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您談談今年以來台灣扣件業的

產銷表現? 

今年台灣扣件業的總體產銷表現

並不算好，若與去年同期相比且

依廠商狀況不同約有10-30%的衰退，少數

幾家小型加工廠有聽聞因上游訂單萎縮面

臨比較嚴峻狀況。依往年經驗，9月本應迎

來一波訂單潮，但今年因歐洲客戶先前下

單過剩庫存水位仍高導致從今年初開始下

單量已有明顯下滑跡象，即使是特殊品的

訂單也面臨相同情況，所以我預估今年年

底前台灣的接單狀況可能不會出現顯著復

甦。比較值得慶幸的是目前美國客戶的下

單狀況相較之下有好一些。

今年台灣的扣件業是否有面臨哪些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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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台灣螺絲
貿易協會

蔣國清蔣國清理事長理事長您認為是什麼因素產生這樣的結果?

我認為歐洲多數產業的需求

下滑是主因。第一，先前疫

情時歐洲客戶因對供應鏈中斷的擔憂

和疫後需求復甦的過度樂觀一窩蜂向

亞洲各國搶下訂單。但隨之而來的俄

烏戰爭、匯率波動、通膨以及衍生的

電價/油價驟升等問題瞬間打亂市場

復甦腳步。我估計若俄烏戰事持續膠

著，市場需求仍會繼續衰退。第二，中

國電動車廠的迅速崛起對德國等主流

歐洲汽車生產大國的發展產生威脅，

不只製造成本和電池技術無法與之匹

敵，其採用焊接自動化大量生產的模

式也大幅降低對傳統發動機用扣件的

需求。第三，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必然

牽動全球局勢。川普強調的「美國製

造」以及加徵進口關稅等問題都可能

影響後續扣件產業的發展。

製造成本是重大挑戰之一。相較中國和他國鋼

廠報價，多數台灣業者採用的台灣中鋼料價

格偏高，即使先前有些業者會進口來自越南、印度、巴

西、烏克蘭等國線材，但考量各項運輸和製造成本(例

如: 碳鋼扣件製造成本就大概佔了55%以上)報價還是

無法壓低，加上中國因應內需不振持續對外傾銷低價

鋼材，台灣業者在出口報價上更不具競爭力。希望台灣

中鋼能站在業者角度，審視中國競爭者的狀況和國際

市場報價，盡可能在價格降幅上業者有感，這不僅對業

者出口大有幫助，對需要業者持續訂單支持的中鋼來

說也才是長久發展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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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台灣的扣件廠商在無法避免的全

球同業競爭下可從哪些方面著手展現自己

的競爭力，以及哪些方面仍是其強項? 

Q6

Q7

Q4 Q5

台灣要保有競爭力勢必要努力朝「精緻

化」的路線去發展，因為「品質」仍是客

戶最重視的部分，而台灣產品的品質有目共睹。不

過要特別留心的是，中國競爭對手已經在急起直

追且進步速度飛快。許多中國廠商近幾年在產線

大量引進篩選機，一方面努力降低產品不良率，另

一方面也加速自動化解決缺工問題。台灣業者若

要繼續在國際市場保有領先地位，絕對要花更多

精力在品質控管和員工教育訓練方面。

除了高品質和技術外，台灣業者在「財務體

質」方面相較於其他競爭對手也比較健全穩定。我

可以理解客戶短期內因為競爭對手低價供貨而選

擇暫時轉單，但若從永續經營和風險管理的角度

來看，把訂單分散到台灣業者絕對是正確的選擇。

對外關係部分，工廠要想辦法建立客戶信心

強化與其黏著度，並用技術來說服他們願意在產

品開發上一起合作。台灣在模具開發精度上仍居

領先地位，儘管目前大環境不佳，建議業者可以把

握機會投入更多心力精進模具開發，像是縮小公

差、加速換模時間，讓產線效率更加提升，鞏固競

爭力。

商場即戰場。面對來自中國、印度和越南等國

的競爭，台灣業者絕對要抱持著「打仗」的心情來

工作爭取更多市佔。假如客戶手握100萬的訂單，

縱使本身產能僅有20萬，在眾多競爭者都想分一

杯羹的情況下，也要想辦法爭取到這100萬的訂單

才能在競爭市場中為自己創造更多機會，否則結

局就是把機會拱手讓人，市佔被對手蠶食鯨吞。

新的年度貴會有規劃哪些季度大會和活動? 

今年12月6日TFTA將在高雄岡山舉辦年度會

員大會，屆時將會邀請勞動部代表出席針

對會員關心的人力、自動化、補助和中高齡就業問

題進一步說明。協會也持續與產發署台南分部、工

研院、金屬中心等官方單位保持密切溝通聯繫，希

望把普遍是中小企業的協會會員心聲真實傳達給政

府相關部門。另外，協會近期也積極接洽民間企業

規劃資安、自動化、數據化…等課程或演講，期盼透

過產官學資源的三方整合，協助已有越來越多二代

新血進入的會員工廠更專注在工廠經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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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接任理事長以來，是否已經有達到哪些預

定目標或成就(包含國際交流)?

做為協會理事長，我的主要任務是在廠商和政府

之間扮演溝通橋樑的角色。以前螺絲業者總是

習慣單打獨鬥，我鼓勵企業主和新進二代務必善用政府

資源來重新規劃整合廠內資源(例如:自動化、節能減碳、

勞工和政府補助)，我也願意盡我所能協助業者強化與產

官學的溝通，讓他們了解這些資源及如何去申請善用。

在國際交流方面，我預計參加歐美友好扣件協會的

年會活動，希望能在會中讓國際友人了解台灣扣件業的

實際狀況，減輕他們對當前地緣政治風險的疑慮。我也

指示協會國際委員會尋求與更多國際協會的溝通管道，

盼能促進更多國際合作機會。

您對2025年全球或區域扣件產業的期待? 

新的一年當然還是保持新希望。面對產業日益加大的競爭以及當前業者面臨的「海外+1」中期危

機，台灣業者勢必要想辦法在強敵環伺下求生存。政府面對不同產業的發展也應公平對待，更

積極地做產業後盾，而非只重視IT產業，對於艱困產業提供更多紓困方案，更重要的是讓更多年輕人改變

觀念願意進入工廠工作。台灣業者對內努力改善工作環境、強化技術品質和提升企業形象，已不可同日而

語，對外面對其供應商和客戶也背負更大的企業責任和承諾。我認為，現在的台灣扣件業不應再被定位為

傳統「黑手」工業，而應是現代化、專業化和精緻化的高精密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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