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 7 月製造業景氣概況 

一、7 月整體製造業景氣概況 

全球通膨壓力未減，影響歐美國家的經濟表現，中國堅持清零封控衝

擊其產銷活動，加上房地產持續低迷，為全球供應鏈及需求帶來更多

不確定性。在國內製造業方面，受惠新興科技應用與數位轉型推展，

支撐進出口續呈雙位數成長，然外銷訂單在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升溫下

由正轉負，突顯出全球終端市場需求疲軟，直接影響需求面、售價面

指標表現；雖然製造業廠商仍多看壞未來半年景氣表現，所幸 7 月台

股在國安基金護盤下略有回穩，致經營環境面指標所受的衝擊減緩。

因此，製造業景氣信號值由 111 年 6 月之 12.18 分，減少 0.30 分至 7

月之 11.88 分，燈號續為代表景氣低迷的黃藍燈。 

表一 製造業景氣信號之燈號與信號值 

 



就 111 年 7 月景氣信號各主要組成項目觀察，僅有 2 個項目分數增

加、3 項減少，經本院試算模型加權後，信號值減少 0.30 分，其中在

分數減少方面，以需求面減少 0.58 分幅度最多、售價面及經營環境面

分別減少 0.30 分及 0.02 分；原物料投入及成本面則分別增加 0.48 分

及 0.12 分，燈號座落於代表景氣低迷的黃藍。 

圖一 製造業景氣信號主要指標比較 

 

◎7 月代表低迷的黃藍燈占比超過六成 

就 111 年 7 月份不同燈號的消長觀察，呈現衰退的藍燈比重由 111 年

6 月的 24.97%減少至 7 月的 17.93%，低迷的黃藍燈由 38.15%增加

至 60.20%，持平的綠燈由 30.12%減少至 21.57%，揚升的黃紅燈由

6.76%減少至 0.30%，本月無代表繁榮的紅燈。(參見表二) 

表二 個別產業景氣信號之燈號占製造業產值比重 單位：% 



 

二、類別產業 

民生大類： 

就產業類別加以分析（如附表一及附表二），在紡織業方面，通膨壓

力造成歐美市場買氣回軟，紗線價格因油價及棉價走跌而下滑，使得

下游織布廠進貨轉趨保守，該業因庫存調整致生產指數仍呈現衰退，

然在美國新疆法案發酵的轉單效益，使得 7 月紡織品出口年增率由負

轉為雙位數成長，故 7 月紡織業景氣燈號由 6 月代表衰退的藍燈轉為

低迷的黃藍燈。在紙漿、紙及紙製品方面，受到全球通膨及電子產品

終端庫存等問題影響，該產業需求動能回軟，進一步衝擊原物料投入

面指標表現，故 7 月紙漿、紙及紙製品景氣燈號續維持低迷的黃藍燈

表現。 

 



石化橡膠大類： 

在化學材料方面，國際油價增幅略有回軟但仍處於高價區，部分石化

產品價格受到終端需求轉弱及下游客戶去化庫存而呈現下跌，使得該

業生產指數跌幅擴大，然中國工業復甦為該業帶來出口成長，故 7 月

本產業景氣燈號續維持代表低迷的黃藍燈。在橡、塑膠製品方面，全

球經濟放緩，致客戶購料轉趨保守，加上防疫用品需求轉弱，該業出

口、外銷訂單與生產指數續呈衰退，所幸國際油價回軟，上游原料價

格普遍下跌，減輕成本面壓力，故 7 月橡、塑膠製品景氣燈號由代表

衰退的藍燈轉為低迷的黃藍燈。 

金屬機械大類： 

在金屬基本業方面，儘管中日韓及歐美國家因通膨、氣候及地緣政治

等因素減產，有助於全球鋼市供需回穩，然原物料報價維持高檔支撐

鋼材報價，鋼市交易保守觀望，使得該業外銷訂單與生產指數衰退幅

度擴大，7 月本產業景氣燈號續維持代表衰退的藍燈。在機械設備業

方面，由於多國採取升息手段抑制通膨問題，利率調升影響企業的投

資意願，使得該產業外銷訂單、生產指標續呈下滑，故 7 月本產業景

氣燈號續為代表低迷的黃藍燈。 

 



電子電機大類： 

在電子零組件業方面，儘管國際品牌消費性電子新品推出前備貨效應

顯現，出口與外銷訂單表現依舊強勁呈現雙位數成長，然比較基期偏

高、終端市場持續疲軟及客戶進行庫存調整效應下，致 7 月本產業景

氣燈號續維持代表景氣低迷的黃藍燈。在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業方面，雖然電子產品隨新品拉貨、雲端及網通設備升級趨勢，出口

及生產指數呈現增加，然光學器材產品因終端需求減少，客戶進行庫

存調整，加上固態硬碟因筆電需求減緩，影響需求面及原物料投入面

指標表現，故 7 月本產業景氣燈號由代表持平的綠燈轉為低迷的黃藍

燈。 

運輸大類： 

在汽車及其零件方面，本土疫情趨緩有助於提升消費者試車意願，加

上業者加碼促銷推升買氣，帶動車市買氣回溫，7 月汽車新車領牌數

為 3.82 萬輛，年增 0.34%，然全球通膨壓力增加，促使部分廠商承壓

而逐步調高汽車售價，民眾為減少非必要性消費支出進而延後汰換汽

車意願，故 7 月本產業景氣燈號續為代表低迷的黃藍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