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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稿》 

2022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 

發布記者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院提供 

2022 年 7 月 12 日 

為有效預判未來半年國內外經濟情勢與產業狀況，讓各界掌握更即時的產業

訊息及總體經濟脈動，國家發展委員會與中華經濟研究院自 2013 年 6 月起，每

半年進行一次「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營運展望問卷設計保留 PMI/NMI

調查精神，題目均與過去半年（前期）或未來半年（下期）進行相對性比較，讓

受訪者在「較佳」、「持平」與「較差」三個選項中勾選，部分題目則讓受訪者

填寫變動百分比。2021 下半年台灣製造業成長力道趨緩，2022 上半年俄烏戰爭

以及中國多省陸續因防疫而封控，原物料價格異常波動，供給斷鏈同時需求也傳

出雜音。中經院針對「長短料、延單與重複下單」、「斷料或擴廠等產能利用率

調查」、「通膨預期」、「俄烏、中國封控、升息與通膨的影響」與「疫情下非

製造業產業現況」等議題進行調查，提供產、官、學界掌握最新之產業現況。 

以下節錄「2022 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之重要內容： 

一、製造業與非製造業整體營運狀況概覽 

製造業 2022 上半年營運狀況遠不如預期，指數在連續 2 期擴張速度趨緩後，

於 2022 上半年中斷連續 3 期擴張轉為緊縮，較前期（2021 下半年）大跌 13.9 個

百分點至 46.7%。且製造業仍「預期」2022 下半年營運狀況有望較 2022 上半年

營運好轉，指數為 57.1%。惟製造業自 2021 下半年起利潤率已轉為較 2021 上半

年下降（低於 50.0%）。2022 上半年，利潤率下降之企業家數遠高於 2021 年底

之預期，利潤率指數續跌至 38.8%，連續 2 期呈現下降。製造業也「預期」2022

下半年利潤率將持續較 2022 上半年下降，指數為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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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 6月，製造業之採購價格指數已連續 4期呈現上升（高於 50.0%），

且 2022 上半年回報採購價格攀升之企業比例遠高於 2021 年底預估上升之企業占

比。製造業預估 2022 下半年採購價格將持續較 2022 上半年上升，惟上升速度趨

緩，指數為 65.6%。 

自 2020 年起以內需為主的非製造業相對難以掌握與預測未來營運狀況。

2022 年 4 月起本土疫情爆發，非製造業 2022 上半年營運狀況遠不如預期，指數

中斷連續 3 期擴張轉為緊縮，較前期（2021 下半年）大跌 27.4 個百分點至 43.0%。

惟非製造業仍「預期」2022 下半年營運狀況有望較 2022 上半年營運好轉，指數

為 58.7%。受疫情衝擊，非製造業 2021 下半年原預估 2022 上半年利潤率將持續

上升（高於 50.0%）。惟 2022 上半年，利潤率表現遠不如預期，指數驟跌 13.9 個

百分點至 41.5%，轉為下降（低於 50.0%）。惟非製造業仍「預期」2022 下半年

利潤率將好轉上升，指數為 53.8%。 

截至 2022 年 6 月，非製造業之採購價格指數已連續 4 期呈現上升（高於

50.0%），且在 2022 年 6 月攀升至非製造業營運展望調查以來最快上升速度，指

數為 74.7%。非製造業預估 2022 下半年採購價格將持續較 2022 上半年上升，指

數達 71.7%。 

二、2022 全年與 2021 全年相比（廠商預估資料） 

製造業 2022 年預估之營業收入、平均銷售價格與產能利用率之年增率皆較

2021 年增率大幅下降，惟預估 2022 全年資本支出年增 7.34%仍與 2021 年增率相

當。2022 年預估採購價格增幅雖然較 2021 年年增率減少一半以上，惟增幅仍有

8.69%。 

非製造業預估 2022 年營業收入與服務收費價格之年增率遠不如 2021 年增

率。2022 全年營業收入預估增幅在剔除極端值後僅增加 0.15%。預估 2022 年服

務收費價格年增率僅 1.51%。非製造業預估 2022 年資本支出與採購價格增率幅

度雖較 2021 年增率下降，但預估 2022 年資本支出與採購價格年增率仍分別高達

5.61%與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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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前營運狀況與總體經濟議題 

1. 總經時事議題影響力 

2022 上半年關注「肺炎疫情走勢」之製造業廠商比例仍維持在七成以上，排

名由 2021 下半年的第二升為第一。「航運缺櫃、交期攀升」之勾選比例相較 2021

下半年大跌 15.1 個百分點，排名滑落至第三名。相較 2021 下半年有將近七成製

造業者勾選「原物料、關鍵零組件短缺」，2022 上半年對此議題關切之業者比例

下降至 59.3%，排名第四。「中國疫情、防疫封控與經濟走勢」與「美國經濟走

勢」勾選比例分別大幅攀升至 57.9%與 45.4%。（詳表 1） 

非製造業明顯較製造業者更關注「肺炎疫情走勢」，自 2020 年皆為非製造

業最關注的總經時事議題。肺炎疫情衝擊下，非製造業對其他議題重視程度相對

降低，排序第二之後的「國際能源及原物料價格」以及「勞動成本與人力資源短

缺」勾選比例均在四成左右。2022 上半年關注「中國疫情、防疫封控與經濟走勢」

之非製造業者佔比相較 2021 下半年大幅增加 24.1 個百分點至 37.9%。首次調查

的「美國升息、縮表進程」議題，有超過三成業者勾選。（詳表 2） 

2. 總經事件對公司之訂單、產能或營運之影響與持續時間 

幾乎全數製造業(96.7%)表示受「全球通膨」影響，且預期影響將延續至 2023

年以後之企業占比達 47.0%。91.2%製造業受「中國封控」影響，惟受影響企業中

超過半數(50.2%)認為衝擊有望在 2022 年 Q3 前結束。八成以上認為事件影響持

續不會超過 2022 年。「美國升息」和「俄烏戰爭」勾選比例雖相對較低，但受影

響製造業者中分別有 43.3%與 31.7%認為影響將至 2023 年以後。（詳圖 1） 

四大總經議題中，「營業成本攀升」與「不確定性攀升」皆為製造業影響層

面勾選比例排名前三。「全球通膨」讓 81.3%製造業面臨「營業成本攀升」，且

近半數預估影響將延續至 2023 年。「中國封控」致使近七成(69.2%)製造業面臨

「供應鏈延誤中斷」，受斷鏈衝擊之企業家數比例遠高於其他總經事件。過半製

造業反映「美國升息」使公司面臨「匯率波動」與「不確定性攀升」。（詳圖 2） 

從產業別來看，電子暨光學、交通 工具、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受影響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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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比重，排名前二名皆為「全球通膨」與「中國封控」。化學暨生技醫療、基礎

原物料產業則表示「美國升息」影響原物料市場報價，受影響之企業家數佔比最

高。「俄烏戰爭」影響俄國市場機械銷售，且俄烏二國是全球小麥等糧食重要產

地，衝擊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之營收以及食品暨紡織產業之營業成本，此二產業

回報受「俄烏戰爭」影響之企業家數比例近九成。 

「全球通膨」對非製造業的影響力遠高於其他總經事件，近九成表示受影響，

且預期影響將延續至 2023 年以後之企業占比達 47.8%。相較製造業僅 17.7%認為

「中國封控」的影響將延續到 2023 年，非製造業則有近三成業者認為封控之衝

擊將延續至 2023 年以後。四大總經議題中，最多非製造業者勾選之衝擊皆為「不

確定性攀升」，其次則為「營業成本攀升」。（詳圖 3） 

3. 斷鏈、投資擴廠等產能利用率調查 

製造業 2021 下半年一度高達 40.0%製造業回報已達最佳/最大產能，惟 2022

上半年僅 13.2%製造業達最大產能。2022 年產能滿載之企業比例大幅下降，但新

增產線與擴廠計畫仍持續進行，且電子暨光學產業新增產能之業者中，已投入且

預計再投入者近六成。有擴產意願化學暨生技醫療、電子暨光學與電力暨機械設

備業者中，約 15%~25%業者評估投產「中國」。與 2021 下半年調查相比，「台

灣」仍是最多人考量之設廠地點，惟評估投入「中國」與「美國」之比例明顯較

2021 下半年減少，分別由 2021 下半年的 25.7%與 6.8%滑落至 17.4%與 2.8%。

2021 年以來已投產者，因漲價與缺料，最新 2022 上半年調查回報「已在 2021 年

量產」之比例不到 5.0%，回報「已於 2022 上半年量產」者比例由 2021 下半年調

查之 48.6%，下跌至 13.9%，而「預計在 2022 下半年量產」者比例攀升至 44.4%。

（詳表 3、圖 4） 

製造業有 86.8%的廠商「未」達到最佳/最大產能。「訂單服務需求不足」與

「供應斷鏈原料缺貨」仍是製造業未達最大產能之主因。惟電子暨光學與電力暨

機械設備產業回報因「供應斷鏈原料缺貨」的企業占比分別由 2021 下半年的

65.1%與 73.1%滑落至 55.9%與 61.5%。2022 年 4 月起本土疫情爆發，因「人員調

動不暢」而未達最大產能的企業占比大幅攀升，尤其在食品暨紡織、基礎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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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業皆有超過五成業者勾選。食品暨紡織與電力暨機械設備產

業則有超過四成業者表示因「成本攀升」而未達最大產能。（詳表 4） 

4. 預期通膨與持續時間 

2021下半年調查時僅約四成製造業者預估 2022全年CPI在 2%以上，惟 2022

上半年，則有近七成業者預估 2022 全年 CPI 將在 2%以上，超過三成製造業更預

估全年 CPI 將在 3%以上。相較 2021 下半年製造業僅約一成(11.5%)經理人認為

物價攀升的情況將會延續到 2023 年以後，2022 上半年則有超過四成(43.5%)業者

認為物價攀升情況將延續到 2023 年以後。 

相較 2021 下半年預估，2022 上半年有六成(60.0%)非製造業者預估 2022 全

年 CPI 在 2%~4%，11.1%業者更預估將達 4%以上。相較 2021 下半年非製造業僅

約二成(19.7%)經理人認為物價攀升的情況將會延續到 2023 年以後，2022 上半年

則超過四成(43.4%)業者認為物價攀升情況將延續到 2023 年以後。14.9%業者甚至

預估將延續到 2023 下半年以後。 

5. 存貨政策、重複下單、延單、取消訂單 

全體製造業有 52.4%回報整體存貨量增加，較 2021 下半年攀升 5.7 個百分

點。尤其化學暨生技醫療與電子暨光學產業回答增加之廠商比例明顯攀升。然而

由本調查業者回報增加特定庫存品項之動機可知，2022 上半年製造業有較多企業

是「被動積壓」庫存。儘管供應商交貨時間持續攀升，惟 2022 上半年製造業回報

減少公司整體存貨量的比例攀升至 13.2%。（詳表 5） 

全體製造業中有 17.9%認為同業重複下單的情況為「有點嚴重」或「非常嚴

重」。重複下單的比重集中在電子暨光學產業，28.6%認為同業中存在「有點嚴重」

或「非常嚴重」的重複下單現象。交通工具與電力暨機械設備業者分別也有 21.1%

與 15.0%業者回報重複下單情況嚴重。 

全體製造業中有 20.5%認為同業延單、延後拉貨、取消訂單現象為「有點嚴

重」或「非常嚴重」。延單、延後拉貨、取消訂單現象的比重集中在電子暨光學

與交通工具產業，分別有 29.5%與 26.3% 業者回報延單、延後拉貨、取消訂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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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詳表 6） 

6. 本土疫情下產業現況與營收影響預期 

本土疫情衝擊國內消費，內需攸關之非製造業 2022 年第二季營收/業務量平

均減少 9.64%，並預估第三季將平均減少 4.15%。住宿餐飲、其他非製造、營造

不動產、運輸倉儲、批發、零售業所受衝擊相對嚴重，尤其住宿餐飲以及包含旅

遊代訂、展覽相關的其他非製造業，第二季營收/業務量平均減少 25%～40%。資

訊暨通訊傳播業是八大產業中唯一因疫情回報平均營收呈現增加者。第二季平均

增加 0.15%、且預估第三季再平均增加 5.17%。(詳圖 5) 

全體非製造業者因應疫情帶來供應中斷衝擊、消費形態改變等趨勢，非製造

業約有 46.0%已或計劃因應投入轉型。轉型形式依勾選比例前三依序「數位轉型」

(47.2%)、「開發新產品或多元化產品」(46.3%)與「加強培育人才與研發團隊」、

「強化既有產品或服務研發」(45.4%)。(詳表 7) 

展望未來一年營運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皆認為未來一年營運展望將較目前佳，

擴散指數分別為 55.5%與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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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廠商較重視之總體經濟情勢議題（可複選）— 製造業 

 
 

表 2 受訪廠商較重視之總體經濟情勢議題（可複選）— 非製造業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2022 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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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已或計劃新增投資產線或產能與投入地點（可複選）— 製造業 

 
 

表 4「未」達到最佳/最大產能的原因（可複選）— 製造業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2022 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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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增加」或「減少」特定存貨品項動機（可複選）— 製造業 

 
 

表 6 重複下單以及延單、延後拉貨、取消訂單現象 — 製造業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2022 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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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因應疫情衝擊、消費形態改變等趨勢之轉型策略（可複選）— 非製造業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2022 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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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A：受影響之製造業比重 (可複選) Panel B：預期影響期間 

 

 

圖 1 受重大總經事件影響之企業比重及預期影響期間（可複選）— 製造業 

 

Panel A：「全球通膨」影響層面 (可複選) Panel B：「中國封控」影響層面 (可複選) 

  

Panel C：「美國升息」影響層面 (可複選) Panel D：「俄烏戰爭」影響層面 (可複選) 

  

圖 2 受重大總經事件影響層面（可複選）— 製造業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2022 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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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22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 

 

 

Panel A：受影響之非製造業比重 (可複選) Panel B：預期影響期間 

 

 

圖 3 受重大總經事件影響之企業比重及預期影響期間（可複選）— 非製造業 

 

 

圖 4 已達最佳或最大產能相關投資地點與量產時間 — 製造業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2022 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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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 

 

 

 

圖 5 2022 年台灣本土疫情對貴司營收或業務量影響 — 非製造業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2022 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2022 上半年台灣採購經理人營運展望調查 

發布記者會 

日  期：民國111年7月12日（星期二） 

時  間：上午 9:30-12:00 

考量近期國內疫情嚴峻，此次研討會將改線上模式，並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

段採事前預錄座談影片，並於7月12日上午9:30於Youtube平台公開上線。第二階

段為線上記者發布會，相關影片及直播觀看連結，已於會議前兩週由本院發送

給各媒體單位之消息稿中提供。媒體朋友可直接於7月12日上午11時點選連結同

步參與直播，並可於直播同時，直接於YouTube留言提問，煩請註明「媒體－姓

名」以便回覆並紀錄問題，將依留言提問順序進行回覆。 

 

主 持 人：  

中華經濟研究院 張傳章院長 

報 告 人：  

台灣金融研訓院 吳中書董事長 

列 席 者：  

中華經濟研究院 王健全副院長 

台灣永續供應協會 賴樹鑫理事長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簡錦漢研究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 陳馨蕙助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