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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扣件產業下碳鋼盤元製造商
面臨的挑戰與機會 文/ CRU International

前言

扣件生產是碳鋼線材的重要需求來源。歐洲的扣件需求與線材的終端用戶總需求相較之下更偏向汽車產業領域，而

非+建築領域，因此汽車產業的相關優勢跟歐元區的建築產業相比更加促使了線材的消費比例導向至扣件產業。

同時，歐洲扣件市場的進口競爭近幾年也更加強化，且對中國的扣件反傾銷措施在2016年取消後也進一步強化了競

爭。不過談到產品品質，市場是非常有區隔性的，且相關貿易數據也顯示歐洲是高品質扣件的全球關鍵性製造地，進口競

爭大部分發生於低品級產品市場。因此，高碳及合金線材製造商從歐洲扣件產業的潛在成長中獲得最多。在本文中，我們

依據碳鋼線材製造商遇到的商機和挑戰，對扣件產業的特色進行調查。

扣件生產佔線材需求的比率

有所成長

根據Eurostat資料，歐盟28國2015
年銷售掉碳鋼扣件生產量為250萬噸，

比2009年的160萬噸還高，而2009年線材

總消費量為1,720萬噸，2015年是1,860萬

噸。扣件業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的復甦很

清楚地比鋼鐵業的復甦還要強勁，因此

從2010年起扣件生產佔歐洲線材需求的

比例也一直在成長。

當過去多年來歐元區建築產業景

氣持續下滑時，工業生產的成長，尤其

是汽車生產，相對來看是強勁的(見圖

1)。其他值得注意的重點是2012年在

汽車生產的高點與扣件生產成長的高

點相符合。假設使用線材進行螺絲生

產有5%的損失，扣件生產佔總線材消

費的比例從2010年的10%一路增加至

2015年的14% (見圖2)。過去一段時間

扣件生產高於線材需求的強度指出扣

件業比線材業較不易受到建築業影

響。再者，汽車相關領域是歐盟扣件需

求的關鍵來源。

在接下來幾年，考量到汽車產出

持續超越歐元區的建築相關領域，扣

件的線材銷售比例可能會進一步增

加。從2019年開始，在汽車和建築產業

溫和而穩定的成長應該會支撐扣件生

產的成長。整體上，扣件產業將持續是

線材製造商的強勁末端使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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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大多生產高品級扣

件，進口低品級產品 　
在產品品質方面，扣件市場是高

度具區隔性的：歐洲國家傾向生產和

出口高品質扣件和進口低品質原料。

我們以「含頭部的鋼鐵六角螺栓」為

例來解釋歐洲對高品質產品的重視：

在歐盟，這些螺栓出口90%都是高品

質高碳材料，拉力強度超過800 Mpa
及降伏強度超過640 Mpa (也就是至

少8.8的碳鋼螺栓等級)。 

歐盟28國前5大扣件製造商（根

據2015年售出的產量）為德國、義大

利、法國、波蘭和西班牙（見圖3）。2015年單單德國就佔了歐盟28國總售出生產的41%，而義大利佔了32%。雖然扣件28國算起來

扣件進口還是佔多數，但儘管如此該區每年還是出口45-50萬噸扣件至各地，最大的市場為中國和美國。德國和義大利分別是第

三大和第五大扣件出口商（以量計），但德國在2014和2015年扣件的進口實際上比出口多一些。歐盟區大量的扣件進出口反映出

定義扣件市場的兩個不同品質層級。

在碳鋼螺栓、螺絲和螺帽的例子

中，8.8的等級（也就是拉力強度至少

800 MPa）是重要的門檻：8.8（含）以

上等級的扣件一般被視為「高品質」原

料。在用來生產扣件的線材品質方面，

低中碳線材對拉力強度小於800 MPa 
(也就是等級低於8.8) 的螺栓而言是

足夠的，但8.8（含）以上等級的螺栓需

要的是常經淬火回火處理的中高碳或

合金鋼。

海關編碼8碼的貿易數據可以指示

出多少比例的歐盟扣件出口屬於「高品

質」類（雖然我們知道要做出全球的比

較是不可能的，因為這8碼並非全球通

用的）。再更細節一點，「含頭部的鋼鐵

六角頭螺栓」分成兩大類：拉力強度小

於800 MPa (海關編碼73181581)以及拉力強度大於等於 800 MPa (海關編碼73181589)。這兩個貿易編碼加總起來分別佔歐盟

28國總扣件出口的15%和歐盟五大生產國總扣件出口的22%。在歐盟多數國家，拉力大於等於800 MPa且屬於兩項編碼中產品的出

口比例大概佔了90%或更高。相較之下，烏克蘭和俄羅斯等前蘇聯國家的對應比例則低於50%(見圖4)。這種貿易模式顯示出歐洲扣

件市場的成熟和在全球的重要性。

扣件進口大多影響低品級

的歐盟生產　

儘管如此，本地歐洲扣件製造

商面臨到一些挑戰，特別是低品質

層級的市場。雖然歐盟28國針對第

三國進口扣件課徵3.7%的稅率，顯

著消費的進口比例在過去多年來大

幅度增加，從2012年的25%上升至

2015年的41%(見圖5)。最大的非歐

盟製造扣件進口商為德國和義大

利。台灣佔了約1/3歐盟28國的扣件

進口量，而中國、印度和越南加總

起來也佔了約1/3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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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針對中國進

口扣件的反傾銷措施取消

後（該措施自2009年1月開

始實施），中國進口的扣

件在歐盟28國所佔的比例

到2016 年增加4個百分點

達到27%（見圖6）。此措

施在2012年因為反違法第

三地轉運調查的結果擴大

涵蓋馬來西亞，並在2015 
年的日落複審後再被延長

五年。不過，在世貿組織

爭端處理過程中來來回回

耗時的上訴和反上訴過程

後，世貿組織在2016年2
月12日做出對中國有利的

判決。本質上，世貿組織

反對歐盟執委會計算傾銷

幅度採用的方法並證實傾

銷對本地產業 造成實質

損害。雖然執委會表明接

受可能會導致後續新反傾

銷或反補貼調查的上訴行

動，但因為缺乏繼續維持

此措施的法源基礎，歐盟

執委會已在2016年2月撤

銷了這些措施。 

世貿組織的判決反對反

傾銷調查中使用的方法，但

並沒有否定中國扣件在歐盟

進行傾銷的可能性。不過，

雖然在收到來自世貿組織的

判決後，歐盟執委會仍有權

力自行啟動反傾銷調查，但

在沒有收到來自國內產業正

式上訴書的情況下，執委會不可能這麼做。再者，考慮到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一直以來受制於反傾銷稅，新的上訴案將會缺乏強力

的歷史數據來證明有對本地產業造成損害，因此必須以傾銷或損害將再次發生的逼近威脅做為立案基礎。因此就算一些產業人士

對執委會支持此案的看法仍持樂觀態度，對中國進口扣件開啟新的調查並非沒有障礙存在。

當歐盟在2016年5月31日恢復了鋼品進口調查系統，相較於先前的系統，他們擴大範圍以納入扣件產品。此調查系統

加速歐盟執委會注意到貿易模式改變的能力，這是建立反傾銷或反補貼調查的主要基礎，所以許多人將這項動作視為執

委會正非常嚴肅地考慮針對中國扣件重新建立一套貿易壁壘。不過，截至目前，還沒有宣布任何針對鋼鐵扣件進口的新

貿易措施。歐盟從中國進口扣件在2016年年比增加27%至44.2萬噸。進口水準是自措施施行以來的最高紀錄，但仍停留在

2009年以前的水準之下（見圖6）。同時，這些進口的平均單價比進口自台灣、印度和越南（歐盟市場的另一個主要低品質

扣件供應商）的扣件平均單價還要低上許多（見圖7）。
 

結語　

佔了歐盟所有碳鋼線材消費1/7的扣件業將持續成為歐洲線材製造商的關鍵市場。不過，撤銷對中國扣件的

反傾銷措施有潛在的可能性可以重組歐盟市場分配，對台灣、印度、越南和歐洲低品級扣件製造商來說是項挑

戰。歐洲高品級扣件製造商可以被排除在低品級市場的激烈競爭之外，因此可以繼續成為線材需求的主力。所

以，中高碳和合金線材主要受益於這些末端使用產業的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