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對等關稅與近期關稅議題 

 對生技醫療產業之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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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係依據2025年5月9日PwC全球網路發布之《US reciprocal and current tariffs: Potential impact for Pharmaceutical, 

Life Science, and Medical Device industry》文章參考撰寫而成，關於最新之美國關稅政策以及相關議題仍須依照主關機

關最新公告為準 

 

摘要 

議題總覽 

    美國川普政府推行「對等關稅」政策持續變動，對許多跨國公司而言，

貿易環境變得更加具有挑戰性。自川普於2025年4月2日簽署行政命令以

來，已發布一連串關稅規定與相關備忘錄。本文旨在分析截至發布日為

止美國關稅政策對生技醫療產業帶來的影響（本文章僅討論對等關稅與

相關之關稅議題，不包含此前美國已經實施之稅務規定）： 

 

◼ 除加拿大、墨西哥及中國外，美國已對來自所有國家的大多數進口

商品（包括醫療器材），實施10%的基礎關稅。目前多數藥品均獲

得豁免，但預計會在未來的行政命令中另行處理。特別是美國商務

部已啟動232條款調查（註），以評估這些進口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並將於5月7日完成公眾意見徵求。預期美國政府針對藥品及原料藥

的具體關稅措施將加速且會在未來270天內實施。 

 

◼ 針對特定國家的關稅調整最高可達50%（豁免產品如智慧型手機、

電腦及其他電子設備等及半導體等不受影響）。美國政府為了和各

國進行貿易談判，目前針對這些特定國家的關稅調整暫緩實施90天

（7月9日截止）。 

 

註：美國232條款調查，是依據美國的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規定(Section 232 of the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

以調查與認定特定產品之進口是否影響美國國家安全。 232措施的調查機關是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Department of Commerce），倘認定進口產品造成美國國安威脅，美國總統具有對該產品之進口採取調整

措施之裁量權，包括提高關稅、設定配額或採取其他非貿易措施。（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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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USMCA）規定，不符原產地規則的產

品須繳納25%的關稅，符合條件的產品仍享有零關稅地位。來自加

拿大的某些進口品目前需繳納10%的從價關稅（valorem duty），但

不適用於藥品。如先前行政命令針對墨西哥和加拿大的25%經終止

或暫停，則產品將適用12%的對等關稅。 

 

◼ 對中國進口商品，包括醫療器材，實施了125%的關稅。這些產品目

前仍需繳納現有的20% IEEPA（芬太尼）關稅，使得總稅率達到

145%（註：自2025年5月14日起90天內降為30%）。雖然藥品及原

料藥豁免於這些關稅，但仍需繳納20%的IEEPA（芬太尼）關稅。

而過去中國和香港輸美之小額進口包裹免徵收關稅規定則自5月2日

取消（註：自2025年5月14日起稅率為54%，最低課稅金額為100美

元）。 

 

有關美國最新關稅政策動向與台商因應，可參考資誠（PwC Taiwan）於4

月17日發布之解析川普對等關稅與因應策略、或參考經濟部國貿署、以及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的最新資訊。川普宣稱，超過100個國家希

望透過談判來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以促進經濟公平競爭環境和公平貿易

體系。 

 

 

https://www.pwc.tw/zh/topics/tax/reciprocal-tariff.html
https://www.trade.gov.tw/
https://www.cbp.gov/sites/default/files/2025-05/new_tariff_requirements_2025_factsheet_0_2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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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稅議題對生醫產業的潛在影響 

美國政府的貿易政策對已在美國營運或與美國有貿易往來的公司產生

了重大的影響，包括生技製藥和醫療器材產業。雖然目前藥品及原料藥

免稅，但預計這些豁免商品將在未來的行政命令中處理。隨著232條款

調查啟動，假設後續對藥品及原料藥課徵關稅，美國PwC （PwC US）

預估，針對輸美的生技製藥和醫療器材產品關稅可能從每年5億美元增加

到近560億美元。這是假設對所有進口商品（包括目前豁免的藥品及原

料藥）實施統一的10%關稅（美國進口的平均關稅率從0.2%增加到

18%）。 

上述試算由美國PwC依照3月17日的產業分析，採用截至4月15日美

國政府公布的對等關稅措施，以及附件二（Annex II）中相關資訊計算，

尚未考慮其他貿易夥伴可能採取的反制措施，或公司針對美國政策變更

所採取的行為調整。 

 

◼ 業者可採取的行動 

全球的跨國公司，包括生技製藥、醫療器材公司，都應評估這些貿易

政策對其全球業務帶來的影響，包括未來從事進口與出口之相關機會與

挑戰。管理階層需近一步從採購、供應鏈、稅務等領域做通盤考量，以

制定短期、中期和長期策略。另一方面，企業可利用數位工具進行即時

的分析和掌握營運數據，並依據美國海關的量化數據評估影響幅度，在

變動的環境之下為企業制定從全公司整體層面到各部門因應挑戰的最佳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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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了解美國關稅挑戰 
 

美國對等關稅對生技醫療產業的影響估計 

    本文的產業分析係依照截至4月15日為止的相關政策，並考慮以下

假設及規則等因素計算而得： 

 

⚫ 豁免產品：依據美國白宮新聞稿附件二（Annex II）所列產品，包

括藥品和原料藥，這些產品目前受到豁免，然而由於預期之後將

由個別行政命令來規範相關產品關稅，本次計算僅採用統一10%

關稅假設估計。 

⚫ 加拿大和墨西哥產品：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美國進口商品須符

合USMCA產地標準，以避免25%的 IEEPA/芬太尼關稅。依據美

國PwC研究，截至2024年，約有37.8%的加拿大進口商品和

48.9%的墨西哥進口商品符合USMCA優惠資格，享有協議下的免

稅地位。依據這些資訊，PwC US調整了相關數據並針對其他不

符合規定的進口商品則適用25%的關稅。 

⚫ 簡化對等關稅適用：除中國、加拿大及墨西哥外，其餘國家一律

依照10%的關稅稅率計算，未涵括個別國家最高達50%的差異稅

率。 

⚫ 其他國家：尚有數十個較小的國家未列於4月2日公布的對等關稅

清單上，這些國家的進口未調整列入此份產業分析中。 

⚫ 小額進口：本份分析亦未納入每次運送貨物價值在美金800元以下，

將於5月2日起適用的新規的進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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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PwC的關稅產業分析涵蓋了超過100個次產業和來自超過230個區

域的進口品進入美國。對生技醫療產業的影響彙整如下圖1： 

 

圖1：美國對等關稅對生技醫療產業年度進口產品（2024年1月到2024年12月）之影響評估 

* B=十億美元；資料來源：PwC Global。 

  

 選前 美國對等關稅實施後預估影響 

產品類別 進口金額 進口關稅 
中國與 

香港 
墨西哥 加拿大 其他國家 

對等關稅

總計 

產業影響

總計 

應稅 $ 9B $ 0.5B $ 6B $ 0.0B $ 0.0B $ 1B $ 6B $ 7B 

免稅 $ 294B $ 0B $ 21B $ 2B $ 1B $ 26B $ 49B $ 49B 

總計 $ 303B $ 0.5B $ 26B $ 2B $ 1B $ 27B $ 55B $ 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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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PwC預期對等關稅實施後，輸美的生技製藥和醫療器材產業的平

均關稅率可能從0.2%增加到18%，衝擊進口商品的成本結構。當前平

均關稅率0.2%之下，即3,03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其關稅約5億美元，若

升高至18%即帶來560億美元的額外稅負。美國PwC統計2024年全美

總進口生技製藥和醫療器材產業金額中，有2,940億美元是免稅商品。

若未來這些免稅商品將統一負擔10%基本關稅，預計產生重大影響。 

 

上述560億美元潛在關稅中，70億美元來自應稅（dutiable）商品，

490億美元來自免稅（non-dutiable）商品。許多美國跨國公司長期依

賴以低關稅或零關稅來採購原料藥、醫療器材零組件與原材料，未來

新增關稅負擔可能會顯著擾亂其採購策略。這可能導致製造成本增加，

並使基本藥品和醫療產品的價格上升。作為應對，美國生技醫療公司

可能需要考慮供應鏈的重組、探索美國製造替代方案或承擔增加的成

本，這些措施皆可能影響企業最終盈利能力和市場競爭力。而對台灣

業者而言，不論輸美產品或在美國設廠製造，都可能產生額外成本的

提升，使業者需思考其他外銷市場或從其他低關稅國家採購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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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美前十大進口來源地影響 

    進一步分析輸美生技製藥和醫療器材產業的前十大進口來源地之外國政

府（jurisdictions），按關稅及其影響列於圖2： 

 

圖2：前十大進口來源地之外國政府受到的潛在關稅影響（生技醫療產業） 

資料來源：PwC Global。 

  

進口來源地 每年美國進口% 額外關稅% 預估關稅影響 

愛爾蘭 26.1% 10% $ 7.9B 

德國 7.3% 10% $ 2.2B 

瑞士 7.3% 10% $ 2.2B 

新加坡 6.7% 10% $ 2.0B 

中國 6.0% 額外20%外加125% $ 26.6B 

義大利 4.6% 10% $ 1.4B 

印度 4.4% 10% $ 1.3B 

比利時 4.2% 10% $ 1.4B 

墨西哥 4.0% 25% $ 1.6B 

日本 3.1% 10% $ 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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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製藥是一個可能因關稅變更而受到顯著影響的產業，因為該產業過去

受益於以零關稅或極低關稅進口商品，屬於免稅商品類別。過去重度依賴

來自低關稅貿易夥伴進口或無條件免稅進口商品的公司將可能面臨大幅的

關稅調升。跨國公司還需要在潛在的關稅套利機會（tariff arbitrage即從

高關稅地區移至較低關稅地區）與潛在的物流成本增加之間取得平衡。 

 

在愛爾蘭、德國和瑞士運營的跨國公司可能會因對等關稅而面臨重大影響。

作為主要藥品出口國的愛爾蘭，其對美國的大量藥品出口可能因成本增加

而中斷。德國則作為醫療器材的出口國，可能面臨價格壓力增大和供應鏈

不穩定。瑞士則擁有多家領先的製藥公司，因成本上升而在美國市場的競

爭力可能降低。此外，中國過去在供應原料藥和生物相似藥的成份與委託

代工中具有重要地位，因目前從中國進口的生技製藥和醫療器材產品適用

於20% IEEPA/芬太尼關稅，進一步增加了成本壓力和監管複雜性。這些

產品包括原料藥和生物相似藥的成份、藥物中間體、醫療器材零組件與原

材料。關稅可能會提高美國消費者和醫療提供者的成本，同時給全球供應

鏈帶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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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製藥和醫療器材次產業影響  

    下圖3展現生技製藥和醫療器材次產業潛在關稅的年度影響。過去大多數

關稅豁免之下的生技製藥和醫療器材次產業可能會面臨大幅的關稅增加：  

 

圖 3：受到潛在關稅影響最大的次產業別 

*以上計算為基於對未來行政命令將對這些產業施加關稅的預期，且僅為估計值，尚須依照後續各國貿易談判結果進一步調整；資料來

源：PwC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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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展望與因應策略 

   

    依賴全球採購的生技製藥和醫療器材公司，應持續關注新的及潛在

的關稅風險，以評估在價值鏈中的財務和運營影響，進而制定短期、中

期和長期的應對措施。這種分析需要跨部門的內部合作，以進一步整合

供應鏈、貿易、海關和稅務資訊。 

 

依據美國近期政策，預計對藥品和原料藥展開232條款調查，展現美國

正式脫離世界貿易組織藥品協議，並藉由將藥品供應鏈安全重新定義為

國防問題，推出新的關稅或貿易障礙，從而重塑全球生技製藥貿易體系，

並增加跨國公司的供應鏈複雜性。 

 

因此，生技製藥和醫療器材公司應檢視進口商品的海關估價，並探索可

能降低課稅價值的策略，例如利用首次銷售進行出口及及移轉訂價等。

此外，應評估是否正確申報美國進口商品的原產地，因為複雜的全球供

應鏈和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之間不同的原產地規則可能導致使用錯誤的

原產地，不正確的申報可能招致額外稅務成本。另外可善用美國針對部

分適應症提供免稅優惠之機會。 

 

公司應通過模擬潛在關稅率來評估其製造與採購的網絡策略，以便了解

對商品成本的影響，並為製造地點的可能調整提供資訊。尤其是醫療器

材公司，還應考慮是否有健全的計劃來管理供應商轉嫁的任何價格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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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PwC建議業者可採取的短中長期行動方案： 

領域 關鍵影響與挑戰 減緩影響之策略 

1. 1. 公司整體層面 • 減少美國的毛

利率 /營業利

潤 

• 每股盈餘下降 

• 未來成本不確

定性 

• 進行情境分析－整體評估個別進口商品的影響，依據不同

部門設計不同的數據模型 

• 政策倡議－要求新關稅政策允許豁免或潛在的退稅 

• 評估選項－考慮美國國內生產或在地採購，及可能的營運

模式 

• 制定策略－採取全面的方法，涵蓋供應鏈、貿易和海關以

及稅務事項 

• 價格競爭力－評估競爭對手定價，以判斷價格調整後是否

仍具競爭力，尤其是在競爭對手以較低成本採購材料時 

 

2. 2. 貿易與關務 • 增加的法遵要

求 

• 額外關稅補償

措施 

• 團 隊 資 源 有

限，但營運複

雜性提升 

• 延遲關稅支付－利用自由貿易區或保稅倉庫來增加現金流

和潛在的關稅延遲優惠 

• 關稅補償－利用關稅補償程序（例如沖退稅） 

• 重新估價－透過「首次銷售」出口或其他估價降低完稅價

格稅基 

• 重新檢視產品 HS code或包裝以降低關稅 

• 原產地轉化－利用加值活動的移轉以避免關稅 

3. 3. 供應鏈層面 • 增加進口成本

和整體到岸成

本 

• 美國與非美國

採購成本的失

衡 

• 對供應商和客

戶定價的壓力 

• 進行美國採購和製造依賴性分析－檢視供應和製造國、供

應商和產品的關鍵依賴性，以評估如何調整採購和製造計

劃 

• 修正供應鏈策略－通過端到端供應鏈模型評估關稅帶來的

財務風險。擬定供應商變更、製造基地調整、使用自由貿

易區、遞延策略以及產品重新設計等替代策略 

• 考慮供應鏈的靈活性和/或韌性選項－評估雙重來源供應鏈

模式的方案及成本，對於美國市場主要產品線製造之影

響，包含增加企業永續規劃作為風險管理策略的正面影響 

• 考慮報復性關稅帶來的影響－瞭解其他貿易夥伴可能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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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性關稅對企業營運模式的影響 

4. 4. 稅務層面 • 打亂原有移轉

訂價策略 

• 交易性和功能

皆需重新定性 

• 需通過增強稅

務營運模式來

確保現金 

 

• 重新評估移轉訂價政策－確定進口商品（及相關服務和無

形資產交易）關稅影響是否可能使公司內部利潤超出公平

範圍，需要主動檢查和調整以滿足相關法規 

• 分析交易性和功能性－包括產品價格的拆分、資產和風險

的重組，以調整出口至美國商品的進口價值 

• 重新檢視稅務營運模式－識別整體所得稅影響，如所得混

合、稅務屬性、激勵措施，進而通過增強稅務營運來確保

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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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點 

美國針對關稅政策祭出強硬手段，恐針對藥品實施新一波的徵收

調整，各界擔憂會增加買藥、看病的費用，甚至是藥品進不來，

出現缺藥潮。台灣衛福部針對未來藥品漲價的趨勢，強調穩定供

應鏈，以兩方面著手進行：1. 啟動藥品短缺機制、制定必要藥品

清單等，加強主動追蹤，確保用藥無虞。同時為降低對單一原料

藥的依賴，食藥署也持續鼓勵國內藥廠增加原料藥來源並強化原

料儲備，並透過專案輔導與加速審查機制，協助業者加快取得藥

品許可證。2. 鼓勵在地製造與替代使，配合近期推動的生物相似

藥鼓勵計畫，鼓勵我國醫療體系使用在地藥品，支持新藥在地製

造。而針對受到關稅、供應鏈生態改變影響的廠商，可針對相關

藥物提出藥價調整建議。政策因應上，主要協助國內業者在地化

作為主要方針，台灣業者可趁此機會進行組織政策調整、結構轉

型、降低特定國家依賴。然而，關稅規定瞬息萬變，台灣藥品與

醫療器材供應鏈高度全球化，原料與製造流程跨國分工，長期仰

賴零關稅或自由貿易協定等優惠。 

PwC建議輸美台商面對關稅議題，即時審視美國進口依賴度及供

應商合約價格條款，並基於數據調整供應鏈配置與價格制定策略，

規劃短中長期行動藍圖。 

面對關稅新常態，藥品與醫療器材企業若能及早量化影響、動態

調整供應鏈與財稅策略，即可在全球貿易秩序轉變中降低衝擊、

把握潛在的市場再分配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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