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貿易戰遷徙效應下的市場布局-

東協市場



2024年東協GDP成長率仍然笑傲全球

資料來源:IMF、 外貿協會市場處整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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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主要國家產業政策重點

3資料來源: 外貿協會市場處整理



貿易戰遷徙效應 2023年我對東協投資金額超過中國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司、鉅亨網、外貿協會市場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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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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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中貿易戰影響，

臺商因應客戶要求轉

移陣地，導致臺灣對

中國投資規模縮水而

對東協投資則有持續

增加趨勢。



2013-2023年1-10月東協5國對全球出口額

資料來源: GTA、外貿協會市場處整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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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2 東協吸收外國直接投資

資料來源: ASEAN Stats Data Portal 、外貿協會市場處整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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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近年FDI流入穩健，在2017-2022年僅次於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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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ASEAN Stats Data Portal 、外貿協會市場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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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FDI流入來源國與產業分析

8資料來源:越南外人投資局、外貿協會市場處整理

單位：億美元、%

2022年越南註冊FDI來源國中臺灣排名第六

65 , 23%

49 , 18%

48 , 17%

25 

22 

14 

13 

7 
7 

27 新加坡

韓國

日本

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丹麥

美國

荷蘭

其他

2022年越南註冊FDI絕大部份投入製造業

168 , 61%
45 , 16%

23 , 8%

13 

10 
7 

4 8 

製造業

房地產

公共事業

科技活動

躉售與零售業

電信業

物流業

其他

單位:億美元、%



泰國FDI流入來源國與產業分析

9資料來源:泰國中央銀行、泰國投資委員會、外貿協會市場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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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序

2021年 2022年

國別 件數 金額 占比 國別 件數 金額 占比

1 日本 189 735 26.2 日本 216 500 15.9

2 中國大陸 117 476 17 臺灣 44 455 14.5

3 美國 37 342 12.2 中國大陸 99 403 12.8

4 新加坡 90 281 10 美國 32 328 10.5

5 臺灣 46 180 6.4 新加坡 139 342 10.9

其他 292 792 28.2 其他 270 1,110 35.4

總計 771 2,807 100 總計 800 3,137 100

單位：件數；億泰銖；％

2020至2023年1至6月泰國核准
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件數、金額與占比



臺商在「泰國」投資布局地圖

資料來源:外貿協會市場處整理 10

• 曼谷首都周邊大多由日本、韓國、臺灣，以

及歐美國際企業投資。例如臺廠台達電、健

和興、映泰、建舜、金山電、泰鼎等。

• 近幾年跨國企業前往東部經濟走廊設廠的數

量逐年增加。臺廠如廣達、富士康、廣宇、

美律、致伸、萬泰、群電等。



臺商在「越南北部」投資布局地圖

資料來源:外貿協會市場處整理 11

• 由於美中貿易戰、全球供應鏈移轉，已有愈來愈

多臺灣電子業大廠商進駐越南北部設廠。

• 蘋果供應鏈廠商近年陸續進駐越南，臺灣電子五

哥持續擴大在越南北部的投資，使越南首都河內

與附近的省分成為全球智慧手機與筆記型電腦的

世界級製造聚落。



臺商在「越南南部」投資布局地圖

資料來源:外貿協會市場處整理 12

• 目前臺商投資越南南部約2,200家，業別多元性

高，包括紡織、成衣、製鞋、汽機車零組件、鋼

鐵、食品加工、石化、輪胎及金融等。

• 越南南部主要紡織與製鞋產業聚落集中在胡志明市

周邊區域，這些地區人口密集，提供充足勞動力，

且接近港口，方便原料與成品的進出口物流。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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