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經策略 

全球  

 

2025 年 3 月 24 日  1   

美國關稅政策風險再起，台灣列名「骯髒 15 國」 

   
重要訊息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表示，美國將在 4 月 2 日給各貿易夥伴國一個對等的關稅數

字，而川普政府尤其在意那些對美國徵收高關稅（以及高貿易壁壘）並且貿易量

大的前 15% 貿易夥伴，他形容這些國家是「骯髒 15 國」（the dirty 15）。根據

《路透社》表列，美國前 15 大貿易夥伴包括墨西哥、加拿大、中國、德國、日

本、南韓、台灣、越南、英國、印度、荷蘭、愛爾蘭、義大利、法國、巴西。 

評論及分析 

美國將針對貿易量大的對手國中，關稅差異大者提高關稅。川普在 2/13 正式簽

署將課徵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的行政命令，計畫提高美國的進口關

稅，並以產品為單位調整美國進口關稅稅率，以匹配其他國家的關稅稅率。此

外，針對美國產品的非關稅壁壘，也將其成本納入關稅計算中，而貨幣匯率也將

納入考量。近期財政部長貝森特點名骯髒 15 國將可能是對等關稅的優先實行對

象。的確，在 4/2 實施前的這段調查時間，真正的細節尚難確定；包括是否真的

細到每個類別都完全按照「公平」完全一樣對等的稅率來執行，以及若美國課徵

貿易對手國的稅率其實較高，美國會採取不在該產品降稅來彌補其他類別美國課

徵較低稅率的「損失」，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按平均稅率來看，目前與美國

彼此關稅差距最大者為奈及利亞、泰國、巴西與阿根廷，考量影響力與我們主觀

判斷被針對機率大者，我們認為最危險的為泰國、巴西、韓國與印度。台灣雖然

不在這份榜單中非常靠前者，但也名列骯髒 15 國之中。 

要考量容易被針對的對象，還要加入美國的關鍵產業進口、對美 FDI、國防支出

等因素。也就是說，對等關稅只是川普關稅政策的眾多標準之一；台灣之所以被

列為可能被優先針對的對象，一定還有其他因素。我們根據其過去談話記錄以及

我們的推測，編制了一個川普關稅威脅/脆弱指數，包括整體貿易（也將對等關

稅這個概念納入）、關鍵產業（汽車、半導體、藥品、金屬）進口、對美國

FDI、國防支出等指標，這些是川普認定美國被「佔便宜」因而要「討回來」的

衡量指標；另一方面，還納入貿易對手國總出口與對美國出口占 GDP 比重、製

造業占 GDP 比重等指標，以衡量該國受貿易戰的影響程度以及對抗上是否脆弱

或有韌性等等面向（若越「脆弱」則面對關稅威脅最無與美國談判籌碼而會被迫

接受條件）。按這些指標的綜合排名，目前排名前三的墨西哥、中國、加拿大，

剛好是川普上任後第一波針對的國家，似乎也不違和。 至於其他國家，未來很可

能被優先針對的包括越南、馬來西亞、台灣、南韓、日本、泰國、印度等東亞與

東協國家，而歐洲的愛爾蘭、德國、瑞士等，也是相對容易被針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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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國際貿易的分工、以及因此產生整體或個別產業的順逆差，是依照相對比較利益

來決定的（誰擅長做什麼產品，不管是成本低或品質好，就多做那個產品來出

口）；但川普與其執政下的美國政府顯然忽略了這一點，也忽略這是美元本位下

有得有失的結果（所謂的 Bretton Woods II 體制）。依照我們前述的整理，台灣

出口至美國占比高（特別是半導體與大家較少注意的金屬）、製造業比重高，是

讓台灣在這份排名中高居第六的關鍵。我們預期，台灣受到對等關稅的「直接」

影響未必很大，因我們雖對進口車課徵高關稅、但台灣汽車出口到美國不多，難

以被提高關稅「報復」。但川普政府劍指半導體，且這部份除了台積電以外的廠

商也可能被針對；而為了避免被針對，其他半導體上下游廠應該也有赴美設廠的

壓力。這已經不再是第一次貿易戰，台廠赴墨西哥、越南等友岸外包就可以應付

的局面。上述到美國設廠會增加對美 FDI，這可以解決川普想談判的其中一個要

點；此外，台灣的國防支出占 GDP 比重也必然有進一步增加的壓力，才能在較

全面的努力之下，達成不要被課對等關稅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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