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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澳媒 AFR 報導，澳大利亞商業委員會(BCA)與澳中關係研究所(ACRI)頃發布報告警告，

暢旺的「大宗商品出口」阻礙了本土「製造業」發展，使澳洲較其他國家更易受到全球供應鏈

衝擊影響，具供應鏈脆弱化(vulnerability)風險。 

 

2.報告指出，1985 年製造業曾經是澳大利亞最大的產業部門，產出及就業占比分別為 15%、

16%；而至 2019 年之產出及就業占比則降至 7%，遠低於同儕們 16%之平均水準。 

 

3.又稱，澳洲是少有極度仰賴單一產品(鐵礦砂)出口之國家，初級產品占澳洲商品出口總額的八

成以上，為同儕平均水平的 8 倍。由於大宗產品出口暢旺，推高澳幣匯率(升值)，使本土製造

商更難參與競爭，此情況亦曾發生於 70 年代的荷蘭(國度仰賴天然氣出口)，被經濟學家稱為

「荷蘭病」(Dutch disease)。 

 

4.中國為全球最大鐵礦砂進口國，占全球海運鐵礦砂進口量近七成(68%)；2015 年澳洲對中國

之貨品出口占其全球出口逾三成(32%)，迄今已逾四成(41%)，而增加主因係來自鐵礦砂價格的

上漲，倘將鐵礦砂除外，澳洲對中國出口占比僅逾兩成(22%)。 

 

5.雖然澳洲並非唯一大量仰賴中國出口市場者，與中國存在嚴重政治緊張關係的台灣，其 2015

至 2020 年對中國的出口占比亦由 25%增至 30%。倘鐵礦砂仍續為澳洲出口大宗產品，中國將

不可避免地繼續扮演澳洲之主要出口市場。鑑此警告，由於製造業於澳洲經濟轉型中僅扮演小

角色(playing a much smaller role)，澳洲經濟面對不利衝擊和轉變之韌性將較低(there is 

“reduced resilience” if the economy were “struck by adverse shocks and shif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