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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部沈榮津常務次長座談會紀要 

 

 

雲理事長： 

很榮幸邀請到經濟部沈榮津常務次長來

與我們織布業者座談，4年前沈次長曾應邀到

和美來與織布業者溝通過，對我們織布業的辛

苦非常瞭解，我們對沈次長非常支持，所以這

次活力營一定要請您來指導大家。 

與會的織布同業大都是中小型企業，台灣

織布業受到全球國際貿易自由化與產品替代

性的影響，梭織布從 2004年到 2015年出口衰

退約二成，短纖梭織成品布從 2004年到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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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口衰退近六成。 

工業局對已受貿易自由化損害的產業、企業與勞工提供主動輔

導。在紡織相關產業方面有織襪、毛巾、寢具、內衣、毛衣、泳裝、

成衣、袋包箱、製鞋及紡織帽子、圍巾、紡織手套、紡織護具、布窗

簾、傘類等 15項產業加強輔導，以提升產業競爭力。工業局應該對已

受國際貿易自由化損害的織布業納入加強輔導型產業，輔導我們中小

型織布業，來指導我們，為我們織布業的未來指出一條明路。 

其次外勞問題，目前織布業外勞核配是 20%，但現在於織布廠工

作的本國勞工帄均年齡都在 50歲以上逐漸退休，人員減少，年輕人卻

不願意進工廠，相對申請外勞人數減少。再則毛巾業的製程和我們織

布的製程非常像且較短，他們外勞核配就 25%，請多幫我們爭取提高

外勞核配比率。 

沈次長： 

4 年前曾到和美與大家見面，很

高興再次與會，現場有我們工業局林

俊輝科長與承辦人員涂力中技士和林

文仲顧問也在這裡，我想我們專門找

一個時間，跟大家談一談。 

第一國際觀問題，我們和美織布

業屬地方型產業，怎麼打開國際市

場，我的想法是先發展電子商店，有

個帄台，我會與中小企業處和商業司

洽商，要如何將織布中小企業在國際

的電子商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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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們另外再邀請織布同業舉辦一場座談會，先要了解我們需

要什麼，最重要的是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的需求問題。再來林文仲

顧問有說政府的輔導政策與獎勵措施，目前政府財政困難，不要什麼

都要政府補助，我一直希望業者老闆們能用心了解問題，如果是師傅

和技術的問題，政府可以來協助，我也會幫忙找，受益的業者也要出

一點錢，政府也出一點錢，大家互相共同來解決問題，這樣做比較務

實。 

 

再來有關外勞問題，我們紡織產業中，織布業屬中游，上游人纖

產業人力需求低，外勞比例 15%，下游成衣屬勞力密集外勞比例 25%，

織布業在中間所以外勞比例是 20%，染整行業為高溫高濕的環境，所

以是 35%。工業局在調整時是以整體產業做考量，不能只講某一個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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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祥實業陳總敏廠長： 

本公司是專做牛仔布，公司登記為

紡織染整業，以往染整業外勞核准比例

是 35%，今年本公司申請時只核准 20%。 

沈次長： 

我先回覆您的問題，勞動部現在放

大檢視從嚴審核，染整業須是專業染整

廠才能享有 35%外勞核准比例，非專業

染整工廠就不能享有，條文規定經濟部

也無立場向勞動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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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祥實業陳總敏廠長： 

另外關於外勞逃跑事情，本公司去年跑了三個外勞，造成公司管

理和生產作業困擾，這些外勞一定是有地方可去才會逃跑，台灣地方

不大，怎麼可能會找不到呢？因為有人收留，所以才會逃跑，希望政

府要想辦法解決。 

沈次長： 

這個部份會去檢討。 

王惠美立法委員： 

大家好，感謝雲理事長的邀請，現在剛好是 520 新政府要接任的

時候，當時要找經濟部誰來演講時，首先想到的第一人選就是沈次長，

我跟沈次長認識的時候是在經濟部的中部辦公室，然後沈次長到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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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工出口區，再回經濟部做組長，再來是次長，他是最了解產業的

心聲的人，所以大家的需求是什麼他都了解。 

第一我們公會會員的需求要去整合起來，公會成為一個對口單

位，跟政府部們溝通，如外貿協會、工研院或是節能減碳、新科技產

品研發都與經濟部相關聯，未來到底大家想走哪一條路，需要什麼技

術，經濟部都可以幫忙，後續需要的訂單都可以請求協助，為什麼今

天特別邀請沈次長來的理由就在這裡。 

 

首先我們要先整合問題與需求在哪裡，再找相關的部門來做輔

導，例如產業要提升，不能只說要提升，產業升級需要什麼技術？工 

廠的流程要怎麼做？大家有了明確的需求，我們才能找預算找人

才，申請專案請他們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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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次長： 

請大家選出一個有代表性的工廠來做輔導，來做典範工廠，選一

間工廠就好，這樣輔導比較快，效果比較好，未來可以當織布產業的

指標工廠做示範。 

新市紡織董事長王常務理事茂德： 

首先非常感謝王立委和沈次長蒞臨

與我們座談溝通來瞭解織布業者的經營困

境，沈次長對我們紡織業相當的熟悉與幫

忙，是位認真負責的政府官員請大家掌聲

鼓勵。從剛才演講我們知道台灣織布業進

幾年來出口和產值一直在減少，短纖織布

業尤甚，短纖織布業為中小企業規模不如

長纖業，要外移至越南在人力與財力均較

長纖業弱，如何運用 MIT國內產製來提升

內需市場需求，希望政府給予協助，要不

然台灣短纖織布業將會漸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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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理事長： 

為不耽誤沈次長的時間，我總結建議：第一、外勞問題目前織布

業外勞核配是 20%，但毛巾業的製程和我們織布的製程非常像且較短，

他們有抗議，外勞核配就升到 25%，請幫我們多爭取。 

第二、次長剛才有建議要在中部找一個指標示範工廠，因中部織

布廠生產的產品種類繁雜，使用的設備都不盡相同，不如在和美地區

成立一個紡織博物館，中部以前最有名的就是｢和美織仔｣，這是彰化

的一個歷史重要文化與資產，希望經濟部和工業局的長官以文創產業

的角度，將｢和美織仔｣群聚效應的氛圍再次帶動起來，如現在的水五

金產業、織襪館等。 

沈次長： 

關於設立紡織博物館，我們先在和美或附近地區找有沒有閒置的

場地或閒置的館(蚊子館)，像織襪館也是利用閒置的場地，這樣比較

務實且較容易辦到，政府現在財政困難，要找地再去建比較困難。我

做事情比較務實，不能任何事情都說可以，回去什麼都沒有，不可以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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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仲顧問： 

剛剛次長講說我們是同學，他

是讀電子的，對紡織業這麼了解，

非常欽佩，剛剛大家都提到短纖的

織布同業，現在業績都一直衰退，

今天大家參觀力麗化纖廠，從聚

合、抽絲、假撚；在 10多年前，2000

年時我在當絲織公會理事長時，那

時候台灣加工絲產量 1 個月 12 萬

噸，現在只剩下 5萬噸，不到一半，

當時力麗 1 個月 1 萬噸的產量，現

在我們力麗還是 1萬噸，我們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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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減少，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一直研究、開發、創新，今天我們短

纖織布產量減少了，要怎麼活下去，第一要想有沒有創新的東西，台

灣沒有棉花、蠶絲等原料，要做沒有原料的紡織產品就比較困難，所

以我們需要做轉型，沒有轉型的話會很困難。 

沈次長講過工業 4.0，工業 4.0 就是把我們的自動化再提升到智

慧化，各位看報紙就知道，世界圍棋比賽，電腦嬴了世界的冠軍，5

局嬴了 4 局，世界已經走到數位化。我們看到 NOKIA，幾年前大家手

機都用 NOKIA，他們主管說我們都沒有做錯事情，但是他們的公司消

失了，因為趕不上時代潮流，APPLE 手機不只是聽電話，還可以看電

影查資料，串連在一起，NOKIA 沒有跟上來就被淘汰了。電子業說摩

爾定律，兩年增加一倍，4 年增加 2 倍，到現在 50 年，是 2 的 25 次

方，是 3 千 3 百多萬，所以這個世界正在急速進步，我們沒有進步不

行。 

今天我們紡織業也是一樣，不變不行，要怎麼樣可以跟得上變化

的時代呢?才不會被淘汰。應該要智慧化，如今天大家在工廠的時候我

講了要怎麼跟大陸比賽，大陸那麼大，像大象，台灣那麼小，像小老

鼠，小老鼠有小老鼠的好處，活動的快不會被大象踩死，我們好好利

用這樣優勢與資源，結合我們上中下游大家一起來開發，這樣發展速

度會很快。大陸則不是，他們不同製程段分在好幾省，有的在廣東做，

有的在杭州做；台灣那麼小，我們應該上中下游聯合起來，如果你沒

有創新就會被淘汰，大家要開發，染整方面也要開發，剛剛有講過我

們一些機能性的紡織品，從原料到染整，都要開發，所以我們業界不

要想一直靠政府，第一個要先靠自己，靠自己研究開發，現在工業局

有推動辦公室，有顧問有專家在這裡，各位有需要的話，可以向我們

提出你們公司需要什麼，你的長處在什麼地方，你的設備的長處，或

者你是有人才的長處，我們顧問與專家會協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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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我們再另找一個時間，請沈次長與林顧問直接到和美與大家說

明，和美的人是很熱情的，請大家鼓掌感謝。 

沈次長： 

感謝大家，我會找一個時間去看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