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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 109 年度綜合損益表上的營業成本為 NT$6,281 億元，其中，折舊費用占$2,993 億元，比例為

47.65%。 
 
鴻海 109 年度綜合損益表上的營業成本為 NT$50,551 億元，其中，折舊費用占$609.5 億元，比例為

1.2%。(註：鴻海此項折舊費用包含少數用於營業費用的部分，故實際用在營業成本上的占比會更低) 
從上述數字對比可知，台積是典型的資本密集行業，營運高度依賴昂貴的廠房設備投資，109 年底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佔總資產的比例為 56%，廠房設備資產提列的折舊費用占營業成本 47.65%的超高比例。

對台積來說，產能擴充是具有高度營運風險的決策，萬一新增的產能沒有產生預期的營收，廠房設備的

高額折舊還是得提列，就會對獲利造成嚴重影響。 
 
相對而言，鴻海是輕資產經營的公司，109 年底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佔總資產的比例只有 8%，折舊費用

佔營業成本的比例僅有 1.2%。鴻海主要的營業成本是原物料和員工薪資及福利支出，至於產能，則是隨

時可增減、隨時可遷移，具有高度機動性。 
 
最近因為全球半導體產能不足，讓許多行業受到衝擊。台積董事長劉德音在接受美國 CBS 電視台的 60
分鐘節目專訪時，提到目前全球半導體產能其實是大於實質有效需求的，但因為重複下單及擔心貿易禁

令而產生的恐慌性需求，讓產能出現供需失調現象。雖然如此，台積董事會仍然在日前通過將擴充台積

大陸南京廠區 28 奈米的產能；在此同時，聯電也宣布要在南科擴充 28 奈米的產能，但採取由客戶保證

收購未來新增產能的方式來進行，以期能降低營運風險。 
 
輕資產經營的鴻海，因應中美貿易衝突下來自美國客戶重組供應鏈的壓力，過去一年大幅縮小大陸廠區

的生產規模，將產能快速移轉至越南及印度等地。這種隨時搭棚、隨時拆棚的營運彈性，是半導體製造

難以望其項背的。 
 
附圖表：(見次頁，以下資料均直接擷取自台積及鴻海公司網站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