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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造紙產業之介紹

造紙產業為民生基本工業之一，亦為國

民經濟的重要基礎材料工業，其與林業、農

業、化工、印刷、包裝、電子、機械、能源、

環保、運輸、自動控制及管理等產業關聯度非

常大。造紙產業之原料主體為植物纖維及再

生纖維。植物纖維原料為木、竹、稻草、麥稈

等植物纖維；而再生纖維以廢紙為原料，所得

之原料，再經製漿、抄紙等製程抄成紙。紙與

人們生活息息相關，已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

之物品，因此世界各國已將紙及紙板的之生

產及使用量，作為國家現代化文明進展及經

濟成長動能的重要指標。臺灣的造紙廠，由經

營者引進技術、設備，結合下游印刷、紙器及

包裝等工業，構成經濟、文化及服務的供應

鏈，以促進臺灣經濟發展。因此在臺灣傳統產

業中，造紙產業實為影響民生最鉅。本文即分

成臺灣造紙產業五大發展時期、臺灣紙業發

展現況及臺灣紙業未來之展望三大部分，以

使讀者能深入了解臺灣造紙產業。

臺灣造紙產業發展時期介紹

1. 萌發期(日據時代~1960年)

 臺灣造紙工業自日據時代(1940年代)時期

開始發展，已有紙廠10多餘家。臺灣光

復後，當時國民政府為整頓造紙產業，經

濟部於1946年合併當時的5大紙廠及1個林

場，組成國營之臺灣紙業公司。

 1950年代臺灣紙廠有29家，紙及紙板生

產量僅1.3萬噸規模，當時政府為發展經

濟，在1953年提出第一期4年經濟建設計

劃，當時各紙廠專注於工廠設備之整修與

擴充計劃。1960年代隨著國內工商業逐漸

發展，用紙需求量亦同時增加，紙及紙板

生產量增至12萬噸。

2. 快速成長期(1961年~1979年)

 此期間，國內經濟成長穩定，對外貿易量

逐漸擴大，使紙品需求量大增，其中以工

業用紙需求量成長幅度最大。於1968年，

我國實行9年國民義務教育政策，使得文

化用紙需求量大增，此時東記、廣源、萬

有及天隆等紙廠及紙品業者投入生產，市

場產銷能力隨之擴張。同年4月中華紙漿花

蓮廠成立，其漿料來自於國內森林之廢材

及木梢材，生產漂白木漿，為臺灣第一家

專業性木漿廠。1977年台糖公司在屏東建

立大型漿廠，利用蔗渣為原料生產紙漿。

當時紙漿產量，由1970年的4.6萬公噸，至

1978年產量達13萬公噸，大幅成長1.8倍。

此時期的紙及紙板生產量則由1970年代的

40萬噸增加至1980年代的150萬噸 (圖1)。

3. 成長趨緩期(1980年~1996年)：

 由於國內經濟環境改善，1980年代國內大

小紙廠迅速增加至168家。此時期，可拋

棄之衛生用品使用量迅速增加，成長率達

180%。但1982~1985年間，臺灣紙廠遭受

國內環保意識抬頭及全球經濟不景氣影

響，面臨進口關稅調降及外銷市場受到東

南亞國家低價傾銷衝擊等因素，使得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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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廠營運困難而倒閉或被併購。至1986

年，全球景氣復甦，再加上國內文化用紙

需求增加，使產銷量高度成長。但1989年

再次面對經濟衰退與生產過剩問題，使我

國造紙工業成長趨緩。紙及紙板生產量由

1980年代的150萬噸增至1990年代的375萬

噸，成長2.5倍之多。

4. 成熟期(1997年~2008年)：

 因臺灣勞工成本過高、環保及勞工意識高

漲，且天然資源不足，再加上1997年東南亞

及南韓等國家經歷金融風暴後，以低價策

略向國外傾銷，使得國內大廠加速移至中

國或國外設廠，以減低企業營運負擔。故

於此時期，小型紙廠逐步結束營運或遭購

併，大型紙廠因佔有不同的競爭利基，而呈

現大者恆大趨勢，如：國內最大文化用紙及

工業用紙廠商，分別為永豐餘及正隆，上

游紙漿的供應為華紙及台紙，士紙以生產

紙板為主等。由此可知，此時期已進入造

紙業成熟期，紙及紙板產量大都持平。

5. 新局勢時期(2009年迄今)

 臺灣造紙產業，於2008年第四季因全球性

金融風暴襲擊，各廠商均出現虧損，但於

2009下半年後，景氣好轉，紙品需求增

加，廠商開始獲利。於2010年初，產漿大

國智利發生大地震，帶動全球紙漿價格大

幅飆漲，造成2010年第一季，因景氣復

甦，各廠商獲利均呈現明顯成長。2011年

上半，全球紙漿價格維持高檔狀態，但於

下半年時，歐債風暴襲捲，再加上紙漿、

紙品供過於求，使臺灣造紙業獲利轉弱。

2012年因國內景氣持續低迷，且持續受歐

債風暴之侵襲，使得我國造紙產業銷售業

績衰退甚鉅。於此年，永豐餘併華紙，成

為東南亞最大紙廠。

 2013~2014年，因歐債風暴影響逐漸變

小，且新興國家經濟成長復甦力道也漸增

強，再者由於新興產業，如：網路購物、

3C電子產品等包裝需求下，使瓦楞紙箱

或特殊紙器品、包裝材等需求量大增；但

是於文化及家庭用紙等需求較少，而陷入

衰退，但幅度已大幅降低了。

臺灣的紙業的現況

(一) 臺灣紙及紙板生產量

根據RISI統計資料，2012年全世界的紙與

紙板產量為3.99億噸，我國的紙與紙板之產量

約為422.9萬噸，佔全球的比例為1.05%，為全

世界第20位(圖2)，而紙與紙板的使用量為440

萬噸，每人每年的使用量自1970年的30.4 kg

提升至2013年的185.22 kg/人•年。一國之經濟

景氣評估，可利用造紙工業上的生產數據為

指標，如：2009年全球金融風暴，臺灣經濟成

長率為-1.81%，紙與紙板每人每年的使用量

圖1 臺灣紙與紙板生產量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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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為168.32 kg，而於2010年臺灣經濟成長率

為10.76%，紙與紙板每人每年的使用量增至

188.75 kg，二者呈現相關性(圖3)。圖4為臺灣區

造紙工業同業公會統計2013年國內製紙原料、

紙及紙板產量及各種紙及紙板的產銷概況。

(二) 原料供需

國內造紙工業使用的原料，上游漿料

廠使用各種製漿木片及回收廢紙為原料，中

游造紙業及下游紙品印刷及加工業使用原生

圖2 2012年全球紙張及紙板生產量排名前20國統計圖
1)國家； 2)產量 (千噸)； 3)產量佔全球生產量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RISI統計資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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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漿及由廢紙再生之廢紙漿料，依據不同紙

種，採用原生紙漿及不同比率的再生紙漿，

抄製成各種種類、用途之紙張。

1. 製漿木片

 造紙工業使用的原料主體是植物纖維，其

分類如下圖5所示。但現今臺灣森林禁止

伐採，故所需之製漿木片99%為進口。

2. 原生紙漿

 以2013年為例，國內造紙所需之紙漿原

料中，紙漿消費量為98.3萬噸，其中進口

66.7萬噸，比例非常高，佔67.8%；再生

紙漿約使用306.7萬噸(圖4)。國內製之原

生紙漿屬於100%闊葉樹硫酸鹽紙漿。進

口原生紙漿，以智利最多(圖6)；進口紙

漿以闊葉樹漂白硫酸鹽法木漿進口量為最

多，其次依序為針葉樹漂白硫酸鹽法木

漿、針葉樹未漂硫酸鹽法木漿料。

3. 廢紙漿料

 臺灣漿紙業者，因受限於森林禁伐之政

策，故漿料來源以廢紙資源回收為主。廢

紙經循環再生回收作業，再抄製成紙張，

以2013年為例，306.7萬噸的再生紙漿來

自約374萬噸的廢紙回收，其中國內收

集廢紙為297萬公噸，進口廢紙為77萬公

噸。進口廢紙的種類及比例如圖7所示，

以紙箱類佔最大宗(90.66%)。

 廢紙為國內造紙產業漿料最主要之原料來

源，民國70年以前，進口廢紙與國內廢紙

之比為2:1左右，到72~75年約1:1，75年

以後國內廢紙使用比例增加，到2013年，

進口廢紙量與國內所收集之廢紙比例已達

1:4，回收紙之利用率為75.7%(圖8)。

圖6 2013年臺灣進口原生紙漿前十四國統計圖
1)國家； 2)進口量 (噸)； 3)百分比

資料來源：臺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本研究整理

圖5 造紙工業的原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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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紙板類及紙張之產銷狀況

臺灣造紙產業於近年來之紙板類及紙張

產銷狀況，如下所述：

1. 紙板類(圖9)

 工業用紙板包括瓦楞紙箱用紙(分成裱面

紙板及瓦楞蕊紙)、白紙板(分成塗佈白紙

板、非塗佈白紙板及全白紙板)及灰紙板

三大類。於2004~2013年間，紙板的消費

量有明顯的萎縮(約減少15%)，外銷量則

稍有增加，此顯示臺灣之紙板仍有相當強

競爭力可供外銷。

2. 紙張(圖10)

 紙張的種類可分為印刷書寫用紙(分為塗

佈紙及未塗佈紙)、新聞紙、家庭用紙、

包裝紙、薄頁紙及其他紙張等。於紙張的

生產量方面，1970年生產量為21.5萬噸，

於2007年達到最高產量為123.3萬噸，之

後則產量開始減少，至2013年為110萬

噸。而於紙張的消費量方面，2004年為

231.1萬噸最高，至2013年降為190.3萬

噸，減少幅度約為18%。於進口量方面，

亦為呈現下降之趨勢。然而，於紙張使用

量中，進口紙張約佔了50%以上，其原因

為生產文化用紙張所採用的原料大部分為

原生紙漿(70%或以上)，臺灣雖然有生產

紙漿，但原料木片多掌握在資源擁有國，

價格難以控制，使紙業界經營困難。

臺灣紙業未來之展望

臺灣造紙業近年來面對許多不利的因

素，像是市場狹小、產業外移、供過於求、

土地及人力成本過高、水資源不足及加入

WTO後產生衝擊等，使得造紙業經營困難。

因此，展望臺灣造紙業未來，如何突破經營

環境挑戰，如下所述：

1. 發展全球化的策略

 現今全球化與區域化加速進行，市場價格

競爭激烈。因此，全球貿易競爭、經濟自

由化，勢必為最主要的發展趨勢。故紙業

必須深思其核心競爭力為何，如此才可將

紙業之版圖拓展至海外，並獲取交流、資

訊及擴展視野關係。

圖8 國內回收紙收購量及利用率曲線圖
資料來源：臺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本研究整理

國內回收紙收購量

公
噸

西元年

’90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0

4,0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1,500,000

1,000,000

500,000

0

100

80

60

20

40

回收紙利用率

百
分
比(%

)

圖9 1970~2013年臺灣紙板之生產消費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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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料源之掌控

 臺灣造紙業因原料幾乎仰賴進口，故必須

認真思索未來的生存策略，在充滿艱困的

環境中，必須積極開發料源、提高紙機產

能及高效率化、應用汽電共生系統改善能

源使用率，減少廢渣的排放及做好廢紙回

收分類系統，使廢紙回收成本更低。

3. 重視環境生態及工業安全衛生

 於後京都議定書時代，臺灣造紙業需更加

重視地球暖化對策與保護環境生態，對於

森林認證制度予以支持及實施，以達成

CO2減量、省能、節水及空氣污染防止等

目標；再者，需強化工業安全衛生，以提

升紙業競爭力。

4. 經營管理的改善

 臺灣造紙業於經營層面，需重視人才培

育、積極傳承技術，以避免人才出現斷

層。要將經營團隊年青化、電子化，以隨

時保持彈性機動及強化運籌管理，使成為

具有效率化之企業團隊。

5. 產官學合作，增設研發中心

 造紙產業屬於傳統產業，現今國內大學均

無造紙科系，導致目前國內造紙人才呈現

嚴重斷層現象。造紙產業為一專業及科技

的行業，其與化工、電子、機械、能源、

環保、造林及管理等專業均有相關，可利

用這些專業發展，轉化成各種新領域及新

行業，如生質能源、奈米纖維素、生物科

技及綠色產業等。因此，造紙產業需與林

業試驗所、國內學術單位及造紙協會進行

人才培育及研發等合作，以衍生新的技術

和商機，使臺灣造紙產業能永續經營。 

圖10 1970~2013年臺灣紙之生產消費統計圖　資料來源：臺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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