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台的貿易拔河
中國商務部在 4月 12 日發布公告，

對台灣禁止大陸進口的產品展開貿易

壁壘調查，目前包括五礦化工產品、農

產品、紡織品等，調查為期 9 個月，在

特殊情況下可延長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但若是延長到明年 1月 12 日，正巧

是下次台灣總統大選的前一天，這樣在

政治上的針對性意味就濃厚了。數家國

內媒體指出，中國對台讓利的時代恐將

終結，可能導致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

協議（ECFA）的結束。學者指出：「在

現在的亞太緊張情勢下，以前中國對台

灣禁止 2,455項產品輸入自大陸一事，
採取模糊不深究的態度，現在狀況不同

了，中國自己經濟不好，對美、台的關係

改變。『你好我就對你更好，你壞我就

對你更壞』。」

因此，中國若透過世貿組織 (WTO)
對台提出抗議，基於雙方應符合「最惠

國待遇」以及不得對會員有歧視性待遇

的原則，台灣恐將不得不對中國所要求

的產品開放進口。目前台灣禁止中國線

材及扣件產品進口，若中國選擇要求出

口線材及扣件到台灣，基於線材是扣件

的原物料，此舉會對台灣扣件產生什麼

影響？

台灣扣件業，將受福或
受禍？
在調查結果公告前，一切皆是未

知數，所以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由於台

灣禁止從中國進口鋼材，因此目前台灣

扣件業者都使用台灣中鋼所供應的線

材，換句話說，中鋼可說是主導了台灣

扣件業的原料供應。近三年來，中鋼因

應國際情勢不斷調漲線材價格，使台

灣扣件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產品價

格提高且利潤空間減少。將來若中國

的低價線材可以進入台灣市場，中鋼將

首當其衝受到最大的競爭，而使用中鋼

線材的台灣扣件產品的價格競爭力也

會受到巨幅變化，影響層面恐不小！

中國對台啟動貿易壁壘調查，
            對台灣扣件業是利或弊？

文 / 惠達  曾柏勳

對此，惠達特地電訪了數家不具名的台灣扣件業者，他們的看法並非全

然的悲觀。首先我們先談談未來可能面臨的難關。台灣內銷年需 20 萬噸扣

件產品，勢必受到中國進口之扣件的競爭，整個內銷通路也跟著會大幅度改

變，原主打內銷市場的廠商必須盡早評估與準備。反之，採用中鋼為主的線

材來生產扣件的廠商，未來勢必要增加選用來自中國或其他地區的線材。在

未來內外銷市場的競爭方面，其利弊還待評估與因應。

也有業者在電話中向惠達透露樂觀的看法。他們認為可以因應的方式，

是在未來使用中國或他國進口的低價線材來生產堪用、品質合格、有價格競

爭力的產品，同時，也使用中鋼的高品質線材生產車用、醫療、航太螺絲等等

重視品質、含高附加價值、價位可接受的扣件。

某業者提出了另一個解決之道。多年來，台灣扣件產業為了分散風險並

降低生產成本，已在東南亞以及其他許多國家設立工廠。假若中國線材進入

台灣，台灣扣件企業可將旗下持有的工廠做出區隔。舉例來說，他們可指派

某一個特定的工廠只使用進口線材，另一個工廠只使用中鋼的線材。此做法

可避免線材的混料所導致的品質問題，也可最大幅度降低業者的投資成本

與製造成本。

做足準備，伺機而動
綜合多家業者的觀點後，「關關難過關關過，危機中仍有轉機」是我們

對台灣扣件產業的現況詮釋。「中國的低價線材對台灣來說不一定全然是

危機。我們應該要看出中國線材的優勢，將它轉化成我們的新商機。數十年

來台灣扣件業經歷了各種經濟危機，我們不都是這樣突破困難而生存至今

的嗎？」

展望未來，中台的貿易壁壘談判勢必將隨著亞太的緊張情勢而有諸多

變因與不確定因素，我們現在該做的是辨識出它們並做好準備，隨時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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