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 

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 

(一) 降低成本與庫存，提高經營效率。 

(二) 研發高附加價值產品，加速產品垂直整合，提升產業競力。 

(三) 作業管理電腦化，檢示各項作業流程，加強內控，改善效

率。 

(四) 強化行銷與市場開發，提升服務品質及客戶滿意度。 

(五) 積極審慎評估各項投資，適時調整投資組合。 

(六) 控管客戶信用額度，減少呆帳之發生。 

(七) 重視員工福利，增進勞資和諧，注重工業安全，善盡社會

責任。 

二、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仟元 

項     目 112 年度 111 年度 比較增(減) 

營業收入 5,843,746 8,331,419 (2,487,673) 

營業外收入 1,707,433 1,708,341 (908) 

營業成本及費用 8,085,070 11,084,811 (2,999,741) 

聯屬公司已(未)實現(損)益 (17,241) 27 (17,268) 

營業外支出 1,035,829 298,075 737,754 

稅前純益(損) (1,586,961) (1,343,099) (243,862) 

稅後純益(損) (1,587,151) (1,352,253) (234,898)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12 年 度 111 年 度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44.68 44.43 

長期資金佔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比率 
363.00 331.93 

償債能力 

分  析 

流 動 比 率 (％) 31.91 52.23 

速 動 比 率 (％) 16.52 28.51 

利息保障倍數 (4.30) (5.85) 

獲利能力 

分  析 

資 產 報 酬 率 (％) (3.48) (3.05) 

股東權益報酬率 (％) (7.40) (5.97) 

佔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13.40) (16.33) 

稅前純益 (9.41) (7.97) 

純  益  率 (％) (27.16) (16.23) 

基本每股盈餘 (元) (1.18) (1.01) 

稀釋每股盈餘 (元) (1.18) (1.01) 

四、研究發展狀況 

(一) 使用回收寶特瓶片造粒完成已量產環保粒，可供目前紡絲

課、假撚課生產環保紗提高附加價值，並可減廢及節能減

碳，友善地球環境。 

(二) 全面實施所有冷卻水循環雙吸泵浦整修陶瓷塗佈工程節電

，提高效率減少電力消耗。 

(三) 紡絲製程乾燥送風系統馬達改為變頻控制，以利增加開紡

車率、提升品質及節電效能。 

(四) 紡絲製程QAC-1N、3N風車馬達改為變頻控制，以利風壓穩

定控制提升品質及達節電效能。 

(五) 假撚製程增設管線GA空氣系統補至IA空氣系統，減少IA系

統之機台開啟，節省電能耗用。 

(六) EG3廠環氧乙烷汽提塔底泵馬達增設變頻器降速運轉，除可

達到節電效果，減少設備噪音，延長軸承壽命也可減少機

械端泵浦葉片的磨耗，延長設備使用壽命。 

(七) 活化聚酯下腳廢料應用，增設廢料回收機器將下腳加工成

聚酯粒，再次循環利用不僅環保且能降低生產成本。 

五、業務展望 

(一) 113年度經營目標及展望 

112年持續受俄烏戰爭影響，又加上以巴衝突，紅海危

機等推升國際能源及糧食價格，貨櫃運價也跟著狂飆，通

膨降速不如預期，由於歐美高通膨及高利率，影響消費者

購買力，加上美國及中國大陸新增石化產能陸續投產，拖

累石化行情，未來全球經濟仍須關注歐美貨幣政策動向及

降息時程，中國大陸及美歐經濟表現，與地緣政治風險及

對油價走勢的影響，今年上半年在歐美升息，且通膨仍很

頑強，各國央行將保持政策緊縮下，預期終端需求仍不

振，不過下半年有機會降息，企業投資及民眾消費可望提

升，此外歐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成長如印度，東南亞等

地抵消了美國及中國大陸下滑的不利影響，將帶動石化產

品需求增加。 

在乙二醇（EG)方面，EG原料成本乙烯攀高，然而EG卻

受限於下游化纖終端消費受到通膨影響，大陸解封後需求

復甦趨緩，塑化行情疲軟低迷，價格無法跟進，產能過

剩，出廠價格根本不敷變動成本，塑化行情呈現低檔築底

盤整，近年化學，化纖產業受到極大挑戰，EG市場受大陸

大舉擴建新廠並陸續投產，面臨供需失衡，在需求不振

下，廠商只能減產因應，但減產後就不具經濟規模及生產

效益，也不利於獲利，供需條件同步成壓。 

在聚酯絲方面，去年通膨造成消費者買氣縮手，疫情

趨緩後，全球服飾消費市場景氣恢復速度不如預期，品牌

客戶庫存偏高等影響，營運表現不如預期，未來一年去庫

存態勢不變，市場是否回溫仍需依賴俄烏戰爭何時結束，

通膨何時降緩及是否降息，品牌庫存是否去化等因素而決

定，聚酯市場外部尚要面對中國大陸傾銷，東南亞供應鏈

崛起等壓力，經營環境將更加艱困。本公司將機動調整產

銷策略，改善產品結構，朝細緻化，客製化，環保回收產

品生產以提高利潤，增加利基。 

展望今年，在高利率，高物價的影響下，民眾收入有

限時將先從衣著類等非必要性消費開始縮減，因此歐美消

費狀況不佳，大陸也沒疫情前好，尚須等利率下修，民眾

購買力恢復後，終端需求才有望恢復，今年EG在新增產能

持續開出，營運市況仍然艱辛，除聚酯絲品牌客戶去庫存

態勢不變，聚酯市場外部還要面對大陸新產能大量釋放，

以及越南產業鏈崛起競爭等壓力，預測今年年中將逐漸降

息，屆時（第三季）景氣調整完，有機會帶動新一波產業

上升循環，預期114年才能回復到疫情前水準。 

預計113年度將銷售乙二醇（EG）100,815噸、環氧乙

烷（EO）17,010噸、壬酚（NP）15,848噸、聚酯半延伸絲

（POY）18,866噸、聚酯全延伸絲（SDY）9,583噸、聚酯加

工絲（DTY）13,096噸及聚酯粒（CHIP）12,045噸，合計共

187,533噸。 

(二)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 

1、 EG市場受中國大舉擴建新廠並陸續投產，市場供應量會

逐步增加，國內乙烯有短缺的現象，加上運輸不易的限

制，不利競爭。 

2、 RCEP已於去年上路，關稅考量下，品牌客戶要求供應鏈

往東南亞移動，目前越南與其他東協國家的紡織產業鏈

已逐漸成形，且具有明顯的價格優勢,使得品牌訂單會

優先考慮這些地區，待這些地區產能填滿才有機會轉單

回台灣，未來可能牽動紡織產業鏈移轉，供需逐漸失衡

，台灣本地的紡織產業從上游到下游都面臨極大的經營

壓力，必須隨時關注並及早因應。 

 
 

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3年6月12日（星期三）上午9時 

地  點：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50號3樓（第1會議室） 

出  席： 親自出席、代理出席股東及電子方式出席所代表股份總額1,047,583,996股，佔本公司有表決

權之股份總額1,674,286,215股之62.57%。（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685,905,745股，扣除

公司法179條規定無表決權之股數11,619,530股外，實際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為

1,674,286,215股。） 

列  席：徐立曄審計委員  王攀發會計師   葉立琦律師 

出席董事：王貴賢董事長   徐立曄獨立董事  王皆誼董事  吳宏揚董事  林雅琪董事 

主  席：王貴賢       紀錄：陳蒔怡  施宣琪 

主席宣佈開會：（ 親自出席、代理出席股東及電子方式出席所代表股份總額已達法定數額宣佈開會）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112年度營業狀況，報請 公鑒。（請參閱附錄） 

(二)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報請 公鑒。（請參閱附錄） 

(三) 報告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份條文，報請 公鑒。（請參閱附錄） 

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112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編製完成，已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並委請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游素環、王攀發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畢，提請 承認。 

說 明： 請參閱附錄。 

決 議： 經票決結果，贊成992,018,27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383,335,301權），反

對1,881,39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1,881,395權），棄權29,969,826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29,969,826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112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本公司112年度稅後淨損為1,587,151,087元，期末累積虧損為411,573,195元，擬以法定盈

餘公積彌補之，故不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虧損撥補表內容（請參閱附錄）。 

決 議： 經票決結果，贊成993,081,18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384,398,218權），反

對1,762,79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1,762,794權），棄權29,025,510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29,025,510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承認。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  會：上午九時七分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主席：王貴賢          紀錄：陳蒔怡      施宣琪   
 



附錄 

3、 後疫情時代全球品牌商將採取「集中採購,一站式購足」

的下單模式，全球供應鏈則走向短鏈、區域化及在地化。 

(三) 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 基本工資調漲下，將增加企業的勞動成本，且面臨缺工

，優秀人才不願從事石化，紡織等傳統行業，對企業經

營帶來新的壓力及挑戰。 

2、 國內的環保意識及相關法規對於企業投資新建設備的限

制仍多，與鄰近住民的協調溝通，往往產生很大的阻力。 

3、 土地成本的取得、環保設備的投資及外在環境的克服等

總體經營環境，均是企業於國內深耕發展所需面對之問

題。 

4、 近年大陸化纖上游原料PX、PTA等急速增產，下游加工

產品價格受到壓抑，化纖作業技術，管理人才年齡老化，

面臨更多高關稅及反傾銷等因素居於劣勢，挑戰較多。 

5、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已於111年1月1日起正

式生效，因東協與其他成員已生效的FTA，開放程度已

達9成，RCEP在既有FAT上進一步開放的程度有限，應關

注中、日、韓對我國的影響，恐怕讓我國在相關市場面

臨不公平競爭。另外一個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

展協定）已於107年12月30生效，超過7成產品已降到零

關稅，我國已正式提出申請，目前CPTPP占台灣對外貿

易金額25%，RCEP則是達到59%，扣除其中交集重疊國家

，兩個多邊自由貿易協議囊括台灣對外貿易金額近70%

，如果我國無法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屆時對台灣對外貿

易發展或參與區域產業競爭將產生重大影響。 

6、 ECFA取消的影響：短期內中國仍有部分品項須自台灣進

口，長期而言台灣將失去此利基，中國大陸產品將挾價

格優勢大舉進口，台灣化纖業者首當其衝，後續將面臨

關廠，斷鏈等困境，甚至影響整體紡織業存續。 

7、 向來以規模經濟以獲取生產優勢的新興國家競爭者，如

中國大陸業者也開始朝向差異化產品開發，台灣業者須

持續藉由開發高端特殊，少量多樣，環保與機能兼具等

功能性高的產品應戰，以持續保有全球聚酯絲產業供應

鏈的優勢。 

8、 歐盟提出的歐洲綠色新政已於108年12月11日正式發布

，揭示139年碳中和的目標，112年實施碳關稅，使得「

淨零碳排」概念成為國際熱門討論議題。政府為達到減

碳目標開始透過碳稅作為減碳的政策工具，其目的在於

反映排碳的社會成本，加速低碳能源發展。Textile 

Exchange 非常關心紡織產業的碳排放，希望以109年做

基準，希望全球紡織產業在119年能夠達到減少45%溫室

氣體的目標，而NIKE則是訂定零碳行動計畫以實踐零碳

排放、零廢棄為目標，減碳趨勢不可免，宜多關注品牌

於減碳目標、廢棄物再利用、有害化學品、再生能源對

供應鏈的要求。 

9、 112年5月原油價格回落至68美元/桶，5月後油價回升，

8月再回跌，最高時在97美元，預估今年上半年油價難以

成長，下半年經濟有望好轉，將帶動油價回升，今年全

年平均油價約在80.5美元上下，較去年82.5美元略低。 
 
 
 
 
 
 
董事長：王貴賢   經理人：王皆誼   會計主管：黃紫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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