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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務業 

 
一、台灣物流服務業吸引投資理由  

 

(一) 台灣地理位置居亞太中心，至西太帄洋主要 7 大城市

帄均最短飛行時間僅約 2.55 小時。從高雄港到海外五大主

要港口海運帄均約為 53 小時。 

(二) 兩岸海運新航網之建構、自由貿易港區功能之強化，

具發展國際物流條件。 

(三) 台灣物流服務業發展成熟，在物流管理體系、物流設

備與技術等方面經驗豐富，且具備專業的人力資源。 

(四) 政府政策導向國際物流發展，創造優質國際營運帄

台，以支援貿易活動，打造臺灣成為亞太區域物流加值及供

應鏈資源整合中心。 

(五) ECFA 簽訂使未來兩岸經貿合作更加緊密，有助台灣

持續扮演全球跨國企業運籌大陸市場門戶地位之角色，並成

為短中期內臺灣物流業者發展的主要動力。 

(六) 兩岸互動強化後，台灣產業將充分整合於大中華經濟

圈，創造新投資商機；而台商於亞洲新興市場的營運發展經

驗，更可成為跨國企業經營亞太地區策略聯盟夥伴之良好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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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物流服務業現況分析  

(一)台灣位居亞太地理樞紐 

台灣位居亞太地理樞紐，到西太帄洋主要 7 大城市的帄均最短

飛行時間僅約 2.55 小時。從台灣最大的國際港高雄港到海外五大

主要港口（香港、馬尼拉、上海、東京、新加坡）的海運帄均航

行時間，約為 53 小時。係歐、美、日及亞太新興市場的連結樞紐

與產業策略的重要橋樑，也是跨國企業在亞太地區營運總部的首

選地位。故能成為吸引臺商與外商企業以臺北為營運中心，為臺

灣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動能。 

(二)海、空國際運輸具發展國際物流條件 

兩岸直航後，台灣位於東北亞、東南亞黃金雙航圈中心，向北

可連結東京成田、首爾仁川、上海虹橋；向南連結香港赤臘角、

新加坡樟宜，串連臺北、上海、東京與首爾四地一日生活圈已可

具體達成，大幅提升了四大城市往來商旅的便利性，並透過黃金

航圈內的航線串聯，為亞太區域內已相當活絡之經貿發展及交流

互動，帶來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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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航空城 

圖 1 「黃金雙航圈中心」概念示意圖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自由貿易港區業務，至 101 年度各自由貿

易港區總計有 111 家業者進駐，進出口貨量計 1017.98 萬頓，進

出口貿易值約 5,019.29 億元。兩岸海運直航部分，101 年度直航

兩岸港口船舶達總裝卸貨櫃 214 萬 TEU，成長幅度 8.8%，載運

旅客數 17.6 萬餘人次，約成長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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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 

圖 2 台灣自由貿易港區分佈位置 

 

三、台灣物流服務業發展成熟  

(一)物流績效指數世界排名具競爭力 

根據 2012 年世界銀行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ransport Departments ) 針 對 155 國 進 行 物 流 績 效 指 標 

(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 LPI) 調查：亞洲地區新加坡、香

港排名全球第一與第二；台灣在 LPI 構面的呈現，均優於中國大

陸。相較 2010 年，在通關效率、基礎設施、物流能力等指數上均有

所進步，顯示政策之協助有助於提升物流效率及競爭力，而即時性

部分之表現相當亮眼，顯示臺灣對於貨物流通情形掌握良好，及擁

有完善的電子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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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年亞洲各國 LPI物流績效指數世界排名 

國家 LPI 
通關 

效率 

基礎 

設施 

國際 

運輸 

物流 

能力 

貨物 

追蹤 
即時性 

世界 

排名 

新加坡 4.13 4.10 4.15 3.99 4.07 4.07 4.39 1 

香港 4.12 3.97 4.12 4.18 4.08 4.09 4.28 2 

日本 3.93 3.72 4.11 3.61 3.97 4.03 4.21 8 

臺灣 3.71 3.42 3.77 3.58 3.68 3.72 4.10 19 

南韓 3.70 3.42 3.74 3.67 3.65 3.68 4.02 21 

中國 3.52 3.25 3.61 3.46 3.47 3.52 3.80 26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2；商業發展研究院整理 

*計分方式為 1 到 5 分，表現愈優異獲得分數愈高
1
 

1
 LPI 各項指標內容：（1）通關效率：該國通關流程中的海關效率；（2）基礎設施：維持運輸

品質的物流資訊設施；（3）國際運輸：提供國際裝運的容易度與價格合理性；（4）物流能力：

該國物流業的競爭力；（5）貨物追蹤：貨物國際運輸的追蹤與定位能力；（6）即時性：貨物是

否能快速準時到達目的地。 

 

(二)物流服務業產值及主要廠商概況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及經濟部統計處資料，2011 年我國運輸及倉儲

業總產值為 147億美元。 

 

表 2 台灣運輸及倉儲業產值表 

單位：千美元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金額 $13,788,833 $13,143,933 $13,732,700 $13,168,467 $12,628,567 $13,805,033 $14,723,33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目前台灣主要上市、上櫃的物流服務業廠商共 25 家及其營收情

形，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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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灣重要物流廠商及營收資訊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營收 

(NT$:百萬

元) 

純益率

(%) 

營收 

(NT$:百萬元) 

純益率

(%) 

營收 

(NT$:百萬元) 

純益率

(%) 

華航 142,310.680 -1.48 147,666.007 華航 142,310.680 -1.48 

陽明 118,554.959 -9.59 130,549.767 陽明 118,554.959 -9.59 

長榮航 113,619.373 0.2 114,054.453 長榮航 113,619.373 0.2 

長榮 108,156.058 -20.13 109,353.176 長榮 108,156.058 -20.13 

萬海 66,824.814 0 69,162.989 萬海 66,824.814 0 

益航 26,871.131 276.89 21,366.523 益航 26,871.131 276.89 

山隆 17,203.951 1.26 15,374.520 山隆 17,203.951 1.26 

中菲行 15,078.333 17.31 16,511.983 中菲行 15,078.333 17.31 

東森 14,717.388 -34.28 10,634.530 東森 14,717.388 -34.28 

復航 9,056.290 7.6 8,658.806 復航 9,056.290 7.6 

裕民 8,683.502 171.31 11,371.127 裕民 8,683.502 171.31 

中連貨 1,586  9.39 1,624 中連貨 1,586  9.39 

台驊 7,935.051 13.64 5,949.804 台驊 7,935.051 13.64 

F-慧洋 7,552.082 26.82 6,035.881 F-慧洋 7,552.082 26.82 

大榮 6,972.529 11.46 6,527.833 大榮 6,972.529 11.46 

榮運 5,997.702 18.99 5,951.006 榮運 5,997.702 18.99 

新興 5,893.165 643.37 6,379.183 新興 5,893.165 643.37 

四維航 4,061.861 143.43 4,195.953 四維航 4,061.861 143.43 

台航 3,582.888 65.17 3,546.964 台航 3,582.888 65.17 

中航 3,419.089 60.32 4,181.794 中航 3,419.089 60.32 

中櫃 2,534.538 4.51 2,568.018 中櫃 2,534.538 4.51 

陸海 2,107.734 -2.38 2,063.163 陸海 2,107.734 -2.38 

志信 1,403.747 -28.27 1,629.296 志信 1,403.747 -28.27 

台聯櫃 69 30.28 60 台聯櫃 69 30.28 

遠雄港 1,131.464 25.45 1,137.355 遠雄港 1,131.464 25.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LPI 各項指標內容：（1）通關效率：該國通關流程中的海關效率；（2）基礎

設施：維持運輸品質的物流資訊設施；（3）國際運輸：提供國際裝運的容易度

與價格合理性；（4）物流能力：該國物流業的競爭力；（5）貨物追蹤：貨物國

際運輸的追蹤與定位能力；（6）即時性：貨物是否能快速準時到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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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政策積極支援國際物流服務業  

(一)國際物流服務業發展策略 

2010 年經建會統合行政院各部會提出國際物流服務業發展行動計

畫，以「提升通關效率」、「完善基礎建設」、「強化物流服務」、

「促進跨境合作」等四個面向為發展主軸，期望提昇臺灣經貿全球運

籌的機會。該計畫預期達成以下三項目標： 

1. 發展國際物流之核心實力，進行關、港、貿跨部會整

合，以強化在臺企業之全球運籌能力。 

2. 充分運用兩岸經濟互動與直航契機，建立物流運籌政策

配套，推動臺灣與亞太地區產業供應鏈之串接合作。 

3. 因應我國與中國大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積極布建全球運籌服務網絡，開展臺灣經貿黃

金10年；打造臺灣2020年成為亞太區域物流加值及供應

鏈資源整合重要據點。 

表 4 國際物流服務業發展行動計劃策略及方案 

策略 行動方案 

提升通關效率 

 提升貿易便捷 

 促進貿易安全 

 建立智慧環境 

完善基礎建設 

 強化空港物流、港埠建設再造 

 強化海空港之國際連結 

 航政體制改革 

 強化自由貿易港區發展 

 促進轉運、強化倉儲設施 

強化物流服務 

 物流網絡發展與整合 

 依據 2010世界銀行 LPI評比，提升我國物流服務業能力與品質 

 建立常規化之物流統計調查 

 國際物流人才培訓 

 促進產業升級與創新 

促進跨境發展與

合作 

 針對 ECFA簽署後衍生之產業需求，輔導物流業者朝向規模化與利基

型發展，全力爭取後 ECFA商機 

 與民間團體協力，積極推動與國際標準介接 

 推動物流雲端服務，加強資訊整合 

 建立與國外 (含大陸二線) 海空港之聯結力與策略聯盟 

 促進產業跨境合作 

資料來源：經建會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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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自由貿易港區營運利基 

由於經貿活動的樞紐在港埠，所以全世界主要經貿區域與國家，

均廣泛的使用自由貿易港區 (free trade zone, FTZ)，做為全球供

應鏈的運轉節點。 

        資料來源：交通部 

圖 3 自由貿易港區營運利基 

台灣的自由貿易港區透過九大措施，提供業者完整服務，並吸引

業者進駐，說明如下： 

1. 港區事業自主管理：自貿港區內透過高度廠商自主管理

制度，減少政府的介入。藉由廠商自主管理，使貨物得

以免審、免驗、免押運，加速自貿港區內部的貨物及人

力流通。 

2. 「境內關外」概念：自貿港區將視同本國關稅領域以外之

經貿特區，貨物在區內可以自由流通，不受輸出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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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稽徵規定等限制，降低企業跨國營運中物流、商

流與人流障礙。 

3. 便捷的國際商務活動：為便利外籍商務人士進入自貿港

區從事商務活動，外籍商務人士 (包括大陸人士) 得經

自貿港區業者向自貿港區管理機關申請辦理「選擇性落地

簽證」，簡化其入境作業。同時自貿港區亦提供展覽、貿

易等活動機能。 

4. 放寛外勞僱用比例：自貿港區製造業僱用外國勞工比例

提高至 40%。 

5. 活絡資金流通：自貿港區內業者得從事外幣匯兌及外匯

交易，亦即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可以辦理自貿港區業者之

外幣信用狀、通知、押匯、進出口託收、匯兌及外匯交

易業務；業者可以向自貿港區管理機關申請設立控股公

司從事海外投資。 

6. 貨品深層加值：業者可以對自貿港區內部貨品，進行較

深層次的重整、加工或製造，充分發揮我國高附加價值

產品製造優勢。自貿港區內部物流業者，得經專案核准

進行實質轉型的加工，強化我國全球運籌競爭力。 

7. 貨物自由流通：國外貨物進儲自貿港區、輸往國外或轉

運其他自貿港區時，通關模式原則採免審查免檢驗的方

式進行；其與國內課稅區與保稅區間之貨物流通則採按

月彙報制度，以提高流通效率。 

8. 享有賦稅優惠：自貿港區業者自國外運入自貿港區供營

運貨物 (包括從事倉儲、物流、組裝、重整之貨物) 及

自用機器、設備，免徵關稅、貨物稅、營業稅、推廣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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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等稅費。國內課稅區或保稅區將

貨物銷售給自貿港區業者亦適用營業稅零稅率。外國業

者於自貿港區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售與國內、外

客戶時，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9. 單一窗口服務：為推動自貿港區，交通部成立「自由貿易

港區跨部會推動小組」，負責審議自貿港區發展政策及設

立案件，並協商跨部會事宜。另自貿港區管理機關成立

「自由貿易港區工作小組」單一窗口，負責處理自貿港區

相關業務 

 

此外業者進入自由貿易港區時，其所需支付的租金與相關成本，

則隨港區的差異而會有所不同，基隆港、台北港、臺中港、高雄港

與蘇澳港等五個海港型自由貿易港區，需要負擔地租與管理費；至

於空港型的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因為僅有倉庫出租，故業者不需

要負擔地租。 

 

表 5 台灣自由貿易港區租金與相關成本 

單位：美元/帄方公尺/月 

自由貿易港區 
面積  

(公頃) 
公司數量 地租/廠房租金 管理費 

基隆港自由貿易港區 71.16 10 1-5 總租金之 15% 

高雄港自由貿易港區 415.41 25 
0.5 

(未含設施租金) 
總組金之 10% 

台中港自由貿易港區 536 25 
0.2 

(未含設施租金) 
2.5-3.3 

台北港自由貿易港區 79 2 0.8-1 總租金之 15% 

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 35 83 12 30.25 

蘇澳港自由貿易港區 71.5 - - - 

資料來源：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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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CFA 簽訂降低兩岸貿易障礙  

 

(一)市場先佔優勢 

隨著 ECFA 的簽訂，兩岸可以進行三通直航，物流業者可以於台灣

設立集貨中心，前進長三角、華東、華北等地；或是結合台灣製造

業者位於全球生產供應鏈之關鍵位置，使得台灣成為全球發貨中

心，以服務全球市場。無論是直接提供大陸市場物流服務，或以臺

灣作為投資大陸的中繼站 (如物流中心)，整體貨源成長可期，可彌

補產業外移所造成貨源流失的現象。未來，臺灣除發展物流中心提

供發貨、集貨、轉運、加值等功能外；可更進一步建構良好的物流

環境，協助業者系統、技術升級，扶持承攬業者與華商或台商合

作，以充分的貨源帶動商流，進而帶動品質卓越的物流服務。 

 

(二)區域樞紐的優勢 

台灣緊鄰中國大陸市場，佔有地理距離與華語文化的優勢，同時

對新事物科技的接受度高，再加上台商與國際間綿密的網絡，可建

立策略聯盟關係。其次，台商在中國大陸享有語言、文化優勢，也

有助於跨國企業在中國大陸進行投資生產，或協助如歐美國家，共

同進入其市場。由於中國大陸市場物流效率較台灣為差，台灣制定

設計、園區建設、物流企業發展與電子商務在物流領域的因應，都

比大陸強，故業者可以結合企業物流體系，及早切入具有潛力的大

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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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藉由策略聯盟鏈結國際加值鏈，達成共贏局

面  

 

目前的台灣物流業者有能力提供物流供應鏈整合服務，以提供貨

主供應鏈控管、規劃與策略建議。由全球物流產業發展趨勢可以發

現，目前物流業者積極進行策略聯盟與併購等措施，不斷朝大型化

與利基化發展，大型的物流業者以傳統海、空運承攬與報關為基礎

服務項目，應用 ICT 技術發展供應鏈管理服務，以強化顧客關係與

建立競爭優勢。整體台灣物流服務業的價值鏈投資可以從進口與出

口兩個面向進行觀察。 

(一) 進口面向：運輸業者與供應商庫存管理業者 

1. 成功案例：企業引入國外先進管理系統與營運技術者，

如統一速達與日本大和運輸、東元集團與日本運通、新

竹物流與日本佐川貨運、及大榮貨運與日本西濃貨運。

而新竹物流藉由外資的注入，以協助運輸業者引進宅配

技術與管理系統，成功轉型為第三方物流業者。外資介

入供應商庫存管理業者，則有瑞士大昌華嘉 DKSH 公司於

2010年 3月取得僑泰物流公司股權，僑泰物流是臺灣最大

的物流公司，其提供超過 100家知名企業的第三方物流服

務，大昌華嘉併購僑泰有助於強化消費品部門之配送與

物流服務水準。 

2. 明日之星：物流服務業中的第三方物流服務業者常常會

提供加值服務來提升競爭力。業者除自建或承租物流中

心外，還會提供加工、包裝、貼標、促銷商品組合等物

流服務，此類業者如寶僑、雅芳、或是超商、超市、量

販店等供應商庫存管理業者，均值得僑、外資增加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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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口面向：貨運承攬與倉儲服務業者 

1. 成功案例：成立於 1995 年的百及物流，提供國內與國際

整合性物流服務、海空貨運承攬服務、以及海空運進出

口報關服務，已建構完成全方位物流服務體系，並深獲

國內、外客戶肯定，成為績效卓越的第三方物流公司。

該公司於 2005 年被全球前十大的國際貨運承攬業者 UTi

所併購，成為國內少數能提供客戶全球供應鏈整合解決

方案的物流公司。亦有港商嘉里物流看好 ECFA 效應，

2008 年入股臺灣的大榮貨運。未來透過香港嘉里物流、

中國大陸嘉里大通及臺灣嘉里大榮整合兩岸三地的物流

運作，為 IBM、戴爾、3M等重要客戶提供大中華地區供應

鏈整合解決方案；同時利用東協加一的機會，進一步擴

展東南亞業務，以成為東亞最大的第三方物流業者。 

2. 新的營運模式中包括建立橫向物流配送服務，及縱向整

合國際物流運輸之能力。對於原來在價值鏈中特定價值

活動為主要營業範疇的業者來說，橫向或縱向整合將面

臨如何串聯整合不同業者，牽涉到主導性、風險承擔、

業務機會、甚至資料分享等問題。目前物流服務產業

中，中小型業者成功完成整合的案例尚不多見，所以未

來臺灣中小企業在中國大陸或是全球市場，都需要物流

夥伴提供全面的物流解決方案。因此，具有區域或跨國

物流解決方案之國際物流業者，可以擴大進入臺灣，結

合臺灣物流業者，參與兩岸經貿整合，進而延伸拓展其

事業版圖與全球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