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國際工程合作探討
(2016.11.07)



2

大綱

1. 兩岸經濟成長回顧

 國家經濟成長要素

 中國大陸 (2010~2015)

 台灣 (2010~2015)

2. 兩岸國際工程合作契機

 中國大陸優勢

 台灣優勢

3. 優勢互補、合作雙贏



Copyright ©  2016 CTCI All Rights Reserved.3

1. 兩岸經濟成長回顧
國家經濟成長要素

內需投資外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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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結構佔比 說明

投資 42.3% 比例持續偏高，過度投資
造成產能過剩

民間消費支出 38.3% 成長平緩，比例有待拉高，
政府希望擴大內需

出口 21.8% 貿易量雖維持成長，但因
投資持續攀升，故進/出口
比例雙降進口 16.0%

淨出口 5.7% 貿易順差擴大

政府支出 13.7% 維持

1. 兩岸經濟成長回顧
中國大陸 (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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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結構佔比 說明

出口 56.9% 出口大幅衰退, 高度仰賴貿
易, 影響經濟興衰, 

進口 47.3% 與出口同步衰退

淨出口 9.6% 比例微幅成長, 維持順差

民間消費支出 54.4% 維持穩定

投資 21.5% 持續下滑, 投資意願低迷

政府支出 14.5% 維持

1. 兩岸經濟成長回顧
台灣 (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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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驅動力: 推動「一帶一路」等發展戰略，為出口產業開拓新興市場；提升企業跨國營

運能力，並引導夕陽產業有秩序地向外移轉

 外匯存底實力: 主導亞投行運作，提供亞太地區開發基礎建設資金，加強區域經濟影響力

 主權信用參與: 透過中國進出口銀行(China Exim Bank) 與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

(Sinosure)，以國家信用支持資本性貨物出口融資及工程承包項目融資的保證

 豐沛勞工供給: 幅員遼闊, 勞工供給充裕, 有利國際工程項目的執行

 集團公司支持: 任務型工程承攬，無須競爭。工程實績累積迅速

 中國製造2025: 設備產製品質進步提昇

2. 兩岸國際工程合作契機
中國大陸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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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工程經驗

 國際工程整合及管理能力

 國際語言

 國際客戶認同度

 國際策略聯盟夥伴

2. 兩岸國際工程合作契機
台灣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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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承攬

 共負盈虧 (Joint venture)

 各負盈虧 (Consortium)

 極大化雙方優勢

 專案管理、建造管理、設計、採購、建造、試車

 項目

 一帶一路項目

 大陸融資項目

 投標資質互補項目

 設立兩岸對接窗口

3. 優勢互補、合作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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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勢互補、合作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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