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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國對外貿易重要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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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Hearing Re: Omnibus Report on Significant Trade Deficits, Docket No. DOC 2017-0003 

Testimony of the Coalition for a Prosperous America, May 18, 2017 

 近年來美國商品貿易赤字

擴大，經濟成長率下降 

 對部份國家赤字金額極大 

 且部份國家對美商品貿易似有

單向不公平貿易競爭情形 

 

 

 



Comment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Regarding  Administration 
Report on Significant Trade Deficits  (Docket DOC 2017-0003)  

1.2  美國製造業產出及出口 

 川普觀點：自由貿易協定不利對美國製造業出口 

 



1.2-1  美國前15大商品貿易逆差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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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入超額排序 1994年金額 2001年金額 2011年金額 2015年金額 2016年金額 
2016年雙邊貿易 

(X+M)排名 

1. 中國大陸 -295.1 -831.7 -2951.9 -3,671.7  -3,470.4  1  

2. 日本 -656.7 -710.1 -645.6 -689.2  -689.4  4  

3. 德國 -125.2 -297.2 -502.4 -748.5  -648.7  5  

4. 墨西哥 +13.5 -300.4 -645.8 -606.6  -631.9  3  

5. 愛爾蘭 -304.1  -359.5  15  

6. 越南 -309.3  -319.6  16  

7. 義大利 -279.5  -284.6  11  

8. 南韓 -16.0 -134.6 -123.7 -283.1  -276.7  6  

9. 馬來西亞 -216.9  -248.2  18  

10. 印度 -233.4  -243.1  9  

11. 泰國 -174.0  -189.2  21  

12. 法國 -177.1  -158.2  8  

13. 瑞士 -92.1  -136.7  12  

14. 台灣 -96.0 -147.5 -144.3 -150.5  -132.7  10  

15. 印尼 -124.8  -131.7  27  

  總額 -1506.3 -4223.7 -7406.5 -7,456.6  -7,343.2         --- 

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 

 川普觀點：美國商品貿易赤字在WTO規範及FTA下擴大 

 



1.3  美國出入超主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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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出入超之主要產品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2017 年3月 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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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美中貿易而言，電子資通訊與機械及其零件亦為主要入超項目 



1.4  美國製造業就業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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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企業國外子公司之僱用人數－按國別分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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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政府擬由雙邊貿易談判及稅改，降低赤字、並推動製造業回流  

 由於中國大陸及墨西哥被其視為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問題所在，因此

可能成為美國雙邊談判或採懲罰性關稅之主要對象 

公平貿易與競爭
與稅制改革 

- 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 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談判 

- 採行平衡稅措施針對中國大陸的出口補貼與其他不公平的優勢 

- 研擬對中國大陸及墨西哥分別課徵懲罰性關稅 

- 研擬對所有進口商品課徵進口稅 

- 研擬邊境調整稅以達「抑制進口」及「鼓勵出口」之成效 

- 針對企業未匯回的國外利潤：於匯回美國時，課徵一次性的10%稅負 

邊境調整稅實務上具有增值稅（value added tax, VAT）的精神，目前美國尚未實施增值稅制，因此研擬以邊境調整稅來調整。在
此稅制下，將使企業的進口投入(含中間材)不能再做為成本而自稅基扣除，而出口營收稅賦則可免除，進而改變貿易財的國內
外相對價格，並透過替代效果，使美國企業減少進口，提高在地採購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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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川普政府貿易政策 



2.2  川普新貿易政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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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就任迄今114項總統指令 (含總統命令、備忘錄及文告) 
 總統命令(Executive Order)；目前共36項，與貿易相關重要者有： 

           21. 重大貿易逆差檢討報告 (3.31) 

                   (Regarding the Omnibus Report on Significant Trade Deficits) 

           23. 建立更有效的反傾銷、平衡稅及違反貿易及海關法令之蒐集與執行  

           24. 購買美國商品及僱用美國人 (4.18) 

           31. 設立貿易及製造政策辦公室 (4.29) 

           32. 處理違反貿易協定或不當貿易 (4.29) 

 總統備忘錄(Presidential Memorandum)；目前共32項，較重要者： 

              2. 正式退出TPP協商，並表明重新協商NAFTA 

              7. 輸油管工程雇用美國人 (且須優先使用美國鋼材) 

           24. 下令商務部長調查美國進口鋼鐵是否危及國家安全 

           28. 下令商務部長調查美國進口鋁製品是否危及國家安全 



2.2-1   重大貿易逆差檢討報告 (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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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arding the Omnibus Report on Significant Trade Deficits 

 為改善美國鉅額商品貿易赤字問題，總統要求官員與專家洽談或舉辦

公聽會，並在總統命令公布後90天內遞交重大貿易逆差檢討報告 

 前述報告要求界定2016年對美鉅額商品出超國名單，且名單中每一個

貿易對手均應包含下列內容： 

1. 評估美國對該國商品貿易入超的主要原因，包含差別關稅、非關稅壁壘、不當傾銷、

政府不當補貼、剽竊智慧財產權、強迫科技轉移、漠視勞工權益及標準，以及其他歧

視美國商業的任何形式。 

2. 評估美國貿易對手是否透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包含法令、規章或實務)，對美國商業加

諸不公平的負擔，或不公平地歧視美國商業，並使其處於不公平的劣勢。  

3. 衡量貿易關係對以美國為生產基地的製造業及國防工業的生產能力及競爭力的影響。  

4. 衡量貿易關係對美國就業及薪資成長的影響。  

5. 界定可能損害國家安全的進口及貿易實務。 



2.2-2  購買美國商品及僱用美國人 (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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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 

 「購買美國商品」(Buy American Laws)：為促進美國經濟成長，創造薪

資優渥的工作機會、強化中產階級、支持美國製造及國防工業，川普

總統要求有關取得聯邦金融援助、「聯邦採購」的法規規範，應提及

購買「美國商品」，要求購買「在美生產」的鋼鐵、鋁、水泥及製造

產品(含零組件) 

 命令發布150天內，各聯邦機構須自行評估符合「購買美國商品」(Buy American 

Laws)的情況，並向商務部長與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長遞交評估報告； 

 商務部長及美國貿易代表應評估所有美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及WTO協定有關政府

採購適用「購買美國商品」的影響，包含執行偏好採購國內商品的影響。 

 「僱用美國人」(Hire American)：聯邦機構應嚴格執行與監督美國引進

外國移工之相關規範，如緊縮H1-B簽證申請資格 



2.2-3  處理違反貿易協定或不當貿易 (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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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ing Trade Agreement Violations and Abuses 

 為確保所有與美國有關的貿易及投資能促進美國經濟成長、有利美國貿

易帳及強化美國製造基礎，川普發布總統命令，責成相關官員檢視既有

貿易及投資協定。檢視內容如下： 

1. 所有涉及美國的雙邊、多邊及多方(multilateral)貿易及投資協定。 

2. 美國與受WTO規範國家所有貿易，其中與美國尚未簽訂貿易協定的國家，但卻造成

美國鉅額的商品貿易逆差。 

 發布180天內向總統提交報告，做為日後協商參考。報告內容應包含： 

1. 前述貿易或投資協定是否有違反美國貿易、投資協定，或違反WTO規範，或濫用貿

易損害美國民眾或製造商、農民、智慧財產權、並降低創新或影響國內研發之情形 

2. 貿易或投資對手是否有不公平對待美國貿易或投資方，導致美國蒙受損失之情形 

3. 是否有貿易、投資協定、貿易關係或特定的貿易方案無法達成創造工作、有利美國

貿易、擴展市場窗口、降低貿易壁壘，或增加出口之情形 

4. 對前述事項提出法律上及適當的行動建議，以修正不公平之情形 



2.3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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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6 Annual Report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identified four major priorities: 

1. Defend U.S. national sovereignty over trade policy  

2. Strictly enforce U.S. trade laws 

3. Use all possible sources of leverage to encourage other countries to open their 

markets to U.S.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provide adequate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4. Negotiate new and better trade deals with countries in key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USTR has applied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to address unfair foreign 

government measures, “Special 301”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and Section 1377 of 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 for telecommunications trade problems. 



2.4  USTR 「2017年各國貿易障礙評估報告」 

  2017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 

 係依據1988年美國「綜合貿易及競爭力法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公布本報告 (2017年3月31日公布) 

 報告臚列外國政府對美國出口造成顯著影響之貿易障礙，以及美國政府為

提升美國出口及捍衛就業機會，改善或解決該等障礙所作之努力與成果 

 報告將外國貿易障礙分為10個項目如下： 

1. 進口政策 (如關稅和其他進口費用) 

2. 食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疫(SPS)和技術性貿易障礙(TBT) 

3. 政府採購                                                  4. 出口補貼 

5. 缺乏智慧財產權保護                              6. 服務業障礙 

7. 投資障礙 (如限制外國股權參與)          8. 政府允許之國有或私營企業反競爭行為 

9. 數位貿易壁壘                                        10. 其他障礙 (如賄賂和腐敗) 

 14 



3.1  全球供應鏈之發展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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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供應鏈簡介 

全球供應鏈上的生產/服務活動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2015), Guide to 

Measuring Glob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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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美國在全球供應鏈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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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企業專注產品研發設計，透過全球供應鏈，在國外生產製造，

配銷至全球，因此服務貿易享有順差，而商品貿易呈現逆差 

資料來源：央行 (2017 年3月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 

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商品與服務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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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pple與全球供應鏈 

 Kenneth L. Kraemer, Greg Linden, and Jason Dedrick (2011), “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 Apple’s iPad and iPhone” 17 

iPad value capture 



3.3-1  半導體產業供應鏈 

 Written Comments from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Before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8 

 2016 U.S. Semiconductor Trade Balance Data for the 13 Countries 

 美國半導體產業對中國及墨西哥享有貿易順差 



3.4  川普能否有效推動製造業回流 

19 

 Peter Navarro(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對全球供應鏈的觀點 

 德國製造業吸納該國約20%勞動力，美國則僅8%；執政當局希望重建美國產業

基礎，扭轉製造業勞動力下滑的趨勢 

 主要目標是讓美國重新成為商品製造國，而非僅從事外國零件的組裝；讓所有

原本應屬於美國的供應鏈及製造業產能重新回歸至美國 

 iPhone供應鏈短期內能否回流美國 

 iPhone供應鏈移回美國，生產成本將增加，使終端售價上升壓縮蘋果獲利，並

影響市場競爭力 

1. 生產要素及成本：美勞工平均工資相對偏高、技術勞工不足 

2. 產業聚落與地理區位：仍未具備中間零組件及組裝等聚落 

 美國製造業須將仰賴自動化與智慧化生產 

 iPhone生產線如移回美國，創造工作機會成效恐不如預期 

 

 

 



20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2017 年3月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 

☼ 頁岩油革命有利礦業、基礎化學等產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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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台美貿易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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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台美商品及服務貿易主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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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7年3月2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會議「 中央銀行業務報告」 資料來源：美國商務部 

 2015年美對台之智慧財產權使用費順差達52.6億美元 

 主要商品逆差項目：電子資通訊產品、鋼鐵及其製品與汽車及其零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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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台美貿易統計差異 

資料來源：2017年3月2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會議「 中央銀行業務報告」 

 依台灣數據，美對台商品貿易逆差僅49億美元；如加計服務貿易，

美國對台灣貿易逆差更大幅縮小 

 第三地轉運商品：美國產品經由第3 國轉運台灣，未列入美對台出口 

 台灣製程大量使用美國專利權，每年支付美國鉅額智慧財產權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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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川普推動供應鏈回美之衝擊 

 川普如以租稅手段促進製造業回美，將對全球供應鏈產生影響 

 亞洲國家出口相似度雖較低，但在第三市場與美企的競爭亦會受到衝擊 

 考量GDP規模，墨西哥及加拿大或受較大衝擊，亞洲國家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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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2017 年3月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 

註：墨西哥、新加坡、德國及中國大陸為2015年的資料。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主計總處、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及IHS Global Insight 

 各國機械、電子資通訊及運輸設備對美國出進口金額 
相對各國GDP的比率(2016年) 

0

5

10

15

20

25

墨
西
哥 

加
拿
大 

新
加
坡 

馬
來
西
亞 

台
灣 

南
韓 

泰
國 

德
國 

菲
律
賓 

日
本 

中
國
大
陸 

瑞
士 

% GDP 



25 

5.2  貿易保護政策對台之衝擊 

 台灣在全球價值鏈參與度高，須強化創新促進產業升級以因應衝擊 

 台灣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程度達67.6%，位居微笑曲線中(上)游 

 強化台灣產業之創新投資，有助促進台灣產業在供應鏈中提升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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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2017 年3月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 



5.3  台美貿易關係(貿易障礙) 

  美國2017年各國貿易障礙評估報告 (有關台灣部份之重點) 

 過去1年來美對我關切事項及雙方對話進展之重點如下：    

1. 動植物防疫檢疫（SPS）：美方持續關切我豬、牛議題未依據國際標準及遵守雙邊協

議規範；美方另就我訂定農藥化學品殘留容許量（MRL）之進展表示肯定 

2. 技術性貿易障礙（TBT）：美方對於行政院將與貿易、投資及智財權相關的法律與行

政命令之修法評論期由14天延長至60天事表示肯定；另關切校園膳食禁止含基改食

品、含基改原料食品強制標示、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及化學物質登記制度等 

3. 農產品輸入：美方關切我稻米採購制度之透明化、有機產品之同等性相互承認及「料

理用酒精產品」課稅等議題 

4. 智慧財產權：美方肯定我強化營業秘密及藥品創新保護之作為，樂見雙方簽署之智財

權執法合作備忘錄已於本年2月生效實施；美方將持續關切網路線上著作權執法、著作

權修法進展、財權之執法等議題 

5. 其他議題：美方在報告中另關切我投資審查程序之透明性與一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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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運作等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 (2017.4.1) 26 



 深化台美雙邊貿易與投資，增進彼此經濟發展 

 台灣為高度參與全球價值鏈且資源有限的小型開放經濟體，美國為台灣重要

貿易夥伴，且彼此具互補關係；台灣應致力拓展雙邊的貿易與投資關係，強

化合作可增進彼此經濟發展 

 順應美國製造業回流政策調整全球布局，台商可將部分生產線由中國大陸移

至美國，貼近市場並提升競爭力 

 「2017企業領袖訪美團」參與美國商務部主辦之「 SelectUSA投資

高峰會」(6/18~6/20) 

 藉此活動引導我方企業擴大投資美國，將台、美供應鏈從「單向」強化為

「雙向」 

 據統計，目前企業界報名參團達130人，包括石化、鋼鐵、電子資通訊、生

技、機械、航太及工程等產業 

6.1  深化台美雙邊貿易與投資 

27 



 Initiate new relationships: Meet with 
hundr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EDOs) and thousands of 
potential investors in one place 

 Learn about resources and tools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Obtain an overall impression of the 
market situation 

 Connect efficiently: Online and on-site 
matchmaking makes it easy to meet the 
right people and get the most out of 
your visit 

 Gain new perspectives from top-level 
executive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ndustry leaders 

 28 

 Top 5 Reasons to Attend the 2017 SelectUSA Investment Summit 

 

Sourc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6.1-1  SelectUSA Investment Summit 



6.1-2  臺商高度關注「美國製造」政策 

29 資料來源：美國重大貿易逆差綜合報告臺灣評論意見，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2017/5/8) 

 川普推動「美國製造」政策，已引起台商關注 

 根據臺灣統計，截至 2017年 1月，臺灣對美投資金額為 145億 3,900萬美元，美國

對臺投資總額為 237億 7,700萬美元，雙方合作關係密切 

 近3年來，臺對美投資金額甚至已超越美來臺投資金額；為美國創造大量就業 



資料來源：美國在台商會《2017年台灣白皮書》 

6.2  加強台美經貿關係(美商觀點) 

 美國在台商會 (AmCham Taipei) 觀點 

30 



6.3  強化優質台美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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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產業創新政策，強化與美國之緊密夥伴關係，維繫在國際分工

體系的重要地位 

 致力「五加二」 產業創新計畫外，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文化科技，晶

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等之發展，此與美國創新應用 (如人工智慧、虛實融合

技術、航太與智慧機械等) 發展方向一致，可深化台美創新連結，強化產業

合作，有利於提升台廠競爭力，並加入美國在地供應鏈體系 

 加速轉型先進製造，培育高階技術人才，促使資通訊、機械等在地產業聚落

再升級，成為全球工業4.0、物聯網與大數據等之新群聚基地，以利產業根留

台灣，亦可吸引外資來台投資 (如美光看中台灣半導體產業聚落及科技人才

優勢，加碼投資台灣) 

 政府可持續透過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之架構平台處理雙方關切之

事項，強化台美雙邊產官學界合作交流，以共創互利的經貿條件，有助提升

台灣產業在供應鏈之深化與升級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2017 年3月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 



6.4  提振國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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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經常帳順差達GDP之13~14%，易成為川普政府關注焦點 

 經常帳順差反映超額儲蓄，超額儲蓄反映國內投資率低於儲蓄率 

 根據國民所得會計帳，輸出–輸入= 儲蓄–投資 (X–M = S–I)，此即經常帳順差

反映儲蓄大於投資 

                           GDP = C + I + G + (X –  M)       且      GDP = C + S + T 

                      X –  M = (S – I) + (T – G) : 如財政平衡，且所得收支餘額亦呈平衡 

                      經常帳順差反映超額儲蓄 

 台灣在2011至2015年間，平均儲蓄率升至32.3%。2015年的儲蓄率更高達

34.7%，為各年最高。同期間，平均投資率則降至21.5%。在此5年間，累積

的超額儲蓄高達新台幣8.7兆元，平均超額儲蓄率達10.8% 

 擴大投資 (前瞻建設)    降低超額儲蓄    經常帳(貿易)順差減少    



6.5  新南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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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新南向政策，擴大與東南亞國家之經貿交流，延伸供應鏈 

 台灣出口市場及產品過度集中，新南向政策可分散市場風險 

 參與東南亞國家供應鏈，並可以其作為進軍美國市場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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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新南向18個經濟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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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跟新南向目標18國之中的10個東協國家，經貿往來已相當密切 

             出口比重                 東協10國     18.3%         (新南向：21.2% ) 

                                                      美國             12.0%  

                                                      日本              7.0 % 

                                                      中國大陸    26.4%         (另香港：13.7 %)  

 新南向18個目標國，具經濟發展潛力 

     1. GDP占全球之 9.1% 

     2. 東協及南亞國家70 % 的人口不滿40歲 

     3. 經濟成長快速  (預期 2017-2021年平均)           全球              3.1 % 

                                                                                            東協10國      4.8 %  

                                                                                            南亞6國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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