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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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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4 億美元，較上月增 0.1%，較上年同月增 3.1%(按新

臺幣計算增 8.2%)；累計 1 至 7 月出口 2,649.5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增 10.0%(按新臺幣計算增 14.8%)。 

（二）進口 

7 月進口 351.0 億美元，較上月減 0.3%，較上年同月增 16.2%(按新

臺幣計算增 21.9%)；累計 1 至 7 月進口 2,240.2 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增 9.0%(按新臺幣計算增 13.7%)。 

（三）出入超 

7月出超 48.3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36.8億美元；累計 1至 7月出

超 409.3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 56.4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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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4 12.1 3.1 2,649.5 241.5 10.0 

進 口 351.0 48.9 16.2 2,240.2 185.2 9.0 

出 超 48.3 -36.8 -43.2 409.3 56.4 16.0 

 按新臺幣計算（億元） 

出 口 12,980 983 8.2 84,602 10,883 14.8 

進 口 11,409 2,050 21.9 71,546 8,648 13.7 

出 超 1,570 -1,067 -40.5 13,056 2,236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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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口主要貨品 

（一）與上年同月比較 

受惠於人工智慧應用浪潮，資通產品需求維持強勁，惟傳產貨類外
銷尚非穩定，加以凱米颱風來襲造成工作天數減少及部分出貨遞延，
正負互抵後，7月出口僅較上年同月增 12.1億美元(+3.1%)，主要變
動如下： 

1. 資通與視聽產品出口 129.6億美元(歷年單月新高)，較上年同月增
38.6 億美元(+42.4%)，其中電腦及其附屬單元增 41.8 億美元
(+85.5%)，交換器及路由器減 1.7億美元(-21.0%)。 

2. 礦產品出口 10.9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0.6億美元(+5.5%)，其中
燃料油增 0.5億美元(+56.4%)、柴油增 0.3億美元(+7.4%)，汽油減
0.3億美元(-12.7%)。 

3. 電子零組件出口137.3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18.8億美元(-12.0%)，
其中積體電路減 18.6億美元(-12.8%)。 

4. 運輸工具出口 8.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2.2 億美元(-21.0%)，其
中自行車減 0.8 億美元(-38.0%)、船舶減 0.7 億美元(-83.1%)、摩
托車及自行車之零附件減 0.3億美元(-14.5%)。 

5.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出口 22.9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1.4 億美元
(-5.9%)，其中鐵或非合金鋼及其製品減 0.9億美元(-19.1%)、陰極
型精煉銅減 0.7億美元(-97.1%)。 

圖 1 近 1年各月出口值及年增率 

 

圖 2 歷年 1至 7月平均每月出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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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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5億美元(+10.0%)，以資通與視
聽產品增 364.4 億美元(+93.4%)增加最多，電子零組件減 67.1 億美
元(-6.6%)、光學及精密儀器減 19.5億美元(-23.6%)、運輸工具減 14.2

億美元(-18.6%)、基本金屬及其製品減 7.2億美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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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1  34.4 -1,881 -12.0 94,495 35.7 -6,706 -6.6 

 積體電路 12,693  31.8 -1,855 -12.8 87,622 33.1 -6,701 -7.1 

資通與視聽產品 12,959  32.4 3,856 42.4 75,476 28.5 36,444 93.4 

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2,288  5.7 -143 -5.9 16,443 6.2 -717 -4.2 

機械 2,009  5.0 -119 -5.6 13,600 5.1 -305 -2.2 

塑橡膠及其製品 1,564  3.9 -74 -4.5 11,374 4.3 -353 -3.0 

化學品 1,443  3.6 -104 -6.7 10,676 4.0 -152 -1.4 

電機產品 1,093  2.7 -10 -0.9 7,529 2.8 -171 -2.2 

礦產品 1,087  2.7 56 5.5 8,190 3.1 -93 -1.1 

光學及精密儀器 973 2.4 -28 -2.8 6,285 2.4 -1,947 -23.6 

運輸工具 812 2.0 -216 -21.0 6,205 2.3 -1,417 -18.6 

紡織品 498 1.2 -46 -8.5 3,853 1.5 -5 -0.1 

電子及資通產品* 26,690 66.8 1,975 8.0 169,971 64.2 29,738 21.2 

備註：*近年電子零組件、資通與視聽產品之銷售流向隨全球供應鏈重組、部分廠商擴大在臺
生產等出現結構性轉變，爰另予併計。 

 

三、進口主要貨品 

（一）與上年同月比較 

受 AI供應鏈之分工運作及出口引申需求推升，積體電路與資通產品

進口續強，加上部分原物料陸續回補，7 月進口較上年同月增 48.9

億美元(+16.2%)，主要變動如下： 

1. 農工原料進口 236.9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36.9億美元(+18.4%)，
其中電子零組件增 20.5 億美元(+28.4%)、基本金屬增 7.3 億美元
(+38.6%)、礦產品增 4.9 億美元(+10.4%)、塑化原料增 1.3 億美元
(+5.3%)。 

2. 資本設備進口 70.2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15.5 億美元(+28.4%)，
其中資通設備增 13.5 億美元(+2.1 倍)、交通運輸設備增 2.8 億美
元(+2.0倍)。 

3. 消費品進口 39.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4.1 億美元(-9.4%)，其中
食品減 1.4 億美元(-13.6%)、小客車減 1.3 億美元(-15.0%)、藥粧
用品減 0.7億美元(-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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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近 1年各月進口值及年增率 

 
圖 4 歷年 1至 7月平均每月進口值 

（二）與上年同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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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2.9%)。 

表 3 進口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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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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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出口國家/地區 

（一）與上年同月比較 

7月對美國出口創新高，其餘市場均呈下滑 

1. 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出口 116.1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18.1 億美元
(-13.5%)，其中電子零組件減 16.4 億美元(-19.2%)、化學品減 1.6

億美元(-25.5%)、塑橡膠及其製品減 1.0 億美元(-19.5%)，資通與
視聽產品增 4.0億美元(+27.3%)。 

2. 對東協出口 67.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0.3 億美元(-0.4%)，其中
電子零組件減 5.3 億美元(-14.6%)、機械減 0.5 億美元(-13.9%)，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3.7 億美元(+40.5%)、礦產品增 1.5 億美元
(+42.0%)。 

3. 對日本出口 23.1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4.4億美元(-15.9%)，其中
電子零組件減 2.9 億美元(-21.2%)、機械減 0.5 億美元(-24.5%)、
資通與視聽產品減 0.3億美元(-13.1%)。 

4. 對美國出口 114.5 億美元，創歷年單月新高，較上年同月增 47.3

億美元(+70.3%)，其中資通與視聽產品增 41.6 億美元(+1.2 倍)、
電子零組件增 4.6億美元(+1.5倍)、機械增 1.1億美元(+26.1%)。 

5. 對歐洲出口 30.8 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15.6 億美元(-33.7%)，其
中資通與視聽產品減 12.0億美元(-49.5%)、電子零組件減 1.2億美
元(-31.6%)、運輸工具減 0.9億美元(-27.0%)。 

（二）與上年同期比較 

累計 1 至 7 月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出口 818.4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

33.7 億美元(-3.9%)，對東協出口 490.8 億美元，增 77.7 億美元

(+18.8%)，對日本出口 149.2億美元，減 39.1億美元(-20.8%)，對美

國出口 635.7 億美元，增 243.8 億美元(+62.2%)，對歐洲出口 226.8

億美元，減 24.7億美元(-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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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6 29.1 -1,811 -13.5 81,844 30.9 -3,365 -3.9 

 中國大陸 7,630 19.1 -1,069 -12.3 53,652 20.3 855 1.6 

 香港 3,976 10.0 -742 -15.7 28,191 10.6 -4,220 -13.0 

東協 6,778 17.0 -29 -0.4 49,078 18.5 7,770 18.8 

日本 2,305 5.8 -436 -15.9 14,923 5.6 -3,912 -20.8 

美國 11,454 28.7 4,729 70.3 63,566 24.0 24,381 62.2 

歐洲 3,083 7.7 -1,564 -33.7 22,675 8.6 -2,474 -9.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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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13.2億美元

(+22.1%)，自東協進口 44.8億美元，增 9.3億美元(+26.2%)，自日本

進口 40.2億美元，增 3.6億美元(+9.7%)，自歐洲進口 38.9億美元，

減5.5億美元(-12.4%)，自美國進口36.7億美元，增1.8億美元(+5.1%)，

自中東地區進口 20.9億美元，增 0.2億美元(+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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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增23.9%、

自東協增 16.0%、自中國大陸與香港增 15.3%，自歐洲減 9.4%、自

中東地區減 5.7%、自日本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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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6 20.8 1,322 22.1 45,283 20.2 6,013 15.3 

東協 4,475 12.7 929 26.2 28,259 12.6 3,890 16.0 

日本 4,022 11.5 357 9.7 26,217 11.7 -487 -1.8 

美國 3,671 10.5 180 5.1 29,915 13.4 5,762 23.9 

歐洲 3,892 11.1 -551 -12.4 25,832 11.5 -2,672 -9.4 

中東 2,090 6.0 19 0.9 14,409 6.4 -876 -5.7 

六、主要國家/地區貿易概況 

（一）今年以來主要國家/地區外貿景氣普遍好轉，1-6月出口以香港年增

13.6%較為強勁，南韓(1-7月)出口年增9.7%，已連續10個月正成長，

新加坡、中國大陸(1-7月)、美國增幅介於2.3%-5.2%之間，德國前5

月出口與上年同期持平，日本則年減3.4%。 

（二）主要國家/地區進口消長互見，香港、新加坡上半年累計分別年增

9.2%、8.1%，美國、中國大陸(1-7月)各增3.1%、2.8%；日本因煤、

液化天然氣等進口下降較多，年減10.5%，德國(1-5月)、南韓(1-7月)

各減5.3%、4.3%。 



 7 

圖 5 2024年主要國家/地區出進口年增率 

七、綜合分析 

（一）全球景氣回升力道偏向溫和，加以凱米颱風造成工作天數減少及部

分出貨遞延，所幸新興科技應用商機維持熱絡，7月出口 399.4億美

元，年增 3.1%，連續 9個月正成長；進口 351.0億美元，年增 16.2%，

主要係廠商備貨趨向積極與資通產品進口增加。累計 1 至 7 月出、

進口規模皆為歷年同期次高，分別年增 10.0%、9.0%。 

（二）7月出口主要貨品中，資通與視聽產品(規模值為單月最高)、電子零

組件受人工智慧、高速運算等應用需求暢旺，以及銷售流向結構改

變等交互影響，分別較上年同月增 42.4%、減 12.0%(合計增 8.0%)；

礦產品以外之傳產貨類則全數走跌，其中運輸工具出口年減 21.0%，

基本金屬、塑化產品、機械亦有 4%-7%之降幅。累計 1 至 7 月主要

貨品出口多呈下滑，僅資通與視聽產品出口年增 93.4%。 

（三）7月對美國出口值創下單月最佳紀錄，年增 70.3%，其餘四大市場則

呈縮減，以對歐洲出口受資通產品外銷自高峰回落影響，下挫 33.7%

最深，對日本、中國大陸與香港出口各年減 15.9%、13.5%，對東協

微減 0.4%。累計 1 至 7 月對美國出口年增 62.2%，占總出口比重升

至 2 成 4，創 25 年來同期新高，對日本、陸港出口則年減 20.8%、

3.9%，出口占比各 5.6%、30.9%，分別為歷年、近 23 年同期低點。 

（四）展望未來，全球經濟成長力道仍受主要國家貨幣政策動向、美中科

技爭端、地緣政治衝突等不確定因素牽制，惟隨終端需求漸次復甦，

加上人工智慧、高效能運算等應用向終端裝置擴散，國內半導體產

業兼具產能與製程優勢，得以適時掌握此波新興商機，且逐步進入

傳統外銷旺季，皆有助維繫我國下半年出口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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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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