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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6 月台湾机械设备进出口统计速报 

文/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_ 2021/07/08 

一、 出口 

(一) 6 月台湾整体总出口 366.5 亿美元，较上年同月增加 95.3 亿美元，成长 35.1%；

以新台币计价约 10,164 亿元，较上年同月成长 25.6%。累计 1~6 月总出口值

为 2,069.1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89.5 亿美元，成长 31.0%；以新台币计

价 58,35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3.1%。 

(二) 6 月机械出口 26.43 亿美元，较上年 6 月出口 20.70 亿美元，增加 27.7%。以

新台币计算 733.0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7%。 

(三) 1~6 月机械出口值为 157.58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7.1%。以新台币计价

约 4,445.0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9.5%。 

(四) 1~6 月机械出口值前 3 大：电子设备 (23.65 亿美元/占比 15.0%/较上年同期成

长 45.3%)、检量测设备(21.40 亿美元/占比 13.6%/较上年同期成长 24.8%)、

工具机(12.72 亿美元/占比 8.1%较上年同期增加 14.4%)。 

(五) 1~6 月机械出口国前 3 大：中国大陆(51.54 亿美元/占比 32.7%)、美国(32.94

亿美元/占比 20.9%)、日本(10.06 亿美元/占比 6.4%)。 

观察： 

 2021 年 6 月机械出口持续大幅增长，出口值达 26.43 亿美元，较去年同

期比成长 27.7%，这是自去年 9 月起连续 10 个月上涨，也是连续 6 个月

出口皆为两位数的成长，显示台湾机械产业目前出口景气畅旺。 

 2021 年 6 月机械出口前 10 大产品几乎都有两位数的成长，其中电子设备

出口 3.93 亿美元占比第一，成长 46.1%；检量测设备出口 3.38 亿美元占

比第二，成长 5.3%，是前十大出口项目中唯一未达两位数成长的项目；

工具机出口 2.23 亿美元排名第三，成长 17.0%；动力传动件出口 2.14 亿

美元排名第四，成长 42.5%。 

 2021 年 1~6 月累积出口，中国大陆占比第一达 51.54 亿美元，占比 32.7%，

较去年同期成长 40.8%，显示中国大陆仍为我国出口之重要市场。美国

为第二大出口市场达 32.94 亿美元，占比 20.9%，较去年同期成长 21.7%。

此外，南韩、新加坡、荷兰、德国、香港、印度等出口也有两位数成长。 

 虽然台湾机械产业目前出口畅旺，但观察发现，受到新台币持续升值影

响，尤其 6 月新台币盘中更一度碰触 27.0 之新高位置，导致 6 月出口以

新台币计算之出口成长仅达 18.7%，相较美元计算成长 27.7%，两者相

差高达 9%，创下历史新高差值，显示国内机械业者实际新台币收入并未

因出口畅旺而大幅增加，不利机械业长期发展，政府应持续正视汇率对

机械产业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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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台湾目前机械产业虽然接单与出口畅旺，却面临原物料缺料、大

幅涨价与待料时间拉长，目前政府除邀请中钢与钢铁公会等召开协调会，

了解是否有囤积与哄抬价格情事外，也主动介入针对缺料部分请中钢协

助优先供货，后续建议政府仍应主动介入严查，并参考油价模式，建立

零售端之钢价统一价格，并协调国产原物料优先供给国内机械厂商使用。 

 近来国内疫情虽然有缓和迹象，但全国 3级警戒尚未解除，且国际上Delta

病毒持续在各国肆虐，为全球景气带来不确定因素。目前国际上在疫情

影响下，我国货物出口面临缺舱缺柜及运费高涨问题，这部分也加大了

国内设备业者营运压力。另外，国际上疫苗施打已成面对疫情的重要解

决方案，我国设备业者也面临出国参展争取订单与海外设备交机、维护

等需求，建议政府能对这类别人员优先提供疫苗接种，提供企业持续营

运之需求。 

二、 进口 

(一)6 月台湾整体总进口 315.1 亿美元，较上年 6 月总进口增加 93.7 亿美元，成

长 42.3%；以新台币计价约 8,738 亿元，较上年成长 32.3%。累计 1~6 月总

进口值为 1,751.0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进口增加 389.7 亿美元，增加 28.6%；

以新台币计价约 49,38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0.8%。 

(二)6 月机械进口值为 44.43 亿美元，较上年同月 36.59 亿美元，增加 21.4%。新

台币计价约 1,232.02 亿元，较上年同期成长 12.8%。 

(三)1~6 月机械进口值为 256.65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7.6%。以新台币计价

约 7,240.21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成长 19.9%。 

(四)1~6 月机械进口值前 3 大：电子设备(107.97 亿美元/占比 42.1%/较上年同期

增加 32.4%)、检量测设备(52.23 亿美元/占比 20.3%/较上年同期成长 18.9%)、

涡轮机(11.53 亿美元/占比 4.5%/较上年同期成长 19.6%)。 

(五)1~6 月机械进口国前 3 大：日本(61.11 亿美元/占比 23.8%)、美国(47.91 亿美

元/占比 18.7%)、中国大陆(35.03 亿美元/占比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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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1 年 6 月台湾主要机械设备(出口)统计 

  金额 

百万美金 

出口 

占比 

增减率

(%) 

1 电子设备 393.41 14.9% 46.1% 

2 检量测设备 337.80 12.8% 5.3% 

3 工具机 223.11 8.4% 17.0% 

4 动力传动件 213.76 8.1% 42.5% 

5 阀类 140.36 5.3% 34.5% 

6 工具机零组件 102.17 3.9% 49.7% 

7 空压/真空设备及风扇 92.70 3.5% 28.1% 

8 塑橡胶机 84.24 3.2% 23.1% 

9 动力手工具 80.40 3.0% 47.4% 

10 木工机 78.54 3.0% 46.3% 

 其他 896.60 33.9% 25.0% 

 合计 2,643.09 100.0% 27.7% 
 

表 2 2021 年 1~6 月台湾主要机械设备(出口)统计 

  金额 

百万美金 

出口 

占比 

增减率

(%) 

1 电子设备 2,364.66 15.0% 45.3% 

2 检量测设备 2,139.84 13.6% 24.8% 

3 工具机 1,271.89 8.1% 14.4% 

4 动力传动件 1,269.10 8.1% 47.2.% 

5 阀类 774.75 4.9% 27.8% 

6 空压/真空设备及风扇 593.83 3.8% 32.1% 

7 工具机零组件 592.69 3.8% 46.2% 

8 塑橡胶机 487.99 3.1% 13.5% 

9 动力手工具 483.82 3.1% 39.0% 

10 升降及输送设备 444.01 2.8% 8.1% 

 其他 5,335.40 33.9% 20.5% 

 合计 15,757.98 100.0% 27.1% 
 

表 3 2021 年 6 月台湾主要机械设备(进口)统计 

  金额 

百万美金 

进口 

占比 

增减率

(%) 

1 电子设备 1,762.53 39.7% 26.0% 

2 检量测设备 899.49 20.2% -6.0% 

3 涡轮机 258.67 5.8% 102.1% 

4 升降及输送设备 116.90 2.6% 23.0% 

5 阀类 115.32 2.6% 29.4% 

6 控制器 114.22 2.6% 41.2% 

7 空压/真空设备及风扇 108.73 2.4% 37.5% 

8 工具机 92.74 2.1% 104.6% 

9 动力传动件 88.07 2.0% 36.0% 

10 引擎 78.31 1.8% 30.1% 

 其他 807.71 18.2% 22.3% 

 合计 4,442.69 100.0% 21.4% 
 

表 4 2021 年 1~6 月台湾主要机械设备(进口)统计 

  金额 

百万美金 

进口 

占比 

增减率

(%) 

1 电子设备 10,796.57 42.1% 32.4% 

2 检量测设备 5,222.78 20.3% 18.9% 

3 涡轮机 1,152.79 4.5% 19.6% 

4 控制器 663.58 2.6% 34.9% 

5 空压/真空设备及风扇 638.66 2.5% 37.4% 

6 阀类 625.28 2.4% 29.3% 

7 升降及输送设备 551.72 2.1% 13.2% 

8 工具机 524.98 2.0% 65.9% 

9 引擎 509.25 2.0% 24.6% 

10 动力传动件 508.12 2.0% 34.1% 

 其他 4,471.77 17.4% 25.5% 

 合计 25,665.50 100.0% 27.6% 
 

       表 5 2021 年 1~6 月台湾主要(出口)国家 

排

名 

国家 金额 

百万美金 

出口 

占比 

增减率 

(%) 

1 中国大陆 5,154.14 32.7% 40.8% 

2 美国 3,294.39 20.9% 21.7% 

3 日本 1,005.89 6.4% 10.3% 

4 南韩 555.71 3.5% 36.8% 

5 新加坡 555.43 3.5% 41.3% 

6 越南 443.74 2.8% 5.8% 

7 荷兰 425.85 2.7% 26.8% 

8 德国 393.51 2.5% 17.4% 

9 香港 291.00 1.8% 17.3% 

10 印度 280.11 1.8% 44.9% 

 其他 3,358.21 21.3% 20.7% 

 合计 15,757.98 100.0% 27.1% 
 

表 6 2021 年 1~6 月台湾主要(进口)国家 

排
名 

国家 金额 
百万美金 

进口 
占比 

增减率 
(%) 

1 日本 6,110.99 23.8% 15.6% 

2 美国 4,790.67 18.7% 12.4% 

3 中国大陆 3,503.17 13.6% 27.9% 

4 荷兰 3,335.41 13.0% 96.2% 

5 新加坡 1,731.93 6.7% 35.4% 

6 德国 1,586.31 6.2% 37.3% 

7 马来西亚 812.49 3.2% 31.4% 

8 南韩 727.21 2.8% 23.5% 

9 以色列 424.32 1.7% 3.8% 

10 意大利 301.99 1.2% 31.4% 

 其他 2,341.01 9.1% 27.6% 

 合计 25,665.50 100.0% 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