政府經貿政策

與產業供應鏈變動影響下，台美雙邊投資可能出現

成長，投資標的與型態亦可能趨於多元化發展。

其次在對台商影響方面，由於川普首先要解決

美國貿易赤字，所以對美國貿易順差的主要國家，特

別是中國大陸將是美國公平貿易政策的優先實行對

象，中美貿易摩擦將可能持續升溫。台灣由於與美國

及中國大陸皆有密切的產業連結關係，倘若美中爆發

貿易戰，雙方貿易障礙進一步提高，也會影響在中國

大陸之台商及台灣對中國大陸之中間財出口。

綜合而言，美國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會

帶動美國供應鏈之強化，進而帶動全球供應鏈的重

組，台商在此經貿版圖變化下，必須在全球佈局中

重新定位，以確保競爭力。

四、結論

川普上任百日，雖然許多政策仍未正式實施，

但是實質影響已經產生。例如許多美國企業已經紛

紛表態將減少海外生產，而增加在本土的投資。許

多外國企業（包括台灣企業）也表示要在美國加碼

投資。若再搭配川普的減稅及擴大基礎建設的計

畫，未來流入美國的資金必然會大增，也會進一步

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變動。

特別是根據美國商務部最新公布的資訊，美國

今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僅有0.7%，遠低於原先預期

之1.2%，也是自2014年第一季以來之最低水準。

經濟表現不如預期，當然不能全歸咎於上任才百日

的川普政府；但川普未來為了要加速提振經濟，未

來必然會加大推動其經貿政策的力道。

台灣也須關注美國貿易赤字評估報告，所揭示

的項目可能是未來美方要求與我方協商的重點。另

外，美國貿易代表署所列舉台灣的貿易障礙，台灣

也無法迴避，必須有所準備及回應。

最後在中美貿易議題方面，今年4月川習會結

束後，中美雙方領導人已同意進行新的貿易談判百

日計畫，以提振美國出口，減少美國對大陸的貿易

逆差，預計美國將利用此交流機制與中國大陸進行

相關協商，後續需持續關注協商進展。倘若中美貿

易問題未能獲得解決，在美國製造業回流及可能發

生中美貿易戰等影響下，各國品牌廠有可能會調整

其全球供應鏈分工，連帶影響我國代工廠及供應鏈

廠商的生產佈局，建議政府可思考如何協助及引導

台商調整佈局，例如是否有機會將部份生產工序引

導回台灣，並和新南向政策結合，引導台商朝東南

亞佈局。

（本文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2016 年，台灣為美國第 14 大貿易逆差國，若美國將其公平貿易措施
指向台灣，可能對我國出口帶來不小的直接影響。圖為基隆港口貨櫃
裝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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