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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引言 

• 鋼市與原料動態 

• 重點推動工作 

• 掌握趨勢、佈局未來                               

電動車、再生能源、循環經濟、國防

產業、產業升級 

• 附錄：銷售分析、財務狀況及股

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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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     -再生能源   

-國防產業 -產業升級 
 



本文件可能包含「前瞻性陳述」，除簡報內所提供之歷史資訊
外，前瞻性陳述的實例包括(但不限於)未來展望、預測及估算
等預期性之陳述。 
前瞻性陳述乃基於管理階層的信念及對於未來事件的目前看法。
這些看法受到風險及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可能造成實際結果與
陳述內容發生顯著不符。 
本文件所做出的任何前瞻性陳述僅於陳述日當日適用。投資者
不應過分依賴該等前瞻性陳述。對於這些看法，除法規規定外，
未來若有任何變更或調整時，本公司並不負責隨時提醒或更新。 
本節所述的警告聲明適用於本簡報所載的所有前瞻性陳述。 

投資安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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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steel上修鋼鐵需求展望 
• 世界鋼鐵協會(worldsteel)上調今明兩年鋼鐵需求預測，2019

年由前次預測1.3%上調至3.9%，2020年由1.0%上調至1.7%。 

• 中國大陸受惠於政府放寬城市落戶限制及推動新建築標準，房
地產市場表現強勁，帶動2019年全球鋼鐵需求成長。 

 • 北美、獨立國協及亞
洲需求連續兩年正成
長。 

• 歐盟、中南美、中東
及非洲2020年需求成
長由負轉正。 

• 2019年應為鋼市需求
谷底，明年展望審慎
樂觀。 

資料來源：worldsteel SRO, 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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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前10大鋼材消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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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worldsteel SRO, 2019.10.14 

• 印度2020年鋼材需求將超越美國。 

• 越南2020年鋼材需求將達2,500萬噸，正式晉升全球用鋼大國。 

• 全球製造業正加速由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移轉至印度、越南等
新興國家之非紅色供應鏈，帶動相關市場用鋼需求。 



2020年全球鋼鐵需求仍將成長 

• 三大用鋼產業2020年將逐步回穩復甦： 

– 建築業：東南亞、印度等新興國家強力推動基礎建設投
資，將有效帶動全球建築業用鋼需求。 

– 汽車業：各國政府陸續推出各項減稅等優惠刺激措施，
預期2020年包括中國大陸、印度、俄羅斯及德國等汽車
消費大國需求將谷底反彈。 

– 機械業：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計畫將帶動建築及能源相
關機械需求，而老舊設備的替換也將對2020年需求產生
支撐。 

資料來源：worldsteel SRO, 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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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鋼市景氣 
• 全球鋼廠2019年Q3起幾乎全面瀕臨虧損(如US Steel、

TATA、日鐵、POSCO、KOBE等)，鋼廠勢必竭力停損。 

• Q4旺季需求遞延，疊加明年回補庫存需求將帶動鋼價彈升。 

• 美中貿易戰和緩，Fed降息、美元走弱，新興國家貨幣(印度
盧比、土耳其里拉、人民幣)走勢回穩有助於鋼價反彈。 

• 高爐廠已紛紛加大減產力道，鋼價築底階段確立。 

• 美國鋼廠近期已陸續調漲US$ 40/st，印度、俄羅斯低端報價
漸稀，中國大陸鋼價震盪反彈走強。 

• 台商回流設廠將帶動廠房建材用鋼需求逐步釋出。 

• 綠能風電用鋼需求明年(2020年)將大量釋出。 

• 2020年汽機車產業可望復甦，電動車需求快速成長將帶動電
動車馬達用鋼及車用鋼材及鋁材需求。 

7 



8 



重點鋼鐵市場動態 
• 歐美鋼市： 

 全球經濟走緩及政經不確定性升高，企業信心和製造
業景氣下滑。 

 德國製造業衰退，汽車業影響尤為嚴重。 

 用鋼需求疲弱，外來鋼品搶單，形成行情下跌壓力。 

 

 

 

 
 

• 南亞鋼市：印度經濟走緩，汽車用鋼需求下滑，加大出
口力道。過去熱軋每月出口量約20萬噸，最近單月熱軋
出口暴增至6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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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鋼市：受惠於
內需支撐，特別是
建 築 用 鋼 量 之 成
長，中國鋼材庫存
近來呈下滑趨勢。 

 74,782  

 5,031  
 -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中國粗鋼產量            中國鋼材出口量 

YoY +8.4% 

YoY -5.0% 

單位：萬噸 



營建 

工程 

軌道 

風電 

重點鋼鐵市場動態  
• 東南亞鋼市： 

土耳其、印度低價料擾市。 

預期2020年基礎建設投資動能仍能維持，進口
料影響鈍化後，明年需求有望續成長。 

• 台灣鋼市： 

鋼鐵加工業外銷接單下滑、 

    需求減少。 

公共工程如離岸風電、 

    桃園捷運等；其他工程 

    如信義A7、科學園區廠 

    房等，可望帶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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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各月份進料價格 

相對於2018年12月價格之漲跌幅 



367  382  379  389  
356  352  351  345  

0  

100  

200  

300  

400  

500  

2018.1Q 2018.2Q 2018.3Q 2018.4Q 2019.1Q 2019.2Q 2019.3Q 2019.4Qe 

中鋼+中龍銷售分析 

中鋼 中龍 總計 

銷售量(萬噸) 

中鋼＋中龍高爐銷售量趨勢 

• 2019年因美中貿易戰影響，全球鋼市陷入衰退，整體訂單量呈
現下滑。 

• 因應市場變化，中鋼集團持續協助下游接單，提升產業接單量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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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多品級高量產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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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
類
產
品 

鋼板 

條線 

熱軋 

冷軋 

熱浸鍍鋅 

電鍍鋅 

電磁鋼捲 

條線 

■達規格頂級品種數 

■總品種數 

七大類產品已有59個品
種，而能力已達及超越
規格頂級者有45項，比
率達76.3%。 

應用智慧製造的技術，
建立冶金製程動態控制
系統，可依客戶用料喜
好，提供量身定做客製
化的產品。 



以科學的方法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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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構面 

原物料國產化 

多用低成本原物料 

產品構面 

設備構面 製程構面 

高效率製程開發 

效率、合格率提升 

合金
減量 

合金
替代 

精減
製程 

下游應用 

省製程 

 2019年共推動418項降低成本方案，降減目標61.8億元。
此活動有效激發同仁創意、提升組織活力與執行力。 

設備長壽穩定 

零備件國產化 



運量受限 滿載 

原料運存創新變革  

船舶運能最大化 

降低原料運費 

 

 

 

 

 

 

 

10%~15% 

原 

本 

單 

位 

運 

費 

滿 

載 

單 

位 

運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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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原料運存模式，提升船席、
料地週轉，減少船運延滯費用。 

中途轉運基地 



AI智能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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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 

18% 

設備 

9% 

能源 

4% 

品質 

9% 生管 

14% 

環保 

5% 

安全 

18% 

物流 
9% 

銷售 
5% 

服務 

9% 

3年總效益 : 2.76億元 

運用數位科技感知器、雲
端、大數據、人工智慧等，
進行生產製造、生產排程、
設備維護、物流倉儲、品質
管理、產品銷售、財務會
計、工安環保等業務領域的
智能化系統建構，並驅動制
度、流程、組織、及營運模
式變革，以提升公司的營運
效能。 
 



中鋼熱軋工場智能化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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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程監測 

系統 

設備監診 

系統  

孔洞寬度
偵測系統 

鋼帶弧形
監控系統 

品質監測 

系統 

CARAT  FOMOS 串製程 

製程設定 設備監診 品質檢測 

製程 設備 品質 

串製程 

跨平台 

串製程品質分析系統 
冶金製程動態控制系統→
縮小品質變異、彈性生產 

品質預警預測系統 

SPC 



精進節能環保 

 

 

 

進行設備總體檢，推動多項汰舊換新及環保改善計
畫，有效提升生產效率及環保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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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底止，投資各類環保設施累計達678億元，
達成顯著節能減排效益，1992-2018年，粒狀物減量
89.7%、硫氧化物減量76.6%、氮氧化物減量56.2%、
揮發性有機物減量78.3%。 

 推展5G的策略 : 採用綠色製程(Green Processes)、開
發綠色產品(Green Products) 、開創綠色事業(Green 
Businesses)、結合綠色夥伴(Green Partners) 、倡導
綠色生活(Green Living)，並實踐循環經濟理念，創造
外部環保效益。 

 
 



區域能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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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燃氣、冷凝水、氫氣 中鋼公司

中鋼鋁業 鴻立鋼鐵

蒸
汽
、
氮
氣
、
氬
氣

蒸
汽 中鋼運通

中鋼碳素
焦爐氣、壓縮空氣

蒸汽、氮氣、電力

唐榮不銹鋼

蒸
汽
、
氧
氣

氮
氣
、
氬
氣

中油大林廠

蒸
汽
、
氮
氣

中石化
小港廠

蒸汽、氮氣

李長榮化工

尚承鋼鐵

盛餘鋼鐵

臺灣志氯

聯華氣體
三福氣體

蒸汽

中鋼集團 鋼鐵同業

石化產業 工業氣體業者

 鏈結14家鄰近廠商，互通有無、分享能資源(蒸汽、氧氣、
氮氣等)，創造中鋼、客戶、環境三贏。 

 2018年外售蒸汽167.2萬噸，相當於節省12.9萬公秉燃料
油，減少溫室氣體排放38.5萬噸。 



深化產學研合作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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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研
發能量 

規劃於未來幾年，進用百位博士級研究人
力。 

擴大開放式創新，深化學研界合作研究，以
廣納研發資源，提升研發效能。 

已在台大、成大、中山、台科大及金屬中心，成立五個工
程研發中心，及在汽車、壓縮機與耐火材料產業，成立五
個聯合實驗室，並執行科技部兩期「產學大聯盟」前瞻性
產學合作計畫。 

與工研院在智慧製造、水資源及高端金屬等領域建立合作
研發平台，進行產研合作計畫。 

深耕基礎能力，培植核心技術，創造差異化競爭優勢。 



 

    -電動車     -再生能源   

    -國防產業 -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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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產業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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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動力系統 

驅動馬達 傳動系統 

車體輕量省能耗 

薄頂規電磁鋼 

磁性材料 
  高強度鋼鋁材：第三代先進高強度
鋼、烘烤硬化鋼、高強度汽車鋁板 

  先進加工技術：高強度鋼鋁材成形
技術、熱衝壓成形技術 

高內質條線產品 

精密鍛造技術 

開發關鍵材料，建構CSC-inside電動車動力系統模組。 

發揮集團產鋼又產鋁，方便客戶一次購足的戰略優勢。 



電動車馬達薄頂規電磁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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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 電磁鋼片與馬達 動力系統 

為全球電動車大廠T公司驅動馬達用ES主要供應商，
亦拓展進入歐洲A公司及V公司等主流電動車廠之供
應鏈。 

已通過美、日及大陸4家主流電動車廠材料驗證，取
得供料機會。 

創造15億元/年產值，2023年將成長至50億元/年。 

成果 
效益 



 

 

 

 

 

 

 

 

 

 

 

 

 

 

 

應用於車門/車
頂/引擎蓋/行
李箱蓋/葉子板
等。 

創新  
製程  

智慧冶金：以AI建構製程動態調控模式，穩定品質。 

煉鋼合格率達９０ ％以上，領先競爭對手！ 

全系列 

12項BH鋼 

訂單量 

6.5倍增長 
創造20.6億元營業額 

以創新製程開發汽車烘烤硬化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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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環境永續的普世價
值，再生能源將成為未來
趨勢產業，可風光發展2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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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佈局發展 



風生水起現商機~水下基礎 

投資68億元建立水下基礎之產線，2019年底完工投產。 

建立從材料到成品完全在地化的新興產業聚落，約有20家廠商
參與，創造年產值百億元。 

 

水
下
基
礎 

1

3

4
5

7

6

2

構件名稱 供應鏈廠商 

轉接段 
Tier1 Tier2 

台船、中機 
俊鼎 

萬機、良聯 

二次構件 
中機 
中鋼構 

昌懋 
錦慶、亨昌  

接頭 
中機 
中鋼構 

亨昌、竣懿 
剩春、竝辰、竣騏 

   柱腳管件 
中機、萬機 
榮聖、前端 

昌懋、台蝕 

    斜撐 遠東機械、萬機 - 

犧牲陽極 中鋁、匯茂 - 

插樁 中機、中鋼構 
昌懋 

良聯、竝辰、柏騵 

合計廠商數 10家 10家 

風
機 

3 

1 

4 

5 

6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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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年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風場 

併網量 

(管架式) 

開發商 
 

大彰化東
南、西南 
900千瓩 

111座 
 

彰芳 
452MW 

47座 

中能  
300MW 

31座 

大彰化西
南、西北 
920MW 

97座 

第三階段區塊開發 
2026年起，每年1GW 
預估每年100座 
 
*係以每座風機發電容量
10MW/座估算。 

西島 
48MW 

5座 
 
 

彰芳 
100千瓩 

10座 

台電 
300MW 

31座 

海龍二、
三號 

744MW 
78座 

海龍二號 
 300MW 

31座 
 
 

接單 
目標 

2020年投產可生產及銷售18座，2022年提升至年產50座。 

離岸風電水下基礎商機展望 



 29號風場近岸、水淺、風資源良好、附近沒斷層也避開
生態敏感區位    工程施作較易，營運展望較好。 

 取得籌設許可，簽訂購售電契約，預計2024年完工併
網，預估每年可發電11.5億度電，售電收入63.4億元。 

 

風場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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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位置 彰化近海 

離岸距離 10 ~17 km 

面積 37.68 km2 

水深範圍 27 ~ 40 m 

年平均風
速 

9.66 m/s 
彰化縣 

37.68 km2 

29風場 

28風場 

27風場 
西島風場 

26風場 

福海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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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  

•建置計畫：投資43.6億台幣，於集團廠房屋
頂建置80MW容量PV，年發電量1.02億度。 

•持股比例：中鋼55%、中宇20%、中碳15%、中龍10%。 

中鋼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年 度 2017 2018 2019 合計 

預定裝置容量 (MW) 30 30 20 80 

實際裝置容量(MW) 31.16 30.01 >20(建置中) >80 (建置中) 

發電量(億度) 0.04 0.47 0.54(前9個月) 

 截至2019年9月底，所發綠電累計已達約1.05億度，減碳

量已達約5.6萬噸，相當於140座大安森林公園的二氧化碳
年吸收量。                                      

      (以2018年台電電力排放係數0.533公斤CO2e/度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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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國防用鋼、落實國防自主 

成功開發甲車用抗彈鋼板，協助
國軍完成雲豹甲車建軍。 

雲豹甲車 

國艦國造 

開發出潛艦用船板，應用於潛艦與
水面艦建造。 

相位陣列雷達 

開發關鍵磁性材料，完成軍用雷達
模組之開發。 



整合產官學研資源，推動集成創新，
促進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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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核心技術 

開展產業服務團 

推動工業4.0 
整合產官學研資源，執行創
新前瞻研發、產學大聯盟等
計劃，如開發電動車動力系
統核心技術。 

提供廠商精實管理、製程技術等

多元方案培植中堅企業。 

建構產業雲：提升產業聚落
跨廠的協同產銷營運效

率。 
導入AI技術：提升智慧製
造、智能產銷服務能力。 

上下游協同研發 
建立聯合實驗室，進行材料至終端
製品整合研發，提升產業鏈效能。 

積極推動產業升級工作 



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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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銷售分析 

中鋼集團 
國內市佔率 

中鋼 
銷售值
分析 

39% 
55% 

69% 67% 56% 
35% 

85% 
34% 

18% 
16% 

熱浸鍍鋅 棒線 電鍍鋅 鋼板 冷軋 熱軋 電磁鋼片 

中鋼 中龍 中鴻 

2019.1~3Q 

銷售值分析(依產品別) 

(2019.1~3Q) 

內/外銷值分析 

(2019.1~3Q) 

外銷32% 

內銷68% 

85% 
74% 

熱軋, 27% 

冷軋, 32% 

線材, 15% 

鋼板, 9% 

棒鋼, 8% 

商用鋼胚, 

9% 

34 



單軋業 

螺絲螺帽業 

造船業 

車輛業 

裁剪業 

鋼管業 

附註2：銷售分析－中鋼 

外銷32.04% 
    (248萬噸) 

內銷67.96% 
   (526萬噸) 

日本  17.5% 
中國大陸
16.5% 

東南亞   33.7% 

其他   32.3% 

熱軋, 

30.0% 冷軋, 

14.9% 

塗鍍, 

14.0% 

鋼板, 

8.6% 
棒線, 

18.9% 

半成品, 

13.6% 

   2019年前三季中鋼銷售量774萬噸  2019年前三季內銷/ 外銷  銷售量與地區別 

20.0% 
18.7% 

14.1% 
13.1% 
12.8% 

5.0% 
4.9% 
4.6% 

3.8% 
1.4% 
1.0% 

0.6% 

0% 5% 10% 15% 20% 25% 30% 

其他 

直接用戶 

螺絲螺帽業 

裁剪業 

單軋業 

鋼結構業 

鋼管業 

買賣業 

車輛業 

造船業 

手工具業 

鋼線鋼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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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3：銷售分析-中鋼＋中龍高爐 

單軋業 

螺絲螺帽業 

造船業 

車輛業 

裁剪業 

鋼管業 

   2019年前三季中鋼加中龍高爐產品銷售量1,058萬噸  2019年前三季內銷/ 外銷  銷售量與地區別 

日本  18.0% 

中國大陸
12.6% 

東南亞   38.6% 

其他   30.8% 
外銷35.21% 
  (372萬噸) 

內銷64.79% 
  (686萬噸) 

熱軋, 

44.1% 

冷軋, 

10.9% 

塗鍍, 

10.3% 
鋼板, 

6.3% 

棒線, 

13.8% 

半成品, 

14.6% 

22.5% 
21.0% 

14.5% 
11.0% 
10.8% 

7.2% 
4.2% 

3.6% 
2.9% 

1.1% 
0.8% 
0.4% 

0% 5% 10% 15% 20% 25% 30% 

其他 

單軋業 

直接用戶 

裁剪業 

螺絲螺帽業 

鋼管業 

鋼結構業 

買賣業 

車輛業 

造船業 

手工具業 

鋼線鋼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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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4：中鋼集團自結盈餘 

單位 :新台幣百萬元 

*自結數 

項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合併營業收入 281,806 296,446 

合併營業利益 13,169 25,032 

合併營業利益率 4.67% 8.44% 

合併稅前淨利 13,617 2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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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5：中鋼集團績效表現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IFRSs 

  2019.1H 2018.1H 

營業收入 191,111 193,714 

營業毛利 18,504 22,133 

營業毛利率 9.68% 11.43% 

稅前淨利 10,528 13,880 

本期淨利 8,378 13,053 

歸屬於 

                 本公司業主 7,181 11,168 

                 非控制權益 1,197 1,885 

每股盈餘（新台幣元） $ 0.46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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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6：中鋼集團財務狀況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2013~2017年 

     淨負債 = 付息負債 – 現金與約當現金 –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動+避險之衍生性金融資產—流動) 

 ＊2018年後 

   淨負債 = 付息負債 – 現金與約當現金 –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12/31/2014 12/31/2015 12/31/2016 12/31/2017 12/31/2018 6/30/2019 

負債 348,049 357,414 346,542 335,764 331,729 363,081 

負債/淨值 103.99% 111.44% 105.15% 101.15% 96.77% 107.11% 

資產 682,737 678,139 676,122 667,716 674,527 702,066 

負債/資產 50.98% 52.71% 51.25% 50.29% 49.18% 51.72% 

淨負債＊  250,540 269,034 254,390 238,426 212,949 205,484 

淨負債/資產 46.88% 39.67% 37.62% 35.71% 31.57% 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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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7：股利政策 
單位:每股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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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 每股盈餘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85 84 85 87 85 85 87 88 
股利 

配發率(%) 
85 132 86 70 102 82 81 63 

現金股利 

配發率(%) 76 74 78 78 78 64 66 70 74 105 67 70 102 82 8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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