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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業
供應鏈新格局

雙11阿里巴巴當日營收又創歷史新高，達人民幣

571.12億元，手機與平板移動無線占比42.6%。電商的發展

勢不可擋，這股影響已擴大到217個國家，海外地區消費前

10名分別是香港、俄羅斯、美國、台灣、澳大利亞、新加

坡、加拿大、澳門、巴西、馬來西亞，電商已成為世界商

品移動的大平台！

電子商務這樣的迅猛發展，未來產業供應鏈要如何創

新，我們從自貿區、汽車、醫療、食材、電商等領域來看

看這些產業供應鏈的創新模式！

                                              （本刊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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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
對物流業的影響

 文 / 臺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全球運籌研究中心
徐志宏研究員

  勤益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
賴建榮教授

美國 SOLE 國際物流協會臺灣分會
鄒伯衡秘書長

因應臺灣經濟結構轉型需要及國際區

域經貿整合趨勢，政府提出「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以強化臺灣國際競爭力。在發

展活力經濟政策上，以規劃設置自由經濟

示範區，作為提升經貿自由化與國際化之

試驗基地。期藉此範例試行，降低國內自

由化阻力，並營造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

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 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

有利條件，以達成國際接軌、融入國際經濟

整合之目標，以強化經濟成長動能。基於

此，本文將探討臺灣自由經濟示範區對物流

業的影響。

為何要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

 ■ 對外經貿關係是生存與發展的命脈
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通常經濟自由度

愈高，經濟發展程度也就愈好。再從臺灣經

濟發展歷程來看，幾次不同程度的自由化，

都為臺灣下一階段創造有利條件。例如：民

國40、50年代，外匯與貿易改革，設立加工

出口區；民國60、70年代，貿易、投資、匯

率、利率自由化，設立科學園區；民國80年

代，推動金融、電信自由化與國際化等。

由於臺灣為海島型開放經濟，天然資源

貧乏，對外經貿關係是生存與發展的命脈。

面對自由化與全球化的趨勢，臺灣應當持續

開放，和國際接軌，才能提升競爭力，確保

經濟持續穩健成長。臺灣雖於2002年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但面

對談判停滯，各國均主動透過區域經濟結盟

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等

方式，以加速區域經濟整合，落實自由化，

降低貿易障礙，以吸引國內外企業投資。

 ■ 區域整合趨勢下邊緣化的風險 
為降低貿易障礙，各國無不亟思採取各種

整合方式來提高自由化。臺灣主要競爭對手韓

國，亦已與美國、歐盟、東協等主要貿易國家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此外，美國主導的跨太平

洋經濟夥伴協定(TPP)，以及東協與中國大陸、

日本、南韓等國家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亦已逐漸成形，中國大陸、日、韓自由

貿易協定談判也即將開花結果。

以亞洲鄰國而言，新加坡、韓國、泰

國、緬甸、寮國等均已成為RCEP談判成員，

越南、馬來西亞更已加入TPP談判國。其

中，以韓國為例，韓國已經和全球前三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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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美國、歐盟、中國大陸達成FTA談

判，全球貿易覆蓋率將達到62.56%，反觀台

灣，目前貿易覆蓋率只有9.69%，對於高度

依賴出口以帶動經濟成長的臺灣而言，尤為

不利，若不積極尋求其他突破之道，恐將造

成國內產業及經濟整體發展之負面影響。區

域整合趨勢如圖1所示。

圖1  區域整合趨勢

資料來源:經濟速報

 ■ 臺灣因應做為
臺灣在2003年7月通過《自由貿易港區

經濟部廣告

經濟速報經濟速報

區域經濟整合區域經濟整合

東協 + 6
臺灣被孤立？
　　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是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軸心，「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即是以東協為主軸，逐步與中國大陸、韓國、日本、澳紐及印度簽署共5個「東協加

一FTA」，再進一步整合。

　　臺商長期以來深度參與東南亞地區產業分工，將我國生產的零組件、半成品、中間財等

出口至東南亞，利用當地充沛勞動力生產製造之後，大部分製成品再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市場

，建立綿密的生產供應鏈網絡，成為亞洲生產分工體系中重要的一員。

　　RCEP談判預定於2015年底完成，且在談判完成前不開放其他成員國加入。2013年

RCEP 16國占我國貿易總額56.51%，達3,252億美元。2003至2013年我國對RCEP成員國之

投資額占我國對外投資額高達82.56%。若我國仍未加入RCEP，未來RCEP協定一旦生效，

將嚴重衝擊我國貿易與投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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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整合趨勢下邊緣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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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管理條例》，並設置進行國內外商務活

動的區域，謂之自由貿易港區(以下簡稱自貿

港區)。其目的是為了發展全球運籌管理經

營模式，推動貿易自由化及國際化，便捷人

員、貨物、金融及技術流通，提升國家競爭

力，並促進經濟發展。

面對各國紛紛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並積極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以促進經濟及貿易

發展。行政院進一步於2013年4月核定自由經

濟示範區(以下簡稱示範區)規劃方案，為了提

升經濟成長動能及國家競爭力，參與國際區域

經貿整合，以示範區先行模式，便捷人員、貨

物、技術流通，啟動示範區第一階段，並經核

定設置進行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先行先試示

範區域。期主動鬆綁法規及進行制度革新，以

創造臺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並提升國

內經濟成長動能，讓臺灣朝向「自由經濟島」

的方向邁進。自由貿易港區與自由經濟示範區

之加值作業比較如表1所示。

表 1  自由貿易港區與自由經濟示範區之加值作業比較

項目
自由貿易
港區

自由經濟示範區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推動時間 2003/07/23
啟動

2013/08/16
啟動

立法院審議中

區位 海空港管制區
7處

自由貿易港區7處
農業科技園區1處

1.現有自由貿易港區、農業科技園區、加工出口區、科
學工業園區及依產業創新條例管理之產業園區轉型。

2.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得勘選適當地點申設。

管理 無分級管理 無分級管理 採分級管理

通關方式 通報 通報 通關

大陸管制性貨物 區內自由流通 區內自由流通 區內自由流通

大陸管制性農產
品委外加工鬆綁

僅限於自由港
區內作業

經國貿局核准可採前店後
廠(活體不適用)，後廠限於
保稅工廠或其他保稅區。

可採前店後廠(活體不適用)，後廠不限於保稅工廠或其
他保稅區，亦可委託課稅區廠商，但加工後須全數回
區。

大陸管制性貨物
委外加工鬆綁

僅限於自由港
區內作業

僅限於自由港區內作業 未准許輸入之大陸貨品可採前店後廠，後廠可於課稅
區、保稅區、自由貿易港區或其他示範區，但加工後
須全數回區。

貨物輸出入簽證 涉簽證貨物，
輸出入均需申
請簽證。

涉簽證貨物，輸出入均需
申請簽證。

涉簽證貨物，如對國家安全、國民健康或國際承諾無
重大不良影響者：
1.自國外輸出入示範區得免申請簽證。
2.委外加工、檢測、維修之入出區得免申請簽證。

資料來源:臺灣港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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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推動示範區涉及許多法令制度的

鬆綁，並需要研訂特別條例以為推動依據。

因此，為掌握推動時效，示範區分兩階段推

動。第一階段2013年8月以不需立法，僅需

增修行政法規並執行相關配套措施等先行推

動，已核定第一階段推動計畫，並於六海一

空自由貿易港區與屏東農業生技園區先行啟

動。至於攸關第二階段推行成效之自由經濟

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已於2013年12月送

立法院審議。將於完成立法程序後，展開第

二階段示範區，以擴大示範區自由化範疇與

施行效益。

考量在一步到位推動全面性經濟自由

化，可能對國內產業有所衝擊，因此以示範

區小規模方式，先試行各項自由化、國際化

與前瞻性的措施，對外，除可宣示臺灣推動

自由化的決心，對內，亦可縮小影響範圍，

化解國人的疑慮。若示範區試行情況良好，

則可由點而面，推廣至全國，逐步達成全臺

自由經濟島的目標。政策目標說明如下：

加速人員、商品與資金的自由化
促進貨品、人員與資金的流動自由化，

創造良好的企業經營環境，讓企業得以進行

資源最有效的利用與配置。

促進國內法規制度與國際接軌
落實國內的市場開放，如放寬國內專業

服務業的限制，使國內法令規範能逐步接軌

國際，營造臺灣洽簽TPP及RCEP等區域經濟

整合之有利條件，加速臺灣融入區域經濟整

合。

發展前瞻性的產業活動
透過示範區推動智慧物流、國際醫療、

農業加值、金融服務與教育創新等，有助創

造新型態的營運模式，如在前店後廠的委外

加工模式下，即可連結區內與區外的產業價

值鏈，讓區內與區外企業能共同發展。而示

範區推動創新活動，除可提升國內業者的國

際競爭力，創造就業機會外，更可帶動國內

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轉型。

臺灣近年港務貿易量與貿易值

2013 年綜觀國際經濟情勢，雖然全球

經濟復甦緩慢，但中國大陸及東南亞貿易表

現支撐全球景氣成長，反觀臺灣經濟成長率

2.11%緩步穩定成長。國內外經濟穩定、兩

岸間經濟貿易活動日益頻繁、大型國際郵輪

灣靠與蘇花藍色公路麗娜輪八月開航、以及

港務公司實施獎勵措施等，致各項營運量與

2012年比較皆呈成長現象，進港船舶艘次成

長5.10%、貨物吞吐量成長1.90%、旅客人數

巨幅成長41.77%、貨物裝卸量成長2.16%、

貨櫃裝卸量成長1.19%、兩岸直航貨物裝卸

量7.98%、兩岸直航貨櫃裝卸量成長6.00%、

自貿港區貿易量值亦分別大幅成長38.75%及

28.67%。

2013 年自貿港區貿易量為1,409 萬公

噸(值新台幣5,017 億元)，較2012年比較增

加394 萬公噸(值增加新台幣1,118 億元)，

成長38 .75%(值成長28 .67%)。若按貨品

分，以柴油1,184 萬公噸，占84.03%為最

大宗；若按地區分，菲律賓368 萬公噸、

香港322 萬公噸、南韓223 萬公噸及俄羅斯

132 萬公噸，四大地區即占74.21%。於各

港中，以臺中港1,264 萬公噸(占89.67%)、

臺北港87 萬公噸(占6.16%)及高雄港52 萬

公噸(占3.71%)。表2與圖2為各自由貿易港

區貿易量與貿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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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自由貿易港區貿易量與貿易值

資料來源:臺灣港務公司

圖 2  各自由貿易港區貿易量與貿易值

資料來源:臺灣港務公司

示範區對物流業的影響

 ■ 問題分析
(1)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對臺灣現行物流

業之分類，包括鐵路運輸業、汽車貨運業、

郵政及快遞業、海洋水運業、航空運輸業、

運輸輔助業及普通倉儲業等7類，分由交通

部、經濟部及財政部管轄。

(2)提高貨物流通效率及降低營運成本為

物流業提升市場競爭力之關鍵因素，而目前

臺灣無法完整提供夜間及假日通關、簽審服

務，大陸貨物無法輸往課稅區加工再出口等

限制，無法滿足物流業者效率及成本面的需

求，故突破及鬆綁關務、簽審機制為臺灣發

展物流產業當務之急。又過去進駐或有意進

駐投資自由貿易港區之業者，於申請工商登

記、僑外專門或技術性人員聘僱許可、環保

許可、建築許可，常需往返奔波各權管機關

外，致降低業者進駐意願進而失去商機，故

立法授權港區管理機關辦理業者進駐港區所

涉公權力事項，發揮單一口服務功能，有其

必要。

(3)自由貿易港區腹地有限，面對全球

供應鏈之儲存、重整加工、轉運需求，僅能

夠造就少數企業創造服務商機，加上原有之

保稅倉庫機制，並不足以提供足夠之服務

能量，且保稅倉庫有其申請門檻，且部分規

定對於國內倉儲業皆是額外之投資成本與限

制，因此無法有效擴大國內倉儲業之範圍。

(4)另規劃建置e化雲平臺整合B2B、

B2G、G2G資源、活絡跨區連結、建置海運

快遞專區及完善基礎設施等措施，也是提高

物流業競爭力的作法。

 ■ 政策目標
建立互信、便捷、效率的創新管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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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提高貨物流通效率，提供業者自由便捷

經營環境，透過前店後廠委外加工模式，增

加國外廠商投資誘因，串聯國內及國際產業

供應鏈，帶動國內產業轉型與升級，並達到

參與國際區域整合之目的。圖3為智慧物流的

推動策略。

圖3  智慧物流推動策略

資料來源: 國發會

 ■ 解決問題之可能方法
(1)提供24小時通關、簽審服務，放寬免

辦理輸出入簽審貨物範圍之規定，以增加貨

物流通效率。

(2)簡化委託加工審查作業程序，放寬

區外加工時間彈性，以落實示範區「前店後

廠」及「委外加工」運籌模式，為國內物流

及關聯產業帶來商機。

(3)物流配銷免徵營所稅適用範圍由外國

營利事業擴及大陸地區貨主，增加國內廠商

攬貨誘因。

(4)提供業者一站式單一窗口服務，滿足

企業對公共服務之需求，塑造優質、簡便的

經商環境。

 ■ 成本分析

(1)為鬆綁通關、簽審作業措施，示範區

事業及區外受託加工業者需配合建置電子帳

冊系統，短期內將增加業者成本，但建置後

因可減少海關實地查核，有助業者提升營運

效率及競爭力。

(2)未來示範區遍地開花，業者數量增

加，海關人力有限，增加處理貨物通關及控

管貨物流向行政成本。

 ■ 效益分析
(1)擴大租稅優惠適用範圍，吸引更多國

外貨物來臺進行簡單加工及儲存，強化區域

貨運集散之功效。

(2)提供便捷不中斷的通關、簽審服務，

增加貨物流通效率。

(3)放寬未開放大陸物品加工轉型，吸引

外企及陸資來臺從事物流加值配銷活動，強

化臺灣成為全球運籌中心地位。

(4)業者將未稅貨物以委外加工方式將生

產線往區外延伸，並進行「多製程加工」一

條龍產業合作模式，有效串連國外及國內產

業(包括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保稅工

廠、課稅區廠商) 上中下游企業，建立緊密

的供應鏈。

(5)已吸引超過10家國外供應商委託國內

港區事業(國際物流中心)建立發貨中心，吸

引超過100億元之外貨(包括自行車零組件、

工業原料、醫材、酵素原料)來臺進行物流與

各項重整加工加值服務，創造2億元以上之

物流服務營收，並帶動國內製造業之服務商

機。

(6)業者電子帳冊建置後，海關以遠端稽

核方式先行篩選高風險廠商，減少海關赴廠

實地查核成本。

(7)預估績效：

在貨量方面，海空港自由貿易港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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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起連續3年每年成長30%，預計2015年

達到2,200萬噸。在貿易值方面，海空港自由

貿易港區自2013年起連續3年每年成長30%，

預計2015年突破新臺幣1兆元。

標竿實務

臺灣以獨特的地理優勢、強大的運輸

能力、快捷的通關效率、強大的製造實力以

及完善的B2B基礎建設，加強整合商流、物

流、金流與資訊流等供應鏈管理，使企業在

產品的供應、下單、運輸、銷售等跨國經貿

活動上，都能快捷地完成。

臺商目前已經在世界各國建立生產基

地，就廠商的規模而言，臺灣成為企業全球

營運中心已經儼然成型。自由貿易港區結合

臺灣製造能力將可以相輔相成，產生特有的

競爭優勢，同時應用資訊通訊科技加強貨物

流動資訊的掌握，達到營運便利及安全控管

兼顧的效果。以下介紹臺灣兩家已進駐的國

際物流事業。

 ■ 好好國際物流
前店後廠，產品加值一把罩。好好國際

物流委外加工，以鑽油平台為例。

世界貨物流通越來越頻繁，也就代表

著越需要快速及穩定的航程來將貨物安全送

達，為因應客戶對於國際物流的需求及符合

全球化市場發展，好好國際物流於2005年加

入自由貿易港區營運，看中的優勢，除了高

雄港位在亞洲中心外，在港區外圍的化工、

機械、重工業、加工出口區，才是最大秘密

武器。前店後廠的概念，委外加工，產生了

新的區域加值中心的模式，貨物一上碼頭轉

身就進入倉儲，直接提供產品一條龍式的整

裝。

業者表示，雖然物流業者就像搬運工，

將貨物搬來搬去，但是臺灣的服務的品質，

回應客戶的應變能力有目共睹，比起硬體來

說，服務的精神更是勝過亞洲各港。正因為

如此，臺灣才能從幾個臨近港口脫穎而出，

該港區事業與委託的挪威商、受託的鋼鐵業

者三方合作，進行鑽油平台組裝工程計畫，

並於2010年9月順利在高雄港碼頭展開作業。

在亞洲，臺灣擁有最好的組裝技術，跨足鑽

油平台的組裝，讓下游供應鏈提升產值，和

大型零組件的建立，並提升地方就業機會。

該挪威商也認為臺灣是最有競爭力，因為有

技術、知識和創新能力，品質更有保證，所

以比較起其他亞洲國家來說臺灣更值得投

資。圖4為好好國際物流委外加工優勢。

圖4  好好國際物流委外加工優勢

資料來源:自由貿易港區成功案例分享研討會

 ■ 永塑國際物流
位於基隆港的永塑國際物流2005年統整

了旗下裝卸、物流、船務代理公司，成為跨

足物流和自由貿易港區的業務的集團企業，

事業範疇包含船舶貨物裝卸，如散雜貨、機

械、大型特殊貨物、貨櫃、汽車、RO/RO等

裝卸，在自由貿易港區全方位服務方面，包

括提供環球亞洲貨物收發、代理、CFS to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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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國併櫃、境外多層次貿易、海空轉口轉

運、國內外貨物組裝、重整或委託國內工廠

加工後出口等，免關稅、營業稅、貨物稅、

營所稅優惠等自由貿易港區全方位服務；另

外倉儲物流配送，也含括了專用自貿、保稅

倉庫空地使用，可全島運送的物流車隊等多

樣化的多角經營。

2008年永塑國際物流與日本貿易商攜手

合作，運用其專業物流的強項與優質的品質

管理，創造出另一個新營運模式，將亞洲各

地生產的汽車零配件運到基隆港貨倉裡儲

存、重新組裝、檢驗、測試、分裝，再轉運

出口，行銷到東南亞、中國、日本、臺灣、

中東和歐美等地。圖5為永塑國際物流進儲優

勢。

圖5  永塑國際物流進儲優勢

資料來源:自由貿易港區成功案例分享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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