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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誤表 

頁碼 

(行數) 
更正前 更正後 

第176頁左欄 

第11行 

英國英特爾將投資600億美元生產

先進晶片， 

美國英特爾將投資600億美元生產

先進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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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提供良好的誘因，足以吸引企業至美

國本土設廠，有望使半導體製造部分回流至

美國。晶片製造重新回流美國，可以鞏固美

國本土晶片供應鏈的安全與穩定性，並增加

就業機會，提升經濟與產業發展59。 

美國評估在晶片法的激勵下，於2020年

至2022年期間，美國半導體公司及外國公司

宣布將於未來5年內投資超過2,000億美元，

擴大美國16個州的半導體製造能力，包括晶

圓、封測、設備及材料等製造工廠。例如：

美國英特爾將投資600億美元生產先進晶

片，另35億美元用以從事先進測封；美光投

資150億美元於先進晶片；德州儀器投資470

億美元於成熟晶片製造；台積電投資120億

美元於先進晶片；三星投資170億美元於先

進晶片製造等60。此等重大投資，將有助於

美國完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提高晶片製造

比率。除了取得規模經濟效益，還可以大幅

提高美國半導體產業的韌性。 

美國投資磁吸效應另將產生一些重要附

加效益，包括為晶片及半導體產業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61。半導體研發、人才培育及高薪

待遇，將吸引更多高等人才到美國就業及發

展，使中國及其他國家面臨更大人才短缺及

競爭壓力。晶片法對美國及外國半導體公司

投資的磁吸效應，也將減少其他國家的外來

投資，不利於其他國家，尤其中國半導體產

業創新、就業機會及經濟發展。晶片法可說

是「一石數鳥、一彈多發」，多元目標及複

合效應的法律。 

(二) 各國補貼戰及產能過剩風險 

COVID-19疫情大流行引發晶片供應短

缺，各國咸認晶片本土製造的重要性，乃紛

紛採取補貼，以擴大本國半導體產業晶片的

製造。晶片法引起其他各國補貼半導體生

產。除了中國累計已超過3,220億美元之政

府補貼之外，歐盟晶片法也將編列430億歐

元的補貼及私人投資，以將其晶片全球製造

占有比率從10%提高至20%。日本於2021年

11月批准68億美元補貼日本半導體產業，其

中包括30億美元協助台積電與SONY合作在

熊本建立一新的晶圓廠，生產22至28奈米晶

片。日本政府另批准1.43億美元，補貼台積

電在茨城縣建立先進半導體封測研發中心。

韓國半導體協會於2021年對153家公司調

查，這些公司到2030年規劃在韓國投資共

4,500億美元。臺灣修正產業創新條例第10

條之2和第72條，補貼半導體企業研發62。

韓國三星於2022年7月宣布，未來20年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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