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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近年來聚酯系列紡織品的市場開發臻飽和，台灣具有相當優異的耐隆纖維

上游製程技術，與中國大陸生產的纖維產品在品質上存有相當大的差異性，使

得台灣耐隆纖維產品在中國大陸市場具相當的競爭優勢。 

近幾年中國大陸急起直追，在聚酯纖維拿下世界第一的頭銜後，下一步就

是鯨吞耐隆纖維。本研究即希望利用 MRI 情境分析法，從使用者需求著手，由

中游布廠調查下游終製品業者甚至品牌商對於材料端的需求，並反饋促動材料

端創新。 

目前台灣耐隆纖維的發展方向主要從抽絲及後整理加工等製程段著手，除

了可能面對抽絲品質不穩定造成紡紗上的困擾外，後整理加工也影響機能性作

用的持久性。改質耐隆纖維從原料合成設備的研發及機能改質技術著手，藉由

改質耐隆原料共聚合技術，從親水性、彈性及耐磨性等差異化方向開發改質耐

隆纖維。 

惟耐隆改質技術仍處於研發階段，雖然以高碳數耐隆為例，其原料來源並

無匱乏，不但符合環保方向，且可解決令人困擾的色牢度問題。但短期而言，

在生質聚合體難以取得的情形下，即便克服了技術障礙，離量產的目標還有一

大段距離。從中短期的角度來看，台灣耐隆纖維雖擁有品質優勢，但面臨中國

大陸的威脅，仍須創造更大的市場空間，才可望維持全球前三大出口國的地位。 

目前國內原料業者多透過布商或貿易商與品牌商接洽，缺乏與品牌商面對

面溝通的管道，建議可透過中間的整合者，如紡織所等法人研究單位扮演媒合

的角色，讓品牌商與原料供應商有機會直接面對面，除品牌商可藉此提出市場

需求外，原料供應商亦可提出目前產品的規格及技術限制，由雙方在技術許可

的範疇下，共同因應市場趨勢創造新的話題產品，達到互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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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章包含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架構及方法，台灣紡織產業以研發及

製造見長，然在市場需求的掌握上仍嫌不足。近年來在中國大陸紡織產業的威

脅下，耐隆纖維是台灣突顯競爭力的主要項目之一，本研究採用 MRI 技術預測

法，透過問卷調查了解耐隆纖維下游布廠的需求，期待從需求端協助耐隆纖維

業者掌握技術發展方向，提升產業競爭力。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過去業界開發新產品的模式多在既有的產品上，利用「降低成本」、「差異

化」等策略突破與創新。強而有力的化纖業是奠定台灣紡織產業供應鏈的重要

基礎，纖維產業發展的軌跡牽動著台灣紡織產業的發展方向，因此材料端的創

新將是驅動台灣紡織產業成長的最大動力。纖維依材質可分為聚酯與耐隆兩大

類，長期以來衣著用紡織品運用的人造纖維素材以聚酯為主，然因耐隆纖維手

感較佳、具優異的染色堅牢度，容易掌握染色的精確度，較聚酯纖維更適合作

為高級成衣布料，以表現高級成衣服飾專用的特殊色調。 

近年來聚酯系列紡織品的市場開發已臻飽和，台灣具有相當優異的耐隆纖

維上游製程技術，與中國大陸生產的纖維產品在品質上存有相當大的差異性，

使得台灣耐隆纖維產品在中國大陸市場具相當的競爭優勢。因此嫘縈棉、亞克

力棉、聚酯纖維及耐隆纖維等 4 大化學纖維中，台灣固然有 3 種面臨開發中國

家的高度競爭，耐隆纖維卻仍可在國際市場爭一席之地。 

近幾年中國大陸急起直追，在聚酯纖維拿下世界第一的頭銜後，下一步就

是鯨吞耐隆纖維。本研究即希望利用 MRI 情境分析法，從使用者需求著手，由

中游布廠調查下游終製品業者甚至品牌商對於材料端的需求，並反饋促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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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介紹 

本章包含產業定義及範疇、耐隆纖維特性等兩個部分，耐隆種類繁多，第

一節以表列方式概括介紹，並鎖定最大宗之耐隆 6 及 6.6 進行後續分析。從全

球對於耐隆纖維及聚酯纖維的需求來看，聚酯纖維雖因價格優勢，其需求量遠

大於耐隆纖維，然而耐隆纖維的特殊物性仍使其在人造纖維領域佔有一席之

地，本研究列點說明於第二節。 

第一節 產業定義及範疇 

一、耐隆之定義 

本研究所稱之「耐隆」係指屬名為「聚醯胺」之人造纖維，由杜邦公司之

Nylon®商標名音譯而來，亦有一稱為「尼龍」。本研究根據紡織所於 2004 年出

版之《英漢對照紡織工業詞彙》，以「耐隆」作為後文之通稱。 

二、耐隆之種類 

耐隆指的是纖維大分子主鏈由醯胺鍵連接起來的聚合體，其合成技術可分

為 兩 大 類 ， 一 由 二 元 胺 和 二 元 酸 縮 聚 而 得 ， 通 式 為 ： 

-〔HN(CH2)nNHCO(CH2)nCO〕n-。此類別之耐隆根據二元胺和二元酸的碳原

子數目可得到不同的命名，前一數字為二元胺的碳原子個數，後一數字為二元

酸的碳原子個數。如耐隆 6.6 由己二胺和己二酸縮聚而得，耐隆 6.10 則由己二

胺和癸二酸製得。 

另一類由氨 基酸縮聚，或由幾 內醯胺開環聚合而得，通式為： 

-〔NH(CH2)xCO〕n-。此類別之耐隆根據其單元結構所含碳原子數目，可得到



 

 

第三章 產業發展趨勢 

 

第三章 產業發展趨勢 

本章分析全球市場及台灣市場耐隆纖維產業發展趨勢，依序從耐隆產業鏈

（參見圖 3-1），包括耐隆原料、耐隆粒及樹脂、耐隆纖維等，分別探討其供需

分析及貿易分析等構面。 

 

 

 

 

 

 

 

 

 

 

 

 

資料來源：陳萬鐘（2005）、閩潔、巫佳宜（2007），本研究整理，2010.1 

圖 3-1 耐隆 6 及 6.6 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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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耐隆纖維需求分析 

本章第一節分別從衣著用紡織品、產業用紡織品及家飾用紡織品等三大領

域介紹耐隆纖維特性及主要應用，第二節則呈現出耐隆纖維需求調查結果，並

將依耐隆纖維獨有特性篩選需求項目，於第五章進行 Needs-Seeds 矩陣分析。 

第一節 耐隆纖維特性及主要應用 

短纖維在耐隆的應用比重相當低（在耐隆 6.6 的應用僅 1%、耐隆 6 的應

用僅 2%），除工程塑料外，仍以終端產品為衣著用及產業用紡織品的長纖維為

主要應用領域。在衣著用的部分，耐隆纖維因觸感極佳，常被用於褲襪、泳裝、

襯衣、內衣等貼身衣物。在產業用的部分，耐隆纖維廣泛運用於輪胎簾布、雨

傘布、漁網、帆布等，家飾用領域則以地毯為代表。 

依據 2009 年經濟部工業局委託紡織所執行的「2008 台灣紡織產業結構調

查研究」資料顯示，我國耐隆纖維的應用形式分為長纖維和短纖維 2 種，其中

耐隆長纖維的主要應用領域為衣著用途，以羽絨衣、機能性休閒服、泳裝等為

主，比例佔 64%；產業用途方面包括不織布、皮箱布料、輪胎簾布、漁網等，

比例為 33%；家飾用途則僅有 3%的比例。而短纖維的主要應用領域也是在衣

著用紡織品，佔 75%，應用產品以機能性休閒服為主；產業用途比例較低，佔

24%，藉由耐隆纖維的優異強力與耐磨特性，作為與其他纖維混紡之材料，例

如在不織布方面的應用；而家飾用途方面最少，僅有 1%。 

一、衣著用紡織品 

耐隆纖維具有柔韌性、彈力回復性和、耐磨性、耐鹼、抗酸等物性，其吸

濕性及輕量化是其他人造纖維無法比擬的。且其伸長恢復率相當優異，楊氏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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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耐隆纖維技術分析 

本章綜合耐隆纖維需求端調查結果及耐隆本身獨有的特性，歸納出 7 項主

要需求，並列出耐隆纖維的技術指標，經專家給予關聯度評分後，完成如第一

節的 Needs－Seeds 矩陣。第二節則針對矩陣中的需求項目，分別探討所對應

的技術現況及未來發展方向。 

第一節 Needs－Seeds 矩陣 

根據耐隆纖維需求調查結果，終端消費者採購的考量因素依序為舒適合

身、自然環保、外觀流行、保健及安全防護。從中歸納出中下游市場對於耐隆

纖維的需求包括：吸濕排汗、抗菌防臭、質輕、透氣快乾、環保可回收、抗紫

外線、回收再製、遠紅外線、溫度調節、防火、抗靜電、高強力、防皺、抗電

磁波…等。經由與紡織所、人纖公會及力鵬、集盛、台化、展頌、裕隆等業界

及專家討論結果，吸濕排汗、抗菌防臭等透過添加物或異形斷面等方式達成的

機能與聚酯纖維的差異並不大，容易因成本考量而被取代。故本研究從耐隆纖

維獨有特性重新歸納需求項目，同時列出對應的技術項目及衡量指標，得到如

表的 Needs－Seeds 矩陣。表 5-1 中之數字以 1～10 為標準，由專家依技術與

需求的關聯度高低予以評分，關聯度愈高，表中的數字也愈高，經加總平均方

式綜合專家意見，結果依技術項目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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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情境分析 

本章利用STEEP作為情境分析的不確定軸 1，在第一節中針對各主要構面

列出影響耐隆纖維發展的因子 2

第一節 情境分析構面 

進行情境分析。第二節則列出不確定軸的兩個

端點，從中構成 16 種情境，並選擇其中 3 種情境，呈現出其在各外部驅動力

影響下的發展預測。 

本研究依據美國世界未來學會（World Future Society）的 STEEP 分類基

礎，透過社會（Society）、科技（Technology）、經濟（Economics）、生態（Ecology）

與政治（Politics）（參見表 6-1），來作為耐隆纖維技術發展的分析構面。由於

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耐隆技術發展方向，因此以下 STEEP 構面分析將排除「T」

的部分，而將技術在各情境的發展方向列入本章第二節及第七章中。 

表 6-1 STEEP 內容 

STEEP 內容 

Society 如消費者價值、生活形態、社會結構、時尚文化衝擊等。 

Technology 如產品技術、製造技術、運輸技術、儲存技術、專利障礙等。 

Economic 如國際經濟、貿易障礙、資金、市場、投資報酬、產業競爭、能源等。 

Environment 如環保、工安、企業形象等。 

Policy 
如政局發展、政府支持程度、法規、管制體系、企業遊說、產業聯盟

運作等。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2009）

                                            
15 根據 SRI 情境分析法，不確定軸來自於確定性高及衝擊性高的影響因子。本研究主要採用 MRI

技術預測法，並以情境分析進行技術可行性分析，在此直接採用 STEEP 的構面作為不確定軸。 
16 此處以各構面中的影響因子作為外部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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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耐隆纖維需求偏好 

二、現階段符合耐隆纖維需求的主要技術 

三、耐隆產業發展趨勢 

第二節 建議 

一、情境5的技術發展方向 

二、情境11的技術發展方向 

三、情境12的技術發展方向 

四、綜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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