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台灣螺絲外銷下挫苦哈哈，業者引頸期盼接單量回復正常水平，12月5日齊聚在高雄南區海口味餐廳，聆聽2024
年第一季中鋼產銷聯誼會的市場展望簡報。螺絲公會理事長蔡圖晉致詞表示，台灣螺絲業者在過去三年歷經大起大落，疫

情為業者帶來轉單的利多，將外銷推升到歷史的高點，但庫存的去化問題使外銷額在2023年度重挫，如今許多業者撐過來

了，期望品嘗到市場復甦的果實。

即將接任螺絲公會理事長的晉禾企業蔡永裕董事長表

示自己做螺絲業45年來，從未遇過景氣這麼壞，而且

各項成本也在上升，目前光是一個月的電費支出就增加了

400萬，「但最壞的時刻就是最好的開始，我們要對自己有

信心。」他回想之前運費翻漲時，海外買主為了取得台灣螺

絲，甚至願意透過費用更高的空運。對此，他建議螺絲業者

需意識到「螺絲重要的是其價值，我們要做的並不是低價

競爭」，並應以此為基礎去反向思考如何經營事業。

不同於今年上半年的市場展望簡報，這次中鋼的簡報給

了扣件業者明顯樂觀的回應。根據中鋼的研究調查，

IMF上調了美國的GDP值，日本GDP則是持平，說明2024年

將以美國與日本為首來撐起全球的經濟成長。台灣的2024年

GDP成長率則被上調到3.15%，主計處表示台灣經濟在2023

年第三季觸底，2024年的經濟表現將會更好。歐洲與東協的

GDP則被下調，即使如此，這兩個區域在2024年的GDP數值

仍高於2023年，代表市況將轉好。

在鋼鐵需求方面，世界鋼鐵協會預測2024年全球鋼鐵需求將

增加1.8%，其中在歐洲將成長5.8%，北美成長1.5%、亞洲成長

1.3%、中東成長3.2%、拉丁美洲成長2.2%。在採購經理人指數方面，

美國、歐盟、台灣、中國、越南的數值落在44至49，東協六國和印度都

達到50以上。由於PMI值超過50則代表進入繁榮期，因此世界許多

地區即將脫離衰退期。

中鋼產銷聯誼會

中鋼預測2024第一季復甦春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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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起，通膨現象在歐美與中國都已降溫，中鋼表示，油價的

回落帶動許多國家的通膨下降更快。另外，歐美升息的循環接近

終結，東南亞與南美洲已開始降息，歐洲很有可能在2024年第一季，美

國則可能在第二季降息。

在2023年1至10月的線材統計方面，台灣進口線材的主要來源是印尼

(佔39%)、南韓(21%)、越南(14%)、中國(9%)、日本(8%)與印度(5%)，
主要類別是低碳鋼(49%)與合金鋼(37%)，中碳鋼佔2%，高碳鋼佔6%。同

期進口線材的總重量是29.8萬噸，下降5%。

在台灣的扣件出口統計方面，同期出口重量為106.5萬噸，重跌

25.47%，出口平均單價是每公斤3.76美金，下降0.79%。

產品 出口量增減率(%) 單價增減率(%)

木螺絲 -15.06 -3.24

自攻螺絲 -29.05 0

螺栓 -28.02 +0.55

螺帽 -18.32 -3.79

同期台灣扣件出口的前五大目的地國是美國(48.9
萬噸，下降24.97%，佔比45.90%)、德國(8.6萬噸，下

降31.66%，佔比8.09%)、荷蘭(7.2萬噸，下降9.97%，佔比

6.82%)、日本(4.3萬噸，下降27.48%，佔比4.07%)、加拿大

(3.1萬噸，下降32.92%，佔比2.99%)。台灣對前五大目的地

國出口扣件的重量都明顯重挫。

雖然2023年1至10月台灣扣件出口統計數字慘

淡，但中鋼引用螺絲公會提供的數據並表示，台灣

螺絲產業已在2023年第三季觸底。綜合前述的各項

經濟指標與統計數據，中鋼在此會中以相當有把握

的語氣表示，2024年起鋼鐵與螺絲市場景氣將明

顯轉正，樂觀看待復甦春燕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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