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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經濟統計簡訊《409》 

食品及飼品業與紡織業為推升今年 1-5 月民生工業產值創新高之主力 

1. 111 年 1-5 月民生工業產值續呈成長，惟產量變動已由正轉負：民生工業為

滿足民眾生活需要的輕工業，近年占製造業產值比重穩定維持在 1 成左右。

由於我國主要原物料(如黃豆、小麥、玉米等)多需仰賴進口，致民生工業產

品價格常受國際大宗物資物價波動影響。110 年因全球景氣穩定復甦，終端

需求增溫，以及國際原材物料價格上漲，民生工業產值達 1 兆 5,807 億元，

創歷年新高，年增 12.2%。111 年 1-5 月受俄烏戰爭及貨運缺櫃影響，國際

農產原物料及油價延續上年二位數成長走勢，帶動民生產品價格上揚，產值

6,546 億元，年增 4.1%。若剔除價格因素按產量觀察，110 年生產指數 109.81，

年增 8.4%，雖較產值增幅少 3.9個百分點，但民生工業的需求仍屬價量齊揚，

111 年 1-5 月因國內疫情再起，加上確診、居隔人數增加，抑制民眾消費動

能，致生產量指數年減 2.7%，與產值增幅差距擴大至 6.8 個百分點，顯示產

值的增加主要來自產品價格的上漲。   

2. 「食品及飼品業」與「紡織業」為民生工業產值成長之主力：我國民生工業

包括 9 類中業，其中除家具業及其他製造業外，內銷比重均逾 5 成，顯示大部分

以內需市場為主。111 年 1-5 月產值以食品及飼品業(占 39.8%)、紡織業(占 17.3%)

合占民生工業 57.1%為大宗，其中食品及飼品業因農業大宗物資價格續漲，以及

宅食經濟持續發酵，致產值達 2,605 億元，創歷年同期新高，年增 8.7%；紡織業(直

接外銷比重 47.7%)則因高機能布料興起，以及原材物料價格飆漲，加上國外疫情

趨緩，外銷市場景氣回溫，致產值年增 10.9%，二者合計對民生產業貢獻 5.1 個百

分點，為最主要的成長來源，另其他製造業因全球疫情趨緩，民眾多從事戶外活

動，致室內健身器材需求減少，產值呈年減 12.4%，拉低整體民生工業 1.7 個百分

點。惟若剔除價格因素按產量觀察，111 年 1-5 月僅食品及飼品業、成衣及服飾品

業生產量呈年增，其餘皆呈年減。 

3. 因 111 年 1-5 月民生工業產值成長主要來自於價格上漲，茲就食品及飼品業、紡

織業產值貢獻較大且價格上漲明顯(產值增幅明顯大於產量)之主要小類，分述

原因如下：  

(1) 動物飼品、動植物油脂製造業：產值分別為 400 億元、246 億元，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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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同期新高，分別成長 18.4%、13.5%，主因上游原料黃豆、小麥、玉

米價格分別較去年同期上漲 11.4%、47.9%及 22.2%1，推升飼料、沙拉油價格

上揚，加上業者受惠進口原料營業稅減免，以及國內飼料大廠擴增產線，

拉抬產銷成長動能，二者合計對食品業貢獻 3.8 個百分點。  

(2) 肉類加工及保藏業 : 產值 606 億元，年增 6.2%，主因俄烏衝突、氣候變

遷導致飼料及肉品價格攀揚，推升國內肉類加工產品價格所致，對食品

業貢獻 1.5 個百分點。  

(3) 紡紗、織布業：產值分別為 283 億元、521 億元，年增 6.9%、20.8%，

主因人造纖維價格較去年同期上漲 20.6%1，推升主要人纖紡織品價格，

加上業者積極開發精緻性、差異化產品，以及國際品牌回補庫存及市場

對高毛利與高技術門檻的戶外機能服飾需求增加所致，二者合計對紡織

業貢獻 10.6 個百分點。  

4. 展望未來：政府持續推動大宗進口物資減稅、調漲軍公教薪資與基本工資，

降低業者生產成本並提升民眾所得，加上宅食經濟持續發酵、機能性紡織品

需求熱絡、國內公共工程及廠辦營造建案持續推動，可望帶動食品、紡織及

非金屬礦物製品業等民生工業產值進一步提升，惟俄烏戰爭未歇、供應鏈問

題仍存，加上疫情反覆以及國際政治等不確定因素干擾下，後續宜密切關注

並審慎因應。   

 

 

 

 

 

                                           
1黃豆、小麥、玉米及人造纖維價格參考行政院主計總處國際商品價格及躉售物價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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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民生工業生產量指數及產值變動統計

年增率(1)
   (%)

年增率(2)
   (%)

106年 103.74 3.7 13,712   0.9 -2.9 
107年 104.91 1.1 14,194   3.5 2.4
108年 104.29 -0.6 14,333   1.0 1.6
109年 101.34 -2.8 14,085   -1.7 1.1
110年 109.81 8.4 15,807   12.2 3.9

110年1-5月 104.95 9.9 6,290     13.5 3.6
111年1-5月 102.14 -2.7 6,546     4.1 6.8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期間
生產量
指數

 產值
(億元)

年增率差距
(2)-(1)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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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率(2)
(%)

貢獻度
(百分點)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0.7 2,605       8.7 8.7 8.0
肉類加工及保藏業 -7.9 606          6.2 1.5 14.1
水產加工及保藏業 -3.9 54            2.4 0.1 6.3
蔬果加工及保藏業 19.3 62            16.1 0.4 -3.2
動植物油脂製造業 -0.1 246          13.5 1.2 13.6
乳品製造業 2.4 153          3.0 0.2 0.6
碾榖、磨粉及澱粉製品業 -0.9 139          4.5 0.3 5.4
動物飼品製造業 6.9 400          18.4 2.6 11.5
其他食品製造業 3.4 945          6.9 2.6 3.5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表3、111年1-5月食品及飼品業之各小業生產量指數及產值比較統計

業別名稱
 生產量指數

年增率(1)
(%)

 產值
(億元)

 年增率差距
(2)-(1)

(%)

年增率(2)
(%)

貢獻度
(百分點)

紡織業 -0.1 1,130       10.9 10.9 11.0
紡紗業 -5.5 283          6.9 1.8 12.4
織布業 6.0 521          20.8 8.8 14.8
不織布業 -9.2 52            -12.4 -0.7 -3.2
染整業 4.2 97            10.0 0.9 5.8
紡織品製造業 -7.8 177          0.8 0.1 8.6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表4、111年1-5月紡織業之各小業生產量指數及產值比較統計

業別名稱
 生產量指數

年增率(1)
(%)

 產值
(億元)

 年增率差距
(2)-(1)

(%)

年增率(1)
(%)

占比
(%)

年增率(2)
(%)

貢獻度
(百分點)

民生工業 102.14 -2.7 6,546    100.0 4.1 4.1 6.8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105.82 0.7 2,605     39.8 8.7 3.3 8.0
飲料製造業 85.45 -7.7 370        5.7 -2.5 -0.2 5.2
菸草製造業 99.98 -4.8 284        4.3 -7.1 -0.3 -2.3 
紡織業 88.65 -0.1 1,130     17.3 10.9 1.8 11.0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72.54 5.6 73          1.1 13.1 0.1 7.5
木竹製品製造業 109.30 -5.2 93          1.4 7.3 0.1 12.5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01.39 -1.5 1,029     15.7 5.2 0.8 6.7
家具製造業 113.09 -3.3 212        3.2 4.0 0.1 7.3
其他製造業 134.07 -8.8 750        11.5 -12.4 -1.7 -3.6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業別名稱
生產量
指數

 產值
(億元)

年增率差距
(2)-(1)

(百分點)

                  表2、111年1-5月民生工業之各中業生產量指數及產值比較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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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經濟部統計處 黃副處長偉傑  

聯絡電話：(02)23212200#8500 

電子郵件信箱：wjhuang2 @mo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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