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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題：我國資訊電子工業發展現況 



壹、國外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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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全球經濟可望成長逾4% 

-4- 

 受COVID-19疫情影響，各國實施封鎖管制，經濟活動驟緩，IHS 

Markit 11月預測今年全球經濟成長-4.2%，為2010年以來首度負

成長。 

 明年可望在生產、消費活動逐步回復正軌下成長4.2%，其中中國

大陸成長7.4%，我國、美國及歐元區可望成長逾3%。 

 
 
2018年11月10日 04:10 工商時報  
蕭麗君／綜合外電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IMF）在最新地區展望報告表示，外部環境動盪加劇與全球金
融情勢趨緊，使得歐洲經濟成長前景受到威脅，因此它已調降歐洲今、明兩年
經濟成長估值。不過，英國第3季經濟成長則告捷，成長率創2年最高。 
 
IMF將歐元區2018年的經濟成長預估，從5月預測的2.6％下調至2.3％，2019年
成長估值也從2.2％下修到1.9％。 

資料來源：我國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8月預測數，餘皆來自IHS Markit。 



主要國家出口動能普遍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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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我國及中國大陸出口分別年增11.2%、11.4%，日本轉呈

正成長2.7%，南韓則轉呈-3.8%，新加坡出口動能仍疲，減幅

擴大為-7.8%。 

 受肺炎疫情拖累，今年以來各國出口動能明顯疲弱，1-10月

除我國、香港(1-9月)及中國大陸出口年增3.4%、1.5%、

0.5%外，其他主要國家出口均呈下滑。 

 

 



美國就業市場及零售銷售持續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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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外需市場趨緩影響，美國9月出口年減9.5%，連續7個月負成長

，惟減幅明顯收斂。10月工業生產亦年減5.4%。 

 隨經濟活動逐步重啟，民眾陸續回到工作崗位，10月失業率持續

下滑至6.9%。零售業因非店面零售銷售力道強勁，年增8.6%。 

 

 

 



疫情反覆影響歐元區經濟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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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區9月按歐元計出口年減3.1%，減幅縮小至個位數。工業生產

年減6.8%，主因耐久性消費品產出大幅減少所致。 

 9月失業率為8.3%，與上月持平。零售銷售則因電氣用品與家具銷

售增加，年增2.2%，連續4個月正成長。 

 



中國大陸10月出口呈兩位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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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因機電產品、紡織品和塑料製品出口成長，10月按美元計

出口年增11.4%。工業生產因電氣機械和器材生產增加，年增6.9%。 

 10月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年增4.3%，連續3個月正成長，除石油及製

品類為負成長外，餘均上揚。失業率略降至5.3%。 

 



日本出口及工業生產減幅逐漸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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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於中、美對汽車等產品需求強勁，日本10月按日圓計出口僅

年減0.2%，減幅明顯縮小。9月工業生產年減9.0%，除電子零件

設備業為正成長外，餘均下滑。 

 由於疫情持續影響消費意願，日本9月零售銷售年減8.7%，連續7

個月負成長。失業率3.0%，與上月持平。 



南韓10月出口轉呈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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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工作天數較少及全球疫情復燃影響，南韓10月按美元計出口轉呈

-3.8%。9月工業生產因電子產品、資通信產品及汽車等生產增溫而

年增8.0%，結束連續5個月負成長。 

 9月零售業銷售額年增8.5%，主因疫情帶動網購商機所致。10月失

業率攀升至4.2%，較上月增加0.3個百分點。 



貳、國內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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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出口金額創歷年單月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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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
金
額
及
年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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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惠新興科技應用與遠距商機延續，旺季出貨效益顯現，以及傳

產市場需求漸有回穩，10月出口322億美元，創歷年單月新高，

較上年同月增11.2%，連續4個月正成長。 

 展望未來，隨中國大陸及歐美年底採購旺季來臨，肺炎疫情催化

宅經濟需求維持不墜，5G通訊、高效能運算、人工智慧、物聯網

等新興應用推展，以及國內半導體領導廠商具高階製程優勢下，

我國出口可望漸趨穩定。 



主要出口市場及貨品普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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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口
金
額
及
年
增
率 

10月主要出口市場 10月主要出口貨品 

 10月主要出口市場全面擴張，對美國、日本出口值同創歷年單月

新高，各年增21.4%、4.8%，對中國大陸及香港亦增16.9%，對

歐洲、東協出口值均升至今年以來高點，各成長6.3%、2.6%。 

 10月主要出口貨品中，除礦產品、紡織品受疫情重創，各減

61.3%、6.9%外，餘均上揚，以電子零組件、資通與視聽產品外

銷持續暢旺，年增21.8%、20.8%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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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訂單及製造業生產成長動能持續 

外銷訂單 
10月↑ 9.1% 

製造業生產指數 
10月↑ 7.6% 

• 消費電子新品接連推出，
加上遠距應用設備出貨暢
旺，推升資訊電子產業生
產增溫。  

• 惟工作天數減少抵銷部分
增幅。  

• 由於多項國際品牌消費性電子
新品上市，加上遠距應用設備
需求活絡，帶動電子產品及資
訊通信產品接單增溫。  

• 主要傳統貨品隨全球市場需求
漸次回溫，接單普遍好轉。  



10月零售及餐飲均創歷年同月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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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營業額年增率(%) 餐飲業營業額年增率(%) 

 受惠節慶連假、週年慶活
動以及雙 11 檔期促銷提
前展開，零售業營運動能
持續擴張，惟汽柴油價格
較上年同月下跌，抵銷部
分增幅。  

 餐館業逢連假聚餐及出遊
商機，加上百貨公司週年
慶帶來集客效應，營收續
增，惟各國持續邊境管制
衝擊空廚營收，抵銷部分
增幅。  



就業市場持續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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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 失業率(%) 

 隨經濟活動逐步回溫，加
上對原有工作不滿意而失
業者減少， 10 月失業率
為 3.80% ，較上月下降
0.03個百分點。  

 累計 1至 9月受僱員工經
常性薪資平均為 42,391
元，年增 1.5%；剔除物
價因素後，實質經常性薪
資年增1.8%。  



參、專題： 
我國資訊電子工業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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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2019年我國資訊電子工業營運中工廠

為6,253家，占製造業6.9%，主要集

中在新北市 (占37.5%)及桃園市 (占

21.4%)。 

 今年9月底資訊電子工業受僱員工85.8

萬人，占製造業30.3%，其中電子零

組件業僱用62.9萬人，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業僱用22.9萬人。 

A-1 資訊電子工業約創造86萬就業需求 

2019年 
營運中工廠 
家數 (家) 

2020年9月 
受僱員工 
人數(千人) 

製造業 90,408 2,831 

資訊電子工業 6,253 858 

電子零組件業 3,637 629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 2,616 229 

新北市 
2,348 

桃園市 
1,336 

新竹縣 
404 

臺中市 

520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行政院主計總處 

高雄市 
416 

2019年前5大縣市之工廠家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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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A-2 固定資產增購金額主要仰賴資訊電子工業 

 隨5G通訊、高效能運算及遠距應用需求擴增，加上美中貿易爭

端未歇，臺商持續擴增國內產能，帶動資訊電子工業投資增溫，

今年上半年資訊電子工業固定資產增購4,681億元，占製造業之

67.2%，年增4.9%。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製造業 資訊電子 
工業 

電子零 
組件業 

電腦電子產品 
及光學製品業 

固定資產增購額 (億元) 6,961 4,681 4,458 223 

 年增率 (%) 6.4 4.9 4.5 13.8 

 占製造業比率 (%) 100.0 67.2 64.0 3.2 

2020年上半年固定資產增購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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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我國資訊電子工業產值於1995年晉升兆元產業，2014年跳升至

4.5兆元，創歷史高峰，占製造業之產值達31.1%，穩居四大行

業之首。 

 今年1-9月在新興科技應用擴展及遠距商機帶動下，產值為3.5

兆元，為歷年同期新高，年增9.8%，占製造業比重攀升至

37.6%，為製造業生產成長主要貢獻來源。 

A-3 1-9月資訊電子工業產值為歷年同期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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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今年1-9月資訊電子工業中，電子零組件業年增10.3%，對資訊

電子工業成長貢獻8.5個百分點最大，其中積體電路業年增

23.2%，為主要貢獻來源；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亦年增

7.2%，主要來自電腦業之貢獻。 

A-4 電子零組件業為資訊電子工業產值成長來源 
2020年 
1-9月 

產值(億元) 

年增率 
(%) 

貢獻度 
(百分點) 

占比 
(%) 

資訊電子工業 34,784 9.8 - 100.0 

電子零組件業 28,716 10.3 8.5 82.6 

積體電路業 12,755 23.2 7.6 36.7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業 5,236 -5.1 -0.9 15.1 

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 3,626 4.5 0.5 10.4 

印刷電路板業 2,273 7.9 0.5 6.5 

印刷電路板組件業 1,012 32.1 0.8 2.9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 6,069 7.2 1.3 17.4 

電腦業 1,699 29.3 1.2 4.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業 1,156 2.7 0.1 3.3 

電腦週邊設備業 1,137 9.9 0.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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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因5G通訊、高效能運算、物聯網等新興科技應用產品需求強勁，

加上客戶積極搶產能，帶動今年1-9月積體電路業產值達1兆

2,755億元，創歷年同期新高，年增23.2%，其中12吋晶圓及6

吋以下晶圓之產值皆創歷年同期新高，各年增29.5%、31.5%；

DRAM則因庫存提升及價格較上年同期低而年減3.4%。 

B-1 新興科技應用持續為積體電路業帶來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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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今年隨各國面板廠逐漸收斂產能，價格持續上漲，加上宅經濟與

遠距商機持續發酵，帶動IT面板、電視面板生產增溫，7月液晶

面板及其組件業產值年增0.9%，終止連33個月負成長，9月年

增幅更擴增至10.0%。 

 1-9月液晶面板及其組件業年減5.1%，其中TFT-LCD面板(10吋

及以上)年減5.0%，TFT-LCD面板(10吋以下)年減13.3%。 

B-2 液晶面板及組件業走出低潮 產值逐漸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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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因上游IC設計及製造訂單湧進，今年4月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產

值年增10.9%，係連續5個月雙位數成長，之後隨國外疫情蔓延，

訂單驟減，9月年減0.9%，已連續3個月負成長，惟減幅已逐漸

收斂。 

 1-9月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產值達3,626億元，為歷年同期新高，

年增4.5%。 

B-3 1-9月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產值創歷年同期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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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1-9月印刷電路板業產值年增7.9%，為100年以來同期最高增幅，

其中受惠晶圓製程技術演進，IC載板需求快速成長，年增25.6%，

增幅最為顯著；印刷電路板(含加工)及銅箔基板因平板、筆電與

手機等消費電子產品需求升溫，各增1.3%、0.9%。 

B-4 印刷電路板業產值成長動能暢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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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疫情帶動企業加速數位化建置，加上臺商回臺及宅經濟效應挹注，

印刷電路板組件業出貨動能增溫，9月產值年增49.2%，連續8

個月雙位數成長。 

 1-9月印刷電路板組件業產值年增32.1%，其中以網路卡年增

48.9%，增幅最大，其次分別為主機板、DRAM模組，分別增

32.2%、29.0%。 

B-5 印刷電路板組件業連8個月雙位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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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3月起肺炎疫情擴及全球，催化遠端辦公及教學需求拉升，帶動

電腦製造業3~9月產值年增率均維持雙位數成長。 

 1-9月電腦製造業產值年增29.3%，其中伺服器產值達951億

元，創歷年同期新高，年增41.5%；可攜式電腦年增32.9%；工

業電腦則因首季受肺炎疫情干擾，加上比較基數高而年減

2.7%。 

B-6 電腦製造業產值連續7個月雙位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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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1-9月其他通訊傳播設備業產值年增2.7%，其中網路連接器(含

集線器、交換器)及光纖傳輸裝置及元件因產線移回致產能增加，

加上今年肺炎疫情衝擊，遠距商機崛起，網路通訊需求提升，帶

動產值均創同期新高，各增13.4%、19.0%，為推升其他通訊傳

播設備業產值成長之主要貢獻來源。其他有線傳輸裝置則受疫情

影響，部分客戶拉貨力道減緩而年減11.5%。 

B-7 產能回流及轉單效應助通訊傳播設備業產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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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受惠疫情帶動居家辦公及遠距教學需求增加，電腦及筆電等週邊

產品增產，加上雲端儲存設備需求擴增，致1-9月電腦週邊設備

業產值增至1,137億元，為歷年同期新高，年增9.9%，其中影像

掃描器產值創歷年同期新高，年增23.2%；其他電腦設備(含週

邊設備)及零件亦年增12.1%；印表機(含繪圖機)則受肺炎疫情影

響遞延出貨，年減18.0%。 

B-8 電腦週邊設備業產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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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我國因疫情控制良好，加上全球對新興科技需求殷切，帶動今年

1-9月資訊電子貨品出口年增17.0%，表現最優，新加坡、南韓、

香港、中國大陸增幅介於0.5%~6.1%，日本、美國及歐盟(1-8月)

則呈負成長。 

C-1 今年我國資訊電子貨品出口增幅優於各國 

註：歐盟 1-8月；其餘各國 1-9月(以下各圖資料期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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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就資訊電子貨品主要

出口項目觀察，我國、

南韓、新加坡及香港

均以積體電路占比居

首，今年1-9月以我

國占61.0%最高，新

加坡占57.2%次之。 

 中國大陸則以手機

(占27.3%)、自動資

料處理機及附件(占

22.4%)占比較高。 

 日本、美國、歐盟

(1-8月)以光學等精

密儀器占比較高，其

次為積體電路。 

 

C-2 我國以積體電路為出口主力 
2020年1-9月各國資訊電子貨品主要出口項目之占比及年增率(%) 

我國 南韓 

占比 yoy 占比 yoy 

香港 新加坡 

日本 中國大陸 

歐盟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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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零件居最大宗 電動車成長最速 

 我國、南韓、香港、日本均以中國大陸為資訊電子貨品之主要出

口市場，其中以香港之65.6%最高，日、台、韓則介於2成7至3

成8之間。若加計香港市場，我國及南韓對其出口比重皆逾5成，

分別為54.1%及51.1%。 

C-3 中國大陸及香港為我國資訊電子貨品主要出口市場 

我國 南韓 香港 新加坡 

日本 中國大陸 歐盟 美國 

2020年1-9月各國資訊電子貨品對主要出口市場之占比(%)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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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經濟 

   受COVID-19疫情衝擊，全球生產及消費動能趨緩，IHS Markit 11月預

測今年全球經濟成長-4.2%，為2010年以來首度負成長，明年可望成長

4.2%。 

二、國內經濟 

  由於消費電子新品接連推出，遠距應用設備出貨暢旺，加上傳產市場

需求漸有回穩，10月我國出口及製造業生產分別年增11.2%、7.6%。民間

消費方面，因節慶連假聚餐出遊商機、週年慶活動以及雙11檔期促銷提前

展開，10月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均創歷年同月新高，年增率分別為3.3%、

3.1%。 

  展望未來，隨消費性電子新品陸續推出，新興科技應用擴增，遠距商

機需求延續，均可望挹注我國出口及製造業生產成長動能，惟近期全球肺

炎疫情再次升溫，恐制約國際經濟復甦步伐與力道，加上美中貿易與科技

爭端未歇，皆可能影響我國出口及生產表現，需審慎觀察並妥為因應。 

三、專題：我國資訊電子工業發展現況 

1.資訊電子工業約創造86萬就業需求：資訊電子工業持續在國內投資高

階製程及擴增產能，除創造86萬就業需求外，亦帶動出口成長，影響

所及，資訊電子工業成為製造業中成長最快速之產業，亦為推動經濟

成長之主要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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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今年1-9月資訊電子工業產值為歷年同期新高：今年1-9月在新興科

技應用擴展及遠距商機帶動下，資訊電子工業產值為3.5兆元，為歷

年同期新高，年增9.8%，其中電子零組件業年增10.3%，對資訊電

子工業成長貢獻8.5個百分點最大，以積體電路業年增23.2%，為主

要貢獻來源；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亦年增7.2%，主要來自電

腦業之貢獻。 

(1) 積體電路業：新興科技應用持續為積體電路業帶來商機，帶動今年

1-9月積體電路業產值為1兆2,755億元，創歷年同期新高，年增

23.2%。 

(2) 液晶面板及組件業：今年隨各國面板廠逐漸收斂產能，價格持續上

漲，加上宅經濟與遠距商機持續發酵，致液晶面板及組件業走出低

潮，產值逐漸好轉。 

(3) 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因上游IC設計及製造訂單湧進，1-9月半導體

封裝及測試業產值達3,626億元，為歷年同期新高，年增4.5%。 

(4) 印刷電路板業及印刷電路板組件業：疫情帶動企業加速數位化建

置，加上臺商回臺及宅經濟效應挹注，印刷電路板業及印刷電路板

組件業出貨動能增溫，1-9月產值各增7.9%及32.1%。 

(5) 電腦製造業：3月起肺炎疫情擴及全球，催化遠端辦公及教學需求

拉升，帶動電腦製造業3~9月產值年增率均維持雙位數成長。 

 

 

-35- 



(6) 通訊傳播設備業：因產線移回及轉單效應助通訊傳播設備業產值增

加，1-9月產值年増2.7%。 

(7) 電腦週邊設備業：因電腦及筆電等週邊產品增產，加上雲端儲存設備

需求擴增，1-9月產值年増9.9%。 

3.我國資訊電子貨品出口增幅優於各國：疫情帶動遠端商機崛起，加上

半導體高階製程需求強勁，我國未因疫情停工，充分供應市場需求，

復以臺商回臺擴增產能效應，致今年1-9月資訊電子貨品出口年增

17.0%，表現優於主要國家。就主要出口項目觀察，我國、南韓、新

加坡及香港均以積體電路占比居首，中國大陸以手機、自動資料處理

機及附件占比較高，日本、美國、歐盟(1-8月)則以光學等精密儀器占

比較高。 

4.我國資訊電子產業將續創新猷：全球經濟持續受疫情肆虐，國際商品

貿易成長力道減緩，惟我國具備先進半導體製造能力及擁有完整供應

鏈，加上政府持續優化國內投資環境，激勵高階製程及高值化產品續

留及移回臺灣，且隨新興科技應用持續擴展，將有助我國未來資訊電

子產業生產續創新猷並維繫出口之續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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