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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摘要 

 根據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簡稱GI)於2017年7月15日所公布的
資料預估，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成長3.0%，全球出進口成長率則分
別為8.1%及7.5%。 

 行政院國發會於2017年6月份公布，我國景氣對策信號轉呈黃藍燈，
但景氣領先與同時指標持續下跌，顯示國內景氣雖持穩，顯示國內復
甦動能有待強化，後續將密切關注景氣的變化。 

  2017年6月外銷訂單為403.5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46.5億美元，成長

13.0%。已為連續11個月正成長。主因為資訊通信產品因筆電及平板
電腦陸續推出新品，加上伺服器、網路通訊產品等接單增加，年增

10.9%；電子產品因智慧手機規格升級，物聯網、車用電子等新興應

用擴增，年增11.9%；光學器材則因大尺寸液晶電視面板供不應求，
年增24.6%，為連續6個月呈2位數正成長。 

  2017年6月我國貿易總額為458.3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8.7%，其中
出口金額為258.3億美元，成長13.0%；進口金額為200.0億美元，成長

3.7%，受惠全球經濟前景持續樂觀，行動裝置創新升級效應，有利我
國出口成長；惟仍須注意美國升息、縮減資產負債表時程及川普總統
推動相關政策，加上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政治緊張升溫等不確定
因素。 

 觀察我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表現： 

 出口方面，6月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東協10國、美國、
日本、歐盟)之出口均為正成長，以中國大陸出口成長最多，為

29.2%，東協10國成長12.5%次之。 

 進口方面，6月我國自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東協10國、美國、
日本、歐盟)之進口，除日本及美國呈現衰退，其餘皆為成長，又
以東協10國進口成長最多(23.4%)。 

 6月我國前10大出口產品中，僅礦物原料(HS27)及非鐵道運輸設備

(HS87)呈現衰退，其餘皆為正成長，以銅及其製品(HS74)出口成長

38.0%最多，其次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另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出口金額增加最多，為18.2億美元，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

增加4.0億美元次之。 

 根據World Trade Atlas公布之數據，6月臺、韓、中的出口皆為正成長，
其中韓國成長13.6%最多，我國成長13.0%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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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情勢：全球經濟情勢呈現溫和復甦態勢 

一、根據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簡稱GI)於2017年7月15日所公布的資料預估，今年全球經

濟成長率將成長3.0%，全球出進口成長率則分別為8.1%及7.5%。(詳表1) 

二、全球經濟復甦，帶動全球商品貿易成長加速，但仍須留意美國升息、縮減資產負債表時程及

川普總統推動相關政策，加上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政治緊張升溫問題，以及主要國家貨

幣政策分歧使新興經濟體脆弱性風險增高等因素影響。 

表 1 世界及主要經濟體之經濟成長率與貿易預測 

單位：%，百分點 

項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本次預測 

(2017.7)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本次預測 

(2017.7)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實質 GDP 成長率 (2005 = 100) 

全世界 2.5 3.0 0.0 3.2 0.0 

先進國家 1.7 2.1 0.0 2.2 0.0 

新興市場 3.8 4.6 0.1 4.7 -0.1 

北美自由貿易區 1.6 2.3 0.0 2.7 0.1 

美國 1.6 2.3 0.0 2.7 0.0 

加拿大 1.5 2.7 0.2 2.3 -0.1 

墨西哥 2.0 2.1 0.1 2.0 0.0 

歐盟(含英國) 1.9 2.0 0.1 1.8 0.0 

英國 1.8 1.4 -0.1 1.0 -0.1 

歐元區 1.7 2.0 0.1 1.9 0.1 

法國 1.1 1.6 0.1 1.6 0.1 

德國 1.8 2.0 0.0 2.0 0.0 

義大利 1.0 1.2 0.2 1.0 0.1 

亞洲 4.9 5.0 0.0 4.8 -0.1 

日本 1.0 1.3 0.0 1.0 0.0 

亞太區(不含日本) 5.7 5.7 0.0 5.5 0.0 

臺灣 1.5 2.1 0.0 2.1 0.0 

中國大陸 6.7 6.6 0.0 6.3 0.0 

香港 2.0 2.6 0.0 2.4 0.0 

韓國 2.9 2.8 0.0 3.0 0.2 

新加坡 2.0 2.5 0.0 2.4 0.0 

越南 6.2 6.2 0.0 6.4 0.0 

菲律賓 6.9 6.4 0.0 6.3 0.0 

印尼 5.0 5.0 0.0 5.2 0.0 

馬來西亞 4.2 4.9 0.0 4.8 0.0 

泰國 3.2 3.3 0.0 3.3 0.0 

緬甸 6.4 7.4 0.0 7.5 0.0 

印度 7.1 7.3 0.0 7.4 0.0 

其他亞洲國家(地區) - - - - - 

俄羅斯 -0.4 1.5 0.0 2.0 -0.1 

中東 3.2 1.9 -0.2 3.4 -0.4 

拉丁美洲(不含墨西哥) -2.4 0.9 0.0 2.0 -0.1 

巴西 -3.6 0.2 0.1 1.7 0.1 

非洲 1.9 2.9 0.0 3.2 -0.1 

奈及利亞 -1.5 0.3 0.0 1.5 -0.3 

南非 0.5 0.6 0.0 0.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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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及主要經濟體之經濟成長率與貿易預測(續) 

單位：%，百分點 

項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本次預測 

(2017.7)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本次預測 

(2017.7)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貿易成長率 

出口 -2.8 8.1 0.8 4.7 -0.1 

進口 -3.1 7.5 1.2 4.5 -0.1 

資料說明：「-」表示無GI無此數據。 

資料來源：Global Insight Inc., World Overview, 15 July, 2017. 

 美國經濟景氣仍相當樂觀 

就近期經濟數據來看，美國於2017年6月的失業率為4.4%，雖較5月失業率些微上升0.1個百分點，

但仍為16年來的相對低點。且美國新增就業人數達22.2萬，就業市場持續復甦。至於通貨膨脹率

方面，2017年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1.6%。聯準會(Fed)已於6月15日升息一碼，目前

聯邦基金利率來到1.0%-1.25%。 

 歐盟景氣持續溫和復甦 

歐盟在5月份的整體失業率為7.8%，與前一個月持平，較去年同期則下滑0.9個百分點。在物價方

面，6月歐盟CPI年增率達1.4%，較前一個月下滑0.2個百分點。歐洲央行(ECB)設定通膨上限2.0%，

目前相較於歐盟主要經濟體，英國的通膨自2月以來持續上揚且逼近3.0%，與英鎊的持續走貶有

關。另經歷荷蘭、法國與英國大選後，歐盟政治風險趨於緩和，英國「軟脫歐」機率大增，未來

景氣持續溫和復甦。 

 日本景氣維持緩慢復甦態勢 

就近期經濟數據來看，因全球景氣復甦帶動汽車、機械、鋼鐵、電子與光學等產品需求，日本6

月出口成長9.7%；5月機械訂單金額年增率8.2%，連續兩個月成長；5月失業率3.1%，較4月微幅

增加0.3個百分點；消費綜合指數105.2點，較4月下滑0.3點；物價方面，5月CPI年增率仍維持在0.4%，

顯示物價距離政策目標2%仍相當遠，日本央行續維持目前貨幣寬鬆的政策。 

 韓國出口表現持續好轉，可望帶動經濟復甦 

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帶動韓國貿易表現持續向上，韓國貿易產業暨能源部公布韓國6月出口金額514

億美元創下歷史次高，年增率為13.6%，連續6個月成長率超過2位數，主要動能來自於半導體與

船舶出貨量創高；進口方面年增率19.8%，主要為採購半導體設備與煤、鐵等原料，貿易順差達

108億美元。6月失業率較上月增加0.2個百分點來到3.8%，CPI年增率1.9%較上月減少0.1個百分點，

勞動市場與物價僅微幅變動；6月製造業PMI為50.1較5月增加0.9點，是自2016年7月以來首次回到

榮枯線之上，韓國經濟呈現審慎樂觀態勢。 

 中國大陸經濟回穩趨勢延續，外貿持續擴張 

6月中國大陸各項經濟指標仍維持平穩成長，在貿易方面，6月出口與進口分別成長9.0%與15.9%，

整體貿易維持順差表現；勞動市場方面，6月全國失業率已連續2個月維持在5%以下；物價方面，

上半年CPI上漲1.4%，核心CPI上漲2.1%；在生產、訂單與庫存狀況好轉的情況下，製造業PMI為

51.7，與上月相比增加0.5點，顯示製造業擴張速度加快，並連續第11個月維持在景氣榮枯線之上。

整體來看外貿持續擴張，工業、消費基本保持穩定，經濟回穩趨勢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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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協各國內需市場成長力道快慢不一致 

由各國製造業PMI走勢觀察，菲律賓在生產量與新訂單成長帶動廠商增加員工與庫存，6月製造業

PMI為53.9，是東協主要國家中表現最佳；越南方面新訂單穩步成長支撐廠商生產、就業與採購

活動增加，6月製造業PMI上升0.9點來到52.5；新加坡與泰國製造業PMI為50.9和50.4，分別上升

0.1及0.7點，其中泰國因新業務與出口成長拉抬，睽違兩個月重新回到景氣榮枯線之上；印尼製

造業PMI下滑1.1點來到49.5，重新跌落景氣榮枯線之下，主要受到疲弱的內需影響產出與就業人

數，加上新訂單表現不佳所導致。馬來西亞方面，因新訂單、產出及新增工作持續衰退，使製造

業PMI下降1.8點來到46.9，跌幅較5月進一步擴大。 

 

 

 

 國內經貿情勢：國內景氣持穩 

 我國景氣對策信號續呈黃藍燈，後續須密切關注景氣的變化(詳表2) 

一、隨著全球經濟穩步成長，加以行動裝置創新升級效應，有助於帶動電子產業拉貨效應，改善

我國出口表現。我國車用電子、人工智慧等新興應用商機持續拓展，可望帶動相關產業投資

力道。 

二、隨著就業情勢改善及暑假出遊旺季來臨，民間消費應可維持，惟實質薪資增幅有限，減弱部

分成長力道。整體而言，近期國內外機構均預測今年臺灣經濟表現將優於去年，惟景氣領先

與同時指標持續下跌，顯示國內復甦動能有待強化。 

 

表 2 我國景氣概況表(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 

 

2016 2017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景氣對策 分數 20 23 25 23 24 26 28 29 28 24 21 20 21 

信號 信號  
 

 
   

  

 
   

 

領先指標 指數 106.77 107.74 108.56 109.15 109.52 109.74 109.83 109.79 109.61 109.35 109.08 108.86 108.69 

(綜合) 環比(%) 0.48 1.45 2.26 2.89 3.44 3.97 4.46 4.82 4.87 4.51 3.85 2.88 1.80 

同時指標 指數 105.91 107.01 108.10 109.12 110.06 110.76 111.08 110.92 110.36 109.67 108.99 108.44 108.02 

(綜合) 環比(%) 0.86 2.43 3.91 5.20 6.32 7.24 7.80 7.81 7.20 6.14 4.80 3.38 1.99 

1.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景氣動向。 

2.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自 2013 年 7 月起採用新版景氣對策信號，9 項構成項目檢查值均重新調整，其中新增製造業

銷售量指數、商業營業額及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等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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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6月各主要貨品接單均呈兩位數成長(詳表3) 

一、全球景氣持續穩健復甦，6月外銷訂單成長13.0%，已為連續11個月正成長。其中資訊通信產

品因筆電及平板電腦陸續推出新品，加上伺服器、網路通訊產品等接單增加，年增10.9%；

電子產品因智慧手機規格升級，物聯網、車用電子等新興應用擴增，年增12.1%；光學器材

則因大尺寸液晶電視面板供不應求，年增24.6%，為連續6個月呈2位數正成長。 

二、在前五大接單地區的訂單僅東協六國衰退1.9%，其餘皆2位數成長。就訂單比重最大的美國

來看，以資訊通信產品及電子產品成長最多，其次為中國大陸及香港，以電子產品、光學器

材與機械產品增加最多。 

 

表 3 外銷訂單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分類項目 

2017 年 6 月 2017 年 1-6 月 

金額 構成比 
較去年同月增減 

金額 構成比 
較去年同期增減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外銷訂單總額 403.5 100.0 46.5 13.0 2,236.3 100.0 225.5 11.2 

主要接單貨品  

資訊通信產品 114.7 28.4 11.3 10.9 634.6 28.4 66.9 11.8 

電子產品 103.9 25.7 11.2 12.1 576.8 25.8 43.1 8.1 

光學器材 23.2 5.7 4.6 24.6 132.5 5.9 30.3 29.6 

基本金屬 22.6 5.6 2.7 13.4 128.6 5.8 17.8 16.1 

機械品 20.7 5.1 2.9 16.1 114.4 5.1 14.0 13.9 

塑膠橡膠製 19.6 4.9 2.5 14.9 110.0 4.9 14.7 15.5 

化學品 18.1 4.5 2.8 18.3 102.7 4.6 8.8 9.4 

主要接單地區  

美國 114.5 28.4 13.2 13.1 622.4 27.8 64.0 11.5 

中國大陸及香港 103.5 25.7 15.3 17.3 574.5 25.7 86.3 17.7 

歐洲 71.6 17.7 8.7 13.8 423.3 18.9 44.8 11.8 

東協六國 42.6 10.6 -0.8 -1.9 236.1 10.6 -17.0 -6.7 

日本 25.0 6.2 4.1 19.7 127.0 5.7 16.7 15.1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外銷訂單調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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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對美元之匯率較上月貶值，但較上年升值(詳表4) 

2017年6月主要國家(地區)貨幣兌美元與上月相比，新臺幣、韓元及英鎊兌美元貶值，其餘主要貨

幣皆相對美元升值，其中又以歐元兌美元升值最多。若與上年同月相比，日圓、人民幣及英鎊兌

美元貶值，其餘主要貨幣兌美元皆呈現升值，以新臺幣兌美元升值最多，其次是韓元。 

 

表 4 主要國家貨幣對美元之匯率 

年 月 新臺幣/美元 日圓/美元 韓元/美元 人民幣/美元 美元/歐元 美元/英鎊 

2016 

6 32.400 105.49 1,168.4 6.5958 1.1229 1.4215 

7 32.124 103.97 1,141.7 6.6789 1.1069 1.3151 

8 31.577 101.27 1,111.7 6.6492 1.1212 1.3116 

9 31.483 101.94 1,106.8 6.6726 1.1212 1.3141 

10 31.571 103.82 1,125.8 6.7491 1.1026 1.2344 

11 31.758 107.62 1,159.9 6.8336 1.0799 1.2433 

12 32.012 115.90 1,183.3 6.9220 1.0543 1.2501 

2017 

1 31.742 114.75 1,182.2 6.8980 1.0614 1.2345 

2 30.898 113.07 1,143.4 6.8731 1.0643 1.2485 

3 30.658 113.01 1,133.9 6.8972 1.0685 1.2334 

4 30.390 110.06 1,133.6 6.8916 1.0723 1.2637 

5 30.156 112.26 1,124.7 6.8899 1.1058 1.2930 

6 30.265 110.91 1,130.0 6.8080 1.1229 1.2802 
與上年同月比

(%) 
7.05 -4.88 3.39 -3.12 0.00 -9.94 

與上月比(%) -0.36 1.22 -0.48 1.20 1.55 -0.99 

1.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 

2.以負號「-」表示主要國家貨幣相對美元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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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整體貿易分析：我國6月貿易穩定成長 

1. 貿易總額成長 8.7%(詳表 5 及圖 1) 

－出口：6 月我國出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13.0%，成長主要原因包含國際景氣持續復甦、積體電

路出口擴張力道轉強、國際品牌手機拉貨需求顯現以及海外機械需求續呈活絡，加上物

聯網、車用電子、人工智慧等新興商機陸續發酵，皆有利維繫我國出口動能。累計 1~6

月出口成長 12.5%。 

－進口：6 月我國進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3.7%，受出口衍生需求增加、半導體設備投資趨降，及

國際原物料價格基期漸次墊高之交互影響，使得我國進口增幅趨緩。累計 1~6 月進口

成長 16.5%。 

 

2. 與主要貿易夥伴表現(詳見表 6) 

－出口：6 月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東協 10 國、美國、日本、歐盟)之出口均為正成

長，以對中國大陸出口成長 29.2%為最多，東協 10 國成長超過 12.5%次之。累計 1~6

月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之出口亦均成長，仍以中國大陸成長 21.9%為最多。 

－進口：6 月我國自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東協 10 國、美國、日本、歐盟)之進口，除日本

及美國呈衰退外，其餘皆為正成長，又以東協 10 國進口成長最多(7.1%)。累計 1~6 月

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之進口皆呈成長，又以東協 10 國成長 23.4%為最多。 

 

3. 對重點拓銷市場出口表現(詳見表 6、7) 

6 月我國對重點拓銷市場出口表現，菲律賓呈衰退，其餘市場皆為正成長，其中以對馬來西亞

出口成長 25.9%幅度最大。累計 1~6 月，重點拓銷市場皆為正成長，其中以馬來西亞市場成長

幅度最大(31.6%)，菲律賓成長 22.1%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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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我國進出口統計 

單位：億美元；% 

年(月)別 
貿易總值 出口總值 進口總值 出(入)超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5 年 5,225.5 -13.2 2,853.4 -10.9 2,372.1 -15.8 481.2 25.8 

2016 年 5,108.8 -2.2 2,803.2 -1.8 2,305.6 -2.8 497.5 3.4 

1 月 408.3 -12.4 221.9 -13.0 186.5 -11.7 35.4 -19.2 

2 月 313.3 -12.6 177.5 -12.0 135.8 -13.4 41.7 -7.1 

3 月 409.0 -14.0 227.2 -11.4 181.9 -17.1 45.3 22.3 

4 月 396.7 -8.0 222.3 -6.6 174.4 -9.6 47.9 6.3 

5 月 435.6 -6.8 235.4 -9.5 200.2 -3.4 35.1 -33.6 

6 月 421.5 -6.0 228.6 -2.2 192.9 -10.1 35.7 84.4 

7 月 445.1 0.3 240.9 1.1 204.1 -0.6 36.8 11.8 

8 月 452.6 0.0 246.3 0.9 206.3 -1.0 39.9 11.7 

9 月 407.3 -0.7 225.5 -1.9 181.8 0.7 43.8 -11.1 

10 月 490.4 13.6 267.4 9.3 223.1 19.2 44.3 -22.8 

11 月 463.5 7.6 253.3 12.1 210.2 2.8 43.1 100.7 

12 月 465.3 13.6 257.0 14.0 208.4 13.2 48.6 17.2 

2017 年 1-6 月 2,726.2 14.3 1,477.3 12.5 1,248.9 16.5 228.4 -5.3 

1 月 439.9 7.7 237.4 7.0 202.5 8.6 35.0 -1.2 

2 月 419.5 33.9 226.4 27.6 193.0 42.1 33.4 -19.8 

3 月 474.5 16.0 257.0 13.1 217.5 19.6 39.5 -12.9 

4 月 458.4 15.5 243.1 9.3 215.3 23.5 27.8 -42.0 

5 月 475.7 9.2 255.1 8.4 220.6 10.2 34.5 -1.9 

6 月 458.3 8.7 258.3 13.0 200.0 3.7 58.3 63.4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若出超轉為入超或入超轉為出超，以「---」表示。 

3.本表自2016年為「一般貿易制度」統計。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圖 1 我國各月進出口金額趨勢圖(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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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我國對各洲(地區)貿易情形(2017年6月) 

單位：億美元；% 

洲/國家 
2017 年 6 月 

占我貿易總額/出/進
口比重 

成長率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總額 出口 進口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亞洲 300.3 186.4 113.9 72.4 65.5 72.2 57.0 11.0 15.9 3.7 42.5 
中國大陸及香港 144.6 104.4 40.2 64.2 31.6 40.4 20.1 16.6 21.0 6.4 32.3 

中國大陸 110.1 71.5 38.6 32.8 24.0 27.7 19.3 19.8 29.2 5.6 75.2 
香港 34.5 32.9 1.5 31.4 7.5 12.8 0.8 7.3 6.3 31.9 5.3 

新南向 18 國 88.2 55.0 33.2 21.7 19.2 21.3 16.6 9.9 11.3 7.7 17.3 
印度 4.8 2.7 2.1 0.5 1.0 1.0 1.1 25.4 24.9 26.1 20.0 

東協 10 國 72.7 48.0 24.7 23.2 15.9 18.6 12.4 10.6 12.5 7.1 18.7 
馬來西亞 14.0 8.4 5.6 2.8 3.1 3.2 2.8 16.4 25.9 4.8 114.3 

印尼 5.9 1.8 4.0 -2.2 1.3 0.7 2.0 13.1 18.1 11.0 -5.6 
菲律賓 9.6 7.6 2.0 5.7 2.1 2.9 1.0 -1.9 -3.6 5.6 -6.5 
越南 11.3 8.7 2.6 6.1 2.5 3.4 1.3 12.2 12.5 11.1 13.2 

新加坡 22.2 15.6 6.6 9.0 4.9 6.0 3.3 14.0 16.1 9.3 21.6 
緬甸 0.2 0.2 0.0 0.1 0.0 0.1 0.0 -11.5 -8.0 -24.1 -1.7 
日本 51.1 17.2 33.8 -16.6 11.1 6.7 16.9 -1.5 6.8 -5.3 15.3 
韓國 25.1 12.4 12.6 -0.2 5.5 4.8 6.3 7.2 4.4 10.2 --- 

大洋洲 10.5 3.4 7.1 -3.7 2.3 1.3 3.6 9.1 1.2 13.3 -27.0 
澳大利亞 7.6 2.4 5.2 -2.8 1.7 0.9 2.6 -3.6 -15.0 2.6 -24.5 
紐西蘭 1.2 0.4 0.8 -0.4 0.3 0.2 0.4 0.5 18.5 -6.5 22.7 

歐洲 49.4 23.3 26.2 -2.9 10.8 9.0 13.1 8.8 7.4 10.1 -38.1 
歐盟 42.2 21.5 20.7 0.8 9.2 8.3 10.3 5.5 6.3 4.7 65.7 

西班牙 1.4 0.8 0.6 0.2 0.3 0.3 0.3 4.2 7.2 0.3 33.4 
法國 3.6 1.3 2.3 -1.0 0.8 0.5 1.1 -7.6 1.0 -11.9 24.8 
英國 4.6 3.3 1.4 1.9 1.0 1.3 0.7 12.8 15.0 7.7 20.7 
荷蘭 6.7 3.8 2.8 1.0 1.5 1.5 1.4 -11.5 3.6 -26.0 --- 

義大利 3.8 1.7 2.2 -0.5 0.8 0.6 1.1 8.9 11.5 7.0 6.0 
德國 13.5 5.2 8.4 -3.2 3.0 2.0 4.2 20.5 6.5 31.2 -111.1 

俄羅斯 4.1 0.9 3.1 -2.2 0.9 0.4 1.6 29.4 27.5 30.0 -31.1 
北美洲 56.1 33.0 23.1 9.9 12.2 12.8 11.6 -1.1 7.2 -11.0 106.7 

美國 53.3 31.2 22.1 9.1 11.6 12.1 11.0 -1.2 7.0 -11.0 108.5 
加拿大 2.8 1.7 1.0 0.7 0.6 0.7 0.5 2.1 11.9 -11.1 78.2 

中美洲 3.5 2.4 1.1 1.3 0.8 0.9 0.6 1.0 2.3 -1.7 6.0 
墨西哥 2.3 1.7 0.6 1.2 0.5 0.7 0.3 2.5 4.4 -3.0 8.3 

南美洲 6.4 2.2 4.2 -2.0 1.4 0.8 2.1 26.9 9.9 38.1 -93.2 
巴西 2.9 1.0 1.9 -0.8 0.6 0.4 0.9 52.7 28.7 70.3 -183.5 

中東及近東 18.7 5.1 13.6 -8.5 4.1 2.0 6.8 -7.3 -2.8 -8.8 12.1 
土耳其 1.5 1.3 0.2 1.1 0.3 0.5 0.1 28.2 23.1 68.6 16.6 

沙烏地阿拉伯 4.9 0.9 4.1 -3.2 1.1 0.3 2.0 -22.6 -22.8 -22.6 22.5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4.3 1.1 3.2 -2.1 0.9 0.4 1.6 32.9 -4.8 53.4 -123.0 

伊朗 1.0 0.5 0.5 0.0 0.2 0.2 0.3 58.9 -11.2 582.8 --- 
科威特 1.6 0.2 1.4 -1.3 0.3 0.1 0.7 -58.8 3.8 -61.3 64.0 

非洲 5.2 1.6 3.7 -2.1 1.1 0.6 1.8 3.8 -9.8 10.9 -33.8 
奈及利亞 0.3 0.1 0.2 -0.1 0.1 0.0 0.1 -11.8 0.1 -15.6 23.2 

南非 1.3 0.5 0.8 -0.2 0.3 0.2 0.4 48.5 9.8 98.4 --- 
其他 8.1 1.0 7.1 -6.1 1.8 0.4 3.6 50.3 29.2 53.7 -58.4 
全球 458.3 258.3 200.0 58.3 100.0 100.0 100.0 8.7 13.0 3.7 63.4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出進口數據皆含復出口及復進口。 

3.出超變入超或入超變出超，以「---」表示。 

4.網底部分係我國重點拓銷目標國家，包含中國大陸、印度、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德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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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我國對各洲(地區)貿易情形(2017年1-6月) 

單位：億美元；% 

洲/國家 
2017 年 1-6 月 

占我貿易總額/出/進
口比重 

成長率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總額 出口 進口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亞洲 1,756.6 1,062.1 694.5 367.6 64.4 71.9 55.6 15.1 15.0 15.2 14.8 
中國大陸及香港 827.0 588.0 239.0 349.0 30.3 39.8 19.1 15.1 16.9 10.9 21.3 

中國大陸 631.1 399.8 231.3 168.5 23.1 27.1 18.5 17.4 21.9 10.3 42.3 
香港 195.9 188.2 7.7 180.4 7.2 12.7 0.6 8.1 7.4 29.3 6.6 

新南向 18 國 538.2 319.6 218.5 101.1 19.7 21.6 17.5 19.7 13.1 30.8 -12.5 
印度 33.0 15.7 17.3 -1.5 1.2 1.1 1.4 45.2 12.4 97.8 --- 

東協 10 國 432.2 277.9 154.3 123.6 15.9 18.8 12.4 17.5 14.4 23.4 4.9 
馬來西亞 82.0 47.8 34.3 13.5 3.0 3.2 2.7 25.0 31.6 16.8 93.8 

印尼 39.9 15.5 24.4 -9.0 1.5 1.0 2.0 16.6 15.9 17.2 -19.5 
菲律賓 58.9 47.2 11.7 35.5 2.2 3.2 0.9 19.6 22.1 10.4 26.4 
越南 63.7 48.9 14.8 34.0 2.3 3.3 1.2 8.0 5.1 18.9 0.1 

新加坡 128.8 83.1 45.7 37.4 4.7 5.6 3.7 18.8 8.2 44.7 -17.3 
緬甸 1.5 1.2 0.3 0.8 0.1 0.1 0.0 5.2 4.7 7.1 3.8 
日本 303.5 98.1 205.4 -107.2 11.1 6.6 16.4 7.2 4.7 8.5 -12.2 
韓國 149.5 72.5 77.0 -4.5 5.5 4.9 6.2 21.8 20.5 23.1 -85.6 

大洋洲 69.7 18.8 50.9 -32.0 2.6 1.3 4.1 32.4 0.4 50.1 -111.8 
澳大利亞 55.9 14.5 41.5 -27.0 2.1 1.0 3.3 31.2 -4.7 51.0 -119.8 
紐西蘭 6.4 2.2 4.2 -2.1 0.2 0.1 0.3 4.7 16.0 -0.3 12.9 

歐洲 295.1 139.3 155.9 -16.6 10.8 9.4 12.5 9.7 7.1 12.2 -86.7 
歐盟 252.2 129.4 122.8 6.6 9.2 8.8 9.8 8.0 6.0 10.2 -37.8 

西班牙 8.2 4.8 3.4 1.3 0.3 0.3 0.3 5.5 6.5 4.1 13.0 
法國 25.5 8.1 17.4 -9.2 0.9 0.6 1.4 21.8 6.5 30.5 -62.9 
英國 27.3 18.5 8.7 9.8 1.0 1.3 0.7 3.0 5.5 -2.0 13.3 
荷蘭 38.5 22.0 16.5 5.5 1.4 1.5 1.3 -0.5 -1.3 0.5 -6.3 

義大利 23.3 10.3 12.9 -2.6 0.9 0.7 1.0 12.7 5.1 19.6 -164.7 
德國 75.2 31.3 43.9 -12.6 2.8 2.1 3.5 7.7 7.1 8.1 -10.7 

俄羅斯 22.2 5.3 16.8 -11.5 0.8 0.4 1.3 30.3 35.7 28.7 -25.7 
北美洲 340.8 184.1 156.7 27.4 12.5 12.5 12.5 8.0 8.1 7.8 9.6 

美國 321.9 173.8 148.2 25.6 11.8 11.8 11.9 7.5 8.4 6.4 21.5 
加拿大 18.8 10.3 8.5 1.9 0.7 0.7 0.7 16.9 3.0 40.1 -53.4 

中美洲 22.8 14.8 8.0 6.8 0.8 1.0 0.6 1.3 6.3 -6.6 27.1 
墨西哥 14.0 10.8 3.2 7.6 0.5 0.7 0.3 -8.7 11.5 -43.7 88.0 

南美洲 33.8 12.1 21.7 -9.6 1.2 0.8 1.7 18.9 10.3 24.4 -48.3 
巴西 17.2 5.7 11.5 -5.9 0.6 0.4 0.9 34.0 23.2 40.0 -61.2 

中東及近東 138.6 31.0 107.6 -76.6 5.1 2.1 8.6 22.1 -1.2 31.0 -50.8 
土耳其 8.1 6.7 1.3 5.4 0.3 0.5 0.1 8.3 4.0 37.1 -1.9 

沙烏地阿拉伯 39.0 5.7 33.3 -27.6 1.4 0.4 2.7 13.0 -21.6 22.2 -38.3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26.1 7.0 19.0 -12.0 1.0 0.5 1.5 41.3 6.2 61.0 -131.0 

伊朗 8.3 3.2 5.2 -2.0 0.3 0.2 0.4 40.6 9.3 70.4 -1,225.2 
科威特 17.2 0.6 16.5 -15.9 0.6 0.0 1.3 14.1 -25.6 16.5 -19.3 

非洲 25.6 9.4 16.2 -6.8 0.9 0.6 1.3 2.6 -2.8 6.0 -21.0 
奈及利亞 2.4 0.5 1.8 -1.3 0.1 0.0 0.1 28.0 -5.7 41.9 -75.3 

南非 7.5 3.0 4.5 -1.5 0.3 0.2 0.4 26.4 9.9 40.5 -231.7 
其他 43.2 5.7 37.5 -31.8 1.6 0.4 3.0 37.6 30.7 38.7 -40.3 
全球 2,726.2 1,477.3 1,248.9 228.4 100.0 100.0 100.0 14.3 12.5 16.5 -5.3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出進口數據皆含復出口及復進口。 

3.出超變入超或入超變出超，以「---」表示。 

4.網底部分係我國重點拓銷目標國家，包含中國大陸、印度、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德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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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國主要貿易貨品(詳見表 8 至表 10) 

－出口：6 月我國前 10 大出口產品中，僅礦物燃料(HS27)及非鐵道運輸設備(HS87)呈衰退，其

餘皆成長，其中以銅及其製品(HS74)出口成長 38.0%最多，其次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但出口金額增加 18.2 億美元為最多，而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 4.0 億美元

次之。累計 1~6 月，前 10 大出口產品，除非鐵道運輸設備(HS87)呈衰退，其餘皆表現

優異，又以銅及其製品(HS74)出口成長 43.0%為最多，為，其次依序為鋼鐵(HS72)及礦

物燃料(HS27)分別成長 30.4%及 22.3%；另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出口金額增加最多，

為 84.2 億美元。 

－進口：6 月我國前 10 大進口產品中，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 、雜項化學產品(HS38)及機械

用具及其零件(HS84)呈現衰退，其餘皆為正成長，以非鐵道運輸設備(HS87)進口成長最

多，其次為有機化學產品(HS29)與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另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

為進口金額增加最高之產品，為 6.5 億美元。累計 1~6 月，前 10 大進口產品僅雜項化

學產品(HS38)為負成長，其餘為正成長，以礦物燃料(HS27)成長 41.5%最多，鋼鐵(HS72)

成長 34.3%次之；另礦物燃料(HS27)為進口金額增加最高之產品，為 58.5 億美元，電

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次之。 

表 8 我國對全球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258.3 100.0 228.6 100.0 29.7 13.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18.6 45.9 100.3 43.9 18.2 18.1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8.8 11.2 24.8 10.9 4.0 16.0 

39 塑膠及其製品 16.4 6.4 14.5 6.3 1.9 13.4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3.0 5.0 11.7 5.1 1.2 10.5 

27 礦物燃料 8.9 3.4 9.1 4.0 -0.3 -3.0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7.4 2.9 7.6 3.3 -0.2 -3.0 

29 有機化學產品 7.3 2.8 6.4 2.8 0.9 14.6 

72 鋼鐵 7.0 2.7 6.6 2.9 0.4 5.8 

73 鋼鐵製品 6.2 2.4 5.6 2.5 0.5 9.7 

74 銅及其製品 3.8 1.5 2.7 1.2 1.0 38.0 

  其他 40.9 15.9 39.1 17.1 1.9 4.9 

 進口總額 200.0 100.0 192.9 100.0 7.1 3.7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53.0 26.5 46.5 24.1 6.5 14.0 

27 礦物燃料 28.5 14.3 25.9 13.4 2.6 10.0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5.8 12.9 27.4 14.2 -1.7 -6.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8.6 4.3 9.0 4.7 -0.4 -4.2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8.1 4.0 6.3 3.3 1.8 27.9 

29 有機化學產品 6.6 3.3 5.7 3.0 0.9 15.8 

72 鋼鐵 6.3 3.1 5.8 3.0 0.4 7.2 

39 塑膠及其製品 5.6 2.8 5.5 2.8 0.1 2.4 

38 雜項化學產品 4.8 2.4 5.0 2.6 -0.3 -5.0 

74 銅及其製品 4.2 2.1 3.9 2.0 0.3 6.9 

  其他 48.6 24.3 51.8 26.8 -3.2 -6.2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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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我國對全球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1-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477.3 100.0 1,312.8 100.0 164.5 12.5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646.8 43.8 562.6 42.9 84.2 15.0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64.8 11.2 144.8 11.0 20.0 13.8 

39 塑膠及其製品 96.2 6.5 84.5 6.4 11.7 13.8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76.0 5.1 67.1 5.1 8.8 13.1 

27 礦物燃料 55.4 3.8 45.3 3.5 10.1 22.3 

72 鋼鐵 46.4 3.1 35.6 2.7 10.8 30.4 

29 有機化學產品 46.3 3.1 38.6 2.9 7.6 19.7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46.0 3.1 46.3 3.5 -0.2 -0.5 

73 鋼鐵製品 36.4 2.5 32.6 2.5 3.8 11.6 

74 銅及其製品 22.3 1.5 15.6 1.2 6.7 43.0 

  其他 240.7 16.3 239.8 18.3 1.0 0.4 

 進口總額 1,248.9 100.0 1,071.7 100.0 177.2 16.5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311.5 24.9 264.2 24.7 47.3 17.9 

27 礦物燃料 199.4 16.0 140.9 13.1 58.5 41.5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67.7 13.4 146.3 13.7 21.4 14.6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55.8 4.5 49.5 4.6 6.3 12.8 

29 有機化學產品 46.3 3.7 35.3 3.3 11.1 31.4 

72 鋼鐵 40.6 3.3 30.3 2.8 10.4 34.3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38.1 3.1 35.5 3.3 2.6 7.3 

39 塑膠及其製品 34.4 2.8 31.1 2.9 3.3 10.6 

38 雜項化學產品 29.1 2.3 30.9 2.9 -1.8 -5.9 

74 銅及其製品 27.7 2.2 21.2 2.0 6.6 31.0 

  其他 298.2 23.9 286.6 26.7 11.6 4.1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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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017 年 6 月我國貨品出口增減原因分析表 

一、6 月對主要出口市場出口情形 

單位：億美元:% 

地區/國家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 增減較多貨品 

全球 258.3 100.0 29.7 13.0 

 電子零組件增 14.5 億美元(+19.5%)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4.3 億美元(+17.2%) 

 機械增 2.9 億美元(+16.8%) 

 塑膠、橡膠及其製品增 2.2 億美元(+13.3%)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2 億美元(+9.5%) 

中國大陸及香港 104.4 40.4 18.1 21.0 

 電子零組件增 10.5 億美元(+26.8%) 

 機械增 2.0 億美元(+42.4%)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1.3 億美元(+15.6%) 

  

東協十國 48.0 18.6 5.3 12.5 

 電子零組件增 4.5 億美元(+26.9%)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0.3 億美元(+25.3%)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減 0.4 億美元(-10.3%) 

 

美國 31.2 12.1 2.0 7.0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1.8 億美元(+27.1%) 

 化學品增 0.2 億美元(+22%) 

 運輸工具減 0.3 億美元(-10.0%) 

 

歐洲 23.3 9.0 1.6 7.4 

 機械增 0.4 億美元(+18.7%)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0.4 億美元(+8.6%)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0.2 億美元(+6.5%) 

 

日本 17.2 6.7 1.1 6.8 

 機械增 0.4 億美元(+38.4%)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0.3 億美元(+24.2%) 

 礦產品減 0.1 億美元(-74.4%) 

 

註 1：增減金額、增減%為與上年同期比較。數據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貿易統計資料庫 

註 2：採用 HS 二位或四位碼數據資料，列出之項目乃該貨品別之主要 HS 商品。 

註 3：●代表出口下滑產品；✔代表出口成長產品。✰影響未來因素(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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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6 月主要貨品出口情形 
單位：億美元:% 

貨品別 金額 比重 
增減 

金額 
增減% 增減細目 增減較多地區/國家 增減原因 

總體出口 258.3 100.0 29.7 13.0    

電子零組件 88.9 34.4 14.5 19.5 

✔積體電路(HS8542)增
14.3 億美元(+22.8%) 

✔印刷電路(HS8534)增 0.4
億美元(+9.6%) 

 

✔中國大陸(含香港)增 10.5 億美
元(+26.8%) 

✔東協 10 國增 4.5 億美元
(+26.9%) 

✔積體電路：有鑑於國內龍頭大廠
將以 10 奈米製程為 Apple iPhone 8 
A11 應用處理器的獨家供應商，以
及各種新型態的穿戴裝置應用蓬勃
發展，有利推升需求，帶動出口成
長。 

✔印刷電路：受惠於高階手機規格
提升及廠商拓展網通、汽車電子、
伺服器、繪圖處理器等應用效益持
續發酵，帶動我國出口動能。 

資通與視聽

產品 
29.3 11.4 4.3 17.2 

✔手機(HS8517)增 2.1 億
美元(+40.1%) 

✔無線通訊設備之零件
(HS8529)增 1.3 億美元
(+26.5%) 

✔筆電零件(HS8473)增 1.1
億美元(+30.5%) 

✔美國增 1.8 億美元(+27.1%) 

✔中國大陸(含香港)增 1.3 億美
元(+15.6%) 

 

✔手機：各手機品牌大廠推出新機
種，將帶動手機代工出貨增溫，加
上國內廠商布局各項物聯網應用的
效益陸續顯現，挹注我國相關業者
出貨動能。 

✔無線通訊設備之零件：智慧家
庭、智慧城市等物聯網需求穩定增
溫，加上高畫質影音等市場需求逐
步浮現，相關無線通訊設備產品出
口成長因而受惠。 

✔筆電零件：因筆電廠商積極耕耘
海外行銷市場，加上新機種陸續鋪
貨上市，有助帶動我筆電出貨量，
進而提升該產品出口表現。 

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 

22.6 8.7 2.0 9.5 

✔銅箔(HS7410)增 0.4 億
美元(+27.6%) 

✔經護面、鍍面或塗面之
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HS7210)增 0.3 億美元
(+28.4%) 

✔中國大陸(含香港)增 1.2 億美
元(+30.2%) 

✔日本增 0.3 億美元(+24.2%) 

✔美國增 0.2 億美元(+4.3%)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受惠於全球
景氣回溫以及各國基礎建設需求浮
現，加上國際煉鋼原料及基本金屬
報價持穩，有利於鋼品需求及報價
持續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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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別 金額 比重 
增減 

金額 
增減% 增減細目 增減較多地區/國家 增減原因 

✔不鏽鋼扁軋製品
(HS7219)增 0.2 億美元
(+17.7%) 

機械 20.2 7.8 2.9 16.8 

✔製造半導體之機具
(HS8486)增 0.7 億美元
(+43.5%) 

✔中國大陸(含香港)增 2.0 億美
元(+42.4%) 

✔日本增 0.4 億美元(+38.4%)✔
歐洲增 0.4 億美元(+18.7%) 

✔製造半導體之機具：全球經濟成
長逐漸好轉，加上許多創新產業崛
起，帶動全球電子業景氣回升，擴
增資本支出，有助提升對我國本產
業相關機械設備的採購。 

塑橡膠及其
製品 

18.6 7.2 2.2 13.3 

✔聚苯乙烯(HS3903)增 0.6
億美元(+26.6) 

✔聚縮醛(HS3907)增 0.5
億美元(+19.3%) 

✔聚丙烯(HS3902)增 0.3
億美元(+39.5%) 

✔中國大陸(含香港)增 1.3 億美
元(+20.8%) 

✔東協 10 國增 0.3 億美元
(+12.1%) 

✔塑橡膠及其製品：因下游廠商需
求未減而使價格有所支撐，其後勢
持續看漲而可望擴展利差空間，加
上共享單車風氣盛行，我國輪胎大
廠積極搶進供應鏈，使得本產品出
口表現亮眼。 

化學品 14.7 5.7 0.8 5.9 

✔非環醇(HS2905)增 0.6
億美元(+70.5%) 

✔非環烴(HS2901)增 0.1
億美元(+6.9%) 

✔東協 10 國增 0.2 億美元
(+9.0%) 

✔美國增 0.2 億美元(+22%) 

✔化學品：全球經濟表現增溫，國
際原油價格下滑使成本降低，以致
下游石化衍生品價格後勢看漲以及
購料需求提升，有利本產品出口。 

光學器材 9.9 3.9 1.2 13.4 

✔液晶裝置(HS9013)增 0.7
億美元(+12.1%) 

✔光學元件(HS9002)增 0.3
億美元(+25.2%) 

 

✔中國大陸(含香港)增 0.8 

億美元(+11.8%) 

✔東協 10 國增 0.2 億美元
(+68.8%) 

✔液晶裝置：因韓國三星七代線關
廠效應持續發酵，加上我國廠商積
極布局利基型產品以優化產品組合
結構，提升廠商獲利能力，挹注我
國出口表現。 

✔光學元件：受惠於手機鏡頭訂單
續增，加上各大手機品牌新機上
市、筆電品牌廠商陸續推出新機種
等有利因子，帶動我國該產品出口
表現。 

註 1：增減金額、增減%為與上年同期比較。                                                 數據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貿易統計資料庫 

註 2：採用 HS 四位碼數據資料，列出之項目乃該貨品別之主要 HS 商品。 

註 3：●代表出口下滑產品；✔代表出口成長產品。✰影響未來因素(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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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對重要貿易夥伴之貿易分析 

(一)對美國貿易分析(詳表 11 至表 13) 

－出口：6 月對美出口 31.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7.0%，占我出口 12.1%，其中電機設備及

其零件(HS85)出口成長最多(15.9%)，出口金額亦增加最多，為 1.3 億美元，主要受惠於

手機(HS8517)出口大幅增加所致。累計 1~6 月對美出口以鋼鐵(HS72)成長 36.6%最多。 

－進口：6 月自美進口 22.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衰退 11.0%，占我進口 11.0%，其中關稅配額

之貨品(HS98)進口衰退幅度最大(-72.9%)，進口金額減少 1.9 億美元為最多。累計 1~6

月自美進口較上年同期成長 6.4%，以穀類(HS10)成長 83.2%最多，油料種子及含油質

果實(HS12)成長 32.2%次之。 

 

表 11 我國對美國出進口統計 

單位：億美元；% 

年(月)別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5 年 637.4 12.2 -2.2 345.4 12.1 -1.6 292.0 12.3 -2.8 53.5 5.3 

2016 年 621.2 12.2 -2.5 335.2 12.0 -3.0 286.0 12.4 -2.1 49.3 -7.9 

1 月 51.0 12.5 -5.8 27.2 12.3 -5.8 23.8 12.7 -5.7 3.5 -6.8 

2 月 39.0 12.4 -9.0 21.5 12.1 -13.8 17.4 12.8 -2.2 4.1 -42.8 

3 月 50.6 12.4 -2.9 27.1 11.9 -8.6 23.5 12.9 4.6 3.7 -49.4 

4 月 50.5 12.7 -3.5 26.9 12.1 -12.7 23.6 13.5 9.7 3.3 -64.5 

5 月 54.5 12.5 -5.6 28.3 12.0 -8.5 26.1 13.1 -2.2 2.2 -48.5 

6 月 54.0 12.8 1.2 29.2 12.8 3.1 24.8 12.8 -0.9 4.4 33.9 

7 月 52.7 11.8 -10.9 27.6 11.5 -7.3 25.1 12.3 -14.6 2.5 504.5 

8 月 54.6 12.1 2.3 30.3 12.3 5.7 24.3 11.8 -1.6 6.1 50.7 

9 月 48.0 11.8 -2.7 27.4 12.2 -5.2 20.5 11.3 0.9 6.9 -19.7 

10 月 56.5 11.5 8.3 30.6 11.4 7.9 26.0 11.6 8.8 4.6 2.8 

11 月 55.9 12.1 -3.7 29.6 11.7 9.0 26.3 12.5 -14.9 3.3 --- 

12 月 54.1 11.6 2.1 29.4 11.4 1.9 24.7 11.8 2.3 4.7 -0.2 

2017 年 1-6 月 321.9 11.8 7.5 173.8 11.8 8.4 148.2 11.9 6.4 25.6 21.5 

1 月 55.9 12.7 9.7 28.3 11.9 3.8 27.7 13.7 16.5 0.6 -83.5 

2 月 46.1 11.0 18.3 23.4 10.3 8.6 22.7 11.8 30.3 0.6 -84.2 

3 月 55.4 11.7 9.5 30.0 11.7 10.6 25.4 11.7 8.3 4.6 25.2 

4 月 53.5 11.7 5.9 28.9 11.9 7.6 24.5 11.4 4.0 4.4 33.1 

5 月 57.7 12.1 5.9 32.0 12.5 12.9 25.7 11.6 -1.7 6.3 189.2 

6 月 53.3 11.6 -1.2 31.2 12.1 7.0 22.1 11.0 -11.0 9.1 108.5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若出超轉為入超或入超轉為出超，以「---」表示。 

3.我國於2016年正式實施「一般貿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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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我國對美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31.2 100.0 29.2 100.0 2.0 7.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9.7 30.9 8.3 28.5 1.3 15.9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6.2 19.9 5.8 19.8 0.4 7.7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2.2 7.1 2.4 8.1 -0.2 -6.7 

73 鋼鐵製品 2.2 7.0 2.0 6.7 0.2 10.8 

39 塑膠及其製品 1.7 5.3 1.6 5.5 0.1 4.1 

72 鋼鐵 1.1 3.4 1.0 3.4 0.1 9.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0 3.1 1.0 3.4 0.0 -1.4 

94 家具、燈具及配件；組合建物 0.8 2.5 0.8 2.8 0.0 -5.3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0.7 2.1 0.6 2.1 0.0 6.4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0.6 2.0 0.6 2.2 0.0 -3.7 

  其他 5.2 16.7 5.1 17.5 0.1 2.1 

 進口總額 22.1 100.0 24.8 100.0 -2.7 -11.0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7 21.5 6.1 24.6 -1.4 -22.3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4.3 19.5 4.5 18.2 -0.2 -4.7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7 7.6 1.7 7.0 -0.1 -4.1 

88 航空器及其零件 1.2 5.7 1.7 6.8 -0.4 -25.9 

29 有機化學產品 0.8 3.8 0.7 2.9 0.1 17.8 

10 穀類 0.8 3.8 0.5 1.9 0.4 74.3 

38 雜項化學產品 0.7 3.3 0.6 2.3 0.1 25.3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0.7 3.1 2.5 10.2 -1.9 -72.9 

39 塑膠及其製品 0.7 3.1 0.7 2.8 0.0 -0.6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0.6 2.9 0.4 1.5 0.3 70.0 

  其他 5.7 25.8 5.4 21.7 0.3 6.1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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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我國對美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1-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73.8 100.0 160.3 100.0 13.5 8.4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51.7 29.7 47.5 29.6 4.2 8.9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3.5 19.3 31.1 19.4 2.4 7.7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13.5 7.8 13.0 8.1 0.5 3.9 

73 鋼鐵製品 12.7 7.3 11.0 6.9 1.7 15.4 

39 塑膠及其製品 10.0 5.7 9.0 5.6 1.0 11.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5.5 3.1 5.4 3.4 0.1 0.9 

72 鋼鐵 5.4 3.1 4.0 2.5 1.5 36.6 

94 家具、燈具及配件；組合建物 4.3 2.5 4.4 2.7 -0.1 -2.0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3.9 2.2 3.6 2.3 0.2 6.8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3.8 2.2 3.7 2.3 0.1 3.8 

  其他 29.6 17.0 27.7 17.3 1.8 6.6 

 進口總額 148.2 100.0 139.2 100.0 8.9 6.4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8.5 26.0 30.1 21.7 8.3 27.6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4.3 16.4 25.2 18.1 -0.9 -3.7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1.6 7.8 11.1 8.0 0.5 4.4 

88 航空器及其零件 7.7 5.2 13.0 9.3 -5.3 -40.7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7.3 5.0 8.3 6.0 -1.0 -12.0 

10 穀類 5.6 3.8 3.1 2.2 2.5 83.2 

29 有機化學產品 4.7 3.2 4.9 3.5 -0.2 -3.4 

39 塑膠及其製品 4.3 2.9 4.0 2.8 0.4 9.6 

12 

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雜項穀

粒、種子及果實；工業用或藥用

植物；芻草及飼料 

4.2 2.8 3.2 2.3 1.0 32.2 

38 雜項化學產品 4.1 2.8 4.1 3.0 0.0 -0.5 

  其他 35.8 24.2 32.2 23.1 3.6 11.2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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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日本貿易分析(詳表 14 至表 16) 

－出口：6 月對日出口 17.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6.8%，占我出口 6.7%，以鋼鐵(HS72)成

長幅度最大(38.6%)，主要為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HS7208)出口大幅增加所致；

另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出口金額增加最多，為 0.4 億美元。累計 1~6 月對日出口以

鋼鐵(HS72)成長 41.3%最多，有機化學產品(HS29)成長 22.2%次之。 

－進口：6 月自日進口 33.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衰退 5.3%，占我進口 16.9%，以機械用具及其

零件(HS84)進口衰退幅度最大(14.7%)，有機化學產品(HS29)衰退 13.9%次之；另亦以機

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進口金額減少最多，為 1.1 億美元。累計 1~6 月自日進口則較上

年同期成長 8.5%，以鋼鐵(HS72)成長 33.4%最多，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成長 32.5%次

之。 

 

表 14 我國對日本出進口統計 

單位：億美元；% 

年(月)別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5 年 584.6 11.2 -5.9 195.9 6.9 -2.7 388.6 16.4 -7.4 -192.7 11.8 

2016 年 601.7 11.8 2.9 195.5 7.0 -0.2 406.2 17.6 4.5 -210.7 -9.3 

1 月 47.0 11.5 -2.6 16.9 7.6 -2.0 30.1 16.2 -3.0 -13.3 4.3 

2 月 40.4 12.9 -4.8 13.8 7.8 -9.2 26.6 19.6 -2.3 -12.8 -6.6 

3 月 49.7 12.1 -11.2 16.2 7.1 0.8 33.5 18.4 -16.0 -17.3 27.4 

4 月 44.6 11.3 -7.3 15.2 6.9 -5.0 29.4 16.9 -8.4 -14.2 11.8 

5 月 49.5 11.4 1.1 15.5 6.6 -8.9 34.0 17.0 6.4 -18.5 -23.9 

6 月 51.9 12.3 0.8 16.1 7.1 0.9 35.7 18.5 0.7 -19.6 -0.6 

7 月 54.2 12.2 10.4 18.4 7.6 10.2 35.8 17.5 10.5 -17.4 -10.9 

8 月 53.0 11.7 9.2 16.2 6.6 -1.9 36.7 17.8 14.9 -20.5 -32.7 

9 月 50.1 12.3 5.2 15.7 7.0 -1.5 34.4 18.9 8.6 -18.7 -18.8 

10 月 57.6 11.7 17.6 18.3 6.8 3.3 39.3 17.6 25.7 -21.0 -54.9 

11 月 51.9 11.2 6.7 16.7 6.6 0.8 35.2 16.8 9.8 -18.5 -19.4 

12 月 51.9 11.1 11.5 16.4 6.4 10.1 35.4 17.0 12.1 -19.0 -14.0 

2017 年 1-6 月 303.5 11.1 7.2 98.1 6.6 4.7 205.4 16.4 8.5 -107.2 -12.2 

1 月 45.6 10.4 -3.0 16.6 7.0 -1.6 29.0 14.3 -3.7 -12.4 6.4 

2 月 51.5 12.3 27.5 14.7 6.5 6.8 36.7 19.0 38.2 -22.0 -72.2 

3 月 53.7 11.3 8.1 16.8 6.5 3.8 36.9 17.0 10.2 -20.1 -16.1 

4 月 51.7 11.3 15.8 16.6 6.8 9.2 35.1 16.3 19.2 -18.4 -30.0 

5 月 49.9 10.5 0.9 16.1 6.3 3.8 33.8 15.3 -0.5 -17.7 4.1 

6 月 51.1 11.1 -1.5 17.2 6.7 6.8 33.8 16.9 -5.3 -16.6 15.3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若出超轉為入超或入超轉為出超，以「---」表示。 

3.我國於2016年正式實施「一般貿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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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我國對日本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7.2 100.0 16.1 100.0 1.1 6.8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1 47.2 8.1 50.0 0.1 0.9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9 11.0 1.5 9.1 0.4 29.5 

39 塑膠及其製品 1.0 6.0 0.9 5.4 0.2 17.3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0.7 3.9 0.6 3.9 0.0 5.8 

72 鋼鐵 0.7 3.8 0.5 2.9 0.2 38.6 

03 水產品 0.6 3.4 0.4 2.7 0.1 31.6 

73 鋼鐵製品 0.5 2.6 0.4 2.5 0.0 10.7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0.4 2.3 0.4 2.3 0.0 6.2 

29 有機化學產品 0.3 1.7 0.3 1.6 0.0 8.7 

38 雜項化學產品 0.3 1.5 0.3 1.6 0.0 2.7 

  其他 2.9 16.7 2.9 17.9 0.0 -0.3 

 進口總額 33.8 100.0 35.7 100.0 -1.9 -5.3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1 24.0 7.9 22.2 0.2 2.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6.2 18.2 7.2 20.2 -1.1 -14.7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7 7.9 2.5 6.9 0.2 9.5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2.6 7.7 2.7 7.4 -0.1 -2.2 

39 塑膠及其製品 1.9 5.7 2.1 5.9 -0.2 -7.9 

72 鋼鐵 1.8 5.2 1.5 4.3 0.2 15.3 

38 雜項化學產品 1.5 4.5 1.5 4.3 0.0 -0.7 

74 銅及其製品 1.3 3.7 1.2 3.2 0.1 9.1 

29 有機化學產品 1.0 3.0 1.2 3.4 -0.2 -13.9 

71 珍珠寶石及貴金屬 0.8 2.4 0.8 2.1 0.0 4.4 

  其他 6.0 17.6 7.2 20.0 -1.2 -16.8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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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我國對日本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1-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98.1 100.0 93.7 100.0 4.4 4.7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43.9 44.7 44.5 47.5 -0.6 -1.4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0.7 10.9 9.4 10.0 1.3 13.4 

39 塑膠及其製品 6.0 6.2 5.2 5.6 0.8 15.8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4.2 4.3 3.8 4.1 0.4 10.3 

72 鋼鐵 3.8 3.9 2.7 2.9 1.1 41.3 

73 鋼鐵製品 2.7 2.8 2.4 2.6 0.3 11.2 

03 水產品 2.6 2.7 2.2 2.3 0.4 19.2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2.5 2.6 2.5 2.7 0.0 0.0 

29 有機化學產品 1.9 1.9 1.5 1.6 0.3 22.2 

38 雜項化學產品 1.8 1.8 1.8 1.9 0.0 -1.9 

  其他 18.0 18.3 17.6 18.8 0.4 2.2 

 進口總額 205.4 100.0 189.3 100.0 16.1 8.5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47.2 23.0 45.5 24.0 1.7 3.8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1.6 20.3 37.5 19.8 4.1 10.8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4.7 7.2 11.1 5.9 3.6 32.5 

39 塑膠及其製品 12.9 6.3 12.1 6.4 0.8 6.5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12.5 6.1 12.4 6.5 0.1 0.8 

72 鋼鐵 9.8 4.8 7.4 3.9 2.5 33.4 

38 雜項化學產品 9.6 4.7 8.9 4.7 0.7 7.5 

29 有機化學產品 8.1 4.0 6.5 3.4 1.6 25.2 

74 銅及其製品 7.5 3.7 5.9 3.1 1.7 28.6 

37 感光或電影用品 4.1 2.0 4.0 2.1 0.1 2.7 

  其他 37.3 18.2 38.0 20.1 -0.7 -2.0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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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中國大陸(含香港)貿易分析(詳表 17 至表 19) 

－出口：6 月對中國大陸出口 104.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21.1%，占我出口 40.4%，其中礦

物燃料(HS27)的成長幅度最大(71.7%)，主要是受到提煉油(HS2710)出口大幅增加所致，

銅及其製品(HS74)成長 57.0%次之；另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出口金額增加最多，為

11.5 億美元，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 2.6 億美元次之。累計 1~6 月對中國大陸出

口以礦物燃料(HS27)成長 70.9%最多，銅及其製品(HS74)成長 56.2%次之。 

－進口：6 月自中國大陸進口 40.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6.4%，占我進口 20.1%，以關稅配

額之貨品(HS98)的成長幅度最大(60.4%)，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成長 16.1%次之；另

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進口金額增加最多，為 2.3 億美元，關稅配額之貨品(HS98)

進口金額增加 0.4 億美元次之，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塑膠及其製品(HS39)及珍珠

寶石及貴金屬(HS71)，皆增加 0.1 億美元。累計 1~6 月自中國大陸進口以關稅配額之貨

品(HS98)成長 60.4%最多，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成長 16.1%次之，以雜項化學產品

(HS38)衰退幅度最大(36.1%)。 

 

表 17 我國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進口統計 

單位：億美元；% 

年(月)別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5 年 1,592.7 30.5 -11.3 1,125.4 39.4 -12.4 467.3 19.7 -8.3 658.1 -15.1 

2016 年 1,576.0 30.8 -1.1 1,122.8 40.1 -0.2 453.2 19.7 -3.0 669.6 1.7 

1 月 126.6 31.0 -15.8 85.6 38.6 -19.2 41.1 22.0 -7.6 44.5 -27.7 

2 月 86.0 27.4 -16.7 62.7 35.3 -13.0 23.2 17.1 -25.1 39.5 -4.0 

3 月 126.3 30.9 -10.6 87.9 38.7 -14.3 38.3 21.1 -0.9 49.6 -22.4 

4 月 122.4 30.9 -7.3 87.1 39.2 -6.8 35.2 20.2 -8.5 51.9 -5.6 

5 月 133.4 30.6 -7.4 93.5 39.7 -10.2 39.9 19.9 -0.3 53.5 -16.3 

6 月 124.1 29.4 -4.3 86.3 37.8 -4.6 37.8 19.6 -3.7 48.6 -5.4 

7 月 134.6 30.2 2.6 95.9 39.8 3.4 38.7 19.0 0.8 57.2 5.2 

8 月 139.8 30.9 2.2 99.5 40.4 3.3 40.3 19.5 -0.6 59.2 6.2 

9 月 129.7 31.9 3.5 93.9 41.6 6.1 35.8 19.7 -2.8 58.1 12.5 

10 月 155.1 31.6 12.3 113.6 42.5 14.9 41.5 18.6 5.8 72.1 20.9 

11 月 149.7 32.3 13.4 107.1 42.3 19.0 42.6 20.3 1.4 64.5 34.5 

12 月 148.2 31.9 15.2 109.6 42.7 21.4 38.6 18.5 0.7 71.0 36.7 

2017 年 1-6 月 827.0 30.3 15.1 588.0 39.8 16.9 239.0 19.1 10.9 349.0 21.3 

1 月 131.9 30.0 4.1 92.1 38.8 7.7 39.8 19.6 -3.2 52.3 17.6 

2 月 124.4 29.6 44.7 93.3 41.2 48.8 31.0 16.1 33.6 62.3 57.7 

3 月 145.9 30.8 15.6 102.7 39.9 16.8 43.3 19.9 12.8 59.4 19.8 

4 月 136.2 29.7 11.2 96.0 39.5 10.2 40.1 18.6 13.8 55.9 7.7 

5 月 144.0 30.3 7.9 99.4 39.0 6.3 44.6 20.2 11.7 54.8 2.3 

6 月 144.6 31.6 16.6 104.4 40.4 21.0 40.2 20.1 6.4 64.2 32.3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若出超轉為入超或入超轉為出超，以「---」表示。 

3.我國於2016年正式實施「一般貿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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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我國對中國大陸(含香港)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04.4 100.0 86.3 100.0 18.1 21.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59.5 57.0 48.0 55.6 11.5 24.0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9.1 8.7 8.2 9.5 0.9 11.1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9.0 8.6 6.3 7.3 2.6 41.5 

39 塑膠及其製品 7.0 6.7 5.8 6.7 1.2 21.2 

29 有機化學產品 3.7 3.6 3.7 4.3 0.0 0.0 

74 銅及其製品 2.5 2.4 1.6 1.8 0.9 57.0 

72 鋼鐵 1.0 1.0 0.8 1.0 0.2 19.8 

70 玻璃及玻璃器 1.0 0.9 0.8 0.9 0.2 24.2 

38 雜項化學產品 0.8 0.8 0.8 1.0 0.0 1.1 

27 礦物燃料 0.8 0.8 0.5 0.5 0.3 71.7 

  其他 10.0 9.5 9.7 11.3 0.2 2.4 

 進口總額 40.2 100.0 37.8 100.0 2.4 6.4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6.7 41.5 14.4 38.1 2.3 16.1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5.9 14.7 5.8 15.3 0.1 2.6 

72 鋼鐵 1.8 4.4 2.2 5.8 -0.5 -20.5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4 3.5 1.4 3.7 0.0 -0.5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1.1 2.8 0.7 1.9 0.4 60.4 

39 塑膠及其製品 1.1 2.7 1.0 2.5 0.1 15.2 

38 雜項化學產品 1.0 2.5 1.6 4.2 -0.6 -36.1 

71 珍珠寶石及貴金屬 1.0 2.5 0.9 2.4 0.1 8.7 

29 有機化學產品 1.0 2.5 1.0 2.6 0.0 0.6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0.8 2.0 0.8 2.2 0.0 -3.7 

  其他 8.4 20.9 8.0 21.2 0.4 4.7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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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我國對中國大陸(含香港)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1-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588.0 100.0 503.2 100.0 84.8 16.9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320.5 54.5 269.7 53.6 50.8 18.9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53.5 9.1 47.2 9.4 6.3 13.4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7.4 8.1 36.8 7.3 10.6 28.7 

39 塑膠及其製品 40.6 6.9 33.7 6.7 6.8 20.3 

29 有機化學產品 26.7 4.5 22.3 4.4 4.5 20.1 

74 銅及其製品 14.0 2.4 9.0 1.8 5.0 56.2 

72 鋼鐵 6.9 1.2 5.2 1.0 1.7 33.4 

27 礦物燃料 6.8 1.2 4.0 0.8 2.8 70.9 

70 玻璃及玻璃器 5.4 0.9 4.9 1.0 0.4 9.1 

38 雜項化學產品 5.0 0.8 5.1 1.0 -0.2 -3.8 

  其他 61.2 10.4 65.3 13.0 -4.1 -6.3 

 進口總額 239.0 100.0 215.6 100.0 23.4 10.9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01.5 42.5 83.8 38.9 17.7 21.1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3.2 13.9 31.2 14.5 2.0 6.4 

72 鋼鐵 10.8 4.5 10.6 4.9 0.2 2.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8.6 3.6 8.3 3.9 0.3 3.3 

38 雜項化學產品 6.7 2.8 10.1 4.7 -3.5 -34.2 

29 有機化學產品 6.6 2.8 5.7 2.6 0.9 16.6 

39 塑膠及其製品 6.3 2.6 5.5 2.6 0.7 13.4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6.0 2.5 3.7 1.7 2.3 63.0 

74 銅及其製品 5.3 2.2 3.8 1.8 1.5 40.2 

71 珍珠寶石及貴金屬 5.2 2.2 4.9 2.3 0.4 7.6 

  其他 48.8 20.4 48.0 22.3 0.8 1.7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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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東協 10 國貿易分析(詳表 20 至表 22) 

－出口：6 月對東協出口 48.0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12.5%，占我出口 18.6%，其中以光學

等精密儀器(HS90)成長幅度最大(48.0%)，主要為光學元件(HS9002)出口大幅增加所致；

另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出口金額增加最多，為 4.7 億美元。累計 1~6 月對東協出口

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成長 21.8%最多，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成長 20.8%次之。 

－進口：6 月自東協進口 24.7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7.1%，占我進口 12.4%，以有機化學產

品(HS29)成長幅度最大(43.5%)，礦物燃料(HS27) 33.9%次之；另礦物燃料(HS27)進口金

額增加最多，為 1.1 億美元，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增加 0.8 億美元次之。累計 1~6

月自東協進口以有機化學產品(HS29)成長最多 81.0%，礦物燃料(HS27)成長 59.5%次

之。 

 

表 20 我國對東協(10國)出進口統計 

單位：億美元；% 

年(月)別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5 年 806.8 15.4 -15.0 516.4 18.1 -14.2 290.4 12.2 -16.4 226.0 -11.2 

2016 年 784.4 15.4 -2.8 512.9 18.3 -0.7 271.5 11.8 -6.5 241.4 6.8 

1 月 61.3 15.0 -16.0 39.9 18.0 -8.8 21.4 11.5 -26.8 18.4 28.0 

2 月 50.8 16.2 -12.0 34.9 19.6 -9.8 16.0 11.7 -16.5 18.9 -3.1 

3 月 63.6 15.6 -16.8 42.5 18.7 -12.4 21.2 11.6 -24.5 21.3 4.4 

4 月 60.1 15.1 -10.6 40.2 18.1 -4.5 19.8 11.4 -21.0 20.4 19.9 

5 月 66.3 15.2 -11.4 42.8 18.2 -13.0 23.6 11.8 -8.4 19.2 -18.0 

6 月 65.7 15.6 -6.5 42.6 18.7 -4.4 23.1 12.0 -10.1 19.6 3.3 

7 月 66.7 15.0 -1.0 43.9 18.2 4.2 22.7 11.1 -9.7 21.2 25.0 

8 月 69.3 15.3 1.1 44.9 18.2 0.5 24.3 11.8 2.3 20.6 -1.5 

9 月 63.3 15.5 -2.8 40.0 17.8 -3.6 23.2 12.8 -1.4 16.8 -6.4 

10 月 75.1 15.3 16.7 47.9 17.9 13.0 27.2 12.2 24.0 20.7 1.3 

11 月 71.1 15.3 12.8 45.9 18.1 13.4 25.1 11.9 11.9 20.8 15.1 

12 月 71.2 15.3 20.7 47.3 18.4 23.0 23.9 11.5 16.5 23.3 30.6 

2017 年 1-6 月 432.2 15.9 17.5 277.9 18.8 14.4 154.3 12.4 23.4 123.6 4.9 

1 月 69.9 15.9 14.0 44.4 18.7 11.4 25.5 12.6 19.0 18.9 2.5 

2 月 68.3 16.3 34.3 44.5 19.6 27.5 23.8 12.3 49.3 20.6 9.1 

3 月 76.5 16.1 20.2 49.4 19.2 16.3 27.1 12.5 28.1 22.3 4.6 

4 月 71.0 15.5 18.2 45.9 18.9 14.1 25.1 11.7 26.5 20.8 2.0 

5 月 73.8 15.5 11.2 45.8 17.9 7.0 28.0 12.7 19.0 17.7 -7.7 

6 月 72.7 15.9 10.6 48.0 18.6 12.5 24.7 12.4 7.1 23.2 18.7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若出超轉為入超或入超轉為出超，以「---」表示。 

3.我國於2016年正式實施「一般貿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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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我國對東協(10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48.0 100.0 42.6 100.0 5.3 12.5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3.3 48.5 18.6 43.5 4.7 25.4 

27 礦物燃料 6.1 12.7 6.5 15.2 -0.4 -6.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3 6.9 3.2 7.5 0.1 4.5 

39 塑膠及其製品 2.1 4.3 1.9 4.4 0.2 9.9 

72 鋼鐵 1.6 3.4 2.0 4.8 -0.4 -20.3 

60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1.2 2.5 1.1 2.6 0.1 8.1 

29 有機化學產品 1.1 2.2 0.8 1.8 0.3 40.0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0.8 1.7 0.5 1.3 0.3 48.0 

54 人造纖維絲 0.6 1.3 0.6 1.3 0.1 12.3 

38 雜項化學產品 0.6 1.2 0.7 1.6 -0.1 -12.9 

  其他 7.3 15.2 6.8 16.0 0.4 6.6 

 進口總額 24.7 100.0 23.1 100.0 1.6 7.1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7 35.2 7.9 34.3 0.8 9.8 

27 礦物燃料 4.5 18.1 3.3 14.5 1.1 33.9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9 11.8 3.5 15.1 -0.6 -16.4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0.7 3.0 1.0 4.1 -0.2 -21.4 

39 塑膠及其製品 0.6 2.4 0.6 2.4 0.0 5.9 

29 有機化學產品 0.5 2.1 0.4 1.6 0.2 43.5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0.4 1.8 0.4 1.7 0.0 11.4 

38 雜項化學產品 0.4 1.7 0.4 1.8 0.0 1.2 

74 銅及其製品 0.4 1.6 0.3 1.4 0.1 19.1 

44 木及木製品 0.4 1.5 0.4 1.9 -0.1 -11.9 

  其他 5.1 20.8 4.9 21.2 0.3 5.1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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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我國對東協(10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1-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277.9 100.0 242.8 100.0 35.0 14.4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25.5 45.2 103.0 42.4 22.4 21.8 

27 礦物燃料 35.1 12.6 30.8 12.7 4.3 13.9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0.6 7.4 19.1 7.9 1.5 7.9 

39 塑膠及其製品 12.8 4.6 11.6 4.8 1.2 10.0 

72 鋼鐵 12.2 4.4 10.8 4.5 1.3 12.3 

60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7.6 2.7 7.6 3.1 0.0 0.5 

29 有機化學產品 6.1 2.2 5.3 2.2 0.9 16.6 

54 人造纖維絲 4.4 1.6 4.2 1.7 0.2 4.5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4.2 1.5 3.5 1.4 0.7 20.8 

38 雜項化學產品 3.7 1.3 4.7 1.9 -1.0 -21.2 

  其他 45.8 16.5 42.3 17.4 3.5 8.3 

 進口總額 154.3 100.0 125.0 100.0 29.3 23.4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50.9 33.0 44.1 35.2 6.8 15.4 

27 礦物燃料 29.5 19.1 18.5 14.8 11.0 59.5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1.3 13.8 15.3 12.2 6.0 39.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5.7 3.7 5.4 4.3 0.3 4.9 

29 有機化學產品 4.0 2.6 2.2 1.8 1.8 81.0 

39 塑膠及其製品 3.3 2.1 2.9 2.3 0.4 14.6 

38 雜項化學產品 2.5 1.6 2.4 1.9 0.2 6.4 

44 木及木製品 2.5 1.6 2.5 2.0 -0.1 -2.7 

74 銅及其製品 2.4 1.6 2.1 1.7 0.3 12.2 

40 橡膠及其製品 2.2 1.5 1.6 1.2 0.7 44.4 

  其他 30.0 19.4 28.0 22.4 1.9 6.8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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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歐盟(28 國)貿易分析(詳表 23 至表 25) 

－出口：6 月對歐盟出口 21.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6.3%，占我出口 8.3%，以鋼鐵(HS72)

成長幅度最大(56.8%)，主要為不銹鋼扁軋製品(HS7219)出口大幅增加所致；另電機設

備及其零件(HS85)出口金額增加 0.6 億美元為最多，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及鋼鐵

(HS72)均增加 0.3 億美元次之。累計 1~6 月對歐盟出口以鋼鐵(HS72)成長 52.1%最多，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 9.9%次之。 

－進口：6 月自歐盟進口 20.7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4.7%，占我進口 10.3%，以非鐵道運輸

設備(HS87)成長幅度最大(87.4%)，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 32.6%次之；另亦以非

鐵道運輸設備(HS87)進口金額增加最多，為 1.5 億美元，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

1.1 億美元次之。累計 1~6 月自歐盟進口以航空器及其零件(HS88)成長 156.6%最多，醫

藥品(HS30)成長 19.8%次之。 

 

表 23 我國對歐盟(28國)出進口統計 

單位：億美元；% 

年(月)別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5 年 476.4 9.1 -9.1 241.2 8.5 -10.3 235.1 9.9 -7.9 6.1 -55.6 

2016 年 488.4 9.6 2.5 245.8 8.8 1.9 242.6 10.5 3.2 3.2 -47.9 

1 月 41.0 10.0 0.8 20.9 9.4 4.8 20.1 10.8 -3.0 0.8 --- 

2 月 31.9 10.2 -1.1 17.5 9.9 -3.9 14.4 10.6 2.6 3.1 -25.9 

3 月 39.6 9.7 -10.8 20.8 9.2 -1.3 18.8 10.3 -19.3 2.0 --- 

4 月 38.6 9.7 4.8 20.9 9.4 10.4 17.6 10.1 -1.2 3.3 193.1 

5 月 42.4 9.7 5.3 21.7 9.2 3.6 20.7 10.4 7.2 0.9 -40.4 

6 月 40.0 9.5 -5.7 20.3 8.9 5.5 19.7 10.2 -15.0 0.5 --- 

7 月 43.7 9.8 4.2 21.4 8.9 4.4 22.4 11.0 4.1 -1.0 3.0 

8 月 42.1 9.3 -3.6 21.7 8.8 3.6 20.4 9.9 -10.2 1.2 --- 

9 月 37.7 9.3 2.1 18.3 8.1 -11.4 19.4 10.7 19.3 -1.0 --- 

10 月 45.7 9.3 23.0 21.1 7.9 6.2 24.6 11.0 42.3 -3.6 --- 

11 月 40.8 8.8 -0.9 20.4 8.0 2.0 20.5 9.7 -3.7 -0.1 92.1 

12 月 44.9 9.6 16.2 21.0 8.2 -0.4 23.9 11.5 36.0 -3.0 --- 

2017 年 1-6 月 252.2 9.2 8.0 129.4 8.8 6.0 122.8 9.8 10.2 6.6 -37.7 

1 月 40.5 9.2 -1.4 22.2 9.4 6.3 18.2 9.0 -9.4 4.0 408.0 

2 月 36.4 8.7 14.1 18.6 8.2 6.1 17.9 9.2 23.9 0.7 -77.0 

3 月 43.4 9.1 9.6 21.8 8.5 5.0 21.6 9.9 14.6 0.3 -86.1 

4 月 42.4 9.2 9.9 21.0 8.6 0.1 21.4 10.0 21.6 -0.5 --- 

5 月 47.3 9.9 11.6 24.3 9.5 12.0 23.0 10.4 11.1 1.2 31.6 

6 月 42.2 9.2 5.5 21.5 8.3 6.3 20.7 10.3 4.7 0.8 65.7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若出超轉為入超或入超轉為出超，以「---」表示。 

3.我國於2016年正式實施「一般貿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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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我國對歐盟(28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21.5 100.0 20.3 100.0 1.3 6.3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7.3 33.9 6.7 32.9 0.6 9.4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8 17.7 3.5 17.3 0.3 9.0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2.2 10.4 2.2 10.7 0.1 3.3 

73 鋼鐵製品 1.5 6.9 1.4 7.0 0.1 4.4 

39 塑膠及其製品 1.0 4.6 0.9 4.3 0.1 12.7 

72 鋼鐵 0.9 4.0 0.5 2.7 0.3 56.8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0.7 3.1 0.6 3.1 0.1 8.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0.6 2.9 0.6 3.0 0.0 2.9 

29 有機化學產品 0.4 1.7 0.3 1.5 0.1 18.1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0.3 1.4 0.4 1.9 -0.1 -23.1 

  其他 2.9 13.5 3.2 15.7 -0.3 -8.2 

 進口總額 20.7 100.0 19.7 100.0 0.9 4.7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5 21.9 3.4 17.3 1.1 32.6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3.1 15.2 1.7 8.5 1.5 87.4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4 11.5 2.6 13.0 -0.2 -7.3 

30 醫藥品 1.5 7.2 1.2 6.3 0.2 20.2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2 5.8 1.2 6.1 0.0 -0.9 

29 有機化學產品 0.9 4.3 0.9 4.5 0.0 -0.7 

22 飲料、酒類及醋 0.7 3.6 0.7 3.7 0.0 2.8 

38 雜項化學產品 0.7 3.3 0.6 2.8 0.1 20.8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0.5 2.3 0.5 2.5 0.0 -2.6 

39 塑膠及其製品 0.4 2.1 0.4 2.1 0.0 4.9 

  其他 4.7 22.7 6.5 33.1 -1.8 -28.1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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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我國對歐盟(28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1-6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29.4 100.0 122.1 100.0 7.3 6.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41.6 32.1 38.9 31.9 2.6 6.8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4.3 18.8 22.1 18.1 2.2 9.9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14.3 11.1 13.5 11.0 0.8 6.3 

73 鋼鐵製品 8.9 6.8 8.3 6.8 0.6 6.8 

39 塑膠及其製品 6.0 4.6 5.6 4.6 0.4 6.3 

72 鋼鐵 5.6 4.3 3.7 3.0 1.9 52.1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3.9 3.0 3.7 3.1 0.2 5.0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3.7 2.9 3.6 3.0 0.1 2.2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1.9 1.5 2.1 1.8 -0.2 -8.9 

29 有機化學產品 1.8 1.4 2.0 1.6 -0.2 -8.2 

  其他 17.4 13.4 18.5 15.1 -1.1 -6.0 

 進口總額 122.8 100.0 111.4 100.0 11.3 10.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4.2 19.7 23.6 21.2 0.6 2.5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5.3 12.4 13.6 12.2 1.6 12.0 

87 非鐵道運輸設備 14.7 12.0 12.8 11.5 1.9 14.7 

30 醫藥品 9.4 7.7 7.9 7.1 1.6 19.8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7.3 6.0 7.0 6.3 0.3 3.9 

29 有機化學產品 6.2 5.0 5.3 4.7 0.9 17.8 

88 航空器及其零件 6.0 4.9 2.3 2.1 3.7 156.6 

22 飲料、酒類及醋 4.2 3.4 4.1 3.7 0.1 2.9 

38 雜項化學產品 3.9 3.2 3.3 3.0 0.6 18.8 

39 塑膠及其製品 2.6 2.1 2.2 2.0 0.4 19.4 

  其他 28.9 23.5 29.3 26.3 -0.4 -1.3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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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與其他國家之貿易比較 

 我國、韓國、新加坡、香港及中國大陸的貿易比較 (詳表26)  

－出口：2017 年 6 月數據，除新加坡及香港數據尚未更新外，其餘表列的國家出口皆為成長，

其中韓國成長 13.6%最多，我國成長 13.0%次之。 

－進口：表列的所有國家皆為成長，以韓國進口成長 19.8%最大，中國大陸成長 15.9%次之。 

 

表 26 我國與韓國、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出進口成長率 

單位：% 

年(月)別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香港 中國大陸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2015 年 -10.9 -15.8 -8.0 -16.9 -15.4 -19.0 -2.6 -6.9 -2.7 -18.4 

2016 年 -1.8 -2.8 -5.9 -6.9 -4.8 -4.6 1.2 -2.2 -6.4 -4.8 

1 月 -13.0 -11.7 -19.6 -20.3 -20.8 -19.5 -7.2 -12.2 -11.5 -18.8 

2 月 -12.0 -13.4 -13.4 -14.2 -6.9 -1.4 -11.5 -12.6 -25.4 -12.0 

3 月 -11.4 -17.1 -8.2 -13.4 -14.0 -8.8 -3.7 -8.7 11.3 -6.7 

4 月 -6.6 -9.6 -11.1 -14.4 -8.2 -12.1 3.1 -8.7 -2.0 -9.9 

5 月 -9.5 -3.4 -6.1 -8.4 -4.7 -3.4 6.8 -1.8 -4.8 -0.8 

6 月 -2.2 -10.1 -2.9 -7.4 -4.2 -7.3 6.5 1.1 -6.0 -8.9 

7 月 1.1 -0.6 -10.5 -13.6 -9.9 -11.6 1.9 -1.9 -6.4 -14.3 

8 月 0.9 -1.0 2.6 1.0 6.0 2.5 2.1 0.1 -3.1 2.9 

9 月 -1.9 0.7 -6.0 -1.6 2.3 -2.4 3.7 1.2 -10.2 -0.5 

10 月 9.3 19.2 -3.2 -4.7 -8.2 -5.0 -0.5 -0.2 -7.6 -0.1 

11 月 12.1 2.8 2.3 9.4 8.4 9.7 8.8 6.8 -1.5 6.2 

12 月 14.0 13.2 6.3 8.0 7.4 8.1 1.6 8.2 -6.5 4.1 

2017 年 1-6 月 12.5 16.5 15.8 21.3 13.8 15.8 9.1 10.7 5.3 18.9 

1 月 7.0 8.6 11.1 19.9 14.6 26.0 -0.3 -0.7 3.2 16.6 

2 月 27.6 42.1 20.2 24.0 22.2 12.0 22.5 21.6 -4.8 38.9 

3 月 13.1 19.6 13.1 27.7 18.7 18.6 21.1 17.7 12.3 19.8 

4 月 9.3 23.5 23.8 17.3 2.9 5.7 8.3 9.5 4.1 10.7 

5 月 8.4 10.2 13.2 19.1 12.4 17.5 -1.4 8.0 5.5 16.5 

6 月 13.0 3.7 13.6 19.8 --- --- --- --- 9.0 15.9 

1.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我國於2016年正式實施「一般貿易制度」。 

3.「---」表示資料尚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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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先進國家(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的貿易比較 (詳表27) 

－出口：2017 年 5 月數據，表列表列國家皆為正成長，以德國出口成長 11.5%為最多，日本成

長 11.4%次之。 

－進口：僅英國呈現衰退(3.3%)，其餘表列國家皆為正成長，日本進口成長 14.3%最大，德國

成長 13.6%次之。 

 

表 27 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出進口成長率 

單位：% 

年(月)別 
美國 日本 德國 英國 法國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2015 年 -7.3 -4.2 -9.5 -20.3 -11.1 -12.9 -8.7 -9.2 -13.0 -15.7 

2016 年 -3.4 -2.7 3.2 -6.2 0.7 0.3 -10.5 0.5 -1.1 -0.5 

1 月 -10.7 -8.5 -12.9 -17.7 -8.1 -5.0 -11.0 -12.7 -7.7 -7.8 

2 月 -4.1 3.2 -0.5 -11.0 1.4 1.9 -0.5 -4.9 -2.2 2.0 

3 月 -6.2 -9.9 -0.6 -9.2 2.2 -1.4 -18.1 1.2 1.4 -0.3 

4 月 -7.7 -8.4 -1.9 -16.2 8.6 4.9 -8.8 16.5 1.0 3.6 

5 月 -6.6 -1.6 -1.5 -4.2 2.7 1.3 -12.7 3.5 9.0 2.8 

6 月 -4.4 -4.4 8.8 -4.4 0.9 0.4 -10.7 5.0 -5.2 -5.0 

7 月 -6.7 -6.1 1.8 -10.7 -9.8 -5.9 -9.4 2.0 -7.9 -6.8 

8 月 -0.1 2.2 9.8 0.8 10.2 6.0 -14.8 12.2 6.0 8.9 

9 月 -0.3 -2.9 9.9 -1.0 0.0 -1.6 -15.9 7.5 -1.5 0.0 

10 月 -1.4 -1.6 3.7 -3.3 -6.3 -4.0 -8.7 -12.5 -9.4 -6.1 

11 月 2.2 5.0 12.7 3.2 5.5 4.9 -7.6 -6.2 2.3 4.5 

12 月 5.6 2.3 10.5 2.2 2.7 4.3 -6.1 -3.5 4.8 0.7 

2017 年 1-5 月 6.7 7.7 9.6 11.9 3.3 6.4 4.6 -6.9 0.0 4.0 

1 月 9.0 12.0 4.3 11.6 9.4 9.4 9.8 0.8 0.5 13.4 

2 月 5.3 0.7 13.0 2.8 -0.9 -0.4 -1.6 -7.3 -4.1 -0.9 

3 月 8.2 9.2 12.0 15.9 6.4 10.3 10.4 -3.6 5.3 6.2 

4 月 4.3 7.0 6.9 14.6 -8.3 -0.5 -4.7 -19.0 -8.8 -6.9 

5 月 7.0 9.3 11.4 14.3 11.5 13.6 9.6 -3.3 6.7 8.9 

1.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 

2.「---」表示資料尚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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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之東協國家(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的貿易比較 (詳表28) 

－出口：2017 年 4 月數據，除印尼數據尚未更新外，表列的國家皆為正成長，以越南出口成長

21.8%為最多，菲律賓成長 20.0%次之。以 2017 年 6 月數據，僅泰國及越南有數據更新，

皆呈現正成長，分別成長 12.0%及 20.9%。 

－進口：2017 年 4 月數據，表列國家皆為正成長，以越南進口成長 22.8%為最多，泰國成長 14.6%

次之。另 2017 年 6 月數據，越南進口成長幅度最大，為 22.2%；其次為泰國成長 13.8%。 

 

表 28 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出進口成長率 

單位：% 

年(月)別 
泰國 馬來西亞 印尼 菲律賓 越南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2015 年 -6.3 -11.5 -14.6 -15.8 -14.7 -19.9 -5.1 3.4 6.2 12.0 

2016 年 1.3 -3.0 -5.1 -4.1 -3.9 -4.9 -4.0 21.2 9.0 5.6 

1 月 -9.4 -12.8 -19.7 -14.6 -21.5 -17.0 -3.9 30.8 0.7 -9.6 

2 月 12.0 -15.4 -8.2 -12.6 -7.1 -11.6 -4.5 1.2 6.1 -0.3 

3 月 2.0 -5.7 -9.3 -14.5 -13.4 -10.4 -14.2 23.9 12.8 -1.0 

4 月 -8.8 -15.6 -5.3 -8.9 -12.4 -14.4 -2.8 39.2 6.8 8.3 

5 月 -2.3 2.8 -11.6 -8.1 -9.3 -4.1 -3.8 53.4 5.1 -2.1 

6 月 1.8 -8.4 -5.3 -0.8 -3.9 -6.8 -11.4 15.8 3.9 4.2 

7 月 -4.1 -4.7 -10.4 -9.8 -16.9 -10.6 -12.3 -1.7 3.8 -2.5 

8 月 10.3 2.1 2.6 5.9 0.2 -0.1 -3.0 12.2 11.8 10.1 

9 月 4.3 6.5 1.7 4.9 -0.2 -2.3 5.5 13.5 11.6 6.2 

10 月 -5.4 5.2 -6.9 -4.8 5.1 3.6 7.6 5.9 7.4 14.6 

11 月 10.6 3.4 7.4 10.8 21.5 10.0 -7.5 19.7 16.1 19.9 

12 月 5.7 9.9 6.2 6.8 16.1 5.8 6.3 75.3 21.0 19.3 

2017 年 1-6 月 8.3 15.3 12.3 17.8 21.1 15.2 18.8 14.9 19.1 24.2 

1 月 10.4 6.7 10.6 13.0 27.9 14.3 24.0 12.2 5.4 3.2 

2 月 -3.8 19.2 19.1 20.2 11.5 11.6 10.0 20.3 29.8 47.6 

3 月 8.8 18.3 13.7 27.7 24.3 19.2 21.1 24.0 14.3 27.2 

4 月 9.7 14.6 6.6 10.4 --- --- 20.0 4.6 21.8 22.8 

5 月 14.3 19.3 --- --- --- --- --- --- 25.0 26.8 

6 月 12.0 13.8 --- --- --- --- --- --- 20.9 22.2 

1.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越南資料為越南海關統計月報。 

2.「---」表示資料尚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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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與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在各重要市場之比較 

 美國市場(詳表29) 

－占有率：2017 年 5 月美國整體進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9.3%，最大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占

比 20.8%、韓國約占 3.0%，我國及馬來西亞分別占 1.8%及 1.6%，新加坡約占 0.9%。 

－成長率：表列國家以中國大陸的表現最佳(11.4%)，我國次之(9.2%)，其餘依序為馬來西亞 

(3.4%)、韓國(-3.7%)及新加坡(-6.4%)。 

 

表 29 我國與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在美國進口市場比較 

單位：% 

年(月)別 
美國進口

成長率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中國大陸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2015 年 -4.2 0.8 1.8 3.2 3.2 11.2 0.8 11.7 1.5 3.5 21.5 

2016 年 -2.7 -4.1 1.8 -2.6 3.2 -2.4 0.8 7.8 1.7 -4.3 21.1 

1 月 -8.5 3.3 2.0 -6.2 3.6 0.7 0.8 -5.0 1.5 -3.7 22.4 

2 月 3.2 4.9 1.8 11.4 3.3 3.6 0.7 16.8 1.6 14.3 21.5 

3 月 -9.9 -28.0 1.7 2.7 3.6 27.0 1.0 6.6 1.8 -27.5 16.7 

4 月 -8.4 -21.5 1.8 -5.8 3.6 -26.0 0.8 -0.1 1.8 -8.8 18.9 

5 月 -1.6 -0.2 1.8 -3.4 3.4 34.5 1.0 8.6 1.7 -3.9 20.5 

6 月 -4.4 -4.0 1.8 -0.3 3.3 17.0 1.0 20.1 1.7 -7.0 20.4 

7 月 -6.1 -4.2 1.8 -6.7 3.2 -14.7 0.8 4.9 1.7 -4.3 21.7 

8 月 2.2 6.1 1.9 -2.8 3.1 -1.6 0.8 10.3 1.7 -2.1 22.3 

9 月 -2.9 -3.3 1.8 -8.9 2.7 -1.3 0.9 4.4 1.6 -8.1 22.6 

10 月 -1.6 -1.4 1.7 -11.8 2.7 -29.1 0.6 6.3 1.6 -1.2 22.8 

11 月 5.0 5.0 1.8 1.7 3.0 -2.8 0.7 18.4 1.7 1.7 22.3 

12 月 2.3 5.2 1.8 1.5 3.0 -16.8 0.6 4.9 1.7 3.6 21.4 

2017 年 1-5 月 7.7 6.7 1.8 -2.5 3.2 0.1 0.8 2.3 1.6 8.1 20.0 

1 月 12.0 3.8 1.8 0.7 3.2 -5.1 0.7 16.5 1.6 11.3 22.3 

2 月 0.7 -3.6 1.7 -12.1 2.9 -1.2 0.7 1.4 1.6 -9.2 19.4 

3 月 9.2 12.4 1.7 2.7 3.4 3.7 0.9 1.4 1.6 14.6 17.6 

4 月 7.0 11.3 1.8 -1.0 3.3 9.5 0.9 -8.6 1.5 13.7 20.1 

5 月 9.3 9.2 1.8 -3.7 3.0 -6.4 0.9 3.4 1.6 11.4 20.8 

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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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市場(詳表30) 

－占有率：2017 年 5 月日本整體進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14.3%，最大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占

比 23.6%；韓國及我國分別占 4.3%與 3.7%，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則分別占 2.8%及

1.3%。 

－成長率：表列國家僅我國(7.8%)及中國大陸(6.3%)呈個位數成長，其餘皆為 2 位數成長，以新

加坡成長幅度最大(25.8%)。 

 

 

表 30 我國與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在日本進口市場比較 

單位：% 

年(月)別 
日本進口

成長率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中國大陸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2015 年 -20.3 -4.2 3.6 -19.7 4.1 0.1 1.2 -26.3 3.3 -11.3 24.8 

2016 年 -6.2 -1.4 3.8 -6.6 4.1 -5.5 1.2 -19.9 2.8 -2.5 25.8 

1 月 -17.7 1.3 4.1 -23.3 3.8 -11.6 1.2 -39.6 3.0 -5.9 27.9 

2 月 -11.0 -5.7 3.8 -10.3 4.1 3.6 1.3 -27.5 3.2 -17.8 24.1 

3 月 -9.2 2.4 3.7 -12.2 4.0 -1.1 1.3 -29.2 3.3 13.5 25.7 

4 月 -16.2 -7.7 4.0 -23.9 4.0 -10.0 1.2 -27.7 2.7 -9.2 26.2 

5 月 -4.2 4.8 3.9 -12.5 4.3 -0.2 1.2 -11.3 2.7 0.2 25.4 

6 月 -4.4 -11.1 3.6 -5.1 4.2 -6.7 1.3 -5.3 2.8 3.0 25.8 

7 月 -10.7 -5.0 3.9 -5.8 4.2 -10.1 1.2 -27.7 2.6 -7.2 24.8 

8 月 0.8 3.3 3.8 5.1 4.0 11.3 1.3 -11.0 2.8 2.9 24.6 

9 月 -1.0 6.2 3.8 -3.1 3.9 -14.1 1.2 -6.5 2.8 -1.5 28.1 

10 月 -3.3 -9.6 3.7 2.7 4.2 -4.9 1.3 -19.6 2.7 -5.1 26.3 

11 月 3.2 3.2 3.7 9.3 4.2 -2.7 1.2 -1.9 2.8 2.0 25.6 

12 月 2.2 4.4 3.6 7.1 4.5 -15.3 1.1 -9.7 2.8 -0.3 24.6 

2017 年 1-5 月 11.9 4.4 3.6 16.1 4.2 19.7 1.3 12.5 3.0 4.0 24.1 

1 月 11.6 -0.6 3.6 21.6 4.2 10.5 1.2 10.6 3.0 10.4 27.6 

2 月 2.8 0.4 3.7 11.4 4.4 20.5 1.5 5.3 3.3 -16.7 19.5 

3 月 15.9 10.8 3.5 17.6 4.0 15.9 1.3 3.3 2.9 10.4 24.5 

4 月 14.6 3.9 3.6 16.1 4.0 27.1 1.4 28.5 3.0 7.0 24.5 

5 月 14.3 7.8 3.7 14.0 4.3 25.8 1.3 19.6 2.8 6.3 23.6 

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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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市場(詳表31) 

－占有率：2017 年 6 月中國大陸整體進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15.9%，占比最高的為日本 9.9%；韓

國 9.4%；我國占 8.6%，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則分別占 3.1%及 1.5%。 

－成長率：表列國家皆呈正成長，以日本表現最佳(17.5%)，其餘依序為我國(12.6%)、馬來西亞

(10.2%)、新加坡(9.6%)及韓國(4.6%)。 

 

表 31 我國與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在中國大陸進口市場比較  

單位：% 

年(月)別 

中國大

陸進口

成長率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日本 

成長率 市占率 成長率 市占率 成長率 市占率 成長率 市占率 成長率 市占率 

2015 年 -18.4 -5.1 9.0 -8.4 10.9 -14.8 1.6 -4.6 3.3 -12.3 8.9 

2016 年 -4.8 -3.2 9.2 -8.9 10.4 -8.8 1.6 -7.9 3.2 1.8 9.5 

1 月 -18.8 -18.0 8.9 -14.5 11.3 -31.1 1.6 -21.0 3.0 -15.9 8.4 

2 月 -12.0 -14.4 8.3 -11.6 11.4 -17.2 1.5 -10.0 3.2 -6.1 9.7 

3 月 -6.7 -5.5 8.8 -8.7 10.6 -20.0 1.4 -10.2 3.3 -2.9 9.9 

4 月 -9.9 -5.0 9.1 -14.4 10.1 -12.8 1.5 -12.8 3.1 -6.4 9.9 

5 月 -0.8 -5.2 9.0 -6.8 10.2 -10.4 1.6 -13.4 3.0 3.4 9.0 

6 月 -8.9 -11.8 8.9 -4.4 10.4 -20.8 1.6 -20.6 3.2 -0.1 9.7 

7 月 -14.3 -8.8 9.1 -12.2 10.1 -14.8 1.6 -18.1 2.9 -4.5 9.6 

8 月 2.9 11.5 9.5 -2.9 9.9 -1.7 1.5 1.2 3.4 13.6 9.6 

9 月 -0.5 7.5 9.6 -10.2 10.4 -1.9 1.6 2.7 3.5 6.3 9.8 

10 月 -0.1 6.2 10.1 -12.2 10.6 1.6 1.6 -5.8 3.1 5.4 9.7 

11 月 6.2 -0.8 9.3 -8.7 10.3 12.6 1.5 9.4 3.3 16.3 9.4 

12 月 4.1 2.2 9.3 -1.1 10.2 19.1 1.6 2.9 3.5 10.4 9.4 

2017 年 1-6 月 18.9 9.6 8.1 8.6 9.7 24.5 1.6 15.3 3.1 15.8 9.2 

1 月 16.6 6.2 8.1 5.6 10.2 30.7 1.8 13.8 2.9 9.8 7.9 

2 月 38.9 39.5 8.3 25.3 10.3 55.6 1.7 28.0 2.9 39.0 9.7 

3 月 19.8 5.8 7.7 7.2 9.5 24.4 1.5 12.2 3.1 13.1 9.3 

4 月 10.7 -1.4 8.1 4.3 9.5 24.7 1.7 11.6 3.2 6.6 9.5 

5 月 16.5 4.3 8.0 7.9 9.4 12.1 1.5 19.8 3.1 13.6 8.8 

6 月 15.9 12.6 8.6 4.6 9.4 9.6 1.5 10.2 3.1 17.5 9.9 

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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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協6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越南)市場(詳表32) 

－占有率：2017 年 3 月東協 6 國進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21.9%，最大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占

比 18.2%，日、韓分別占 8.5%及 7.8%，我國則占 5.3%。 

－成長率：表列國家以日本進口成長幅度最小(3.5%)，而韓國成長幅度最大(27.6%)，我國及中

國大陸分別占 8.5%及 14.5%。 

表 32 我國與韓、日及中國大陸在東協六國（馬、泰、印、菲、星、越）進口市場比較 

單位：% 

年(月)別 
東協六國 

進口成長率 

中華民國 韓國 日本 中國大陸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2015 年 -12.1 -9.4 5.8 -6.3 7.0 -9.3 9.3 1.8 19.6 

2016 年 -1.0 -2.0 5.8 5.1 7.4 4.7 9.8 3.3 20.5 

1 月 -12.5 -9.7 5.8 -4.6 7.0 -5.0 9.7 -6.3 21.7 

2 月 -7.5 -10.7 5.5 6.8 7.7 -5.9 10.5 -11.7 18.5 

3 月 -6.4 -3.1 5.9 -6.5 7.4 -6.7 10.0 10.0 19.4 

4 月 -6.9 -8.3 5.5 -0.9 7.7 -1.1 10.2 4.2 20.8 

5 月 -0.1 -8.4 5.6 0.0 7.5 5.6 9.0 5.3 20.9 

6 月 -3.2 -5.5 5.6 1.2 7.0 9.6 10.3 5.1 20.5 

7 月 -7.7 -3.4 6.0 17.5 8.8 2.4 9.9 -2.2 20.3 

8 月 4.5 8.8 6.2 8.2 7.2 17.2 10.2 6.2 20.4 

9 月 3.0 -1.0 5.7 -1.2 7.3 8.7 10.0 4.5 20.4 

10 月 1.9 -3.7 5.8 11.6 7.5 7.5 10.0 -1.0 19.8 

11 月 11.0 8.7 5.7 10.1 6.9 12.7 9.4 11.3 21.5 

12 月 13.1 13.7 5.6 22.5 7.4 14.4 9.1 13.9 21.2 

2017 年 1-3 月 18.7 11.7 5.4 21.5 7.5 6.5 9.0 11.7 18.7 

1 月 13.6 11.2 5.7 19.5 7.3 0.6 8.6 12.5 21.5 

2 月 20.3 16.5 5.3 16.6 7.5 15.9 10.1 7.0 16.5 

3 月 21.9 8.5 5.3 27.6 7.8 3.5 8.5 14.5 18.2 

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越南貿易資料為越南海關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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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市場(詳表33) 

－占有率：2017 年 5 月歐盟進口成長 14.5%，最大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占比 19.1%，韓國

及我國分別占 2.6%及 1.6%，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則占 1.3%及 1.2%。 

－成長率：表列國家以我國成長幅度最小(9.3%)，其餘表列國皆為 2 位數成長，其中以新加坡

成長 30.4%幅度最大，依序為韓國(19.7%)、中國大陸(14.1%)及馬來西亞(11.2%) 

 

表 33 我國與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在歐盟（EU28）進口市場比較 

單位：% 

年(月)別 

歐盟 28

國進口

成長率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中國大陸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成長率 占有率 

2015 年 -14.7 -8.3 1.5 -9.0 2.4 -0.7 1.1 -2.5 1.3 -2.8 20.3 

2016 年 -1.2 1.8 1.5 -2.4 2.4 -2.8 1.1 -3.0 1.3 -2.0 20.1 

1 月 -10.0 -0.2 1.7 -12.9 2.4 6.3 1.5 -12.4 1.3 -5.8 22.9 

2 月 -3.6 3.5 1.5 7.3 2.4 -13.2 1.0 2.3 1.3 -2.9 21.1 

3 月 -4.2 0.1 1.5 -2.0 2.2 -24.4 0.9 -5.3 1.3 -8.0 18.6 

4 月 1.2 9.6 1.5 16.5 3.3 -19.6 1.0 6.1 1.3 5.5 17.1 

5 月 -0.4 13.8 1.6 5.3 2.5 28.3 1.0 0.6 1.3 3.4 19.1 

6 月 -3.6 -0.9 1.5 -11.6 2.3 -12.1 0.9 -7.7 1.3 0.3 19.3 

7 月 -6.7 -4.8 1.5 -10.0 2.3 -13.6 1.0 -8.8 1.2 -10.5 19.7 

8 月 9.1 9.7 1.5 7.4 2.3 -7.9 1.0 -3.3 1.3 6.3 20.6 

9 月 2.4 -2.3 1.5 -19.0 2.1 40.9 1.4 -4.8 1.2 -0.7 21.1 

10 月 -6.0 -7.3 1.5 -21.7 2.5 -5.6 1.1 -12.9 1.2 -7.1 21.4 

11 月 6.1 4.3 1.5 12.0 2.5 20.3 1.1 11.7 1.4 0.8 20.3 

12 月 3.6 -1.4 1.4 10.9 2.4 -14.1 1.0 1.6 1.4 -2.1 20.2 

2017 年 1-5 月 8.0 4.3 1.5 15.9 2.7 9.4 1.1 3.1 1.2 3.2 18.8 

1 月 16.1 9.6 1.6 41.9 2.9 -21.5 1.0 10.2 1.2 4.5 20.6 

2 月 3.9 -1.8 1.5 12.3 2.6 5.7 1.0 -5.5 1.2 -6.8 19.0 

3 月 10.3 7.4 1.5 23.8 2.5 38.2 1.1 2.3 1.2 2.7 17.4 

4 月 -3.8 -3.7 1.5 -6.9 3.2 6.3 1.1 -2.5 1.3 2.0 18.2 

5 月 14.5 9.3 1.6 19.7 2.6 30.4 1.2 11.2 1.3 14.1 19.1 

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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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各經濟研究機構對我國經濟成長及貿易之預測 

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根據2017年7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1%，出口將成長

4.9%，進口成長率為6.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根據2017年4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1.7%，出口及進口成長

率分別成長3.8%及4.3%。 

亞洲開發銀行(ADB)：根據2017年4月及7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1.8%，出口及進口將

分別成長2.3%及2.9%。(詳表34) 

表 34 國際經濟研究機構對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及進出口之預測 

單位：% 

經濟機構 經濟成長率 出口成長率 進口成長率 

GI 

(2017.7) 
2.1 4.9 6.2 

IMF 

(2017.4) 
1.7 3.8 4.3 

ADB 

(2017.4/2017.7) 
1.8 2.3 2.9 

資料來源：Global Insight Inc., World Overview, 15 July, 2017； 

IMF(2017),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Gaining Momentum? April 2017； 

IMF(201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Volume of goods and services April 2017 

ADB出進口成長率參考自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7: Transcending the Middle-Income Challenge, 

April 2017 

ADB經濟成長率參考自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7 Supplement: Cautious Optimism for Asia's Outlook, 

July 2017 

台經院：根據2017年7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08%，出口及進口將分別成長8.40%，

及9.60%。 

中經院：根據2017年7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14%，出口及進口將分別成長7.71%，

及9.41%。 

主計總處：根據2017年5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05%，出口及進口將分別成長8.57%，

及10.94%。(詳表35) 

表 35 國內各經濟研究機構對2017年我國進出口之預測 

單位：百萬美元；% 

經濟機構 經濟成長率 
出口 進口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台經院 

(2017.7.25) 
2.08 303,900 8.40 252,700 9.60 

中經院 

(2017.7.18) 
2.14 301,928 7.71 252,263 9.41 

主計總處 

(2017.5.26) 
2.05 304,352 8.57 255,786 10.94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動向調查月報 (每季公佈，最新公佈日期：2017.7.25) 

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經濟預測，中經院經濟展望中心 (每季公佈，最新公佈日期：2017.7.18)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 (每季公佈，最新公佈日期：2017.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