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產旺季將至 
景氣料將緩步復甦 

2024 第二季中鋼螺絲業產銷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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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進與台灣扣件業者的互動交流和定期了解當前業者對外接單的狀況以及面臨的一些挑戰或困境，台灣扣件線

材最大供應來源中鋼公司 3月 5日在高雄岡山東區海口味餐廳舉辦 2024 年第 2季中鋼產銷聯誼會。上百位扣件業者在百
忙之中踴躍參與，希望能在供需雙方之間維繫良好暢通的溝通管道，更重要的是，也能透過這樣的交流方式爭取到更多對

自己發展更有利的優勢條件。

螺絲公會蔡圖晉理事長 : 景氣仍差，籲線材勿漲價，
業者要重視 ESG 趨勢。 

台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蔡圖晉理事長在致詞時就直言，目前整體的

市場景氣可以說很差。全球很多扣件業者因為以哈戰爭、俄烏戰爭⋯等

區域衝突以及美國對中國特定鋼鋁產品課徵 25%關稅的問題所導致的
更高成本讓其利潤普遍受到壓縮。台灣業者也有很多小螺絲的訂單都已

經被中國或越南的業者搶去，經營得很辛苦。在這樣的市場條件下，希

望下一季中鋼公布盤價時能考量到業者訂單已經很難接的現況，能不漲

價就不要漲價。

另外，針對全球產業最具討論熱度的 ESG 和節能減碳趨勢，蔡
理事長也提醒業者一定要跟上這一波淨零減碳的潮流，強化關注 ISO 
14064、 ISO 14067⋯等碳排管理規範，依法依規把相關的淨零排碳申
報執行徹底。他也拜託中鋼公司能在協助業者節能減碳的腳步上提供強

大後盾，多多生產一些符合低碳趨勢的線材產品給扣件業使用。蔡理事

長認為，儘管符合各項減碳規範可能會間接拉高廠商的製造成本，但他

相信以台灣業者認真努力的個性一定能做得很好，而且當更多國家都開

始提出淨零減碳的規範時，或許也可以為台灣業者創造出更多的接單和

合作機會。

台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蔡圖晉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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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 : 去庫存化階段將過 積極協助業者減
碳爭取訂單 

中鋼公司業務副總陳銘源表示，有觀察到一些業者

的接單的確沒有很好。不過他也提到在全球製造業過去

2年的去庫存化階段後，目前根據很多學者專家所公布
的報告都顯示接下來大部分國家的 GDP 發展預測都有
向上爬升的跡象，且樂觀預測都在 3%以上 (包括台灣 )。
儘管去年第 4季前市場行情一路向下發展，但今年的需
求應該會比去年好，因為第二季通常是傳統產業的旺季

(根據統計顯示過去 10年來，每年第 2季的需求都是該
年度最高的 )，且中鋼內部所做的第二季產業調查報告也
顯示需求將比第一季增加 8%。因此縱使市場仍有亂流，
但也不必悲觀，因為整體趨勢預測仍是「緩步復甦」，只

要大家有信心，努力工作並把公司體質調好，今年仍有很

多機會。

據了解，中鋼公司目前尚無年度歲修計畫，產能可滿足業者的後續需求，交期也預期能提前一些。另外，針對節能減碳

的趨勢，中鋼也已經把去年第四季的碳排資料提供給廠商做後續申報，之後每一季的第一個月也會定期提供上一季的數

據給業者。若業者針對減碳議題有任何需求或疑問，中鋼也有彙集產業專家和資深同仁的輔導團隊可以跟業者相互交流。

2023 台灣扣件出口價量表現及 2024 現況和展望

根據台灣海關進出口數據顯示，2023年台灣進口棒鋼為 20.6萬噸，較 2022年同期下降 21%。前 5大棒鋼進口來源
為中國 (58%)、日本 (25%)、南韓 (9%)、越南 (2%)和德國 (2%)。主要進口類別以合金鋼 (76%)、中碳鋼 (14%)和低碳鋼 (6%)
的棒鋼為主。

在線材進口部分，2023年台灣進口線材為 35.2萬噸，較 2022年同期略為減少 1%。前 5大進口來源依序為印尼 (38%)、
南韓 (22%)、越南 (13%)、中國 (9%)、日本 (8%)。主要進口類別以低碳鋼 (49%)、合金鋼 (37%)和高碳鋼 (6%)的線材為主。

在扣件出口部分，2023年台灣共出口 127.5萬噸扣件至全球，較 2022年減少 23.41%;平均單價為每公斤 3.74美元，
也較 2022年減少 1.93%。其中以自攻螺絲和螺栓出口量的萎縮最為明顯，都至少減少 25%以上。木螺絲和螺帽的出口量
也都有大約 15%的萎縮幅度。若從主要出口對象來看，前 5大出口貿易夥伴依序為美國 (59.1萬噸 )、德國 (10.1萬噸 )、荷
蘭 (8.4萬噸 )、日本 (5.2萬噸 )和加拿大 (4萬噸 )，出口量皆較 2022年下滑 10%-25% 左右。

觀察今年 1月的單月數據，台灣出口約
10萬噸扣件，較去年同期減少 11.3%。美國
約 5.2萬噸，較 2022年同期減少 7.9%。

儘管近期台灣的原料需求和扣件出口

量有下降趨勢，但許多分析師仍認為全球

經濟將從危機中緩步復甦，加上各國通膨持

續緩和、終端產品消費回溫、人工智慧 /車
用電子等供應鏈庫存逐漸恢復至健康水位

進而帶動需求、2024全球汽車銷量預期將
較 2023年成長約 2.7%，以及各國政府擴大
公共建設預算等激勵因素影響下，預期將可

進一步拉抬全球經濟表現，間接促進產業

對扣件的需求。

中鋼公司業務副總陳銘源 (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