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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1-I

總論篇重點摘要 

現
況 

市場  廠商  

2012 年台灣金屬製品業產值達新台幣

7,866 億元，進口值為新台幣 645 億元，

出口值為新台幣 3,649 億元。  

整體而言，台灣金屬製品的主要產品產

值於 2012 年呈現些微下滑。其中手工

具產值為新台幣 645 億元，模具產值為

新台幣 537 億元，螺絲螺帽業為新台幣

1,213 億元，表面處理業 1,471 億元。五

年來的複合成長率 (CAGR)有三項主要

產 品 呈 現 成 長 趨 勢 ， 包 括 手 工 具

(1.05%)、螺絲螺帽業 (1.62%)、模具業

(0.35%)。  

金屬製品業實為我國重要基礎骨幹產

業，廠商數與從業員工數的排名分別

高居我國各產業別第 1 位與第 2 位。  

金 屬 製 品 業 僱 用 之 從 業 員 工 高 達

279,696 名，廠商總數約 16,789 家，對

我國國民就業率與社會安定影響甚

鉅。  

展
望 

⊙國內金屬製品業廠商對 2013~2014 年景氣與機會威脅之看法— 

1.整體來說，在 2009 年金融海嘯後、景氣逐漸復甦，部分金屬製品產業於 2012 年的

表現已經恢復 2008 年的水準，但 2013 年上半年金屬製品整體出口衰退；因此，廠

商對金屬製品未來景氣的看法顯著偏向於保守與謹慎。2013 年底貨品貿易協議簽署

後，將有助於提升我國金屬製品之競爭力。  
2.在幾項主要產品中廠商預期 2013 年產值為：模具(新台幣 526 億元)、手工具 (新台幣

665 億元 )、螺絲螺帽 (新台幣 1,229 億元)、表面處理(新台幣 1,609 億元 )。  

台灣金屬製品業面臨的主要挑戰  

⊙  我國金屬製品業多為製造導向的中小企業，重視成本與管理，目前正面臨下游產業

外移、中國大陸產品低價競爭及內需市場不振等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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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乃是目前國內業者面臨

的困境。  

建  

議 

⊙金屬製品未來應持續朝技術創新升級

與朝高值化發展。  

⊙善用兩岸分工模式，創造高利潤。  

⊙建立上、中、下游廠商合作研發與開拓

市場之機制。  

⊙鼓勵企業界、學界與研究單位，成立研

發聯盟。  

⊙開發高值產品，以區隔大陸低價品。  

⊙兩岸 ECFA 已經生效三年，但仍應持續加

強中國大陸及東協新興市場拓銷，以及自

由貿易協定的後續談判。  

⊙加強產業資訊蒐集能力培養，建立產業資

訊分析能量。  

⊙發展技術服務業、擴大創新能量。  

⊙重視企業無形資產價值。  

⊙建構未來兩岸金屬製品分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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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eneral Introduction 

C
urrent Status 

Market  Manufacturers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Taiwan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 industry reached 
NT$786.6 billions in 2012; The import 
value reached NT$64.5 billions and 
export value reached NT$364.9 billions. 

 As an overall viewpoint, the main 
products of Taiwan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s displayed growth trend.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these main products 
will be listed below: hand tools (NT$64.5 
billions), mold (NT$53.7 billions), metal 
fasteners (NT$121.3 billions), surface 
treatment (NT$147.1 billions).  There 
are three main products displaying the 
growth trend, including hand tools 
(1.05%), metal fastener (1.62%), mold 
(0.35%). 

 The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 industry 
is really important basic industry in 
Taiwan as rankings in the number of 
manufacturer and number of 
employees take up 1st and 2nd 
places respectively among industries.  

 In 2010, the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 
industry hired 279,696 employees 
with near 16,789 manufacturers that 
posts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employment rate and social stability.  

Prospect 

⊙Opinions  on business cycle for 2013-2014,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 by domestic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 industry— 

 
1. In general, global booming in 2010 was recovery progressively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of 2009. The performances in 2010 of parts metal industries have reached the 
performances in 2008 of metal industries. Therefore, manufacturers prefer to be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bout future of market situation. 
2. The manufacturers expect the 2013 annual production value of main products that 
mentioned below: mold (NT$52.6 billions), hand tools (NT$66.5billions), metal fasteners 
(NT$122.9billions), surface treatment (NT$160.9billions).

Main Challenges facing Taiwan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 Industry  

⊙Taiwan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 industry is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 it faces the 
impacts including relocation of downstream industries, low price competition of Mainland 
China products and flat demand in the domestic supply market.   

⊙Taiwan faces the challenges from Japan in the high-class products. When Mainland China 
introduces th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from Taiwan manufacturers, the production of low 
value-added products are gradually dominated by Mainland China. At current stage, 
domestic fabricated metal product industry faces the threats front and rear.  

Suggestions 

 To develop the high value products, 
separates the mainland low price products
after sign ECFA.  
 To organize innovation alience between school, 
coorporate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ere. 
 To establishe the mechanism of the coorporate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 market on upstream, 
middle and the downstream manufacturer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bility. 

 To promote new market of China and FTA 
after sign ECFA. 
 To enhance ability of date collection and to 
establish the analysis capability of industrial 
information. 
 To develop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also 
to enlarge innovate power. 
 To pay much attention on the value of 
enterprise’s invisible property. 
 To establish the job-share model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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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產業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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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從事金屬鍛造、粉末冶金、手工具、結構及建築組件、

容器、表面處理、熱處理及其他金屬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由本次最新的修訂

版本中可以發現，最大的變動為行業的 2 碼分類代碼，做了小幅度的更動，除金

屬製品業從原來的 24 改為 25 外，在分類碼部份，刪除原 241「金屬鍛造及粉末

冶金業」及 245「金屬表面處理及熱處理業」兩小類，併入新增之 254 小類「金

屬加工處理業」；刪除原 2492 細類「閥類製造業」，併入新增之 2933 細類「泵、

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造業」；刪除原 2319 細類「其他鋼鐵基本工業」，併入新

增之 2549 細類「其他金屬加工處理業」。原歸屬於「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的模

具業，由於金屬模具業的產業特質及加工技術其實與金屬製品業非常接近，因此

正式納入金屬製品業的範疇，由於金屬製品業的範圍非常廣泛，其產業 /產品之關

聯魚骨圖如【圖 1-1-1】所示。  

根據 Michael E. Porter 對「產業」一詞所下的定義是：「一群產品替代性極

高的公司」，也就是彼此間有競爭關係的一群公司，才能視之為一個產業。若依

此定義來看，金屬製品業整體而言並不能將其視之為一個產業，而是許多個產業

的集合，因此若要以金屬製品業整體來進行產業分析，將產生許多的限制，例如

市場供需分析、市場預測、競爭分析、策略分析等均不適用，充其量僅能根據各

種市場統計資料，如產值、進出口、產業結構等進行分析，分析結果或許可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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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銷分析 

第一節  產銷現況 

【表 1-2-1】為 2008~2012 年全球主要國家金屬製品業之產銷分析總覽，美

國金屬製品產值約 1205.9 億美元，但是其進口值相對於出口值而言高出甚多，其

金屬製品之國內需求相當高，近 1,600 億美元之多，顯示其市場潛力驚人；日本

的金屬製品產業方面，雖然其產業規模僅較我國大一些，但其國內需求相較於台

灣幾乎達兩倍之多，相對於美日等先進國家，我國進口依存度相對比較低，僅有

13.3%而已，仰賴進口的程度並不高，美國進口依存度 45.7%，日本約為 33.7%左

右，因此在國內自給率的數值上，我國跟全球主要國家比較，則是相對較高的。

此外中國大陸與歐盟為全球主要金屬製品出口之經濟體，不過較大的差別在於，

歐盟的金屬製品進口數值遠高於中國大陸金屬製品的進口數值。  

表 1-2-1  2008-2012 年全球主要國家金屬製品產業總覽  

單位：億美元；% 

 台灣  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  歐盟  

產值  265.6 1205.9 469.1 -- -- 

進口  21.8  727.9  112.7  274.7  1990.9  

出口  123.2  340.1  247.5  1400.9  2119.4  

國內需求  164.2  1593.6 334.3  -- -- 

出口比例  46.4% 28.2% 52.8% -- -- 

進口依存度  13.3% 45.7% 33.7% -- -- 

國內自給率  86.7% 54.3% 66.3% -- -- 

(註)：台灣、中國大陸、歐盟為 2012 年資料；美國為 2010 年資料，日本為 2009

年資料  

資料來源 : OECD；台經院進出口統計資料；金屬中心 MII-ITIS 整理  (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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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展望與建議 

第一節  未來展望 

觀察台灣工業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從早期 1950 年代的勞力密集、進口替

代的輕工業，到 1980 年代推動發展的策略性工業，其中金屬製品業可以說扮演了

相當關鍵的角色，也可以說是台灣現階段 3C 光電產業能夠蓬勃發展的重要基石。

「手工具王國」、「螺絲螺帽王國」、「玩具王國」、「工具機王國」，這些代

表著台灣經濟奇蹟的響亮稱號，事實上均與金屬製品業有莫大的關係。  

但曾幾何時，代表著台灣榮耀的金屬製品產業，亦無可避免面臨工業發展週

期的宿命，近十年來，逐漸跟隨日本經驗的腳步，成為所謂的「間隙型產業」，

亦即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生產因素成本上揚，在國際利益比較法則之下，台灣

金屬製品業屬勞力密集、低附加價值的產品，已逐漸往中國大陸、東南亞等生產

要素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移動；同時，先進國家如日本、歐美等，則藉由掌控智

財權或標準制定，箝制台灣產品進入高階、高附加價值產品市場，使得台灣金屬

製品加工業面臨腹背受敵、進退兩難的局面。對於低價值產品，台灣金屬製品業

實已無競爭的籌碼，唯有向先進國家看齊，往全球運籌行銷、研發設計、開創自

有品牌等微笑曲線的兩端發展，才有永續生存發展的空間。  

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大陸經濟逐漸邁向高度成

長，一連串促進產業發展的補貼減稅措施，加上仍相對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造

成週邊其他亞洲國家的移入風潮，1991 年，臺灣宣佈允許台商間接赴大陸投資，

於是出現了台商大陸投資熱，台商開始大量的外移大陸，投資金額逐年遞增，在

投資排擠的效應下，台灣金屬製品業的國內投資陷入趨緩，在 1991~2000 年間，

台灣金屬製品業的產值 CAGR 僅約 2.3%，遠低於電子資訊業的 15%。雖然如此，

台灣的金屬製品業在 1997 年卻達到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當年金屬製品業的產值

首次突破新台幣 5,000 億元，為新台幣 5,057 億元，1998 年時再創新高，達到新

台幣 5,29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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