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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5 年經濟增長有

所放緩
2025 年全球經濟正處於復

甦與挑戰並存的關鍵時期。在

經歷了疫情的衝擊和全球經濟

格局的深刻變化後，各國經濟

體正努力在新的國際環境中尋

找增長動力和穩定發展的路徑。

2025 年全球經濟預計將

保持溫和增長態勢，但增速較

2024 年有所放緩。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 (IMF) 預測全球經濟增

長率為 3.2%，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 (OECD) 預計為 3.3%。全

球實際 GDP 預計增長 2.7%，

略高於 2024 年的 2.6%，但低

於疫情前十年的平均增速。

美國經濟預計將繼續表現

穩健，GDP 增長率在 2.5% 到

2.8% 之間。消費支出將受到就

業市場穩健、實際工資增長和

適度的家庭債務水準的支持。

然而，新的關稅和移民限制政

策可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

的負面影響。

中國預計 GDP 增長率為

4.5%。儘管面臨房地產市場低

迷、人口和勞動力減少、西方

貿易和技術限制等挑戰，但數

字經濟和綠色經濟等新興領域

的發展將繼續推動經濟增長。

中國政府也在積極出臺一系列

促增長政策，以鞏固經濟復甦

基礎。

歐洲經濟增長相對乏力，

預計為 0.8%。歐元區面臨跨大

西洋關係惡化和俄烏衝突持續

的壓力，內部政策協調和外部

應對上更加脆弱。高企的公共

債務和潛在的經濟衰退風險仍

需警惕。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亞洲新興市場如印度和印尼將

展現強勁增長潛力，印度 GDP
增長率預計為 7%。非洲、東

盟、拉美和中東等地區在 2025
年也有望實現增長加速。

二、全球經濟面臨諸多

不確定因素

通脹與貨幣政策：全球通

脹壓力：雖然全球通脹壓力有

所緩解，但服務價格上漲壓力

仍存。美國的通脹可能在 2025
年底因新關稅和移民政策而有

所反彈。

地緣政治風險：俄烏衝突

已經持續超過千日，但俄烏和

談尚未有實質性進展。如果衝

突能夠在 2025 年順利解決，俄

歐之間的能源和糧食貿易將有

望恢復，可能會引發全球能源

供給結構的再次調整，總體上

有利於全球經濟增長和物價穩

定。然而，若衝突持續甚至升

級，將對全球能源供應、糧食

安全以及金融市場穩定帶來持

續衝擊，增加全球經濟的不確

定性。巴以衝突目前尚未有降

溫跡象，負面影響外溢至更廣

泛的中東地區，推動黎以局勢

惡化、紅海局勢緊張等。2025
年中東局勢可能持續升溫，局

部戰爭外溢的風險進一步提

高。種種地緣政治動盪可能導

致中東地區能源供應量下降、

國際航運成本提高，並推升食

品和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加

劇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價格波

動，進而增加全球抗通脹和穩

增長壓力。

勞動力短缺、生產率增長

緩慢等結構性問題將繼續困擾

一些經濟體。例如，日本長期

面臨通縮問題，其經濟增長在

2025 年預計為 1.1%。全球人

口老齡化趨勢加劇，勞動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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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機遇大於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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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升，將對經濟增長潛力產

生一定的制約。生產率增長緩

慢：許多國家的生產率增長緩

慢，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

度不及預期，影響了經濟的長

期增長潛力。

三、ESG、AI、綠能創

造更多機遇
( 一 ) ESG 投資興起：

環境、社會和治理 (ESG)
因素：ESG 因素將對全球經濟

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企業

將更加注重可持續發展和社會

責任，導致企業報告透明度提

高和社會責任項目投資增加。

這將為相關產業如可再生能

源、環保技術、綠色金融等帶

來發展機遇。各國政府正在醞

釀更多支持 ESG 的政策，推動

企業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

公司治理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 二 ) 科技創新驅動：

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將繼

續引領科技行業的發展。在技

術應用方面，大多數企業仍將

處於概念驗證階段，但人工智

慧在醫療、金融、製造業等多

個產業的應用將逐漸深化。

半導體：半導體市場需求

將主要由人工智慧驅動，而非

傳統設備，人工智慧技術的快

速普及會推動半導體技術整體

升級。

數字經濟：數字經濟將推

動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企業需

要不斷適應新興消費趨勢和技術

創新，以保持競爭力。5G 網路

的普及將進一步推動電信行業的

發展，為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

新興應用提供基礎支援。

( 三 ) 新能源與綠色經濟

光伏產業：光伏產品價格

趨於穩定，中東和拉美成為新

興市場。預計 2025-2027年間，

中東將新增約 90GW 的光伏裝

機，2025-2030 年間，拉美地

區預計將新增超過 165GW 的

光伏裝機容量。

此外，全球儲能新增裝機

261GWh，同比增長 40%。綠

氫產能也會迎來爆發式增長，

交通領域需求有望率先釋放。

各國政府和企業加大對氫能基

礎設施的建設投入，包括氫氣

的生產、儲存、運輸和加注設

施。這將為氫能汽車、氫能發

電等應用提供更好的支援。

( 四 ) 其他新興領域

人形機器人在硬體和軟

體方面都取得了顯著進展，如

靈巧手等核心零部件的價格下

降，使得人形機器人的成本降

低，性能提升。同時，具身智

慧技術的發展使人形機器人能

夠更好地感知和理解環境，實

現更自然的交互和運動。2025

年或迎來人形機器人的量產

“元年”，大規模量產有望進

一步推動成本下探。低空經濟

有望被繼續催化，應用場景將

進一步貼近生活。

四、2025 臺灣在許多領

域不乏機遇
2025 年，在 AI 和半導體

技術的推動下，多個領域迎來

顯著變化和新的發展機遇。包

括衛星、能源、健康照護等領

域的技術進步和市場動態將深

刻影響全球經濟和社會的未來

發展。

( 一 ) AI 與通信技術

AI 的廣泛應用

主權 AI 競爭：2025 年，

各國政府將更積極地發展主權

AI，歐盟、日本、東南亞等地

區或國家競相打造本土 AI 算
力，通過政策補助或直接建置

AI 資料中心的方式，吸引廠商

建置 AI 基礎設施。這將衍生新

興客戶與催生新興商業模式。

“2025 年 AI PC 與 AI 手
機將加速滲透，隨著 AI 走向邊

緣，AI 晶片將更多樣化，驅動

半導體技術的變革與進步。”  

資策會 MIC 副所長楊中傑

Gartner預測，到2028年，

至少 15% 的日常工作決策將由

代理型 AI 自主做出，這一比例

在 2024 年還為零。代理型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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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自主規劃和採取行動來實

現使用者定義的目標，為實現

能夠分擔和補充人類工作的虛

擬勞動力帶來了希望。

隨著 AI 應用的廣泛化，其

治理問題日益凸顯。AI 治理平

臺使企業能夠全面管理其 AI 系
統的法律、道德和運營績效，

通過創建、管理和執行負責任

的 AI 使用策略，解釋 AI 系統

的工作原理，並提供透明度，

有助於建立信任和問責制。

同時，AI 和機器學習工

具的廣泛可用性和高級狀態被

用於惡意目的，企業面臨的虛

假資訊事件數量預計將持續增

加。Gartner 預測，到 2028 年，

將有 50% 的企業開始採用專為

應對虛假資訊安全用例而設計

的產品、服務或功能，而目前

這一比例還不到 5%。

5G 與 6G 技術：5G 技術

逐漸實現普及，6G 技術的研發

也在加速。6G 的發展願景和應

用情境紛紛出爐，低軌衛星、雲

端運算、人工智慧、物聯網等技

術的結合，將使全球通信產業邁

入更快速、更穩定的時代。

“工研院近期成功在 5G
基地臺上實現通感融合 (ISAC)
技術，標誌著臺灣在 5G 和 6G
技術應用上的重要突破。”工

研院資通所通感融合網路應用

技術部技術副理王韋程

( 二 ) 半導體市場

異質整合與先進封裝：

2025 年 AI 應用將從雲端走向

邊緣，半導體技術的演進至關

重要。異質整合結合先進封裝

技術成為應對挑戰的關鍵技術，

能夠實現更高的效能密度，縮

小設備體積，適應邊緣設備對

小型化與高效能的嚴苛需求。

“AI 應用走向邊緣將推動

電子設計與製造技術的升級，

加速從晶片架構到製造生態的

革新。”資策會 MIC 副所長楊

中傑

全球半導體市場復甦：

2024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庫存調

整已接近尾聲，終端應用產品

出貨恢復正成長，加上車用、

HPC與AIoT等長期需求支持，

對半導體產業復蘇有正面幫

助。預計 2024 年全球半導體市

場規模將恢復正成長。

臺灣半導體產業地位：

2024 年臺灣半導體產業產值年

成長 13.6%，達 4.17 兆新臺

幣。預計 2030 年臺灣 IC 製造

業產能重心仍在臺灣，占總產

能 80%。

( 三 ) 衛星市場趨勢

多軌衛星資源整合：迎向

既有高軌提供的廣覆蓋、新興

低軌支援的高速低時延之網路

特性，加上多軌衛星資源整並 /

合作潮，已在軍事與機上聯網

應用市場可探見多軌使用者終

端整合趨勢。預期未來在通信

照片人物︰資策會 MIC 副所長楊中傑

資料來源：Verified Market Research(2024/9)

圖說︰全球 ISAC 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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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終端生態關聯將從衛星運

營商的專屬支配權擴展至系統

集成商、飛機製造商。

“初步觀測衛星服務與終

端設備的生態關聯，多由衛星

運營商自組建或授權供應用戶

終端設備。然而，迎向多軌衛

星資源整合的趨勢，衛星終端

設備市場將從衛星運營商的專

屬支配權擴展至系統集成商、

飛機製造商。”工研院產科國

際所通訊與智慧聯網系統研究

部分析師呂佩如表示

( 四 ) 綠色能源與節能

綠色商機：隨著半導體與

AI 產業的蓬勃發展，將催生深

度節能的綠色商機，推動數位

孿生與類比生成應用更快速與

多元的發展。

節能改善政策：依臺灣現

行政策規劃，2024 年節能改善

對象優先聚焦公營事業，已有

超過 350 處場域帶頭示範，預

期 2025 年將擴散至 2,500 家以

上民營企業，驅動能源管理服

務產業 (ESCO) 商機。

( 五 ) 健康照護與遠端醫療

遠程醫療的發展：隨著科

技的快速發展，遠端醫療已成

為全球健康照護的關鍵趨勢之

一。遠端醫療的快速發展也提

升了民眾對於在宅醫療的接受

度，特別是 COVID-19 疫情爆

發與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壓力，

改變了許多健康照護習慣。

“根據 MarketandMarkets 
2024 年報告指出，全球居家健

康照護的市場規模達 2,500 億

美元，預計至 2028 年營收規

模將來到 3,830 億美元，複合

年成長率達到 8.9%，其中又

以高齡人口快速成長的亞洲地

區，最具市場潛力。”工研院

產科國際所健康照護服務與消

費者行為研究部分析師陳宛鬱

表示。

2025 年技術與市場將在

AI、通信、半導體、衛星等多

個領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AI
的廣泛應用、5G 與 6G 技術的

演進、半導體技術的創新、衛

星產業的擴展以及綠色能源與

健康照護市場的增長，將共同

推動全球科技與經濟的發展。

各國政府、企業和科研機構需

要加強合作，共同應對挑戰，

把握新興機遇，推動技術與市

場的可持續發展。

五、小結

全球科技的發展呈現出多

領域融合創新的趨勢。人工智

慧、量子計算、新能源技術、

生物醫學技術、資訊技術與通

信等領域的突破不斷推動著社

會的進步。未來，科技將繼續

在提高生產效率、優化資源配

置、改善生活品質等方面發揮

重要作用。同時，科技的發展

也將帶來一系列的挑戰，如倫

理道德問題、就業結構變化、

資料安全與隱私保護等。人們

在推動科技發展的同時，需要

更加注重科技倫理和社會責

任，確保科技的可持續發展，

為人類帶來更好的生活體驗。

資料來源：BBC Research、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20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