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調查結論 

我國棉紡工業為紡織工業中發展較早之產業之一，並以形成為一上下游垂直整合均衡發展之體系。棉紡業就其

特性為初級產業，且其所產製之棉紗中，棉花成本所佔之比重高達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之間，因此棉紡業之營運

與經濟景氣循環及棉花之生產及庫存等因素息息相關。本案從八十年一月迄八十三年十月間可得資料顯示，國

內棉紡業之生產量、生產設備利用率、內銷量、外銷量、國內市場佔有率、內銷價格、外銷價格、獲利狀況、

雇用員工人數等經濟因素，於八十一年及八十二年均呈大幅下跌，此一趨勢，部份係由於全球經濟不景氣及國

內經濟大環境之轉換如勞力不足、薪資上漲等所影響，另係由於巴基斯坦棉紗進口量大幅增加，抑制國內棉紗

價格所致。八十三年因受全球棉花歉收之影響，上述各項經濟指標雖有回升之趨勢，惟其改善之程度尚未及八

十年之水準。根據上述經濟因素之既有資料初步分析，顯示國內棉紡業在所調查之期間，受巴紗進口影響，致

遭受實質損害。 

 

 

貳、案件緣起及調查經過 

一、案件緣起 

（一）法律依據： 

1. 依「貿易法」第十九條規定，外國以補貼或傾銷方式輸出貨品至我國，經經濟部調查對我國同類貨物產業造

成損害成立者，財政部得依法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2. 依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修正發布之「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

財政部關稅稅率委員會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平衡稅及反傾銷稅案件，財政部應即送由經濟部調查產業損害，經

濟部應交由本會為之。 

（二）財政部移案過程： 

1. 台灣區棉紡工業同業公會於八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向財政部申請對自巴基斯坦進口棉紗課徵反傾銷稅暨臨

時反傾銷稅。 

2. 財政部關稅稅率委員會於八十三年十一月七日第五十三次會議決議就本案進行調查。 

3. 財政部於八十三年十二月十日以台財關第八三一六六四二四一號函移請經濟部進行本案產業損害調查，並依

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辦理。 

二、調查過程 

（一）法律依據： 

1. 依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經濟部應於財政部將平衡稅及反傾銷稅案件送達之翌日起四十五日內，就申請人及

利害關係人所提資料，參酌其可得之相關資料審查後，將初步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2. 依實施辦法第十五條規定，必要時得就規定之調查期間延長二分之一，並通知申請人與利害關係人及刊登公

報。 

（二）調查經過： 

1. 組成本案產業損害調查工作小組：由本會魏委員啟林負責督導，成員包括：（1）財政部關稅總局稽核劉少

蕙（2）經濟部工業局研究員黎俊謙；（3）本會調查組科長阮全和、技正邱照仁、技士王婉如。 

2. 展開產業損害初步調查：財政部移案於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送達經濟部，本會依法自八十三年十二月十三

日起展開本案產業損害初步調查工作。 



3. 確定調查工作計畫：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召開調查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決定調查方式、期間、對象、時

程、工作分配及調查報告架構等事項。 

4. 函請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提供資料：本會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貿調（八三）調字第０一三一０號函

通知申請人、涉案巴基斯坦生產廠商、涉案進口商、國內相關產業公會及進出口公會，請渠等配合提供調查所

需相關資料，並告知渠等有關出席意見陳述事宜。 

5. 公告調查及意見陳述會事宜：本會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貿調（八三）調字第０一三一二號公告周知

所有利害關係人有關展開產業損害初步調查及舉行意見陳述會等事項，並於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刊登經濟日報及工商時報。 

6. 舉行意見陳述會：本會就產業損害初步調查除依法進行書面審查外，為便利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能充分表達

立場及提供意見，特於八十四年一月六日下午假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大樓舉行意見陳述會（意見陳述會記錄

詳如附件一），並於八十四年一月十三日前接受會後書面補充意見。 

7. 實地訪查相關產業生產廠商：（訪查記錄詳如附件二） 

（1）八十四年一月十日下午訪查中興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長安紡織總廠。（主動訪查本案產品生產廠商） 

（2）八十四年一月十一日上午訪查大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台灣區棉紡工業同業公會推薦訪查會員

廠） 

（3）八十四年一月十一日下午訪查統全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會推薦訪查會員廠） 

（4）八十四年一月十二日上午訪查保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區毛巾工業同業公會推薦訪查會員廠） 

（5）八十四年一月十二日下午訪查欣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區毛巾工業同業公會推薦訪查會員廠） 

（6）八十四年一月十四日上午訪查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內壢廠。（台灣區棉紡工業同業公會推薦訪查會員

廠） 

（7）八十四年一月十七日上、下午訪查潤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新豐總廠。（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推薦訪

查會員廠） 

8. 延長調查期限：本會依法將調查期間延長二分之一，以於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以貿調（八四）調字第００

一九二號函通知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並刊登經濟部公報。 

9. 確定調查報告內容：八十四年二月四日召開調查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討論調查報告初稿後定案。 

10. 初步調查認定： 調查報告提交八十四年二月九日第六次委員會議決議。 

 

 

參、調查產品、產業範圍及調查期間 

一、調查產品範圍 

（一）涉案產品說明： 

1. 名稱：棉紗（cotton yarn），係以棉花為原料，紡織成紗狀產品。即非供零售用，除棉縫紉線以外，以棉花

為主要原料（包括含棉量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及以下）紡成，支數在八至三十支（俱連本數）之單股、粗股或多

股之精梳與非精梳紗狀產品。 

2. 品質：未精梳之棉紗俗稱「梳棉紗」；精梳之棉紗俗稱「精梳紗」。精梳紗在棉花選用方面，係以品質等級

較佳，纖維長度約長1╱8吋以上；梳棉紗係以品質等級較差，纖維長度1／8吋以下。在製程方面，精梳紗需經

精梳工程；梳棉紗則免此項製程。在棉紗均勻度方面，精梳紗比梳棉紗好三﹪。另在棉紗強力方面，精梳紗亦



比梳棉紗強一五﹪至二０﹪。 

3. 規格：規格分類下列五種型態及結構之組合而有所不同，單多股、支數、本色及非本色、含棉量及精梳、未

精梳。除精梳、未精梳於前項已述明外，其他四種分述如左： 

（1）單、多股定義：單股結構係一根棉紗；多股係多根棉紗混紡。 

（2）支數定義：凡一磅重棉紗，長度有八四０碼稱為一支紗，有N倍乘以八四０碼者為N支紗，例如一磅重棉

紗有一六八００碼者，為二０支紗。棉紗支數愈多代表棉紗愈細。 

（3）本色、非本色定義：本色即屬棉花之原色，非本色即經染色之棉紗。 

（4）含棉量：與其他纖維混紡紗之棉花含量。 

4. 用途：支數低、未精梳之棉紗多用來生產毛巾、普通床單、桌巾、牛仔布、粗棉布。支數低、精梳棉紗多用

來生產針織布、運動衫、休閒服。支數高、精梳棉多用來生產高級平織布、高級襯衫、高級女用服裝、高級休

閒服及高級針織品。 

5. 稅則號別： 

五二０五—一二００，一三００，二二００，二三００，三二００，三三００，四二００，四三００． 

五二０六—一二００，一三００，二二００，二三００，三二００，三三００，四二００，四三００． 

以上稅號第一欄稅率為七‧五%，第二欄稅率為三%，其中第二欄稅率於八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起機動調整為四‧

五%。巴基斯坦適用第二欄稅率。 

 

（二）調查範圍： 

棉紗一般可依其含棉量、股數、支數、本色或非本色及是否精梳等加以區分，故其所涵蓋產品種類極為廣泛，

本涉案產品，係以棉花為主要原料紡成，支數在八至三十支（俱連本數）之單股、粗股或多股之精梳與非精梳

紗狀產品，因此本涉案產品之範圍主要界定在支數；惟鑑於棉紗支數之多，其關鍵在於原棉品質之優劣及其纖

維長度，至於生產設備及產製過程並無不同，只要配合在原生產設備上略加調整即可達到紡製不同支數棉紗之

目的，一般高支紗之產量較低支紗低，惟因其較細，手感好，主要用在生產高級衣著類之平織布及針織品，故

其市價通常較低支紗為高，紡高、低支紗，一般會受前製程設備某一程度之影響，然只要支數在某一範圍內，

其生產設備之調整尚屬容易，因此一般棉紗業者，常按市場對紗種之供需狀況，隨時變換紡製不同支數之棉紗，

加上從事棉紡業的廠商家數高達一二０餘家，而每家所紡製的紗種亦不盡相同，故如欲就現有之官方或申請人

台灣區棉紡工業同業公會所提供相關整棉紡產業資料中，分離出八至三十支棉紗之數據，卻有實際上之困難。

另依據烏拉圭回合反傾銷協定第三條第六項規定，如果所取得之資料允許就該同類貨品之生產過程、銷售或利

潤加以分離，則應以此分離之資料評估傾銷輸入之影響，如果所取得之資料無法分離，則應以包括該同類貨品

之最小產品組成或範圍，作為評估傾銷輸入之影響，我國之「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雖無此項規定，

但可引用其作為補充解釋之法理。本調查範圍，將以稅則號別五二０五（含棉量在八十五%及以上之棉紗）及

五二０六（含棉量在八十五%以下之棉紗），作為評估傾銷輸入對國內棉紡業所造成影響之基礎。 

 

二、調查產業範圍 

（一）涉案產品一貫作業製程： 

棉花 

↓ 



清花工程—作用：開棉、混棉、清棉及打棉。功能：除去雜物、短纖維，製成同樣寬度及厚度之片狀棉捲。 

↓ 

梳棉工程—將原棉纖維梳櫛分離，除去雜物、棉結等，使纖維概略平行整齊，做成棉條（生條）。 

↓ 

精梳工程—紡製細紗及高品質紗時，需將生條中尚存之短纖、棉結等再次過濾，使纖維平行排列，品質更形均

勻。 

↓ 

併條工程—將均質纖維製成棉條（熟條）。 

↓ 

粗紡工程—將熟條牽伸至某種程度之細度，並賦予微量撚度，形成粗紗。 

↓ 

精紡工程—將粗紗牽伸到所希望之細度，並加撚，紡成一定強度及伸度之細紗。 

↓ 

絡筒工程—桶子紗（單股）。 

↓ 

合撚工程—將單股紗合撚。 

↓ 

絡筒工程—雙股紗。 

 

（二）調查範圍 

台灣區棉紡工業同業公會所屬會員廠商為涉案產品之國內產業，至於調查過程中曾有指稱部份會員亦進口巴基

斯坦棉紗，因受時間限制，有待於最後調查認定時進一步查證。 

 

三、調查期間，因本案係於八十三年元月卅一日提出申請，據申請人所稱巴基斯坦棉紗於民國七十六年起即以

不合理低價大量輸入我國，因其期間過長，且申請人所提供有關產業資料在時間延續上亦不夠完整，故依據「平

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以申請提出最近二年資料，即民國八十一年以後之資料，以八十

年為基準，作為調查是否構成國內產業損害之依據。 

 

 

肆、產業損害調查原因及因果關係分析 

一、法律依據 

依實施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因進口貨物補貼或傾銷致我國產業損害之認定，應調查左列事項： 

（一）該進口貨物之進口數量：包括進口增加之絕對數量及與國內生產量或消費量比較之相對數量。 

（二）國內同類貨物市價所受之影響：包括國內同類貨物因該進口貨物而減價或無法提高售價之情形，及該進

口貨物之價格低於國內同類貨物之價格狀況。 

（三）對國內有關產業之影響：包括各該產業下列經濟因素所顯示之趨勢：1.生產狀況；2.生產設備利用率；

3.存貨狀況；4.銷貨狀況；5.市場佔有率；6.出口能力；7.銷售價格；8.獲利狀況；9.投資報酬率；10.雇用員工情



形；11.其他相關因素。 

二、自涉案國進口之數量 

（一）事實： 

1. 進口增加之絕對數量：自巴國進口之棉紗數量，以包括所有支數之棉紗觀之，於八十年為五八、六四一公噸，

至八十一年遽增為六八、八四五公噸、八十二年亦持續維持高水準之進口數為六七、三０三公噸，八十三年一

至十月則為五五、七０五公噸，相較八十二年同期之五五、二一六公噸略低，惟依據推估八十三年全年進口量

亦可高達六七、九三三公噸。如以涉案產品八至三十支棉紗觀之，則進口絕對數量增加之趨勢更為明顯，八十

年為五一、０一二公噸，八十一年遽增為六二、四二五公噸，八十二年微增為六四、０一八公噸，八十三年一

至十月為五三、二六三公噸，較八十二年同期之五二、三０六公噸略增，八十三年推估數亦可高達六四、九五

五公噸（見表二之一）。如以八十年為基期年並將該年自巴國進口棉紗數量訂為基數一００，以包括所有支數

之棉紗觀之，則八十一年指數一一七，八十二年指數為一一五，八十三年以一至十月數量換算為全年估算量後，

其指數略增為一一六。如以涉案產品八至三十支數棉紗觀之，其進口成長趨勢更為明顯，八十一年指數為一二

二，八十二年為一二五，八十三年（推估數）為一二七（見表二之一）。至於自巴國進口棉紗數量之成長率，

以包括所有支數之棉紗觀之，則除八十二年略減少外，其餘均呈正成長，其中以八十一年成長幅度最大為十七‧

四%，另以涉案產品八至三十支數棉紗觀之，則亦均為正成長，同樣以八十一年成長幅度最高為二二‧四%（見

表二之二）。 

2. 進口數量與國內生產量比較之相對數量：自巴國進口之棉紗相對於國內棉紗總產量，以包括所有支數棉紗觀

之，八十年為三九‧七%，八十一年大幅增加為六十‧一%，八十二年為五八‧九%，八十三年一至十月為五

五‧六%，以成長率言，八十一年高達五一‧四%，八十二年略降為負二‧０%，八十三年一至十月較八十二

年同期比較縮減四‧六%。以涉案產品以八至三十支數棉紗觀之，其趨勢大致相同，八十年為三四‧六%，八

十一年大幅提昇為五四‧五%，八十二年為五六‧一%，八十三年一至十月為五三‧二%，以成長率言，八十

一年成長率最高為五七‧五%，八十二年略增為二‧九%，八十三年一至十月則較八十二年同期略減為負三‧

六%（見表三）。 

3. 進口數量與國內消費量比較之相對數量；自巴國進口之棉紗數量，相對於國內消費量，以包括所有支數棉紗

觀之，八十年為二七‧九%，八十一年大幅增加為三八%，並持續維持高幅度之相對數，八十二年為三七‧一

%，八十三年一至十月為三五‧六%，以成長率言，八十一年高達三‧二%，八十二年則略減為負二‧四%，八

十三年一至十月較八十二年同期亦略減為負三%。以涉案產品十支棉紗觀之，八十年為二四‧三%，八十一年

遽增為三四‧五%，八十二年為三五‧三%，八十三年一至十月為三四‧一%，以成長率言，八十一年為四二%，

八十二年為二‧三%，八十三年一至十月則較八十二年同期略為縮減為負二%（見表三）。 

 

（二）分析 

進口之棉紗中涉案產品八至三十支數棉紗約佔所有支數棉紗進口量之九十—九五%，因此自涉案國進口棉紗之

情況，僅就八至三十支數棉紗加以分析，即可窺其全貌。因此以下僅就八至三十支數棉紗之進口狀況，作為分

析之基礎。 

1. 進口增加之絕對數量：巴紗進口絕對數量占棉紗總進口量之比率，八十年為七六‧五%，八十一年則遽增為

八八‧一%，之後均在八十%以上，八紗進口絕對數量，八十年為五一、０一二公噸，八十一年則為六二、四

二五公噸，其成長幅度高達二二‧四%，八十二年再增為六四、０一八公噸，其成長率為二‧六%，八十三年



一至十月為五三、二六三公噸，較八十二年同期增加一‧八%（見表二及圖一）。 

2. 進口數量與國內生產量比較之相對數量：以自巴國進口之棉紗數量及其相對數量：以自巴國進口之棉紗數量

及其相對於國內總生產量之相對數量加以比較，在巴紗進口絕對數量於八十一年較八十年大幅成長達二二‧四

%之同時，其相對數量成長率則高達五七‧五%，之後，八十二年及八十三年一至十月，不論巴紗進口絕對數

量或其相對數量，均維持穩定之水準，由上述數據可知，八十一年巴紗進口大幅增加之際，國產紗產量則以更

大幅度衰退，此反應國產紗於八十一年被巴紗大量取代後，未再恢復既有的生產水準。（見表三） 

3. 進口數量與國內消費量比較之相對數量：前巴紗取代國產紗之情況，從巴紗與國內消費量比較之相對數量亦

可得到印證。巴紗進口數量於八十一年提增二二‧四%之同時，巴紗與國內消費量比較之相對數量，其成長幅

度更是超前為四二%，之後則維持穩定之水準，依上述數據之變化，再次說明巴紗市場佔有率於八十一年大幅

提昇主要係國產紗所佔有之市場中為巴紗所取代（見表三）。 

 

三、國內同類貨物市價所受之影響 

（一）事實： 

1.  巴紗進口價格：自巴基斯坦進口之棉紗，其進口價格之加權平均單價於八十年為每件（四００磅）一一、

八四四元，八十一年為一０、四０三元，八十二年為九、六五九元，八十三年一至十月則為一二、０四二元。

就年成長率言，八十一年為負一二‧一七%，八十二年為負七‧一五%，八十三年則為二四‧六七%（見表四）。 

2.  國產紗市價：國產棉紗市價以環式紡錠二十支精梳紗為代表（本案涉案產品範圍為八—三十支，多數為環

錠紗，從「市場與行情」快報刊載之各項規格棉紗市價中，僅二十支紗種屬本案範圍，且十六支以下規格少有

環錠紗種，故選取二十支規格代表。又梳棉紗部份從八十一年第二季以後在國內市場交易中漸衰退，故該快報

未再登載其市價，故選取市價資料完整之精梳紗為代表），其平均單價，八十年為每件一九、六九六元，八十

一年為每件一六、九一七元，八十二年為一三、四一七元，八十三年一至十月為一八、九九０元，其八十一年

成長率為負一四‧一一%，八十二年成長率為負二０‧六九%，八十三年成長率則為四一‧五四%（見表四）。 

3. 巴紗對國產紗市價之影響：以八十年至八十三年巴紗進口價格與國產紗市價相比較，梳棉紗方面，巴紗較國

產紗每件約低二—五仟元之間，精梳紗方面，巴紗較國產紗每件約低三仟三佰元—七仟五佰元之間。（見表五）

以價格增減趨勢論，八十一年及八十二年，巴紗及國產紗價格同步下跌，八十三年兩者價格亦同步上揚，惟國

產紗價漲跌幅度遠大於巴紗。此由逐月價格資料（見附表一）觀察，亦可得見相同趨勢（見圖二）。 

 

（二）分析： 

1.  巴紗之進口價格：巴紗進口價格於八十年至八十三年之加權平均分別為每件一一、八四四元，一０、四０

三元，九、六五九元及一二、０四二元，較諸總進口棉紗平均單價各年分別為每件一二、０三０元，一一、０

０一元，一０、０四六元及一二、七一四元，可知巴紗價格較總進口平均價格水準為低，而兩者價格之增減趨

勢則大致相同（見表四）。 

2.  國產紗市價：由國產棉紗與巴紗價格相互比較，顯見巴基斯坦挾其產棉國大量產銷優勢，巴紗價格恆以相

當差距低於國產紗價，在景氣持平之八十年及八十三年，國產棉紗行情尚能維持於不墜，惟於景氣低迷之八十

一年及八十二年，國產紗在巴紗價格向下調整之情況下，價格受到抑制。 

3.  進口價格對國內市價之影響：由於多數下游廠商係直接向巴國採購，故以巴紗進口價格與國內棉紗市價比

較，顯見其直接競爭效果。由國產紗、巴紗及總進口棉紗之平均銷售價格變化情形觀之，其增減趨勢大致相同，



顯示價格變化應為隨經濟景氣變化之結果。惟景氣變差時，紗市傾軋情況愈形明顯。上述各點，由價格逐月資

料（見附表）比較，亦可由其趨勢得知相同結果。 

 

四、對國內有關產業之影響  

 

（一）生產狀況： 

 1. 事實：由棉紡公會估算之國內棉紗總生產量，八十年為一四七、０四一公噸，八十一年減為一一四、五九

七公噸，成長率為負二二‧０六%，八十二年略降為一一四、二００公噸，成長率為負０‧三五%，八十三年

一至十月為一００、六六三公噸，較八十二年同期增加六‧二０%（見表六）。 

2. 分析：由八十一年生產量銳減之情況配合廠商陳述意見獲悉，在巴紗大量進口及市場不景氣因素下，許多大

廠在產品規畫上錯開巴國進口之低支紗種（八至三十支），轉換為高支紗種，（因高支精梳紗受限於製程關係，

單位時間內產量較小），且有部份小廠停工或減產，故產量大幅下降，八十二年延續不景氣情況，產量仍持續

下降，八十三年因國際紗價上揚，紗廠紛紛投入生產行列，故產量增加。另由經濟部統計資料（見表六），亦

可印證前述八十一及八十二年產量減少而八十三年產量增加之情況。 

（二）生產設備利用率： 

1. 事實：由棉紡公會估算之棉紡業於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及八十三年環式紡錠設備利用率分別為九０‧二三

%、七二‧一一%、七０‧六八%及七一‧九一%，OE紡錠設備利用率分別為八四‧三六%、五一‧一九%、五

六‧九０%及六０‧四九%。由該項數據呈現，生產設備利用率於八十年非充分使用狀態至八十一、八十二年

之逐年遞減，八十三年則微幅增加。 

2. 分析：由於國內為數不少之生產廠商採取接單生產方式，在八十一、八十二年景氣疲軟時期，進口貨大量傾

軋之情勢下，棉紡業接單減少，設備利用率隨之降低，八十三年除了紗價上揚，刺激開工生產意願外，全球多

處產區原棉失收，巴國同樣缺席，減少棉紗出口，致市場棉紗需求部份轉由國內紗廠供應，因而提高設備利用

率（見表七）。另由經建會統計之棉紡織業設備利用率同期間呈現之增減幅度，亦與前述趨勢大致相同。 

 

（三）存貨狀況： 

1. 事實：由經濟部統計處統計之棉紡業存貨量（除本案稅則號列五二０五及五二０六產品外，尚含五二０七一

０及五二０七九０之零售用棉紗。因棉紗公會僅提供三家個別廠商相關資料，該資料經查證後未具代表性，故

選用本項統計資料作為分析樣本），於八十年為四四、０五二公噸，八十一年略增為四四、五０八公噸，成長

一‧０四%，八十二年為四一、二００公噸，成長率為付七‧四三%，八十三年為三二、三二０公噸，成長率

為負二二‧七九%（見表八），呈現八十一年存貨微量增加，八十二年顯著減少及八十三年銳減之現象。 

2. 分析：八十一年進口棉紗數量遽增，搶攻市場之結果，國內棉紡業雖然減產因應，存貨仍微量上升，而相對

於八十二年國產棉紗產量持續遞減（見表六）之結果，八十二年存貨量同幅降低（見表八），八十三年在國際

紗價上揚，且進口紗量略減，國內紗支需求暢旺，而紗廠未能充分購棉產紗之情況下，棉紗存貨量大幅減少（見

圖五）。 

 

（四）銷貨狀況： 

1. 事實：國產棉紗內銷量，八十年為一三一、０八六公噸，八十一年減為一００、七六六公噸，成長率為負二



三‧一三%，八十二年略增為一００、八一八公噸，成長率０‧０五%，八十三年一至十月為八七、三０二公

噸，較去年同期成長四‧二八%。外銷量八十年為一六、五一一公噸，八十一年減為一三、八三一公噸，成長

率負一六‧二三%，八十二年持續遞減為一三、三八二公噸，成長率負三、二五%，八十三年一至十月為一三、

三六一公噸，較去年同期成長二０‧七一%。內銷量於八十至八十三年呈現先大幅下降，然後持平再小幅回升

之現象，外銷量之趨勢與內銷情形大同小異（見表九）。 

2. 分析：八十一、八十二年銷售量之減少及八十三年之增加，其原因同於生產量部份，如前所述。另外銷量下

滑（見圖六）原因之一為受低廉巴紗進軍各國市場，而我國棉紗原料及工資成本較高，競爭力難與巴紗匹敵相

關。 

 

（五）市場佔有率： 

1. 事實：國產棉紗之市場佔有率八十年為六二‧三五%，八十一年降為五五‧六四%，之後兩年均在五五%浮

動，巴紗之市場佔有率八十年為二七‧八九%，八十一年遽增為三八‧０一%，八十二年及八十三年至十月則

略降，分別為三七‧六%、三五‧六一%，其他國家之市場佔有率八十年為九‧七六%，八十一年降為六‧三

五%，往後兩年略增，分別為七‧四三%、八‧八八%。（見表十及圖七） 

2. 分析： 以國產紗、巴紗及他國紗市場佔有率之互動關係，顯示八十一年巴紗進口主要係取代國產紗之市場，

他國紗市場佔有率雖亦有少許之降低，但之後及又逐漸恢復其原有之市場佔有率。 

 

（六）出口能力： 

國產棉紗出口八十年為一六、五一一公噸，八十一年減為一三、八三一公噸，降幅達一六‧二三%，八十二年

維持與前一年相同水準為一三、二八二公噸，八十三年一至十月則為一三、三六一公噸較八十二年同期增加二

０‧七%（見表九）。 

我國棉紗僅少量高支精梳紗種外銷，在國際地位上不及日本等先進國家，至於涉案之八至三十支紗種外銷競爭

力未及巴基斯坦等產棉國，已如「銷售狀況」一項所論。 

 

（七）銷售價格： 

1.  事實：涉案產品較大宗之國產紗支幾近全數內銷，其銷售價格梳棉紗部份八十年為每件（四佰）一三、六

八八元，八十一年第一季一五、二五０元較八十年同期成長一六‧一九%。（此後梳棉紗在市場上因非熱門產

品，其市價未再刊載於行情報導刊物）。精梳紗部份八十年每件一九、六九六元，八十一年下跌為一六、九一

七元，成長率負一四‧一一%，八十二年再跌為一三、四一七元，成長率負二０‧六九%，八十三年一至十月

平均單價回升為每件一八、九九０元，成長率四一‧五四%（見表十一）。 

2. 分析：梳棉價格資料，因僅取得八十年及八十一年第一季資料，僅供參考。以精梳紗行情而論，八十一及八

十二年仍以反應景氣及進口棉紗大量競銷因素，在工資及管銷費用等不斷調高之當時，紗價仍連年巨幅下跌，

八十三年因全球原棉欠收，棉價竄升，棉紗行情隨之水漲船高。精梳紗價漲幅雖達四一‧五四%，但涉案產品

較大宗之梳棉紗價格與精梳紗畢竟存有相當差距，其調幅通常亦相對較小。 

（八）獲利情況： 

事實：國內棉紡業之營運從八十至八十二年均呈虧損狀態，其中八十年為****%，八十一年其獲利率更是大幅

下降為****%，八十二年再次下滑為****%，八十三年則大幅回升為****%。 



分析：國內棉紗從八十年至八十二年，其或利率不佳呈現赤字且大幅滑落，雖於八十三年轉虧為盈，但就其營

運改善程度而言，八十一年至八十二年平均獲利率為****%，仍高於八十年的****%（見表十二）。 

（九）投資報酬率：因無資料，故暫略。 

（十）雇用員工情形： 

國內棉紡業雇用員工情形八十年為三三、一０四人，八十一年減為三０、九０四人，其降幅為六‧六五%，八

十二年則與前一年大同小異為三０、六八七人，八十三年九月則再度提昇為三四、六０四人。值得注意的是，

外勞引進起始於八十二年，當時僅限染整業、整燙業，直至八十二年底才擴大適用整個紡織業其中亦包括棉紡

業。（見表十三） 

（十一）其他相關因素： 

依申請人稱迄八十三年止國內棉紡業，停工廠商已達三十九家。 

 

 

 

伍、綜合評估 

一、產業損害評估： 

（一）我國棉紗生產量、內銷量、外銷量、存貨量、生產設備利用率及市場佔有率，綜合而言，於八十一及八

十二年明顯遞減，除市場佔有率及存貨量外，其他各項因素於八十三年均有回升的跡象。其中八十一年內銷量

微幅成長，顯係外銷量巨幅衰退之局部替代，及改走高支紗種刺激內需市場所帶來之微量正面影響。存貨量之

不增反降係棉紗減產之連鎖反應。 

（二）國產棉紗內銷及外銷價，於八十一及八十二年度累積跌幅巨深，八十三年度雖大幅反彈，惟係原棉物料

成本升竄之連帶影響。 

（三）國內棉紡業獲利情況於八十年始，虧損程度逐年遞增（下游業者亦坦承此期間包括棉紡之紡織業皆處於

虧損經營）。迄八十二年情況加劇，獲利率為****%，八十三年雖景氣好轉，獲利轉虧為盈，惟獲利率僅****%。

雇用員工人數方面，除八十三年因棉紗需求成長及引進外籍勞工而增加，八十一年及八十二年雇用人數皆減少。 

 

（四）由前述各項經濟因素觀察，並參酌上、下游廠商反應意見，我國棉紡產業誠因景氣欠佳及巴紗大量進口

之雙重衝擊（景氣不佳時，更刺激巴紗廉價搶攻市場）受到損害，八十三年景氣雖呈復甦跡象，惟廉價巴紗仍

大量進口之事實，對國產棉紗之市場排擠效應仍未見消除。 

 

二、因果關係評估： 

（一）進口數量影響： 

1. 自巴國進口棉紗（八至三十支規格）之絕對數量，及其與國內生產量、消費量比較之相對數量，均於八十一

年大幅成長，並持續維持其既有水準，雖於八十三年其相對數量呈現稍微下降趨勢，但其進口絕對數量之成長

率尚為正值。 

2. 以巴紗與國產紗市場佔有率比較，八十一年是國內棉紗市場產生鉅變的一年，巴紗市場佔有率於當年大幅提

增，其主要係取代國產紗之市場同時亦取代他國紗部份之市場，之後國產紗之市場佔有率即未再恢復其原有之

水準。 



（二）進口價格影響： 

1. 巴紗價格微幅低於總進口平均單價（事實上因巴國棉纖長度之關係，八至三十支規格之進口棉紗多數為巴國

產銷，而此規格適為市場之大宗貨），更以每件二至七千元（不同規格棉紗，差價不等）之差距低於國產紗價，

致巴紗進口量居於總進口量之七四‧０八%至八五‧七０%之高比例間，至其市場佔有率由八十年之二七‧八

九%上升，至八十一年達於顛峰三八‧０八%，縱於八十三年紗市榮景時期，仍得有三五‧六一%之佔有率。 

2.國產紗在進口棉紗低價競銷情勢下，價格持續下滑，其幅度更甚於巴紗行情跌幅，至八十三年紗市好景時，

國內紗價隨國際行情回升，惟仍處於衰退狀態。 

3. 下游廠商多坦承為了市場競爭及提昇接單率，寧選廉價巴紗作為物料，尤其在整體經濟環境欠佳之八十一、

八十二年，價格更成為原料選擇之主要考量因素。 

4. 由前述市場情勢消長之變化，足以顯現進口價格對國內棉紗市價直接產生制衡，及於紗市疲軟之八十一、八

十二年期所佔低價優勢。 

 

三、利害關係人意見之處理： 

 關於國外生產廠商所主張以現在損害而非過去損害為準乙節，查所謂現在損害係指一段期間之損害情況，而

非指一特定時點之損害情況。至於一段時間如何確定，應依案件情況而分別認定。本案由前述資料初步顯示，

雖最近一年以來損害情形已有所改善，但尚無法謂在最近之時間已無實質損害之相當跡象，應併與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