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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20 日，台湾实现了“第二

次政党轮替”，对于以“拚经

济”为竞选主轴、主张两岸经

贸交流合作的马英九团队，各界期待

多年来备受非经济因素困扰的台湾经

济能得以重振。与此同时，台湾新当

局面临的内外挑战十分严峻，台湾经

济能否顺利重振，仍存在不确定性。

当前各方关注较多的是，由于美国次

级房贷问题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持续扩展，国际原油与原物料价格持

续攀高，通货膨胀压力急增，台湾受

到最直接的冲击就是“输入性通货膨

胀”的效应，近期油电价上涨问题正

严重困扰着岛内民众，近一个多月

来，岛内股市连连下跌，也使台湾经

济重振希望蒙上阴影。实际上，马英

九上任后，台湾经济发展所面对的一

个长期性、深层次的挑战，应该是多

年积累下来的产业结构问题，值得特

别关注。

一、台湾产业结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台湾产

业结构经历了一次大调整，一方面，服

务业迅速崛起，成为产业构成的主导

部门；另一方面，制造业由劳力密集

产业向技术及资本密集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对台湾经济重振的挑战

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

从2007年台湾的产业构成看，服务业

占GDP 的比重为71.06％，工业占

27.50％（其中制造业占23.75％），是

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干、制造业仍占举

足轻重地位的经济体系。

二、现有产业结构无法有效支

撑台湾经济的重振

    台湾以服务业为主干、制造业占

重要地位的产业结构，在20世纪90年

代支撑了10年台湾经济的稳定中速增

长。但21世纪以来，面对迅速变化的

经济形势，这种产业结构对经济的支

撑力量已日益削弱。

    (一) 台湾服务业失去带动经济增

长主导性产业的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台湾产业

结构迅速转变为以服务业主干后，服

务业成为带动台湾经济增长的主导性

产业部门，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

比重超过2/3。2000年服务业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所占比重还占70.36%。然

而，21世纪以来这种局面改变了。2001

年服务业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实质

增长率为0.08％。2002年以后，服务

业从停滞中缓慢回升。在服务业中占

第1位的批发零售业，多年来受到民间

消费持续疲弱的影响，增长有限。金

融保险业是服务业中的重要的大项，

虽在景气逐渐复苏及宽松货币政策的

影响下，摆脱停滞的困境而有所好转，

但因股市疲弱不振，随国际股市波动

及岛内政局动荡而上下震荡，金融机

构放款与投资也持续萎缩，再加上

“双卡风暴”的冲击及金融弊案接连

不断爆发，金融业发展可谓举步维

艰。整体服务业，2002-2007 年增长

率大致维持3-4％的低增长水平，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2007 年，

服务业实质增长率 4.33%，对经济增

长贡献2.9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

献所占的比重降为51.75%。比较而

言，占GDP 比重 71% 的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仅略高于占 G D P 比重

2 4 % 的制造业，后者同期实质增长

10.12%，对经济增长贡献2.65 个百

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所占的比重为

46.49%。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

性明显下降。

    (二) 台湾服务业的就业创造效果

较低

    理论与经验显示，服务业涵盖范

围广泛，具有创造就业效果大的特点。

这也是各国及地区致力于发展服务业

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般发达国家及地

区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比

◎邓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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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与其创造的附加价值占GDP 的比

率大致相当，而在台湾地区，这两者

之间的差距却很大。(参见表1)

    由表 1可见，21世纪以来台湾服

务业产值占GDP 比重高达70% 左右，

而就业比率却仅达57% 上下，二者相

差十几个百分点，反映出台湾服务业

创造的工作机会仍很不足，无法有效

吸纳工业所释放出来的劳力，缓解产

业结构转型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失

业问题。

    (三) 台湾服务业水平较低、竞争

力较弱

    台湾服务业比重高、规模大，但

对总体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却不足，这

与其发展水平较低，竞争力较弱密切

相关。

    1. 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不足。

    近年来台湾知识密集服务业配合

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及因应跨业整合

商机兴起，获得较快的发展，据台湾

行政主管部门“主计处”的资料，

1996-2007年间，知识密集服务业占

名目GDP 比率由17.6% 增至 21.6%；

占总就业比率由16.7% 增至 19.5%；

占总投资比率由16.6%增至18.5%，显

示知识密集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角

色益趋重要。但2008年4月30日“主

计处”发布的《2006年工商及服务业

普查初步统计结果》则显示，近5年来

台湾知识密集服务业的经营效率不仅

远低于工业部门，甚至低于非知识密

集服务业，显示出台湾服务业产业升

级乏力。2001-2006年服务业部门劳

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及利润率分别

增长12.6％、-8.3％及0.5个百分点，

大大低于工业部门的45.6％、20.0％及

4.1 个百分点，而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这三项经营指标分别变动-6.5％、

-14.3％及 0.3 个百分点，非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则是增加22.8％、12.5％

与0.65 个百分点。导致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经营效率不佳的主要原因是，金

融业受双卡债务影响，而信息及通讯

传播业等电信业近年发展已臻成熟稳

定，且竞争激烈。

    2.服务贸易发展缓慢。

    由于台湾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

竞争力较弱，特别是金融、观光、影

视及物流等近年来进展有限，这就造

成服务贸易输出增长趋缓。按照世界

贸易组织（WTO）2007 年全球贸易排

名，台湾2007 年服务出口仅增长5%，

全球排名居第26，而同期，韩国的服

务输出大幅增长28%，排名居全球第

15。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台湾服务出

口占全球服务出口比重首度跌破 1%，

五年间排名退后6名。台湾服务贸易的

国际地位明显下降。

    总之，现阶段台湾迫切希望走出

近8年来经济“低增长、高失业”的困

境，但现行以服务业比重高但发展水

平却较低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却是个

深层的障碍。

三、台湾产业结构调整前景

    从经济学供需关系原理角度讲，

需求结构决定产业结构，台湾服务业

是以内需市场为面向的，21世纪以来

台湾内部需求急剧萎缩，服务业水平

较低、竞争力较弱的脆弱性便凸显了

出来，这是其对总体经济发展推动力

弱化的大环境。但是政策性因素仍是

台湾服务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长

期以来台湾实行“重制造业、轻服务

业”的产业政策，进入21世纪以后仍

没有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放宽对服

务业发展的限制。现阶段台湾经济要

达到重振的目的，必须要加快台湾服

务业的发展，特别是提升服务业水平。

而要达此目的，除了积极提振内需，创

造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外，放宽政

策限制是必然的选择。在马英九的《台

湾经济新蓝图》中大体反映出这种思

路。蓝图提出了有关“产业再造”的

“3大主轴”:产业创新、新兴产业、政

策松绑，其中相当内容与服务业发展

有关，从中大致可以窥视未来几年台

湾服务业发展的方向。不过，这一蓝

图的落实推动必然会受到内外环境的

种种制约，实际成效如何尚需较长时

间的观察，尽管如此，这些政策措施

推动的过程就会对台湾服务业的发展，

对台湾产业结构的提升发挥积极的作

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经济重振

的前景应该可以谨慎乐观。

（作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表1 台湾服务业占GDP及就业比重

年别 产值占G D P 比重（%） 就业人数所占比重（%）

2000 68.93 54.99

2001 70.53 56.48

2002 69.98 57.25

2003 70.38 57.90

2004 70.79 58.23

2005 71.29 57.67

2006 71.54 57.92

2007 71.06 57.92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主计处http//www.dgbasey.gov.tw：

“2007 年 12 月暨全年人力资源调查统计结果”，2008 年 2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