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產業定義初探 

壹、政府單位的用法   

何謂傳統產業，說法見仁見智，政府單位與學術機構並無明確的見解，端賴使用

者的目地及資訊取得的難易度作為取捨的標準。政府統計單位往往為了方便蒐集

比較資料，通常以行業別定義傳統產業的範圍。譬如行政院主計處的行業分類，

將製造業區分為「傳統產業」、「基礎產業」和「技術密集產業」。其中，「傳統產

業」包括食品業、菸草業、紡織業、成衣及服飾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業、木竹

製品業、家具及裝設品業、紙漿紙及紙製品業、印刷及有關事業、非金屬礦物製

品業和雜項工業；「基礎產業」包括化學材料業、化學製品業、石油及煤製品業、

橡膠製品業、塑膠製品業、金屬基本業、金屬製品業等；「技術密集產業」包括

機械業、電力及電子器材業、運輸工具業、精密器械業。此一分類方式固然使「傳

統產業」範圍明確化，但卻忽略了「基礎產業」與「技術密集產業」中亦有處於

成長遲滯或衰退的產業。經濟部為了普查的目的把傳統製造業設定為化學材料、

化學製品、石油及媒製品、橡膠製品、塑膠製品、食品、菸草、紡織、成衣及服

飾、皮革毛衣、木竹製品、家具及其裝飾品、紙漿及紙製品、印刷、金屬基本工

業、金屬製品、非金屬礦物及其他等十八項中行業；非傳統製造產業包括：機械設備、

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電子零組件、電力機械器材及設備、運輸工具、精密光學

醫療鐘錶等六項中行業。行政院於 89 年為加速傳統產業升級轉型提出「提升傳

統產業競爭力方案」，將傳統產業定義為「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以外的其他產

業」，包括：數位３Ｃ、精密電子元件、 精密機械設備、航太、生醫及特化、

綠色技術及高級材料工業等七大行業外，均屬於傳統產業的範圍。事實上，以行

業別區分「傳統產業」或「非傳統產業」並不適當，因為被歸類於「傳統產業」

的行業中也有成長快速的新興產品，特別是若高科技運用在傳統產業上，傳統產

業也就有高科技的產品。相對地，即使是被歸類於「新興產業」或「高科技業」

的行業者，也將因為技術創新或替代品的出現而步入衰退。不過「新興產業」名

辭的使用也點出了傳統產業必需具備「存在一定時間」的時間特質。 

貳、學術界的用法 

學術界在學術研究的主張，則採取依循市場面或技術面思維。市場面基本看法有

以下幾種：第一種是根據該一產業「曾經是」該經濟體之「主力產業」，且其經

濟市場貢獻率比重至少在 15～20％以上者，但「在當前階段的市場地位」則已

衰減至 5％以下，甚至根本不到 1％之水準者，都應當可予以劃歸為「傳統產業」。

以經濟市場貢獻率比重為評準的方法，事實上比較接近於今天國際間所共同論談

的「衰退產業」之觀念，或許是屬於「比較上能與國際接軌」的一個評斷方式。



就實務情境上，也比較能夠有效詮釋過去五十五年來台灣產業經濟發展經驗。同

時，也較能夠訂定「傳統產業」的適用範圍。蔡宏明(2000)也以同樣的角度來定

義傳統產業，認為傳統產業應屬於產品生命週期中之成熟期與衰退期，亦即該產

業的市場份額將不再增加甚至已開始衰退。王建全(2001)則指出，傳統產業須具

備兩項特質，一是產業的產量、產值及利潤呈現長期遞減；二是衰退的原因與景

氣循環無關。另一個市場面的思維是以各該產業「學習曲線」的斜率作為判準，

凡產業學習曲線之斜率低於 10 度以內之產業，可以推定是經濟體的傳統產業，

至於產業學習曲線之斜率高於 50度以上者，多屬高科技產業。 

技術面的思考方向是先定義高科技產業，將非高科技即籠統歸類為傳統產業。定

義高科技産業的常用指標是：研究費用占總產值(或銷售額)的比重及科技人員占

總雇員的比重。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出於國際比較的需要，於 1994 年選

用研究費用占總產值的比重將航空製造、電子通訊設備、醫藥品製造、基礎設備

製造四大產業判定為高科技產業。大陸學者張春山先生認爲，大陸對高科技産業

定義的主要指標是：具有大專以上學歷的科技人員占職工總數的比重、用於高技

術及其産品的研究開發費用占總收入的比重、技術性收入與産品産值的總和占總

收入的比重。 

 

傳統產業定義彙總 

機構/學者 傳統產業定義 

主計處 製造業區分為「傳統產業」、「基礎產業」和「技術密集產業」。「傳統

產業」包括食品業、菸草業、紡織業、成衣及服飾業、皮革毛皮及其

製品業、木竹製品業、家具及裝設品業、紙漿紙及紙製品業、印刷及

有關事業、非金屬礦物製品業和雜項工業 

傳統製造業為化學材料、化學製品、石油及媒製品、橡膠製品、塑膠

製品、食品、菸草、紡織、成衣及服飾、皮革毛衣、木竹製品、家具

及其裝飾品、紙漿及紙製品、印刷、金屬基本工業、金屬製品、非金

屬礦物及其他等十八項中行業 

經濟部 

96年「傳統產業輔導措施」彙編報告將傳統產業定義為製造業之民生

工業、化學工業、金屬機械業，排除資訊電子業 

行政院 「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以外的其他產業」包括：數位３Ｃ、精密電子

元件、 精密機械設備、航太、生醫及特化、綠色技術及高級材料工

業等七大行業外，均屬於傳統產業的範圍 

台經院 與民生工業有關的傳統製造業：食品業、菸草業、成衣及服飾業、木

竹製品業、家具及裝設品業、非金屬礦物製品業和雜項工業 

蔡宏明

(2000) 

產品生命週期中之成熟期與衰退期，亦即該產業的市場份額將不再增

加甚至已開始衰退 

王建全

(2001) 

傳統產業須具備兩項特質，一是產業的產量、產值及利潤呈現長期遞

減；二是衰退的原因與景氣循環無關。 



徐文復、廖

文芳

(2000) 

與民生(食、衣、住、行)密切相關，如：食品、紡織、營建、汽車。

也包含這些行業上下游產業，如：鋼鐵、石化、模具、機械、塑膠、

建材等。 

 

 

參、圖表分析 

由於各家說法莫衷一是，本分析採綜合性看法，認為傳統產業需具備三項特質：

一、已在該經濟體一段時間。二、長期觀察下對該經濟體的貢獻度明顯下降。三、

生產技術已成孰，研發及設備投入佔產出比重不高。以下將利用主計處提供的資

料對上述論點做進一步分析： 

一、 已在該經濟體一段時間：製造業在台灣的發展歷史已久，從早期的進口替    

代滿足內需，接下來出口擴張帶動臺灣經濟快速成長已是新興國家經濟發

展的模倣模式。 

二、 長期觀察下對該經濟體的貢獻度明顯下降：若將產出佔 GDP 的比重視為  

該產業的貢獻度，製造業對台灣經濟的貢獻度在 1987 年達到 32.7%頂峰

(如圖一)，接下來的 15 年因為台幣升值、生產要素成本增加及廠商外移

等因素，製造業的比重一路下滑，2001 年降至最最低點 22.7%，2002 年

起才因為資訊電子產品大幅成長有逐步回升的現象。 

 

如以經濟部劃分的四大行業分析，從圖二發現民生工業佔製造業的比重長

期而言明顯下滑，金屬機械從 1993年起也有從歷史高點明顯下降趨勢，

化學工業趨勢雖不明顯，但比重也緩步下降中，只有資訊電子業長期明顯

上升。這也說明了經濟部對傳統產業的定義為什麼只包括民生、金屬、化

學三項產業。如以中分類的產業分析，圖三民生工業中所有產業，包括：

食品、菸草、紡織、成衣及服飾、木竹製品、家具及其裝飾品、非金屬礦

圖一  製造業產出佔 GDP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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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佔製造業的比重長期下滑，是典型傳統產業。圖四金屬機械中，金屬

製品及運輸工具屬於傳統產業，機械設備製造則穩健成長，不應歸類為傳

統產業，基本金屬的趨勢不明顯，應再做進一步分析。圖五化學工業中，

石油製品的比重長期成長、化學材料及化學製品雖無明顯成長也無明顯下

降，因此目前應不歸為傳統產業。圖六資訊電子業中，電力機械設備應歸

為傳統產業 

圖二   四大行業產出比重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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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民生工業產出比重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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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金屬機械業產出比重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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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化學工業產出比重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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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資訊電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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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產技術已成孰，研發及設備投入佔產出比重不高：從主計處 95 年的普

查資料發現，95 年全體製造業研發費用為 2815 億元，佔生產總額 2%，較

90年成長近 92%。其中研發費用佔生產總額比重前五大產業為：電腦及光學

製品、藥品製造、電子零組件、皮革製造、電力設備，其餘產業研發費用的

比重皆低於平均值。Boretsky(1974,1982)定義高科技產業需符合二項標

準：一是研發費用佔產出的比重應達 10%，二是員工中科學家、工程師及技

術專家佔 10％以上，顯然國內所有產業仍有相當大的努力空間。如依美國

勞工統計局（1983）定義：「高科技產業」為研發支出和技術人員所佔比例

是全體製造業平均數的二倍以上 ，根據 95 年的普查資料只有電腦及光學製

品、藥品製造、電子零組件可列入高科技產業。 

四、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如要針對傳統產業的範圍作界定，可以依照研究

者或使用者的目的及資料取得的難易程度而定。如果只是大方向的判讀分

析，則可使用經濟部定義，排除資訊電子業，將傳統產業定義為民生、化學、

金屬機械。如果是輔導產業轉型，就必需分析更細部資料，依照前面的分析

大概可以將傳統產業的範圍訂在民生工業、金屬機械(排除機械設備、基本

金屬)、化學工業(排除石油製品、化學材料及化學製品)及電力機械設備。 

製造業分類說明 

 
 
 
 
 
 
 
 
 
 
 
 
 
 
 
 
 
 
 
 



 
製造業研究發展支出概況按行業別分 

 
 
 

肆、數字分析及結論 

為了確立傳統產業科技關懷計畫的對象及優先順序，本研究使用市場份額法

（market share）分析產業的生命週期，MS=個別產業產值/全體製造業產值。蒐

集 1981～2007年製造業及 4碼產業產值,區分成 1981～1989、1990～1998、1999

～2007 三個階段，分別計算每一階段 4 碼產業的 MS 平均值 A(1981~1989)、

B(1990~1998)、C(1999~2007)、D(1981~2007)。並建立以下判別標準： 

 

非傳統產業：C>=A 且 C>=B   隱含該產業近期（1999～2007）相對產

值的成長速度大於以往，代表該產業處於快速成長的階



段。 

C>=A 或 C=>B 且 C>=D   隱含該產業近期（1999～2007）

相對產值成長速度雖不似以往快速，但仍高於平均值，代

表該產業處於成長但接近成熟階段。 

傳統產業： C<B且 C<A 且 C小於 D 20％以上  代表處於衰退中的產業。 

           C<B 且 C<A 且 C 小於 D20％以內  代表處於成熟但接近衰

退中的產業。 

           C>=A 或 C>=B 但 C<D  代表處於成熟階段的產業。 

 

由於產業品項繁多，本文僅將處於成熟及成熟接近衰退的產業列出，據以建立傳

統產業科技關懷計畫的對象及優先順序，基於資源有限及使用效率，個人認為應

優先關懷傳統產業中處於成熟階段的產業，特別是 C<D 但接近 D的成熟產業，衰

退產業則應排在成熟產業之後，並詳細評估產業前景、輔導效益及使用策略。 

 

成熟傳統產業一覽表 

 

產業別 成熟階段 成熟接近衰退階段 

紡織成衣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  

石化製藥業 基本化學材料、中藥製造 人纖製造、塗料、化妝品、清潔用品、

西藥製造 

橡塑膠 橡膠製品、塑膠製品 輪胎製造 

非金屬礦物 工業材料製造 其他項目 

基本金屬 其他基本金屬 鋼鐵伸線、鋁材軋延伸線業 

金屬製品 金屬模具、金屬結構、金屬彈簧 金屬線、其他 

電腦通訊精

密 

照相機 被動元件 

機械設備 化工機械、機械傳動、輸送設備、污

染防制、其他 

食品飲料機械 

運輸工具 

電力設備 

汽車、汽車零件、機車零件 

電線及電纜製造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 

其他製造  拉鍊鈕釦製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