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 )%’ #
( ( ( ( ( ( (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 +,%-./0-. 123,-%& 4560-266 7-08’（926: ;%<5=）

#>>" 年 ? 月

@A<B #>>"

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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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在亚洲乃至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其长期发展的结果。当前，台湾

资讯电子业主要优势在于硬件制造，大部分是 FGH，而技术总体依靠引进，研发相对落后。台湾资讯电子产

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发挥既有优势，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开拓新的领域，提升产品制造技术，催生新的增长点，

创造台湾品牌，并加强两岸产业协作，共同应对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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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发展历程

（一）#> 世纪 E> Z "> 年代——— 萌芽期

这一时期属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萌芽时期，厂

商主要从技术水平较低的传统消费性电子产品入

手，多集中于零部件生产和成品组装，主要满足岛内

需求；厂家数量有限且规模小，截 至 !I"J 年 不 足

!>>> 家，DE[ Z">[厂商的资产都在 !>>> 万台币以

下，?>>> 万台币以上的厂家只占 J[左右［!］。

（二）#> 世纪 J> 年代———快速成长期

台湾当局对资讯电子产业的扶持非常明显，先

后建立了资讯科学工业园区（!I"J 年）和新竹科学

工业园区（!IJ> 年），并在 !IJ! 年制定的《资讯工业

部门发展计划（!IJ> Z !IJI）》中首度认定资讯工业

为策略性工业，同时加强培养和招揽高级科技人才，

促进岛内相关产业发展。在当局的大力支持下，资

讯电子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微电脑制造业、半导体

产业、通讯产业等“全面开花”，产品产值和出口增长

迅速［#］。

然而，这一时期传统消费类电子产品产 值 在

!IJ" 年达到 !#D> 亿新台币后开始下降，家用电器业

和照明设备业 #> 世纪 J> 年代后期均呈下降态势。

资讯产品（ 不包括电脑业中的电脑零部件）在 !IJ"
Z!II! 年平均增长率为 #E[，同期电信产品为 D[，

而消费性电器为K!>[［C］。另外，产品出口导向明

显，资讯电子产品 J>[以上出口，主要出口美国和西

欧；同时，产品代工（FGH）特征明显，自我设计和研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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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能力较弱。

（三）!" 世纪 #" 年代至今———发展成熟期

$##" 年以后，台湾的资讯电子产业逐渐进入成

熟期。首先，资讯电子产值持续上升，资讯产品、通

讯设备、半导体和电子零部件的产值持续上升，资讯

产品 产 值 !""" 年 升 至 顶 峰，消 费 类 电 器 继 续 衰

落［%］。其次，资讯、通讯和半导体的产量逐渐上升，

在 !" 世纪 #" 年代末期达到顶峰［&］。再次，出口持

续增长，!""" 年到顶峰，其后呈下降态势［’］。最后，

产品技术含量逐步提升，如笔记本电脑取代台式电

脑、液晶显示器替代传统平面显示器。资讯产品主

要集中在个人电脑及周边设备，而半导体产品则集

中在集成电路，通讯类产品集中在交换设备、传输设

备和用户终端设备，产品呈现多元化，上、下游产品

整合程度大幅提高。

这段时期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特点比较鲜明：第

一，资讯电子产业出现群体效应，台湾电子产业群体

出现。第二，世界电子产品低价化趋势加剧，台湾中

小资讯厂商发展困难，大型公司开始占据优势地位，

岛内在 $##( 年出现并购热潮，规模效应显现［(］。第

三，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逐渐扩大，$##% 年资讯硬件

产品产值为 $%’ 亿美元，居美、日、德之后，居世界第

% 位，$##& 年超过德国。$##( 年台湾资讯电子产品

居于世界前三名的有：主板、监视器和芯片代工居第

一，笔记本电脑、)* 设计、封装和网卡居第二，台式电

脑居第三。$### 年，$% 项电脑产品产值居世界第

一，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也跃居第一。第四，政策

倾斜及新竹科学工业园成为产业发展的牵引力，产

品力求向中上游过渡。第五，资讯电子产业到达顶

峰，厂商开始外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台湾资

讯电子产业发展的新着力点。

二+ 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发展现状

（一）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国际分工地位

全球 ), 产业跨国生产体系主要有两条：一条是

母公司直接投资和公司内部贸易形成的母子企业间

的价值链体系；另一条是通过非股权安排的企业间

交易网络形成由核心企业主导的供应链体系，核心

企业掌握技术、市场标准和销售渠道，只需用必要的

小额资本便可以控制整个供应链，从而牢牢控制产

品的价值实现。随着世界竞争加剧，跨国公司经营

战略上更注重空间分布和接近市场，更注重节省成

本和降低价格，因而世界电子产业链 !" 世纪 #" 年

代出现重组趋势。

!" 世纪 -" 年代资讯电子产品的产销模式经过

下列顺序：美国研发的技术和产品———技术出口至

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其它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产品回销到欧美和其它市场，产业和技术

转移基本符合“ 雁行”模式。台湾正是抓住了“ 雁

行”的机遇发展资讯电子产业，从而在代工方面占绝

对优势。!" 世纪 #" 年代后期，美日等国大厂逐渐略

去中间环节直接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

移，祖国大陆因而迅速崛起，资讯大厂以更快的速度

向祖国大陆倾斜。台湾迅速跟进，将代工转移到大

陆并提高设计水平，力图挤进重组的产业链。这种

跟进逼迫岛内厂商从岛内制造、大陆组装、行销欧美

转向岛内设计并研发、大陆制造、欧美或大陆销售。

中游的制造业部分是附加值最低区域，竞争力

相对较低。在制造业区域，台湾中小企业因适应快、

反应灵活和转型方便在 !" 世纪 -" 年代末和 #" 年

代前半期迅速发展，较美日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

尽管资讯电子产品降价迅速，但是台湾厂商较早“西

移”仍存在利润空间。大陆劳动力充裕而廉价，土地

价格低，原材料便宜，采购方便，因而“西移”的资讯

电子厂商能在中游制造业区域形成一定规模，从而

获取利润。上游的专利权及知识经济是资讯电子产

业中附加值较高部分。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利用“ 西

移”不断向产业链的中上游攀爬。!" 世纪 #" 年代初

期，台湾资讯电子厂商开始将消费性电子产业大量

“西移”，促使岛内出现一次产业结构升级，许多企业

转向生产个人电脑及周边产品、半导体等中上游产

品。!" 世纪 #" 年代中期，岛内产业开始分工，部分

低档的电脑周边产业，如键盘、鼠标、机壳等转移到

珠江三角洲等地，以出口加工为主。珠三角因而一

二年内就形成了明确分工、配套互补的产业群，成为

资讯电子低档产品的生产重镇，并逐渐与岛内形成

分工格局。岛内产业内部升级已近完成，主打产品

转移至半导体、笔记本电脑，并开始生产微处理器

（*./）、液晶显示器（,0, 1 2*3）等高附加值产品。

!$ 世纪初，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和数码相机等高

科技及半导体行业开始“ 西移”，岛内产业又在产品

设计和研发方面取得进步，开始掌握核心技术，向上

游的专利权和知识经济方向发展。

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43）!""& 年全球竞争力

报告显示，台湾地区的全球竞争力排名第 $$ 位，较

!""% 年进步一名，是六年来最好的一次。随着台湾

地区资讯电子产业在产业链向上攀升，一些品牌在

国际上已有较高知名度，如趋势科技、宏碁、华硕、明

碁，但与岛内资讯电子业的地位并不相称。台湾经

济部因而制定了七年期的“ 品牌台湾发展计划”，自

!""’ 年开始实施，推动品牌建设，整合相关资源长期

发展品牌，提供企业所需人才及营造优质品牌环境；

同时提升国际品牌价值的成长率，缩小与全球品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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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在台湾当局支持及厂商努力下，台湾地区资讯

电子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将不断攀升。

（二）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主要竞争对手

就目前而言，欧洲和美国的资讯电子业与中国

台湾的竞争不多：欧洲主要侧重通讯电子产品制造，

美国主要侧重于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都处于

产业链上游，台湾地区资讯电子业与其合作互补更

多。但台湾厂商开始与日系厂商在某些领域竞争，

如半导体生产。总体而言，台湾厂商主要竞争对手

还是韩国和祖国大陆。

韩国主要在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领域与中国台

湾竞争。韩国 !""# 年成为世界最大的 $%$ & ’()
显示屏生产国，占市场份额 *+, -.（ 台湾只占 #/,
-.），!""0 年资讯电子产品出口超过 +""" 亿美元，

成为继日本、美国和中国之后第四个电子出口大国。

韩国厂商，如三星、’1 电子等规模大，资本雄厚，而

且在产业链中与台湾位置相当，在半导体、移动电话

与液晶显示器等方面已经对中国台湾厂商形成严峻

挑战。

与韩国相比而言，祖国大陆主要在资讯电子产

业链中下游产品与台湾竞争。虽然大陆资讯电子产

业发展比较晚，但低廉的成本和广阔的市场吸引了

世界大厂，迅速成为硬件产品的生产重镇，也是台湾

厂商最主要的岛外生产基地。大陆资讯电子业全面

兴起，不仅包括硬件制造，而且产品设计和研发也开

始发展。总体而言，大陆与台湾只涉及较低层次竞

争，互补性更强，岛内厂商必须加快“西移”和布局，

形成合理的两岸产业分工，提升产业链位次和全球

竞争力。

三, 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

由以上发展历程及现状的分析可知，台湾资讯

电子业主要优势在于硬件制造，大部分是 234，技术

总体依靠引进，研发相对落后。进入新世纪，台湾厂

商日趋重视技术和品牌，岛内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

发挥既有优势，另一方面要积极开拓新的领域，主要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提升产品制造技术，保持原有优势

+, 台湾应加强 +! 吋以上工艺的晶圆制造，保持

台湾半导体生产的优势地位。据 5( 56789:;7 预测，半

导体产业将在 !""< 年见顶，而 +! 吋工艺已成为半

导体厂商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除了继续大力建

设 +! 吋晶圆厂外，台湾厂商也应积极参与国际联合

研发，在更先进的技术中占有利位置，同时努力提高

设计能力。世界半导体巨头通过控制设计掌握整个

产业的核心技术，获取 =". 的利润，而生产、封装和

测试等工序只能获得 #".的利润。虽然台湾晶圆代

工能力很大，但技术多不能自主，厂商应借助岛内完

整的产业链，争取成为独立的半导体厂商，进而带动

5( 设计、封测等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岛内产业在全球

的地位。

!, 加强显示器产业的技术引进和研发。!""0 年

全球电视业获得大发展，平板电视成为市场主流，带

动了台湾显示器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大尺寸液

晶面板，出货量已超过日本，仅次于韩国。然而，日

本掌握显示器关键性材料技术和大量知识产权，韩

国三星、’1 集团又步步紧逼，岛内厂商必须引进和

研发超大型平板电视和液晶显示器相关的前瞻和关

键技术，显示器产业才会获得更大发展。

（二）以既有产业优势为平台，催生新的增长点

应以半导体、显示器和通讯设备等硬件生产优

势为平台，向新兴领域拓展，形成新的增长点。

首先是汽车电子业。汽车已由单纯的机械动力

升级为集机械、电子、半导体、光电、通讯等于一体的

高科技综合产业，车用影音系统、卫星导航系统、中

小尺寸液晶面板、车灯 ’3) 等，都广泛应用 5( 芯

片［<］，因而汽车有“第 *( 产业”之称，已成为对电子

产品需求增加最快的产业。目前，台湾业者已经行

动，由裕隆集团主导，结合鸿海、广达、华硕、仁宝计

算机等携手推动“ 5> 整车计划”，进军汽车电子市

场；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大厂鸿海和联电也进入汽

车电子业。

其次是进军新兴消费性电子和移动通讯领域。

新兴消费性电子和移动通讯领域商机丰富，如手机

电视和移动电视市场一直是 !""0 年业界关注焦点，

德州仪器、飞利浦半导体、飞思卡尔和三星电子早已

布局，飞利浦半导体已推出完整的 ?5@ 手机电视方

案。?5> 认为，!""/ 年增长最快的领域将是数字电

视，销售台数增长预计达 0!.，接下来是 4@#、手机、

个人计算机和数码相机［-］。台湾已经选定 ?2(、光

存储、数 字 影 像 产 品、发 光 器 件、光 通 信 器 件 及

434?、无线通信与光通信等为重点进行研发和生

产，台湾“经济部”还资助日月光半导体等 * 家厂商

组成研 发 联 盟，促 进 手 机 与 数 码 相 机 的 功 能 结

合［+"］，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然而，这些领域基本由

传统大厂主导，如数字消费性电子为索尼、松下等，

移动通讯为诺基亚、摩托罗那等，台湾业绩并不突

出，岛内厂商若能与这些大厂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同

时利用在台的微软资源以及液晶面板的优势，未来

必将大有作为。

再次是加强燃料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研发和制

造。目前全球 <".以上太阳能电池的制造与应用都

由日本、美国及德国控制。由于便携设备市场火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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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燃料电池因而成为业界新的焦点，!""# 年全球

太阳能电池市场已达 !$ 亿美元，!""# % !""& 年每年

增长率预计高达 ’"(，商机极大。目前燃料电池商

业化还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但是三星、东芝、三洋

和 )*+ 等已逐步解决技术难题，如东芝推出了能使

用 ’$ 小时的燃料电池原型，三星 ,-) 公司也开发出

一款用于笔记本电脑的燃料电池原型。太阳光电产

业从上游材料、中游系统组件到下游工业产品范围

极广，如燃料电池、太阳光电、太阳能电池、硅晶圆、

银铝浆、高透光低铁玻璃、储能组件等次产业。台湾

在半导体、平面显示器产业具有明显优势，发展太阳

光电产业基础好，应抓住机遇，加强投资和研发，取

得太阳光电产业的突破和发展。

最后是软性电子产品。由于电子商品可能向软

性化方向发展、朝可绕式的电子组件发展，如智能

卡、电子报纸、超薄手机、腕带式数字表等，软性电子

将对全球资讯电子业产生革命性变革。目前各国软

性电子研发还处于起步阶段，台湾应整合显示器、电

子电路、软性构装等领域的技术，掌握关键知识产权，

并将其商业化，使台湾成为全球软性电子设计与技术

研发中心，这必将对岛内资讯电子业产生深远影响。

（三）推进产业协调发展，创造台湾品牌

./ 发展软件业，推进整合性创新。台湾资讯电

子产业以硬件为主流，软件业很薄弱，而其又是尚待

开发的金山。目前，台湾硬件垂直体系基本整合成

功，下一步应考虑促进软件业发展，建立软件业的垂

直分工体系。更重要的是，通过软、硬件业平衡发

展，整合有形（ 实体世界、有形财产与硬件）与无形

（虚拟世界、无形财产与软件），推进整合性创新，实

现产业链整体串联，岛内资讯电子业必将提升到新

的水平。

!/ 注重研发，创造品牌。台湾资讯电子厂商的

成功大都是追寻 01+ 战略，部分厂商能从 01+ 过

渡到 0-+，但 鲜 有 从 0-+ 过 渡 到 0*+（ 02343567
*2658 +659:6;<92=2），如台湾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公

司———广达花十年时间从 01+ 变成 0-+，但迄今

尚非 0*+。台湾厂商只要试图自创品牌，就会和国

际大厂冲突，动辄被威胁取消订单，自创品牌通常无

疾而终。台湾已具备较好的人才和技术基础，在美

国申请的专利位居第四。此外，台湾资讯电子厂商

品牌发展也取得一定成效；台湾经济部启动了“品牌

台湾发展计划”，有助于提升资讯电子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台湾虽然产品精良，但企业规模一般不大，要

真正发展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只有推出

品牌，台湾资讯电子业才会真正提升，才能在竞争中

处于有利位置。

（四）加强两岸产业协作，共同应对国际竞争

台湾厂商应及早转变仅把大陆当作代工基地的

做法，借助大陆优势，事先布局，共同发展。如大陆

的 >- ? ,@-+A 是国际公认的 ’B 通讯三大标准之

一，’B 通讯的市场额达 .’"" 亿美元，而台湾在手机

生产与研发设计方面有优势，双方可以共同推动通

讯产业的合作，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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