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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經濟研究機構對我國
進出口之預測 

本期摘要 

 根據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簡稱GI)於2017年12月15日所公布
的資料預估，2017及2018年全球經濟成長均為3.2%；2017年全球出進
口成長率為10.3%及10.0%，2018年降至6.9%及5.7%。 

 國發會於2017年12月份公布，我國11月景氣對策信號轉呈黃藍燈，但
景氣領先、同時指標仍持續上升，顯示當前國內景氣持續復甦。 

  2017年11月外銷訂單成長11.6%，金額達486.9億美元，創下歷年單月
新高。其中資訊通信產品及電子產品接單金額雙創歷年單月新高，主
因為國際品牌手機新品上市，且逢歐美年終銷售旺季，帶動筆電、平
板電腦需求擴增，致資訊通信產品年增11.4%，電子產品年增7.6%；

光學器材因大尺寸面板價格緩跌，激勵電視品牌廠促銷，致大面板需
求回升，年增率為5.0%。 

  2017年11月我國貿易總額為518.0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11.8%，其
中出口金額為288.8億美元，成長14.0%；進口金額為229.2億美元，成
長9.0%，由於國際經濟復甦步調加速，加以中國大陸及歐美年底採購
旺季來臨，有助出口持續擴增。惟仍須留意主要國家貨幣政策走向、
美歐等國重要政經發展，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等因素之影響。 

 觀察我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表現： 

 出口方面，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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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正成長，其中以對中國大陸出口成長18.3%

為最多，美國成長14.6%次之。 

 進口方面，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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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18.6%)與歐盟(12.9%)為二位數正成
長；美國(4.2%)、東協十國(3.0%)及日本(1.2%)則成長幅度較小。 

 11月我國前10大出口產品僅有礦物燃料(HS27)呈衰退，其餘皆為正成
長，其中以有機化學產品(HS29)出口成長24.0%最多，銅及其製品

(HS74)成長21.6%次之。出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增加15.9

億美元為最多，而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6.6億美元次之。 

 比較各國出口數據，11月臺、韓、陸皆為正成長，其中又以我國成長

14.0%最多，中國大陸成長12.4%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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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經貿情勢：全球經濟復甦步調加速，惟須留意風險 

一、 根據環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簡稱GI)於2017年12月15日所公布的資料預估，2017及2018

年全球經濟成長均為3.2%；2017年全球出進口成長率為10.3%及10.0%，2018年降至6.9%及
5.7%。(詳表1) 

二、 國際經濟復甦步調加速，加以中國大陸及歐美年底採購旺季來臨，有助出口持續擴增。惟主
要國家貨幣政策走向、美歐等國重要政經發展，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等因素之影響仍須留意，
恐持續影響全球經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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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本次預測 

(2017.12)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實質 GDP 成長率 (2005 = 100) 

全世界 2.5 3.2 0.0 3.2 0.0 

先進國家 1.6 2.3 0.1 2.3 0.1 

新興市場 3.9 4.7 0.1 4.8 -0.1 

北美自由貿易區 1.5 2.3 0.0 2.5 0.1 

美國 1.5 2.3 0.1 2.6 0.1 

加拿大 1.5 3.0 0.0 2.2 -0.1 

墨西哥 2.0 2.1 -0.1 1.8 -0.3 

歐盟(含英國) 1.9 2.4 0.0 2.1 0.1 

英國 1.8 1.5 0.0 1.2 0.1 

歐元區 1.8 2.4 0.0 2.2 0.1 

法國 1.1 1.8 0.0 1.8 0.1 

德國 1.9 2.6 0.0 2.6 0.0 

義大利 1.1 1.5 0.0 1.4 0.1 

亞洲 4.9 5.2 0.0 5.1 0.1 

日本 1.0 1.8 0.2 1.2 0.1 

亞太區(不含日本) 5.7 5.8 0.0 5.7 0.0 

臺灣 1.5 2.5 0.0 2.4 0.0 

中國大陸 6.7 6.8 0.0 6.5 0.0 

香港 2.0 3.6 0.0 2.7 0.0 

韓國 2.8 3.2 0.0 3.1 0.0 

新加坡 2.0 3.6 0.7 2.6 0.0 

越南 6.2 6.5 0.0 6.4 0.0 

菲律賓 6.9 6.6 0.2 6.5 0.1 

印尼 5.0 5.0 0.0 5.1 0.0 

馬來西亞 4.2 5.9 0.4 5.4 0.2 

泰國 3.2 3.8 0.2 3.5 0.0 

緬甸 6.4 7.5 0.1 7.6 0.1 

印度 7.1 6.7 -0.1 7.4 0.0 

其他亞洲國家(地區) - - - - - 

俄羅斯 -0.5 1.8 0.0 2.0 -0.1 

中東 3.9 1.3 -0.1 2.7 -0.1 

拉丁美洲(不含墨西哥) -2.4 1.3 0.0 1.5 -0.7 

巴西 -3.6 1.1 0.2 2.1 0.0 

非洲 2.0 3.3 0.2 3.4 0.1 

奈及利亞 -1.6 0.8 0.0 1.3 0.0 

南非 0.3 1.0 0.1 1.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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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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本次預測 

(2017.12) 

與上一次

預測差距 

貿易成長率 

出口 -2.9 10.3 0.0 6.9 0.3 

進口 -3.1 10.0 0.2 5.7 0.0 

資料說明：「-」表示無GI無此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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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景氣仍處於擴張階段不變 

就近期經濟數據來看，美國2017年11月的失業率為4.1%，與10月失業率持平，且為17年來的新低，

美國就業市場復甦持續；通貨膨脹率方面，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2.2%，就業市場持續改

善，加上通膨達到預定目標，聯準會(Fed)已於12月進行升息。另外美國供應管理研究所(ISM)公

佈美國2017年1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58.2點；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為57.4

點，皆在榮枯線(50)之上，顯示美國整體景氣仍處於擴張階段。 

 歐盟景氣樂觀氛圍持續，惟英國脫歐談判發展值得關注 

歐盟在10月份的整體失業率為7.4%，較去年同期減少0.9個百分點。在物價方面，歐盟CPI年增率

則達1.8%，也較9月份數值上升0.1個百分點。雖然歐盟經濟復甦、就業市場改善，但其通膨水準

仍未達歐洲央行(ECB)設定目標，ECB決議目前維持基準利率不變，但宣布QE減債時程，計畫自

2018年1月起每月購債金額由600億歐元降至300億歐元。整體而言，歐盟景氣樂觀氛圍持續，惟

仍需注意英國脫歐談判後續發展。 

 日本景氣維持穩定復甦態勢 

就近期經濟數據來看，受惠於全球景氣回溫與日圓貶值，日本11月出口成長16.2%，已連續5個月

出口成長超過10%，主要受惠半導體製造設備表現強勁；10月失業率連續第5個月維持在今年低點

2.8%；10月CPI年增率為0.8%，較9月增加0.1個百分點，顯示日本通膨仍維持在相對低的水準。

整體而言，未來日本景氣可望維持穩定復甦態勢。 

 韓國景氣復甦力道持續增強 

韓國貿易產業暨能源部公布韓國11月出口金額為500億美元，年增率9.6%，較10月增加2.5個百分

點，其中半導體出口表現優異；失業率為3.7%，較10月減少0.4個百分點；CPI年增率1.3%較10月

減少0.5個百分點，連續2個月低於2.0%；製造業PMI為51.2，創下2013年4月來新高並連續3個月處

在景氣榮枯線之上，表示韓國下半年景氣復甦力道持續增強。 

 中國大陸經濟持續處於擴張階段 

中國大陸受到年底銷售旺季影響，11月出口年增率較10月增加5.5個百分點，成長率為12.3%，創

下8個月來新高，進口則成長17.7%，貿易順差402.1億美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率10.2%，

較10月增加0.2個百分點，連續9個月雙位數成長；CPI年增率1.7%較10月減少0.2個百分點；中國

大陸製造業PMI為51.8%，較10月增加0.2個百分點，已連續第16個月在景氣榮枯線之上，顯示外

貿擴張趨勢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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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協各國製造業PMI皆維持在50以上 

由東協各國製造業PMI走勢觀察，2017年11月製造業PMI皆維持在經濟榮枯界線之上。新加坡在

主要指標如新訂單、出口、產出等指數均有所改善的情況下，製造業PMI較10月上升0.3點來到52.9，

連續15個月維持在景氣榮枯線之上；菲律賓在產出及新訂單擴張的情況下，製造業PMI為54.8，

較10月增加1.1點來到今年新高；印尼同樣受到新訂單及產出成長加速帶動，製造業PMI較10月上

升0.3點來到50.4；泰國因生產及新訂單表現微幅改善，製造業PMI較10月上升0.2點來到50.0的景

氣榮枯分界；馬來西亞在產出與新訂單成長同創2014年第4季以來新高的情況下，製造業PMI為

52.0，較10月上升3.4點，回到景氣榮枯線之上；越南方面因新訂單成長放緩，製造業PMI為51.4，

較10月減少0.2點。 

 

 

 國內經貿情勢：國內景氣審慎樂觀 

 景氣領先、同時指標上升，顯示當前國內景氣持續復甦(詳表2) 

一、國際景氣穩定回升，全球貿易量可望續增，以及新興應用商機持續發酵，可望推升我國明年

出口動能；民間投資部分，半導體業者增加先進製程投資，加上政府積極改善投資環境等措

施，有助於投資增溫。 

二、民間消費在就業情勢改善與跨年、農曆春節商機激勵下，可望增加買氣。整體而言，各主要

預測機構上修今、明年經濟成長率，顯示國內經濟仍屬穩健，未來景氣審慎樂觀。 

 

表 2 我國景氣概況表(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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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氣對策 分數 26 28 29 28 24 21 20 22 22 25 28 23 22 

信號 信號  
 

 
  

 
 

 
   

 

 

領先指標 指數 109.62 109.74 109.75 109.65 109.55 109.53 109.67 110.01 110.44 110.92 111.43 109.62 109.74 

(綜合) 環比(%) 4.01 4.51 4.88 4.98 4.75 4.31 3.69 3.09 2.59 2.27 2.20 4.01 4.51 

同時指標 指數 109.95 110.21 110.03 109.55 109.06 108.79 108.92 109.50 110.38 111.40 112.38 109.95 110.21 

(綜合) 環比(%) 6.74 7.24 7.23 6.66 5.77 4.80 4.06 3.65 3.49 3.52 3.56 6.74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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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各主要貨品接單持續擴張 (詳表3) 

一、全球景氣持續穩定復甦，我11月外銷訂單成長11.6%，金額達486.9億美元，創下歷年單月新

高。其中資訊通信產品及電子產品接單金額雙創歷年單月新高，主因為國際品牌手機新品上

市，且逢歐美年終銷售旺季，帶動筆電、平板電腦需求擴增，致資訊通信產品年增11.4%，

電子產品年增7.6%；光學器材因大尺寸面板價格緩跌，激勵電視品牌廠促銷，致大面板需求

回升，年增率為5.0%。 

二、而傳統貨品中，基本金屬、塑橡膠製品及化學品因需求擴增，加上原物料價格上揚，推升鋼

品及塑化產品報價，致分別年增19.1%、17.3%及7.3%；機械因半導體設備、智慧自動化機械

及工具機需求活絡，年增15.4%。 

三、在前五大接單地區的訂單，11月僅東協呈現衰退，中國大陸及香港、歐洲及日本年增率則有

2位數成長，美國為小幅成長。就訂單比重最高的美國來看，較去年同期成長5.8%，以遊戲

機等其他產品增加最多；比重次高之中國大陸及香港，則較去年同期成長12.8%，以電子產

品及光學器材增加最多。 

 

表 3 外銷訂單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分類項目 

2017 年 11 月 2017 年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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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9 100.0 50.7 11.6 4,443.3 100.0 410.3 10.2 

主要接單貨品  

資訊通信 162.5 33.4 16.7 11.4 1,316.7 29.6 111.7 9.3 

電子產品 126.5 26.0 8.9 7.6 1,143.2 25.7 63.6 5.9 

光學器材 23.0 4.7 1.1 5.0 247.7 5.6 42.0 20.4 

基本金屬 25.5 5.2 4.1 19.1 248.5 5.6 34.5 16.1 

機械 20.7 4.3 2.8 15.4 210.1 4.7 24.7 13.4 

塑膠橡膠製品 21.0 4.3 3.1 17.3 209.2 4.7 29.8 16.6 

化學品 19.1 3.9 1.3 7.3 192.9 4.3 19.6 11.3 

主要接單地區  

美國 137.3 28.2 7.6 5.8 1,246.1 28.0 89.8 7.8 

中國大陸及香港 115.6 23.7 13.1 12.8 1,116.4 25.1 146.9 15.2 

歐洲 117.5 24.1 19.8 20.2 889.8 20.0 106.7 13.6 

東協 44.0 9.0 -1.2 -2.6 450.5 10.1 -26.5 -5.6 

日本 26.3 5.4 4.9 22.8 263.0 5.9 38.0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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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較上月及上年同月升值(詳表4) 

2017年11月主要國家(地區)貨幣兌美元與上月相比，僅人民幣及歐元兌美元貶值，其餘主要貨幣

皆相對美元升值，其中又以韓元兌美元升值最多。若與上年同月相比，僅日圓兌美元貶值，其餘

主要貨幣兌美元皆呈現升值，以歐元兌美元升值最多，其次是英鎊兌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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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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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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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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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0 112.86 1,102.7 6.6219 1.1733 1.3223 

與上年同月比

(%) 
5.47 -4.64 5.19 3.20 8.65 6.36 

與上月比(%) 0.49 0.08 2.37 -0.07 -0.19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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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貿易持續增長，樂觀看待未來貿易表現 

1. 貿易總額成長 11.8%(詳表 5 及圖 1) 

－出口：11 月我國出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14.0%，成長主要原因包含受惠於傳統旺季效應，積體

電路出口延續榮景，加上海外機械需求維持活絡、國際原油及基本金屬價格走高影響，

皆有利支撐我國出口動能。累計 1~11 月出口成長 13.1%。 

－進口：11 月我國進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9.0%，受出口引申進口需求，國際原物料價格揚升，

以及半導體設備投資基期偏高等交互影響，累計 1~11 月進口成長 12.6%。 

 

2. 與主要貿易夥伴表現(詳見表 6) 

－出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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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正

成長，其中以對中國大陸出口成長 18.3%為最多，美國成長 14.6%次之。累計 1~11 月

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之出口均正成長，並以中國大陸成長 20.4%為最高。 

－進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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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

陸(18.6%)與歐盟(12.9%)為二位數正成長；美國(4.2%)、東協十國(3.0%)及日本(1.2%)

則成長幅度較小。累計 1~11 月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之進口呈正成長，其中又以東協 10

國成長 15.0%為最高。 

 

3. 對重點拓銷市場出口表現(詳見表 6、7) 

11 月我國對重點拓銷市場出口表現以馬來西亞成長(42.5%)幅度最大，印尼(31.7%)次之。累計

1~11 月，重點拓銷市場皆為正成長，對馬來西亞市場成長幅度最大(32.6%)，中國大陸成長(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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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5,240.1 12.8 2,878.8 13.1 2,361.3 12.6 517.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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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1 8.7 258.1 12.9 200.0 3.6 58.1 63.1 

7 月 488.2 9.7 271.0 12.5 217.2 6.4 53.8 46.2 

8 月 498.2 10.1 277.7 12.7 220.5 6.9 57.1 43.1 

9 月 510.9 25.4 288.8 28.0 222.1 22.2 66.7 52.3 

10 月 498.8 1.7 275.4 3.0 223.4 0.1 52.0 17.4 

11 月 518.0 11.8 288.8 14.0 229.2 9.0 59.6 38.4 

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自2016年為「一般貿易制度」統計。 

2.若出超轉為入超或入超轉為出超，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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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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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我國對各洲(地區)貿易情形(2017年11月) 

單位：億美元；% 

洲/國家 
2017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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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6 211.8 129.8 82.0 65.9 73.3 56.6 11.6 14.2 7.5 26.6 
中國大陸及香港 174.4 125.1 49.4 75.7 33.7 43.3 21.5 16.5 16.8 15.8 17.4 

中國大陸 133.9 85.5 48.4 37.1 25.8 29.6 21.1 18.4 18.3 18.6 18.0 
香港 40.6 39.6 1.0 38.6 7.8 13.7 0.4 10.6 13.6 -45.5 16.8 

新南向 18 國 94.3 59.0 35.3 23.6 18.2 20.4 15.4 6.7 10.5 0.8 29.1 
印度 5.8 2.8 3.0 -0.2 1.1 1.0 1.3 18.5 20.3 16.8 14.1 

東協 10 國 77.2 51.4 25.9 25.5 14.9 17.8 11.3 8.7 11.8 3.0 22.5 
馬來西亞 15.9 9.5 6.5 3.0 3.1 3.3 2.8 24.8 42.5 5.6 478.6 

印尼 6.9 3.2 3.7 -0.6 1.3 1.1 1.6 18.1 31.7 8.6 45.4 
菲律賓 10.5 8.5 2.0 6.5 2.0 2.9 0.9 5.3 4.0 11.1 2.0 
越南 12.0 9.4 2.7 6.7 2.3 3.2 1.2 12.1 11.4 14.8 10.1 

新加坡 22.0 14.8 7.2 7.7 4.2 5.1 3.1 -3.5 0.8 -11.3 15.6 
緬甸 0.2 0.2 0.0 0.1 0.0 0.1 0.0 -16.2 -8.3 -38.5 8.1 

日本 53.9 18.2 35.7 -17.4 10.4 6.3 15.6 3.7 8.9 1.2 5.8 
韓國 28.2 12.6 15.6 -3.1 5.4 4.3 6.8 6.0 6.6 5.5 -1.1 

大洋洲 10.6 3.5 7.1 -3.6 2.0 1.2 3.1 -11.1 -10.2 -11.6 12.8 
澳大利亞 8.3 2.6 5.7 -3.0 1.6 0.9 2.5 -13.8 -16.5 -12.6 8.8 
紐西蘭 1.0 0.4 0.6 -0.1 0.2 0.1 0.2 1.4 0.4 2.2 -7.9 

歐洲 53.2 24.1 29.1 -5.0 10.3 8.3 12.7 12.1 10.0 13.9 -36.9 
歐盟 28 國 45.4 22.3 23.1 -0.8 8.8 7.7 10.1 11.3 9.6 12.9 -674.0 

西班牙 1.3 0.8 0.5 0.3 0.3 0.3 0.2 -1.1 10.5 -15.3 128.9 
法國 5.4 1.4 4.0 -2.6 1.0 0.5 1.8 5.6 2.5 6.7 -9.1 
英國 5.0 3.1 1.9 1.2 1.0 1.1 0.8 9.6 1.4 26.5 -22.5 
荷蘭 7.4 4.4 3.0 1.4 1.4 1.5 1.3 36.1 28.7 48.7 -0.6 

義大利 3.6 1.4 2.2 -0.7 0.7 0.5 0.9 0.7 -6.4 6.1 -43.8 
德國 13.3 5.3 8.1 -2.8 2.6 1.8 3.5 11.3 7.7 13.8 -27.4 

俄羅斯 4.4 0.9 3.5 -2.6 0.9 0.3 1.5 54.3 17.0 67.8 -96.9 
北美洲 65.2 36.0 29.2 6.8 12.6 12.5 12.7 11.4 15.2 7.0 72.7 

美國 61.3 33.9 27.4 6.5 11.8 11.7 11.9 9.7 14.6 4.2 95.8 
加拿大 3.8 2.0 1.8 0.2 0.7 0.7 0.8 48.1 27.7 80.9 -59.2 

中美洲 3.8 2.6 1.1 1.5 0.7 0.9 0.5 13.4 16.5 6.9 25.2 
墨西哥 2.4 1.9 0.5 1.4 0.5 0.7 0.2 12.2 16.5 -1.5 24.8 

南美洲 6.7 2.5 4.1 -1.6 1.3 0.9 1.8 32.2 41.7 27.0 -9.4 
巴西 3.6 1.2 2.4 -1.2 0.7 0.4 1.1 41.0 73.5 28.9 -2.8 

中東及近東 22.5 5.8 16.7 -11.0 4.3 2.0 7.3 21.7 35.4 17.5 -9.9 
土耳其 1.6 1.5 0.2 1.3 0.3 0.5 0.1 51.0 62.4 -3.2 79.8 

沙烏地阿拉伯 5.4 1.1 4.3 -3.2 1.0 0.4 1.9 2.5 58.3 -5.9 17.4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4.6 1.0 3.6 -2.6 0.9 0.3 1.6 52.6 15.8 67.0 -99.8 

伊朗 1.0 0.7 0.3 0.4 0.2 0.2 0.1 -24.9 26.7 -61.4 --- 
科威特 2.8 0.1 2.7 -2.6 0.5 0.0 1.2 14.3 34.7 13.5 -12.7 

非洲 5.4 1.5 4.0 -2.5 1.0 0.5 1.7 39.9 -9.2 74.7 -279.0 
奈及利亞 0.1 0.1 0.0 0.1 0.0 0.0 0.0 -70.6 -24.5 -98.2 --- 

南非 1.1 0.5 0.7 -0.2 0.2 0.2 0.3 2.4 -5.4 8.5 -62.3 
其他 9.1 1.1 8.0 -6.9 1.8 0.4 3.5 4.4 16.8 2.9 -0.9 
全球 518.0 288.8 229.2 59.6 100.0 100.0 100.0 11.8 14.0 9.0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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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 

單位：億美元；% 

洲/國家 
2017 年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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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3.2 2,081.4 1,321.9 759.5 64.9 72.3 56.0 13.2 14.5 11.2 20.5 
中國大陸及香港 1,643.7 1,174.7 468.9 705.8 31.4 40.8 19.9 15.1 15.9 13.1 17.9 

中國大陸 1,256.4 801.1 455.2 345.9 24.0 27.8 19.3 17.6 20.4 13.1 31.4 
香港 387.3 373.6 13.7 359.9 7.4 13.0 0.6 7.7 7.5 13.0 7.3 

新南向 18 國 1,012.3 613.1 399.2 213.9 19.3 21.3 16.9 16.1 13.5 20.4 2.5 
印度 57.8 29.9 27.9 1.9 1.1 1.0 1.2 27.8 14.1 46.5 -73.1 

東協 10 國 818.1 533.2 284.9 248.4 15.6 18.5 12.1 14.7 14.5 15.0 13.9 
馬來西亞 160.1 94.2 65.8 28.4 3.1 3.3 2.8 24.0 32.6 13.5 117.3 

印尼 73.5 29.4 44.1 -14.8 1.4 1.0 1.9 14.2 17.2 12.2 -3.5 
菲律賓 108.7 86.8 21.9 64.9 2.1 3.0 0.9 11.9 12.9 8.4 14.5 
越南 124.3 95.5 28.8 66.7 2.4 3.3 1.2 10.8 9.3 15.7 6.8 

新加坡 240.8 160.3 80.5 79.7 4.6 5.6 3.4 12.4 9.2 19.5 0.4 
緬甸 2.7 2.2 0.5 1.6 0.1 0.1 0.0 4.5 10.7 -14.7 22.8 

日本 571.5 189.9 381.6 -191.7 10.9 6.6 16.2 3.9 6.0 2.9 0.0 
韓國 290.6 135.1 155.5 -20.5 5.5 4.7 6.6 16.2 15.5 16.8 -25.8 

大洋洲 130.2 36.9 93.3 -56.5 2.5 1.3 4.0 26.6 4.4 38.2 -75.2 
澳大利亞 104.4 28.2 76.2 -48.0 2.0 1.0 3.2 25.6 -0.9 39.5 -83.6 
紐西蘭 12.0 4.3 7.7 -3.4 0.2 0.1 0.3 4.8 10.4 2.0 6.8 

歐洲 556.8 265.0 291.8 -26.8 10.6 9.2 12.4 8.8 10.3 7.5 14.1 
歐盟 28 國 481.0 246.5 234.5 12.0 9.2 8.6 9.9 8.4 9.6 7.2 95.0 

西班牙 15.9 9.4 6.4 3.0 0.3 0.3 0.3 11.3 17.2 3.5 63.9 
法國 50.7 15.4 35.2 -19.8 1.0 0.5 1.5 22.9 9.6 29.8 -51.5 
英國 51.8 34.4 17.5 16.9 1.0 1.2 0.7 3.8 3.7 3.9 3.4 
荷蘭 75.7 45.2 30.5 14.6 1.4 1.6 1.3 -2.0 9.6 -15.2 180.4 

義大利 42.2 19.2 23.0 -3.8 0.8 0.7 1.0 13.4 12.4 14.3 -25.4 
德國 142.2 58.6 83.5 -24.9 2.7 2.0 3.5 7.3 8.0 6.7 -3.8 

俄羅斯 39.9 10.0 29.9 -20.0 0.8 0.3 1.3 26.8 26.3 26.9 -27.3 
北美洲 647.1 356.8 290.3 66.5 12.3 12.4 12.3 8.3 9.9 6.4 28.4 

美國 611.6 336.7 274.9 61.9 11.7 11.7 11.6 7.8 10.1 5.2 38.8 
加拿大 35.3 20.1 15.2 4.9 0.7 0.7 0.6 18.0 7.4 35.7 -34.9 

中美洲 42.8 28.3 14.5 13.7 0.8 1.0 0.6 5.6 8.4 0.7 18.0 
墨西哥 26.9 20.9 6.0 14.9 0.5 0.7 0.3 -0.5 12.4 -28.8 46.6 

南美洲 67.0 23.8 43.2 -19.4 1.3 0.8 1.8 21.6 14.6 25.9 -43.1 
巴西 35.6 11.3 24.2 -12.9 0.7 0.4 1.0 34.6 31.9 35.8 -39.5 

中東及近東 257.1 58.5 198.6 -140.1 4.9 2.0 8.4 19.8 6.9 24.2 -33.2 
土耳其 16.5 14.1 2.4 11.6 0.3 0.5 0.1 27.9 26.8 34.9 25.2 

沙烏地阿拉伯 70.7 10.1 60.6 -50.5 1.3 0.4 2.6 8.1 -11.8 12.3 -18.8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47.2 12.5 34.8 -22.3 0.9 0.4 1.5 39.9 7.7 56.7 -110.1 

伊朗 15.2 5.9 9.3 -3.4 0.3 0.2 0.4 28.1 0.6 55.2 -3,127.6 
科威特 33.5 1.3 32.2 -30.9 0.6 0.0 1.4 18.3 -14.5 20.1 -22.2 

非洲 50.6 17.2 33.4 -16.3 1.0 0.6 1.4 11.7 -2.1 20.4 -59.1 
奈及利亞 4.4 0.9 3.5 -2.6 0.1 0.0 0.1 34.9 -4.2 50.6 -87.1 

南非 14.4 5.7 8.6 -2.9 0.3 0.2 0.4 30.3 7.8 51.1 -623.7 
其他 85.1 10.9 74.2 -63.3 1.6 0.4 3.1 22.5 26.6 21.9 -21.1 
全球 5,240.1 2,878.8 2,361.3 517.4 100.0 100.0 100.0 12.8 13.1 12.6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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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我國前 10 大出口產品中，僅有礦物燃料(HS27)呈現衰退，其餘皆為正成長，其

中以有機化學產品(HS29)出口成長 24.0%最多，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 23.0%次

之。出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增加 15.9 億美元為最多，而機械用具及其零

件(HS84)增加 6.6 億美元次之。累計 1~11 月，前 10 大出口產品均表現優異，又以銅及

其製品(HS74)出口成長 41.3%為最多，主要為銅箔(HS7410)大幅增加所致，其次依序為

鋼鐵(HS72)及有機化學產品(HS29)分別成長 25.8%及 21.5%；另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

出口金額增加最多，為 152.6 億美元。 

－進口：11 月我國前 10 大進口產品中，僅有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呈現衰退，其餘皆為正成

長，並以銅及其製品(HS74)成長 34.1%最多，有機化學產品(HS29)成長 23.6%次之；另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為進口金額增加最高之產品，為 8.1 億美元。累計 1~11 月，

前 10 大進口產品皆為正成長，以銅及其製品(HS74)成長 31.0%最多，礦物燃料(HS27)

成長 28.1%次之；另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為進口金額增加最高之產品，礦物燃料

(HS27)為 80.2 億美元次之。 

表 8 我國對全球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 月 2016 年 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288.8 100.0 253.3 100.0 35.5 14.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31.4 45.5 115.5 45.6 15.9 13.8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5.1 12.2 28.5 11.3 6.6 23.0 

39 塑膠及其製品 18.6 6.4 15.3 6.1 3.2 21.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4.5 5.0 13.7 5.4 0.7 5.2 

27 礦物燃料 8.8 3.0 9.4 3.7 -0.7 -7.2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8.7 3.0 7.9 3.1 0.9 11.4 

72 鋼鐵 8.7 3.0 7.2 2.8 1.5 20.6 

29 有機化學產品 8.4 2.9 6.8 2.7 1.6 24.0 

73 鋼鐵製品 6.7 2.3 5.7 2.2 1.1 19.0 

74 銅及其製品 4.0 1.4 3.3 1.3 0.7 21.6 

  其他 44.0 15.2 40.0 15.8 4.0 10.0 

 進口總額 229.2 100.0 210.2 100.0 19.0 9.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63.3 27.6 55.2 26.3 8.1 14.6 

27 礦物燃料 33.1 14.4 29.9 14.2 3.2 10.8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0.8 13.4 29.9 14.2 0.9 3.0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8.0 3.5 8.4 4.0 -0.4 -5.1 

29 有機化學產品 7.9 3.5 6.4 3.1 1.5 23.6 

72 鋼鐵 7.1 3.1 5.9 2.8 1.2 20.6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6.8 3.0 6.3 3.0 0.4 6.8 

39 塑膠及其製品 6.2 2.7 5.8 2.8 0.4 6.4 

38 雜項化學產品 5.6 2.4 5.0 2.4 0.6 12.1 

74 銅及其製品 5.0 2.2 3.7 1.8 1.3 34.1 

  其他 55.5 24.2 53.7 25.5 1.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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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1 月 2016 年 1-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2,878.8 100.0 2,546.2 100.0 332.6 13.1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279.5 44.4 1,126.8 44.3 152.6 13.5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31.1 11.5 274.8 10.8 56.3 20.5 

39 塑膠及其製品 184.0 6.4 159.7 6.3 24.4 15.3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49.2 5.2 134.4 5.3 14.9 11.1 

27 礦物燃料 99.8 3.5 88.5 3.5 11.3 12.7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88.5 3.1 85.4 3.4 3.1 3.7 

72 鋼鐵 87.7 3.0 69.7 2.7 18.0 25.8 

29 有機化學產品 86.5 3.0 71.2 2.8 15.3 21.5 

73 鋼鐵製品 69.8 2.4 61.1 2.4 8.7 14.2 

74 銅及其製品 43.3 1.5 30.7 1.2 12.7 41.3 

  其他 459.3 16.0 444.0 17.4 15.3 3.4 

 進口總額 2,361.3 100.0 2,097.3 100.0 264.1 12.6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617.5 26.1 530.9 25.3 86.5 16.3 

27 礦物燃料 365.4 15.5 285.2 13.6 80.2 28.1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14.5 13.3 302.4 14.4 12.1 4.0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97.4 4.1 93.8 4.5 3.6 3.8 

29 有機化學產品 84.3 3.6 67.3 3.2 17.0 25.2 

72 鋼鐵 72.0 3.0 58.6 2.8 13.4 22.9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71.7 3.0 66.9 3.2 4.8 7.2 

39 塑膠及其製品 64.3 2.7 59.3 2.8 5.0 8.4 

38 雜項化學產品 56.7 2.4 55.4 2.6 1.3 2.3 

74 銅及其製品 51.7 2.2 39.5 1.9 12.2 31.0 

  其他 566.0 24.0 538.0 25.7 27.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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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17 年 11 月我國貨品出口增減原因分析表 

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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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8 100.0 35.5 14.0 

 電子零組件增 14.1 億美元(+16.0%)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3.8 億美元(+17.4%)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3.7 億美元(+13.5%) 

 機械增 3.6 億美元(+17.6%) 

 塑膠、橡膠及其製品增 3.5 億美元(+20.4%) 

中國大陸及香港 125.1 43.3 18.0 16.8 

 電子零組件增 9.5 億美元(+18.1%) 

 機械增 2.5 億美元(+42.3%) 

 塑膠、橡膠及其製品增 1.7 億美元(+22.7%) 

 化學品增 1.4 億美元(+19.4%) 

  

東協十國 51.4 17.8 5.4 11.8 

 電子零組件增 3.6 億美元(+19.8%)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0.7 億美元(+20.4%) 

 化學品增 0.4 億美元(+15.7%) 

 

美國 33.9 11.7 4.3 14.6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1.5 億美元(+19.3%)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0.7 億美元(+16.1%) 

 機械增 0.5 億美元(+13.6%) 

 

歐洲 24.1 8.3 2.2 10.0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0.7 億美元(+20.9%)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0.5 億美元(+10.2%) 

 機械增 0.3 億美元(+11.9%) 

 運輸工具增 0.3 億美元(+12.8%) 

 

日本 18.2 6.3 1.5 8.9 

 塑膠、橡膠及其製品增 0.4 億美元(+35.9%)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0.3 億美元(+23.8%)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0.3 億美元(+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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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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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8 100.0 35.5 14.0    

電子零組件 101.9 35.3 14.1 16.0 

✔積體電路(HS8542)增
12.8 億美元(+17.0%) 

✔印刷電路(HS8534)增 1.1
億美元(24.7%) 

✔中國大陸(含香港)增 9.5 億美
元(+18.1%) 

✔東協 10 國增 3.6 億美元
(+19.8%) 

✔積體電路：新興科技領域持續帶動
半導體業的需求，如物聯網、5G、工
業 4.0、AI、機器人、行動支付、車
用電子、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等領
域，皆有利於積體電路之表現。 

✔印刷電路：隨著高階手機應用持續
增溫，業者持續強化基地台、伺服
器、汽車電子等應用領域的布局，帶
動我國出口表現。 

資通與視聽

產品 
30.9 10.7 3.7 13.5 

✔筆電(HS8471)增 1.6億美
元(+44.2%) 

✔筆電零件(HS8473)增 1.3
億美元(+31.6%) 

✔手機(HS8517)增 0.7億美
元(+12.2%) 

✔美國增 1.5 億美元(+19.3%) 

✔中國大陸(含香港)增 0.9 億美
元(+10.7%) 

 

✔筆電及其零件：隨著全球電競熱潮
持續增溫，以及商用換機需求支撐
下，HP、Dell 等美系品牌客戶訂單增
加，推升筆電及其零件出口之成長。 

✔手機：受惠於國際手機品牌大廠陸
續推出新機，新機產品功能明顯升
級，陸續導入雙鏡頭、全螢幕設計、
各項生物辨識等規格，成功驅動消費
者的換機需求，帶動出口成長 

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 

25.4 8.8 3.8 17.4 

✔鋼製扣件(HS7318)增 0.6
億美元(+20.4%) 

✔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
軋製品(HS7208) 增 0.5 億
美元(+32.5%) 

✔歐洲增 0.7 億美元(+20.9%) 

✔東協 10 國增 0.7 億美元
(+20.4%) 

✔美國增 0.7 億美元(+16.1%)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受惠於全球景
氣回溫以及市場升溫帶動國際鋼
價、銅價上漲，致熱軋鋼捲、鋼胚、
盤元線材、銅箔等產品因需求熱絡
而增產，挹注我國出口動能。 

機械 24.1 8.3 3.6 17.6 

✔製造半導體之機具
(HS8486)增 1.3 億美元
(+65.3%) 

✔其他專用工具機
(HS8479)增 0.8 億美元
(+93.8%) 

✔中國大陸(含香港)增 2.5 億美
元(+42.3%) 

✔美國增 0.5 億美元(+13.6%) 

✔製造半導體之機具：中國大陸電子
業對設備需求強勁，且在全球半導體
設備景氣仍上揚帶動下，有助於我國
該產品出口表現呈現成長態勢。 

✔其他專用工具機：受惠中國大陸擴
大對我國該產品的採購，且主要品項
為工業用機器人(HS 847950)，加上我
國工業用機器人出口規模亦不斷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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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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有利推升需求，使得出口表現亮
眼。 

塑橡膠及其
製品 

20.9 7.2 3.5 20.4 

✔聚縮醛(HS3907)增 1.1億
美元(+40.5%) 

✔聚苯乙烯(HS3903)增 0.8
億美元(+30.7%) 

✔中國大陸(含香港)增 1.7 億美
元(+22.7%) 

✔日本增 0.4 億美元(+35.9%) 

✔塑橡膠及其製品：受近期國際油價
上揚，進而推升塑化原物料報價，以
及中國大陸電子產品、汽車零組件、
塗料工業及塑膠製品等產業逐步穩
健發展，進而帶動我國出口需求。 

化學品 17.3 6.0 2.5 16.7 

✔非環醇(HS2905)增 0.4億
美元(+33.3%) 

✔環烴(HS2902)增 0.4億美
元(+28.2%) 

✔中國大陸(含香港)增 1.4 億美
元(+19.4%) 

✔東協 10 國增 0.4 億美元
(+15.7%) 

✔化學品：受惠於國際油價居相對高
位帶動化學原料價格走高，以及中國
大陸下游衍生品廠商預期庫存回補
轉強，而同步增加原料採購量，可望
擴展利差空間，推升我國出口表現。 

光學器材 11.0 3.8 0.1 1.2 

✔光學元件(HS9002)增 0.1
億美元(+4.1%) 

●液晶裝置(HS9013)減 0.2
億美元(-2.2%) 

 

✔東協十國增 0.2 億美元
(+44.4%) 

●中國大陸(含香港)減 0.1 億美
元(-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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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帶動我國該產品出口表現。 

●液晶裝置：面臨中國大陸產能擴
增，且技術提升，競爭壓力增強，影
響我國面板業者的獲利空間，以致出
口表現不如預期。 

運輸工具 9.3 3.2 0.8 9.9 

✔汽車零件(HS8708)增 0.3
億美元(+8.7%) 

✔歐洲增 0.3 億美元(+12.8%) 

✔美國增 0.3 億美元(+9.9%) 

✔汽車零件：汽車零件業者以美歐市
場外銷為主，我國搶進特斯拉供應
鏈，隨著新型平價車款 Model 3 將開
始出貨，憑藉強健研發能力、準時交
貨能力及穩定品質，帶動我國汽車零
件訂單成長，有利於我國出口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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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對美出口 33.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14.6%，占我出口 11.7%，其中機械用具

及其零件(HS84)出口成長最多(35.5%)，出口金額也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最

多，為 2.1 億美元，主要受惠於筆電 (HS8471)與出口大幅增加所致。累計 1~11 月出口

至美較上年同期成長 10.1%，出口以鋼鐵製品(HS73)成長 18.5%最多，累計出口金額以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最多，為 9.8 億美元。 

－進口：11 月自美進口 27.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4.2%，占我進口 11.9%，其中航空器及

其零件(HS88)進口成長幅度最大(111.3%)，進口金額也以航空器及其零件(HS88)增加 1.4

億美元為最多。累計 1~11 月自美進口較上年同期成長 5.2%，以礦物燃料(HS27)成長

48.7%最多，塑膠及其製品(HS39)成長 16.3%次之，進口金額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

增加 7.2 億美元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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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月 611.6 11.7 7.8 336.7 11.7 10.1 274.9 11.6 5.2 61.9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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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1.2 12.1 7.0 22.1 11.0 -11.0 9.2 108.8 

7 月 55.7 11.4 5.7 32.8 12.1 18.7 22.9 10.6 -8.6 9.8 287.3 

8 月 59.5 11.9 9.0 32.4 11.7 7.1 27.0 12.2 11.3 5.4 -10.0 

9 月 57.7 11.3 20.3 33.1 11.5 20.6 24.6 11.1 19.9 8.5 22.6 

10 月 55.6 11.2 -1.6 30.8 11.2 0.6 24.9 11.1 -4.2 5.9 27.8 

11 月 61.3 11.8 9.7 33.9 11.7 14.6 27.4 11.9 4.2 6.5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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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 月 2016 年 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33.9 100.0 29.6 100.0 4.3 14.6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9.2 27.1 8.9 30.0 0.3 3.7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1 23.8 5.9 20.1 2.1 35.5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8 8.2 2.3 7.8 0.5 20.3 

73 鋼鐵製品 2.5 7.4 2.0 6.8 0.5 24.3 

39 塑膠及其製品 1.8 5.2 1.6 5.6 0.1 8.0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0 2.9 0.9 3.1 0.1 7.7 

72 鋼鐵 0.9 2.7 0.9 3.0 0.0 3.3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0.9 2.6 0.8 2.7 0.1 10.9 

94 家具、燈具及配件；組合建物 0.8 2.5 0.7 2.4 0.1 15.8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0.7 2.0 0.6 2.0 0.1 10.5 

  其他 5.3 15.6 4.9 16.5 0.4 8.6 

 進口總額 27.4 100.0 26.3 100.0 1.1 4.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7.1 25.9 7.9 30.0 -0.8 -10.2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4.8 17.7 3.5 13.3 1.3 38.6 

88 航空器及其零件 2.7 9.8 1.3 4.9 1.4 111.3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6 5.9 2.0 7.7 -0.4 -20.1 

38 雜項化學產品 1.0 3.7 0.6 2.4 0.4 60.4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1.0 3.5 2.4 9.2 -1.4 -59.7 

39 塑膠及其製品 0.9 3.1 0.6 2.4 0.2 36.6 

27 礦物燃料 0.8 2.9 0.8 2.9 0.0 5.2 

29 有機化學產品 0.7 2.6 0.8 3.0 -0.1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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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2.0 0.6 2.2 0.0 -6.6 

  其他 6.2 22.8 5.8 22.1 0.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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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1 月 2016 年 1-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336.7 100.0 305.8 100.0 30.9 10.1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98.5 29.2 91.8 30.0 6.7 7.3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69.5 20.6 59.6 19.5 9.8 16.5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6.2 7.8 24.3 8.0 1.8 7.6 

73 鋼鐵製品 24.6 7.3 20.8 6.8 3.8 18.5 

39 塑膠及其製品 18.3 5.4 16.8 5.5 1.5 8.7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0.5 3.1 10.1 3.3 0.3 3.1 

72 鋼鐵 9.6 2.9 8.4 2.8 1.2 14.5 

94 家具、燈具及配件；組合建物 8.2 2.4 7.8 2.6 0.3 4.4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8.0 2.4 7.4 2.4 0.5 7.3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7.4 2.2 6.9 2.3 0.5 6.8 

  其他 56.2 16.7 51.8 16.9 4.4 8.5 

 進口總額 274.9 100.0 261.3 100.0 13.6 5.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70.8 25.7 63.5 24.3 7.2 11.4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47.6 17.3 43.3 16.6 4.4 10.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0.8 7.6 21.5 8.2 -0.7 -3.0 

88 航空器及其零件 17.4 6.3 22.0 8.4 -4.6 -20.9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12.2 4.5 14.1 5.4 -1.9 -13.4 

39 塑膠及其製品 8.4 3.0 7.2 2.8 1.2 16.3 

29 有機化學產品 8.2 3.0 8.2 3.1 0.0 -0.5 

10 穀類 8.0 2.9 7.0 2.7 1.0 14.8 

38 雜項化學產品 7.8 2.9 8.5 3.3 -0.7 -7.8 

27 礦物燃料 7.0 2.5 4.7 1.8 2.3 48.7 

  其他 66.7 24.2 61.3 23.5 5.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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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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日本貿易分析(詳表 14 至表 16) 

－出口：11 月對日出口 18.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8.9%，占我出口 6.3%，以水產品(HS03)

成長幅度最大(65.5%)，主要受冷凍魚(HS0303)出口大幅成長所致；另以電機設備及其

零件(HS85)與塑膠及其製品(HS84)出口金額成長 0.3 億美元為最多。累計 1~11 月出口

至日則較上年同期成長 6.0%，以出口鋼鐵(HS72)成長 34.7%最多，塑膠及其製品(HS39)

成長 19.8%次之；累計出口金額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出口金額增加 2.6 億美元最

多，塑膠及其製品(HS39)增加 2.0 億美元次之。 

－進口：11月自日進口35.7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1.2%，占我進口15.6%，以銅及其製品(HS74)

成長幅度最大(18.9%)，鋼鐵(HS72)成長 14.7%次之；另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進口

金額成長 0.4 億美元為最多。累計 1~11 月自日進口則較上年同期成長 2.9%，以鋼鐵

(HS72)成長 27.8%最多，銅及其製品(HS74)成長 22.8%次之；累計進口金額以鋼鐵(HS72)

增加 3.9 億美元最多，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增加 3.8 億美元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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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月 571.5 10.9 3.9 189.9 6.6 6.0 381.6 16.2 2.9 -191.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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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7 月 54.6 11.2 0.8 19.4 7.2 5.7 35.1 16.2 -1.7 -15.7 9.6 

8 月 51.5 10.3 -2.8 17.2 6.2 6.1 34.3 15.5 -6.8 -17.1 16.9 

9 月 55.3 10.8 10.2 19.7 6.8 25.6 35.5 16.0 3.2 -15.8 15.6 

10 月 52.9 10.6 -8.2 17.2 6.2 -6.0 35.7 16.0 -9.2 -18.5 12.0 

11 月 53.9 10.4 3.7 18.2 6.3 8.9 35.7 15.6 1.2 -17.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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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 月 2016 年 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8.2 100.0 16.7 100.0 1.5 8.9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2 45.1 7.9 47.2 0.3 4.3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1 11.4 2.1 12.5 0.0 -0.6 

39 塑膠及其製品 1.2 6.6 0.9 5.2 0.3 38.7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0.7 4.0 0.7 3.9 0.1 10.6 

72 鋼鐵 0.6 3.3 0.5 3.0 0.1 20.2 

73 鋼鐵製品 0.5 2.6 0.4 2.5 0.0 10.6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0.4 2.3 0.4 2.5 0.0 -0.3 

03 水產品 0.4 2.3 0.2 1.5 0.2 65.5 

29 有機化學產品 0.4 2.2 0.3 1.5 0.1 59.0 

38 雜項化學產品 0.3 1.8 0.3 1.5 0.1 26.8 

  其他 3.4 18.4 3.1 18.7 0.2 7.6 

 進口總額 35.7 100.0 35.2 100.0 0.4 1.2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5 24.0 8.1 23.0 0.4 5.3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6.9 19.2 7.0 19.9 -0.2 -2.5 

39 塑膠及其製品 2.3 6.4 2.4 6.8 -0.1 -4.0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2 6.2 2.7 7.5 -0.5 -17.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1 5.9 2.1 6.0 0.0 -1.5 

38 雜項化學產品 1.7 4.7 1.6 4.5 0.1 6.5 

72 鋼鐵 1.6 4.5 1.4 4.0 0.2 14.7 

29 有機化學產品 1.3 3.6 1.2 3.5 0.1 5.0 

74 銅及其製品 1.3 3.5 1.1 3.0 0.2 18.9 

71 珍珠寶石及貴金屬 0.9 2.4 0.9 2.4 0.0 0.6 

  其他 7.0 19.5 6.8 19.3 0.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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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1 月 2016 年 1-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89.9 100.0 179.1 100.0 10.8 6.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86.3 45.4 85.1 47.5 1.1 1.3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0.2 10.7 17.7 9.9 2.6 14.5 

39 塑膠及其製品 11.9 6.2 9.9 5.5 2.0 19.8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8.0 4.2 7.4 4.1 0.6 8.0 

72 鋼鐵 7.1 3.7 5.3 2.9 1.8 34.7 

73 鋼鐵製品 5.1 2.7 4.6 2.6 0.5 11.0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4.9 2.6 4.7 2.6 0.2 3.8 

03 水產品 4.7 2.5 4.2 2.3 0.5 12.1 

38 雜項化學產品 3.6 1.9 3.3 1.9 0.2 6.3 

29 有機化學產品 3.4 1.8 2.9 1.6 0.4 14.8 

  其他 34.8 18.3 33.9 19.0 0.9 2.6 

 進口總額 381.6 100.0 370.8 100.0 10.9 2.9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91.1 23.9 87.6 23.6 3.5 4.0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73.7 19.3 79.0 21.3 -5.2 -6.6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5.5 6.7 21.7 5.9 3.8 17.6 

39 塑膠及其製品 24.0 6.3 23.7 6.4 0.3 1.3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3.3 6.1 23.5 6.3 -0.2 -0.7 

38 雜項化學產品 18.4 4.8 17.1 4.6 1.3 7.5 

72 鋼鐵 17.9 4.7 14.0 3.8 3.9 27.8 

29 有機化學產品 14.6 3.8 12.2 3.3 2.4 19.4 

74 銅及其製品 14.1 3.7 11.5 3.1 2.6 22.8 

71 珍珠寶石及貴金屬 8.0 2.1 8.7 2.3 -0.7 -7.6 

  其他 71.0 18.6 71.8 19.4 -0.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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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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中國大陸(含香港)貿易分析(詳表 17 至表 19) 

－出口：11 月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 125.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16.8%，占我出口 43.3%，

其中珍珠寶石及貴金屬(HS71)的成長幅度最大(411.3%)，主要是受到金剛石（鑽石）

(HS7102)出口大幅增加所致，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 39.3%次之；另電機設備及

其零件(HS85)出口金額增加最多，為 10.1 億美元，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 3.0 億

美元次之。累計 1~11 月出口至中國大陸(含香港)較上年同期成長 15.9%，以銅及其製品

(HS74)成長 53.3%最多，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 41.7%次之；累計出口金額以電

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增加 83.5 億美元最多。 

－進口：11 月自中國大陸(含香港)進口 49.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15.8%，占我進口 21.5%，

以銅及其製品(HS74)的成長幅度最大(164.2%)，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 37.8%次

之；另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進口金額增加最多，為 3.9 億美元，機械用具及其零

件(HS84)進口金額增加 2.1 億美元次之。累計 1~11 月自中國大陸(含香港)進口則較上年

同期成長 13.1%，以銅及其製品(HS74)成長 58.8%最多，關稅配額之貨品(HS98)成長

47.1%次之；累計進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增加最多，為 34.4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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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2 30.5 -11.3 1,126.8 39.5 -12.4 467.4 19.7 -8.3 659.4 -15.1 

2016 年 1,577.3 30.9 -1.1 1,124.1 40.1 -0.2 453.3 19.7 -3.0 670.8 1.7 

1 月 126.8 31.0 -15.8 85.7 38.6 -19.2 41.1 22.0 -7.6 44.6 -27.6 

2 月 86.0 27.5 -16.7 62.8 35.4 -13.1 23.2 17.1 -25.1 39.6 -4.0 

3 月 126.4 30.9 -10.6 88.0 38.8 -14.3 38.3 21.1 -0.9 49.7 -22.4 

4 月 122.5 30.9 -7.3 87.3 39.3 -6.8 35.2 20.2 -8.5 52.0 -5.6 

5 月 133.5 30.7 -7.4 93.6 39.8 -10.2 40.0 20.0 -0.3 53.6 -16.3 

6 月 124.2 29.5 -4.4 86.4 37.8 -4.7 37.8 19.6 -3.7 48.7 -5.4 

7 月 134.7 30.3 2.6 96.0 39.9 3.4 38.7 19.0 0.8 57.3 5.2 

8 月 139.9 30.9 2.2 99.6 40.4 3.3 40.3 19.5 -0.5 59.3 6.1 

9 月 129.9 31.9 3.5 94.0 41.7 6.1 35.8 19.7 -2.8 58.2 12.5 

10 月 155.2 31.6 12.3 113.7 42.5 14.9 41.5 18.6 5.8 72.1 20.8 

11 月 149.8 32.3 13.3 107.2 42.3 18.9 42.7 20.3 1.4 64.5 34.3 

12 月 148.3 31.9 15.2 109.7 42.7 21.4 38.6 18.5 0.7 71.1 36.6 

2017年 1-11月 1,643.7 31.4 15.1 1,174.7 40.8 15.9 468.9 19.9 13.1 705.8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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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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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12.9 63.4 10.8 

8 月 159.0 31.9 13.7 113.9 41.0 14.5 45.1 20.4 11.9 68.8 16.2 

9 月 167.3 32.7 28.9 121.6 42.1 29.5 45.7 20.6 27.6 75.9 30.6 

10 月 165.2 33.1 6.5 119.1 43.3 4.9 46.0 20.6 10.8 73.1 1.5 

11 月 174.4 33.7 16.5 125.1 43.3 16.8 49.4 21.5 15.8 75.7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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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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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 月 2016 年 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25.1 100.0 107.1 100.0 18.0 16.8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71.7 57.4 61.7 57.6 10.1 16.3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0.8 8.6 7.7 7.2 3.0 39.3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9.9 7.9 9.7 9.1 0.2 2.1 

39 塑膠及其製品 8.6 6.9 7.0 6.5 1.6 23.4 

29 有機化學產品 5.1 4.1 4.2 3.9 0.9 22.1 

74 銅及其製品 2.6 2.1 2.2 2.0 0.4 19.2 

72 鋼鐵 1.3 1.0 1.2 1.1 0.1 4.9 

71 珍珠寶石及貴金屬 1.2 1.0 0.2 0.2 1.0 411.3 

38 雜項化學產品 1.0 0.8 0.9 0.9 0.1 11.9 

70 玻璃及玻璃器 0.9 0.7 1.0 0.9 -0.1 -9.4 

  其他 12.0 9.6 11.3 10.6 0.6 5.5 

 進口總額 49.4 100.0 42.6 100.0 6.7 15.8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2.2 44.9 18.3 42.9 3.9 21.1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7.7 15.6 5.6 13.1 2.1 37.8 

72 鋼鐵 1.8 3.6 1.7 3.9 0.1 7.3 

38 雜項化學產品 1.4 2.8 1.4 3.3 0.0 -2.3 

74 銅及其製品 1.3 2.6 0.5 1.1 0.8 164.2 

29 有機化學產品 1.2 2.5 0.9 2.1 0.3 34.5 

39 塑膠及其製品 1.2 2.4 1.1 2.5 0.1 10.8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1.1 2.2 1.0 2.2 0.1 11.2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0 2.1 1.0 2.4 0.0 -0.3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0.9 1.8 0.8 1.8 0.1 12.1 

  其他 9.7 19.6 10.5 24.5 -0.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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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我國對中國大陸(含香港)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1-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1 月 2016 年 1-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1,174.7 100.0 1,013.2 100.0 161.6 15.9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647.2 55.1 563.7 55.6 83.5 14.8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05.3 9.0 94.6 9.3 10.7 11.3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98.6 8.4 69.6 6.9 29.0 41.7 

39 塑膠及其製品 80.2 6.8 66.4 6.6 13.8 20.8 

29 有機化學產品 50.6 4.3 41.9 4.1 8.7 20.7 

74 銅及其製品 28.0 2.4 18.3 1.8 9.7 53.3 

72 鋼鐵 13.0 1.1 10.5 1.0 2.5 24.1 

27 礦物燃料 11.4 1.0 9.1 0.9 2.2 24.6 

70 玻璃及玻璃器 10.0 0.9 9.8 1.0 0.3 2.9 

38 雜項化學產品 9.7 0.8 9.7 1.0 0.0 -0.2 

  其他 120.7 10.3 119.6 11.8 1.1 0.9 

 進口總額 468.9 100.0 414.6 100.0 54.3 13.1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02.6 43.2 168.2 40.6 34.4 20.5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70.5 15.0 59.4 14.3 11.1 18.7 

72 鋼鐵 19.5 4.2 20.0 4.8 -0.5 -2.5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3.9 3.0 14.7 3.5 -0.7 -5.0 

38 雜項化學產品 13.8 2.9 15.7 3.8 -1.9 -12.2 

29 有機化學產品 12.1 2.6 10.2 2.5 1.9 18.6 

39 塑膠及其製品 11.9 2.5 10.4 2.5 1.5 14.6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11.1 2.4 7.6 1.8 3.6 47.1 

74 銅及其製品 10.2 2.2 6.4 1.5 3.8 58.8 

71 珍珠寶石及貴金屬 9.7 2.1 9.5 2.3 0.2 2.5 

  其他 93.6 20.0 92.6 22.3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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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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東協 10 國貿易分析(詳表 20 至表 22) 

－出口：11 月對東協出口 51.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11.8%，占我出口 17.8%，其中以有機

化學產品(HS29)成長幅度最大(38.9%)，主要為醚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

物(HS2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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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億美元。累計 1~11 月出口至東協較上年同期成長 14.5%，以有機化學產品(HS29)成長

22.4%最多，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成長 21.9%次之；累計出口金額以電機設備及其

零件(HS85)增加 44.3 億美元為最多，礦物燃料(HS27)增加次之，為 4.0 億美元。 

－進口：11 月自東協進口 25.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3.0%，占我進口 11.3%，以鋼鐵(HS72)

成長幅度最大(142.1%)， 有機化學產品(HS29)成長 73.3%次之；另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進口金額增加最多，為 1.2 億美元，鋼鐵(HS72)增加 0.4 億美元次之。累計 1~11

月自東協進口則較上年同期成長 15.0%，以有機化學產品(HS29)成長最多 61.4%，礦物

燃料(HS27)成長 30.1%次之；累計進口金額以礦物燃料(HS27)增加 12.4 億美元最多，電

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增加 11.5 億美元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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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月 818.1 15.6 14.7 533.2 18.5 14.5 284.9 12.1 15.0 248.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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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 15.8 10.4 47.8 18.5 12.2 24.7 12.3 7.0 23.2 18.3 

7 月 76.7 15.7 15.0 51.1 18.9 16.4 25.5 11.8 12.4 25.6 20.6 

8 月 79.6 16.0 14.9 53.5 19.3 19.1 26.1 11.8 7.3 27.4 32.9 

9 月 75.5 14.8 19.3 50.1 17.3 25.1 25.4 11.4 9.4 24.6 46.6 

10 月 77.1 15.4 2.6 49.4 17.9 3.1 27.7 12.4 1.8 21.7 4.7 

11 月 77.2 14.9 8.7 51.4 17.8 11.8 25.9 11.3 3.0 25.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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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我國對東協(10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 月 2016 年 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51.4 100.0 45.9 100.0 5.4 11.8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3.6 46.0 20.0 43.5 3.6 18.2 

27 礦物燃料 6.0 11.7 6.3 13.6 -0.2 -4.0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9 7.6 3.7 8.0 0.2 6.1 

72 鋼鐵 2.4 4.7 1.9 4.1 0.5 28.5 

39 塑膠及其製品 2.4 4.7 2.2 4.7 0.2 10.2 

29 有機化學產品 1.1 2.2 0.8 1.8 0.3 38.9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1 2.2 0.8 1.8 0.3 31.9 

60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1.1 2.2 1.1 2.4 0.0 -1.1 

54 人造纖維絲 0.8 1.6 0.8 1.7 0.1 7.3 

38 雜項化學產品 0.7 1.3 0.7 1.5 0.0 -0.5 

  其他 8.2 15.9 7.7 16.8 0.4 5.4 

 進口總額 25.9 100.0 25.1 100.0 0.7 3.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9.1 35.3 7.9 31.5 1.2 15.3 

27 礦物燃料 4.7 18.3 4.8 19.2 -0.1 -1.9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6 10.2 4.0 16.0 -1.4 -34.3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1 4.1 0.9 3.7 0.1 13.0 

29 有機化學產品 0.7 2.9 0.4 1.7 0.3 73.3 

72 鋼鐵 0.7 2.8 0.3 1.2 0.4 142.1 

39 塑膠及其製品 0.5 2.0 0.5 2.1 0.0 -2.7 

74 銅及其製品 0.5 1.9 0.4 1.5 0.1 33.2 

38 雜項化學產品 0.4 1.6 0.4 1.6 0.0 4.2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0.4 1.4 0.4 1.5 0.0 -4.2 

  其他 5.1 19.6 5.0 20.1 0.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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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1 月 2016 年 1-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533.2 100.0 465.6 100.0 67.6 14.5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46.7 46.3 202.3 43.5 44.3 21.9 

27 礦物燃料 62.9 11.8 58.9 12.6 4.0 6.8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0.0 7.5 36.1 7.8 3.8 10.6 

39 塑膠及其製品 24.2 4.5 21.9 4.7 2.3 10.4 

72 鋼鐵 23.8 4.5 20.4 4.4 3.4 16.8 

60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13.7 2.6 13.8 3.0 -0.1 -0.9 

29 有機化學產品 11.2 2.1 9.1 2.0 2.0 22.4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8.9 1.7 7.4 1.6 1.5 20.5 

54 人造纖維絲 8.3 1.6 7.8 1.7 0.5 5.7 

38 雜項化學產品 7.2 1.4 8.2 1.8 -1.0 -11.7 

  其他 86.4 16.2 79.6 17.1 6.8 8.5 

 進口總額 284.9 100.0 247.6 100.0 37.3 15.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96.1 33.7 84.6 34.2 11.5 13.6 

27 礦物燃料 53.8 18.9 41.4 16.7 12.4 30.1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36.3 12.7 33.4 13.5 2.8 8.4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9.9 3.5 9.7 3.9 0.2 1.9 

29 有機化學產品 8.0 2.8 5.0 2.0 3.0 61.4 

39 塑膠及其製品 5.9 2.1 5.3 2.1 0.6 11.3 

74 銅及其製品 4.9 1.7 4.0 1.6 0.9 22.6 

38 雜項化學產品 4.6 1.6 4.2 1.7 0.5 11.1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4.2 1.5 3.6 1.5 0.6 16.5 

44 木及木製品 4.2 1.5 4.5 1.8 -0.3 -7.3 

  其他 56.9 20.0 51.9 21.0 5.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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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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歐盟(28 國)貿易分析(詳表 23 至表 25) 

－出口：11 月對歐盟出口 22.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9.6%，占我出口 7.7%，以鋼鐵(HS72)

成長幅度最大(34.8%)，主要經護面、鍍面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HS7210)出

口大幅增加所致；另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出口金額增加 0.8 億美元為最多。累計

1~11 月出口至歐盟較上年同期成長 9.6%，對歐盟出口以鋼鐵(HS72)成長 65.7%最多，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 14.5%次之；另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累計出口金額

增加 6.1 億美元為最多，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增加 5.9 億美元次之。 

－進口：11 月自歐盟進口 23.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12.9%，占我進口 10.1%，以汽機車及

其零件(HS87)成長幅度最大(36.2%)，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 25.7%次之。另機械

用具及其零件(HS84)進口金額增加 0.9 億美元為最多。累計 1~11 月自歐盟進口較上年

同期成長 7.2%，自歐盟進口以航空器及其零件(HS88)成長 79.8%最多，雜項化學產品

(HS38)成長25.8%次之；累計進口金額以航空器及其零件(HS88)增加5.4億美元為最多，

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增加 3.6 億美元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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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月 481.0 9.2 8.4 246.5 8.6 9.6 234.5 9.9 7.2 12.0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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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24.3 9.5 12.0 23.0 10.4 11.1 1.2 30.7 

6 月 42.2 9.2 5.5 21.5 8.3 6.3 20.7 10.3 4.7 0.8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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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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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9.3 1.6 22.7 8.2 7.6 23.8 10.6 -3.5 -1.1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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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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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 月 2016 年 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22.3 100.0 20.4 100.0 2.0 9.6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7.1 31.7 6.8 33.4 0.3 3.9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6 20.4 3.8 18.5 0.8 21.4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5 11.3 2.2 11.0 0.3 13.5 

73 鋼鐵製品 1.5 6.8 1.2 6.1 0.3 21.7 

72 鋼鐵 1.2 5.3 0.9 4.3 0.3 34.8 

39 塑膠及其製品 0.9 3.8 0.8 3.8 0.1 11.2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0.7 3.0 0.5 2.6 0.1 26.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0.6 2.8 0.7 3.4 -0.1 -9.4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0.4 1.6 0.4 2.0 -0.1 -13.4 

29 有機化學產品 0.3 1.3 0.3 1.3 0.0 11.8 

  其他 2.7 12.0 2.8 13.7 -0.1 -4.1 

 進口總額 23.1 100.0 20.5 100.0 2.6 12.9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6 20.1 3.7 18.1 0.9 25.7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8 12.1 3.0 14.7 -0.2 -6.8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5 11.0 1.9 9.1 0.7 36.2 

88 航空器及其零件 2.1 8.9 1.6 8.1 0.4 24.7 

30 醫藥品 1.8 7.8 1.5 7.4 0.3 17.7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3 5.5 1.2 6.0 0.0 3.4 

29 有機化學產品 0.8 3.5 0.8 3.9 0.0 0.0 

22 飲料、酒類及醋 0.7 3.1 0.8 4.1 -0.1 -12.7 

38 雜項化學產品 0.7 3.0 0.6 3.0 0.1 10.9 

39 塑膠及其製品 0.4 1.9 0.4 1.8 0.1 14.9 

  其他 5.3 23.1 4.9 23.8 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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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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我國對歐盟(28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2017年1-11月) 

單位：億美元；% 

HS 

二位碼 
貨品 

2017 年 1-11 月 2016 年 1-11 月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成長率 

 出口總額 246.5 100.0 224.8 100.0 21.6 9.6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79.0 32.1 72.9 32.4 6.1 8.4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6.9 19.0 40.9 18.2 5.9 14.5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7.2 11.0 24.8 11.1 2.3 9.3 

73 鋼鐵製品 17.0 6.9 15.1 6.7 1.8 12.0 

72 鋼鐵 11.5 4.6 6.9 3.1 4.5 65.7 

39 塑膠及其製品 10.9 4.4 9.8 4.4 1.0 10.4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7.2 2.9 6.6 2.9 0.6 9.6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6.9 2.8 7.0 3.1 -0.1 -1.1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3.7 1.5 4.1 1.8 -0.5 -11.0 

29 有機化學產品 3.7 1.5 3.3 1.4 0.4 12.8 

  其他 32.6 13.2 33.3 14.8 -0.6 -1.8 

 進口總額 234.5 100.0 218.7 100.0 15.8 7.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45.9 19.6 50.5 23.1 -4.6 -9.2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30.2 12.9 28.4 13.0 1.8 6.4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7.4 11.7 23.7 10.9 3.6 15.2 

30 醫藥品 18.2 7.8 15.3 7.0 2.9 18.9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4.0 6.0 13.5 6.2 0.5 4.0 

88 航空器及其零件 12.2 5.2 6.8 3.1 5.4 79.8 

29 有機化學產品 10.6 4.5 9.7 4.5 0.8 8.4 

22 飲料、酒類及醋 8.1 3.5 8.0 3.7 0.1 1.3 

38 雜項化學產品 7.8 3.3 6.2 2.8 1.6 25.8 

39 塑膠及其製品 4.8 2.0 4.3 2.0 0.5 11.5 

  其他 55.4 23.6 52.2 23.9 3.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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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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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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數據，表列的所有國家出口皆為成長，其中以新加坡成長 18.8%最多，

我國成長 14.0%次之。 

－進口：2017 年 11 月數據，表列的所有國家皆為成長，其中以新加坡成長 22.3%最大， 中國

大陸成長 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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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月 13.1 12.6 16.5 18.2 13.2 15.7 6.8 8.4 6.3 18.3 

1 月 7.0 8.6 11.0 20.1 14.6 25.9 -0.3 -0.7 3.2 16.6 

2 月 27.6 42.1 20.2 24.1 22.1 12.0 22.5 21.6 -4.8 38.9 

3 月 13.1 19.6 13.1 27.7 18.7 18.5 21.1 17.7 12.3 19.8 

4 月 9.3 23.5 23.8 17.3 3.0 5.4 8.3 9.5 4.1 10.7 

5 月 8.4 10.2 13.1 19.1 13.9 18.8 -1.4 8.0 5.5 16.5 

6 月 12.9 3.6 13.4 19.7 6.7 6.3 13.3 11.6 9.0 15.9 

7 月 12.5 6.4 19.5 15.6 13.1 15.2 1.5 4.0 6.1 13.0 

8 月 12.7 6.9 17.4 15.4 14.7 15.8 6.5 7.8 4.6 14.9 

9 月 28.0 22.2 35.0 22.6 5.7 11.3 5.6 5.6 7.5 22.0 

10 月 3.0 0.1 7.2 7.9 15.7 21.9 3.8 3.9 6.3 18.0 

11 月 14.0 9.0 9.5 12.7 18.8 22.3 1.7 7.7 12.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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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數據，表列國家皆為正成長，以法國出口成長 20.4%為最多，英國成長

15.2%次之。 

－進口：2017 年 10 月數據，表列國家皆為正成長，法國進口成長 18.3%最大，英國成長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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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月 6.1 6.7 7.5 9.5 6.5 9.2 6.7 -4.2 5.2 7.9 

1 月 9.0 12.0 4.3 11.6 9.2 9.4 10.0 1.1 0.9 13.6 

2 月 5.3 0.7 13.0 2.8 -1.1 -0.4 -1.5 -6.6 -4.1 -0.6 

3 月 8.2 9.2 12.0 15.9 6.3 10.4 10.4 -3.1 5.3 6.4 

4 月 4.3 7.0 6.9 14.6 -8.4 -0.3 -4.5 -18.7 -8.6 -6.5 

5 月 7.0 9.3 11.4 14.3 11.4 13.7 10.5 -1.7 7.3 10.5 

6 月 6.4 5.1 4.2 9.7 0.7 3.8 2.0 -7.9 2.9 5.3 

7 月 5.5 5.6 5.1 7.8 12.0 14.4 8.8 -14.6 9.0 14.2 

8 月 5.5 4.0 8.9 6.3 12.8 14.2 9.5 -1.4 9.9 9.6 

9 月 4.5 4.8 4.8 3.0 10.7 11.9 7.0 -2.3 10.3 9.4 

10 月 5.9 9.9 4.9 9.4 13.7 15.7 15.2 17.0 20.4 18.3 

1.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 

2.「---」表示資料尚未取得。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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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數據，除印尼數據尚未更新外，其餘表列的國家皆為正成長，並以越南出

口成長 25.9%為最多，泰國出口成長 12.8%次之。觀察 2017年 10月數據，越南成長 32.0%，

泰國出口成長 13.3%。 

－進口：2017 年 9 月數據，表列國家皆為正成長，以越南進口成長 24.8%為最多，馬來西亞進

口成長 12.4%次之。另 2017年 10月數據，越南進口成長為 14.2%，泰國出口成長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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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月 10.0 14.7 14.1 14.6 17.8 14.9 14.5 12.3 21.4 21.8 

1 月 10.4 6.7 10.6 13.0 27.9 14.3 24.0 12.2 5.0 2.5 

2 月 -3.8 19.2 19.1 20.2 11.5 11.6 10.0 20.3 29.5 47.5 

3 月 8.8 18.3 13.7 27.7 24.3 17.5 21.1 24.0 13.7 27.7 

4 月 9.7 14.6 6.6 10.4 15.7 10.5 20.0 4.6 21.5 22.4 

5 月 14.3 19.3 23.9 22.0 22.4 23.6 16.8 22.4 24.5 26.0 

6 月 12.0 13.8 4.9 -1.1 -11.3 -17.4 8.4 4.3 20.6 21.7 

7 月 10.9 17.8 23.0 14.1 42.8 54.0 13.7 3.0 19.0 20.8 

8 月 12.9 14.7 14.4 14.9 --- --- 11.0 14.2 22.8 16.9 

9 月 12.8 9.8 12.2 12.4 --- --- 8.0 8.5 25.9 24.8 

10 月 13.3 13.7 --- --- --- --- --- --- 32.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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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美國整體進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9.9%，最大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占

比 22.8%、韓國約占 3.0%，我國及馬來西亞分別占 1.8%及 1.5%，新加坡約占 0.9%。 

－成長率：表列國家以新加坡的表現最佳(48.4%)，韓國次之(23.6%)，其餘依序為我國(13.3%)、

中國大陸(10.1%)及馬來西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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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月 6.7 8.6 1.8 1.8 3.1 7.5 0.8 1.1 1.6 8.5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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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5.1 10.4 1.9 -2.0 3.1 -5.6 0.9 0.0 1.7 9.7 21.3 

7 月 5.6 13.8 1.9 1.7 3.1 20.8 0.9 -2.8 1.5 10.5 22.7 

8 月 4.0 2.8 1.9 -1.0 3.0 12.7 0.8 -2.9 1.6 6.0 22.7 

9 月 4.8 12.0 1.9 13.6 3.0 9.5 0.9 4.1 1.6 8.1 23.3 

10 月 9.9 13.3 1.8 23.6 3.0 48.4 0.9 1.5 1.5 10.1 22.8 

資料來源：World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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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市場(詳表30) 

－占有率：2017 年 10 月日本整體進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9.4%，最大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占

比 25.3%；韓國及我國分別占 4.0%與 3.8%，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則分別占 2.8%及

1.1%。 

－成長率：表列國家以馬來西亞的表現最佳(14.3%)，我國次之(12.9%)，其餘依序為中國大陸

(5.2%)、韓國(3.2%)、新加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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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月 9.5 9.4 3.8 11.7 4.2 13.1 1.3 11.0 2.9 2.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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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4.3 25.8 1.3 19.7 2.8 6.3 23.6 

6 月 9.7 22.6 4.0 6.4 4.1 11.4 1.4 6.6 2.7 -0.1 23.5 

7 月 7.8 13.4 4.1 13.0 4.4 14.7 1.2 23.9 3.0 4.9 24.2 

8 月 6.3 14.2 4.0 7.0 4.1 1.2 1.2 6.9 2.8 2.4 23.7 

9 月 3.0 9.3 4.0 8.5 4.1 13.8 1.3 -2.4 2.6 -6.5 25.5 

10 月 9.4 12.9 3.8 3.2 4.0 -4.9 1.1 14.3 2.8 5.2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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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中國大陸整體進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20.2%，占比最高的為韓國 10.3%；

我國占 9.4%；日本 8.9%，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則分別占 2.9%及 1.7%。 

－成長率：表列國家皆呈正成長，以新加坡表現最佳(30.7%)，其餘依序為我國(22.0%)、韓國

(20.2%)、日本(14.2%)及馬來西亞(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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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 18.3 12.1 8.7 12.3 9.9 25.2 1.6 13.1 3.0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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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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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東協 6 國進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19.7%，最大進口來源為中國大陸，占比

19.7%，日、韓分別占 9.2%及 7.9%，我國則占 5.9%。 

－成長率：表列國家皆呈正成長，以我國表現最佳(17.2%)，其餘依序為中國大陸(16.0%)、日本

(11.5%)及韓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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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月 16.1 13.7 5.6 22.5 8.0 7.2 9.2 11.2 19.5 

1 月 13.5 11.1 5.7 19.2 7.3 0.5 8.6 12.3 21.5 

2 月 20.3 16.5 5.3 16.8 7.5 15.8 10.1 6.9 16.5 

3 月 21.8 12.2 5.5 35.6 8.3 13.9 9.3 21.7 19.4 

4 月 11.3 8.4 5.4 30.5 9.0 3.3 9.4 3.1 19.3 

5 月 21.5 19.9 5.5 27.4 7.9 12.6 8.4 17.8 20.3 

6 月 5.6 11.2 5.9 21.3 8.1 -5.3 9.2 0.8 19.6 

7 月 19.7 17.2 5.9 7.9 7.9 11.5 9.2 16.0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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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歐盟進口成長 18.1%，最大進口來源為中國大陸，占比 20.8%，韓國及

我國分別占 3.3%及 1.6%，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則占 1.6%及 1.3%。 

－成長率：表列國家皆為正成長，其中以新加坡成長 64.0%幅度最大，其次依序為韓國(54.1%)

我國(25.0%)、馬來西亞(22.1%)及中國大陸(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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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月 9.6 15.4 1.6 24.8 2.7 10.2 1.1 13.0 1.3 9.7 20.1 

1 月 16.4 12.9 1.6 41.8 2.9 -26.7 0.9 12.7 1.3 6.8 21.0 

2 月 4.1 1.8 1.5 12.4 2.6 -1.4 0.9 -3.0 1.2 -4.9 19.3 

3 月 10.7 12.6 1.6 32.0 2.7 25.6 1.0 5.9 1.2 5.5 17.8 

4 月 -3.5 0.0 1.6 -5.2 3.2 -3.7 1.0 0.8 1.3 4.2 18.5 

5 月 15.5 14.5 1.6 20.8 2.6 16.7 1.0 14.9 1.3 16.8 19.3 

6 月 4.6 15.5 1.7 20.2 2.6 12.4 1.0 7.7 1.3 8.2 19.9 

7 月 10.5 29.6 1.7 26.7 2.6 24.8 1.2 23.9 1.4 20.6 21.5 

8 月 10.0 21.5 1.7 16.9 2.5 36.0 1.3 35.2 1.6 13.5 21.2 

9 月 10.2 21.1 1.6 41.1 2.7 -25.9 0.9 10.0 1.2 11.1 21.3 

10 月 18.1 25.0 1.6 54.1 3.3 64.0 1.6 22.1 1.3 14.6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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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5%，出口將成

長11.4%，進口成長率為11.7%。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根據2017年10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0%，出口及進口成

長率分別成長5.2%及4.8%。 

亞洲開發銀行(ADB)：根據2017年4月及12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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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2) 
2.5 11.4 11.7 

IMF 

(2017.10) 
2.0 5.2 4.8 

ADB 

(2017.4/2017.12) 
2.3 2.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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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F(2017),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Seeking Sustainable Growth: Short-Term Recovery, Long-Term 

Challenges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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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ement : A Firmer Growth Outlook for ASIA, 

December 2017 

台經院：根據2017年11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50%，出口及進口將分別成長11.3%，

及11.45%。 

中經院：根據2017年12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53%，出口及進口將分別成長12.73%，

及11.90%。 

主計總處：根據2017年11月預估，2017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2.58%，出口及進口將分別成長12.14%，

及1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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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5) 
2.50 312,000 11.3 257,000 11.45 

中經院 

(2017.12.19) 
2.53 316,009 12.73 257,996 11.90 

主計總處 

(2017.11.24) 
2.58 314,352 12.14 258,364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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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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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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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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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