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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國際經貿情勢 

國內經貿情勢 

整體貿易分析 

我國對重要貿易夥伴之
貿易分析 

我國與其他國家之貿易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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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經濟研究機構對我國
經濟及進出口之預測 

本期摘要 

 根據IHS Markit (簡稱IHS)於2019年5月15日公布的資料預測，2019

年全球經濟將成長2.8%。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再次上升，主因為美國
於5月13日公告，擬擴大對中國大陸產品加徵關稅的範圍，中國大陸
隨即表示將提出反制措施，導致美中貿易緊張情勢升溫，並引發全
球貿易市場的擔憂氣氛，而全球出進口分別成長0.7%及0.8%。 

 我國2019年4月景氣對策信號維持黃藍燈，同時指標略跌，但領先指
標已經連續4個月回升，製造業經理人指數也自2018年11月以來首次
擴張，工業部門與外銷訂單受查廠商對未來1個月，以及製造業經理
人對未來6個月景氣的看法趨於樂觀，顯示景氣前景逐漸好轉，惟因
5月美中貿易緊張情勢升溫，宜持續關注後續變化。 

 我國2019年4月外銷訂單376.6億美元，年減3.7%，主要是受全球經
濟成長動能不足，終端需求疲弱所致。其中資訊通信產品年增3.3%，
主因智慧型手機、筆電及網路通信產品接單增加所致；電子產品年
減4.6%，係因半導體客戶端持續調整庫存，晶圓代工、封測等接單
減少所致；光學器材年減8.9%，主因主因大尺寸面板需求疲弱，加
上中國大陸新產能持續增加，致價格續跌。 

 2019年4月貿易總額達489.8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微跌0.6%，其中，
出口總額為258.3億美元，衰退3.3%；進口總額為231.5億美元，成長
2.6%。出口連續6個月負成長，表現欠佳原因包括美中貿易戰效應、
全球經濟成長減緩及電子零組件產業淡季等。 

 觀察我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表現： 

 出口方面，4月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東協10國、美國、
歐盟、日本)之出口表現，僅對美國出口大幅成長21.5%，對其他
主要出口市場皆呈現衰退，以對東協10國衰退9.3%跌幅最深，其
次為中國大陸衰退6.4%、日本衰退5.7%，以及歐盟衰退5.6%。 

 進口方面，4月我國自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日本、美國、東
協10國、歐盟)之進口除自日本衰退7.2%外，其餘皆呈現正成長，
其中自美國進口成長20.0%幅度最高，其次為東協10國成長7.1%、
歐盟成長5.5%，以及中國大陸成長3.3%。 

 4月我國前10大出口產品中，以有機化學產品(HS29)出口衰退19.9%
跌幅最深，鋼鐵 (HS72)衰退12.3%次之；出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
零件(HS85)減少3.3億美元為最多。 

 

 (本報告內容及建議，純屬受委託機構之觀點，不代表本機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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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情勢：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再次上升 

一、 根據IHS Markit (簡稱IHS)於2019年5月15日公布的預測報告，2019年全球經濟將成長2.8%，

而全球出進口分別成長0.7%及0.8%。(詳表 1) 

二、 近期其他公布全球經濟預測報告的國際機構包括：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2019年

5月21日將2019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從上一次預測的3.3%下修至3.2%，主因為美中貿易

緊張加劇，恐阻礙全球經濟復甦。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於2019

年5月15日預測2019年全球經濟成長2.6%，且全球貿易活動將明顯受挫。 

三、 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再次上升，主因為美國於5月13日公告，擬擴大對中國大陸產品加徵關

稅的範圍，包括手機、筆電等高科技產品及玩具、服裝等消費品在內約3,250億美元之3,805

項產品，導致美中貿易緊張情勢升溫，並引發全球貿易市場的擔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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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本次預測 

(2019.5)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本次預測 

(2019.5)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實質 GDP 成長率 

全世界 3.2 2.8 0.1 2.8 0.0 

先進國家 2.2 1.8 0.2 1.6 0.0 

新興市場 4.8 4.5 -0.1 4.5 -0.1 

北美自由貿易區 2.7 2.5 0.3 2.1 0.0 

美國 2.9 2.7 0.4 2.1 0.0 

加拿大 1.8 1.4 0.0 1.8 0.0 

墨西哥 2.0 1.2 -0.5 1.5 -0.2 

歐盟(含英國) 2.0 1.3 0.1 1.2 0.1 

英國 1.4 1.2 0.4 1.0 0.1 

法國 1.6 1.1 0.0 0.9 0.0 

德國 1.5 0.8 0.0 1.2 0.1 

義大利 0.7 0.0 0.2 -0.2 0.0 

亞洲 5.0 4.7 -0.1 4.6 -0.1 

臺灣 2.6 2.0 -0.1 2.0 0.0 

中國大陸 6.6 6.2 -0.1 5.9 -0.1 

日本 0.8 0.6 0.0 0.5 -0.1 

韓國 2.7 1.7 -0.3 2.1 -0.3 

香港 3.1 1.9 -0.3 2.0 -0.2 

印尼 5.2 5.0 0.1 5.0 0.1 

馬來西亞 4.7 4.3 0.0 4.4 0.0 

菲律賓 6.3 6.0 -0.1 6.0 -0.1 

新加坡 3.2 1.4 -1.0 2.1 -0.3 

泰國 4.1 3.7 -0.1 3.7 0.1 

越南 7.1 6.5 -0.1 6.5 0.0 

印度* 7.1 6.9 0.0 6.9 0.0 

緬甸 7.1 6.7 0.0 7.0 0.0 

大洋洲           

澳洲 2.8 2.5 0.0 2.6 0.0 

紐西蘭 2.8 2.4 0.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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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本次預測 

(2019.5)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本次預測 

(2019.5)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貿易成長率 

出口 9.4 0.7 -0.7 4.2 -0.1 

進口 10.4 0.8 -0.7 5.0 0.1 

說明：*表财政年度。 

資料來源：IHS Markit, 15 May 2019。 

 美中貿易緊張情勢升溫，美日貿易談判聚焦農工產品 

5月美中貿易緊張情勢升高，主因為美國將啟動對中國大陸新一波懲罰性關稅(但啟動日期未定，

將視徵詢公眾意見結果，再決定課稅清單)，並將中國大陸華為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名單，中國大陸

隨即提出相對應反制措施。未來若美中貿易戰升級，預計兩國經濟受損程度將增加，全球經濟減

緩風險也隨之上升。同時，美國取消對加拿大及墨西哥的鋼鋁關稅。總統川普於月底展開日本訪

問行程，預告美日貿易談判將於8月有重大發表，談判重點在於農產品及汽車關稅。 

 美國2019年首季經濟成長表現優於預期，但市場信心減弱 

根據美國商務部初步估算結果，2019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為3.2%，明顯優於2018年第四季的2.2%，

亦超越先前外界預期的2.0%~2.5%，主要受益於政府支出和企業投資增加，以及出口呈現小幅成

長。2019年3月商品出口較上月成長1.4%至1,417億美元，進口成長1.2%至2,141億美元，貿易入超

從上月的701億美元擴大為724億美元；4月失業率從上月的3.8%降為3.6%，創下1969年12月以來

新低紀錄，亦優於市場預估的3.8%，4月新增就業人口以專業商業服務、營建和醫療保健業為大

宗，新增非農就業人數達26.3萬人，高於上月的18.9萬人(初估為19.6萬人)；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年增率2.1%，其中能源商品指數上升2.9%；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公布4月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

(PMI)指數從上月的55.3微降至52.8，其中，新訂單指數和生產指數較上月下滑，市場信心減弱。 

 歐盟經濟成長率持平，失業率略改善 

根據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歐盟2019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為1.5%，與2018年第4季的成長率

持平，包括德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及英國等主要成員國的成長率較上季微幅提升；2019年

3月的整體失業率為6.4%，較上月的6.5%再次改善，並創下2000年以來的新低紀錄，失業率最高

的國家依序為希臘、西班牙及義大利；3月出口金額為1,734億歐元，較上年同期成長1.2%，進口

金額為1,704億歐元，成長6.4%，貿易出超達29億歐元；在物價方面，3月歐盟CPI年增率從上月的

1.6%上升至1.9%，物價上漲的主要項目依序是服務業、能源及食品飲料菸草。根據IHS Markit資

料顯示，歐元區4月製造業PMI為47.9，較3月的47.5小幅回升，但已連續3個月低於景氣榮枯分界

50以下，顯示製造業景氣低迷。2019年歐盟經濟面臨內外眾多不確定性因素，包括美中貿易戰後

續發展、英國脫歐進程與方式、成員國各自政經挑戰等，考驗歐盟整體經濟的抗壓性。 

 日本出口連續5個月下跌，企業信心仍顯不足 

根據日本財務省貿易統計，2019年4月出口6.7兆日圓，年減2.4%，持續5個月下滑，主要出口夥伴

中，對中國大陸、歐盟及東協均呈現衰退，出口主力產品中跌幅較高的為半導體等電子零組件下

跌5.7%、半導體等製造裝置下跌15.1%，以及船舶下跌19.7%；進口6.6兆日圓，年增6.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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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經濟指標方面，3月失業率從上月的2.3%升至2.5%，就業人數減少較多的產業為製造業、學

術研究專技服務業及金融業；4月CPI年增率為0.9%，較上月0.5%上升，其中以水電項目年增率4.4%

漲幅最高，核心CPI(排除食品、能源價格）年增率為0.6%，較上月0.4%增加0.2個百分比；4月PMI

指數為50.2，優於上月的49.2點，且是3個月以來首次突破景氣榮枯分界50以上，但新訂單及產值

持續減少，顯示企業信心仍然不足，加上美中貿易戰再次升溫，恐增添企業不安情緒。 

 韓國主力出口產品受挫，經濟負面影響加劇 

根據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公布數據，2019年4月出口488.6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2.0%，在前13

大主要出口項目中，僅船舶出口成長53.6%、汽車成長5.8%及一般機械成長0.3%，其餘項目均陷

入衰退，尤其是電腦下跌36.6%、半導體下跌13.5%及顯示器減少9.2%跌幅最深；進口447.4億美

元，成長2.4%；4月失業率4.4%，失業人數達124.5萬人，已連續4個月超過百萬人失業，就業人數

減少較多的產業為製造業及建築業；3月CPI年增率0.6%，已連續4個月低於1%，物價走勢平穩；

4月製造業PMI為50.2，雖高於景氣榮枯分界點50，但主要分項指數如新出口訂單仍位於50以下，

顯示企業對於景氣前景並不樂觀。受到美中貿易戰規模擴大的影響，對於韓國出口主力半導體市

場殊為不利，經濟表現恐將有所減弱。 

 中國大陸4月出口轉為衰退，消費與投資信心降溫 

根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2019年4月規模以上工業成長率5.4%，漲幅較上月的8.4%減

少3.1%；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成長7.2%，漲幅亦較上月的8.7%減弱，顯示生產與消費信心均有

所減弱。4月出口額1,934.9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衰退2.7%，無法延續上月大漲14.2%的氣勢；進口

額1,796.5億美元，成長4.0%；貿易出超138.4億美元。4月CPI年增為2.5%，漲幅持續第2個月擴大，

其中生鮮蔬果與豬肉價格漲幅達兩位數，有助於拉抬整體物價水準；4月製造業PMI為50.1，雖高

於景氣榮枯分界點50，但不及上月的50.5，從分類指數來看，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分別為52.1

及51.4，較上月分別減少0.6及0.2個百分點，顯示景氣熱度已有降溫跡象。 

 東協各國受制於美中貿易戰效應，首季經濟成長率表現普遍低於預期 

印尼2019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為5.1%，低於原先預期，主因為全球經濟成長減緩且出口表現不理

想，4月出口額為126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相比，跌幅較上月的10.0%再擴大13.1%，進口額為151

億美元，衰退6.6%，貿易入超達到單月歷史新高的25億美元。馬來西亞2019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

為4.5%，低於預期，主因為全球貿易市場的不確定升高，3月出口下滑0.5%，其中，出口主力產

品之電子與電機產品下跌1.9%，另進口下跌0.1%。菲律賓2019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為5.6%，低於

上季的6.1%，該國政府認為公共預算在國會卡關，延遲到4月才獲得通過，是首季成長率減緩的

主因；3月出口額為58.8億美元，衰退2.5%，另進口額為90.1億美元，成長7.8%。新加坡2019年第

一季經濟成長率為5.6%，是2009年第二季以來的最低漲幅，其中，製造業結束連續3年的成長，

轉為衰退0.5%；4月非石油國內出口（NODX）大跌10.0%，連續兩個月出現兩位數跌幅，其中，

電子產品大幅衰退16.3%。泰國2019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為2.8%，低於原先預期，主因為美中貿

易戰及全球經濟減緩影響出口表現；3月出口214.4億美元，下跌4.9%，進口194.4億美元，下跌7.6%。

越南2019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為6.8%，低於原先預期，部分係受到非洲豬瘟的負面效應，而成長

動力主要來自於國內消費成長7.0%；4月出口額為199億美元，成長7.5%，進口額為206億美元，

成長17.6%。 

  



5 

 國內經貿情勢 

一、景氣指標 

（一）2019年4月景氣信號仍維持黃藍燈，景氣同時指標也略有下跌，跌幅已漸縮小，而領先指
標則已連續4個月走升，反映景氣改善的可能性提高，值得持續關注未來發展。（參見圖 1）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發會景氣指標查詢系統 https://index.ndc.gov.tw/n/zh_tw/data/eco#/。 

 

圖 1 景氣對策信號與領先、同時指標 

 

（二）2019年4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續揚2.6個百分點至51.7%，為自2018年11月以來
首次呈現擴張。（圖2）五項組成指標（新增訂單、生產數量、人力僱用、供應商交貨時間、
現有原物料存貨水準）新增訂單與人力僱用已轉為擴張，生產數量與存貨持續擴張，供應
商交貨時間也轉為上升。六大產業PMI自2018年7月以來首次全數呈現擴張，在在顯現景氣
回升跡象。 

（三）全體製造業的「未來六個月展望指數」已連續2個月呈現擴張，且指數續升3.6個百分點至
55.7%，為2018年7月以來最快擴張速度，顯見採購經理人對未來6個月景氣的看法趨於樂
觀。（圖2）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發會景氣指標查詢系統 https://index.ndc.gov.tw/n/zh_tw/data/PMI#/。 

 

圖 2 未來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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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生產：2019年4月製造業生產年增0.9%，以六大主要行業來看，除了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
製品業，因受美中貿易紛爭影響，伺服器、交換器、路由器等廠商陸續擴增國內產線，以及
手持行動裝置鏡頭、塑膠透鏡等光學元件因外銷接單暢旺，產量續增，創歷年單月新高，年
增35.6%，已經連續7個月二位數成長，且增幅達2011年9月以來最高，以及汽車及其零件業因
貨車需求活絡，廠商積極生產備貨，以及小轎車新車款上市帶動市場買氣而增產，汽車零件
亦因北美維修需求增加而增產，呈現年增6.7%，結束連續8個月的負成長之外，其餘業別均衰
退。（圖3） 

 

 

說明：化學原材料業係指行業標準分類(第 10版)之「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塑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業」。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統計處網站，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6&html=1&menu_id=6725&bull_id=6118。 

 

圖3 製造業生產指數年變動率 

 

三、外銷訂單 

（一）2019年4月外銷訂單376.6億美元，比2018年4月減少3.7%，主要是受全球經濟成長動能不足，
終端需求疲弱所致。（圖4）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統計處網站，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5&html=1&menu_id=6724&bull_id=5742。 
 

圖4 外銷訂單總額與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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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年4月貨品別外銷訂單除資訊通信產品外，其餘貨品多較2018年同月衰退，其中資訊
通信產品為歷年同月新高，較2018年同月增加3.3%，主因為智慧型手機、筆電及網路通信
產品接單增加所致；電子產品因半導體客戶端持續調整庫存，晶圓代工、封測等接單減少，
加上記憶體需求放緩，價格下跌所致；光學器材年減8.9%，主因大尺寸面板需求疲弱，加
上中國大陸新產能持續增加，致價格續跌，惟光學鏡頭訂單回溫及背光模組訂單續增，抵
銷部分減幅。（圖5）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統計處網站，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5&html=1&menu_id=6724&bull_id=5742。 
 

圖 5 貨品別外銷訂單 

 

（三）2019年4月因全球經濟成長減緩，消費需求、產業投資趨於保守，致國家或地區別外銷訂
單大多為衰退，惟歐洲地區成長5.5%，為歷年同月新高；另日本地區亦成長4.4%。(圖6)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統計處網站，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5&html=1&menu_id=6724&bull_id=5742。 
 

圖 6 地區或國家別外銷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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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匯率：4月新臺幣兌美元匯率與上月相比小幅貶值(表 2) 

2019年4月主要國家(地區)貨幣兌美元與上月相比，主要國家貨幣均呈貶值，尤以英鎊兌美元、韓

元兌美元分別貶值1.09%、1.08%較大。若與上年同月相比，表列之亞洲貨幣、歐元、英鎊兌美元

也均呈現貶值，其中歐元、英鎊兌美元貶幅高達8.43%、7.44%。。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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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4 30.390 110.06 1,133.6 6.8916 1.0723 1.2634 

5 30.156 112.26 1,124.7 6.8899 1.1050 1.2930 

6 30.265 110.91 1,131.6 6.8080 1.1229 1.2801 

7 30.435 112.39 1,133.1 6.7715 1.1518 1.2990 

8 30.263 109.91 1,131.4 6.6710 1.1806 1.2961 

9 30.150 110.72 1,132.9 6.5684 1.1914 1.3325 

10 30.259 112.96 1,129.5 6.6175 1.1756 1.3204 

11 30.110 112.99 1,102.8 6.6254 1.1725 1.3207 

12 29.983 112.95 1,086.0 6.5936 1.1836 1.3404 

2018 

1 29.440 110.77 1,066.5 6.4290 1.2194 1.3821 

2 29.308 2018.90 1,080.7 6.3135 1.2344 1.3954 

3 29.216 106.00 1,071.2 6.3195 1.2336 1.3969 

4 29.394 2018.52 1,068.1 6.2996 1.2276 1.4073 

5 29.878 109.70 1,077.1 6.3743 1.1819 1.3482 

6 30.080 110.03 1,096.0 6.4657 1.1678 1.3291 

7 30.565 111.42 1,123.1 6.7190 1.1688 1.3167 

8 30.729 111.06 1,121.0 6.8518 1.1548 1.2878 

9 30.755 111.95 1,121.1 6.8565 1.1661 1.3061 

10 30.904  112.78  1,132.8  6.9363  1.1484  1.3011  

11 30.857  113.38  1,127.6  6.9408  1.1365  1.2901  

12 30.826  112.57  1,123.9  6.8855  1.1383  1.2676  

2019 

1 30.830  2019.92  1121.7  6.7876  1.1419  1.2888  

2 30.816  110.35  1123.7  6.7356  1.1352  1.3008  

3 30.857  111.21  1131.0  6.7116  1.1302  1.3170  

4 30.861  111.62  1143.4  6.7163  1.1241  1.3026  

與上月比(%) -0.01  -0.37  -1.08  -0.07  -0.54  -1.09  

與上年同月比(%) -4.75  -3.68  -6.59  -6.21  -8.43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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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綜合來看，2019年4月景氣仍然趨緩，不過，景氣復甦跡象持續顯現，而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也顯示景氣回升跡象，對未來6個月景氣的看法也趨於樂觀，多數業別對5月份的生產動向、
外銷訂單的看法也認為可能較4月增加，預期貿易情勢將逐漸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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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整體貿易分析：2019年4月出口續呈跌勢 

1. 貿易總額 489.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微跌 0.6%(詳表 3 及圖 7) 

－出口 ： 2019 年 4 月我國出口總額為 258.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衰退 3.3%，連續第 6 個月負

成長，表現欠佳原因包括美中貿易戰效應、全球經濟成長減緩及電子零組件產業淡

季等。累計 1 至 4 月出口較上年同期衰退 4.0%。 

－進口 ： 2019 年 4 月我國進口總額為 231.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2.6%，主因為國內廠商

持續增購半導體設備，以及頁岩油進口增加。累計 1 至 4 月進口與上年同期持平。 

 

2. 與主要貿易夥伴表現(詳見表 4) 

－出口 ： 4 月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東協 10 國、美國、歐盟、日本)之出口表現，

僅對美國出口大幅成長 21.5%，對其他主要出口市場皆呈現衰退，以對東協 10 國衰

退 9.3%跌幅最深，其次為中國大陸衰退 6.4%、日本衰退 5.7%，以及歐盟衰退 5.6%。 

－進口 ： 4 月我國自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日本、美國、東協 10 國、歐盟)之進口除自日

本衰退 7.2%外，其餘皆呈現正成長，其中自美國進口成長 20.0%幅度最高，其次為

東協 10 國成長 7.1%、歐盟成長 5.5%，以及中國大陸成長 3.3%。 

 

3. 對新南向 18 國出進口表現(詳見表 4 及表 5) 

4 月對新南向 18 國整體出口衰退 8.9%，其中，對南亞 6 國出口衰退 15.1%，對東協 10 國出口

衰退 9.3%，對澳大利亞、紐西蘭則分別成長 10.4%及衰退 7.2%。跌幅達兩位數的國家包括對菲

律賓衰退 47.2%、對印度衰退 19.1%、對泰國衰退 14.2%、對印尼衰退 13.2%及對馬來西亞衰退

13.0%；對菲律賓出口以礦產品(柴油)衰退金額最大。另一方面，漲幅超過兩位數，表現較佳的

國家為對澳大利亞成長 10.4%，主要是礦產品之成長金額最大。在進口方面，自新南向 18 國整

體進口成長 5.8%，其中，自印尼進口成長 60.3%漲幅最高，其次自越南成長 46.8%，但印度衰

退 16.8%跌幅最大。 

累計 1 至 4 月，我對新南向 18 國整體出口衰退 10.0%，其中，對東協 10 國出口衰退 11.2%，

對南亞 6 國出口衰退 8.4%，但對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出口則分別成長 6.2%及 4.4%；對東協 10

國衰退幅度最大的產品為礦產品，跌幅達 56.5%。在進口方面，自新南向 18 國整體進口成長

2.7%，其中，自馬來西亞進口成長 26.9.%漲幅最高，而自馬來西亞進口主力產品為電子零組件

成長 73.2%，但自印度進口衰退 24.9%跌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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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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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5,108.9 -2.2 2,803.2 -1.8 2,305.7 -2.8 497.5 3.4 

2017年 5,765.2 12.8 3,172.5 13.2 2,592.7 12.4 579.8 16.5 

5月 475.7 9.2 255.1 8.4 220.6 10.2 34.5 -1.9 

6月 457.7 8.6 258.1 12.9 199.6 3.4 58.5 64.2 

7月 487.7 9.6 270.9 12.4 216.8 6.2 54.0 46.9 

8月 497.9 10.0 277.6 12.7 220.3 6.8 57.3 43.4 

9月 510.7 25.4 288.7 28.0 222.0 22.2 66.6 52.2 

10月 498.2 1.6 275.4 3.0 222.8 -0.1 52.6 18.9 

11月 517.1 11.6 288.0 13.7 229.1 9.0 58.8 36.5 

12月 528.8 13.6 295.0 14.8 233.7 12.2 61.3 26.2 

2018年 6,222.4 7.9 3,359.1 5.9 2,863.3 10.4 495.8 -14.5 

1月 520.7 18.4 273.6 15.3 247.1 22.1 26.6 -24.3 

2月 416.3 -0.7 223.6 -1.3 192.7 -0.1 30.8 -8.1 

3月 539.6 13.8 299.9 16.7 239.7 10.4 60.1 51.3 

4月 492.8 7.6 267.2 10.0 225.6 4.9 41.5 49.5 

5月 537.9 13.1 291.1 14.1 246.9 11.9 44.2 28.2 

6月 512.4 12.0 282.4 9.4 230.0 15.2 52.4 -10.5 

7月 544.0 11.5 283.5 4.7 260.5 20.1 23.1 -57.3 

8月 519.4 4.3 282.8 1.9 236.7 7.4 46.1 -19.5 

9月 548.7 7.4 296.2 2.6 252.5 13.7 43.7 -34.5 

10月 557.0 11.8 295.5 7.3 261.6 17.4 33.9 -35.6 

11月 509.0 -1.6 277.8 -3.5 231.1 0.9 46.7 -20.7 

12月 524.6 -0.8 285.6 -3.2 238.9 2.2 46.7 -23.9 

2019年1~4月 1,927.1 -2.1 1,021.6 -4.0 905.5 0.0 116.1 -27.0 

1月 536.7 3.1 272.9 -0.3 263.8 6.8 9.1 -65.8 

2月 358.6 -13.9 204.0 -8.8 154.6 -19.8 49.3 59.9 

3月 542.0 0.4 286.4 -4.5 255.6 6.6 30.9 -48.7 

4月 489.8 -0.6 258.3 -3.3 231.5 2.6 26.9 -35.4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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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圖 7 我國各月進出口金額趨勢圖(2017年1月至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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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國對各洲(地區)貿易情形(2019年4月) 

單位：億美元；% 

洲/國家 
201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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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 179.5 133.3 46.2 63.8 69.5 57.6 -5.3 -7.0 -2.9 -17.0 

中國大陸(含香港) 146.1 99.0 47.1 52.0 29.8 38.3 20.3 -5.4 -8.8 2.8 -17.3 

中國大陸 114.4 68.2 46.2 22.0 23.4 26.4 20.0 -2.7 -6.4 3.3 -21.7 

香港 31.7 30.8 0.9 29.9 6.5 11.9 0.4 -14.0 -13.8 -18.3 -13.7 

新南向政策18國 90.8 51.0 39.8 11.2 18.5 19.7 17.2 -3.0 -8.9 5.8 -38.9 

南亞6國 6.4 4.4 2.0 2.4 1.3 1.7 0.9 -15.2 -15.1 -15.3 -15.0 

印度 4.4 2.6 1.8 0.9 0.9 1.0 0.8 -18.2 -19.1 -16.8 -23.4 

東南亞國協(10) 72.5 43.5 28.9 14.6 14.8 16.8 12.5 -3.4 -9.3 7.1 -30.4 

印尼 7.2 2.6 4.7 -2.1 1.5 1.0 2.0 23.2 -13.2 60.3 --- 

馬來西亞 16.3 7.7 8.7 -1.0 3.3 3.0 3.7 -0.6 -13.0 13.7 --- 

菲律賓 6.0 4.2 1.8 2.3 1.2 1.6 0.8 -39.7 -47.2 -10.8 -60.2 

新加坡 20.6 14.1 6.4 7.7 4.2 5.5 2.8 -0.1 6.4 -11.9 28.7 

泰國 7.8 4.4 3.4 0.9 1.6 1.7 1.5 -12.2 -14.2 -9.4 -28.2 

越南 13.6 9.8 3.8 6.0 2.8 3.8 1.6 16.7 8.1 46.8 -7.3 

日本 52.1 16.8 35.3 -18.5 10.6 6.5 15.2 -6.7 -5.7 -7.2 -8.4 

韓國 28.2 15.6 12.6 2.9 5.8 6.0 5.4 0.3 18.7 -15.8 --- 

大洋洲 13.2 3.3 9.9 -6.6 2.7 1.3 4.3 8.9 -10.9 17.5 39.3 

澳大利亞 10.9 2.8 8.1 -5.3 2.2 1.1 3.5 8.6 10.4 8.0 6.7 

紐西蘭 1.0 0.3 0.7 -0.4 0.2 0.1 0.3 -0.1 -7.2 3.6 15.1 

歐洲 49.8 24.5 25.3 -0.7 10.2 9.5 10.9 0.3 -5.3 6.3 --- 

歐盟區28國 43.9 22.9 21.0 1.8 9.0 8.8 9.1 -0.6 -5.6 5.5 -57.1 

西班牙 1.9 1.3 0.6 0.7 0.4 0.5 0.2 10.4 12.3 6.3 17.4 

法國 4.0 1.3 2.7 -1.3 0.8 0.5 1.2 9.5 6.9 10.9 15.2 

英國 4.7 2.7 2.0 0.7 1.0 1.0 0.9 -1.4 -13.9 23.2 -52.5 

荷蘭 7.2 4.6 2.6 2.0 1.5 1.8 1.1 4.2 -4.3 23.2 -26.2 

義大利 3.6 1.6 2.0 -0.4 0.7 0.6 0.9 -13.6 -18.9 -8.9 86.0 

德國 12.5 5.7 6.8 -1.0 2.6 2.2 2.9 -3.5 0.2 -6.4 -31.7 

俄羅斯 3.1 0.9 2.3 -1.4 0.6 0.3 1.0 -9.2 -15.0 -6.8 -1.0 

北美洲 72.2 38.3 33.8 4.5 14.7 14.8 14.6 20.3 21.4 19.1 42.7 

美國 67.9 36.0 31.8 4.2 13.9 14.0 13.8 20.8 21.5 20.0 34.2 

加拿大 4.3 2.3 2.0 0.3 0.9 0.9 0.9 12.9 19.8 5.7 516.0 

中美洲 4.2 2.6 1.5 1.1 0.9 1.0 0.7 5.5 6.5 4.0 10.0 

墨西哥 2.9 2.0 0.9 1.1 0.6 0.8 0.4 19.6 11.1 44.1 -6.4 

南美洲 1.9 4.1 -2.2 6.3 0.4 1.6 -1.0 -11.6 55.3 340.7 100.9 

巴西 3.0 0.9 2.1 -1.2 0.6 0.4 0.9 29.1 -17.4 71.6 1,009.4 

中東14國 26.9 4.4 22.5 -18.0 5.5 1.7 9.7 -1.2 -17.2 2.7 9.2 

土耳其 1.5 1.0 0.5 0.5 0.3 0.4 0.2 3.0 -19.4 149.0 -50.0 

沙烏地阿拉伯 7.5 0.5 6.9 -6.4 1.5 0.2 3.0 14.3 -19.3 18.1 22.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6.6 1.5 5.1 -3.6 1.3 0.6 2.2 26.6 65.6 18.4 5.8 

伊朗 0.1 0.1 0.1 0.0 0.0 0.0 0.0 -86.6 -83.5 -88.7 -99.0 

科威特 3.7 0.1 3.6 -3.6 0.8 0.0 1.6 -1.9 -26.1 -1.1 -0.3 

非洲 3.0 2.0 1.0 1.0 0.6 0.8 0.4 -14.6 6.5 -39.4 276.2 

奈及利亞 0.1 0.1 0.0 0.1 0.0 0.0 0.0 -70.4 8.4 -94.1 --- 

南非 0.8 0.5 0.3 0.2 0.2 0.2 0.1 -48.2 -0.4 -71.4 --- 

其他 5.9 -0.5 6.4 -6.9 1.2 -0.2 2.8 50.8 -172.2 98.2 171.2 

全球 489.8 258.3 231.5 26.9 100.0 100.0 100.0 -0.6 -3.3 2.6 -35.4 

說明：出進口數據皆含復出口及復進口；出超變入超或入超變出超，以「---」表示。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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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我國對各洲(地區)貿易情形(2019年1至4月) 

單位：億美元；% 

洲/國家 
2019年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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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5 709.6 524.0 185.6 64.0 69.5 57.9 -5.2 -7.7 -1.7 -21.2 

中國大陸(含香港) 572.5 391.0 181.5 209.4 29.7 38.3 20.0 -6.7 -10.6 3.3 -20.0 

中國大陸 449.8 271.7 178.1 93.5 23.3 26.6 19.7 -5.5 -10.9 4.0 -30.0 

香港 122.7 119.3 3.4 115.9 6.4 11.7 0.4 -10.6 -10.1 -25.3 -9.6 

新南向政策18國 352.6 199.3 153.3 46.0 18.3 19.5 16.9 -4.9 -10.0 2.7 -36.2 

南亞6國 26.6 18.3 8.2 10.1 1.4 1.8 0.9 -13.8 -8.4 -23.8 9.6 

印度 18.7 11.3 7.4 3.8 1.0 1.1 0.8 -17.6 -11.9 -24.9 32.3 

東南亞國協(10) 277.8 168.0 109.8 58.3 14.4 16.4 12.1 -5.8 -11.2 3.7 -30.1 

印尼 24.6 9.6 15.0 -5.4 1.3 0.9 1.7 -6.0 -16.5 2.3 71.2 

馬來西亞 63.8 30.3 33.5 -3.2 3.3 3.0 3.7 4.6 -12.4 26.9 --- 

菲律賓 26.0 18.9 7.1 11.8 1.4 1.8 0.8 -38.8 -44.8 -13.7 -54.7 

新加坡 78.7 52.5 26.3 26.2 4.1 5.1 2.9 -0.8 1.6 -5.2 9.4 

泰國 31.9 18.6 13.3 5.4 1.7 1.8 1.5 -11.0 -8.8 -13.8 6.4 

越南 49.0 35.1 13.9 21.2 2.5 3.4 1.5 8.7 4.7 20.0 -3.3 

日本 216.2 74.7 141.6 -66.9 11.2 7.3 15.6 -2.1 2.3 -4.2 -10.6 

韓國 109.0 57.0 52.0 5.0 5.7 5.6 5.7 1.5 18.2 -12.0 --- 

大洋洲 51.7 13.6 38.1 -24.5 2.7 1.3 4.2 4.8 -0.8 6.9 11.8 

澳大利亞 44.1 11.5 32.6 -21.0 2.3 1.1 3.6 8.6 6.2 9.5 11.3 

紐西蘭 4.1 1.4 2.7 -1.3 0.2 0.1 0.3 -2.5 4.4 -5.7 -14.5 

歐洲 209.5 99.4 110.1 -10.7 10.9 9.7 12.2 -0.6 -2.1 0.9 39.5 

歐盟區28國 184.5 92.5 91.9 0.6 9.6 9.1 10.2 -0.5 -2.5 1.7 -86.0 

西班牙 6.8 4.0 2.8 1.2 0.4 0.4 0.3 6.6 -2.7 23.6 -34.7 

法國 16.9 5.8 11.1 -5.4 0.9 0.6 1.2 -9.4 3.2 -14.8 -28.2 

英國 18.5 11.5 7.0 4.6 1.0 1.1 0.8 -0.8 -3.1 3.2 -11.4 

荷蘭 36.0 18.7 17.3 1.4 1.9 1.8 1.9 25.5 2.5 65.7 -81.7 

義大利 15.2 7.0 8.2 -1.2 0.8 0.7 0.9 -16.1 -19.5 -12.9 60.3 

德國 51.8 23.1 28.6 -5.5 2.7 2.3 3.2 -5.0 3.0 -10.6 -42.3 

俄羅斯 14.1 3.6 10.5 -7.0 0.7 0.3 1.2 -8.6 -1.2 -10.9 -15.2 

北美洲 276.7 150.8 125.9 24.9 14.4 14.8 13.9 16.1 19.0 12.8 65.3 

美國 261.6 142.2 119.4 22.8 13.6 13.9 13.2 16.8 19.8 13.4 70.3 

加拿大 14.9 8.6 6.3 2.3 0.8 0.8 0.7 4.8 7.4 1.5 27.9 

中美洲 16.4 10.4 6.0 4.4 0.9 1.0 0.7 3.6 3.6 3.7 3.5 

墨西哥 10.7 8.1 2.7 5.4 0.6 0.8 0.3 8.4 9.5 5.1 11.9 

南美洲 7.4 13.2 -5.8 19.0 0.4 1.3 -0.6 -16.7 -2.3 25.8 4.9 

巴西 10.0 3.8 6.2 -2.5 0.5 0.4 0.7 -10.6 -14.6 -8.0 4.2 

中東14國 100.8 18.0 82.8 -64.9 5.2 1.8 9.1 -9.6 -23.6 -5.8 0.7 

土耳其 4.9 3.6 1.3 2.3 0.3 0.4 0.1 -22.5 -33.5 46.1 -48.7 

沙烏地阿拉伯 27.8 2.5 25.4 -22.9 1.4 0.2 2.8 -8.1 -17.3 -7.1 -5.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9.9 5.3 14.6 -9.2 1.0 0.5 1.6 -2.7 12.3 -7.3 -15.8 

伊朗 0.6 0.4 0.3 0.1 0.0 0.0 0.0 -88.4 -80.9 -92.5 --- 

科威特 14.2 0.4 13.8 -13.3 0.7 0.0 1.5 -11.7 -4.4 -11.9 -12.1 

非洲 12.3 7.2 5.1 2.1 0.6 0.7 0.6 -16.8 8.4 -37.4 --- 

奈及利亞 0.9 0.4 0.5 -0.1 0.0 0.0 0.1 -4.3 19.1 -16.8 -58.2 

南非 3.8 2.0 1.8 0.2 0.2 0.2 0.2 -39.0 -15.4 -53.1 --- 

其他 18.8 -0.6 19.3 -19.9 1.0 -0.1 2.1 2.0 800.3 4.7 7.4 

全球 1,927.1 1,021.6 905.5 116.1 100.0 100.0 100.0 -2.1 -4.0 0.0 -27.0 

說明：出進口數據皆含復出口及復進口；出超變入超或入超變出超，以「---」表示。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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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國主要貿易貨品(詳見表 6 至表 8) 

－出口 ： 4 月出口較上年同期衰退 3.3%，在前 10 大出口產品中，以有機化學產品(HS29)出口衰

退 19.9%跌幅最深，其次為鋼鐵(HS72)衰退 12.3%、塑膠及其製品(HS39)衰退 11.4%；出

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減少 3.3 億美元為最多。累計 1 至 4 月，較上年同期

衰退 4.0%，其中以銅及其製品(HS74)衰退 20.6%幅度最高，鋼鐵 (HS72)衰退 15.7%次

之；出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減少 21.7 億美元為最多。 

－進口 ： 4 月進口較上年同期成長 2.6%，在前 10 大進口產品，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

13.0%漲幅最高，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成長 12.8%次之；進口金額以礦物燃料(HS27)

增加 4.3億美元為最多。累計 1至 4月，較上年同期持平，其中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

成長 18.4%為最多，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成長 11.0%次之；進口金額以機械用具及其

零件(HS84)增加 20.8 億美元為最多。 

 

表 6 我國對全球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4月 2018年4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258.3 100.0 267.2 100.0 -8.8 -3.3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08.1 41.9 111.4 41.7 -3.3 -3.0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4.4 13.3 32.0 12.0 2.4 7.4 

39 塑膠及其製品 16.7 6.5 18.9 7.1 -2.2 -11.4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2.4 4.8 13.3 5.0 -0.9 -7.0 

27 礦物燃料 11.3 4.4 10.4 3.9 0.9 8.2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7.8 3.0 7.3 2.7 0.5 6.8 

29 有機化學產品 7.7 3.0 9.6 3.6 -1.9 -19.9 

72 鋼鐵 7.6 3.0 8.7 3.3 -1.1 -12.3 

73 鋼鐵製品 6.7 2.6 6.8 2.5 -0.1 -0.9 

38 雜項化學產品 3.3 1.3 3.0 1.1 0.3 10.1 

  其他 42.4 16.4 45.8 17.2 -3.4 -7.5 

  進口總額 231.5 100.0 225.6 100.0 5.9 2.6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59.6 25.7 60.0 26.6 -0.4 -0.7 

27 礦物燃料 41.5 17.9 37.2 16.5 4.3 11.5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1.3 13.5 27.7 12.3 3.6 13.0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9.8 4.2 8.7 3.8 1.1 12.8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7.3 3.2 7.0 3.1 0.3 3.8 

72 鋼鐵 7.3 3.1 7.9 3.5 -0.7 -8.5 

29 有機化學產品 6.9 3.0 8.1 3.6 -1.3 -15.5 

39 塑膠及其製品 6.0 2.6 6.4 2.8 -0.3 -5.2 

38 雜項化學產品 4.9 2.1 6.2 2.8 -1.3 -21.7 

74 銅及其製品 4.7 2.0 4.8 2.1 -0.1 -2.9 

  其他 52.3 22.6 51.5 22.8 0.8 1.5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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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我國對全球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1至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1至4月 2018年1至4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021.6 100.0 1,064.2 100.0 -42.6 -4.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430.8 42.2 452.5 42.5 -21.7 -4.8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38.7 13.6 124.0 11.7 14.7 11.9 

39 塑膠及其製品 65.8 6.4 73.0 6.9 -7.3 -10.0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48.4 4.7 51.6 4.8 -3.1 -6.1 

27 礦物燃料 41.0 4.0 41.9 3.9 -0.9 -2.2 

29 有機化學產品 33.9 3.3 38.9 3.7 -5.1 -13.1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31.5 3.1 31.6 3.0 -0.1 -0.3 

72 鋼鐵 29.8 2.9 35.4 3.3 -5.5 -15.7 

73 鋼鐵製品 27.0 2.6 27.0 2.5 -0.1 -0.3 

74 銅及其製品 12.7 1.2 16.0 1.5 -3.3 -20.6 

  其他 162.1 15.9 172.3 16.2 -10.2 -5.9 

  進口總額 905.5 100.0 905.2 100.0 0.3 0.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39.4 26.4 236.4 26.1 3.0 1.3 

27 礦物燃料 150.3 16.6 150.8 16.7 -0.5 -0.3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34.0 14.8 113.2 12.5 20.8 18.4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39.3 4.3 35.4 3.9 3.9 11.0 

29 有機化學產品 28.4 3.1 34.3 3.8 -5.9 -17.3 

72 鋼鐵 26.7 2.9 29.5 3.3 -2.9 -9.7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5.7 2.8 27.5 3.0 -1.8 -6.6 

39 塑膠及其製品 23.9 2.6 24.6 2.7 -0.7 -2.8 

38 雜項化學產品 19.5 2.2 23.1 2.5 -3.6 -15.4 

74 銅及其製品 17.7 2.0 19.9 2.2 -2.2 -11.1 

  其他 200.6 22.2 210.4 23.2 -9.8 -4.6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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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9年3月我國貨品出口增減原因分析表 

一、201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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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3.3 

●化學品減 2.6 億美元(-13.9%)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減 2.5 億美元(-9.9%) 

●電子零組件減 4.3 億美元(-5.0%)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4.5 億美元(17.0%) 

中國大陸(含香港) 99.0 38.3 -9.6 -8.8 

●化學品減 1.8 億美元(-20.2%)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減 1.6 億美元(-28.4%) 

●電子零組件減 1.7 億美元(-3.5%) 

東協 43.5 16.8 -4.4 -9.3 

●礦產品減 2.5 億美元(-49.0%) 

●電子零組件減 1.3 億美元(-6.8%)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0.6 億美元(32.0%) 

美國 36.0 14.0 6.4 21.5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0.7 億美元(14.0%) 

電機產品增 0.6 億美元(29.5%)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3.9 億美元(56.6%) 

歐洲 24.5 9.5 -1.4 -5.3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減 0.7 億美元(-13.6%) 

●機械減 0.6 億美元(-17.4%) 

●資通與視聽產品減 0.6 億美元(-11.0%) 

日本 16.8 6.5 -1.0 -5.7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減 0.4 億美元(-20.2%) 

●電子零組件減 0.3 億美元(-5.6%)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0.4 億美元(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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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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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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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258.3 100.0 -8.8 -3.3    

電子零組件 81.2 31.4 -4.3 -5.0 

● 二極體、發光二極體等
(HS8541)減1.7億美元(-30.7%) 

● 中國大陸減0.5億美元(-22.4%) 

● 香港減0.2億美元(-17.8%) 

● 越南減0.2億美元(-65.2%) 

● 中國大陸LED產能持續開出，產
品價格競爭激烈，加上應用市場
已逐漸飽和，需求力道疲弱，衝
擊我國出口表現。 

● 積體電路(HS8542)減1.9億美
元(-2.6%) 

● 香港減2.2億美元(-10.0%) 

● 馬來西亞減0.6億美元(-12.8%) 

● 南韓減0.3億美元(-6.0%) 

✔中國大陸增1.7億美元(9.0%) 

● 因客戶端持續去化庫存而下單保
守所導致，特別是智慧型手機銷
售情形不佳，市場需更多時間去
化，致出口表現疲弱。 

資通與視聽
產品 

30.7 11.9 4.5 17.0 

✔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
等(HS8471)增 2.1億美元(53.2%) 

✔美國增2.1億美元(133.8%) 

✔日本增0.1億美元(76.4%) 

✔日本增0.1億美元(76.4%) 

✔雲端伺服器及零附件廠商提高國
內產能，且需求增加，對美國出
口熱絡，連帶零附件需求也增加。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70至
8472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HS8473)增1.6億美元(28.9%) 

✔新加坡增0.9億美元(443.0%) 

✔美國增0.7億美元(53.9%) 

✔中國大陸增0.2億美元(22.0%) 

● 香港減0.2億美元( -29.1%) 

✔電話機其他傳輸或接收聲
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
(HS8517)增1.5億美元(39.3%) 

✔美國增1.4億美元(109.3%) 

 

✔網通產品需求活絡，通訊設備零
件、交換器、路由器生產及出口
擴增。 

機械 21.2 8.2 -1.4 -6.2 

✔渦輪噴射引擎、螺旋槳推動用
渦輪機及其他燃氣渦輪機
(HS8411)增0.4億美元(16.5%) 

✔中國大陸增0.3億美元(4495.3%) 

✔土耳其增0.2億美元(1069.2%) 

● 新加坡減0.3億美元( -91.8%) 

● 美中貿易摩擦造成中國大陸投資
意願保守，對一般機械設備需求
減少，促使工具機、工業機器人
等機械產品需求縮減，但專用機
械的渦輪機因特殊需求使出口提
升。 

● 本章未列名之橡膠或塑膠加
工機或以此類原料製造產品
之機械(HS8477)減0.3億美元
(-28.0%) 

● 中國大陸減0.1億美元(-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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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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 21.2 8.2 -1.4 -6.2 

● 傳動軸（包括凸輪軸及曲柄
軸）及曲柄；軸承殼及平軸
承；齒輪及齒輪裝置；滾珠或
滾子螺桿；齒輪箱及其他變速
器，包括扭矩轉換器；飛輪及
滑輪，包括滑輪組；離合器及
聯軸器（包括萬向接頭）
(HS8483)減0.4億美元(-26.3%) 

● 中國大陸減0.3億美元(-37.5%) 

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 
23.1 9.0 -2.5 -9.9 

● 鐵或非合金鋼之半製品

(HS7207)減0.3億美元(-100.0%) 

● 菲律賓泰國減1.6億美元(-100.0%) 

● 南韓泰國減1.0億美元( -100.0%) 

● 雖然鋼價有所回升但仍處於低

檔，且因美國232條款加徵關稅及

歐盟實施防衛措施影響，以及部

分業者產線設備檢修，導致生產

與出口雙雙減弱。 

● 不銹鋼扁軋製品，寬度600公

厘及以上者(HS7219)減0.4億

美元(-24.6%) 

● 義大利減0.1億美元(-52.1%) 

● 精煉銅及銅合金，未經塑性

加工者(HS7403)減0.7億美元

(-96.4%) 

● 中國大陸減0.7億美元(-96.9%) 

塑橡膠及其

製品 
19.0 7.3 -2.2 -10.4 

● 苯乙烯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HS3903)減0.7億美元(-20.4%) 

● 中國大陸減0.4億美元(-24.8%) ● 因為美中貿易戰陰影下，中國大

陸對塑膠原料的聚碳酸酯等原料

相關需求減少；國際油價仍處低

檔，影響產品價格也持續低迷，

不利於出口中國大陸市場。 

● 聚縮醛，其他聚醚及環氧樹

脂，初級狀態等(HS3907)減

0.8億美元(-18.7%) 

● 中國大陸減0.2億美元(-12.1%) 

● 聚醯胺，初級狀態(HS3908)

減0.3億美元(-34.4%) 

●中國大陸減0.2億美元(-54.4%) 

化學品 16.1 6.2 -2.6 -13.9 

● 氫，稀有氣體及其他非金屬元

素 (HS2804) 減 0.6 億 美 元
(-74.5%) 

● 中國大陸減0.5億美元(-86.1%) ● 因部分生產設備檢修及工安事
件，使出口減弱。 

● 雖然國際油價報價漲跌互見，但
在美中貿易戰衝擊下，化學品需
求仍持續疲軟，相關化學品價格
也未上揚，因此多數化學品出口
仍然衰退。 

●環烴 (HS2902)減 1.0億美元

(-43.0%) 

● 中國大陸減0.9億美元(-45.6%) 

● 美國減0.1億美元(-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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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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品 16.1 6.2 -2.6 -13.9 

●非環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

或亞硝化衍生物(HS2905)減

0.4億美元(-24.3%) 

● 中國大陸減0.2億美元(-13.7%) 

● 越南減0.1億美元(-64.4%) 

 

✔多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

氧化物及過氧酸；其鹵化、磺

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HS2917)增0.4億美元(35.8%) 

✔越南增0.2億美元(173.3%) 

✔中國大陸增0.1億美元(19.5%) 

電機產品 8.9 3.5 0.3 3.5 

✔腳踏車或機動車輛用之電氣

照明或信號設備（第8539節所

列者除外）、擋風板刮刷器、

去霜器及去霧器(HS8512)增

0.2億美元(17.1%) 

✔美國增0.1億美元(23.2%) ✔受到美中貿易摩擦影響，美國此

產品自中國大陸進口雖然仍維持

成長，但已有部分需求增加向我

國採購。 

✔本章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

之電機及器具(HS8543)增0.2

億美元(69.3%) 

✔美國增0.3億美元(265.8%) 

礦產品 12.1 4.7 0.8 7.6 

✔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

類，但原油除外；以石油或瀝

青質礦物為基本成份之未列

名製品，其含石油或提自瀝青

質礦物之油以重量計達70%

及以上者；廢油(HS2710)增

0.7億美元(6.8%) 

✔韓國增3.5億美元(276.5%) 

●菲律賓減2.9億美元(-87.9 %) 

✔主要因採購商將出口至菲律賓轉

為韓國的移轉效應，國際原油價

格雖處於低檔，但已出現回升，

間接致使部分石油煉製品出口增

加。 

運輸工具 9.0 3.5 0.4 4.1 

✔機器腳踏車及腳踏車裝有輔

助動力者；邊車(HS8711)增

0.5億美元( 91.2%) 

✔荷蘭增0.2億美元(420.6%) ✔主因是歐盟國家逐漸風行電動自

行車，因此出口持續熱銷，並帶

動零件出口成長。 

✔遊艇及其他遊樂或運動用

船；划槳船及獨木舟(HS8903)

增0.3億美元(486.8%) 

✔美國增0.2億美元(643.5%) 

✔澳大利亞增0.1億美元(304.9%) 

✔此一產品多屬於一次性採購，因

此會出現爆增數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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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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學器材 8.8 3.4 -0.7 -7.2 

✔任何材料所製之光學透鏡、稜

鏡、反射鏡及其他光學元件，

業經裝配為儀器或器具之零

件或配件者，未經光學加工之

玻璃元件除外(HS9002)增0.3

億美元(19.9%) 

✔中國大陸增0.3億美元(28.9%) 

✔越南增0.2億美元(156.9%) 

✔雖然整體光學器材出口因中國大

陸新產能開出，導致供需失衡使

價格下跌，進而造成出口呈現衰

退，但其中的光學鏡頭、背光模

組因未被取代，使得需求反而上

揚，出口逆勢出現成長。 

● 液晶裝置（未構成為其他號列

所更明確說明之物品者）；雷

射，雷射二極體除外；其他光

學用具及儀器，本章未列名者

(HS9013)減1.0億美元(-16.8%) 

● 中國大陸減0.7億美元(-15.3%) 

● 香港減0.4億美元(-33.2%) 

● 主要係因中國大陸積極扶植面板

產業的發展，透過各種政策補

貼，中國大陸大尺寸電視面板產

能持續增加，使面板產業價量齊

跌，擠壓我出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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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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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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至表 11) 

－出口 ： 4 月對美出口 36.0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21.5%，占我出口比重 14.0%，其中以機

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出口成長 50.7%幅度最高，主要是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

單元(HS8471)大幅成長，金屬工具及其零件(HS82)成長 33.4%次之。出口金額以機

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 3.2 億美元為最多。累計 1 至 4 月，出口較上年同期成長

19.8%，其中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53.8%幅度最高，玩具及運動用品(HS95)

成長 31.5%次之；出口金額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 13.7 億美元最多。 

－進口 ： 4 月自美進口 31.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20.0%，占我進口比重 13.8%，其中以礦

物燃料(HS27)成長 388.0%漲幅最為突出。進口金額亦以礦物燃料(HS27)增加 5.1 億

美元最多。累計 1 至 4 月，進口較上年同期成長 13.4%，以礦物燃料(HS27)成長 65.4%

為最多，雜項化學產品(HS38)成長 20.1%次之；進口金額以礦物燃料(HS27)增加 7.3

億美元最多。 

表 9 我國對美國出進口統計 

年(月)別 
貿易總值 出口總值 進口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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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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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671.8 11.7 8.1 369.4 11.6 10.2 302.4 11.7 5.7 67.1 36.1 

5月 58.0 12.2 6.4 32.0 12.5 12.9 26.0 11.8 -0.5 6.0 175.0 

6月 53.2 11.6 -1.3 31.2 12.1 7.0 22.0 11.0 -11.1 9.2 109.1 

7月 55.7 11.4 5.7 32.8 12.1 18.6 22.9 10.6 -8.6 9.8 287.2 

8月 59.4 11.9 8.9 32.4 11.7 7.0 27.0 12.3 11.3 5.4 -10.4 

9月 57.7 11.3 20.3 33.1 11.5 20.5 24.6 11.1 19.9 8.5 22.5 

10月 55.6 11.2 -1.6 30.8 11.2 0.6 24.9 11.2 -4.2 5.9 27.6 

11月 61.0 11.8 9.1 33.6 11.7 13.5 27.4 12.0 4.3 6.2 85.9 

12月 60.2 11.4 11.4 33.0 11.2 12.4 27.2 11.6 10.2 5.8 23.9 

2018年 744.1 12.0 10.8 396.9 11.8 7.4 347.2 12.1 14.8 49.8 -25.8 

1月 57.5 11.0 2.8 31.4 11.5 11.0 26.2 10.6 -5.5 5.2 815.1 

2月 50.5 12.1 9.6 26.3 11.8 12.6 24.2 12.6 6.5 2.1 224.0 

3月 59.7 11.1 7.7 31.3 10.4 4.2 28.4 11.8 11.8 2.9 -37.5 

4月 56.2 11.4 5.1 29.7 11.1 2.5 26.5 11.8 8.1 3.1 -28.9 

5月 65.7 12.2 13.4 36.3 12.5 13.4 29.5 11.9 13.4 6.8 13.7 

6月 58.3 11.4 9.5 32.9 11.7 5.4 25.4 11.0 15.2 7.5 -18.1 

7月 66.3 12.2 19.0 33.5 11.8 2.1 32.8 12.6 43.1 0.6 -93.4 

8月 63.7 12.3 7.2 33.3 11.8 2.6 30.4 12.9 12.7 2.8 -47.7 

9月 67.8 12.4 17.7 36.2 12.2 9.4 31.6 12.5 28.8 4.6 -46.4 

10月 65.5 11.8 17.7 33.9 11.5 10.3 31.5 12.1 26.8 2.4 -59.5 

11月 64.4 12.7 5.6 34.8 12.5 3.7 29.6 12.8 8.0 5.3 -15.4 

12月 68.5 13.0 13.6 37.4 13.1 13.4 31.0 13.0 14.0 6.4 10.5 

2019年1~4月 261.6 13.6 16.8 142.2 13.9 19.8 119.4 13.2 13.4 22.8 70.3 

1月 72.6 13.5 26.2 38.0 13.9 21.0 34.7 13.1 32.5 3.3 -36.8 

2月 49.6 13.8 -1.9 29.0 14.2 10.2 20.6 13.3 -15.0 8.4 295.8 

3月 71.5 13.2 19.8 39.2 13.7 25.2 32.3 12.6 13.8 6.8 137.5 

4月 67.9 13.9 20.8 36.0 14.0 21.5 31.8 13.8 20.0 4.2 34.2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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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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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我國對美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4月 2018年3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36.0 100.0 29.7 100.0 6.4 21.5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9.6 26.8 7.9 26.7 1.7 21.8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9.5 26.4 6.3 21.3 3.2 50.7 

73 鋼鐵製品 2.6 7.3 2.4 8.1 0.3 10.5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6 7.2 2.2 7.4 0.4 18.3 

39 塑膠及其製品 1.8 4.9 1.6 5.3 0.2 13.3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1 3.0 1.0 3.4 0.1 9.1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0.9 2.4 0.7 2.2 0.2 31.4 

94 家具、燈具及配件；組合建物 0.8 2.3 0.7 2.4 0.1 19.5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0.8 2.2 0.6 2.0 0.2 33.4 

40 橡膠及其製品 0.7 1.9 0.7 2.2 0.0 6.5 

  其他 5.6 15.5 5.7 19.1 -0.1 -1.4 

  進口總額 31.8 100.0 26.5 100.0 5.3 20.0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7.5 23.6 6.7 25.2 0.8 12.3 

27 礦物燃料 6.4 19.9 1.3 4.9 5.1 388.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3.6 11.3 4.0 15.1 -0.4 -10.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5 7.8 1.7 6.3 0.8 48.9 

88 航空器及其零件 1.2 3.9 1.1 4.0 0.2 16.2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1.1 3.3 1.3 5.0 -0.3 -19.8 

38 雜項化學產品 1.0 3.1 0.9 3.2 0.1 15.4 

10 穀類 0.8 2.6 1.0 3.9 -0.2 -19.2 

39 塑膠及其製品 0.8 2.4 0.8 3.0 0.0 -3.5 

02 肉及食用雜碎 0.7 2.2 0.7 2.7 0.0 -2.0 

  其他 6.3 19.9 7.1 26.7 -0.8 -10.8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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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我國對美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1至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1至4月 2018年1至4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42.2 100.0 118.6 100.0 23.5 19.8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9.2 27.6 25.5 21.5 13.7 53.8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37.1 26.1 31.7 26.8 5.4 16.9 

73 鋼鐵製品 10.7 7.5 9.5 8.0 1.2 12.6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10.1 7.1 9.5 8.0 0.6 6.4 

39 塑膠及其製品 6.9 4.9 6.4 5.4 0.5 8.5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4.4 3.1 3.9 3.3 0.5 12.5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3.5 2.5 2.7 2.3 0.8 31.5 

94 家具、燈具及配件；組合建物 3.1 2.2 2.8 2.3 0.4 13.9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3.0 2.1 2.6 2.2 0.4 16.0 

40 橡膠及其製品 2.6 1.8 2.4 2.0 0.2 7.8 

  其他 21.4 15.1 21.7 18.3 -0.2 -1.1 

  進口總額 119.4 100.0 105.3 100.0 14.1 13.4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9.7 24.8 24.9 23.6 4.8 19.3 

27 礦物燃料 18.5 15.5 11.2 10.6 7.3 65.4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5.1 12.7 14.8 14.0 0.4 2.5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9.1 7.6 7.6 7.2 1.5 20.0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5.2 4.3 4.3 4.1 0.9 19.9 

88 航空器及其零件 4.2 3.5 4.5 4.3 -0.3 -6.6 

29 有機化學產品 3.4 2.8 3.3 3.1 0.1 3.1 

38 雜項化學產品 3.3 2.8 2.8 2.6 0.6 20.1 

39 塑膠及其製品 3.1 2.6 3.2 3.0 -0.1 -2.8 

12 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 2.7 2.3 3.2 3.0 -0.5 -14.6 

  其他 25.2 21.1 25.7 24.4 -0.5 -1.9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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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日本貿易分析(詳表 12 至表 14) 

－出口 ： 4月對日本出口16.8億美元，較上年同月衰退5.7%，占我出口比重6.5%，其中以鋼鐵

(HS72)衰退幅度最高(-22.4%)，包括其他熱軋之鐵(HS7208)及冷軋之鐵(HS7209)均呈

現兩位數下跌，其次為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衰退17.9%；出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

零件(HS85)和鋼鐵(HS72)減少0.2億美元最多。累計1至4月，出口較上年同期成長

2.3%，其中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11.2%幅度最大，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成長6.6%次之；出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增加2.1億美元為最多。 

－進口 ： 4月自日本進口35.3億美元，較上年同月衰退7.2%，占我進口比重15.2%，以銅及其

製品(HS74)跌幅最高(-36.0%)，雜項化學品(HS38)衰退30.1%次之；另以電機設備及

其零件(HS85)進口金額減少1.1億美元為最多。累計1至4月，進口較上年同期衰退

4.2%，以銅及其製品(HS74)衰退幅度最大(-28.0%)，鋼鐵(HS72)衰退21.5%次之；進

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減少4.2億美元最多。 

 

表 12 我國對日本出進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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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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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627.3 10.9 4.2 207.8 6.6 6.3 419.4 16.2 3.3 -211.6 0.4 

5月 49.9 10.5 0.9 16.1 6.3 3.9 33.8 15.3 -0.5 -17.7 -4.1 

6月 51.1 11.2 -1.5 17.2 6.7 6.8 33.8 16.9 -5.3 -16.6 -15.3 

7月 54.6 11.2 0.8 19.4 7.2 5.6 35.1 16.2 -1.7 -15.7 -9.5 

8月 51.4 10.3 -2.9 17.2 6.2 5.9 34.3 15.6 -6.7 -17.1 -16.8 

9月 55.2 10.8 10.2 19.7 6.8 25.5 35.5 16.0 3.2 -15.8 -15.5 

10月 52.9 10.6 -8.2 17.2 6.2 -6.0 35.7 16.0 -9.2 -18.5 -12.1 

11月 53.8 10.4 3.6 18.2 6.3 8.9 35.6 15.6 1.1 -17.4 -5.9 

12月 55.8 10.6 7.6 18.0 6.1 9.3 37.9 16.2 6.8 -19.9 4.6 

2018年 672.2 10.8 7.2 230.8 6.9 11.1 441.4 15.4 5.2 -210.5 -0.5 

1月 55.7 10.7 22.0 19.0 6.9 14.3 36.7 14.8 26.3 -17.7 42.4 

2月 50.1 12.0 -2.6 16.2 7.2 9.8 34.0 17.6 -7.6 -17.8 -19.2 

3月 59.2 11.0 10.2 20.0 6.7 18.7 39.2 16.4 6.4 -19.2 -4.0 

4月 55.9 11.3 8.1 17.9 6.7 7.4 38.0 16.9 8.4 -20.1 9.4 

5月 55.2 10.3 10.5 18.8 6.4 16.5 36.4 14.7 7.6 -17.6 -0.4 

6月 57.4 11.2 12.5 20.9 7.4 21.2 36.6 15.9 8.1 -15.7 -5.5 

7月 60.1 11.0 10.1 20.4 7.2 5.0 39.7 15.2 12.9 -19.3 22.7 

8月 53.5 10.3 3.9 18.5 6.5 7.5 35.0 14.8 2.1 -16.5 -3.3 

9月 56.9 10.4 3.0 20.4 6.9 3.4 36.5 14.5 2.8 -16.1 2.0 

10月 59.3 10.7 12.2 20.3 6.9 18.0 39.0 14.9 9.4 -18.7 1.5 

11月 54.2 10.6 0.6 19.5 7.0 7.2 34.7 15.0 -2.7 -15.1 -13.1 

12月 54.8 10.4 -1.9 19.1 6.7 6.3 35.7 14.9 -5.8 -16.6 -16.8 

2019年1~4月 216.2 11.2 -2.1 74.7 7.3 2.3 141.6 15.6 -4.2 -66.9 -10.6 

1月 55.7 10.4 0.1 21.6 7.9 13.7 34.1 12.9 -7.0 -12.5 -29.2 

2月 44.0 12.3 -12.2 15.4 7.6 -4.4 28.5 18.5 -16.0 -13.1 -26.4 

3月 64.4 11.9 8.8 20.8 7.3 4.1 43.6 17.1 11.3 -22.9 18.7 

4月 52.1 10.6 -6.7 16.8 6.5 -5.7 35.3 15.2 -7.2 -18.5 -8.4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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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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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我國對日本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4月 2018年4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6.8 100.0 17.9 100.0 -1.0 -5.7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7.7 45.6 7.9 44.1 -0.2 -2.4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9 11.2 1.7 9.8 0.1 8.3 

39 塑膠及其製品 1.3 8.0 1.5 8.2 -0.1 -8.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0.6 3.7 0.7 4.1 -0.1 -15.4 

72 鋼鐵 0.6 3.6 0.8 4.4 -0.2 -22.4 

73 鋼鐵製品 0.4 2.6 0.5 2.8 -0.1 -12.5 

03 水產品 0.4 2.4 0.3 1.8 0.1 25.6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0.3 1.8 0.4 2.0 -0.1 -17.9 

28 無機化學品等 0.3 1.7 0.3 1.7 0.0 -8.1 

29 有機化學產品 0.3 1.6 0.3 1.8 -0.1 -16.4 

  其他 3.0 17.9 3.5 19.3 -0.4 -12.9 

  進口總額 35.3 100.0 38.0 100.0 -2.7 -7.2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3 23.4 9.4 24.7 -1.1 -11.7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6.6 18.8 5.8 15.2 0.9 15.0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9 8.1 2.6 6.8 0.3 10.5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2 6.3 2.6 6.8 -0.4 -13.9 

39 塑膠及其製品 2.2 6.1 2.4 6.2 -0.2 -7.8 

72 鋼鐵 1.8 5.1 1.9 5.0 -0.1 -5.6 

38 雜項化學產品 1.7 4.8 2.4 6.3 -0.7 -30.1 

29 有機化學產品 1.5 4.2 1.5 4.0 0.0 -3.1 

74 銅及其製品 1.0 2.8 1.5 4.1 -0.6 -36.0 

37 感光或電影用品 0.8 2.3 0.9 2.3 -0.1 -6.4 

  其他 6.3 18.0 7.1 18.6 -0.7 -10.4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5 

表 14 我國對日本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1至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1至4月 2018年1至4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74.7 100.0 73.0 100.0 1.7 2.3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33.3 44.6 31.2 42.7 2.1 6.6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9 11.9 8.0 10.9 0.9 11.2 

39 塑膠及其製品 5.8 7.8 5.7 7.8 0.1 2.4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8 3.7 3.1 4.2 -0.3 -10.7 

72 鋼鐵 2.7 3.7 2.6 3.6 0.1 3.8 

73 鋼鐵製品 2.0 2.7 2.1 2.8 -0.1 -2.9 

03 水產品 1.6 2.1 1.8 2.5 -0.2 -12.3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1.6 2.1 1.7 2.4 -0.2 -10.1 

29 有機化學產品 1.4 1.9 1.5 2.1 -0.1 -7.7 

28 無機化學品等 1.2 1.6 1.3 1.8 -0.1 -5.8 

  其他 13.5 18.0 14.0 19.2 -0.5 -3.9 

  進口總額 141.6 100.0 147.8 100.0 -6.3 -4.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2.0 22.6 25.6 17.3 6.4 25.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31.4 22.2 35.6 24.1 -4.2 -11.7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9.9 7.0 10.1 6.8 -0.2 -2.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8.8 6.2 9.4 6.4 -0.6 -5.9 

39 塑膠及其製品 8.6 6.0 9.2 6.2 -0.6 -6.7 

38 雜項化學產品 7.2 5.1 8.5 5.7 -1.3 -15.2 

29 有機化學產品 6.4 4.5 6.4 4.3 0.0 0.3 

72 鋼鐵 5.5 3.9 7.0 4.7 -1.5 -21.5 

74 銅及其製品 3.9 2.8 5.4 3.7 -1.5 -28.0 

37 感光或電影用品 2.9 2.0 3.1 2.1 -0.3 -9.3 

  其他 25.0 17.7 27.5 18.6 -2.6 -9.3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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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中國大陸(含香港)貿易分析(詳表 15 至表 17) 

－出口 ： 4月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99.0億美元，較上年同月衰退8.8%，占我出口比重

38.3%，其中銅及其製品(HS74)衰退幅度最大(35.2%)，包括精煉銅箔(HS7410)、精煉

銅條及桿(HS7407)等產品均大幅減少，鋼鐵(HS72)衰退22.6%次之；另電機設備及其

零件(HS85)出口金額減少2.1億美元為最多。累計1至4月，出口較上年同期衰退

10.6%，其中以礦物燃料(HS27)衰退43.6%跌幅最深，銅及其製品(HS74)衰退24.4%

次之；出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衰退21.7億美元為最多。 

－進口 ： 4月自中國大陸(含香港)進口47.1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2.8%，占我進口比重

20.3%，以銅及其製品(HS74)漲幅最高(53.1%)，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成長14.1%次

之；另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進口金額成長2.7億美元為最多。累計1至4月，進

口較上年同期成長3.3%，其中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成長11.6%幅度最高，關稅

配額之貨品(HS98)成長8.9%次之；進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增加8.8億美

元為最多。 

表 15 我國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進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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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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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817.7 31.5 15.3 1,302.1 41.0 16.0 515.5 19.9 13.8 786.6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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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21.0 40.2 20.1 6.5 64.2 32.2 

7月 150.8 30.9 12.0 107.1 39.5 11.7 43.7 20.2 12.9 63.4 10.8 

8月 159.0 31.9 13.7 113.9 41.0 14.5 45.1 20.5 11.9 68.8 16.2 

9月 167.2 32.7 28.9 121.5 42.1 29.4 45.7 20.6 27.6 75.8 30.5 

10月 165.2 33.2 6.5 119.2 43.3 4.9 46.0 20.6 10.8 73.2 1.5 

11月 173.9 33.6 16.2 124.5 43.2 16.3 49.4 21.6 15.8 75.1 16.6 

12月 174.7 33.0 17.9 128.1 43.4 16.8 46.6 19.9 20.7 81.4 14.7 

2018年 1,935.4 31.1 6.5 1,383.5 41.2 6.2 551.9 19.3 7.1 831.5 5.7 

1月 162.6 31.2 23.3 111.4 40.7 21.0 51.2 20.7 28.7 60.2 15.1 

2月 118.2 28.4 -5.0 83.2 37.2 -10.8 35.0 18.2 12.7 48.2 -22.6 

3月 178.0 33.0 22.0 134.3 44.8 30.8 43.7 18.2 1.1 90.5 52.5 

4月 154.5 31.3 13.5 108.6 40.7 13.1 45.8 20.3 14.2 62.8 12.3 

5月 167.9 31.2 16.6 118.5 40.7 19.2 49.4 20.0 10.8 69.0 26.1 

6月 157.9 30.8 9.2 114.9 40.7 10.0 43.0 18.7 7.0 71.9 11.9 

7月 163.9 30.1 8.7 115.8 40.8 8.2 48.1 18.5 10.0 67.7 6.9 

8月 159.3 30.7 0.2 117.3 41.5 3.0 42.0 17.7 -6.8 75.3 9.4 

9月 172.9 31.5 3.4 123.8 41.8 1.9 49.1 19.5 7.5 74.7 -1.4 

10月 175.9 31.6 6.5 125.7 42.5 5.5 50.2 19.2 9.1 75.5 3.2 

11月 161.7 31.8 -7.0 114.6 41.2 -8.0 47.1 20.4 -4.6 67.4 -10.3 

12月 162.6 31.0 -6.9 115.4 40.4 -9.9 47.2 19.7 1.2 68.2 -16.2 

2019年1~4月 572.5 29.7 -6.7 391.0 38.3 -10.6 181.5 20.0 3.3 209.4 -20.0 

1月 161.3 30.1 -0.8 103.2 37.8 -7.4 58.1 22.0 13.5 45.1 -25.2 

2月 100.1 27.9 -15.3 74.6 36.6 -10.4 25.5 16.5 -27.0 49.0 1.7 

3月 165.0 30.4 -7.3 114.2 39.9 -15.0 50.8 19.9 16.1 63.4 -30.0 

4月 146.1 29.8 -5.4 99.0 38.3 -8.8 47.1 20.3 2.8 52.0 -17.3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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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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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我國對中國大陸(含香港)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4月 2018年4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99.0 100.0 108.6 100.0 -9.6 -8.8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54.9 55.4 57.0 52.4 -2.1 -3.6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9.1 9.1 9.9 9.1 -0.8 -8.5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8.5 8.6 9.5 8.7 -0.9 -9.9 

39 塑膠及其製品 7.0 7.1 8.1 7.4 -1.1 -13.7 

29 有機化學產品 4.2 4.3 5.0 4.6 -0.8 -16.0 

74 銅及其製品 1.9 1.9 2.9 2.6 -1.0 -35.2 

27 礦物燃料 1.1 1.1 1.3 1.2 -0.2 -17.1 

38 雜項化學產品 0.9 0.9 1.1 1.0 -0.1 -13.7 

72 鋼鐵 0.8 0.8 1.1 1.0 -0.2 -22.6 

70 玻璃及玻璃器 0.7 0.7 0.9 0.8 -0.2 -22.1 

  其他 9.9 10.0 12.0 11.0 -2.0 -17.0 

  進口總額 47.1 100.0 45.8 100.0 1.3 2.8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2.1 47.0 19.5 42.6 2.7 13.6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7.2 15.3 7.0 15.3 0.2 2.3 

74 銅及其製品 1.6 3.5 1.1 2.3 0.6 53.1 

39 塑膠及其製品 1.4 2.9 1.3 2.9 0.0 2.2 

29 有機化學產品 1.4 2.9 1.2 2.6 0.2 12.6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2 2.6 1.3 2.9 -0.1 -6.3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1.1 2.2 1.0 2.2 0.1 5.5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0.8 1.7 0.7 1.6 0.1 14.1 

38 雜項化學產品 0.8 1.7 1.4 3.0 -0.6 -42.9 

72 鋼鐵 0.6 1.3 2.2 4.8 -1.6 -71.7 

  其他 8.9 18.8 9.1 19.8 -0.2 -2.2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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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我國對中國大陸(含香港)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1至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1至4月 2018年1至4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391.0 100.0 437.5 100.0 -46.6 -10.6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17.2 55.6 238.9 54.6 -21.7 -9.1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6.9 9.4 36.8 8.4 0.1 0.2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33.2 8.5 36.2 8.3 -3.0 -8.4 

39 塑膠及其製品 26.5 6.8 31.0 7.1 -4.5 -14.5 

29 有機化學產品 19.5 5.0 22.3 5.1 -2.8 -12.4 

74 銅及其製品 7.5 1.9 9.9 2.3 -2.4 -24.4 

38 雜項化學產品 3.7 0.9 3.9 0.9 -0.3 -7.3 

72 鋼鐵 3.6 0.9 4.6 1.1 -1.0 -22.2 

27 礦物燃料 3.2 0.8 5.7 1.3 -2.5 -43.6 

70 玻璃及玻璃器 2.9 0.7 3.8 0.9 -0.9 -23.3 

  其他 36.8 9.4 44.4 10.1 -7.5 -17.0 

  進口總額 181.5 100.0 175.8 100.0 5.8 3.3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4.9 46.8 76.1 43.3 8.8 11.6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8.1 15.5 26.1 14.8 2.0 7.6 

39 塑膠及其製品 5.2 2.9 4.8 2.7 0.4 7.9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4.8 2.7 5.3 3.0 -0.4 -8.3 

74 銅及其製品 4.7 2.6 4.4 2.5 0.3 7.4 

29 有機化學產品 4.7 2.6 4.9 2.8 -0.2 -3.8 

72 鋼鐵 4.5 2.5 6.9 3.9 -2.5 -35.5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4.0 2.2 3.6 2.1 0.3 8.9 

38 雜項化學產品 3.4 1.9 5.3 3.0 -1.9 -35.9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3.3 1.8 3.0 1.7 0.3 8.7 

  其他 34.0 18.7 35.3 20.1 -1.4 -3.9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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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新南向 18 國貿易分析(詳表 18 至表 20) 

－出口 ： 4月對新南向18國出口51.0億美元，較上年同月衰退8.9%，占我出口比重19.7%，其

中以礦物燃料(HS27)衰退43.0%幅度最大，主因為對菲律賓柴油(HS2710)出口大幅減

少所致；出口金額亦以礦物燃料(HS27)減少2.3億美元為最多。累計1至4月，出口較

上年同期衰退10.0%，其中以礦物燃料(HS27)衰退48.1%跌幅最深，鋼鐵(HS72)衰退

8.6%次之；出口金額以礦物燃料(HS27)減少12.3億美元為最多。 

－進口 ： 4月自新南向18國進口39.8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5.8%，占我進口比重17.2%，以

礦石、熔渣及礦灰(HS26)成長幅度最大(70.3%)，鋼鐵(HS72)成長50.3%次之；另以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和礦石、熔渣及礦灰(HS26)進口金額成長0.9億美元最多。

累計1至4月，進口較上年同期成長2.7%，其中以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成長51.8%漲

幅最高，其主要進口來源為新加坡；進口金額則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成長5.2

億美元為最多，主要是自馬來西亞進口積體電路(HS8542)大幅成長。 

表 18 我國對新南向政策(18國)出進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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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6年 959.6 18.8 -3.4 594.2 21.2 -1.5 365.4 15.8 -6.4 228.8 7.4 

2017年 1,108.0 19.2 15.5 673.8 21.2 13.4 434.3 16.7 18.8 239.5 4.7 

5月 93.2 19.6 14.4 53.3 20.9 5.9 40.0 18.1 28.1 13.3 -30.3 

6月 87.8 19.2 9.4 54.9 21.3 11.1 33.0 16.5 6.8 21.9 18.1 

7月 94.8 19.4 17.5 58.5 21.6 15.5 36.3 16.7 20.7 22.2 8.0 

8月 98.1 19.7 17.1 61.3 22.1 19.2 36.8 16.7 13.9 24.5 28.1 

9月 91.7 18.0 18.8 57.6 19.9 23.1 34.1 15.4 12.3 23.4 43.3 

10月 95.0 19.1 3.0 57.3 20.8 3.2 37.7 16.9 2.8 19.6 3.9 

11月 94.3 18.2 6.6 59.0 20.5 10.5 35.3 15.4 0.6 23.7 29.5 

12月 97.0 18.4 10.9 60.7 20.6 13.0 36.3 15.5 7.5 24.5 22.2 

2018年 1,169.3 18.8 5.5 683.7 20.4 1.5 485.6 17.0 11.8 198.1 -17.3 

1月 100.0 19.2 13.9 58.8 21.5 14.5 41.2 16.7 12.9 17.6 18.5 

2月 77.7 18.7 -7.5 47.7 21.3 -5.0 30.0 15.6 -11.2 17.7 7.8 

3月 99.4 18.4 4.6 58.9 19.7 3.2 40.5 16.9 6.7 18.4 -3.8 

4月 93.6 19.0 4.9 56.0 21.0 6.5 37.6 16.7 2.6 18.4 15.5 

5月 99.3 18.5 6.4 58.9 20.2 10.6 40.4 16.3 1.0 18.6 39.4 

6月 98.0 19.1 11.6 59.3 21.0 8.1 38.7 16.8 17.4 20.6 -6.0 

7月 103.9 19.1 9.6 58.5 20.6 0.0 45.4 17.4 24.9 13.2 -40.7 

8月 97.8 18.8 -0.3 55.1 19.5 -10.0 42.6 18.0 15.8 12.5 -48.9 

9月 100.1 18.2 9.2 57.3 19.3 -0.5 42.8 17.0 25.5 14.5 -38.3 

10月 105.6 19.0 11.1 59.9 20.3 4.5 45.7 17.5 21.1 14.3 -27.3 

11月 97.0 19.1 2.9 57.7 20.8 -2.1 39.3 17.0 11.3 18.5 -22.1 

12月 97.0 18.5 0.0 55.5 19.4 -8.6 41.6 17.4 14.5 13.9 -43.0 

2019年1~4月 352.6 18.3 -4.9 199.3 19.5 -10.0 153.3 16.9 2.7 46.0 -36.2 

1月 96.2 17.9 -3.8 51.3 18.8 -12.8 44.9 17.0 9.1 6.3 -64.0 

2月 68.4 19.1 -11.9 42.7 20.9 -10.4 25.7 16.6 -14.2 17.0 -3.9 

3月 97.2 17.9 -2.3 54.3 19.0 -7.9 42.9 16.8 5.9 11.4 -38.1 

4月 90.8 18.5 -3.0 51.0 19.7 -8.9 39.8 17.2 5.8 11.2 -38.9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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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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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我國對新南向政策(18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4月 2018年4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51.0 100.0 56.0 100.0 -5.0 -8.9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9.6 38.3 21.4 38.2 -1.8 -8.4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5.8 11.3 5.3 9.4 0.5 9.1 

39 塑膠及其製品 3.7 7.2 4.0 7.2 -0.3 -7.8 

72 鋼鐵 3.3 6.5 3.0 5.4 0.3 9.9 

27 礦物燃料 3.1 6.0 5.4 9.6 -2.3 -43.0 

29 有機化學產品 1.8 3.6 2.1 3.8 -0.3 -14.0 

60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1.4 2.7 1.6 2.9 -0.3 -16.3 

54 人造纖維絲 1.1 2.2 1.1 2.0 0.0 -3.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0.9 1.8 0.8 1.4 0.1 19.0 

73 鋼鐵製品 0.7 1.4 0.8 1.4 -0.1 -11.4 

  其他 9.7 19.0 10.5 18.7 -0.8 -7.5 

  進口總額 39.7 100.0 37.6 100.0 2.2 5.8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0.4 26.2 9.5 25.2 0.9 9.8 

27 礦物燃料 9.9 25.0 9.8 26.1 0.1 1.3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5 8.7 3.3 8.8 0.2 4.6 

26 礦石、熔渣及礦灰 2.1 5.4 1.3 3.4 0.9 70.3 

72 鋼鐵 1.6 4.1 1.1 2.9 0.6 50.3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2 3.1 0.8 2.2 0.4 44.2 

29 有機化學產品 0.7 1.8 1.2 3.2 -0.5 -39.8 

39 塑膠及其製品 0.5 1.4 0.6 1.5 0.0 -2.4 

74 銅及其製品 0.5 1.3 0.9 2.4 -0.4 -42.5 

76 鋁及其製品 0.5 1.3 0.4 1.1 0.1 22.3 

  其他 8.7 21.8 8.7 23.3 -0.1 -0.8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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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我國對新南向政策(18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1至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1至4月 2018年1至4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99.3 100.0 221.4 100.0 -22.1 -10.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77.6 38.9 83.2 37.6 -5.7 -6.8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1.2 10.6 19.6 8.8 1.6 8.4 

39 塑膠及其製品 14.6 7.3 15.7 7.1 -1.1 -7.2 

27 礦物燃料 13.3 6.7 25.5 11.5 -12.3 -48.1 

72 鋼鐵 11.7 5.9 12.8 5.8 -1.1 -8.6 

29 有機化學產品 7.5 3.7 7.7 3.5 -0.2 -2.9 

60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5.1 2.6 5.5 2.5 -0.4 -7.4 

54 人造纖維絲 4.1 2.1 4.1 1.8 0.0 1.2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3.5 1.7 3.1 1.4 0.3 10.1 

73 鋼鐵製品 2.9 1.4 3.1 1.4 -0.2 -8.0 

  其他 37.9 19.0 41.0 18.5 -3.1 -7.5 

  進口總額 153.3 100.0 149.3 100.0 4.0 2.7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43.0 28.1 37.9 25.4 5.2 13.6 

27 礦物燃料 37.2 24.2 38.5 25.8 -1.4 -3.5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3.3 8.7 12.8 8.5 0.5 4.2 

26 礦石、熔渣及礦灰 6.1 4.0 4.5 3.0 1.6 35.2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5.6 3.7 3.7 2.5 1.9 51.8 

72 鋼鐵 5.1 3.3 4.5 3.0 0.7 14.5 

74 銅及其製品 3.0 2.0 3.8 2.5 -0.8 -21.0 

29 有機化學產品 2.9 1.9 4.0 2.7 -1.1 -27.0 

76 鋁及其製品 2.2 1.5 1.8 1.2 0.4 21.5 

39 塑膠及其製品 2.1 1.4 2.2 1.5 -0.1 -4.5 

  其他 32.7 21.4 35.6 23.9 -2.9 -8.1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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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歐盟(28 國)貿易分析(詳表 21 至表 23) 

－出口 ： 4月對歐盟出口22.9億美元，較上年同月衰退5.6%，占我出口比重8.8%，以鋼鐵(HS72)

衰退幅度最大(36.0%)，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出口衰退14.2%次之；出口金額以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別減少0.7億美元為最多。累計1至4月，出口較上年同期衰

退2.5%，其中以鋼鐵(HS72)衰退32.3%為最多，有機化學產品(HS29)衰退16.3%次之；

出口金額以鋼鐵(HS72)衰退2.0億美元為最多。 

－進口 ： 4月自歐盟進口21.0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5.5%，占我進口比重9.1%，以鋼鐵(HS72)

成長幅度最高(79.6%)，航空器及其零件(HS88)成長45.0%次之；進口金額以機械用

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1.2億美元為最多。累計1至4月，進口較上年同期成長1.7%，

其中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38.0%為最多，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成長

10.1%次之；進口金額則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6.6億美元為最多。 

表 21 我國對歐盟(28國)出進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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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6年 488.5 9.6 2.5 245.8 8.8 1.9 242.6 10.5 3.2 3.2 -48.0 

2017年 532.3 9.2 9.0 271.8 8.6 10.6 260.5 10.0 7.4 11.3 255.9 

5月 47.3 9.9 11.5 24.3 9.5 11.9 23.0 10.4 11.1 1.2 30.0 

6月 42.2 9.2 5.5 21.5 8.3 6.3 20.7 10.4 4.7 0.8 65.6 

7月 44.7 9.2 2.2 23.3 8.6 8.9 21.4 9.9 -4.2 1.8 --- 

8月 43.7 8.8 3.9 23.1 8.3 6.6 20.6 9.4 0.9 2.5 100.8 

9月 48.5 9.5 28.8 25.7 8.9 40.4 22.8 10.3 17.7 2.9 --- 

10月 46.3 9.3 1.3 22.7 8.2 7.6 23.6 10.6 -4.1 -0.9 -73.4 

11月 45.4 8.8 11.3 22.3 7.7 9.6 23.1 10.1 12.9 -0.8 674.0 

12月 51.5 9.7 14.7 25.3 8.6 20.9 26.2 11.2 9.3 -0.8 -72.8 

2018年 574.1 9.2 7.9 294.6 8.8 8.4 279.5 9.8 7.3 15.0 33.0 

1月 50.7 9.7 25.4 23.3 8.5 4.7 27.4 11.1 50.5 -4.2 --- 

2月 39.5 9.5 8.4 22.2 9.9 19.3 17.3 9.0 -2.9 4.8 570.1 

3月 51.0 9.5 17.5 25.3 8.4 15.9 25.7 10.7 19.2 -0.4 --- 

4月 44.1 9.0 4.1 24.2 9.1 15.6 19.9 8.8 -7.0 4.3 --- 

5月 51.8 9.6 9.5 26.5 9.1 9.4 25.3 10.2 9.7 1.3 3.6 

6月 48.5 9.5 14.8 25.9 9.2 20.3 22.6 9.8 9.2 3.3 292.0 

7月 46.9 8.6 5.0 23.9 8.4 2.9 23.0 8.8 7.2 1.0 -47.9 

8月 48.7 9.4 11.5 24.7 8.7 7.1 24.0 10.1 16.4 0.7 -70.8 

9月 52.1 9.5 7.3 26.0 8.8 1.0 26.1 10.3 14.4 -0.1 --- 

10月 48.5 8.7 4.8 24.6 8.3 8.6 23.9 9.1 1.2 0.7 --- 

11月 41.8 8.2 -7.9 21.2 7.6 -4.8 20.6 8.9 -10.8 0.6 --- 

12月 50.5 9.6 -2.0 26.7 9.4 5.4 23.8 9.9 -9.2 3.0 --- 

2019年1~4月 184.5 9.6 -0.5 92.5 9.1 -2.5 91.9 10.2 1.7 0.6 -86.0 

1月 51.0 9.5 0.6 25.8 9.4 10.8 25.2 9.6 -8.1 0.6 --- 

2月 36.7 10.2 -7.0 18.7 9.2 -15.7 18.0 11.7 4.0 0.6 -86.7 

3月 52.9 9.8 3.7 25.2 8.8 -0.2 27.7 10.8 7.6 -2.4 502.5 

4月 43.9 9.0 -0.6 22.9 8.8 -5.6 21.0 9.1 5.5 1.8 -57.1 

說明：本表自2016年為「一般貿易制度」統計；出超變入超或入超變出超，以「---」表示。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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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我國對歐盟(28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4月 2018年4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22.9 100.0 24.2 100.0 -1.4 -5.6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6.9 30.2 7.4 30.6 -0.5 -6.7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3 18.7 5.0 20.6 -0.7 -14.2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8 12.2 2.3 9.5 0.5 21.5 

73 鋼鐵製品 1.7 7.3 1.6 6.7 0.1 3.4 

72 鋼鐵 1.2 5.2 1.9 7.7 -0.7 -36.0 

39 塑膠及其製品 1.0 4.2 1.1 4.4 -0.1 -9.3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0.7 3.0 0.6 2.6 0.1 9.0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0.6 2.8 0.7 3.0 -0.1 -9.9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0.3 1.5 0.3 1.4 0.0 -0.6 

38 雜項化學產品 0.3 1.4 0.2 0.8 0.1 58.5 

  其他 3.1 13.5 3.1 12.8 0.0 -0.8 

  進口總額 21.0 100.0 19.9 100.0 1.1 5.5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7 22.3 3.5 17.5 1.2 34.2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5 11.7 3.2 16.1 -0.7 -23.2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2 10.4 2.4 12.0 -0.2 -8.4 

30 醫藥品 1.9 9.3 1.7 8.7 0.2 12.2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7 8.1 1.3 6.7 0.4 27.7 

22 飲料、酒類及醋 0.8 3.6 0.6 3.1 0.1 23.4 

38 雜項化學產品 0.6 3.0 0.7 3.3 0.0 -3.3 

29 有機化學產品 0.6 2.8 0.7 3.4 -0.1 -12.2 

72 鋼鐵 0.5 2.3 0.3 1.3 0.2 79.6 

88 航空器及其零件 0.4 2.1 0.3 1.5 0.1 45.0 

  其他 5.1 24.3 5.2 26.2 -0.1 -2.2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34 

表 23 我國對歐盟(28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9年1至4月)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 
貨品 

2019年1至4月 2018年1至4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92.5 100.0 94.9 100.0 -2.4 -2.5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8.6 30.9 28.6 30.2 0.0 0.0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8.1 19.6 18.6 19.6 -0.5 -2.7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11.1 12.0 10.2 10.7 0.9 9.0 

73 鋼鐵製品 6.6 7.1 6.7 7.0 -0.1 -1.2 

72 鋼鐵 4.2 4.5 6.2 6.5 -2.0 -32.3 

39 塑膠及其製品 3.9 4.2 4.1 4.4 -0.2 -5.0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7 2.9 2.6 2.8 0.0 1.2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2.7 2.9 2.6 2.8 0.0 1.8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1.3 1.4 1.3 1.4 0.0 -2.4 

29 有機化學產品 1.3 1.4 1.5 1.6 -0.2 -16.3 

  其他 12.0 13.0 12.3 13.0 -0.3 -2.5 

  進口總額 91.9 100.0 90.4 100.0 1.5 1.7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4.1 26.2 17.4 19.3 6.6 38.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1.0 12.0 13.3 14.7 -2.3 -17.1 

30 醫藥品 7.9 8.6 7.7 8.6 0.1 1.8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7.9 8.5 9.6 10.6 -1.7 -18.2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6.0 6.5 5.5 6.0 0.6 10.1 

22 飲料、酒類及醋 3.0 3.3 2.8 3.1 0.2 8.0 

38 雜項化學產品 2.6 2.9 2.8 3.1 -0.2 -7.5 

29 有機化學產品 2.6 2.9 3.8 4.2 -1.2 -30.6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1.9 2.1 2.1 2.3 -0.2 -7.8 

39 塑膠及其製品 1.7 1.8 1.9 2.1 -0.2 -11.2 

  其他 23.2 25.2 23.4 25.9 -0.3 -1.1 

說明：本表數據出口統計含復出口、進口統計含復進口。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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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與其他經濟體之貿易比較 

 我國、韓國、新加坡、香港及中國大陸的貿易比較(詳表
 
24) 

－出口 ： 根據2019年4月數據，我國、韓國、香港及中國大陸有更新數據，出口皆呈現衰退，

其中，香港下跌4.1%跌幅較深，其次為我國下跌3.3%、中國大陸下跌2.5%，以及韓

國下跌2.0%。 

－進口 ： 根據2019年4月數據，我國、韓國及中國大陸呈現正成長，其中，中國大陸成長4.9%

漲幅最高，我國與韓國皆成長2.6%；惟香港下跌4.8%。 

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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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0.0 0.9 -5.9 -6.9 -5.5 -5.2 1.2 -2.2 -6.4 -4.8 

2017年 13.2 12.4 15.8 17.8 10.4 12.2 6.5 7.8 6.7 17.4 

1月 7.0 8.5 11.0 20.2 11.4 21.3 -0.3 -0.7 3.2 16.6 

2月 27.5 42.0 20.2 24.1 20.7 6.1 22.5 21.6 -4.8 38.9 

3月 13.1 19.5 13.1 27.7 15.9 16.0 21.1 17.7 12.3 19.8 

4月 9.3 23.4 23.8 17.2 0.6 3.4 8.3 9.5 4.1 10.7 

5月 8.4 10.2 13.1 19.0 10.9 16.7 -1.4 8.0 5.5 16.5 

6月 12.9 3.4 13.4 19.7 5.3 4.6 13.3 11.6 9.0 15.9 

7月 12.4 6.2 19.4 15.7 10.1 13.9 1.5 4.0 6.1 13.0 

8月 12.7 6.8 17.4 15.5 14.0 14.3 6.5 7.8 4.6 14.9 

9月 28.0 22.2 34.9 22.7 4.5 9.9 5.6 5.6 7.5 22.0 

10月 3.0 -0.1 6.7 8.0 12.4 18.1 3.8 3.9 6.3 18.0 

11月 13.7 9.0 9.7 12.8 14.0 15.1 1.7 7.7 12.4 20.2 

12月 14.8 12.2 8.8 13.6 7.3 8.4 3.0 2.1 10.8 9.5 

2018年 5.9 10.4 5.4 11.9 10.3 13.0 3.4 6.4 9.3 17.8 

1月 15.3 22.1 22.3 21.7 18.0 13.2 19.4 23.6 9.7 37.1 

2月 -1.3 -0.1 3.1 15.2 6.0 12.2 -5.2 -4.1 42.9 4.9 

3月 16.7 10.4 5.5 5.4 5.8 6.2 0.3 7.9 -3.6 14.7 

4月 10.0 4.9 -2.0 15.1 16.9 18.1 2.7 9.1 10.4 25.3 

5月 14.1 11.9 12.8 13.2 14.6 14.1 12.8 10.7 10.7 28.8 

6月 9.4 15.2 -0.4 11.0 10.8 15.7 -2.0 1.4 9.5 17.2 

7月 4.7 20.1 6.1 16.3 14.0 22.6 4.5 11.4 10.6 30.7 

8月 1.9 7.4 8.7 9.4 12.8 12.5 9.2 13.8 8.5 22.4 

9月 2.6 13.7 -8.1 -1.6 9.6 14.1 -0.7 5.7 14.1 16.7 

10月 7.3 17.4 22.5 28.1 16.4 18.1 10.2 11.0 14.7 24.0 

11月 -3.5 0.9 3.6 11.4 4.6 7.3 -0.6 -1.9 4.3 5.7 

12月 -3.2 2.2 -1.7 1.1 -4.2 4.3 -7.0 -8.0 -4.8 -5.7 

2019年1~4月* -4.0 0.0 -6.9 -4.5 -27.7 -24.1 -3.8 -6.0 0.0 0.5 

1月 -0.3 6.8 -6.2 -1.7 -1.7 5.2 -1.7 -9.3 8.5 1.8 

2月 -8.8 -19.8 -11.4 -12.5 -0.2 1.7 -6.5 -6.7 -21.2 -1.1 

3月 -4.5 6.6 -8.3 -6.6 -5.8 -1.5 -3.8 -3.4 14.1 -3.8 

4月 -3.3 2.6 -2.0 2.6 --- --- -4.1 -4.8 -2.5 4.9 

說明：「---」表示資料尚未取得；
*
新加坡為2019年1~3月資料。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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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國家(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的貿易比較(詳表
 
25) 

－出口 ： 根據2019年3月數據，美國、日本、英國及法國皆已更新，僅英國微幅成長0.1%，其

餘國家呈現衰退，其中，日本衰退6.9%跌幅最大，其次為法國下跌5.5%，另美國微

幅下跌0.6%。 

－進口 ： 根據2019年3月數據，僅英國正成長5.5%，其餘國家呈現衰退，其中，日本衰退3.5%

跌幅最深，其次為法國衰退3.4%，另美國微幅衰退0.1%。 

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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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3.5 -2.7 3.2 -6.2 0.6 0.4 -11.0 1.6 -1.0 -0.6 

2017年 6.6 7.1 8.3 10.6 8.6 10.2 7.9 1.1 6.8 9.0 

1月 8.8 11.9 4.3 11.8 9.1 8.9 10.1 6.0 0.5 12.9 

2月 5.2 0.7 13.0 2.9 -0.3 -0.7 -1.3 -2.8 -4.0 -1.2 

3月 8.3 8.8 12.0 16.0 6.6 10.0 9.6 -1.5 5.8 6.4 

4月 4.3 6.9 7.0 14.7 -8.4 -0.8 -6.0 -16.2 -8.7 -6.1 

5月 6.8 9.3 11.4 14.3 11.7 13.2 9.1 -0.3 6.4 10.0 

6月 6.1 5.2 4.2 9.9 1.1 3.4 2.8 -6.2 4.0 5.6 

7月 5.5 5.6 5.1 8.0 12.4 14.0 24.1 -1.4 8.8 13.9 

8月 5.3 4.0 8.9 6.5 13.1 13.7 9.5 -0.5 10.9 9.7 

9月 4.7 4.7 4.8 3.2 11.0 11.7 12.8 2.6 12.0 10.2 

10月 6.0 9.8 4.9 9.5 14.2 15.3 18.3 20.6 20.0 18.9 

11月 10.2 8.7 11.7 12.7 17.8 17.4 10.5 8.1 16.8 19.0 

12月 7.5 9.0 12.3 18.1 16.4 17.0 -1.3 9.9 9.8 9.6 

2018年 7.6 8.6 5.7 11.4 7.7 10.5 10.1 4.6 8.7 8.7 

1月 6.7 9.6 16.3 11.9 24.5 23.2 15.9 25.7 25.1 19.0 

2月 7.4 10.8 6.5 22.2 18.6 22.0 13.0 9.6 20.9 18.2 

3月 9.7 7.1 8.7 6.1 13.5 13.8 14.5 7.7 15.1 13.3 

4月 11.2 10.3 10.2 8.4 25.4 24.3 19.2 14.4 25.3 25.4 

5月 13.1 8.0 10.6 16.7 5.6 7.7 9.7 3.4 1.0 7.8 

6月 9.3 7.2 7.6 3.2 11.9 14.4 17.3 3.8 7.8 10.9 

7月 9.3 13.0 4.7 15.5 9.0 14.0 7.9 7.9 15.5 10.2 

8月 8.1 10.2 5.4 14.2 0.0 3.8 19.7 -1.2 1.4 3.8 

9月 6.9 8.9 -2.5 5.8 -3.1 3.5 11.5 -12.2 -4.7 -1.4 

10月 7.9 12.1 8.4 20.2 6.0 8.4 10.7 2.7 9.6 6.4 

11月 3.7 3.0 -0.4 12.0 -3.3 0.6 -0.8 3.6 0.2 -2.8 

12月 -1.1 3.4 -3.2 2.5 -8.2 -4.3 -13.6 -3.4 -4.9 -1.9 

2019年1~3月 1.4 -0.1 -5.7 -3.6 -4.7 -2.6 -2.7 3.5 -2.7 -3.9 

1月 3.4 0.6 -6.8 0.9 -4.9 -1.8 -7.9 -1.2 -1.1 -5.2 

2月 1.9 -0.9 -3.4 -8.6 -4.5 -3.4 -0.5 6.4 -1.2 -3.3 

3月 -0.6 -0.1 -6.9 -3.5 --- --- 0.1 5.5 -5.5 -3.4 

說明：「---」表示資料尚未取得；
*
德國為2019年1~2月資料。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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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之東協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的貿易比較(詳表
 
26) 

－出口 ： 根據2019年3月數據，印尼、泰國與越南已更新，其中，印尼與泰國分別下跌9.4%與

6.5%，僅越南成長5.4%；至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更新至2019年2月數據，馬來西亞出

口下跌9.2%，惟菲律賓成長7.2%。 

－進口 ： 根據2019年3月數據，印尼與泰國分別衰退1.6%與9.9%，僅越南成長14.7%；至於馬

來西亞與菲律賓更新至2019年2月數據，馬來西亞進口下跌13.1%，惟菲律賓成長

2.6%。 

表 26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出進口成長率 

單位：% 

年(月)別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2016年 -3.9 -4.9 -4.6 -4.2 -4.0 21.2 1.3 -3.0 9.0 5.6 

2017年 16.0 15.7 14.7 15.5 12.3 14.9 10.4 14.7 21.8 21.9 

1月 27.9 14.3 10.7 12.9 24.0 12.2 10.4 6.4 6.0 3.2 

2月 11.5 11.6 19.4 20.2 10.0 20.3 -3.9 18.6 30.6 48.8 

3月 24.3 17.5 14.1 27.8 21.1 24.0 9.0 17.5 14.5 28.6 

4月 15.7 10.5 7.2 10.4 20.0 4.6 9.6 14.0 22.0 23.1 

5月 22.4 23.6 23.5 20.2 16.8 22.4 14.3 18.3 25.0 27.2 

6月 -11.3 -17.4 4.4 -2.0 8.4 4.3 11.1 13.0 21.1 22.7 

7月 42.8 54.0 22.8 14.0 13.7 3.0 10.9 17.8 19.2 21.0 

8月 18.3 9.1 13.9 14.7 11.0 14.2 12.9 14.7 23.1 17.6 

9月 13.9 13.1 11.4 12.4 8.0 8.5 12.8 9.8 25.6 25.5 

10月 16.7 23.8 16.6 19.3 9.2 18.6 13.3 13.7 32.3 14.9 

11月 13.5 19.2 18.7 19.5 6.0 21.4 15.2 15.2 24.4 18.9 

12月 7.6 18.1 14.6 18.0 2.6 25.4 10.1 17.7 19.2 18.4 

2018年 7.5 19.7 13.6 11.7 6.7 17.3 5.9 11.8 13.0 10.9 

1月 8.6 27.9 32.8 26.0 3.5 11.4 19.0 26.1 40.6 53.1 

2月 12.0 24.9 11.0 10.4 2.7 19.2 10.7 17.0 9.0 -8.1 

3月 6.2 2.9 15.9 2.7 0.2 3.1 7.1 10.5 23.0 2.5 

4月 9.5 35.3 28.6 23.8 4.1 28.2 11.1 19.7 5.3 0.6 

5月 15.1 28.3 13.0 10.6 6.8 16.1 9.4 9.6 11.6 12.1 

6月 12.7 12.8 15.5 24.0 13.7 26.6 5.7 8.1 11.6 6.1 

7月 19.7 31.8 15.9 16.8 10.1 35.6 5.6 7.2 14.8 20.2 

8月 5.3 24.5 4.4 16.4 12.0 22.3 7.5 22.5 18.5 16.4 

9月 4.3 14.3 8.3 -1.1 7.2 26.6 -4.5 10.3 9.5 6.4 

10月 6.9 24.1 19.7 13.3 15.7 25.7 7.9 10.6 10.8 19.4 

11月 -2.7 11.9 1.3 4.4 11.0 6.8 -2.5 12.1 8.5 10.7 

12月 -3.6 1.8 2.8 -1.2 -7.1 -5.0 -1.6 -8.3 -0.4 1.6 

2019年1~3月 -8.3 -5.8 -4.8 -7.7 2.5 5.3 -2.0 -1.9 4.4 8.5 

1月 -4.3 -2.1 -1.0 -3.0 -1.7 7.8 -5.3 14.2 8.9 5.4 

2月 -11.2 -13.8 -9.2 -13.1 7.2 2.6 6.0 -10.3 -3.3 4.6 

3月 -9.4 -1.6 --- --- --- --- -6.5 -9.9 5.4 14.7 

說明：「---」表示資料尚未取得；
*
馬來西亞及菲律賓 為2019年1~2月資料。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越南貿易資料為越南海關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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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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比  重 ： 根據2019年3月數據，美國進口較上年同期微幅衰減0.1%，最大進口來源為中國大

陸，但比重持續下降，從1月的20.3%降至2月的17.9%，3月再降為15.0%，其餘國

家依序為韓國占3.3%、我國占2.0%、馬來西亞占1.6%，以及新加坡占1.1%。 

－成長率 ： 根據2019年3月數據，以我國成長21.6%漲幅最高，其次為韓國(11.2%)及馬來西亞

(7.4%)，中國大陸及新加坡則分別衰退18.5%及1.0%。 

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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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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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1 8.2 1.8 2.2 3.1 8.6 0.8 2.1 1.6 9.3 21.6 

1月 11.9 3.8 1.8 0.6 3.2 -4.9 0.7 16.4 1.6 11.3 22.3 

2月 0.7 -3.6 1.7 -12.1 2.9 -1.3 0.7 1.4 1.6 -9.1 19.4 

3月 8.8 12.3 1.7 -2.4 3.2 3.7 0.9 1.4 1.6 14.6 17.6 

4月 6.9 11.3 1.8 -0.9 3.3 9.3 0.9 -8.6 1.5 13.8 20.1 

5月 9.3 9.0 1.8 -3.7 3.0 -6.4 0.9 3.3 1.6 11.3 20.8 

6月 5.2 10.5 1.9 -2.0 3.1 -5.6 0.9 0.0 1.7 9.7 21.3 

7月 5.6 13.6 1.9 1.6 3.1 20.8 0.9 -2.8 1.5 10.5 22.7 

8月 4.0 2.6 1.9 -1.0 3.0 12.7 0.8 -2.9 1.6 6.0 22.7 

9月 4.7 12.0 1.9 13.6 3.0 9.5 0.9 4.0 1.6 8.1 23.3 

10月 9.8 13.3 1.8 23.1 3.0 48.1 0.9 1.5 1.5 10.0 22.9 

11月 8.7 8.6 1.8 5.2 2.9 9.8 0.8 9.8 1.7 13.0 23.2 

12月 9.0 5.2 1.8 10.1 3.0 21.6 0.7 4.8 1.6 13.0 22.2 

2018年 8.6 7.8 1.8 4.0 2.9 40.7 1.1 5.3 1.5 6.7 21.2 

1月 9.6 11.8 1.9 -5.0 2.8 47.7 0.9 2.2 1.4 10.8 22.5 

2月 10.8 12.3 1.7 2.1 2.7 40.9 0.9 17.1 1.7 19.1 20.8 

3月 7.1 3.4 1.7 -1.8 3.0 28.7 1.1 -0.2 1.5 11.9 18.4 

4月 10.3 3.8 1.7 -4.5 2.9 46.2 1.1 21.6 1.7 2.0 18.6 

5月 8.0 4.0 1.7 11.7 3.1 44.8 1.2 11.3 1.7 4.8 20.2 

6月 7.2 3.7 1.8 -0.2 2.8 74.6 1.4 -4.9 1.5 5.5 21.0 

7月 13.0 7.5 1.8 3.6 2.9 53.5 1.2 9.2 1.5 8.0 21.7 

8月 10.2 4.5 1.8 7.3 2.9 24.9 1.0 10.5 1.6 4.5 21.5 

9月 8.9 -0.8 1.7 7.5 2.9 32.8 1.1 3.6 1.5 10.1 23.6 

10月 12.1 12.1 1.8 14.8 3.1 33.0 1.0 0.7 1.4 8.4 22.1 

11月 3.0 13.9 1.9 4.7 3.0 26.8 0.9 -7.6 1.5 -3.3 21.7 

12月 3.4 18.2 2.0 7.4 3.1 36.3 1.0 5.9 1.7 3.5 22.2 

2019年1~3月 -0.1 21.2 2.1 18.4 3.3 7.4 1.0 -1.6 1.5 -13.9 17.7 

1月 0.6 21.3 2.2 22.0 3.4 20.5 1.1 2.1 1.5 -9.1 20.3 

2月 -0.9 20.6 2.1 23.1 3.3 5.2 1.0 -14.1 1.5 -15.0 17.9 

3月 -0.1 21.6 2.0 11.2 3.3 -1.0 1.1 7.4 1.6 -18.5 15.0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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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市場(詳表
 
28) 

－比  重 ： 根據2019年3月數據，日本整體進口較上年同月衰減3.5%，最大進口來源為中國大

陸，比重為22.4%；而韓國及我國分占4.2%及3.7%，另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分占2.7%

及1.1%。 

－成長率 ： 根據2019年3月數據，新加坡衰退20.9%跌幅最深，其次為馬來西亞衰退11.8%、韓

國衰退11.6%及我國衰退2.8%，僅中國大陸成長5.8%。 

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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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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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0.6 10.6 3.8 12.2 4.2 14.2 1.3 11.8 2.9 5.1 24.5 

1月 11.8 -0.6 3.6 21.4 4.2 10.6 1.2 10.5 3.0 10.5 27.6 

2月 2.9 0.6 3.7 11.1 4.4 20.4 1.5 5.3 3.3 -16.7 19.5 

3月 16.0 10.8 3.5 17.2 4.0 15.9 1.3 3.5 2.9 10.4 24.5 

4月 14.7 4.0 3.6 16.0 4.0 27.2 1.4 28.6 3.0 7.0 24.5 

5月 14.3 7.9 3.7 14.0 4.3 25.8 1.3 19.7 2.8 6.3 23.6 

6月 9.9 22.7 4.0 6.4 4.1 11.5 1.4 6.7 2.7 0.6 23.7 

7月 8.0 13.8 4.1 13.0 4.4 14.9 1.2 23.8 3.0 5.0 24.1 

8月 6.5 14.1 4.0 7.0 4.1 1.2 1.2 6.9 2.8 2.5 23.6 

9月 3.2 9.3 4.0 8.5 4.1 13.9 1.3 -2.3 2.6 -6.5 25.5 

10月 9.5 12.5 3.8 3.4 4.0 -4.6 1.1 14.2 2.8 5.2 25.3 

11月 12.7 15.9 3.8 15.7 4.3 17.0 1.2 9.4 2.7 17.0 26.6 

12月 18.1 17.1 3.5 14.3 4.4 22.8 1.2 21.5 2.9 18.0 24.6 

2018年 11.4 6.8 3.6 14.4 4.3 14.3 1.3 -1.7 2.5 5.5 23.2 

1月 11.9 9.4 3.5 16.7 4.3 22.3 1.3 7.9 2.9 0.2 24.7 

2月 22.2 13.6 3.4 23.3 4.5 31.4 1.7 5.5 2.8 46.0 23.3 

3月 6.1 10.0 3.7 20.3 4.6 11.7 1.3 6.1 2.9 -11.3 20.5 

4月 8.4 12.4 3.7 19.5 4.4 -0.1 1.3 -9.0 2.5 4.6 23.6 

5月 16.7 15.2 3.6 15.4 4.2 19.6 1.3 -0.2 2.4 11.2 22.5 

6月 3.2 -1.0 3.8 15.7 4.6 -0.2 1.3 -8.5 2.4 0.3 23.0 

7月 15.5 5.3 3.8 13.4 4.3 28.3 1.4 -7.4 2.4 7.6 22.5 

8月 14.2 0.7 3.5 5.5 3.8 37.4 1.5 -7.1 2.2 4.9 21.7 

9月 5.8 -5.1 3.6 7.7 4.2 -18.6 1.0 -5.6 2.3 3.1 24.8 

10月 20.2 25.1 4.0 22.2 4.0 37.9 1.3 4.0 2.4 16.4 24.5 

11月 12.0 2.1 3.4 11.2 4.2 16.2 1.3 -0.4 2.4 3.7 24.6 

12月 2.5 -1.9 3.4 4.5 4.5 -9.4 1.0 -7.1 2.6 -5.7 22.6 

2019年1~3月 -3.6 -1.9 3.6 -9.5 4.2 -22.8 1.1 -8.9 2.7 -1.2 23.4 

1月 0.9 3.2 3.6 -4.4 4.1 -16.7 1.1 -8.8 2.6 7.6 26.3 

2月 -8.6 -6.5 3.5 -12.6 4.3 -29.4 1.3 -5.9 2.9 -17.6 21.0 

3月 -3.5 -2.8 3.7 -11.6 4.2 -20.9 1.1 -11.8 2.7 5.8 22.4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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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市場(詳表
 
29) 

－比  重 ： 根據2019年4月數據，中國大陸整體進口較上年同月成長4.9%，比重最高的為韓國

8.8%，其次為日本與我國比重分別為8.6%與7.5%，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則分占3.2%

及2.0%。 

－成長率 ： 根據2019年4月數據，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分別成長14.7%及13.4%，另日本小幅成長

1.4%；但我國與韓國分別衰退7.4%及5.3%。 

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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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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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7.4 11.0 8.7 11.7 9.9 24.1 1.6 10.8 3.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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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3.0 10.8 8.9 8.0 9.7 19.4 1.7 16.0 3.0 12.1 9.5 

8月 14.9 8.0 8.9 13.8 9.8 29.9 1.7 12.3 3.3 9.6 9.2 

9月 22.0 17.9 9.2 21.1 10.3 24.5 1.6 5.1 3.0 17.1 9.4 

10月 18.0 13.0 9.6 17.0 10.5 25.0 1.7 14.6 3.0 12.5 9.3 

11月 20.2 22.0 9.4 20.2 10.3 30.7 1.7 7.9 2.9 14.2 8.9 

12月 9.5 2.1 8.7 6.2 9.9 15.3 1.7 -7.2 3.0 5.7 9.1 

2018年 17.8 14.2 8.4 15.3 9.7 12.7 1.6 16.7 3.0 9.2 8.5 

1月 37.1 41.2 8.3 28.4 9.6 37.4 1.8 37.7 2.9 37.5 7.9 

2月 4.9 -1.0 7.9 3.7 10.1 -4.1 1.5 4.0 2.9 -10.4 8.3 

3月 14.7 30.0 8.8 19.0 9.8 14.6 1.5 13.1 3.1 16.2 9.5 

4月 25.3 32.4 8.5 28.6 9.8 32.7 1.8 14.7 2.9 17.6 8.9 

5月 28.8 31.9 8.2 32.3 9.7 41.1 1.6 24.9 3.0 22.8 8.4 

6月 17.2 13.9 8.4 20.7 9.7 20.3 1.5 18.3 3.1 0.7 8.5 

7月 30.7 24.6 8.5 31.9 9.8 25.2 1.6 36.8 3.1 23.1 9.0 

8月 22.4 15.2 8.4 21.1 9.7 4.8 1.5 2.2 2.8 11.0 8.3 

9月 16.7 9.5 8.7 20.2 10.6 1.4 1.4 26.3 3.2 3.9 8.4 

10月 24.0 14.5 8.9 17.0 9.9 8.5 1.5 36.6 3.3 12.3 8.4 

11月 5.7 -6.9 8.3 -7.8 9.0 -6.1 1.5 -1.6 2.7 -0.5 8.4 

12月 -5.7 -15.4 7.8 -17.8 8.6 -9.4 1.6 -3.5 3.0 -11.1 8.6 

2019年1~4月 0.5 -5.9 7.9 -11.0 8.7 6.3 1.8 7.9 3.2 -3.7 8.3 

1月 1.8 -0.1 8.2 -11.3 8.3 -9.8 1.6 8.7 3.1 -0.8 7.7 

2月 -1.1 -5.6 7.5 -15.8 8.6 18.9 1.9 -0.1 2.9 0.4 8.5 

3月 -1.1 -5.6 7.5 -15.8 8.6 18.9 1.9 -0.1 2.9 0.4 8.5 

4月 4.9 -7.4 7.5 -5.3 8.8 13.4 2.0 14.7 3.2 1.4 8.6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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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協6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市場(詳表
 
30) 

－比  重 ： 根據2019年2月數據，東協6國進口較上年同期下跌4.9%，最大進口來源為中國大

陸，比重17.8%，日本占9.7%次之，再其次為韓國占7.6%與我國占5.3%。 

－成長率 ： 根據2019年2月數據，中國大陸衰退13.7%跌幅最深，其次為日本衰退3.2%，我國

衰退2.3%，以及韓國衰退1.4%。 

表 30 我國與韓、日及中國大陸在東協6國（印、馬、菲、星、泰、越）進口市場比較 

單位：% 

年(月)別 

東協 6

國進口

成長率 

中華民國 韓國 日本 中國大陸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2016年 -1.3 -2.2 5.7 8.0 7.4 5.5 9.9 3.4 20.3 

2017年 15.5 15.5 5.7 24.7 8.0 6.7 9.1 12.5 19.8 

1月 12.4 11.2 5.7 19.2 7.3 0.2 8.6 12.4 21.5 

2月 18.5 16.5 5.3 16.8 7.5 15.6 10.1 7.3 16.5 

3月 21.0 12.3 5.5 45.3 8.8 13.8 9.4 21.7 19.4 

4月 10.7 8.4 5.4 30.6 9.0 2.5 9.5 3.2 19.3 

5月 20.7 20.0 5.5 26.7 7.8 12.1 8.4 17.9 20.3 

6月 5.0 11.3 5.9 21.3 8.1 -6.1 9.3 0.9 19.6 

7月 19.3 17.1 5.9 8.3 7.9 10.8 9.2 15.7 19.7 

8月 14.3 15.2 6.2 22.6 7.8 1.3 9.1 9.8 19.5 

9月 13.1 22.3 6.2 32.8 8.6 3.1 9.1 11.8 20.1 

10月 17.6 19.8 5.9 19.7 7.6 7.9 9.2 16.7 19.5 

11月 17.5 17.2 5.6 36.7 7.9 12.3 9.1 17.4 21.1 

12月 15.8 14.7 5.4 18.2 7.4 9.0 8.9 14.6 20.7 

2018年 13.4 13.0 5.7 3.8 7.3 9.3 8.8 14.9 20.1 

1月 25.3 24.0 5.6 32.9 7.8 20.6 8.3 23.0 21.1 

2月 11.5 7.8 5.2 8.9 7.3 5.7 9.6 32.7 19.7 

3月 5.1 6.6 5.5 -9.1 7.6 7.3 9.6 -6.3 17.3 

4月 19.0 23.3 5.6 -7.2 7.0 17.2 9.3 24.3 20.2 

5月 14.4 21.6 5.9 3.9 7.1 13.9 8.4 18.7 21.1 

6月 14.2 15.1 6.0 2.6 7.3 8.1 8.8 17.7 20.2 

7月 20.5 21.7 5.9 5.7 7.0 12.3 8.6 19.2 19.5 

8月 18.0 9.3 5.7 9.6 7.2 8.1 8.3 20.5 19.9 

9月 10.5 2.6 5.7 -2.9 7.5 5.1 8.7 11.0 20.2 

10月 17.5 15.1 5.7 13.6 7.3 13.7 8.9 19.7 19.8 

11月 8.9 9.1 5.6 2.0 7.4 5.0 8.7 4.8 20.3 

12月 -0.4 2.6 5.6 -4.9 7.1 -2.7 8.7 3.5 21.5 

2019年1~2月 0.3 3.4 5.6 -2.6 7.3 -1.5 8.7 0.2 20.4 

1月 4.8 8.0 5.8 -3.6 7.1 0.3 7.9 11.5 22.5 

2月 -4.9 -2.3 5.3 -1.4 7.6 -3.2 9.7 -13.7 17.8 

資料來源：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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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比  重 ： 根據2019年3月數據，歐盟進口衰退2.5%，最大進口來源為中國大陸，但比重從上

月的20.4%降為18.2%，其次為韓國2.5%及我國1.4%，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則分別為

1.3%與0.8%。 

－成長率 ： 根據2019年3月數據，我國衰退6.7%跌幅最深，其次為新加坡衰退6.1%、韓國衰退

3.0%，及中國大陸衰退2.1%，僅馬來西亞微幅成長0.6%。 

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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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2016年 -1.3 5.6 1.6 -2.0 2.4 -6.7 1.0 -3.8 1.3 0.0 20.6 

2017年 11.0 11.4 1.6 26.9 2.8 15.5 1.1 16.2 1.3 9.0 20.2 

1月 16.5 9.3 1.6 43.4 3.0 -22.7 0.9 14.0 1.3 4.7 21.0 

2月 4.3 -3.2 1.5 14.8 2.6 2.6 0.9 -2.6 1.2 -6.6 19.3 

3月 10.7 7.1 1.6 31.3 2.6 30.9 1.0 6.5 1.2 2.9 17.8 

4月 -3.0 -3.4 1.6 -5.9 3.2 0.5 1.0 1.8 1.3 3.4 18.6 

5月 15.2 9.1 1.6 20.8 2.6 21.8 1.0 16.1 1.3 14.6 19.4 

6月 4.5 10.8 1.7 17.3 2.6 18.2 1.0 9.7 1.3 5.8 19.9 

7月 11.1 25.6 1.7 26.1 2.6 30.2 1.2 26.4 1.4 18.2 21.4 

8月 10.5 20.1 1.7 17.6 2.5 42.2 1.3 37.7 1.6 11.5 21.2 

9月 10.6 17.4 1.6 43.2 2.7 -23.6 0.9 10.9 1.2 8.9 21.4 

10月 19.5 20.0 1.6 70.4 3.5 78.4 1.6 27.5 1.3 13.1 20.8 

11月 17.9 15.4 1.5 31.3 3.0 0.9 0.9 25.5 1.5 18.0 20.8 

12月 15.0 8.8 1.4 25.5 2.6 31.0 1.1 20.2 1.4 12.5 20.4 

2018年 11.4 7.7 1.5 2.9 2.6 3.7 1.0 7.4 1.3 9.6 19.9 

1月 24.2 22.0 1.6 5.0 2.5 48.9 1.1 25.0 1.3 26.0 21.3 

2月 16.2 16.3 1.5 6.6 2.4 40.0 1.1 29.7 1.4 18.2 19.6 

3月 10.5 7.3 1.5 6.5 2.5 -8.5 0.8 14.4 1.3 12.7 18.2 

4月 22.5 22.1 1.6 3.4 2.7 26.7 1.0 31.2 1.4 13.3 17.2 

5月 5.8 0.5 1.5 12.7 2.8 17.2 1.2 8.9 1.3 0.9 18.5 

6月 13.3 4.4 1.5 13.5 2.6 11.6 1.0 18.5 1.4 5.6 18.6 

7月 17.4 9.2 1.6 35.6 3.0 -9.5 0.9 1.1 1.2 12.2 20.5 

8月 7.9 -2.4 1.5 10.2 2.5 -7.9 1.1 -9.3 1.3 6.5 21.0 

9月 3.3 0.2 1.6 -10.9 2.3 14.4 1.0 5.9 1.3 0.7 20.8 

10月 13.8 11.2 1.5 -18.4 2.5 -36.8 0.9 7.6 1.2 16.5 21.3 

11月 4.6 2.2 1.5 -10.7 2.5 19.4 1.1 -9.0 1.3 6.9 21.2 

12月 0.6 4.6 1.5 -2.8 2.5 -18.2 0.9 -17.7 1.2 -1.7 19.9 

2019年1~3月 -2.0 -1.8 1.5 -0.1 2.5 -11.8 0.9 -6.0 1.3 0.3 20.2 

1月 -2.7 1.9 1.7 5.4 2.7 -15.5 1.0 -6.5 1.2 -0.3 21.9 

2月 -0.5 -0.8 1.5 -3.6 2.3 -12.2 1.0 -12.2 1.2 3.4 20.4 

3月 -2.5 -6.7 1.4 -3.0 2.5 -6.1 0.8 0.6 1.3 -2.1 18.2 

資料來源：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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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HS MARKIT：根據2019年5月預測，2019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0%，出口與進口分別衰退2.1%

與1.7%。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根據2019年4月預測，2019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5%，出口衰退1.1%，

進口則成長1.7%。 

 亞洲開發銀行(ADB)：根據2019年4月預測，2019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2%，出口及進口成長率

分別為5.8%及6.7%。(詳表
 
32) 

表 32 國際經濟研究機構對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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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HS MARKIT 

(2019.5) 
2.0 -2.1 -1.7 

IMF 

(2019.4) 
2.5 -1.1 1.7 

ADB 

(2019.4) 
2.2 5.8 6.7 

資料來源：IHS MARKIT, World Overview, IHS Markit, 15 May 2019 

IMF經濟成長率參考自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 2019 

IMF出進口成長率參考自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9 

ADB參考自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9: Strengthening disaster resilience, April 2019 

 

 中經院：根據2019年4月預測，2019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15%，出口及進口將分別成長0.79%

及2.22%。 

 台經院：根據2019年4月預測，2019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12%，出口及進口將分別成長0.36%

及1.10%。 

 主計總處：根據2019年5月預測，2019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19%，出口衰退1.17%，而進口微幅
成長0.02%。(詳表

 
33) 

 

表 33 國內各經濟研究機構對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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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經院 

(2019.4.17) 
2.15 338,669 0.79 292,977 2.22 

台經院 

(2019.4.25) 
2.12 337,100 0.36 289,500 1.10 

主計總處 

(2019.5.24) 
2.19 331,963 -1.17 286,391 0.02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經濟預測，中經院經濟展望中心(每季公布，最新公布日期：2019.4.17)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內總體經濟預測暨景氣動向調查(每季公布，最新公布日期：2019.04.25)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每季公布，最新公布日期：2019.05.24)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7/09/19/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