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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年代以来
,

台湾工资
、

地价的

口 上涨以及新台币的升值导致

岛内传统性加工出 口产业因失去 比

较利益优势而沦 为夕阳工业
,

迫使

劳力密集型产业不得不向外转移寻

找劳动成本更加低廉的生产据点
。

这一波接着一波的制造业厂商大出

走
,

促使台湾经济外 向发展战略从

以商品输 出为主的单 向性扩张
,

转

变 为以 资本输 出为主
,

同时带动商

品
、

技术
、

劳务等各方输出的多向性

扩张
,

从而使 台湾的对外经济扩张

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

台湾的资本输出是经济发展到
一 定阶段后所产生的必然现象

,

尤

其是在台湾金融市场 出现超额外汇

储备和 巨额社会游 资后
,

资本外移

速度进一步加快
。

从台湾对外投资

发展看
,

在 年代初期仅有少量的

直接投资
,

一 年 年累计

投资额不过 亿美元 年代中

期起
,

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

资均 呈 明 显 增 加 趋 势
,

投 资额 从

年的 亿美元增 至 年

高峰期的 亿美元
,

年累计总

额达 亿美元
,

创历 史最高记

录 年代初期资本输出势头虽有

所减缓
,

但仍维持每年数十亿美元

的投 资
,

其中 年为 亿美

元
,

至 年累计达 亿美元
。

短短几年时间
,

台湾对外投资总额

已近 亿美元
,

一举成为全球最

重要 的资本输 出地之一
,

跃居世界

第三大对外投资地 区
,

仅次于 日本

和德国
。

可 见
,

台湾在经济结构调整

过程 中
,

已逐渐从世界 贸易重镇走

向投资重镇
,

通过不断扩大对外投

资发展其外向型经济
。

与资本输入 比较
,

年代中期

以前
,

台湾为资本净流入地区
,

一 年 年时 间资本账余额达

一 亿美元
,

其中中长期资本占

绝大多数
,

为 亿美元 其后
,

台

湾转变为资本净流 出地 区
,

资本账

余额从 年的 亿美元增 加

到 年高峰期的 亿美元
,

再

回落到 年 亿美元
,

年

累计额达 亿美元
。

输出入相

抵
,

资本净流出额为 亿美元
,

其 中直接 投 资净额 为 亿 美

元
,

中长期 间接投 资净额 为

亿美元
。

直接投资是在 年代后期

台湾对外投资形成高潮时才从净流

入转为净流出的
。

从资本输出形式看
,

输 出机械

设备
、

转移生产据点的企业直接性

投 资 占 而 间接 投 资 于 证

券
、

房地 产 等 的 中长 期 资 本 则 占
。

年代中期台湾资本输出

以 间接投资为主
,

约 占对外投资总

额的九成
,

而直接投 资仅处于辅助

地位
,

结构 比重 不 到 一 成 自

年起
,

由于 以谋求降低 劳动成本为

主要 目的的劳力密集型生产企业 向

外转移形成 高潮
,

直接投资 一举超

越间接投 资
,

成为台湾资本输出的

主流
,

其约占对外投资总额的
,

而 间接投资虽仍保持每年 多亿

美元的流 出量
,

但其结构 比重降至
。

从资本输出地 区看
,

台资流 向

主要集 中于 中国大陆
、

东南亚 以 及

北美三大地 区
,

其 中对中国大陆和

东南亚的资本输出
,

主要是 以制造

业企业直接投 资的形式 出现
,

而对

北美洲的资本输出
,

则主要是以 间

接投资和技术型直接投资的形式出

现
。

台湾对三大地区的投资额大致

相当
,

各约有百亿美元的投资规模
,

台 湾 资 本 输 人 与 输 出 情 况
表 单位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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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美投资 余家
,

近 亿
美元 对东南亚投资 余家

,

多亿美元 对中国大陆投资 万

多家
,

亿美元
。

台湾对外投 资在经历 年代

后期的第一次高潮后
,

至 年代初

期出现较大变化
,

在资金流向上
,

领

先一步的台商赴泰国投资热潮 已渐

消退
,

其协议金额从 年高峰期

的 亿美元减至 年不到

亿美元
,

累计投资数为 项
,

金

额达 亿美元
,

在台商对东南亚

诸国的投 资中排名第二位 台商在

马来西亚的投资热继泰国之后也在

逐步地降温
,

其协议金额从 年

高峰期的 亿美元减至 年

的 亿美元
,

年进一步 降至

亿多美元
,

但其累计投资数最多
,

达

项
,

金额为 亿美元
,

在台

商对东盟各国的投资中居于首位

菲律宾因受政局不稳以及经济问题

的困扰
,

投资呈萎缩状态
,

高峰时的

年也不过 项
,

亿美元
,

近年更降至 只有几十项
,

数百万美

元
,

累计投 资数仅 项
,

金额 为

亿美元
,

在台商对东南亚诸各

国的投资中居第五位 印尼 的台商

投 资继泰
、

马 之 后 形 成热潮
,

年最高峰时投资数为 项
,

金额达

亿美元
,

近年则 有所 回落
,

其

累计投资约 项
,

金额达 亿

美元
,

在台商对东盟各国的投资中

排名第三位 台商在新加坡的投资

数量最少
,

累计仅有 项
,

金额不

到 亿美元
,

在东南亚各国中居于

末位
。

实际上
,

台商对东盟诸国的投

资热潮 已过
,

而对新兴的中南半岛

国家的投资则在不断升温
,

尤其是

对越南的投资大有后来居上之 势
。

年代末 台商对越投资尚处 一 片

空 白
,

年代初起开始大量涌入
,

年投 资数 为 项
,

金额 约

亿美元 至 年项 目增 至 多

项
,

资金增至 亿多美元
,

不到 年

时间投资数就达到 多项
,

亿美元
,

在 台商对东南亚各国的投

资中排名上升至第四位
。

台商对外投资的真正热点在中

国大陆
。

年底 台湾开放民众赴

大陆探亲后在大陆东南沿海形成了

第一次 台商投资热潮
,

一

年两年投资数即近千项
,

金额达

亿美元
,

是前 年总和 的 倍

年代初出现的
“
王永庆震撼 ”又引发

了台商对大陆的第二次投资热潮
,

投 资分布从点的增 加转 为面 的扩

散
,

并 由南 向北扩 张
,

一

年两 年投 资数约 项
,

金额达

亿 美 元
,

是 年 代 后 两 年 的

倍 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

后又掀起了台商对大陆投资的第三

次热潮
,

投资范 围从沿海 向内地延

伸
,

形 成 全 方 位 的 地 域 格 局
,

至

年底
,

仅两年时间大陆就 吸引

台商投资项 目 万多家
,

协议金

额高达 亿美元
,

是前 年总和

的 倍多
。

可见
,

台商对大陆投资高

潮迭起
,

短 短 年时间连续上 了三

个台阶
,

至 年底累计投资数 目

已经达到 万项
,

协议金额为

亿美元
,

直逼 台商在东南亚的

投资总数
。

台资输往大陆与东南亚

比较
,

年代末 尚不及
,

年

代初 比例上升至
,

至 年底

则 已大致持平
,

年将超越东南

亚
,

成为台湾最大的资本输出地
。

台 湾 对 东 南 亚 及 大 陆 地 区 投 资 统 计
表 单位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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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该栏东南亚部分为 年 一 月的投资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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