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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鑄造產業發展歷程 

台灣鑄造業發展歷經 40 多年，造就機械、衛浴五金 、高爾夫球頭、輪圈等產

業的興盛，若以產業發展脈絡來看，大致可分為萌芽期(1970 年以前)、成長期

(1970~1990 年間)、成熟期(1990~2000 年間)、升級轉型期(2000 年後)等四個階段。

以下便就四個發展階段重點進行介紹： 

萌芽期-光復初期台灣鑄造業以鑄造糖機用鑄件為主，1960 年代後半始，業者

開始投入小型薄壁紡車、壁爐、機車汽缸及管子接頭等鑄件市場；1964 年金屬中

心召開台灣鑄造工業會議，開啟產官學研究對鑄造產業的重視，1965 年後國內業

者應用離心鑄造法於球墨鑄鐵管之生產日漸普及，1966 年中華民國鑄造學會成

立，此時，國內鑄造業開始有了一個定期的交流平台，當年，金屬中心也接管世

界性米漢納金屬科技經營權並大力推廣，奠定了台灣 40 年鑄造產業的發展根基。 

成長期-1970 年開始，金屬中心推展小型均衡鼓風化鐵爐並作示範，此階段國

內鑄造業係因高爾夫球頭的大量代工生產，始得精密鑄造業技術突飛猛進，1972

年金屬中心安置連續攪拌機及作示範。1980 年後鑒於外銷市場及內部基礎建設需

求強烈，國內鑄造產業蓬勃發展，到了 1989 年國內鑄造業產量首度突破百萬噸，

達 120 萬噸，呈現一片榮景。 

成熟期-1990~2000 年間國內鑄造產業發展開始出現轉變，1995 年台灣鑄造品

工業同業公會成立，當時國內鑄造業產量創下波段高峰，鑄件產量達 154 萬噸；

不過，後來隨著受全球不景氣及大陸開放影響，下游廠商外移，間接影響鑄造業

整體發展。 

升級轉型期-2000 年後，由於應用產業逐漸外移至中國大陸，國內業者經營面

臨嚴峻的可驗，尤其在 2002 年台灣正式加入 WTO 後，產業開始面臨全球化競爭，

2009 年更經歷金融海嘯，鑄件產量銳減至 91 萬噸，鑄造業者開始重視升級轉型之

工作。此時，鑄造業也開始強化與國際合作，2000 年開始兩岸三地鑄造業每年開

始輪流舉辦合作論壇，2012 年台灣鑄造學會與日本鑄造協會及馬來西亞 FOMF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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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簽定合作備忘錄，將增加未來雙方產業之合作強度。 

(二)台灣鑄造產業發展現況 

國內鑄造業每年約創造 840 億元新台幣的產值，廠商約 800 餘家，其中鋼鐵鑄

件約 450 家，鋁鑄造約 250 家，廠商主要集中於中部地區，佔 39%，係因台中為

國內工具機生產重鎮，從業人數約 15,000 人。廠商類型以中小企業為主，其中以

11~40 人之經營規模為最多，佔 44.6%，70 人以下之企業即佔整體產業 89%；鑄造

業廠商規模以大型工具機鑄件、球墨鑄鐵管及汽車零件較大。 

若以產量來看，2007 年產國內鑄造業量達高峰 161 萬噸，2008 年底美國雷曼

兄弟公司引爆全球金融海嘯，連帶機械工業產業(特別是工具機)所需鑄件量萎縮，

造成總產量連續兩年衰退；2010 年起全球經濟復甦，鑄件總產量亦連續兩年回升，

鑄件產量受全球景氣影響大(尤其是工具機及汽車)，2011 年總產量 145 萬公噸，其

中鋼鐵鑄件佔 72%，約 105 萬公噸；非鐵鑄件佔 28%(其中鋁合金佔 20%居冠，約

約 28 萬公噸)。 

(三)台灣鑄造產業面臨之挑戰 

現今國內鑄造產業仍面臨許多挑戰，大致可區分為內在困境與外在威脅，內在

困境上諸如國內鑄造業相較先進國家鑄疵率偏高，鑄造步留率及稼動率仍偏低，

導致營業利潤微薄，另外，在吸引人才上，相對高科技業，凌亂且惡劣作業環境，

無法吸引年輕人加入，業內也相對較不重視人才培育，大量依靠雇用臨時工與施

行包工制，導致技術傳承不易；而在供應鏈上，鑄鐵原料如生鐵/焦炭/矽砂等均仰

賴進口(多數來自中國大陸)，約占成本 5 成，稀釋了鑄件產品整體的盈餘，再加上

鑄造業上下游多數已西進，產業規模逐漸縮減，產業已面臨成熟期，不僅面對本

地業者競爭，也面臨來自台商的威脅。在外在環境威脅上，勞動力不足，人力成

本日益增加與環保法規日益嚴苛等問題，造成國內鑄件業者在經營上的極大挑戰。 

(四)小結 

鑄造產業可謂機械工業之母，其應用產品種類甚為廣泛，產品範圍包含機械、

能源、汽車零件、軌道車輛...等。台灣鑄造產業發展近 40 多年，已依全球環境變

遷與兩岸市場改變，由過去追求低廉勞動力及土地成本的生產方式逐漸轉往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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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值產品開發，也因而形成台灣鑄造業仍能在國際市場獨樹一格的最大優勢。

未來，隨著製造業的市場轉移，中國大陸、印度、越南等將成為全球鑄造業搶進

的目標市場，鑄造業係為典型客戶驅動之產業，如何與客戶端成為「提案型伙伴」

關係成為關鍵，因此，未來國內鑄造產業如何與新興市場鏈結，以及挹注更多元

化研發創新投入資源，將成為產業永續發展之核心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