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5 月號】國際貿易情勢分析—本期摘要 

 小麥價格上揚：2022 年 5 月小麥均價為 1,141.42 美分/英斗，較上月上漲 7.03%。

多個小麥主要生產國出現天候問題，且俄烏衝突持續，全球供應缺口難以填補，

加劇小麥供應緊張擔憂。 

 我國整體貿易表現： 

✓ 2022 年 4 月出口 414.6 億美元，年增率 18.8%。由於科技創新應用與數位轉

型商機持續熱絡，加上俄烏衝突相關效應導致國際能源、基本金屬等原物料行

情居高不下，支撐出口持續擴張。 

✓ 2022 年 4 月進口 365.5 億美元，年增率 26.7%。由於半導體產業增購相關資

本設備，國際原物料行情居高，以及消費進口需求增加，共同推升進口成長表

現。 

 我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表現： 

✓ 出口方面，2022 年 4 月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東協、美國、日本、

歐盟)之出口，以對歐盟年增 27.8%增幅最高，其次為美國年增 26.6%，東協

年增 18.5%，中國大陸年增 12.3%，以及日本年增 5.7%。其中，對東協出口

額創下歷年單月次高紀錄，對日本、 歐盟出口額也創下歷年單月第三高紀錄。 

✓ 進口方面，2022 年 4 月我國自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東協、美國、日本、

歐盟)之進口表現，以自歐盟進口年增 37.0%增幅最高，其次為東協年增

35.3%，美國年增 19.5%，日本年增 16.8%，以及中國大陸年增 9.6%。 

 我國主要貨品之貿易表現： 

✓ 2022年 4月我國前 10大出口貨品中，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出口 210.0

億美元金額最高，其次為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出口 52.4 億美元。以變動

情形來看，以礦物燃料(HS27)年增 64.0%增幅最高，其次為鋼鐵(HS72)年增

36.5%，主因為國際原物料價格持續居高。 

✓ 2022年 4月我國前 10大進口貨品中，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進口 109.5

億美元金額最高，其次為礦物燃料(HS27)進口 60.2 億美元。以變動情形來看，

醫藥品(HS30)年增 113.3%增幅最高，主要是抗病毒藥物的進口銳增；其次為

礦物燃料(HS27)年增 65.5%，因國際原物料行情持續揚升。 

 

 

(本報告內容及建議，純屬受委託單位機構之觀點，不代表本機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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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號】國際貿易情勢分析 

日期：111 年 5 月 31 日 

電話：(02) 2397-7441 

國際原物料價格走勢1 

 農產品價格漲跌互見： 

➢ 小麥價格上揚：2022 年 5 月小麥均價為 1,141.42 美分/英斗，較上月上漲

7.03%。多個小麥主要生產國出現天氣問題，且俄烏衝突持續，全球供應缺口

難以填補，加劇小麥供應緊張擔憂。雖印度政府於 5 月 13 日宣布禁止小麥出

口導致麥價一度飆升，惟隨後印度又改稱將放寬禁令，且俄羅斯小麥豐收在望，

應可抑制未來小麥價格上漲幅度。(圖 1) 

 

 

 

 

 

 

 

 

 

 

圖 1：小麥期貨價走勢 

資料來源：情報贏家資料庫。 

  

➢ 黃豆價格下跌：2022 年 5 月黃豆均價為 1,673.37 美分/英斗，月跌 0.53%。

本月均價雖較上月略有下跌，惟全球油籽及植物油市場供需面偏緊，有助於黃

 
1 資料來源：情報贏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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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壓榨需求前景保持強勁。此外，北美春播工作已開始數週，低溫多雨天氣制

約播種進度，加上巴西黃豆減產提振美豆出口需求，研判黃豆價格仍有支撐。 

➢ 玉米價格上升：2022 年 5 月玉米均價為 788.38 美分/英斗，月升 0.29%。美

國中西部天候持續低溫多雨，玉米播種步伐遲緩，巴西頭號產區的二季玉米受

到乾旱威脅，中國大陸繼續大量購進美國玉米，以及國際原油期貨價格仍位高

檔，使玉米價格較強勢。 

 鋁價下跌：2022 年 5 月鋁均價為 2,830.32 美元/公噸，月跌 12.76%。鋁廣泛使

用於電力、建築和包裝行業，全球最大消費國中國大陸持續針對疫情實施封鎖管

封，加劇經濟成長和金屬需求前景的擔憂，使鋁價走弱。 

 銅價下跌：2022 年 5 月銅均價為 9,377.15 美元/公噸，月跌 7.72%。銅多用於電

力和建築，俄烏衝突持續推升能源價格，市場情緒轉趨悲觀，且全球最大金屬消

費國中國大陸實施防疫管控，令其經濟前景惡化，疲弱的製造業數據引發對金屬

需求的擔憂，加上美國聯準會升息，美元走強使得以美元計價的金屬價格失去吸

引力，導致銅價下跌。此外，國際銅業研究組織(ICSG)預計，2022 年全球銅市將

出現 14.2 萬噸過剩產能。 

 鎳價下跌：2022 年 5 月鎳均價為 28,062.55 美元/公噸，月跌 15.30%。中國大陸

實施防疫管控下，市場對需求前景顯得較為悲觀(物流運輸持續受阻、下游電解鎳

開工率下降、不鏽鋼需求疲弱、新能源電動汽車生產受限)，加上主要生產國菲律

賓雨季逐步結束，印尼鎳出口增加，鎳礦、鎳鐵供應緊張的狀況獲得緩解，引發

鎳價走跌。 

 

我國整體貿易表現 

 2022 年 4 月出進口續揚 

➢ 2022 年 4 月出口 414.6 億美元，年增率 18.8%。由於科技創新應用與數位轉

型商機持續熱絡，加上俄烏衝突相關效應導致國際能源、基本金屬等原物料行

情居高不下，支撐出口持續擴張。 

➢ 2022 年 4 月進口 365.5 億美元，年增率 26.7%。由於半導體產業增購相關資

本設備，國際原物料行情仍高，以及消費進口需求增加，共同推升進口成長表

現。(圖 2、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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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我國出、進口金額(億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表 1：我國出、進口成長率 

單位:% 

年 2021 2022 

月份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出口 

成長率 

38.5 35.1 34.8 26.9 29.1 24.5 30.2 23.3 16.7 34.8 21.3 18.8 

進口 

成長率 

41.1 42.4 40.9 46.2 40.3 37.2 33.3 28.0 24.2 35.3 19.5 26.7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366.5

395.4 401.2 406.9

374.5

414.6

315.2

360.8
340.1 349.2

316.3

365.5

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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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
美
元

出口總值(億美元) 進口總值(億美元)

2022年2021年



-4- 

 

 累計 2022 年 1 至 4 月出進口同步擴張 

➢ 累計 2022 年 1 至 4 月出口 1,624.0 億美元，年增率 22.3%。出口維持強勁成

長主因，包括全球景氣穩定復甦、創新科技應用效應支撐晶片需求續增、國際

客戶為確保貨源而增加訂單，以及地緣政治衝突加劇原物料漲勢，傳產出口規

模同步上揚。 

➢ 累計 2022 年 1 至 4 月進口 1,417.4 億美元，年增率 25.8%。由於出口衍生需

求續強，且油價、基本金屬等國際原物料行情位居高點，令進口維持兩位數成

長表現。 

 

我國對重要外貿夥伴之貿易表現 

 對歐美出口增幅逾兩成， 2022 年 4 月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東協、美

國、日本、歐盟)之出口，以對歐盟年增 27.8%增幅最高，其次為美國年增 26.6%，

東協年增 18.5%，中國大陸年增 12.3%，以及日本年增 5.7%。其中，對東協出口

額創下歷年單月次高紀錄，對日本、 歐盟出口額也創下歷年單月第三高紀錄。(圖

3) 

 自歐盟東協進口增幅逾三成，2022 年 4 月我國自要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東協、

美國、日本、歐盟)之進口表現，以自歐盟進口年增 37.0%增幅最高，其次為東協

年增 35.3%，美國年增 19.5%，日本年增 16.8%，以及中國大陸年增 9.6%。 

 出口市場方面：2022 年 4 月我國對中國大陸出口 103.9 億美元，對東協出口 68.4

億美元，對日本出口26.7億美元，出口主要貨品為積體電路。對美國出口62.4億

美元，出口主要貨品為資通訊產品、電子零組件及車輛零附件。對歐盟出口 31.0

億美元，出口主要貨品為積體電路、基本金屬、電子零組件及車輛零附件等。 

 進口市場方面：2022 年 4 月我國自中國大陸進口 70.4 億美元，進口主要貨品為

積體電路。自日本進口 51.5 億美元、自東協進口 47.7 億美元，進口主要貨品為

積體電路、製造半導體之相關設備。自美國進口 37.1 億美元，進口主要貨品為石

油原油、製造半導體之相關設備，以及積體電路。自歐盟進口 36.7 億美元，進口

主要貨品為製造半導體之相關設備、醫藥製劑，以及小客車。 

 累計 2022 年 1 至 4 月，出口以對美國年增 34.1%漲幅最高，出口主要貨品包括

自動資料處理機、自動資料處理機之零附件、電話機，以及機動車零附件等。進

口以東協年增 26.8%漲幅最高，進口主要貨品為積體電路、製造半導體之相關設

備、不銹鋼扁軋製品，以及石油與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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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22 年 4 月我國對主要貿易夥伴之出口額與成長率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我國主要貨品之貿易表現 

 2022 年 4 月我國前 10 大出口貨品中，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出口 210.0 億

美元金額最高，其次為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出口 52.4 億美元。 

 就出口貨品變動情形來看，2022年 4月以礦物燃料(HS27)年增 64.0%增幅最高，

增額主要來源包括柴油、汽油、噴射機用煤油及燃料油；其次為鋼鐵(HS72)年增

36.5%，因供應面緊繃且鋼價居高。惟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因面板價格及買氣

雙雙疲軟而年減 7.3%，塑膠及其製品(HS39) 年減 1.0%，因中國大陸實施疫情管

控導致運輸困難。 (圖 4) 

 2022 年 4 月我國前 10 大進口貨品中，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進口 109.5 億

美元金額最高，其次為礦物燃料(HS27)進口 60.2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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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進口貨品變動情形來看，2022 年 4 月以醫藥品(HS30)年增 113.3%增幅最高，

主要是抗病毒藥物的進口銳增；其次為礦物燃料(HS27)年增 65.5%，俄烏衝突持

續使得國際原物料行情居高不下。 

 累計 2022 年 1 至 4 月，我國前 10 大出口貨品中，以礦物燃料(HS27)出口年增

83.5%漲幅最高，其次為鋼鐵(HS72)年增 46.7%，其餘項目年增率亦為正，惟光

學等精密儀器(HS90)因面板價量齊跌而年減 8.9%。 

 累計 2022 年 1 至 4 月，我國前 10 大進口貨品中，以礦物燃料(HS27)進口年增

75.7%漲幅最高，其次為銅及其製品(HS74)年增 34.1%，其餘項目年增率亦為正，

惟汽機車及零件(HS87)因晶片供料不足而年減 4.2%。 

 

 

 

 

 

 

 

 

 

 

 

 

 

 

圖 4：2022 年 4 月我國主要出口貨品金額(成長率)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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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其他國家貿易的比較 

 就出口表現來看，主要國家外貿維持擴張，累計 2022 年 1 至 4 月，我國出口年

增 22.3%漲勢最強，其次為新加坡年增 17.0%、韓國年增 16.9%，以及中國大陸

年增 12.4%；惟日本因汽車出口受到晶片短缺、中俄減少進口等因素影響，年增

2.5%，漲幅為個位數。 

 就進口表現來看，累計 2022年 1至 4月，由於國際能源、原物料行情居高不下，

多維持兩位數成長，包括韓國進口年增 26.5%、我國年增 25.8%、新加坡年增

21.4%，以及日本年增 19.6%；然中國大陸年增率從 1 至 2 月的兩位數成長降至

8.1%，因 3 月之後疫情擴散，導致進口運輸受阻。(圖 5) 

 

 

 

 

 

 

 

 

 

 

 

 

 

 

圖 5：2022 年主要國家出進口年增率 

資料來源：IHS Mar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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