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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申請對自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

芬蘭產製進口塗佈紙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案」 

產業損害初步調查實地訪查紀錄 

 

一、訪查時間及訪查對象：101 年 3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訪查永豐餘造紙股份

有限公司久堂廠。 

二、訪查人員： 

    本會  徐委員世勳、劉組長必成、梁科長明珠、林技正馨山、郭視察妙蓉 

    財政部關政司 黃稽核雅玲 

    本部工業局 劉科長乃元、陳技士愷雯 

三、訪查情形：101 年 3 月 6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訪查人員抵達位於高雄市大樹區

久堂里久堂路 112 號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永豐餘公司）久

堂廠會議室，由彭總經理振洋率領黃廠長志成、陳處長世明、陳經理瑞和、

黃高專百仕及李專員欣穎等人接受訪查，另臺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陳總

幹事崑山及全國工業總會邱組長碧英亦出席。本會徐委員世勳首先說明訪

查目的後，由該公司彭總經理簡述產業概況及黃廠長進行簡報，隨後參觀

久堂廠之塗佈紙廠區，再進行座談。其訪查重點摘錄如次。 

  （一）永豐餘公司簡述塗佈紙產業概況、需求及生產情形摘要 

1.永豐餘公司僅久堂廠生產同類貨物塗佈紙，該廠於民國 39 年設立，為

永豐餘公司第 1 家造紙廠，經過 60 餘年經營，產品包括塗佈紙、雜誌

紙、劃刊紙、道林紙、模造紙、特殊紙，單日生產量***公噸，全廠設

計產能為年產能***萬公噸，設有抄紙機、塗佈機、壓光機、複捲機、

裁切機等共計***台。屬於永豐餘集團之紙業事業群，一般所稱永豐餘

公司之文化用紙即指久堂廠生產的所有產品，及部分在台東廠生產的模

造紙，至於不在同類貨物基重範圍之「紙板」如銅西卡（基重高於 200 

g/㎡）係於台東廠生產，且該公司不生產本案所排除之鏡面塗佈紙、噴

墨紙、相片紙。民國 100 年全廠有利潤，但塗佈紙部分則為虧損。全廠

編制內員工***人，另有協力廠商***人。採日班、中班、夜班 3 班全日

生產，配備 4 班人工，由於技術熟練工非常重要，所以即便 97 年遭遇

金融風暴亦不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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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該廠於民國 69 年創設國內唯一「造紙研究中心」，生產流程獲得

ISO-9001/2000、ISO-14001、OHSAS-18001、FSC 認證，民國 96 年獲

得工業局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績優廠商，民國 99 年由永豐能源公司建造

汽電共生廠，將造紙過程之廢熱回收供造紙過程烘乾之用。該廠位於高

屏溪畔，***************，工廠產生的廢水經過生物二級處理等程序

後，排放到目前 150 公頃河川溼地（舊鐵橋溼地），目前已有植物、昆

蟲與鳥類生態，部分亦排放用以稀釋附近住家的家庭汙水，即使春節期

間工廠停工，仍會排放水以稀釋家庭汙水，並涵養濕地。 

3.久堂廠目前生產塗佈紙為 1 條生產線，生產流程係將紙漿（乾料）經水

力散漿後磨漿、配合不同漿料調成後，由抄紙機抄造出原紙捲，經塗佈

機加以塗佈單面或雙面而成，再經壓光機壓光完成塗佈紙捲，依客戶的

需要使用複捲機裁切成捲筒紙或加工製成各種尺寸之平版紙（詳附

圖），裁切不用的部分回爐再利用；由於輪轉印刷發展快速，所以捲筒

紙與平板紙之需求量約為***％、***％。生產作業每個月排休***次維

護（每次所需時數不確定，以儘量縮短為原則）外，全年每日 24 小時

不停俥。機器設備包括 21 號抄紙機 1 臺，*****，*****，*****，*****，

最初設備投資金額約新台幣***至***億元。 

4.有關抄紙機部分，久堂廠自創立起抄紙機自第 1 號編號至目前第 21 號，

汰舊換新結果剩 ***部，即********及 21 號機，係分別於民國

***********及 85 年進入生產序列，用以生產塗佈紙。因應市場供需變

化，逐步將上述機器進行改造，擴充產能，**號機於民國**年**，生產

*******與***，日產能***公噸；**號機於民國**年****，轉換生產

*******及***，提升俥速從***m/min 提升至***m/min（m/min 代表公

尺/分鐘），日產能***公噸；**號機於民國**年至**********，民國**

年起生產****時，日產能為***公噸，申請書所述「生產線在民國 98 年

有減少，即透過將生產線轉移至其他產品，而達到單一產線之充分利

用」，即指**號機。目前僅 21 號機抄造塗佈紙，其餘*臺抄紙機均已改

造轉型生產非涉案貨物。 

5.第 21 號抄紙機為民國**年增購之******，於民國**年投資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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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年投資新台幣***************，********。自紙機

設立後，陸續再投資總額達新台幣********元，以改善品質、降低能源

耗用、提升產量以對應市場的新挑戰，將設計產能自日產 450 公噸提昇

至 550 公噸，實際產量則視抄造紙張之基重及種類而定，估計年產量約

15 萬公噸。由抄紙機所生產之原紙捲，需移至塗佈機塗佈，屬機外塗

佈。該生產線專門生產*******，塗佈紙之基重介於 60 至 200g/㎡間，

其中單面塗佈紙基重約 60 至 165g/㎡，雙面塗佈紙基重約 72 至 200g/

㎡。雜誌紙之基重為 60g/㎡、65g/㎡、70g/㎡，非為本案國內同類貨物

之範圍，約占產量之*%，已全數排除於調查問卷資料之外。 

6.該廠塗佈紙之紙漿原料主要為長纖化學漿、短纖化學漿及半化學熱磨機

械漿（BCTMP）。取得來源，*成購買國產漿，*成進口紙漿（主要來自

*******）；其中，國產漿為短纖化學漿，多數購自**********，目前少

部分購自***********。目前的紙漿價格，最高為長纖化學漿，約為每

公噸*********美元，次高為短纖化學漿較長纖化學漿價格每公噸便宜

約***美元，第 3 為半化學熱磨機械漿。紙漿進口採****，********，

價格與當時之國際價格成相同走勢。紙漿之製漿方式主要將木材分解成

木纖維，包括「機械紙漿」以及「化學紙漿」。「機械紙漿」纖維經由機

械方式研磨，用壓力及熱加速纖維分離與轉化；「化學長纖維紙漿」提

供長的纖維，使紙張有高強度。將木料碎片與可回收的化學品一同加壓

蒸煮，然後洗滌以漂白方式除去木質素並改變紙張屬性。100%化學漿

紙 漿 的 紙 張 不 含 木 質 素 被 稱 為 Woodfree Paper 。

************************。 

（二）待補充資料：請補充回覆問卷缺漏之 101 年預測值資料。 

（三）本會提問與永豐餘回覆 

1.問：21 號機生產的原紙捲是否會加工成非塗佈紙，或直接外售？ 

答：理論上，生產塗佈紙的生產線經抄紙、乾燥所生產之原紙即為非塗

佈紙，不再經過塗佈機與壓光機兩道工序。但實際上，21 號機設計

為一貫化生產塗佈紙，最初設備投資金額極龐大約***元，不可能因

塗佈紙市場狀況不好即將連續生產線上後續之塗佈機及超壓光機予

以閒置，而改為出售原紙。此外，經估計國內同類貨物市場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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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已縮小，自民國 94 年起需求每年約減少 1％至 2％，且自民國

92 年起廣告量少，廣告型態改變，並有效率之考量，於民國 97 年

至 100 年間逐次將 20 號機改造調整為生產加工用紙，投資金額高達

約新台幣********元，以及 21 號機投資金額達約********元，以達

世界一流水準，此可從長年外銷日本、美國、澳洲等先進國家得証，

尚未論其停工損失，聘請專業人員費用等，所以為達到機器設備充

分利用，通常不會將抄紙機生產的原紙捲做為生產非塗佈紙，除非

同類貨物的經營非常困難。換言之，同類貨物雖為非塗佈紙之後段

加工，兩種紙種間似可有不同之組合，以因應市場之需求變化，然

而，生產設備有其僵固性，不易因應市場之變化而任意調整生產線。 

2.問：已經改造生產其他產品之紙機是否會再回復生產同類貨物？ 

答：我國自民國 93 年起紙類進口為零關稅，放眼亞洲自民國 95 年開始，

中國大陸金東紙業增設塗佈紙機生產設備之年產能高達百萬公噸，

雖然此期間中國大陸淘汰部分老舊之造紙機械設備，仍然有龐大剩

餘產能有待去化，韓國之茂林紙業亦有增設龐大塗佈紙機生產設備

之投資，對我國塗佈紙市場影響極大，不可能再好轉，已經改造生

產其他產品之紙機再回復生產同類貨物之可能性極微。 

3.問：生產流程有哪部分是與生產其他產品共用？ 

答：生產同類貨物的流程，從投料、抄紙、塗佈、複捲，均與其他產品

的生產流程區隔，機器設備與人力均有專屬配置，只有裁切與其他

產品共用流程。 

4.問：整個生產流程中，涉及的不同機器設備（抄紙機、塗佈機、壓光機、

複捲機、裁切機），是否因為機器的效率不同，而產生瓶頸？ 

答：整個機器的產能在設計上已經調成一致，其中塗佈機因為需要換

紙，所以設計速率高於抄紙機，不致有銜接瓶頸。 

5.問：為何使用開工率來代表產能利用率？ 

答：涉案貨物係以重量計量，但因實際生產產品之組合變化，例如塗佈

紙之生產因基重之不同，會造成產出重量之差異，又因生產機器設

備之更新，機械之設計產能有變動，致傳統以實際生產量除以產能

計算之產能利用率，無法說明涉案貨物生產設備實際之運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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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改以開工率說明國內產業之生產設備使用效率。另久堂廠生產之

平均產能係該廠之規劃產量。久堂廠正常之開工率為**％至**％，

永豐餘公司與正隆公司兩家之平均正常開工率為**％。民國 99 年

第 2 季至第 3 季因涉案貨物傾銷進口，造成久堂廠被迫不得已停

工，屬於停工損失。 

6.問：久堂廠因為使用紙漿乾料為原料，是否因此相較於漿紙合一廠，在

成本方面不具競爭力？ 

答：漿紙合一是直接使用濕漿為原料，僅減少水力散漿的能耗，中國大

陸金東紙業公司（印尼 APP 集團）及大部分其他公司、韓國茂林公

司、韓松紙業公司亦使用紙漿乾料，芬蘭有漿紙合一廠，日本可能

有漿紙合一廠，所以漿紙合一對生產成本的影響並非很大。 

7.問：久堂廠原紙捲採機外塗佈（off-machine coating），是否較機上塗佈

（on-machine coating）效率較差？ 

答：目前新的紙機，例如日本王子制紙公司在中國大陸南通的紙機、韓

國茂林公司的紙機都是機外塗佈（off-machine coating），所以新紙

機不一定都採機上塗佈（on-machine coating），尤其品質方面仍以機

外塗佈較佳。至於效率方面，中國大陸金東紙業公司的新紙機為機

上塗佈（on-machine coating），抄紙與塗佈一貫化看起來效率較高，

但一旦斷紙，需要超過半小時以上才能接回來，所以不見得具有較

高效率。況且久堂廠為增加塗佈機的效率， ******** ，

***********，所以塗佈作業可以不停俥。 

8.問：既然新設計的紙機產能較高，相較久堂廠 21 號機為民國 86 年投產，

新紙機是否較有成本優勢？ 

答：造紙產業主要是內需產業，因為紙體積大，運輸成本高，尤其近年

油價上漲，長途運輸費用高昂。目前除了中國大陸金東紙業公司、

日本王子制紙公司在中國大陸南通的紙機、韓國茂林公司各 1 部新

紙機產能較大外，其餘的紙機產能都與久堂廠差不多，產能大看起

來成本較低，但是因為紙機不停機，所以要考量國內能銷售多少數

量，否則多餘的產量勢必需要銷售到較遠的地區。1 公噸紙的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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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美元，以目前昂貴的運費，運費增加*美元，等於成本增加*

％，目前送到歐洲及美國的運費約**至**美元/公噸，產能過大即為

現在中國大陸等國家面臨的問題，事實上大紙機的經營成本不見得

會比較低。 

9.問：機器設備改造之資本支出如何列帳？第**至**號機改造支出是否會

列在本案同類貨物的生產成本中？ 

答：機器設備改造支出列為資本支出，在未來年度以折舊攤提，歸納為

產品成本。第**至**號機改造成本不會列在第 21 號機，所以不會

成為本案同類貨物的成本。至於固定資產折舊，於民國 93 年前取

得資產採定率法，民國 93 年後取得資產採平均法，民國 101 年起

折舊全部採平均法提列。相關折舊並經會計師簽證。 

10.問：停工損失之認列依據與估算方法？ 

答：停工損失之認列係依據 10 號公報中「存貨衡量」第 6 段所述，因

產量較低或設備閒置導致未分攤的固定製造費用，宜於發生當期，

認列為銷貨成本。認列原則包括因災害、突發不可抗力事件或產銷

因素等引起之停工，應提列停工損失。如實際產量與生產設備之產

能發生差異時，為合理計算存貨製造成本，而將停工期間之人工及

製造費用列為「停工損失」，民國 98 年 12 月份發布修正第 10 號公

報「存貨之評價與表達」後，停工損失列為「銷貨成本－停工及報

廢」科目。每日停工損失金額係為每月固定製造費用除以每月天

數。年初編列「銷貨成本－停工及報廢」預算，主要為春節長假之

計劃性停工，但民國 99 年第 2 季與第 3 季因產銷不平衡導致銷路

不佳之停工非屬計畫性停工。反傾銷案申請書中，98 年後所填列停

工損失係為損益表中「銷貨成本－停工及報廢」科目之金額，其中

報廢所佔比例不到**％，98 年以前，停工損失列在「營業外損失-

停工損失」科目。 

11.問：久堂廠生產同類貨物的正常年是哪一年？ 

答：所謂正常年應該是民國**年及**年為正常年度。民國 91 年我國加

入 WTO 後，紙類產品逐年調降關稅，至民國 93 年已降為零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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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年**年仍有利潤，自從中國大陸金東紙業擴充產能後，自

民國**年起開始沒有利潤。 

12.問：久堂廠的紙漿有**％購自***********，且所生產同類貨物亦出售

永豐餘集團之********、*********、*****家國內最大印刷廠印刷

業或加工廠，請問在售價上是否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答：雖然是永豐餘集團內公司間之交易，永豐餘公司與**********均為

獨立之股票上市公司，所以各公司間產品之交易價格即便稍有優

惠，其範圍亦需要符合國稅局規定，且需要提供關係人移轉訂價報

告，價格的優惠僅係數量較大時的折扣，與市場情況相同。所以雖

為關係廠商，但彼此財務營收獨立，售價容有折扣，但受財政部之

監督，均在有限折扣範圍內。 

13.問：自民國 98 年 12 月份會計準則 10 號公報發布起採取低庫存政策，

以減少存貨備抵損失之認列，是否會產生現貨不足而降低服務水

準？又是否因採低庫存而減少產品多樣性？ 

答：所謂低庫存係指保留至少*週至*週的庫存，相較過去有 1 個月以上

的庫存不同。因為紙漿原料主要來自國內廠，如果不足，快則*天

至*天，慢則*週即可產出，相較進口，除來自中國大陸外，一般進

口產品從訂貨至到貨至少需要 2 個月左右的時間，國內廠對客戶的

供應快速許多。有關產品多樣性，一般國外紙廠生產涉案貨物多樣

性絕對沒有久堂廠生產同類產品的樣數多，凡市場上有的等級，久

堂廠都有生產，提供紙樣本 1 冊供參考。 

14.問：我國同類貨物與其他國家產品是否在等級上可以對照？ 

答：依日本塗工印刷用紙之分類，塗佈紙細分為アート紙(Art Paper) 為

市場中俗稱 A0、A1 品級之塗佈紙，上質コート紙(Coated  Paper)

為市場中俗稱 A2 品級之塗佈紙，中質コート紙(Coated  Paper)為

市場中俗稱 B2 品級之塗佈紙，國內永豐餘公司及正隆公司生產對

應的同類貨物如下: 

日本 A0 A1 A2 B2 

永豐餘公

司 

火 鶴 超

級 銅 版

琉麗特級

銅版紙 

特級雙面銅版紙、高

級雪面銅版紙、雪面

嵩厚特銅、

嵩厚雪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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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銅版紙、單面銅版紙 

正隆公司 無 晶鑽特級

銅版紙、新

鑽特級銅

版紙 

新特級雙面銅版紙、

新雪面銅版紙、新單

面銅版紙 

 

 

15.問：雜誌紙、捲雜誌紙是否包括在涉案貨物內？ 

答：久堂廠所稱雜誌紙係屬於公司內部供識別使用的名稱， CNS 對雜

誌紙尚無定義，雖雜誌紙與塗佈紙沒有明顯界線，但仍在用途上可

以相互替代。只要雙面塗佈紙基重約 72 g/m2以下者均不列為涉案

範圍，該廠有生產雙面塗佈紙基重從 60 g/m2至 72 g/m2以下，目前

該廠有生產使用在雜誌印刷而被排除在同類貨物範圍外者約占*

％。國內雜誌主力為 60 g/m2至 70 g/m2，國內產業不生產不是技術

的問題，是經濟效益的問題。 

16.問：請問久堂廠是否生產涉案貨物範圍以內的所有產品？並說明以機械

漿所製造的涉案貨物是否與國內產業所製造者相同？ 

答：久堂廠生產涉案貨物範圍以內的所有產品。雖然漿不同，但使用上

可替代，北歐國家用的機械漿 BCTMP 之價格每公噸便宜**至**美

元，如果 BCTMP 價格提高，就多使用化學漿，技術門檻沒有那麼

高，所以差異不大。久堂廠生產的同類貨物以使用化學漿為主，放

久不發黃，品質較好。 

17.問：永豐餘公司是否曾因為增加直接銷售比例，終止提供部分經銷商的

經銷權？ 

答：目前銷售量透過經銷商占**％，直接銷售占**％，因為客戶有自己

的選擇，並沒有因為有直接銷售而減少經銷商，在目前零關稅環

境，經銷商亦可以進口。 

18.問：國內同類貨物是否用來印刷教科書？ 

答：教科書封面一般用銅西卡紙，內頁用道林紙，都可以印刷精美圖案，

而且依據教育部規定，禁止使用涉案貨物或同類貨物，以保護學生

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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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問：國外進口塗佈紙輕塗等級，在國際上通稱為 Light-weighted coated 

magazine paper (LWC)，紙張光澤度較低，其基重一般在 80g/m2以

下輕塗雜誌紙，是否包含在本案進口涉案貨物範圍內？ 

答：其基重、光澤度及白度必須符合才屬本案進口涉案貨物範圍。 

20.問：生產膠帶用之塗佈紙是否包含在本案進口涉案貨物範圍內？ 

答：台灣通常使用基重 80g/m2~150g/m2之同類貨物生產標籤及膠帶，所

以屬涉案貨物範圍內。 

21.問：本案進口涉案貨物參考稅號 21 項，但為何出口並沒有這麼多項稅

號？ 

答：出口多為客製化產品，21 項稅號多是規格尺寸不同，歐美用小紙捲，

進口僅裁切尺寸不同，但紙的表現與用途是相同的。 

22.問：針對本案進口涉案貨物參考稅號 21 項，久堂廠是否都有生產？如果

上述 21 項稅號沒有進口，久堂廠是否可以供應國內需求？是否除永

豐餘與正隆 2 家公司外有其他公司生產？會不會有生產過份集中的

問題？ 

答：永豐餘及正隆 2 家公司目前除了鏡面塗佈紙和彩噴紙外，其他涉案

產品均有生產。目前台灣市場涉案產品需求每月約 2 萬公噸左右，

久堂廠全能生產可供應*******公噸，再加上正隆公司的產量，除永

豐餘與正隆 2 家公司生產外沒有其他公司生產，因為目前新紙機產

量愈來愈大（例如久堂廠 21 號機產能*******************），所以

全世界均有生產集中的趨勢。在零關稅的情況下目前尚有來自 47

個國家的進口，本次所提案件是針對產能過剩的區域。 

23.問：既然日本因為產能過剩，以較其國內售價低之價格將涉案貨物售至

我國，久堂廠生產的同類貨物賣至日本市場為何仍有競爭力？ 

答：日本近 10 年來合併很多家紙廠，通路商在無紙可賣的情況下，會

找尋貨源，且日本對台灣產品有特別感情，而且日本每月需求***

公噸（韓國每月需求約**公噸、我國每月需求約**公噸），就永豐餘

公司每月產量*******公噸，每月出口至日本約******噸，在日本市

場占有率不到*％，所以差異不大。 

24.問：據中時電子報報導永豐餘公司民國 100 年 4 月發布文化用紙於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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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轉虧為盈，與本案同類貨物否有關聯？ 

答：報導中所稱文化用紙之紙類除本案同類貨物外，尚包括雜誌紙、非

塗佈紙（道林紙、模造紙）、劃刊紙、特殊紙等，該報導所稱轉虧為

盈係因本案國內同類貨物以外的文化用紙有盈餘。 

25.問：貴公司認為傾銷是造成本案同類貨物國內產業虧損的原因，是否是

無法提高售價或其他原因？如果課徵反傾銷稅，國內貨物有多少調

價空間以彌補虧損？ 

答：因為成本已經這麼高，進口價格這麼低，而且屬於 B2B 的產品，

品牌忠誠度低，尤其民國 99 年第 1 季與第 2 季涉案貨物之市場占有

率提高，紙漿價格上漲，但進口紙價不漲，國產品市占率只有 50％，

過去未曾發生此種狀況。而紙張價格主要由市場供需所決定，國產

品並不會因課徵反傾銷稅而任意調整價格。 

26.問：如果課徵反傾銷稅，國內貨物有多少調價空間以彌補虧損？一般紙

廠的利潤率有多少？ 

答：日本紙廠公司長年營業利益率約*％至*%左右，韓國營業利益率約

*％至*％左右。我國產業紙漿成本占**％至**％、固定成本含用人

費用約占**％，如此龐大投資，*％至*％應是合理利潤。 

27.問：為何貴公司聲稱技術熟練工重要，即便金融風暴亦不裁員，久堂廠

生產同類貨物之勞工卻減少？  

答：由於工廠成立已經 60 年，有****的情形，目前採****方式，逐漸

減少勞工。 

28.問：永豐餘公司是否亦向涉案國進口涉案貨物？ 

答：於民國**年上半年向********及********購買****共計***約**公

噸，做為品質比較測試用。 

29.問：永豐餘公司聲稱紙價係配合漿價而變動，為何在 100 年漿價下跌時，

同類貨物之價格並未隨同下降？ 

答：因為之前在漿價上漲時，永豐餘公司的紙價沒有完全反映，100 年

漿價下跌，只是達到應有利潤，所以紙價沒有跟隨下跌。 

30.問：永豐餘生產的同類貨物內、外銷的比例如何？貴公司於中國大陸建

廠，目前產品是否會回銷台灣或僅在中國大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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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本公司一般而言*成內銷、*成外銷。外銷增加的成本包括海關各項

費用、運費、進口國關稅等。因為紙機有網部與乾榨部改造，提升

品質，目前可以外銷至美國、歐盟、中東、日本、澳洲、中國大陸

等國家，其中以日本、中國大陸最多，且過去期間外銷售價曾較國

內售價高，顯示品質受外國肯定。另永豐餘公司與日本製紙集團有

策略聯盟且近年於中國大陸建廠均係生產工業用紙，所以非屬涉案

貨物。 

31.問：自民國 89 年 7 月 20 日起至 100 年 3 月 2 日止針對日本銅版紙課徵反

傾銷稅（課徵期間約 10 年 7 個月），日本仍然有進口，原因何在？ 

答：由於之前針對日本涉案產品係以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總號

13140 銅版紙之規範以塗佈量為標準，但因造紙技術日新月異，透

過塗佈量調整即可規避，所以實際課稅效果有限，日本進口產品可

以低於 10g/m2塗佈量或轉由其他稅號進口。 

32.問：民國 100 年造成成本上升的因素？ 

答：民國 100 年油價上漲 20％，能源占總成本*%-*%，因此增加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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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餘久堂廠之生產流程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