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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現況與經濟展望

• 疫情對台灣各產業的影響

• 疫情後新型態對台灣機會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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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中國疫情發展趨勢
上半場：重創生產端(有市無貨)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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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全球疫情發展趨勢(包含中國)
下半場：重創消費端(有貨無市)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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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失業率開始反應

資料來源：各國統計；產科國際所整理

◼ 消費者信心指數反映消費者對當前經濟
前景的主觀感受，預測經濟走勢和消費
趨向的一個先行指標。

◼ 美國3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陡降至89.1，
較前月大幅減少12個百分點，顯示美國
疫情爆發，對消費者信心造成明顯衝擊

◼ 日本、歐洲狀況相似，均呈現持續下降
趨勢，顯示疫情使消費者信心惡化。

◼ 失業率是指失業人口占勞動人口的比率
，旨在衡量閒置中的勞動產能。

◼ 歐元區失業率均在7%以上，表示就業
不太樂觀的情況，疫情對歐洲失業人數
的影響預期將在3月之後顯現。

◼ 美國勞工部公布3月就業狀況，企業界
砍掉70萬個工作，失業率由2月的3.5%

上升至4.4%。而近2星期初次申領失業
保險給付人數，增加近1,0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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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終端電子產品成長率下修

資料來源：Gartner (2020/04)；產科國際所(2020/04)

2019全球
出貨量

(百萬台) 12.6 260.7 96.0 86.0 78.8 124.5 1,701 216.3 1,484 226.3 319.4 38.7

2020全球終端產品出貨量年增率

◼ 在3月歐美疫情爆發後，工研院產科國際所評估除遠端辦公（超級行動筆電）
與宅經濟（遊戲機）等產品，其他終端電子產品將受疫情衝擊而下修2020全
年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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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ckinsey & Company (March 25, 2020)

疫情後經濟如何復甦：二種模式推演
經濟緩步復甦 vs. 緩慢長期成長

疫情控制，經濟緩步復甦

疫情復發，緩慢長期成長

Real GDP Drop
2019 Q4-2020 Q2

% Change

2020 GDP
Growth

% Change

Time to Return 
to Pre-Crisis

Quarter

China            -3.9%       -2.7%          Q2-2021

USA             -3.9%       -2.7%          Q1-2023

World           -6.2%        -4.7%          Q3-2022

Eurozone     -12.2%     -9.7%          Q3-2023

China            -3.3%       -0.4%          Q4-2020

USA             -8.0%       -2.4%          Q3-2020

World           -4.9%        -1.5%         Q2-2020

Eurozone     -9.5%       -4.4%          Q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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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台灣供應鏈影響程度
因不同環境下，所面臨的衝擊不同

台灣為主 中國為主生產據點

中國需求為主

中國以外地區

目標市場

台灣製造、行銷中國 借力中國、在地行銷

借力中國、行銷全球台灣製造、行銷全球

IC設計、LED元件、顯示面板
(Cell)、LED晶粒、高科技設備、
工具機、產業機械、石化、行動
裝置光學鏡頭、LCD材料

顯示面板(模組)、風電材料及零組
件、電池模組、電池材料、LED元
件、可塑劑、汽車零組件、被動元
件、構裝材料、PCB材料、電路板
(標準型)、網路通訊、工具機

手機組裝、網路通訊、PC/

筆記型電腦組裝

IC製造、IC封測、合成樹脂、工
具機、生技醫藥、太陽光電(電池
＆模組)、汽車零組件、產業機械
、醫療器材、電路板(利基型)、
行動裝置光學鏡頭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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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台灣產業影響-舉例

• 台灣網通產品約 70% 產能在中國，其中以江蘇、廣東，其餘位於台灣、東南
亞等地。樂觀：網通產業上半年產值將下滑近10%，下半年因訂單遞延、5G發
展、物聯網應用等，全年產值將下滑-3.6%。保守：因疫情時程拉長，將導致
歐美業者投資趨保守，包含5G推展、有線寬頻建設都可能遞延，整體來看，預
估我國網通產業全年產值將衰退6.8%。

網路通訊

區域別 2019產值市場占比 2020e

合計 台灣 中國 美國 歐洲 其他 樂觀 保守

100% 1.8% 25.0% 28.8% 22.3% 22.1% -3.6% -6.8%

借力中國
在地行銷

、

借力中國
行銷全球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20/4)

• 我國IC產業產能以台灣為主，占比高達91％，在中國大陸僅占5％，其他海外
為4％。在中國大陸為中低階IC製造，主要在上海、南京、蘇州、廈門，在台
灣為中高階IC製造生產。樂觀：雖受到歐美中市場需求衝擊，預估我國半導體
產業成長率仍有7.2%。保守：若疫情在Q3結束，上半年半導體產值將受影響
，年成長率僅5.8%。我國半導體產業產值成長5.8%。

半導體

區域別 2019產值市場占比 2020e

合計 台灣 中國 美國 歐洲 其他 樂觀 保守

100% 16.7% 28.9% 39.9% 5.5% 9.0% 7.2% 5.8%

註：樂觀情境：假設疫情高峰在Q2（五月），下半年回復正常；保守情境：疫情高峰在Q3（八月），Q4回復正常。

、

台灣製造
行銷中國

台灣製造
行銷全球



Copyright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版權所有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10

產業/期間 (單位：％) 2020H1(4月更新) 2020全年(2月更新) 2020全年(4月更新)

工具機

太陽光電(電池&模組)

石化

LED元件

智慧手機

鋰電池材料

高科技設備

網路通訊

電路板

顯示面板

被動元件

電池模組與電池製造

LCD材料

矽晶圓

汽車零組件

構裝材料

PCB材料

行動裝置光學鏡頭

半導體
15.7

3.5

1.5

1.0

-3.8

-6.0

-6.7

-8.5

-9.0

-10.0

-10.0

-10.8

-15.0

-17.3

-19.2

-23.0

-25.0

-27.0

-33.8

5.8

2.1

-1.8

2.0

-1.5

-5.0

-12.0

-9.1

-14.0

-15.0

-5.0

-6.8

-5.0

-16.0

-8.3

-15.8

-18.0

-24.1

-37.9

8.0

13.0

-4.6

-6.0

3.6

-1.0

-3.6

-16.0

4.3

-6.8

-2.5

-3.0

3.0

-18.0

1.0

-8.0

-9.5

-37.7

3.0

2020年台灣重點產業疫情後產值預測(4月更新)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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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對產業的影響：生產端
– 生產據點愈集中疫區、庫存備料高，受缺料、缺工、缺運具的衝擊
愈大，如：手機組裝、網路通訊、PC/NB組裝、汽車零組件

– 自動化程度高、技術或資本密集高產業，較不受疫情影響，如：半
導體、行動裝置光學鏡頭

– 高度仰賴疫區內需市場需求或零組件供應，不論B2B或B2C，受到
疫情衝擊高，如：工具機、汽車零組件、太陽光電、電池模組

疫情對台灣產業的影響：生產端 vs. 消費端

• 疫情對產業的影響：消費端
– 市場集中度高，若淪陷於疫區受(消費)管制大，則需求受創程度高

– 終端消費非剛性需求產品，易受疫情影響而遞延消費，則受衝擊愈
高，如：智慧手機、汽車及其零組件(售後市場)

– 仰賴技術服務或以網路平台提供服務者，較不受衝擊，如：晶片設
計、資訊服務、網路安全

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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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分流：製造業加速走向全球佈局

Global  Manufacturing  Footprint  Strategy

在地經濟壓力

2012
2013

工業4.0自動化

2018

美中科技分流

2019

疫情風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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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戰略：全球製造樞紐之總部經濟
HQ Economics: Global Manufacturing Hub

海外：
• 分散式製造及全球布局
• 高度自動化及無人工廠
• 智慧能自適應的生產系統
• 人機協同輔助能力提升

台灣：
• 數位孿生及遠距操作
• 雲端資料即時分析
• 人工智慧深度學習
• 創新研發人才基地

工研院2030

技術策略與藍圖：
智慧製造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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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戰略：新科技服務業協助中小企業
幫助服務業及中小製造業：打造魚竿、學會釣魚

軟體開發

系統整合

科技平台

研發測試

顧問服務

新科技服務業

服務業、中小製造業者要駕馭科技來協助服務或生產運作有巨大難度，因此

協助傳統產業數位轉型需要新科技服務業者扮演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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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產科國際所

• 地緣政治經濟風險，加上美中科技分流，製造業將加速全
球價值鏈移動，以強化「韌性(Resilience)製造」生態系。

– 評估供應鏈風險，強化異地生產：將重新檢討即時供貨
(JIT)生產模式，評估異地生產製造、多源零組件供應

– 分散市場風險，融入在地應用服務生態系：共組國家隊
，共享資源，拓展多元市場，發展在地解決方案

• 政府運用科技建置「韌性家園」並以「公共服務」基礎建
設，帶動智慧城市端、網、雲「G2C平台」服務風潮

– 建立國家級防疫平台，以因應下波疫情來襲：平日建置
疫情監測、預警、治療與防護系統，統一調度醫療資源

– 建置防疫基礎建設：以防疫科技建置「三段五級」需求
的韌性家園，並提供具「社交距離」防疫安全方案。

疫情後台灣產業的機會與作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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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興大規模傳染病復萌頻率縮短
未來可能形成新常態，需提早因應與學習

資料來源： WHO (2019)

•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全球正進入一個新階段，類似伊波拉病毒等致命
疾病的大規模爆發將是「新常態」。

• 從2003年的 SARS 到2020年的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傳染病的出
現時間已逐漸縮短，預估下一波發生傳染病的時間會更短，全球必須採
取對應的防疫措施，以因應下次未知的病毒來襲。

2003 2012                          2020                         ~2027 
9年 8年 7年?

嚴重急性呼
吸道症候群

中東呼吸
症候群

新冠病毒
肺炎

X 呼吸症
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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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層如何應對疫情，而改變行為？
BOPIS消費、網路社交增加，防疫意識提升

資料來源：www.firstinsight.com(2020/03)

嬰兒潮：1946-1964年

X世代：1965-1979年

千禧世代：1980-1994年

Z世代：1995-2012年

BOPIS：Buy Online, Pickup In Store

• 疫災後，將採縮衣節
食策略，估計41%Z
世代、40%就成為，
千禧世代。

• 疫情改變人們生活型
態，包括減少30%在
實體店購物、增加
21%上網購物需求

• 疫情後改變人們增加
網路訂購、實體店面
取貨 (BOPIS；Buy 
Online, Pickup In 
Store)消費型態

• 當疫災傳播階段，所
有對象均受「延遲購
買」決策影響，尤以
千禧世代衝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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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疫情後，可能改變人們生活型態，包括日常社
交、工作、購物、通訊與娛樂等，將衍生新需求商機

– 個人：穿戴生理監測、防疫設備(口罩)、個人防護或預
警、體溫監測…等。

– 居家/車載：非接觸式生活連續監測、UV-LED消毒、居
家管理、在宅醫療服務…等。

– 垂直領域：外送服務平台、機器人送遞、自主移動機器
人、車內個人防護、宅經濟服務…等

– 預防、診斷及醫療、癒後照護：疫苗接種、快速篩檢、
病毒治療藥物、呼吸治療器、重症加護系統、智慧復健
系統與醫材、遠距線上診療與復健…等。

疫情後台灣產業的機會與作為(2/3)



Copyright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版權所有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19

• 疫情平息後，新習慣和新模式仍將部分延續，「零接觸經
濟」興起，導入遠端作業、自動化/無人化、虛實整合平台
等科技方案，尤其以零售業、製造業方案最具代表性。

– 「消費端」深化新零售、雲服務客戶體驗：疫情促使深
化「線上 + 線下」消費體驗，包括宅經濟平台(教育、
娛樂、零售、醫療…)興起，例如：遠距醫療/照護、雲
端教育/內容等。

– 「製造端」加速物聯網、智慧製造變革：企業提升自動
化程度，加速企業數位轉型，包括以數位化、自動化提
升生產彈性，達成客製化製造效能，提升客戶價值。

疫情後台灣產業的機會與作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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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距離創新：遠在雲邊，盡在眼前
Physically Separated but Virtually Connected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0/5)

數位博物館

線上旅遊

遠距醫療

未來「0距離創新」新時代商機：
透過雲與端的整合科技，提供遠距使用者「遠在雲邊，盡在眼前」
的新興應用服務和商業模式，體驗0距離的貼心、溫馨的服務

如：遠距工作、遠距醫療、線上旅遊、線上教育、數位博物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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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0接觸經濟、0距離創新」新時代
0-Touch Economy, 0-Distance Innovation

以轉換地點及節省時間，
幫助原有服務持續供應

如：餐飲業者利用外送
平台服務在家用餐者

降低接觸及勞動成本，
改革原有流程及作業

如：無人商店、雲端點
餐、智慧客服、工廠自
動化等

幫助產業全方位數位轉
型，創造新生態和價值

如：透過XR延展實境
經營觀光景點

以創新服務或商業模式
開拓新市場商機

如：手勢控制於創新應
用電梯控制及餐廳點餐

時空
煥新

生態
翻新

服務
圖新

流程
革新

0接觸經濟、
0距離創新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0/5)



Copyright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版權所有

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22

「0接觸創新」之「時空煥新」案例
拓展線上場域、服務不中斷：遠距診療服務

Today Tomorrow

• 為遏止疫情擴大，美國透過遠距
醫療納入聯邦醫療保險，聯邦醫
療保險保戶可利用電話或視訊向
專業醫生尋求協助，不需花費額
外診療費用

• 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
影響，醫療院所希望減少患者
到院接受服務，以降低被感染
的機會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Consulting(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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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接觸創新」之「流程革新」案例
原場域自主移動流程：無人車代行人力服務

• 疫情來臨，除了人力短缺之外，
也需要降低人員在病房或醫院場
域進出造成感染之虞，並將醫務
人員之時間應用在高附加價值的
工作上

• 非接觸服務以服務機器人，執行
送餐/藥/貨、量體溫與清掃消毒
，儘可能減少近距離接觸。

• 在醫療領域(醫院、照護中心、
實驗室)使用自主移動機器人，
降低物品運送成本、提高照護人
員的照護能力，工作安排更順暢
、降低人員感染風險

Today Tomorrow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Consulting(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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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距離創新」之「服務圖新」案例
延伸在家檢測服務：居家檢測產品與服務

• 醫療檢測診斷多在醫院執行，
醫材具備高精準度，並由專業
醫療人員採樣並分析。疫情來
臨，病患上醫院診斷檢測被感
染風險高

• 透過發展居家檢測相關醫材產
品，以在家檢測收集生理資料
，帶動新服務模式，降低民眾
至醫院就診的感染風險，減輕
醫護人員與醫療機構負擔

LabCorp公司居家檢測產品 TestCard公司居家尿液檢測產品

Today Tomorrow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Consulting(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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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距離創新」之「生態翻新」案例
延伸到健康福祉產業：導入居家復健方案

• 如腦中風病患出院後須自行回到醫
院進行持續不間斷之復健。疫情來
臨，降低病患來院復健治療以降低
受感染機會，但需要兼顧把握3個月
黃金恢復期，6-12個月黃金復健期

• 為協助病患把握復健黃金治療期
，需要更彈性且更多元的返家照
護服務彌補缺口。

• 數化位、互動化的居家復健治療
模組與服務，改變傳統復健治療
模式，解決復健人力不足或無法
到醫院的問題

居家復健服務平台 智能復健治療模組

Today Tomorrow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Consulting(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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