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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紡織產業新訊 

（期間：2024/02/01～2024/02/29）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發佈日期：2024 年 3 月 7 日 

產業新訊摘要 

ü 美國經濟成長抵銷歐元區衰退 OECD調高全球經濟成長 預估擴張 2.9%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上修全球今年經濟成長預測，預估擴張 2.9％，

主要反映美國經濟展望好轉，抵消歐元區成長減弱。OECD 於 2 月 5 日公布「全

球經濟展望」報告，將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展望由去年 11 月預估的 2.7％上修至

2.9％，相較於去年的擴張 3.1％。明年的經濟預測維持在成長 3％不變。 

ü BASF和 Inditex合作推出 100%回收尼龍纖維改善時裝業循環性 

德國化學巨頭巴斯夫(BASF)和全球最大時裝零售商之一的 Inditex 集團日前共

同宣布，在提高紡織業回收利用方面，有突破性進展，Inditex 旗下品牌 Zara，

推出首款採用 100%紡織廢料循環利用聚醯胺 loopamid 為原料的夾克，1 月下

旬開始在全球發售，以「朝向再生的設計」為概念，包括布料、鈕扣、填充物、

鉤環和拉鍊等都由 loopamid 製成。 

ü 新紡「ISP無限衣計畫」：紡織品有效循環達 100%回收、零廢棄 

新紡以「衣 to 衣無限循環」的經營理念，推出 ISP「永續制服」計畫，提供企

業客戶團體制服訂製服務外，也有汰舊換新回收舊制服的完整機制，讓綠色採購

無縫融入企業的經營決策中，成為企業達成永續經營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夥

伴。 

ü 中國防寒服銷售成長，羽絨服藉由創新設計提升市場佔有率 

隨著消費群體的年輕化及消費需求的多樣化，羽絨服業更加蓬勃發展。主要是時

尚化和品質化趨勢，消費者對羽絨服的需求不再僅限於基本功能，更加注重個性

化、時尚化、品質化特色，這一趨勢促進對新款羽絨服的需求。其次為戶外活動

普及，對羽絨服市場產生顯著需求影響，隨著徒步旅行、登山和雪上運動等戶外

活動的日益普及，人們對於戶外功能性羽絨服的需求也相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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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總體情勢 

一、美國經濟成長抵銷歐元區衰退 OECD調高全球經濟成長 預估擴張 2.9% 

ü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上修全球今年經濟成長預測，預估擴張 2.9％，主

要反映美國經濟展望好轉，抵消歐元區成長減弱。OECD 於 2 月 5 日公布「全球

經濟展望」報告；將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展望由去年 11 月預估的 2.7％上修至 2.9

％，相較於去年的擴張 3.1％。明年的經濟預測維持在成長 3％不變，報告指出，

近期經濟數據顯示經濟溫和成長，信貸和房市持續反映金融條件緊縮的影響，且全

球貿易依然受到壓抑。 

ü OECD預期美國今年經濟擴張 2.1％，主因是家庭持續支出與勞動市場強勁，大幅

高於前次預估的成長 1.5％，明年經濟成長率維持在 1.7％不變。相較之下，該組

織將歐元區今年經濟成長率由前次預估的 0.9％下修至 0.6％，反映歐元區最大經

濟體德國前景低迷，且將歐元區明年成長預測由 1.5％下調至 1.3％。OECD 預期

德國經濟今年僅成長 0.3％，較前次預估的 0.6％一口氣大砍 0.3 個百分點，僅優

於阿根廷，在所有先進國家中表現敬陪末座。不過德國明年可望走出頹勢，擴張

1.1％。至於飽受房市動盪和消費者信心疲弱打擊的中國，OECD 預估今年經濟成

長率將由去年的 5.2％放緩至 4.7％，明年再減速至 4.2％，皆與去年 11 月預測一

致。 

ü 自去年 11 月以來，美國與歐元區通膨下降的速度比預期更快，但中國仍在原地踏

步。通膨降溫為美歐央行降息鋪路，OECD預期聯準會將在第二季降息，歐洲央行

（ECB）緊接著在第三季行動。不過 OECD也強調，地緣政治衝突持續對經濟活動

與通膨構成風險，紅海航道受阻可能增添通膨壓力。OECD 預期大部分工業國家的

通膨將在明年底前回復至目標，20 國集團（G20）明年的通膨率估計由今年的 6.6

％降至 3.8％。 

二、東南亞六國經濟增長優於全球平均 吸金力道強勁 

ü 展望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印尼和印度等六國的經濟，渣打銀行

東盟及南亞首席經濟師指出，去年平均經濟增長 4.3％左右，今年有望達到 5％，

比起全球經濟增長率 3％的預期更高，許多外資加入布局東南亞區域，吸引了全球

約 17％的海外資金，吸金力道強勁。 

ü 東南亞區域上半年的經濟增長步伐微弱，與去年狀況相去不遠，到了下半年會增長

快一些，主要因素是各大央行會開始降息，企業對投資信心提升。其中較正面的產

業之一是電子製造業，雖然亞洲地區台灣的電子業成長力道較強，但東南亞製造業

也會有好轉，對於整體的經濟提升有幫助。此外，旅遊業也開始復甦，雖然目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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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了疫情前 70％～80％的水準，仍有好轉的空間，後續可持續觀察旅遊業的狀

況。 

ü 另一個對於東南亞經濟有正面影響的因素是海外投資對東南亞信心很高，因為投資

人認為總統候選人對於國際關係都會維繫得好，少了政治因素的干擾，許多外資布

局東南亞區域，吸引全球 17％的海外資金，對比東南亞六國僅占全球總 GDP 不到

5％，卻能吸引全球 17％的海外資金，代表外資相當看好。 

貳、國際紡織產業動態 

一、BASF和 Inditex 合作推出 100%回收尼龍纖維改善時裝業循環性 

ü 德國化學巨頭巴斯夫(BASF)和全球最大時裝零售商之一的 Inditex 集團日前共同宣

布，在提高紡織業回收利用方面，有突破性進展，Inditex 旗下品牌 Zara，推出首

款採用 100%紡織廢料循環利用聚醯胺 loopamid 為原料的夾克，1 月下旬開始在

全球發售，以「朝向再生的設計」為概念，包括布料、鈕扣、填充物、鉤環和拉鍊

等都由 loopamid 製成。 

ü 巴斯夫透過 loopamid 開發的創新解決方案，可改善時裝業的循環利用，並回收

PA6 紡織品廢料。由於 loopamid 能夠耐受 PA6 和氨綸等所有織物混合物，其背

後的尖端技術有助於回收工業後和消費後的紡織品廢料，讓這些纖維及材料可多次

循環利用，同時材料特性也完全等同於常規原生聚醯胺。 

ü 巴斯夫全球單體業務部總裁阮凱明表示，此為巴斯夫推動時裝業循環利用的重要里

程碑，開啟聚醯胺紡織品循環利用的先例，loopamid 具有徹底改變 PA6 市場的潛

力。巴斯夫正在擴大技術規模，為客戶提供商業級材料，而攜手 Inditex 所推出的

膠囊夾克，證明循環利用的可行性，期望進一步推動紡織業的永續轉型。 

二、Under Armour 與 Celanese開發 NEOLAST™纖維解決彈性織物循環問題 

ü 全球特殊材料化學公司 Celanese 與運動服飾品牌 Under Armour 合作開發了一種

名為 NEOLAST™的新型高性能彈性布料纖維，這種創新材料將為服裝業提供彈性

纖維的高性能替代品且被認為可以解決彈性織物循環製造的問題。 

ü NEOLAST™纖維具有強大彈性、耐用性、舒適性和改進的排汗性能，這些纖維採

用專有的無溶劑熔融擠出製程生產，消除了常使用於製造彈性纖維、彈性織物的潛

在危險化學品。NEOLAST™纖維將使用可回收的彈性酯聚合物生產，這是該行業

應對回收含有彈性纖維的混紡面料挑戰的關鍵第一步。 

ü Under Armour 副總裁 Kyle Blakely 在聲明中表示：「這種新型 NEOLAST™纖維

代表了 Under Armour 與紡織業的變革性創新，體現了我們為消費者和地球打造更

好產品的承諾，透過以性能為導向的可持續發展和創新，我們期待著幫助運動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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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中發揮最佳水平，與 Celanese 合作，實現這種新纖維開闢循環之路的潛力。」 

三、解決紡織業對傳統聚酯纖維依賴 Texworld NYC研討會聚焦生質紡織材料 

ü 根據變革市場基金會（Changing Markets Foundation ）的資料，到了 2030 年，

每 四 件 服 裝 中 就 有 三 件 會 源 自 石 化 原 料 。 因 此 ， 生 物 替 代 方 案 創 新 者

（bio - innovators ）的當務之急，正是如何解決紡織業對傳統聚酯纖維的依賴。 

ü 在 Texworld NYC 大會中名為「新一代材料和纖維創新：從概念、試驗到實踐」

（Next-Gen Materials and Fiber Innovation: The Journey from Concept to 

Pilot Lab and Beyond ）的研討會裡，生物創新者談到了自家獨特的生物材料、品

牌合作關係，以及如何將產品概念轉化為實際開發的過程。這個會議由材料創新倡

議組織（Material Innovation Initiative, MII ）的材料創新與設計總監 Thomasine 

Dolan Dow 主持。 

ü Tandem Repeat  -  Squitex 烏賊蛋白質材料 

總部位於美國費城的 Tandem Repeat Technologies 由顧問兼代理執行長 Julie 

Willoughby 代表參加。她在會中介紹了自家新型的烏賊蛋白質材料：「Squitex

是種蛋白質纖維，本質上屬於一種聚合物，與塑膠聚合物的概念雷同。不同的是，

生物聚合物和蛋白質存在不同的硬區段（hard segments ）和軟區段（soft 

segments ）。只要控制這些區段的位置和蛋白質序列的工程設計，就能自由調整

聚合物的功能特性。」 

ü Kintra Fibers 可生物降解聚酯 

Kintra Fibers 的紡織業務經理 Saloni Gupta 解釋生物合成的具體含義，並談到該

公司聚焦於可生物降解聚酯的成果。Gupta 表示：「Kintra 產製的化學材料為 PBS

（polybutylene succi nate,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的複合體，原料端 100%取自生

物來源。PBS可由糖類製成，確保可生物降解的特性。」 

ü BioFluff 植物皮革 

BioFluff 的聯合創辦人兼執行長 Martin St übler 在皮革廠工作期間受到啟發，利用

他受過的植物材料訓練，開發出以植物纖維素為基礎的毛皮替代品。BioFluff 的

Savian 選材自 100% 的可再生植物纖維和農業廢料，利用受專利保護的技術，將

蕁麻（nettle ）、亞麻（flax）和漢麻（hemp ）加工為毛皮、剪羊毛（shearling ）

和仿羊毛織品。BioFluff 的技術成功引起設計師 Stella McCartney 的關注，並在

第 28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8）上首次發佈採用 Savian 材料設計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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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紡織產業動態 

一、新紡「ISP無限衣計畫」：紡織品有效循環達 100%回收、零廢棄 

ü 新紡以「衣 to 衣無限循環」的經營理念，推出 ISP「永續制服」計畫，提供企業

客戶團體制服訂製服務外，也有汰舊換新回收舊制服的完整機制，讓綠色採購無縫

融入企業的經營決策中，成為企業達成永續經營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 

ü 新紡總經理張瑞南強調，單一材質只是基本，回收的本意是要讓物質可以有效循

環，而不是耗費更多能源。新紡期望透過建立回收機制，促成改變紡織品的循環革

命，讓衣服布料能夠達到 100%回收、零廢棄。 

ü 「ISP 無限衣計畫」於 2020 年首次在法國巴黎紡織面料展亮相，以襯衫產品為例，

包括布料、內襯、鈕扣、衣領、襯墊、包裝外盒，全都以 100%可回收的單一原料

寶特瓶紗製作而成，主要是透過回收聚酯（R-PET）纖維，運用再生重製技術產出

機能衣著，並做到仿棉、牛仔布等手感，甚至可供羽絨服製程使用。 

ü 根據英國標準協會（BSI）的研究指出，以 ISP 計畫回收材料再製成的男裝短袖

Polo 衫，能降低 58%的碳足跡，成效斐然。 

ü 新紡是在業內最早提出及發展出單一材質全回收的公司。目前台塑、遠東新、新纖

都有做單一材質衣。台塑董事長林健男去年紡織展發表「單一 PP 材質全回收耐寒

服」曾表示，要能徹底落實循環永續經濟，使用單一材質是必要之路。 

二、產發署推動產業凈零綠色轉型，聚焦製程改善、能源轉換及循環經濟三大面向 

ü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為使業者瞭解各計畫執行之內容並進而參與各項活動，舉辦「113

年度紡織相關產業專案計畫說明會」，紡織科科長羅世藩表示，為落實政府發展策

略及願景，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及「雲世代產業數位

轉型」等政策，透過導入數位工具、智慧製造技術、IoT、AI、5G 等，協助產業朝

數位化、自動化及智慧化發展，以爭取關鍵的國際供應鏈地位；面臨國際淨零碳排

趨勢，亦致力推動產業淨零綠色轉型，以製程改善、能源轉換及循環經濟等三大面

向，創造綠色成長新動能。 

ü 特於 113 年度委託工研院、紡織綜合所、紡拓會及鞋技中心等法人單位執行多元性

計畫，以整合技術輔導、優化產品設計及行銷能量，推動上、中、下游廠商合作體

系等作法，為國內紡織產業注入創新、多元及跨域等能量；期許能協助企業從關鍵

原物料、產品設計、生產製造，打造更具韌性與靈活性體質，帶動更多紡織產業升

級轉型，進而接軌國際。 

ü 113 年度紡織相關計畫，包括「鞋類及袋包產業智慧化推動計畫」、「戶外休閒紡

織聚落數位串整計畫」、「紡織產業低碳轉型推動與輔導計畫」、「推動紡織產業

https://manage.tnet.org.tw/ArticleManage/Edit2/3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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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加值開發與輔導計畫」、「紡織產業智慧轉型整合服務計畫」、 「成衣及服

飾品產業價值鏈智慧推升計畫」、「民生產業轉型家值計畫」等。 

三、世界公民中心攜手達紡企業助難民創造就業機會 落實永續循環經濟模式 

ü 台灣知名紡織業者達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達紡)，1 月 20 日與台灣雷伊漢勒

世界公民中心(簡稱世界公民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承諾將生產過程中裁切下的布

料與邊角料，無償提供給世界公民中心，用於難民婦女編織工坊，不僅能落實循環

經濟的理念，更是創造有意義的工作機會，支持國際人道援助，提供難民危機的解

決方案。 

ü 世界公民中心創立至今，受到非常多台灣民眾與企業界的幫助，得以開辦各種極具

永續理念的專案，包含婦女紡織工作坊，兒童教育，再生能源，循環經濟及影響力

商業模式，這次蒙受達紡的大力贊助，能夠固定以 40 呎貨櫃的規模供應土耳其世

界公民中心紡織原料，能夠為數千位婦女創造工作機會，各式成品例如針織包，圍

巾，裝置藝術品等，更是能銷回台灣或直接進入歐美市場，不光是產生收益，更是

促成消費者與受幫助者最好的連結。 

ü 根據具備碳盤查師資格專家換算，每一公斤的低利用率布料若能充分回收利用，比

起當成廢棄物處理，可以節省 3 公斤多的碳排放，以一個婦女編織肩背包為例，平

均需要 3-5 公斤的布料，也就是降低約莫 12 公斤的碳排放，聯合國顧問黃一展分

析，透過這樣的過程，在符合國際標準的原則下，也有機會爭取低碳商品標章，甚

至是申請碳權，創造額外的效益。 

肆、新南向國家與中國大陸紡織產業動態 

一、中國防寒服銷售成長，羽絨服藉由創新設計提升市場佔有率 

ü 根據中華全國商業資訊中心數據，2023 年 11 月，中國重點大型零售企業防寒服零

售量同比成長 53.5%，表明防寒服銷售呈現明顯恢復和回升態勢。 

ü 2023 年 11 月，中國重點大型零售企業市場綜合佔有率前十的羽絨服品牌市場綜合

佔有率為 43.6%，相較上年同期提升 1.8 個百分點。其中波司登通過創新設計和先

進技術，鞏固其在行業內的領先地位，市場綜合佔有率為 23.9%，相較上年同月提

升了 2.5 個百分點。 

ü 從各價位所占的市場占有率來看，2023 年 11 月，中國重點大型零售企業羽絨服平

均價格在 500～1000 人民幣之間的品牌市場占有率為 65.6%(按銷售額占有率計

算)，較去年同期提高 11.6 個百分點。平均價格在 1000～3000 人民幣之間的品牌

市場占有率為 8.0%，較上年下降 4.9 個百分點。平均價格在 3000 人民幣以上品

牌市場占有率為 6.4%，較上年同期下降 1.2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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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隨著消費群體的年輕化及消費需求的多樣化，羽絨服行業升級迭代趨勢明顯。一是

時尚化和品質化趨勢，消費者對羽絨服的需求不再僅限於基本功能，更加注重個性

化、時尚化、品質化特色，這一趨勢催生了對新款羽絨服的需求。二是戶外活動普

及對羽絨服市場產生了顯著影響，隨著徒步旅行、登山和雪上運動等戶外活動的日

益普及，人們對於戶外功能性羽絨服的需求也相應增加。三是受極端氣候發展影

響，2023 年部分地區出現罕見暴雪天氣，消費者對於應對不同氣候狀況的羽絨服

需求也有所增加。 

二、印度紡織集團積極拓展人造纖維素布料市佔率 

ü 人造纖維素纖維（如 viscos 黏膠纖維）正在崛起，根據 Textile Exchange 的數據，

全球 MMCF（Man-made Cellulosic Fiber）產量從 2020 年 650 萬噸增加到 2021

年的 720 萬噸，且預計 MMCF 成長將在 15 年內加速成長，達到每年 1000 萬噸。 

ü 總部位於印度的 Birla Cellulose 是 ABG 集團（Aditya Birla Group）的紙漿和纖維

業務部門，看見了人造纖維素纖維（MMCF）的針織物在印度紡織和服裝行業的巨

大成長潛力。現今印度的針織品生產嚴重依賴棉花，Birla Cellulose 希望黏膠纖維

(viscos)和其他 MMCF 特種纖維，如莫代爾（modal）、萊賽爾（lyocell）等，能

夠在全球趨勢下擁有更大的針織品市占率。 

ü 要在印度擴大 MMCF 的使用和針織品生產有兩個必須克服的挑戰：技術限制和技

能差距。目前也很難達到大訂單所需的規模，從而使成品的面料成本更高。另一個

本地障礙是該產業的構成方式，Birla Cellulos 的業務開發和營銷聯合總裁 

Jyotiprakash Mohapatra 表示：「印度服裝產業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是其分散性，

該 產 業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屬 於 中 小 微 企 業 （ MSME,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技術的實行率較低。」 

ü 為了幫助該產業克服這些障礙，Birla Cellulose 著重投資在提升下游製造商的知識

和技能，讓其了解如何加工人造纖維素材料。ABG 集團目前投資其卓越針織中心

（CoEK, Center of Excellence Knits）約 2500 萬美元，擁有用於加工 MMC 針織

品的適當技術和關鍵操作技能，旨在克服與該紡織領域相關的既定限制。該中心還

將向更大的印度針織生態系統和製造商傳授針織生產的技能和技術見解。

Mohapatra 表示：「這將成為印度製造商參觀和學習一流技術和訣竅的知識中心，

從而使印度成為 MMCF 針織品的製造地。」 

ü 擴大印度 MMCF 針織品的另一個障礙是：為印度的價值鏈獲得出口訂單。Birla 

Cellulose 透過 LAPF（Liva Accredited Partner Forum）協助採購，並將品牌與 450 

多家強大的紗線和織物供應商網絡相互聯繫；LAPF 在印度、印尼和紐約經營實體

工作室空間，展示下游合作夥伴的面料系列以吸引國際零售商、成衣工廠和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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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附錄一、重要紡織原物料現貨價、合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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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聚酯纖維、耐隆纖維現貨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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