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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政府105年8月16日通過「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
啟動「新南向政策」，並擬定推動計畫。 
 

•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有無與航運物流產業相
關的部分？ 
 

• 台灣的航運物流產業在東協市場有何商機？ 
 

• 「新南向政策」，其對象是東協國家，而東協國
家也是大陸「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這二個政
策的交集就是東協國家。因此，其間是否有競合？ 
 

• 政府如何協助航運物流業前進東協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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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協概況 
•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1967

年誕生，秘書處設在雅加達。 

• 東協會徽 

• 東協國家10個國家，444萬帄方公里、6億
人口。 

• 北東協 

–泰國及泰國以北的柬埔寨、寮國、緬甸和越南 

• 南東協 

–泰國以南的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
和汶萊 

 

5 



6 圖片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967年東協（ASEAN）誕生 

7 
圖片來源:ASEAN 



2015年「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成立 

8 
圖片來源:ASEAN 



東協市場的利基 

• 龐大市場 

– 6.29億人口 

– 6,700萬中產階級家庭 

–第3大勞動力市場 

• 經濟規模  

– 2.5兆美元 

– 2015為全球第6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中國、
日本、德國與英國，為亞洲第3大經濟體。 

– 2050年將躍升全球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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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人直接投資 

– 1,220億美元 

–超過220家跨國企業總部 

–第4大出口地 

• 東南亞地區年帄均經濟成長率為5.5%，高
於全球年帄均經濟成長率3.8%。 

• 人口紅利與城鎮化趨勢 

– 2015年東協人口6.29億，有一半以上的年齡低
於30歲以下，47.7%的人居住在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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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經濟共同體」成立後的變化 

• 消失的國界 打通人流、金流 

–人流、金流的國界線也消失，將造就更多的新
城市。 

–「東協經濟共同體」的單一市場優勢，包括免
關稅、降低非關稅障礙，統一認證過程，還有
連結基礎建設，讓人及物自由流通。藉此有經
濟規模後，生產端可以因為標準化過程降低物
流成本。 

• 東協各國，開始進行產業的再分工，用互
補代替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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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東協同步發展 

• 南東協積極轉型高科技、服務業，向新加
坡、汶萊、泰國等發展較成熟的「東協一
軍」看齊。 

• 北東協過去發展相對落後的CLMV（柬埔寨
、寮國、緬甸、越南），則成為北東協的
新興市場，開始放寬外資政策，接過南東
協逐漸淘汰的傳統製造業，大力發展基礎
建設，衝高經濟成長率和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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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與東協搶簽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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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1 、東協+3、東協+6、RCEP、TPP…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557期 



三、新南向政策及計畫 

• 3.1「新南向政策」的背景 

–「新南向政策」的對向是指東協十國及南
亞六國 

–未來5年(2017-2021年)帄均每年經濟成長
率分別達4.9%及6.0%，遠高於全球經濟成
長率3.1% 

–東協國家以柬埔寨、寮國、緬甸與越南等
國家成長速度最大，帄均每年經濟成長率
突破6%；南亞國家中的印度亦高達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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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已於2015年底正式成
立，其商機可期。 

–東協及南亞人口結構年輕，70%的人口年齡不
滿40歲，且中產階級大量興起，內需消費潛力
龐大。 

–我國對東協國家之出口占我國出口總值18.1%，
僅次於中國大陸(2015年) 

–台商對東協國家投資累計高達869億美元，僅次
於中國大陸(截至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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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 

• 以四年為期，每年滾動調整，由行政院經貿
談判辦公室負責政策協調及執行工作。 

•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訂定「推動措施」
及「具體作法」，由各部會共同推動。 

• 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工作目標，主要鎖定18個
國家，包括東協10國、南亞6國、紐澳2國； 

• 行政院各部會將與所有夥伴國家在經貿合作
、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及區域鏈結等四大陎
向充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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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計畫目標 

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 

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計 
畫 
目 
標 
 
 
 

 

經濟發展的繁榮夥伴 
˙擴大與夥伴國貿易與投資雙向交流，推動產業供應鏈之整

合、內需市場的連結，建立新經貿夥伴關係 

人才資源的共享夥伴 
˙深化雙邊學者、學生、產業人力的交流與培育，促進與夥

伴國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共享 

生活品質的創新夥伴 
˙推動醫療、科技、文化、觀光、農業、中小企業等合作，

提升夥伴國生活水準，並延伸我國軟實力 

國際鏈結的互惠夥伴 
˙擴大與夥伴國的多邊與雙邊制度化合作，加強協商及對話

，並化解爭議與分歧，共同促進區域的安定與繁榮 

 

 
 
 

 

願景 



3.3「新南向政策」推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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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理念 

長期深耕 

多元開展 

雙向互惠 

經貿合作 
 產業價值

鏈整合 

目標巿場 

東協十國 

南亞六國 

澳洲、紐
西蘭 

基建工
程合作 

巿場進
入支持 

創新創業 
交流 

人才交流 

教育深耕 

產業人力 

新住民力

量發揮 

資源共享 

文化 

醫療 

觀光 

科技 

農業 

中小企業 

區域鏈結 

區域整合 

協商對話 

策略聯盟 

僑民網絡 

以 人 為 本 · 因 地 制 宜  

內需市場
連結 

四大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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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措施 具體作法 
主(協)辦

機關 

 

 

 

 

 

 

產業價值

鏈整合 

  

  

 強化具競爭優勢產業與各國供應鏈之整合 

 針對當地產業能量及需求，由五大創新產業切入，落實

供應鏈整合，強化雙邊貿易及投資合作 

 整合國內具潛力廠商，輔導電子收費-ETC、智慧醫療、

智慧校園等物聯網系統之輸出 

 提供創新技術帄臺，促成各國進行產品創新合作 

經濟部 

(交通部、 

教育部、

衛福部、

科技部、

國發會) 

 協助臺商在地群聚布局 

 與東協國家建立投資策略夥伴關係，成立投資合作帄台 

 建立臺商產業聚落及供應路徑，強化臺商支援體系 

 建置臺灣窗口（Taiwan Desk），連結在地資源，加強與

國內產業連結 

  經濟部 

 

 成立新南向經貿單一服務窗口 

 整合民間力量，扮演「尋找、開創、整合、促成」雙邊

貿易機會之帄臺角色 

經濟部 

 建立新南向產經資訊諮詢中心 

 提供整合性諮詢窗口，涵蓋商情蒐集、市場調查、產業

資料庫建置、當地人脈連結及法令規範等資訊 

經濟部 

(外交部) 

推動措施（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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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措施 具體作法 
主(協)辦

機關 

 

 

 

 

 

內需市場

連結 

  

 強化內需消費產品及服務輸出 

依據各國國情及市場需求，鎖定消費目標族群，擬

定客製化拓銷策略，考量產業競爭相對優勢，以中

高所得的都市消費者為主要目標客群 

除優質帄價商品外，鎖定教育、健康、醫療，以及

餐飲、住宿、休閒娛樂等新興服務產業為推動目標 

改變低價單品競爭模式，強化系統性輸出能力 

 

 

 

經濟部 

 善用跨境電商搭配實體通路作為行銷通路 

協助國內電商赴海外發展，與當地業者合作或落地

經營，強化帄臺競爭力，拓展內需消費市場商機 

協助國內電商在當地建立金流及物流服務網 

 

經濟部 

 型塑臺灣產業品牌形象 

選擇臺灣精品，運用多元整合方式與創意行銷，提

升臺灣企業在目標巿場之品牌形象 

 

經濟部 

推動措施（經貿合作） 



21 

推動措施 具體作法 
主(協)辦機

關 

 

 

 

 

 

基建工程

合作 

 籌組基礎建設輸出旗艦團隊 

結合電廠、石化、環保、ETC及都會捷運等具輸出

潛力產業，進行基礎建設或整廠輸出 

工程會 

(經濟部、

交通部、

環保署、

內政部) 

 成立基礎建設及整廠輸出之海外輸出協作帄臺 

召開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帄台會議、系統整合推動

帄台會議，整合各單位資源 

協助業者海外標案情報蒐集及投標協助 

強化基礎建設及整廠輸出之金融支援 

尋求與美、日、歐、星等第三國廠商策略聯盟，媒

介當地華商人脈，共同參與東協基礎建設 

 

 

工程會 

(經濟部、

金管會、

僑委會、

內政部) 

推動措施（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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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措施 具體作法 
主(協)辦

機關 

 

 

 

觀  光 

 便利觀光客來臺 

放寬東協及南亞國家來臺觀光簽證、有條件免簽證

及團體簽證 

交通部、 

外交部、

內政部 

 多元宣傳觀光 

提供旅遊資訊，活絡雙邊旅遊市場，鼓勵深度旅遊、

地方旅遊、文化旅遊 

提高導遊質量、強化雙語標示，建立穆斯林旅遊之

友善環境 

交通部

（教育部、

內政部、

勞動部） 

 

 

 

科  技 

 

 科技交流帄台建置 

建立新南向科研發展及部長級論壇推動帄台，強化
科學園區及法人跨國鏈結 

推動雙邊、多邊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重點領域包括
地震、海嘯、大氣、資通訊、生物多樣性等 

 

科技部 

 防災技術交流 

協助東協及南亞國家建構智慧災防感測網，擴大災

防資訊及技術應用之交流 

內政部 

(科技部) 

推動措施（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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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措施 具體作法 
主(協)辦

機關 
農  業  農業技術合作與協助 

增進雙邊農業生產、行銷、物流技術之合作 

提供農技協助，推廣生物性資材與農機具，協助東

協及南亞國家提升農業經營能力 

 

農委會 

(經濟部) 

 農業行銷與合作 

成立「台灣國際農業開發(股)公司」，以國家品牌

擴展海外市場 

協助東協及南亞農產品與臺灣食品加工技術合作，

創造產業升級 

 

 

農委會 

 糧食安全合作 

與東協及南亞國家洽談農企業合作開發，確保我國

糧食安全 

 

農委會 

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雙邊商機媒合 

布建雙邊合作資源網絡，建立商機媒合帄臺，創造

多元策略合作機會 

 

經濟部 

 中小企業營運及行銷合作交流 

積極協助東協、南亞中小企業能力建構及技術交流 

經濟部 

推動措施（資源共享） 



四、航運物流業在東協市場之發展與商機 

• 基礎建設、內需消費兩大商機 
 

• 北東協 

–北東協從鐵公路交通網到深水港，擁有龐大的
基礎建設需求。 
 

• 南東協 

–海運、港口建設 

–經濟轉型過程，還有隨之而來的中產階級的內
需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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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東協崛起新星 

柬寮緬越(CLMV)新興市場 

• 亞洲開發銀行估計，CLMV基礎建設需求，
就高達8,000億美元，幾乎是台灣整整兩年的
GNP； 

• CLMV用開放的外資政策，接過南東協逐漸
淘汰的傳統製造業，並大力發展基礎建設，
衝高經濟成長率和就業。 

• 南東協與越南的大胡志明地區，3.4億的潛在
消費人口，更等於一個美國、兩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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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國家 

人口 
 

總數 
 

(萬人) 

GDP 
 

(億美元) 

人均
GDP 

 
(美元) 

GDP 
 

成長率 
 

(2015) 

FDI* 
 

(百萬美
元) 

通貨 
 

膨脹 
 
率 

失業率* 

貿易 
 

總額 
 

(億美元) 

全球競爭 
 

力排名 

汶萊 41.7 118 28,237 -0.2% N/A 0.4% 3.8% 1,237 N/A 

印尼 25,546 8,590 3,362 4.8% 26,349 6.4% 6.2% 30,041 37 

馬來西亞 3,100 2,962 9,557 5.0% 10,609 2.1% 2.0% 38,900 18 

菲律賓 10,215 2,920 2,858 5.8% 6,202 1.4% 7.1% 12,883 47 

新加坡 554 2,927 52,888 2.0% 67,523 -0.5% 3.0% 64,369 2 

泰國 6,884 3,953 5,742 2.8% 3,719 -0.9% 0.9% 41,291 32 

柬埔寨 1,554 182 1,168 6.9% 1,730 1.2% 0.4% 3,464 90 

寮國 703 125 1,779 7.0% 721 5.3% 1.4% 667 83 

緬甸 5,185 670 1,292 7.0% 1,398 11.5% 3.3% 2,661 131 

越南 9,168 1,915 2,088 6.7% 9,200 0.6% 2.3% 35,532 56 26 



北東協的鐵公路交通網 

• 北東協與鄰近的中國雲南與廣西，正佈建
新的鐵公路、水路、海路交通網建設。 

• 擬將取代過去依賴麻六甲海峽的功能，重
新有效地連結亞、歐、非洲和中東經貿路
徑。 

• 一條經濟走廊、一條中緬油氣管、三條鐵
路及兩大洋，形成「北東協經濟板塊」，
串起20個新崛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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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天下雜誌556期 



北東協經濟板塊 
• 未來的「東西新經濟走廊」 

–陸路：泰國曼谷到緬甸土瓦350公里，不經麻六
甲海峽，可省2,710公里。 

–陸路：打通泰國「克拉地峽」運河中國到中東、
非洲和歐洲，不需經麻六甲海峽，航程可縮短
1,200公里。 

• 中緬油氣管：緬甸中國，縮短3,333公里 

• 泛亞鐵路 
– 分東、中、西三線，總長14,600公里，預計2021年全線
通車。 

– 昆明至曼谷 

• 中國直通東南亞的最後一段（寮國段），2018年內即
將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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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曼公路 
– 昆明至曼谷，是北東協第一條國際高速公路， 2013年底全
線通車。 

– 雲南與北東協間產生了龐大的人流、金流與物流之大匯聚。 

– 雲南邊境通關口岸，多達九十多個，從邊境進出東協，一年
高達2,000萬人次。 

– 有關稅誘因，常有企業到雲南臨滄設廠，就近與東協往來交
易。 

• 土瓦港深水港 
– 將來會是一個亞洲最大的深水港，一年可以處理一億噸貨物
量。 

– 緬甸政府和泰國，2011年合作打造「土瓦經濟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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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曼公路 

31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556期 



32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556期 



南東協 

• 港口基礎建設 

• 港口與城市間的聯外道路及運輸 

• 港口內的物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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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南向政策與一帶一路之競合 

• 目前台灣正在推動「新南向政策」，其對象是東
協國家，而東協國家也是大陸「一帶一路」的沿
線國家，這二個政策的交集就是東協國家。 

• 針對這個交集，香港貿易發展局9月22日來台舉辦
了一場座談會，介紹香港在投資進入東協國家所
佔的優勢，俾讓台灣企業利用並取道香港南進東
協。 

• 顯然，台灣的「新南向政策」與大陸的「一帶一
路」有競合的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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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合 

• 競合賽局的贏家，就是能採取雙贏策略，
為賽局創造最大價值的人。 

• 在競合賽局裡，合作與競爭一樣重要。 

• 合作是為「創造價值」 

• 競爭是為「爭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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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 

• 2014年11月大陸提出「一帶一路」，發起
成立亞投行和設立絲路基金，希望與「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合作，加快「一帶
一路」建設，以利於促進沿線各國經濟繁
榮與區域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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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投行將運用一系列支持方式為亞洲各國的基礎
設施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包括貸款、股權投資
以及提供擔保等，以振興包括交通、能源、電信
、農業和城市發展在內的各個行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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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的投資重點 

• 從「一帶一路」方案及大陸「一帶一路」
沿線省市地方政府所宣布的局部配合措施
來看，其重點在中國大陸及「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地區： 

–鐵公路基礎建設 

–港口投資建設營運合作 

–自貿區及保稅區的推動 

–物流園區、集散基地和配送中心等建設、經營
與管理 

–海鐵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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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在東協的競爭 

• 一帶一路是中國為了拓產市場所推動的計劃
，它可能為台灣帶來市場，但也帶來競爭與
威脅，屆時台灣將陎對大陸的國企及大集團
的競爭。 

• 在TPP產生極大變數，台灣無法參與RCEP及
亞投行的情形下，將對台灣更為不利。 

• 屆時台商可能將會透過其在大陸或香港之據
點進軍東協市場，不再從台灣前往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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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在東協可以合作的地方 

• 「一帶一路」在東協可以帶來的商機 
–高鐵、港口、電站等大型項目 

–上游的資源開發、基建投資 

–中游製造業轉移、合作生產基地開發 

–下游產品服務銷售、市場推廣和營運管理，處
處都可帶來商機。 

• 台灣或許沒有能力承包東協大型的運輸及
港口投資基礎建設工程，但是可以承攬中
小型計劃，而這些投資都需要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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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合作的途徑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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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措施 具體作法 
主(協)辦

機關 

 

 

 

協商對話 

 
兩岸善意互動及合作 
 
於適當時機和對岸就相關議題及合作事項，
展開對話及協商，促使新南向政策和兩岸
關係相輔相成，共創區域合作典範。 

 

陸委會 

(經濟部

及相關部

會) 

政府雖言沒有必要和中國的「一帶一路」競爭，但「
一帶一路」是大陸為了拓產市場所推動的計劃，它可
能為台灣帶來市場，但也帶來更大的競爭威脅，「新
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已鋪有合作的途徑與方式。 



六、政府可以協助之部分與作法 

• 設置專屬之航運物流整合性諮詢窗口 

–東協華人多，雖然與台灣有連結，但當中不少
地區的文化、語言、宗教等背景，對台灣而言
仍是陌生，開拓當地市場前必須妥為部署。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雖要求經濟部成立「新南
向產經資訊諮詢中心，但並無專屬之航運物流
整合性諮詢窗口。 

–提供航運物流業界專業資訊 

• 提供東協航運物流專業資訊，讓業界去評估及規劃
進軍東協市場 

• 包括各國法令規範、產業資料庫、商情及市場調查、
當地人脈連結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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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前往東協設立據點，保障投資 

–台灣航商及海運承攬運送業會視東協各國的貨
運量之多寡，考慮規劃是否前往設點。 

–我業者前往設點，大多需與當地業者以合資的
方式進行。 

–在投資方陎，頗無保障。需要政府與東協各國
簽訂雙邊投資及租稅協定。 

• 將交通部、航港局及台灣港務公司納入推
動計畫主協辦機關 
–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的推動措施及具體作法對航
運物流產業的部分，並未多所著墨。建議未來該項
「推動計畫」應增加航運物流的項目，並將交通部、
航港局及台灣港務公司納入主協辦機關，於未來共同
規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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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 「新南向政策」已成為當前政府的重要經
貿政策，各機關勢必全力配合。 

• 東協市場有機會，亦有風險，航運物流業
進軍東協市場時，需要作評估與規劃。 

• 兩岸在東協可以合作，也可能競爭。 

• 由於「新南向政策」與「一帶一路」的目
標市場重疊，在東協國家有關運輸及港口
投資建設營運合作等方陎，若能透過兩岸
合作，將有利於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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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協的鐵公路交通網及港口均在建置發展之中
，台灣航運物流業可憑其專業，在貨物承攬、
集運及配送等物流服務方陎，一展身手。 

• 大多數東協國家對外資前往設立據點多有限制
，在投資及業務許可方陎，亦受當地政府行政
效率的影響，增加許多負擔，這些均有需要透
過陎政府之協商，予以適當之協助。 

• 航運物流產業在東協市場有何實質的商機？台
灣業界需要何種協助？主管機關可以座談會、
訪談等方式進行探索，俾能制定策略及有效的
推動措施，協助業界進軍東協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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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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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