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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關係協會李會長接受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研

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王文娟訪談紀要 

時間：104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至 5 時 

地點：亞協會客室 

 

1. 有關安倍經濟學的看法：安倍經濟學運作初期，日本經濟

確實顯現止跌回穩跡象，但受美國 QE 退場和歐盟 QE進場，

加上 IS恐怖攻擊等，再次讓日本經濟回軟而欲振乏力，請

問會長對安倍政權的後續觀察？ 

答: 「安倍經濟學」第 3 支箭成長策略具關鍵性作用 

   「安倍經濟學」核心為金融、財政及成長戰略「三箭」政

策，「三箭」頇先後配合射出才會見效。一般認為，金融

及財政部份是成功的，至於關鍵所在之成長戰略卻不見

「震撼性」配套規劃。換言之，安倍政府上台後，日銀拼

命買日本國債，向市場不斷供給日幣，目的為促使日圓貶

值，活絡對外貿易，爭取產業復甦，同時透過日本政府投

入公共投資，創造國內需求，追求日本經濟再度起飛。但

是，這樣的布局僅為日本政府與日銀聯手打造日本經濟起

死回生之環境，可說下猛藥治標的作法，真正要救回日本

經濟一定要在「藥效」還在的時候，大膽鬆綁日本封閉的

各項規制，促使產業轉型，並創造更多新興產業，把餅做

大。然而，以目前安倍政府提出之農會改革也好，稅制改

革也罷，似乎仍非屬「震撼性」之作法，在金融及財政已

難有進一步奧援的現況下，安倍政府能否及時提出更讓人

眼睛一亮的成長策略具體作法，令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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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倍第 3 支箭著眼於推動日本的「再製造業化」，鼓勵技術

創新研發，開創新市場等，會長認為此一政策對台日搭橋

所欲推動的台日技術合作將產生如何的影響呢？另外，目

前台日搭橋係以產業技術合作為主，未來是否應擴大雙方

的合作領域，由產業技術向外延伸至人才培訓，共同開創

新型市場等？ 

答: 一、日本產業逐漸回流有利我國產業補斷鏈 

    一般國際經濟的發展模式為先有貿易，貿易到了飽和為了 

爭取市場就會進行投資，隨著投資的成熟，將帶動技術引

進或技術合作。除了市場的影響外，留學及到海外工作都

會帶動技術移轉。日本為了發展產業技術，積極推動產官

學的合作，將學校的研究成果與商業結合，產業界也不斷

注入資金加強設計研發，方能保持產業技術領先的優勢。

過去 20 年，由於日幣過度升值，產業為追求廉價生產成

本外移造成空洞化，隨著中國大陸投資優勢不再，日本業

者漸有回流本國之趨勢。我經濟部的搭橋合作計畫以產業

技術合作為主，就我國產業鏈中斷鏈或不足之處找出可以

與我合作之日商，由於日本中小企業擁有高深技術，加上

接班人問題，無法像大企業一般外移，這些中小企業就成

為我國最好的合作的對象。此外，日本 47 個都道府縣積

極發展地方產業，都是我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理想的

合作夥伴。 

   二、台日產業合作中長期策略已納入研發培訓人才 

    產業技術合作除了硬體設備的建置外，更需要人才培訓的

軟體傳承，故台日產業技術合作必頇包括設備硬體與人才

軟體。經濟部規劃台日產業合作願景：共同拓展全球市

場、提高我國國際產業能見度極關鍵地位、成為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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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業技術領先者，為達成上述目標，建構了中長期策

略:1.協助我國地方政府善用當地產業與資源，與日本地

方產業合作，共同創造海外發展機會；2.協助中堅企業結

合台日雙方產官學研之研發輔助能量，培育未來人才，開

闢海外市場商機；3.合作研發先端技術與解決方案，以發

展新興產業。為深化台日產業技術合作必頇延伸人才培

訓，經濟部已將台日雙方藉由研發培訓人才納為中長期策

略，稍假以時日，具體成果將可呈現出來。 
 

3. 目前台灣正處於經濟轉型的陣痛期，而日本早在 90 年代就

面臨產業轉型的困境,但因大企業發展為主軸導致相對弱

勢的中小企業無法有效轉型，間接導致日本經濟成長停

滯。雖台灣不以大型企業為主，但過渡期過長而導致經濟

停滯有可能發生在台灣嗎？我們該如何避免？ 

答: 一、我國產業發展及對外貿易避免風險過度集中 

    近 20 年日本由於大企業追求低廉的生產成本而外移，中

小企業接班問題，以及成本過高等原因，造成日本的產業

空洞化，製造業優勢逐漸流失。不過隨著日幣貶值，中國

大陸投資條件惡化，日本外移的大企業又有回歸本國之趨

勢及條件。而我國雖然以中小企業為主，但因與中國大陸

同文同種，外移中國大陸門檻低，造成如今台灣接單，中

國大陸出貨的三角貿易盛行情形，台灣經濟雖然成長了，

大企業獲致盈餘，可是大部分盈餘並未回饋薪資所得，並

造成帄均所得倒退 15 年情形。我國和日本面臨的問題部

分相同部分不同，不同的是我國經濟過度集中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是我國最大貿易夥伴，貿易依存度極高，如何分

散中國大陸市場實為我國政府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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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府中堅企業躍升計畫可創造產業動能提升競爭力  

    面對經濟技術市場全球化發展局勢，產業與企業競爭發展

的利基條件為產品及服務之附加價值的提升，而非產業與

企業規模問題。我國當前產業發展的前途有賴於技術升級

轉型，提升產品及服務附加價值，再輔以通路行銷布局。

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在升級轉型上各有其困難之處有待大

力克服，經濟部對於我國企業發展面臨之挑戰問題，參考

德國極為重視之專精技術及憑藉百年品牌企業支撐經濟

屹立不搖之經驗，訂定我國中堅企業躍升計畫，規劃「建

基盤」(建置發展推動體系，並檢討調整法規)、「助成長」

(遴選具潛力之中小企業，針對在技術扎根及邁入國際市

場可能遭遇之「人才」、「技術」、「專利與智財」、「行銷品

牌」等課題，加強重點輔導及提供客製化服務)、「選菁英」

(每年頒發卓越獎以發揮帶動效果)3 面相策略推動，培養

在特定領域技術專精、專注本業具有國際競爭力之中堅企

業，作為我國達到經濟穩定與永續發展，提升就業與改善

國民經濟等多元目標的重要基石。本計畫如果持續落實執

行下去，且我國中堅企業能與日本具有關鍵技術能力之企

業密切交流合作，將可對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實力，創造產

業成長新動能，增加優質工作機會，逐漸擺脫經濟發展遲

緩的困局。 

 

4. 台日間技術合作，是否有潛在的強力競爭國家使得台日關

係易被該國所取代？我國應如何自我提升產業技術能力? 

答: 一、台日密切合作就不會被取代 

    茲舉例說明，我國赴日旅遊之觀光人數屢創新高，日商不

得不重視台灣的消費能力，最近數年日商來台投資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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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大增。又比如說西武鐵道公司本年與我台鐵公司簽訂

合作協會(MOU)，即是看中我國消費者潛力，故我國如能

與日本保持貿易、投資順暢，台日間技術合作自然會繼續

發展。而我國該如何自我提升產業技術能力，操之在我的

部分就是產官學界頇進行合作，政府及企業加強研發預算

之投入，學校和產業密切合作，只要我國研發技術能力不

斷提升，日本既有技術為防止陳腐化，也會主動對我國釋

出，這就是天助自助者的道理。 

   二、政府及企業應善用研發經費創造成果並培育人才 

    我國許多產業技術依賴日本，當日本企業技術提升我國產

業技術位階自頇提升跟上始得持續架接，而技術提升有賴

於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因此政府必頇透過各種輔導及獎

勵政策措施協助企業研發及培育人才。近年我國研發經費

占 GDP已達 3.06%，雖較韓國 4.03%、日本 3.39%為低，但

較德國 2.88%、美國 2.77%為高，政府及企業如何善用研

發經費創造研發成果並培育人才，對於國家產業發展的未

來具有關鍵的影響，值得政府與各界關注的重要課題。 
 

5. 如何以台日交流為基礎，建構台日技術合作的穩固帄台？ 

答: 一、目前台日關係最為友好應善加把握 

    我國與日本之間有架橋計畫、年度經貿會議、科技委員

會、能源會議、鋼鐵會議、核能安全會議等多種交流合作

管道，並均以本會和交流協會作為帄台。我國馬總統及日

本安倍首相都非常重視台日關係之發展，故在目前台日關

係最為友好時期，兩國間經貿、投資、文化、教育、觀光

等合作交流將會持續發展並創造令人驚奇的成就。 

   二、未來雙方技術交流合作共同進軍世界布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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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日本 311 大地震後，我國民眾踴躍捐輸情形已引起日

本各界的關注，民間親善友好情形日益提升，台日關係發

展已達最為友好時期，各方面交流合作績效迅速提升，馬

總統於 2008 年 5 月 20 日就任以來，台日簽署協定備忘錄

及換函已達 25 項，其中包含本人於 2013 年 5 月 24 日接

任會長以來所簽署之 11 項。台日間最大爭議在於釣魚台

主權問題，自從馬總統提倡東海和帄倡議，台日於 102年

4 月簽署漁業協議，雙方達成擱置爭議，共享資源共識，

未來在長久友好情誼基礎下，雙方技術交流合作績效將日

益增加，共同進軍世界布局全球。 

 

6. 日本一直都是我國產業技術及資金的最重要來源國，請問

我國應如何對日招商? 

答：整合資訊、組織及目標是當務之急，逐步徐圖精進 

   長久以來我國對日工作單位非常多，各單位各有其目標及

任務，從未協調整合。為有效對日招商工作，本人已與行

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舉行 2 次業務會談，本人認為

應先執行以下 3 件工作：(1)資訊整合：整合各單位擁有

之招商資訊，共同分享，互通有無；(2)窗口整合：整合

中央、地方及民間單位對日工作單一窗口，發揮縱向及橫

向聯繫功能；(3)成果複製：建立典範複製推廣，以利擴

大實施，展現成果。以上資訊、組織及目標成果展現是招

商的基礎工作，循序漸進，定可獲致相當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