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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首度進行「海外僑臺商經營動向與投資環境」調查 

•當前美中貿易戰與全球疫情延燒之際，全球經營環境變動對海外僑臺商海外經營浮現挑戰與

轉型契機 

•僑委會首度進行大規模海外僑臺商經濟動向調查研究，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對全球僑臺

商目的透過線上問卷調查，建立海外僑臺商企業經營動能指標(2021Q4) 

•掌握全球僑臺商的營運動向與對當地經營環境的評估，提供僑臺商經營策略規劃參考 

掌握國際經濟動態及商機 

•結合僑臺商深入訪談，蒐集僑臺商之意見與建議，進一步了解其運用外館與僑臺商服務情況，

並據以研提未來僑臺商政策協助建議 

•提供當地僑臺商差異化精準服務，提升鏈結與臺灣產業及科技優勢 

 

強化對海外僑臺商的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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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主旨與目標 01 



海外僑臺商需掌握國際產業趨勢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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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復甦路徑分化 

• 世界銀行最新1月《全球經濟展望

》指出，2021年全球GDP反彈成

長至5.5%，2022年全球經濟成長

預期為4.1% 

• 全球經濟復甦的強度因各地區而異，

取決於疫情嚴重程度、國內經濟中

斷程度、跨國間風險外溢、政策支

持有效性等 

• 疫苗施打率逐漸提高，但疫苗對於

如Omicron變種株的有效性仍存在

高度不確定性 

經濟前景存在不確定性與眾多風險 

• 經濟活動復甦，各國面對通膨急遽

上升的挑戰 

• 美中科技戰對全球產業鏈衝擊。拜

登政府上台後，美中仍持續科技競

爭，對全球產業供應鏈產生影響 

• 中國大陸地緣政治─如中印軍事衝

突、中澳政經衝突、中歐人權問題，

為區域政經局勢帶來風險。 

國際產業趨勢的商機與挑戰 

•疫情下各國以恢復國內經濟為主：

美國、日本、泰國皆已實施規模龐

大的經濟刺激方案。 

•各國仍積極布局國際經貿與區域

經濟整合：RCEP完成簽署後，

2022年即將生效；兩岸宣布有意

加入CPTPP相關影響 

•綠色經濟崛起對應全球氣候變遷：

歐盟、美國、亞洲多國皆開始透過

產業、能源轉型實現綠色經濟。 

•全球供應鏈在地化：企業為避免

未來供應鏈中斷的風險，決定建立

區域化的生產體系。 



僑臺商企業經營動能指標
(僑臺商經營動能、預期指數、營商環
境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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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指標 參考指標 

生產數量 客戶存貨 

新增訂單 新增出口訂單 

人力雇用 投入品進口 

庫存水準 原物料價格 

交貨時間 售價 

未完成訂單 

• 依據國發會臺灣採購經濟人信心指數(PMI)的編制原理，建構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取

值0至100分之間。 

• 以50分為景氣榮枯線，分數愈高表示僑臺商經營動能愈活絡，並採算數平均勾選上升、下降
與持平的比例。以方程式表示如下： 

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Overseas Compatriot Business Momentum Index, OC-BMI) 

• 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OC-BMI)指標 

組成指標 參考指標 

營業收入 營運目標 

新增訂單 新增出口訂單 

人力雇用 投入品進口 

庫存水準 營運成本 

交貨時間 售價 

• 製造業僑臺商經營動能指數(OC-BMI)指標 

經營動能指數(OC-BMI)=50+[(50×上升)+(0×持平)+(-50×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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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臺商經營動能預期指數(Overseas Compatriot Business Expectation Index, OC-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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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指標 參考指標 

景氣 原材料 

工資 

租金 

資本投入 

資本設備利用率 

中間商品 

• 僑臺商經營動能預期指數取值0至100分之間，分數愈高表示僑臺商預期下一季

經營動能愈活絡 

• 50分為榮枯線，並採算數平均勾選上升、下降與持平的比例。以方程式表示如下： 

• 服務業僑臺商經營動能預期指數(OC-BEI)指標 

組成指標 參考指標 

景氣 原材料 

工資 

租金 

資本投入 

資本設備利用率 

• 製造業僑臺商經營動能預期指數(OC-BEI)指標 

經營動能預期指數(OC-BEI)=50+[(50×上升)+(0×持平)+(-50×下降)] 



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Overseas Compatriot Doing Business Index, OC-D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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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取值0至100分之間，綜合反應僑臺商對於當地營商環

境看法，愈高分表示當地營商環境更為便利，並以50分為分界線。 

• 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組成指標包括：行政效率、海關手續、
法律法規、治安環境、生活環境友善度、基礎建設、市場規模且成
長前景、同業競爭壓力、合夥與勞資糾紛、利潤匯出效率、融資便
利度、貸款回收效率、人力素質、租稅或關稅水準，以及開放投資

共15個項目。 

營商環境指數(OC-DBI)=50+[(50×上升)+(0×持平)+(-50×下降)] 



全球僑臺商問卷樣本 (N=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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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亞洲、北美洲、歐洲、非洲、中南
美洲及大洋洲等全球各地1,617位僑臺
商為調查對象，確保在95%信心水準
下，抽樣誤差壓縮到正負3%的區間內 

• 考量不同洲別、國家及產業類型之衡
平性，妥適分配各地區問卷數量。 

 
輔助質性資料：代表性海外僑臺商訪談 
(21位僑臺商代表) 
 
調查期間: 2021年7月至9月 



全球僑臺商樣本行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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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製造業僑臺商為657份，占有效樣本的40.6%，其中以基礎原物料及其他製造業居冠，占製造業的
25.7%。其次是食品暨紡織製造業，比例為19.0%。第三是電子暨光學製造業，比例為17.4%。 

• 全球服務業為960份，其中以其他服務業居冠，占服務業的30.4%。其次是批發零售業，比例為20.6%。
第三是住宿及餐飲業，比例為14.2%。 

行業 家數 比例(%) 

運輸及倉儲 30 3.1 

醫療保健與社會服務 42 4.4 

金融及保險 54 5.6 

資訊及通訊傳播 59 6.1 

營建工程 59 6.1 

不動產 90 9.4 

住宿及餐飲 136 14.2 

批發零售 198 20.6 

其他服務 292 30.4 

合計 960 100 

行業    家數 全球比例(%) 

水電燃氣與初級產業 53 8.1  

運輸工具零件 55 8.4  

電力暨機械設備 61 6.3  

石化暨生技醫療 80 12.2  

電子暨光學 114 17.4 

食品暨紡織  125 19.0 

基礎原物料及其他製造業 169 25.7 

合計 657 100  

全球製造業僑臺商行業分布 全球服務業僑臺商行業分布 



僑臺商企業經營動能指標
問卷結果 03 



全球製造業OC-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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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能指數 

• 歐洲、美洲僑臺商製造業景氣相對活絡，多數製
造業僑臺商經營動能處於擴張區，但非洲處於緊
縮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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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交貨時間受疫情後國際缺櫃塞港影響，拉抬整體製造業 
OC-BMI。 

• 原物料價格指數高達 93.4 分顯示僑臺商面臨沉重的原材
料價格飆漲的壓力。 

• 僑臺商擴大產能不易，新增訂單、人力雇用與生產數量
指數皆低於 50 分的景氣榮枯線。 

全球製造業僑臺商OC-BMI(2021年第4季) 全球製造業僑臺商OC-BMI組成與參考指標(2021年第4季) 



全球製造業OC-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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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動能 

• 歐洲製造業僑臺商最看好未來景氣，大洋洲則
處於悲觀預期區。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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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61.3  

71.1  

75.5  

81.1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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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設備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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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 

中間商品 

原材料 

分 

• 原材料、中間商品與工資預期指數是推升整體製造業僑
臺商 OC-BEI 上升的重要因素。 

• 製造業僑臺商預期國際大宗原物料與能源價格飆升，且
漲勢恐向中間商品與工資蔓延。 

• 資本投入預期指數 71.1 分，資本設備利用率預期指數僅
有 55.1 分，預期景氣回升時間可能略長於一季。 

 

全球製造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2021年第4季) 全球製造業僑臺商OC-BEI(2021年第4季) 



全球製造業僑臺商評估營商環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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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 

• 在市場規模、基礎建設、開放投資與人力素質四項
的改善比例高於惡化，但海關手續、同業競爭、法
律法規、利潤匯出與行政效率指標偏低。 

項目類別 改善(%) 惡化(%) 持平(%) 評分（分） 

營商糾紛 18.4  21.2  60.4  48.6  

開放投資 19.5  15.8  64.7  51.8  

基礎建設 24.7  9.4  65.9  57.6  

人力素質 17.0  16.9  66.1  50.1  

貸款回收 7.6  23.0  69.4  42.3  

法律法規 10.8  34.2  54.9  38.3  

環境友善 13.1  16.9  70.0  48.1  

市場規模 36.7  20.5  42.8  58.1  

同業競爭 16.0  43.5  40.5  36.2  

融資便利 10.7  23.9  65.4  43.4  

稅務負擔 5.3  24.8  69.9  40.3  

利潤匯出 11.1  33.8  55.1  39.7  

行政效率 13.5  33.2  53.3  40.2  

海關手續 5.8  37.9  56.3  33.9  

治安環境 8.5  25.0  66.5  41.8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市場規模與成長前景 58.1 54.9 68.1 67.5 84.3 40.0 50.0 

基礎建設 57.6 58.0 60.1 52.5 55.7 42.0 72.2 

開放投資項目 51.8 52.0 53.7 55.0 45.7 46.0 55.6 

人力素質 50.1 50.5 43.6 55.0 65.7 42.0 44.4 

合夥與勞資糾紛 48.6 49.8 50.0 50.0 28.6 52.0 38.9 

生活環境友善度 48.1 48.8 45.7 47.5 54.3 36.0 44.4 

融資便利度 43.4 42.0 52.7 40.0 48.6 28.0 50.0 

貸款回收效率 42.3 40.5 49.5 45.0 45.7 40.0 50.0 

治安環境 41.8 42.9 41.0 37.5 48.6 20.0 33.3 

租稅或關稅 40.3 43.6 35.6 30.0 22.9 28.0 38.9 

行政效率 40.2 39.1 48.4 37.5 45.7 24.0 38.9 

利潤匯出效率 38.7 36.9 45.7 47.5 45.7 26.0 44.4 

法律法規 38.3 35.0 54.3 25.0 48.6 38.0 33.3 

同業競爭壓力 36.2 38.0 34.6 30.0 24.3 36.0 22.2 

海關手續 33.9 34.4 37.8 17.5 38.6 20.0 27.8 

營商環境指數 44.6 44.4 48.1 42.5 46.9 34.5 43.0 

• 各洲的製造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以北美洲最高，非
洲最低。 

全球製造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組成指標 製造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跨洲比較 



全球服務業OC-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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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能指數 

• 北美洲與歐洲服務業僑臺商相對活絡，其餘大洲則
處於緊縮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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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貨時間受疫情後國際缺櫃塞港影響，拉抬整體服務業 
OC-BMI。 

• 營運成本指數高達 80.8 分，揭露僑臺商經營的沉重壓力。 
• 僑臺商擴大產能的意願頗低，最佳例證是新增訂單、人

力雇用與營業收入指數皆低於 50 分的景氣榮枯線。 

全球服務業僑臺商OC-BMI(2021年第4季) 全球服務業僑臺商OC-BMI組成與參考指標(2021年第4季) 



全球服務業OC-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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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動能 

• 歐洲僑臺商服務業景氣預期最優，亞洲與非洲
預期景氣持續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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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材料與工資預期指數，是拉動整體服務業僑臺商 
OC-BEI 上升的重要因素。 

• 資本投入預期指數為 67.7 分，資本設備利用率預
期指數更只有 54.1 分，顯示僑臺商預期國際大宗
原物料與能源價格飆升，且漲勢恐向工資蔓延；但
對景氣樂觀回升的時間意見尚未一致。 

全球服務業僑臺商OC-BEI(2021年第4季) 全球服務業僑臺商經營預期擴散指標(2021年第4季) 



全球服務業僑臺商評估營商環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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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環境 

•服務業營商環境指數以大洋洲最高，非洲最低。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基礎建設 55.7 55.7 56.8 46.5 55.7 39.7 67.2 

市場規模與成長前景 52.7 44.6 59.2 48.3 61.4 37.2 59.8 

開放投資項目 49.7 47.5 50.6 47.4 52.9 50.0 54.9 

生活環境友善度 47.6 45.8 47.6 44.7 55.7 39.7 55.7 

人力素質 47.4 48.4 44.4 50.0 52.1 44.9 54.9 

合夥與勞資糾紛 46.5 45.5 47.7 43.9 52.1 42.3 43.4 

融資便利度 43.8 37.7 49.4 38.6 46.4 35.9 48.4 

行政效率 41.0 34.6 46.8 36.0 42.1 28.2 50.8 

法律法規 39.6 32.3 46.9 21.9 36.4 29.5 59.8 

貸款回收效率 39.5 32.7 45.3 34.2 45.0 33.3 43.4 

治安環境 38.8 40.2 39.8 19.3 50.0 19.2 41.8 

利潤匯出效率 38.1 30.9 45.2 32.5 47.1 26.9 35.3 

租稅或關稅 33.6 38.7 30.7 23.7 28.6 29.5 41.0 

海關手續 32.1 29.6 35.5 21.9 33.6 23.1 38.5 

同業競爭壓力 28.7 26.7 33.2 23.7 23.6 24.4 23.8 

營商環境指數 42.3 39.4 45.26 35.5 45.5 33.6 47.9 

• 僅基礎建設、市場規模兩項的改善比例，高於惡化比例。 

項目類別 改善(%) 惡化(%) 持平(%) 評分（分） 

開放投資 19.1  19.6  61.4  49.7  

人力素質 12.3  17.5  70.2  47.4  

營商糾紛 10.2  17.2  72.6  46.5  

環境友善 13.1  18.0  68.9  47.6  

基礎建設 22.9  11.6  65.5  55.7  

市場規模 28.6  23.3  48.0  52.7  

融資便利 11.5  24.0  64.6  43.8  

貸款回收 4.9  25.8  69.3  39.5  

稅務負擔 4.1  36.9  59.1  33.6  

法律法規 14.2  35.0  50.8  39.6  

行政效率 15.6  33.6  50.7  41.0  

利潤匯出 8.3  32.1  59.6  39.3  

同業競爭 0.3  43.0  56.7  28.6  

海關手續 5.2  40.9  56.7  28.6  

治安環境 8.2  30.7  61.0  38.8  

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的跨洲比較 全球服務業僑臺商營商環境指數組成指標 



研究發現與策略建議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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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 提供製造業僑臺商技術指導與專業培訓，實現轉型升級 

• 自童振源委員長於2020年上任以來，僑委會積極開辦僑臺商產業合作。諸如：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

與技術服務方案、全球僑臺商農業服務方案，以及僑見臺灣商機36計線上論壇。 

• 上述僑委會開辦的僑臺商產業合作，廣獲外界好評。例如：高達66.7%的大洋洲製造業僑臺商，希

冀僑委會協助專業培訓；60%的歐洲製造業僑臺商，也表達相同需求。尤其，非洲製造業主要從事

紡織、塑膠業等傳統產業，生產技術與經營模式亟需轉型升級。 

建議： 

1. 持續豐富僑委會僑臺商服務專區 

2. 持續豐富相關僑臺商產學合作與技術合作服務手冊資訊 

3. 開辦相關技術培訓班及研習班，邀請當地僑臺商返國參訓 

4. 僑委會可輔導非洲僑臺商連結臺灣傳產相關專業技術機構法人 

5. 僑委會結合外貿協會，於僑臺商可組團訪臺時，洽接臺灣相關機械設備優秀製造商 

政策加值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專業培訓 28.92  29.54  19.15  20.00  45.71  24.00  66.67  

技術指導 24.51  23.42  20.21  20.00  60.00  12.00  33.33  

製造業僑臺商外館資源建議的跨洲比較 



21 

服務業 服務業僑臺商可適時運用策略結盟，提升品牌價值 

• 僑委會高度重視全球服務業僑臺商，相繼舉辦海外臺商產品品牌建立與行銷管理線上直播課程等線

上講座資源。 

• 上述活動獲得高度評價，但仍無法滿足僑臺商的熱烈需求。例如：近四成（36.6%）的服務業僑臺

商，依舊期盼僑委會協助「擴展當地通路」。 

建議 

1. 僑委會協助匯集性質相近的服務業類別形成「小型服務業聯盟」，共同經營行銷。 

2. 僑委會可擴大舉辦海外臺商精品選拔暨輔導活動，結合臺灣在國際社會良好形象與信任感，幫助臺商發展
品牌。 

政策加值 

項目類別 全球 亞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歐洲 非洲 大洋洲 

投資商機 55.73  56.01  52.30  64.91  55.71  66.67  60.66  

融資貸款 14.06  17.60  11.73  8.77  11.43  7.69  21.31  

當地通路 28.96  31.38  30.61  14.04  20.00  25.64  31.15  

策略建議 19.17  28.15  12.24  17.54  10.00  28.21  19.67  

法稅務諮詢 26.88  36.36  18.88  38.60  20.00  30.77  19.67  

降低當地經商障礙 04.48  07.33  03.32  05.26  02.86  00.00  00.00  

經貿糾紛 03.13  03.52  03.06  01.75  04.29  05.13  00.00  

回臺投資 22.60  22.58  21.68  28.07  27.14  10.26  26.23  

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使用的跨洲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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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環境、社會和企業治理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首要目標 

環境、社會和企業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overnance, ESG）已形成新商機與挑戰。 

蔡英文總統於2021年10月29日強調，持續鼓勵ESG投資是推動目前資本市場發展的首要目標。 

1. 環保發展與傳統產業可攜手並進。例如：在東南亞經營養殖業的臺商利用太陽能控制溫濕度，並採用人工
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術，實現漁業永續經營與智慧養殖。 

2. 企業社會責任可維持與僑居地當地社區的良好關係； 

3. 公司治理重視照顧員工及利害關係者，可吸引優質人才和投資者，有利於公司集資以及提升企業形象。 

建議：僑委會協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制訂僑臺商ESG認證標準（OC-ESG Standard）並鼓勵僑臺商取得ESG認證
資格。 

新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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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月報 僑委會編撰《僑臺商國內外經濟情勢分析月報》並結合黃頁 

• 近四成的全球製造業與服務業僑臺商，希望僑委會定期提供「投資海內外相關商機訊息」與「商會

平臺交流」，居未來外館資源服務項目的首位。 

建議：僑委會編撰《僑臺商國內外經濟情勢分析月報》，內容摘述國際經濟最新走勢，以期協助僑臺

商預先洞察商機，並及早因應避免可能損失。月報並可搭配黃頁（yellow pages），給予有意願的僑臺

商介紹自身營運項目，提升海外僑臺商的商機媒合。 

新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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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製造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 全球服務業僑臺商外館資源需求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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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 引入聯貸機制與金融科技，擴大僑臺商放款服務範圍 

• 當前部分地區面臨政經局勢動盪與疫情挑戰，加

劇當地僑臺商營商風險。當地受訪僑臺商希望政

府協助資。 

建議： 

1. 結合蔡英文總統的「非洲計畫」與既有海外信保基

金，形成長期化的非洲海外信保基金。特別是引入

聯貸機制，擴大服務非洲僑臺商。 

2. 僑委會強化與政治大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的合作，

共同打造僑臺商的供應鏈金融，快速迎合海外中小

型僑臺商的融資需求，並有效降低借貸成本。 

新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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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僑委會推動臺灣與僑居國雙向產業合作，建構完整供應鏈 

• 目前僑委會舉辦「全球僑臺商產業升級與技術服務方案」

交流會，促進僑臺商與國內研發機構對接合作機會。近年

亦結合「僑生建教合作專班」、「產學攜手專班」等計畫，

擴大招收新南向國家僑生來臺就學，並透過「全球僑臺商

產學合作服務方案」積極鏈結臺灣優質的研發技術，建立

僑臺商與35間大專院校的產學合作交流平臺。 

 

• 建議：初期階段以高雄─新南向國家為軸心。促進臺灣與

東協及南亞各國雙邊人才互補與合作。 

1. 首先盤點南部地區優勢產業，並建立資深技術人才資料庫
（供給面）。 

2. 匯整新南向國家僑臺商所需產業別技術（需求面)。 

3. 技術顧問團赴僑居地實際訪查與給予初步的技術指導，進而
吸引僑臺商參與在地（高雄）培育受訓計畫。 

新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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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 提高僑臺商商機媒合與降低市場進入風險 

• 各大洲僑臺商會代表均表示，在地耕耘已久的商會可

提供寶貴的當地市場訊息與協調服務，給有意進入當

地市場的新進本土僑臺商。 

• 建議： 

1. 補助各地僑臺商會成立服務中心。初期提供臺灣商品展

示區（臺灣櫥窗），提供有興趣至當地投資的僑臺商，

得以先行評估市場商機與未來投資報酬率。 

2. 組織專家小組以長期組織化的運作為目標，提供臺商赴

當地投資與貿易的專業意見，進而促進科技新興技術與

產業發展。 

3. 未來可選定特定國家，試點新興科技與商機的國際延伸。

例如：北美洲僑臺商會建議，透過結合當地行銷經營團

隊與試點，逐步推廣臺灣已經具有發展優勢的智慧農業、

智慧醫療、智慧製造等創新產品或產學合作成熟產品。 

新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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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時間 計畫 

美國 2017/11/6 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美國 2018/12/14 繁榮非洲(Prosper Africa)倡議 

美國 2018/10/3 更好利用投資引導發展法案(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 BUILD) 

美國 2019/4/11 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計劃 

美國 2020/4/29 經濟繁榮網絡(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的可信任夥伴聯盟 

美國 2020/6/3 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黑海(Black Sea)與波羅的海(Baltics Sea)的「三海合作」 

歐盟 2018/9/19 歐亞連結戰略(Europe-Asia Connectivity) 

歐盟 2019/12/18 連結非洲(Africa Connect)計劃 

歐盟 2021/9/16 歐盟印太合作戰略聯合公報(Joint Communication on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日本 2017/5/16 亞非增長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AAGC) 

G7 2021/7/1 重返更好世界倡議(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援外 藉助ODA，將可大幅提昇臺灣與僑臺商於在地的國際印象。 

• 秉持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ODA）的精神，蔡英文總統於2017年便匡列35億美元

的「策略性融資機制」，與邦交國及新南向國家進行公共工程合作。 

• 建議：「策略性融資機制」的對象，亦可擴大至海外僑臺商，並將相關招標資訊即時分享給僑臺商。

另一方面，僑臺商亦可提供僑居地最新的基礎設施需求。 

新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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