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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傾銷下的傳統產業(問題篇)                            

反制中國傾銷  傳產搶救生計大作戰 

（中央社記者許雅靜台北二十九日電） 
「家具王國」、「襪子王國」、「毛巾王

國」、「玻璃王國」...，這些數不清的王

國美譽，記錄了台灣傳統產業曾有的風

華歲月，但在中國崛起為世界工廠後，

台灣傳產接連遭受產業西進、中國貨低

價傾銷的嚴重打擊，面臨前所未有的生

存危機。 
 
        中國的磁吸效應，帶走了資金，人

才和技術，根留台灣的中小型企業，大

多靠著內需市場和小量外銷訂單苦撐

著。 
 
        2002 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市場開放後，傳產業者雖知道未

來有硬仗要打，但萬萬沒想到，中國業者、進口商和台商，將中國產品低價傾銷

回台，形成自家人打自家人的慘況。 
 
        短短幾年，中國產品吃掉業者賴以維生的內需市場，許多產業幾近崩盤。直

到毛巾業率先發難，2005 年 8 月向政府提出在 WTO 架構下，對中國毛巾啟動

特別防衛措施的進口救濟申請案，2006 年 9 月，財政部終於宣布對中國毛巾課

204.1%的稅率。 
 
        這是台灣加入 WTO 後，首次對中國祭出反傾銷稅，敲醒了沉默已久的台灣

傳產業者，接著靴鞋、紙業相繼對中國產品提出課徵反傾銷稅申請案，陶瓷業內

部也在討論提出的可行性，連鎖效應不斷擴大。 
 
        根據全國工業總會今年四月完成的「2007 大陸貨品進口威脅調查」指出，

台灣共有 61 項產品受到大陸貨品進口威脅，產品包羅萬象，從寢室家具、木竹

籐柳業、水泥、石化業、不鏽鋼都有。 
 
        可見，毛巾業遭遇的慘況不是個案，而是冰山一角，其他傳產業界面臨的情

況和困境如何，值得政府重視。 
 

台灣毛巾業者對中國毛巾提出進口救濟措施申請，台灣毛巾、

家具等傳統產業號召勞工到官方聽證會場外高舉台灣毛巾抗

議。(資料照片) 

中央社記者孫仲達攝                  九十五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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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中國早已是世界各國課徵反傾銷稅的首要對象。依據 WTO 及中國

商務部的統計，中國遭遇反傾銷的數量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2006 年各國對中

國的反傾銷調查案有 63 起，涉案金額 14.2 億美元，佔全球反傾銷案立案數量的

36.6%，創歷史新高，也使中國連續 12 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 
 
        面對各國採取的反傾銷措施，中國也不甘示弱，對其他國家採取相同做法，

甚至明明是的傾銷國，中國對台採取的反傾銷措施，自兩岸在 2002 年同時加入

世貿後，已多達十幾案。 
 
        反觀多年來台灣深受中國反傾銷之害，卻遲至入會後四年才對中國產品課徵

第一宗反傾銷稅，業者的忍受力以及政府這些年來的無作為，令人訝異。 
 
        協助毛巾業的律師、世新大學客座教授黃維幸無奈地說，「業者在這方面的

知識很貧乏，毛巾業的情況若是在美國，廠商早就跳起來了。」他也不解，對照

中國政府的積極作為，政府為何連預警和配套措施都沒有。 
 
        從政府對中國毛巾課徵 204.1%的反傾銷稅來看，稅率之高，顯示中國毛巾

對台傾銷之嚴重，毛巾業者如何克服困難，打贏反傾銷戰？反傾銷稅能否為垂死

的產業帶來一線曙光？如何才能突破難關，站穩腳步，成為其他傳產心中亟欲知

道的答案。 
 
        這些遭逢中國低價傾銷的傳產，多以代工為主，過去曾為台灣賺進不少外

匯，但時移勢轉，如今不少已經萎縮到稱不上中小企業，成為「微型產業」。 
 
        若論營收、對經濟成長率的貢獻，數字當然不及高科技亮眼，但若相繼倒閉

崩盤，不僅是經濟問題而已，更攸關數以萬計中高齡勞工失業的社會問題，政府

不能小覷。 
 
        反傾銷只是業者受到不公平競爭環境，透過政府採取保護的措施，但過度的

保護，也非長遠之道，業者如何在課稅的保護過渡期內，自我提升競爭力，政府

如何協助業者度過難關，是雙方必須審慎面對的課題。 
 
        這項調查採訪將探討傳產面臨中國傾銷的困境，透過毛巾業反傾銷的實例，

剖析傾銷大戰中的角力過程、業者的期待與政府的做法，並透過歐盟和美國反傾

銷的豐富經驗，以及本土傳產業者在逆境中創意轉型的成功案例，提供和政府和

業者省思，如何讓傳產度過難關，並正視市場萎縮後，可能面臨的傳統文化技藝

薪傳問題。9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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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傾銷下的傳統產業(自救篇)                      

反傾銷自救首例  毛巾業起死回生 

 

（中央社記者許雅靜台北二十九日電）

豪雨過後的雲林鄉下，悠閒的空氣中有

股沁涼，但一走進毛巾工廠，彷彿到了

另一個世界，三十幾度的高溫、轟隆隆

的機器巨響、四處竄飛的毛絮，很難想

像，毛巾工人如何忍受如此惡劣的工作

環境。 

 

    其實，這群四、五十歲，帶著口罩、

耳塞默默工作的勞工，並不怕炙熱難耐

的工作環境，怕的是失業！工人小蔡 

無奈地說，「沒飯吃會死，都已經五 

十幾歲了，要換頭路也很難，不像年 

輕人還可以去 KTV上班，轉行到服務 

業。」 

 

    去年三月，小蔡他們搭乘一輛輛的遊覽車，頭綁著「搶救本土產業」的黃布

條，走上台北街頭發出怒吼，要求政府正視中國低價傾銷的問題，讓傳產活下去。 

 

    前雲林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總幹事林國隆說，「早在 1996年中國毛巾走

私到台灣，衝擊就有了，2002年台灣加入 WTO、開放毛巾進口後，中國業者更是

變本加厲」，當時台灣毛巾一公斤至少新台幣一百九十元以上，中國毛巾僅六十

八到七十三元，怎麼跟他們拚？ 

 

    中國毛巾價格低廉，不只是工資低的問題。「台灣光是進口棉，原料一公斤

就要七十幾元，中國毛巾摻雜回收棉、下腳棉，成本當然差很多，但這些都是黑

心產品」，雲林毛巾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賴炎洲說。 

 

    儘管業者對自己的毛巾產品深具信心，但中國貨鯨吞蠶食的速度之快，打得

業者措手不及。入世後短短三年，中國毛巾進口到台灣的數量，從一百三十萬公

斤爆增到六百八十萬公斤，國內毛巾市場有七成被中國貨佔領，造成本土毛巾產

業衰退五成以上。 

 

三十幾度高溫、轟隆隆的機器巨響、四處飛竄的毛絮，毛

巾勞工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工作，他們不怕苦，只怕關廠

失業。 

中央社記者許雅靜雲林攝      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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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原本規模達兩百多家的毛巾工廠，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一家家倒

下，咬緊牙根撐下來的只剩六十幾家。 

 

    不願坐以待斃的林國隆，2004年 10月號召佔毛巾業 90%的雲林縣毛巾業者，

組成自救協會，決定自力救濟。 

 

    透過前民進黨籍立委林國華的協助，協會分別在立法院和雲林召開公聽會，

但進展不大。四處奔走後，林國隆說有一天才在報紙上發現，「原來經濟部貿易

調查委員會可以救傳產」。 

 

    在 WTO談判代表的台聯立委賴幸媛和工總鼎力支持下，毛巾協會一步步寫下

台灣傳產自救的歷史，2005年 8月，他們援引中國入世議定書第十六條特別保

護條例，向政府提出「進口救濟」申請案，希望透過會員國與會員國的談判，提

出特保措施，但經濟部基於這條途徑曠日費時，以及兩岸特殊敏感的政治環境，

認為還是打反傾銷好。 

 

    反傾銷與特保條例不同的是，特保須先提到 WTO、經由兩會員國談判處理，

但反傾銷由進口國調查後認定發動。 

 

    直到 2006年 3月毛巾業者北上抗議前夕，財政部才宣布自行展開對中國毛

巾業的反傾銷調查。同年 9月正式宣布，除六家具結價格的中國廠商外，其餘全

部課徵 204.01%的反傾銷稅。 

 

    歷經兩年的孤軍奮鬥，毛巾業創下台灣入世後第一個向中國課徵反傾銷稅的

先例，為垂死的產業，開闢一條反制的生路，也喚起政府對傳產的一點關懷。 

 

    經濟部次長謝發達說，課徵反傾銷稅後，2006中國毛巾進口值為九百二十

二萬七千美元，比 2005年的一千三百四十一萬美元，減少 31.19%，開工率也從

2006年 3月份的 30%，大幅提升至 70.8%，證明政府採取的措施，足夠彌補損失。 

 

    賴炎洲也推算，課徵反傾銷稅後，業績大約恢復五、六成，利潤提升雖不多，

也無法與入世前相比，但為了提升競爭力，他再投入兩千萬元更新機台，證明業

者的用心，不是只想靠政府的保護措施存活下去。 

 

    毛巾業現在已被列為艱困傳統產業，由經濟部介入輔導技術升級、教育訓

練，並巡迴全台舉辦毛巾展售會，林國隆很欣慰努力有了成果，但也擔憂「賊頭

狀元才」的中國廠商道高一尺，透過向六家具結價格的廠商借牌或第三國轉進方

式，繼續傾銷台灣，他們深知，打完了這場反傾銷大戰，後頭還有很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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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傾銷下的傳統產業(困境篇)                      

 

      台灣傳產唱悲歌  中國貨吞噬內銷市場   

 

（中央社記者曹宇帆台北二十九日電） 

台灣房地產近來景氣回升，但豪宅一棟 

一棟的蓋，家具買氣卻一點一點的掉， 

營收慘澹、每況愈下。日盛國際家具館 

董事長簡隆富心急不已，因為連「買屋 

送家具」這塊大餅的訂單，都已流向中 

國。 

 

    自台灣加入 WTO後，開放進口家具 

免徵關稅，再加上中國勞力與原物料成 

本低廉，來台的中國貨加上運費還比本 

土貨便宜；簡隆富說，連世貿家具展的 

展品，半數以上都來自中國，就連專接 

新建案樣品屋與統一規格裝潢的室內設 

計師，也選擇向對岸下單。 

 

    二十多年前，台灣還被譽為家具王 

國，但現在就算品質再好，遇到壓低成 

本、大量生產的中國家具，完全被打得 

抬不起頭。簡隆富說，以前台灣製的家 

具約佔內銷市場六成，入世沒幾年，態 

勢完全逆轉，如今台灣製品市佔率約僅 

四成。 

 

    本土家具的銷售量萎縮，曾為台灣賺取不少外匯的寢具業，更看不到明天。

台北市寢具商業工會理事李文圳一家五代在士林夜市靠棉被發跡，二十多年前，

李家少說僱用了十八位師傅，如今只能看著劣質中國貨侵吞市場卻束手無策，身

邊僅剩一位師傅。 

 

    台棉被講求品質，少說三、四千起跳，但中國棉被一條不到一千，即便用不

吸汗、不透氣的國旗布做被單，還是有同行昧著良心賣，還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 

 

台灣的皮鞋製造業有悠久歷史，在國際市場口碑好，但「世

界工廠」中國興起後，鞋業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勞工也

面臨失業危機。 

中央社記者李明宗台南攝      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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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圳很灰心，因為連公家單位年節大批採購被單寢具餽贈員工，都寧可貪

便宜，也不願光顧本土業者。雖然大女兒有心想扛下祖傳事業，但他會想，何必

讓兒女受罪？百年歷史老店又如何？香火斷了就算了，不如在夜市擺攤賣蚵仔

煎。 

 

    家具寢具業者被中國貨壓得難喘息，陶瓷衛浴設備業者的處境同樣告急。台

灣自前年 7月 1日開放陶瓷衛浴進口後，第一個半年，來自對岸的進口量就超過

一成，去年底突破三成，預計今年底絕對超過四成。這四成還不包括走私、偽冒

產地標章從第三國混入的其他中國製品。 

 

    陶瓷工業同業公會總幹事游德二兩手一攤說，單以生產線比較，台灣陶瓷業

鼎盛時期，全台生產線不過也百餘條，如今景況差僅剩七十多條，但中國隨便一

家陶瓷廠生產線就破百，拚量與量產速度台灣真的比不過。 

 

    來到彰化社頭，這地方原本是「台灣襪子的故鄉」，但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

公會理事長魏芳達說，以前台灣襪可以穩吃八成的內銷市場，入世後中國貨像洪

水湧入，現在襪子的內銷市場有近八成都被中國貨取代，「再這樣下去，我也考

慮明年要外移了。」 

 

    去年毛巾業打反傾銷成功，給簡隆富、魏芳達與李文圳等人很大的鼓舞，他

們試圖訴求反傾銷，為台灣傳統產業產留下一線生機。但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

展協會理事長賴炎州還是提醒，或許先前毛巾業遭傾銷時沒立即應變，已經傷到

了產業元氣，與八年前相比，反傾銷稅措施僅恢復他們八分之五業績。 

 

    一位毛巾業者說，反傾銷措施僅讓他們喘口氣，但業績沒比較好。一位三十

出頭的「黑面蔡」，向銀行貸款買廠房設備做毛巾卻接不到訂單，負債累累， 

最後竟選擇跳入嘉南大圳，自我了斷。 

 

    悲觀訊息不斷，但想起年初政府緊急調度中央存保基金三百一十億元搶救中

華商銀金融危機，讓他們內心更不平衡。魏芳達表示，這筆錢少說可挽救八萬台

灣中小企業，很遺憾政府只關心大財團。李文圳說，如果政府能多看他們一眼，

傳統產業也不會跌得一敗塗地。96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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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傾銷下的傳統產業(期待篇)                            

不怕貨比貨  業者企盼政府打造公平環境 

 

（中央社記者曹宇帆台北二十九日電）

中方曾試圖說服本土毛巾業者撤反傾

銷訴訟，還私下宣稱要給工廠用地與資

金優惠，「只要你們肯遷來內地」。不

過，業者們不為所動，他們說，只要政

府能打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台灣人做生

意不會輸給中國。  

 

    來到鶯歌陶瓷老街，部分店門前堆

著成山、標榜日本進口特價 50元的陶

瓷碗盤。但陶瓷類除衛浴陶瓷開放進口

外，其餘仍屬台灣保護項目。有業者私

下透露，很多廉價貨都是來自中國、釉

藥含鉛的劣質品，以併櫃等走私方式矇

混通關，消費者不知情，就是當冤大 

頭。 

 

    「我們台灣鞋連日本都打贏了，怎會輸給中國？」製鞋業者毛信喬表示，台

灣鞋廠年產量最多兩千萬雙，但內需市場量高達一億雙，需求遠大於供給，只要

中國貨不用走私等不正當手段進入台灣市場，台灣怎會輸給中國？ 

 

    工總執行秘書邱碧英說，目前鞋類進口台灣平均須課 5.7%的關稅，很多進

口商為躲稅，進關時均報不及 50元的低價，但消費者在夜市買廉價鞋幾乎都 499

元起跳，「有誰買過一雙不到 100元的鞋嗎？」 

 

    中國毒毛巾時有所聞，拒用中國毛巾的消費者意識抬頭，林國隆說，以前中

國貨至少還船運繞經第三地再偷偷來台，最近更有人明目張膽，中國毛巾來台照

走港澳路線，再找人去第三國列印出口證明。 

 

    寢具業者李文圳常看到產地標章與寢具接縫車工紋路不一的產品混入市

面，明顯有調包的痕跡，於是寢具公會自製產品識別標章送經濟部備案，盼可使

消費者多採用國貨。但承辦人回覆，依規定標章須待半年後才能審查完畢。「半

年後我們還能存活嗎？」李文圳搖頭苦笑。 

中國貨傾銷台灣無所不在，連鶯歌陶瓷老街都有不少中

國製的碗盤，擺在店門口促銷。 

中央社記者許雅靜攝          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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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廉價貨藉走私、高價低報、第三地轉運、偽冒產地標章等伎倆，傾銷台

灣市場，種種不公平競爭，才是台灣業者的生存危機。 

 

    為遏止這些不正當的手段，業者們企盼，政府除課徵反傾銷稅外，也能對進

口產品逐批加強檢驗、嚴查高價低報、加強查驗產地標示，查緝走私。 

 

    面對業者遭受的不法打擊，經濟部次長謝發達說，經濟部將逐步推動，建立

Made in Taiwan品牌認證系統，使台灣弱勢產業可享共同識別品牌，並把 MIT

認證標章，非貼標籤須烙印於產品，應可有效遏止標章偽冒。 

 

    此外，為保障業者權益，經濟部已把毛巾、鞋類等列為敏感性產品，嚴密監

控他國進口數量有否異常。謝發達說，這項措施搭配反傾銷稅課徵，已使本土毛

巾業者開工率恢復 70%，必要時經濟部仍會積極協助業者搜集資料，依循 WTO規

範，採取必要防衛。 

 

    傳統產業不是擔心入世，更非害怕中國貨，他們要的是政府起碼的關心，在

既有的國際規範下，給他們一個起碼的公平競爭環境；他們不願在政府效率不

佳，以及違法傾銷的中國貨品裡，死得不明不白。96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