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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7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 

一、進出口貿易變動 

（一）出口 

7 月出口 379.5 億美元，創歷年單月新高，較上月增 3.5%，較上年

同月增 34.7%(按新臺幣計算增 27.0%)；累計 1 至 7 月出口 2,448.7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31.5%(按新臺幣計算增 23.6%)。 

（二）進口 

7 月進口 320.5 億美元，為歷年單月次高，較上月增 1.7%，較上年

同月增 41.0%(按新臺幣計算增 32.9%)；累計 1 至 7 月進口 2,071.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30.4%(按新臺幣計算增 22.5%)。 

（三）出入超 

7 月出超 59.0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4.5 億美元；累計 1 至 7 月出

超 377.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104.5 億美元。 

表 1 進出口貿易額 

 

7 月 1 ~ 7 月累計 

金    額 
與上年同月比較 

金    額 
與上年同期比較 

增減金額 增減% 增減金額 增減% 

 按美元計算（億美元） 

出 口 379.5 97.7 34.7 2,448.7 587.2 31.5 

進 口 320.5 93.2 41.0 2,071.4 482.7 30.4 

出 超 59.0 4.5 8.2 377.3 104.5 38.3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 口 10,586 2,248 27.0 68,945 13,186 23.6 

進 口 8,940 2,216 32.9 58,318 10,717 22.5 

出 超 1,645 33 2.0 10,627 2,470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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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口主要貨品 

（一）與上年同月比較 

由於新興應用與遠距商機持續推升以積體電路為首的科技產品需

求，加上傳產貨類外銷價量齊揚之強力支撐，7 月出口較上年同月

增 97.7 億美元(+34.7%)，主要變動如下： 

1. 電子零組件出口 146.7 億美元(歷年單月新高)，較上年同月增 36.9

億美元(+33.6%)，其中積體電路增 33.8 億美元(+34.3%)、印刷電
路增 1.0 億美元(+22.1%)、二極體增 0.9 億美元(+40.0%)、電容器
及電阻器增 0.7 億美元(+30.0%)。 

2.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出口 32.3 億美元(歷年單月新高)，較上年同月
增 12.0 億美元(+58.8%)，其中鐵或非合金鋼及其製品增 4.0 億美
元(+1.2 倍)、不銹鋼及其製品增 1.7 億美元(+1.2 倍)、鋼鐵製螺釘
螺栓增 1.4 億美元(+41.3%)。 

3. 資通與視聽產品出口 52.0億美元(歷年單月新高)，較上年同月增 8.6

億美元(+19.7%)，其中電腦之零附件增 3.5億美元(+30.0%)、交換器
及路由器增 1.3億美元(+26.7%)、儲存媒體增 1.1億美元(+15.1%)。 

4. 塑橡膠及其製品出口 24.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7.5 億美元
(+43.4%)，其中塑膠原料增 6.0 億美元(+66.3%)。 

5. 化學品出口 18.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6.1 億美元(+47.3%)，其
中晶圓增 0.4 億美元(+40.8%)、丁二醇增 0.3 億美元(+3.4 倍)、醋
酸乙烯酯增 0.3 億美元(+2.3 倍)、苯乙烯增 0.3 億美元(+1.5 倍)。 

6. 礦產品出口 11.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5.9 億美元(+1.1 倍)，其
中柴油增 3.0 億美元(+1.6 倍)、汽油增 1.8 億美元(+3.3 倍)、燃料
油增 0.7 億美元(+1.6 倍)。 

圖 1 出口金額及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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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上年同期比較 

累計 1 至 7 月出口較上年同期增 587.2 億美元(+31.5%)，以電子零組

件增 217.6億美元(+30.4%)、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71.7億美元(+27.6%)、

塑橡膠及其製品增 55.9 億美元(+48.7%)、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52.2

億美元(+36.8%)、化學品增 35.8 億美元(+38.2%)等增加較多。 

表 2 出口貨品 
單位：百萬美元；% 

 

7 月 1 ~ 7 月累計 

金  額 占總出口 
與上年同月比較 

金  額 占總出口 
與上年同期比較 

增減金額 增減率 增減金額 增減率 

電子零組件 14,671  38.7 3,690 33.6 93,433 38.2 21,763 30.4 

 積體電路 13,221  34.8 3,375 34.3 84,368 34.5 19,626 30.3 

資通與視聽產品 5,204  13.7 857 19.7 33,139 13.5 7,167 27.6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3,232  8.5 1,197 58.8 19,394 7.9 5,221 36.8 

塑橡膠及其製品 2,477  6.5 750 43.4 17,043 7.0 5,585 48.7 

機械 2,339  6.2 573 32.4 15,594 6.4 3,308 26.9 

化學品 1,894  5.0 608 47.3 12,963 5.3 3,580 38.2 

運輸工具 1,293  3.4 460 55.2 8,018 3.3 2,233 38.6 

電機產品 1,272  3.4 360 39.5 7,920 3.2 1,981 33.3 

光學器材 1,160 3.1 184 18.9 8,133 3.3 1,898 30.4 

礦產品 1,106 2.9 589 114.0 6,306 2.6 1,424 29.2 

紡織品 720 1.9 164 29.6 5,136 2.1 982 23.6 

三、進口主要貨品 

（一）與上年同月比較 

受惠於出口引申需求續強，對外採購半導體及自動化設備增加，以及

原物料成本上揚與庫存回補效應，7月進口較上年同月增 93.2億美元

(+41.0%)，主要變動如下： 

1. 農工原料進口 223.8 億美元(歷年單月新高)，較上年同月增 70.9

億美元(+46.4%)，其中礦產品增 26.3 億美元(+1.1 倍)、電子零組

件增 19.1 億美元(+33.2%)、基本金屬增 9.3 億美元(+54.8%)、塑化

原料增 7.3 億美元(+34.1%)。 

2. 資本設備進口 59.0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18.2 億美元(+44.7%)，

其中半導體設備增 11.1 億美元(+69.0%)、資通設備增 1.9 億美元

(+43.8%)、交通運輸設備增 0.5 億美元(+65.7%)。 

3. 消費品進口 34.7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3.9 億美元(+12.7%)，其

中小客車增 1.5 億美元(+40.5%)、筆電增 1.4 億美元(+1.1 倍)、藥

粧用品增 0.6 億美元(+11.0%)、食品增 0.5 億美元(+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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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進口金額及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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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進口貨品 
單位：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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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年同月比較 

金  額 占總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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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出口國家/地區 

（一）與上年同月比較 

7 月對東協、日本、美國、歐洲出口齊創新高 

1. 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出口 155.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30.0 億美元
(+23.8%)，其中電子零組件增 19.1億美元(+28.4%)、資通與視聽產
品增 3.0億美元(+22.8%)、塑橡膠及其製品增 2.1億美元(+30.5%)、
化學品增 1.7億美元(+28.9%)。 

2. 對東協出口 61.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18.7 億美元(+43.3%)，其
中電子零組件增 8.7億美元(+40.0%)、礦產品增 2.5億美元(+1.1倍)、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1.6 億美元(+56.3%)、化學品增 1.5 億美元
(+64.8%)、塑橡膠及其製品增 1.5億美元(+59.5%)。 

3. 對日本出口 26.0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8.1億美元(+45.5%)，其中
電子零組件增 3.9億美元(+52.9%)、化學品增 0.9億美元(+95.1%)、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0.8億美元(+62.4%)。 

4. 對美國出口 55.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12.2 億美元(+28.0%)，其
中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2.8 億美元(+59.8%)、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2.4 億美元(+14.2%)、機械增 1.3 億美元(+33.9%)。 

5. 對歐洲出口 36.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14.2 億美元(+64.0%)，其
中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增 4.4億美元(+1.6倍)、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2.2

億美元(+41.7%)、運輸工具增 2.1億美元(+77.0%)。 

（二）與上年同期比較 

累計 1 至 7 月對五大市場出口規模值均創歷年同期新高，其中對中

國大陸與香港出口 1,042.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247.9 億美元

(+31.2%)，對東協出口 396.9 億美元，增 105.2 億美元(+36.0%)，對

日本出口 161.3 億美元，增 26.1 億美元(+19.3%)，對美國出口 350.3

億美元，增 77.1 億美元(+28.2%)，對歐洲出口 208.8 億美元，增 53.1

億美元(+34.1%)。 

表 4 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口 
單位：百萬美元；% 

 

7 月 1 ~ 7 月累計 

金  額 占總出口 
與上年同月比較 

金  額 占總出口 
與上年同期比較 

增減金額 增減率 增減金額 增減率 

中國大陸與香港 15,577 41.0 2,997 23.8 104,206 42.6 24,786 31.2 

 中國大陸 9,914 26.1 1,810 22.3 69,326 28.3 16,102 30.3 

 香港 5,663 14.9 1,187 26.5 34,880 14.2 8,684 33.2 

東協 6,182 16.3 1,868 43.3 39,694 16.2 10,515 36.0 

日本 2,596 6.8 812 45.5 16,127 6.6 2,610 19.3 

美國 5,575 14.7 1,221 28.0 35,030 14.3 7,710 28.2 

歐洲 3,631 9.6 1,417 64.0 20,882 8.5 5,308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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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進口國家/地區 

（一）與上年同月比較 

7 月自中國大陸與香港進口 68.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16.6 億美元

(+31.7%)，自日本進口 46.3 億美元，增 9.1 億美元(+24.5%)，自東協

進口 41.0億美元，增 10.4億美元(+33.9%)，自歐洲進口 37.6億美元，

增 10.6 億美元(+39.2%)，自美國進口 34.0 億美元，增 10.7 億美元

(+45.8%)，自中東地區進口 23.7 億美元，增 10.4 億美元(+78.3%)。 

（二）與上年同期比較 

累計 1至 7月自主要國家/地區進口與上年同期比較，自歐洲增32.5%、

自中國大陸與香港增 31.5%、自中東地區增 28.9%、自東協增 25.8%、

自日本增 20.9%、自美國增 20.7%。 

表 5 自主要國家/地區進口 
單位：百萬美元；% 

 

7 月 1 ~ 7 月累計 

金  額 占總進口 
與上年同月比較 

金  額 占總進口 
與上年同期比較 

增減金額 增減率 增減金額 增減率 

中國大陸與香港 6,891 21.5 1,657 31.7 46,176 22.3 11,057 31.5 

東協 4,095 12.8 1,038 33.9 25,738 12.4 5,273 25.8 

日本 4,625 14.4 911 24.5 31,389 15.2 5,424 20.9 

美國 3,397 10.6 1,067 45.8 22,182 10.7 3,797 20.7 

歐洲 3,755 11.7 1,058 39.2 25,487 12.3 6,250 32.5 

中東 2,365 7.4 1,039 78.3 12,891 6.2 2,887 28.9 

六、主要國家/地區貿易概況 

（一）今年 1-6 月主要國家/地區外貿景氣回揚，以中國大陸(1-7 月)因電腦

及其零附件、服飾品等輸出成長，出口年增 35.2%最高，其次為南韓

(1-7月)、德國(1-5月)分別因半導體、汽車外銷增加，出口均增26.6%，

香港、日本、美國及新加坡出口增率介於 21.5%-25.8%。 

（二）主要國家/地區今年 1-6 月進口同步成長，其中中國大陸(1-7 月)對積

體電路需求旺盛，加上鐵礦砂、原油等進口價格上漲，年增 34.9%，

香港、南韓(1-7 月)、美國、德國(1-5 月)、新加坡進口增幅與出口相

當，皆在 2 成至 2 成 7 之間，日本增 13.5%相對較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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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21 年主要國家/地區出進口年增率 

七、綜合分析 

（一）受惠於全球經濟穩定復甦，新興科技應用與遠距商機持續拓展，加以

產品漲價效應及外貿旺季拉貨力道支撐，7月出口上升至379.5億美元

新高，較上年同月增34.7%，連續13個月正成長；隨出口引申需求強

勁、國際原物料行情上揚及資本設備購置擴增，進口值達320.5億美元

之單月次高，年增41.0%。累計1至7月，出、進口規模皆創歷年同期

新高，各年增31.5%、30.4%。 

（二）7月主要出口貨品續呈升勢，其中基本金屬及其製品隨國際用鋼需求

強勁、鋼價續揚，運輸工具受車輛零件、電動自行車外銷熱絡帶動，

出口分別年增58.8%、55.2%，規模值均攀單月新高；合占總出口比重

逾半數之電子零組件、資通與視聽產品，出口值亦雙創新高，各增

33.6%、19.7%。累計1至7月出口，以塑橡膠及其製品年增48.7%最突

出，其餘主要貨品增幅在2至4成。 

（三）7月對主要市場出口全面走揚，且銷往東協、美國、歐洲、日本金額

同步改寫紀錄，以對歐洲出口成長64.0%最佳，主因基期偏低，且受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需求倍增之推升，對日本、東協因電子零組件出

口擴張，各年增45.5%、43.3%；對美國、中國大陸與香港分別增28.0%、

23.8%，各連續16個、18個月正成長。累計1至7月對五大市場出口值

齊登歷年同期新高，以對東協升幅3成6居冠。 

（四）展望未來，伴隨新冠變種病毒持續蔓延而來的疫情反覆，加以美中

貿易與科技爭端不斷，均可能對全球產業鏈形成干擾，惟在今年國

際經濟基本面穩定向上，疫苗覆蓋率逐漸提高，主要經濟體積極啟

動基礎建設計畫，數位轉型潮流與消費性電子新品拉貨效應，以及

國內半導體業進階產能與製程優勢等因素挹注下，我國下半年出口

續呈審慎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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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表 

1.進出口貿易值及年增率 

2.出口主要貨品分類 

3.進口主要貨品分類 

4.出口主要貨品項目 

5.進口主要貨品項目 

6.出口貿易結構 

7.進口貿易結構 

8.我國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口金額及年增率 

9.我國自主要國家/地區進口金額及年增率 

10.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入超 

11.對中國大陸與香港之出口主要貨品 

12.對新南向政策18國出口金額及年增率 

13.經季節調整之進出口貿易值 

14.主要國家/地區進出口金額及年增率 

15.進出口物價相關指標 

16.主要國家貨幣對美元匯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