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產業先進，您好，

臺南市政府為提升產業經濟，將招商引資訂為首要的工作項目，並加強投入

多項政府資源，促進資金、技術、人才、資訊和管理等項目最佳化，進而推動整

體產業發展。

為了促進產業朝向多元化、國際化方向發展，本期電子報特別專刊整理報導，

協助國外企業了解臺南投資環境及在臺投資的各項作業流程，期待更多國外廠商

業者，投資臺南，定居臺南，發現臺南的美，體會臺南的好，更因為進駐臺南，

開拓無限商機。歡迎各界對市府的產業政策提出建議，也請大家不吝指教。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一、紡織產業:

(一)現況與趨勢

2013年臺灣紡織工廠共計約4,379家，從業人員估計141,090人，2013年總產值為

新台幣4,442億元，其中紡織業產值為4,216億元，占整體紡織產業產值比重為95%；

成衣業產值為226億元，占整體紡織產業產值比重5%。

臺灣紡織業是高度出口導向的產業，2013年出口值為117.0億美元，進口值為33.0

億美元，貿易順差達84億美元，為臺灣第四大貿易順差產業，臺灣紡織工業由早期

進口原料，轉到以在地石化工業提供原料為基礎，配合進口天然棉與人造纖維為輔，

發展出上中下游完整的生產體系，包括人纖製造、紡紗、織布、染整、成衣及服飾

品等產業，發展迄今已成為世界紡織品消費市場主要供應來源之一。

布料是創造台灣紡織品出口的動能，臺灣各項紡織品的出口比重中，布料出口為

63%。此外，纖維與紗線的出口比重近年來亦逐漸提高，分別占紡織品總出口之

10%及18%，成為全球產業供應鏈中，上、中游產品重要的供應者。

臺南市傳統產業發展趨勢



(二)產業鏈分析

紡織產業鏈上游為石化原料，經製造成尼龍纖維、聚酯纖維、嫘縈纖維、碳纖維等

人纖產品後，再紡成紗線，然後經過織造成布疋，再經漂白、染色、印花、塗佈、

整理等染整程序，裁製縫合為成衣製品或其他相關紡織商品。

臺南市的紡織產業產值佔全市工業產值四分之一強，織布產業聚落從官田往南至仁

德一帶成為比較明顯的廊道，加上安南區也有不少的廠商群聚，紡織產業分佈密度

最高地區分別為的將軍區、學甲區、仁德區、永康區等地。指標性廠商如台南紡織

(東區、仁德區)、佳和實業(官田區)、宏遠興業(山上區)、得力實業(新市區)等。

< 圖一 臺南市紡織產業發展利基>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 圖二 臺南市汽車零組件產業聚落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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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本計畫繪製>



(三)發展機會

近年來臺灣紡織業亦轉型為塑膠產品與工業應用，如使用寶特瓶以及多元化地使用

環保素材做成衣物，展現臺灣產業具有環保概念的優良生產技術，開拓多元化下游

應用市場以因應產業景氣波動。雖然當前臺灣紡織業者掌握了機能性布料及供應商

優勢，在提高產業附加價值的努力，還更應朝向品牌設立、節能生產設備的投資、

環保產品的開發等方向發展，降低能源消耗成本，方能與崛起的中國大陸、韓國競

爭以及維持永續的競爭力。

二、食品製造產業:

(一)現況與趨勢

依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顯示，2013年臺灣食品工業產值為5,944億元，為台灣之重

要業種，排名均在前十大製造業以內，已形成專業分工產業鏈，大型企業與中小企

業運作靈活、代工生產普遍，少量多樣化與單品大量生產均可行。

臺南地區食品加工製造相關企業仍大多集中於原本的臺南市區，其次為永康區、仁

德區，至於其他新營、官田、善化、至關廟一帶也有零星分布。此地區產業細分種

類較為廣泛，如統一企業自身豐富多元的產品線、黑橋牌在於香腸與各式肉品製造、

明新食品的各種糕餅與伴手禮、可果美番茄醬等等，臺南市善用產業優勢，同時結

合工業園區的力量，整合成完整的產業鏈。

< 圖三 臺南市食品製造業產業聚落分佈>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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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鏈分析

食品產業鏈上游為黃豆、玉米、小麥、大麥、油菜籽、高梁、牛、羊、豬、雞等動、

植物原物料，經加工製成榖、澱粉製品（如米、麥片、麵粉、玉米粉）、食用油脂、

果糖、麥芽糖、冷凍肉品、冷凍蔬菜、豆類加工品（如豆腐、豆皮）等中間食品，

然後再製成冷凍、罐頭、脫水、醃漬食品、乳製品、營養食品等可供消費者直接使

用之食品。此外，餐飲通路亦為食品產業鏈下游之一環。

(三)發展機會

展望食品產業未來發展趨勢，上游食品原物料主要視供需狀況決定，基本上若供給

狀況穩定，價格就不會有太大波動。從需求端來看，在有機環保與健康意識抬頭下，

未來訴求有機、健康、環保的食材，或是以保健為主的健康食品，可為食品產業帶

來新的成長動能。另外隨著現代外食習慣普遍化，加上連鎖餐飲具品牌知名度、經

營管理Know-how、食材統一進貨以壓低成本等優勢，發展前景看好。

<資料來源：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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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臺南市食品製造產業發展利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