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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扣件進出口統計對比
中國2022上半年扣件貿易統計(美金) 台灣2022上半年扣件貿易統計(美金)

排名 進口來源 2022上半年 出口對象 2022上半年 進口來源 2022上半年 出口對象 2022上半年

0 全球 1,475,295,976 全球 5,148,551,761 全球 108,226,355 全球 3,183,209,705

1 日本 439,819,788 美國 858,125,493 日本 36,177,839 美國 1,427,203,915

2 德國  271,571,176 德國 308,014,680 美國 21,424,773 德國 260,847,004

3 美國 200,127,590 越南 223,559,285 中國 12,563,243 荷蘭 169,348,088

4 臺灣 147,377,359 韓國 221,971,974 德國 7,266,443 日本 149,510,874

5 義大利 69,391,472 俄羅斯 220,191,744 韓國 5,541,891 英國 109,955,298

6 韓國 61,354,528 日本 201,985,763 越南 3,009,690 加拿大 107,050,441

7 法國 32,780,607 印度 172,586,224 荷蘭 2,694,695 中國 88,074,895

8 英國 24,980,984 英國 154,190,272 菲律賓 2,570,308 義大利 71,511,493

9 土耳其 18,765,358 義大利 146,440,438 瑞士 2,110,473 瑞典 71,109,514

10 瑞士 15,773,304 澳洲 145,622,009 瑞典 1,740,430 墨西哥 70,972,853

中國2021年扣件貿易統計(美金) 台灣2021年扣件貿易統計(美金)

排名 進口來源 2021年 出口對象 2021年 進口來源 2021年 出口對象 2021年

0 全球 3,280,746,110 全球 9,303,405,675 全球 206,147,825 全球 5,322,552,883

1 日本 983,969,032 美國 1,263,573,726 日本 78,090,806 美國 2,249,900,692

2 德國 630,243,449 俄羅斯 544,573,376 美國 35,474,785 德國 454,994,012

3 美國 398,160,844 德國 533,707,080 中國 21,189,220 荷蘭 291,941,389

4 臺灣 324,224,022 越南 457,539,548 德國 14,582,412 日本 246,072,681

5 義大利 172,577,180 韓國 405,583,971 南韓 9,414,381 英國 209,199,205

6 韓國 132,572,356 日本 346,444,260 菲律賓 5,401,730 中國 191,243,730

7 法國 73,700,211 印度 298,269,602 越南 5,375,493 加拿大 177,039,530

8 英國 53,832,105 義大利 277,500,682 荷蘭 5,205,645 瑞典 121,737,174

9 土耳其 40,893,282 澳洲 266,465,334 瑞士 2,937,108 墨西哥 119,553,758

10 瑞士 33,779,764 英國 260,145,375 瑞典 2,678,180 義大利 103,873,841

今年上半，中國對全球出口扣件金額51.4億美金，對
比台灣為31.8億美金，中國的全球出口規模為台灣的1.6
倍；對全球進口額為中國14.7億美金，台灣為1.08億美金，
台灣對全球的進口需求大幅少於中國。中國前三大出口

對象為美國8.5億美金、德國3.08億美金、越南2.23億美
金；台灣前三大出口對象為美國14.2億美金、德國2.6億美
金、荷蘭1.69億美金，對中國出口了8,807萬美金的扣件。
由此可見，美國與德國共同為中國與台灣在今年上半年的

前兩大扣件出口對象。在進口方面，中國前三大進口來源

為日本(4.3億美金)、德國(2.7億美金)、美國(2億美金)，此
外有從台灣進口1.4億美金的扣件。台灣進口來源主要是
日本(3,617萬美金)、美國(2,142萬美金)，此外有從中國進
口1,256萬美金的扣件。日本共同為中國與台灣最大進口來
源，德國與美國分別為中國與台灣第二大來源。

2021年，中國對全球出口扣件金額93億美金，對比台灣
為53.2億美金，中國的全球出口規模為台灣的1.7倍，與前述
今年上半的規模倍率相近；對全球進口額為中國32.8億美
金，台灣為2.06億美金。中國前三大出口對象為美國12.6億
美金、俄羅斯5.44億美金、德國5.33億美金；台灣前三大出
口對象為美國22.4億美金、德國4.54億美金、荷蘭2.91億美
金，對中國出口了1.91億美金的扣件。美國為中國與台灣在
去年的最大扣件出口對象；中國第二大出口對象是俄羅斯，

台灣第二大出口對象是德國。在進口方面，中國前三大進口

來源為日本(9.83億美金)、德國(6.3億美金)、美國(3.98億美
金)，此外有從台灣進口3.24億美金的扣件。台灣進口來源主
要是日本(7,809萬美金)、美國(3,547萬美金)、中國2,118萬美
金的扣件。日本共同為中國與台灣最大進口來源，中國第二

大來源為德國，台灣第二大來源為美國。



產業動態

079Fastener World no.197/2022

2020年，中國對全球出口扣件金額69.5億
美金，對比台灣為39.6億美金，中國的全球出口
規模同樣是台灣的1.7倍；對全球進口額為中國
27.8億美金，台灣為1.57億美金。中國前三大出
口對象為美國8.27億美金、越南4.84億美金、俄
羅斯4.04億美金；台灣前三大出口對象為美國
16.8億美金、德國3.4億美金、日本2.09億美金，
對中國出口了1.29億美金的扣件。美國為中國
與台灣在2020年的最大扣件出口對象；中國第

二大出口對象是越南，台灣第二大出口對象是

德國。在進口方面，中國前三大進口來源為日

本(8.52億美金)、德國(5.61億美金)、美國(3.15
億美金)，此外有從台灣進口2.34億美金的扣
件。台灣進口扣件來源主要是日本(6,149萬美
金)、美國(2,784萬美金)、中國(1,514萬美金)。日
本共同為中國與台灣最大進口來源，德國與美

國分別為中國與台灣第二大來源。

中國對全球扣件出口從2020年的69.5億美
金成長33.8%到2021年的93億美金，今年上半
已達51.4億美金，2022全年有望成長7.5%達100
億美金，即使在這兩年的中國疫情、封城等負

面條件下，規模仍持續成長，惟今年的預期成

長幅度可能大幅縮水兩成以上，為一大隱憂。

台灣對全球扣件出口從2020年的39.6億美
金成長34.3%到2021年的53.2億美金，今年上半
已達31.8億美金，2022全年有望成長12.7%達
60億美金。台灣雖在去年迎接大量海外訂單，
今年預期成長幅度可望比中國高出將近一倍，

但對比去年的猛爆性增幅已相差懸殊。歐美大

量庫存未消，對台灣採購需求下降，則為台灣

的隱憂。

中國2020年扣件貿易統計(美金) 台灣2020年扣件貿易統計(美金)

排名 進口來源 2020年 出口對象 2020年 進口來源 2020年 出口對象 2020年

0 全球 2,786,542,569 全球 6,959,807,809 全球 157,680,579 全球 3,969,360,344

1 日本 852,790,240 美國 827,330,702 日本 61,494,765 美國 1,689,801,153

2 德國 561,700,799 越南 484,775,853 美國 27,844,570 德國 340,191,792

3 美國 315,945,338 俄羅斯 404,230,744 中國 15,143,539 日本 209,498,781

4 臺灣 234,702,416 德國 309,148,054 德國 10,329,451 荷蘭 195,105,056

5 義大利 141,111,449 日本 270,056,188 南韓 5,660,405 英國 136,840,671

6 韓國 130,805,250 韓國 249,571,286 荷蘭 4,058,735 中國 129,131,272

7 法國 62,370,515 阿聯酋 213,085,446 越南 3,719,309 加拿大 128,760,834

8 英國 46,517,579 印度 203,159,577 瑞士 2,182,902 瑞典 85,303,928

9 馬來西亞 28,608,755 緬甸 199,601,983 瑞典 2,033,164 墨西哥 77,878,026

10 瑞士 28,247,190 泰國 196,292,352 英國 2,017,286 義大利 70,888,895

中國面對內(疫情封控)與外(歐洲傾銷稅與美國25%重稅)的夾
擊，即使如此，由於有政府的補貼資助以及鋼廠提供具有高競爭力的

線材優惠，使中國扣件出口成績依舊亮眼，此外中國對歐美以外其他

地區的扣件出口量增加，顯示出中國在面對外部屏障時迅速分散外

銷市場，不過度集中單一市場，降低外部衝擊。對照之下，幾乎有九成

扣件集中外銷到歐美的台灣則可以中國為借鏡，在歐美之外多開闢

其他區域的市場，才能迅速因應未來市場的巨變。在擴增外銷對象的

需求下，新興市場儼然成為中國與台灣共同爭取的利基市場。

文/ 惠達 曾柏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