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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換星移，近年因東南亞及中國大陸螺絲螺帽業者挾廉價勞工、大量生產的優勢，以低價產品策略搶佔全球市

場，全球螺絲出口量第一的位置也由中國大陸拿下，台灣業者在螺絲公會張土火理事長大聲疾呼之下，現正逐漸轉型

開發高品質、高附加價值產品，朝中高階產品方向發展，以避開大陸低階產品的競爭，而在反傾銷大會戰、兩岸線材

價格波動餘波之外，本社也針對近期所見台灣扣件業幾個現象提出一己之見論述，期勉能一掃扣件業者諸多疑慮與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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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皆兄弟 螺絲界人情味重
近期，有個螺絲業者曾向本社吐苦水，表示其

在螺絲界沒有幾個能夠交心的朋友，甚至連個可以

暢所欲言的同業都難以尋覓。其實，台灣螺絲界有

諸多公會、協會等資訊平台會不定期舉行高球會、

北中南區聯誼會、國內外參訪團等活動聯繫會眾感

情，增加同業向心力。政府方面如行政院科技部、工

研院等機關部門更是時常偕同各民間企業、學術單

位等，運用資源舉行各種教育訓練、研討會、技術

發表會等，都是拓展人脈的優良管道。

俗話說的好：「廣納百川，才能成為大海。」若

你是個貿易商，大可去找製造商、線材廠商、電鍍、

表面處理的朋友，如此一則避免有同業競爭之嫌，

更能對扣件製造上、中、下游內容有深一層的領悟，

對商機拓展產生莫大助益，尤其是在今日這個重視

整體競爭力、整合所有資源的時代，在此提醒各界

夥伴切忌故步自封、閉門造車，最後淪為孤芳自賞

的螺絲界孤兒!

保護主義抬頭 參展廠商限制重重
「貿易保護主義」，顧名思義是一種為了保護本

國製造業免受國外競爭壓力而對進口產品設定極

高關稅、限定進口配額或其它減少進口額的經濟政

策，這種保護主義在螺絲業界更是屢見不鮮。近年

來常有廠商抱怨外國展覽會開放給台灣廠商參加名

額限制，疑似有「保護本國產業」之強烈動機。

例如近期某個歐洲扣件展，大會就限制了台灣

及大陸展商的參展名額，若站在當地製造商角度來

看，我們應當可理解與體諒，但對當地使用者或進

口商而言，卻無法接觸更低價而質優的產品，這和

他們原本提倡的全球自由化完全背道而馳。當今的

網路普及化與各種通路行銷百花齊鳴，過度保護不

是明智之舉，倒不如回頭檢討諸如此類的保護政策

利弊優劣，該放手時就放手，該保護時就保護，否則

就如同刀子有兩面刃，只得益了一部分，也傷害了另

一部分業者而已。

出口陷困境 台幣匯率還須維持
高姿態?
全球需求疲弱，各國貿易都受到衝擊，中國、韓

國、新加坡以及日本等亞洲鄰近國家出口表現也都

不好，皆呈現衰退格局，台灣 4 月進出口數據連 15 
黑，才超越金融海嘯當時連續 14 個月負成長紀錄，
而6中旬月財政部公布 5 月進出口統計，出口同樣持
續呈現年減來到連 16 黑，續創台灣出口最長負成
長紀錄。

縱觀亞洲，韓國、日本、泰國、印度、新加坡等

國幣值皆貶，甚而如歐元、俄羅斯幣、中南美洲動

輒貶值30%-40%也都司空見慣了，但放眼望去，只
有台幣仍為了政府「穩定物價」方針而持續維持居

高不下。敝社這數個月跑了緬甸、印尼、日本、中國

等國家，一經比較之下，才驀然發現台灣實為寶島，

除了物美價廉外，我們在衛生水準、服務態度上更

是獨冠群倫，若台幣再不適時的放低身段貶值，出

口要由黑翻紅，實為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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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中鋼 敗也中鋼?
線材價位的波動起伏，永遠是螺絲業者最關心的話題，面臨大陸持續在

鋼價上低價競爭，中鋼不應在談社會責任時才說自己是國營企業，卻在談企

業獲利時，說自己是民間企業。我認為中鋼大可以參考中油、台電等政策方

針，制訂一個漲跌幅的價格機制，緊盯大陸動盪不安的鋼價，以收穩定軍心

之效，此舉不僅讓國內螺絲業者心理有個依循，也能真正落實中鋼是個「半

國營單位」，有照顧民間企業的美意。有位螺絲業者指出:「全世界鋼廠只有
中鋼年年在賺錢，沒有虧損過，它的政策是讓我們有飯吃而已，要暴肥大概

很難」。長期來看，有能力的扣件廠也只能移植別的國家發展。

最後，在受訪中有位業者指出，

他較悲觀表示，到明年六月前，台灣

想恢復三年前的榮景大概很困難，

「歐洲傾銷稅」讓台灣得利了七年，

但也激發大陸往美國及其他各國努

力行銷搶單，碰巧某些國家在價位取

勝的考量下，我們前腳剛離開，他們

後腳即到，彼此殺價搶單司空見慣。

大陸回戰歐洲市場駕輕就熟，歐規

尺寸規格和大陸內需都一樣，他們沒

有退貨轉內銷的壓力，台灣往後一定

淪為苦戰。大陸之外，東南亞地區尤

其越南、泰國及印度又是我們未來

競爭最大的對手，往後真的，一點都

不樂觀。

大環境不佳 螺絲業者當自強
今年1-5月台灣扣件景氣跌了5%，但放眼世界眾多

國家，台灣的「5%」，相較之下已非常樂觀。前五年由於
受到「歐洲傾銷稅」影響，扣件景氣年年成長，如今受

到大陸的大反攻加上原本大環境不佳，我們扣件景氣的

衰退仍沒有想像中差，顯示業者本身競爭力、體質都非

常好，但政府應當體諒業者是為了拼業績，才把鋼價上

漲成本及台幣匯差自行吸收了，利潤是一片慘淡。全球

扣件業大多是內需產業，唯獨台灣是以外銷為大宗，扣

件業要如何做到物美價廉、量產適中、品質管理及技術

來取勝，才能在全球的競爭下立於不敗之地。但在大環

境不佳的情況下，中國、馬來西亞、中南美洲、土耳其、

印度等等本土扣件廠漸漸迎頭趕上，價廉又勘用的產品

已成當今扣件業王道，連歐、美、日等先進國家要求也

大致一樣，台灣沒有更多的有利條件怎麼能夠跟他國本

地製造扣件廠相競爭呢? 近年來，我們政府也大舉提供
不少人力、物力、經費投資在我們業者身上，但真正起來

落實又是另一回事，台灣政府不應該再蒙著眼做事，應

整合上下游、產官學的力量，盡速協商解決產業困境，否

則，台灣出口只能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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