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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國商品出超規模不易突破去年高峰，南韓則恐出現 14年來首次入超 

1. 南韓與我國經濟發展皆以出口為導向，商品進出口差額呈出超向為常態，而在國內天然資源相對匱

乏、與全球供應鏈緊密連結之競合關係下，出入超主要來源市場大致相仿。去(2021)年我國、南韓

總出超各為 644.1 億美元、293.1 億美元，最大出超來源皆為中國大陸與香港，即兩國之首要貿易

夥伴，金額各達總出超之 1.6 倍、2.0 倍，對美國、東協亦呈現出超；臺、韓之最大入超國則為日

本，主要入超來源尚有澳大利亞、沙烏地阿拉伯、歐洲。臺、韓截至去年已分別連續 46年、13年

出超。 

 
2. 然去年 12月起迄今，南韓對外貿易有 7個月轉呈入超，累計今(2022)年 1-8月入超 251.1億美元，

其中對沙烏地阿拉伯入超 254.0億美元，已超越去年全年規模，年增 134.0億美元，對澳洲入超 177.4

億美元(年增 41.4億美元)，主要受進口原物料價格上漲、能源需求增加之推升；另一方面，受全球

供應鏈重組、中國大陸疫情與封控等影響，南韓對陸港出口轉為衰退(主要為油品、半導體設備、

面板等出口下滑，晶片增幅亦縮小)，而進口晶片、電池及相關化學材料大幅增加，致出超由去年

單月平均 50 億美元降至今年 5-8 月均不及 15 億美元，前 8 月出超僅 210.3 億美元，年減 175.7 億

美元，即使對東協保有出超量能，全年恐難扭轉貿易逆差之勢。我國今年各月出超總額隨輸入物價

上揚亦多較 1年前下降，累計 1-8月出超 356.8億美元，年減 49.1億美元，然在對陸港、美國、東

協出超均創歷年同期新高下，全年仍將保有順差，惟不易突破去年高峰。 

 
我國及南韓對主要貿易夥伴出入超概況 

單位：百萬美元 單位：億美元

中國大陸

與香港
美國 東協 日本 澳大利亞

沙烏地

阿拉伯
歐洲 

1

2021年 644.1 1,046.8 264.3 230.1 -269.1 -101.3 -69.7 -88.5

2022年1-8月 356.8 682.1 204.6 188.9 -155.0 -104.5 -72.9 -57.8

1月 50.1 76.2 26.4 27.5 -15.6 -12.2 -7.6 -4.0

2月 58.3 99.2 20.3 23.3 -24.6 -8.7 -6.3 -6.4

3月 49.2 100.9 31.2 19.9 -21.9 -15.2 -10.2 -6.8

4月 49.1 91.4 25.3 21.1 -24.8 -10.0 -4.7 -9.7

5月 23.9 75.0 20.6 26.9 -16.9 -12.5 -14.1 -10.7

6月 46.2 75.2 33.1 25.5 -19.0 -12.7 -10.9 -8.8

7月 50.2 84.9 29.2 19.1 -17.8 -10.3 -11.2 -5.3

8月 29.9 79.4 18.6 25.5 -14.4 -22.9 -7.8 -6.2

2021年 293.1 595.0 226.9 411.2 -245.8 -231.7 -209.5 -79.8

2022年1-8月 -251.1 210.3 186.0 316.8 -161.0 -177.4 -254.0 -37.9

1月 -49.2 25.4 14.8 31.2 -18.4 -28.6 -28.9 -6.6

2月 8.3 49.2 17.8 37.8 -22.3 -22.0 -23.6 -1.5

3月 1.2 56.7 26.5 46.0 -25.5 -27.2 -30.7 -3.8

4月 -24.8 27.6 30.0 44.6 -22.5 -13.8 -32.3 -11.8

5月 -15.9 14.1 24.2 40.7 -14.3 -18.7 -32.8 -8.0

6月 -25.0 14.4 30.0 42.0 -18.8 -21.7 -27.8 -7.7

7月 -50.8 9.0 33.3 43.9 -20.4 -22.6 -35.2 6.8

8月 -94.9 14.0 9.6 30.6 -18.8 -22.8 -42.8 -5.2

南

韓

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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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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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按國際商品統一分類(HS)對兩國 4 位碼貨品出入超金額進行排序，分別擇取前 10 大貨品

比較，今年 1-8 月臺、韓出超皆由主力出口項目積體電路領軍(各占總出口比重 37.6%、

16.9%)，反映兩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占有優勢地位；而國際油價居高，兩國石油煉製品出超

金額雙雙攀升，排名躍居第 2、3 名。此外，南韓在汽車、平面顯示器生產及造船工業具有

強勢競爭力，相關貨品亦名列前 7大出超項目。資通與視聽產品則為撐起我國前 8月出超之

另一支柱，品項包括電腦零附件、伺服器、儲存媒體、交換器及路由器等，主因受惠於企業

數位化轉型發展、回流臺商持續擴充國內產能，加上雲端及網通設備需求挹注。 

4. 入超方面，今年 1-8 月臺、韓前 10 大貨品即有 6 項重疊，其中原油、天然氣等石油氣、煤

均排名前 4，且入超金額增加較多，連同鐵礦石及其精砂等農工原料，顯示兩國外貿運行高

度仰賴自國外進口原物料，再將其投入加工製造後輸往海外市場；至於生產半導體等機械、

醫藥製劑則因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掌握關鍵技術與研發實力，臺、韓仍有向其採購之需，亦為

兩國之主要入超品項。 

2022年 1-8月我國及南韓前 10大出入超貨品－按 HS 4碼分 
 

 
排

名 
出超項目 2 

出超 

金額 

(億美元) 

出口

比重 3 

(%) 

入超項目 2 

入超 

金額 

(億美元) 

進口

比重 3 

(%) 

中

華

民

國 

1 8542 積體電路 614.6  37.6  2709原油 211.0  7.2  

2 8473 電腦等零附件 67.1  3.9  8486生產半導體等機械 148.7  6.2  

3 2710 石油煉製品 53.5  3.8  2711天然氣等石油氣 128.2  4.4  

4 8471 電腦及其附屬單元 53.5  2.8  2701煤 106.2  3.6  

5 8523 儲存媒體 43.5  1.9  8703小客車 35.2  1.4  

6 7318 鋼鐵製螺釘螺栓 41.1  1.3  7403精煉銅及銅合金 28.3  1.1  

7 8517 手機等通訊器具 36.6  2.5  3004醫藥製劑 26.4  1.0  

8 3907 環氧樹脂及其他聚酯 32.5  1.2  2601鐵礦石及其精砂 21.9  0.7  

9 9013 液晶裝置 31.6  1.2  9030供計量或檢查之儀器 20.2  1.2  

10 8708 機動車輛零附件 29.3  1.3  3002免疫產品、疫苗 19.6  0.7  

 前 10大合計 1,003.4  57.4  前 10大合計 745.7  27.5  

南

韓 

1 8542 積體電路 387.5  16.9  2709原油 723.1  14.7  

2 2710 石油煉製品 239.3  9.1  2711天然氣等石油氣 328.2  6.7  

3 8703 小客車 230.9  6.9  2701煤 197.9  4.0  

4 8524 平面顯示模組 111.5  2.8  8486生產半導體等機械 79.7  2.8  

5 8708 機動車輛零附件 101.4  2.9  8471電腦及其附屬單元 63.9  1.4  

6 8523 儲存媒體 85.3  2.3  2601鐵礦石及其精砂 63.1  1.3  

7 8901 油輪、貨船等船舶 84.9  2.1  2825金屬氧化物、氫氧化物 50.2  1.0  

8 2902 環烴 55.7  1.5  2603銅礦石及其精砂 38.1  1.0  

9 2841 氧金屬或過氧金屬酸鹽 49.3  1.5  3004醫藥製劑 31.9  0.8  

10 3901 乙烯之聚合物 48.9  1.1  1005玉蜀黍 27.6  0.6  

 前 10大合計 1,394.9  47.1  前 10大合計 1,603.7  34.2  
  

 

 

資料來源：財政部、南韓貿易協會(KITA)。 
說明：1.依臺、韓各自洲別群組統計，涵蓋國家範圍不盡相同。 

2.HS 4碼項目名稱略經精簡。 

3.係指該項目出/進口值占總出/進口之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