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摘要 

• 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嚴重衝擊全球價值鏈。面臨諸多問題，許多企業發現難以採購到生產流程所需的資源。我們利用企

業所遭遇的物料、設備和空間短缺問題調查資料，研究短缺問題是否與全球價值鏈的整合程度相關。  

• 從產業別差異可以看出，在全球價值鏈中，整合程度較高的產業別受資源供應短缺的衝擊較大。將不同國家/地區的經

濟規模和貿易開放程度等特點納入考量後，我們得到了更有說服力的結果。 

• 諸如機械設備業和汽車業等工業產業別，全球價值鏈的整合程度相對較高，而法律會計活動和郵政快遞活動等服務業的

整合程度較低，短缺現象對前者造成的影響就大於後者。 

簡介 

我們在之前的研究報告中解釋過，全球價值鏈近年來遭受

了嚴重衝擊。 1新冠疫情擾亂了價值鏈的正常運行。半導體

短缺、貨櫃運費提高，以及大宗商品價格節節高漲等，諸

多現象清楚呈現出這個問題。許多企業已經苦於採購不到

生產流程所需的資源，或者不得不以高價進行採購。俄烏

戰爭的爆發更是雪上加霜。汽車業正是明顯遭受波及的產

業之一，因為烏克蘭是各種稀有金屬的主要生產國，例如

鈀（用於汽車所用的觸媒轉化器）和氖（用於製造微晶片

的雷射光）。 

                                                                      

1「新冠疫情和安全衝擊雖然動盪了世局，但並不會 

 

我們研究歐洲企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與資源供應短缺問題

的關係。要衡量某個國家/地區或產業別在全球價值鏈 (GVC) 

的參與度，就要研究其全球價值鏈後向參與度。後向參與

度的衡量標準是外國成分在該國家/地區出口總額所佔的比

例，以百分比表示。例如，德國汽車製造商可能會採用在

斯洛伐克生產的零組件。這些零組件就是外國成分，會提

高該製造商的後向參與度，進而延伸到整個製造產業別。 

破壞全球價值鏈」，Atradius 經濟研究報告，2022 年 5 月 

後向整合會放大價值鏈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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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採用的後向參與度資料源自  OECD 附加價值貿易 

(TiVA) 資料庫。最新資料是 2018 年的資料。2 

衡量資源供應短缺所用的資料取自歐盟委員會關於企業

「物料、設備和/或空間」短缺報告的調查資料。調查資料

的來源是歐盟委員會的 2022 年第二季工業與服務業調查。

我們選擇的參考期間是 2022 年第二季，原因在於歐盟的資

源供應短缺在這一季達到高峰期。工業和服務業調查各有

一題與「限制生產的因素」相關。在工業調查中，其中一

個答案選項是「物料和/或設備短缺」（這一題是複選

題）。在服務業調查中，對應的答案選項則是「空間和/或

設備短缺」。我們統計這些問題的肯定回答所佔的百分

比。比例越高，表示遭遇的短缺問題越嚴重。 

我們收集了 30 個產業別（均為工業和服務業）以及 26 個

歐盟國家/地區的資料（沒有希臘的資料）。總資料集共有 

406 筆觀察結果。 

價值鏈中的整合 

圖 1 顯示歐盟國家/地區的後向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總體經

濟）。不同國家/地區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後向參與程度

較高的國家/地區包括盧森堡、馬爾他、斯洛伐克及匈牙

利。盧森堡和馬爾他的數字偏高，這是因為金融服務產業

別的出口業務包含許多外國成分。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則是

因為擁有較大的汽車業和電腦電子產業別。這些產業別同

屬工業產業別，通常高度依賴全球價值鏈。 

後向連結較弱的國家/地區則包有德國、義大利、克羅埃西

亞及瑞典。德國和義大利的製造產業別規模均相當龐大，
                                                                      

2雖然資料時間落後了幾年，但我們認為 OECD TiVA 資料仍然可以

但受到國家經濟規模的影響，其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排名仍

然相對偏低。大型經濟體通常會在本地尋求資源，而不是

自其他國家/地區進口資源。克羅埃西亞和瑞典的服務產業

別均相當具有代表性，通常傾向於在國內尋求資源。克羅

埃西亞的貿易、運輸和旅館產業別相對龐大。瑞典的資訊和

通訊及商業服務產業別在經濟當中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圖 1： 許多歐盟國家/地區的後向參與度相當高 

 

短缺問題 

過去兩年當中，企業面臨的短缺問題越來越嚴重。最有可

能的原因在於新冠疫情，以及疫情對供需造成的破壞。

2022 年第二季，50.9% 的歐盟工業生產商遭遇物料和/或設

備短缺問題。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這個數字不過只有 

8.5%。服務產業別也出現了設備短缺日益嚴重的問題，只

不過前後落差小了許多：從疫情前的 3.2% 增加到 2022 年

第二季的 3.6%。這種情況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因為許多服

務產業別在疫情期間並未對外營業。相較之下，服務產業

準確反映出後向參與度，這是因為每年的後向參與度變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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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面臨的更嚴重問題是人員短缺（29% 的企業指出人力是 

2022 年第二季導致業務受限的其中一項因素，疫情前這一

比例只有 19%）。 

在工業產業別當中，物料和/或設備短缺問題則有明顯的國

家/地區和子產業別差異（圖 2）。在所有工業產業別當

中，短缺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地區包括德國、愛爾蘭、瑞

典、丹麥、芬蘭和斯洛維尼亞。受影響程度較低的國家/地

區則包括拉脫維亞、義大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 

受影響程度最高的產業別包括汽車、電腦、機械設備、電

機設備、菸草製品，以及橡膠和塑膠製品。受影響程度相

對較低的則包括紡織品、焦炭及石油煉製品、食品、製藥

及飲料。 

在服務產業別當中，不同產業出現短缺問題的差異明顯較

小，但仍然引人注目。因空間和/或設備短缺受創最嚴重的

國家/地區包括奧地利、愛爾蘭和荷蘭。相對而言，義大

利、捷克共和國、保加利亞和賽普勒斯鮮少發生設備和空

間短缺問題。 

受短缺問題影響程度最大的服務產業別包括空運、倉儲和

運輸支援活動，以及租賃活動。影響程度較小的產業別則

包括法律和會計活動、郵政快遞活動，以及節目製作和廣

播活動。 

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價值鏈中斷之間的關係 

從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物料、設備及空間短缺資料所構成的

散佈圖來看，這兩項變數之間呈現出正比關係。（圖 3）。

若依國家/地區繪製資料（圖中未顯示），正比關係在某些

情況下會更顯著（例如捷克共和國和芬蘭），而在其他情

況下，正比關係並不明顯，甚至呈反比（例如瑞典和保加

利亞）。 

                                                                      

3與短缺變數一樣，產能使用率和訂單/需求變數也來自同一份歐盟

委員會調查。產能使用率衡量的是企業的經營產能佔完整產能的百

分比（答案從 0% 到 100% 不等）。訂單/需求開發衡量的是工業

圖 3：後向參與度和設備短缺之間的關係 

 

這表示經濟規模和貿易開放程度等國家/地區特性非常重

要。為進一步調查後向參與度和短缺現象之間的關係，我

們進行了許多不同的橫向迴歸分析（請參考方框 1 中的基本

模型說明）。 

方框 1：模型說明 

我們使用國家/地區虛擬變數，針對設備短缺 (Yij) 和解釋變數向

量 (Xij) 之間的關係估算了橫向迴歸結果，其中 i 代表 30 個 ISIC 

第 4 版產業別分類的其中一個，j 則代表 26 個歐盟會員國的其

中一國（沒有希臘的資料）。模型說明使用代表國家/地區特性

的國家/地區虛擬變數 (D)，如下所示：Yij = a0 + a1 * Xij + Dj + uij，

其中 uij 代表干擾項。我們使用異質變異穩健的標準差取得了

結果。 

 

首先，我們在不考慮國家/地區特性的情況下進行了迴歸分

析，產生了後向參與度這個變數的顯著正比係數（請見表 1 

的模型 1）。也就是說，我們證明全球價值鏈後向參與程度

與企業所面臨的短缺問題之間確實有著正比關係。接著，

我們使用國家/地區虛擬變數進行了迴歸分析，找出國家/地

區特性所造成的效應，例如經濟規模和貿易開放程度的差

異。分析結果同樣顯示後向參與度的顯著正比係數（模型 

2）。重要的是，模型 2 的係數大於模型 1 的係數。這就表

示只要校正國家/地區具體效應，後向參與度和短缺現象之

間的關係就會更加密切。第三，我們以國家/地區虛擬變數

和以下兩項控制變數進行了迴歸分析：產能使用率和訂單/

需求發展3（模型 3）。進行這項分析的想法是，產能使用

率較高且需求發展較強的產業別，對於物料和設備等生產

資源的需求可能較大，也比較可能在進口這類資源時發生

問題。因此，我們認為這些變數的係數會是正數。在迴歸

「過去三個月的訂單發展」，以及服務業「過去三個月的需求（營

業額）發展」（衡量方式是以肯定回答的百分比減去否定回答的百

分比。理論上，答案可能介於 -100 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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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中，只有 10% 這一級出現較明顯的產能使用率，但卻

標註著「錯誤」符號（表示設備短缺隨著產能使用率提高

而下降，不符合常理）。相較於模型 2，模型 3 中的後向參

與度係數仍然相當穩定。這就表示控制變數對於模型幾乎

沒有帶來附加價值。模型 3 的解釋變數彼此關聯程度並不

高。因此，如果不考慮控制變數，則預計導致估算偏差的

風險可以忽略。 

在我們的首選模型（模型 2）中，後向參與度增加一個百分

點，所報告的設備、物料和空間短缺平均增加 0.53 個百分

點。結論是，對外國資源依賴程度較高（後向參與度較

高）的產業別，資源供應短缺問題明顯較大。 

表 1：不同的模型說明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後向參與度 0.306** 0.528*** 0.490*** 

 (2.82) (4.07) (3.74) 

    

產能使用率   -0.320* 

   (-1.82) 

    

訂單   0.00969 

   (0.18) 

    

常數 0.259*** 0.232*** 0.527** 

 (6.51) (3.95) (2.89) 

國家/地區虛擬變數 否 是 是 

樣本數 406 406 403 

括號內是 T 統計資料 

* p < 0.10，** p < 0.05，*** p < 0.01 

不存在毫不費力的政策解決方案 
以上分析對政策層面的啟發可能在於，企業必須嘗試減少

對於國際貿易網的依賴。企業可以選擇透過幾種方式設法

提高價值鏈韌性，包括生產回流、選擇不同的供應商，以

及持有更多庫存。不過，正如我們在前一份研究報告中所

述，哪一種方式都存在明顯的缺點，且成本較高。能源、

敏感技術、食品供應和醫療設備等重要產業別可能會略做

戰略調整。不過，我們不認為全球化發展會出現明顯的倒

退，因為支撐著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經濟理由（運用人力成

本差異套利的機會）仍然成立。  

在一定程度上，生產商必須與新冠疫情這類非常時期的各

種失衡現象共存。近期資料顯示價值鏈瓶頸已有紓緩跡

象。晶片製造商開始加速生產，物流瓶頸也開始紓緩（運

費下降），因此晶片短缺問題開始減少。儘管情況已有改

善，但價值鏈失衡現象恐怕仍要到 2023 年才能解決。 

 

資深經濟學家 Theo Smid 

theo.smid@atradius.com 
+31 20 553 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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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您認為這份最新經濟資訊具有實用價值，敬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atradius.com，您可以在網

站中找到更豐富的 Atradius 全球經濟出版刊物，其中包括國家/地區報告、產業分析、信用管理建

議，以及現階段商業問題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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