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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因烏俄戰爭影響反映原物料供給問題，請政府協助事項 

項

次 
協助事項 回應內容【主政單位】 

1  國內外鋼鐵業者

均以中鋼盤價作

為對外報價之依

據，考量鋼品漲

幅過大，及日本

零組件業者優先

供應其廠商，請

中鋼公司緩漲售

價，並優先供應

鋼品予我國業者

使用。 

 

 

 

 

 

1. 優先供應國內用鋼產業需求 

去(110)年國際鋼價飆漲、鋼材供不應求之際，中鋼公司

大幅縮減外銷，優先轉供內銷。近來因俄烏戰爭及中國大

陸疫情延燒，一度造成全球鋼材供應緊縮，推升鋼價走

揚。其中歐洲熱軋行情超過美金 1,300元/公噸，美國更

是突破美金 1,600元/公噸，各國鋼鐵轉向流入歐美高價

市場，加上亞洲鋼廠陸續檢修，全球鋼材供應缺口擴大。

在進口鋼料稀缺下，中鋼公司秉持一貫原則，優先供應國

內用鋼產業。 

2. 緩漲鋼價，維持下游業者國際競爭力 

(1) 近來煤、鐵、廢鋼、合金等原料價格居高不下，鐵礦砂

價格今(111)年曾站上美金 160.69元/公噸，較去年上

漲 15%，煉焦煤價格更飆升 37%。另俄烏戰爭及疫情影

響，造成各項煉鋼主副原料、運費等連續上漲，加上近

期新臺幣大幅走貶影響下，中鋼公司亦面臨成本高漲

之艱鉅營運挑戰。 

(2) 中鋼公司持續秉持「穩健、溫和、順勢、衡平」訂價原

則，綜合考量國際鋼價走勢、進口報價、煤鐵成本及市

場供需等因素，做為訂價依據，未因成本遽升或落後國

際市場行情猛然追漲。 

(3) 因此，中鋼公司 5 月份月盤鋼品基價平均僅調漲

2.95%(500~1,200元/公噸)，調整後售價仍不及國際行

情及國內市場流通價，並已預留下游獲利空間。 

3. 鋼鐵業上下游共創榮景 

(1) 考量下游客戶的國際競爭力，中鋼公司已透過各項管

道與業界充分溝通，務實開出合理盤價。 

(2) 雖原物料成本高騰帶動國際鋼價高漲，中鋼公司仍採

逐步、漸進式調漲，僅反映少部分成本增額，讓國內業

者有充足時間升級轉型，盼攜手下游共創產業榮景，打

造臺灣鋼鐵業永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國營會聯絡人：蘇小姐，聯絡電話：02-2371-3161 分機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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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協助事項 回應內容【主政單位】 

2  工具機業者已面

臨鑄件價格漲幅

鉅大，又國內鑄

件廠之產能有

限，盼鑄件業者

可以穩定價格供

貨及提高產能。 

 

 

1. 價格： 

(1) 鑄件售價主要依國際原物料價格走勢決定，其原料來

源為生鐵、廢鋼等，以廢鋼為例，4月國內廢鋼價較 3

月跌 600元/公噸。較 110年 10月高點上漲約 14.17%。 

(2) 爲避免因原物料漲跌幅過大，造成接單虧損，部分鑄件

業者已調整短期接單，建議可多比較其他鑄件廠之鑄

件價格，如大詠城、源潤豐或穎杰等公司。 

2.  產能穩定： 

(1) 依據鑄造學會統計，108年-110年國內鑄造產業產值，

分別為新臺幣 960億、1,030億、約為 1,000億，顯示

鑄造業產能穩定。 

(2) 鑄造公會表示，各工具機鑄件廠之產能穩定且價格合

理，歡迎國內有需求之工具機廠商洽鑄造公會協助媒

合，該會將全力支持供貨穩定。 

 

【工業局聯絡人：陳先生，聯絡電話：02-2754-1255 分機

2112】 

3  原物料短缺，造

成控制器交期延

後(正常 1-2 週)，

請協調日系 (三

菱、發那科)及歐

系(海德漢、西門

子 )控制器業者

在台分公司保留

一定貨量供應我

國工具機業者。 

 

1. 查三菱、發那科、海德漢、西門子等 4家在台分公司為經

銷商，僅母公司有設立工廠。經洽上述 4家在台分公司控

制器業者表示，晶片短缺為交期延後主因，已向其母公司

反映我國工具機業者需求，其母公司並表示，已協調晶片

供應商增加產能。 

2. 上述 4 家控制器廠商皆表示會優先供貨給國內工具機業

者，並建議工具機業者提前備貨，以因應交期延長問題。 

【工業局聯絡人：陳小姐，聯絡電話：02-2754-1255 分機

2123】 

4  自俄羅斯進口之

盤元已遭斷料，

建議於一定期間

內開放進口中國

大陸盤元作為替

1. 查國內盤元進口替代來源多，中國大陸非主要進口國（占

國內總進口量 0.2%），供需影響層面不大，且國內盤元

產量 110年較 109年成長 23.22%，國內自給率逐步增加，

因此暫無開放進口中國大陸盤元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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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協助事項 回應內容【主政單位】 

代。 

 

 

2. 若公會及會員廠商評估仍有開放需求，請依「定期檢討及

建議開放輸入大陸地區物品項目之程序」（如附件），向

貿易局提出開放之建議。 

 

【貿易局聯絡人：戴小姐，聯絡電話：02-2351-0271 分機

397】 

【工業局聯絡人：劉小姐，聯絡電話：02-2754-1255 分機

2151】 

5  目前無法聘僱外

勞，造成有訂單

亦無法生產出

貨，建議開放外

勞。 

 

 

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在不影響國人就業機會之基本原則

下，對於國內所缺乏之勞工，採取補充性開放引進移工，

以維繫產業營運；工業局基於製造業主管機關立場，協助

進行案件產業級別認定審查作業(是否具有產業聘僱移

工資格及審核業管產業聘僱移工之核配比率)，故業者在

收到工業局核發引進移工案件資格認定同意函可向勞動

部申請移工引進作業。 

2. 經洽本議題提案業者表示，自 2019年移工到期後，又逢

疫情期間實施邊境嚴管措施，移工引進不易，目前已確定

在 5月將引進一批移工，暫無需其他協助。 

【工業局聯絡人：李先生，聯絡電話：02-2754-1255 分機

2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