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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的疫情，企業不間斷營運的教戰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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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臺疫情三級警戒以來，產業及民生經濟均受影響，在本土疫情警戒
降級之際，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攜手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台
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半導體協會、光電科技工業
協進會、台灣電路板協會、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台灣化學
產業協會七大公協會與工研院院友會，在三級警戒期間，首次以情境
模擬方式針對臺灣製造業者及服務業者，就企業營運現況、或再持續
三級警戒，或若惡化致使管制措施更加嚴格等情境下受到的不同衝擊
進行調查，以期掌握產業受衝擊情形與疫中疫後痛點、因應作法與期
待政府能協助的需求。

 本調查自6/7啟動以來已形成一持續性之疫情影響觀測暨研究機制，本
次分析分段探索自截至7/12防疫警戒三級期間之825份有效問卷，涵蓋
中小型、非中小型、製造業與服務業，未來亦將持續此項調查與精進

研究背景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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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回收樣本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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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中小型製造業
33%

其他
11%

服務業
24%

大型製造業
32%

企業類型

13%
13%

7%

9%

15%

30%

13%

其他

半導體

石化及塑橡膠

車輛及金屬

資通訊相關

電子零組件及光電

機械及電機

製造業樣本結構

33%

67%

有國外客戶

無國外客戶

服務業樣本結構

61.3%

38.7%

有國外營運據點

無國外營運據點

• 本階段調查分析之樣本受訪期間為2021/6/7~7/12；樣本總數1015份，有效825份
• 本階段調查之受訪者有高達三分之二為企業管理階層，其中高階主管佔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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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製造業

院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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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警戒防疫得宜，企業營運影響尚稱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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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 逾4成廠商認為異地分流導致產能調配不易

• 約2成廠商指出疫情刺激需求導致訂單增加

• 約2成廠商指出產品物流配送有受阻現象

• 約2 成廠商認為疫情對公司沒有造成影響0.2%

6.5%

11.9%

21.6%

22.6%

22.9%

40.0%

0% 10% 20% 30% 40% 50%

停業中

資金金流周轉出現困難

其它

無影響

因應民生/防疫需求，訂單增加

產品物流配送受阻

因異地分流/遠距上班不利產能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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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據點位置及分散度，影響產能調配狀況

36.0%

50.9%

0%

10%

20%

30%

40%

50%

60%

在疫情熱區無生產據點 在疫情熱區有生產據點

在疫情熱區有vs.無生產據點廠商，
因異地分流/遠距工作影響產能調配之比例

52.2%

36.5%

0%

10%

20%

30%

40%

50%

60%

國內生產據點分散 國內生產據點集中

國內生產據點分散vs.集中廠商，
因異地分流/遠距工作影響產能調配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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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生產據點位於熱區廠商，因人流管制較嚴格，
受異地分流/遠距工作影響產能調配比例較高

國內生產據點分散廠商，因不同據點間人力調度
不易，受異地分流/遠距工作影響產能調配比例較高

註：國內生產據點分散係指生產據點分布在兩個縣市以上註：疫情熱區係指雙北市、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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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26.4% 26.3%
24.5%

22.2%

16.4%
13.7%

0%

5%

10%

15%

20%

25%

30%

機械及

電機

電子零

組件及

光電

車輛及

金屬

其他 石化及

塑橡膠

資通訊

相關

半導體

不同產業受物流影響程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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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 各產業物流配送受阻比例約在一成多至三成

• 影響程度較高產業包括機械與電機(27.5%)、
電子零組件及光電(26.4%)、車輛及金屬

(26.3%)等，研判應為受缺櫃跟塞港影響，

使產品物流受阻

媒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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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疫情不再惡化，廠商營收影響預計在±25%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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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3.0%

35.1%

13.8%

7.6%

3.8%

0.3%

0.31%

6.3%

13.9%

20.1%

36.7%

15.1%

6.2%

1.6%

0% 10% 20% 30% 40%

衰退50%以上

衰退25%-49%

衰退25%以下

無影響(維持年初預估)

成長25%以下

成長25%-49%

成長50%以上

三級到年底
三級再升級，須至少停工1個月

若疫情升級導致停工將大幅衝擊廠商營收

1.7%
10.1%

4.5%

32.0%
21.3% 20.2%

10.1%
0.6% 4.5% 1.7%

10.8%

29.0% 27.3% 26.1%

成長50%以上 成長25%以下 成長25%-49% 無影響 衰退25%以下 衰退25%-49% 衰退50%以上

三級到年底 三級再升級

中小企業>5成認為若疫情惡化，恐衰退25%以上

2.7%

20.3%
8.8%

37.4%
21.4%

7.1% 2.2%0.0%
10.3%

4.0%
19.5%

40.2%

20.7%
5.2%

成長50%以上 成長25%以下 成長25%-49% 無影響 衰退25%以下 衰退25%-49% 衰退50%以上

三級到年底 三級再升級

非中小企業>6成認為若三級到年底，影響有限

，須停工至少1個月

，須停工至少1個月

院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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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擔憂：缺料、海外服務受阻、異地分流/WFH致額外管理成本

情境一：若三級警戒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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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4.7%

6.0%

12.2%

18.4%

21.9%

42.5%

43.0%

50.2%

0% 20% 40% 60%

無影響

產品製程具連續性，停工將導致半成品報廢

因國內工廠無法正常出貨，導致違約

國外客戶轉單至其他競爭者

需求持續湧現，營收仍會成長

因員工異地分流或居家上班，形成額外管理成本

人員外派或海外客戶服務受阻

無法取得原物料、零組件，或交貨延長

疫情持續對企業影響最大者

機械及電機 電子零組件及光電 車輛及金屬

64.7% 58.7% 57.9%

擔憂缺料的前三大產業

半導體 電子零組件及光電 其他

56.9% 45.5% 39.6%

擔憂海外服務受阻的前三大產業

機械及電機 資通訊相關 半導體

47.1% 45.9% 45.1%

擔憂額外成本的前三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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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擔憂：缺料、違約、異地分流/WFH致額外管理成本、國外客戶轉單

情境二：若疫情升級至三級警戒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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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7%

4.5%

15.2%

21.4%

34.3%

39.1%

42.3%

47.8%

0% 20% 40% 60%

無影響

需求持續湧現，營收仍會成長

產品製程具連續性，停工將導致半成品報廢

人員外派或海外客戶服務受阻

國外客戶轉單至其他競爭者

因員工異地分流或居家上班，形成額外管理成本

因國內工廠無法正常出貨，導致違約

無法取得原物料、零組件，或交貨延長

疫情升級至三級以上警戒，至少停工一個月對企業影響最大者
車輛及金屬 機械及電機 電子零組件及光電

60.5% 56.9% 52.9%

擔憂缺料的前三大產業

車輛及金屬 機械及電機 電子零組件及光電
55.3% 54.9% 47.1%

擔憂違約的前三大產業

半導體 資通訊相關 機械及電機
49% 44.3% 43.1%

擔憂額外成本的前三大產業

車輛及金屬 電子零組件及光電 半導體
47.4% 38% 33.3%

擔憂客戶轉單的前三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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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製造業都採取防疫宣導/消毒

• 其次是異地分流/遠距
• 其餘採取措施有限

疫情發展至今，企業因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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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3.5%

7.0%

10.9%

15.7%

19.4%

52.5%

56.0%

71.4%

0% 20% 40% 60% 80%

給員工防疫現金補助

其它

進行全體員工快篩

盡快協助員工全面施打疫苗

給予員工有薪防疫照顧假

允許至少1/2行政同仁居家上班

確實執行員工異地分流(包括公共區域)

防疫宣導與執行職場消毒

電電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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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疫情持續，廠商因應以遠距服務、精簡成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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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 無論何種情境，以IT技術遠端
客服或維運和精簡行銷、研發等
營運成本都是廠商優先選擇

• 若疫情惡化，廠商採取無薪假、
裁員，以及轉單至海外既有生產
據點之比例將明顯增加

4.0%

8.0%

6.7%

15.2%

23.6%

27.4%

38.1%

35.3%

1.7%

4.0%

11.9%

14.2%

14.9%

15.2%

35.3%

42.0%

0.0% 20.0% 40.0% 60.0%

停業

新增海外生產據點

增加人力投入，擴大生產以滿足民生與防疫需求

國內產線閒置期間進行軟硬體升級

將訂單轉移至海外既有生產據點

讓部分員工放無薪假，或進行裁員

精簡行銷、研發等營運成本

以IT技術遠端客服或維運(如：AR/VR遠距訓…

三級到年底 三級再升級，須至少停工1個月

以IT技術遠端客服或維運
(如：AR/VR遠距訓練、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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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期望政府短期立即協助事項:疫苗、預作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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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0.7%

7.7%

30.3%

56.7%

79.1%

0% 50% 100%

無需求

招募企業內護士或護校學生給予短期專業

訓練，發給臨時證照以執行檢疫工作

協助企業製作防疫指引

在疫情升級前預作推演，事前公布所有相

關措施，以利產業預應

盡快提供全面性疫苗接種

需政府短期立即協助事項

• 近8成廠商希望能協助疫苗接種，又以出
口型產業(94.4%)需求最迫切

• 56.7%廠商希望在疫情升級前政府能預作
推演好讓產業預應

• 最迫切者為電子零組件及光電(62.8%)、半
導體(60.8%)、石化與塑橡膠(59.3%)

• 3成廠商需政府協助製作防疫指引
• 最迫切者為石化與塑橡膠(40.7%)、電子零
組件及光電(36.4%)

招募企業內護士或護校學生給予短期專業
訓練，發給臨時證照以執行檢疫工作

在疫情升級前預作推演
事前公布所有相關措施，以利產業預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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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疫情升級，各類型產業
均有6成以上廠商期望仍可維持有條件最低生產

不論規模，
各業希望仍可維持最低生產條件達7成以上

如疫情升級，多數廠商期望仍可有條件維持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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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72%

79%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中小型製造業 非中小型製造業

企業規模期望維持最低生產之比例

81.5% 80.2% 78.7% 78.4%
70.6% 68.4% 64.2%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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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90%

石化及
塑橡膠

電子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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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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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

車輛及
金屬

其他 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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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對於提供數位雲端工具、提升自動化、
模組化/數位化特別感興趣

內需/出口型產業需要易上手雲端工具
全球布局型期提升自動化與數位化

中長期廠商期望政府協助之處：建構不間斷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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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7.5%

23.1%

42.3%

44.5%

45.0%

0% 20% 40% 60%

無需求

生產據點分散布局

透過模組化/數位化製程提升效率/彈性

提升自動化，降低對勞動力依賴

提供免費/低收費數位雲端工具

46.1%

55.4% 53.4%
60.0%

53.3%
48.9%

66.7%

33.3% 33.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全球布局型 出口型 內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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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會議為企業導入數位營運之普遍性需求
全球布局/出口型看重遠距監控與資安
內需型產業側重無紙化與人才培訓

各類型產業期望政府協助導入數位營運各方向之比重

數位轉型所需
人才相關培訓

強化網路安全
防護

生產與營運資
料無紙化

遠距監控產線
運作情形

以線上會議取
代實體會議

61.7%

43.5%

29.5%

42.5% 40.9%

56.7%

42.2% 40.0%
45.6%

32.2%

47.6%

16.7%

38.1% 35.7% 38.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全球布局型 出口型 內需型

中長期廠商期望政府協助之處：導入數位營運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5.0%

25.1%

28.4%

32.8%

33.8%

35.8%

49.3%

0% 20% 40% 60%

無需求

參加數位線上展覽

生產與營運資料無紙化

數位轉型所需人才相關培訓

遠距監控產線運作情形

強化網路安全防護

以線上會議取代實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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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服務業

電電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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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應產業型態，衝擊程度不一，
但皆面對營運情況改變

多數服務業採取防疫宣導/消毒，
其次是異地分流/遠距及允許員工居家上班

三級警戒，服務業多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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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4.3%

8.8%

9.0%

38.6%

39.3%

停業中

因民生與防疫需求激增，緊急需求…

其它

受疫情影響小，略為調整營運狀況

因消費者消費型態改變或疫情影…

目前疫情下，企業受影響情況

4.0%
5.3%
10.0%
14.7%
17.3%

49.3%
50.7%

60.0%

0% 50% 100%

給員工防疫現金補助

進行全體員工快篩

其它

給予員工有薪防疫照顧假

盡快協助員工全面施打疫苗

允許至少1/2行政同仁居家上班

確實執行員工異地分流

防疫宣導與執行職場消毒

疫情下各廠商受影響情況

因民生與防疫需求激增
緊急需求大幅增加

因消費者型態改變或疫情影響
訂單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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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疫情惡化，
七成五廠商預估營收將持續衰退

廠商擔憂人員安全、
人流/物流受交通效能下降影響

若疫情升溫，服務業營收衝擊將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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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3.6%

22.3%

31.5%

18.3%

2.1%

2.0%

0.2%

衰退50%以上

衰退25%-49%

衰退25%以下

無影響(約維持年初預估)

成長25%以下

成長25%-49%

成長50%以上

疫情若升溫，預期營收衝擊

3.3%

3.3%

5.3%

12.7%

20.7%

22.0%

25.3%

34.7%

0% 20% 40%

無影響

需求持續湧現，營收成長

營收與業務量大幅增加，人力不足

未能轉換服務型態，被競爭對手…

人員赴海外、海外客戶服務受阻

營收大幅減少，資金周轉不靈

交通運輸效能下降，人流/物流受阻

工作環境更惡劣，考慮員工安全

疫情升溫對企業影響最大者

電電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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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內希望政府協助的事項，為提供全面性疫苗接種(80.7%)；

• 在勞動力的協助上，仍希望允許企業在特定條件下仍可維持最低營運(62.7%)；

• 在補貼與賦稅減免的部分，則希望政府能夠提供員工薪資補貼與營運資金紓困 (60.0%)

企業期望政府短期立即協助事項：疫苗、維持最低營運

19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3%

9.3%

24.0%

50.0%

80.7%

0% 50% 100%

無需求

招募護理人員執行檢疫

協助企業製作防疫指引

預作推演及公告措施

提供全面性疫苗接種

短期立即協助事項

6.0%

10.0%

23.3%

45.3%

62.7%

0% 50% 100%

簡化或放寬移工延長年限

無需求

建立勞動力媒合機制

補助員工透過線上在職充電

允許企業仍可維持最低營運

勞動力面的協助需求

7.3%

26.0%

30.0%

30.0%

47.3%

60.0%

0% 50% 100%

無需求

利息優惠

新增低利紓困貸款

防疫支出稅賦減免

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

薪資補貼與紓困補貼

補貼與稅賦減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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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營運管理上，服務業聚焦
線上會議取代實體會議、
數位轉型人才培訓、強化網路安全服務

於無人化服務，企業著重遠距服務(如遠距客服、
遠距照護等)及精準行銷的面向發展

展望疫後，企業期望政府協助數位營運與無人化服務

20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7.3%

12.0%

27.3%

38.0%

44.0%

0% 20% 40% 60%

無需求

無人化服務模式(如無人物流配送)

零接觸服務模式(例：無人櫃台)

發展精準行銷與高度客製化商品

遠距服務(如遠距客服、遠距照護)

無人化服務模式轉型需求

6.0%

22.0%

26.7%

30.7%

30.7%

38.7%

0% 20% 40% 60%

無需求

營運資料無紙化

數位行銷與數位線上展覽

強化網路安全防護

數位轉型所需人才相關培訓

以線上會議取代實體會議

數位營運管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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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服務業長期聚焦遠距工作、
智慧城市新科技(如智慧監視)、遠距管理

為強健產業生態鏈，企業期望政府提供專業顧問
促成資源引介、及協助導入轉型解決方案

展望疫後，企業需打造遠距商務模式與營運轉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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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32.0%

10.7%

14.0%

21.3%

30.0%

32.7%

0% 20% 40%

無需求

顧問團進行企業訪視與問題診斷

顧問專線供企業詢問相關議題

專業顧問輔導公司策略布局與轉型

專業顧問協助規畫及導入解決方案

專業顧問協助商機促成或資源引介

為強韌產業生態鏈與數位轉型，企業所需協助

8.0%

14.7%

29.3%

32.0%

40.0%

57.3%

0% 50% 100%

無需求

開發無人載具

開發遠距醫療科技

開發產業遠距管理解決方案

開發智慧城市新科技，如智慧監視

開發遠距工作、線上學習解決方案

防疫科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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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IEKView

電電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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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疫情影響，4成廠商認為異地分流致/WFH產能調配不易，其中生產
據點位於疫情熱區或生產據點分散之廠商因人力配置困難，衝擊較大

2. 機械、電子零組件、車輛金屬等產業逾1/4受訪廠商指出，面臨物流配
送受阻問題，推估主因在於缺櫃跟塞港

3. 倘若疫情惡化，中小企業較非中小型企業更為悲觀。逾5成中小企業預
判將明顯衰退(下降>25%)，同時僅26%非中小企業預判將明顯衰退。

4. 若疫情持續，有海外客戶、規模較大廠商以遠端服務因應；中小規模、
內需型廠商則以削減營運成本度小月。

5. 企業期望政府短期內提供全面性疫苗施打、預作推演、制定防疫指南
等協助，中長期期望政府協助加速轉型，如內需型產業期望有易上手
雲端工具與人才培訓資源；海外布局廠商則期望加速工廠智慧化與模
組化，加強各地工廠遠端監控與產能彈性調度，並期望政府協助強化
資安防護。

研究總結—製造業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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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4成廠商因受疫情影響，營運型態改變，訂單明顯減少。

2. 面對疫情衝擊，廠商最擔憂的是員工安全問題，其次為營收大幅下滑
物流受阻與對海外客戶服務不順暢等。倘若疫情進一步惡化，七成五
廠商認為今年營收將衰退，其中五成認為衰退恐達25%。

3. 企業期望政府短期提供全面性疫苗施打、允許企業維持最低營運等協
助，另有兩成企業提出，希望政府線上媒合人力，以解決部分產業人
力不足問題。

4. 疫後企業期望政府協助加速導入數位營運與遠端服務模式，如線上會
議取代實體會議、精準行銷、開發遠距服務模式等。

5. 疫後企業期望引進外部資源協助數位轉型方式，優先需求透過專業顧
問商機促成與資源引介、導入相關解決方案等模式，提供專業服務。

研究總結—服務業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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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後續布局重點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面對疫情反覆與頻發黑天鵝事件，全球供應鏈更重視強韌布局。對我國
廠商而言，進一步強化重點包括：

 善用此次防疫經驗，產業強化現有異地分流/WFH機制，以確保在人流
控制情況下，最大程度保持營運效能

 重大突發事件致缺料風險增加，廠商將加速增加採購來源、物流管道
與零組件庫存，以控管缺料衝擊生產之風險。

 遠端服務(如遠端客服、技術維護導引等)搭配海外策略夥伴，保持對
海外服務不間斷，避免海外客戶轉單，為海外布局業者後續轉型主軸。

 待疫情放緩後，此波受創較深產業如服務業，將加速遠距服務、精準
行銷等轉型，以應對未來更加頻繁的黑天鵝事件，強化產業營運韌性

 疫情已改變消費與工作模式，預期疫後遠端工作、服務等解決方案、
防疫相關智慧城市新科技等需求將持續增加，可做為廠商跨域切入新
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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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與民間一起來，依產業類型所需，發展不同產業韌性強化策略：

依產業類型強化企業韌性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國外有生產據點 國外無生產據點

國
外
無
客
戶

國
外
有
客
戶

全球布局型產業
建議可導入自動化技術，強化產線模
組化/數位化，增加工廠生產效率與不
同工廠產能調配彈性，提供相關人才
培訓課程，強化廠商營運韌性

出口型產業
建議透過線上雲端工具、自動化技術
導入、產線模組化/數位化輔導、加強
網路安全防護能力等方式，達到無紙
化作業，強化廠商營運韌性，完善異
地分流/WFH機制對抗任何危機

內需型產業
建議著手研發易上手線上雲端工具，
達到無紙化作業、完善廠商異地分流
/WFH機制、降低管理成本等目的，
並搭配線上雲端工具人才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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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協助企業建構高韌性生態體系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1. 短期政府作為：弱化疫情對產業衝擊
 保持與產業高度互動，將疫情發展、最新管制措施、產業因應作

為盡可能透明化，盤點受創情形，並提供融資援助

 建構線上勞動力供需媒合平台，以利受衝擊產業閒置人力應援人
力不足之產業

2. 疫後政府協助作為：將協助企業轉型納入經濟振興手段
思考規劃標靶式振興工具，透過政府補貼、線上雲端工具與顧問訪視
團，針對不同產業的不同轉型需求，給予針對性協助，鼓勵企業增加
數位轉型投資與支出，如設備(及其零組件)與解決方案採購、人才培
訓、大型展覽活動參展等，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做為經濟振興產
業之手段。

 製造業：協助廠商導入自動化與模組化，完善產業建立異地分流
/WFH與遠端監控運作模式，強化廠商營運韌性

 服務業：協助廠商加速無人化、遠距服務模式轉型，並透過智慧
城市新科技協助疫情管理，營造安全的消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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