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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與公協會、業主以及與國際展商互動，

我們觀察到海外買主心中擔憂著一件事：「台海

若發生戰爭，台灣扣件供應鏈是否會中斷？」。

買主開始希望台灣業者透過在東南亞或其他地

區設廠 (也就是「台灣 +1」的概念 )，在別國開
闢供貨生產線，以避免斷貨之憂。俄烏戰爭已持

續超過 500天，導致全球通膨、升息、物價飆漲
與民生不便。此戰爭所推升的全球痛苦指數，讓

每個人都深刻體會。若中國對台灣發動戰爭，痛

苦指數必然超越俄烏戰爭好幾倍，將引發全球

大動亂。不可否認，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緊繃主要

受到中美競爭與摩擦的影響，間接導致了台灣

必須在政策方面做出選擇。中國的軍事與政治

舉動不可否認地促成了「+1」的趨勢白熱化。儘
管如此，此趨勢是否影響到台灣扣件產業，這是

值得釐清的。由此，本文將我們遇過的經歷，透

過以下幾個不同的思考角度，分享給大家參考。

戰爭，只會造成海峽兩岸的妻離子散與苦痛。台灣與中國之間有

錯綜複雜的情感，而且過去以來共同營造的經濟發展非常成功，

因此台灣不會去貿然製造發動戰爭的理由。兩岸的領導者也應有

智慧去選擇一種彼此都能磨合和共存的生活方式，不應因為一時

的衝動而毀滅這幾十年來的發展。

開戰代價不斐

中國假若要攻打台灣，首先要面臨全球有史以來最大範圍的

海事作戰，兩岸隔台灣海峽寬達 77至 140公里，對於有軍事背景
的人士來說，不難了解此種登陸大作戰的難度之高。官方數據顯示，

台灣目前有 70萬預備軍人，可在戰爭發生時立即應對。台灣還透
過晶片供應與軍武採購，獲得許多優良的武器，相信有足夠力量

自我保衛。俗話說勝者為王 (歷史英雄 )，敗者為寇 (歷史敗類 )。
兩岸戰爭的風險與後遺症，在國際上已有許多專家提出警告。一

旦開戰，台灣與中國各自的經濟建設都將毀於一旦，經濟重建勢

必將花費數十年。有誰能付得起如此沉重的包袱？

兩岸若開戰，是否影響扣件產業發展？

台灣扣件的可取代與不可被取代性

全球扣件產銷市場規模有 850億美金 (產量 2000萬噸 )，其
中台灣的規模約 50億美金 (150萬噸 )。與台灣晶片佔有全球九成
的市佔率相較之下，台灣在全球的扣件占比相對沒那麼大。台灣

扣件平均落在中等價位，若發生戰爭，要找到其他國家來買到同

等於台灣等級的產品並不困難。惟需點出的是，台灣扣件雖然在

價位上可被取代，但其研發技術、生產管理、信譽保證，以及建構

的全球最完整的供應鏈、產品高附加價值與服務滿意度，是台灣

獨有且不可被取代的特色。

扣件並非關鍵戰略物資

扣件並不是晶片那般極度關鍵的戰略性物資，若發爭戰爭，

台灣扣件工廠被攻擊的可能性不高。台灣已有建立完整供應鏈的

經驗，此外許多台灣扣件廠商在海外有設立據點且也有供貨能力，

因此即使經歷了戰爭也能迅速恢復生產扣件。綜觀來看，若發爭

戰爭，不至於對台灣扣件造成核彈級的毀滅，也不太可能造成全

球大恐慌與大缺貨。

台灣扣件也要台灣扣件也要 +1+1？？
釐清衝擊、建立買主信心 更為首要！

您也擔心嗎？

台灣沒有挑釁中國的意圖與本錢

台灣從未期望過戰爭，也不會主動引發戰爭。

台灣的現狀，是受到地緣關係與歷史包袱的影響。

台灣人民心裡清楚知道，並不會想透過戰爭來達到

某種目的。

台灣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往來。過去 30年，台
灣對中國投資了超過兩千億美金，有超過 1萬家台
灣企業在中國設廠。在中國營運的台灣扣件企業就

有超過 100家。根據財政部，台灣 2021年出口額創
新高，約達 4464億美元，其中出口到中國佔 42% 
(1,874億美元 )，貿易出超將近 600億美元，顯示中
國對台灣的經濟貢獻度不小。

在中國就業的台灣人民已超過 50萬人，在台灣
就業與求學的中國人有超過萬人。根據政府的統計，

台灣與中國通婚的伴侶已超過十萬對，因此若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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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過去20年台灣扣件出口金額

圖2. 過去20年台灣扣件出口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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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扣件趨勢線不受影響

台灣政治、經濟發展與社會治安非常穩定，在過去

三年來完全不受戰爭的疑慮與疫情的影響。甚至在過

去 20年來，台灣扣件出口一直呈現 20度向上爬升的
大趨勢線 ( 見圖 1與 2)，其中僅會受到全球經濟景氣
的影響，而未受到政治與戰爭因素的影響。

台灣加 1，售價就能減 1嗎？

不可否認，台灣有部分業者配合買主的訴求，前往

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建廠，以分散風險。然

而，台灣扣件產業大多由中小企業構成，人力、物力與

資金並不雄厚。近年全球扣件景氣不如預想中的好，加

上未來還有碳稅與環保相關的成本，因此若要前往海

外設廠，壓力很大。事實上以現況來說，在別國設立產

線的成本已不低於在台灣的生產成本，有可能使台灣

業者無法為買主提供更好的價位以及服務滿意度。綜

合以上所有因素來考量，台灣與中國已沒有直接摩擦的

要件。台灣引戰並無任何好處，而且中國是全球最大的

市場，非常符合台灣經濟發展所需。

面對亞太緊張情勢

需要所有人對台灣扣件抱持更多信心

釐清台海緊張情勢對台灣扣件產業的衝擊範圍後，我

們認為買主其實不至於需刻意要求台灣業者也要跟上「+1」
的列車，因為如同前述，這麼做不一定能讓台灣為買主提供

更好的價格。但話說回來，買主會擔心並非沒有理由，這凸顯

出台灣業者必須透過許多方式讓買主對台灣扣件供應的「安、

穩、強」更有信心。惠達雜誌作為溝通的橋樑，其責任是為業

者與買主分析出衝擊的範圍，希望藉此開啟更多溝通空間。

相信來造訪過台灣的買主都可感受到台灣並沒有戰爭的氛

圍。更有甚者，新台幣與美金已堪稱為世界兩大升值貨幣，且

在台灣土地價格已暴漲三倍，也沒看到出國移民潮。此外，美

國國務院在 7月 11日將台灣的旅遊警示風險維持在最安全
的第一級。惠達在此也呼籲全球買主，台灣扣件是全球最有

韌性、耐受力與反彈回增力的產業之一，我們也舉出了圖 1與
2作為佐證。台灣正以前所未能及的高度走出世界，正因如
此，我們更需要全球買主看見台灣扣件的優勢並擁有更多

信心，這樣才能為台灣與全球一同持續創造「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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