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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太 發 展 報 告 2022 年 11 月 21-27 日 

 

 後疫情時代世界急需穩定可靠的新機制來帶動經濟和科技的穩步發展。 

 臺灣基層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大敗，地理防線退至嘉義阿里山以南地區。  

 岸田內閣欲激增防衛費預算比例，此舉將激起朝野對國家未來的熱議。 

 馬來西亞無法選出單一的國家領導力量，民眾寄希望減少內鬥抓民生。 

 

 

❖ 全球治理 

 

後疫情時代全球復蘇機制缺失  

        亞太地區是世界增長引擎，

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復蘇過程中

自然被寄予厚望。但是從最近亞

太領袖峰會的情況來看，短期內

世界似乎很難看到明確有效的復

蘇機制。在全球經濟前景迷茫、

歐洲遭遇能源危機的背景下，第

27 屆聯合國氣候峰會

（COP27）在 APEC 峰會前夕悄

無聲息地召開也算是一個徵兆。 

        因為與會各方談不攏，

COP27 最後破例推遲兩天閉

幕，但是削減化石燃料的提議最

終仍未出現在決議中。考慮到

2023 年 COP28 將在產油大國阿

聯酋舉行，輿論對於本世紀末升

溫控制在 1.5 攝氏度的目標更加

喪失信心。 

        為了打破會議僵局，歐盟在

原定會議閉幕日前一晚提出一個

計畫，提議設立一個新基金，用

以解決“損失與損害”賠償計畫，

為受氣候變遷影響的發展中國家

提供財務援助。但因大國的反應

冷淡也未達成任何實質性的協

議，以至於聯合國秘書長古鐵雷

斯明言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

明顯存在不信任。 

        之後舉行的 APEC 峰會為全

球氣候合作傳來積極信號，中美

之間陷入僵局的氣候合作有望解

凍。但氣候問題發展到最後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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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合作，碳排放還是會和國

際金融和國際貿易攪在一起，讓

各國為之纏鬥，因此中美兩國也

未必想好要如何深入開展談判和

引領全球的制度實踐。

 

        亞太現在仍在進行著一場持

續的地緣科技貿易競賽。而這場

旨在圍堵中國的科技競爭實質上

與台海局勢密切相關，太平洋西

岸的美國盟友體系，包括日本、

韓國、臺灣在內的半導體設計和

生產經濟體如果要密切配合美國

的戰略，那就需要做出史無前例

的調整，同時暗地裡展開殘酷的

競爭，最後搞亂的仍是全球的產

業鏈和供應鏈。 

        臺灣的龍頭企業台積電、韓

國的三星和美國的英特爾明爭暗

鬥，這些企業將動用巨大的資金

和人力成本變動現有的產業鏈佈

局。其中佔據全球高端晶片市場

近三分之二的台積電，被迫在美

國的亞利桑那州和德州開設新廠

的同時，又在日本的熊本縣也設

廠以分散市場風險，但其創始人

張忠謀卻一直反對到海外設廠，

即使在美國的重大壓力之下，仍

將最先進的制程放在臺灣本土，

凸顯出整個科技戰的邏輯之艱

難。 

        後疫情時代世界急需穩定可

靠的新機制來帶動經濟和科技的

穩步發展，同時應對人口、氣

候、文化等發展和融合的難題，

但目前仍然看不到過於樂觀的信

號和趨勢。 

        

 

美國加息節奏何時轉折 

        本週一開始美股就以下跌開

盤，美聯儲鷹牌理事沃勒

（Waller）更是明言市場誤讀了

聯儲的報告，認為市場的反彈來

得過早了一些，但市場還是充斥

著美國加息步伐將趨緩的資訊。        

既然美聯儲表示加息是為了壓制

誇張的通脹水準，那麼經濟表現

才是加息何時趨緩的參考座標，

而不是市場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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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聯儲本周公佈的月初加息

會議記錄，的確有放緩加息的暗

示。記錄指出美聯儲討論到了貨

幣政策滲透到經濟的滯後性，以

及衡量其效果過程與花費時間的

不確定性。聯儲內部經濟學家首

度警告美國明年經濟衰退的機率

接近 50%。決策官員也討論到美

國公債市場的穩定性等。 

        然而美國經濟最近有了一個

比較大的變化，今年美國從歐洲

進口的金額已經超過從中國的進

口，美國對歐洲的出口也在持續

增長，這種趨勢會鼓勵歐洲和美

國企業更多的本地製造，這涉及

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生產成

本，而成本是通脹的主要原因之

一。看來美聯儲需要更多的時間

和精力來判斷美國經濟衰退和通

脹表現的趨勢。 

 

❖ 港臺大灣區 

 

臺灣基層選舉民進黨大敗        

        26 日臺灣舉行了四年一度

的地方行政首長選舉，此次選舉

按慣例被視為對執政黨的中期考

核，甚至會被視為下屆臺灣領導

人選戰前哨。蔡英文領導的民進

黨遭遇慘敗，21 個縣市長僅得 5

席，其中一席還是離島澎湖，獲

得史上最小地方執政版圖。而國

民黨則獲得 13 席，讓臺灣本島

大部分地方“染藍”，更讓民進黨

嘗到了自建黨以來地方選舉最大

敗績。民進黨這次不僅輸在了數

量上，更輸在了品質上，讓該党

的支持者感到十分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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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國民黨不是僅靠點數

取勝，而是徹底將對手擊倒在拳

臺上。國民黨這次贏回了曾經丟

掉的最重要的臺北和桃園市，而

且是以絕對無可爭議的優勢贏

下，臺北市長更是被蔣家第四代

孫、僅 43 歲的蔣萬安奪得。臺

北、桃園，以及強勢反轉的基

隆，加上原本就在國民黨手裡的

新北和台中，六都中的絕大部分

政治勢力這次由國民黨掌握，再

加上週邊的民進黨重鎮宜蘭等台

東縣市，國民黨不但已經相當自

信地跨過“濁水溪”，更是將民進

黨的地理防線擊退到嘉義阿里山

以南地區，這讓一直沉浸在喜悅

中的民進黨感受到了民心轉變之

快帶來的寒意。 

        其次，民進黨差點沒有保住

南臺灣的票倉，更是讓支持者驚

魂不定。台南和屏東一直是深綠

板塊，但現任台南市長黃偉哲僅

小贏國民黨謝龍介 4.6 萬多票，

寫下 20 多年以來台南市長選舉

民進黨與國民黨得票差距最小的

一次；屏東縣長更為膠著，民進

黨當選者周春米只比國民黨的蘇

清泉多 11000 票而已。

 

        再從兩大党議員當選席次觀

察，民進黨從 2018 年的 238 席

成長為 277 席，增加了 39 席，

國民黨則從 394 席減為 367 席。

但從分佈來看，大多數議會以國

民黨席次居多，民進黨只在台南

市、雲林縣與嘉義縣拿下較多的

席次。在 2014 年、2018 年和今

年選戰中，國民黨皆拿了較多的

席次，國民黨席次維持在四成左

右，民進黨約三成，長期而言，

國民黨在地方政治中仍具優勢。

 

        最後，此次臺灣基層民主選

舉有一個結果被媒體忽略，但是

這個結果卻是全臺灣人民的勝

利。21 個縣市長當選席位中，

新竹、台中、彰化、南投、雲

林、宜蘭、花蓮、台東、嘉義、

屏東最後當選者都是女性，一共

10 位，占近一半。科技和文明

讓女性從繁重的家務中解放出

來，不僅可以貢獻社會生產力，

而且在政治治理方面也是婦女可

頂半邊天。臺北市落選的無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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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候選人黃珊珊，儘管沒有當

選， 但是在沒有大党支援的情

況下，得票超過 25%，實屬不

易；新竹市落選的民進黨候選人

沈慧虹也是女性，得票排在第

二。

 

❖ 日韓東北亞 

 

膨脹的日本防衛費—美日同盟下日本是何“算計”？      

        本周日本國內除了岸田文雄

可能即將通過改組內閣來壓制黨

內、社會輿論的不滿聲音的相關

動態新聞外，來年日本防衛費預

算也引起了整個社會的激烈辯

論，乃至成為了內閣改組的原因

之一。 

        週三，日本政府召開了防衛

費預算的座談會，結果一石激起

千層浪，來自於社會各界以及在

野黨的反對聲浪不絕。首先從防

衛費的增加比例來看，就打破了

過去在一定程度上所遵循的“有

序增加”的慣例。按照目前暫定

的比例來看，5 年後防衛費占

GDP 的總額將從 1.24%大增到超

過 2%。目前日本經濟狀況依舊

處於低迷，那麼所增加的防衛費

從何處來？除了國債，日本政府

提出從 2023 年開始提升所得稅

率和法人稅率。但對於當前的日

本社會來說，增稅無異于令不少

國民和企業的生存狀況雪上加

霜。近期在國會辯論和其他公開

場合，目前的內閣成員對於增稅

問題的答覆也是表現不佳。 

        其次，下一年度的防衛費預

算膨脹也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日本

軍事戰略的轉向，即從被動防禦

轉向主動出擊。過往日本的防衛

費中的大頭支出主要是軍備的更

迭和基建維護，以及兵員待遇的

提升。但此次的防衛費中，明確

提出“參照北約標準，加大科技

研究投入，強化防衛體系”。這

無疑會引起朝野內外對於日本未

來捲入軍事衝突的極大擔憂，畢

竟北約作為軍事安全性群組織，

日本一旦與北約看齊，劍指何

方，不言自明。 

        另一方面，日本在膨脹防衛

費的背後，也包含著逐步邁向

“正常、獨立”國家的野望。正如

相關會議報告所兩處地方所描述

的，第一，針對長程導彈的危

險，再一次強調日本需要具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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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地反擊能力。這背後便涉及了

軍工企業生產的佈局和導彈技術

的引進、研發。第二，要求提升

海上保安廳的力量和海空自衛隊

的聯合作戰能力。日本未來面對

的衝突基本都集中在海空，但根

據目前的憲法規定只有國土受到

攻擊時才能反擊。因此，強調多

方面的聯合作戰能力除了應美國

的要求，恐怕日本自己也有著未

來希望能夠在修憲的同時完成軍

事力量定位的轉變，向聯合化、

一體化的軍隊邁進。

 

重要資訊 

        1、韓國明年經濟前景暗

淡，企業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

面臨退市企業的數量增加。11

月 21 日，韓國交易所對上市公

司的第三季度財務報告進行了分

析，結果顯示 9 家上市公司已經

陷入了資本被蠶食狀態。年底之

前，因赤字累計而資本開始受到

減損的上市公司正在增加。 

        重災區集中在航空業，德威

航空的資本蠶食率達 66.9%。而

韓亞航空及子公司釜山航空、首

爾航空，57.3%的資本受到減

損。該公司的負債率在去年年底

為 2410.6%，而今年第三季度上

升到了 10298%。受到新冠疫情

衝擊和國際旅遊的低迷，特別是

對華旅遊的收入劇減，不少韓國

的航空公司處於虧本狀態。同時

韓元貶值導致外匯負債增加，資

金籌措困難，更是令經營狀況雪

上加霜。 

        在韓國整體經濟情況依然堪

憂的情況下，國內消費疲軟，出

口不振，恐怕許多無法償還貸款

利息的“邊際”企業將迅速增加。

特別是物價持續上漲，利率上調

則不可避免，企業的金融負擔會

比現在更大。負債多的企業的情

況會進一步惡化，風險也可能會

擴散到投資這些企業的整個韓國

的國內外金融市場。對於韓國政

府而言，要想阻止“邊際”企業的

連鎖破產，必須採取措施從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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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導企業改變收益結構。如果

僅僅建議企業依靠金融支援來延

長壽命，最終只會擴大虧損規

模，陷入惡性循環。 

 

        

        2、美日韓經濟同盟的小縮

影，日韓電訊商“雙劍合璧”締結

合作協定，瞄準元宇宙、6G 與

媒體領域。11 月 21 日，日韓移

動通信龍頭企業 SK 電訊(SKT)

和 NTT DOCOMO 表示，雙方

決定在元宇宙、通信基礎設施和

媒體業務三大領域建立戰略夥伴

關係，共同研究 6G 等新一代通

信網路領域的主要技術。 

        另外，雙方正在討論可以讓

兩家公司的線上視頻服務(OTT)

產生協同效應的方案，如共同製

作電視劇和綜藝等，然後由兩家

公司在韓國和日本進行獨家播

出。日韓的這兩家電訊商都是具

有高度官方背景的，兩家的合作

相信不僅僅是市場行為，更是有

著政府的穿針引線。假如放在美

日韓經濟同盟的框架背景下來

看，合作領域可以說是針對中國

在過去幾年中取得不少進展的項

目。日韓通過兩國的合作，整合

彼此的技術和市場，欲在下一階

段的通信市場競爭中搶佔主導

權。 

 

 

        3、日本國內政局或再生波

瀾，岸田內閣走到一個新的十字

路口。根據包括朝日新聞、讀賣

新聞等不少媒體的資訊確認，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考慮是否在

明年初再一次重新改組內閣。傳

出這個消息可以說是並不讓人意

外的。從近兩個月的日本政府動

態來看，岸田文雄的國內施政可

以說是遇到不少“滑鐵盧”，即便

是今年 8 月才改組的內閣，現今

也是風雨飄搖。 

        第一，國內通脹高企，日元

貶值過快導致社會消費、生產萎

縮，民眾不滿情緒爆發。在多家

進行的輿論調查中，岸田政府支

持率已經下滑到 30%左右，反對

率接近 50%。岸田文雄如果再不

想辦法改變現況，恐怕會受到更

多黨內不滿和輿論壓力。 

        第二，內閣閣員醜聞不斷，

政府形象受到巨大打擊。從 10

月 24 日算起，已經接連有經濟

再生大臣、法務大臣和總務大臣

被更迭，而他自身近日也被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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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出在去年眾議院選舉中，使用

了“空白支票”，可能涉及非法收

受政治獻金的問題。 

        第三，政府明年的財政預算

案受到的質疑和批判比預期更

大，目前內閣的應付能力恐不

及。明年的日本政府預算預計將

進一步膨脹，在給予社會企業和

國民的新冠“特殊補貼”、半導體

和振興工業、防衛費等方面支出

顯著增加。這勢必會引起在野黨

和社會輿論的激烈議論，而目前

內閣的不穩顯然無助于政府明年

預算案的制定。

❖ 一帶一路與南洋觀察 

 

馬來西亞大選：撕裂社會的新時代 

        馬來西亞的大選終於落下帷

幕，其結果卻是令人大跌眼鏡。

此次大選中，三大政黨聯盟（希

望聯盟、國民聯盟、國民陣線）

居然沒有一個贏得組建政府所需

的議會多數席位，馬來西亞歷史

上第一次出現“懸浮議會”。而直

到 24 日各黨派協議後，才由馬

來西亞國家元首蘇丹阿都拉宣

佈，任命希望聯盟的公正黨主

席、前副總理安瓦爾接任馬來西

亞第 10 任總理，其後他將主導

組建“團結政府”。 

        馬來西亞此次出人意料的選

舉結果，不僅是馬國政局混亂的

體現，也是社會各群體訴求撕裂

的反映。除了宗教因素的影響之

外，青年群體的崛起是本次選舉

的一大關鍵變數。自 2018 年巫

統的統治結束之後，馬來西亞四

年內換了三任總理，政局長時間

的混亂也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

滿，特別是年輕群體，他們萌生

了強烈的“求變”意願。加之本次

選舉的選民統計採用 18 歲自動

選民登記制度，這使得本屆選民

人數從上一屆的約 1500 萬人增

加至超過 2110 萬人，增幅超過

四成。而希盟作為此前最大的反

對黨，以及該盟此前推翻國陣統

治的歷史，都令他們獲得了年輕

選民的青睞。 

        但這事實上也並不能完全代

表該群體的訴求，他們希望徹底

改變當下混亂的政局，但“懸浮

議會”的現狀意味著該國政壇的

分裂將持續下去。儘管安瓦爾是

一位有著傳奇經歷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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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群眾也期待他成為一個懂得

民間疾苦的首相，但“團結政府”

的建立就意味著新政府的領導力

和執行力或將存在弱點。 

        涵蓋所有政黨的大團結政

府，或許能暫時消除政黨之間的

對立，減少朝野各派的對抗，從

而維持政治穩定，並帶動國家經

濟及整體發展。但其代價卻是無

法有效落實希盟所主張的制度改

革及反貪議程。這不僅意味著其

背後的選民將迎來又一次失望，

還意味著未來馬國政局的曙光也

許仍未到來。但也有相應的利好

消息，此次各大聯盟的施政綱領

都表現出了明顯的改善民生的意

向，在未來團結政府施政的過程

中，這或許是一個能起到正向影

響的積極因素。

 

 

 

電動車行業的攻防戰

        電動車行業正在成為全球最

重要的朝陽行業之一，各國不僅

在該行業積極地謀篇佈局，市場

的攻防態勢也逐漸顯現。本周越

南電動汽車製造商 VinFast 的首

批電動車已正式出口到美國，這

標誌著該國電動汽車工業向美國

和歐洲市場邁出一大步。與此同

時，菲律賓也宣佈將取消電動車

進口關稅。 

        本周菲律賓將擬定未來五年

對進口純電動車及零部件實施

“零關稅”政策的行政令文本，以

在國際燃料價格高漲背景下刺激

本國電動車消費增長。這一“進”

一“出”的消息，都反映了東南亞

國家對電動車行業的看好，以及

他們對未來行車工業發展的判

斷。 

        如果說以上行為算是部分國

家的積極“進攻”態勢，那德國採

購比亞迪電車的巨大阻力則展現

了國家的“防禦”心態。此前，德

國最大的計程車公司席克斯特表

示，將在未來六年內，向中國汽

車製造商比亞迪購買十萬輛電動

車。此言一出則迅速招致社會各

界的強烈反彈。許多議員表示此

舉不僅會破壞德國自身的汽車製

造工業，還可能變相成為中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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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監控用的間諜工具，從而影響

國家安全。 

        攻守之間的進退，也反映了

當下電動車行業所牽動的國際局

勢。經濟頹靡的預期下，對朝陽

行業的爭奪是大國間勢在必行的

國家戰略。而中美作為該行業的

先發國家，處於產業鏈的上游，

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其

中中國的製造業大國身份，以及

政府補貼等鼓勵行為，使得其研

發和製造成本在行業競爭中具有

強大的優勢，這也是各國競相與

比亞迪等中國企業合作的重要原

因。 

        雖然部分汽車大國始終對此

抱有警惕，但經濟上的巨大利益

也使它們難以簡單地擺脫對中國

產業鏈的依賴。因此，為了對抗

中國汽車的崛起，未來諸如德

國、日本等汽車製造大國應該會

加大對電動車行業的投入力度，

以期能爭奪該行業的優勢競爭地

位，而這種轉型不單會影響其自

身的產業結構，對世界經濟的競

爭態勢也會有深遠的影響。此

外，這種競爭對於掌握相關原材

料的國家也是重大利好，如印

尼、拉美各國等。

 

 

 

法語國家凝聚力的衰落 

本周突尼斯舉辦了第 18 屆

法語國家組織首腦會議，其鄰國

阿爾及利亞的總統特本卻遠赴卡

達參加世界盃開幕式，而拒絕參

加此次會議。阿爾及利亞作為世

界上第三大法語國家，本應是法

語國家組織的重要成員，但該國

對於法語國家的聯盟卻沒有太多

的歸屬感，對該組織一直採取抵

制的態度。自 2002 年時任阿爾

及利亞總統的布特弗利卡在貝魯

特參會後，雖然雙方關係有所改

善，但阿方也僅是以特邀觀察員

的身份進行。 

阿爾及利亞對法語國家組織

的抵制有兩個重要的原因。其一

是源於阿爾及利亞的歷史和文

化。法語國家組織雖然表面上是

一個文化性質的聯盟，但法語背

後所蘊含的價值觀才是該組織的

深層內核。這種文化與精神與阿

爾及利亞的阿拉伯和伊斯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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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著根本衝突的，這總會觸及

到該國沉重的殖民歷史。因此，

雖然法語還是官方語言，但作為

一個伊斯蘭國家，阿爾及利亞近

年來始終致力於去法語化的教

育，並樹立英語作為第二外語。 

這種語言轉向的第二個更為

現實的原因是法國影響力的衰

落。此前阿爾及利亞宣佈申請加

入金磚國家的意向，也表明了該

國在未來的主要合作夥伴和依賴

對象。事實上，在各大國爭相擴

大地緣影響力的當下，法國在非

洲的影響力正在逐漸被俄羅斯和

中國蠶食。無論從經濟或是政治

領域，中俄能為非洲國家帶來的

現實利益顯然會比法國更為誘

人。而法國現在自身的實力難以

支撐其進一步擴張影響力，其身

後的歐盟近兩年來也深陷泥潭，

這也令非洲各國在取捨時愈發堅

定。目前看來，這種趨勢在可預

見的時間內，可能會越發明顯和

不可逆轉，歐洲和非洲的聯繫可

能會走入逐漸疏離的狀態。

  

重要資訊 

        1、泰國大麻合法化正引發

社會討論。自今年 6 月份泰國宣

佈大麻合法化之後，泰國社會的

反對聲浪始終此起彼伏，目前持

反對意見的群體已囊括學者、醫

生、教師等多個重要的群體。反

對的原因則集中在新法案中沒有

明文禁止以消閒為目的吸食大

麻，僅列明在公共場所吸大麻是

違法的。而大麻使用者和業者則

擔心大麻合法化進程會因此回到

原點，從而對旅遊業造成衝擊。

該事件的後續發展關鍵在於政府

對大麻法案的修訂能否平衡好各

界的需求。 

        2、澳大利亞嚴審關鍵金屬

投資。澳大利亞國庫部長已要求

國庫部、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與

其他利益相關者展開合作，審查

在鋰、稀土等領域展開的外來投

資項目。結合其此前對於中國在

這些關鍵金屬領導地位的發言，

可以推測其審查的重點物件是中

國。此前，在拜登採取行動限制

中國對關鍵供應鏈的影響力之

後，加拿大政府已令三家中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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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從三家鋰礦商撤資。此次澳洲

的行為可看作是這項行動的後續

動作。 

        3、拉美地區正遭受饑餓危

機。由於後疫情時代經濟復蘇緩

慢和通脹高企不下的影響，拉美

地區陷入極端饑餓和貧困的人口

比例從 2021 年的 12.9%上升到今

年的 13.1%。其中智利可能是最

悲觀的國家，該國經濟可能在

2023 年陷入衰退。而經濟的頹

勢疊加上全球糧價的居高不下，

使得該地區的糧食危機更為嚴

重，貧困和饑餓正使得該地區的

民生問題更為嚴重，這可能也是

該地區國家集體左轉的影響因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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