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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美中科技戰爭，國內外專家學者幾乎㇐致認為是兩國
科技創新及智慧財產的競爭問題。而科技創新及智慧財產涉及的
問題非常廣泛，影響的層面非常深遠，除了科技產業鏈受到震盪
以外，全球的主要經濟體都必須重新調整政策，擬定因應策略。

美中貿易及科技戰爭的勝負取決於以下幾個關鍵因素：科技
創新能力、智慧財產的數量與品質、研發成果的保護和應用、企
業升級和商業模式調整，再加上人才培育和引進及外在環境變化
（如天災、政治選舉）的應變，六大關鍵因素。

而台灣作為美中貿易夥伴，在此科技戰下首當其衝，隨著局
勢升溫，也開始被迫選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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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時間軸

2018/03

2019/05

2020/01

2020/01

2020/05

2020/05

2020/09

2020/10

美國貿易代表
署發布301調
查報告，開啟
美中貿易戰

美國商務部工業
安全局BIS將華
為及子公司列入
《出口管制規則
EAR》管制名單

《外國投資風
險審查現代化
法 FIRRMA》
最終版公布

美中達成
第㇐階段
貿易協議

美國商務部調整
《外國直接產品
規則》限制華為
取得美國技術及
軟體製造之產品

台積電
宣布赴
美設廠

中國大陸通過
《出口管制法》

中國大陸商務部發布
「不可靠實體清單規
定」，建立對外國實
體貿易或投資相關活
動實施限制依據



美中科技戰主要涉及問題(㇐)
科技創新與智慧財產的競爭-1

 中國大陸科技與智慧財產權的創新成果
 中國大陸通過《專利合作條約》（PCT）途徑提交的國際專利申
請受理量，截至2019年已達到6萬1千件，同比增⾧已逹10.4%，
且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專利合作條約》國際專利申請量發展也
很快，名列全球第二位。

 中國大陸的科技技術水準可能仍比不上美國，但是，他的優勢
在於能夠集結資源，快速扶植、規模化培養其欲扶植的產業。

 「中國製造2025」、「中國標準2035」與㇐帶㇐路的計畫顯露
出中國大陸堅定走向美中科技、經濟脫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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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018年
中國、歐盟與美國專利申請數量

資料來源：WIPO IP Statistics Data Center



美中科技戰主要涉及問題(㇐)
科技創新與智慧財產的競爭-2

 美國欲控制美中兩國間技術的流動
 當美國認知到其創新、創意、技術正㇐點㇐滴地流向中國大陸，
且由中國大陸政府的力量快速地發展技術、技術規模化，並擁
有強大完整的生態系支撐，讓美國備感威脅其對於科技的主導
優勢將漸漸變弱，故欲延⾧貿易戰線且轉向科技戰。

 在知識經濟的環境中，擁有世界主導權的國家是創新、創意、
科技在前端的國家，未來掌握科技、創新發展趨勢始能建構足
夠的經濟強權引領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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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主要涉及問題(二)
研發成果的保護和應用
 過去許多美國企業因著眼於成本考量以及為進入中國大陸市
場，中國大陸逐漸已經「學走」很多知識；因此美國於科技
戰初期即表明其訴求之㇐，便是要求中國大陸針對智慧財產
及營業秘密做㇐個結構性的改變。

 其中包括取消技術移轉的相關具體措施、停止智慧財產權的
偷竊行為、加強智慧財產權的執法，由於科技技術之智慧財
產保護主要以專利以及營業秘密之型態呈現，因此，專利與
營業秘密之制度建立，於本科技戰中顯得格外重要。

 中國大陸專利法因已行之有年，在幾次之修法過程中，中國
大陸對於專利法內容之建立已往國際水準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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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主要涉及問題(三)
由全球主義走向區域主義
 過去產業在建構產業鏈時，多是以全球的思維進行佈局，講
求的是分工、降低成本、效率極大化，但在科技戰的衝突下，
種種邊境的管制、關稅的徵收、技術限制、人才移動限制等，
促使產業原有的全球供應鏈出現了「斷鏈」的現象，技術、
人才、原料、產品等都無法順利的流動。

 因此業者在面對中美科技戰的威脅，為避開加徵關稅或是技
術產品限制，紛紛主動或是被動地出走原來的製造產地，雖
然會增加成本，但仍需建置新的生產基地，連帶促使產業鏈
的重組。

 全球佈局的思維已不再是必然，而是需要重新檢視目標市場
所在國家或區域的需求與相關規定，圍繞著目標市場重新打
造區域性專屬的產業鏈，例如醫療、稀土、資通訊產業的安
全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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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主要涉及問題(四)
其他外在環境變化影響-1

 新冠病毒疫情
 各國爭相研發疫苗，儘管許多領袖暢談全球合作，但最先研發
出疫苗的國家不僅可以讓人民免受新冠病毒之威脅，也會因為
人民率先回到工作崗位而取得經濟上的優勢，進而增強其科技
實力和全球影響力。

 川普總統傾盡全力投入「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開發計畫，結合了藥廠、政府機關和軍方的力量。

 中國大陸也已經進入第二階段之人體試驗 ，研發疫苗現亦成為
重要的競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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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主要涉及問題(四)
其他外在環境變化影響-2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
 川普現今因疫情和經濟面對連任壓力，但由目前情勢看來，無
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皆難得㇐致的共識仇中，即使是由民主黨
總統參選人拜登當選，衝突完全解除的可能性不高。

 11月的大選將影響未來對抗中國路線是持續激進抑或轉向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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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主要涉及問題(五)
小結
知識經濟的時代下，誰握有科技、關鍵技術，有能力制定技

術之標準的國家取得世界科技發展的主導權，若無統㇐之標準將
難以達成企業間之分工、合作。

5G的基礎建設將影響後續5G的應用，因此，各個國家將被
迫與擁有技術的該國攜手合作，㇐旦由中國大陸掌握這樣的技術
標準制定權，將擴大影響其對於世界的控制力。

故無論是美國為鞏固主導地位、中國大陸欲挑戰其主導地
位，科技技術之競爭、智慧財產之保護、貿易出超入超之平衡、
移民政策之限縮、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等因素皆是為了最終極目
標—世界霸主地位而有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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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對兩岸的影響(㇐)
台積電赴美設廠
 2020年5月15日美國針對華為禁令頒布後，台積電已停止接
受華為新訂單，此舉壓縮台積電供應華為晶片的空間。

 禁令頒布後，台積電即宣布前往美國亞利桑那州設廠。

 美國的做法即是封殺中國大陸先進晶片來源，順勢將台積電
納入掌控，意圖重整全球晶片生態，藉此封鎖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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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對兩岸的影響(二)
台灣其他產業未來發展
 由於台灣倚靠美國的技術和市場、大陸的市場，若是被迫選
邊站，個別企業兩邊討好的結果仍與和平合作的結果與得到
之利益有所落差。

 台灣研發相對於中國大陸較強，應從事研發、強化設計。未
來可能因應客戶合約之限制等，將設計團隊做切割，㇐部分
團隊留在台灣、㇐部份留在中國大陸，或是區分為兩套系統，
保持彈性以符合不同陣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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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期焦點(㇐)
經濟部投審會修正赴陸投資規範
 經濟部投審會於8月21日預告修正「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
術合作許可辦法」以及於同月17日預告修正「在大陸地區從
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

 「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草案：
 修正辦法條文將「提供」改為「轉讓或授權」，明定轉讓我國專
門技術或智慧財產權予大陸地區人民，屬於辦法所規範技術合作
之態樣，增加主管機關審查機制。

 智財保護以技術取向，刪除商標專用權或著作財產權，新增積體
電路電路布局權等專門權利為管制項目。

 「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草案：
 增訂台灣人民申請在大陸地區從事技術合作時，主管機關的審查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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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期焦點(二)
中國大陸補貼半導體產業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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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美國於2020年9月生效之對華為晶片出口管制禁令，中
國大陸國務院公布「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積體電路）產業
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以優惠措施刺激半導
體產業。

 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直接投入與間接吸引到的資金總和達人
民幣1.42兆，對我國短期影響半導體供應鏈商機，⾧期應警
惕中國大陸資金將對台灣材料與設備供應鏈產業招手。

 我國應思考如何在現今的基礎上投入升級業界設計與軟硬體
整合運用能力，在半導體研發升級上的資源投入、跨部會合
作與公私協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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