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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台灣紡織產業進出口回顧與展望 
 

 

 

 

 

 依據我國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資料顯示， 104 年 1-12 月我紡織品出口總

值為 108.03 億美元，衰退 7%，進口總值為 34.58 億美元，成長 1%，貿易順

差為 73.45 億美元，較前一年同期減少 7.93 億美元，衰退 10%。 以出口值分

析，主要出口項目為布料(占 68%)，其次為紗線(占 15%)、 纖維(占 8%)、成衣

及服飾品(占 6%)及雜項紡織品(占 3%)；五大項目均呈 衰退，出口大宗之布料

為衰退 1%、纖維-19%、紗線-19%、成衣及服飾品- 6%及雜項紡織品-9%。 

 

 以進口值分析，主要進口項目以成衣及服飾品為大宗(占 52%)，其次為纖維

(占 14%)、布料(占 13%)、紗線(占 12%)及雜項紡織品(占 9%)；各類產品中紗

線、成衣服飾品及雜項紡織品呈現正成長分別 為 1%、10%及 3%，纖維及布料

為負成長分別為-18%及-9%。 以出口地區分析，我紡織品第一大出口市場為越

南，其次為中國大陸、美國、香港及印尼，合計佔出口總值達 6 成。 

 

 在出口項目方面，五大出口地區均以布料為大宗，以輸越南出口值 16.90 億

美元最大，以輸印尼比重為 86%最高。進口地區方面，中國大陸為我排名第一

的進口來源，其次為越南、歐盟、美國及日本，合計佔進口總值達 73%；其中

自中國大陸、越南及歐盟之進口項目以成衣及服飾品為主，美國以纖維為大宗佔 

67%，日本則以布料為主。 依據我政府統計顯示，今(105)年 1 月我國貿易出口

總值減少 13.0%(減少 33.1 億美元)，續呈 2 位數下滑，我紡織品出口亦呈衰退

(衰退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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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年紡織品進口比較表 

 單位(仟美元) 

年度 纖維 紗 布 

成衣及 

服飾品 雜項紡織品 合計 

2011年 
839,412 505,558 541,681 1,413,550 268,766 3,568,967 

23% 14% 15% 40% 8% 100% 

2012年 
641,061 407,616 489,198 1,521,941 260,030 3,319,846 

19% 12% 15% 46% 8% 100% 

2013 年 
629,750 440,558 471,448 1,494,381 267,846 3,303,983 

19% 14% 14% 45% 8% 100% 

2014 年 
560,887 415,318 503,097 1,643,850 301,495 3,424,647 

16% 12% 15% 48% 9% 100% 

2015 年 
462,714 417,820 455,935 1,811,405 310,232 3,458,106 

14% 12% 13% 52% 9% 100% 

我國近年布匹進口比較表 

 

 單位(仟美元) 

年度 梭織布 針織布 特種布 合計 

2011年 
165,607 32,072 344,002 541,681 

31% 6% 63% 100% 

2012年 
139,141 24,990 325,066 489,197 

28% 5% 67% 100% 

2013年 
129,720 26,284 315,444 471,448 

28% 5% 67% 100% 

2014年 
141,168 30,083 331,846 503,097 

28% 6% 66% 100% 

2015 年 
124,051 28,134 303,750 455,935 

27% 6% 67% 100% 

特種布為： 不織布、浸漬塗敷加工布(梭織布、針織布)、毛巾布、其他特種織物 

【資料來源：紡拓會】製表 : 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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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年紡織品出口比較表 

 單位(仟美元) 

年度 纖維 紗 布 
成衣及 

服飾品 
雜項紡織品 合計 

2011年 
1,329,637 2,532,605 7,638,211 784,064 431,385 12,715,902 

11% 20% 60% 6% 3% 100% 

2012年 
1,186,132 2,236,711 7,239,886 750,180 406,427 11,819,336 

11% 19% 61% 6% 3% 100% 

2013年 
1,134,515 2,124,405 7,317,894 715,864 407,432 11,700,110 

10% 18% 63% 6% 3% 100% 

2014年 
1,080,960 1,990,965 7,413,267 692,333 385,658 11,563,183 

10% 17% 64% 6% 3% 100% 

2015年 
848,174 1,603,730 7,320,765 649,619 351,159 10,773,447 

8% 15% 68% 6% 3% 100% 

我國近年布匹出口比較表 

 

 單位(仟美元) 

年度 梭織布 針織布 特種布 合計 

2011年 
2,765,509 2,124,598 2,748,104 7,638,211 

36% 28% 36% 100% 

2012年 
2,496,882 2,167,379 2,575,625 7,239,886 

34% 30% 36% 100% 

2013年 
2,407,193 2,354,735 2,555,966 7,317,894 

33% 32% 35% 100% 

2014年 
2,438,654 2,427,074 2,547,540 7,413,268 

33% 33% 34% 100% 

2015年 
2,255,241 2,554,970 2,510,555 7,320,766 

31% 35% 34% 100% 

特種布為： 不織布、浸漬塗敷加工布(梭織布、針織布)、毛巾布、其他特種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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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產能過剩影響全球市場 

 

 中國大陸產能過剩的現象除了展現在內需市場外，歐美地區的外銷市場，面

對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的低價搶單，美國以外的市場多出現衰退，尤以巴西為

最。由於政治動盪、貨幣嚴重貶值（巴西里爾貶值幅度近 1 倍）等因素，導致

巴西市場需求萎縮。 

 

 中國大陸經貿成長趨緩及人民幣匯率走弱，應持續注意可能造成之衝擊；國

際油價驟降，創 12 年來新低，使全球金融動盪及大宗商品走跌，致新興市場、

原油及大宗商品出口國需求減緩；全球貿易尚未復甦，主要國家 1 月出口持續

不振，南韓(減 18.5%)及中國大陸(減 11.2%)出口均呈 2 位數下滑。 

 

 而東南亞市場的客戶分散，各自訂單量有限，也很容易受到中國大陸的影

響。事實上中國大陸的威脅不單是產能過剩，其出口退稅政策也提供了許多檯面

下的操作空間，例如以虛報退稅額度來彌補低價搶單的損失。美國是表現比較好

的市場，基於美元的強勢利基，美國在採購上游原物料時比較謹慎，避免對中國

大陸的過度依賴。 

 

‧ 區域經濟效益影響全球布局策略 

 

    歐洲市場的表現明顯受到韓歐 FTA 的影響，由於歐洲對針織產品需求

高，而針織用原絲多半產自韓國，具有品質及價格競爭力，這個現象在韓歐

簽訂 FTA 後更是雪上加霜；儘管如此，面對 TPP 進程正如火如荼地展開，

設置海外廠首要有經營團隊，人力資源管理正是關鍵。 

 

‧ 中南美洲等海外市場市場仍有開發空間 

 

    如美國市場以工業用紗線布料為主，中南美地區則以衣著用紗線布料為

主。中南美地區仍有值得開發的市場，但須視當地政經環境而定，如過去阿

根廷市場受到政府嚴格管制，但近期改革派政府執政，市場開放的效益令人

期待。 

 

 

 

 織布會刊  
2016 年 No.004 



第 7 頁 / 共 7 頁 

 

 

    另外鑒於今年 1 月歐美宣布解除伊朗經濟制裁，以及近 10 年來非洲經

濟快速成 長，中產階級興起，人口年輕化，商機可期，可加強對伊朗及非洲

市場拓銷。 

 

‧ 未來發展：以產品研發結合終端需求，尋求市場新利基 

 

 繼聚酯纖維之後，中國大陸耐隆纖維對台灣的威脅也急起直追，其原料向台

灣採購、生產條件與台灣業者相去不遠，已搶走絕大多數 20 丹尼規格的訂單。

台灣業者只能朝向更高密度與機能性規格發展，並降低最小下單量的限制。 

 

 大家都知道要差異化，但差異化產品畢竟是少量，難以取代既有產能。從務

實面考量，選擇「機能」及「環保」作為兩大產品開發方向是值得思考的。 

 

 例如嫘縈（Rayon）在市場上一直都有固定的需求，但由於製程污染嚴重，

歐美的 Rayon 廠大多已經關閉。同樣屬於纖維素纖維的長絲 Lyocell 強度較高，

和一般 Rayon 短纖相較，不但光澤、懸垂性及手感不同，還突破一般 Rayon 無

法加工的限制。 

 

 另外，具備環保檢核的「碳足跡認證」除了能檢視廠內能源浪費的程度，從

中改善製程。且透過第三者的公斷數據認證，也提供自己客觀的參考依據。 

 

 展望 2016 年，受到 2015 年低迷景氣的復甦影響，致使市場存貨過高，以

及生產端持續擴產造成供過於求，因此預估 2016 上半年整體表現仍呈低迷態

勢；透過提升產品競爭力外，合乎生產環保的世界趨勢亦能成為突破低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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