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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計 處 市 政 統 計 簡 析 

                第 108-005 號       108 年 7 月 
臺中市產業發展與變動趨勢 

前言 

臺中市地處臺灣西部交通樞紐，兼具海空優勢，並擁有豐沛的人

力資源，吸引優質廠商持續進駐，使工商業廠商家數不斷增加，帶動

經濟日益繁榮。為因應國際經貿脈動及產業環境變化，市府積極參與

國內外招商，建構優質投資環境，及推動產業升級，強化地方產業競

爭力，期發展本市成為最具競爭力的國際工商都市。  

一、 本市公司及商業登記家數自 102 年起每年約以 3%幅度成長，108

年 4 月底計 21 萬 2,190 家，以第三級產業家數占 63.06%為大

宗，其中「批發及零售業」占 35.87%最多。 

本市 108 年 4 月底公司及商業登記家數總計 21 萬 2,190 家，較

100 年底增 3 萬 8,875 家(22.43%)，且逐年遞增，102 年起每年約以

3%幅度成長；各產業以第三級產業(服務業部門，含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餐飲業、運輸及倉儲業、金融保險等) 13 萬 3,814 家(占 63.06%)

為最大宗，第二級產業(工業部門，含製造業、營建工程業、電力及燃

氣供應業等) 7 萬 1,806 家(占 33.84%)居次，第一級產業(含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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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臺中市公司及商業登記家數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公務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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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牧業) 則為 2,818 家(占 1.33%)(圖 1)。 

若依行業別觀察，

第三級產業中以「批發

及零售業」7 萬 6,117 家

(占 35.87%)最多，「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1 萬 2,548 家(占

5.91%)次之，「住宿及餐

飲業」1 萬 55 家(占

4.74%)再次之；第二級

產業則以「製造業」4 萬

5,998 家(占 21.68%)最

多，「營建工程業」2 萬 3,702 家(占 11.17%)居次 (表 1)。  

二、 105 年本市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生

產總額 4,148 億元為最大宗，「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製

造業」及「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生產總額占全國該

業比重為全國之冠。 

依 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結果觀察，本市全體工商業從業員工

119.32 萬人，創造 3 兆 7,470 億元，而場所單位前 10 大中行業提供 5

成 9 之就業機會，並貢獻 5 成 8 之生產總額，其中以「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生產總額 4,148 億元為最大宗，占全國該業之 10.17%，排全國

第 5 位高，「機械設備製造業」生產總額 3,501 億元居次，占全國該業

之 35.63%，排全國第 1 位高，「批發業」生產總額 2,979 億元再次之，

占全國該業之 14.32%，排全國第 3 位高；另生產總額占全國該業比

重之冠亦有「金屬製品製造業」及「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占全國該業比重第 2 位高有「零售業」、「專門營造業」、「餐飲業」及

「醫療保健業」(表 2)。 

結構比

一級產業 2,818 1.33

二級產業 71,806 33.84

     製造業 45,998 21.68

     營建工程業 23,702 11.17

三級產業 133,814 63.06

     批發及零售業 76,117 35.87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2,548 5.91

     住宿及餐飲業 10,055 4.74

資料來源 :經濟部統計處。

備    註 :行業別不含未分類行業。

表1、臺中市108年4月底公司及商業

登記家數-行業別

項目

單位：家、%

家數



3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中領先全球之晶圓代工及 IC 封測之半導體製

造業，產值居全球首位，主要集中於科學工業園區所在之新竹市東區，

占全國該

業比重

全國

排名

總     計 1,193,234 37,470 - -

按「生產總額」排序

前10大中行業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51,958 4,148 10.17 5
大雅區(46.20)

西屯區(23.03)

機械設備製造業 87,812 3,501 35.63 1
西屯區(12.77)

大里區(10.06)

批發業 163,237 2,979 14.32 3
西屯區(18.95)

南屯區(10.21)

金屬製品製造業 83,042 2,785 22.32 1
太平區(14.90)

大里區(13.65)

零售業 110,379 1,674 14.45 2
西屯區(14.00)

南屯區(9.50)

基本金屬製造業 17,813 1,594 15.06 3 龍井區(41.76)

專門營造業 46,210 1,389 15.47 2
西屯區(11.93)

北屯區(10.11)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24,935 1,243 32.76 1 大甲區(28.51)

餐飲業 71,667 1,215 17.51 2
西屯區(15.17)

西    區(9.51)

醫療保健業 50,083 1,126 14.38 2
北    區(19.97)

西屯區(19.4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表2、臺中市105年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重要中行業生產

經營概況
單位：人、億元、%

年底從業

員工人數
全年生產總額

主要生產行政區

(生產總額占

本市該業比重)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40,795

新竹市東區

(24.67)

(73.96)

臺南市善化區

(7.91)

(82.88)

臺南市新市區

(5.50)

(69.11)

臺中市大雅區

(4.70)

(54.89)

桃園市龜山區

(4.19)

(23.69)

   半導體製造業 24,901

新竹市東區

(36.40)

(66.62)

臺南市善化區

(10.47)

(66.94)

臺中市大雅區

(7.08)

(50.48)

新竹縣竹北市

(5.92)

(41.68)

高雄市楠梓區

(5.11)

(38.09)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8,324

臺南市新市區
(14.96)

(38.37)

臺中市西屯區
(10.99)

(16.14)

新竹市東區
(10.09)

(6.17)

桃園市龍潭區
(9.80)

(35.50)

臺南市善化區
(7.38)

(15.79)

資料來源：主計月刊第762期「我國製造業主要產業群聚分布概況」專題。

全國生產

總額

表3、105年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主要分布
單位：億元、%

主要生產行政區

(生產總額占全國該業比重)

(生產總額占該行政區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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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國該業生產總額 36.40%，而本市大雅區則占全國該業生產總額

7.08%，並貢獻該區 50.48%。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主要分布於臺南

市新市區、本市西屯區、新竹市東區及桃園市龍潭區，各貢獻 1 成左

右之生產總額(表 3)。 

我國機械產業一直扮演著產業升級的幕後推手，其中以車床、切

割機及鑽孔機為主之金屬切削工具機製造業主要以本市為主，包括神

岡區、西屯區、大雅區、太平區及豐原區，合計貢獻該業近 3 成 9，

其中神岡區近 1 成 5 來自本行業，另生產滾珠軸承及傳動軸等精密機

械關鍵零組件之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主要分布於本市大里區、西屯區、

南屯區、桃園市中壢區及彰化縣鹿港鎮，其中貢獻本市大里區近 1 成

(表 4)。 

 

我國金屬工業主要分為上游基本金屬製造業和中游的金屬製品

製造業兩部分，基本金屬製造業中鋼鐵製造業主要集中於高雄市小港

區，占全國該業生產總額 28.99%，而本市龍井區則占全國 8.16%，並

貢獻該區 42.07%。金屬製品製造業中金屬刀具及手工具製造業以中

部地區為最大產業聚落，本市太平區、大里區、西屯區、大雅區及烏

日區為最大產區，合計創造該業生產總額之 37.51%；金屬模具製造

業則以新北市新莊區、樹林區、臺南市永康區及本市太平區合計創造

該業生產總額之 24.99%為主(表 5)。 

   機械設備製造業 9,826

臺中市西屯區
(4.55)

(7.89)

臺中市大里區
(3.59)

(17.10)

臺中市神岡區
(3.51)

(25.70)

臺中市太平區
(3.15)

(19.59)

臺南市新市區
(2.58)

(7.82)

      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

      製造業
2,334

臺中市神岡區

(8.92)

(15.52)

臺中市西屯區

(7.72)

(3.18)

臺中市大雅區

(6.02)

(4.02)

臺中市太平區

(5.31)

(7.86)

臺中市豐原區

(4.62)

(7.18)

         金屬切削工具機製造業 1,777

臺中市神岡區
(10.73)

(14.22)

臺中市西屯區
(9.25)

(2.90)

臺中市大雅區
(7.44)

(3.79)

臺中市太平區
(6.16)

(6.95)

臺中市豐原區
(5.26)

(6.22)

      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4,233

臺中市大里區

(4.47)

(9.18)

臺中市西屯區

(4.19)

(3.13)

桃園市中壢區

(3.31)

(2.85)

彰化縣鹿港鎮

(2.80)

(9.53)

臺中市南屯區

(2.63)

(4.03)

資料來源：主計月刊第762期「我國製造業主要產業群聚分布概況」專題。

表4、105年機械工業主要分布
單位：億元、%

全國生產

總額

主要生產行政區

(生產總額占全國該業比重)

(生產總額占該行政區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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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8 年 4 月底營利事業家數計 19 萬 3,312 家，占全國 13.41%，

為全國第 3 高；107 年銷售額計 4 兆 2,595.96 億元，以「製造業」

占 40.86%最多。 

依財政部營業稅申報(查定)資料統計，108 年 4 月底營利事業家

   基本金屬製造業 10,585

高雄市小港區
(24.64)

(39.16)

臺中市龍井區
(6.29)

(42.61)

高雄市橋頭區
(5.90)

(75.47)

高雄市岡山區
(5.77)

(30.00)

臺南市鹽水區
(4.22)

(74.64)

      鋼鐵製造業 8,050

高雄市小港區
(28.99)

(35.04)

臺中市龍井區
(8.16)

(42.07)

高雄市橋頭區
(7.73)

(75.14)

高雄市岡山區
(6.88)

(27.18)

臺南市鹽水區
(5.21)

(70.11)

   金屬製品製造業 12,476

高雄市岡山區
(5.10)

(31.23)

新北市新莊區
(3.54)

(13.64)

臺中市太平區
(3.33)

(26.31)

臺中市大里區
(3.05)

(18.45)

新北市樹林區
(2.73)

(14.23)

      金屬刀具、手工具及模具

      製造業
3,062

臺中市太平區
(8.14)

(15.81)

臺中市大里區
(7.38)

(10.97)

新北市新莊區
(6.26)

(5.93)

新北市樹林區
(4.43)

(5.68)

         金屬刀具及手工具

         製造業
1,558

臺中市太平區
(12.84)

(12.68)

臺中市大里區
(11.66)

(8.82)

臺中市西屯區
(4.56)

(1.25)

臺中市大雅區
(4.33)

(1.94)

臺中市烏日區
(4.12)

(6.50)

         金屬模具製造業 1,504

新北市新莊區
(10.69)

(4.97)

新北市樹林區
(7.19)

(4.52)

臺南市永康區
(3.84)

(1.99)

臺中市太平區
(3.27)

(3.12)

新北市三重區
(3.09)

(1.66)

      金屬加工處理業 3,679

高雄市小港區
(6.04)

(3.34)

高雄市大寮區
(5.97)

(11.57)

高雄市燕巢區
(4.75)

(23.43)

臺中市太平區
(3.08)

(7.18)

資料來源：主計月刊第762期「我國製造業主要產業群聚分布概況」專題。

表5、105年金屬工業主要分布
單位：億元、%

全國生產

總額

主要生產行政區

(生產總額占全國該業比重)

(生產總額占該行政區比重)

占全國(該

業)比率

全國

排名

占全國(該

業)比率

全國

排名

總計 193,312 13.41 3 160,114 12.87 3

一級產業 546 4.84 7 306 2.52 8

二級產業 46,898 16.88 2 41,913 17.62 2

     製造業 29,517 20.50 2 29,220 21.48 2

     營建工程業 16,143 13.12 2 11,726 12.56 3

三級產業 145,864 12.65 3 117,895 11.86 4

     批發及零售業 86,205 12.80 3 75,613 11.96 4

     住宿及餐飲業 18,768 12.26 3 12,868 11.48 3

     其他服務業 11,043 13.25 2 8,996 12.79 2

項目
108年4月底

家數

表6、臺中市營利事業家數-行業別
單位：家、%

100年底

家數

資料來源 :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備         註 :1.100年底採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第6次修訂)，108年4月底採第8次修訂；

                 2.行業別不含其他不能歸類之行業。

          原營造業修訂為營建工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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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計 19 萬 3,312 家，占全國 13.41%，各縣市中排第 3 高；其中第二

級產業占全國該業比率 16.88%，排全國第 2 位高，較 100 年底減 0.74

個百分點，排名不變，第三級產業占全國該業比率 12.65%，排全國第

3 位高，增 0.79 個百分點，名次上升 1 名，第一級產業則占全國該業

比率 4.84%，居全國第 7 位，增 2.32 個百分點，名次上升 1 名；以行

業別觀之，第二級產業中前兩大行業「製造業」、「營建工程業」分別

占全國該業比率 20.50%、13.12%，均排名全國第 2 位高，第三級產

業中前兩大行業「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分別占全國該業

比率 12.80%、12.26%，均排名全國第 3 位高(表 6、圖 2)。 

 

107 年營利事業銷售額共計

4 兆 2,595.96 億元，其中以第二

級產業 2 兆 1,863.45 億元(占

51.35%)為最大宗，第三級產業 2

兆 680.29 億元(占 48.55%)居次，

第一級產業為 34.09 億元 (占

0.08%)；第二級產業中又以「製

造業」1 兆 7,402.62 億元 (占

40.86%)最多，第三級產業則以

1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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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臺中市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概況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結構比

一級產業 34.09 0.08

二級產業 21,863.45 51.33

     製造業 17,402.62 40.86

     營建工程業 3,007.00 7.06

三級產業 20,680.29 48.55

     批發及零售業 14,809.25 34.77

     不動產業 1,659.80 3.90

     金融及保險業 1,032.46 2.42

資料來源 :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備    註 :行業別不含其他不能歸類之行業。

表7、臺中市107年營利事業

銷售額 -行業別

單位：億元、%

項目 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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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及零售業」1 兆 4,809.25 億元(占 34.77%)最多。以近年資料觀

之，107 年營利事業銷售額較 100 年增 6,740.39 億元(18.80%)，呈向

上攀升趨勢(表 7)。 

本市大肚山科技走廊 60 公里的產業聚落，已成為製造業、精密

機械、航太零組件重鎮，具備產業完整上下游供應鏈體系，致 107 年

「製造業」營利事業銷售額占比達 40.86%，與「批發及零售業」銷售

額合占近 7 成 6，成為產業發展之核心。 

四、 107 年底開發工業園區進駐廠商共計 226 家，全年總投資額、總

營業額分別達 942.39、1,687.03 億元。 

本市為國內精密機械產業之重要生產基地，且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設置於臺中地區後，已為整體產業發展種下結構轉型因子，故為促進

轄內土地資源之有效利用、縮小用地供需差距，及輔導產業升級、厚

植企業實力，營造友善投資環境，市府積極推動工業園區之開發，目

前已完成開發之園區有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一、二期及神岡豐洲科

技工業園區第一期，開發及規劃設置中之園區有太平產業園區、潭子

聚興產業園區、豐洲科技工業園區第二期及大里夏田產業園區，開發

完成後將吸引更多廠商進駐投資。 

 

107 年底已開發工業園區進駐廠商共計 226 家，較 100 年底增

181 家(402.22%)，全年投資額、營業額總計分別為 942.39、1,687.03

年底家數 投資額 營業額 年底家數 投資額 營業額 年底家數 投資額 營業額

100年 45 132.39 213.02 4 7.58 2.97 41 124.81 210.05

101年 79 345.20 375.39 18 52.18 87.67 61 293.02 287.72

102年 105 393.00 468.00 33 83.00 111.00 72 310.00 357.00

103年 130 458.10 539.48 47 112.72 129.50 83 345.38 409.98

104年 146 520.90 599.70 56 171.54 147.45 90 349.36 452.25

105年 170 553.09 615.46 67 200.64 159.61 103 352.45 455.85

106年 178 832.43 1,446.18 76 205.46 163.83 102 626.97 1,282.35

107年 226 942.39 1,687.03 72 205.47 163.83 154 736.92 1,523.20

107年較100年

增減率
402.22 611.83 691.96 1700.00 2610.69 5416.16 275.61 490.43 625.16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表8、臺中市已開發工業園區投資情形
單位：家、億元

年別
總計

神岡豐洲科技

工業園區第一期

精密機械科技

創新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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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較100年分別增810.00億元(611.83%)、1,474.01億元(691.96%)，

共創造 2 萬 4,640 人之就業機會，其中「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第一

期」進駐廠商計 72 家，投資額、營業額分別為 205.47、163.83 億元，

「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進駐廠商計 154 家，投資額、營業額分別

為 736.92、1,523.20 億元，另為因應中央發展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產

業及輔導在地工具機、機械產業邁向產業 4.0 政策，106 年引進「台

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於園區內行政服務中心設立辦公室，以

推動智慧機械產業之升級，並提升在地化產業整體競爭力 (表 8)。 

五、 107 年工業支出為 31.22 億元，較 106 年增 4.21 億元(15.59%)；

地方型 SBIR 計 37 家廠商獲計畫補助，補助總金額為 2,647.50

萬元，自 102年起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專案累計核貸 120件，

總金額為 1 億 2,710 萬元。 

觀察地方總決算歲出政事別結構，本市為推動工業發展，用於辦

理工、礦、營造、水電、燃料及能源等業務有關之工業支出 107 年為

31.22 億元，較 106 年增 4.21 億元(15.59%)；觀察近年資料呈成長趨

勢，106 年起因交通支出科目金額部分移轉至工業支出科目，致近 2

年工業支出帳面上高達 58.23 億元 (圖 3)。 

 

為協助中小企業進行產業技術、產品及服務之創新研發，以創造

6.28 6.89 6.55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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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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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主計處及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

備 註：107年度決算審定數為本府主計處決算數。

億元

圖3、臺中市工業支出概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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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加價值產品，提升企業整體效益，本市持續推動青創夢想家及地

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並因應產業政策發展需求，

107 年度分有民生化工、金屬機械、光電資通、食品與生技醫療、創

意與智慧生活及運動產業六大技術領域，計有 95 家廠商提出申請，

37 家獲計畫補助，補助總金額為 2,647.50 萬元，近 4 年補助總金額

達 1.41 億元(圖 4)。 

 

此外，市府與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合作辦理「臺中市

政府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信保專案」，協助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

取得所需之資金，期藉由貸款推動，強化中小企業競爭能力，並激發

11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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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臺中市推動地方型SBIR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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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臺中市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貸款專案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萬元



10 

青年創業能量，幫助實踐創業夢想，進而發展城市的創意經濟。自 102

年起累計核准貸款件數 120 件，核准貸款總金額共計 1億 2,710 萬元，

另為扶植富創意、有能量之微型、中小企業快速地成長，亦與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合作，提供「創櫃板登錄輔導」，協同專家顧問團隊提供

諮詢，讓廠商逐步走向資本市場，迄今已輔導 39 案廠商取得創新創

意推薦，其中 8 家廠商已成功登錄創櫃板(圖 5)。 

結語 

為打造臺中成為富強城市，市府推動「前店、後廠、自由港」三

大經濟政策，「前店」是積極發展會展產業，利用會展產業來推動「前

店後廠」的經濟模式，扶植在地企業並擴大招商引資，爭取外國訂單，

讓產品銷出去，同時透過法制調整鬆綁體制，以整體大臺中門戶概念

結合臺中國際機場、臺中港及臺中高鐵站三大優勢，使臺中成為與全

世界企業對接的國際門戶，吸引優質廠商持續進駐。此外，亦持續深

耕科技產業，並加速升級地方傳統特色產業，提供創業服務平台，以

帶動經濟成長與創造就業機會，讓本市成為「人本、永續、活力」、最

具競爭力的「創意城市」與「生活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