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巴」戰爭對於台灣扣件
產業的影響

「以、巴戰爭」又稱為「第六次以阿

戰爭」，在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
蘭主義運動組織哈瑪斯，展開對以色列

本土發動50年來最大規模的入侵行動打
開序幕，哈馬斯在加薩走廊發動代號「阿

克薩洪水」的軍事行動，武裝人員滲入以

色列22處城鎮和軍事基地，強行俘虜數
百名以色列平民和士兵，並向耶路撒冷

等城市發射了數千枚火箭，以色列政府

聲稱，至少有1,400名以色列人和外國公
民在襲擊中遇害。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Benjamin Netanyahu）立即宣布進入戰
爭狀態並對加薩發動大規模報復行動，

表示將動員數十萬名以色列軍事預備役

人員，讓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哈瑪斯付出

沉重的代價，開戰的48天後以人道的理
由，以色列和哈馬斯雙方協議自2023年
11月24日停火，哈馬斯同意釋放 110 名人
質，其中包括 78 名以色列婦女和兒童，
以色列監獄也釋放了 240 名巴勒斯坦人
作為交換。不幸，停火協議七天後戛然而

止，12月1日戰火重燃，目前雙方已經造成
18,000餘人死亡。另一方面，聯合國安理
會12月8日開會，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提
出要求以色列和哈瑪斯「立即人道主義停

火」的決議案進行表決，安理會15國中有
13國投同意票、美國投下反對票、英國則
投棄權票，停火決議案遭美國1票否決，
「以、巴戰爭」還將會再持續一段時間。

自西元前開始，以色列猶太人就一直

被迫流放將近2000年，在猶太人流浪的期
間，原居地長期是由阿拉伯人所居住，阿

拉伯人也將這片土地視為自己的家園，二

次大戰後聯合國大會考量猶太人在戰爭期

間幾乎慘遭滅族的特殊處境，願協助猶太

人返回起源地，亦即當時的巴勒斯坦地區

作為補償，1947年11月29日在聯合國大會
通過181號決議即「巴勒斯坦託管地分割」
方案，該決議提出了兩個臨時國家的建

立，一個是猶太國，另一個是阿拉伯國。

1948年5月14日英國結束在巴勒斯坦
地區的託管，猶太人宣佈建立國家，國名

以色列。就在以色列建國後不久，由黎巴

嫩、敘利亞、伊拉克、埃及、約旦的阿拉伯

國家成立聯軍，組織上萬名的部隊攻打以

色列，歷史稱「第一次以阿戰爭」，其後分

別在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總

共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發生了五次的戰爭，以、阿雙方的戰鬥直到1993年以色列
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Yasar Arafat）簽
署「奧斯陸協議」帶來一絲和平之光，以色列同意讓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及加

薩走廊成立自治政府，巴勒斯坦也贊成放棄武力對抗以色列來換取建國，非常遺

憾，和平沒有維持多久，2002年以色列在屯墾區蓋隔離牆，實質占領西岸地區，巴
勒斯坦人也因此挺身對以色列展開抗爭。整理1948年至2023年六次以阿戰爭的
參戰國家如下表1:

表1、六次以阿戰爭參戰國家統計表

項目
第一次

以阿戰爭
第二次

以阿戰爭
第三次

以阿戰爭
第四次

以阿戰爭
第五次

以阿戰爭
第六次

以阿戰爭

年份 1948年 1956年 1967年 1973年 1982年 2023年

阿拉伯

參戰國家

埃及、敘利
亞、約旦、
黎巴嫩、伊
拉克王國、
沙烏地阿拉
伯、葉門、巴
勒斯坦解放

組織

埃及

埃及、敘利
亞、約旦、伊
拉克、巴勒
斯坦解放組

織

埃及、敘利
亞、約旦、伊
拉克、沙烏地
阿拉伯、科
威特、利比
亞、 突尼西
亞、 阿爾及
利亞、 摩洛
哥、 古巴、 

北韓

巴勒斯坦

解放組織、

敘利亞

巴勒斯坦

哈瑪斯組織

以色列
參戰國家

以色列
以色列、

法國、英國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協助國 

X X X 美國 X 美國、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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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地區主要有兩大組織，一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另一個就是哈瑪斯（Hamas），哈馬斯是「伊斯蘭抵抗運動」( 
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a)的縮寫，組織成立目的就是要消滅以色列，目前巴勒斯坦地區是處於兩塊領土、兩個政府的
狀態，加薩走廊由哈瑪斯掌控，約旦河西岸則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治理。加薩走廊（The Gaza Strip）是以色列、埃及和地中海之
間長41公里、寬10公里的領土，境內擁有約230萬人，自封鎖以來，以色列控制了加薩走廊上空及其海岸線，並限制人員和貨物進
出。哈馬斯組織被美國於 1997 年列為外國恐怖組織，該組織目前是加薩走廊自治政府的主要掌權者，自從哈馬斯管理加薩地
區以來，以色列就實施了嚴格的物資封鎖，導致加薩地區從食品到藥品都短缺，物資限制迫使巴勒斯坦人離開加薩地區，這些

封鎖更加深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的仇恨值。

「以、巴戰爭」可能會影響的中東國家包括;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埃及、約旦、
黎巴嫩、敘利亞、利比亞等10國，本文以台灣鋼鐵扣件(貨品號列:7318鋼鐵製螺釘、螺栓、螺帽、車用螺釘、螺旋鈎、鉚釘、橫銷、
開口銷、墊圈及類似製品)自2020年至2022年出口到中東十國統計如表2，

表2、台灣扣件(7318)2020年~2022年輸出中東國家統計表

年份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項目
美元

(千元)
重量

(公噸)
金額

比例(%)
重量

比例(%)
美元

(千元)
重量

(公噸)
金額

比例(%)
重量

比例(%)
美元

(千元)
重量

(公噸)
金額

比例(%)
重量

比例(%)

全球 3,968,861 1,363,250 100% 100% 5,319,169 1,610,698 100% 100% 6,140,351 1,607,481 100% 100%
以色列 10,353 4,172 0.261% 0.306% 12,634 4,524 0.238% 0.281% 16,656 4,443 0.271% 0.276%
沙烏地
阿拉伯 22,951 11,519 0.578% 0.845% 21,951 9,984 0.413% 0.620% 29,513 10,555 0.481% 0.657%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17,917 6,878 0.451% 0.504% 14,915 4,614 0.280% 0.286% 15,226 3,837 0.248% 0.239%

伊朗 14,398 7,528 0.363% 0.552% 8,637 3,813 0.162% 0.237% 11,504 4,529 0.187% 0.282%
伊拉克 6,061 2,918 0.153% 0.214% 5,674 2,501 0.107% 0.155% 6,300 2,151 0.103% 0.134%
科威特 2,508 1,107 0.063% 0.081% 4,843 1,675 0.091% 0.104% 5,493 1,651 0.089% 0.103%
埃及 4,290 1,817 0.108% 0.133% 5,003 1,646 0.094% 0.102% 4,962 1,316 0.081% 0.082%
約旦 1,141 649 0.029% 0.048% 1,136 547 0.021% 0.034% 1,601 623 0.026% 0.039%

黎巴嫩 244 132 0.006% 0.010% 644 294 0.012% 0.018% 752 279 0.012% 0.017%
敘利亞 276 151 0.007% 0.011% 88 43 0.002% 0.003% 41 21 0.001% 0.001%

中東十國
加總 80,139 36,871 2.02% 2.70% 75,525 29,642 1.42% 1.84% 92,048 29,405 1.50% 1.83%

在表2中，中東十國佔台灣鋼鐵扣件(7318)總輸出金額比
例於2020年為2.02%，2021年為1.42%，2022年為1.50%，佔
2020總輸出重量的2.7%，2021年為1.84%，2022年為1.83，評
估中東十國對於台灣鋼鐵扣件輸出影響度最高是2%左右，影

響程度是屬於可承受之範圍。

「以、巴戰爭」對於台灣扣件產業的影響不大，但是，所

產生的政治漣漪卻是不容小覷，以、巴雙方各有支持者，以色

列是美國、英國等西方大國，哈瑪斯則是中國、俄羅斯、阿拉

伯等國家，這兩股力量再加上中東是全球石油的重要產地，

如果戰爭無法快速結束，所產生的蝴蝶效應可能會對世界

經濟產生重大衝擊。

哈瑪斯襲擊以色列之後，美國國防部先後派出核子動力

航空母艦「福特號」與「艾森豪威爾號」兩個航母打擊群航

向東地中海，做好協助以色列的準備，英國也向中東派出2艘
軍艦和偵察機，並部署在靠近以色列的東地中海區域，以表

示對以色列的支持，並展現美國與英國在中東的軍事威懾力

量。自二次世界大戰至今，以色列一直是美國軍事援助最大

的受惠國，美國總共提供了1,580億美元的雙邊援助和軍事
資金給以色列，僅在2023年就對以色列撥給38億美元的軍事
協助資金，美國更在聯合國安理會表達支持以色列對於加薩

地區的出兵行動，在聯合國安理會12月8日會議中，以色列和
哈瑪斯「立即人道主義停火」的決議案進行表決時，美國就

投出反對票、英國則投棄權票，因美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

務理事國，擁有一票否決權，以、巴停火決議案遭到否決。

哈瑪斯組織背後可能的主要支持力量，包括阿拉伯國家、

中國與俄羅斯，中國大陸外交部網站在2023年11月30日發布習
近平主席多次就當前以巴局勢闡明中國大陸原則立場，強調

應立即停火止戰，保障人道主義救援通道安全暢通，防止衝

突擴大，根本出路是落實「兩國方案」，凝聚國際促和共識，

推動巴勒斯坦問題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在聯合

國安理會11月由輪值主席國中國倡議下，安理會舉行以巴問
題高級別會議，會議由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主持，由巴西、巴勒

斯坦、卡塔爾、約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近20個國家的外長
和高級別代表以及所有安理會成員出席，安理會通過第2712
號決議，開啟了推動以、巴停火的初始步驟，很遺憾，如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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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人道主義停火」議案遭到美國1票否決。

俄羅斯俄國總統普丁在12月06日訪問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還在僵持不下之際，普丁

總統罕見的中東行程，訪問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沙烏地

阿拉伯，與兩國元首討論烏克蘭及以、巴戰爭問題，後續

是否對戰事產生影響還須觀察。另外，金磚國家(巴西、
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五國)，在2023年8月南非召開
的金磚國家峰會，會後宣布金磚國家將在2024年擴大成
員國，阿根廷、埃及、衣索比亞、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共6國獲邀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其中
埃及、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都是非常

重要的石油輸出國以及信奉伊斯蘭教義的中東國家，從

這裡就導引出一個重要的民生物資「石油」的議題。

回顧歷史1973年第四次以阿戰爭就曾引發世界第一
次石油危機，當時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石油輸出國組

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宣布，對第四次以阿戰爭期間支持以色列的國家
實施石油禁運，目標國家是加拿大、日本、荷蘭、英國和

美國，禁運持續了將近一年，禁運期間，全球石油價格上

漲了近300%，從每桶3美元升至近12美元，對全球經濟
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時部分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實施

能源配給制，民眾陷入恐慌，這次禁運使世界經歷了全

球規模的經濟衰退，失業和通貨膨脹同時上升，股票和

債券價格急劇下跌，二次戰後經濟繁榮自此終結。OPEC
會員國今還沒有對本次「以、巴戰爭」作出對策，當然，現

今美國成功開採頁岩油，再生能源技術日趨成熟，OPEC
的影響力相比50年前已經大大不同，研判再採取1974年
的石油禁運策略機率並不高，但是不排除以石油減產作

為警告的手段。

相比「以、巴戰爭」與「俄、烏戰爭」最大的不同處，

是戰爭發生所在地的土地範圍，烏克蘭國土總面積是

603,700平方公里，以色列總面積是22,072平方公里，加
薩走廊面積僅是365平方公里，烏克蘭因為國土面積龐
大，又因美國等西方國家提供武器與戰鬥技能訓練，戰

爭至今近兩年還沒有終結，而加薩走廊僅為365平方公
里(台北市面積為271平方公里)的面積，研判在這麼小的
地區戰爭是不會持久的。

21世紀自2022年2月俄羅斯侵入烏克蘭，再經本次的
「以、巴戰爭」，世界列強之間更加涇渭分明，美國、英

國、日本與歐洲列國為一個集團，中國、俄羅斯、阿拉伯

國家是另一個團體，「俄、烏戰爭」與「以、巴戰爭」都說

明，當地緣政治產生衝突時，兩個集團都會介入並且相

互角力的事實。目前看來「以、巴戰爭」對於台灣扣件業

者影響不大，但是，不可諱言台灣扣件業者面臨越來越詭

譎萬變的世界局勢，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越來越高，唯有

應秉持精益求精的態度，在產品開發、生產技術、產品品

質與低碳技術上持續進步，創造出競爭者不易模仿的競

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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