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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110.08.16 

產業經濟統計簡訊《387》 

今年 1-7 月螺絲螺帽出口值成長逾 3 成 

1. 螺絲螺帽產業逾 5 成座落在南部地區：我國在國際上享有「螺絲王國」之美名，

品質佳，交期迅速，在全球螺絲螺帽供應市場占有一席之地。根據工廠校正及

營運調查統計，2019 年螺絲、螺帽及鉚釘製造業工廠家數超過 1,800 家，從業

員工人數超過 3.9 萬人，其中規模最大的產業聚落位於高雄市，聚集超過 700

家工廠，為全球螺絲螺帽主要的供應來源之一。 

2. 今年 1-5 月螺絲螺帽產值成長逾 2 成：2017 年受惠於貿易活動回升，加上鋼價

調漲，生產值 1,268 億元，終止連續 2 年負成長；2018 年外銷接單持續暢旺，

加以國內螺絲產品積極朝高值化發展，生產值 1,463 億元，達歷史高峰；2019

年與 2020 年分別受美中貿易紛爭與 COVID-19 疫情衝擊，致產值連續下滑。

今(2021)年隨著疫苗施打率上升，全球經濟活動逐漸回溫，加上鋼價大幅上漲，

推升台灣螺絲螺帽生產動能，1-5 月生產值 579 億元，年增 21.5%。 

3. 美國為我國出口主要市場：我國螺絲螺帽向以出口為導向，直接外銷比率約7

成5以上，2020年出口值為39.7億美元，僅次中國大陸、德國，居全球第三。

今年隨疫情趨緩，歐美陸續解封，加上各國積極推動基礎建設，1-7月出口值29.3

億美元，年增30.9%，其中以美國為最大出口市場，1-7月對其出口12.3億美元，

占42.0%；對德國出口2.4億美元，占8.3%居次；對荷蘭、日本與英國出口分別

占5.6%、4.6%、4.0%，前5大市場合占已達64.4%。就出口年增率觀察，今年

1-7月除日本年增3.8%外，其餘4國均呈二位數的高成長。 

4. 我國在美國螺絲螺帽進口市場市占率居冠：就美國螺絲螺帽進口市占率觀察，

今年1-6月我國市占37.5%續居首位，其次為中國大陸占16.2%，兩者市占率差

距自2019年美中貿易紛爭後更加擴大，日本占11.3%排名第三；在歐盟進口市

場市占率方面，歐盟於2016年撤銷對中國大陸的碳鋼扣件反傾銷稅後，中國大

陸在歐盟進口市場大幅成長，2020年市占率超越我國，今年1-4月中國大陸占

26.1%居冠，我國占21.1%居次，美國占8.6%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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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19年螺絲、螺帽及鉚釘業聚落地圖 

 

 
  

單位：家；%

合計 高雄市 新北市 臺中市 彰化縣 臺南市 桃園市 其他

家數 1,859 726 335 224 206 187 104 77

占比 100.0 39.1 18.0 12.0 11.1 10.1 5.6 4.1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表1　2019年螺絲、螺帽及鉚釘業分布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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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生產值 內銷值 直接外銷值

(億元) 年增率 (億元) 年增率 (億元) 年增率

2014年 1,297 15.1 269 5.1 1,078 16.0 80.0

2015年 1,273 -1.8 269 0.0 1,074 -0.3 80.0

2016年 1,216 -4.5 275 2.2 1,018 -5.2 78.7

2017年 1,268 4.3 294 7.0 1,060 4.1 78.3

2018年 1,463 15.4 326 10.8 1,224 15.5 79.0

2019年 1,341 -8.4 315 -3.5 1,119 -8.6 78.1

2020年 1,163 -13.3 302 -4.0 947 -15.4 75.8

2021年1-5月 579 21.5 157 32.6 459 21.4 74.5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直接外銷

比率(%)

表2　我國螺絲螺帽產銷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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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我國螺絲螺帽主要出口市場概況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7 月 

金額(百萬美元) 

總計 4,071  3,890  3,611  4,090  4,638  4,316  3,969  2,926  

美國 1,448  1,451  1,346  1,521  1,775  1,752  1,690  1,230  

歐盟 1,237  1,090  1,051  1,211  1,363  1,197  1,043  781  

  德國 377  337  340  396  453  392  340  243  

  荷蘭 225  197  205  237  262  228  195  163  

日本 212  195  182  207  230  241  209  134  

英國 182  179  163  178  178  171  137  116  

年增率(%) 

總計 10.1  -4.4  -7.2  13.3  13.4  -6.9  -8.0  30.9  

美國 

 

10.4  0.2  -7.2  13.0  16.7  -1.3  -3.5  29.9  

歐盟 18.5  -11.9  -3.6  15.2  12.6  -12.1  -12.9  32.2  

  德國 11.7  -10.6  0.8  16.5  14.5  -13.5  -13.3  26.6  

  荷蘭 11.3  -12.3  4.1  15.3  10.6  -12.9  -14.3  52.7  

日本 -7.2  -8.4  -6.2  13.5  11.3  4.7  -13.2  3.8  

英國 26.5  -1.6  -9.0  9.7  0.0  -4.0  -20.1  50.9  

占比(%)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美國 35.6  37.3  37.3  37.2  38.3  40.6  42.6  42.0  

歐盟 30.4  28.0  29.1  29.6  29.4  27.7  26.3  26.7  

  德國 9.3  8.7  9.4  9.7  9.8  9.1  8.6  8.3  

  荷蘭 5.5  5.1  5.7  5.8  5.6  5.3  4.9  5.6  

日本 5.2  5.0  5.1  5.1  5.0  5.6  5.3  4.6  

英國 4.5  4.6  4.5  4.4  3.8  4.0  3.4  4.0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 

備註：出口值係指海關稅則號列7318節鋼鐵製螺釘、螺栓、螺帽、及類似製品之貨品出

口(含復出口)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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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國在美國螺絲螺帽進口市場市占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6 月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中華民國 31.9  31.3  32.5  32.1  34.4  36.8  37.5  

   中國大陸 22.7  22.1  23.3  26.5  20.1  17.3  16.2  

   日本 12.4  13.7  12.8  10.9  11.3  10.6  11.3  

   德國 7.0  6.5  5.9  5.8  6.6  6.9  6.4  

   加拿大 6.0  5.9  5.6  5.4  5.6  5.4  5.7  

資料來源：各國海關資料。 

備註：螺絲螺帽參考海關稅則號列7318節鋼鐵製螺釘、螺栓、螺帽、及類似製品。 

 
 

表5 各國在歐盟螺絲螺帽進口市場市占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4 月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中國大陸 12.2  13.6  16.4  19.8  21.5  24.0  26.1  

   中華民國 23.5  22.7  22.7  22.8  21.7  21.5  21.1  

   美國 13.8  13.1  12.9  10.8  11.7  10.1  8.6  

   瑞士 9.8  9.8  9.3  8.1  7.5  7.7  8.0  

   土耳其 4.3  4.8  4.9  5.3  5.2  5.3  6.2  

   英國 8.8  9.1  8.7  7.7  7.6  7.3  5.4  

資料來源：各國海關資料。 

備註：螺絲螺帽參考海關稅則號列7318節鋼鐵製螺釘、螺栓、螺帽、及類似製品。 

 
 

發言人：經濟部統計處 黃副處長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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