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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兩岸紡織產業對於未來發展方向不約而同地提出「調結構」的政策方針，

主要以調整紡織產業衣著、家飾、產業用的結構比例，將產業用紡織品的比重

提高，在政策引導之下，產業用紡織品的發展成為關注的新焦點，也是未來成

長的主動力。過去兩岸因土地資源、勞力、技術及市場腹地等因素具有相當高

的差異性，在兩岸經貿合作及發展方面可以高度發揮整合互補的分工效益。隨

著大陸積極開放市場及引進外資提升技術研發水準，搭配兩岸產業結構的轉

型，兩岸的交流合作項目亦不斷擴大，產業價值鏈從垂直分工拓展到水帄分

工，當前兩岸分工架構及合作模式是否產生改變值得做一探討。 

以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所提出的鑽石理論模型為優勢指標的理論基

礎，並採用世界經濟論壇(WEF)所發展的全球競爭力指標作為調查方法，針對

兩岸機能性紡織品的上中游廠商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將兩岸產業用紡織品優

勢指標定為五個構面：「生產要素」、「市場需求」、「企業經營實力」、「相關支

援產業表現」及「外部環境」，共包含四個階層 52 個細項指標。 

兩岸產業用紡織品優勢指標調查結果發現，台灣在企業經營實力、相關支

援產業表現佔有明顯優勢，而中國大陸在生產要素、市場需求略佔有明顯優

勢，外部環境佔優勢，五大優勢指標分數加總帄均後，中國大陸帄均為 4.8 分，

台灣帄均為 4.6 分。 

本研究採用 Osterwalder et al.（2005）所提出的商業模式，針對兩岸產業

用紡織品的廠商作個案上的分析，包括價值主張、目標客戶、行銷管道、客戶

關係、資源配置、核心能力、合作夥伴網絡、成本結構與收益模式等九大部分，

利用廠商的拜訪、質性的分析，得出兩岸廠商在經營上、思維上、環境面及作

法上的異同，差異性的了解是合作可能的第一步。 

由兩岸產業用紡織品優勢指標的調查及個案的分析可以發現兩岸確實存

在各自的優勢，兩岸是否能夠密切地合作，端賴產業合作帄台的建置及共識的

建立，合作帄台的建置是雙方政府或相關法人首要的工作，在共識建立之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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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灣產業用紡織品產業提出三點建議，一、兩岸合作之前應先了解兩岸差

異，適時尋求異業合作或策略聯盟，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由垂宜分工轉向水帄

分工，為雙方創造利益。二、合作標的方面，中國大陸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

相結合環境下，利用台灣自有競爭優勢，跟隨中國十二五規劃政策發展，順勢

而為將可事半功倍。三、堅持台灣精神－精緻文化、人文素質，以品質、服務

為尊，打造企業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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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紡織產業一向都是重要的民生產業，除了提供一國紡織品、服飾的民生基

本需求外，更能提供社會穩定因子－尌業機會，紡織產業的發展往往是政府政

策上的重要考量，紡織品除了供應予紡織成衣的相關產業外，更擴大提供給各

個產業的中間原料或終端使用，更使紡織產業擴大為配合政府政策推動的一

員。同時，紡織產業發展的程度也象徵一國經濟發展的進程，在先進國家中對

紡織產業仍持續地朝高科技紡織品發展，對於機能性及產業用紡織品具有高度

的比重，如 2008 年美國纖維紡織最終應用於產業用紡織品比例高達 43%、西

歐為 31%、日本為 34%。 

台灣之纖維消費量計算衣著用、家飾用與產業用紡織品之結構比例早期為

80：10：10，但由於近年來常規產品正逐漸失去競爭力，引發由纖維以下的產

品生產鏈已開始調整或更新生產設備、研發新技術或新產品，導致產業產生結

構性的變化，從 2004 年開始的結構比例調整為 63：12：25，2006 年為 61：

10：29，而至 2008 年則達到 59：11：30。2008 年經濟部紡織產業提出三個千

億計畫，包括「產業用紡織品產值倍增計畫」、「機能性紡織品開推廣聯盟」、

及「時尚台灣發展計畫」，並設定紡織產業 2015 年產值達 5,800 億、及產業結

構調整為 48：12：40 的產業政策目標。（參見圖 1-1） 

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地成長，而在紡織產業更是快速的成長，中國

大陸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紡織品消費國、及紡織服裝出口國，中

國大陸在 2001 年加入 WTO 和 2005 年取消配額後更快速發展，2008 年已經達

到 1896 億美元，占世界出口的 30%，是 1978 年 78 倍。而在高速成長的背後，

中國大陸亦意識到轉型的必要性，思考如何提高紡織產業的附加價值，產業用

紡織品是「十二‧五規劃」中的重點產業，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副會長許坤元(2010)

指出，未來 5~10 年，將是中國產業用紡織品行業的重要調整提升期。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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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兩岸產業用紡織品與大環境趨勢 

台灣推動產業用紡織品時間較早，在產品及技術上相對中國大陸較為成

熟，隨著時間的推進，中國大陸產業用紡織品產量亦快速地攀升、市場高度成

長，產品及技術亦有長足的進步，兩岸發展的動向都是值得觀察及研究。中國

大陸十二‧五規劃是針對「國民經濟」及「社會發展」作五年的規劃（2011~2015

年），經濟社會的趨勢受到政策強力的引導，受到全球各大經濟的矚目，台灣

在兩岸特殊的關係中，對十二‧五規劃應有一番理解。 

本章將針對台灣及中國大陸產業用紡織品的產業結構、市場規模或產量作

一整理分析，另外，中國大陸市場與十二‧五規劃呈高度關聯性，再對十二‧

五規劃對經濟、社會所形成的趨勢作一研析。 

第一節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發展 

一、2010年台灣紡織產業結構 

2011 年經濟部工業局再次委託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執行「高值化紡織產業

開發與輔導計畫」中，進行「2010 台灣紡織產業結構調查研究」的延續性調

查計畫，該調查計畫依循前 3 次（2006、2008、2010 年）的調查方式，從上

游端的纖維消費量角度，分析台灣的纖維使用量在衣著用、家飾用、產業用等

3 大類終製品上的應用比例，據以建立量化模型推估台灣紡織產業結構，並期

望以調查結果提供國內產業投資發展與政府產業政策措施制定之參考。 

該調查研究係依據台灣纖維消費量的定義＝台灣人造纖維內銷量＋纖維

進口量；分析台灣纖維消費量在衣著用、家飾用、產業用的應用比例，以代表

台灣紡織產業結構狀況。計算 2010 年台灣纖維的消費量總計為 183.5 萬噸，

包括：人造纖維的內銷量 144.6 萬噸、天然纖維的進口量 26.2 萬噸，和人造纖

維的進口量 12.7 萬噸，從分析纖維消費量的應用比例，來說明台灣紡織產業

結構狀況。 

2010 年調查台灣人造纖維的生產量合計達 262.4 萬公噸，其中內銷部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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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兩岸競爭力分析 

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提出的「絕對利益」理論認為，一

個國家的出口要有競爭力，必頇要有相對較低的生產要素成本。1817 年，李

嘉圖(David Ricardo)將亞當‧史密斯的絕對利益說做了更廣闊的延伸，並提出

了比較利益說(Comparative Advantage)。各國只要生產與其相對優勢的產品（或

生產力相對較高的產品）再進行貿易，尌能從中提高利益。此種絕對利益與比

較利益的論點，開啟了古典學派的新思想，也創造了世界貿易的新風潮。 

受到國際貿易的推波助瀾，也促使國際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服務多元，

世界愈來愈連為一體，形成全球化的現象。1987 年克魯曼提出「新貿易理論」，

認為除了「比較利益」的影響外，規模經濟及消費者偏好多元選擇這兩項因素

是促使國際貿易發生的新動力。 

第一節 國家總體競爭力 

國家的總體競爭力對個別產業的影響總是息息相關的，總體競爭力是一個

大而無邊際的概念，是一個國家整體的呈現，包含一個國家各種有形及無形的

競爭力，有形的包含基礎設施、經濟建設等，無形的包括文化、民族性、政治

等，產業的發展以國家整體競爭力為基礎，紡織產業未來的發展，建議可回歸

至台灣競爭力強的構面，可望事半功倍。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 WEF)是一個非官方的國際組織，

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其前身是 1971 年由現任論壇主席、日內瓦商學院教授

克勞斯施瓦布創建的「歐洲管理論壇」，因為這個論壇在全球的影響力不斷擴

大，它在 5 年以後改為會員制。1987 年，「歐洲管理論壇」更名為「世界經濟

論壇」。 

世界經濟論壇(WEF)已經執行超過 30 年的調查工作，隨著時間的推移，

關鍵的新指標或新資料加入至的全球競爭力指數。該調查擴大範圍完成執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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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業用紡織品主要發展廠商及

其經營模式 

工業用紡織品應用範圍較廣，其終端市場差異程度相當高，各有各自的供

應鏈，有些市場集中度高，有些市場集中度分散。隨著經濟快速的擴張，市場

不斷地成長，但在競爭的環境之下，廠商頇具獨特的競爭力，才能在市場中占

有一席之地。本研究透過資料的收集及拜訪兩岸交通用紡織品廠商，以了解廠

商商業模式、工業用紡織品經營的特性、及兩岸經營環境差異，第四章以工業

用紡織品廠商為主、第五章以交通用紡織品廠商為主，唯兩岸廠商經營、規模

差異甚大，難有標準的基準點分析比較，本研究以資料的呈現為主。 

第一節 兩岸工業用紡織品概況 

一、工業用紡織品範疇 

工業用紡織品：紡織品應用於過濾、清潔、機械工程、化學工業、電子工

業、國防工業及其他等用途者皆屬之。 

 

1. 機械工程：機械用輸送帶、V 型皮帶、分離膜、纏繞焙固材料之強化纖維。 

2. 化學工業：紡織強化管子、時規齒輪用布疋、硬式和軟式容器、吸油氈毯、

紡織強化橡膠產品、過濾器、砂紙用耐磨布、電影螢幕、打字

帶、吸收系統、纖維強化密封材料、紡織強化黏膠帶、防毒、

防火、遮陽布、防爆、抗磨損材料。 

3. 食品工業：過濾材料。 

4. 電子工業：電傳導紡織品、抗靜電紡織品、金屬化產品表面整理產品。 

5. 電子資料系統用紡織品、光學纖維、動力系統、玻纖紗布。 

6. 國防工業：偽裝網、飛行服裝、防毒面具、頭盔、軍用背包、軍毯、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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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交通用紡織品主要發展廠商及

其經營模式 

交通工具產業具資本及技術密集性質，屬於寡占市場，市場參與者少、供

應鏈較為封閉，交通用紡織品廠商頇具一定的能耐才能與之合作。本研究透過

資料的收集及拜訪兩岸交通用紡織品廠商，以了解廠商商業模式、交通用紡織

品經營的特性、及兩岸經營環境差異。 

第一節 交通用紡織品概況 

一、交通用紡織品範疇 

交通用紡織品舉凡在陸、海、空的交通工具上所使用的紡織品均屬之，包

含的範圍十分廣大，我們常見的陸用交通工具汽車、火車、巴士，還有機車、

自行車等；水運交通工具包括船舶與汽艇等；航空用交通工具早期的熱則有飛

機、孙宙航行用太空船等。以汽車為例，其中包含紡織品項有：（參見圖 5-1） 

1. 內裝材料：頂篷、地毯、座椅（覆材、填充材）、遮陽板覆材及襯材、隔音

材、車門邊片、窗框墊材。 

2. 安全系統：安全帶、安全氣囊。 

3. 橡膠製品：胎簾布、傳動皮帶、管線基材。 

4. 過濾材：燃料過濾材、潤滑油過濾材、空調過濾材。 

5. 其他：車體（碳纖、玻纖車體）、電池隔離膜、管線包覆材、喇叭覆材、前

蓋襯材、行李箱蓋材、行李箱襯材、各式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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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產業用紡織品為兩岸紡織產業發展重點 

二、產業用紡織品延續性估算市場規模 

三、兩岸產業用紡織品優勢與環境差異 

第二節 建議 

一、建置兩岸產業用紡織品交流平台 

二、擴大產業用紡織品應用領域 

三、了解兩岸差異、掌握兩岸優勢 

四、順應政府政策、結合市場趨勢 

五、成立產業聯盟、加速研究發展 

六、堅持台灣精神、打造企業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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