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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第 2 季製造業產值統計 

一、綜合分析 

受惠新興科技應用與數位轉型持續推展，國內半導體產能滿載，加上

國際原物料價格續居高檔，111年第2季製造業產值4兆5,126億元，再創歷史

單季新高，年增13.57%，連續7季正成長走勢。 

在資訊電子產業方面，電子零組件業產值續創歷年單季新高，為推升

製造業產值成長之主要貢獻來源，年增16.35%，其中積體電路業在高效能

運算、物聯網及車用電子等相關晶片需求續強，以及半導體業者產能持續

擴增下，產值攀升至6,912億元，創歷年單季新高，年增40.89%，惟液晶面

板因終端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疲弱而價量齊跌，產值年減33.70%，抵銷部

分增幅；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受惠雲端資料服務需求暢旺，供應鏈

缺料情況緩解，帶動伺服器及網通設備產出增加，產值年增16.04%。 

傳統產業方面，化學原材料業、基本金屬業、石油及煤製品業等因國

際原物料價格飆升，帶動相關產品價格上揚，致產值增幅分別年增7.29%、

11.97%及73.28%；機械設備業受惠半導體及自動化設備訂單穩健成長，惟

歐美居家修繕、DIY 需求減少致木工機械及家庭用縫紉機減產，產值增幅

縮減至5.91%；汽車及其零件業因中國大陸封控措施加劇零組件短缺情況，

部分車廠停減產因應，產值續年減5.84%。 

由於產值會受價格波動影響，若剔除價格因素按產量觀察，111年第2

季製造業生產指數136.17，為歷年同季排名第一，較上年同季增加3.79%，

延續108年第3季以來之正成長態勢。 

展望未來，隨著各國邊境管制逐漸鬆綁，經貿交流活動增溫，加上高

效能運算、物聯網、車用電子等相關應用需求強勁，可望挹注我國製造業

生產成長動能，惟俄烏戰情膠著，全球通膨壓力高漲，各國陸續採行緊縮

貨幣政策，恐削弱全球經濟成長力道，國內產業亦面臨庫存調整壓力，均

可能影響我國製造業生產表現，後續仍需密切關注並審慎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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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製造業主要中行業產值變動 
    單位：新台幣億元

分  類 

111年第2季   111年第1~2季   

生產價值 年增率 結構比 生產價值 年增率 結構比

(新台幣億元) (%) (%) (新台幣億元) (%) (%) 

製 造 業  45,126 13.57 100.00 86,696 14.73 100.00
按四大業別分   

‧ 金屬機電工業 13,188 9.08 29.22 25,587 13.17 29.51
‧ 資訊電子工業 15,913 16.30 35.26 30,973 16.75 35.73
‧ 化學工業  12,016 19.71 26.63 22,248 18.17 25.66
‧ 民生工業  4,009 2.19 8.88 7,888 3.78 9.10

按主要中行業分   
‧ 電子零組件業 13,351 16.35 29.59 26,061 16.62 30.06

   積體電路業 6,912 40.89 15.32 13,142 34.86 15.16
   液晶面板及 

1,573 -33.70 3.48 3,605 -20.18 4.16 
   其組件業 

‧ 化學原材料業(註) 5,688 7.29 12.61 10,838 9.89 12.50 
‧ 基本金屬業 5,025 11.97 11.14 9,625 16.61 11.10 
‧ 石油及煤製品業 3,468 73.28 7.69 5,891 57.58 6.79 
‧ 電腦、電子產品 

2,562 16.04 5.68 4,912 17.45 5.67 
 及光學製品業 

‧ 機械設備業 2,049 5.91 4.54 3,992 9.90 4.60 
‧ 汽車及其零件業 955 -5.84 2.12 1,921 -3.39 2.22 

註：該業別係指行業標準分類(第10版)製造業項下之「化學原材料、肥料、氮化合物、塑橡膠原料

及人造纖維業」。 

1. 電子零組件業 

產值1兆3,351億元，為歷年單季新高，較上年同季增加16.35%，其中

積體電路業受惠高效能運算、物聯網及車用電子等相關晶片需求穩健

成長，加上半導體業者擴增產能，致晶圓代工、構裝 IC 接續增產，

帶動產值攀升至6,912億元，續創歷年單季新高，年增40.89%；液晶面

板及其組件業受終端電子產品需求疲弱影響，面板及彩色濾光片價量

齊跌，產值1,573億元，年減33.70%。 

2. 化學原材料業 

產值5,688億元，較上年同季增加7.29%，連續7季正成長，主因雖石化

下游產品需求疲軟，及部分業者產線檢修產出下滑，惟國際油價持續

攀升，帶動石化產品價格上漲，致產值增加，其中以石油化工原料、

純對苯二甲酸及聚酯粒產值增加較多。 

3. 基本金屬業 

產值5,025億元，較上年同季增加11.97%，連續7季正成長，主因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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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鋼鐵大廠熱軋產線進行歲修，及中國大陸防疫封控影響需求，惟主

要鋼品價格仍高於上年同季，致產值增加，其中以鋼胚、熱軋鋼捲板

及鋼筋等產值增加較多。 

4. 石油及煤製品業 

產值3,468億元，較上年同季增加73.28%，連續5季二位數正成長，主

因國際能源價格續居高檔，致主要油品價格較上年同季大幅成長，以

及各國經濟解封對油品進口需求強勁，帶動汽柴油增產所致。 

5.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 

產值2,562億元，較上年同季增加16.04%，連續17季正成長，主因雲端

資料服務、網路設備需求熱絡，以及供應鏈缺料問題逐步緩解，帶動

伺服器、交換器、路由器及其他電腦設備零件產值續增，惟固態硬碟

及電視機因需求走緩而減產，抵銷部分增幅。 

6. 機械設備業 

產值2,049億元，為歷年同季新高，較上年同季增加5.91%，主因半導

體產業擴廠及自動化設備需求持續強勁，惟歐美居家修繕、DIY 需求

趨緩，致木工機械及家庭用縫紉機減產，抵銷部分增幅。 

7. 汽車及其零件業 

產值955億元，較上年同季減少5.84%，主因中國大陸防疫封控加劇零

件短缺狀況，加上疫情升溫擾亂車市買氣，國內部分車廠停工減產因

應，以小型轎車、客貨兩用車減產最為顯著，惟因電動小型轎車需求

熱絡，以及汽車零組件外銷接單暢旺，抵銷部分減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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