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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反傾銷稅產品之進口變化分析 

    本篇之主要目的是藉由持續觀察課徵反傾銷稅產品的進口概況，

以檢視課徵反傾銷稅後對涉案國與非涉案國，在進口市場之消長變化。

目前追蹤之課徵反傾銷稅產品包括：「過氧化苯甲醯」、「鞋靴」、「毛

巾」、「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300系不銹鋼冷軋鋼品」、「碳鋼鋼板」

及「特定鍍鋅、鋅合金之扁軋鋼品」等 7項產品。 

一、過氧化苯甲醯 

     (一)前言 

   「過氧化苯甲醯」為有機過氧化物的一種，主要用於樹脂

工業，作為生產之低溫觸媒劑使用。本案涉案貨物為供工業用

含量純度為 70~80%之過氧化苯甲醯(Benzoyl Peroxide)，惟不包

含供食品用、試藥用、藥品用等用途者，其參考之稅則號列為

29163210。 

    財政部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之「過氧化苯甲醯」自 99

年 5 月 20 日（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日）起課徵反傾銷稅，課

徵期間為 5 年，至 104 年 5月 19 日止。在課徵期限即將屆滿

前，經申請人育宗企業有限公司檢具申請書向財政部申請繼續

課徵反傾銷稅，嗣經財政部與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分別就

「停止課徵反傾銷稅，傾銷及損害我國產業是否可能繼續或再

發生」進行調查，且均做成肯定認定後，財政部爰公告自 105

年 3 月 14 日起繼續課徵反傾銷稅，課徵期間為 5 年，至 110

年 3 月 13 日止，除江蘇強盛功能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稅率為

2.35%外，中國大陸其他廠商一律適用 26.67%之稅率。以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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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中國大陸「過氧化苯甲醯」是否有進口量減少、平均進口

單價提高之現象。 

(二)主要進口國之進口狀況 

    觀察我國「過氧化苯甲醯」之進口值概況(詳見表 1)，

104~106 年總進口值呈先增後減之勢，中國大陸為最大進口來

源國，韓國及印尼分居第二、第三，106 年印尼躍居第二，向

來排名第二的韓國退居第三。從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重來看，

自中國大陸進口占總進口值比重呈現先增後減趨勢，106 年減

為 31.80%，而韓國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重呈先減後增趨勢，106

年為 30.93%，印尼則呈逐年上升之勢，106年為 31.57%。 

    106年第 4季之總進口值較上年同期增加 73.65%，主因前

三大進口來源國印尼、韓國、中國大陸進口值均呈現增加，成

長率分別為 49.44%、23.39%、578.74%。平均進口單價方面，

本季總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斤 77.40 元，以中國大陸之進口單

價最低(65.43元/公斤)，其次為印尼(66.34元/公斤)、韓國(79.42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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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過氧化苯甲醯」進口值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元/公斤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印尼 

進口值 19,375  23,167  10,053  3,165  3,715  

年成長率(%) 15.39 19.57 -56.61 -38.77 49.44 

占總進口值比重(%) 45.11 48.47 31.8 45.3 40.83 

平均進口單價 73.52 68.73 65.43 67.2 66.34 

年成長率(%) 1.6 -6.52 -4.8 -1.71 -10.34 

2 

國家 韓國 韓國 印尼 印尼 韓國 

進口值 16,386  12,811  9,982  2,295  2,717  

年成長率(%) 274.62 -21.82 -0.11 47.87 23.39 

占總進口值比重(%) 38.15 26.8 31.57 32.85 29.86 

平均進口單價 76.83 86.98 68.56 68.3 79.42 

年成長率(%) -1.64 13.21 -9.99 -8.47 -17.04 

3 

國家 印尼 印尼 韓國 韓國 中國大陸 

進口值 5,021  9,993  9,778  1,265  1,724  

年成長率(%) 140.24 99.02 -23.67 -57.49 578.74 

占總進口值比重(%) 11.69 20.91 30.93 18.11 18.95 

平均進口單價 74.72 76.17 85.62 107.01 65.43 

年成長率(%) -1.32 1.94 -1.56 22.55 -25.81 

4 

國家 墨西哥 墨西哥 義大利 義大利 墨西哥 

進口值 777  877  737  169  607  

年成長率(%) - 12.87 14.62 -15.92 - 

占總進口值比重(%) 1.81 1.83 2.33 2.42 6.67 

平均進口單價 3,237.50 3,248.15 430.99 436.69 2,273.41 

年成長率(%) - 0.33 1.08 18.62 - 

5 

國家 德國 義大利 墨西哥 日本 義大利 

進口值 657  643  607  74  259  

年成長率(%) 7.53 15975 -30.79 -38.84 -11 

占總進口值比重(%) 1.53 1.35 1.92 1.06 2.85 

平均進口單價 697.45 426.39 2,273.41 246.67 596.77 

年成長率(%) -68.15 59.89 -30.01 -18.46 19.56 

總
計 

總進口值 42,948  47,797  31,615  6,987  9,099  

年成長率(%) 77.6 11.29 -33.86 -30.35 73.65 

平均進口單價 78.6 77.31 75.85 74.96 77.4 

年成長率(%) 2.92 -1.64 -1.89 -1.79 -11.28 

  註：C.C.C. Code為 29163210。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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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觀察此產品之進口量概況(詳見表 2)，104~106年總進

口量呈先增後減之勢，中國大陸為最大進口來源國，韓國及印尼

分居第二、第三。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自中國大陸進

口占總進口量比重呈現先增後減趨勢，106年之比重減為 36.86%；

而韓國呈先減後增之勢，106年之比重為 27.40%，印尼則呈逐年

上升之勢，106年為 34.93%，躍居第二。 

    106年第 4季之總進口量較上年同期增加 95.72%，主因前三

大進口來源國印尼、韓國、中國大陸進口量均呈現增加，成長率

分別為 66.67%、48.73%、814.93%。此外，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

比重來看，本季印尼已躍升第一，為 47.63%，後續值得注意，其

次為韓國(29.10%)、中國大陸(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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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過氧化苯甲醯」進口量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公斤；%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印尼 

進口量 263,541  337,096  153,651  47,101  56,000  

年成長率(%) 13.58 27.91 -54.42 -37.7 66.67 

占總進口量比重(%) 48.23 54.53 36.86 50.53 47.63 

2 

國家 韓國 韓國 印尼 印尼 韓國 

進口量 213,280  147,292  145,600  33,600  34,211  

年成長率(%) 280.86 -30.94 10.98 61.54 48.73 

占總進口量比重(%) 39.03 23.82 34.93 36.05 29.1 

3 

國家 印尼 印尼 韓國 韓國 中國大陸 

進口量 67,200  131,200  114,208  11,821  26,350  

年成長率(%) 143.48 95.24 -22.46 -65.32 814.93 

占總進口量比重(%) 12.3 21.22 27.4 12.68 22.41 

4 

國家 日本 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 

進口量 1,061  1,508  1,710  387  434  

年成長率(%) 43.96 9,953.33 13.4 -29.12 -25.56 

占總進口量比重(%) 0.19 0.24 0.41 0.42 0.37 

5 

國家 德國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進口量 942  800  1,000  300  300  

年成長率(%) 237.63 -24.6 25 -25 - 

占總進口量比重(%) 0.17 0.13 0.24 0.32 0.26 

總

計 

總進口量 546,390  618,226  416,806  93,212  117,562  

年成長率(%) 72.54 13.15 -32.58 -29.08 95.72 

註：C.C.C. Code為 29163210。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本研究整理。 

(三)中國大陸產品在進口市場之變化 

106年第 4季「過氧化苯甲醯」前三大進口國為印尼、韓國、

中國大陸，本季印尼首次超越中國大陸躍居第一，後續值得注意。

本季中國大陸進口占總進口值與量的比重分別為 18.95%、22.41%，

較上季明顯減少，退居第三。平均進口單價方面，自中國大陸進口

之平均單價最低，本季為每公斤 65.43 元，遠低於總平均進口單價

之每公斤 77.40元，建議後續持續追蹤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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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鞋靴 

    (一)前言 

財政部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之 6大類鞋靴產品，包括：紳

士鞋、女高跟鞋、馬靴、童鞋、涼鞋、休閒鞋等產品(不包括運動

鞋、拖鞋、工作鞋)，自 96年 3月 16日(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起

算日)起課徵反傾銷稅，除東筦興昂鞋業有限公司稅率為 0%，以

及價格具結廠商外，其餘一律適用 43.46%之稅率，核定課徵期限

至 101年 3月 15日止；並於 98年 1月 1日起，將中國大陸涉案

產品稅則號列進行重新編排，相關課稅號列均有所變動，其中以

童鞋類涉案產品分為童鞋及嬰兒鞋兩款，變動幅度最大。 

前述反傾銷稅課徵屆滿 5年前，經國內台灣製鞋品發展協會

等 3公協會向財政部申請繼續課徵，嗣經財政部及經濟部貿調會

分別就「停止課徵反傾銷稅，傾銷及損害我國產業是否可能繼續

或再發生」進行調查，且均作成肯定認定後，爰財政部於 101年

12 月 13 日公告自即日起繼續課徵反傾銷稅，至 106 年 12 月 12

日止，為期 5 年，除東莞興昂鞋業有限公司稅率為 0%，以及價

格具結廠商外，中國大陸其他廠商仍依 43.46%稅率課徵反傾銷稅。

又前述反傾銷稅在課徵期限即將屆滿前，申請人再次檢具申請書

向財政部申請繼續課徵反傾銷稅，財政部於 106年 12月 11日公

告進行落日調查（調查期間將依原稅率繼續課徵反傾銷稅）。以

下將觀察中國大陸「鞋靴」產品是否有進口量減少、平均進口單

價提高之現象。 

  (二)主要進口國之進口狀況 

根據財政部公告之資料，對中國大陸鞋靴課徵反傾銷稅的鞋

靴分 7大類，按照海關稅則號列分類，其稅則號列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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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課徵反傾銷稅的鞋靴種類及其號列 

種類 稅則號列 

紳士鞋 6402.99.90.21.0 6403.59.00.10.9 6403.99.90.11.1 

女高跟鞋 6402.99.90.23.8 6403.59.00.30.5 6403.99.90.13.9 

馬靴 6402.91.90.00.3 6403.51.00.00.9 6403.91.90.00.2 

童鞋 6402.99.90.26.5 6403.59.00.61.7 6403.99.90.16.6 

嬰兒鞋 6402.99.90.27.4 6403.59.00.62.6 6403.99.90.17.5 

涼鞋 6402.20.00.00.8 

6403.20.00.00.7 

6402.99.90.31.8 

6403.59.00.64.4 

6403.99.90.21.9 

休閒鞋 6402.99.90.10.3 

6402.99.90.39.0 

6403.59.00.90.2 

6403.99.90.90.5 

6402.99.90.22.9 

6403.59.00.20.7 

6403.99.90.12.0 

6402.99.90.24.7 

6403.59.00.40.3 

6403.99.90.1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觀察我國進口鞋靴概況(詳如表 4 )，104~106年總進口值呈逐年

遞減之勢，其中自中國大陸進口鞋靴之進口值亦呈逐年減少趨勢。

從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重來看，自中國大陸進口鞋靴之比重亦呈逐

年遞減趨勢，106年減少至 24.75%。 

106年第 4季總進口值較上年同期減少 10.23%，其中自中國大

陸進口值則減少 20.69%，減少幅度較其他國家為大。從進口值占總

進口值比重來看，本季自中國大陸進口之比重為 24.41%，低於上季

之 26.41%。 

  表 4  我國鞋靴之進口值狀況(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元/雙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自中國大陸進口值 2,325,582  1,768,103  1,403,937 422,623 306,617 

  年成長率(%) 0.00  -23.97 -20.6 -17.19 -20.69 

占總進口值比重(%) 32.01  26.72 24.75 26.41 24.41 

自其他國家進口值 4,939,458  4,850,200  4,269,673 1,177,681 949,404 

  年成長率(%) 16.83  -1.81 -11.97 -14.66 -6.24 

占總進口值比重(%) 67.99  73.28 75.25 73.59 75.59 

總進口值 7,265,038  6,618,303  5,673,610 1,600,304 1,256,021 

  年成長率(%) 10.86  -8.90 -14.27 -15.34 -10.23 

註：鞋靴包含紳士鞋、女高跟鞋、馬靴、童鞋、嬰兒鞋、涼鞋、休閒鞋等 7項課徵反

傾銷稅產品。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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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口量方面(詳見表 5)，104~106年總進口量呈逐年遞減之

勢，自中國大陸進口鞋靴之進口量亦呈逐年遞減之勢，其進口量

占總進口量比重超過五成，顯示我國進口鞋靴之主要來源國仍以

中國大陸為主。 

106 年第 4 季之總進口量較上年同期減少 7.77%，其中自中

國大陸的進口量較上年同期減少 14.26%，占總進口量比重為

54.97%。 

表 5  我國鞋靴之進口量狀況(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雙；%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自中國大陸進口量 6,364,308 5,106,167 4,393,125 1,107,708 964,986 

  年成長率(%) -2.07 -19.79 -13.96  -4.42 -14.26  

占總進口量比重(%) 61.12 57.14 52.78  51.96 54.97  

自其他國家進口量 4,048,144 3,830,573 3,930,219 1,024,059 790,457 

  年成長率(%) 9.20 -5.37 2.60  -1.98 1.62  

占總進口量比重(%) 38.88 42.86 47.22  48.04 45.03  

總進口量 10,412,452 8,936,740 8,323,344 2,131,767 1,755,443 

年成長率 2.02 -14.17 -6.86  -3.26 -7.77  

註：鞋靴包含紳士鞋、女高跟鞋、馬靴、童鞋、嬰兒鞋、涼鞋、休閒鞋等 7項課徵反

傾銷稅產品。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本研究整理。 

另觀察自中國大陸進口之課徵反傾銷稅鞋種(詳見表 6)，在進

口值方面，106年第 4季各鞋種除兒童鞋外，均較上年同期減少，

其中以嬰兒鞋減少幅度最大為-73.03%。平均進口單價方面，本季

各鞋種漲跌互見，女高跟鞋、馬靴及嬰兒鞋較上年同期下跌，其

中以嬰兒鞋減少幅度最大為-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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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我國自中國大陸進口鞋靴之進口值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元/雙  

品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女高
跟鞋
類 

進口值 175,827  99,388  76,480  27,489  11,246  

年成長率(%) -14.2 -43.47 -23.05 -31.64 -4.25 

占總進口值比重(%) 50.69 34.58 34.40 42.19 27.5 

平均進口單價 709.84 639.99 622.74 652.73 640.76 

年成長率(%) 12.22 -9.84 -2.70 -2.47 -21.6 

休閒
鞋類 

進口值 1,225,539  1,018,162  855,957  265,192  184,990  

年成長率(%) 6.82 -16.92 -15.93 -7.08 -13.76 

占總進口值比重(%) 28.93 25.06 23.71 26.28 22.91 

平均進口單價 317.8 313.28 316.42 347.22 303.33 

年成長率(%) 0.29 -1.42 1 -1.41 7.33 

馬靴
類 

進口值 548,490  353,639  220,126  97,475  85,744  

年成長率(%) -4.61 -35.52 -37.75 -35.92 -34.96 

占總進口值比重(%) 38.36 33.43 26.41 25.72 34.18 

平均進口單價 736.53 789.46 569.49 833.92 375.29 

年成長率(%) 23.34 7.19 -27.86 -21.24 -33.63 

涼鞋
類 

進口值 270,845  220,154  191,729  18,319  11,641  

年成長率(%) -12.81 -18.72 -12.91 52.96 -12.7 

占總進口值比重(%) 31.46 25.66 25.85 25.59 11.05 

平均進口單價 264.89 236.75 216.61 147.28 258.95 

年成長率(%) -3.41 -10.62 -8.51 12.08 11.49 

紳士
鞋類 

進口值 60,750  39,129  28,789  9,939  4,276  

年成長率(%) 35.61 -35.59 -26.43 -8.42 -40.9 

占總進口值比重(%) 19.09 13.57 13.32 14.63 10.75 

平均進口單價 453.71 824.55 1,037.44 1,098.47 1078.71 

年成長率(%) -43.08 81.74 25.82 -12.75 10.93 

兒童
鞋類 

進口值 31,771  28,650  25,364  4,188  8,257  

年成長率(%) -0.72 -9.82 -11.47 -47.11 32.26 

占總進口值比重(%) 59.67 55.31 60.09 56.79 79.2 

平均進口單價 94.9 112.52 100.85 81.36 145.41 

年成長率(%) 12.25 18.57 -10.37 -60.09 18.33 

嬰兒
鞋類 

進口值 12,358  8,981  5,492  21  463  

年成長率(%) 12.81 -27.33 -38.85 -98.87 -73.03 

占總進口值比重(%) 64.97 71.09 71.82 8.2 32.51 

平均進口單價 506.54 428.65 383.12 456.52 136.82 

年成長率(%) 10.07 -15.38 -10.62 53.04 -73.88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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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觀察自中國大陸進口課徵反傾銷稅鞋種之進口量(詳見表

7)，106 年第 4 季各鞋種呈增減互見之勢，兒童鞋及嬰兒鞋較上

年同期增加，其中以女高跟鞋增加幅度最大為 22.13%。休閒鞋、

馬靴、涼鞋、紳士鞋較上年同期減少，其中以紳士鞋減少幅度最

大為-46.72%。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本季除涼鞋及紳士

鞋所占比重低於五成以下外，其餘鞋種所占比重皆高於五成，其

中兒童鞋占總進口量比重更高於八成以上。 

表 7  我國自中國大陸進口鞋靴之進口量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雙；% 

品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女高跟鞋類 

進口量 247,701  155,297  122,813  42,114  17,551  

  年成長率(%) -23.54  -37.3 -20.92 -29.92 22.13 

占總進口量比重(%) 75.53  69.4 69.02 68.86 66.39 

休閒鞋類 

進口量 3,856,375  3,249,981  2,705,088  763,758  609,872  

  年成長率(%) 6.51  -15.72 -16.77 -5.75 -19.64 

占總進口量比重(%) 64.52  60.8 53.91 53.24 55.26 

馬靴類 

進口量 744,698  447,949  386,529  116,888  228,476  

  年成長率(%) -22.66  -39.85 -13.71 -18.64 -2.01 

占總進口量比重(%) 55.96  47.87 48.71 40.67 65.16 

涼鞋類 

進口量 1,022,472  929,909  885,119  124,379  44,954  

  年成長率(%) -9.73  -9.05 -4.82 36.48 -21.7 

占總進口量比重(%) 49.80  48.92 47.79 53.14 24.4 

紳士鞋類 

進口量 133,895  47,455  27,750  9,048  3,964  

  年成長率(%) 138.24  -64.56 -41.52 4.97 -46.72 

占總進口量比重(%) 47.38  24.31 17.71 16.35 19.7 

兒童鞋類 

進口量 334,770  254,624  251,491  51,475  56,785  

  年成長率(%) -11.57  -23.94 -1.23 32.52 11.78 

占總進口量比重(%) 83.36  82.18 81.92 87.55 86.49 

嬰兒鞋類 

進口量 24,397  20,952  14,335  46  3,384  

  年成長率(%) 2.49  -14.12 -31.58 -99.26 3.23 

占總進口量比重(%) 62.62  80.62 76.58 7.97 70.54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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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國大陸產品在進口市場之變化 

觀察 106年第 4季課徵反傾銷稅之鞋種自中國大陸進口概況，

就進口值而言，各鞋種除兒童鞋外，均較上年同期減少。平均進

口單價方面，本季各鞋種漲跌互見，其中女高跟鞋、馬靴及嬰兒

鞋較上年同期下跌。此外，就進口量而言，本季各鞋種呈現增減

互見之勢，兒童鞋及嬰兒鞋較上年同期增加；另從進口量占總進

口量比重來看，除涼鞋及紳士鞋所占比重低於五成以下外，其餘

鞋種所占比重皆高於五成，其中兒童鞋占總進口量比重更高於八

成以上，建議後續持續追蹤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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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巾 

   (一)前言 

財政部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毛巾產品(涉案貨物包括：方巾、

浴巾、枕巾、毛巾、毛巾被、餐巾、茶巾、床巾、腳踏布及桌巾

等棉質毛巾織物及類似毛圈織物製品，與未漂染、未印花、未繡

花等毛巾疋布、成品、半成品)，參考稅則號列為 63026000「盥

洗及廚房用，棉質毛巾織物或類似毛圈織物製品」及 63029100

「棉製盥洗用巾及廚房用巾」，自 95年 6月 1日起課徵為期 5年

之反傾銷稅，除「昆山森鳴紡織有限公司」、「浙江雙燈家紡有限

公司」、「上海卡璐達家居紡織品有限公司」、「南京佳友紡織品有

限公司」、「上海千賀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及「 UCHINO 

INTERNATIONAL PTE LTD」等 6家廠商核定價格具結外，其餘

廠商一律適用 204.1%之稅率。 

前述反傾銷稅課徵 5年屆期前，原申請人雲林縣毛巾產業科

技發展協會申請繼續課徵反傾銷稅，嗣經財政部與經濟部貿易調

查委員會分別就「停止課徵反傾銷稅，傾銷及損害我國產業是否

可能繼續或再發生」進行調查（落日調查），且均做成肯定認定

後，財政部公告自 100年 12月 20日起除 6家價格具結廠商外，

其餘廠商稅率為 86.6%至 204.1%，課徵期間 5 年，至 105 年 12

月 19 日止。又前述反傾銷稅在課徵期限即將屆滿前，申請人再

次檢具申請書向財政部申請繼續課徵反傾銷稅，財政部於 105年

11 月 30 日公告進行落日調查（調查期間將依原稅率繼續課徵反

傾銷稅），嗣經財政部與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均做成肯定認定

後，財政部於 106年 12月 20日公告自 106年 12月 21日起至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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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20日止，繼續課徵為期 5年之反傾銷稅，除昆山森鳴紡

織有限公司稅率為 0%外，浙江雙燈家紡有限公司及中國大陸其

他製造商或出口商依 29.72%稅率課徵反傾銷稅。以下將觀察中國

大陸「毛巾」產品是否有進口量減少、平均進口單價提高之現象。 

   (二)主要進口國之進口狀況 

  1.盥洗及廚房用，棉質毛巾織物或類似毛圈織物製品 

觀察此產品之進口值概況(詳見表 8)，104~106 年總進口值

呈現逐年減少趨勢，主要進口來源國為印度、越南與中國大陸。

從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重來看，印度向居第一，其比重呈現上

升持平之勢；中國大陸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至 106 年降為

15.86%；越南占比約二成左右，105年首度超越中國大陸躍居第

二，106年占比為 18.66%，後續值得追蹤觀察。 

106 年第 4 季之總進口值較上年同期減少 12.92%，其前三

大進口來源國之進口值成長率分別為印度-1.96%、越南-25.57%、

中國大陸-4.47%。平均進口單價方面，本季總平均進口單價為每

公斤 225.5 元，前三大進口國中以越南之進口單價最低(107.26

元/公斤)，其次為印度(223.97 元/公斤)、中國大陸(318.57 元/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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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我國「盥洗及廚房用，棉質毛巾織物或類似毛圈織物製品」 

進口值概況(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元/公斤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度 

進口值 133,421  152,779  148,566  26,635  38,202  

  年成長率(%) 19.07 14.51 -2.76 27.83 -1.96 

占總進口值比重(%) 30.99 35.99 35.93 24.15 40.07 

平均進口單價 242.11 226.23 224.88 229.65 223.97 

  年成長率(%) -9.44 -6.56 -0.6 7.79 0.72 

2 

國家 中國大陸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進口值 96,214  86,141  77,169  21,941  15,105  

  年成長率(%) 8.13 2.21 -10.42 -1.57 -25.57 

占總進口值比重(%) 22.35 20.29 18.66 19.89 15.84 

平均進口單價 337.13 124.17 124.74 130.33 107.26 

  年成長率(%) -6.14 -3.85 0.46 11.76 -15.68 

3 

國家 越南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土耳其 中國大陸 

進口值 84,277  69,321  65,580  21,518  13,685  

  年成長率(%) -2.9 -27.95 -5.4 140.75 -4.47 

占總進口值比重(%) 19.58 16.33 15.86 19.51 14.35 

平均進口單價 129.14 326.61 331.36 443.3 318.57 

  年成長率(%) -1.9 -3.12 1.45 60.89 0.8 

4 

國家 日本 日本 土耳其 中國大陸 土耳其 

進口值 33,137  37,071  38,628  15,278  10,710  

  年成長率(%) -5.46 11.87 23.58 2.34 -22.64 

占總進口值比重(%) 7.7 8.73 9.34 13.85 11.23 

平均進口單價 1018.28 1004.53 452.86 379.5 488.53 

  年成長率(%) -28.33 -1.35 40.32 14.62 58.07 

5 

國家 葡萄牙 土耳其 日本 日本 日本 

進口值 18,916  31,257  37,517  13,485  8,452  

  年成長率(%) 87.47 116.84 1.2 42.32 -40.18 

占總進口值比重(%) 4.39 7.36 9.07 12.23 8.87 

平均進口單價 464.87 322.73 819.97 898.34 695.01 

  年成長率(%) -12.22 -21.91 -18.37 -23.34 -29.76 

總
計 

總進口值 430,467  424,449  413,519  110,284  95,338  

  年成長率(%) 8.74 -1.4 -2.58 15.46 -12.92 

平均進口單價 246.86 230.05 233.5 256.44 225.5 

  年成長率(%) 0.61 -6.81 1.5 12.03 -4.47 

     註：C.C.C. Code為 63026000。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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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觀察此產品之進口量概況(詳見表 9)，104~106 年總

進口量呈現先增後減之勢，前三大進口來源國為印度、越南、

中國大陸，印度於 106年超越越南，躍升為第一大進口來源國，

越南則退居第二。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印度呈現逐

年遞增之勢，中國大陸呈逐年遞減，而越南則呈先增後減之勢，

其中中國大陸之比重約介於一成至二成之間，106年為 11.18%。 

106年第 4季之總進口量較上年同期減少 8.85%，其前三大

進口國之進口量成長率分別為印度-2.66%、越南-11.72%、中國

大陸-5.22%。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本季比重由高而低

依序為印度(40.34%)、越南(33.31%)、中國大陸(10.16%)，近年

來中國大陸進口量一直位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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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我國「盥洗及廚房用，棉質毛巾織物或類似毛圈織物製品」 

           進口量概況(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公斤；%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越南 越南 印度 越南 印度 

進口量 652,618  693,709  660,639  168,351  170,569  

  年成長率(%) -1.02 6.3 -2.17 -11.92 -2.66 

占總進口量比重(%) 37.43 37.6 37.3 39.15 40.34 

2 

國家 印度 印度 越南 印度 越南 

進口量 551,075  675,319  618,616  115,980  140,831  

  年成長率(%) 31.48 22.55 -10.82 18.59 -11.72 

占總進口量比重(%) 31.6 36.6 34.93 26.97 33.31 

3 

國家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土耳其 中國大陸 

進口量 285,389  212,244  197,911  48,540  42,958  

  年成長率(%) 15.2 -25.63 -6.75 49.63 -5.22 

占總進口量比重(%) 16.37 11.5 11.18 11.29 10.16 

4 

國家 孟加拉 土耳其 土耳其 中國大陸 土耳其 

進口量 56,581  96,852  85,298  40,258  21,923  

  年成長率(%) 59.98 177.69 -11.93 -10.72 -51.06 

占總進口量比重(%) 3.24 5.25 4.82 9.36 5.19 

5 

國家 葡萄牙 孟加拉 孟加拉 日本 孟加拉 

進口量 40,691  59,365  66,710  15,011  19,484  

  年成長率(%) 113.58 4.92 12.37 85.66 67 

占總進口量比重(%) 2.33 3.22 3.77 3.49 4.61 

總
計 

總進口量 1,743,794  1,845,027  1,770,953  430,059  422,785  

  年成長率(%) 8.09 5.81 -4.01 3.06 -8.85 

  註：C.C.C. Code為 63026000。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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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棉製盥洗用巾及廚房用巾 

觀察我國「棉製盥洗用巾及廚房用巾」之進口值概況(詳見

表 10)，104~106年總進口值呈逐年遞減之勢，主要進口來源國

為中國大陸、土耳其、日本及印度，105、106 年中國大陸取代

日本成為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從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重來看，

日本及印度呈逐年遞減之勢，土耳其呈先增後減，中國大陸則

為逐年遞增，其比重於 106年增為 41.10%。 

106年第 4季之總進口值較上年同期增加 4.68%，其前三大

進口來源國之進口值成長率分別為中國大陸 345.07%、日本

15.41%、印度 14.04%，土耳其於 105、106 年曾位居第二，但

本季已不在前五大進口國之列。 

此產品自第 3季起中國大陸進口值占比遽增，104~106年分

別為 20.74%、22.43%、41.10%，本季增為 63.88%，遠高於第二

進口國日本之 13.96%。平均進口單價方面，本季此產品之單價

為每公斤 284.53元，前三大進口國中以中國大陸之進口單價最

低(232.23元/公斤)，其次為印度(310.58元/公斤)、日本 (924.22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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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我國「棉製盥洗用巾及廚房用巾」進口值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元/公斤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日本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進口值 13,459  9,421  15,147  4,380  5,412  

  年成長率(%) 66.35 -15.74 60.78 71.5 345.07 

占總進口值比重(%) 24.97 22.43 41.1 68.97 63.88 

平均進口單價 897.15 362.83 342.3 508.24 232.23 

  年成長率(%) 10.51 21.56 -5.66 7.42 -56.8 

2 

國家 中國大陸 土耳其 土耳其 日本 日本 

進口值 11,181  7,988  5,752  528  1,183  

  年成長率(%) 55.03 -8.47 -27.99 -75.98 15.41 

占總進口值比重(%) 20.74 19.02 15.61 8.31 13.96 

平均進口單價 298.48 472.94 271.32 897.96 924.22 

  年成長率(%) -8.61 -1.02 -42.63 -10.25 14.33 

3 

國家 印度 墨西哥 日本 孟加拉 印度 

進口值 10,368  6,547  4,697  281  455  

  年成長率(%) 20.13 5.21 -15.58 1.81 14.04 

占總進口值比重(%) 19.23 15.59 12.75 4.42 5.37 

平均進口單價 258.08 651.31 953.32 179.9 310.58 

  年成長率(%) 5.56 4.43 3.59 -9.4 -43.57 

4 

國家 土耳其 印度 印度 越南 孟加拉 

進口值 8,727  5,743  3,159  236  429  

  年成長率(%) 224.79 -44.61 -44.99 -22.11 131.89 

占總進口值比重(%) 16.19 13.67 8.57 3.72 5.06 

平均進口單價 477.8 224.87 513.58 48.14 177.13 

  年成長率(%) -16.12 -12.87 128.39 -24.17 -13.25 

5 

國家 墨西哥 日本 韓國 土耳其 法國 

進口值 6,223  5,564  2,113  227  271  

  年成長率(%) 297.38 -58.66 1705.98 -10.63 158.1 

占總進口值比重(%) 11.54 13.25 5.73 3.57 3.2 

平均進口單價 623.67 920.28 338.03 669.62 1,748.39 

  年成長率(%) -5.3 2.58 246.7 -28.56 33.21 

總
計 

總進口值 53,909  42,002  36,852  6,351  8,472  

  年成長率(%) 40.84 -22.09 -12.26 -55.65 4.68 

平均進口單價 418.43 355.73 333.43 344.53 284.53 

  年成長率(%) 8.71 -14.98 -6.27 -2.81 -30.83 

 註：C.C.C. Code為 63029100。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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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觀察此產品之進口量概況(詳見表 11)，104~106年總

進口量呈現逐年遞減之勢，主要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印度

及土耳其。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印度呈現逐年遞減

趨勢，104年印度為第一大進口國，105、106年分別退居第二、

第五；中國大陸則呈先減後增趨勢，於 105 年躍居第一，106

年所占比重增為 40.04%。 

106 年第 4 季之總進口量較上年同期增加 51.33%，本季此

產品前三大進口國之進口量成長率分別為中國大陸 930.24%、孟

加拉 167.33%、印度 102.07%。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

本季比重由高而低依序為中國大陸（78.27%）、孟加拉（8.13%）

及印度（4.92%）。104、105 年中國大陸進口量占比僅分別為

29.08%、21.99%，106年卻大幅成長，值得注意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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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我國「棉製盥洗用巾及廚房用巾」進口量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公斤；%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印度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進口量 40,173  25,965  44,251  8,618  23,304  

年成長率(%) 13.79 -30.69 70.43 59.65 930.24 

占總進口量比重(%) 31.18 21.99 40.04 46.75 78.27 

2 

國家 中國大陸 印度 土耳其 越南 孟加拉 

進口量 37,460  25,539  21,200  4,902  2,422  

年成長率(%) 69.63 -36.43 25.52 2.7 167.33 

占總進口量比重(%) 29.08 21.63 19.18 26.59 8.13 

3 

國家 土耳其 越南 越南 孟加拉 印度 

進口量 18,265  22,776  15,324  1,562  1,465  

年成長率(%) 287.22 14,594.19 -32.72 12.37 102.07 

占總進口量比重(%) 14.18 19.29 13.86 8.47 4.92 

4 

國家 日本 土耳其 韓國 韓國 日本 

進口量 15,002  16,890  6,251  810  1,280  

年成長率(%) 50.53 -7.53 420.92 63.97 0.95 

占總進口量比重(%) 11.64 14.3 5.66 4.39 4.3 

5 

國家 墨西哥 墨西哥 印度 日本 土耳其 

進口量 9,978  10,052  6,151  588  377  

年成長率(%) 319.6 0.74 -75.92 -73.24 -95.36 

占總進口量比重(%) 7.74 8.51 5.57 3.19 1.27 

總
計 

總進口量 128,835  118,072  110,523  18,434  29,775  

年成長率(%) 29.55 -8.35 -6.39 -54.37 51.33 

註：C.C.C. Code為 6302910000。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2.本研究整理。 

 (三)中國大陸產品在進口市場之變化 

觀察 106年第 4季「盥洗及廚房用，棉質毛巾織物或類似毛圈

織物製品」及「棉製盥洗用巾及廚房用巾」自中國大陸進口情況，

前者進口值與量皆位居第三，進口值較上年同期小幅減少 4.47%，

進口量則減少 5.22%，自中國大陸進口平均單價高於總平均進口單

價。後者無論進口值、量均位居第一，成長率分別為 345.07%、

930.24%，104、105年中國大陸進口量占比僅分別為 29.08%、21.99%，

本季卻大幅成長為 78.27%；而平均進口單價(232.23元/公斤)低於總

平均進口單價(284.53元/公斤)，其進口情形仍需持續注意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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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 

   (一)前言 

    本案涉案貨物範圍為卜特蘭水泥第 I、II型（Portland Cement 

Type I、II）及其熟料( Clinker )。第Ⅰ型又稱普通水泥，係指不

具其他任一型水泥之特性者，為國產及進口業者之主要產品，

其抗硫酸鹽性較差、水合熱較高。第Ⅱ型又稱平熱水泥或稱中

熱水泥，其特性為具備中度抗硫酸鹽侵蝕及中度水合熱特性；

早期強度較Ⅰ型為低，但 90天以後之晚期強度較高；乾燥收縮

較低，耐久性較佳。涉案貨物之參考稅則號列為 25232990 及

25231090。財政部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之「卜特蘭水泥及其

熟料」自 100年 5月 30日(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日)起課徵反傾

銷稅，課徵期間 5年，稅率為 91.58%。 

    前述反傾銷稅在課徵期限(105 年 5 月 29 日)即將屆滿前，

經申請人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檢具申請書向財政部申請繼

續課徵反傾銷稅，財政部於 105年 5月 18日公告進行落日調查

（調查期間依原稅率繼續課徵反傾銷稅），嗣經財政部及經濟部

貿調會分別就「停止課徵反傾銷稅，傾銷及損害我國產業是否

可能繼續或再發生」進行調查，且均作成肯定認定後，財政部

於 106年 2月 20日公告自即日起按原核定稅率 91.58%繼續課徵

反傾銷稅，至 111年 2月 19日止，為期 5年。以下將觀察中國

大陸「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是否有進口量減少、平均進口單

價提高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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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進口國之進口狀況 

    觀察我國「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之進口值概況(詳見表 12)，

104~106年總進口值呈現先減後增趨勢，主要進口來源國依序為

越南及日本。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重方面，越南之比重呈逐年

遞減之勢，至 106年減少至 62.18%；日本所占比重則增減互見，

約維持在二成左右，中國大陸進口值比重趨近於 0。 

    106 年第 4 季之總進口值較上年同期增加 29.67%，其前三

大進口來源國之進口值成長率分別為越南 98.15%、日本 23.00%、

韓國 109.00%。平均進口單價方面，本季總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

噸 1,228.27元，前三大進口國中以越南之進口單價最低(1,166.72

元/公噸)，其次為韓國(1,285.57 元/公噸)、日本 (1,617.35 元/公

噸)；中國大陸則因進口量不到 1公噸，進口量太少爰並未在前

五名進口國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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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我國「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進口值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元/公噸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進口值 1,605,997  1,241,035  1,404,304  358,331  449,490  

年成長率(%) -6.75 -22.72 13.16 67.34 98.15 

占總進口值比重(%) 74.32 62.76 62.18 67.28 75.25 

平均進口單價 1,524.10  1,396.95  1,149.08  1,133.02  1,166.72  

年成長率(%) 3.66 -8.34 -17.74 -12.2 -4.51 

2 

國家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進口值 445,459  422,132  451,809  147,234  87,369  

年成長率(%) 8.9 -5.24 7.03 90.87 -23.00 

占總進口值比重(%) 20.61 21.35 20.00 27.64 14.63 

平均進口單價 1,660.08  1,613.89  1,595.29  1,614.41  1,617.35  

年成長率(%) 4.97 -2.78 -1.15 1.23 2.42 

3 

國家 泰國 泰國 泰國 韓國 韓國 

進口值 107,615  249,789  191,671  27,032  60,499  

年成長率(%) - 132.11 -23.27 7,579.55 109.00 

占總進口值比重(%) 4.98 12.63 8.49 5.08 10.13 

平均進口單價 1,478.15  1,236.36  1,145.26  1,251.48  1,285.57  

年成長率(%) - -16.36 -7.37 -93.6 2.41 

4 

國家 美國 韓國 韓國 印尼 印尼 

進口值 880  31,824  174,299  0  0  

年成長率(%) 87.63 4573.13 447.7 - -100 

占總進口值比重(%) 0.04 1.61 7.72 0 0 

平均進口單價 293,333.3  1,368.48  1,245.88  - . 

年成長率(%) - -92.97 -8.96 - . 

5 

國家 韓國 印尼 印尼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進口值 681  29,442  35,766  0  0  

年成長率(%) -42.53 - 21.48 -100 . 

占總進口值比重(%) 0.03 1.49 1.58 0 0 

平均進口單價 19,457.14  1,337.42  1,430.64  - . 

年成長率(%) -1.48 - 6.97 - . 

總
計 

總進口值 2,160,872  1,977,519  2,258,567  532,597  597,358  

年成長率(%) 1.29 -8.49 14.21 19.16 29.67 

平均進口單價 1,549.1 1,414.95  1,229.09  1,241.31 1,228.27  

年成長率(%) 3.84 -8.66 -13.14 -5.81 -6 

註：C.C.C. Code為 25232990及 25231090的總合。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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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觀察此產品之進口量概況(詳見表 13)，104~106年總

進口量呈現逐年遞增趨勢，進口值、量前兩大進口國依序同為

越南及日本。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越南呈現先減後

增趨勢，至 106年其比重為 66.51%；日本之占比則呈逐年遞減

之勢，其比重位於 15%~20%間。 

106年第 4季之總進口量較上年同期增加 37.94%，其前三

大進口國之進口量成長率分別為越南 107.51%、日本-24.82%、

韓國 104.08%。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越南之比重約占

六、七成，近年來均位居第一，本季更高達 79.22%；中國大陸

則因進口量太少未達 1 公噸，爰未進前五大進口來源國行列，

其占總進口量比重趨近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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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我國「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進口量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公噸；%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 

進口量 1,053,734  888,386  1,222,112  316,262  385,259  

年成長率(%) -10.04 -15.69 37.57 90.59 107.51 

占總進口量比重(%) 75.54 63.57 66.51 73.71 79.22 

2 

國家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進口量 268,336  261,562  283,214  91,200  54,020  

年成長率(%) 3.75 -2.52 8.28 88.55 -24.82 

占總進口量比重(%) 19.24 18.72 15.41 21.26 11.11 

3 

國家 泰國 泰國 泰國 韓國 韓國 

進口量 72,804  202,035  167,360  21,600  47,060  

年成長率(%) - 177.51 -17.16 119,900 104.08 

占總進口量比重(%) 5.22 14.46 9.11 5.03 9.68 

4 

國家 韓國 韓國 韓國 印尼 印尼 

進口量 35  23,255  139,900  0  0  

年成長率(%) -41.67 66,342.86 501.59 - -100 

占總進口量比重(%) 0 1.66 7.61 0 0 

5 

國家 馬來西亞 印尼 印尼 泰國 泰國 

進口量 6  22,014  25,000  0 0 

年成長率(%) -33.33 . 13.56 -100 -100 

占總進口量比重(%) 0 1.58 1.36 0 0 

總
計 
總進口量 1,394,924  1,397,585  1,837,594  429,062  486,339  

年成長率(%) -2.46 0.19 31.48 26.5 37.94 

註：C.C.C. Code為 25232990及 25231090的總合。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本研究整理。 

(三)中國大陸產品在進口市場之變化 

觀察 106年第 4季「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之進口狀況，中

國大陸幾乎已不在主要進口國之列，雖有進口但進口量極少，建

議後續持續追蹤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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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00系不銹鋼冷軋鋼品 

 (一)前言 

    本案涉案貨物範圍為 300 系不銹鋼冷軋鋼品，包括鋼捲與鋼

板，寬度不限而厚度小於 4.75公厘者，主要包括 SUS301、304、

304L、316、316L 及 321 等及其他對應規格產品，所涉及之參考

稅則號列為 7219329011、7219329012、7219329019、7219339011、

7219339012、7219339019、7219349011、7219349012、7219349019、

7219359011、7219359012、7219359019、7220209011、7220209012、

7220209019 等 15 項。其用途主要提供下游廠商加工處理作為不

同用品，應用廣泛，如汽車業之車輪蓋、車輛外製材，餐廚用具

業之流理台，家電業之電腦零組件、液晶顯示器、錄影機，另亦

運用於建築之門窗、扶手、電梯，石化業之儲油槽、輸油管，機

械業之馬達、油壓機，以及交通業之纜車、貨櫃等。 

財政部對自中國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300 系不銹鋼冷軋

鋼品」自 102年 8月 15日（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日）起課徵反傾

銷稅，至 107年 8月 14日止，為期 5年，稅率為：中國大陸 4家

具結廠商除外之其他製造商或出口商為 38.11%，韓國廠商為

26.53%〜37.65%。以下將觀察中國大陸及韓國「300 系不銹鋼冷

軋鋼品」是否有進口量減少、平均進口單價提高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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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進口國之進口狀況 

觀察我國「300系不銹鋼冷軋鋼品」之進口值概況(詳見表14)，

104~106 年總進口值呈現先增後減趨勢。主要進口來源國為中國

大陸、韓國及日本，中國大陸向居第一，日本第二，但韓國於 106

年超越日本排名第二。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重方面，中國大陸逐

年遞減，106 年其比重減少至 25.79%，日本亦呈逐年遞減趨勢，

而韓國則為增減互見。 

106年第 4季之總進口值較上年同期略為增加 0.93%，其前三

大進口來源國之進口值成長率分別為韓國 54.84%、馬來西亞

43.23%、中國大陸退居第三，成長率為-19.43%。平均進口單價方

面，本季總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噸 67,648.62元，前三大進口國中

以韓國之進口單價最低(64,944.16 元/公噸)，其次為馬來西亞

(65,706.70元/公噸)、中國大陸 (68,365.73元/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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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我國「300系不銹鋼冷軋鋼品」進口值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元/噸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韓國 

進口值 1,251,800  1,112,959  962,017  262,096  415,188  
  年成長率(%) -58.76 -11.09 -13.56 -20.13 54.84 

占總進口值比重(%) 35.83 26.06 25.79 36.66 35.85 

平均進口單價 72,724.10 56,400.90 64,392.03  61,698.68  64,944.16  

  年成長率(%) -6.96 -22.45 14.17 14.39 9.79 

2 

國家 日本 日本 韓國 日本 馬來西亞 
進口值 1,219,608  1,046,116  854,176  153,070  213,941  
  年成長率(%) -17.48 -14.23 -15.72 -49.28 43.23 

占總進口值比重(%) 34.9 24.49 22.9 21.41 18.47 

平均進口單價 87,083.76 76,492.83 64,597.75 76,458.54 65,706.7 

  年成長率(%) -2.9 -12.16 15.6 -2.99 5.13 

3 

國家 韓國 韓國 日本 馬來西亞 中國大陸 

進口值 439,897  1,013,536  766,475  147,428  213,848  
  年成長率(%) 613.34 130.4 -26.73 116.99 -19.43 

占總進口值比重(%) 12.59 23.73 20.55 20.62 18.46 

平均進口單價 61,592.97 55,879.15 77,562.74 60,870.36 68,365.73 

  年成長率(%) -42.87 -9.28 1.4 -6.64 16.73 

4 

國家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韓國 日本 

進口值 208,370  542,467  660,467  99,021  198,897  

  年成長率(%) -38.6 160.34 21.75 -73.6 -28.56 

占總進口值比重(%) 5.96 12.7 17.71 13.85 17.17 

平均進口單價 69,456.67 58,714.90 64,631.28 60,122.04 78,646.50 

  年成長率(%) -15.06 -15.47 10.08 9.79 -7.32 

5 

國家 芬蘭 印度 美國 泰國 南非 
進口值 86,375  237,385  138,748  16,430  31,774  

  年成長率(%) -40.06 . 165.45 84.75 65.84 

占總進口值比重(%) 2.47 5.56 3.72 2.3 2.74 

平均進口單價 99,395.86 55,321.60 58,518.77 55,134.23 69,679.82 

  年成長率(%) -7.57 . 20.02 4.16 14.92 

總
計 

總進口值 3,494,108  4,270,977  3,730,013  715,024  1,158,212  

  年成長率(%) -40.42 22.23 -12.67 -42.8 0.93 

平均進口單價 75,957.22 60,444.06 66,461.40 63,631.22 67,648.62 

  年成長率(%) -6.75 -20.42 9.96 6.61 4.94 
註：C.C.C. Code為 7219329011、7219329012、7219329019、7219339011、7219339012、

7219339019、7219349011、7219349012、7219349019、7219359011、7219359012、

7219359019、7220209011、7220209012、7220209019的總合。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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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觀察此產品之進口量概況(詳見表 15)，104~106 年總

進口量呈現先增後減趨勢，主要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韓國、

馬來西亞及日本，中國大陸向居第一，韓國於 105、106年躍居第

二。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中國大陸之比重呈逐年遞減

之勢，至 106年其比重減少至 26.62%，日本亦呈逐年遞減趨勢，

韓國增減互見，馬來西亞則逐年遞增，於 106年位居第三。  

106年第 4季之總進口量較上年同期減少 3.82%，其前三大進

口國之進口量成長率分別為韓國 41.03%、馬來西亞 36.23%、中國

大陸-30.98%。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本季比重由高而低

依序為韓、馬、中，其中韓國已躍升為第一，比重為 37.34%，中

國大陸之比重為 18.27%，退居第三；而馬來西亞比重逐年增加，

由 104年之 6.52%增為本季之 19.02%，躍升第二。 



30 
 

表 15  我國「300系不銹鋼冷軋鋼品」進口量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噸；%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韓國 
進口量 17,213  19,733  14,940  4,248  6,393  
年成長率(%) -55.67 14.64 -24.29 -30.18 41.03 

占總進口量比重(%) 37.42 27.93 26.62 37.8 37.34 

2 

國家 日本 韓國 韓國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進口量 14,005  18,138  13,223  2,422  3,256  
年成長率(%) -15.02 153.96 -27.1 132.44 36.23 

占總進口量比重(%) 30.44 25.67 23.56 21.55 19.02 

3 

國家 韓國 日本 馬來西亞 日本 中國大陸 
進口量 7,142  13,676  10,219  2,002  3,128  
年成長率(%) 1,148.6 -2.35 10.61 -47.71 -30.98 

占總進口量比重(%) 15.53 19.35 18.21 17.82 18.27 

4 

國家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日本 韓國 日本 
進口量 3,000  9,239  9,882  1,647  2,529  
年成長率(%) -27.71 207.97 -27.74 -75.96 -22.92 

占總進口量比重(%) 6.52 13.08 17.61 14.66 14.77 

5 

國家 越南 印度 美國 泰國 南非 
進口量 1,005  4,291  2,371  298  456  
年成長率(%) -69.92 - 121.18 77.38 44.3 

占總進口量比重(%) 2.18 6.07 4.22 2.65 2.66 
總
計 
總進口量 46,001  70,660  56,123  11,237  17,121  
年成長率(%) -36.11 53.61 -20.57 -46.34 -3.82 

註：C.C.C. Code為7219329011、7219329012、7219329019、7219339011、7219339012、
7219339019、7219349011、7219349012、7219349019、7219359011、7219359012、
7219359019、7220209011、7220209012、7220209019的總合。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本研究整理。 

(三)中國大陸及韓國產品在進口市場之變化 

   觀察 106年第 4季自中國大陸及韓國進口「300系不銹鋼冷軋

鋼品」之進口狀況，中、韓之進口值、量呈現不同走勢，本季此產

品自韓國進口值、量均位居第一，中國大陸則退居第三。其占總進

口值與量的比重，本季韓國進口約占三、四成左右，較 104 年之

12.59%、15.53%明顯增加；而中國大陸進口占總進口值與量的比重，

本季約占一成八左右，呈逐年遞減趨勢，較 104年之 35.83%、37.42%

明顯減少。平均進口單價方面，中國大陸高於總平均進口單價，而

韓國則低於總平均進口單價，建議後續持續追蹤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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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碳鋼鋼板 

 (一)前言 

本案涉案貨物範圍為以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或其他特定合金

鋼為材質，厚度 6 公厘及以上，未經被覆、鍍面或塗面、非捲盤

狀之扁軋製品，並排除其中特定 9 個項目。所涉及之參考稅則號

列為 72085110100、72085110208、72085110306、72085120000、

72085130008 、 72085140006 、 72085210207 、 72085220205 、

72085230203 、 72089010005 、 72089021002 、 72089030001 、

72089040009 、 72111410101 、 72111410209 、 72111410307 、

72111420207 、 72111430205 、 72111440203 、 72254000908 、

72269100905等 21項。主要用於造船、結構、壓力容器、一般用

途及中高碳類鋼板等。 

財政部對自巴西、中國大陸、印度、印尼、韓國及烏克蘭產

製進口之「碳鋼鋼板」自 105年 8月 22日（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

日）起課徵反傾銷稅，至 110年 8月 21日止，為期 5年，稅率為：

巴西廠商稅率 31.10%；中國大陸除價格具結廠商外，其餘廠商稅

率 41.47~59.57%；印度廠商稅率 32.82%；印尼廠商稅率 42.91%；

韓國廠商稅率除價格具結廠商外，其餘廠商稅率 4.02~80.50％；

烏克蘭廠商稅率 17.91%。以下將觀察巴西、中國大陸、印度、印

尼、韓國及烏克蘭之「碳鋼鋼板」是否有進口量減少、平均進口

單價提高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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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進口國之進口狀況 

    觀察我國「碳鋼鋼板」之進口值概況(詳見表 16)，104~106

年總進口值呈現先減後增趨勢，主要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日

本及韓國。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重方面，中國大陸呈先增後減之

勢，106年之比重為 7.51%；而韓國及日本皆呈先減後增之勢，日、

韓於 106年分居前二大進口來源國，其占比分別為 31.19%、16.70%。

此外，巴西、烏克蘭、印度及印尼於 104~106 年間皆未列於前三

大主要進口來源國，106年烏克蘭進口值占比約一成，位居第四，

而巴西、印尼及印度之進口比重合計甚至不到一成。 

    106 年第 4季之總進口值較上年同期減少 20.32%，主要進口

國中以韓國增加最多，成長率為 1,200.71%，中國大陸減少最多為

-23.93%。主要進口來源國日、韓、中居前三大，德、法分居第四、

第五，印度、烏克蘭、巴西及印尼則在前五大之外。從進口值占

總進口值比重來看，本季日、韓、中之比重合計為 97.39%，其他

涉案國除印度小量進口外，本季幾乎已無進口。平均進口單價方

面，本季之總平均進口單價為每公噸 18,894.35元，其單價由低而

高依序為韓、日、中，日、韓平均進口單價均低於總平均進口單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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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我國「碳鋼鋼板」進口值狀況(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元/噸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日本 中國大陸 日本 日本 日本 

進口值 2,799,904  1,431,491  1,635,386  320,953  600,284  

  年成長率(%) 55.95 2.38 64.12 -0.83 151.41 

占總進口值比重(%) 31.56 34.6 31.19 40.31 69.97 

平均進口單價 30,324.31  11,733.92  17,985.90  17,868.44  18,599.62  

  年成長率(%) 43.07 -13.4 16.81 20.05 9.1 

2 

國家 韓國 日本 韓國 韓國 韓國 

進口值 2,635,860  996,451  875,592  172,563  171,485  

  年成長率(%) 56.44 -64.41 72.2 990.79 1,200.71 

占總進口值比重(%) 29.71 24.09 16.70 21.67 19.99 

平均進口單價 15,361.38  15,397.29  17,582.87  16,747.19  18,039.66  

  年成長率(%) -17.52 -49.22 23.5 -31.51 18.49 

3 

國家 中國大陸 韓國 俄羅斯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進口值 1,398,237  508,472  858,736  127,704  63,725  

  年成長率(%) -45.35 -80.71 - -70.4 -23.93 

占總進口值比重(%) 15.76 12.29 16.38 16.04 7.43 

平均進口單價 13,550.12  14,236.93  17,028.28  19,372.57  19,759.69  

  年成長率(%) -20.83 -7.32 - 47.79 44.52 

4 

國家 印尼 烏克蘭 烏克蘭 馬來西亞 德國 

進口值 777,819  475,159  587,888  90,403  7,981  

  年成長率(%) -36.64 44.14 23.72 - 159.63 

占總進口值比重(%) 8.77 11.49 11.21 11.35 0.93 

平均進口單價 13,733.17  11,584.44  13,600.02  16,837.96  101,025.32  

  年成長率(%) -23.53 -25.26 17.4 - 5.17 

5 

國家 印度 馬來西亞 土耳其 瑞典 法國 

進口值 362,117  403,279  485,996  29,206  6,725  

年成長率(%) -70.93 6,721,216.67  - 260.35 460.42 

占總進口值比重(%) 4.08 9.75 9.27 3.67 0.78 

平均進口單價 14,244.80  15,949.97  16,363.50  38,277.85  47,359.15  

年成長率(%) -15.27 - - -5.55 -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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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我國「碳鋼鋼板」進口值狀況(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續) 

                                                       單位：新台幣仟元；%；元/噸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 

國家 烏克蘭 巴西 中國大陸 印度 印度 

進口值 329,650  74,428  394,006  0 83 

  年成長率(%) -76.44 -76.96 -72.48 - - 

占總進口值比重(%) 3.72 1.8 7.51 0 0.01 

平均進口單價 15,500.54  9,453.58  19,128.36  - 83,000  

  年成長率(%) -10.26 -21.09 63.02 - - 

- 

國家 巴西 印尼 巴西 烏克蘭 烏克蘭 

進口值 323,007  13,268  773  0 0 

  年成長率(%) -34.7 -98.29 -98.96 -100 -100 

占總進口值比重(%) 3.64 0.32 0.01 0 0 

平均進口單價 11,979.64  12,931.77  13,327.59  - - 

  年成長率(%) -20.43 -5.84 40.98 - - 

- 

國家 - - 印度 巴西 巴西 

進口值 - - 180 0 0 

  年成長率(%) - - - -100 -100 

占總進口值比重(%) - - 0 0 0 

平均進口單價 - - 60,000  - - 

  年成長率(%) - - - - - 

總

計 

總進口值 8,870,613  4,136,929  5,243,851  796,285  857,860  

  年成長率(%) -17.16 -53.36 26.76 -12.64 -20.32 

平均進口單價 17,662.94  13,668.98  17,534.56  18,726.86  18,894.35  

  年成長率(%) -3.4 -22.61 28.28 33.17 24.15 

註：C.C.C. Code為 72085110100、72085110208、72085110306、72085120000、

72085130008、72085140006、72085210207、72085220205、72085230203、

72089010005、72089021002、72089030001、72089040009、72111410101、

72111410209、72111410307、72111420207、72111430205、72111440203、

72254000908、72269100905的總合。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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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觀察此產品之進口量概況(詳見表 17)，104~106年總

進口量逐年遞減，主要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日本、烏克蘭及

韓國，其中中國大陸及韓國之進口量呈現增減互見之勢。從進口

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中國大陸之比重呈現先增後減之勢，至

106年其比重減少至 6.89%；其次，日本、俄羅斯、韓國、烏克蘭

分居前四名，其 106年之比重分別為 30.40%、16.86%、16.65%、

14.45%。此外，巴西、印尼及印度於 104~106 年間皆非屬前三大

主要進口來源國，其進口數量極少，比重合計不到一成。 

106年第 4季之總進口量較上年同期減少 35.82%，主要進口

國中以韓國增加最多，成長率為 997.69%，中國大陸減少最多為

-47.36%。前三大主要進口來源國依序為日、韓、中，法國、瑞典

分居第四、第五，其他涉案國印度、烏克蘭、巴西及印尼則在前

五大之外。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日、韓、中之比重合

計為 99.12%，其他涉案國除印度小量進口外，本季幾乎已無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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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我國「碳鋼鋼板」進口量狀況(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噸；%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韓國 中國大陸 日本 日本 日本 

進口量 171,590  121,996  90,926  17,962  32,274  

年成長率(%) 89.66 18.22 40.50 -17.39 130.45 

占總進口量比重(%) 34.17 40.31 30.40 42.24 71.08 

2 

國家 中國大陸 日本 俄羅斯 韓國 韓國 

進口量 103,190  64,716  50,430  10,304  9,506  

年成長率(%) -30.97 -29.91 - 1,492.58 997.69 

占總進口量比重(%) 20.55 21.38 16.86 24.23 20.94 

3 

國家 日本 烏克蘭 韓國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進口量 92,332  41,017  49,798  6,592  3,225  

年成長率(%) 9 92.87 39.43 -79.97 -47.36 

占總進口量比重(%) 18.38 13.55 16.65 15.50 7.1 

4 

國家 印尼 韓國 烏克蘭 馬來西亞 法國 

進口量 56,638  35,715  43,227  5,369  142  

年成長率(%) -17.15 -79.19 5.39 - 3,450 

占總進口量比重(%) 11.28 11.8 14.45 12.63 0.31 

5 

國家 巴西 馬來西亞 土耳其 義大利 瑞典 

進口量 26,963  25,284  29,700  825 102  

年成長率(%) -17.94 - - - -86.16 

占總進口量比重(%) 5.37 8.35 9.93 1.94 0.22 

- 

國家 印度 巴西 中國大陸 印度 印度 

進口量 25,421  7,873  20,598  0 1 

年成長率(%) -65.69 -70.8 -83.12 - - 

占總進口量比重(%) 5.06 2.6 6.89 0 0 

- 

國家 烏克蘭 印尼 巴西 烏克蘭 烏克蘭 

進口量 21,267  1,026  58  0 0 

年成長率(%) -73.75 -98.19 -99.26 -100 -100 

占總進口量比重(%) 4.23 0.34 0.02 0 0 

- 

國家 - - 印度 巴西 巴西 

進口量 - - 3 0 0 

年成長率(%) - - - -100 -100 

占總進口量比重(%) - - 0 0 0 

總
計 
總進口量 502,216  302,651  299,058  42,521  45,403  

年成長率(%) -14.24 -39.74 -1.19 -34.40 -35.82 

註：C.C.C. Code 為 72085110100、72085110208、72085110306、72085120000、
72085130008、72085140006、72085210207、72085220205、72085230203、
72089010005、72089021002、72089030001、72089040009、72111410101、
72111410209、72111410307、72111420207、72111430205、72111440203、
72254000908、72269100905的總合。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2.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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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巴西、中國大陸、印度、印尼、韓國及烏克蘭產品在進口市

場之變化 

    觀察 106年第 4季自巴西、中國大陸、印度、印尼、韓國及烏

克蘭進口「碳鋼鋼板」之進口狀況，就進口值、量而言，韓國及中

國大陸均分居第二及第三；與上年同期相比，韓國呈大幅增加，中

國大陸則呈現減少。占總進口值與量的比重，韓國約占二成左右，

中國大陸占比不到一成，其他涉案國除印度小量進口外，本季幾乎

已無進口。平均進口單價方面，本季自韓國進口平均單價低於總平

均進口單價，而中國大陸則高於總平均進口單價，建議後續持續追

蹤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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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定鍍鋅、鋅合金之扁軋鋼品 

 (一)前言 

本案涉案貨物範圍為以電解法或其他（含熱浸）方法，鍍或

塗(純)鋅或鋅合金之特定扁軋鋼品，不論寬度、厚度，波浪化或非

波浪化、捲狀或非捲狀，各種表面處理皆包括在內。所涉及之參

考稅則號列為 72103000104、 72103000202、 72103000907、

72104100003 、 72104900318 、 72104900327 、 72104900336 、

72104900416 、 72104900425 、 72104900434 、 72104900513 、

72104900522 、 72104900531 、 72104900611 、 72104900620 、

72104900639 、 72104900906 、 72106100115 、 72106100124 、

72106100133 、 72109090004 、 72122000006 、 72123000102 、

72123000200 、 72125090000 、 72259100005 、 72259200004 、

72259910005、72269910004 及 72269920002 等 30 項。其用途廣

泛用於建築材料、運輸工業、農業設備、資訊用途及家具電器等。 

財政部對自中國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特定鍍鋅、鋅合金

之扁軋鋼品」自 105年 8月 22日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日起課徵反

傾銷稅，至 110年 8月 21日止，為期 5年，稅率為：中國大陸廠

商 4.22%〜43.38%，韓國廠商 77.3%。以下將觀察中國大陸及韓

國「特定鍍鋅、鋅合金之扁軋鋼品」是否有進口量減少、平均進

口單價提高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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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進口國之進口狀況 

    觀察我國「特定鍍鋅、鋅合金之扁軋鋼品」之進口值概況(詳

見表 18)，104~106年總進口值呈逐年遞減之勢。主要進口來源國

為日本、越南、中國大陸及韓國，其中中國大陸及韓國進口值均

逐年遞減，而日本、越南則逐年遞增，尤其越南進口值年成長率

頗大，值得注意。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重方面，中國大陸及韓國

均呈逐年遞減之勢，106 年中國大陸比重減少至 14.84%，韓國則

減至 1.06%；日本及越南則呈逐年遞增之勢，日本於 105、106年

躍居第一，106 年比重為 53.56%，其次為越南(24.91%)、中國大

陸(14.84%)。   

    106年第 4季之總進口值較上年同期減少 0.27%，其前四大進

口來源國之進口值成長率分別為日本-6.58%、越南-44.17%、中國

大陸 988.39%、韓國 198.86%。從進口值占總進口值比重來看，日

本約占七成，與越南合計約占八成；中國大陸及韓國則分居第 3、

4名，合計約占一成五左右。平均進口單價方面，本季總平均進口

單價為 23,733.53元/公噸，前四大進口國中以越南之進口單價最低

(19,710.85 元/公噸)，其次為中國大陸(22,563.62 元/公噸)、日本 

(24,593.03元/公噸)、韓國(28,349.49元/公噸)，其中越南及中國大

陸低於總平均進口單價，越南從 105 年起進口值大幅成長，進口

平均單價最低，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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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我國「特定鍍鋅、鋅合金之扁軋鋼品」進口值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元/噸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中國大陸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進口值 5,061,352  3,010,987  3,248,478  682,520  752,522  

  年成長率(%) -20.75 1.05 7.89 -17.5 -6.58 

占總進口值比重(%) 57.42 47.19 53.56 68.48 68.54 

平均進口單價 16,081.87  21,693.93  23,853.77  23,692.03  24,593.03  

  年成長率(%) -23.13 -16.7 9.96 11.99 17.97 

2 

國家 日本 中國大陸 越南 中國大陸 越南 

進口值 2,979,724  2,501,890  1,511,236  174,229  135,039  

  年成長率(%) -37.36 -50.57 380.74 116.55 -44.17 

占總進口值比重(%) 33.8 39.21 24.91 17.48 12.30 

平均進口單價 26,042.21  14,024.28  20,157.61  20,640.80  19,710.85  

  年成長率(%) -20.55 -12.79 11.43 27.96 6.9 

3 

國家 韓國 韓國 中國大陸 越南 中國大陸 

進口值 692,094  437,703  900,271  72,708  128,387  

  年成長率(%) 105.28 -36.76 -64.02 1.85 988.39 

占總進口值比重(%) 7.85 6.86 14.84 7.29 11.69 

平均進口單價 18,925.70  17,008.08  21,179.36  18,259.17  22,563.62  

  年成長率(%) -17.97 -10.13 51.02 7.09 -44.15 

4 

國家 美國 越南 泰國 泰國 韓國 

進口值 29,641  314,353  98,050  36,012  44,452  

  年成長率(%) 42.44 6,595.48 524.05 523.48 198.86 

占總進口值比重(%) 0.34 4.93 1.62 3.61 4.05 

平均進口單價 146,014.8  18,089.14  20,116.95  21,397.50  28,349.49  

  年成長率(%) 21.39 -65.71 -7.69 -4.05 -55.97 

5 

國家 巴西 巴西 巴西 印度 泰國 

進口值 18,360  35,940  68,211  10,850  14,894  

  年成長率(%) -89.08 95.75 89.79 13,990.91  210.49 

占總進口值比重(%) 0.21 0.56 1.12 1.09 1.36 

平均進口單價 13,170.73 9,064.31 13,366.84  22,698.74  20,801.68  

  年成長率(%) -14.41 -31.18 47.47 -41.04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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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我國「特定鍍鋅、鋅合金之扁軋鋼品」進口值狀況(續)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新台幣仟元；%；元/噸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 

國家 - - 韓國 韓國 - 

進口值 - - 64581 2,532  - 

  年成長率(%) - - -85.25 -80.89 - 

占總進口值比重(%) - - 1.06 0.25 - 

平均進口單價 - - 27,563.38  22,607.14  - 

  年成長率(%) - - 62.06 -18.61 - 

總
計 

總進口值 8,815,009  6,379,936  6,065,656  996,703  1,097,937  

  年成長率(%) -25.04 -27.62 -4.93 -2.54 -0.27 

平均進口單價 18,828.85  17,373.89  22,379.93  22,723.61  23,733.53  

  年成長率(%) -23.31 -7.73 28.81 10.58 16.04 

註：C.C.C. Code為 72103000104、72103000202、72103000907、72104100003、72104900318、

72104900327、72104900336、72104900416、72104900425、72104900434、72104900513、

72104900522、72104900531、72104900611、72104900620、72104900639、72104900906、

72106100115、72106100124、72106100133、72109090004、72122000006、72123000102、

72123000200、72125090000、72259100005、72259200004、72259910005、72269910004、

72269920002的總合。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台經院整理。 

    進一步觀察此產品之進口量概況(詳見表 19)，104~106年總進

口量呈逐年遞減之勢，主要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日本、越南及

韓國，其中中國大陸及韓國之進口量均呈逐年遞減之勢，日本呈先

增後減之勢，越南則自 105年起每年大幅成長。從進口量占總進口

量比重來看，中、韓比重呈逐年遞減之勢，於 106年其比重分別降

至 15.68%、0.86%，日本、越南則呈逐年遞增之勢，106年日本占

比 50.25%、越南占比 27.66%，兩者合計約近八成。 

    106 年第 4 季之總進口量較上年同期減少 14.05%，其前四大

進口來源國之進口量成長率分別為日本-20.81%、越南-47.77%、中

國大陸 1,848.63%、韓國 578.79%。從進口量占總進口量比重來看，

日、越之比重合計約占八成，中、韓合計約僅占一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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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我國「特定鍍鋅、鋅合金之扁軋鋼品」進口量狀況 

(民國 104年至 106年第 4季) 

單位：噸；%  

排
名 

  年度      
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6年 Q3 106年 Q4 

1 

國家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日本 日本 日本 

進口量 314,724  178,397  136,183  28,808  30,599  

年成長率(%) 3.1 -43.32 -1.88 -26.33 -20.81 

占總進口量比重(%) 67.23 48.58 50.25 65.68 66.14 

2 

國家 日本 日本 越南 中國大陸 越南 

進口量 114,419  138,794  74,971  8,441  6,851  

年成長率(%) -21.16 21.3 331.41 69.23 -47.77 

占總進口量比重(%) 24.44 37.8 27.66 19.24 14.81 

3 

國家 韓國 韓國 中國大陸 越南 中國大陸 

進口量 36,569  25,735  42,507  3,982  5,690  

年成長率(%) 150.25 -29.63 -76.17 -4.9 1,848.63 

占總進口量比重(%) 7.81 7.01 15.68 9.08 12.30 

4 

國家 巴西 越南 巴西 泰國 韓國 

進口量 1,394  17,378  5,103  1,683  1,568  

年成長率(%) -87.24 19,425.84 28.7 549.81 578.79 

占總進口量比重(%) 0.3 4.73 1.88 3.84 3.39 

5 

國家 泰國 巴西 泰國 印度 泰國 

進口量 266  3,965  4,874  478 716  

年成長率(%) 518.6 184.43 576.01 23,800  240.95 

占總進口量比重(%) 0.06 1.08 1.8 1.09 1.55 

- 

國家 - - 韓國 韓國 - 

進口量 - - 2,343  112 - 

年成長率(%) - - -90.9 -76.52 - 

占總進口量比重(%) - - 0.86 0.26 - 

總
計 
總進口量 468,165  367,214  271,031  43,862  46,261 

年成長率(%) -2.26 -21.56 -26.19 -11.87 -14.05 

註：C.C.C. Code 為 72103000104、72103000202、72103000907、72104100003、

72104900318、72104900327、72104900336、72104900416、72104900425、

72104900434、72104900513、72104900522、72104900531、72104900611、

72104900620、72104900639、72104900906、72106100115、72106100124、

72106100133、72109090004、72122000006、72123000102、72123000200、

72125090000、72259100005、72259200004、72259910005、72269910004、

72269920002的總合。 

資料來源：1.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  2.台經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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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及韓國產品在進口市場之變化 

    觀察 106年第 4季自中國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特定鍍鋅、

鋅合金之扁軋鋼品」之進口狀況，中國大陸及韓國之進口值與量

分別位居第三、第四，與上年同期相比均呈現大幅成長。但從占

總進口值與量之比重來看，中、韓之占比均低，中國大陸約占一

成多，韓國則不到 5%。平均進口單價方面，本季日本進口約占

六成多，其進口單價較高，而中、韓之平均進口單價皆低於總平

均進口單價，建議後續持續追蹤與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