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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 IEKCQM：2021 年製造業創歷史次高成長 

內外需均轉好 2022 年可望續強 

工研院綜整國內外政經情勢，今（28）日發布 2021 年與 2022 年臺灣製造業景氣展望

預測結果，2021 年製造業產值為 23.06 兆元新臺幣，年增率達 21.26％，為歷史次高

成長。展望 2022 年，各國經濟重啟、國際需求強勁，加以內需可望回溫，2022 年經

濟可望將持續成長。預估製造業四大業別均維持正向展望，整體製造業產值達 24.12 兆

元新臺幣，年增率 4.61%。惟數位轉型加速、淨零碳排壓力、全球供應鏈重組國際三大

趨勢來襲，我業者須及早布局數位科技解決方案朝向智慧化運營、融入環境、社會與企

業治理（ESG）意識與低碳技術實現綠色轉型、並強化國際鏈結，以因應全球產業變局。 

全球經濟復甦、新興科技應用帶動製造業資本支出擴大，支撐我經濟成長表現 

工研院 IEKCQM 預測團隊分析，雖近期有多重不確定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供應鏈斷

鏈、原物料價格飆漲、通膨隱憂升溫、國際港口壅塞未緩、中國大陸能耗雙控政策素）

引發市場擔憂，但全球景氣持續復甦，製造業成長動能仍保持強勁。此外，國際需求帶

動傳產貨品外銷成長，以及新興科技應用持續拓展、科技類產品續旺，我外貿迎來空前

榮景，累計前 9 月出口成長 30.7％，第 3 季即達 1,172 億美元。隨著國內疫情趨緩，

管制陸續放寬，經濟活動回歸常態，民間消費支出可望逐步改善，輔以政府振興措施，

有利內需市場景氣回溫，樂觀預估我 2022 年製造業產值仍維持正向展望。 

製造業四大業別預測結果：國際需求仍在，內需回暖有利我製造業產值表現 

金屬機電：中國大陸市場需求不振限縮全球鋼鐵需求成長，但中國大陸之外的全球鋼鐵

需求預料將在 2021 年底前恢復疫前水平。各國政府振興方案推動、產業資本支出擴大、

汽車與消費電子商品需求回升，可望推動設備、汽車零組件、工具機產值成長。預估

2022 年金屬機電業產值達 6.64 兆元新臺幣，年成長 5.10%。 

資訊電子：在全球網通業者持續增加 5G 網路基礎設施和各國政府擴大網路基礎建設投

資以振興經濟的需求帶動下，可望支撐網路通訊設備產值成長。受 5G 手機、AIoT、

AR/VR 等成長因素，使高效能運算與手機應用處理器晶片對於高階製程需求大增，臺

灣在 5 奈米半導體製程技術領先全球，加上載板廠擴廠新產能陸續開出。預估 2022 年

資訊電子業產值將達 9.69 兆元新臺幣，年成長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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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業：受石原油庫存下降、油輸出國組織及俄羅斯聯盟（OPEC+）維持原訂生產

計劃，供需失衡狀態加劇，造成國際原油價格持續攀高，美國能源資訊局（EIA）上調

2021 年 Q4 原油價格，預計供需吃緊狀況到 2022 年才會逐漸緩解。而全球經濟活動重

啟、宅經濟、防疫需求仍在、加以全球淨零碳排議題持續發酵，我化學工業可維持成長。

惟在高基期因素下，預估 2022 年化學工業產值將達 5 兆元新臺幣，年成長 1.22%。 

民生工業：因東南亞疫情逐步解封，各廠稼動率回升，有利紡織業業者出貨能量釋放。

此外，肺炎疫苗施打逐漸普及，民眾外出需求帶動紡織與服飾業成長。加以國內管制進

一步放寬，零售、餐飲、旅遊業營運逐漸回歸常態；輔以政府振興措施實施，民間消費

可望回暖。而疫情帶動宅食新商機及生醫產品需求，亦可為民生工業成長帶來挹注。預

估 2022 年民生工業產值將達 2.80 兆元新臺幣，年成長 2.49%。 

2022 年臺灣製造業應加速數位科技導入、實現綠色轉型、打入國際產業生態鏈 

工研院觀察臺灣面臨全球三大關鍵趨勢，將對產業前景造成衝擊與挑戰。第一、疫情催

生消費新需求及產業新風貌。疫情改變民眾消費型態，零接觸服務商機興起；遠端工作

成企業營運新常態，企業亟需強化數位競爭力。第二、國際淨零碳排變革，減排能力考

驗台灣在國際供應鏈的競爭力。各國積極規劃「淨零碳排」可能路徑及設定政策目標，

推動碳交易、碳定價、碳關稅已成重要國際趨勢，臺灣經濟以出口為導向，面對全球淨

零碳排變革，產業將面臨碳關稅風險，亟待從供給、製造、需求、環境等四大面向，朝

向低碳生產轉型。第三、美中科技戰與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全球供應鏈重組。美中科技戰

與疫情所引發的供應鏈斷鏈與斷料風險，凸顯供應鏈安全問題，各國積極規劃政策，擴

大投入研發及人才培育，發展在地經濟，提升產業自主性，國際競爭加劇。 

在此趨勢下，工研院建議企業須審慎留意並及早因應。疫情加速數位轉型力道，業者需

盡早導入數位科技，而我國新創團隊已於相關領域長期耕耘，所開發出的技術與產品廣

泛應用於各大領域，並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地。業者可積極與我國數位科技新創合作，

建立跨域夥伴關係，布局科技平台服務解決方案，朝向智慧化運營。而政府除可擬定財

稅優惠、研發抵減等政策，提升企業數位轉型誘因，尚可針對各產業提供數位轉型指引，

並針對重點項目設立分級補助制度，引導產業數位升級。 

面對國際淨零碳排趨勢，業者應即早融入 ESG 意識實現永續經營，經由盤點生產經營

過程中的碳足跡，攜手上下游業者，協力打造綠色供應鏈。政府可透過計畫推動，支持

國內研究法人擴大投入低碳技術開發，再透過技術移轉協助業者提升再生能源的使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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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降低產品碳足跡，實現產業低碳轉型。 

在適應國際供應鏈重組趨勢的議題上，建議政府與業者可協力邀請國際領導業者來台投

資、設立研發中心，並共同提出關鍵技術。在經過國內場域進行驗證，可進一步建立可

複製的商業模式與解決方案，將台灣經驗輸出國際，擴大產品與服務的銷售市場規模。

其次，針對我國具國際競爭優勢之產業，需擴充領域人才儲備，以維持產業生態鏈競爭

力。針對國際新興產業，則應及早布局新興關鍵技術，方有機會打入國際供應鏈，爭取

龐大商機。政府可協助業者深化國際機構合作，或引入國際專家協助，強化產業競爭力。 

工研院預測：2022 年臺灣半導體設備產業可望延續今年漲勢，產值再成長 5.0%，達

1,226.5 億元新臺幣。半導體製造分散化及在地化，將是未來主要挑戰 

回顧 2021 年，雖然全球部份國家經濟與貿易仍受疫情影響，但全球半導體產業卻呈現

正成長，在終端應用的高科技產品市場需求增加及企業數位轉型趨力下，導致晶片產能

吃緊，帶動全球半導體設備大幅成長 33.8%。臺灣半導體設備產業產值因此受惠，工研

院 IEKCQM 統計 2021 年臺灣半導體設備產值為 1,167.7 億元，成長達 28.7%。 

展望 2022 年，在疫情逐漸控制下，全球經濟與設備展望正向，預測臺灣半導體設備產

業將再成長 5.0%，產值有望達到 1,226.5 億元規模。正向因素有三：一、下游高科技

產品需求大，晶圓製程產能吃緊，設備需求提高，市場成長前景看好；二、疫後加速企

業高度採用 AI 人工智慧、AIoT 等智慧工具，提升生產線效率，而智慧製造與數位轉型

趨勢也增加對半導體晶片與相關設備的需求；三、美中貿易與先進國家的國防安全意識

提高，半導體晶片成為戰略物資，各國提倡晶片製造在地化，將重塑全球供應鏈，也同

時擴展設備需求全球化。在三大動能帶動下，我國半導體設備業市場需求持續擴大，產

值持續成長。 

然而，工研院也提醒，國際仍存在三大隱憂，為我國半導體設備業者未來發展，增添潛

在風險。第一、原物料與晶片短缺，將延長設備出產與交貨時程，增添設備銷售風險，

並影響客戶信賴度；第二、半導體人才投入晶圓製造或國際設備大廠，本土設備商人才

不足，限制未來設備技術開發；第三、先進國家提倡半導體供應鏈在地化，將培育出更

多的半導體設備企業，我國設備商將面臨來自全球各地更多的競爭者，同時也受到當地

布局、物流與人力成本增加之挑戰。 

2022 年我國半導體產業應「積極尋求全球技術合作、善用場域推出客製化智慧解決方

案」，並「超前部署強化綠色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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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指出，臺灣半導體製造技術領先全球，並有台積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全球知名

企業，扮演我國製造業的核心角色，也已經吸引許多領導設備商來臺投資，同時為國產

設備提供完善場域，著實為我國半導體設備發展之一大利基。未來應以臺灣做為全球半

導體總部的價值思維，促進本土半導體設備商，積極與全球各地的客戶、同業、材料商、

資通訊業、學研單位、領導廠商共同技術開發，與全球供應鏈緊密結合，降低地緣政治

的衝擊。 

其次，在晶圓廠智慧轉型的趨勢下，設備商應善用場域優勢，搭配我國資通訊軟體技術

能量，更深入分析客戶導入智慧製造的需求及痛點，提出專屬配套方案。再者，全球半

導體供應鏈綠化已成顯學，我國設備業者需要加強對半導體產業綠化方向與策略的敏銳

度，及早盤點碳足跡，並從再生能源、零組件製造或包裝物流進行改善，並且與客戶或

領導設備商共同開發節能技術，或協助設備翻新，實際參與全球半導體綠色製造的產業

動態。 

長期以觀，半導體晶片的需求將持續增加、市場規模也不斷擴張，然而全球生態產業鏈

受到地緣政治、智慧製造、供應鏈綠化的影響，將促使設備業者必需提高敏捷度，掌握

產業動態與商機。我國具有許多全球領先的晶片製造商，可作為設備驗證場域，亦可提

供設備業者最先進的半導體產業動態資訊，在政府政策扶持下，預估未來我國半導體設

備產業將穩健成長。 

【媒體聯絡人】 

工研院行銷傳播處 丁嘉琳 03-5912903; 0987-349985, tingcl@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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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參考: 

2022 年臺灣製造業暨四大行業產值預測表 

預測 

年度 

整體製造業 金屬機電 資訊電子 化學工業 民生工業 

% 兆元 % 

兆

元 

% 

兆

元 

% 

兆

元 

% 

兆

元 

2021 21.26% 23.06 22.70% 6.31 18.42% 9.08 32.12% 4.94 10.66% 2.73 

2022 4.61% 24.12 5.10% 6.64 6.76% 9.69 1.22% 5.00 2.49% 2.80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10）；註：產值已根據主計總處最新數據發布進行回溯修正。 

 

近三年臺灣製造業暨四大業別產值成長率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