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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研究動機是因為全球區域經濟的趨勢進而帶動海外直接投資的熱絡，使得

企業面臨全球競爭的壓力，以對外貿易為主的台灣來說，充分感受到全球競爭的

壓力進而加快腳步布局全球。在客戶需求之下台資企業開始加碼對歐洲市場的投

資，台資的投資由從西歐轉為東歐，以近年來，台灣高科技產業投資數最多的

國家－捷克來做分析，企業在海外投資上區域選擇的要素有哪些，目的是台灣

能否從中借鏡學習。在研究中資料蒐集是以捷克投資局、統計局與歐盟委員會為

主，在研究中，先以台資企業在歐洲投資區域的轉變帶出捷克的優勢，範圍以

在捷克投資多數的台資高科技產業為主，說明區域選擇的考量，並分析捷克的

區域優勢，故其他產業的區域考量則以簡述帶之。在研究中得出捷克積極創造友

好的環境，加上相對的地理優勢，這樣的相對因素使得捷克逐年升高的生產成本

也不會影響，捷克在外資中東歐區域的優先選擇。借鏡台灣學習創造友好的投資

環境並努力簽訂經濟合作關係，以把握台灣在亞洲的優勢位置。 

 

 

關鍵字：區域優勢、區位經濟、捷克。 

  



 
 
 
 
 
 
 
 
 
 
 
 

 

 

II 

Abstract 

 

Nowadays the boom regional economy have energized Taiwan’s oversea direct 

investment, due to this local enterprises are facing competition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As Taiwan's economy heavily reli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s come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Under the demand of the 

customers, Taiwanese enterprises started to increase portion of investment in Europe. 

However the trend of investment destination shifted from western Europe to Eastern 

Europe recently, take Czech for example, Taiwanese invested a great deal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s in this article are mainly gathered 

from CzechInvest, Statistic Department, and European Union Committee. The article 

will be discussing about how the shift of Taiwanese investing destination benefit 

Czech Republic. The main focus is on Investment of Taiwanese High-Tech 

Companies in Czech Republic, and its regional advantages. Meanwhile the other 

industries will be briefly mentioned. After the study, the reason that Czech Republic is 

considered as a prioritized destination of choice for foreign investors, that is due to its 

investor-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excellent geographic location. Even though the 

production cost is raising every year, these advantages are still attractive enough to 

keep the funds stay.  Czech Republic's excell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could be a 

role model for Taiwan. Taiwan could cultivate a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foreign 

investors, establish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keep Taiwan 

competitive within the Asian Region. 

 

 

Keywords: Regional Advantage, Localization Economic, Czech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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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跨國界的自由貿易，使得各國家都積極簽訂各項貿易合作協定，為了因應快

速、跨越國界的競爭，對外投資就成為現今全球貿易的重點，尤其在 2004 年歐

洲聯盟（European Union）第五次擴大後，改變全球區域經濟的版圖，1歐盟的市

場經濟由最初的 2 億 2 千 5 百萬人口增加到 4 億 5 千 5 百萬的人口市場後，2撼

動了整個全球貿易市場的發展。吸引了全球投資者的目光不再只是停留在美國、

中國等市場，以台資企業為例，台灣經濟合作區域不多，台資企業為了降低生產

成本與提升產品競爭力，進而前往海外投資，歐洲市場的整合，對台灣廠商所產

生的投資影響成為本研究的動機。 

 

瞄準歐洲市場的台資企業，在投資初期都將重點放置在西歐國家居多，例如

台灣所熟悉的英國、英格蘭、荷蘭、瑞士等國，在西歐國家的高收入高所得的環

境下，企業生產成本的負擔自然會比較大，在生產成本不斷增長之下，台資企業

開始另尋投資據點。就在歐盟東擴之後，形成投資移轉效果（Investment Diversion 

Effect），3企業從西歐到東歐，利用區域內的東歐國家來做為進入西歐國家的生

產據點，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在 2002 年 4 月 18 日，鴻海集團執行長郭台銘選

定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首都布拉格（Praha）東邊的帕多比采（Pardublice）

作為富士康（Foxconn）的歐洲總部，做為進軍歐洲市場的重要基地。4
 

  

                                                      
1
 林蔚文，〈歐盟擴大版圖〉，《國際投資季刊》，第 20 期，頁 42-45。 

2
David Fairlamb, John Rossant, 2002. “Special report : Mega Europe”, Businessweek, No. 18, 

pp.11-17. 
3
投資轉移效果（Investment Diversion Effect），原投資他國之企業，因母國簽訂區域經濟協定或

自由貿易協定後，使企業移轉至協定國內投資。 
4張戌誼、張殿文、盧智芳等著，《五千億傳奇-郭台銘的鴻海帝國》（台北:天下雜誌出版有限股份

公司，2002），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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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位處於歐洲的中心點，又被稱之為歐洲的心臟，藉由它獨特的優越地理

位置，又鄰近德國的優勢，台資企業紛紛進入捷克這個陌生的投資環境，加上台

資在歐洲投資的項目多為高科技產業（High-tech Industry），為了因應高科技產業

的特性，5台資企業就必須盡量使其產品靠近市場，越靠近市場所擁有的市場反

應力就越高，對於高科技產業的時效性掌握度越高。6因此本研究的問題在於為

何捷克能成為台資企業在東歐國家投資的第一選擇，7除了捷克鄰近歐洲市場的

因素外，還有哪些優勢條件得以吸引台資企業進入，藉由分析捷克吸引外資的因

素，給予未來台資企業前進歐洲投資做為參考用途，並藉捷克吸引外資的優勢給

予台灣吸引外資做為借鏡。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在本篇研究之中，是藉由區域優勢分析來探討捷克共和國具備了什麼條件來

吸引外資進入投資，在研究中可以給予台資企業向外發展或吸引外資的參考，因

此，在研究方法上是採取資料蒐集、文獻分析、質性研究、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

用資料蒐集相關的投資數據與圖表，再以文獻分析捷克自經濟轉型後的政治經濟

變化、以質性研究說明在捷克的台商投資經歷與現況、而田野調查則是在研究中

直接到捷克進行調查，藉由台北駐捷克辦事處經濟組吳組長的聯繫，與台商會會

長和幾位經理、處長、秘書與總裁進行深度訪談的方式，來獲得研究中所需要的

資料。 

 

由於國內對於捷克的資訊多半在於地理環境介紹，因此在文獻、資料上的蒐

集多半以捷克投資局（Czechinvert）、捷克統計局（Czech Statistical Office）與歐

洲聯盟（Europea）網頁為主，在官方文件資料蒐集的過程中主要以捷克統計局

                                                      
5
 高科技產業的特性有：國際化、流動性高、迅速變動、時效性與群聚效應等特點。  

6
 施振榮，《再造宏碁》（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253-256。 

7
 王肇偉，〈台灣汽車零配件業在捷克之投資〉，《歐洲國際評論》，第 5 卷，2009，頁 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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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環境〉、中華經濟研究院所編輯的〈國際投資智庫諮詢計畫〉與〈全球

台商經貿網絡競爭力研究〉做分析，並藉由歐盟統計局（Eurostat）、捷克統計局、

中華民國財政部統計局、中華民國經濟部、僑務委員會等的數據資料作為研究佐

證。 

 

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曾經前往捷克做實地的訪查。訪查的過程中，聯繫上

台北駐捷克辦事處經濟處的吳組長，在辦事處的聯絡下，得以與捷克的台商會會

長做訪談，並與幾位經理、秘書、處長與總裁進行訪問，以了解目前台灣電子資

訊產業在捷克的發展現況。因此，在研究的資料中多了實地訪談的訊息。 

 

研究的範圍則是以歐洲捷克共和國為研究主體，用台資企業的全球佈局來說

明為何選擇捷克共和國作為台資企業在歐洲投資的優先選擇，這樣的寫法是為了

使得讀者較容易理解捷克共和國的區域優勢，因此，對於歐洲其他地區的投資以

簡述的方式說明。研究中，以台資企業在捷克投資件數最多的電子資訊業為主要

舉例對象，其他產業以簡述的方式來做整體的介紹，時間上從捷克經濟轉型（1991

年~2013 年）到現今的政策轉變路程、投資誘因與最後結論分析台灣其他產業是

否能從中學習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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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章節架構與安排 

研究的章節架構分為五個部分來做說明： 

 

本文的第一章為緒論，在緒論當中說明本研究的動機、問題與目的，並且說

明文章的寫作方式、研究的架構、研究的限制與文獻回顧等。 

  

第二章是簡述捷克歷史轉變概況，藉由捷克的政績轉變，說明捷克投資環境

的創造與外資投資現況。 

 

    第三章則是說明捷克的投資區域優勢，將投資誘因分為兩大類來做說明，捷

克目前吸引外國投資的主要因素。 

 

第四章是說明台資企業在歐洲投資的概況，台資企業在歐洲投資貿易的轉

變，說明歐洲市場的重要性與歐盟整合後的影響，對於台資企業在歐洲投資所產

生的影響。 

 

第五章提出本研究的建議與發現，藉由本研究得出捷克的優勢與現況，來回

應本研究目的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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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１：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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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回顧 

在對外投資的理論當中，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來做分析。第一類是以 Adam 

Smith 的絕對利益理論來探討生產要素、產品零件、金融市場是不完全的競爭市

場，會選擇到海外直接投資的廠商通常都具備了寡占（Oligopoly）市場的特性，

並且都具備了一些特性，當這些特點、優勢都是其他廠商所無法模仿的時候，這

一類的廠商就會選擇赴海外來做投資，並將其優勢內部化（Internalization）；第

二類則是 David Ricardo 的比較利益理論來做為依據，在比較利益的原則之下，

廠商會到海外投資是為了降底生產成本，並且保持產品的持續性，將產品的生產

技術標準化之後，將生產活動移往工資、技術水平較低的開發中國家來進行投資。

這兩類的投資行為促成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形成。 

 

根據不同的觀點來探討，又可以將貿易理論再細分為下類幾項理論來討論： 

一、 絕對利益理論（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由 Adam Smith 最先

提出，主張：「各國專門從事最有效率的生產活動與國際貿易。」就是說各國可

以進行最有效率的產品，並且專業化的生產，再與他國進行國際貿易。8此一理

論在全球貿易變動快速的潮流下，已經沒有絕對利益的說詞，只有相對利益與折

衷利益的情況。 

 

二、 比較利益理論（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David Ricardo 所

提出強調各國因為生產的要素稟賦不同，各國會依據自身的條件與其他國家相

比，在比較利益的原則下來生產，並輸出生產效率較高的產品或是生產成本較低

的產品；並在同一時間輸入其生產效率較低的產品或是生產成本較高的產品，將

                                                      
8
 Smith, Adam,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Meth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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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做最適的分配，提升國家整體的社會福利。9相對絕對利益理論來說比較利

益的理論比較符合目前全球貿易的情況，但在跨國貿易頻繁的情況下，生產成本

的考量已經不是對外投資最重要的因素，影響對外投資還包含客戶需求、地理位

置與勞動素質等相關投資要素。 

 

三、 壟斷優勢理論（The Oligopoly Model）：Stephen Hymer 所提的國際化

企業藉由品牌的培養、生產的方式、技術的管理、行銷的技巧等特定優勢條件，

使企業在國外市場能將利潤提高、排除競爭，來說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生的原

因。10之後 Hymer（1976）更進一步提出市場力理論，在理論中強調跨國企業會

將本身所擁有的獨特優勢做為競爭力投入到投資國來賺取利潤的方式，因此擁有

競爭優勢的企業會較早進入海外國家來進行投資、建設營運的據點，享有早佔市

場優勢並且鞏固競爭市場。11這項理論並不通用於全球對外貿易的情況，布局海

外的企業並不一定擁有獨特的優勢，企業不是自願而是被迫進行海外投資，這種

情況多發生在中小企業的身上。 

 

四、 要素稟賦理論（Theory of Factor Endowment）：Kojima 的理論基礎是

建立在各國家的生產因素稟賦（勞動量與原料）不同，因此依照「比較利益」原

則，指出當國內的生產條件發生變化，導致部分產業喪失競爭力，這時的廠商便

試圖將某些生產因素（例：資本、科技及管理能力）移植到另一個國家，並且利

用另一國低廉的勞動力及豐富的原料，使其繼續保持競爭優勢。生產因素藉由比

較利益的結合後可以降低生產的成本、供應當地的需求並外銷至母國或第三國。

這種型態的資本流動是為確保原料的來源以及母國產品的輸出，所以被稱為互

                                                      
9
 Ricardo, David, 1817.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0
 Stephen Hymer, 1976.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1

 Kenneth A. Reinert, Ramkishen S. Rajan, Amy Joycelyn Glass, Lewis S. Davis, 2010.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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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型的海外直接投資。12可以藉由 Kojima 的理論來說明台資企業最初進行海外

投資的行為，企業會在比較利益的要素之下尋找適合的地區進行海外投資。 

 

五、 外國直接投資理論（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FDI Theor）：Calvet

認為產業的聚集性經濟可以使企業在地的生產成本降低，這樣的聚集性經濟可分

為兩類來解釋： 

（一）、 區位經濟化（Localization Economic）：是指某一種產業在一地區

內，廠商們藉由共享生產要素的關係，進而有效的降低生產成本。 

 

（二）、 都市化經濟（Urbanization Economics）：是指某工業在一地區內能

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的需求，進而達到規模經濟的效益，使得單一廠商能在某地

降低生產的成本、避免貿易障礙，提高生產效益。13
 

 

Calvet 的理論說明對外直接投資是因為市場的不完全，在某一因素的需求下

（例：天然資源的缺乏、勞動力不足、生產成本的提高等），企業開始對外投資，

尋找適合的投資地點；廠商趨向集中或產業聚集化、彼此之間共享生產的要素，

形成聚集經濟的效益。 

 

六、內部化（Internalization Hypothesis）: Buckley and Casson 指出在一般的

跨國交易通常是以市場交易的形式來完成（例：商品的進出口、代理行銷與販售、

授權生產等都是一種市場交易）。多國籍的企業通常不滿意這樣的交易形式，企

業會逐漸將自己的生產、銷售與服務的據點轉移到海外的市場，直接在海外進行

投資，來進行產品的生產活動與產品的銷售服務，將市場交易的型態變成內部的

                                                      
12 Kojima Kiyoshi, 1979.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89, No. 353. pp. 

162-164. 
6
 

 
Paul Calve, 1981. “A Synthe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ies of Multinational Fir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2, No. 1. pp.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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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14內部化可以說明目前台資企業在歐洲的發展方式，企業不再侷限於一地

生產製造，而是深入市場直接進行服務的方式來進行海外投資。 

 

七、 折衷理論（Eclectic Paradigm）：Dunning 針對上述理論加以整合，15認

為對外直接投資需要以下三種優勢： 

（一）、 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企業所有權是指廠

商擁有某些無形的資產，像是先進的技術、創新的能力、產品異質化和管理能力

等。 

（二）、 區位優勢（Location Incentive Advantage）：各國的地理環境、資源

與市場結構等不同，基於要素稟賦、市場規模、運輸成本等優勢就是企業投資的

因素，在地主國投資又可以因廉價勞動、豐富天然資源、地理位置等不同的需求，

促使企業進而投資從事生產活動。 

（三）、 內部化激勵優勢（Internalization Incentive Advantage）：企業若是

擁有某一項特殊的資源或是技能，以內部化的方式（例：直接出口或是對外直接

投資）所獲得的利潤能大過於市場議價機能（例：技術授權）所能獲得的利潤，

廠商就會考慮到海外生產或投資。 

 

Dunning 提出的投資優勢經過時間改變後，已經不是直接影響企業海外投資

的主要因素。舉例來說台資企業在歐洲的投資方式就不是以先進的技術或是特殊

的技能來選擇是否進行對外投資，而是以企業發展需求找尋符合的地區進行投資

布局，企業是否擁有特定優勢不再是必要的投資要件。 

                                                      
14

 Peter J. Buckley, Mark Casson, 1976.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Macmillan. 
15

 John H. Dunning, Matthew McQueen, 1981. 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hotel industry.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 Vol.2, Issue.4. pp.197–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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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捷克概況分析 

第一節  政經轉變概況 

捷克是個擁有豐富歷史的國家，在經過千年的歷史之中，捷克的文化生活不

斷與歐洲相織交錯。1918 年之前，捷克屬於奧匈帝國的一部分，當時捷克在奧

匈帝國裡是屬於高度工業化的區域，捷克地區以生產機械、製造金屬為主，是塊

富裕且穩定的地區；在 1918 年奧匈帝國戰敗後，擁有奧匈帝國 70%工業生產的

捷克地區，在哈布斯堡王朝幾個世紀的統治之下，誕生了獨立的捷克斯洛伐克。

1
 

 

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與高度的工業化，因此都市化程

度高於其他的東歐國家，且捷克斯洛伐克沒有受到一次世界大戰的蹂躪，不像其

他東歐國家急需國家重建工程，因而得以穩定的發展工業。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捷克斯洛伐克一直都是歐洲前十名的工業化國家。2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捷克斯洛伐克呈現一個發展迅速的工業社會，捷克

斯洛伐克穩定的民主制度與充滿活力的社會文化生活，促使捷克斯洛伐克被歐洲

稱為第一共和國，這樣平穩的生活在 1938 年 10 月簽署慕尼黑協定後開始轉變，

在二戰結束之後，1939 年 3 月成為德國納粹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企

業在這段時間完全受到抑制，國有化取代了私有，這樣的情況延續到 1948 年後，

共產黨上台。共產黨接掌了整個國家，蘇聯接收捷克斯洛伐克，為期長達 40 年

之久，捷克斯洛伐克變成蘇聯的兵工廠，工業化的優勢變成生產軍事武器的基地，

多數的民眾都從事工業生產的工作，在蘇聯的完全掌控之下，私有財產幾乎消失

                                                      
1
 Simon Smith, Local communities and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Czechoslovakia,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33-40. 
2
 Hadjiiski, Magdalena, "The Failure of the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the Czech Republic,"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4, No. 3, 2001, pp. 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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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盡，貿易完全倚賴蘇聯，變成蘇聯後備補給地區，3因此不少年長的捷克人、

斯洛伐克人都會說俄語。 

 

在完全仰賴蘇聯的情況之下，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呈現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情

況發展。在東歐地區來說，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採取高度的限制與控制，一直都

是東歐地區中最保守且最親近蘇聯的地區，因此在70年代全球經濟危機的期間，

捷克斯洛伐克不像其他的東歐國家，捷克斯洛伐克所受的衝擊不大，因此負債極

低，4加上對西方國家的封閉，因而得以呈現相對穩定的經濟發展。 

 

1989 年 11 月，發生了天鵝絨革命，此次革命是繼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學生

們為了表達反抗共產黨所展開的示威活動，學生與哈維爾一起在布拉格的市中心

向警察示威抗議，在此次的政治訴求之中，要求開放市場經濟，基本的市場要素

如：企業自由、財產私有化、自由市場價格等的相關經濟政治訴求，這次的活動

對以後的捷克斯洛伐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天鵝絨的抗議活動持續到 1989 年 12

月 3 日共產黨政府下台之後，捷克斯洛伐克開始討論經濟轉型的發展，並在同年

12 月 2 日哈維爾當選總統。在此次抗議活動期間沒有人員傷亡，因此被稱之為“天

鵝絨”革命。5
 

 

1991 年，捷克斯洛伐克開始價格自由化與對外貿易自由化的措施，同年，

失去了一直仰賴的前共產黨陣營的固定市場，這樣的契機，促成捷克斯洛伐克經

濟轉型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剛開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外界很

大的壓力，尤其是在國內本身，處於一個剛失去穩定的經貿對象，又要開始經濟

轉型起步的兩難情況之下，經濟政策上還有很多試驗與不成熟的階段，導致在剛

                                                      
3
洪茂雄，〈後共主義時期捷克的政治發展-民主化與歐洲化〉，《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9 期，

1997 年，頁 13-25。 
4
 同前註 2，檢索日期：2014.08.03。 

5
捷克投資統計局，〈FACT SHEETS〉，《The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Climate in the Czech Republic》，

第 24 章，2004，頁 93。檢索日期：2014.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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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經濟轉型的前兩年中，政府為了防止通貨膨脹的發生而採取緊縮性的財政政

策，來控制貨幣的供給與穩定。6
 

 

在經濟轉型的初期，捷克斯洛伐克開放外國貿易自由化、市場價格自由與大

幅度縮減補貼比例等的市場建構體制，一連串的經濟政策還是免不了轉型初期所

帶來的經濟問題，捷克斯洛伐克還是面臨貨幣貶值、購買力下降與 GDP 縮減的

情況，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因為財政問題不斷地出現，促使政府開始針對企業來實

施優惠政策的相關方案，希望藉由刺激投資帶來經濟的活絡，7並且鼓勵國外直

接投資的相關方針與工業園區的重建計畫。 

 

自 1993 年 1 月捷克與斯洛伐克正式分家後，捷克轉變為民主會議制的國家，

一直保持政治的穩定並且堅持經濟轉型政策的改革。1996 年申請進入歐盟成員，

在 1999 年 3 月開始談判，終於在 2003 年 4 月 16 日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賽

普勒斯、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爾他、波蘭、斯洛維尼亞與斯洛伐克在

雅典簽屬合約。捷克的社會經濟健全的轉型發展，在 2004 年 5 月 1 日歐盟正式

東擴之後，捷克一直維持在中東歐十國經濟表現最亮眼的國家之一，也是中東國

家之中第一個被經濟合作組織所接納的國家，同時捷克也是北約組織、世界貿易

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會員國之一。8
 

 

加入歐盟之後，捷克的經濟經過多年的轉變與改善，從 2005 年開始捷克每

年平均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Real GDP）都有超過 6%的增長。9在 2006 年更是

從向世界銀行貸款的國家變成能貸款給別國的繁榮國家，這樣的轉變，代表了捷

克的經濟體制是值得國際相信的，並且成為成功脫離共產國家的形象，捷克政府

                                                      
6
 洪美蘭，《經濟激進轉型策略:中東歐之經驗與啟示》(台北:翰蘆圖書，2002)，頁 22-33。 

7
 Dana Dobešová, Transformace české ecomy. Ekonomicko-správní fakulta, (Masarykova univerzita v 

Brně, Czech Republic, 2002), pp. 13-15.. 
8
 同前註 1，檢索日期：2014.08.03。 

9
 捷克財政部，<http://www.mfcr.cz/>，檢索日期:2014.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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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此快速且成功的轉變，都要歸功於捷克政府持續且堅定的改革政策，10雖然

在轉變的過程中受到外界很大的壓力，但依舊朝著明確的改革方向前進。近年雖

然受到歐債危機與全球金融疲弱的現象影響，GDP 成展減緩，但整體而言，還

是一個良好的被投資國。 

 

第二節  投資環境概況 

在這章節會以簡述的方式，略述捷克的投資環境概況，並在第四章的捷克投

資優勢作詳述。捷克剛開放市場自由時，雖然積極創造友善投資環境，但對於捷

克國內投資仍然偏向捷克資本，捷克企業由捷克資本所管理。這樣不完全的開放

方式與政治化的方式，造成外資企業的怯步，在開放的初期，政府給予國內資方

投資優惠，卻限制與干預外資企業對捷克企業投資，這樣干擾市場開放的現象被

外資戲稱為「傳家寶」（Family Silver）。11這樣的現象造成嚴重的公司腐敗，營

效不佳的廠商關不了廠，企業也沒辦法進行人員裁減，造成投資的失敗，一連串

的問題爆發後，捷克政府終於在 1998 年提出兩項重大改變，促進了外資企業進

入捷克。 

 

捷克在 1998 之前都是將捷克國營企業設為限制投資項目，捷克在力求經濟

轉型的過程中，仍然希望主要的國營企業由捷克人自己投資治理，但由於腐敗問

題太嚴重，使得捷克政府開始轉移重心，放鬆外資投資捷克資產的限制，並且鼓

勵外資進駐尚未開發之地區，成立工業園區、科學園區等的方針，12並且為了向

外界表達開放捷克內部的誠意，捷克政府提出三種類型的投資優惠方案:  

  

                                                      
10

 洪美蘭，《經濟均衡發展策略:歐洲轉型國家之案例與啟示》(台北:翰蘆圖書，2008)，頁 46-53。 
11

 Martin Myan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a Qualified Succes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9, No.3, 2007, pp.431-450. 
12

 捷克統計局，<http://www.czso.cz/>，檢索日期:2014.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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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類型是製造部門相關權利的釋出，如:法人所得稅的釋出、創業許可、

訓練和訓練的許可、移轉基礎建設的優惠與給予地區內的土地投資優惠。 

 

第二種類型是針對受高平均失業率影響的地區，所設計的創業支援計畫（於

2004 年 6 月生效），這個計畫是補助企業的製造部門，以生產新工作的經費支援，

補助員工的訓練與再訓練的費用。 

 

第三種類型是專門為科技中心和商業服務中心支援架構計畫。科技中心在支

援計畫中，視為創新單位，支援科技產品在研發週期性的生產；商業支援服務是

指在軟體開發中心、高科技維修中心、分享服務中心、專家解決方案中心、顧客

服務中心等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支援各項中心派遣資格的技術人才。這項項目中

也針對商業專業人員的培訓與培訓資金補助。13
  

 

捷克從過去失敗的經驗學習，修正對外資投資的優惠政策，政府明確的鼓勵

投資方案，讓外資開始在捷克的市場流動。更在 2000 年開始經濟快速發展，大

量的外國投資者進入捷克投資，使得捷克經濟呈現上飛的驚人成長，外資的湧入

不止催化了捷克的經濟成長，也顯示投資環境條件的重要性。在 2000 年到 2005

年這段期間是外國企業在捷克投資的最高峰。14捷克政府在經過十年的政治經濟

改革的努力下，得以申請成為歐洲聯盟的一員，並在 2004 年順利進入歐盟，身

為歐盟成員國又致力開放市場吸引外資的國家，當然受到全球的注目。 

  

                                                      
13

 Vladislav Čadil, Zdeněk Kučera, Michal Pazour, “Localisation Motiv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echnology Centr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Czech Republic, 2007, pp.19-28. 
14

 Petr Pavlinek, A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 Restructuring of the Czech Automobile Industry. 

(Heidelberg : Physica Verlag, 2008), pp. 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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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吸引外資最主要原因還是捷克本身的區位優勢，在 Dalvet 的區位理論

與 Dunning 的折衷理論，可以解釋捷克成為外資在投資區域選擇的優先順位。在

歐洲國家中捷克一直都是高工業化的地區，擁有完善且健全的工業建設與良好的

勞工素質、加上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再由政府配合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優勢，

種種條件都成為吸引外資的目光。15這些條件加上身為歐盟一員的捷克，被歐美

國家視為在中東歐國家之中，投資風險極低且具有發展潛力的國家，因而成為各

國前進歐洲市場的優先考量國之一。 

 

不論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來說，從表 2-1 與下一頁的表 2-2 可以看出來

捷克的經濟體系很厚實，加上捷克政府持續的實施經濟政策是有效果的，捷克開

放性的投資環境，是作為經濟轉型的一個關鍵因素。16對待外國與國內所有領域

的投資項目，皆一視同仁並無差別化待遇，除了部分部門，例如：國防和銀行

部門例外，其他領域並不需要經過政 府篩選 ， 17並且 捷克作 為世界 銀行國

際 貨幣基 金的多 邊投資 擔保機 構（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成員，承諾不以私有化對待外國的投資者，產生外國投資者的投資障礙，

並且簽定防止雙重徵稅的協定，減少外資投資的顧慮，保持友好的投資環境

吸引外資進入。18良好的外資投資策略，是為確保外資持續外資與新投資機

會的進入，捷克政府在這一方面制定很多相關且明確的投資優惠法案。 

  

                                                      
15

 顧瑩華，〈歐洲新興投資據點-捷克的投資環境〉，《經濟前瞻》，96 期，2004，頁 74-78。 
16

 Svejnar Ja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5 ), pp. 77. 
17

 龔旭，〈捷克科技體制轉型的法治基礎初探〉，《研究與發展管理》，第 18 卷第 3 期，2006，頁

7。 
18

 捷克投資統計局，＜http://www.czechinvest.org/en/why-invest-in-the-czech-republic＞，檢索日

期：2014.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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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捷克的基本經濟指數 

 

 資料來源： Macroeconomic Forecast of Ministry of Finance, April 2014，檢索日期：2014.08.07。 

*約略值 **預測值。 

表２－２：綜合指數 

 

 資料來源： Macroeconomic Forecast of Ministry of Finance, April 2014，檢索日期：2014.08.07。

*約略值 **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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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表 2-3 中可以觀察在中東歐國家來說，捷克一直保持良好穩定的投資環

境，穩定的政治經濟發展也是吸引外資的主要因素之一。從捷克政府開始政治經

濟轉型後，一直致力發展穩定並且開放的投資環境，這相對其他中東歐國家來說，

捷克的投資環境，對於外國投資者在投資選擇時，會成為優先考量的區域之一。19
 

 

表２－３：投資風險評比 

 

 資料來源： 捷克國家銀行 2014，檢索日期：2014.08.23。 

 

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再搭配投資優惠方案的情況下，可以使投資者

身處一個友好安全的環境，進而吸引大量外資進入，並且藉由外資的進入穩定經

濟轉型的持續發展。友好的投資政策與良好的投資環境，使捷克在中東歐國家之

中經濟競爭力指數名列前茅的國家，從下一頁表 2-4 可以得到佐證。 

  

                                                      
19

 Klaus Schwab, Xavier Sala-i-Martín Editor,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2014”, 

World Economic Forum, 03.09.2013, 

<http://zh.scribd.com/doc/238498558/WEF-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4-15>. 

檢索日期:2014.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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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４：全球競爭力排名 

 

資料來源：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 2013-2014，檢索日期：2014.08.23。 

 

捷克在相關投資規定上，為了吸引外資進入，在商業相關的法條上都設立與

西方國家相同的投資標準。國際通用的相關法規可以減低投資者進入捷克心理障

礙，與降低外資進入捷克的貿易障礙，20這樣的措施確實為捷克在投資環境上

加分許多。貨幣方面，捷克政府雖然一直延遲使用歐元的日期，但在國際上捷克

克朗的自由流通兌換是沒有障礙的，因此捷克的資金流動是完全自由，不會受到

兌換的限制，對於外資進入投資是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並且捷克克朗相對歐元

來說較為低廉，對於生產成本、勞動工資與外銷市場等，都有匯率優勢的情況，

以利出口貿易。 

  

                                                      
20

 Martin Myant,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s? : the creation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Germany 

and the Czech Republic (UK: Cheltenham1996), pp.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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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服務方面，捷克一直是以工業發展為主的國家，這是捷克的投資優勢，

卻也是捷克國內生產服務的缺點。整體來說，捷克的勞動市場中，大約有四分之

三的就業人口是製造業，服務業雖然增加中，但仍落後其他已發展的歐盟國家，

21不論就業生產力還是整體表現來說，都還是呈現偏弱的情況，因此政府開始將

焦點放在相關服務業的發展，例如：知識、創新與人力發展的目標上，政府開始

制定戰略性投資策略，將這些項目變成新的投資優惠方針，不止可以促進新的投

資項目進入，還可以促進捷克國內的產業升級與發展。 

 

捷克的投資環境中，不管是在舊有投資項目，還是在新增的投資項目上，有

設立許多友好的投資優惠法案，以鼓勵外資的進入。捷克政府了解投資激勵措施，

不只可以吸引新投資者進入捷克進行投資、擴大原本在捷克的企業投資，更可以

促進國內的產業升級，由政府主動出擊吸引外資的策略，不只是單方面的獲利，

更是解決捷克國內正面臨產業升級的最好途徑。 

 

像是下一頁表 2-5 可以說明捷克政府近年來的重點性策略發展，看出捷克經

歷過經濟轉型後，現在也致力在產業轉型的努力上，尤其是在戰略性的投資項目

上，22捷克政府在 2012 年 7 月 12 日修增 72/2000 號法案，強化專業性的投投資

項目優惠，促進捷克國內的產業升級發展。 

  

                                                      
21

 Karel Janda, Daniel Munich, “The Intra-Industry Trade of the Czech Republic i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Vol.40, No.2, 2004, pp.27-50. 
22

 技術中心與服務中心都算是戰略型的投資項目，在製造業領域擴大優惠，例如技術中心的建

設、擴增、研發等都有相關補助，並且為了支持商業發展的服務中心，更是擴大補助範圍至共享

服務中心、軟件開發中心與高科技維修中心等的相關設施建設補助法案，其目的就是增加高科技

等相關產業留在捷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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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５： ７２／２０００增修優惠方案 

稅收激勵 設立的新公司，享有 10 年的企業所得

稅減免； 

現有公司，符合特殊補助項目者，享有

企業所得減免 10 年。 

創造就業補助金 支持企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給予資金

補助企業。 

職業培訓補助金 對於企業培訓員工或培訓員工進一步

職業學習的相關資金補助。 

對資本投資的現金補助 在捷克政府的戰略投資項目，如：製造

中心或是技術中心等項目，給於予資金

支持。 

投資設點支持 政府公有的土地以優惠的價格轉讓給

企業主。 

資料來源： 捷克統計局，檢索日期：2014.08.22。 

 

（一） 稅收激勵：稅收優惠有兩種形式，如果一家新的公司（法人）

成立了投資項目，新的公司將享有長達 10 年的減免。23如果是投資現有

的捷克公司（法人），以擴增改建的方式進行，但這項補助只限於部分的

公司適用，當此一公司（法人）已達到捷克國家政府允許援助的限度時，

所減免的稅收將被終止。24
 

  

                                                      
23

 以 72/2000 增修案條例內特殊補助項目的不同，依照公司申請的專案項目，則有不同％數的減

免。 
24

 捷克投資局，《2014 投資環境-Taxation》(布拉格:捷克投資局，2014)，頁 1-4，《捷克統計局》

<http://www.czechinvest.org/en/czech-republic>.檢索日期:201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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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業就業補助金：此一補助限投資地區的失業率，比全國平均

高出一半的地區適用。創造就業補助金分為培訓與再培訓兩種補助方式，

第一種是每名雇員培訓金額最高為 20 萬克朗；第二種是再培訓金額的百

分之 25%、35%、45%，此一分配取決於公司的規模大小。 

 

（三） 職業培訓補助金： 補助培訓金分為兩種，由企業培訓員工或

培訓員工進一步職業學習的相關資金補助，補助企業培訓每位員工費用為

培訓費的 35%。 

 

（四） 對資本投資的現金補助：現金補助項目只限於戰略投資項目。

此類項目的資本現金補助程度占投資成本的 5%，並不包含一般投資激勵

的標準，這類項目適用於製造業和技術中心等項目，是否符合此項目補助，

將由捷克政府來提出。 

 

（五） 投資設點支持：若投資項目經過批准後，投資地區屬於國家或

是城市所擁有，就符合此一優惠補助，政府可以根據投資者所投資的土地、

基礎建設給予優惠轉讓給投資者進行投資。25
 

  

                                                      
25

 同註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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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項 2012 年修訂的投資優惠補助，不論項目，如果投資者有意願申請，

在申請補助之前，都不可以先工作（即不可收購任何資產，包括：機器、設備、

接收在捷克生產的訂單，也不可以自行展開建造工程），需要先登記申請之後，

再由捷克投資局進行確認，待確認補助項目後再決定補助金額，這些補助的項目

主要都是以投資者的資產與能為捷克創造多少的就業機會來做決定，以下圖 3-1

來說明捷克政府對各地區進行投資補助的最大限度。26
 

 

 

圖２－１：國家補助力度 

資料來源:  Czechinvest，Fact Sheet No.4-Investment Incentive，檢索日期：2014.08.23。 

 

從圖 2-1 可以看出除了首都布拉格之外的地區，捷克政府都能給予 25%的補

助上限，分散外資過於集中首都的現象，提高偏遠地區的就業率，這樣的投資誘

因不只吸引外資，也能降低捷克境內的區域性高失業率的問題。 

                                                      
26

 捷克投資局，《2014 投資環境-Investment Incentives》(布拉格:捷克投資局，2014)，頁 1-3，《捷

克統計局》<http://www.czechinvest.org/en/czech-republic.> 檢索日期:201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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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外資投資概況 

捷克自 1990 年以來，吸引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成為中東歐國家轉型最為

成功的國家之一。在 1998 年為了刺激外國資金投資新的項目與擴建，提出了投

資優惠政策，27深化外國投資者的投資項目，來促進國內資金的持續進駐，這項

政策的實施，是自 1993 年之後外資投資捷克金額超過 85 億歐元的紀錄，28更在

2004 年加入歐盟後，搭配歐盟法規和規章之下，進一步提振投資環境的改善，

加強投資環境的友善政策改進。 

 

捷克執行經濟開放與政策改革之後，一直呈現穩定的發展，在轉變的過程之

中，受到歐元區疲弱的影響，造成經濟成長減緩衰退，歐盟的經濟風暴對各個成

員國造成大小不一的衝擊，由於捷克尚未實施歐元的狀況下，所受到的衝擊沒有

其他國家大，但依然對經濟產生影響，造成失業率升高，物價通膨等現象，捷克

政府為進一步升提捷克國內的產業技術，並提促進高失業率地區的工作就業機

會，改善失業率的惡化，特別增設投資補助方案來改善。 

 

2012 年捷克政府通過，加強外資在捷克的投資項目並降低區域性的失業問

題，而特別增修投資優惠法案，29其宗旨在於升級捷克國內的產業發展與提高國

民就業機會，為此目的，投資優惠法案通過之後，捷克政府就致力於創造戰略性

的投資項目來持續吸引外資的進駐並且幫助國內產業升級。 

  

                                                      
27

 1998 年的優惠政策包含：製造業、商業服務和技術中心、金融服務、旅遊服務以及其他相關

服務項目。 
28

 捷克投資局，<http://www.czechinvest.org/>. 檢索日期:2014.10.11 
29

 2012 年的增修優惠政策在於強化投資項目的升級與增加新的工作機會，增修內容包含:收稅激

勵、創造就業補助金、職業培訓補助金、投資現金補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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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６：捷克的外國直接投資金額 

 

資料來源:  捷克投資局 2014 年 3 月報表， 

＜http://www.czechinvest.org/data/files/fs-02-inflow-of-fdi-66-en.pdf＞，檢索日期:2014.10.22。 

 

表２－７： 外國直接投資人均 

 

資料來源:  經濟學人 2013 年 3 月，＜http://www.economist.com/markets-data＞，檢索日期

2014.10.09。單位：美元，＊估算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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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一頁表 2-6 與 2-7 上可以看出，外國對捷克的直接投資金額越來越多，

並在表 2-8 可以發現在投入的項目主要都是在增修優惠條款內的項目，例如投資

金額與數量最多的不動產、製造業、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軟體服務與ＩＴ

產業）的項目上，30在 2013 年捷克外國直接投資金額為 38 億歐元，主要的投資

者有德國、美國、奧地利、日本和英國。在近幾年當中，捷克最主要的投資外商

是日本的豐田汽車。在 2002 年的時候豐田汽車跟標緻雪鐵龍耗費 8.5 億美元在

捷克的歌林建立一座工廠，
31這是捷克新新成立的工業區之一，捷克致力吸引外

資的情況下，也會設計一些像歌林這樣的工業區，給需要廣大空地、工廠的企業

來使用。 

 

表２－８：2003 到 2013 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項目 

 

 資料來源:  外國直接投資市場，2003 年 3 月，檢索日期 2014.09.28。 

                                                      
30

 服務業裡面特別是金融服務、軟體服務與ＩＴ產業的項目，為外資投資捷克的主要服務產業。 
31

 全球台商服務網，<http://twbusiness.nat.gov.tw/home.do#>. 檢索日期:2014.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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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９：外國直接投資動態 

 

資料來源： 捷克投資局， 

＜http://www.czechinvest.org/data/files/fs-02-inflow-of-fdi-66-en.pdf＞，檢索日期：2014.09.09。 

表２－１０：2014 年台灣在捷克的投資項目 

 

資料來源: 2014 世界投資報告，

<http://a.chinahcm.cn/NewsUploads/files/2_fdi010/20140710221006499.pdf>.檢索日期:2015.01.18。 

 

從表 2-9 上可以看出從 2003 年 1 月到 2013 年 12 月，在捷克的外國直接投

資有 1,681 個項目，外國投資公司有 1,186 家。其中主要投資項目為汽車零組件，

約占外國投資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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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表 2-10 可以看到台資企業在 2014 年項目與數量，相較於 2008 年的金融

風暴衝擊，台灣對歐盟的投資正逐漸回溫中。32外國直接投資區域主要投資地是

在首都布拉格、南摩拉維亞布爾諾與貝拉烏斯季，從下圖 2-2 可看出外資在捷克

區域的投資分布比例。33
 

 

 

圖２－２：外資投資區域分布比 

資料來源: 捷克國家銀行 2013 年 3 月報告， 

＜http://www.czechinvest.org/data/files/czech-regions-in-comparison-2013-3799-en.pdf＞，使用單位:

歐元，檢索日期:2014.10.05。 

 

吸引外資主要的因素除了政府的優惠投資方案之外，還有捷克優越的地理位

置與其他相關的投資誘因，來不斷吸引外資的持續進入。捷克的投資優勢因素，

將在文章的下一章開始做分析。 

                                                      
32

 全球台商服務網，<http://twbusiness.nat.gov.tw/home.do#>。檢索日期:2014.11.03。 
33

 捷克投資局投資環境報告，＜ http://www.czechinvest.org/en/czech-republic＞，檢索日期

2014.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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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捷克投資優勢分析 

第一節  環境優勢 

捷克在中東歐國家間，一直都保持強勁的競爭力，吸引外國投資的除了捷克

政府本身致力於強化國際貿易與投資友善環境的作為之下，更重要的是捷克本身

所擁有的投資優勢條件，區域優勢的重要性可以藉由 Dunning 的折衷理論與

Calvet 的區域理論來得到應證。捷克身處在歐洲的中心位置，又被稱為歐洲的心

臟，是前進歐洲市場的好位置，再加上捷克的鄰居就是擁有歐洲最大市場的德國，

1單這一點優勢就足夠吸引很多外資，許多投資商是藉由在捷克的投資，再將產

品銷往德國，同時兼具降低生產成本及靠近市場的優勢，怎能不為捷克帶來投資

商機。 

 

2004 年歐盟東擴之後，捷克正式成為歐盟成員之一，龐大的歐洲市場經濟，

在區域內的免關稅、無障礙、自由平等的公平貿易，帶動區域內人才的自由性與

資金的流動。2企業可以在歐盟內自由找尋適合的人才，人才的移動並不會受到

限制，對於需要大量勞工或是專業人士的企業來說，勞動限制的消失，刺激了投

資的意願，再加上捷克長久累積的工業基礎與設備，企業在投資的初期就可以選

擇既有的工廠或工業區，降低企業在投資初期的高花費成本。 

 

在歐盟區域化的情況之下，歐洲推廣語言的流通性與普遍性，促使歐洲年輕

人普遍學習二到三種語言，加上歐洲推廣專業化的學習生涯方式，使得歐洲人才

的專業性高，企業搜尋人才較為容易。近年許多學校都和企業、技術研發中心等

                                                      
1
楊 瑪 利 、 邱 莉 燕 ，〈 轉 型 模 範 歐 洲 之 心 捷 克 〉，《 遠 見 雜 誌 》， 269 期 ，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4550.html>。檢索日期:2014.10.13。 
2
 顧瑩華，2004。〈歐洲新興投資據點-捷克的投資環境〉，《經濟前瞻》，96 期，頁 74-78。檢索日

期:20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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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機構合作，在學校念書的過程中，就可以藉由實習的機會，先學習累積經

驗，企業、技術中心也可以從中培養人才，保持公司的人才資源穩定，長期培養

的概念出發，使得捷克在專業人才需求方面是相較穩定的。3
 

 

投資環境的友善，捷克加入歐盟時受到的條約規範，促使捷克政府在投資環

境上的開放與公平性，無差別的友善態度吸引了外國投資者，在居住生活方面，

捷克生活環境安全穩定，這也是投資者在選擇投資區域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捷

克在這一方面領先其他中東歐國家。 

 

整理前文後可以將捷克投資優點分成固定優勢與變動優勢來條例說明捷克

環境優勢。在此章節先用六項固定優點來說明捷克區域優勢；另外六項變動優勢

將在第二節的捷克投資軟實力做說明。 

 

吸引外國投資的基本六項考量因素 

● 位處歐洲中心 ● 現有的研發技術中心 

● 歐盟的成員國 ● 明確的投資獎勵機制 

● 良好的基礎建設 ● 產業的群聚效應 

 

（一）、 位處歐洲中心：捷克地理位置剛好處於歐洲大陸的中心地帶，東

鄰德國，西連波蘭與斯洛伐克，南則連接奧地利，這樣的地理位置優勢，讓外國

投資者了解在捷克的投資，不只可以深入東歐國家；更可以直接進入德國境內。 

 

對外國投資者來說，德國身為歐盟市場內最龐大的經濟體，市場的強大吸引

力，促使外國投資者進入捷克投資，再將其商品送入德國市場，不只可以降低生

                                                      
3
 捷克教育部，<http://www.moe.gov.bz/>.,檢索日期:201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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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投資的成本又可以鄰近市場的情況，4這兩全其美的投資方式，不只對市場本

身的德國有強大吸引力，還成為捷克最大的外國投資國，對非歐盟成員來說是最

適合投資的區域選擇。 

 

 

圖３－１:  捷克中心位置 

資料來源：捷克投資局，＜http：//www.czechinvest.org/en/czech-republic＞，檢索日期：2014.08.23。 

 

（二）、 歐盟成員國：捷克在 2004 年加入歐盟後，成為外國投資者進入歐

盟的優先選擇，捷克境內的外國投資者包含了歐盟成員國與非歐盟成員，像德國、

美國和日本就是捷克最主要的前三大投資者。5
 

 

                                                      
4
 Czechinvest, 2014/ 06/ 12. “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investment climate in the Czech 

Republic?,” Czechinvest News Summary,  

<http://www.czechinvest.org/en/do-you-want-to-know-more-about-investment-climate-in-the-czech-re

public>. 檢索日期:2014.11.03. 
5
 捷克商業處，<http://www.businessinfo.cz/>. 檢索日期:2014.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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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國之一的德國，因為國內生產成本要素高，需多投資者向外移動，尋求

投資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在德國旁邊的捷克就優先在德國投資者的考慮之內，

再加上 2004 年，捷克也成為歐盟的一員之後，德國對捷克的投資數量就更多；

美國投資者在捷克的投資，多半以是電子產業居多，並且已經在捷克建立許多合

作的電子廠商供應鏈；然而佈局海外市場已久的日本，尤其是日本的汽車企業與

高科技電子產業，龐大的歐洲經濟市場，在高投資成本的歐洲國家來說，擁有良

好工業基礎設備與汽車產業的捷克，絕對是日本前進歐洲市場的最佳途徑之一，

6生產產品、銷售商品，捷克對外資來說，絕對是個生產地，同時也是個市場。 

 

從下圖 3-2 中看到，光是捷克對德國的輸出比就佔了 31.3%，德國為捷克最

重要的輸出地，德國不僅是捷克最大的投資國，也是捷克最大的貿易國，這樣鄰

近德國的優勢成為捷克吸引外資最重要因素之一。 

 

 

圖３－２：2013 年捷克主要出口國（佔總出口的比重） 

資料來源: 捷克統計局，＜http://apl.czso.cz/pll/stazo/STAZO.STAZO?jazyk=EN＞，檢索日期：

2014.10.27。 

                                                      
6
 經濟部，2013。〈捷克投資環境簡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台北:經濟部。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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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良好的交通建設：捷克位於歐洲中心的地理位置，這項地理優勢使

得他成為歐洲重要的十字路口。7在東、西歐往返的路徑上都會經過捷克，這樣

的天然優勢，使得捷克在歐洲國家之中，擁有最重要的交通網絡之一。 

 

 

圖３－３：  跨歐洲交通網絡（鐵路） 

資料來源:  歐洲委員會，＜http://ec.europa.eu/transport/themes/infrastructure/index_en.htm＞，檢

索日期：2014.10.30。 

 

 

圖３－４:  跨歐洲交通網絡（公路） 

資料來源: 歐洲委員會，＜http://ec.europa.eu/transport/themes/infrastructure/index_en.htm＞，檢索

日期：2014.10.30。 

                                                      
7
 陳彥煌，2002。〈歐洲聯盟擴張之展望:新經濟地理觀〉，《歐美研究》，32 卷，2 期，頁 31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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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且連接鄰國的廣泛交通網絡，使得捷克在交通網絡上成為歐洲最先進的

國家之一。在歐洲歷史上，捷克長期以來就是歐洲的工業生產地區，因此交通網

絡的連接是經過長期且精密的發展，捷克共和國的版圖上，不論從哪個地區，都

可以連結到其他的歐洲國家，8更不用說國內的便利交通網絡系統了。 

 

表３－１： 2011 捷克的公路與鐵路網絡密度 

 
資 料 來 源 :  捷 克 投 資 局 ， ＜ http://www.czechinvest.org/en/strategic-location ＞ ， 檢 索 日 期 ：

2014.10.30。 

 

表３－２： 捷克區域內距離與歐洲國家距離 

 

資 料 來 源 :  捷 克 投 資 局 ， ＜ http://www.czechinvest.org/en/strategic-location ＞ ， 檢 索 日 期 ：

2014.10.30。 

                                                      
8

 捷 克 投 資 局 ，《 2014 投 資 環 境 -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 頁 1-4 。

<http://www.czechinvest.org/en/czech-republic>. 檢索日期:201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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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良好地理位置的優勢，搭配發展完整的交通網絡，使得捷克在東、西歐

往來發展的歷史上，一直都是位於重要的關鍵位置，更在 2004 年之後，捷克共

和國正式成為歐洲聯盟的一員之後，捷克的交通網絡可以說涵蓋了歐盟 28 國，9

這對捷克在歐洲地理位置上，有了更新、更重要的歷史性發展。 

 

 

 

圖３－５:  捷克的公路道路與高速公路網絡 

資料來源:  捷克投資局， 

＜ http://www.czechinvest.org/data/files/fs-16-transport-infrastructure-80-en.pdf ＞ ， 檢 索 日 期 ：

2014.10.30。 

  

                                                      
9
 同注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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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３： 往返布拉格的直航每週／飛行時間 

 

資料來源:  捷克投資局， 

＜ http://www.czechinvest.org/data/files/fs-16-transport-infrastructure-80-en.pdf ＞ ， 檢 索 日 期 ：

2014.10.30。 

 

表３－４： 空中交通素質比評 

 

資料來源:  捷克投資局， 

＜ http://www.czechinvest.org/data/files/fs-16-transport-infrastructure-80-en.pdf ＞ ， 檢 索 日 期 ：

201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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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有的研發技術中心：為了促進國內產業的升級與持續性的發展之

下，捷克政府強化研發科技的投資項目與區域，除了在原有的研發中心加強發展

之外，也另外規劃了新的科學園區，並且特別在 2012 年的增修優惠政策上刺激

企業發展研發中心的概念。10跟著研發中心的概念與園區的形成，許多在歐洲投

資的企業開始將研發服務部門都移往捷克，捷克在戰略性政策上得到了效果，捷

克政府期望的產業升級正在改變。11
  

 

表３－５： 高科技工業園區 

 
資料來源:  捷克投資局， 

＜http://www.czechinvest.org/data/files/ic-en-brozura-obalka-prosinec-2012-nahled-53-en.pdf＞，檢索

日期：2014.10.30。 

  

                                                      
10

 捷 克 投 資 局 ，《 2014 投 資 環 境 - R&D in the Czech Republic 》， 頁 1-3 。

<http://www.czechinvest.org/en/czech-republic>. 檢索日期:2014.11.18。 
11

 2012 年增修條款中的戰略性政策，將製造投資轉為服務業為主的投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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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4 年捷克加入歐盟之後，獲得了歐洲發展基金的支持，並配合轉型的

方案之下，捷克國內就業發展已經是中東歐轉型的象徵，政府與社會的相互配合

之下，捷克每年的研發開銷占了捷克國內生產總值，從 1995 年的 0.95%到 2012

年的 1.88%，這樣的研發支出名列在中東歐國家前。 

 

表３－６： 1995-2012 的投資研發數據 

 

資料來源:  捷克統計局， 

＜http://www.czso.cz/csu/2012edicniplan.nsf/engkapitola/9601-12-eng_r_2012-0304＞，檢索日期：

2014.10.30。 

表３－７：東歐四國研發投資比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statistics_explained/index.php/R_%26_D_expenditure＞，檢索日期：

201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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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捷克推廣研發服務中心的情況之下，越來越多企業已經從製造業轉為服務

業，在研發服務中心的設立之下，許多投資企業不再設立生產基地，而是直接建

立服務研發中心來當作投資據點，或是直接跟當地現有的研發中心或大學進行產

業合作的趨向。 

  

（五） 明確的投資獎勵機制：在捷克政治經濟轉型的初期，為了擺脫過去共產

社會的影子，制定許多於西方國家相同的投資法案與規定，在創造與西方相同的

投資環境中，不管是在舊有投資項目，還是在新增的投資項目上，都有設立許多

友好的投資優惠法案，以鼓勵外資的進入。 

 

雖然在轉型初期，捷克政府還是保留一些排外限制，但經過市場經濟的反應

之下，捷克政府了解投資激勵措施，不單可以吸引新投資者進入捷克投資、並且

還可以擴大原本在捷克的投資。 

 

在捷克企業捷克資本的保護限制之下，只會讓國內的企業體持續惡化、循環。

因此捷克政府了解到開放外資進入才有可能改善捷克持續惡化的情況，開放外資

可以促進國內的產業升級，而且由政府主動出擊吸引外資的策略，不只是單方面

的獲利，更是解決捷克國內惡化與面臨產業升級的最好途徑。 

 

像是捷克政府近年來的重點性策略發展，可以看出捷克經歷過經濟轉型後，

現在也致力在產業轉型的努力上，尤其是在戰略性的投資項目上， 捷克政府在

2012 年 7 月 12 日修增 72/2000 號法案，強化專業性的投投資項目優惠，以促進

捷克國內的產業升級發展。12
 

                                                      
1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6/10/31。〈國際投資智庫諮詢計畫〉，《全球布局》，頁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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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８： 捷克投資優惠法規表 

法源／依據 時間 主要內容 

２９８號政府決議案 １９９８年 訂立新設立的企業投資，投資金

額不能低於２５萬美金，並允許

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皆一體適

用投資法規保護與限制。 

８４４／９８號政府決議案 － 修正２９８號的綠色投資(綠色

野原 Na Zelené Louce）。規定降

低的投資限定，從２５萬美金降

為１０萬美金。 

７２／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號 捷克與歐盟討論重新修改投資

激勵法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初（並在２０

０２年１月３０號就正式生效） 

捷克參議院在２００１年通過

改善獎勵優惠投資體系的修正

案。 

第二次修正投資優惠法案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修正優惠投資法案的內容，其目

的是為加入歐盟所做的準備（２

００３年１２月生效），並在２

０ ０ ４ 年 ５ 月 １ 號 加 入 歐 盟

後，將捷克機關內的保護競爭直

接投資局移至歐盟委員會，履行

歐盟成員的貿易條約一致。
13
 

７２／２０００法案 ２００４年 減免１０年以上企業所得稅、以

優惠價格轉讓技術設備、給予創

造 新 就 業 機 會 的 企 業 資 金 支

持、培訓與再培訓員工的資金支

持與解除土地限制轉讓，一般土

地轉讓不會受到影響。 

７２／２０００修正案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２ 新增對新企業的投資補助（修正

１０年以上的企業轉型補助）。 

資料來源:  捷克工業貿易局，＜http://www.mpo.cz/dokument879.html＞，檢索日期：2014.11.04。 

  

                                                      
13

 第二次修正案，將保護競爭直接投資局（Office of the Protection of Competition）移至歐盟為員

會（EU Commission），更因為加入歐盟之後，按照歐盟成員國的慣例，按照國家需求執行發展

援助，並將捷克最低投資額 3.5 億克朗降為 2 億克朗，並且提供 10 年減免稅收，激勵捷克統一

獎勵機制，此法案執行後，在 2005 年 11 月 15 號的時候，投資金額高達 6.79 億美元，並創造了

4 萬 8 千多的就業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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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９： 製造投資優惠（戰略項目） 

範圍 投資優惠法案增修後，新成立及擴展的企業，符合以下最低資本標準的廠

商，都可以提出申請： 

１. 長期投入資金達２億克郎以上。 

２. 高失業地區投入資金１.５億克郎以上。 

３. 投資人將４０％的資金投入機械業，需有一半的長期股本資金

（一億克朗）。 

優惠內容 

租稅 
新成立的企業有１０年的所得稅減免；現有企業擴大其生產規模，部分符

合補助方案下的部門得以減稅１０年。 

創造就業補助 

補助金： 

１. 無補助：投資地區失業率低於全國平均失業率。 

２. 每人２０萬克朗：失業率高於全國平均達５０％以上地區。 

３. 每人２５萬克朗：第２類項目企業雇用殘疾勞工，或是失業達

６個月以上。 

人員培訓補助 每位員工補貼金額為培訓費用的３５％。 

工業區建設補助 

１. 適用於擁有國有土地資產及設施的開發商（外資開發商不在此

內）等。 

２. 提供附建物的土地或以折價區得國有土地，用於發展製造業的

企業。 

服務與技術中心投資優惠（戰略項目） 

適用標

準 

１. 技術中心最低投資額：３０００萬克郎，並在三年內新聘５０人。 

２. 服務最低投資額：１５００萬克郎，並在三年內新聘１５人。 

３. ５０％的資金須為投資人自備金。 

４. 技術成果能落實生產。 

５. 投資與勞工雇用應連續５年。 

投資優

惠內容 

１. 提供符合上述標準的企業營運開支的５０％（中小企業為６５％）。 

２. 負擔有形與無形的資產開支的５０％。 

３. 支付勞工兩年半的平均年薪（３年） 

補貼金

額 

１. 支付培訓費用的３５％（布拉格３０％）：培訓勞工取得不易產生外溢效

果並為其它廠商運用的特殊技能。 

２. 支付培訓費用的６０％（布拉格５５％）：培訓勞工取得有外溢效果並可

能為其他廠商運用的一般技能。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編輯， 〈全球布局〉， 《國際投資智

庫諮詢計畫》，2006 年 10 月 31 日，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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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業的群聚效應：因為捷克政府致力推行各項科技工業園區，進而形成許

多相關產業的聚集，以電子科技業為例，需要上下游的零組件隨時配合，因此客

戶與客戶間相互牽引，自然形成的聚集效應帶來更大的產業聚集。以台資企業為

例，隨著鴻海將歐洲總部設立在捷克之後，對其他的台資企業產生了「鴻海效應」，

許多台資電子大廠陸續跟進（例：友達、和碩、緯創、群創、英業達、群光、英

群、達方與大同等設立製造據點；宏碁、華碩、合勤與奇偶則是設立營運辦公室）。
14

 

 

產業群聚的形成，符合捷克政府推動產業科技園區的概念，為此提出許多相

關政策來加強吸引外資的誘因。符合優惠方案的科技服務中心，不只有投資補助

還可免稅 10 年，加上一般企業進口所需原物料都須先交納 19%的海關稅，在捷

克不用，而是商品賣出後再報關繳稅，這樣的方式對於進口原物料的企業來說，

可以減低不少現金流動的壓力。15
  

 

捷克國內分為四個主要投資區包括：首都布拉格、南摩拉維亞布爾諾、貝拉

烏斯季與奧斯特拉瓦等區。 

 

圖３－６:  產業群聚分布圖 

資料來源:  富士康捷克網站， 

＜http://www.foxconn.cz/english/kontakty-2/jak-se-k-nam-dostanete-2/＞，筆者參閱增繪，檢索日期：

2014.11.06。 

  

                                                      
14

 楊瑪利、邱莉燕，〈前進的動力：轉型模範歐洲之心 捷克〉，《遠見雜誌》，2008.11 月，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4550_7.html>，檢索日期: 2014.10.29。 
15

 同前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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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捷克的投資軟實力 

捷克在 2004 年正式成為歐盟成員後，夾帶歐盟這塊龐大的經濟市場，成員

在區域內享有免關稅、交易無障礙、自由平等的公平貿易等，並且帶動區域內人

才流動。在歐洲投資的企業可以在歐盟內自由找尋適合的人才，對企業來說，勞

動限制的消失，刺激了企業投資的意願，再加上捷克長久累積的專業人才資源，

企業可以在捷克搜尋到最適合的科技專業人員，降低企業在投資時網羅人才的困

境。 

 

在歐洲區域一體化的發展之下，歐洲教育的合作計畫 (伊拉斯莫斯)，16讓歐

盟成員國的學生可以自由申請歐盟國家學習，使得歐洲學生多半能在自然的環境

之下學習二到三種語言，不少捷克學生因為受到全球化的影響，開始也將英語與

中文列入學習的主要語言之一。 

 

捷克的人才專業性高、語文能力素質也高，是外資企業搜尋人才重點考量之

一，17加上近年許多學校都和企業、技術研發中心等公司機構合作，在學校學習

的過程中就可以藉由實習的機會，實際地累積經驗。企業更是可以從技術中心與

學校培養人才，來獲得研發與人才的現象，用學校教育當作就業技能的起點，使

得捷克在專業人才方面的素質是相當高的。 

 

並且捷克政府一直致力創造友善的投資環境，為了增加吸引外國投資者的誘

因，捷克政府在加入歐盟時，所跟進歐盟的一體化投資環境，在投資貿易上的開

放公平性，並且無差別的友善態度吸引了外國投資者。 

  

                                                      
16

 伊拉斯莫斯（Erasmus Mundus），原意是讓歐洲大學生在社會流動的計畫，讓大學生可自由在

區域內學習流動，現在也適用於歐盟非成員國的大學生身上。 
17

 廖志容，2005。〈善用高素質與低成本的人力市場－前進歐盟佈局捷克〉，《電工資訊雜誌》，

191 期，頁 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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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住環境上，捷克的政治經濟穩定，對外國投資者來說是選擇投資環境的

重要考量因素，要能保障投資資產與生命安全的穩定環境才能吸引外資持續的進

入，高危險的地區代表投資也存在著高風險，因此穩定良好的投資環境是很重要

的。 

 

良好的人文因素可以代表，捷克吸引外資的投資因素不只是地理位置、交通

設施、基礎建設等的環境優勢，也因為捷克本身所擁有的人才軟實力，捷克擁有

充沛且良好的勞動力，這是其他國家無法取代的重要因素，下面將以六點來說明

捷克的人文優勢。 

 

● 勞動力的專業素質 ● 人才的語言能力 

● 穩定的勞動成本 ● 想與西方文化接近的心態 

● 普遍的高等教育程度 ● 舒適的生活環境 

 

（一）、 勞動的專業素質：歐洲地區對於學習生涯的專業教育很重視，捷

克也是一樣，在學習的過程中專業學習方面是相對重要，捷克的教學結合通識教

育，具有較強科學和工程科學水平，長期的教育發展之下，累積了許多具有相當

水準的學生。 

 

在專業訓練與興趣培養的前提之下，一般標準的學程教育就不適用於捷克教

育體系，因此在教育體系上來說，捷克實施 6-15 歲的 9 年義務教育後，學校分

為三種升學方式，以一般學術教育和專業教育與技術教育等。在捷克有許多專科

高中、大學都與企業簽訂實習發展合作計畫，從學校方面來說，可以讓學生累積

經驗、實際操作，提早適應就業生活；企業方面則可以藉此培養人才，從中發現

適合公司的學生，搶先簽訂工作合約，培養人才、留住人才。18
 

  

                                                      
18

 捷 克 投 資 局 ，《 2014 投 資 環 境 - Education System 》， 頁 1-4 。

<http://www.czechinvest.org/en/czech-republic>. 檢索日期:201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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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７： 捷克教育體系結構圖 

資料來源: 捷克投資局，投資報告書 2014， 

＜http://www.czechinvest.org/en/business-in-the-czech-republic＞，檢索日期 2014.10.22。 

 

長久以來，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世界上生產科學和技術畢業生比例最高的國家，

捷克自從分裂後也一直延續這項光榮的傳統，更在 2008 年榮登歐洲國家科學類

教育大學比例最高的國家，這樣的專業培養環境下，捷克政府更是努力培養具有

經濟效益的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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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０ :  2008 年國家專業學科畢業比例 

 

資料來源:  經濟合作組織，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kills-beyond-school/45926093.pdf ＞，檢索日期: 2014.11.05。 

 

表３－１１ :  技術科學畢業比例 

 

資料來源:  捷克教育部， 

<http://www.moe.gov.bz/index.php/component/search/?searchword=STUDENTS%20AND%20GRAD

UAT&searchphrase=all&Itemid=101>，檢索日期:2014.11.05。 

 

捷克教育體系是將學習分為三類，進而培養學術和專業的人才，在教學方面

則是用心於學生的專業知識了解與實習學習，就以中等專業學校和綜合學校來說，

學生藉由通識課程與領域課程在特定的領域(機械、紡織機械、農業機械、化學

工程、電氣工程等)上，學校會給予學生一般的實習培訓，讓學生實際學習，並

在畢業後，學生們可以申請技術學院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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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的培訓中心則是提供 3 到 4 年的專業培訓(如:高壓電力、紡織機械和汽

車電子)，藉由實際的培訓計畫與企業課程的相互搭配，進行 3 到 4 年的實習學

習，並在最後一年進行專業考試。 高等的專業學校則是像德國的高等專科學校，

通常高等專業學校是在同一個校園內與中等專業學校共享教育資源，通常是在中

等專業學校畢業後，進到高等專業學校進行 3 年的教育培訓，取得技術學院的學

歷。 

 

目前的捷克擁有超過 9 萬 7 千名的技術大學與科技專科學生，每年約有 2

萬的學生從學校畢業，並且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都具有技術水準，確保捷克的勞動

資源持續保持活力。 

 

表３－１２ :  捷克最大的技術學院 

 

資料來源:  捷克教育部， 

<http://www.moe.gov.bz/index.php/component/search/?searchword=STUDENTS%20AND%20GRAD

UAT&searchphrase=all&Itemid=101>，檢索日期:201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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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穩定的勞動成本：相對其他的東歐國家來說，捷克的工資成本較高，

但捷克的勞工素質高、外語能力高，相較於美金與歐元來說，使用克朗來給付工

資，是相對有利於外國企業主的。 

 

捷克在過去五年來工資成長約 3%，雖然在 2007-2008 年捷克經濟表現亮眼，

大幅度縮短克朗兌換歐元的匯率，但克朗仍是相對低廉於歐元，在近幾年的歐洲

危機之下，捷克政府延後使用歐元為官方單一貨幣的時機，並且為了保持對外出

口與吸引外資的前提之下，更在 2012 年再次宣布延期使用歐元的時間。19
 

 

從多方面來比較可以發現，以基本條件來說捷克的勞動成本是較為穩定且擁

有良好勞工水準的國家，並且仍然使用克朗的情況之下，比起近年動盪幅度較大

的美金與歐元的來說，克郎是較具有投資吸引的優勢。 

 

表３－１３：  勞動成本變化 

 

資料來源: 捷克國家銀行 2014，

<https://www.cnb.cz/en/general/advanced-search.jsp?cnb-search-area=english-version&cnb-folder=%2

Fen%2Fresearch%2Fresearch_projects%2F&cnb-search-action-block=search&cnb-search-query=Labo

ur+Costs>，檢索日期：2014.10.30。 

 

可以從表上看到克朗兌換歐元的比例，以歐盟成員國家來說，多半以歐元為

單一貨幣來做標準，因此使用克朗的捷克來說，相對便宜，對外出口與投資成本

也是相對有利。 

  

                                                      
19

 駐捷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http://www.roc-taiwan.org/CZ/mp.asp?mp=146>。檢索日

期:2014.10.25。 



 
 
 
 
 
 
 
 
 
 
 
 

 

 

48 

 

 

圖３－８：  2013 捷克地區平均薪資 

資料來源:  捷克統計局，＜http://www.czso.cz/csu/2013edicniplan.nsf/engp/3112-13＞，檢索日期：

2014.10.30。 

 

（三）普遍的高等教育程度： 

擁有高等學歷勞動人才的捷克，非常注重教育的普及與興趣培養。捷克的學

生有三種學習方式，有一般高中、專業學校與技術學校，學生可由自己的興趣與

志向做打算，在這樣的教育體系中專業教育、技能教育和一般教育同為國家教育

發展的重點，為此捷克 24-64 歲的國民，有高達 92%的國民擁有高中學歷，遠遠

高於經合組織的平均水準 75%。20並且符合經濟效益的教育體系，為捷克培養良

好且充沛的人才資源，專業的人才教育帶來了經濟效益，21現在國際上許多國家

都面臨人才斷層的現象，在捷克卻看不人才斷層的危機，需多跨國企業將人才資

源列為投資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捷克在高素質的人才教育體系之下，比起其他國

家又多了一項無法取代的投資優勢。 

  

                                                      
20

 捷克投資局，<http://www.czechinvest.org/en/educated-workforce >，檢索日期:2014.11.05。 
21

 同注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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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４:  捷克大學學生與畢業生 

 

資料來源:  捷克教育部，

<http://www.moe.gov.bz/index.php/component/search/?searchword=STUDENTS%20AND%20GRAD

UAT&searchphrase=all&Itemid=101>，檢索日期:2014.11.05。 

 

表３－１５: 教育體系滿足經濟需求度 

 

資料來源： 捷克投資局，<http://www.czechinvest.org/en/educated-workforce> ，檢索日

期:201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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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６: 大學教育滿足經濟需求度 

 

資料來源： 捷克投資局，＜http://www.czechinvest.org/en/educated-workforce＞，檢索日

期:2014.11.05。 

 

目前捷克有個特殊的現象，許多大學的資金與學生都是與企業做連結，這個

連結可能是由企業出資贊助學校提供研究中心、實習機會、或是直接由企業出資

成立學校來專門培養公司所需要的人才，這類普遍企業與學校結合的現象，是由

國家政策所支持而產生。 

 

在捷克不同於一般的教育體系上，培養符合經濟需求的人才，是政府與企業

共同努力合作的，在這樣的特殊的情況之下，捷克的民眾多半擁有高中以上的學

歷，多數學生在與企業的配合之下，一邊實習累積經驗，一邊取得所需要的專業

學歷，一路攻讀研究所、博士的高級專業人士。 

 

因此捷克每年提供企業大量大學畢業的熟練人才，每年的畢業生都保證捷克

國家人才資源的豐富，沒有斷層與缺少人才的困境，豐富的勞力資源一直是捷克

吸引外資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的大學畢業生約有三分之一，都是擁有專業技術

的學生，每年增約 2 萬名的新勞動力，22基本上勞力的提供是足夠的，但捷克的

薪資仍遠低於西歐，加上外資投資的熱絡下，造成捷克的勞動市場開始有人才不

足的問題。 

  

                                                      
22

 捷克商業處，<http://www.businessinfo.cz/>. 檢索日期:201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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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７ : 技術教育 

 

財經教育 

 

生命科學教育 

 

資訊工程教育 

 

 

資料來源： 捷克教育部，

<http://www.moe.gov.bz/index.php/component/search/?searchword=STUDENTS%20AND%20GRAD

UAT&searchphrase=all&Itemid=101> ，檢索日期:201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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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現象正持續擴大，多數需要專業研發人才的高科技企業都有與學校合

作，這樣的合作是直接開課教導，課堂內容都是配合企業所需的所有知識課程(例:

實際學習、專業素養課程、專業人士做講師、工廠與講師一起配合現場教學、人

力資源管理教學、與各家企業所需的專門內部教學)，就連我們所熟悉的鴻海(富

士康)，他在捷克也與多家大學合作，提供實習與獎學金來招引學生進入鴻海在

捷克的投資研發中心，並提供與研發技術相關的學科論文著作(FOXSCHOOL)來

申請富士康的獎金與工作機會，平時隨時開放給各學術學校參觀，只需在參訪前

上網填好資料，就可以一次 2 小時 30 人的開放性參觀，這樣一連串的作為，就

是為了吸引更多的學校來與富士康合作。23
 

 

 

圖３－９： 2013 捷克大學畢業地區比率 

資料來源： 捷克教育部，  

<http://www.moe.gov.bz/index.php/component/search/?searchword=STUDENTS%20AND%20GRAD

UAT&searchphrase=all&Itemid=101>，檢索日期:2014.11.05。 

                                                      
23

 富士康捷克網頁，

<http://www.foxconn.cz/czech/pro-studenty-a-skoly/spoluprace-se-studenty-a-skolami---kutna-hora/sp

oluprace-s-sps-vos-masarykova/>，檢索日期:201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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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的語言能力：歐洲推行區域教育，歐盟體制內國家的學生，都可

以申請伊拉斯莫斯計畫，可以自由到歐盟成員國內大學學習，這樣的教育方式使

得多數的歐洲年輕學子，都擁有多項語言能力，而且在學校內就極積推廣第二、

三外語（甚至更多語言學習）的學習，24從學校之中就奠立良好的語言基礎，使

得外國企業雇主在人才搜尋上來得容易，在員工培訓上也就簡單了許多。 

 

加上投資捷克的多數企業所尋求的勞動力都是偏向高科技產業或是專業人

士居多，要是勞動力素質高又擁有外語能力，那對企業主來說，會是最好的選擇，

因此外語的推廣不單只是為了增進國內學子的教育學習，對外對內發展也都是很

有優勢的特點之一。 

 

表３－１８： 捷克外語能力統計表 

 

資料來源： 捷克統計局，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statistics/search_database>，檢索日期：

2014.10.22。 

  

                                                      
24

 同注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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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想與西方文化接近的心態: 捷克從天鵝絨革命之後，就積極向西歐與

西方國家靠近，藉此擺脫前共產國家的影子，因此在政治經濟上，都學習與西方

相同的政策方案與投資標準，以政治來說：捷克轉型後一直致力民主發展，可以

發現為了讓人民了解政治，政府與非政府機關時常舉辦各種議題的研討會，這些

研討會都不需任何花費，民眾可以採取線上報名或是現場直接入場，廣泛的議題

討論，完全的開放民眾參加與政黨的選舉等，從人民擁有自由且平等的政治參與

權，就可以發現捷克正持續且堅定地靠近西方國家；25在經濟方面，許多投資者

因為捷克實施與西方無差別的投資標準，讓外資在進入捷克投資初期減少許多的

困難。 

 

捷克向西歐民主發展的道路上前進，在轉變的歷程中都保有和平且穩定的社

會環境，讓外界給予捷克極高評價的讚賞，政治經濟的成功轉型，讓捷克成為中

東歐國家之中的表率，也是學習西方國家最成功的國家之一。26捷克年輕一代的

民眾都深受西方國家影響，不只從政治經濟上也從文化上深深受到影響，許多年

輕一代的民眾崇尚東西方文化、研究東西方的流行，這些都可以從年輕一代流行

的資訊窺探一二。 

 

捷克在崇尚西方的心態不只在經濟政治上，更在生活上受到西方影響甚深，

西方國家的戲劇電影、文化流行甚至捷克的醫療系統，都是延續西歐國家的方式，

創立公共醫療與公共交通，深受西方的影響可以在捷克的街道上略見一斑，可以

發現少了共產的影子，多了自由民主的風氣。 

 

（六）舒適的生活環境: 捷克地處內陸，氣候溫和，只有夏季與冬季變化較

為明顯。在捷克的生活非常舒適與輕鬆，捷克雖然身為歐盟成員國，卻因尚未使

用歐元，相對低廉的物價花費，在歐洲的生活成本很高，企業能在高成本的地區

中找到較為低廉又安全的良好選擇並不多。 

  

                                                      
25

 Czechinvest, 2009/ 06/ 23. “Award for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vestments 

in the Czech Republic,” Czechinvest News Summary,  

<http://www.czechinvest.org/en/award-for-the-greatest-contribution-to-the-development-of-investment

s-in-the-czech-republic >. 檢索日期:2014.11.16。 
26

 Martin Myant, 2007,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a Qualified Succes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9, No. 3, pp. 431-450. 檢索日期:201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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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捷克最貴的首都布拉格來說，有一般的公寓，也有綠意盎然的郊區別墅可

以選擇，許多房地產業者會幫外籍人士安排好一切，租賃者只需要提供住宿需

求即可，以一般家庭的三房來說，在布拉格（Prague）平均租金為 660 美元，

在台商聚集的布爾諾（Brno）跟奧斯特拉瓦（Ostrava）約為 350 美元，在其他

地區更便宜。27
 

 

在交通方面捷克擁有完整的交通系統，因此不論有沒有交通工具都不會對民

眾造成影響。民眾在一般通勤時可以選擇搭乘有軌電車、捷運、火車等的方式非

常便利，在捷克大眾運輸是非常守時，因此多數居住在捷克的人都選擇搭乘大眾

運輸來做為代步工具。在假日方面，因為捷克位於歐洲中心位置又擁有發達緊密

的交通網絡，因此可以時常發現民眾藉由巴士、火車、飛機往來捷克的其他地區

與國家，快速便利的交通因素，使得捷克每年的都是歐洲前幾名的旅遊勝地。28
 

 

藉由上述兩節分析捷克的投資優勢後，得出捷克最大的區域優勢，就是位處

歐洲中心位置且鄰近德國，使捷克成為外資的首選，再加上其它像是群聚效應、

勞力素質、交通網絡等其他十一項利因，成為捷克在中歐投資首選，將在第四章

來說明。 

 

                                                      
27

 捷 克 投 資 局 ，《 2014 投 資 環 境 - live in Czech Republic 》， 頁 1-3 。

<http://www.czechinvest.org/en/czech-republic>. 檢索日期:2014.11.16。 
28

 同注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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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廠商在歐洲的投資轉變 

第一節  歐洲的投資轉變 

在歐洲經濟區域整合之前，因為地理位置距離台灣較為偏遠的關係，台灣企

業對於歐洲市場較為陌生，投資設廠的企業並不多，但在歐洲 15 國整合之後，

歐洲單一市場持續擴大，形成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因此，台商就有必要到歐洲當

地設立生產地點與服務據點。1歐盟擴大結合已開發的西歐與開發中的東歐，不

同的經濟體在同個經濟區域內，使得歐盟成為投資與被投資的最大經濟體。根據

聯合國的資料顯示，在 2012 年北美洲與歐盟就約占全球直接外資流入量的36%，

而歐盟本身就占約 20.71%的全球直接外資流量，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區

域經濟體之一。2
  

 

表４－１：全球外資投資金額  

 

資料來源：聯合國，《2013 世界投資報告》，檢索日期:2015.01.12。 

                                                      
1
 葉華容，〈國際產業移轉下的區域貿易〉，《經濟前瞻》，頁 49-54。 

2
UNCTAD, 2014/01/24. ” Investing in the SDGs: An Action Plan”,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4_overview_en.pdf>. 檢索日期:2014.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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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逐漸形成的貿易壁壘，將歐洲市場劃分為區域內與區域外的現象。3區

域內因為貿易創造效果（Trade Creation Effect）4使得區域內貿易量上升，造成

貿易移轉效果（Trade Diversion Effect）5，讓原本非會員國內具有優勢的產品，

因關稅造成產品價格較高的情況下被會員國所取代，造成貿易型態的改變。 

 

就大眾所熟悉的主要電子上市公司幾乎都在早期時就都到英國進行投資，包

括宏碁、華碩、英業達、鴻海精密、聯發科技、台達電、友訊科技、大同電腦、

中華映管、明基、精英電腦與仁寶電腦等，6一開始是為了因應代工客戶的要求

而到英國進行投資，但隨著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加上英國的生產成本逐年提高的情

況之下，許多廠商逕行縮編投資的規模，除了宏碁與友訊進行品牌經營之下，其

他廠商多半縮小生產規模或是轉換投資地點。7在下一頁表 4-2、4-3 可以得知目

前台資企業在海外的投資概況。 

 

服務業與運輸業卻因為英國物流的發達與方便、再加上倫敦為全球金融的重

鎮，資訊服務的完善，因此，在這方面的投資仍然相當積極。在金融方面主要有：

台灣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第一銀行、建華證卷、中信銀行與永豐證卷等

在英國倫敦設立據點。而運輸業則有陽明海運、長榮集團、萬海航運與中華航空

等運輸業都在英國設立服務據點，其中友訊科技與長榮集團都將歐洲的營運總部

設在英國。8
 

                                                      
3

 Čadil, Vladislav, Zdeněk Kučera, Michal Pazour, Localisation Motiv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Diss., Technology Centr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Czech Republic, 2007), pp. 19-28. 
4
貿易創造效果，本來由外國進口的商品，在區域經濟形成後，導致外國生產相同商品的成本高

於區域內成員國，因此在比較利益的原則之下，區域內成員貿易量的增加就稱為貿易創造效果。 
5
貿易移轉效果，原本非會員國具有生產上比較優勢的產品，因關稅而造成價格較高，以致被會

員國產品取代，因而有貿易移轉的效果。 
6
 顧瑩華，2004。〈歐洲新興投資據點-捷克的投資環境〉，《經濟前瞻》，96 期，頁 74-78。 

7
 李秋錦，2003。〈歐盟東擴之發展、影響及我國因為對策〉，《經濟研究》，4 期，頁 245-269。 

8
 王素彎等著，2005。《全球台商經貿網絡競爭研究》，頁 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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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 2012 海外投資事業概況-地區別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http://www.moeaic.gov.tw/>。檢索日期:2015.01.18。單位:

人。 

表４－３台灣對外投資金額與比重 

 

資料來源: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http://www.moeaic.gov.tw/>。檢索日期:2015.01.18。 

 

從上表可以發現，由於西歐的投資成本太高，逐漸轉移至東擴後的東歐國家，

產生了投資轉移效果。在同一經濟體內結合西歐高消費市場與低生產成本市場，

區域內的投資增加，產生投資創造效果（Investment Creation Effect），創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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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投資貿易的發展，9雖然 2008 年因為全球金融風暴，造成全球投資趨勢減弱，

但隨著全球經濟開始回溫，歐盟區域內的貿易型態不止提供台商豐沛低廉的勞動

市場，還供更大的市場經濟，加上區域內的投資貿易增加，市場經濟持續的熱絡

發展，敦促台商重視歐盟區域經濟的重要性。10
 

 

對於台資企業來說，西歐國家生產成本太高，在同一經濟區域內的東南歐吸

引力增加，形成貿易移轉、貿易創造、投資創造與投資移轉等效果，都是吸引台

商投資市場移轉的因素，11加上從下表 4-4 與 4-5 中可以發現，歐洲區域經濟也

逐漸成為台灣主要進出口的地區之一，台灣與歐盟的發展日趨緊密，台資將部分

投資從東南亞移至東歐，顯示歐洲市場的重要性。 

 

表４－４:  台灣近年與歐洲貿易發展表： 

單位：億美元；％ 

年度 貿易總額 較 上 年 增

減% 

我 國 對 歐

洲出口額 

較上年增

減% 

我 國 對 歐

洲進口額 

較上年增減

% 

順差 

2008 543.98 4.21 299.48 4.59 244.51 3.75 54.97 

2009 420.32 -22.73 225.77 -24.61 194.56 -20.43 31.21 

2010 553.77 31.75 293.72 30.10 260.05 33.66 33.67 

2011 607.90 9.78 312.04 6.24 295.86 13.77 16.18 

2012 570.32 -6.18 287.65 -7.82 282.66 -4.46 4.99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財政部統計處，2013 年 6 月，檢索日期:2014.09.06。 

  

                                                      
9
 Eurostat, 2004. External and intra-European Union trade. (Luxembourg: European Communities), 

pp. 23. 
10

 劉麗惠，〈迅速掌握蛻變中的東歐市場〉，《國際投資季刊》，17 期，2003，40-41。 
11

 劉燁媚，〈剖析歐盟，探索商機〉，《國際投資季刊》，19 期，2004，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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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５:  台灣與歐盟會員間的貿易 

 

 資料來源: 歐洲經貿辦事處，2014 歐盟－台灣雙邊關係概況:台北，檢索日期：2014.09.04。 

 

第二節  區域整合的影響 

歐洲聯盟東擴之後，區域內的貿易型態開始轉變，對西歐來說東歐的加入，

讓原本西歐企業在比較利益原則下，可以讓產品轉移地區生產投資，讓商品優勢

增加，使得區域內投資量增加形成投資創造效果，也讓西歐成為東歐最大外資投

入地區。 

 

在已開發經濟體與開發中經濟體的結合下，形成投資與被投資，兩種情況都

有利的情形，台商剛好利用區域改變，獲得貿易創造帶來的效果。12投資移轉至

                                                      
12

 杜英儀，〈台灣在全球投資佈局中的地位與角色〉，《經濟前瞻》，87 期，2003，頁 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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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後，台商可以減少成本開銷與更多的投資優惠，不只增加商品競爭力，還可

更一步開發東歐市場；對西歐國家來說，則是多了一個後花園生產地，利用成員

間發展程度的不同進行投資，獲得更大的投資效益，但也可能引發更多失業問題；

對東歐國家來說吸引外資的進入，加速國家經濟的流動，並且協助經濟發展與轉

型，互助式的經濟效應在歐洲區域形成。13
 

 

隨著歐洲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歐洲區域的整合剛好解決了台資企業面

臨生產成本過高的情況，雖然東歐國家生產成本仍然比亞洲國家高出許多，但在

比較利益的原則下，東歐國家的投資是符合企業成本。部分中間零組件的企業開

始在當地生產，並且更進一步從事組裝生產，多數台資企業在東歐的投資規模雖

然不大，但因為區位經濟化的效應之下，發展出供應鏈的關係，這樣的群聚效應

帶給台資企業極大的正面效應。 

 

在推力與拉力的因素之下，歐洲區域整合有利於台資企業在歐洲的投資。

目前台資企業在歐洲的投資還是以組裝生產與行銷據點等的方式為主，而且因多

數企業的投資金額並不會很大，因此在轉移投資地點的時候相當靈活，在下一頁

表 4-5 看台資企業在歐洲的投資金額量。投資金額不大，反而可以在西歐國家成

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之下，隨著區域整合內的推力與拉力，適時地調整投資方向，

將部份投資移往東歐國家。14
 

  

                                                      
13

 李顯峰，《歐盟的深化與廣化》。(台北：前衛，2003)，頁 22-25。 
14

 全球僑商服務網，<http://ocbn.pighouse.net/>。檢索日期:2014.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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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６：歐盟與台灣間的直接投資存量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urostat/home/>。檢索

日期：2015.01.19。 

 

在東歐地區的國家加入之後，產生了區域內的互補性現象出現，貿易比重也

增加，對於區域內的國家來說，區域經濟的形成，15不只是內部貿易障礙的減少、

人才流動的便利、更有資金流動的便捷，再加上市場經濟的擴大，更多的貿易機

會與誘因，持續吸引外資的進入，這種趨勢會隨著時間越來越明顯，區域外的企

業會越來越想接近歐洲這塊市場，台資企業在區域化的考量之下，為了強化自身

運籌能力與產品的時效性，會持續強化在歐洲的佈局，尤其是在東歐國家的投資

考量。 

                                                      
15

 林蔚文，〈歐盟擴大版圖〉，《國際投資季刊》，20 期，2004，頁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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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１：歐盟經濟區域範圍： 

資 料 來 源 : 歐 洲 委 員 會 ， <http ： //europa.eu/about-eu/countries/index_en.htm> ， 檢 索 日 期 ：

2014.07.25。 

由圖 4-1 可以看到歐洲市場經濟的範圍，區域經濟整合發展是雙面性的，不

論好壞皆是一整體的表現，尤其近年歐洲因為經濟整合而造成歐債危機問題頻傳，

並直接影響到歐盟經濟的表現，造成全球經濟的震動。 

 

從 2003 年到 2008 年歐盟第五次東擴之後，增加吸引外國投資進入歐洲，使

得歐洲經濟持續熱絡發展，直到 2009 年的歐債問題爆發之後，全球貿易量都因

為歐債問題而受到影響，歐盟對全球的貿易稍微減弱，16但在 2013 年台灣對歐

盟的貿易卻開始回溫，相較於 2012 年的貿易成長 0.5%。雖然在歐盟 2012 年對

台灣的貿易減少，但到了 2013 年歐盟對台灣的貿易出口卻成長了 4.4%，由 2012

年 158 億歐元增長到 165 億歐元，在 2013 年歐盟對全球的貿易出口增幅達到了

3.2%，對台灣的進口減少 1.8%，由 2012 年的 225 億歐元減少到 221 億歐元。17
 

                                                      
16
中 華 民 國 經 濟 部 ， <http://www.moea.gov.tw/Mns/populace/home/Home.aspx> 。 檢 索 日

期:2014.10.03。 
17

 全球台商服務網， 

＜ http://static.adm.ocbn.org.tw/website/101OCA_WEB1/PDFS/OCA101_ch1.pdf ＞，檢索日期：

2014.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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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現象看起來，歐盟對台灣的貿易呈現趨弱，造成貿易赤字的危機，但在

同個時期，歐盟對全球的貿易進口減少 6.9%，遠遠高於對台的 1.8%，18在這樣

的現象可以發現另一個契機，這代表歐洲這塊大市場，開始不止吸引外國投資者

對歐盟的市場經濟的動力，也增加外國投資者開始藉由歐盟市場的發展，延伸至

全球其他貿易區域，增加出口額。 

 

 

圖４－２ ：歐盟與台灣間的直接投資量 

資料來源: 歐盟統計局，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urostat/home/>。檢索

日期:2015.01.19。 

 

在全球佔據絕大部分電子產業的台商來說，在歐洲的投資不會只想守住歐洲

這塊市場，更想藉由歐洲市場來進行全球投資。即使隨著東歐國家經濟的進步，

投資的成本將會不斷向上提升，台商勢必會面臨在西歐投資一樣的情況，但就以

歐洲地區來說，東歐國家的成本再高也不會比西歐國家還要高，雖然成本依然持

續上升，仍不影響捷克吸引外資的持續進入，19而且台資企業唯有持續投資佈局，

才能保持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與市場。 

                                                      
18

 經濟部統計處，<http://www.moea.gov.tw/Mns/dos/home/Home.aspx>。檢索日期：2015.01.18。 
19

 楊瑪利、邱莉燕，〈首度曝光富士康庫納霍拉新廠 到漂亮地方設廠 才能賺到錢〉，《遠見雜

誌》，269 期，<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4551.html>。檢索日期:201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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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實證 

從歐洲區域整合中分析出捷克所擁有的區域優勢，並在研究中藉由大量的統

計數據圖表來做舉證捷克的投資優勢，並透過在捷克投資的台商回應，針對台商

在歐洲發展的現況問題，以了解台商在捷克的投資裝況，以訪談的方式在這一章

節論述。 

 

一、投資轉換 

歐盟市場持續擴張後形成的區域經濟體受到全球投資者的關注，在歐盟的區

域內結合了先進的西歐國家與發展中的東歐國家，這樣的區域整合形成了投資與

被投資的現象吸引大量資金進入歐盟，已然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投資區域之一。早

期歐盟不是台資企業主要的投資地區，布局歐洲是為了配合客戶需求，因此投資

數量不多，金額也不大，不像在美洲與東亞地區投資來的熱絡，但持續擴張的歐

盟使得台資企業重新分配投資重心，依據受訪的台商談論進入歐盟前、後與問題: 

 

“在進入歐盟前，產品出貨至其他歐盟國家需要認證並且準備相關文件，耗

費時間；但進入歐盟後，不需要額外的文件與認證等繁雜的步驟，並在環保法規

上依客戶給定標準，再去執行即可達到要求。”（編號：CN04） 

 

歐盟形成區域內與區域外的貿易行為，進入區域內的企業可以減低很多不必

要的申請手續，減少時間的花費，也不必擔心申請的手續出錯，來不及交給客戶

等的問題發生。 

 

“公司以業務銷售與售後服務為主，為符合客戶或是當地市場需求，需要克

服的問題很多，以物流來說庫存量、市場銷售狀態與製造等時間差所衍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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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能在當地直接反應最好。產品在歐洲必須符合相關環保法規，包括 WEEE(廢

棄物回收處理)、RoHS(無含鉛製造)及 CE(電源安全規範)等。” （編號：CN03） 

 

因商品的特性與需求，接近市場不只能直接反應客戶需求，也能減少資訊往

來的問題，加上歐盟對環保標準的規定，能直接在當地了解各項產品標準生產，

對企業來說比較方便有效率。 

 

“歐洲為一獨立市場，所以要進入歐盟時勢必會碰到關稅問題，藉由直接在

歐洲生產避掉不必要的關稅成本，且接近市場通常可以獲得第一手的政府法規、

投資獎勵或抵免、市場銷售狀況及客戶需求的反應，減少資訊被過濾掉的問題。

歐洲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視，對環境產生多少負擔就必須繳納相對的金額去做環境

的修復，就像繳交〝環保基金〞一樣；人權方面則是重視溝通問題，在重視勞工

權益的歐洲，每個工廠幾乎都有一個工會，定期的開會溝通，同時相信他們的〝專

業〞。”(編號：CN10) 

 

為了避開區域外的貿易障礙，直接進入歐洲市場是最快且符合客戶需求，雖

然投資歐洲的成本略高，但為了能及時反應市場及不必要關稅成本考量下，在企

業能接受的情況下，直接深入市場能為企業減省許多不必要的問題產生。 

 

結合受訪者的回應，可以說明企業是因為歐盟貿易區域的形成，區域外的關

稅壁壘與貿易限制，讓原本擁有優勢的商品失去了競爭力，為了保持優勢，進入

區域內投資是必要的，加上歐洲客戶的需求，在當地設立據點與提供售後服務的

方式，可以保留客源與拓展訂單。在各種需求下，造成台商的投資從西歐到東歐，

企業一直在找尋更適合的投資地點，在投資地點上的考量因素有哪些，將在下一

段由受訪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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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選擇 

投資歐洲的企業藉由東歐國家的資源進入西歐市場，避開不必要的關稅問題

與貿易障礙，因此歐盟東擴後，促進大量外資進入東歐國家投資，在同時加入歐

盟的東歐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斯洛維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波蘭、立陶宛、賽普勒斯以及麻馬爾他等十國）中，捷克何以成為台資企業的優

先選擇，受訪者談論： 

 

“公司在 2007年於捷克 Bron設廠，基於群聚效應（當時已經有幾家台資在捷

克投資布局）的基礎點上選擇捷克，同時也因為捷克的人力成本較為低廉(相對

歐洲各國)與人力素質普遍均高的狀態下，選擇捷克。”（編號：CN02） 

 

捷克的產業群聚是企業選擇投資地點的重要因素，一個既有的群聚網路可以

讓廠商間相互配合，加速生產的效率，搭配低廉且高素質的勞動力，都是吸引台

商投資設點的誘因。 

 

“捷克的工業基礎良好，交通便捷，雖沒有海港但可以藉由鄰國〝德國〞作為

轉送點，相對其他東歐國家（波蘭、匈牙利等），波蘭的工業基礎沒有像捷克一

樣完整，治安也沒有捷克來的安全，在台商方面的群聚效力也沒有捷克來得高；

匈牙利雖然與捷克一樣為內陸國，但地理位置上偏南，加上不像捷克可以藉由德

國做媒介，因此在交通運輸上較不方便，同時匈牙利人力成本較高。”(編

號:CN08) 

 

對於企業來說，關鍵的地理位置會成為區域選擇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相對於

其他國家捷克佔有鄰近德國的相對優勢，加上穩定的政治與群聚效應等因素，比

起其他東歐國家更具投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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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客戶需求，必須就近服務市場，在網通資訊的人力素質與教育水準

較佳，且網通資訊市場較為活絡，捷克在東歐國家中屬於先進國，對於新的產品

接受度較高、市場規模較大。”（編號：CN05） 

 

因為捷克擁有豐沛的專業人才，可以配合企業所需要的勞力需求，並擁有較

高的教育水平，因此在消費市場上的接受度較高、規模較大。對企業來說，投資

捷克是為了進入起其他歐盟國家，要是能將原本的投資據點變成銷售市場，對企

業來說是雙面有利的投資。 

 

“歐盟合在一起成長得很快，在捷克的投資可減少關稅壁壘，貨物運輸也可以

更進一步整合，用捷克當作物流中心是最適合的地點，加上歐洲客戶的比重已經

超越美洲，尤其歐洲最大的市場〝德國〞離他最近。”（編號：CN08） 

 

在區域貿易的形成下，企業找尋區域內的地點投資，可以減少區域外的貿易

問題，也可直接進入市場掌握客源。由於捷克位居中心位置，不只鄰近德國，還

可以使捷克成為出發點將產品運銷全歐洲。 

 

綜合上述，相對西歐國家的高成本與東歐國家的投資環境，捷克擁有優越地

理位置、高素質勞動力、良好的業基礎、產業群聚與市場經濟等相關因素吸引外

資企業的目光。但決定企業投資的關鍵因素，還是捷克的中心位置，投資捷克不

只可以降低成本，又能經銷全歐洲，向客戶顯示交貨能力與服務能力，增加企業

的競爭力，持續投資的發展下，企業未來的展望與計畫將下一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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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況與未來展望 

台商在歐洲的投資已經由西歐逐漸移轉至東歐國家，這樣的轉移通常是考量

到生產成本的過高與成本更低廉區域的出現，這十年來說捷克吸引絕大部分的台

商進入，目前在捷克的台資企業發展現況與未來的發展計畫為何，由受訪者來談

論： 

 

“捷克工廠無研發部門，研發單位主要在台灣，與外商或是台商公司有合作關係，

將近 99%的產品交給在捷台商做進一步的組裝。配合主要客戶需求，投資發展穩

定，但目前單一客戶比太高，在未來發展上將增加新產品，努力拓展客源。”（編

號：CN06） 

 

企業配合客戶的需求，經營發展呈現穩定狀態，但為了避免集中單一客戶的

比例太高造成客源的訂單有限，未來在發展上，企業必須增加多元性與新產品，

才能增加新客源，有利持續經營發展。 

 

“公司並未在歐洲進行研發工作，研發工作通常在亞洲進行，隨著不同國家的薪

資波動與人力素質採取不同的分工，或是不同價值的產品別的方式進行，捷克來

說是以業務銷售、售後服務以及客製化等服務為主，主要合作對象是當地廠商與

ＩＴ資訊系統整合廠商合作。在歐洲的投資已經將近十年，至少有七個分公司及

超過十三家業務辦公室，三年前開始進行區域分公司與子公司的作業系統暨物流

整合計畫。預期三年內的營收會成長一倍，並完成歐洲區域系統及物流的整合。”

（編號：C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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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以專業分工的方式在全歐洲進行布局，根據每個地區的優勢不同與產品

需求，來進行投資設點，以歐洲來說，主要是以銷售與服務當地客戶為主，市場

的需求就需要及時的反應，將歐洲的物流與區域系統整合後，企業可以加速對商

品資訊的掌握與客戶需求的反應，減少區域不同所產生的問題，增加企業的競爭

力。 

 

“目前公司在捷克有兩個廠，為了配合客戶需求，要再增設新廠。未來將持續和

大學合作，設立研發中心，培養員工提高專業素質，以增加訂單拓展客源。”（編

號：CN09） 

 

因企業需求不同，對於勞動的專業性要求不同，捷克擁有超出歐洲平均水平

的勞動素質且專業學科人才多，因此對於需要專業技能的企業來說，捷克提供低

廉專業的勞動力，可以減去企業在尋找人才方面的問題。 

  

“因為是走代工路線，所以發展的穩定性是由客戶做決定。Acer、群光在歐洲就

是走自我品牌，代工緯創、群光、鴻海、友達幾乎都是由台灣主導，捷克作為生

產執行地點，投資歐洲是為了向客戶證明全球生產，在歐洲交貨的執行能力，目

前沒有自創品牌的計畫，研發、設計目前仍由台灣執行，但未來會慢慢讓本地參

與設計。”（編號：CN07） 

 

除了少部分走自我品牌的企業外，在捷克多數的台資企業仍以代工為主，基

本在研發、設計上仍由台灣執行，但未來會漸進地讓捷克當地參與研發、設計的

計畫，可以看出未來企業將會持續的深入歐洲投資，並向客戶展現擁有全球生產

服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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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資企業未來展望上，可以發現在捷克的發展都呈現穩定並有持續加碼投

資的現象，多數企業都是以代工為主，但看中勞動水平均高的情況下，不少企業

已開始考慮讓當地參與設計、研發的趨勢，尤其部分企業更進一步向大學合作設

立研發中心，直接以產學合作的方式增加企業自身的競爭力，這樣的現象在捷克

越來越多，未來台資企業在捷克的生產只會升級，較低階的生產則是會越往東

移。 

 

總結各個受訪者的談話，整理企業在捷克的投資現況與未來展望。雖然有其

他東歐國家陸續加入歐盟，造成許多不同成本的上升（薪資、物價、費用等）或

是市場流通性（價格、通路、整合等）的問題出現，但因捷克隔壁就是德國的這

項優勢，仍可以克服這些問題的出現。 

 

捷克地理位置的優勢是多數企業留守捷克的最大因素，相對於西歐來說，捷

克生產成本提高仍是相對低廉，加上產業群聚的效應比起其他東歐國家來的完

整，這是多數代工廠的重要考量因素。捷克相對於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來說

擁有相對優勢的位置、交通網絡的完善、產業群聚的效應、低廉的勞動力與政治

經濟的穩定，因此捷克得以成為東歐國家中台資企業投資最多的地區。 

 

這些區域優勢，可以讓鴻海原本設在芬蘭的歐洲營運總部遷往捷克，更取消

在巴黎設廠計劃，進而加碼捷克，加上捷克做為物流轉運的優勢還會持續１０年

以上，更讓其他台資企業持續布局捷克，並將產業持續升級，較低階的產品則往

東邊移，這可能打破台商以往都是由台灣主導設計的方式，轉由讓當地參與設計

合作，由當地市場反應結果來導向台灣公司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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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在全球化的發展之下使得全球貿易進入了無國界的狀態，許多企業透過海外

投資的方式來配合客戶需求，企業佈局海外是為了能降低成本、接近市場、即時

反應並增加企業自身競爭力而進行的一種策略，在這樣的策略之下，區域選擇的

考量就非常的重要，以本研究來說，台資企業為了歐盟的市場經濟紛紛進軍歐洲，

但海外投資需要考量的因素太多。 

 

最早台商多數布局在西歐國家，主要是西歐國家為台資企業在歐洲的主要消

費市場，加上西歐國家的金融貿易發展健全、開放的因素下，多數台資企業前進

西歐國家，但隨著西歐國家的生產成本趨高，促使台資企業面臨結束生產或轉移

投資地的困境，在成本漸升的困境下歐盟也持續的擴大中。 

 

歐盟的東擴對台資企業來說無疑是黑暗中的燈塔，新加入的東歐國家擁有前

共產國家的重工業基礎設備，更擁有西歐缺乏的低廉勞動力，在東歐國家剛加入

歐盟時期為了趕上歐盟所設立的國家發展條款，積極吸引外資與經濟轉型就是東

歐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 

 

捷克在東歐國家之中的發展最健全也最穩定，捷克的區域優勢不只吸引台資

更吸引全球的投資者，捷克位處歐洲的中心位置被稱之為歐洲心臟，從此明顯得

知捷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並且鄰近歐盟內最大的經濟市場－德國，許多外資藉由

捷克進入德國，重要的地理因素加上捷克身為前共產國家－蘇聯的軍工廠，長久

累積工業基礎，企業可以在捷克發現所有的投資優勢。 

  



 
 
 
 
 
 
 
 
 
 
 
 

 

 

73 

在研究之中可以發現捷克的區域優勢不是只有硬體方面也有軟體方面，捷克

擁有高於經合組織區域平均的高學歷勞動力，再加上每三個大學畢業生就有一個

擁有專業技能的專業人才，捷克長久累積的高素質人才，這項優點使捷克擁有其

他國家難以比擬的條件，加上捷克薪資仍然低於西歐國家，企業可以花費西歐三

分之一的薪資來聘請捷克的勞工。 

 

依照捷克每年增加約 2 萬名新興勞動力的情況之下，捷克勞動力是充沛足夠

的。但捷克的薪資水平遠低於西歐國家，因此許多捷克民眾選擇到西歐國家工作，

再加上外資企業的熱絡，造成捷克現在的勞動市場開始有人才不足的問題，在捷

克可以發現越來越的外國勞工（主要來自斯洛伐克、亞塞拜然、賽爾維亞、羅馬

尼亞等國）。 

 

許多企業看重捷克勞動力的豐沛與優越，因此政府推動由國家或企業與學校

共同合作，透過在學校的教育之中提供實習機會並培養學生留住人才。透過在學

習的過程中就可以保證的工作機會，吸引不少捷克學子在實習的階段就與企業簽

訂工作合約，這樣的方式不只可以提供企業所需的人才之外，還可以減少捷克人

才逐漸流失的問題。 

 

捷克政府經過長期努力下，經濟成功的轉型發展，雖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遇

到不少壓力與困境，但長遠的發展政策與執行，是捷克能順利成為東歐國家表率

原因之一，但仍需面臨逐漸減少的投資優勢，例：低廉的勞動力、現有的工廠設

備、投資初期的優惠方案等，但捷克政府了解經濟發展的成長一定會減少部分的

投資誘因，因此捷克政府推動可以持續吸引外資的其他條件，例如：專業人才的

供給、產業升級的優惠與企業廠商擴增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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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推廣產業升級與成立科技園區，藉以突破產業投資減緩的困境。更多的

投資優惠吸引外資持續增加投資，加上無可取代的地理位置因素，未來製造業的

投資者也許會將工廠生產線繼續向東移，但企業仍然會保留在捷克的投資，也許

是設立服務據點或是營運總部等方式，因為想要進入的歐盟市場捷克會是最好的

選擇之一，在捷克設立投資據點的商品，不論從捷克的任何地區出發都能在兩天

內送達全歐洲的優勢，地理位置會是外國投資者最大留守捷克的原因。 

 

這個論點可以從鴻海在歐洲的佈局看出，捷克為何可以打敗其他中東歐國

家。鴻海的主要客戶是以電子與通訊業為主，電子資訊的業者通常希望可以盡快

拿到產品，因此鴻海提出了一地設計、三地生產，全球交貨的概念，成為全球最

大的代工廠是因為能快速、及時反映客戶與市場的需求，若鴻海為了更低廉的勞

動與投資成本而將工廠設置在遠東地區，要將產品送至歐洲的話，海運需要 35

天空運 3 天，但空運不符合經濟效應，因此鴻海看上了捷克的優越地理位置。 

 

近幾年隨著捷克經濟穩定持續的發展之下，在捷克的生產成本逐漸升高，加

上勞動力開始出現不足的現象，但對鴻海（所有外國投資企業）來說，地理位置

比低廉勞動力更為關鍵。未來在捷克的生產是為了地理位置，而不是為了低廉的

勞動力，若只是單為了成本考量來到捷克來說，現在的捷克並沒有其他中東歐國

家便宜，但是為了客戶需求與方便來說，捷克會是鴻海（外國投資企業）的最好

選擇。 

 

未來捷克的產業會持續升級，較低階的產品則是持續移往東邊來生產，對任

何企業來說歐洲是不能忽視的重要市場，為了這塊龐大的區域經濟，捷克的物流

優勢勢必還會持續 10 年以上。這樣的優勢可以讓鴻海將原本設置在芬蘭的歐洲營

運總部遷往捷克，更取消在巴黎的設廠計劃，轉而持續加碼捷克就可以顯見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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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研究捷克的優勢因素之後，可以從中學習優點並給予台灣做借鏡。在研

究之中可以發現捷克最大的優勢是位處歐洲的中心，相對台灣來說，台灣也擁有

亞洲重要的地理位置，從台灣到中國、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都非常接近，再

加上近年亞洲經濟再次崛起，東協十加三的區域經濟也逐漸成形，越來會有更多

的外國投資者加碼投資亞洲，擁有地理優勢的台灣能否學習捷克的經驗持續且開

放的態度，迎接外資進入布局台灣進軍亞洲，並把握再次經濟轉型機會。 

 

在分析捷克的優勢之中，可以發現捷克重視學術與專業的培養，因此捷克可

以每年提供企業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這些畢業生都具備專業的技術。反之，台灣

來看，台灣擔心的產業外流因素，有一大部分就是因為國內人才不足所造成的，

台灣的教育體系不利於專業素養的培養，在台灣的教育是重視學術高於專業，因

此在教育重心偏移的情況下，國內人才嚴重不足，國內產業空洞化，因此企業在

選找人才面臨無才可用的情形。 

 

台灣可以學習捷克對於技能教育的重視與培養，並調整一般教育與技能教育

的比重，學習能符合經濟效應才能帶來國內所需的專業人才需求，由政府企業提

供學生實習體驗的機會，由此建立培養人才的管道。加上台灣不大，因此若是可

以整體發展研究服務園區等的概念，讓全島產業可以連結成一體，台灣在交通物

流上是沒有發展障礙的，利於企業廠商發展群聚效應，反而可以視為一項優勢，

在研究捷克的優勢條件下，發現捷克有很多的發展經驗，是可以被台灣做為借鏡，

學以打造吸引外國頭資的友善環境，來改善台灣目前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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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捷克投資問卷 

 

受訪單位： 

受訪者：  

問題一： 公司在歐洲投資前，產品要進入歐盟，是否遇到許多與環保、人權相

關等產品法規問題及如何因應？ 

 

問題二： 直接在歐洲（捷克）投資後，是否有利產品進入歐盟，或是發現更多

需要克服的問題（簡述利因與問題） 

 

問題三： 為何會選擇捷克（而不是其他東歐國家，請簡述優缺） 

 

問題四： 在投資區域選擇上，是否考慮過群聚效應？ 

 

問題五： 是否有與捷克本土企業投資/合作或是計畫中？ 

 

問題六： 近來生產、研發成本趨高，如何平衡發展？  

 

問題七： 目前主要客群為何（地區/國家）？ 

 

問題八： 在捷克的投資比重（研發、設計、交通..等等） 

 

問題九： 在捷克投資後，曾遇到什麼重大轉變？ 

 

問題十： 未來發展目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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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01 2012/12/03 捷克 會長 

CN02 2012/12/06 捷克 組長 

CN03 2012/12/12 捷克 經理 

CN04 2012/12/19 捷克 經理 

CN05 2013/03/21 捷克 秘書 

CN06 2013/04/09 捷克 總裁 

CN07 2013/04/18 捷克 經理 

CN08 2013/04/29 捷克 處長 

CN09 2013/05/07 捷克 經理 

CN10 2013/05/08 捷克 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