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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台灣紡織產業為出口導向，在面對台幣升值及新興國家的競爭壓力時，以發

展少量多樣化的生產模式，投入差異化新產品開發。同時，加強提升對下游消費

者的服務品質，由大量生產轉向製造業服務化的營運模式，積極朝向客製化產品

生產方式前進。2011 年雖然面臨歐美景氣復甦的不確定性，但相對新興國家的龐

大需求更見商機，中國大陸、印度、印尼、越南等國的消費力正快速崛起中，歐

美市場不再是台灣紡織業的主要客戶。其中，中國大陸的市場，因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ECFA）生效而倍受期待，但對台灣紡織產業的衝擊亦須持續關注，

並引導適當的資源投入協助業者因應。 

2011 年紡織產業年鑑延續 2010 年以圖表為主、文字為輔的形式，依衣著用、

家飾用及產業用之產業結構分類規劃章節。除一貫針對台灣紡織上中下游產業各

闢章節，闡述全球市場與產業發展趨勢外，更特別新增以下內容，兼顧專業性和

統計資料的參考價值： 

1. 於「全球主要國家紡織產業發展趨勢」一章中新增「其他亞洲國家化學纖維

產業現況及趨勢」一節，闡述韓國、印度、印尼、越南等國之化纖業發展； 

2. 於「百貨零售業消費市場發展趨勢」一章中新增「百貨零售市場中生活風格

的轉變趨勢」一節，從 Life Style 觀察消費型態； 

3. 新增「全球主要國家紡織技術藍圖」一章，介紹美國、日本、歐盟及加拿大

等先進國家的紡織技術開發動向； 

4. 新增「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機制」、「政府資源」、「因應貿易自由化加強產業輔

導大事紀」及「2011 年紡織相關培訓課程」等附錄，協助產業界掌握政府資

源。 

2011 年紡織產業年鑑的架構，係經專家學者多方修正而來；雖出版在即，

但仍感有不盡完善之處，有待各界先進不吝賜教。本年鑑承蒙學研界及業界專家

費心撰稿，以及紡織綜合所同仁的戮力參與，得以如期付梓，謹致由衷的謝忱。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所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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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作者介紹 

姓名：鄭凱方 

學歷：台灣大學 經濟所 博士 

現職：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研究員 

 

摘要 

紡織產業屬於民生工業，也是輕工業之一。紡織品不但是生活必需品，也是

其他行業多少需要應用的基礎材料或配件，更是歷史文化的表現物品之一。紡織

產業的範圍相當廣泛，完整紡織領域的對應產業可分為六大類：紡織原料業、紡

紗業、織布業、染整業、終製品製造業及相關機電、化工與儀具業。隨著科技文

明之進步，除衣著與室內裝潢用紡織品，多項產業用紡織品亦急速應用在各種不

同之工業、農業、建築、過濾、醫療、軍事國防、安全防護、紡織結構複合材料、

交通運輸、運動娛樂與其他等用途，顯然已經成為未來發展之重要指標。上、中、

下游合作鏈之建置、異業整合與製程縮短將促進紡織品更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在

本年鑑中自纖維、織布、染整、成衣、零售及全球紡織產業發展趨勢逐項垂直整

合報導，期望可帶給讀者有完整的垂直供應鏈整合，以利異業整合新產品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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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紡織產業的範疇 

紡織纖維依種類、特性不同，各有獨特的處理方式，需仰賴紡織原料業。如

棉花要軋去棉籽、蠶繭需揀選、羊毛需洗去砂土油脂，亞麻要經脫膠等，才能進

行下一個紡紗製程。 

接續紡織原料業的紡紗業是以纖維為主要原料來進行加工的一個行業，當紡

織纖維製成紗線之後，便可藉由梭織、針織步驟甚至不經過傳統的織製過程而形

成織物。其中從事梭織、針織或編結布製造的行業即為織布業，而不經由傳統織

製生產出布的即是不織布業。 

針織工業是紡織工業中單獨且獨特的部分，主要可分為針織布工業與針織成

品工業。一般而言，生產針織布的工廠不生產梭織布，且不同的針織布或成品需

要獨立的機器與技術才能生產，例如製造襪子的機器就不能拿來製造毛衣。若依

製程區分，針織布屬於織布業範疇，針織成品則歸屬終製品業的範圍。 

至於縱貫紡織製程的染整業包括了染色、印花和織物整理等工程，並分別由

其相關設備進行作業。染色與印花的主要目的都是賦予紡織品顏色，使紡織品更

具吸引力。織物整理則是大多數織物在使用前所做的額外處理，如使用特殊化學

藥品增添織物的防水性等等。 

由多樣的紡織品加工處理過程中，即可得知紡織工業的複雜度及其應用之技

術與人力資源的豐富性。實務上，紡織產業結構中也涵蓋紡織機械、產業資訊、

污染防制、分析鑑定、生產管理、紡織用化學品等相關產業，才形成完整的紡織

產業。 

 

二、紡織品的三大應用領域 

如果將紡織的終製品依其應用來加以區分，則可歸納成三大類，使用量最大

的一類是衣著用紡織品，第二類是用於家居生活的家飾用紡織品，再來就是產品

種類最多產業用紡織品。 

（一）衣著用紡織品 

第一類的衣著用紡織品，只要是不用於特殊衣著和家飾的紡織品，全歸為此

類別。1860 年，美國從戶口調查中取得標準尺寸，進一步將成衣尺碼標準化。從

此，實用便利、價格低廉、大量生產製造的成衣便成為穿著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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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在市面上購買的所有衣服，包含風衣、外套、夾克、襯衫、T 恤、

毛衣、針織衫、褲子、裙子、洋裝等，無論其材質是針織布或梭織布，都屬於這

個類別。 

（二）家飾用紡織品 

此類別指的是居家生活所用的紡織品，家飾用紡織品種類繁多，屬於室內裝

潢的產品包括窗簾、遮陽棚、地毯、壁布、各種裝飾布等，能適切表現出房屋主

人的生活品味。棉布、絨布類的沙發、椅子等產品是不可或缺的家具材料，睡衣、

被子、毯子、床單、枕頭、枕套、床墊或蚊帳則屬於寢具類別。此外洗臉洗澡用

的毛巾和浴袍、餐桌上的桌巾、廚房裡的抹布，也都是家飾用紡織品之一。 

（三）產業用紡織品 

產業用紡織品最簡單的範圍劃分方式，就是把一般衣著及家飾用紡織品以外

的紡織品都歸類於此，是產品種類最多的一類。 

國 際 上 最 早 出 現 的 產 業 用 紡 織 品 分 類 是 美 國 出 版 的 《 威 靈 頓 手 冊 》

（Wellington Sear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Textiles），書中將產業用紡織品定義

為：「主要用於工業製程的一部份或最後成品的一部份，並非一般衣著、家飾用紡

織品」。並將其分類為 12 大類：1. 農用紡織品；2. 建築結構用紡織品；3. 紡織

複合材料；4. 過濾用紡織品；5. 土工織物；6. 醫療紡織品；7. 軍事國防用紡織

品；8. 造紙機用織物；9. 安全防護用紡織品；10. 運動及娛樂用紡織品；11. 交

通運輸用紡織品；12. 其它產業用紡織品。 

另一個著名的分類是由英國 David Rigby Associates（DRA）於 Technical 

Textiles End-use Consumption Forecast 報告中所提出。這份報告來自於主辦德

國法蘭克福 Techtextile 展的德國 Messe Frankfurt 機構與 DRA 合作之市場調查，

是目前對產業用紡織品提出較完整之市場規模與消費量的報告之一。 

報告中將產業用紡織品分為農業用（Agrotech）、建築用（Buildtech）、衣著

用（Clothtech）、地工用（Geotech）、工業用（Indutech）、家飾用（Hometech）、

醫療用（Medtech）、交通用（Mobiltech）、環保用（Oekotech）、包裝用（Packtech）、

防護用（Protech）及運動用（Sporttech）等 12 個領域。雖沿用衣著用與家飾用

兩用語，但指的全是副料用紡織品。 

其他的分類則是在日本發行多年的《纖維便覽》。此書將產業用紡織品定義

為：「一般衣著用以外，不以流行設計為主之產業用纖維資材」。包括 7 項大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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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空、宇宙、交通、運輸用；2. 工業用、包裝用；3. 農業、水產產、海洋、

林業；4. 土木、建築用；5. 保護用（消防、防衛、防護、環境淨化、保全）；6. 運

動用；7. 醫療用。 

2001 年日本化學纖維學會在《化學纖維手冊》中將其衍生至 11 大類。大分

類上將紡織品區分為衣料用（所有衣著類紡織品）、家庭用（寢具、手工藝紗線等

等）、產業用（不含任何衣著類紡織品）以及其他家飾用（地毯、窗簾、椅套等）

三大類，惟不見國防相關紡織品，其涵概述蓋範圍包括：1. 環境、安全、防護；

2. 醫療、衛生、看護；3. 資訊、通訊、電機、電子、音響；4. 土木、建築；5. 資

源、能源；6. 農林、水產；7. 交通運輸；8. 製造設備、包裝；9. 運動休閒；10. 

國家資源開發（核能、航太、海洋、沙漠）；11. 其他。 

中國大陸則在其第十個五年計畫中則將產業用紡織品歸為 15 類，並列為發

展重點：1. 農業栽培用；2. 漁業和水產養殖用；3. 地工織物；4. 傳動、傳送、

通風等管、帶、輪胎的骨架；5. 篷蓋布、帆布；6. 工業用呢、氈、墊等；7. 產

業用線、帶、繩、纜革、氈、瓦等的基布；8. 過濾材料及篩網；9. 隔層材料及

絕緣材料；10. 包裝材料；11. 各類勞保、防護用材料；12. 文娛、體育用品的

基布；13. 醫療衛生及婦嬰保健材料；14. 國防工業用材；15. 其他。 

台灣近年來致力於產業用紡織品的發展，對相關研究資訊的需求也逐漸興

起，在規劃產品發展方面亦需清楚的定義與範圍以資參考與研究。有鑑於此，紡

織綜合所於 2002 年發表「台灣產業用紡織品的範疇芻議」一文，文中提到在考

量台灣產業特性、發展趨勢及分類邏輯性後，建議只要終端用途不為一般衣著及

一般家飾用紡織品皆可稱之為產業用紡織品，在分類上可分為 10 大類。包括：

1. 交通用紡織品（Transportation Textiles）；2. 工業用紡織品（ Industrial 

Textiles）；3. 特殊家飾用紡織品（Home or Furniture Textiles）；4. 醫療用紡織

品（Medical Textiles）；5. 建築用紡織品（Construction Textiles）；6. 農漁畜礦

用紡織品（Agricultural, Fishery, Poultry and Mineral Textiles）；7. 特殊衣著用紡

織品（Specialty Apparel Textiles）；8. 包裝用紡織品（Packing Textiles）；9. 地

工用紡織品（Geotextiles）；10. 運動用紡織品（Sports Textiles）。其中分類再經

《2006 年產業用紡織品年鑑》將特殊衣著用修正為衣著副料及配件用紡織品，特

殊家飾用紡織品修正為家飾副料用紡織品。 

綜觀前述有關產業用紡織品的定義與分類，可分析出 4 大特徵：1. 以終端用

途之分類方式為主流；2. 終端用途不為一般衣著及家飾用紡織品；3. 以紡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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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構（工程）設計和結構分析為研發及應用重點；4. 不特別強調外觀、色彩和

流行。 

 

三、紡織產業年鑑的傳承與改變 

紡織所在經濟部技術處 ITIS 計畫的支持下，十餘年前開始編撰紡織工業年

鑑，逐年有系統的延續記載國內整體紡織業的發展，深具意義。 

2004 年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開始規劃投入產業用紡織品的開發，不但保持

既有衣著及家飾用紡織品的產業優勢，更加強產業用紡織品的資源投入與研發創

新，再搭配檢測驗證與市場推廣機制，期能快速架構全面性的紡織品發展體系，

以進軍全球市場。 

紡織所配合政府產業政策，2006 年將《紡織工業年鑑》獨立成《衣著及家飾

用紡織品年鑑》和《產業用紡織品年鑑》兩本年鑑，秉持過去《紡織工業年鑑》

的編撰精髓，分冊專載個別領域之年度發展。 

為呈現台灣紡織產業整體全貌，2009 年再度將兩本年鑑合併為《紡織產業年

鑑》，內容以圖表為主、文字為輔，避免長篇大論的書寫型式，同時兼顧國內外各

次產業主要發展，以及新興技術開發趨勢。2011 年除一貫針對台灣紡織上下游各

產業之發展趨勢各闢章節，並闡述全球紡織品市場與產業發展趨勢；考量供給端

與需求端的發展趨勢，除原有需求端的市場及通路概觀，另新增成衣市場消費者

行為趨勢分析，提供更完整的供應鏈全貌；亦新增主要國家紡織技術藍圖章節，

介紹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之紡織技術趨勢。在完整記錄紡織產業年度歷程的使命

下，持續服務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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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紡織產業回顧與展望 

 

作者介紹 

姓名：劉育呈 

學歷：中央大學 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 

現職：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副研究員 

 

姓名：李信宏 

學歷：美國北卡州立大學 管理碩士 

現職：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副研究員 

 

 

摘要 

2010 年台灣紡織產業延續 2009 年年底的成長態勢，雖然歷經原物料高漲、

歐美需求不振，台灣紡織依然表現出色，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唯有強化國家競爭

力、提升台灣的能見度及擴張多元市場，才能在風風雨雨的全球化經濟地雷中安

然度過，台灣紡織產業除藉勢進行資源整合，亦朝著深化紡織技術、提升紡織品

附加價值等方向發展。在後金融海嘯之後，各國的經濟狀況仍餘波未斷，如歐洲

債信危機、中國資產泡沫及通膨壓力、美國的失業率仍居高不下等問題，景氣在

復甦的過程中並非如預期順利，尚有一段路要走。展望 2011 年，由於全球景氣

逐步回穩，預計紡織業產值將繼續回升，達 5,000 億元左右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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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紡織產業經濟重要指標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經濟週期認定委員會於 2008/12 認定 2007/12

美國開始步入衰退（結束自 73 個月來的擴張），並於 2010/09 認定 2009/06 美國

衰退結束（結束 18 個月來的衰退，是二次大戰以來的最長衰退期）。國際貨幣基

金（IMF）2011 年 4 月公布「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

世界經濟正在以高低兩速復甦中，新興亞洲和大部份拉丁美洲屬於快速復甦經濟

體；曾陷入金融海嘯中的的先進經濟體屬於低速復甦，包括美國、加拿大和歐洲，

復甦過程中的共同現象是經濟數據不佳、失業率居高不下。 

在全球景氣的復甦中，但似乎一直伴隨著許多危機與風險，如日本大地震引

起海嘯，造成當地產業工廠停工、供電危機，對全球供應鏈造成了一定的衝擊；

在快速復甦的國家，原物料高漲、國內通貨膨脹及熱錢流入等問題；在低速復甦

的國家中，似乎尚未完全走出金融海嘯的影響，仍有高失業率、通貨緊縮的疑慮。

大環境的系統風險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是全面性，對各個產業將造成一定程度的衝

擊，以下將針對總體的經濟指標作一回顧。 

 

一、經濟成長率 

行政院主計處發佈 2010 年全年台灣經濟成長為 10.88%，帄均每人 GDP 1

萬 8,588 美元，帄均每人 GNP 1 萬 9,155 美元，CPI 上漲 0.96%，較 2009 年 5

月預估（6.1%）提高 4 個多百分點，顯示出台灣經濟成長率成長比預期來得高許

多，台灣整體經濟景氣已由谷底彈升，呈現中高度成長。2011 年第 1 季經濟成長

率初步統計為 6.6%，預測 2011 年經濟成長率 5.06%，帄均每人 GDP 2 萬 933

美元，帄均每人 GNP 2 萬 1,548 美元，CPI 上漲 2.10%。 

2011 年民眾消費信心持續隨就業增加（第 1 季就業人數較上年同季增 23.6

萬人）及金融市場活絡（第 1 季底上市櫃股票市值較去年同季底增 2.7 兆元）而

增強，第 1 季零售業及餐飲業營業額分別增加 10.24%及 7.09%，自小客車新增

掛牌數大幅擴增 55.81%，國內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增 14.15%，育樂設備支

出亦大幅成長，雖出國人數減 5.45%及物價上漲抵銷部分消費動能，第 1 季民間

消費實質成長 5.01%，其中汽車購置支出貢獻達 1.06 個百分點（對第 1 季經濟

成長率 6.55%貢獻亦高達 0.61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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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造纖維業回顧與展望 

 

作者介紹 

姓名：沈西洪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  

經歷：華隆公司 業務經理兼發言人、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 理事、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理事 

現職：台灣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亞洲化纖產業聯盟 秘書長 

專長：紡織業人造纖維產業 

 

摘要 

2010 年以來，天然棉花由於產量以及供應不足，導致全球棉製品產業供應

鏈極端吃緊，刺激國際棉價不斷上揚，屢創新高。另外美國為刺激內需，實施量

化寬鬆政策，更加深導引大宗物資大幅上漲，促使棉花、PTA、EG、CPL、AN…

等化纖原料價格大幅狂飆。化纖產品雖因具有替代使用效果以及下游需求強勁，

創造了多年來未曾經歷的上升景氣，但原油、燃料，以及化纖原料的強勁漲升也

同時侵蝕了產業利潤，造成下游接單困難。 

全球氣候的巨幅改變與極端，喚起人類對大自然的覺醒與省思，哥本哈根全

球氣候高峰會議推升環保議題成為人們高度關注的焦點，倡導環保不僅是一種生

活方式，也是一種生活哲學。國際知名的 Nike、Adidas、Gap…等品牌商，在

下單時重視並要求素材的「碳足跡」，彰顯「環保、低碳、節能、永續發展」的

綠色化纖環保素材，正是化纖產業界目前以及未來對地球應盡的義務，也是產業

界應掌握的市場趨勢與商機。 

化纖產業成熟穩定發展，人均纖維消費量亦可望持續成長，在紡織衣著用途

以外，由於各國人民生活水準的日漸提高，也帶動了家飾、車用紡織品的需求，

同時為了調整產業結構，化纖產業更結合高科技，以及跨領域的發展，透過針對

極限、醫療、健康、軍用、防災、救災裝備…等產品的開發，拓展產業用途，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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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紡織品的開發與應用。 

第一節  2010 年台灣人造纖維產業回顧 

百年難見的金融大海嘯所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在 2009 年第一季觸底，目前

世界主要經濟體持續呈現和緩復甦態勢。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最新公佈的 2010 年

我國實質經濟成長率上修至 10.88%，創下近二十年來經濟成長率新高。究其成

長動力，2010 年前三季的出口增長表現優於預期，且將醞釀後續成長動能，可望

於建國百年再創貿易榮景。 

 

一、台灣紡織業產值變化 

台灣紡織業產值於 2008、2009 年連續兩年減少，隨著景氣的復甦，2010

年紡織產業有不同以往的表現，依據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月報公佈數據 2010 年

紡織工業生產值為 4,696 億元，其中人造纖維業產值為 1,404 億元，佔整體紡織

業產值比重為 30%；紡織業產值為 3,028 億元，佔整體紡織業產值比重為 64%；

成衣及服飾業產值為 265 億元，佔整體紡織業產值比重為 6%。2011 年在兩岸簽

署 ECFA 效益加持下，加上全球氣候異常導致棉花庫存吃緊，台灣人造纖維因具

備替代性，且在機能及環保兩大主軸不斷創新下，未來無論內需市場成長或全球

競爭力提升都將會破繭而出。 

表 2-1  台灣紡織工業生產值統計 
單位︰百萬元新台幣   

 人造纖維業 紡織業 成衣及服飾業 合計 

2006 150,995 294,290 40,897 486,182 

2007 153,485 307,554 37,223 498,262 

2008 121,592 280,251 31,927 433,770 

2009 102,866 238,062 24,749 365,677 

2010 140,360 302,758 26,486 469,604 

占整體比重% 30% 64% 6% 100% 

2010/2009 

增減% 
36.45 27.18 7.02 28.42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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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紡紗業回顧與展望 

 

作者介紹 

姓名：陳謙次 

學歷：政治大學 財稅系 

經歷：大將紡織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現職：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專長：紡織業現況與趨勢分析、紡織及紡紗相關業務、貿易實務 

 

摘要 

短纖維紡紗業一直是我國重要產業之一，其產業體系完整，具有相互支援之

產業群聚現象，過去為台灣締造不小佳績。近幾年來我國紡紗業在全球紡織業的

經營環境及產業外移影響，生產設備及實際運轉數持續縮減，2011 年度的統計

資料顯示，主要紡紗設備─環錠式紡紗的裝置錠數已經止跌反彈，增加 4 萬多

錠，但 OE 羅陀式紡紗設備、聚丙烯腈（亞克力）紡錠及花式撚紗紡錠仍持續減

少。運轉錠數方面，除 OE 羅陀式紡錠持續下滑外，其餘各類設備運轉數都呈現

增加。整體設備運轉率除環錠式因裝置錠數成長較運轉錠數高，造成運轉率降低

外，其他各類紡錠運轉率都呈現上揚現象。 

兩岸簽訂 ECFA 後，在早收清單中紡織相關項目就有 136 項貨品列入，雖

然有助於提升紡織業競爭力，同時國際紡織業者也看好台灣，進而想與台灣業者

合作進軍中國大陸市場，然而面對長久的發展，業者還是要自立自強、創新研發，

否則再大的市場也只會給最有實力者。 

東協加一的效應，將使廠商在出口市場上較有彈性，不過要有效擺脫土地與

工資成本的方式，一定要有創新研發並朝市場區隔化的方向發展，這也是擺脫中

國大陸維持競爭優勢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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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2010 年紡紗業回顧 

一、棉花進口統計 

棉花是棉紡產業重要原料之一，根據海關統計顯示 （ 參見表 3-1），

自 2000 年以來，我國棉花每年進口量都在 25 萬噸以上，期間也有數年進口量超

過 30 萬噸。但 2008 年的棉花進口數量開始下滑，比 2007 年大幅減少 4.1

萬噸，衰退比例高達 15%，是近年少見的大幅衰退。相較於 2008 年，2009

年因金融海嘯發威，進口量更達到歷史新低，跌破 20 萬公噸，2010 年棉花

數量增加達 20 萬公噸，可見全球景氣已趨於復甦穩定。 

表 3-1 2010 年台灣棉花進口統計 

年度 
數量 

（公噸） 

與前年數量 

同期比（%） 

金額 

（仟美元） 

與前年金額 

同期比（%） 

2001 274,969 -3.2 316,222 -5.3 

2002 360,573 31.1 342,395 8.3 

2003 260,788 -27.7 298,907 -12.7 

2004 259,218 -0.6 357,068 19.5 

2005 302,745 16.8 325,601 -8.8 

2006 302,700 0.0
[註 1]

 354,137 8.8 

2007 266,242 -12.0 332,469 -6.1 

2008 225,821 -15.2 339,250 2.0 

2009 196,635 -12.9 236,750 -30.2 

2010 217,598 10.7 265,400 12.1 

註：四捨五入前為-0.0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紡織所 ITIS 計畫整理，2011.7 

 

二、短纖紗產銷存統計 

根據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月報資料（參見表 3-2），國內天然棉紗年產量自

2003 年以來，皆低於 30 萬公噸，到 2009 年的棉紗年產量 22 萬公噸是近 10 年

來最低量。 

2007 年來產量驟降，2 年內減產了 5.3 萬公噸，是紡紗產業少見的衰退幅度。

2010 年天然棉紗銷售總額超越 2008 年銷售總額，且銷售量較 2009 年增加近 2

萬公噸，但年銷售值創下十年來新高，顯示平均銷售單價大幅提升。另外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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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毛紡織業回顧與展望 

 

作者介紹 

姓名：承毓秀 

學歷：大學 

經歷：信華毛紡公司 

現職：台灣區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專長：毛紡織業相關業務及實務 

 

 

摘要 

台灣毛紡織業於羊毛纖維生產設備及技術基礎下，融合台灣頗具競爭優勢的

化學纖維原料，積極開發「天然複合人造纖維」的創新產品，朝向精緻化、機能

化及差異化的產品定位發展，並加入台灣優質化學纖維所開發之各類機能性纖維

產品，於毛紗製造過程中加入棉紡系統之生產技術，於織造過程中加入長纖維予

以交織，並致力於後處理加工之精進改良，充分展現新複合、新功能、高感性、

及高值化之流行結合機能毛紡織品風貌，台灣區毛紡織公會更積極於國際紡織相

關展示會中推廣「台灣創新毛紡織品」之識別標章，以「優質帄價」的訴求迎合

國際市場需求，開啟國際市場對台灣毛紡織品「質精價實」的深刻印象。 

 

 

第一節  2010 年毛紡織產業回顧  

依據 Oerlikon Textile 所做的「2010 年纖維報告」指出，全球的羊毛產量有

50%是來自澳洲、中國大陸與紐西蘭，近兩年各國產量衰退的原因不一，如澳洲

東部遭遇乾旱及羊肉價格高漲、中國大陸為了獲取高價羊肉利潤減少飼養羊毛適

於紡紗的綿羊，紐西蘭農夫則因為轉型乳製品業而廉價出售羊隻。由於澳洲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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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羊毛用於成衣，故澳洲為全球成衣用羊毛的最大供應國，占全球成衣用羊毛產

量的 50%，而台灣自 1950 年代發展毛紡織業以來，最大的羊毛進口來源亦是以

澳大利亞為主，毛紡織業係扮演台灣紡織業發展的領頭羊角色。 

2010 年在全球經濟從金融海嘯復甦力道助長下，台灣毛紡織業終於擺脫

2009 年景氣低迷氛圍，從表 4-1 近四年台灣羊毛紡織品出口狀況一覽表分析，羊

條纖維、羊毛紗及梭織羊毛布等三類產品同時出現止跌回升的態勢，各類產品的

增減情形分別如下所述： 

毛條纖維出口數量自 2007 年來逐年下滑，2010 年雖然止跌回升，惟數量仍

然有限，從出口金額上看出較大變化，2007 年台灣毛條纖維出口金額達到 8,392

萬美元， 2008 年衰退至 6,204 萬美元，2009 年受金融海嘯衝擊，更掉到 4,103

萬美元歷史新低，衰退幅度達到 33%，2010 年受惠景氣復甦，成長到 5,368 萬

美元，成長幅度達到 30%，顯現金融海嘯對毛條纖維出口造成之衝擊頗巨，截至

目前為止，該類產品尚未回到金融海嘯發生前 2008 年出口水帄，但在出口單價

的回升速度卻明顯超越以往三年，主要係羊毛產量減少，羊毛纖維價格拉升影響

所致。 

在毛紗出口方面，出口金額則從 2007 年的 1,086 萬美元，衰退至 2008 年

的 760 萬美元，2009 年更掉到 327 萬美元，衰退幅度高達 56%，2010 年景氣雖

然回復，但毛紗的榮景不再，出口值只剩下 272 萬美元，年衰退率持續向下探底，

衰退幅度達 16%，單價則受纖維價格影響維持在每公斤 11 美元以上，回到金融

海嘯前的價位。 

在布料出口方面，毛梭織成品布出口金額從 2007 年的 485 萬美元，衰退至

2008 年的 410 萬美元，2009 年減少至 292 萬美元，2010 年則以 293 萬美元止

住持續衰退的情勢；在針織成品布方面， 2010 年出口數量一舉突破 22 公噸，

出口金額亦大幅成長至 22 萬美元，連續兩年成長幅度都達到 40%左右，顯示台

灣毛針織布料競爭力已呈現加大的力道，許多業者推出以毛為主，化纖為輔的布

種攻佔市場，且這種羊毛融合化纖的情形愈來愈普遍，對未來該布種的推廣具有

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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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針織業回顧與展望 

 

作者介紹 

姓名：陳明敏 

學歷：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系 

經歷：台灣紡織技術協會 秘書、工研院 工業經濟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現職：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專長：行政管理、產業服務活動規劃 

 

摘要 

台灣針織業致力提昇產品創新設計及產業升級轉型，運用產、政、學、研之

資源整合，已具有創新整合能力強、產業群聚明顯、快速反應客戶需求的發展優

勢，成為台灣頗具國際市場競爭力的產業，在上、中、下游垂直整合優勢彰顯下，

產品具備「差異化」及「少量多樣」的特色，更獲國際買主高度肯定。 

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針織業者在長期累積的生產經驗基礎下，力求結構轉型升

級，思考如何提供更多之解決方案創造價值，擁有創新與差異化產品，逐步將高

科技引入產品開發、生產與研發領域，創造更具競爭力的生產模式。 

為求有效開發出差異化的創新針織品，越來越多的針織廠商除積極垂直整

合、協同開發，與其上、下游業者攜手合作，形成有計畫的研發策略聯盟方式，

並藉由公會、政府與研究單位的資源拓展國際市場、研發及設計等的各項訊息資

源，因而創造針織布料於 2010 年達到 17 億美元以上的輝煌出口實績，佔紡織

品出口總值為 113.01 億美元的 15.3%，足見針織產業對出口創匯扮演之角色具

舉足輕重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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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2010 年針織業回顧 

一、出口情形 

台灣針織業歷經全球金融海嘯衝擊後，在產業群聚及整合創新效應帶動下，

憑藉上游豐富多元的機能性纖維原料，結合下游染整科技加工，加上長期與國外

通路、品牌商建立的合作夥伴關係，提供國際買主質精價實的優異產品，2010

年針織業終於擺脫風暴陰霾，從圖 5-1 及表 5-1 分析得知，針織布成為出口值成

長力道最強的單項產品，創下 17.3 億美元出口金額，佔布料總出口值之比重更從

2009 年的 25%成為至 2010 年的 26%，出口量更創下 17%的高成長率，在「差

異化」及「少量多樣」雙重效應發酵下，出口單價亦大幅成長 7%。 

0%

10%

20%

30%

成
長
率

布料出口項目同期比較

出口值% 18% 25% 22%

出口量% 5% 17% 12%

單　價% 13% 7% 10%

梭織布 針織布 特種布

 

圖 5-1  2010 年布料出口值、數量及單價與 2009 年同期比較 

由於近年來台灣機能性布料已成為世界最佳的供應來源，針織布料於運動休

閒服飾之應用與日俱增，使得針織布料應用於透氣防水薄膜貼合製成三明治特種

布之數量亦不斷攀升，該類布種亦有大量的針織布料涵蓋其中，因受市場復甦力

道強勁影響，2010 年創下 25.73 億美元的出口金額，佔布料總出口值之比重為

38%，出口量及單價亦出現兩位數的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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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織布及不織布業回顧與展望 

 

作者介紹 

姓名：葉乙昌 

學歷：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纖維及高分子工程研究所 碩士 

經歷：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幹事、組長、總幹事 

現職：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專長：紡織業現況與趨勢分析、發行出版紡織專業期刊與書籍、規劃辦理紡織產

業服務活動 

 

姓名：林仁豪 

學歷：逢甲大學 紡織工程學系 學士 

經歷：華隆股份有限公司 伸締課 課員、工研院 化學工業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現職：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業務組 副組長 

專長：紡織業現況與趨勢分析及相關業務、長纖紡絲與加工絲之研究開發、編輯

「織布會刊」、管理「織布公會全球資訊網」和「織布公會電子報」 

 

姓名：黃稚評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 紡織工程學系 

現職：台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摘要 

2010 年我國織布產業受到下述因素影響： 

（1）原物料大幅上漲，國際棉花期貨從元月約 70 美分/磅，漲至 12 月底約 160

美分/磅，創下 2010 年的歷史新紀錄，連帶的使替代原料如聚酯棉、聚酯加工絲

和耐隆加工絲同步上漲，使得織布業者在購買原料時無法預測未來是漲是跌且在



 2011 年紡織產業年鑑  

142 

轉嫁困難情況下，無法正常的接單。 

（2）ECFA 的簽訂帶動兩岸紡織產業優勢互補，兩岸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簽署

ECFA，於 9 月 12 日生效，201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早收清單，台灣早收清單共

539 項，紡織品計 136 項，其中布類產品有 85 項；中國大陸早收清單共 267 項，

紡織品計 21 項，其中布類產品有 14 項。台灣紡織業早收清單（133 項）占台

灣出口到中國大陸紡織品近 7 成，即台灣紡織品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紡織品有 7

成可享有免稅或減稅優惠，從兩岸紡織貿易結構不難看出兩岸產業結構上的互補

性，也可見 ECFA 通過貿易互惠在促進兩岸紡織產業加強整合資源、實現發展

共贏方面具有積極意義。 

（3）中國大陸投資環境的改變，2010 年中國大陸針對高耗能、高排放、產能

過剩的企業，為了節能減排而進行限電。旨在「十二〃五」時期，逐步淘汰不符

合產業政策和節能減排要求的落後產品、技術和設備，建立和完善淘汰落後產能

監督管理機制和政策體系。另外，中國大陸沿海地區面臨勞動工資調升壓力，各

省份的最低工資 2010 年出現 10%～30%之間不等的調幅。面對中國大陸從「世

界工廠」到「世界市場」的轉變，雖然在短期間內中國大陸製造的相對優勢不會

改變，但中國大陸勞動合同法、各省勞動最低薪資紛紛調高，製造優勢逐漸褪色

中，未來成為世界市場的情勢將慢慢顯現。台灣紡織產業應思考如何製造業服務

化，在思維上亦應作些改變，對於中國大陸的發展應側重「市場面」大於「製造

面」的策略思維，如從 ODM 到 OBM、從「產業鏈整合」到「產業間合作」、從

「產品多元化」到「產品多元化行銷」等策略思維。 

台灣織布產業由於面臨內在經營環境限制，及國際競爭的劇烈變化，已逐步

著重創新、研發、設計導向，朝向更高經濟效益之方向邁進；除了繼續提升產品

高附加價值與深度差異化，台灣織布業生產策略已逐步轉移至非價格競爭，且積

極進行異業結合，以產品之創新性、獨特性、精緻性、設計性等作為台灣織布業

未來之發展目標。 

回顧台灣不織布產業 2010 年的表現，自簽定 ECFA 後景氣持續看好，雖然

民生用品市場部份受到中國大陸低價產品傾銷，但業者已漸漸投入高單價產品，

並擴大應用領域與海外市場，整體產量較 2009 年成長 7.1%，其中以水針不織

布成長約 27%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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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2010 年織布及不織布產業回顧 

一、我國梭織布出口概況 

2010 年我國紡織品出口總值為 113.01 億美元佔全國出口總值（2,746.43 億

美元）4.1%。其中各種布類合計出口值達 67.22 億美元，佔紡織品出口值 60%，

與 2009 年同期比較成長 21%；出口量為 104.18 萬公噸，與 2009 年同期比較成

長 10%（如表 6-1）。 

表 6-1  我國近 5 年紡織品出口比較表 
單位：仟美元 

年度 纖維 紗 布 成衣及服飾品 雜項紡織品 合計 
創匯值 

（億美元） 

2006 年 
1,192,745 2,273,950 6,795,341 1,159,745 339,986 11,761,766 

90.58 
10.14% 19.33% 57.77% 9.86% 2.89% -0.42% 

2007 年 
1,183,602 2,263,448 6,759,940 1,056,493 35,9026 11,622,509 

89.43 
-1.00% -0.56% -0.57% -10.45% 5.20% -1.18% 

2008 年 
968,432 1,969,675 6,623,734 970,490 36,9641 10,901,971 

82.01 
-18.18% -12.98% -2.01% -8.14% 2.96% -6.20% 

2009 年 
952,097 1,793,064 5,535,958 724,395 339,579 9,345,094 

71.55 
-1.69% -8.97% -16.42% -25.36% -8.13% -14.28% 

2010 年 
1,170,223 2,245,976 6,721,626 783,352 380,064 11,301,241 

83.97 
22.91% 25.26% 21.42% 8.14% 11.92% 20.93% 

資料來源：紡拓會；製表：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一）以梭織布、針織布及特種布分 

2010 年布類出口依布種分為梭織、針織及特種布（如浸漬塗敷加工布、毛巾

布、不織布、其他織物……等）三種：仍以梭織布和特種布為主要出口項目，梭

織布出口值達 24.19 億美元，佔布類出口值之 36%，與 2009 年同期比較+18%。

特種布出口值為 25.73 億美元，佔布類出口值之 38%，與 2009 年同期比較+22%

（見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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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染整業回顧與展望 

 

作者介紹 

姓名：鄭琨琳 

學歷：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 纖維及高分子研究所博士 

經歷：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所長室兼企劃處 協理兼企劃處主任、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雲林分部 協理、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副所長 

現職：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副所長 

專長：專業方面以樹脂合成、塗佈貼合及技術指導為重點； 

管理方面以專案管理、財務管理及組織管理為重點 

 

摘要 

染整業是紡織業中較耗能源、水資源及化學藥品（含樹脂）的產業，能源及

水資源的變動將直接影響產業經營結構。再者，染整業亦是賦予產品差異化及附

加價值的重要產業，近年來國內染整業受到國際油價變動、新興國家興起等因

素，大幅影響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2010 年上半年染整業復甦，接單狀況良好，但價格較差。展望未來，為求

產業永續發展，產品發展面，建議以較具環保的染整及塗佈貼合技術為主軸，發

展跨領域用途之功能性布料（或不織布）及環保型超機能性運動休閒紡織品。技

術面，將持續投入節能減碳相關染整製程技術開發（即低碳足跡紡織品），或運

用各類型產業聯盟加強染整技術系統整合（結合製程、染料、設備、布廠、及通

路商等技術能量），開發快速回應市場需求的新紡織品。 



 2011 年紡織產業年鑑  

184 

第一節  2010 年染整業回顧 

2009 年染整業回顧中談及染整業為紡織業中較耗能源、水資源，以及化學

品的產業之一，然無染整業亦無法賦予紡織品審美性、機能性，甚或附加價值性；

因此，如何於變局中找出適合於染整產業發展的利基點，值得今後深思。在討論

未來產業發展之前，先來回顧 2010 年染整產業的概況。2010 年國內染整業接單

暢旺，是近幾年中難得的榮景現象，此結果亦可由成品布內外銷統計資料中顯示

出，表 7-1 為 2005～2010 年國內染整成品布銷統計資料。 

表 7-1  2005～2010 年國內染整成品布內外銷統計資料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新台幣／平方公尺、新台幣／公斤 

產 

品 

單 

位 
年度 生產值 生產量 內銷值 內銷量 外銷值  外銷量 銷售值 銷售量 存貨值 存貸量 

內銷 

平均 

單價 

外銷 

平均 

單價 

銷售平

均單價 

梭
織
布
印
染
整
理 

千
平
方
公
尺 

2005 12,645 1,688,975 11,493 1,608,680 970 67,159 12,463 1,675,839 173 22,092 7.14 14.45 7.44 

2006 11,987 1,595,217 10,556 1,497,215 1,408 90,992 11,965 1,588,207 198 21,574 7.05 15.48 7.53 

2007 12,284 1,601,016 10,785 1,512,205 1,558 96,028 12,343 1,608,233 125 12,849 7.13 16.22 7.68 

2008 11,378 1,408,294 9,994 1,329,552 1,302 74,727 11,296 1,404,279 177 15,622 7.52 17.43 8.04 

2009 9,606 1,152,036 8,545 1,110,777 1,048 42,320 9593 1,153,097 175 14,065 7.69 24.77 8.32 

2010 10,925 1,216,310 9,328 1,158,981 1,593 56,792 10,920 1,215,773 173 14,229 8.05 28.05 8.98 

針
織
布
印
染
整
理 

公
噸 

2005 8,229 221,621 8,116 218,082 109 2,812 8,224 220,894 23 753 37.22 38.66 37.23 

2006 7,796 193,492 7,730 191,480 73 1,688 7,803 193,168 23 835 40.37 43.33 40.39 

2007 7,457 196,858 7,312 193,093 92 1,830 7,403 194,923 39 1,474 37.87 50.1 37.98 

2008 7,697 190,817 7,256 183,247 41 189 7,296 183,436 122 1,988 39.59 215.81 39.78 

2009 7,182 174,390 7,061 171,670 45 348 7,142 172,018 95 2,502 41.13 130.27 41.31 

2010 8,353 184,821 8,161 181,452 88 653 8,249 182,105 80 2,131 44.98 134.45 45.3 

紗
絲
線
染
色 

公
噸 

2005 3,731 57,492 3,646 57,425 60 307 3,706 57,732 79 3,019 63.49 196.33 64.2 

2006 3,335 56,767 3,254 56,637 120 924 3,373 57,561 88 3,230 57.45 129.38 58.6 

2007 3,310 54,437 3,289 55,747 37 182 3,327 55,929 28 1,654 59.01 205.37 59.48 

2008 2,763 42,388 2,748 42,491 8 26 2,756 42,517 20 1,374 64.66 319.04 64.82 

2009 2,319 35,527 2,282 35,164 2 5 2,284 35,169 29 1,497 64.91 401 64.96 

2010 2,770 40,282 2,722 39,671 0 0 2,722 39,671 29 1,524 68.62 -- 68.62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紡織所 ITIS 計畫整理，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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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成衣業回顧與展望 

 

作者介紹 

姓名：駱春梅 

學歷：銘傳商專 國際貿易科  

經歷：銘傳商專 助教 6 年、講師 3 年 

      製衣公會 專員、組長、秘書、副總幹事 

現職：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 總幹事 

專長：紡織成衣相關業務及貿易實務、文書、寫作 

 

摘要 

近 20 年來，由於國內外經營環境丕變，勞力密集的成衣及服飾品工業面臨

極大的挑戰及經營困境。面臨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印尼、越南、柬埔寨等紡織

成衣及服飾工業之快速發展與中國大陸成衣及服飾工業之崛起、區域經濟之整

合，包含東協 1、東協 3、東協 6 等，以及全球各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 FTA）等等，已嚴重威脅到我國成衣及服飾業之生存與發展。 

2010 年是成衣及服飾產業在遭逢 2008 年之金融風暴後走出谷底的一年，

成衣的出口值亦已向上成長約 5%，這是可喜之現象。但面對新興國家之急起直

追，及 ECFA 簽訂後兩岸紡織及成衣服飾業未來之發展，仍有待我業界之努力。

因此，成衣及服飾業者未來的挑戰仍艱鉅，我們必須謹慎面對，以應付客人之需

求及 ECFA 時代的來臨。而國際市場消費者購買力雖至 2010 年已略有成長，但

全球消費者購買方式趨於保守，加諸於成衣及服飾產業在面對完全自由化、國際

化之貿易環境及金融風暴肆虐後，所面臨的更是全球化及價格下降的競爭。在貿

易完全自由化後，市場低價競爭亦是必然的趨勢與結果。由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

顯示，此結果已發生。因此，只有靈活整合分佈海外各生產據點之優勢，彈性因

應顧客需求始能於市場競爭中繼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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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2010 年成衣及服飾產業回顧 

本文所稱之成衣產業係指經裁剪、縫合成型之梭織、針織成衣及編織毛衣而

言，其為偏向成件製造式之型態，而成件製造式工業主要特性是勞力密集，所需

人工較多；另服飾品產業係指含襪類、手套、圍巾、緊身衣褲、領帶領結、束身

用品等產品。我國成衣及服飾品產業多為中小型企業，在整體紡織工業中係屬最

終端的產業，亦是紡織工業中加工層次及附加價值最高的產業，為我國紡織工業

上、中、下游發展中不可或缺之一環。台灣在經濟發展初期，成衣工業促進了社

會繁榮與經濟發展，並創造無數的就業機會，奠定台灣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

堅強的基石。 
 

一、我國成衣及服飾品貿易概況回顧 

2010 年 1 月至 12 月我國成衣（含梭織、針織、編織）出口總額為 4.63 億

美元，較 2009 年成衣出口值 4.57 億美元，微幅成長 1.44%；出口數量為 20,959

公噸，較 2009 年 20,863 公噸，微幅增加 0.5%；服飾品（含襪類、手套、圍巾、

緊身衣褲、領帶領結、束身用品）出口值為 3.20 億美元，較 2009 年出口值 2.68

億美元，增加 19.55%；出口量為 22,409 公噸，較 2009 年出口量 20,522 公噸，

增加 9.20%。成衣及服飾品 2010 年之出口值為 7 億 8,335 萬美元，佔我國紡織

及成衣服飾出口總值 113 億 124 萬美元之 6.9%，比 2009 年所佔比重 7.8%減少

0.9%；出口量佔紡織及成衣服飾出口總量 266.27 公噸之 1.6%，與 2009 年所佔

比重 1.6%相同（詳見表 8-1）。 

在成衣進口方面，2010 年 1 月至 12 月成衣進口值為 9.65 億美元，較 2009

年成衣進口值 8.33 億美元，增加 15.87%；進口量為 10.14 萬公噸，較 2009 年

進口量 9.99 萬公噸微增 1.41%；服飾品進口值為 1.40 億美元，較 2009 年進口

值 1.05 億美元，增加 33.35%；進口量為 9,270 公噸，較 2009 年 7,246 公噸，

增加 27.93%。而 2010 年成衣及服飾品進口值為 11.05 億美元，佔我國紡織及成

衣服飾進口總值 29.04 億美元之 38.1%，比 2009 年所佔比重 42.8%，減少 4.7%；

進口量為 11.06 萬公噸，佔我國紡織及成衣服飾進口總量 67.15 萬公噸的 16.5%，

較 2009 年所佔比重 18.5%，減少 2%（詳見表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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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紡織產業結構發展趨勢 

 

作者介紹 

姓名：陳進來 

學歷：台灣科技大學 高分子工程研究所 博士 

經歷：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產經資訊處 專案經理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市場拓展組行銷推廣科 科長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產業發展組 專員 

台灣富綢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企劃專員 

華隆紡織頭份加工廠紡絲課 值班主管 

中興紡織極興染紗廠 技術員 

現職：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產經資訊處 專門委員 

 

姓名：劉育呈 

學歷：國立中央大學 產業經濟研究所 

現職：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副研究員 

 

姓名：楊家禎 

學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 管理碩士  

現職：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副研究員 

 

 

摘要 

近年來台灣紡織產業整體之發展，在政府與業界、學界、研究機構等相關單

位整合推動下，調整一般用衣著紡織品朝向高附加價值方向發展，並積極發展家

飾用與產業用紡織品，已順利達成將產業結構由 2004 年的 63：12：25 轉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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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的 61：10：29，至 2008 年則達到 59：11：30 的結構比例，2010 年為

58：10：32，並持續努力朝向 2015 年的轉型目標 48：12：40 結構比例邁進。 

台灣機能性紡織品與產業用紡織品為政府政策引導的重要方向，台灣在高科

技紡織品擁有良好技術。由於近來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台灣紡織產業逐漸產生質

變效應，取代經濟發展階段時大量化生產，而朝向精緻小量的客製化生產，並以

機能性紡織品的為主要研發與生產製造。機能性紡織品的開發目的主要為達到更

舒適健康及安全的穿著環境，結合機能與流行提供國際買主對機能性紡織材質需

求及服務的最佳優勢。 

因人們生活水帄的提高，環保意識的抬頭，家飾用紡織品逐漸朝向設計新

穎、品味獨具、功能性強、容易清洗且符合低碳、綠色環保之方向發展，因而使

得家用紡織品在尺寸、材質及圖案設計與衣著用紡織品的差異性更加明顯，本文

僅從市場統計、產業動態、關切議題、原料、技術、設計、包裝、行銷及市場通

路等構面，說明家飾用紡織品發展現況與趨勢。 

 

 

第一節  衣著用紡織品發展趨勢 

隨著時代的演進，人類對於衣著的需求及樣式亦隨時代而更迭，在原始時代

衣物僅用來遮羞、保暖，逐漸演進為象微身份地位的表徵，接下來在流行時尚風

潮之下，服飾成為個性化、個人品味的表現，在科技進步的引領之下，機能性紡

織品的發展逐漸滿足人類的需求，人類潛在需求不斷地發掘出來，機能性紡織品

的發展將不斷延伸至生活各個層面。全球機能性紡織品約有七成是由台灣廠商所

供應，台灣機能性布料在全球各大展場總能吸引買者目光，台灣紡織產業在機能

性紡織品在出口市場是具全球競爭力的。 

 

一、衣著用紡織品朝機能性紡織品發展 

（一）綠色環保 

因應環境熱門議題，標榜綠色的素材、產品或製程，總會吸引參觀人及媒體

較多的關注，今年展覽的焦點為永續性、生態，因品牌商形象上的塑造，因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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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百貨零售業消費巿場發展趨勢 

 

作者介紹 

姓名：彭振宇 

學歷：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 

經歷：太帄洋 SOGO 百貨公司 董事長辦公室特別助理（協理）、中華民國百貨零

售企業協會 秘書長、財團法人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金會企劃推廣處處

長、威格斯不動產顧問公司 業務副總經理、香港好易通集團 香港電腦辭

典事業部 副總經理 

專長：市場行銷、企劃管理、產業投資諮詢、電子電機科技 

 

摘要 

本文首先引用經濟部統計處針對國內零售業營業額與綜合商品零售業的營

業額統計資料，觀察 2010 年的市場趨勢，並確認此一趨勢符合過去十年來的走

向趨勢。同時從 2010 年百貨零售市場的重大發展事件中，可以掌握到百貨零售

賣場結合到旅遊休閒領域，以及單一品牌的市場影響力已大到可以與整個百貨通

路賣場並駕齊驅的兩個里程碑。同時也從社會生活型態與風格的轉變，探討一些

可能影響紡織類商品在未來幾年所需要注意到的趨勢。展望 2011 年，甚至於延

續到 2012 年，除了單一品牌的市場影響力將持續發揮以外，台灣百貨零售市場

新光三越、SOGO、遠東三家百貨系統在市場佔有率的版圖也將明顯的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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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2010 年台灣百貨零售業消費巿場概況 

一、紡織類商品在零售通路的分佈趨勢 

（一）2010 年綜合商品零售通路占比持續增長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 2010 年零售業的統計資料（參見表 10-1）顯示，全年國

內零售業總體營業額為 34,970 億元，較 2009 年成長 6.57%。在過去十年中排名

第二，僅次於 2004 年的 8.39%，算是成長率表現相當不錯的一年。 

在零售業當中與紡織業密切相關的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總體營業額為

2,670 億元，較 2009 年成長 4.70%，表現略遜於零售業的總體成長率。至於跟

紡織品中等程度相關的家庭器具及用品零售業（含寢具、家飾及毛巾浴巾等紡織

類商品），總體營業額為 2,934 億元，較 2009 年成長 6.35%，成長率還是高於布

疋及服飾品零售業，與零售業的總體表現差不多相當。 

反觀綜合商品零售業全年總營業額為 9,169 億元，較 2009 年成長高達

7.12%，成長率表現還略高於零售業的總體帄均表現。因此綜合商品零售業在總

體零售業中的佔比，從 2009 年的 26.09%，再往上提升至 2010 年的 26.22%。 

至於布疋及紡織品零售業在總體零售業中的佔比，則從 2009 年的 7.87%，

再度小幅度下滑到 2010 年的 7.77%。由此顯示紡織品在零售業的通路分布趨勢

方面，仍然持續有往綜合商品零售通路集中的現象。 

表 10-1  台灣 2001～2010 年零售業營業額（部分） 
單位：百萬元 

年 零售業 綜合商品 
食品、飲料 

及菸草 

布疋及 

服飾品 

家庭器具 

及用品 

藥品及 

化粧品 

汽機車及其

零配件用品 

其他 

無店面 

2001 2,459,850 628,134 258,911 231,487 188,163 94,364 400,730 77,483 

2002 2,585,451 659,977 284,574 238,065 203,762 103,602 392,460 81,979 

2003 2,701,398 689,761 302,298 227,786 217,477 119,509 406,000 87,530 

2004 2,928,073 738,433 314,428 250,982 240,860 133,168 434,648 97,826 

2005 3,093,919 760,511 331,274 247,994 257,663 139,482 480,662 112,358 

2006 3,147,067 783,045 349,294 241,724 266,972 142,907 438,586 108,656 

2007 3,262,902 817,648 362,622 251,558 278,952 152,033 428,319 121,645 

2008 3,230,201 836,838 373,951 254,340 276,581 157,700 341,857 138,367 

2009 3,281,537 856,025 387,110 255,077 275,966 157,780 389,224 152,267 

2010 3,497,037 916,977 396,587 267,064 293,486 165,386 445,606 165,885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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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全球主要國家紡織產業 

發展趨勢 

 

作者介紹 

姓名：閩潔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 交通管理科學所 

現職：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副研究員 

 

姓名：陳宣輔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現職：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副研究員 

 

摘要 

2009 年全球成衣及紡織品貿易受到金融風暴影響，出現近 20 年的新低，

紡織品貿易的成長率為 -17%，成衣則為 -14%。主要成衣及紡織品出口國則大

致與往年相同，歐盟為紡織品最大出口國，其次為中國大陸、香港及美國；進口

國同樣以歐盟居首，次為美國及中國大陸，顯示中國大陸國內市場的需求已逐漸

展現實力。中國大陸連續第四年居全球最大成衣出口國的地位，次為歐盟及香港

等國；成衣進口部分，全球 49% 的成衣輸往歐盟，次為美國（22%）及日本（8%）。

繼 2009 年的嚴重衰退之後，2010 年主要國家的成衣及紡織品貿易均有不錯的

表現，歐美國家的消費信心逐漸回升，亞洲新興市場前景更備受看好，有助於拉

抬歐美成衣的出口及對於其中上游紡織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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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全球紡織產業貿易及人造纖維產量 

一、全球紡織品及成衣貿易 

2008 年全球紡織品及成衣貿易反應金融海嘯的影響，減少 14.8%，自 2008

年的 6,120 億美元降至 5,270 億美元。不但是自 2001 年以來首次出現負成長，

也創下 2005 年以來貿易額的新低。紡織品部分，貿易額下降最顯著的地區為歐

洲及北美，其中歐洲境內貿易額下降 23%，北美境內則下降 17%。亞洲出口至歐

洲及北美的金額分別下降 16%及 11%。成衣部分，貿易額降幅最大者為亞洲出口

至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國家（下降 18%），

次為中、南美洲出口至北美（下降 14%），亞洲出口至中東受到的影響相對較低，

僅微幅下降 1.6%（參見表 11-1）。 

表 11-1 2000～2009 年全球主要地區紡織品及成衣貿易 
單位：10 億美元（貿易額） 

 
貿易額 年均成長率 

2009 2000～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紡織品       

歐洲內 53.8 4.6 5.1 11.7 -2.6 -22.9 

亞洲內 51.3 3.1 8.9 3.7 6.1 -6.5 

亞洲至歐洲 18.7 11.0 10.9 16.0 5.5 -16.3 

亞洲至北美洲 15.7 11.9 9.3 0.4 1.7 -11.4 

亞洲至非洲 8.2 13.3 20.4 18.3 19.5 -7.2 

亞洲至中東 7.9 8.3 4.1 9.1 17.9 -8.7 

北美洲內 7.6 -0.5 -0.9 -5.0 -8.0 -17.4 

成衣       

歐洲內 95.0 9.6 6.1 15.0 5.2 -13.6 

亞洲至歐洲 55.2 11.1 39.6 1.2 16.7 -8.4 

亞洲至北美洲 52.0 6.4 12.2 8.0 -3.3 -8.5 

亞洲內 36.4 3.9 9.9 10.0 1.6 -8.5 

亞洲至獨立國協【註】
 9.0 33.6 -0.6 96.1 14.4 -44.3 

中南美洲至北美洲 8.3 1.8 -4.1 -6.8 -4.5 -17.7 

亞洲至中東 7.3 10.7 3.7 63.4 5.2 -1.6 

註：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包括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白俄羅斯、喬治亞、吉爾吉斯、摩達維亞、

哈薩克、俄羅斯、烏茲別克、烏克蘭、塔吉克、土庫曼等國 

資料來源：Textile Outlook International（2010），紡織所 ITIS 計畫整理，2011.6 

 

反映全球貿易額下降的趨勢，美國紡織及成衣貿易逆差上升 13%，達 771.5

億美元（參見表 11-2），是自 2003 年以來的最低點，歐盟 27 國的貿易逆差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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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全球主要國家紡織技術藍圖 

 

作者介紹 

姓名：陳宣輔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 

現職：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副研究員 

 

摘要 

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是全球紡織科技頂尖強國，特別是在跨領域整合

上，以及高性能之機能性紡織品，領先各國。本文將介紹美國、日本、歐洲、加

拿大之紡織技術發展藍圖，其中美國擅長將紡織產業與軍事科技結合，其技術發

展強調前瞻性，和其他國家前瞻與應用並行的技術藍圖有很大差異，美國所著重

的發展面向，短期內應用至民生產業機率不大；日本則是以環保、碳纖維作為發

展重點，並且強調與其他產業的跨領域應用，例如航太產業與汽車產業；歐洲強

調將資訊科技、光電技術與紡織產業結合，也著重文化創意產業與紡織產業的結

合；加拿大則鎖定應用端積極突破。 

而從美國、日本、歐洲、加拿大在紡織科技的前瞻佈局，也可見紡織產業未

來跨領域應用已是不可擋的趨勢。台灣未來在紡織產業的跨領域研究上，可以嘗

試與六大新興產業進行合作，包含健康照護、生物科技、觀光休閒、精緻農業、

文化創意、綠色能源，研發與各新興產業相關之紡織科技與產品，發展屬於台灣

紡織產業跨領域的特色。 

 

 

第一節  美國技術發展藍圖 

除優先發展國防相關科技思維模式，美國未來亦將增加基礎性科學研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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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引導支持企業與研究機構進行合作，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科技夥伴關係之下，

逐步調整美國以國防科技為主力技術藍圖策略，引導國防科技應用至民生產業。 
 

一、整體技術發展藍圖 

美國在紡織科技的發展上，與國防科技的整合仍是焦點，包含將資訊技術、

奈米技術、生物技術等科技應用至紡織產業，並使其能在軍事工業上進行應用，

本文則以美國未來軍服發展方向為例分析（參見圖 12-1）。 

 
資料來源：紡織所 ITIS 計畫整理，2011 年 6 月 

圖 12-1 美國技術發展藍圖 

 

二、技術發展方向 

自 2011 年 7 月起，美軍將推動下一波軍服革新，雖然確切的執行時間並未

底定，但是以美軍革新軍服的歷史經驗觀察之，美軍通常每隔 5～10 年左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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