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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臺灣紡織供應鏈位居全球舉足輕重之地位，長期以來更扮演國際品牌商的重

要合作夥伴，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全球經濟，主要消費市場-美國和歐盟服

飾市場需求急遽下降，衝擊臺灣紡織業供應鏈的訂單及出貨量。2021 年歐美國家

陸續恢復經濟活動，國際品牌對消費市場前景重拾信心，部分服飾品牌的庫存消

化，急單湧現，無奈 2022 年紡織品終端市場需求疲弱，品牌商庫存去化速度不

如預期，全球經濟受烏俄戰爭帶來之通膨影響，市場需求保守。受景氣不確定性、

原物料價格急跌等影響，主要國家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下跌且持續緊縮，

市場訂單趨向保守，庫存去化已非關鍵，全球終端需求疲軟為主要問題。展望 2023
年，雖前景仍然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惟全球一致朝向永續發展與淨零碳排的目

標努力，投注大量心力於此。 
鑒於前述大環境背景，本年鑑規劃 2023 紡織產業年鑑主架構分為導覽篇、

產業議題篇、國際掃描篇、臺灣產業生態篇、結論與展望篇等分篇剖析各區域及

次產業發展現況；並將內容含括：國際產業環境變動趨勢、紡織各次產業發展現

況、新產品與技術開發動向，以及主要廠商最新發展情況與海外布局，進行完善

剖析。 
期望業界可因年鑑的資訊分享而匯聚共識，有利於未來業者彼此間的跨業合

作、整合或開發新產品與技術、製程，並就掌握國際前景動向，得以有效掌握市

場需求與機會。 
本年鑑在完整記錄紡織產業年度歷程的使命下，期許持續提供業界最新產業

動向與政經環境變動對紡織產業的影響分析，有助於業者能正確掌握產業發展脈

絡及佈局先機。出版在即，仍感有不盡完善之處，尚祈各界先進不吝賜教。本年

鑑承蒙學研界及業界專家費心撰稿，以及紡織所同仁戮力參與，謹致由衷的謝忱。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所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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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一、產業定義與範疇 

紡織產業依製程技術定義為從纖維、紡紗、織布、染整及終端製成品，並含

括其相關應用技術，如：材料、紡織機械、生產管理、污染防制、產業資訊、分

析鑑定、紡織用化學品等，形成完整的紡織產業。 

纖維製程可區分為人造纖維與天然纖維，人造纖維係將上游原料粒子以化學

合成方法，製成聚酯纖維、耐隆纖維、嫘縈纖維、醋酸纖維、亞克力纖維等；天

然纖維主要有棉花、蠶絲、羊毛、亞麻等。 

紡紗業則是以纖維為主要原料進行加工，將纖維開清、併合、牽伸，或在牽

伸同時進行分梳，使纖維逐步拉細，紡成粗紗、再紡成細紗。 

織布業以梭織、針織或編織製程為織布業，而不經由織造製程者為不織布業。 

至於染整業主要製程大致可分成染前處理、印染過程及染後處理三部分。終

端製成品則涵蓋衣著用、家飾用和產業用等 3 大類別紡織品；由以上多樣的紡織

品加工處理過程，可知紡織產業的複雜度及其應用之技術與人力資源的豐富性。 

由此定義紡織產業範疇，可分為六大產業：(1)紡織原料業；(2)紡紗業；(3)

織布業；(4)染整業；(5)終製品製造業及相關機電；(6)化工與儀具業。紡織業除

衣著與家飾用紡織品，多項產業用紡織品應用在工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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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已成為發展之重點。 

二、2023 紡織產業年鑑架構與各篇章介紹 

本年鑑架構是從紡織相關之國際發展情勢與臺灣紡織產業的變動趨勢分篇

剖析，主要架構以「產業議題篇」、「國際掃瞄篇」、「臺灣產業生態篇」，及「結論

與展望篇」對紡織產業的發展趨勢做一綜觀性由上至下的系統論述。各篇章介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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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議題篇 

本篇分析大環境變動對紡織業的影響，包括：臺灣紡織永續發展願景藍圖、

全球碳捕捉紡織品發展趨勢分析、歐盟永續紡織相關計畫歸納分析與借鏡、2022

年運動及戶外紡織產品趨勢解析、全球紡織機械市場分析。 

（二）國際掃描篇 

本篇除分析全球紡織產業發展趨勢外，並針對全球主要紡織國家（包含歐

洲、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東協的越南、印尼）紡織業之重大影響與趨

勢，深入剖析。包括：美國鼓勵近岸外包、歐洲紡織產業加速推動永續循環經濟、

日本紡織產業朝向永續化及數位化、韓國紡織產業開發綠色材料及加強網絡體系

迎接疫後市場挑戰、中國大陸紡織市場內需與進口規模分析，及東協之越南與印

尼市場動向。 

（三）臺灣產業生態篇 

本篇除分析臺灣紡織產業發展趨勢外，並針對臺灣紡織產業由上游至下游各

階段製程，包含人造纖維業、紡紗業、針織業、織布業、成衣業、產業用紡織品

業（含不織布），分析各次產業別最新國際環境變化、產銷貿易、廠商經營動向及

海外佈局狀況、展望與前景。 

2022 年因通膨影響服飾消費，加上俄烏戰爭衝擊連鎖通路，大眾化服飾銷售

速度放緩，下單動能減弱，通路商進入庫存調整特別明顯。即使面臨原物料價格

上漲，上游的纖維、紡紗廠與中下游的布廠、成衣廠也難以完全將成本轉嫁至品

牌客戶上，故 2023 年臺灣紡織產業備受挑戰。面對循環經濟與數位經濟兩大全

球趨勢洪流與潛在競爭者的快速崛起，臺灣紡織產業未來願景不僅要扮演國際品

牌供應鏈的重要夥伴、隱形冠軍，更要成為價值創造的開拓者。 

（四）結論與展望篇 

本篇即為年鑑總結，包含 2 部份：結論各章節重點、展望臺灣紡織產業之未

來；期許本篇能提供讀者對臺灣紡織產業未來前景與發展能有前瞻且完整的掌握。 

三、紡織產業年鑑的延續與傳承 

2023 紡織產業年鑑依產業議題篇、國際掃描篇、臺灣產業生態篇、結論與展

望篇等構面分篇進行剖析，內容延續掌握國際大環境趨勢變動、新興技術開發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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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之精髓，並維持既有的臺灣紡織各次產業發展趨勢分析，從產業議題、國際掃

瞄、臺灣產業生態等分篇剖析各次產業發展現況，期許能達到見樹又見林，既完

整又不失細節的論述。 

紡織所在經濟部技術處 ITIS 計畫的支持下，自 1997 年開始編撰紡織產業年

鑑，逐年有系統地延續記載臺灣整體紡織業的發展，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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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則涵蓋產

業用紡織品驗證機制、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機制、產業大事紀、紡織業相關機構及

主要政府資源，深具專業參考價值。 

本年鑑可帶給讀者完整的產業發展訊息與未來趨勢分析，業界可因資訊共享

而凝聚共識，有利於業者未來彼此間的跨業合作、整合或開發新產品、技術與製

程，並就掌握終端銷售市場的變化趨勢，得以更有效率的掌握產品開發動向及市

場需求。同時，在完整記錄紡織產業發展歷程的使命下，期使持續提供業界最新

產業發展動向與國際政經環境變動對紡織產業的影響分析，始有助於業者能正確

掌握產業發展脈絡及佈局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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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臺灣紡織永續發展願景藍圖 
 

摘要 
 

面對聯合國 2030 與 2050 年的永續發展目標，全球各區域組織、國家乃

至產業界均掀起相對應的願景藍圖、發展策略及路徑規劃。紡織產業綜合研

究所凝聚臺灣紡織界的共識與響應，透過產、學、研各界專家的意見調查、

訪談及交流研討後，綜整出臺灣紡織產業未來發展的三大情境願景與目標。 

參考過往臺灣紡織在國際競爭力之科技、服務及友善的基礎上，勾勒出

臺灣紡織產業永續藍圖應建立在「科技領先」、「服務卓越」、「環境友善」等

三大核心競爭力情境中，且依據臺灣紡織在國際供應鏈轉型價值鏈中的定

位，擘劃出「國際紡織解決方案的供應者」、「國際紡織創新研發設計與快速

反應中心」、「國際永續紡織品的供應重鎮」等三大願景目標。 

從「科技領先」的競爭力情境中，期許臺灣成為「國際紡織解決方案的

供應者」；從「服務卓越」的競爭力情境中，打造臺灣成為「國際紡織創新研

發設計與快速反應中心」；從「環境友善」的競爭力情境中，擘劃臺灣成為「國

際永續紡織品的供應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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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球紡織品成長趨緩，布局新

興市場 
 

摘要 
 

根據 WTO 的數據，繼 2020 年下降 2.8%與 2019 年下降 0.7%後，2021

年全球紡織品及成衣貿易大幅增長 14.2%，達到 8,890 億美元歷史新高。其

中服裝貿易增加 19.3%至 5,370 億美元，紡織品貿易增加 7.1%，來到 3,520

億美元。 

2021 年美國的紡織品和成衣貿易入超增加 13.70%，達 1,265 億美元，

創歷史新高。中國大陸蟬聯全球最大紡織品和成衣貿易出超國，其次為印度、

土耳其、越南和孟加拉。 

全球受烏俄戰爭影響，能源及糧食供應短缺，價格狂飆，推升全球通膨。

然而，服飾品並非消費者必須採購的物品，導致買氣下滑。根據 Euromonitor

統計，2022 年全球服裝市場規模減少 0.9%，為 1 兆 3,730 億美元，包括童

裝、男裝、女裝、襪類、服裝配件等各類別；運動服裝市場規模曾增加 1.6%，

達 219 億美元。 

Euromonitor 觀察 2023 年全球服裝服裝產業的趨勢，包括：全球經濟成

長趨緩，前景略有改善、高通貨膨脹和不斷升息對英國、美國和歐元區的經

濟成長造成壓力、全球紡織品在新興市場繼續蓬勃發展。 



 
 

臺灣產業生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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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臺灣紡織產業精進永續化

相關技術，儲備研發生產量

能蓄勢待發 
 

摘要 
 

依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顯示，2022 年我國紡織產業產值微幅減少 0.9%

至 4,142 億元。其中觀察各次產業變化，2022 年上游化纖業產值衰 7.5%至

755 億元，占整體紡織產業產值比重為 18%；中游紡織業產值成長 0.3%至

3,115 億元，占整體紡織產業產值比重為 75%；下游成衣業產值成長 4.4%至

271 億元，占整體紡織產業產值比重為 7%。 

因通膨影響服飾消費，加上俄烏戰爭衝擊連鎖通路，大眾化服飾銷售速

度放緩，下單動能減弱，通路商進入庫存調整特別明顯。由於必需品的價格

增漲，消費者削減包括服裝在內的非必需品類別支出。加上歐美市場因通膨

使得客戶庫存去化時間拉長，自 8、9 月客戶下單動能有降緩的現象，整個市

場的銷售氛圍呈「價平、量縮」狀態。而即使面臨原物料價格上漲，上游的

纖維、紡紗廠與中下游的布廠、成衣廠也難以完全將成本轉嫁至品牌客戶上，

為 2022 年臺灣紡織業增添挑戰。 

2023 年第一季全球經濟延續 2022 年 Q4 通膨及升息影響，終端品牌商

仍處於去化庫存階段。美、歐中小型銀行在 3 月陸續爆發危機事件，雖控制

得宜未釀成全球性金融風暴，但各國製造業活動仍因終端需求持續疲弱而明

顯放緩。根據臺灣經濟研究院資料所示，臺灣整體製造業第一季生產指數及

外銷訂單等年減幅擴大，且去年同月比較基期偏高，第一季呈現雙位數衰退，

景氣燈號為代表「景氣低迷」的藍燈。國際貨幣基金（IMF）今（2023）年 4

月持續下調今、明（2024 年）兩年的全球經濟成長展望，保守估計 2023 年

紡織業產值為 3,836 億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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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結論及未來展望 
 

 

一、結論 

（一）產業大勢解析 

1. 臺灣紡織永續發展願景藍圖 

臺灣紡織產業永續藍圖建立在「科技領先」、「服務卓越」、「環境友善」等三

大核心競爭力，根據臺灣紡織在國際供應鏈轉型價值鏈中的定位，擘劃出「國際

紡織解決方案的供應者」、「國際紡織創新研發設計與快速反應中心」、「國際永續

紡織品的供應重鎮」三大願景目標。 

透過「創新及前瞻性科技研發，建立自主產業化解決方案」、「接軌及參與國

際標準，建立自主檢驗及認證能量」、「架構產業平台，接軌國際供應鏈」等三大

策略推動解決永續化轉型的問題。從永續價值鏈的關鍵發展議題調查中歸納出六

大構面共 36 項主要及次要議題包含：可持續性循環材料、綠色生產製程、紡織

品循環設計開發、永續標準驗證、紡織品回用系統、紡織生態系等。 

整體而言，均對低碳／低耗能／低耗水製程、同材質產品易循環回用設計、

接軌國際循環紡織品驗證規範及標準、紡織廢棄物的分類分級之快速篩選處理、

終端使用後的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等皆為永續發展高度關注的五大議題。 
 
2. 全球碳捕捉紡織品發展趨勢 

在全球追求「2050 淨零排放」的共同目標之下，部分品牌和供應商開始嘗

試透過外部合作開發及驗證該項創新技術，期待透過利用工廠排放的二氧化碳，

以減少對石油系纖維依賴，以及解決植物性纖維（如：棉纖維）耗水多、占地大

且需投入化學藥劑進行除蟲等問題。然而，現階段碳捕捉再製聚酯的成本昂貴，

不具備大規模生產的條件，因此目前市場上所看到的碳捕捉紡織品，多仍屬合作

性質的小規模實驗項目。今後仍有賴國際時尚服裝品牌及國家資源持續進行該技

術的研發投資，以降低生產成本並提升製程的節能效果，碳捕捉紡織品未來才有

擴大應用及商品化的可能性。 
 



紡織產業年鑑. 2023/閩潔, 李信宏, 巫佳宜, 王冠翔, 張婷婷, 楊宜

蓁, 駱春梅, 俞玲華, 葉乙昌, 林仁豪, 梁瑋芩, 陳宏一, 顧裕珍, 
安大中, 林俊宏, 蘇英傑, 劉珊姍撰稿. -- 初版. -- 新北市 : 財團

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民 112.08 
 面 ;  公分 

     ISBN 978-986-95189-9-4（平裝） 

    1.CST: 紡織業  2.CST: 紡織品  3.CST: 年鑑 

488.058 112012157 

 
 

書 名 ： 2023 紡織產業年鑑 
發 行 人 ： 經濟部技術處 
計 畫 主 持 人 ： 鄭凱方 
撰 稿 委 員 ： 閩 潔、李信宏、巫佳宜、王冠翔、張婷婷、楊宜蓁、

駱春梅、俞玲華、葉乙昌、林仁豪、梁瑋芩、陳宏一、

顧裕珍、安大中、林俊宏、蘇英傑、劉珊姍 
執 行 編 輯 ： 閩 潔、李信宏、陳映廷 
出 版 ：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23674）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六號 
http://www.ttri.org.tw 
電話：（02）2267-0321 

其他類型版本說明 ： 本書同時登載於 ITIS 智網網站 
網址為 http://www.itis.org.tw 

出 版 登 記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150 號 
出 版 日 期 ：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八月 
版 次 ： 初版 
售 價 ： 新台幣參仟伍佰元整 
展 售 處 ： （23674）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六號 

電話：（02）2267-0321 轉 8119 
傳真：（02）2267-8107 
郵政劃撥帳號：18790552 

I S B N ： 978-986-95189-9-4 
著作權利管理資訊 ： 經濟部技術處保有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

內容者，須徵求經濟部技術處同意或書面授權 
聯絡資訊：閩潔 02-2267-0321 轉 8109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版權所有，請勿擅自翻印 


	001-導覽篇
	2023-00-紡織產業年鑑-總論
	空白頁面

	007-產業議題篇
	2023-01-臺灣紡織永續發展願景藍圖
	2023-02-全球碳捕捉紡織品發展趨勢分析
	2023-03-歐盟永續紡織相關計畫分析_0811
	2023-04-2022年運動及戶外紡織產品趨勢解析_0809
	2023-05-全球紡織機械市場分析
	067-國際掃描篇
	2023-06-全球紡織品成長趨緩，布局新興市場
	2023-07-歐洲紡織產業加速推動永續循環經濟
	2023-08-東協紡織產業越南展現生產基地的強韌性、印尼喜迎100周年_0809
	2023-09-美國紡織產業鼓勵近岸外包投入CAFTA地區
	2023-10-日本紡織產業朝向永續化及數位化_0809
	2023-11-韓國紡織產業開發綠色材料、打造數位技術、加強網絡體系以迎接疫情後市場的挑戰
	2023-12-中國大陸內需市場規模縮減，使進口需求減少
	157-臺灣產業生態篇
	2023-13-臺灣紡織產業精進永續化相關技術，儲備研發生產量能蓄勢待發_0811
	2023-14-人造纖維業致力回收聚酯產能擴稱與發展循環經濟綠色產品_0811
	2023-15-紡紗業-積極布局特殊紗，結合機能服飾擴大商機_0809
	2023-16-針織業織布產品單價續創歷史新高
	2023-17-織布業持續深耕低碳製程朝永續發展
	2023-18-成衣業致力數位轉型、零碳轉型與科技結合為目標_0809
	2023-19-產業用紡織品業持續朝向永續發展
	295-結論與展望篇
	2023-20-結論及未來展望_0809
	307-附錄
	2023-A-附錄1-產業用紡織品驗證機制
	2023-B_附錄2-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機制
	2023-C_附錄3-2022年台灣紡織產業大事紀_0809
	2023-D_附錄4-紡織相關機構、公協會暨學術團體
	2023-E_附錄5-博士論文資源
	2023-F-附錄6-主要政府資源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