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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KPMG全球發布《2023全球製造業展望》調查報告，針對

歐洲、北美及亞太地區之11個國家，年營收達5億美元以上、

182位製造業CEO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2023年他們最關

注的議題及所面臨的挑戰。

與去年調查結果相同，CEO對於未來三年企業的盈利成長充

滿信心，然而，面對當前政經情勢不穩定，大多數CEO預期

2023年產業經濟將面臨逆風。

全球市場呈現放緩趨勢，CEO該如何因應以避免低迷所帶來

的衝擊？KPMG將透過以下六大面向，提供產業洞察與見解，

協助企業在逆境中找到市場機遇，突圍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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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全球經濟呈現放緩趨勢、製造業面臨眾

多挑戰，CEO對企業未來三年的成長前景仍

充滿信心，信心比去年的調查結果更為樂觀。

然而，隨著通膨高漲、利率上升、地緣政治

衝突等因素，CEO對產業的短期成長前景信

心不足。超過四分之三的受訪者坦言，如果

經濟持續衰退，將影響他們對於企業未來三

年成長的信心程度。

相反地，若央行對於通膨有更良好的掌控，

在2023年中後，有機會看見復甦的轉折點，

企業必須時時刻刻保持韌性，為復甦做準備。

逆風前行保持樂觀
CEO對於未來三年各面向的信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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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市場狀態低迷、緊張的地緣政治關係，企業

正重新擬定短期的策略計畫，以因應當前的挑戰。

82% 企業已經實施或正在計畫緩解數位轉型的

策略，降低營運支出；近九成的（88%）的企業

已經退出俄羅斯市場或計畫暫停與其有業務關係

的合作，以抵制這場突如其來的震撼。

在供應鏈調整方面，84% CEO表示該企業已紛

紛朝向區域化、短鏈化，並開始在各國建立區域

供應，加速朝向多鏈分散式供應鏈發展；86%企

業已經著手進行或計畫採取供應鏈多元化策略以

緩解疫情造成的脆弱性。

供應鏈重組與轉型
展望未來六個月，製造業已經採取或計畫採取下列措施來調整

組織策略以應對地緣政治的挑戰

39% 43% 18%

45% 43% 12%

40% 44% 16%

32% 54% 14%

40% 42% 18%

37% 32% 31%

終止與俄羅斯的工作關係

暫停數位轉型策略

將海外業務轉移到本地/內部

供應鏈多樣化

重新考慮投資策略

因應地緣政治風險調整風險管理程序

計畫在未來六個月內採取行動已經採取行動 暫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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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供應鏈對製造業而言有如坐雲霄飛車一般，突然之間被迫面

臨供給短缺與物流瓶頸，而現在供應鏈困局正出現緩解與逆轉跡象。

受訪的CEO表示，製造業是個全球化的產業，意謂著在地外包生產

（On-Shoring）、近岸外包（Near-Shoring）以及離岸外包（Off-

Shoring）等模式不會消失殆盡，企業必須依照不同地區進行策略調

整。

綜觀未來，許多企業將採取收購與合併（Mergers and Acquisition，

M&A）的方式來強化對供應鏈的掌控能力，透過這種策略結盟關係，

重新建立營運模式。

結論數位與人文 結論提升技能價值專注於ESG目標建立轉型的基石供應鏈重組與轉型逆風前行保持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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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以及終端需求疲軟，使得製造業今

年的營收更具挑戰性，為了保持估值水平並在資本市場

運作，部分企業將非核心業務出售予私募股權基金，以

重整組織結構，強化獲利能力。

此外，企業也將透過策略聯盟與本業成長（Organic 

Growth）方式來快速實現企業成長目標。超過一半

（51%）以上的CEO表示該企業對於併購有強烈意願，

期望透過併購方式調整企業組織、擴展事業版圖，讓併

購成為轉型的基石。

建立轉型的基石
CEO對於未來三年企業併購之意願

高度意願

併購計畫將對組織有重大影響

中等意願

併購計畫對組織整體影響不大

51% 35%

意願較低

目前沒有規劃併購計畫

13%

正在尋找收購者

組織未來可能成為被收購的對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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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淨零目標對於碳排放量較高的航太與國防工業實為

一大挑戰，然而，該產業目前正積極改變現狀，專注於

永續燃料、氫電池、電氣化等領域的研發與投資，以因

應國際減碳趨勢。

製造業CEO坦言，促使企業揭露透明化的永續資訊主要

來自於員工的壓力，而非投資人，此壓力可視為一種催

化劑，加速企業解決「S」面向的問題，如提高生活工

資、關注人權、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等議題。

CEO認為目前需加速在多元性與包容性上的發展，企業

可以透過制訂多元、公平與共融（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DEI）策略作為永續發展的核心要素，

此計劃可先由高階管理團隊進行，當團隊組建愈趨多樣

化，方能為企業帶來更多潛力與創造力，獲得更高收益。

專注於ESG目標
CEO認為未來三年內加速公司ESG策略的關鍵驅動力

對社會議題採取更
積極的態度

實施淨零策略並採取
企業的碳足跡行動

加強衡量標準與治理守
則，以建立更穩固與透
明的ESG發展

制訂多元、公平與
共融目標

33% 26% 2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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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仍是全球持續關注的重要議題，越來越多跡象證明ESG

能為企業創造價值，機構投資人在ESG面項的投資占比不斷攀升。

根據Dun & Bradstreet 2022年6月的一項研究顯示，若企業未

能實現ESG目標將面臨財務風險危機，甚至要負擔更多的費用；

此份調查報告中的CEO表示，若企業無法滿足利害關係人對於

ESG的期待，將影響人才的招募。

在實現淨零碳排方面，CEO們認為目前最大的阻礙是實施複雜的

脫碳供應鏈，其次為缺乏適當的解決技術方案、缺乏專業技能與

知識以及內部治理與控管不完善。不過隨著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發

電技術逐漸成熟時，成本自然驟降。根據美國能源部指出，太陽

能發電的成本在2010年至2021年間下降75%以上；同期，風力

發電的成本下降了一半以上。當全球受益於更便宜的能源價格時，

就能減少排碳成本、降低能源轉型的阻礙。

CEO認為實現淨零碳排的最大阻礙

脫碳成本

複雜的脫

碳供應鏈

缺乏專業技能

與知識

內部治理與控管

不完善

缺乏適當的解

決技術方案20%

11%

20%

2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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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短缺是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但在市場錯置

（dislocation）的時候就有機會填補人才缺口，例如

2022年科技產業大規模裁員，有數千名技術人員失業，

製造業可以把握機會招聘數位轉型相關人才。

近三分之一的CEO意識到如果企業要持續成長，首要目

標就是吸引與留住人才，因此如何協助員工提升技能

（Upskilling）與職能再造（Reskilling）至關重要。

然而，招聘並非唯一的途徑，部分企業也正在嘗試不同

方法來降低人才流動率。例如透過機器學習來分擔員工

的部分工作內容，並培訓員工從事新的技能以因應未來

的創新需求。

提升技能價值

數位與人文 結論提升技能價值專注於ESG目標建立轉型的基石供應鏈重組與轉型逆風前行保持樂觀



11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Public©  2023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彈性的工作時間與地點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途徑，

45% CEO表示過去兩年的混合辦公對員工的合

作與創新產生正面影響；38% 認為這樣的工作

模式有助於提振員工士氣；37% 則認同混合辦

公有助於提高企業生產力。

高階主管們期望看到員工重返實體辦公室，73%

的CEO預測該組織將於三年後全數回到辦公室上

班，僅有21%的CEO認為他們將維持混合工作

模式。然而，員工是否願意回到疫情前的辦公室

常態，勞資雙方如何在這中間取得平衡還有待觀

察。

過去兩年的混合工作模式，對企業產生之影響

43% 43% 14%

40% 49% 11%

38% 51% 10%

45% 48% 8%

42% 52% 6%

37% 52% 11%

招募

留住人才

員工士氣

合作與創新

投資職場環境科技

生產力

中等正面 負面

數位與人文 結論提升技能價值專注於ESG目標建立轉型的基石供應鏈重組與轉型逆風前行保持樂觀



12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Public©  2023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製造業在邁向工業4.0之路的同時，必須確保員

工與公司的目標一致。CEO表示，員工是數位轉

型的核心要素，新技術將為公司帶來新的可能性，

然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必須仰賴員工齊頭並進，

企業目前在數位轉型遇到最大的挑戰是要確保能

夠採納新的工作模式，這也需要透過高階主管不

斷地溝通與努力。

未來員工需要的不僅於單一技能，企業必須培養

多能工人才。例如，廠房的工程師也需要精通數

據科學，融合分析方法、專業領域與技術等，從

數據中獲取關鍵資訊，得以發揮企業競爭優勢。

數位與人文
CEO對於該組織在數位轉型策略的信心程度

26% 43% 13%18%
建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對於我們的數位轉型計畫至關重要

23% 45% 24% 8%
持續推動數位轉型對於我們在人才與客戶競爭方面占有優勢

18% 11%50%21%
我們對於數位轉型方面的進展感到滿意，將逐漸分配投資資源到其他地方

25% 45% 19% 12%
我們需要先解決過去二年加速數位轉型所帶來的倦怠問題

29% 49% 14% 8%

我們將淘汰那些數位化過時技術並積極投資在新的技術以把握機會

非常有信心 有信心 中立 沒有信心 非常沒有信心

23% 52% 15% 10%
我們正積極的建構數位投資藍圖，以確保能夠領先業界

數位與人文 結論提升技能價值專注於ESG目標建立轉型的基石供應鏈重組與轉型逆風前行保持樂觀



13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Public©  2023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為了實現永續成長目標，CEO們需不斷地

調整企業策略，同時強化核心優勢與價值。

有鑑於地緣政治關係、氣候變遷、工作模

式的改變，要實踐企業長期目標比過往都

更具挑戰。

綜觀今年的調查結果，製造業CEO已經意

識到今年將面臨產業逆風，而他們也正準

備面臨挑戰，期望能在逆風中突圍而出，

找到機遇。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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