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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參加「2012年台灣貿易.技術.投資商談訪日團」出國報告 

頁數：三十三頁 含附件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中國輸出入銀行 

出國人員：吳佩珊  中國輸出入銀行 管理部 三等專員 

出國類別：業務推廣 

出國期間：101年 7月 16日至 101 年 7月 21日 

出國地區：日本 

報告日期：101年 9月 28日 

內容摘要： 

為加強協助我國廠商掌握全球經貿復甦的契機，國貿局持續推動全球出口

拓銷計畫，以幫助我國廠商爭取國外訂單，提振出口，今年再度委由台日商務

交流協進會辦理訪日拓銷團。目前台灣在電子電機、金屬及非金屬加工製品製

品產業上，已成功打響名號，為持續加強其他產業如文創、醫療生技、食品等

邁向國際化，此次拓銷團特安排於福岡、東京二地舉辦技術及投資商談會，邀

請日本相關業者與會，以促進台日企業交流合作。 

 

參與此行的我國廠商共計 32 家(名單如附件二)。職隨團期間，積極把握

商談會時間向我國廠商及日商推介本行業務，期朌我商接單時，能善用本行融

資、保證及保險的金融工具作為其出口交易的後盾，順利拓展海外市場。 

 

依據我國海關統計資料，去年台日雙邊貿易額已逾美金 700 萬元，雙方往

來愈形密切，尤其自兩岸於 99 年 6 月 29 日簽署 ECFA 及台日雙方於 100 年 9

月 22日簽署投資協議以來，台日合作契機更加顯著，將可擴大及深化雙方經貿

投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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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台灣與日本長久以來關係密切，從早期殖民統治的歷史情結糾葛，發展至

目前綿密的經貿往來，雙方友誼漸進良好。去年台灣是日本的第四大貿易伙

伴，日本是台灣第 2 大貿易伙伴及第一大進口國，訪客往來數互為第二名，許

多方面的交流都超過很多邦交國。日前，馬總統接見日本外賓時表示，定位台

日關係為「特殊夥伴關係」，稱特殊是因為雙方雖無正式外交關係，但實質關

係卻比有邦交國更為密切。 

    台日民間活動往來也非常頻繁，例如雙方於 2009年完成青年打工度假協定

的簽約，台灣在札幌設館，推動羽田與松山機場直航，接著又開放天空，讓二

線城市直航等。去年日本 311 大地震海嘯發生，國人踴躍伸出援手，捐款金額

高達新台幣 66億元，居世界第一，讓日本國民感念在心，用「厚重情義」描述

這段情感，可見雙方關係之緊密。 

    為因應歐債危機及全球景氣疲軟，導致台灣近半年來出口的嚴重衰退，經

濟部特將日本列入今年的重點拓銷市場之一，並再度委由台日商務交流協進會

辦理訪日拓銷團。職很榮幸奉派參加 7月 16日至 7月 21日的「2012年台灣貿

易.技術.投資商談訪日團」，積極提供廠商本行的金融產品服務。 

        目前台灣在電子電機、金屬及非金屬加工製品製品產業上，已成功打響名

號，為持續加強其他產業如文創、醫療生技、食品等邁向國際化，此次拓銷團

安排於福岡、東京二地舉辦技術及投資商談會，邀請日本相關業者與會，以促

進台日企業交流合作。 

        此行行程簡介如下: 

7/16(一) 啟程(台北~福岡) 

7/17(二) 福岡商談會 

7/18(三) 福岡至東京 

7/19(四) 東京商談會 (台日商務聯盟研討會) 

7/20(五) 自由商談 

7/21(六) 返國(東京-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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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日本國情 

 

 日本地處東北亞，全境由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四個大島和三千多個

小島組成；總面積377,815平方公里，約為台灣的11倍。全國共有一都( 東京

都) 、一道(北海道)、二府(大阪府、京都府) 及4 3 個縣；分為七個行政地區，即

東北、關東、中部、近畿、中國、四國、九州地區。 

        目前人口超過 1.2 億，是世界人口數量第 10 大國；主要民族為大和族，還

有極少數的阿伊努族及北海道的蝦夷人；官方語言為日語；天然資源短缺，石

油、天然氣、金屬等大多仰賴國外進口。 

        

一、政治近況 

    日本政治制度係採君主立憲之議會內閣制，立法權屬國會，行政權屬內

閣，司法權則在各級法院。以日本憲法為基礎，世襲君主天皇為日本國的象

徵，沒有參與國政的權力；內閣總理大臣選自國會議員。 

    國會有參、眾兩院，眾議院議員 480 席，任期 4 年，惟隨時有被解散之可

能；參議院計 252 席，任期 6 年，每 3 年改選半數席次。在議案及預算案審查

上，依憲法規定眾院決定優於參院。目前主要政黨包括民主黨、自由民主黨、

日本社會黨、公明黨 、日本共產黨、社會民主聯合黨、眾人之黨等  

    自 1955 年以來日本國會勢力僅自民黨一黨獨大，2001 年 4 月自民黨總裁

小泉純一郎繼任後，標榜「改革內閣」，施政獲支持，連任三屆，為 1972年來

日本在位時間最長的首相。惟 2006 年 10 月安倍晉三首相續任後，由於農業大

臣等閣員頻出差錯，導致安倍聲望急遽下跌，就任一年即交給福田康夫，但福

田首相突然於 2008年 9月發表辭職聲明，改由麻生太郎擔任第 92任首相。 

    自民黨聲望每況愈下，麻生首相在位不到一年，政績乏善可陳，於 2009年

8 月 30 日的眾議院改選慘敗，自民黨失去了半世紀前起的執政地位，由最大在

野黨的民主黨獲得空前的壓倒性勝利，鳩山由紀夫成為第一位民主黨籍首相，

但上任一年即因沖繩美軍基地遷移問題，被迫黯然下台，2010 年 6 月 8 日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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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新黨魁菅直人擔任第 94任首相，菅直人執政共 15個月，遭逢 2011年 3

月 11 日的東北強震，由於政府緊急應變措施不足，倍受批評。目前首相為佳

彥，野田盼以提高消費稅(由 5%至 10%)的稅改法案，抒解多達經濟產值 2 倍的

債務重擔，惟面臨反對黨要求國會提前改選的壓力；另最近日本當局堅持將釣

魚台國有化的主張，引起台陸港澳的嚴重抗議，再度挑起反日情緒，尤其是中

國民眾連日持續抗議，拒買日貨風潮再現。野田誤判國際情勢，引發中日台情

勢緊張，可能因此爆發戰爭或經濟戰；對釣魚台主權處理的失當，使其備受爭

議，內閣岑岑可危。雖然野田已順利於 9 月中再度當選民主黨黨魁，為挽回聲

望驟降的頹勢，近日將進行內閣改組。  

    綜觀之，近年來日本首相驛動頻繁，政局不穏，影響政策推行。 

 

 

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任 政黨 姓名 起日 迄日 

87.88.89 自民黨 小泉純一郎 2001/4/26 2006/9/26 

90 自民黨 安倍晉三 2006/9/26 2007/9/26 

91 自民黨 福田康夫 2007/9/26 2008/9/24 

92 自民黨 麻生太郎 2008/9/24 2009/9/16 

93 民主黨 鳩山由紀夫 2009/9/16 2010/6/8 

94 民主黨 菅直人 2010/6/8 2011/9/2 

95 民主黨 野田佳彥 2011/9/2 
 

附註:日本國民用”月替定食”形容更替頻繁的內閣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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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概況 

(一)2011年經濟回顧及展望 

 

 
單位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匯率(一美元) 期底 92.1 81.5  77.7 81.3  86.5  

2.外匯存底 億美元 10,222  10,670  12,582  12,283  12,191  

3.貿易收支 億美元 437 910 -205 -604 -676 

(1)出口值 億美元 5,453 7,301 7,880 8,177 8,259 

(2)進口值 億美元 5,016 6,391 8,085 8,781 8,935 

4.經常帳佔 GDP 

之比率 
%  2.8  3.6  1.9  1.4  0.7  

5.平均每人 GDP 美元  39,618 43,293 46,418 47,023 45,344  

6.國內生產毛額

(GDP) 
億美元 50,350 54,900 58,710 59,300 56,990 

7.實質經濟成長

率 
%  -5.5  4.5 -0.7 1.7 1.2 

8.消費者物價年

增率 
%  -1.4  -0.7  -0.3  0.6  -0.3  

9.失業率 %  5.1  5.0 4.6 4.3 4.4 

10.外債 億美元 13,934.5  16,855.7 18,006.9 20,691.5 22,490.3 

11.當地放款基

本利率  
%  1.5 1.5 1.5 1.5 1.7 

12.淨外人直接

投資  
億美元 -628  -586  -1,015 -915  -970  

13.政府總負債

占 GDP 比率 
% 194.1 200.0 211.7 223.2 231.1 

 資料來源:EIU & Global insight  

2012 & 2013年為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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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世界經濟大國，以 2011 年而言，GDP 總量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美

國及中國大陸；外匯存底僅次於中國大陸，位居第二，俄羅斯第三，台灣第

四；另出口值為世界第四大，占世界比重 4.5%，僅次於中國大陸、美國及德

國；進口值亦排名世界第四大，占世界比重 4.6%，僅次於美國、中國大陸及德

國。 

2011 年經濟成長為負成長 0.7%，主因：(1)受到國際景氣低迷影響，歐債

危機，美國經濟下滑，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導致仰賴出口的日本經濟遭受嚴峻

衝擊，出口嚴重衰退。2011 年產生貿易逆差 205 億美元，為 1980 年發生日圓

2.6 兆逆差以來，首見全年度之貿易逆差；(2)日圓高漲，拖累出口。2011 年

10 月 31 日美元兌日圓匯率升值上漲至 75.35，為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之最高水

準；(3)3 月 11 日東日本大震災及福島核災重創日本經濟，企業生產供應鏈中

斷，核能發電廠停止運作，電力限縮使日本企業蒙受重大損失，經過多個月努

力，才恢復生產，惟 10月份泰國洪災爆發，日本企業又遭逢重大損失，使日本

經濟雪上加霜。 

此外，強勢日圓使愈來愈多的日本廠商想把生產基地轉移至海外，恐導致

產業空洞化的危機。另 311 東日本大震災，造成全國核能發電廠大部分停止運

作，火力發電使用之液化天然氣量大幅增加，如未來全球景氣仍不佳，日圓匯

率持續走強，預測日本將陷入結構性貿易逆差，貿易逆差將持續擴大。今(2012)

年上半年貿易逆差已達日圓 2 兆 9,157 億日圓(約美金 370 億元)，再創新高。

惟即令日本淪為貿易赤字國，只要自海外獲得的配息或配利，能維持經常帳盈

餘，則仍可享有成熟債權國之有利圖境，而日本企業海外投資是否獲利，為經

常帳盈餘的關鍵。另日商以強勢日圓為武器，2011 年購併國外企業總額 5 兆日

圓，創歷史新高。 

 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年滑落 0.3% ，雖較 2009年(-1.4%)及 2010年(-0.7%)

有縮小趨勢，惟連續 3 年持續負成長，與日銀的通膨目標(1%)越離越遠，通貨

緊縮的壓力仍在。 

      2009 年失業率 5.1%，係史上第三高水準，2010 年略降為 5%，失業率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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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破 5%大關，顯見就業市場險峻。2011年 4.6%較 2010年下降 0.4%，雖略有好

轉，惟失業率仍高。 

  日本自 1990 年代泡沫崩壞以來，連年調降利率，1995 年以後基準利率已

降到低於 0.5%水準，2001年 9月以後更降至 0.1%。日本央行於 2006年 7月 14

日解除零利率政策，金融海嘯之後，日本央行將利率調降至 0.3%，惟實質存款

利率扣除相關手續費後，接近於零。2011 年放款基本利率仍維持 1.5%的低檔水

準，日本政府希望執行低利率政策能有效鼓勵企業投資，振興經濟。目前，

2012年 7 月 12日日銀(BoJ)的利率決策會議維持基準利率在零至 0.1%之間。 

  另政府總負債占 GDP 於 2011 年已超過 2 倍，沉重的債務重擔為已開發中

國家最高，是目前執政黨亟待解決的難題。野田內閣希望在 2015 年前分二階

段，將消費稅從 5%提高至 10%，以充實財政收入。 

 

2001年至 2011年日圓對美元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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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銀行(年平均)  

  附註：1. 自 2001年至 2011年，日圓對美元已升值超過 50%。 

        2. 2012/9/27台北外匯市場美元兌日元的賣價為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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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經貿措施 

 

1. 經濟產業省編列 14億日圓推廣文化創意產業 

    日本漫畫、電玩、時尚、流行音樂、生活用品及飲食等文化在國外普遍受

到歡迎，日本經濟產業省擬訂「Cool Japan」政策，計畫 2011年度起在海外設

置展示試賣店，積極向中國大陸、東亞、印度、美國及巴西等國家介紹日本酒

類、食材，以及與當地流通業者合作，協助中小企業或個人拓文化創意產品，

希望 2020年文化創意產業的出口規模，提高至 13兆日圓的目標。 

 

2. 研議分階段提高消費稅至 10% 

     由日本前首相菅直人擔任議長的稅務與社會保障整體改革「集中檢討會

議」，於 2011 年 5 月 30 日，召集政府、執政黨幹部、有識之士進行討論，研

議將提高消費稅 5%至 10%，分階段實施到 2015年止。現任首相野田亦支持提高

消費稅，但由於日本朝野政黨對於增稅之幅度及時程尚無法達成共識，野田首

相於 2012年 4月表示，希早日與在野黨領袖協商，早日將消費稅排入國會議程

進行審議，6月時在野黨原則同意，惟提出國會提前改選的要求，仍協商中。 

 

3. 制訂東日本大震災復興基本法 

    為使日本能夠從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東日本大地震後迅速重建，日本國會

於 2011年 6月 20日通過「東日本大震災復興基本法」，於同月 24日起實施。 

 

4. 將 2011-2015年設定為「集中復興(重建)期間」 

    日本政府於 2011 年 7 月，彙整東日本大震災後的重建基本方針，將 2011-

2015 年設定為「集中復興(重建)期間」，據以實施復舊及重建工件，其財源將

由削減歲出、增加所得稅與法人稅、出售國有地等稅外收入支應。 

 

5. 日本政府因應日圓升值，鼓勵企業赴海外投資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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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於 2011年 8月召開有關經情勢檢討會議，並公布因應日圓升值之

基金方針，主要重點包括協助中小企業營運資金調度及鼓勵企業赴海外進行投

資購併。該檢討會中，除提及應緩和日圓飆漲對企業帶來的衝擊外，應利用強

勢日圓併購國外企業，取得資源權益。 

 

6. 日本銀行(中央銀行)新增金融寬鬆政策 

    日圓對美元匯率於 2011年 10月 27日倫敦外匯市場達 1美元兌換 75.67日

圓的新高，日本央行於當日召開決定會議，做出若干決議 ，主要內容：(1)持

續維持零利率利息政策，(2)增加購入國債等資產之基金額度 5兆日圓日圓，購

買對象為長期國債。 

 

三、產業概況 

    日本是世界工業大國，日本企業為維持國際競爭力，相當重視研究發展投

資，全產業之研究發展費用占營業額比率約 5%，尤其在液晶半導體等 IT 關連

產業之製程設備、關鍵化學材料與車輛工業等產業著力甚多。此種有魄力之研

發投資造就了汽車工業連續 26年穏居出口值第一名龍頭，汽車零組件、科學光

學機器、影像器材、發動機等高附加價值產品，亦連續數年名列前矛。電機、

電子通信、機械、化學光學儀器、造船等產業，皆為世界領導的先驅。 

    此外，日本是著名的動畫王國，亦是遊戲軟體的第一大生產國，文化產業

已經成為日本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日本經濟產業省為了促進動漫產品出口，

於 2010年在北京設立文化產業出口辦室處，隨後又宣佈設立「酷日本室」，促

進文化創意產業，包括設計、動畫、時尚各電影的出口，並負責國內外宣傳，

幫助政府策劃各推行人才培養方案等。 

    

 以下簡介半導體產業及汽車產業： 

(一)、半導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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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導體市場與電子電機產品之需求關係密切，受到 311 東日本大地震的影

響，2011年日本電子產業進出口均呈衰退，出口金額 9兆 453億日圓，較 2010

年衰退 12.6%，進口金額為 7 兆 7,860 億日圓，較 2010 年減少 4.1%。而 2011

年國內半導體生產金額為 3 兆 3,189 億日圓，成長率為負 18.1%；進出口亦呈

現大幅衰退。 

 

(二)、汽車產業 

    日本 2011年汽車產業因受 311東日本大震災、泰國洪水水患及日圓升值影

響，汽車生產量較 2010年減少 12.8%，銷售量也較 2010年減少 15.1%，出口量

亦減少 7.8%。日本最大之汽車製造商 TOYTO 2011 年全球汽車銷售量為 795 萬

輛，比 2010 年減少 5.6%，從全球第 1 名跌至全球第 3 位，第一名為美國 GM，

銷售量為 903萬輛，第三名德國 VW，銷售量為 816萬輛。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展，日本的汽車製造廠最早在美國、東南亞，近年

來在中國大陸積極進行在地生產。日商以前是以獨資或合資的形式在當地建

廠，採購當地生產的零件，並將生產的部分車輛出口至日本或第三國。2011 年

由於泰國大洪水造成日本汽車製造商減產達 40 萬輛，Toyota 停止了泰國 3 個

工廠的生產，HONDA 也停止了泰國工廠的生廠，其他如馬自達、日產等也面臨

調整生產的問題。目前日本汽車產業之產能已逐漸恢復，2011 年 1 月至 9 月的

海外生產量為 994萬 6,091輛，比上年同期增加 2.8%。 

 

四、雙邊貿易關係 

(一) 日本對外貿易概況 

     日本為出口導向的貿易大國，2011 年前 5 大出口項目為汽車(衰退

10.6%)、鋼鐵(成長 1%)、半導體等電子零件(衰退 14.2%)、汽車零組件(衰退

2.8%)及原動機(略減 0.5%)。前 10 大出口國分別為中國大陸、美國、南韓及台

灣(占整體出口額 6.2%)、香港、泰國、新加坡、德國、馬來西亞及荷蘭。 

    前 5大進口項目為原油及粗油(增加 21.3%)、液化天然氣(增加 37.5%)、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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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及其附屬品(增加 11.5%)、煤炭(增加 15.8%)、石油製品(增加 37.5%)。前 10

大進口國分別為中國大陸、美國、澳洲、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阿國、

南韓、印尼、馬來西亞、韓國、台灣(占整體出口額 2.7%)。 

 

 (二) 與我國經貿關係 

    日本為我國第 2 大貿易伙伴，第 4 大出口市場及第 1 大進口國。依照我國

海關資料統計，日本與我國雙邊貿易額，2011 年達 704 億 2,688.7 萬美元，創

新高，其中自日本進口約 522 億美元，較 99 年增加 0.54%，出口至日本約 182

億美元，較 99年增加 1.23%，對日貿易逆差 34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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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我國自日本進口的主要產品為機器及機械工具;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錄音機、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塑膠及橡膠製品、光

學、照相、電影等零件及附件、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等。 

 2011 年我國對日本出口的主要產品為機器及機械工具;電機設備及其零

件、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塑膠及橡膠製品、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光學、 照

相、電影等零件。  

 我國產業經濟發展的結構與日本息息相關，許多產業的上游原物料及關鍵

零組件必須自自本進口，亦有許多產品需出口至日本市場。去年日本發生 311

強震，除了重挫日本經濟外，所引發的產業斷鍊效應，也影響當年我國對日本

進出口的貿易量。 

 

(三)雙邊重要經貿交流活動  

  台日雙邊經貿交流活動，除配合我國政府政策需要，搜集日本相關經貿政

策、法規、商情外，並隨時與日本政府單位、全國各地商工會議所、日本貿易

振興會等團體保持聯繫，促請協助台日企業交流合作，並支持我國參與各項國

際組織。雙方已於 2011 年 9 月 22 日簽署台日投資協定，除保障兩國企業投資

權益外，並促進投資往來更加自由化、便捷化。 

為增進台日雙邊經貿活動的順利進行，每年均定期召開雙邊政府及民間的

諮商會議，對關切問題進行交涉。目前定期召開的會議臚列如下： 

1. 台日經貿會議：自 1976 年起，每年由我國亞東關係協會與日本交流協會輪

流主辦。 

2. 東亞經濟會議：由兩國重要經貿人士參與，自 1973 年每年定期假台北、東

京舉行。 

3. 台日 IT 商務對話會議：為加強推動台日電子商務合作，經濟部國貿局於  

2001年籌組「台日電子商務推動委員會」並召開兩國聯席會議。 

4. 鋼鐵對話會議：「台日鋼鐵第 11次對話會議」於 2011年 7月 7日在台北舉

行，雙方針對鋼鐵市場現況、台日鋼鐵貿易的動向等討論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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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台日雙方在商標法規制度與審查實務方面，有諸多類

似之處，每年在台日經貿會議上，均針對此議題討論。2011 年台日並加強

「專利審查高速公路」制度合作，並於 2012年 4月 11日簽署合作備忘錄。  

6. 能源會議：第 7 屆台日能源會議於 2011 年 2 月 15 日至 16 日在東京召開，

雙方就兩國能源政策、再生能源技術研究等議題交流討論。 

 

五、投資環境分析 

 (一)當地投資條件 

      2010 年 6 月 18 日日本內閣通過「新成長戰略」，明訂在今後十年間，將促

使外國人員、物資及資本流向日本的倍增計畫，為達成此目標，設定「調降法

人稅率」、「推動成為亞洲據點」、「國家戰略總合特區」等國家型策略。然

而 2011 年 3 月 11 日東北地區發生強震，引發大海嘯，造成福島核電廠幅射外

洩嚴重事件，影響經濟，另高漲的日圓、居高的法人稅、僵化的勞動規定，加

上自 2012 年 4 月起工業用電價平均調漲 17%等不利因素，日本企業已有將生產

據點移轉至國外之趨勢，日本政府如無法加速改善投資環境，對外商到日本投

資恐有所影響。  

       台商在當地經營產業類別及其情況，至 2010 年底止，台灣對日直接投資累

計總額為 22.55 億美元，在亞洲地對日投資僅次於新加坡及香港居第三位，約

僅占全世界對日投資之 1%，主要投資項目為電器機械器具、躉售及零售業、服

務業。 

 台灣在 1999、2000、2006 年時曾出現對日投資高潮，在半導體、液晶面板

等電子機器領域有超過 1 億美元的大案件，然近來稍有停滯現象。最近轉向新

領域，如統一企業集團在日設立公司發掘日本商品供台灣超商銷售(2009 年)、

友達光達(AUO)收購製造太陽能電池用之矽晶圓廠(2009 年)、茂迪與北海道伊藤

組合資成立 Itogumi Motech，取得在北海道之太陽能光電模組廠(2010 年)、中美

晶收購日本半導體晶圓廠 Covalent material 成為全球第六大晶圓廠(2011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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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給我國業者之投資建議 

 (1)多與駐外單位保持互動：駐日本代表處經濟組、台灣貿易中心(貿協駐外

單位，有東京、大阪、福岡等三處)，工研院及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有

東京辦事處，均提供貿易投資之諮詢服務，可善加利用。 

(2)利用日本政府的「對日投資綜合窗口」：日本內閣設立「對日投資綜合

窗口」(Invest Japan)，http://www.invest.japan.go.jp，提供投資法令及市場之相關資

訊查詢服務(使用英文或日本回答)。 

(3)善用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提供之服務：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設有正體中文網頁 http://www.jetro.go.jp/tc/invest/，提供

對日投資之相關資訊的查詢。 

 (4)關於土地取得及開發的各種問題：工業區土地購買或租賃費用昂貴，又

有複雜限制，可先洽綜合窗口財團法人日本立地(http://www.jile.or.jp)產業立地

部。 

 

六、拓展建議 

    我國與日本基於地理關係及歷史淵源，維持長久密切的經貿關係，惟由於

產業結構及發展層次不同，呈巨額貿易逆差。拓展建議如下： 

(一) 我國對日出口具潛力產品 

1. 食品類：冷凍豌豆、 冷凍毛豆、冷凍蔬果、生鮮蔬果、真空包筍類、

鮮花等。 

2. 電子、機械、機器類：辦公用機器、金屬加工機械及零組件、電腦周邊

裝置及零組件、精密機械之零組件、IT產品及零組件等。 

3. 化學製品：胺基酸、家用塑膠製品、塑膠製建材家具。 

4. 工業產品：運動器具、自行車、高級家具、運輸之零組件、建築器材

等。 

(二) 擴大與日商合作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不論中央或地方政府都大力實施構造改革，大幅放

http://www.jetro.go.jp/tc/invest/
http://www.jile.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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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限制，提供多項優惠措施，鼓勵外商進入日本。日本企業擁有的高技術，及

大量退休專業人才可雇用，目前是購併日本企業或投資設廠的時機。另外宜積

極提高品牌形象，掌握日本市場需求趨勢，加強新產品的研發及設計，並強化

日文產品說明，提升產品形象。 

(三) 開發小量訂單市場 

 我國外銷廠商目前皆習慣大量接單，惟大量生產之產品已走向廉價化，台

灣生產已經不合成本，所以我傳統生產業者應改走附加價值較高的市場定位，

尤其是開發日本體系，可供應其小量精品市場。 

 

參、 商談會 

一、 本次商談會於福岡及東京兩地舉辦，參加者踴躍，商談成果頗佳。 

   (一)福岡商談會 

福岡是九州最大的城市，擁有 140 萬以上的人口，是日本人口最密集的前

十大城市之一。平均年齡約 39 歲，為全國第二年輕都市。自古以來就位居日

本的重要國際交流門戶，博多灣古稱的那津是個天然良港，地理位置非常靠近

東亞主要都市（首爾、上海、北京、台北），是與亞洲各國交流最佳地點。當

地產業結構以流通業、零售業、飲食店與服務業佔最大比例。 

 

(二) 東京商談會 

東京是日本的首都，與周邊的數縣構成的首都圈，居住了 3,000 萬以上的

人口，是世界最大的都市圈之一，金融貿易商業交易非常發達。 

 東京開幕式的來賓致詞及台日商務聯盟研討會演講內容，簡述如下： 

1. 首先，日本商工會議所常務理事宮城勉表示，對於台灣在去年 311 東日本大

震災後出錢、出物資、出人力的援助，日本絕不會忘記這份恩情。目前日本

全國有 514 個工商會議所，今年已有福井、函館、青森及四國的香川縣派團

到台灣，茨城、東京也計劃派人赴台，這不僅是交流，而是很明確地想與台

灣企業聯盟，發展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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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交流協會」專務理事井上孝表示，台灣的經濟或台灣的實力，近年來

讓日本企業刮目相看。最近日本企業考慮未來戰略時，重新認識台灣企業的

強項就是生產力，從設計、材料或設備的調度、包裝或運送等，在技術開發

與維持品牌等，台灣企業幾乎都具備這些實力。日本企業在考慮到未來發

展，與東亞、東南亞、或與華人經濟的關係時，都會注意到台灣。  

3.  我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沈斯淳致詞時表示，日本是台灣的第 2 大貿易夥

伴，台灣是日本的 4 第大貿易夥伴。日本是台灣最大的外資來源，去年來自

日本的投資案達 441件，創新高紀錄。 

4.  繼之，於「台日商務聯盟研討會」上，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也是台日商

務交流協進會最高顧問江丙坤，以「ECFA 後台日及兩岸經濟關係」為題、

經濟部國貿局張局長俊福以「ECFA 締結後的台灣經濟戰術」為題，分別發

表演講，兩人都言及下個月期待兩岸能簽署投資保障協定，並指出台日合

作，可截長補短、相得益彰。 

5.  另野村總研首席研究員辜朝明以「世界性資產負債表的不振」為題演講。他

首先提到，10 年前日本放送協會（NHK）製作節目，他受訪時表示，日本的

技術強、台灣對流行的東西敏感，台日可合作。而針對目前世界性不景氣的

看法，他說，這是以往經濟學未曾料到的，將之取名為「世界性資產負債表

的不振」。美國目前情況與 15 年前日本住宅崩潰的情形相似，以前美國、

歐洲人都認為日本泡沫經濟瓦解的經驗等是「負面教材」，但現在看到「資

產負債表」的分析感到驚訝，懂得要從日本的經驗找出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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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廠商訪談摘要 

 

公司名稱 產品 洽談人員 訪談內容 本行商機 

宜昇技研有

限公司 

口罩 (日商

品牌代工生

產) 

匡欣儀秘書 

陽凡嫻小姐 

主要以 L/C 方式與日商

交易，長期穏定往來，

ODM 生產，當地超商

有陳列其產品。  

轉介高雄

分行 

璟明實業有

限公司 

醫療器材 陳濱董事長 

 

本行舊客戶，有一段時

間未往來，目前以放帳

方式外銷巴基斯坦、巴

拿馬及美國等地區，對

有全球通帳款保險感興

趣。  

轉介輸保

部。 

台 成 創 意

(股) 

設計百貨 趙昱丞董事

長 

年輕人自行創業，順道

考察當地銷貨情形。日

本以 O/A 方式交易， 

向其介紹 O/A保險。  

轉介高雄

分行 

大倉興業有

限公司 

文創商品， 

特製徽章 

梁秀美小姐 臨時代理業務出國，不

知公司交易方式. 
無 

佳歐有限公

司 

汽車零件，

LED燈 

郭力仁總經

理 

收到貨款才出貨， 無資

金需求 

無 

飛國世紀科

技(股) 

Printed 

Circuit 

board 

黃明億專案

經理 

 

代工，客製化生產，將

轉介本行資料予其財務

部門 

轉介業務

部及輸保

部 

三電科技有

限公司 

J-PEC 太陽

電池 

游士材總經

理 
以 L/C & T/T 預收， 無

資金需求 

無 

金利橡膠股

份有限公司 

手機器 郭雀芬主任 

 

每月記帳方式，無保險

及資金需求 
無 

町洋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端子台，金

屬部品 

林靜宜經理 

 

不清楚交易方式 

 

無 

台灣向大企

業有限公司 

機械加工部

品 

張文志總經

理 

 

以前曾與本行接觸過， 

目前土耳其以 O/A 60 天

方式交易，有投保的需

求 

轉介輸保

部 

 

嘉成建材工

業(股) 

建材零組件 來憶德董事

長 

來君鴻先生 

 

以前曾與本行接觸過，

曾遇到美國客戶倒帳，

以接新單分期扣款方式

償還，  建議向本行投

保， 有追債公司代為處

理。 

轉介新竹

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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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美琪電

子工業(股) 

手機用電子 洪文仁董事

長 

知道本行，但未曾接觸

過，之前都獨自到日本

開發新客戶，希望本次

參團能接到更多訂單。

以前在馬來西亞投資很

大，目前已撤退；對

O/A 保險感興趣。 

轉介新竹

分行 

 

勝方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鍛造部品加

工 

黃富正經理 

 

以前曾與本行往來，目

前輸銷美國以 D/A 方式

交易， 日本則以 O/A60

天，無投保需求 。 

無 

常榮機械股

份有限公司 

金屬加工 邱騰毅開發

部組長 

將轉介本行業務予其財

務部門參考。 
轉介業務

部及輸保

部 

亞細亞食品

(股) 

乾燥食品 林滄智董事

長兼總裁 

(台日商務

交流協進會

副理事長) 

總公司位於高雄，另於

大陸及日本設有分公

司，向其推介保險及貸

款業務。 

轉介高雄

分行 

欽和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金型設計製

作 

洪旭姿小姐

陳明輝經理 

 

外銷以日本市場為主，

O/A60 天交易，曾聽過

本行業務，向其介紹

O/A 保險。 

轉介高雄

分行 

 

東泰全實業

(股) 

精密坂金 劉達墩董事

長 

貿易公司，無保險及資

金需求。 
無 

宮周企業有

限公司 

樹脂射出成

形 

周政龍總經

理 

日本以 O/A 方式交易，

無保險及資金需求。 

無 

進期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精密機械的

製造 

林欽木總經

理 

劉怡君小姐 

日本以 O/A 方式交易，

向其介紹 O/A 保險。 

轉介高雄

分行 

展電股份有

限公司 

精密部品加

工 

葉植槐總經

理 

 

貿易商，日本以 O/A 方

式交易， 東南亞以信用

狀為主，向其介紹信用

狀保險。 

轉介輸保

部 

 

伍慶精密工

業(股) 

電腦連接器 陳進明總經

理 

 

外銷以歐美為主，對輸

保業務感興趣。 

轉介輸保

部.  

 

世紀貿易股

份有限公司 

工其機& 射

出成形機 

鄧宗富副總

經理 

 

日本以 O/A 交易方式為

主，向其推介保險及貸

款。 

轉介業務

部及輸保

部 

翔恩科技有

限公司 

CNC專業

加工 

李宗洲總經

理 

向其推介保險及貸款業

務。 

轉介台中

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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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談成果一覧表 

 

2012.07.24 製 

場所別   

項目 
7 月 17 日(福岡) 

台灣企業 32 社 43 名 

7 月 19 日(東京) 

台灣企業 33 社 45 名 
總計 

商談件數 97 159 256 

商

談

内

容 

貿  易 96 153 249 

投資合作 1 4 5 

技術導入 0 2 2 

商談會
後一年
内可能

成交的
金額： 

(單位:萬美元) 

570 750  

 

資料來源:台日商務交流協進會 

 

 

肆、台日合作契機 

 

    日本大企業進軍海外實力很強，但中小企業還很弱。日圓大幅升值，使日

本中小企業產生危機感，體悟不能只靠日本國內市場，必須與海外企業聯手開

拓市場才能生存。日本的中小企業認為要發展亞洲市場，台灣是最具有魅力的

夥伴，可以聯手進入以前覺得較難開發的中國大陸、東南亞等市場。另日本去

年 311 大地震，東北製造產業受損嚴重，台灣有機會成為日本的製造備援基

地。  

 

一、台日共同開發中國大陸市場 

日本企業可與在大陸的台商合作，藉其在當地發展的優勢，克服日本單打

獨鬥可能面臨的不利情境，以深耕大陸市場。 

(一)日企在大陸可能面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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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情緒及文化差異  

 經濟制度與商業習慣  

 當地人才素質及流動頻繁  

 智慧財產權、技術外流風險。  

 與當地政府的人脈關係  

(二)台灣在大陸的優勢  

 同文同種、文化相近  

 當地管理及經驗豐富  

 大陸人脈、政府關係佳  

 消費者喜好掌握度高  

 兩岸 ECFA利基  

(四） 在台投資，輸銷大陸之利基 

A. 稅率調降 

1. 台灣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業由 25%調降為 17%，較諸日本之 40%、

中國之 25%及韓國之 22%更具租稅優惠。 

2. 遺產及贈與稅稅率由 50%調降為 10%。 

3. ECFA 簽署後，輸銷中國之貨物免關稅。 

B. 基礎建設完備 

1. 價格低廉之水費與電費。 

2. 規劃完善之工業用地（全台計有 181 個工業區、3 個科學園區、10 個

加工出口區及 5 個自由貿易區）。 

3. 便捷之物流運輸。 

4. 高素質的人力資源。 

5. 完備的資訊傳播網絡。 

6. 完善的法規及對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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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日企業攜手合作，成功開發中國市場之案例 

德輝科技－卓越領導者敏銳的經營理念與日本企業領先群倫的技術完美的

結合，係順德工業與日本費爾康公司於 1997 年合併後成立之公司，合作方

式如下： 

  順德工業：資本額新台幣 17.4 億元，年營收新台幣 59.2 億元，從業人員

874 名。 

 日本費爾康：資本額 26.85 億日圓，年營收 156.61 億日圓，從業人員 642

名。 

  德輝科技：資本額新台幣 1.8 億元，年營收新台幣 2.9 億元。係由順德

工業出資 55%（提供土地及技術人員），日本費爾康出資 45%（技術

指導），主要產品為蝕刻式導線架與軟板蝕刻加工及運用蝕刻技術所

生產的相關電子零組件。 

 

  目前台日合作現在及未來的模式定義為”夥伴關係”，台灣希望藉由日商

的技術移轉，促使雙方產業鏈整合，進而發展品牌合作。日本可在台灣設立研

發或製造中心，協助台灣產業升值並參與經濟整合，雙方攜手合作進軍大陸及

東南亞市場，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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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與心得 
 

1 日本市場進入障礙較多，重視人際關係，以遠期付款方式，嚴格要求品

質，講求長期穏定交易，如依其特性拓銷，與日商耐心、漸近、長期經營

培養關係，提升產品形象，進入日本市場應大有可為。交易往來之初，宜

透過第三者聲譽佳人士的介紹，較容取得信賴，建立良好關係。 

2 台日雙方交流密切，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及厚實的產業關係，加上雙方於

2011年 9月 22日簽署投資協議，提供台日雙方穏定及制度化的投資關係，

促進台日產業供應鏈更加緊密連結，建立投資爭端國際仲裁的解決途徑，

預期未來雙向投資將加速擴大，有利於本行的業務拓展，俾提供台灣廠商

輸日或在台日商及大陸的台日合資廠商融資、保險及保證服務。 

3 本行並非直接與國外廠商交易實體產品，卻是促進雙邊貿易的橋樑，是我

國進出口商的強力厚盾，由實際接觸當地業者可了解他們對台灣市場的需

求。例如，當地日本里索納銀行(Resonabank) 亞洲事業發展中心主任 Mr. 

Izawa 向職詢問其客戶欲至台灣及大陸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本行是否可

提供相關服務，回覆請其洽顧問公司以取得相關資訊。另職向其介紹本行

的轉融資業務，可與之建立合作關係，提供本行資金予日商購買台灣產

品，Mr.Izawa 回覆該行並無需求，另請教其目前日本 Libor rate 水準? 

回答不了解。 

4 語言為溝通的基本工具。此行為職第 6 次踏上日本國土，第一次洽公；抱

持戰戰兢兢的態度，期能以中上程度的日文與日商有效溝通，惟實際交談

仍無法暢所欲言。大部分的日本人英文不太流利，僅少數會說中文，因

此，訪談以中日英語並用。而有日商欲到台中投資房地產，詢問本行融資

事宜，因用日文解說有困難，遂請台日商務交流協會的工作人員幫忙翻

譯。此行職深深感受，外語久未練習，易生疏退化；語文，包含說聽讀

寫，需要持續進修才能精進。目前台灣日語人才不足為廠商拓銷日本市場

的障礙之一，國內應多培養通曉日語、熟悉日本市場及商業習慣之人才。

本行為協助廠商拓銷日本市場，亦應培養日語人才，鼓勵同仁學習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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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對通過日文分級考試，取得合格證書者，酌予補助報名費，以資獎

勵。  

5 日本人處世嚴謹，做事態度一絲不苟，展現於工業技術的領先群倫，其精

細的品質令世人讚嘆，產品深受歡迎。有一則笑話，以「0.1.100.0」比

喻：『美國人擅長基礎研究，經常發明世界上沒有的東西，這是由「0」做

出「1」來，無中生有。而日本擅長商品化，會把美國人的創新科技，加上

人性化的設計，做出好用、好賣的商品，而創造出大生意，這是把「1」做

成「100」。可是當台灣人加入之後，引進了現成的技術，利用了廉價的勞

力，並進行生產流程改造，大幅降低了生產成本，也降低了售價，當然也

接到了訂單，可是因為沒有任何的創新，台灣的同業間開始互相殺價競

爭，產品價值由「100」急遽下降，80、60、40、20…直到把市場做爛為

上，生意又回到「0」』。雖是笑話，卻精準地描述台灣產業的興起與衰敗

的過程。我們應效法日本人認真的做事態度及扎實的做事方法，追求卓越

創新，掌握與日本合作的契機，提升台灣的產業技術，加速產業升級，早

日擺脫低報酬的代工宿命。 

6 最近鴻海與日本夏普(Sharp)的異國戀情，談了半年，尚未能修成正果。究

其原因，合作策略的巨大差異，凸顯台日產業合作的瓶頸。第一個瓶頸，

是日廠的面子問題，日本資通訊產業今天的困局，很多是因其不能忘卻過

去技術領先的風光，而無法即時回應市場及需求變化所造成。而今天竟要

讓跟隨在後羊群給領頭，羊指點迷津，情何以堪。第二個瓶頸在於雙邊信

任感不足。以夏普的觀點，鴻海參與經營，並開放中小尺寸面板的先進技

術與鴻海分享，非但有祖傳秘方外流的風險，更會讓對公司沒有感情的外

人，一探這個近 80 年老店的究竟。對向來封閉的日本產業而言，無疑日令

人不安的舉動。以上這些障礙，恐怕是普遍存在於台日合作關係的問題。

面對失落的 20 年，以及各國興起旳挑戰，日本產業的心態已經開始鬆動，

但其仍然是一重程序及外在形式的民族，因此產業合作除了利基外，還必

須在不失面子，又維持外在形式的尊嚴的情況下進行。而這種與日本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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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意會的理解，正是台灣的優勢及長處。簡言之，產業實力必須結合對

文化的細緻掌握，才是台日產業合作更上一層樓的關鍵。 

7 本團廠商共計 32 家，大多數為第一次參加台日交流協進會主辦的貿訪團，

以往多透過日本大商社轉介客戶，此次希望參加貿訪團直接尋找客戶，交

易方式以 O/A 90 天為主。原本大部份的廠商對本行不太認識，經職向其介

紹本行的保險及融資業務，頗感興趣，其中以 O/A 輸出保險較有承做機

會。建議在本行經費許可之下，多輪流派員，尤其是已任職數年且表現良

好的年輕同仁，參加外貿協會及各公協會主辦的貿訪團，不僅能協助廠商

拓銷產品，而且可推廣本行業務，提高本行知名度，並可增廣同仁見聞，

提升本行人員素質。 

8 此次為職第三次公務出國，前兩次公務出國的經驗，令人難忘。第一次是

以國情研究員的身分，參加外貿協會的印度經貿訪問團，第二次以授信帳

戶管理員的角色參加貿協的非洲經貿訪問團。探訪兩大新興市場，體驗不

同國家的風土人情，大開眼界，收穫良多；所謂「行萬里路，勝讀萬卷

書」，意義正於此，非常感謝行方的栽培。而此次日本行，除當場積極向

廠商介紹本行業務外，回國後即提供具潛力開發的客戶名單予業務單位參

考拜訪，俾協助廠商拓銷日本市場，共同為台灣的經濟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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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17 攝於福岡商談會 

與本行客戶璟明公司陳濱董事長夫婦

合影 

2012.7.17 攝於福岡市區 

100 日圓商店 

 

2012.7.18 攝於福岡市 

Hotel Okura Fukuoda 飯店旁運河區 

2012.7.19 攝於東京商談會 

開幕式 

2012.7.19 攝於東京商談會 

The Capital Hotel Tokyu 

2012.7.20 攝於東京 

國會山莊，遠處為東京晴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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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件一 

註:7/19國貿局演講者為新任局長張俊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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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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