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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謀：全球化、自由貿易幾已死  

2022-12-08 05:43 聯合報／  編譯葉亭均／綜合報導台積電  

有經濟學家認為，30 年的全球化時代，準備畫下句點。。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台灣半導體教父」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六日出席台積電亞利桑納州新廠首部

機台進廠典禮時表示，地緣政治已經大幅改變晶片製造業者面臨的局勢，他昨天

站在懸掛印有美國製造的未來（A Future Made in America）旗幟前提出：「全

球化幾乎已經死亡，自由貿易也幾乎消失」，不太可能回復。 

張忠謀表示，這是逾廿年來台積電在美國設立的第一座先進晶片廠，移機典禮象

徵在美國努力行動獲得回報的第一階段落幕，「開始的浪漫正在消失，初期的興

奮正在消失」。他說，若要成功，還有許多「艱鉅的工作」等待進行。 

他把台積電最新的四百億美元投資計畫比擬為該公司一九九五年在美國首設工

廠，當時距離台積電成立僅相隔八年。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U5Nz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B0%E7%A9%8D%E9%9B%B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E%8E%E5%9C%8B


他說：「廿七年過去了，半導體產業見證了世界大幅轉變、世界的大幅地緣政治

局勢轉變。」「全球化幾乎已死，自由貿易幾乎已死。許多人仍希望它們會回來，

但我不認為它們將回來。」 

此時正值各界日益擔憂，美國與大陸在晶片議題上的緊張關係，將把全球科技供

應鏈分成兩個陣營。美國對大陸晶片雄心壯志處處打擊，最近期的一次是在十月

實施新的限制措施，讓台積電等企業更難服務在大陸的客戶。 

張忠謀也提到，由於他在美國接受教育並工作長達數十年，曾夢想在美國蓋一座

晶片廠，但首次嘗試卻不順利。 

回憶創立台積電初期，張忠謀說：「我有一個夢：在美國創設晶圓廠。」但在奧

勒岡設廠後，碰上成本、人和文化等問題，原本夢想實現，卻變成是噩夢。「我

們花了好幾年才從我的噩夢中解脫出來，因此我決定我必須延後這個夢想。」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台積電聚焦在台灣本土建立先進晶片的產能，這一策略協助

台積電維持壓低成本，並繼續磨練技術知識。 

張忠謀說，當劉德音接下董事長一職，必須共享這個夢想，決定赴美投資。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A2%E6%83%B3


市場悲觀、報價下滑》台塑四寶  估 Q4 營收還比

Q3 差  

2022/12/08 05:30    

市場悲觀氣氛濃厚、報價下滑，台塑四寶估 Q4 營收難回升。（資料照）  

〔記者張慧雯／台北報導〕受國際原油與大宗原物料價格下跌影響，塑

化報價續跌。台塑四寶昨公告 11 月營收僅台塑（1301）較 10 月呈正成

長，南亞（1303）、台化（1326）、台塑化（6506）則持續下滑。此外，

台塑、南亞、台化都明確表示，市場氣氛悲觀，預估第 4 季營收恐難優

於第 3 季，台塑化第 4 季產能利用率也降至 61%。  

台塑 11 月營收 173.64 億元、月增 1.9％，台塑指出，終端需求仍疲軟，

除液鹼及 AN 價格上漲外，其餘產品平均價格均較 10 月下跌，跌幅介於



4-16％；而南亞 11 月營收 252 億元、月減 5.4%，南亞表示，11 月國

際原油與大宗原物料價格跌勢明顯，影響產品售價，僅電子材料產品因

網通、車用及鋰電需求挹注，銷售量與營收增加。  

至於台化 11 月營收 266.92 億元、月減 12.3%，台化分析，受通膨、升

息等因素影響，整體經濟環境下行，且中國防疫政策持續動態清零，客

戶開動率低、採購心態保守，產品行情續跌。台塑化 11 月營收 620.85

億元、月減 11.1%，台塑化坦承，11 月因設備異常、臨時停車檢修，原

油煉製量下滑，再加上杜拜原油價格下跌，11 月平均每桶售價較 10 月

大跌 112 元。  

對於後市展望，台塑表示，第 4 季歲修廠數雖較第 3 季減少，但歐美加

速升息對抗通膨，終端需求減少程度超過預期，市場嚴重供過於求，預

期第 4 季營收將低於第 3 季。南亞也指出，原物料價格下跌，客戶優先

去化庫存，影響產品銷量及售價，預估第 4 季營收較第 3 季減少。  

台化則表示，預估第 4 季營收較第 3 季減少，主要是價格持續下跌，且

明年第 1 季前，市場悲觀氣氛濃厚，為避免庫存損失，1 月底前維持減

產因應。台塑化也表示，第 4 季平均日煉量 38.8 萬桶、產能利用率 72%，

至於輕油裂解廠因下游需求不佳，僅剩兩套輕裂廠運作，估第 4 季產能

利用率為 61%。  

 

 

 

 

 

 



疫後報復性消費 難撐經濟復甦大局 

中國時報 洪凱音 

 

商研院第 3 季商業服務業景氣循環同行指標綜合指數略有回升。（本報資料照片） 

 

受惠住宿餐飲業強勁反彈、服務業就業人數增加，商研院第 3 季商業服務業景

氣循環同行指標綜合指數略有回升，不過，領先綜合指數仍下滑；隨防疫措施

鬆綁，卻受限於整體經濟的下行趨勢，商研院警示，內需為主的商業服務業並

沒有足夠力量，獨自撐起經濟復甦的大局。 

商研院分析，領先綜合指數呈下滑，且下滑速度有加快的趨勢，導致同行綜合

指數在短暫振盪後，預測明年第 1 季會止升轉降；商研院指出，同行綜合指數

在今年下半年逐漸回升，充其量仍只是「低谷振盪」徘徊現象，無法算真正復

甦，商業服務業無足夠力量獨撐大局，甚至扭轉趨勢。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3


環顧整體國際經濟情勢，新冠疫情爆發近 3 年來，疫情、極端氣候、地緣政治

衝突、俄烏戰爭等，是造成經濟下行風險最大原因；供應斷鏈、能源與糧食短

缺、螺旋狀物價上漲形成，引發美國聯準會（Fed）「縮表」在先，接著連連

升息，各國貨幣紛紛貶值，通膨壓力蔓延全球，國際貿易需求轉弱。 

同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大陸因「清零政策」與「爛尾樓」房地產泡沫危

機，影響逐漸擴散，美國股市也不支倒地、波及全球股市；國際貨幣基金對

今、明兩年的世界經濟成長估計與預測，出現破天荒的四度下修，2021 年的

「不均衡」復甦，未能向上改善，反而演變成持續下行走勢，如今情勢已惡化

成自石油危機以來最嚴峻的「停滯性膨脹」「不確定」危機。 

百達投顧預估，美國聯準會升息高點將出現在明年 5 月前後，隨全球央行政策

利率高點將至，升息的衝擊將進入尾聲，不過，整體企業獲利能力趨弱、通膨

控制仍存在不確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