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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依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顯示， 2014 年我國金屬製品產業產值達 7,566

億元新台幣，佔製造業 6.2%；廠商數約 1.69 萬家，佔製造業 21.3%，在製

造業中排名位居第 1 位；創造就業人數達 29 萬人，占製造業 11.4%，於製

造業中僅次於電子零組件業，為我國重要產業之一。  

金屬製品業是我國發展相當早的中堅產業，產業鏈分工完善，群聚性

強，在國際上具有相當的產業競爭力，多年來一直為世界主要螺絲螺帽、

手工具、水五金、高爾夫球頭之出口大國，每年為我國賺進了大量的外匯。 

然而近年來大陸紅色供應鏈崛起，使我國金屬製品業無論在產品設

計、技術開發、品牌經營上，均受到大陸廠商空前的挑戰，包括手工具、

螺絲螺帽、水五金等以外銷為主的創匯產業，國際市場排名及競爭力均受

到相當程度的影響。尤其在此區域經濟體盛行的年代，主要國家均積極推

動自由貿易協定 (FTA)，此時此刻，政府在爭取加入 TPP、RCEP 的談判上，

更應加快腳步，才不致使業者在區域競爭下被邊緣化。  

經濟部為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促進產業升級，協助廠商快速取得所

需產業情報，以因應各種情勢變化，於 1990 年開始執行一項以提供產業情

報為宗旨的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 (ITIS 計畫 )至今，本年鑑即為 ITIS

計畫諸多服務項目之一。  

1997 年起，金屬中心在經濟部的補助下開始編撰我國「金屬製品業年

鑑」，以我國主要金屬製品業 --手工具、螺絲螺帽、模具、表面處理為主要

探討與監測對象，每兩年出版一次，迄今已邁入第 18 年。配合政府推動傳

產維新計畫，除上述四大產業外，近兩次出版特新增水五金產業篇，冀能

作為政府及相關研發輔導推動之參考。本年鑑除詳實記錄產業發展軌跡

外，特別針對近兩年產業的重大議題，進行影響剖析，如水資源、反傾銷

貿易戰、聯合拓銷、加嚴環保法規等，冀能協助廠商及早因應，將影響程

度減至最低。  

一本年鑑的出版，需要結合許多人的智慧方能竟其功，感謝業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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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深入的情報交流、感謝金屬中心 ITIS 研究團隊、編輯群及行銷團隊的

心血投入。當然，研究品質與深度的追求是無窮盡的，也期望各位讀者先

進隨時給予我們指導與鞭策。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為使研究成果能更有效擴散，本 ITIS 計畫結合

其他相關計畫研究資源，於 2013 正式推出 MII 金屬情報網。MII 是國內唯

一金屬情報決策服務平台，主要由金屬中心產業研究組 (MII)負責規劃營

運。MII 金屬情報網著重在金屬產業鏈之研究，主要以鋼鐵與應用、非鐵金

屬與應用為二大研究領域，次領域則涵蓋鋼鐵、螺絲螺帽、光電設備、車

輛、鋁、銅、鈦及醫療產業等八項。透過對產業的長期觀察監控，累積產

業研究能量，建立一套完善且全面之產業資料庫，提供全球及台灣產銷動

態瞭望、全球產業趨勢、各國政策、市場現況展望、價格預測、產業技術

roadmap、國際標竿廠商分析、重大議題剖析等，以即時、多元、專業之產

業情報服務，協助各界快速取得所需資訊。網址為：http:/ /mii.mirdc.org.tw/，

有需要的讀者可上網參閱。  

 

主編  

謹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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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論  篇  

 重點摘要  1-I 

總論篇重點摘要 

現 
 

況 

市   場 廠   商 

 2014 年台灣金屬製品業產值達新台幣

7,566 億元，較前一年成長 4.37%，2010

∼2014 年的複合年成長率為 1.65%。因中

國大陸基礎建設及民間消費持續推動製

造業與服務業穩步擴張，雖然台灣投資及

出口回軟，內需疲弱，景氣復甦力道不

足，但因工業國經濟穩健復甦，新興市場

動能轉強，2015 年預估將持續成長。 

 金屬製品次產業之產值，以表面處理產業

居冠，2014 年產值佔 18.86%；其次為螺

絲螺帽業，產值佔 16.43%；第三為手工

具業，產值佔 9.28%；第四為模具業，產

值佔 7.56%；前四大次產業產值合計 3,944

億元，佔金屬製品業 52.12%。 

 金屬製品業僱用之從業員工高達 28.8 萬

人，廠商總數達 16,890 家，廠商深入民

間各個角落。另廠商數與從業員工數的排

名更分別高居我國各產業別第 1 位與第 2

位，實為我國重要基礎骨幹產業，且對國

民就業率與社會安定影響甚鉅。 

 我國金屬製品業大多集中於中彰投及北

基宜地區，金屬手工具業、金屬表面處理

業及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造業集中

在中彰投地區；金屬模具業則是以北基宜

地區為主，其次為中彰投地區；而螺絲螺

帽業則以高屏地區為主要基地。 

展 
 

望 

 國內金屬製品業 2014∼2015 年景氣與機會威脅之預測— 

1. 2014 年台灣金屬製品業產值達新台幣 7,566 億元，因中國大陸基礎建設及民間消費

持續推動製造業與服務業穩步擴張，雖然台灣投資及出口回軟，內需疲弱，景氣復

甦力道不足，但因工業國經濟穩健復甦，新興市場動能轉強，2015 年將持續成長，

預估整體產值達新台幣 7,720 億元。 

2. 在幾項主要產品中廠商預期 2015 年產值為：模具(新台幣 577 億元)、手工具(新台

幣 720 億元)、螺絲螺帽(新台幣 1,389 億元)、表面處理(新台幣 1,483 億元)。 

台灣金屬製品業面臨的主要挑戰 

 傳統金屬製品產業屬 3K1Y 產業，面對高級人才不願投入，有經驗勞工逐漸不足，加上新

興地區經濟起飛、人力資源充沛及削價競爭等因素下，台灣廠商持續外移而造成產業逐漸

空洞化。 

 台灣在高級品面臨日本等國的挑戰，在中國大陸外商與台商的資金、技術進駐下，一般低

附加價值的產品生產主導權已隱然逐步轉移到中國大陸，乃是目前國內業者面臨的困境。

建 
 

議 

 積極推動金屬製品業升級與轉型。 

 金屬製品朝高值化、差異化發展。 

 運用 ECFA 降稅優勢，針對中國大陸市場

發展配銷與零售通路。 

 開發高值產品，以區隔中國大陸低價品。

 鼓勵企業界、學界與研究單位，成立研發

聯盟。藉由政府資源及法人研發能量，協

助企業升級與轉型。 

 協助兩岸台商開發高階金屬製品，建構健

全之產業環境，強化出口競爭優勢。 

 協助輔導台商解決資金、內銷、人才、投

資糾紛問題。 

版權所有© 2015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0919erin
矩形



總  論  篇  

 第一章 產業總論  1-1 

第一章 產業總論 

第一節  產品定義與特性  

金屬製品業為各種消費性產品、建築工具和用材的上游，接續在金屬基本工

業(包括鋼鐵、鋁、銅、鎂等金屬基本工業)之後，主要製造電子與半導體、運輸工

具、家電產品、事務機器、鐘錶儀器及其他五金等相關產品之基本零組件。依產

品特性可區分為金屬手工具、金屬模具、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金屬容器、金屬

加工處理(金屬鍛造、粉末冶金、金屬熱處理、金屬表面處理)、螺絲、螺帽、鉚釘、

金屬彈簧、金屬線製品、其他金屬製品等。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金屬製品製造業(行業之 2 碼分

類為 25)的定義為舉凡從事從事金屬手工具、金屬模具、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金

屬容器、金屬加工處理及其他金屬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包括金屬手工具製造

業、金屬模具製造業、金屬結構製造業、金屬建築組件製造業、鍋爐與金屬貯槽

及壓力容器製造業、金屬鍛造業、粉末冶金業、金屬熱處理業、金屬表面處理業、

螺絲螺帽及鉚釘製造業、金屬彈簧製造業與其他金屬製品製造業等。金屬製品業

之範圍非常廣泛，其次產業分類與範疇如【表 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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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現況與趨勢 

第一節  產銷分析  

一、  金屬製品產銷分析  

【表 1-2-1】為 2010∼2014 年台灣金屬製品業之產銷分析總覽，由此表分析

可以發現，在金屬製品產值的部分，從 2010 年的新台幣 7,054 億元成長至 2014

年的新台幣 7,654 億元，但仍未恢復至 2008 年金融海嘯前的 7,938 億元，綜合 2010

年到 2014 年產值複合成長率為 1.65%，整體來說呈現微幅成長態勢。在金屬製品

進口值部分，從 2010 年的新台幣 802 億元成長到 2014 年的新台幣 894 億元，進

口值複合成長率為 2.20%，亦呈現正成長態勢。在金屬製品出口值部分，從 2010

年的新台幣 3,450 億元成長至 2014 年的新台幣 4,064 億元，已超過 2008 年金融海

嘯前的 3,641 億元，2010 年到 2014 年的進口值複合成長率為 3.33%，顯示我國金

屬製品產業出口復甦情勢良好。  

表 1-2-1  2010∼2014 年台灣金屬製品產業總覽  

單位：億元新台幣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CAGR 

產  值 7,054 7,888 7,481 7,330 7,654 1.65% 

進	口	值 802 899 851 805 894 2.20% 

出	口	值 3,450 3,790 3,767 3,738 4,064 3.33% 

貿易順逆差 2,648 2,891 2,916 2,933 3,170 3.66% 

國內需求 3,693 4,074 3,867 3,712 3,782 0.48% 

出口比例 49.48% 48.58% 50.88% 51.57% 53.71% 1.65% 

進口依存度 11.50% 11.52% 11.49% 11.10% 11.82% 0.55% 

國內自給率 88.50% 88.48% 88.51% 88.90% 88.18% -0.07%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 /金屬中心 MII-ITIS 計畫整理(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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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展望與建議 

第一節  未來展望  

2014 年台灣金屬製品業產值達新台幣 7,654 億元，較前一年成長 4.4%，2010

∼2014 年的複合年成長率為 1.65%。因中國大陸基礎建設及民間消費持續推動製

造業與服務業穩步擴張，雖然台灣投資及出口回軟，內需疲弱，景氣復甦力道不

足，但因工業國經濟穩健復甦，新興市場動能轉強，2015 年預估將持續成長。  

金屬製品次產業之產值，以表面處理產業居冠，2014 年產值佔 18.6%；其次

為螺絲螺帽業，產值佔 16.2%；第三為手工具業，產值佔 9.2%；第四為模具業，

產值佔 7.5%；水五金產業產值佔 4.7%。前五大次產業產值合計 4,305 億元，佔金

屬製品業 56.2%。  

面對全球化區域經濟整合的競爭下，台灣已進入必須產業轉型升級的階段。

持續面對貿易自由化的挑戰，並調整自身產業結構是未來不可擋的趨勢。台灣金

屬製品產業價值鏈(研發、製造、行銷)擅長之部份大都集中於「製造」此一段價值

單元，在經營成本不斷升高，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家產品不斷追上之情況下，業

者必須體認，早期單靠低價及追求規模經濟，大量生產之策略已逐漸失去其有效

性，業者之經營策略重點應加強瞭解市場，據以引導研發以求能以高差異化產品

滿足市場需求。同時，如何加速提昇企業本身之跨國運籌能力，以因應外在環境

之快速變化，亦為策略重點。  

針對我國金屬製品業前三大主力次產業與中國大陸、東協、東歐、中南美等

主要新興市場進行比較，無論是螺絲螺帽業、手工具業、模具業，我國仍具有一

定的技術及品質優勢，不過，在 ECFA 簽署後，兩岸自由貿易情況將愈趨於明顯，

產業相互競爭將日益增加。面對未來產業永續發展，唯有賴全面提昇國際市場競

爭力，建立差異化及利基型產品，才能區隔出國內市場核心競爭能量，避免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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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表面處理篇重點摘要 

現 
 

況 

市   場 廠   商 

 2014 年我國金屬表面處理業產值達新台

幣 1,427 億元，相較前一年微幅成長

1.3%，其中內銷值為新台幣 611 億元，較

前一年微幅衰退 1.3%，外銷值為新台幣

631 億元，較前一年增加 9.1%。 

 以產品形式進出口者為鍍塗面鋼品，2014

年進口值為新台幣 174 億元，主要進口國

是日本、中國大陸、南韓、美國及巴西；

2014 年出口值為新台幣 768 億元，主要

出口國是美國、中國大陸、泰國、馬來西

亞、墨西哥。 

 我國金屬表面處理相關廠商數約為 1,411

家，平均員工人數少於 20 人，廠商分佈

多集中在新北市、台中市、彰化縣。 

 表面處理業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是附屬

在產品製造業底下的內部廠；二是以接單

生產為主的代工廠 ( 或稱為專業加工

廠)，我國所謂的表面處理業主要指的即

是第二類。 

展 
 

望 

產品與技術 產業前瞻 

 我國表面處理產品應用產業以建築五金

及運輸工具零組件產業為主。 

 潛力產品：固體潤滑膜、高熱導膜、新一

代 ZnO 系透明導電膜、智慧變色膜、航

太扣件表面處理、自癒修復膜、可撓式(全

薄膜化)顯示器、燃氣輪機葉片熱障膜、

光催化環境淨化膜、生醫材料表面處理

等。 

 技術趨勢：雷射表面處理、冷噴塗技術、

微弧氧化技術、原子層磊晶技術、大氣電

漿表面處理技術、二氧化碳超臨界流體表

面處理技術、金屬材料表面奈米化技術、

自組裝單分子膜技術、表面改質與鍍膜製

程模擬技術、表面處理製程監測與控制技

術等。 

 隨著奈米等新技術加值、微型元件等新應

用的湧現、永續觀念的發酵與深化，以往

不為大家所特別看重的表面處理產業呈

現新樣貌。 

 2015 年我國表面處理產業發展趨勢，有

近六成的廠商抱持著頗為樂觀的想法，普

遍看好未來景氣。整體而言，預估 2015

年我國表面處理業產值將呈現上揚的走

勢，不過隨著產業轉型的腳步，後續發展

值得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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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產業概論 

第一節  產品定義與產業結構  

一、產品定義與特性  

表面處理技術是經表面預處理後，透過物理方法、化學方法、電化學方法、

高真空方法或生物高分子方法等，對表面施以塗覆、處理、改質，改變固體金屬

或非金屬表面的形態、化學成分、組織結構或應力狀態等，以獲得所需表面效能

之系統工程，其過程涵括了膜層設計、材料選用、表面處理製程、膜層品質控制

及監測、工程應用及失效分析。透過表面處理可增進材料或產品的美觀或使用效

能(如耐蝕、耐磨耗)，亦可使材料具有特殊表面性質如導電性、光學性質、焊接性

等，這些功能或外觀的改變正是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的不二法門。  

二、產業特質與關聯性  

表面處理產業除具備技術、資本密集且附加價值高之特質，更是提昇各類終

端應用產品附加價值的一項重要共通性技術產業，從小小的螺絲螺帽，到手機、

電腦等 3C 產品之零組件、汽機車零組件、甚至日常使用的金屬餐具鍋具，都需要

透過表面處理才能發揮耐腐蝕、耐磨耗、耐高溫、抗菌、觸感佳之特性。因此，

表面處理工業向來有「產品美容師」的美稱，可說是支持製造業蓬勃發展最重要

的基礎工業之一。  

表面處理業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是附屬在產品製造業底下的內部廠；二是

以接單生產為主的代工廠(或稱為專業加工廠)，我國所謂的表面處理業主要指的即

是第二類。  

根據台灣區表面處理公會的調查指出，台灣整體內外銷產品中約有五分之二

以上的商品，必需經過表面處理，而台灣高科技產品與精密零組件出口量日益攀

昇，無論在光電、半導體與資通訊等高科技及其週邊基礎元件上，更凸顯出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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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動態分析 

第一節  我國產業現況  

一、  產銷分析  

2014 年我國金屬表面處理業產值達新台幣 1,427 億元，如【表 2-2-1】所示，

相較前一年微幅成長 1.3%，其中內銷值為新台幣 611 億元，較前一年微幅衰退

1.3%，外銷值為新台幣 631 億元，較前一年增加 9.1%。國內金屬表面處理業分為

熱軋熱浸鍍鋅鋼捲片、冷軋熱浸鍍鋅鋼捲片、彩色鋼捲片、其他鍍塗面鋼捲片及

其他金屬及金屬製品表面處理等五大部份。其中，熱軋熱浸鍍鋅鋼捲片產值為新

台幣 92 億元，相較前一年減少 22.6%；冷軋熱浸鍍鋅鋼捲片產值為新台幣 593 億

元，相較前一年增加 6.4%；彩色鋼捲片的產值為新台幣 268 億元，相較前一年增

加 0.7%；其他鍍塗面鋼捲片產值為新台幣 187 億元，相較前一年增加 13.2%；至

於其他金屬及金屬製品表面處理的產值為新台幣 287 億元，相較前一年減少 4.7%。 

二、  進出口分析  

金屬製品表面處理業多為供應內需之代工市場，而以產品形式進出口者為鍍

塗面鋼品，2014 年該項產品進口值為新台幣 174 億元，前五大進口國中排名第一

是日本，其次為中國大陸，我國鍍塗面鋼品進口高度集中在前兩大，合計比重超

出總進口金額的八成，餘三大進口國為南韓、美國及巴西；2014 年出口值為新台

幣 768 億元，相對進口來說，出口市場較為分散，僅約有 46%的比重集中在前兩

大的中國大陸及美國市場，為分散風險及增加銷售量，國內廠商近年來已逐步開

闢其他市場，如歐洲、中東等地，以避免過度集中單一市場，使得 2013 年排名第

一的中國大陸出口比重呈現下滑現象，降至 2014 年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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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業趨勢前瞻 

第一節  產品開發與動向解析  

一、產品生命週期析  

表面處理產品生命週期可分為導入、成長、成熟與衰退四期。由於各國表面

處理技術層次及市場規模不同，同一類工法在不同國家，可能位於生命週期的不

同位置，例如技術層次較高的處理技術如三價鉻或無鉻處理之汽車零件，在美日

歐為成長期的產品，但在國內卻是屬於導入期。  

若以我國表面處理技術及市場展望為衡量點來探討國內各類表面處理產品生

命週期的位置，則技術層次高的產品如低介電常數基板、高熱導率基板、用途更

廣的新一代 ZnO 系透明導電膜、新一代鐵電記憶體、高耐熱高絕緣高導熱封裝薄

膜、更高記錄密度的薄膜磁頭(其磁頭起飛高度由 25nm 進一步降到 15nm，需採用

新的磁記錄功能膜及磁記錄、耐磨損兩種功能一體化的磁記錄功能膜材料)、航太

扣件表面處理、渦輪軸發動機壓氣機鈦合金葉輪抗沙塵沖蝕塗層、高效率低成本

薄膜太陽能電池、可撓式(全薄膜化)顯示器、燃氣輪機葉片熱障塗層、光催化環境

淨化膜、生醫材料表面處理等，位於導入期；國內技術較為成熟而市場成長率高

的產品包括有汽車用扣件表面處理、塑料薄膜或紙張基片上鍍鋁製成的薄膜電容

器、高效太陽能薄膜集熱器、TiN 系(包括 Ti(C, N)及 TiC 等高硬膜、(Ti, Al)N 等

抗高溫氧化膜、CrN 耐磨耐蝕膜、ZrN 高溫高強度膜及其多層複合塗層)等，位於

成長期；技術及市場均已成熟的產品，如新型複合包裝材料、傳統鍍膜帷幕牆玻

璃、耐磨鍍層刀模量具、ITO 透明導電膜等；至於國內外移相當嚴重的產業如玩

具、民生用品及建築五金等，由於需求大幅減少，已位於衰退期，如【圖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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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要議題剖析 

第一節 供水告急長期加劇趨勢下，表面處理業應建立的突圍之道  

台灣產業發展服務基金會副總經理  陳見財  

金屬中心 MII 產業分析師  陳仲宜  

一、  供水短缺威脅席捲全球  

2015 年初，國內亦面臨 68 年來最嚴重的乾旱，全台面臨缺水危機。104 年 4

月 8 日開始，台灣進入第三階段限水，新北(板新、林口)、桃園、苗栗等地區，實

施供水 5 天停水 2 天措施，所幸 5 月梅雨季及時解除此次的供水危機。  

水焦慮正在全球蔓延，包含中國大陸、巴西、美國及印度等國家近年旱災頻

傳，目前中國大陸 600 多個城市裡，2/3 面臨供水短缺，已有 3 億人受害。太平洋

的另一端，巴西聖保羅區的水庫水位已下降到水庫容量的 10%。連續第四年出現

乾旱的美國加州，甚至有居民開始出現缺水焦慮症的病情。聯合國 2015 年 3 月

20 日發表的「世界水資源評估計畫」(WWAP)報告指出，由於人口急速成長、氣

候變遷及城市化等影響，以目前的用水比率推算，估計到 2030 年，全球供水量將

減少 40%，影響 29 億人。聯合國認為，包含工業污染、過度濫用及超抽地下水等

人為因素，是全球水情告急的幫兇，並預測 10 年後，全球高達 2/3 地區，將面臨

缺水。  

水資源浩劫下，國際專家警告，缺水已經成為國安威脅，部分地區恐出現搶

水大戰。2015 年 1 月的世界經濟論壇發表「全球風險報告」，即把「水危機」列

為 10 年內影響全球穩定最迫切的危機之一。  

由於水資源之穩定供應對表面處理製程品質相當重要，因此，本文擬針對水

資緊張情勢蔓延下表面處理業的應變措施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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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表 2-5-1】係從市場趨勢、產品生命週期、產業內在優勢及外在環境衝擊等

四方面將我國表面處理產業發展現況作一綜合整理。  

表 2-5-1  我國表面處理產業發展現況  

市場  

趨勢  

產值(億元新台幣) 內銷(億元新台幣) 外銷(億元新台幣) 

900 

1,100 

1,300 

1,500 

1,700 

1,9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350 

450 

550 

650 

750 

85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0 

360 

520 

680 

840 

1,0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產品  

生命  

週期  

導入期：奈米鍍膜、  微型產品(如微齒輪、微連接器)表面功能膜層、可

撓式(全薄膜化)顯示器、生醫材料表面處理。  

成長期：汽車扣件、TiN 系防護膜(增硬、耐磨、耐蝕、抗高溫氧化等)、

輕金屬表面處理、三價鉻 /無鉻鍍膜。  

成熟期：耐磨鍍層刀模量具、  塑膠薄膜電容器、  傳統鍍膜帷幕牆玻璃。 

衰退期：民生用品鍍膜、  建築五金鍍膜等。  

產業  

內在  

優勢  

我國表面處理業者專業化程度極高，具有優異的供應體系。  

產品系統廠積極發展 ODM，台灣具備地利、製造及設計優勢。  

政府積極輔導表面處理專區之設置，有助於強化群聚之競爭優勢。  

部份大型專業代工廠已陸續建構不同種類的表面處理技術能量。  

我國表面處理技術水準精良，在亞洲地區僅次日本。  

外在  

環境  

衝擊  

受到全球性金融海嘯影響，造成業務量大幅萎縮。  

下遊產業外移，代工廠外移壓力增加。  

經驗豐富及高階人力短缺，技術傳承及導入能力薄弱。  

國際認證比例仍低，不利於進入全球供應鏈。  

較大型機械廠或零件廠設置產線自行處理，以致專業處理廠的客源減

少。  

資料來源：金屬中心 MII-ITIS 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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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絲螺帽篇重點摘要 

現 
 

況 

市   場 廠   商 

 隨著全球景氣回穩，2014 年我國扣件產
值為新台幣 1,388 億元，較 2013 年成長
12%。出口值 1,291 億元，出口比例為
93%，出口國仍以美國為主，佔總出口值
37%。 

 扣件廠商主要以中小企業為主，廠家數共
計有 1,275 家，從業人員 25,900 人。工廠
分佈地區，以南部的高雄市比例最高，達
34%。 

展 
 

望 

產品與技術 產業前瞻 

 螺絲技術朝高強度化、小型及輕量化、防
鬆技術等所需之製程技術發展。 

 模具則朝模具高精度自動化加工技術、成
形分析設計與成形模具應力分析； 

 成形加工技術則為大型螺絲螺帽成形設
備快速換模系統技術建構；表面處理朝高
防蝕表面處理及無鉻製程技術開發； 

 檢測則以多功能自動化全檢設備為主。

 朝製造業服務化趨勢發展，包括建立「代
客庫存服務模式」；或提供「扣件檢測設
計服務」，建立「全球高值化扣件檢測服
務」資訊平台等提昇產品附加價值之新營
運模式。 

 產品設計越來越精密加上對於設計 /工程
技術支援以及其他附加價值服務的需求
也越來越高，小型廠商越來越難與具有先
進技術及更多財務資源的大型公司競爭 。

 北美及歐洲自東南亞進口比率大增，造成
市場全球化、全球分工、全球合作的趨
勢。 

我
國
螺
絲
螺
帽
業
競
爭
分
析 

優   勢 劣   勢 

 大量生產與規劃管理的製造優勢。 

 積極取得產業相關認證。 

 成型機等設備不斷研發創新，自動化生產
及模具加工等設備精良。 

 原料品質穩定優良，供貨穩定。 

 貿易商及製造商彈性靈活經營，周邊產業
健全。 

 強調整合、創新、速度與彈性，並積極轉
型。 

 經驗豐富之人力不足及無法吸引人才。 

 小型企業為主，不利於研發與國際行銷。

 熱處理、表面處理、檢測技術及研發能力
較薄弱。 

 高附加價值產品研發不足，產品設計專利
仍在國外廠商手中。 

 擅長標準件生產(量產)，反不易轉進高附
加價值(精產)少量多樣工業扣件市場。 

 過度依賴美國市場，新市場開拓不易。 

 供應鍊切入不易。 

機   會 威   脅 

 歐盟課徵中國大陸產品反傾銷稅，有利開
拓歐盟市場。 

 兩岸簽署 ECFA，有助開拓中國大陸市場
與突破經貿障礙 

 歐、美釋出代工訂單，有利擴展業務。

 歐債持續發酵，新興經濟體成長趨緩，經
濟回升緩慢。 

 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盛行，我因國際地位特
殊難以參與。 

 傾銷控訴案件影響外銷。 

 產品專利為國外大廠掌握。 

版權所有© 2015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螺絲螺帽篇  

 第一章 產業總論  3-1 

第一章 產業總論 

第一節  產品定義與產業結構  

一、  產品定義與範疇  

螺絲螺帽類產品統稱為扣件或緊固件 (Fastener)，係以線材 (盤元 )為材料製

成。扣件可將各種零件結合成一個單元或系統，使組件容易組裝或拆裝，而組件

透過螺絲、螺帽之鎖固功能，組成一完整之物件，發揮整件功效，並在裝配、維

修、替換或重新組合時具有方便性。扣件雖非高科技產品，但從一般基礎工業至

高科技產業中，皆可見到扣件的身影，且其使用量通常可被視為國家工業發展程

度的指標。  

依經濟部工業產品分類，螺絲螺帽分為螺絲螺帽、墊圈、金屬釘、鉚釘及其

他螺絲類產品五個項目。螺絲(Screw)係指圓徑較小之螺紋製品，如：螺絲、木螺

絲、自攻螺絲等；螺栓(Bolt)係指圓徑較大的螺紋製品，如：六角螺栓、四角螺栓、

基礎螺栓、T 型螺栓等；螺帽(Nut)則多為陰螺紋，主要為配合螺絲(栓)，作為固

定或鎖緊螺絲，螺帽的強度需配合與其共同使用的螺絲(栓)，一般高拉力螺絲(栓)

配合硬質的螺帽使用。其他產品定義請參照【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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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動態分析 

第一節  我國產業現況  

一、  我國產銷分析  

全球預估 2016 年工業扣件銷售量將達 829 億美元，螺帽(Bolts)與螺絲(Screws)

分佔第一大及第二大工業扣件市場。螺絲以基礎工業建設為主，螺帽則以航太特

殊扣件產品及房屋建設修繕維護等為主要需求；目前螺帽成長比例最高在於新車

零組件市場，未來則看好電子產業所使用之塑膠扣件。預測未來五年西歐、美國、

日本、加拿大等在全球仍居工業扣件領導地位，但以耐久財扣件消費量來看，俄

羅斯、印度、泰國以及台灣將是最不可小覷的四大後起之秀。  

受全球經濟復甦影響，尤其是我國主要外銷國如美國製造業與車市景氣走

揚，歐盟區域內德國、西班牙經濟好轉，且對俄羅斯、東歐等工業開發新興國家

市場開拓有成，2014 年年底我國扣件產銷保持成長趨勢，產量達 152 萬公噸，銷

售量 157 萬公噸，為金融海嘯後最佳表現，2009 年至 2014 年銷售量年複合成長

率為 11%，其中內銷佔 25%，外銷佔 75%。【表 3-2-1】為我國扣件產業 2009 年至

2014 年產量及銷售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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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業趨勢展望 

第一節 新產品發展動向解析  

一、產品生命週期解析  

扣件產品由於用途不同，造成品質、材質、規格、尺寸、價格等不同，形成

市場區隔。我國生產之扣件以工業用及汽車用為主，庫存生產少，訂單方式生產

居多。對於汽車以及航太業應用之扣件，除符合 ISO/TS 16949 以及 NADCAP 等

國際級認證外，客戶端亦有具特殊規格與品質的驗證，國際大廠通路經營不易，

市場雖大但切入門檻較高，目前國內已有數家廠商取得國外客戶端的產品驗證，

取得認證後便有機會進入該公司的供應鏈，如波音公司已來台挑選合格供應商，

穎明及三星在金屬中心航太及工合小組的輔導下入選供應商，訂單有機會在未來

三年增量；甫增加屏東工業區廠房投資的世德，其歐美銷貨除供給通用及克萊斯

勒車廠外，亦打入 Tesla 電動車供應鏈。另外，國內為 3C 產業生產重鎮，對於電

子用微小扣件亦有需求，中鋼研發之 A286 特殊鈦合金扣件即進入美國蘋果 iPhone

供應鏈。  

從生命週期觀點來看國內扣件產業，處導入期的為航太及能源相關；汽車及

建築、橋樑用高強力扣件，業界投入生產已具備成熟技術，其中，高強力扣件產

品的生產日後將較受重視，受到東歐市場拓銷有成，出貨量亦佔有較高比重。至

於低碳鋼的標準扣件產品，由於受到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的廠商及台商量產競爭，

國內已處於衰退期，如【圖 3-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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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要議題剖析 

第一節  環境面議題分析  

一、  近年關稅貿易戰對我國扣件業之衝擊  

(一) 中國大陸取消含硼鋼材出口退稅優惠  

1.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2014 年底最後一天，中國大陸公布取消含硼鋼材出口退稅優惠，由於 2014

年前 11 月含硼棒線出口量占所有含硼鋼材出口量 8 成，且台灣自中國大陸進口合

金鋼棒線更高達所有棒線的 9 成，因此此次取消含硼鋼材出口退稅優惠，實則對

螺絲生產所需之棒線影響最大，以含硼線材為例，原可享受 9%退稅，折合市價原

本可退稅約 230 元人民幣 /噸，此政策一旦實施後，反而要徵收 25%出口關稅。  

此消息先前早有耳語流傳，故兩岸業者大多心裡有數。此次取消優惠之含硼

鋼材在中國大陸海關統計數據中一共有四個稅則品項：  

(1)寬大於等於 600mm 熱軋含硼合金鋼材(72254091)，原享有 13%的退稅率，2014

年前 11 月出口量 479 萬噸，佔出口總量 5.7%；  

(2)寬度小於 600mm 熱軋含硼合金鋼板材(72269191)，原享有 9%的出口退稅率，

前 11 月出口量 9 萬噸，佔出口總量 0.1%；  

(3)不規則盤捲含硼合金鋼熱軋條杆(72279010)，原享有 13%的出口稅率，前 11 月

出口量 1,197 萬噸，佔出口總量 14.3%；  

(4)含硼合金鋼熱加工條、杆(72279010)，原享有 9%的出口退稅率，前 11 月出口

量 936 萬噸，佔出口總量 11.2%。  

因取消含硼鋼出口退稅傳聞已久，中國大陸業者心中另有腹案因應。其中，

因為中國大陸僅取消含硼鋼出口退稅，但合金鋼出口退稅政策仍不變，正因為未

全面取消合金鋼出口退稅，業界咸認，上述政策目的只是在掩人耳目，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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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經過兩年全球經濟強勢復甦，未來趨於穩定成長  

全球扣件產業競爭激烈，已開發國家市場發展已經相當成熟，廠商除要照顧

分散在各地的客戶群及鞏固主要終端用戶外，還要面對來自具備替代功能的連接

技術競爭及克服產品本身同質性的問題，再加上扣件產品技術進入門檻低，新興

工業國家生產品多以出口為主，除對全球扣件價格造成壓力外，更進一步加劇了

產業的競爭。因應全球競爭加劇，預計未來還會有更多的產業重整活動發生，而

主要供應商也將更積極運用先進的製程技術，以優化生產流程、降低營運成本及

改善產品品質，來因應全球化競爭。  

從全球經濟走勢來看，2014 年由於歐元區經濟持續衰退，新興經濟體因其內

需市場明顯成長，2014 年全球經濟消長互見。全球預估 2016 年工業扣件銷售量

將達 829 億美元，螺帽(Bolts)與螺絲(Screws)分佔第一大及第二大工業扣件市場。

螺絲以基礎工業建設為主，螺帽則以航太特殊扣件產品及房屋建設修繕維護等為

主要需求；目前螺帽成長比例最高在於新車零組件市場，未來則看好電子產業所

使用之塑膠扣件。預測未來五年西歐、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在全球仍居工業扣

件領導地位，但以耐久財扣件消費量來看，俄羅斯、印度、泰國以及台灣將是最

不可小覷的四大後起之秀。  

受全球經濟復甦影響，尤其是我國主要外銷國如美國製造業與車市景氣走

揚，歐盟區域內德國、西班牙經濟好轉，且對俄羅斯、東歐等工業開發新興國家

市場開拓有成，2014 年年底我國扣件產銷保持成長趨勢，產量達 152 萬公噸，銷

售量 157 萬公噸，為金融海嘯後最佳表現，2009 年至 2014 年銷售量年複合成長

率為 11%，其中內銷佔 25%，外銷佔 75%。IMF 國際貨幣基金(IMF)七月份發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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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五金篇  

 重點摘要  4-I 

水五金篇重點摘要 

現 
 

況 

市   場 廠   商 

 我國水五金製品產值 2014 年為 361 億元

新台幣，出口值約 289 億元新台幣，進口

值約 149 億元新台幣。 

我國水五金製品廠商面對中國大陸水五

金製品的低價競爭下，也採取兩種的企業

策略：一方面積極開展全球新興市場，另

一方面則利用中國大陸成本優勢，從事歐

美市場的行銷通路的開拓。 

展 
 

望 

產品與技術 產業前瞻 

從日本廠商開發的產品來看，省水、節

能、觸控式、美觀似乎是日本廠商開發的

重點。 

 國際品牌積極併購，希望拓展國際通路並

且佈局中國大陸市場。 

 目前全球市場的新趨勢包括有品牌併

購、全球佈局、節能環保、飲用水法規限

制日趨嚴格。 

我
國
水
五
金
製
品
業
競
爭
分
析 

優   勢 劣   勢 

 金屬中心「台灣衛材研究與測試研究所」

成立，有利廠商以短時間、低成本取得認

證。 

 國內水五金製品生產成本較先進國家為

低，因此在中、低價位產品上仍具有相當

的優勢。 

 業者 9 成以上屬中小企業，缺乏研發資

金，不利產業升級。 

國內廠商欠缺國際行銷管道，大小貿易商

過多，殺價求生。行銷通路掌握在外商手

中，且廠商習於接 OEM 訂單，不利於自

有品牌拓展。 

機   會 威   脅 

 全球環保要求日趨嚴格，使得新產品需求

不斷產生。 

　 產品節能抗菌之新需求，使得產品技術持

續發展。 

 中國大陸擁有金屬原料與人工優勢，再加

上國內廠商的外移，使得產品產生相當大

的價格威脅。 

建 
 

議 

 成立研發聯盟，朝高附加價值產品研發。 

 分散外銷市場，目前國內廠商外銷以美國為主，應積極開發歐洲、亞洲市場，降低風

險。 

 持續監控各國法案及標準，重視產品認證的取得。 

 台灣朝多功能、複雜產品種類、少量多樣產品發展，切入高附加價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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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產業總論 

第一節  產品定義與產業特性  

一、產品定義  

水五金產業意指水用五金相關產業，譬如衛浴設備用水龍頭、閥、栓、水錶、

灑水器、自來水用止回閥、減壓閥、金屬製衛生設備及其零件，包括污水槽及洗

面盆、浴盆其他零配件以及衛浴五金配件。依據北美產業分類系統(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之分類，水五金產品包含：二三孔浴用水龍

頭、淋浴用黃銅配件、防燙傷水龍頭、花灑及分流器等。從前的水龍頭僅只具備

單獨給水功能，今日的水龍頭不僅已成為居家設計的重要元素，甚至在各大建築

中，都能見到結合各式高科技的產品，像是電子感應式、恆溫控制等高功能與高

附加價值的水龍頭，若依我國行業標準分類，水五金行業可歸類在「泵、壓縮機、

活栓及活閥製造業」行業分類中。產品最大宗為水龍頭、止回閥、減壓閥以及各

式金屬製衛生用品，主要產品為廚房衛浴設備。水五金的零配件分類詳見【表

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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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動態分析 

第一節  我國產銷分析  

一、  國內產銷概況  

從我國水五金製品的生產趨勢來看，我國水五金製品的生產值在 2009 年因為

受到金融海嘯影響，大幅下降至 240 億元，產量為 6.9 萬公噸，單價為每公斤 347

元。觸底之後，雖然產量成長性不大，但是產值與產品單價卻屢創新高。2014 年

我國水五金製品的產值達到 361 億元，產量為 8.4 萬公噸，而產品單價亦達到每

公斤 480 元。有關 2007∼2014 年我國水五金製品生產趨勢如【圖 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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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2007∼2014 年我國水五金製品生產趨勢  

資料來源：ITIS 產銷資料庫 /金屬中心 MII-ITIS 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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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業趨勢展望 

第一節  新產品發展動向解析  

一、  產品生命週期解析  

由於水五金的應用主要在廚衛用衛生器具，在建築五金產品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與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但是，就產品生命週期來看，傳統水五金製品受

到中國大陸廠商的競爭，使得產量愈來愈多，但是價格愈來愈低，因而該類產品

已成為產品生命週期中的成熟期或衰退期。至於無鉛銅閥、不銹鋼閥、感應水龍

頭、溫控水龍頭等產品由於已克服量產問題因而進入成長階段，而觸控式水龍頭、

表面抗菌水五金產品已有業者研發，目前已有少量商品上市，在水五金製品的產

品生命週期中仍屬於導入期階段，如【圖 4-3-1】所示。  

階段 導入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水 

五 

金 

製 

品 

市 

場 

觸控式水龍頭 

抗菌水五金產品 

無鉛銅閥 

不銹鋼閥 

感應水龍頭 

溫控水龍頭 

 

傳統閥 

(水龍頭、止回閥、角閥等) 

其他水五金配件 

 

國 

內 

現 

況 

導入期產品： 

為提高產品的附

加價值，已有廠商

開發，目前已有少

量商品上市。 

成長期產品： 

符合下游產業需求及安

全性考量，因而有較大

的市場潛量，國內廠商

及研發單位協助相關的

技術開發，並取得國際

認證。 

傳統用閥： 

產品易受中國大陸、東南亞、

東歐及第三世界等國家產品削

價競爭，此外，台商在中國大

陸、泰國設廠也加入搶單行

列，致使廠商生存遭受重大威

脅。 

圖 4-3-1  我國水五金製品市場生命週期分析  

資料來源：金屬中心 MII-ITIS 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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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要議題剖析 

第一節  全球水五金重金屬溶出法規研析  

一、  美國 AB1953 

美國加州的 AB1953 法案(亦稱為加州無鉛法案)已於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

施，此項法案的執行將會影響到所有銷售衛浴產品與供水管配件至加州的供應商

以及顧客。舉凡其用途為人體飲用或烹調使用之供水的裝置皆受到 AB1953 的規

範，包含廚房用水龍頭、吧台龍頭、浴室臉盆用水龍頭、飲水機以及任何其他終

端的供水裝置，不分商業用或是住宅用，只要是安裝用來配送人體消費用水的，

皆必須符合此法案所要求之鉛含量標準。規範中要求：任何人不得在安裝或維修

公眾水系統、任何飲用水或廚房用水的水管中，使用鉛含量超標的管道類產品及

其配件、焊料和助焊劑；任何人不得將鉛含量超標的管道類產品及配件帶入商品

流通領域；除生產商外，任何人不得儲存或者出售鉛含量超標的管道類產品用焊

機或助焊劑。  

AB1953 對原有的飲用水供水系統相關產品標準進行了調整，如【表 4-4-1】

所示，採用加權濃度控制替代簡單濃度控制，AB1953 法案並不是用來取代 NSF61

規範，NSF61 是測量鉛及其他重金屬與有機物質在使用產品時會釋放到水中的含

量之標準。AB1953 法案的要求指產品內與水接觸的零件其鉛成份含量與個別占整

個水道面積的百分比計算後之總合的鉛含量必須在 0.25%以下，為了能確認產品

有達到此新標準的要求。製造商必須透過第三方機構提供相關文件以證明測試之

產品有符合 AB1953 的規範標準。此要求與現有法規以及 NSF-61 飲用水要求之不

同是在於此要求是一個更低的含鉛量，並且此規範並不是基於任何鉛過濾之測

試，此規範之要求是一個直接針對材質組成的要求，而此要求與任何只影響到接

觸水表面的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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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我國水五金產業走過以製造為導向的顛峰時期之後，隨著環境與勞動結構變

化，逐漸落入產業外移與毛利競逐的窘態。產品出口受到產業的西進風潮、全球

經濟不景氣以及東南亞、中國大陸地區的產品削價競爭；以及加上國際材料價格

走高形成原料價格上升壓力，我國業者面臨的內憂外患接踵而至，除了研發高值

化產品避免與中國大陸產品陷入低價競爭外，近年來我國主要外銷的歐美市場，

受到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等影響，總體景氣不振，使得我國廠商營運也受到打擊。

此外，近年來中國大陸原來能夠提供的生產優勢在工資、貨幣升值、原物料價格

高漲的壓力下已不復見，尋求外包或進化內部生產條件以降低成本已成為台商在

中國大陸生產製造的一大課題。在整體經濟疲軟，歐美需求不振，製造成本高漲

的壓力下，我國廠商欲拓展其他市場，雖然目前北美依舊是我國水五金最大出口

市場，但是中國大陸、東南亞、俄羅斯也成為我國廠商積極開發的重點。  

全球水五金製品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隨著已開發國家受制於原材料資

源、人工成本等因素的限制，促使全球的製造基地正不斷向亞洲等發展中國家轉

移。近幾年中國大陸與其他開發中國家水五金產業發展迅速，產品出口及市場佔

有率不斷擴大，並且不斷取代歐美日等國家和地區，中國大陸已經成為水五金的

重要生產基地和產品銷售市場。我國與中國大陸簽署 ECFA 後，對我國水五金產

業來說，雖有利於廠商作全球佈局、降低營運成本，並避免成為東協經濟體之邊

緣化國家，但是在不利方面，特別是在對岸的水五金早已對我國大量出口(特別是

水龍頭產品)的情況下，我國降低現行關稅，勢必強化中國大陸對台灣出口之優勢。 

以近年來台灣水龍頭進出口表現觀之，出口單價呈現上揚趨勢，也就是產品

的出口已經逐漸走向高附加價值、高單價的時代，並以此和競爭者作為市場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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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具篇  

 重點摘要  5-I 

手工具篇重點摘要 

現 
 

況 

市   場 廠   商 

 2014 年我國一般手工具產值為新台幣

702 億元。國內需求為 121 億元，出口金

額 630 億元，出口比例 90%，進口依存度

41%。 

 國內手工具廠商數 1,650 家，員工總數約

34,500 人，平均員工數 21 人，主要集中

在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早期台商

在中國大陸江浙一帶設廠居多，2007 年

後台商外移有轉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設

廠趨勢。 

展 
 

望 

產品與技術 產業前瞻 

 繼 ECFA 早收清單的五項手工具後，未來

預計將與中國大陸簽署貨貿協議之後，屆

時將列入其他免稅項目，對我國手工具產

業將有正面助益。 

 未來潛力產品包括醫療用器械手工具、多

功能手工具、數位化手工具、輕量化手工

具及創意型手工具。 

 國外大廠仍積極購併或合作設廠，以達成

生產全球化，擴大市場佔有率。 

 消費者對〝Outdoor living〞的觀念日趨重

視，帶動相關 DIY 產品市場的熱潮。 

 在兩岸競合下，手工具產業必須走向升級

轉型，朝品牌建立與設計加值努力。 

競
爭
分
析 

優   勢 劣   勢 

 健全的上中游加工體系，近年政府又積極

推動產業研發聯盟，就手工具材料技術、

外觀設計、製程技術研究及驗證技術等方

面，增強國際競爭力。 

 良好銷售管道，國際行銷能力強，近年來

更以聯合參展形式參加各大型展覽，提高

台灣手工具產品的整體形象及知名度。

 勞工、土地成本逐年增加，不利於附加價

值較低的產品生存及業者擴大生產規模。

 國內相關研發設計人員不足，同步工程團

隊的整合開發尚未全面落實。 

 業者多以 OEM 生產，缺乏行銷自主權，

產品利潤不高。 

 同業競爭激烈，利潤維持不易。 

機   會 威   脅 

 開拓新市場，打入開發中國家市場。 

 金融海嘯後，節省開支下自行維護居家設

施增多，全球 DIY 產業持續成長。 

 政府成立高雄園區生技醫療器材產業專

區，積極推動牙科、骨科及手術器械等高

附加價值的精密手工具之開發。 

 2008 年金融海嘯重創，台中手工具訂單

減少 3 成，2010 年後期才逐漸復甦，2013

年經濟復甦緩慢，中國大陸威脅仍日增。

 中國大陸整體手工具產業快速成長，2014

年中國大陸出口金額高達 62.5 億美元，

穩坐全球第一大手工具生產國寶座。 

 環保規範要求環保綠色之電鍍技術需求。

建 
 

議 

 我國業者可先發展獸醫用手術器械製造能量再切入醫學手術器械產業。 

 從寬資助手工具研發、輔導經費，協助改善設備加速生產自動化及開發新產品。 

 台灣手工具品牌可藉由獲得國外產品設計競賽大獎，來提升知名度與認同。 

 政府與中鋼應發揮龍頭角色，並扮演策略聯盟推手，形成上下游雙贏。 

 業界應以開放式創新研發思維及行銷推廣取代過去單打獨鬥之生產製造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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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產業總論 

第一節  產品定義與產業結構  

一、產品定義與特性  

人類在智力下運用巧妙的雙手，透過操作與勞動過程中所呈現的活動性、所

施展的作用力，構成了「手工」的基本內涵。「手工」是前工業時代人類社會唯一

能依靠和選擇的生產力形式。為了延伸手的活動性、增強手的作用力，以在人工

形式上更充分地掌控或改變自然界物質，人類創造了非身體性的物質工具－手工

具。它作為手的延伸形式，改變了手工「赤手空拳」的原始狀態，使人類揖別了

單純的動物能力。手工具的動力或能量，源自操作者的體力。它通過手並集結於

手，其間未經「抽象」或「轉換」，因而具有不可存儲和遠距離傳輸的即時性、近

切性。制動力量的實質－「利用的」而非「改造的」的自然力，使手工具「受動

化」，它的全部可能性都仰賴於人的操縱和控制。  

而本文所探討的產品是以非動力手工具為主，產品進出口碼 (HS Code)介於

8201∼8206 之產品。依據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其分類碼(HS Code)8201 為農

林園藝手工具，8202 為鋸類手工具，8203 為銼鉗刀類工具，8204 為扳手類工具，

8205∼8206 為其他一般手工具。  

【圖 5-1-1】為手工具依用途與型態分類之產品種類魚骨圖。非動力手工具一

般依用途可分為三大類：工業用(Industrial Use)，主要是生產線上組裝或維修所使

用的各類型工具；工匠用(Professional Use)，譬如水電工、泥水匠、裝潢工所使用

的工具；家庭用(Home Use)，一般 DIY 用的木工與電工用具等。我國業者以生產

工匠用與家庭用手工具為主，並以國外大賣場與五金工具專賣店為主要通路。所

謂 DIY，是英文 Do It Yourself 的縮寫，表示〝自己動手做〞的意思，主要是針對

住屋整修、庭園維護時，人們不想花費太多金錢尋找專業人士施工，而是利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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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動態分析 

第一節  我國產銷分析  

國內手工具產業週邊廠商、協力體系完整齊全，價值鏈運作富彈性，製造流

程的每一階段，如模具、熱處理、表面處理、電鍍及包裝等，皆可找到供應商或

外包廠，且群聚於台中、彰化等地理鄰近地區，產銷供應方便、經濟、快速。行

銷通路亦可搭配國內貿易商、國外投資設廠之據點等行銷國內外。  

韓國與美國、歐盟簽訂 FTA 協定，對我國產業衝擊造成影響，雖然單就手工

具部分的影響不大，但各產業間的連帶影響仍會受到韓國積極與全球主要經濟體

佈局經貿 FTA 受到衝擊。另外，中國大陸低價競爭，目前中國大陸手工具業對我

國影響較大的為低價產品市場，未來在其管理及技術提升後，將嚴重威脅到我國

手工具業。  

動力手工具逐漸成長，動力手工具替代效果愈趨顯著且其價格持續下滑，將

排擠非動力之一般手工具市場需求。  然而由於我國手工具產品大都相當成熟，近

幾年國內需求逐年減少，顯示市場已逐漸飽和，而全球除開發中國家手工具需求

有成長外，歐美等重要市場都有市場飽和的隱憂。  

產值部分，我國非動力手工具產業之產值於 2014 年達最高峰為新台幣 702 億

元，較 2013 年的 677 億元成長 3.69%；出口部分，我國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緩步復

甦下出口值約新台幣 630 億元，成長 8.06%；進口部分，2014 年進口值約為新台

幣 50 億元，國內需求為 121 億元，進口依存度 41%，出口比例為 90%，國內自給

率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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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業趨勢展望 

第一節  新產品發展動向解析  

一、手工具產品生命週期  

目前手工具市場已趨於飽和，營收大致上呈現穩定成長的態勢，為一成熟期

產業，因其產品生命週期相當長，既使電動起子、氣動打釘機越來越普遍，但是

由於有價格貴與攜帶的方便性等問題存在，目前對一般手工具並無明顯替代之威

脅，未來手工具整體來講仍將穩定小幅成長，【圖 5-3-1】為各種手工具的產品生

命週期階段。  

階段 導入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手 

工 

具 

產 

品 

市 

場 

 創意手工具 

 新材質手工具 

 複合功能手工具 

 數位手工具 

 手術器械 

 複合金屬手工具

 超鋁合金手工具

 鑽石、碳化鎢孔

鋸 

 輕量化手工具 

 管鉗等 

 棘輪扳手 

 固定、活動扳手

 虎頭鉗、手鉗 

 錘、斧 

 螺絲起子、起子

頭 

 套筒扳手、套筒

 一般中碳鋼手工

具 

國 

內 

現 

況 

國內業者不斷開發

中。 

目前國內技術尚未

成熟，亟待加強研

發投入。 

目前國內技術已經

成熟，競爭激烈，

業者以降低成本、

開發新市場及提昇

產品自動化為主要

策略。 

需求減少，由新產

品取代。 

圖 5-3-1  我國手工具產品市場生命週期分析  

資料來源：金屬中心 MII-ITIS 計畫整理(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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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要議題影響 

第一節 環境面議題分析  

議題：文創品牌風潮下台灣手工具產業之機會與挑戰  

一、台灣文化創意品牌之發展環境  

台灣手工具產業發展至今，面臨 2011∼2013 年的全球經濟不景氣、歐債危

機、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挑戰下，仍能保持穩健的成長態勢，顯示台灣手工具產

業長期以來深耕的優良產業結構基礎。產業轉型、成立研發聯盟等策略雖已提出

多年，但是整體落實與成果，仍須要時間呈現，因此，產官學研各界需要強化交

流，確實將交換意見之內容落實於具體的進度，方能發揮真正的效能。  

台灣手工具產業雖有優良的傳統技術能量以及完整的產業聚落，但在產品設

計、行銷網絡與國際化的管理人才上則較為欠缺，故如何利用資訊科技之工具－

整合行銷發展品牌，將成為手工具產業突破現況的關鍵。根據行政院於 2002 年制

定「挑戰 2008：國家發展十大重點計畫」指出，文化創意產業的永續發展，須透

過各項計畫方案(資訊科技發展中程綱要計畫)來紮根品牌觀念之認知、促進品牌行

銷協同合作，達到全面整合行銷品牌價值。而在我國政府機關的定義中，手工具

的文化創意發展隸屬文化部所負責，在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尚屬於第四項類

別「工藝產品」：指從事工藝創作、工藝設計、模具製作、材料製作、工藝品生產、

工藝品展售流通、工藝品鑑定等行業；本文後續的探討上將以此為論述基礎做進

一步的探討。  

二、全球手工具品牌概況  

整體來說，全球手工具品牌分級上，高階的手工具包括：Hazet(德國)、Facom(法

國)、Snap-on(美國)、Stahlwille(德國)、PB(瑞士)、Gedore(德國)、KNIPEX(德國)、

MacTools(美國 )、Usag(義大利 )。中高階的手工具包括：Wera(德國 )、PROTO(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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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表 5-5-1】為我國手工具產業近年發展現況。從 2010∼2014 年我國一般手

工具業的市場趨勢來看，我國手工具產值與出口值除了在 2008 年遭遇金融海嘯而

有小幅下滑的情形，在 2011 年已經成長至逐漸恢復金融風暴前的水平，2012 年

雖然全球經濟環境不佳，但仍呈現持平態勢，歸功於我國手工具長期建立的基礎。 

表 5-5-1  我國一般手工具產業發展現況  

 產值(新台幣億元) 進口(新台幣億元) 出口(新台幣億元) 

市

場

趨

勢 

603.7 

639.7  644.5 

676.7 

701.9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650.0 

700.0 

75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45.7 
46.9 

40.3 
42.0 

49.9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539.6 

592.4  590.1  582.6 

630.5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65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導入期：多功能手工具及醫療手工具等。 

成長期：創意型手工具、數位手工具、超鋁合金手工具等。 

成熟期：棘輪扳手、固定、活動扳手、螺絲起子、套筒扳手及錘、斧等。 

衰退期：一般中碳鋼手工具。 

產

業

內

在

優

勢 

 我國手工具產業聚落以及產業鏈的支援體系相當完整。 

 手工具製程技術成熟、產業結構完整、生產富彈性。 

 產品種類齊全，品質優良且具價格優勢。 

 電子商務功能日趨完整，有利拓展國際訂單。 

 在成熟的生產技術與經驗基礎上，近年積極推動研發聯盟，追求技術升級。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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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篇重點摘要 

現 
 

況 

市   場 廠   商 

 我國模具業產值為 581 億元新台幣，相較

同期微幅上漲 2.6%。 

 出口市場則相對同期成長 2.9%，達 210

億元新台幣，進口值達 50 億元新台幣，

與去年同期相比下滑 3.9%。 

 合成樹脂與乾膜光阻劑大廠長興已切入

3D 列印市場，提供 3D 列印設備廠灌模

的模具，未來隨著 3D 列印市場成長，將

成為長興的成長新亮點，今年營運與獲利

將再攀高峰。 

 迎北美 AM 復甦，帝寶 5 年 100 億計畫啟

動，因應北美 AM(售後市場)正式走入復

甦，去年 8 月鹿港 F 棟廠房遭祝融後，產

能吃緊，帝寶宣布未來擴及兩岸 AM 市場

的「5 年計畫」正式啟動。 

展 
 

望 

產品與技術 產業前瞻 

 正齒輪、傘齒輪等精密鍛造件模具設計。

 開發球面光學鏡片、光碟片，近年自由曲

面、陣列曲面等元件大量使用。 

 3D 列印模具將帶給國內產業創新新契

機。 

 中日韓 FTA 協定將影響台灣模具出口，

政府應積極重視此問題。 

 全球景氣由美國重掌主控權，東協十國市

場熱絡。 

 日本持續零成長，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

緩。 

 光電 /能源產業持續成長，為未來我國模

具成長性最可期待的產業。 

競
爭
分
析 

優   勢 劣   勢 

 我國模具持續朝向高值化發展。 

 終端產業生產能力強帶動模具需求。 

 模具技術及加工水準精良，國內模具在品

質與成本考量下極具競爭能力。 

 國內業者彈性高，有利於接單。 

 欠缺精密模具技術人才，輔助性的模具設

計及研發能力不足 

 模具廠多屬小型企業，資金易受限制。 

 各國自由貿易協定積極協商，勢必壓縮我

國模具出口。 

機   會 威   脅 

 新興國家與東協十國的汽車市場帶動模

具需求成長。 

 光學、能源產業等精微模具需求大。 

 全球智慧手持裝置持續熱銷，手機殼件、

相機鏡頭、光學元件等模具需求相對增

加。 

 中韓 FTA 生效在即，面臨關稅成本壓力。

 中國大陸、韓國低價位模具傾銷間接壓縮

我國模具出口 

 歐債危機未解，全球經濟仍不穩定。 

 中國大陸、東南亞模具技術與台灣差距縮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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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產業總論 

第一節  產品定義與產業結構  

一、產品定義與特性  

各產業若需要大量製造，且降低生產成本，則模具是必備工具，舉凡金屬、

塑膠、橡膠、玻璃或礦物等材料經過高溫、高壓或高衝擊製程而形成一定形狀之

成品，皆須靠模具方能竟其功，因此模具工業向來有「工業之母」的美稱。一般

模具產業的定義，若從英文的 Molds(或 Mould)及 Dies 兩個字來看，Molds 係指被

成形材料經熔融狀態而成形，例如塑膠模或壓鑄模；Dies 則指將被成形材料直接

沖壓、鍛打或擠壓而成形，例如沖壓模、鍛造模、擠型模等。在日本稱模具為金

型(Kanagata 或 Gata)，在歐洲地區及美國多以 Special Tooling 作為模具統稱，

Special Tooling 一般還包括手工刀具以及模具標準部件。  

若依據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品分類，將金屬模具使用目的分為沖壓模具

(Stamping Die)、塑膠成形模具 (Plastic Forming Mould)、壓鑄模具 (Die Casting 

Mould)、鍛造模具(Forging Die)及其他模具(Other Moulds)等五個項目。再根據經

濟部 101 年工業統計調查報告顯示，模具相關廠商數高達 3,329 餘家，占金屬製

品製造業總廠商數的 19.7%，是金屬製品製造業類別裡廠商家數最多的一個行

業；在就業人口方面共計約 40,575 人，位居金屬製品製造業排名第一位，為我國

金屬製品業中最大規模的行業，可見模具產業的重要性。然而模具總產值雖然不

高，但是每副模具可創造其售價 10∼50 倍之產品產值，估算台灣地區模具所衍生

之產品產值超過 2.8 兆元。  

二、產業特質與關聯性  

台灣模具產業由於品質高，價格合理，因此台灣模具出口比例逐年增加，2014

年已達到 209.6 億，居近五年新高，出口比例為 36.7%，比起去年增加增加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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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動態分析 

第一節  我國產銷分析  

一、國內產業回顧  

從 2001 年到 2007 年產值與出口值都呈現穩定增加的趨勢，原因在於出口持

續熱絡，內需回溫，國際原料價格穩定，因此經濟市場一片榮景。從 2008 年開始

到 2009 年這段期間適逢歐洲債務危機，以及美國經濟復甦緩慢，導致以外銷歐美

為主的模具產業也遭受衝擊，出口下滑，也由於國際市場景氣普遍抱持悲觀的態

度，因而導致消費力道下滑，內需驟減。2010 年為了解救全球金融危機，各個國

家紛紛祭出財務政策，無論是美國 QE2 實施與國內消費卷發放等，均以擴大內需

市場為主要目的，因此在多方面經濟政策的與資金的灌入後，2010 年到 2011 年

台灣模具產業總算恢復昔日水準。2012∼2014 年台灣模具年產值與出口均屢創新

高，尤其是在 2013 年，成長幅度比起去年同期成長率均有 3∼4%，2014 年產出

與出口值均為成長，只是幅度不大，比起 2013 年，只增加 1∼2%，以下針對 2014

年整體模具產業做一詳述分析。  

【圖 6-2-1】所示，2014 年我國模具業產值為 581 億元新台幣，相較同期微幅

上漲 2.6%，出口市場則相對同期成長 2.9%，達 210 億元新台幣；另一方面，若由

內需市場來說，國內 2014 年模具表面需求達 412 億元新台幣，比起去年下滑了

0.7%；進口值達 50 億元新台幣，與去年同期相比下滑 3.9%，表示我國依賴進口

的程度有逐漸減緩的現象。  

版權所有© 2015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

0919erin
文字方塊
.......

0919erin
矩形

0919erin
ITIS印章



模  具  篇  

 第三章 產業趨勢前瞻  6-29 

第三章 產業趨勢前瞻 

第一節  產品開發與動向解析  

一、產品生命週期  

我國模具產品最主要應用產業為電子資訊產業及運輸工具產業，兩者合計約

佔我國模具總產值的 8 成左右，因此其發展性與模具產業之成長有極為密切的關

係。其中電子資訊產業又可說是我國這幾年來經濟成長的最大動力，不過隨著產

業時間的發展，過去成長性較高的 LCD 導光板、IC 封裝模具、微連接器等產品，

已逐漸步入成熟階段，而在精微模具部分，例如精密光學膜、微型扣件、微型馬

達與近年來非常熱門的 3D 列印技術則是目前模具產業重點發展的項目，也提升

了模具產業的附加價值。另一方面，在運輸工具產業上，諸如車體鈑金件、塑膠

件(保險桿、儀表板、機車外罩)、車燈元件等市場，受中國大陸近年汽車產業的蓬

勃發展影響以及美國汽車產業完全復甦的榮景，汽車模具廠商訂單已開始回溫，

甚至應接不暇，且由於汽車輕量化、節能化的議題持續發燒，使得車用模具的產

值不斷攀升，名副其實的成為模具產業的金牛。同時，近年各國也積極發展熱沖

壓技術，此技術能使得汽車結構件同時擁有高強度與輕量化，在國外已行之有年，

統計至 2014 年預估有近 200 條熱沖壓生產線，甚至中國大陸目前也有將近 60 條

熱沖壓產線，所使用的模具需求量也大增，我國近年也逐步開發熱沖壓技術，其

模具開發技術目前國內已有廠商有此能力，且國內設備廠、模具廠與車廠已紛紛

表態有極高興趣，未來的熱沖壓模具市場也將逐步展現需求。  

光電產業對於模具的需求及依賴度日益增加，如綠色能源新興產業的興起，

用於太陽能集光鏡片的成形模具、薄膜捲式製程用的滾輪模具等；在醫療照護新

興產業方面，因應生活品質的提升，多焦點多曲率的光學鏡片研發、簡易便宜自

我檢測用消耗性試片及安全針筒等的皆為未來模具業的發展重心，屬於導入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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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要議題剖析 

一、美洲汽車產業復甦對台灣沖壓模具產業的影響  

1.美洲汽車銷售市場現況 

北美兩大汽車市場主要為美國與加拿大，由於 2008∼2009 年雷曼兄弟破產，

導致全球金融秩序失衡，消費支出緊縮下，讓美國汽車銷售市場遭受到嚴重的衝

擊，從 2007 年的 1,648 萬輛一路下滑到 2009 年的 1,061 萬輛，下滑幅度達 35.6%，

請參考【圖 6-4-1】，美國的兩大標竿車廠 Cyrysler 與 GM 先後申請破產，連 Ford

公司也進行企業重整，加拿大汽車銷售市場也從 2007 年的 2.7 萬輛下滑到 2009

年的 1.5 萬輛，可見影響程度之大。  

所幸各國政府祭出搶救經濟政策，挽救低迷金融市場，使得消費者信心逐漸

穩定，因此讓北美汽車市場從 2010 年開始逐步回升，同時加上汽油價格下跌，增

加了民眾購車的意願，到 2014 年美國汽車銷售量已達 1,693 萬輛，幾乎接近金融

海嘯前的水準，2010 年∼2014 年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也達到了 9.5%。加拿大

汽車銷售輛也從 2010 年的 1.9 萬輛回升至 2014 年的 2.9 萬輛，年複合成長率高達

11.3%，因此預估未來北美市場仍會穩定成長。  

在南美洲汽車市場上，巴西狀況剛好相反，由於經濟體穩定，且內需市場的

帶動下，在 2008∼2009 年期間仍維持成長，2008 年汽車銷售量為 282 萬輛，2009

年汽車銷售量甚至高達 315 萬輛，相較去年同期成長了 12%，2010 年∼2012 年仍

呈現成長趨勢，2012 年達到 380 萬輛，成為近十年來新高。但從 2013 年開始，

由於通貨膨脹日益嚴重且經濟成長放緩，讓汽車銷售量開始走下坡，到 2014 年汽

車銷售量已下滑至 350 萬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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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回顧 2013∼2014 年，除了部分歐洲國家仍陷入債務危機外，全球金融秩序已

逐漸恢復至之前水準，目前看來，日本仍陷於經濟零成長的狀態，中國大陸的經

濟成長也趨緩中，相對來說，美國由於貨幣寬鬆政策的奏效，強勢美金帶動金融

市場活絡，再度重返全球經濟體的重要地位。另外則是東協國家的內需市場龐大，

讓國外熱錢不斷湧進，增加投資，因此預估未來 3∼5 年東協國家將成為重要投資

市場。  

未來的模具市場仍是以美國為主，每年約有 30 億美元的模具進口規模，主要

是進口加拿大的高階塑膠模具以及日本的高單價沖壓模具，單價都在$40 美元 /公

斤左右。第二大模具需求國家為中國大陸，高階模具無論是塑膠或是金屬沖壓模，

主要都是來自日本，而中低階模具則是大量從韓國進口。第三大模具需求國為墨

西哥，由於美國生產成本墊高，因此已將部份生產重心移往墨西哥，當地土地與

人力成本相對較美國低，因此也成為模具需求量較高的國家。除了美國、加拿大

與墨西哥自成一個模具供需體系外，在亞洲地區，也形成了一個模具供需均衡的

系統，以中國大陸為主的龐大需求市場，來自日本、韓國與台灣的模具供應，同

時在東協國家，印度、印尼、泰國等，在政府基礎建設的政策帶動下，加上龐大

的 3C 產品需求、薪資所得增加而增加的汽車購買量，都讓模具產業間接受到市場

帶動，導致需求增加。  

台灣模具 2014 年產值為 581 億台幣，出口值 210 億，無論是產值與出口，都

為近五年的新高，隨著全球模具產值的增加，台灣模具產值跟著成長看來是非常

具有正面的意義，但隱憂是，台灣模具出口雖每年持續攀升，但相較於其他各國

的成長速度，我國出口成長幅度卻沒有中國大陸與韓國表現亮眼，並且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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