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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凋謝的產業 — 紡織業

陳君華 (  )

紡織品是人們生活與生產的必需品，除了日常生活的衣著和裝飾外，在工業領域的應用也非常廣泛。紡織可說是伴隨著人類文明一同發展的一項工

藝。紡織織具在台灣最早或許可追溯到距今至少1.5萬年前的長濱文化，在出土的考古遺址中發現不少骨針(蔡佩穎，2006)；而後距今約7,000至

4,700年的台灣新石器時代，也是台灣原住民祖先的大坌坑文化所使用的石器樹皮布打棒，以及到了距今5,300至2,300年前的卑南文化與金屬器時

代的十三行文化中所發現的各式紡輪，都說明台灣紡製衣飾存在的的悠久歷史(維基百科，2007)。台灣原住民的泰雅、布農、卑南和賽夏人居住地

區，也都流傳有祖先紡麻織布的傳說，但因缺乏文字記載，紡織與服飾的演變難以完整保存。而在人類文明中，紡織原料的發展，也從葛、麻、絲

、棉、人造纖維等，不斷演變更迭，同時手工紡織機器亦逐步變革，紡、織、染、整等工藝也日趨成熟。到了西方工業革命後，大量的動力機器紡

織逐漸取代手工紡織，大型紡織工廠林立，產量激增且產品愈來愈多樣化。隨著時代不斷演進，紡織技術日益進步，材料的發展與產品的應用也更

加廣泛，紡織業也因為人們的必要需求，而成為自古以來永不凋謝的產業。

一、台灣紡織產業的歷史軌跡

紡織產業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重要功臣，1945-1953年是台灣紡織產業的萌發期。最初的紡織業除接收日本撤離所遺留的設備外，國民黨政府遷

移來台時，中國部分的紡織工業也大舉移進台灣，當時主要以棉紡為主。1951年政府在美國的支援下，實施「代紡代織」政策，利用美援棉花，委

託民間棉紡業者進行加工，在繳回成品時才付給加工代金。當時在美國大量提供原料、設備、技術等，促使台灣紡織工業的興起。在1950年初期

，民營紡織工廠約200多家，到了1953年已增加到1,228家，佔全台工廠總數的10%。

1953年政府實施第一期四年的經建計畫，開啟了紡織產業的發展時期(1954-1966年)。1955年政府設立獎勵投資條款，1956年公營金融行庫開始提

供專業進口機械設備的貸放服務，促進紡織業的快速發展。到了1958年台灣棉紡織品進口替代完成，1959年紡織品外銷佔總出口值的12%。在

1953到1960年間，台灣以低廉工資及勞力密集的優勢，迅速打開國際市場。1965年美國停止部份對台經濟援助，使得原棉的數量及資金的調度受到

很大影響，衝擊以生產棉製品為主的台灣紡織業，因此台灣的紡織業在1960年代進行兩項主要的調整，包括進行人造纖維工業的投資設廠及發展成

衣工業。1967-1987年紡織產業邁入成熟期，由於人造纖維的快速發展，使我國紡織品出口持續增加，紡織品的出口值佔全國總出口值由1958年的

1.7%，增加至1972年的27.3%。在1970年代，台灣與香港、義大利、韓國並列為世界四大紡織品出口國。

同時由於出口持續上升的結果，國際展開對我國紡織品的外銷設限，再加上1973年中東戰爭導致原油價格暴漲，使我國人造纖維製品的競爭力大為

削弱。在1980年代上半期紡織工業的產銷達到歷史高峰，而1980年代中期後由於國內工資開始大幅上漲，勞動力逐漸短缺，環保意識抬頭，使得許

多傳統產業紛紛外移到工資低廉的地區生產，再加上國際貿易保護盛行，東南亞新興紡織工業國家的竄起等，使得我國以中、低級紡織品為主力的

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受到嚴重的威脅。紡織產業的生產附加價值、就業人數及出口值，也從1987年達到高峰後，開始呈現衰退的現象。到了1990年

兩岸開放，面臨發展瓶頸的紡織業，便逐漸將觸角伸向中國，1990-1991年間在彰化和美一帶的短纖中小型紡織廠有三分之一關廠。1993年經濟部

放寬赴中國投資的限制，許多紡織大廠也紛往中國設廠。1997年起，長纖紡織業者帶動另一波赴中國潮，使得紡織業赴中國投資，從以往的中下游

產業轉向中上游產業延伸(陳介英，2005)。整體來看，紡織業近20年的產值統計如圖1所示。



二、現階段紡織產業政策與發展概況

台灣紡織產業自1940年代末期發展至今六十餘年，已成為一個涵蓋上、中、下游體系完整之產業。政府在1950年代起鼓勵發展輕工業，並強調出口

導向，紡織業開始蓬勃發展，為我國賺取大量外匯，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隨著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來臨，勞力及資

本密集產業轉為技術與知識密集的產業，我國紡織業在歐、美技術的快速革新，以及新興國家低價市場的威脅下，已無法以降低成本及靈活彈性的

生產經營模式，在國際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生存，再加上台灣加入WTO等因素，使得我國紡織業不得不逐漸轉型。

2002年3月經濟部頒定「紡織工業發展政策」，開啟了現階段紡織工業轉型的新頁，政府透過經費的補助及輔導資源的投入，協助紡織產業技術升

級。政策的三大遠景是將台灣建造成亞太高附加價值布料製造中心、紡織品設計及流行時尚中心，以及全球紡織運籌中心，並期許在2010年，紡織

產業之年產值達新台幣6,500億元(尹啟銘，2003)。同(2002)年5月，行政院頒佈的「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高科技紡織、紡織與時尚設

計及運動休閒計畫列入國家發展的重點之一，除積極發展高科技紡織品，調整紡織產業產值結構由2002年時的衣著用：傢飾用：產業用為8:1:1之

狀況，朝6:2:2之目標邁進，並提升國內紡織品及服裝設計能力，由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轉型成為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或OBM(Own Branding & Manufacturing)，以提高紡織品之附加價值，帶動紡織產業轉型，並增強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在產官學研各界的積極投入與研發努力下，台灣的紡織產業正逐步朝高值化、差異化與機能化的方向邁進，紡織產業的發展面貌已從一般的

衣著用紡織品，跨入機能性衣著產品、智慧型紡織品、傢飾及產業用紡織品領域。2005年台灣紡織產業在衣著、傢飾、產業用之紡織品比例已達

69:13:18，並積極進行素材與製造技術的創新，發展附加價值高的各類機能性與高科技紡織品。例如：利用炭纖維織成具高度吸附有害物質能力的

活性炭纖維布、透過奈米技術製造具有蓄熱保溫與促進血液循環及活化細胞功能的遠紅外線織物、以甲殼素的纖維所製成具有抑菌、鎮痛、吸濕、

止癢等功能的抗菌防臭紡織品、以不鏽鋼抽絲混紡製成比頭髮還細可遮蔽9 0 %以上電磁波的織物、利用「空心纖維」產生的虹吸現象把汗水吸到

衣服外面達到快速吸溼排汗效果的織物、透過奈米陶瓷顆粒製成防水透濕且不沾灰塵又保暖的衣物、與國外Goretex同樣具防水透氣功能的薄膜材

料所製成透濕防水之運動休閒產品，以及用真空濺鍍技術來開發安全、無毒、耐水洗並可抗菌的銀纖維織品等；另外，透過大豆、竹炭、牛奶等天

然食材所提煉的纖維，亦可織成具輕盈柔軟、除臭抗菌、保健保濕的紡織品，並兼具環保功能。

除此之外，紡織與時尚設計開發是紡織產業的另一項創新。台灣以往多以製造代工為主，在全球化競爭的微利時代下，紡織產業必須轉型以創新、

獨特、精緻、設計之產品，作為未來發展之目標，運用品牌行銷，創造高附加價值。因此政府也積極輔導廠商進行品牌、產品、識別體系及行銷推

廣之策略規劃與設計，舉辦「台灣紡織時尚週」與「全國紡織時尚設計競賽」等活動與展示，發掘優秀人才並鼓勵廠商在設計開發上之投資，同時

辦理「紡織設計學院」，培育紡織時尚產業的生力軍，逐步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紡織時尚中心。另外，在全球化生產與供應的趨勢下，產業的業務、

生產、物流與管理等也應朝向全球化協同運作機制發展，故政府亦針對與台灣產業發展歷史一樣悠久的紡織業進行積極的輔導，促進營運與管理上

的革新。透過電子化整合設計、行銷、業務、採購、生產、物流等資訊，以網路系統連結海內外產銷體系，建立在台灣營運總部統一接單、統一採

購、全球生產配送之營運模式，建造台灣成為紡織產業的全球運籌中心。這些都是現階段台灣紡織產業努力的方向與成果。

三、未來的展望

紡織品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其應用範圍十分廣泛，除衣著、傢飾等日常用品外，應用在環保、醫療保健及工業用的口罩、防護衣及不織布

等產品種類更是不勝枚舉。在德國也研發出比鋼還堅固的紡織材料，不但質量輕且耐腐蝕，可增強承載力，進一步將紡織應用在建築上。近來討論



熱烈的太陽能紡織品，是結合紡織品與太陽能光電系統，將纖維化身為一個小型的太陽電池，可提供隨身攜帶之電子產品所需之電力，這些新的創

意一旦研發成功，將大大改變人們對紡織品的認知，未來衣服將不再只是衣服，紡織業似乎已慢慢搭起由傳統朝向高科技發展的橋樑。

台灣擁有紡織、電子、資訊三大世界級產業，可跨領域進行技術整合與設計，是發展智慧型紡織品的利基與優勢(經濟部，2007)。從機能性的服飾

布料到產業用紡織品，範圍涵蓋原料、產品、檢測及創新研發等合作領域。目前國內相繼已有包含：紡織、資訊、電子、生醫、醫療等知名企業及

機構結盟合作，預期可搶佔全球智慧型紡織品新興市場先機，使得紡織產業不再只是一般所認為的傳統夕陽產業。透過高科技紡織品以科技重塑紡

織產業，發展時尚設計的高附加價值產品，以及利用電子化網路平台建構全球化的運籌中心，台灣的紡織業即將創新而成為旭日東昇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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