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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件產業因應景氣發展座談會

業者盼政府協助走出困境

商的需求逐案處理。產發署會把業者實際需要再次反映給

中鋼，當然也不會反對業者從其他供應來源來提高競爭力。

因應人力短缺、電價等成本上漲以及政府希望
業者營造更環境友善製造環境的政策方向，是
否能針對業者設備汰舊換新提供補助 ? 未來
在更嚴格環評法規下，電鍍 / 熱處理等高汙染
業者可能無法如期達標，連帶影響下游出貨，
是否有緩衝配套降低對產業影響 ? 

張技正表示，產發署的疫後補助方案可補助廠商設備汰

舊換新，比例最高可到 30%，也有針對個別廠商最高達 500

萬的補助方案 ( 實際補助金額依業者提交計畫內容審定 )，

台中的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也有協助廠商 ( 包含熱處理 )

做設備升級的計畫，鼓勵廠商依自身需求提出申請。有關未

來環境部針對表面處理汙水排放管制可能更加嚴格的問

題，業者先前也有提出建議，惟環境部對此有堅持，我們也

有鑒於多家業者反映訂單衰弱，加上市場分析師預估 2024 年景氣衰退機率仍高，為了深入了解台灣扣件業者因應
全球景氣衰退所面臨的經營難題以及急需政府提供哪些資源協助，並把業者心聲反映給政府相關單位知道，經濟部產

業發展署特地邀集台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和國內扣件業者代表在高雄經濟部傳統產業創新加值中心召開座談會，許多

業者於會中特別針對中鋼盤價、國內人才培育、薪資補助、管理培訓課程等議題提問，期盼政府相關單位能助業者找出

更妥善的解決方案。產發署張尚鈞簡任技正、台灣螺絲公會黃世宗總幹事和金屬中心賴永祥執行長皆列席討論。

目前業界景氣糟，是否比照疫情期間做法提

供業者薪資補助 ?

張技正表示，疫情期間的薪資補助是依特別條例進

行，目前已到期。雖時空背景迥異，但他能理解業者困

境，將會請教相關單位是否可研議針對單一產業提出相

關配套來協助。

中鋼報價仍高，對業者支持不足，且為了因應
ESG、減碳、AI、新南向政策和薪資上漲等成
本持續增加，利潤更壓縮，最終可能導致業
者為求生存須改用他廠材料，是否有對策 ? 

張技正表示，關於材料報價政府基於角色立場不宜

過問太多，但中鋼開盤前都會找業者舉行座談，中鋼管

理高層也了解扣件業者與其合作關係密切，因此還是會

盡量依產業需求給予優惠價格，當然這必須依照不同廠

業者在會中提出以下幾項迫切問題，希望政府單位能做業者最堅強後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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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協助業者在這部分加強溝通。另外，碳費徵收等部

分也可能會稍微延遲，詳細時程仍在討論中。

教育部國際人才專班計畫名義是基於企
業人才荒所推動，但工作 2 年就回國，加
上語言文化差異導致的更高訓練成本，根
本無法解決長期缺工問題，是否應以培養
本國人才優先或有更完善配套 ? 

張技正表示，目前專班計畫才剛推出，教育部

和經濟部也持續在使其執行能更盡善盡美。國際專

才 2 年工作期滿只要跟企業另簽新約並符合勞動部

外籍勞工聘用法規仍可續留台灣，當然企業也要積

極轉型和拿出足夠誘因留才。傳統扣件業雖與高科

技業布局全球的特性不同，但因應台灣勞動人口結

構改變，除了朝智慧工廠發展外，這類方案也是一

種解方。目前教育部也有與特定大專院校推出針對

本國人才的培育計畫。

金屬中心賴永祥執行長補充表示，蔡英文前總

統先前談到產業發展時就已提到外籍勞工開放和保

護本國勞工議題。賴總統上台後，因應生育率下降

也希望藉由國際人才專班計畫來解決缺工問題，儘

管仍有些面向需要調整，但也是希望依各產業需求

不同盡可能協助大家。

南部鮮少有針對中高階扣件人才的管理課程，大
專院校也無太多針對扣件業的課程，未來是否
能規劃相關的計畫或課程 ? 

張技正表示，我們了解目前扣件業有這樣的高階管理課

程需求，將請權責單位了解後一併請金屬中心把南部有開設

的相關管理課程提供給有需要的業者知道。另外針對大專院

校扣件課程部分，政府也有針對特定產業需求媒合學校開設

專班，但這可能涉及實習階段權利義務和畢業後綁約等問

題，建議企業若有需求可找教育部針對人才需求細節討論開

課可能。

未來有無相關計畫協助業者因應數位轉型、智
慧製造或 AI 導入 ? 

張技正表示 : 針對設備應如何智慧化來符合業界需求日
前我們已有跟金屬中心在討論，10 月還會邀集設備業者座

談，到時希望業者能把智慧化功能需求反映給設備業者知

道，也能提高業者開發意願。產發署也願意啟動 NICE 2.0

計畫協助廠商加速智慧設備開發。

會議尾聲特別提到 AI 是未來趨勢，而扣件業將是優先

推動對象，政府單位將會進一步了解業者當前數位化程度以

及對 AI導入的各項期待，並整合規劃在之後的 AI計畫框架
之中。

產發署張尚鈞簡任技正及螺絲公

會黃世宗總幹事 (左至右 )

金屬中心賴永祥執行長

業者踴躍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