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19

2022年期間全球政經都是極

端不平靜的一年，受到新冠肺炎

(COVID-19)持續蔓延肆虐全球，

與病毒共存成為生活新常態，俄

烏戰爭驅動糧食與能源的飆漲，

讓全球人民都飽受通膨之苦，加

上美國暴力升息，又造成全球股

市、匯率的大波動，這更讓全球

對未來能源、糧食、資金都呈現

潛在的供需風險；而地緣政治與

供應鏈在地化需求問題，也讓東

協及印度成為供應鏈遷移最大的

受益者，台灣問題呈現國際化，

讓台積電順勢往美日投資，這都

是全球動盪的部分結果。

通膨加速產業朝智能化發展

疫情也改變人們消費、工作

及生活習慣，加速數位化活動是

最明顯的，疫情期間由居家上班

、網購及外送、線上教育及遠距

醫療、線上娛樂與運動、數位金

融服務、無人商店等都大行其道

；而疫情也改變人們生活思維，

搬離城市、重視家庭生活高於工

作，加上疫情限制境外移工，這

讓全球企業都面臨到大缺工時代

，加上工資與資金成本大幅提高

，通膨加速也推動產業往智能與

自動化發展是必要之路。

一、全球通膨、衰退的生活，艱

困日子已經來臨

2022年的全球大動盪，再

度衝擊全球經濟增長，根據國際

貨幣基金(IMF)2023年元月報告

，全球經濟成長率由2021年的

6%降至2022年的3.4%，並預測

2023年再降至2.9%(較上季預測

提高0.2%)，其中已開發國家在

2022年增長2.7%，2023年將降

至1.2%，發展中國家在2022年

僅增長3.9%，2023年增至4.0%(

上季調查為2.3%)，但IMF總裁在

2023年元旦示警，2023年將是更

艱困的一年，1/3國家恐陷入衰退

，通膨、衰退的生活艱難時代來

臨，全球貿易量增長將由2022年

的4.3%再降至2.5%。(見圖1)

疫情爆發三年期間，供應

鏈與通膨議題一直困擾著全球，

根據世界農糧組織(FAO)報告，

2022年的農產品均價共上漲約

14.3%。商品上漲造成全球性的

通膨，已開發國家的英國、比利

時、奧地利、瑞典、義大利的通

膨率(CPI)都超過10%，這對開發

中國家的傷害更大，南美、中亞

、東歐國家的通膨率更超過20%

，同時也造成很多國家失業率的

上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一份

報告，全球通貨膨脹預計將從

2022年的8.8%下降到2023年的

6.6%和2024年的4.3%，但仍高

於疫情大流行(2020 2021年)約

3.5%的水平。(見表2)

韋氏辭典公布2022年的關鍵

字是Gaslighting，直譯是煤氣燈

，但語意衍生是一種心理操縱、

情感控制的意思，而過去幾年的

全球假訊息暴增，加上政治人物

做為策略性的誤導，Gaslighting

當作年度字確實有感。英國牛津

大學出版社的年度字為「哥布林

模式(Goblin Model)」，這語意

有「擺爛、躺平」的意思，指毫

不保留、不帶歉意的自我放縱、

懶惰邋遢，甚至是貪婪享樂的行

為，而人們經過三年的疫情封鎖

，拒絕回歸「正常生活」、不想

努力的普遍情緒，「哥布林模式

」確實有其代表意義。而日本的

年度代表字為「戰」，象徵2022

年北韓飛彈示威、俄烏戰爭都令

人心浮動，台灣則選出2022代表

字「漲」。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

計，2022年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為2.95%，比其他國家都還

要低，但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

增率漲了10.53%，而躉售物價指

數(WPI)年增長率約12.43%，導 

致台灣民眾對物價飆漲的感受還

是很深的。

二、台灣問題國際化，地緣政治

困擾台灣，今年經濟成長遲緩

中經院提到2022年台灣經濟

增長率預估為3.04%，較去年10

月預估值降0.24%，並預估2023

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為2.72%，唯

2022年台灣的消費者物價(CPI)僅

約2.94%(見表3)，經濟增長及通

膨率都還是國際績優班，但地緣

政治問題一直壟罩台灣。去年8月

份，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

，引起中國、台灣、美國及日本

在周邊進行軍事演練，同時來自

中國網軍攻擊台灣官網，共機擾

台成為慣例，中國也展開對台多

項貿易制裁，台灣問題國際化成

為2022年國際關注焦點。

而對企業而言，經濟艱困並

沒有解決長期缺工的問題，同時

也加速數位及科技的運用，來解

決企業問題及探討未來機運是必

要的措施；而全球性的供應鏈轉

移及在地化趨勢，全球佈局、策

略夥伴及產業群聚，都是企業要

積極面對的問題。2023年全球

的產經充滿著易變性(Volatility)

、不確定性 (Uncertainty)、複

雜性(Complexity)，以及模糊性

(Ambiguity)，這是標準的霧卡

(VUCA)或混沌現象，所以2023

年全球仍處於動盪時代(Volatile 

Times)，需要大家學習看透環境

、了解事件的關聯性、對各種情

況做準備及掌握相關的機會。

三、處在動盪時代，領導者需要

更多的韌性

節能減碳、永續生態環境及

可持續發展已是全球共識，實踐

淨零供應鏈，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將成為主流，尋求更多

的環保技術解決方案，以永續發

展核心發展環保材料與產品，以

數據分析節能減碳都是優化經營

的必要領域；而數位化業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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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客戶更好的服務，製程

數位化可以創新更多解決方案與

優化流程，並提升競爭優勢；自

動化流程除了可提升盈利外也解

決長期缺工問題，這是全球製造

業都要面對的問題。

面對著依舊動盪的2023年，

疫情困擾尚未完全解決，全球經

濟充滿悲觀情緒，地緣政治衝突

持續令人不安，通膨問題讓全球

生活感到痛苦，供應鏈企業經營

環境不確定高，領導者需要培養

更多的韌性(Resilience)來因應，

我們準備好了嗎？

台灣紙業及印刷包裝業產值

根據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資

料，2022年台灣漿、紙業總產

值約1,876億台幣，較2021年的

1,912億元減少約1.9%，其中紙

及紙板產值約905億元，減少約

1.7%，紙加工業約889億元，減

少2.4%，衛生產品(紙尿布及衛

生棉)為82.7億元，增加約1.1%

；另外2022年台灣印刷總產值約

679億台幣，較2021年產值649億

台幣增加約4.7%，其中印刷業產

值約577億台幣，與2021年相比

增加約5.4%，印刷輔助業產值約

102.3億台幣，較2021年產值增

加0.6%，而以2022年印刷總產值

比較2011年產值的771.4億台幣

，則衰退11.9%。(見表4)

如果我們再引用財政部營

利事業家數及營業額統計資料，

2022年的漿、紙及紙板總營業額

約854億台幣，較2021年的844億

台幣增加1.1%，比較2018年營業

額增加約18.6%；2022年造紙產

業中，漿營業額約450億元，較

2021年增加1.2%，文化用紙營業

額約25.0億元，減少約31.3%，

包裝用紙營業額約11.0億元，增

加109.4%，其他紙張(工業用紙

)營業額約301.8億元，較2021年

增加約3.4%，紙板營業額約65.5

億元，增加約0.3%。(見表5)

2022年紙品加工業總營業額

約1,515.9億台幣，較2021年減

少約3.8%，其中紙箱營業額約

460.3億元，比較2021年減少約

7.8%，紙袋營業額約61.2億元，

減少3.4%，紙容器營業額約603

億元，減少約2.1%，衛生紙營業

額約56.1億元，增加約1.7%，紙

尿褲及衛生棉營業額約22.4億元

，增加約16.3%，電腦報表紙營

業額約22.9億元，減少約0.5%，

其他紙製品約285.0億元，減少約

3.0%。如果比較2018年的資料，

紙加工業的總營業額成長約9.1%

，主要是來自瓦楞紙箱成長約

14.2.%，紙袋增長約26.3%，紙

容器增長約5.1%，其他紙製品增

長約8.9%，但生活用紙則減少了

約14.1%左右。

2022年印刷業總營業額約

2,139億台幣，較2021年的1,853

億台幣成長約15.5%，其中印刷

營業額中印刷占約982億元，增

長3.6%，製版約1,046億元，增

加32.2%，裝訂約88.3億元，減

2022年造紙業產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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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約3.8%，電腦排版約22.9億元

，增加約5.9%；另就印刷包裝產

業定義若包括紙加工業中的紙袋

、紙容器(盒)、電腦報表印刷及其

他紙品加工等幾項，其2022年營

業額合計約972億元，加上原有

印刷業的2,139億營業額，那印刷

包裝業總營業額應該是3,111.5億

元，較2021年的2,848.7億元則成

長約9.2%，較2018年成長28.7%

，但印刷如果把瓦楞紙箱行業納

入，則印刷包裝業年總產值則

要再增加460億，總產值將增至

3,571.5億台幣。

由表5顯示，2 0 2 2年台灣

出版業營業額約440億台幣，比

2021年的453億元減少約2.8%

，比較2018年的460億也減少約

4.3%。其中2022年的實體新聞

出版營業額約71.2億元，減少約

2.6%，雜誌期刊出版營業額144

億元，減少約6.4%，書籍出版營

業額約186.9億元，減少約2.7%

，其他出版營業額約23.2億元，

增加約13.9%。根據國外媒體報

導，疫情對全球出版業在過去2年

反而造成成長，居家上班讓看書

籍雜誌的人變多了，尤其網路書

店的成長更可觀，但2022年隨著

疫情流感化開放，全球出版反而

衰退，購書者回歸實體商店，網

路書店卻大幅衰退，以美國市場

分析，Amazon到去年第三季營

業額就下降約11%。2022年出版

業的數位出版總營業額約14.8億

元，較2021年成長了約10.8%左

右，但占總出版產業僅約3.35%

，其中數位新聞、雜誌及期刊都

呈現成長的情況。

我們再分析印刷相關行業的

廠家數，2022年漿、紙及紙板業

家數為308家，平均每家年營業

額約2.77億元，較2021年增加約

0.8%，較2018年的2.32億元增加

約19.4%；紙加工業家數為2,597

家，平均每家年營業額約5,837萬

元，較2021年的6,073萬元減少

約0.96%，2018年為2,636家，

平均每家年營業額約5,269萬元；

2022年印刷業家數為8,018家，

平均每家年營業額約2,668萬元，

2021年共有8,022家，平均每家

年營業額約2,310萬元，2022年

包括印刷包裝業者共有約10,066

家，平均每家的營業額約為3,091

萬元，2021年的總家數為10,081

家，平均每家營業額約為2,826萬

元左右。

2022年出版業者共有3,750

家，比2021年家數減少了9家，

平均每家年營業額約1,174萬元

，較2021年的1,205萬減少了約

2.6%；全球印刷較成熟國家的印

刷廠家數都以每年5%的速度減少

，唯有台灣是維持不變的情況，

而以每家印刷廠2022年平均營業

額約2,668萬元的規模，除了會造

成價格的惡性競爭，也無法有足

夠的國際競爭力，這也是我們印

刷品外銷無法在國際市場占有明

顯地位的主要原因。

全球疫情在2022年共有3.7

億人確診，比前兩年總計還高

28.4%，加上俄烏戰爭，造成全

球性的通膨，使全球經濟及貿易

大幅降低，也造成全球人民生活

深受通膨之苦。2022年的台灣經

濟成長也回落3.04%，物價也高

漲，尤其是生產者及躉售物價指

數都高漲，讓造紙業成本持續飆

高，紙及紙板價格也隨之上漲，

但整體造紙營業額僅增長約1.1%

。印刷業營業額則呈現15.5%的

增長，這除了因原料上漲而調價

外，製版業有約32.2%的增長是

主要因素，但出版業營業額呈現

約2.8%的衰退，其中實體雜誌衰

退約6.4%，書籍也衰退約2.7%

，這現象與國際出版業在疫情常

態化中呈現相同衰退現象。

以2022年進口平均單價比較

2021年，每噸木片(4401)價格漲

了約24.2%，每噸廢紙(4707)價

格降了約6.2%，每噸漂白短纖

(4703)漲了約11.3%，漂白長纖

(4704)漲了約17.1%；而進口紙

價中，道林紙(4802)漲了約6.8%

，而銅版紙(4810)漲了約12.4%

，牛皮紙(4804)漲了約10.1%，

生活用紙(4803)漲了約16.0%，

紙板(4805)漲了約11.1%，2022

年紙價之上漲是很明顯的現象，

這對印刷業的經營壓力也是很大

的。(見表6)

台灣印刷包裝業地區分布結構

根據財政部營利事業資料庫

分析，2022年就紙加工業，北北

基地區以營業額及家數占總產業

比例為23.0%及31.3%，桃竹苗

區則占20.4%及15.4%，彰中投

雲區則占33.9%及35.8%，嘉南

高屏區則占21.0%及16.2%，其

他地區則占1.6%及1.4%，就家

數及總營業額看，彰中投雲都是

最多的地區，但以每家產值來看

，桃竹苗及嘉南高屏反而是較高

的。而以印刷業分析，就總營業

額及家數看，北北基地區約占為

30.2%及50.5%最多，桃竹苗地

區則占51.0%及8.5%，彰中投

雲則占11.2%及23.2%，嘉南高

屏則占7.4%及15.8%，其他地區

則占0.2%及2.0%，印刷業營業

額及家數呈現差異最大的是桃竹

苗區，家數僅占8.5%，營業額

居然占到51.0%，這主要是製版

的廠家都集中在這地區，1,046

億製版產值有998億在桃園，而

家數僅有32家，這拉高了這地

區的營業額比例，而含桃竹苗以

北的印刷總營業額占印刷總營業

額的81.2%，但紙品卻僅占了約

42.6%。(見表7)

比較兩年資料，2022年紙品

加工在中南部營業額占約54.9%

2022年紙品企業數地區結構

2022年印刷企業數地區結構

2022年印刷業企業數地區結構

2022年印刷業營業額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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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2021年的57.3%減少約2.4%

，而2022年印刷業營業額桃竹苗

占比上升約6.6%，但營家數僅增

加約0.1%，主要是以桃園地區的

製版營業額年增長高達32%；而

就每家年均營業額分析，紙品以

桃竹苗區廠家最高，每家約7,444

萬元，其次為嘉南高屏地區，每

家約7,263萬元；印刷業每家營業

額也以桃竹苗區的15,946萬元最

高，比起全台年均2,655萬元營業

額高約5倍，這跟製版業的集中有

相當大之關係。

台灣印刷包裝業的進出口統計

依照經濟部產銷統計，2022

年漿、紙及紙板業產值約904.8億

元，紙加工業約888.9億元，衛生

品(紙尿布及衛生棉)約82.7億元、

印刷業約679億元。其中內銷紙

業約565.8億元，外銷約270.6億

元，紙加工業內銷約865億元，

外銷約137.9億元，衛生品內銷約

115.6億元，外銷約12.8億元，印

刷品內銷約588.3億元，外銷89.3

億元，其中2022年紙業及紙加工

業內銷是衰退的，但衛生品及印

刷業是增長的，外銷則都是增長

的。(見表8)

一、印刷品總出口額減少3.5%，

標籤出口減少25%最多

但依據台灣海關進出口統計

資料分析，2022年台灣印刷包裝

產業出口值約億8.96億美元，較

2021年的9.3億美元減少3.5%，

其中印刷品(HS49類)出口約3.05

億美元，較2021年減少2.6%，紙

加工品(48類非紙及紙板類)出口

約5.09億美元，較2021年減少約

3.6%，另外2022年智能卡出口約

8,267萬美元，較2021年減少約

6.4%。綜觀2022年整體印刷包裝

產業的外銷額減少約3.5%，外銷

減少的原因是俄烏戰爭讓全球通

膨飆高，經濟成長也由2021年的

6%降至2022年的3.4%，而台灣

的經濟成長也由2021年的6.53%

降至3.04%，出口額也由2021

年的29.4%增長降至2022年的

7.4%；出口結構中，紙品加工占

30.5%最多，其次為包裝印刷、

出版及工業印刷則都各占約15%

左右。(見表9)

再比較2016年的資料，2022

年智能卡外銷增加約1.5%，紙

品外銷減少約7.9%，但印刷品

(HS碼49類)外銷增加約43.5%，

整體印刷業外銷較2016年增加約

5.9%；再來分析個別印刷品資

料，2022年較2016年外銷增長

最多的是工業印刷(109%)，其中

主要是轉印紙，其次是包裝印刷

(19.7%)，這說明轉印紙印刷在

台灣是有對外競爭力，另與供應

鏈相關的包裝印刷品基本是持續

成長的。但2022年標籤印刷出口

減少2,528萬美元(約25.9%)，這

值得關注，可能是供應鏈外移與

在地化供應有關，而出版印刷自

2020年疫情爆發後，就逐年衰退

，這主要是來自日本訂單的兒童

書減少有關，2022年來到新低點

(-20.8%)，但隨著疫情的解封，

希望2023年有個新的展望。

二、出口地區衰退最多是香港

20.1%、中國14.7%，但澳紐區增

加14%、美國區6.1%

我們再分析2022年台灣印

刷品出口地區，不含智能卡的外

銷額，以北美的2.42億美元 (占

29.8%)與東協的1.66億美元(占

20.4%)是兩個最大市場，接著是

中國約0.995億美元(占12.2%)、

其他區約0.88億美元(10.8%)、日

本約0.68億美元(8.4%)、香港約

0.55億美元(6.7%)、澳紐約0.49

億美元(6.0%)及歐洲約0.47億美

元(5.7%)。比較2021年的資料，

成長最快的是澳紐區的14%，其

他地區成長約9.7%，美國地區成

長6.1%，但衰退最多的是香港區

20.1%及中國區14.7%，東協及

日本都衰退約7.8%，歐洲則衰退

約8.2%，外銷市場變化確實與中

國、歐洲的經濟蕭條有相關聯，

而東協市場衰退的原因是值得探

討的。(見表10)

就個別產品的外銷市場地區

分析，繁體書籍在2022年外銷額

約1.02億美元，衰退約4.9%，主

要是中國(-12.8%)、香港(-15.6%)

及日本(-18.7%)區衰退外，其他

地區則都呈現高成長，其中美國

增加43.8%，歐洲增139.1%，澳

紐增32.1%，其他區增75.7%，

這代表台灣是全球繁體字書籍的

出版中心是正確的。另外2022年

兒童書出口約2,917萬美元，其

中日本就占約2,559萬美元，較

2021年的3,272萬美元再下降約

21.8%，這也是連續三年的衰退

，2022年也僅是2019年外銷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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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疫情確實影響很大，希望

疫情解封後，日本市場可以回歸

。2022年轉印紙外銷額達1.31億

美元，較2021年再增長約1.9%

，其中轉印紙外銷額高達1.29億

美元(+36.7%)，東協占約7,075

萬美元(+11.0%)、其他地區約

3,113萬美元 ( -6.7%)，而2021

年壁紙外銷約138萬美元，比較

2021年則減少了21.7%。

2022年紙品加工(48類)外銷

額約5.09億美元(-3.6%)，市場主

要是北美約2.1億美元(+4.7%)、

東協約0.79億美元(-21.7%)、其

他地區約0.48億美元(+19.2%)

，中國及香港合計約4,875萬美

元(-28.2%)、澳紐也有4,656萬

美元(+14.3%)、歐洲約3,901萬

美元(-9.7%)，日本約3,507萬美

元(+8.3%)，這顯示紙品加工的

外銷市場地區是多元的，但中國

供應鏈的外移，讓中港外銷減少

28.2%是很可觀的，也從中了解

到供應鏈對紙品加工有多麼的重

要(包裝用途)。

2022年台灣包裝印刷外銷約

1.56億美元，較2021年的1.68億

美元減少7.3%，其中北美是主要

市場約6,579萬美元(-8.5%)，其

次是東協的2,370萬美元(-32.1%)

，澳紐約1,926萬美元(+4.2%)

，日本約1,056萬美元(-8.7%)，

其他區約1,936萬美元(+71.6%)

；而2022年標籤印刷出口額約

7,246萬美元，較2021年的9,775

萬美元大幅減少了25.9%，除了

外銷地區最大東協的2,718萬美元

(-11.2%)外，中、港、美及其他

區都衰退了3成以上，這是值得注

意的地方。

而2022年智能卡外銷達到約

8,267萬美元(-6.4%)，主要市場

是北美的2,693萬美元(+10%)，

歐洲的1,620萬美元(-23%)，日

本約722萬美元(+6.3%)，東協

約733萬美元(+52.9%)，澳紐約

319萬美元(-18.5%)，中國與香港

約1,056萬美元(-19.9%)，其他區

約1,122萬美元(-20.7%)，智能卡

是一個國際性的市場，由於台灣

發展比較早，即使中國過去10年

的發展快速，但IT的技術加上商

業應用的體驗是很重要的，台灣

還是有一定的競爭地位。

三、2022年台灣進口紙品、印刷

品及IC卡共6.22億美元，較2021

年增長7.7%

2022年台灣印刷包裝品及IC

卡進口為6.22億美元，較2021年

的5.78億美元增加約7.7%，其中

紙品進口約4.23億美元，較2021

年增加12.6%，印刷品約1.61億

美元，較2021年減少約3.6%，

智能卡進口額約3,802萬美元，較

2021年增加約8.5%；在紙品及

印刷品項目中，進口額增加較多

的，包括包裝印刷約1.82億美元

(-1.9%)，紙品加工約2.04億美元

(+35.2%)，標籤印刷約3,098萬

美元(-7.9%)，出版印刷約8,757

萬美元 ( - 3 . 9 % )、商業印刷約

6,278萬美元(+8.5%)，IC卡印刷

約3,802萬美元(+8.5%)，安全印

務約403萬美元(-61.4%)，工業印

刷約811萬美元(-13.7%)，進口增

加部分主要來自其他紙品品項，

而且大都由東協國家進口增加所

致。(見表11)

而就進口的產品結構來看

，出版占約14.1%，紙品加工約

32.8%，包裝印刷占約29.3%，

商業印刷占約10.1%，出版品進

口是由歐、美、日進口的原文書

及中國大陸的簡體字本為主，商

業印刷及紙品的進口項目是很多

的，應都跟國際貿易相關的印刷

及包裝品有關，而進口包裝印刷

主要則為飲料包裝材料(例如Tetra 

Pac)為主，2022年還是持續成長

中，印刷業者可以分析進口印刷

品及紙品資料，來探討是否有進

口取代的機會，尤其供應鏈相關

的包裝、標籤、說明書等印刷品

等。再分析細部進口印刷品中，

2022年減少的品項，包括安全印

務(-61.4%)、工業印刷(-13.7%)

、標籤印刷 ( -7.9%)、出版印刷

(-3.9%)、包裝印刷(-1.9%)，品

項增加的有紙品加工(+35.2%)

、文具印刷(+16.0)、卡片印刷

(+8.5%)、商業印刷(+8.5%)等。

四、2022年台灣由東協國家進

口增長58.9%最高，日本則衰退

13.8%較多

2022年台灣印刷相關產品

進口國家分析，文具、包裝及標

籤等產品，中國都是進口額最多

的國家，總進口額約2.15億美元

，占總進口的34.7%，較2021

年減少約6.8%；其次是東協進

口額約1.92億美元，占總進口

額的30.8%，增長約58.9%；而

由美國進口額約6,777萬美元占

約10.9%，增長約19.0%；日本

約5,531萬美元占約8.9%，衰退

13.8%；歐洲約6,042萬美元約

占9.7%，衰退13.8%；就個別產

品進口地區分析，書籍主要來自

美國、歐洲及日本，商業印刷由

美國、東協及中國進口最多，安

全印務由歐洲進口為主，但紙品

進口主要來自東協、中國、日本

及美國，包裝印刷主要來自中國

、東協、歐洲及日本，標籤進口

則主要來自中國及美國，卡片印

刷進口主要來自東協、中國、歐

洲、美國等;以進口值增減分析，

2022年進口成長地區是東協、美

國、韓國及香港等地區，而衰退

的則有其他區、日本、中國、歐

洲等地區。(見表12)

台旺文創開發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60號

TEL:02-22439924
FAX:02-22439921
Line:@hnh4481q

taiwang@taiwang-puzzle.com 
www.taiwang-puzzle.com

台旺文創除了以自有品牌 

TAIWANG 開發拼圖商品自

產自銷外，另提供共同企

劃合作或以客戶需求為導

向的客製拼圖商品，我們

備有各種不同片數以及不

同大小拼片的刀模，不論

是個人玩家，或是公司企

業，生產數量從1個、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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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能滿足客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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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印刷外銷額看國際市場

根據中國海關資料之統計，

2022年中國印刷包裝品外銷額約

221.3億美元，較2021年的189.9

億美元增約16.9%，出口超過10

億美元的項目，有紙盒(4819)約

77.1億美元(+9.1%)、其他紙品

(4823)57.2億美元(+47.4%)、筆

記簿(4820)約21.5億美元(+33%)

、紙製標籤(4821)約13.5億美元

(+20.4%)、書籍(4901+4903)約

19.8億美元(+1.2%)、其他商業

印刷品(4911)約12.9億(+4.4%)

，而出口超過1億美元者，包括

壁紙(4814)約4.5億美元(-13.8%)

、信封卡片 (4817)約3.3億美元

(+5.8%)、轉印紙(4908)約2.8億

美元(-13.7%)、明信片(4909)約

5.5億美元(-1.3%)、月曆(4910)等

約1.7億美元(+16.9%)，其中紙

品(48類)約177.8億美元(+21.9%)

，印刷品 (49類 )共約43.5億美

元 (+0%)。如果只統計紙製包

裝(4819)、紙製品(4820)、標籤

(4821)、其他包裝製品(4823)等

四類，出口額總額約169.2億美

元，比2021年的137.2億元增約

23.3%，這些品項都與供應鏈的

包裝有關，也表示是全球外銷印

刷品的主力。(見表13)

就外銷印刷品目標市場分析

，2022年前25名國家外銷總額約

183.3億美元，占總外銷的82.8%

，比較2021年，其外銷總額成

長約14.5%，而分析成長率超過

40%的國家有馬來西亞、日本、

韓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印度

等，在比較2019年資料，成長超

過100%以上國家有越南、馬來

西亞、日本、法國、沙烏地阿拉

伯、印度、西班牙等，也令菲律

賓與印尼都有接近100%的增長

，這些都明顯與供應鏈的遷移有

關，包裝材料基本還是由中國供

應，這是值得台灣印刷包裝業者

關注的課題。(見表14)

2022年中國印刷品外銷如果

包括IC卡，則還要增加17.8億美

元，總外銷額達到239.1億美元，

比較2021年增長率約17.7%。

台灣業者策略夥伴的思維方向

面對國際供應鏈遷移帶來的

市場機會，台灣業者要有國內外

策略夥伴(合作或合併)的思維，有

三個方向提供給大家參考：

(一)以合作或合併方式組成

A-Team╱以整合資源擴大規模

、提供專業解決方案及完整供應

鏈服務內容，來提升國際競爭力

，以開發拓展國際印刷品市場。

(二)建立台灣供應鏈相關產

業的聯盟關係╱例如台灣的資通

、鞋業、成衣等產業，以產業群

聚觀念拓展國際印刷市場。

(三)尋找東協國家合作夥伴

╱東協也是國際供應鏈遷移的最

大受益國家，而台灣與東協國家

的產業合作關係一直存在的，以

台灣印刷包裝業的精益管理思維

，對東協國家的印刷同業還是有

影響力的。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