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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析產業結構



資料來源：CIA, DIGITIMES製圖；2019/6

五大國GDP的總量變化與預測：20年內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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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IGITIMES Research，2020/2

ICT三大核心與五大產業之連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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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artner，2019/6 5

未來五年半導體不同用途的比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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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全球供應鏈變化的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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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掌握未來汽車產業?



資料來源：各國汽車協會，OICA（世界汽車工業國際協會），2020/2

全球汽車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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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國 23.49 24.56 27.94 28.94 28.04 25.75

北美 16.45 17.40 17.47 17.14 17.21 16.95

歐洲 16.09 16.53 17.31 18.11 17.94 17.93

其他 22.50 21.51 21.29 20.95 18.14 17.39

全球乘用車 78.53 80.00 84.01 85.14 81.33 78.02

全球商用車 22.20 22.24 22.87 23.85 25.14 25.40

全球汽車市場總計 100.74 102.24 106.88 108.99 106.47 103.43

單位：百萬輛



資料來源：中汽協,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RTC(車輛中心)

全球電動車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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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國家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國 57 207 336 578 1,053 1,060 
年增率 266.9% 62.0% 72.0% 82.2% 0.7%
歐洲 96 152 209 289 384 564 

年增率 58.3% 37.5% 38.3% 32.9% 46.8%

美國 116 115 158 200 359 325 

年增率 -0.9% 37.8% 26.1% 79.5% -9.4%

日本 32 23 22 56 52 44 

年增率 -28.1% -2.7% 150.0% -7.0% -15.4%

全球 318 550 794 1,227 2,018 2,200 

年增率 73.0% 44.3% 54.5% 64.5% 9.0%

單位：千輛



資料來源：各車廠，DIGITIMES Research整理，2020/2

2019年三大車廠中國車廠產量佔全球逾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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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DIGITIMES Research整理，2020/2

日、韓高度仰賴中國進口汽車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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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個關鍵產業趨勢變化



資料來源：DIGITIMES Research，2020/4

2020年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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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IGITIMES Research，2019/5

主要伺服器製造廠商移動主機板生產據點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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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IGITIMES，2019/3

世界半導體產業的變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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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eritz Research，2019/11

亞洲四強TFT LCD產能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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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產業的分水嶺



資料來源：DIGITIMES， 2020/2

新冠肺炎之後，中國可能的產經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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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演化1
• 韜光養晦、和平崛起
• 融入全球體系→10-20年

• 優化國家資本、少數企業攻堅
• 社會失衡、國家治理的壓力

• 紓解壓力，台灣首選
• 2-4年見真章：從國家資源分配來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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