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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報告
本報告中的預測性陳述，是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安德森預測中心根據目前可獲得的資訊，對美國及中
國當前及未來經濟狀況的分析及觀點。這些預測依據
業界趨勢與其他因素所作出，且包含了風險、變數與不
確定性。此資訊以摘要形式呈現，並不是完整資訊。本
報告中的資訊不應被視為對您或您的企業採取特定行
動的意見或建議，且並未考慮您的特定業務目標、財務
狀況或需求。

在此提醒讀者不要過度依賴本報告中的前瞻性陳述。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不負責在本報告日
期後，針對非預期事件或情況公開發表對這些前瞻性陳
述的任何修訂結果。儘管已謹慎準備預測資訊，實際結
果可能會有正面或負面的實質性差異。預測與假設範例
可能因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控制以外
的不確定性與偶發事件而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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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包括經濟建模、預測與洛杉磯經濟。同時也從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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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預測的變化：疫情與後大選時代  
By William Yu, Economist, UCLA Anderson Forecast
& Jerry Nickelsburg, Director, UCLA Anderson Forecast
December 2020

洲的利益。美國也可能重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並想辦法
讓世界貿易組織(WTO)發揮更大的作用。當選總統曾表示美國
將重新簽署巴黎氣候協議並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尋求與中國
合作。儘管中國是2020年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但其已承諾在
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兩國目前可能會在再生能源的領域上
增加合作。

當然，美國和中國之間一定還會針對兩國日益緊張的關係有更
多交涉。然而，拜登在他的競選宣言中已表示他會讓製造業(尤
其是關於高科技產品與再生能源設備)回到美國1。總的來說，我
們認為美國即使對於過去四年間經濟脫鉤的政策執行方法有改
變，其立場依舊不會改變。在這份報告中，我們將會討論兩國的
貿易關係與科技競爭。

緊張刺激的美國大選終於結束了，新任官員將於明年1月20日
上任。雖然如此，仍未能減低美國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因為分
立性政府(行政部門與國會的大多數屬於不同黨派)的出現，而
即將下台的川普政府可能在這短時間內頒布意料之外的政令。
不過在過去的兩年，平時在國內政策上難以取得共識的美國人，
對於美國與中國之間緊密的經貿關係產生了一致否定的態度。

如同我們在前幾期報告中指出的，美國與中國不太有可能回到
之前戰略合作的狀態。拜登政府現在大概會針對經濟政策做一
些敘述與執行方法的修正，但美國對於中國的主要態度不會改
變。比起單打獨鬥，美國主要制衡中國的手段將著重在與盟友
的多邊合作。舉例來說，美國可能重返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
面進展協議)以確保其在國際事務上的領導地位並擴大其在亞

1.  拜登在2020年12月2日紐約時報的訪談中說到：「我要奮力確保我們優先投資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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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國商品貿易總額與逆差

資料來源: 美國普查局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逐漸脫鉤的美中貿易與「以防萬一
(JUST-IN-CASE)」式國際供應鏈 
圖一(左)為美國與世界各國商品貿易的名目總量(進口+出口)，
圖一(右)則是美國與世界各國商品貿易的名目逆差(進口-出口)
。兩圖中，2020年的數據為安德森預測中心目前預估的情況。由
於全球疫情而導致經濟衰退，我們並不意外2020年美國的總國
際商品貿易量減少了12%。在2008/2009年金融海嘯時，對應的
下降率為19.8%。兩次事件中，經濟衰退的情況皆嚴重地阻礙了
貨物的流通。最近，隨著中國工廠關閉，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貿易
量大幅減少。不過，這個情況會在美、中兩國的工廠重啟後有所
好轉。也就是說，現在美國貿易逆差的減少沒有什麼代表性的意

義，不能代表任何貿易改變趨勢。實際上，美國的貿易逆差甚至
在2020年第三季增加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圖一中的貿易數據僅包含了商品貿易。因為美
國普查局的月商品貿易資料已經更新到2020年9月，而GDP中
淨出口(包含商品與服務)的數據並沒有及時更新，所以我們使
用的貿易數據只包含了商品貿易。當然，如果要對美國的整體國
際貿易情況有更全面的了解，還應該研究服務相關(旅遊、教育、
知識產權交易)的貿易情形。不過我們認為這兩者之間不會有太
大本質上的差異，下圖一A即可印證。2020年總商品與服務貿易
減少了14%，與單純商品貿易的減少非常接近。至於2020年的
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預估增加了9%。這其中主要的差別出現
在了因禁令而減少的國際旅客以及赴美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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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 美國商品貿易總額與服務貿易與逆差

資料來源: 美國普查局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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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美國對中國貿易總額與逆差

看完了美國與國際貿易整體變化的情況，我們來看美國與中國
的貿易。圖二(左)為美國對中國商品貿易的名目總量，圖二(右)
則為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貿易逆差。我們可以看到兩者在2019年
都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反轉，商品貿易總量減少了15%，我們預
估2020年應該還會再跌8%。貿易逆差的部分則在2019年出現
了更大的跌幅(減少了18%)，2020年可能還會再減少15%。造成
2019年與2020年差異的主要因素為關稅限制、非關稅限制以及
中國勞工成本的上漲。關稅限制導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減
少，而勞工成本的上漲使勞力密集產業從中國外移到成本更低
的國家。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在2018年來到了高峰5,380億

美元，2019年跌至4,520億美元(-18%)，而2020年預估會減少到
4,020億美元(-15%)。2021年可能因為今年美國民眾在感恩節、
聖誕節等假期的消費力減弱而呈現持續下跌的情況。

綜合以上兩部分來看，美國對全球的貿易逆差減少了一點(圖
一)，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則是出現了大幅減少的情況(圖二)。與對
中國貿易逆差連年下跌的情況形成對比的是，美國對其他國家
的貿易逆差在2019年上漲了12%，在2020年上漲了8%(圖三)。
這證明了從2019年開始，美中兩國就已開始經濟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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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美國與世界各國商品貿易總額與逆差(中國除外) 

資料來源: 美國普查局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資料來源: 美國普查局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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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2018與2019年美國從主要貿易夥伴進口的增長 

資料來源: 美國普查局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

圖四顯示了美國向其主要貿易夥伴進口的增長，黃色柱狀為
2019年的數據，藍色柱狀為2020年的預估。得益最多的兩個地
方為越南與台灣地區，兩地都在與美國貿易時出現了出口正成
長，並且在疫情肆虐、經濟衰退的今年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在
2020年，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出口至美國也都有些微的正成
長。雖然有很多人認為印度會在未來取代中國，因為其與美國
擁有較好的戰略合作關係且勞工與土地成本也相對低廉2，但
2020年美國從印度進口的商品減少了。當然，這不能代表什麼，
因為供應鏈的大幅變動需要時間，因此我們仍然認為在美中脫
鉤的過程中印度會取代中國。 

長久以來，華爾街、各大商會以及經濟學家們都非常推崇「全球
化」，因為它提供了「實時生產(Just-In-Time)」式供應鏈的發展
基礎。不僅降低了存貨成本、讓股東利益最大化，還能生產出更
多人們可負擔的產品3。不過這次疫情讓許多人意識到實時生產
式的供應鏈很脆弱，其崩壞有可能造成國家安全與公共衛生危

機。儘管使用「以防萬一 (Just-In-Case)」式供應鏈會有更高的
邊際成本，但因其有更多的貨存空間且可用其他國內原料替代，
在實際生產過程中，風險會降低。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美中兩
國都會制訂政策來確保他們在國內擁有足夠的產品應對未來的
危機、災害、衝突和疫情等。 

美中之間的科技競賽
中國政府在2020年10月下旬發表了「十四五規劃(2021-2025)」
，裡面包含了他們各項重要的經濟發展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其
中一點為「科技自主」。它的出現主要有二個原因：一是應對美中
兩國交惡局勢以及美國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制裁；二是響應2016
年的政策之「中國製造2025」計畫。「中國製造2025」與「中國標
準2035」推動中國政府加大對於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半導體、
生命科學、太空技術等國內技術和創新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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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例來說，Govindarajan 和 Bagla 在2020年5月哈佛商業評論 “As Covid-19 Disrupts Global Supply Chains, Will Companies Turn to India? (
隨著新冠疫情打亂全球供應鏈布局，各公司是否會看向印度?)” 一文中表示如果中國的吸引力下降，印度會取代中國。
3.  如欲知道詳情，可以參考Fullerton, McWatters, and Faws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JIT and Financial Perfor-
mance,”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3), 21:4, pp 383-404. Kannan and Tan, “Just In Time,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Understanding Their Linkages and Impact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Omega, (2005), 33:2, pp 153-162. 
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2005),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In Jagdish Bhagwati ed.,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With A 
New Afterword.” (200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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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2018至2020年美國創新科技產品之信息通訊類別前十大進口地區

資料來源: 美國普查局

最近川普總統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其中提到禁止美國公民投
資31間可能涉及「軍民融合」的中國企業。這份命令將在2021年
1月生效，而既存美國資本必須在2021年11月之前撤出。這31間
企業包含了華為、中國移動、海康威視、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等。其
中一些企業已經在美國商務部實體列表上。另外，其中13間企
業已經在美國上市。 

在韓禮士基金會(Hinrich Foundation)4贊助的報告「Strategic 
US-China Decoupling in the Tech Sector(科技領域裡美中經
濟脫鉤的策略)」中，Alex Capri (2020)5提到美中科技競賽會出
現以下六大趨勢： 

1) 部分戰略性的供應鏈會從中國離開並進行重組和實現多元
化。

2) 美國、歐盟與其他國家會把它們的發展重點放在發展自身
科技民族主義與制衡北京經濟民族主義上。

3) 重要製造業將會重新回到各自的母國並受到分隔措施
(ring-fencing)的保護 。

4) 政府與民間企業將展開新的合作以應對与中國的競爭。

5) 跨國企業要適應日益分散和價值鏈本地化的世界。

6) 企業為了發展中國市場，將採用「在中國服務中國」的商業
模型。

第一點和第三點所提到的趨勢已出現一些苗頭了。美國貿易商
品分類總共有22,000個項目，其中有500個被定義在創新科技
下6。我們把焦點放在其中兩個項目上：(1)信息通訊產品的進口
與(2)航空航天產品的出口(是所有創新科技產品貿易價值最大
的一部份)。圖五列出了2018、2019與2020年美國前十大信息
通訊產品的進口地區7，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向中國進口了最多的
信息通訊產品。隨著過去兩年貿易戰、關稅政策調整以及強國
地位的競爭，美中兩國已開始脫鉤。美國向中國進口的信息通
訊產品在2018年到2020年這段時間內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從
2018年的1,570億美元到2019年的1,240億美元，再到2020年
的1,130億美元。與此同時，從越南、台灣地區、韓國、泰國的進口
則全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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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個主要關注亞洲的慈善組織，致力於促進互利互惠、永續的國際貿易 。
5.  國立新加坡大學的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與全球供應鏈。
6.  創新科技的10大類別有：生物科技、 生命科學、光電、資通訊、電子、彈性製造、先進材料、航太、軍火、核能科技。 
7.  2020年預測數值是透過比較與調整2020年前9個月與2019年前九個月情況而得出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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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2018至2020年美國創新科技產品之航空航天類別的前十大出口地區 

資料來源: 美國普查局

圖六顯示了2018、2019與2020年美國前十大航空航天產品的
出口地區。我們可以看到2020年因為疫情的關係，航空業受到
很大打擊，美國航空航天產品的出口出現了全面性地減少。中
國在此次波音737MAX停飛與疫情之前一直都是波音飛機的主
要購買者，但事發後，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出口至中國的航空航天
產品呈現大幅減少的趨勢，從2018年的180億美元到2019年的
110億美元，再到2020年的37億美元。雖然2020年美國對所有
國家的出口都有所下降，但2019年的下降主要與中國有關。

科技競爭的情況：智慧產權與研發
儘管人們普遍認為美國在科技發展與創新的方面強於中國，但
兩國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我們可以用專利的數量作為衡量國
家科技發展與創新的標準之一。圖七列出了各國企業或個人通
過美國專利暨商標局審核的專利數量。當然，美國擁有最多的
專利（2019年為186,000個），而日本以56,000個、韓國以23,600
個與中國以23,000個緊隨在後。雖然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專利
數量並不算多，但其擁有很高的增長率。自2017年至2019年，中

國向美國專利暨商標局申請通過的專利數量從14,900個增加
到了23,000個，也就是55%的增長率。過去兩年間，中國在美國
獲得的專利數量超過了德國。在美國市場外，世界知识產權組織
(WIPO)的專利合作條約(PCT)系統顯示，中國以58,900個專利
申請成為2019年國際專利申請數量最高的國家，超越了美國的
57,480個。美國目前對於中國科技業的禁令雖然有望減緩中國
在美國獲得專利的速度，但無法阻止中國在國際上取得專利。值
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國在「中國標準2035」政策實踐後產生了與
美國不同的科技定義與標準，美國的禁令可能就無法如此有效
地制衡中國獲取專利。 

雖然中國正在緊追美國的科技發展，其在研發方面的支出卻有
所不足。由於各國物價水平不同，比較各國研發經費的結果只能
當作參考。不過，中國在「十四五規劃」中已考慮到了這個事實，
我們將在下面解釋這個情況。圖八列出了2016年美國研發經費
前20高的企業，前四名為字母控股(谷歌)、微軟、英特爾以及蘋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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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各地區通過美國專利暨商標局審核的專利數量

資料來源: 美國專利暨商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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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則顯示了2016年中國研發經費前20高的企業，前四名分別
為華為、阿里巴巴、中興通訊與騰訊。然而，除了華為8與中石油，
餘下的18個中國企業在研發技術實力的方面遠不及美國研發
經費前20高的企業。需要注意的是，我們目前使用的資料為公
司本身的研發經費，而非政府的投入。根據OECD的研究資料顯
示，中國2018年整體的研發經費高達4,680億美元。這個數字雖
然比美國的5,820億美元少，但已經比歐盟28個國家加起來的
4,650億美元要高。

所以高研發經費對公司的未來有什麼改變呢？我們以華為為例
說明。華為是一家領先的中國科技公司，目前為世界最大的通訊
器材製造商，也是美國採取制裁行動的主要目標。目前有六家美
國企業控訴華為竊取它們的商業機密，美國與其盟友澳大利亞、
英國、日本、印度以及巴西以安全問題為由紛紛開始頒布禁止使
用華為通訊產品的命令。除此之外，美國在2020年5月擴大了出
口限制的條件(FDPR)。現在，如果外國企業在製造產品的過程
中使用到特定的美國軟體、設計、工具以及器材，必須在出售最
終產品前獲得執照。 

在美國這一系列限制中國科技公司發展的行動中，半導體供應
鏈龍頭台積電(TSMC)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台積電目前是世
界上最大的芯片製造商。如果美國與其盟友禁止台積電出售其
產品給華為等中國企業，那麼中國的科技業供應鏈中就會出現
巨大的漏洞，因為目前沒有任何一間中國的半導體公司能夠製
造出高品質的微芯片。就連華為的智能手機和5G基礎設施的芯
片的設計商海思也依賴於台積電的芯片。Capri(2020)的研究指
出台積電本身也依賴於應用材料公司、泛林集團、科磊、新思科
技、益華計算機的美國半導體製造技術；這些公司壟斷了全球大

部分市場。因此，在美國頒布FDPR後，台積電無法再向海思及華
為提供尖端芯片。 

台積電目前製作的計算機芯片被使用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
F-35閃電戰鬥機中，它也是蘋果、超微半導體、高通、博通、輝達
的主要供應商。美國政府甚至已經向台積電施壓，要求台積電在
美國本土製造使用在美軍硬件設備上的芯片，以確保美國的科
技供應鏈不會受到中國的任何影響。而台積電已經決定2021年
在亞利桑那州投資120億美元，建立一個完全自營的子公司。這
個例子告訴我們，製造商正在將他們的供應鏈多元化，從「實時
生產」轉型為「以防萬一」的生產模式。儘管這個例子涉及到一家
台灣的公司，但同樣對中國企業有直接影響。

總結 
• 拜登上任後，美國將會改變其對中國的經貿政策，但此番改

變不會涉及本質上的事情。 

• 美國與中國貿易脫鉤的行動已經開始，並且會持續下去。
這個行動將加快兩國之間具有競爭性的產業自給自足的
速度。

• 美中兩國基於戰略考量，都認為要實現經貿脫鉤就必須在
這場科技競賽中取得優勢，因此我們可以預測科技相關的
商品和服務在脫鉤的過程中將會首當其衝地面對挑戰。由
於一般的消費性商品目前在中國可以較低成本生產，美國
仍會以進口的方式取得，並會持續向中國出口不涉及敏感
技術的機械、飛機和農產品。

8.  華為2019年的研發經費高達150.3億美元，很有可能超越了蘋果、英特爾、微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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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研發經費最高的二十家美國企業

資料來源: OECD

图 9.  研發經費最高的二十家中國企業

資料來源: OE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