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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韓經濟發展與策略有其相似 

臺、韓的主要進出口國家 

WEF 發佈的臺韓的經商的阻礙因素 

台、韓皆關注第四次工業革命 

 台灣聚焦5+2「五大產業創新研發計畫」與新農業與循環
經濟 

 韓國九大國家戰略項目 

面對全球經濟新平庸成長，均關注以「創新、創業
」提升所得與促進就業； 

 強調政策關照社會大眾需求與有感。 

台、韓均注意開發中國大陸市場 

 兩岸ECFA、韓中FTA 

 台、韓在開發中國大陸市場有無合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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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韓開發新興產業領域 

 推動產業創新或發展具前
瞻性的產業。 

 產業創新必須和全球技術
領先的國家加強接軌。 

 產業創新必須有現代化的
法規制度給予充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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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九大國家戰略
項目 

挖掘新增長動力 

無人駕駛技術、輕
型材料、智慧城市 、
人工智慧、AR/VR 

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精密醫療 、新藥開
發 、碳資源化 、
粉塵 



1. 台、韓對應中國大陸產業競爭 

近年紅色供應鏈快速崛起與自主創新政策下，台
、韓業界面臨出口中國大陸或海外市場困難與挑
戰。 

 台、韓業者有其遭遇紅色供應鏈與「僵屍企業」特殊
競爭經驗，但難以掌握全貌，更難擬定合宜的競合策
略。 

建議合作議題與模式： 

1. 研析評估「中國企業」的競爭實力水平，與分析其競
爭實力主要來源。 

2. 分就產業、地區與國有/民營企業分別評估。 

3. 合作方式：台、韓雙方學研界分別多元蒐集遭遇紅色
供應鏈的案例，透過整合研究提供業界與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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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韓與陸於東協地區具合作潛力 

2016年5月27日韓中兩國在首爾召開第14屆經濟
部長會議，討論議題包括：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與韓國「歐亞倡議」，以
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為主題，推動兩項戰略的對接。 

台灣新南向政策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有合作
空間。 

 台灣政府發佈的「新南向政策綱領」，其「新南向政
策行動準則」明列「兩岸善意互動及合作」。 

台韓就中國大陸建立新貿易規範探討合作模式： 

 互聯網+外貿轉型，即結合外貿的跨境電子商務模式
，建立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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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韓在中國大陸的地方經貿合作 

韓以多元方式開發中國大陸龐大內需市場，靈活運
用城市對城市、點對點、區對區推動合作落地等： 

 威海市和仁川自由經濟區：地方經濟合作示範區 

 紹興市和大邱市：汙水處理等水資源技術合作 

 2016年5月9日，江蘇省政府與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簽署
貿易合作MOU 

 「中國資金+韓國技術」將成為陸韓經貿合作新模式 

2016年兩岸520後，已少有官方對話。預期兩岸經
貿合作可能將多倚賴業界組織與地方政府聯繫。 

 中國大陸部分地區因台商大量投資，與台灣產業密切合
作。 

「中國資金+韓國技術」+台灣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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