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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手工具業是在越南戰爭時期發展起來的，那時美軍因應戰爭需要，從臺

灣及其他亞洲國家購買了大量的工具產品，自此，台灣手工具業開始注重產品品

質的提高，並開始為海外企業進行 OEM代工生產，過去素有「手工具王國」之美

譽，台灣手工具產業曾於 1998 至 2002年連續五年出口量居全球第一，2003年中國

大陸出口值首度超越台灣，2008 年又被德國超越，目前出口值為全球第三。2009

年受到金融海嘯影響，台灣地區手工具年出口值嚴重衰退約 30%。 

 

二、回顧 2010年我國手工具產業整體表現 

由於 2010 年全球景氣明顯好轉，我國手工具產業表現呈現成長趨勢。手工具

全年總產值為新台幣 582.96億元，較 2009 年成長 25.8%。總出口值為新台幣 539.6
億元，年成長 27.8%。進口額則為 45.7億元，較 2009 年大幅成長 62.6%。國內市
場需求則為 89.04億，較 2009 年成長 19.9%；我國手工具在 2011 年第 1季的產值
為新台幣 156.7億元，進口值為 12.9億元，出口值為 149.4億元；國內市場需求度

為 20.2，進口依存度 64%，出口比例為 95%。 
另外，我國手工具產業在 2010 年全年的進出口狀況而言，美國依舊為我國手

工具產品主要出口銷售國家，總出口金額達新台幣 141.4 億元，約佔出口總額之
26.2%，其次為德國的 37.2 億元，佔出口總額之 6.9%，中國大陸第三，佔總出口

額之 6.3%，為 34.2億元，出口額為 26.3億元。進口方面，主要進口國為日本，進
口總額為 21.9億元，佔 48.1%，其次為中國大陸，進口額為 15.2億元，佔 33%。
德國則居於第三位，進口值為 1.9億元，僅佔 4.1%。 
 

三、2011年上半年我國手工具產業表現分析 

2011 年第 2 季我國手工具業產值為新台幣 156.7 億元，較去年同期成長

26.0%，比 2011 年第 1季成長了 8.0%。出口方面，本季度我國手工具產品出口總

額達新台幣 149.5億元，較第三季衰退 12.0%，但比去年同期成長 27.0%。進口方
面，本季度手工具產品進口值為新台幣 12.9億元，較第三季下滑 5.0%，但較去年

同期大幅增加 43.0%。2011上半年台灣手工具產業市場供需分析如【表 1】所示。 
2011 年第 2季出口項目以其他類工具為最多，約為新台幣 82.1億，扳手類手

工具居次，約為 38.2億元；第三為手工具組，約為 10.5億元；鋸類手工具出口僅

2.02億，居於末位。主要進口項目，以鋸類手工具居首，約 6.8億，其次為農林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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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類手工具，約 2.7億。扳手類手工具為第三，進口額為 2.2億；手工具組進口僅
0.07億，居於末位。 

表 1  2011 上半年台灣手工具產業市場供需分析 

 
資料來源：金屬中心 MII整理 (2011/08) 

綜合國內外經濟景氣相關統計及趨勢資料顯示，歐美先進國家失業率居高不

下，同時，歐、美各國又積極改善財政，將導致各國經濟成長率逐漸趨緩等負面

影響。歐洲債信威脅尚未完全消除，中國大陸寬鬆政策正式退場等利空題材發酵，

加上原物料價格因氣候因素及中東與北非地緣政治的影響大幅走升，盡管最壞的

情況似乎過去，預期 2011年全球經濟成長將進入短期修正，整體大環境的對景氣

復甦的速度將造成趨緩的的現象，影響我國手工具產業的進出口表現以及產值。 

 

四、結論 

展望 2011年，全球經濟可望持續溫和成長，加上新興市場需求仍將維持熱絡，

整體業者出貨展望趨於樂觀，但由於中國經濟降溫、歐洲債信問題仍將影響全球

經濟、歐美市場需求狀況仍待觀察；因此對我國手工具產業來說，仍存在相當的

變數，但就 2011年第 1 季產值、進口值和出口值皆小幅下挫的情況，手工具產業

的廠商應採取謹慎的經營態度，以確保去年的高成長率能夠持續到 2011年，今年

全球景氣將呈現穩定成長趨勢，有助於我國手工具產業恢復至穩定成長的軌道。

金屬中心MII 於八月預估 2011年我國手工具產值將可達新台幣 600 億，較 2010年

約成長了 3.1%，有機會創下我國手工具產值歷史高峰。出口值和進口值預估分別

為 565 億元和 50 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