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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大刀揮向汽車零件供應鏈，廠商何去何從

美國總統川普在 2025年 3月 26日簽署了
一項公告，援引 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款，對所有進口汽車及某些汽車零件徵收

25%的關稅，以應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重大
威脅。該政策定於 2025年 4月 3日對整車生效，
5月 3日對零件生效，目前已對全球汽車供應
鏈造成了重大干擾。其中受此關稅影響的主要

汽車零件包括：引擎、變速器、動力系統零件 (包
含各種傳動系統部件 )、電氣零件 (車輛電子設
備的關鍵部件 )、懸吊系統、安全零件 (包括安
全氣囊、安全帶等 )、電動車用鋰離子電池。

川普另於 4月 2日宣布對等關稅政策，在
4月 9日生效後又暫緩 90天。對於汽車零件 (包
括汽車 )廠商來說慶幸的是，由於第 232條款
的關稅徵收對象可獲得豁免而不被納入對等關

稅的徵收對象，因此將不受到對等關稅的衝擊。

然而第 232條款的 25%關稅對全球汽車零
件供應鏈的衝擊已相當巨大，來自全球的批判

排山倒海湧向白宮。本文將歸納首當其衝的汽

車零件協會公開發表的意見，以及汽車供應鏈

之下相關廠商的緊急因應措施，是試圖為廠商

提供可能的解方。

川普關稅面臨零件相關協會反對意見

2月 3日，美國車體零件協會 (ABPA)致信向所有會員表示，川
普關稅將導致零件和維修成本增加，雖然部分會員可能是從未受影響

的地區採購，但全球貿易材料和物流成本的上升仍可能影響定價。協

會警告關稅可能導致供應鏈效率低下和延遲，這是因為對主要供應商

徵收更高的關稅可能會導致需求轉移，從而使整個行業的採購面臨挑

戰，使交貨時間變更長。

美國汽車保養協會總裁兼執行長 Bill Hanvey強調關稅將對汽車售
後市場產業、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產生嚴重的影響：「關稅對美國企業

和消費者有負面影響，破壞供應鏈，增加成本，並削弱我們產業在全

球的競爭力。美國汽車售後市場依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零件進口，關

稅會導致效率低下和成本上升。這些費用由國內企業和消費者承擔，

可能延遲車輛維修，影響道路安全。」

加拿大汽車零件製造商協會（APMA）主席 Flavio Volpe則警告，
對汽車零件課徵關稅缺乏合理性，因美國與加拿大的製程已深度整

合，單一零件可能在組裝成車前跨境運輸高達 8次，且零件毛利率僅
維持個位數，25%關稅形同不切實際，若強制實施將使市場僅剩「純
美國製車輛」。若此政策導致產業全面停擺，業界可能採取法律途徑

反制。APMA針對 139家供應商的問卷調查顯示，高達 97% 的企業
憂心關稅壓力恐使小型供應商陷入財務困境。由於這些廠商多數負責

關鍵零部件生產，若爆發倒閉潮，恐引發供應鏈大規模斷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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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超過 700家廠商的墨西哥國家汽車零件工業協
會 (INA)表示，關稅政策將推升美國汽車均價達 3,000 美
元（約新台幣 10 萬元），而完全切斷墨西哥與加拿大進

口車源將迫使美國投入 500 億美元增設 18 座新廠才能支

撐產業需求，這也是川普延緩墨國汽車關稅決策的主因之

一。

台灣汽車零件廠商彈性拆彈 

台灣的汽車零件供應鏈擁有可快速彈性調整的應變

力，在川普關稅開鍘前已有提早佈局因應。智伸科技已經

戰略性地轉向使用「船上交貨（FOB）」的運輸方式作為

立即的應對措施。這種方法將進口關稅、稅款和海關清關

程序的負擔轉移給位於目的港的買方，就能在不直接承擔

關稅影響的情況下維持運營效率。這是一種透過買賣雙方

的合約達成的解決方案，重新分配關稅責任而無需立即進

行生產變革。

傳動系統製造商倉佑實業採取更全面性的重組策略，

調整在多個地點的生產配置。他們運用位於嘉義的現有工

廠，同時在東南亞開發新的生產能力。透過地理分散減

少對任何單一製造中心對美出口的依賴，並在關稅政策演

變時創造生產的靈活性。此外他們轉向加速投資半導體事

業，將量產半導體前段製程設備關鍵零件。透過跨產業的

佈局來分散關稅風險。

因應供應鏈的全球在地化趨勢，LED車燈模組大廠
麗清規劃與位於泰國與墨西哥的台灣廠商建立分工生產體

系，降低營運風險並保持市場靈活性。麗清證實，關稅變

動所衍生成本將由客戶端完全承擔，確保毛利率穩定性。

從以上台灣廠商的做法中可知，他們透過合約重新分

配關稅責任，或透過地理分散策略，或將產品跨產業供

應，或與海外的台灣廠商建立新的分工體系，用這些方式

突破被加諸於身上的緊箍咒，在夾縫中求生存。他們的經

驗也可作為各位讀者寶貴的參考。

汽車業人士在困境中多元因應

由於汽車與其零件彼此高度相互連動，在了解零件廠

的動向之餘，汽車製造廠以及相關周邊業者的反應也不可

忽略。位於底特律，擁有超過 200位汽車供應商客戶的律
師事務所 Foley & Lardner點出，川普關稅無法在 30天、
60天或 90天內扭轉過去 30年的局面，「美國目前並不
具備足夠生產能力。」對許多主流汽車製造商而言，電動

車投資尚未帶來利潤，供應鏈需要長期穩定，而無法承受

未來 24 個月內發生巨大變化。

福特汽車執行長 Jim Farley在 2月的投資者會議上
表示：「我們看到的是龐大的成本和混亂。」為因應川

普關稅，福特將員工專屬的折扣價格開放提供給消費者，

幫助消費者節省數千元美金，藉此因應關稅衝擊。

其他車廠又是如何減緩衝擊呢？ (3 月 12 日 )BMW
選擇吸收部分墨西哥製車輛的關稅費用。(4月 )日產汽
車降低部分車款的價格。(4月 4日 )斯泰蘭蒂斯暫時停
止在加拿大生產的部分車款。(3 月 27 日 ) 法拉利已率
先將部分高性能車款的價格調漲 10%。捷豹荒原路華於
4月起暫停向美國出口車輛一個月報 (並於 5月起重啟 )。
(4月 7日 )福斯已全面暫停向美國出口車輛。

從以上車廠的做法中可知，他們透過吸收部分關稅、

降價與漲價、部分暫停生產、停止進口低價車款、暫停

出口到美國，因應關稅的衝擊。

川普關稅時代的風險應對

貿易以及供應鏈已從「全球自由化」轉為「全球

在地化」

川普 1.0加上 2.0的貿易戰正幾乎粉碎數十年來建立
的製造業全球化分工體系。2025年已進入「地緣政治優
先，經濟效率讓位」的時代，美中衝突已超越經濟範疇，

關稅大刀在重塑全球供應鏈版圖，將世界切割成不同陣

營的供應鏈：美國派、親中派、歐盟派、雙邊或多邊貿

易協定所組織的供應鏈體系。這些還只是屬於大的體系，

小的體系還包括各國通路商、供應商組成的夥伴供應鏈。

這些大的、小的供應鏈體系都在往更能因應關稅衝擊的

方向進行重組。在這過程中的變數很大，廠商必須採取

最有利於抵禦關稅衝擊的方式，選擇加入對自己有利的

供應鏈體系。

繫好安全帶  面對「中國衝擊」

川普的項莊舞劍，意在中國。縱使 4月 9日對誓言抵
抗的中國另外祭出調高的對等關稅 (從 34%調高到 84%)
還不會套用到中國的汽車與其零件上，但此類中國製產

品原先已承受第 232 條款開徵的 25% 關稅，再外加 20%

特定關稅，總共要負擔高達 45%，這已高於其他國家同

類產品僅需負擔的 25% 關稅。中國汽車與其零件廠商為

了生存，勢必往海外打入前述更區域化、在地化的供應

鏈體系。中國的低價產品與低價競爭將以「中國衝擊」

的形式席捲許多國家。近期惠達已獲得獨家內部消息，

透過日本大型通路商得知中國的低價產品正在切入日本

供應鏈並搶下市占率，在未來十年內恐危及日本在地製

造商的生存。如何應對中國供應鏈的進軍將會是各國政

府與廠商需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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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考量已非首要  「最低風險」為優先考量

價值投資大師霍華馬克斯在最新專訪中警示，在關稅與地緣政治升溫的時代，預測未來的難度將遠高於以往。由

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大幅攀升，全球的供需市場在今年會出現大幅的波動。廠商為分散風險，在海外設廠或進行投資

時，恐無法再以「降低成本」為第一考量，因為今日在某地設廠，明日恐將因關稅等劇烈的變革而押錯寶。當前最重

要的是看清楚政經大趨勢，以分散風險的角度進行事業投資，才能處在抗風險的環境下有實質意義地降低成本。

著作權所有：惠達雜誌  /  撰文：曾柏勳

「川普風險」下的汽車零件廠解方

當前最重要的是「稀釋」並試圖化解川普的關稅大

砲。除了各國政府爭取以國家為基礎的利益之外，廠商

也需各自努力，目前可供參考的選項包括：

1. 爭取加入多邊貿易組織

從大的供應鏈體系下手，諫請政府協助廠商打入

CPTPP、RCEP等等貿易體系，並促請政府與利益相符
之其他國家簽訂新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BTA)等，從
政策面支援廠商淡化關稅衝擊。

2. 積極打入通路供應鏈

大刀一揮，訂單滿天飛。亂中無序，大家都在找合

作對象，現在正是各大通路 (尤其是龍頭買家 )重建戰
友名單，也是供應商抓住新訂單與生存機會的關鍵時

刻。對出口導向的廠商來說，在關稅面前，更是要走出

海外，透過參展或其他各種方式增加自己在海外買主面

前的曝光機會，方能為自己創造更多機會。

3. 減少暴露於關稅衝擊的程度

各地區的製造商可以重新評估其供應鏈，以最小化

關稅衝擊。作法可能包括：

(1) 從關稅豁免地區採購原物料或次級元件
(2) 在美國完成某些製造步驟，以符合關稅減免的資格

(3) 在墨西哥或加拿大的 USMCA合規設施中建立組裝作
業，以受益於暫時豁免。截至本文撰稿的當下，川普仍

未對《美墨加協定》(USMCA)所涵蓋的商品加徵關稅。

(4) 開發多層次製造流程，讓其中具有更高關稅的高附加
值元件在豁免地點生產。

這些方法需要仔細分析產品成本、關稅率和物流，以

確立最佳的配置。

4. 創新升級、開發售後市場的產品線

持續加強研發力，推出無法被同業取代的創新產品。

新增全新 (其他同業所沒有的 )的加值服務或商業模式，
以增加產品價值密度，從而提高利潤以吸收關稅的衝擊。

5. 優化庫存與價格支付策略

透過合約調整價格或交貨付款（DDP）條款來分擔成
本，或優化庫存來因應買方暫停訂單的突發狀況，減少關

稅帶來的邊際衝擊。

與疫情時代相比，「川普風險」換個角度看是一場沒

有病毒的疫情，當時發生的供應鏈重組，甚至是斷鏈危機，

現在重新上演一遍。不變的道理是，當全球貿易體系被打

破，新的贏家與輸家會各自站上新的起跑線，現在已是時

候檢視自己是站在哪一方的起跑線上。你準備好了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