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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我國農產貿易概況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室。

一、 前言
111年我國農產品出口值較

110年衰退﹐進口值攀升﹐農產
貿易逆差擴大﹐主要仍受疫情國
際運費高漲及氣候變遷影響﹐加
以中國大陸對我國下達多項農產
品禁令﹐致出口值下降；另烏俄
戰爭及疫情因素亦致國際大宗穀
物價格高漲﹐貿易入超創歷年新
高。本文簡析111年我國農產貿
易結構及其變動趨勢。

二、 農產品貿易值
111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

易值為257.1億美元﹐占全體貿
易總值（不含復進出口）8,719.5
億美元之2.9%﹐比重為近10年
最低。全年農產貿易出口值52.4
億美元﹐較 110 年減 4 . 3 億美
元﹐減幅7.6%；進口值204.7億
美元﹐較 110年增 23.8 億美元
（+13.1%）﹐進出口值相抵後﹐
111年農產貿易入超152.3億美元﹐
較110年增加28.1億美元（圖1）。

貿易集中係數主要用以測定一國
進出口地區或產品之集中程度﹐係數

愈高表示貿易高度依賴少數國家或產
品；反之則不易受少數國家貿易政策
或特定產品生產衝擊。觀察我國農產
品外銷集中係數（圖2）﹐111年受中

圖1. 我國農產貿易進出口值及年增率。

圖2. 我國農產外銷集中係數。

說明： 產品（地區）集中係數=  ×100，其中  ：第i項農產品（地區）

出口值，  ：全部農產品（地區）出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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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禁止我國多項農產品影響﹐對
中國大陸農產出口占比較110年下滑
6.9個百分點至12.9%；對美國農產
品出口則因麵食、穀類調製品需求回
穩且我國糕餅、樹薯持續外銷﹐占比
升至17.5%。整體出口地區集中係數
略減。

三、 111 年農產品出口概況
（一） 主要出口夥伴

1 1 1 年農產品出口總額
52.4億美元﹐其中以輸出美國

9.2億美元最多（圖3）﹐占農產品
出口總值17.5%（圖4）﹐其次為
日本8.6億美元﹐占16.3%﹐第三
為中國大陸6.8億美元﹐加計香港
之出口比重約兩成﹐併計越南、
泰國及韓國合占七成二﹐為七大
主要出口國；與110年相較﹐前
七大出口國合計出口值減3.7億美
元﹐減8.8%。
觀察主要出口夥伴﹐與110

年相較（圖 3）﹐以日本增加 85
百萬美元、成長 11.0% 最高﹐
主係市場持續成長﹐冷凍鮪魚、
活鰻魚及冷凍秋刀魚等多項農
產品出口增加所致；我國農產
品外銷澳洲已連續7年正成長﹐
111 年出口值增 1.1%﹐其中冷
凍鱸魚、麵食、穀類調製品、稻
米及蝴蝶蘭合計較110年增6百
萬美元（+14.0%）﹐惟受菸製品
下滑影響﹐抵銷部分增幅；另對

圖3. 111年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口值年增減比較。

圖4. 111年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口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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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出口值增11百萬美元
（+4.3%）﹐外銷表現亦佳。

出 口 值 減 少 者 ﹐ 以
中國大陸減 442 百萬美元
（-39.5%）最大﹐主係冷凍
魷魚、活石斑魚及糕餅、麵
食等項目量價皆減所致﹐另
對香港及美國分別減22百
萬美元（-4.6%）、7百萬美
元（-0.8%）﹐居二、三位。

（二） 主要出口產品變動
111年主要出口品項合

占農產出口總額比重七成二
（表1）﹐其中受國人關注之類別
「水產品中之魚類及其製品、
軟體類及其製品」、「穀類及
其製品」、「花卉及其種苗」、

註2：係指包括化學品及食料混合組成之調製品，用以加入食物或改進其特性，可用以製造飲料或調製食品。

「茶葉及其製品」及「生鮮冷藏水
果」合占達47.8%；其他外銷類
別「其他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2」、
「皮革」、「羽毛」、「酒類」、「薯
類」及「菸葉及其製品」合計比重
22.4%。與110年相較﹐主要出口
品項除「魚類及其製品」、「花卉
及其種苗」和「薯類」增加外﹐餘
均縮減﹐主要出口類別變動情形
（圖5）如次：
1.    水產品：為我國第一大出口農
產品類別﹐111年出口值1,684
百萬美元﹐較110年減24百萬美
元（-1.4%）﹐其中「魚類及其
製品」出口值增加80百萬美元
（+5.8%）﹐主因出口至日本較
多所致﹐惟「軟體類及其製品」
減102百萬美元（-40.3%）﹐則

表1. 111年主要農產出口值占比

出口類別 出口值占比%

111年主要農產出口值 71.7

水產品 32.2

27.8

2.9

其他未列名食物調製品2 9.7

穀類及其製品 9.5

花卉及其種苗 4.3

皮革 3.8

羽毛 3.2

酒類 2.5

薯類 2.1

茶葉及其製品 1.9

生鮮冷藏水果 1.4

菸葉及其製品 1.1

魚類及其製品

軟體類及其製品

圖5. 111年主要農產出口值較110年變動情形。

單位：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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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111年自主要國家（地
區）進口值比重。

因中國大陸暫時禁止進口我國多項
水產品所致。

2.    羽毛：1 1 1年出口值1 6 8百萬
美元﹐較11 0年減24百萬美元
（-12 .5%）﹐主因對日本、美
國、德國等出口值減少。

3.    菸葉及其製品：111年出口值55
百萬美元﹐較110年減45百萬美
元（-44.9%）﹐主係出口至柬埔
寨、日本及澳洲減少所致。

4.    生鮮冷藏水果：111年出口值73
百萬美元﹐較110年減88百萬美
元（-54.6%）﹐主係受中國大陸
方面暫停輸入水果影響﹐另因氣
候影響生產及疫情下國際航運尚
未完全恢復﹐出口至日本、香港
之生鮮冷藏水果分別較110年減
3百萬元（-8.8%）、4百萬美元
（-14.6%）。

其餘主要出口產品亦多減
少﹐其中「 其他未列名食物
調製品 」占農產品出口總值
9.7%﹐111年出口值510百萬
美元﹐較110年減少41百萬美
元（-7.4%）；「花卉及其種苗」
及「薯類」則微幅上升﹐111年
出口值各為224百萬美元及112
百萬美元﹐較110年增加0.3百
萬美元（+0.1%）及1百萬美元
（+0.6%）。

四、 111 年農產品進口概況
（一） 主要進口夥伴

1 1 1 年農產品進口總額
204.7 億美元﹐其中自美國進
口46.7億美元最多﹐占農產品
進口總值之22.8%（圖6）﹐中
國大陸 13 .7 億美元居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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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併計巴西、紐西蘭、日
本、澳洲及泰國合占約五成六﹐
為七大主要進口國；與110年相
較﹐農產進口總值年增23.8億美
元（+13.1%）﹐其中前七大進口
國合計進口值增加13.1億美元﹐
增12.9%。
觀察主要進口夥伴﹐與110

年比較﹐以美國進口值增加718
百萬美元（+18.2%）最為顯著
（圖7）﹐主係黃豆、小麥及牛肉
價格上揚﹐進而推升進口值；
自澳洲進口值增加188百萬美元
居次﹐增幅 22.2%﹐主係同受
牛肉及小麥價格上漲影響；另因
奶粉、奶塊及其他乳製品價格上
漲影響﹐紐西蘭進口值增加127
百萬美元（+13.7%）﹐占比提高
為5.2%（較110年增加0.1個百
分點）﹐晉升為我國第四大進口

國；中國大陸、巴西、日本
及泰國等進口值亦較110年
擴增。

（二）主要進口產品變動
111年主要進口品項合占

農產進口總額比重六成六（表
2）﹐其中進口重點類別「黃
豆、玉米及小麥」、「水產
品中之魚類、甲殼類及軟體
類」、「活畜禽及肉類」、「木
材及其製品」、「生鮮冷藏水
果」及「咖啡」合占52.7%﹐
而其他進口類別「酒類」、
「砂糖及其製品」、「菸葉及其
製品」及「棉花」合計比重
11.4%。

圖7. 111年自主要國家（地區）進口值年增減比較。

表2. 111年主要農產進口值占比

進口類別 進口值占比%

111年主要農產進口值 65.9

黃豆、玉米及小麥 20.8

水產品 11.1

4.2

3.1

2.0

活畜禽及肉類 10.3

酒類 7.1

木材及其製品 6.7

生鮮冷藏水果 3.9

砂糖及其製品 1.9

菸葉及其製品 1.5

咖啡 1.7

棉花 0.9

魚類及其製品

甲殼類及其製品

軟體類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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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110年相較﹐111年主
要進口產品對農產品進口總
值多為正向貢獻﹐其中貢獻
較多類別為「黃豆、玉米及
小麥」、「水產品」及「活畜
禽及肉類」。主要進口類別變
動情形（圖8）如次：

1.    黃豆、玉米及小麥：為我國
最大宗進口農產品類別﹐
11 1年占農產品進口總值
20.8%﹐進口值合計4,258百
萬美元﹐較110年大增962百
萬美元（+29.2%）﹐主因
國際價格大漲所致﹐我國111年
黃豆、玉米及小麥進口單價分別
上漲18.0%、22.4%及33.4%。

2.    活畜禽及肉類：為我國第三大宗
進口農產品類別﹐111年占農產
品進口總值10.3%﹐進口值2,101
百萬美元﹐主係牛肉及雞肉價
格上漲﹐致111年「活畜禽及肉
類﹐牛」及「活畜禽及肉類﹐ 
雞」進口值較110年各增238百萬
美元（+20.3%）、103百萬美元
（+58.6%）。

3.    水 產品：為我國第二大宗進
口農產品類別﹐以「魚類及
其製品」、「甲殼類及其製
品」及「軟體類及其製品」為
主﹐分別較110年增10 5百萬
美元（+13 .7%）、210百萬美
元（+48 .3%）及44百萬美元
（+12.1%）。

4.    咖啡：111年進口值348百萬
美元﹐占農產進口總額1.7%﹐
較 1 1 0 年 增 加 7 8 百 萬 美 元
（+28.9%）﹐主係進口咖啡價
格上揚﹐進口單價較110年增
23.8%。

5.    酒類：111年進口值1 , 444百
萬美元﹐占農產品進口總值
7.1%﹐較110年增加16百萬美元
（+1.1%）﹐主係108年7月起調
降部分酒類關稅﹐加以國內需求
穩定﹐主要自英國、中國大陸及
義大利進口酒類增加較多。

6.     木材及其製品：111年進口量
3,078千公噸﹐較110年減294千
公噸（-8.7%）；進口值1,378
百萬美元﹐較110年減39百萬美
元（-2.7%）﹐主因係我國木材
主要進口國加拿大及印尼之進口
量、進口值均減少所致。

單位：百萬美元（%）

圖8. 111年主要農產進口值較110年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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