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產業報導 

C
hi

na
 F

as
te

ne
r W

or
ld

 n
o.
56

/2
01

9

文 / Sharareh Shahidi Hamedani

備註:

本文著重在海關編碼8462的機械工具產品，包括透過鍛造、捶打或模具沖壓來加工金

屬，以及透過彎曲、摺疊、拉直、弄平、剪切、沖製或鑿孔來做金屬加工的機械工具產品。 

2014為此次分析的基數年。     *數值單位為千美元

中國機械進口
中國機械市場對機械出口商來說是很重要的市場。每年平均

進口值約13.3億美元。雖然該市場成長在2014至2016年期間減少

36.3%，其在2016至2018年有稍稍回彈約9%。

中國機械進口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從全球

(單位:千美元) 1,701,992 1,433,406 1,218,896 1,286,676 1,334,881

年度成長比 ------ -18.7% -17.6% 5.3% 3.6%
累積成長比 ------ -18.7% -36.3% -31.1% -27.5%

中國主要的3大進口來源國如下:

• 日本有3年為中國第一大進口來源 (2015年: 3.099億美元; 2017年: 3.112億美元; 2018年: 3.037億美元)。

• 德國在2014年位居第一位，中國從其進口了3.545億美元。

• 南韓在2016年位居第一，中國從其進口了2.557億美元。 

台灣和義大利在這些年分分別位居第4和第5位。

關於這些主要機械進口來源國的狀況說明如下:  

日本 
• 日本在2017年對中國機械出口的數據達到最高，達3.112億美元。 

• 2017年日本滿足了24.2%的中國機械需求。 

• 不過相較於2017年，日本在2018年的市佔率減少了約1.4%，但仍

是2018年出口最多的領導者。

• 日本在中國最低的市佔率發生在2014年，來到18.3%。

中國機械進口來
源國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從日本
(單位:千美元) 311,068 309,950 245,386 311,203 303,686

市佔 18.3% 21.6% 20.1% 24.2% 22.8%
年度成長比 ------ -0.4% -26.3% 21.1% -2.5%
累積成長比 ------ -0.4% -26.7% -5.5% -8.0%

中國扣件機械市場
概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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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 以數值來看，德國在2014年對中國機械出口達到最高的3.545億美元，而這樣的數值

也是德國有史以來出口至中國最高的機械出口值。 

• 在市佔率部分，德國在中國的市佔率最高發生在2018年，其在中國市佔率為20.9%。 

• 相較於2017年，德國在2018年對中國的機械出口出現26.7%的大

幅成長。 

• 最差的表現在2016年，相較於2015年出口值出現46.5%的下滑。

• 德國在中國的最低市佔率發生在2017年的15.9%。

中國機械進口來源國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從德國 

(單位:千美元) 354,513 295,469 201,733 204,628 279,189

市佔 20.8% 20.6% 16.6% 15.9% 20.9%
年度成長比 ------ -20.0% -46.5% 1.4% 26.7%
累積成長比 ------ -20.0% -66.4% -65.0% -38.3%

南韓 
• 從數值來看，南韓在2016年對中國的機械出口達到最高的2.557億美元。

• 從市佔率來看，南韓最高的市佔率發生在2016年，在中國達到21.0%市佔。 

• 南韓在2018年出現大幅下滑，相較於2017年其出口值減少

22.5%。 

• 南韓在中國最低的市佔率發生在2014年的13.0%。

中國機械進口來源國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從南韓

 (單位:千美元) 221,247 204,392 255,681 223,452 182,470

市佔 13.0% 14.3% 21.0% 17.4% 13.7%
年度成長比 ------ -8.2% 20.1% -14.4% -22.5%
累積成長比 ------ -8.2% 11.8% -2.6% -25.1%

中國機械出口
中國同時也是全球最大機械出口國之一，且其每年出口值超過

10.6億美元。雖然其出口值在2015至2016年間出現下滑，但在2017至
2018年間又出現反彈回升。2018年中國機械出口出現19.1%成長，是

2014年以來出口值最高的一年。 

中國機械出口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至全球

 (單位:千美元) 913,910 904,444 828,322 859,716 1,062,220

年度成長比 ------ -1.0% -9.2% 3.7% 19.1%
累積成長比 ------ -1.0% -10.2% -6.6%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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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機械三大出口目的國如下: 

• 印度有兩年是進口中國機械最高的國家 (2018年: 1.187億美元; 2014年: 7,370萬美元) 。

• 美國有兩年是進口中國機械最高的國家 (2017年: 8,750萬美元; 2015年: 8,150萬美元)。

• 越南在2016年是進口中國機械最高的國家，達到8,320萬美元。 

俄羅斯則在上述年度名列第四位。

關於這些主要機械出口目的國的狀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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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 2018年中國共出口1.187億美元機械至印度。這也是2014年以來中國機械出口至印度的最高紀錄。

• 2018年中國出口11.2%的機械至印度，是2014年以來在印度創下的最高市佔。 

• 中國在印度最差的市佔是2016年的6.5%。 

• 中國機械出口至印度最差的紀錄發生在2016年(約5,360萬美元)。

中國機械出口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至印度

(單位:千美元) 73,673 59,259 53,580 80,306 118,690

市佔 8.1% 6.6% 6.5% 9.3% 11.2%
年度成長比 ------ -24.3% -10.6% 33.3% 32.3%
累積成長比 ------ -24.3% -34.9% -1.6% 30.7%

越南

• 2018年中國出口9,560萬美元機械至越南，佔當時機械出口總值的9%。

• 2016年中國出口10.0%的機械至越南，是自2014以來中國在越

南最高的市佔率。 

• 中國在越南最差的市佔是2014年的5.5%。 

• 中國機械出口至越南最差的出口值發生在2014年，約4,990萬
美元。 

中國機械出口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至越南

(單位:千美元) 49,853 68,266 83,176 80,173 95,560

市佔 5.5% 7.5% 10.0% 9.3% 9.0%
年度成長比 ------ 27.0% 17.9% -3.7% 16.1%
累積成長比 ------ 27.0% 44.9% 41.2% 57.3%

結語 
在中國機械出口部分，中國專注在印度、越南和美國市場。其數據顯示自2014年以來中國在這些市場的

成長超過其在全球市場的成長。 

從中國機械進口來看，相較於中國從全球的機械進口，中國增加了從日本、德國和南韓的機械進口。

美國 
• 2018年中國出口8,850萬美元機械至美國，佔其機械出口總值的8.3%。

• 2017年中國出口10.2%的機械至美國，也是自2014年以來中國出口至美國的最高市佔。 

• 中國在美國最差的市佔發生在2014年的7.4%。 

• 中國機械出口至美國最低的數值發生在2014年(超過6,740萬美元)。

中國機械出口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至美國

(單位:千美元) 67,433 81,466 81,665 87,503 88,521

市佔 7.4% 9.0% 9.9% 10.2% 8.3%
年度成長比 ------ 17.2% 0.2% 6.7% 1.2%
累積成長比 ------ 17.2% 17.5% 24.1%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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