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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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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主軸

轉型

高值化精緻鋼廠 發展綠能產業

深化用鋼
產業升級

開發及精進
減碳技術

傳承精進
企業文化

提升行銷能力

開發精緻鋼品

驅動高效制度
及業務流程

導入人工
智慧物聯網

建立優質製造能力
深耕綠色產業

邁向高生產力

規劃出10項策略、100項行動方案，並在執行力下功夫以實現精緻鋼廠願景。

數位轉型、低碳轉型、供應鏈轉型

在強不在大，打造專精強核心能力，培植差異化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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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理念、兩個主軸、三個轉型、十項策略



供應鏈轉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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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節能方法，
協助產業提升能
源使用效率。

 協助客戶建立碳盤
查能力，推動實質
減碳，以提升低碳
綠色競爭力。

用鋼產業升級 成立節能服務團

成功企業能順應環境而改變：順勢

→卓越企業需引領變革改造所處產業環境：造勢。

成立碳管理輔導團

落實"產業升級、
材料先行”理念。

整合產官學研資源，
協助下游用鋼產業
升級轉型。

個別企業的競爭→產業生態體系的競爭；下游好、客戶好，中鋼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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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應鏈轉型



2023年1~3Q精緻鋼品銷售量占比7.6%，營收占比11.75%，毛利占比86.47%。
顯示精緻鋼品的高技術含量及應用價值，可提升公司獲利及客戶黏著度，更能對
抗景氣波動。

「具備高技術含量、高產業效益及高獲利能力」產品。

精密
鍛件用鋼

高值
手工具鋼

高功能
結構鋼

綠色能源
及

家電用鋼

尖端
超強韌鋼

先進
合金碳鋼

跨世代
車用鋼

超能效
電磁鋼

年份 2024 2025 2026 2030

精緻鋼品銷售目標 (精緻鋼品銷售量/成品銷售量) 9.5% 11.0% 12.5% 20.0%

精緻鋼品定義

客戶需求、產業趨勢

7

1 開發精緻鋼品



能耗省

馬力大

體積小

馬達性能需求

持續開發更高能效ES及應用技術，與產業鏈共創低碳轉型新商機。

低鐵損

高磁通

薄厚度

ES品質應對

應用技術精進

磁迴路受阻
磁通量下降

焊道絕緣性
差鐵損上升焊接式

鉚接式

黏結式
自黏塗膜ES

及應用技術

2007 與T廠合作，透過EVI供應各車款
馬達所需ES。

2023 供應ES予T、V、A、M等車廠，
全球電動車馬達用鋼量市佔率近
20%。

高能效ES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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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能效電磁鋼



已開發系列高強度車用鋼，以及兼具高強度及延展性的次世代先進高強鋼，強度達一
般軟鋼的5.2倍，可使汽車減重55%，生命週期CO2減排近70%。

已取得27家車廠、275項產品認證。

減重節能高強度

容易加工高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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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世代車用鋼 - 高強度車用鋼



海鯤號潛艦

開發甲車用抗
彈鋼板，供料
製造600餘輛
雲豹甲車車體。

國防產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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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尖端超強韌鋼 - 國防科技產業所需關鍵材料

開發兼具超高硬度與韌性的抗彈板，以因應戰車、甲車輕量化需求；開發極高韌
性及強度艦艇用鋼，提高海軍艦艇性能，為國防科技產業做出顯著貢獻。

陸軍亦積極研製新式戰車、甲車，汰換現有裝備、提升國防實力。

開發潛艦用船板，
已用於建造首艘
國造潛艦海鯤號。

雲豹甲車 戰術偵搜車

尖端超強韌鋼 –國防科技用鋼之終端應用



․深度訪查
․產業鏈SWOT分析

․研擬產業升級
行動方案

․整合產官學研
資源籌組聯盟

․執行創新研發
成果落實應用

產業調研 研發規劃 籌組聯盟 成果落實

轉型為

服務加
值型
製造業

技術研發

協同創新

策略投資

通路建構

自創品牌

提升產業
整體競爭力

鋼鐵產業
處境嚴峻

規模不足 欠缺研發

產業外移

中國崛起

成本攀升

1 推動用鋼產業升級理念與作法

研發經費14.13億元、開發 58 項精緻產品及先進製造核心技術、年效益 505.6億元。

籌組16 個研發聯盟、匯集 8 個學研單位、66 家廠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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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扭力專業級精密鍛造 數位手工具
單價2萬7千元/組

一般手工具
單價2千元/組

民生用起子頭傳統鍛造

過去5年產值年均

增長4.7%，111

年達1,470億元。

45%
成本減少

開發專用鋼材，並
發展深加工技術，
協助導入數位技術。

成立手工具研發檢測
中心，並創立MIT品
牌及自主行銷通路。

價值鏈

OEM ODM OBM

13倍
價值提升

Price Up Value Up

4倍
耐用度升級

匯集15家產學研機構執行手工具整合性科專計畫

台中為全球最具競爭
力手工具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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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值手工具鋼 - 打造MIT精品手工具



匯集12家產研機構執行高值扣件科專計畫

螺絲自動全檢機台扣件CAE分析

開發模具CAE設計、
模流加工、合金電鍍、
產品自動檢測等技術

建立高品級扣件製造
及品檢能力

車用螺栓
單價240元/kg

一般螺栓
單價80元/kg

3倍
價值提升

175倍
價值提升

Value Up & Price Up

100倍
價值提升

一般五金螺栓
單價50元/kg

航空引擎螺栓
單價5,000元/kg

工業用螺絲
單價20元/顆

人工牙根
單價3,500元/顆

過去5年產值年均

增長6.6%，111年

達 2,026億元。

高雄地區全球最具影
響力扣件產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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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密鍛件用鋼 - 台灣扣件上可靠



節能碳減技術 碳中和路徑規劃

輔
導
實
績

 中鋼碳管理輔導團

 工業局推動1+N碳管理示範團隊  環保局淨零大聯盟

 與鋼鐵公會、金屬中心共同推動「鋼鐵產業減碳推動服務團」

2023完成22家

節電約868萬度/年

減碳潛力約4,443公噸/年

借重本公司退休人才庫與在職同仁組成「碳管理輔導團」

 分享碳管理、碳中和資訊
 建立溫室氣體盤查能力
 規劃減碳方案
 推動實質減碳

輔導重點 一對一
 輔導碳盤

查作業
 進行減碳

診斷服務

中
鋼
已
建
立
能
力 碳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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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大帶小、價值共創」協同產業鏈低碳永續轉型

自2004年起

-7%
-25%

碳中和

(基準年)



以創新製程降低碳排放，再結合碳權抵換產出碳中和鋼材，獲得BSI認證；交給下游客

戶接續做出碳中和終端產品，與客戶開創共享的綠色新商機。

碳中和
扣件

加工生產扣件，依循PAS 
2060方式執行並進行驗證

• 以中龍電爐生產小鋼胚，於中鋼
加工產製線材盤元，輔以相關製
程之減碳措施。

• 執行碳足跡盤查及查證。

• 結算剩餘排碳量

• 以中鋼公司之先期專
案及抵換專案額度抵
銷剩餘排碳量

• 碳中和宣告外部查證

扣件業者
(下游客戶)

攜手下游客戶，共同邁向產品碳中和

碳中和線材盤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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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中和鋼品獲BSI認證



數位轉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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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導入

驅動
變革

善用
AIoT

運用AIoT人工智慧

物聯網的先進數位
科技。

已完成133項公司級專案，年效益達 12億元。

將AIoT滲透應用到

3個領域、11項業務，

規劃出智能化發
展藍圖。

驅動業務流程及

商業模式的變革，

以落實數位轉型最

大效益。
智能
設備

智能
生產

智能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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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數位轉型



主輸送帶監診系統
爐頂佈料量測
高爐設備監診系統
爐床液位計…等

管道流異常指引
高爐設備異常指引
爐頂佈料智能化輔助
高爐爐況指引…等

質能平衡
爐況指標
管道流預警
爐熱分析診斷…等

鼓風嘴風口影像分析
鐵水溫度預測模型
智能化熱風爐
銅冷卻壁殘厚預測等

AI是提升製程效率與節能減碳之有效工具，製程領域已全面導入。

感測器
製程量測
資料採集

8項
智能
操作
指引

9項
智能
預測
模組

5項
爐況
智能
指標

高爐煉鐵
鋼廠核心製程

體積龐大
高溫高壓

鐵礦還原反應
狀態難以掌握

AI演算、智能模
組、決策輔助

資料彙整
建構大數據

AI決策輔助

智能模組
27項

燃料費降減
2.35億元/年
溫室氣體減排

11,346公噸/年

導入
AIoT

5項
線上
智能
監診

可透視

能預知

易掌控

解
開
黑
箱

V:3400 m3

T>2000 ℃

P>3.4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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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創新 - 建立高爐煉鐵智慧中心



燃控

程控

智能溫控

虛擬量測驗證
輻射遮蔽計算
鋼胚在爐時間預測等

控制閥性能監診
熱交換器監診
蓄熱體監診
熱平衡分析等

胚溫預測
爐溫設定最佳化
鋼胚氧化脫碳控制
大數據調機
加熱爐動態模擬
熱頭熱尾控制
胚溫誤差補償
節能溫控等

3D

胚溫
虛擬
量測

爐況
智能
監診

加熱爐
共20座

熱慣性大
高溫氧化

銹皮阻擋測溫
胚溫難以掌握

核心技術
19項

燃料費降減
1.5億元/年

溫室氣體減排
31,040公噸/年

導入
AIoT

智能
溫控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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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 加熱爐智能溫控系統

監診

預知

量測

爐況可視可控開發系統模組

1100~1300C

i Furn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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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ChatGPT模型整合股東大會資訊

設備維護
與指導程序

系統營運
與應急對策

安全監控
與風險控制

產線資訊
解析與檢索

物料庫存
監督與管理

客戶體驗
與關係強化

文件撰寫
與報告整理

知識整合
與資料擷取

生成式AI工作坊
研發、資訊、AI推動人員

優化作業流程、加速經驗傳
承、提升工作效率。快速生成準確QA回應股東詢問。

1 智慧創新技術 - 生成式AI



低碳轉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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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製程
Green Process 

綠色產品
Green Product

綠色夥伴
Green Partner

綠色事業 綠色生活
Green Living

再生能源

太陽光電

離岸風電

綠能材料

外部節能減碳

馬達用電磁鋼

高強度汽車用鋼

高強度船舶用鋼

耐蝕用鋼

熱處理省製程用鋼

食衣住行育樂

綠色採購

綠色建築

綠色交通

環境教育

高效能源利用

廢熱回收

能源智能調度及
管理系統

水資源再利用

循環經濟

臨海工業區能資
源整合系統

轉爐石資源化應
用

煤焦油資源化應
用(高值碳材)

Green Business

中鋼5G(Green)策略

從5G構面展開，推動多項方案，提升公司環保績效、開拓綠色商機，
並奠定碳中和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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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碳轉型策略：從5G策略到碳中和



鋼

鐵

生

產

流

程

提升良率
設備效能

廢熱回收
汽電共生

能源調度
智能管理

燃燒控制
溫控優化

製程改善
製程精簡

節能減碳
十大方略

能資源調度中心

CC

熱進爐
爐溫程控及燃控

廢熱回收

廢熱回收
鐵礦

COG BFG LDG

O2

連鑄

鋼胚

加熱爐退火調質

鍍鋅塗膜
成品

轉爐
煉鋼

酸洗冷軋

煉焦煤 鐵礦 石灰石

煉焦工場 燒結工場

熱風爐

鐵水

乾式淬火爐
濕式淬火爐

高爐

燒结礦焦炭

煉焦煤 鐵礦 石灰石

煉焦工場 燒結工場

熱風爐

鐵水

乾式淬火爐
濕式淬火爐

高爐

燒结礦焦炭

熱風爐

動力工場

魚雷車

冶金煤

PCI

CDQ 頂壓
發電

煉鐵高爐
智慧中心

廢熱回收

廢熱
回收

爐氣
回收

回收副產爐氣、廢熱→汽電共生

廢熱回收

燒結
工場

煉焦爐

爐氣
回收

爐氣
回收

爐溫控制及燃控
廢熱回收

鋼捲 熱軋

高爐
煉鐵

中鋼在2011-2020十年期間完成1,182項減碳專案，累計減碳量達145萬噸CO₂/年，

減碳6.5%，這是需要點滴經營、可以積小勝為大勝並是邁向淨零的基本功。 23

1 鋼鐵生產製程 - 許多節能減碳機會



PV建置量：97.9 MW，年發電量1.2億度，每年減碳5.9萬噸。

營運實績：(累計至2023年11月底)

累計減碳量

約26.5萬噸
綠電發電量

5.34億度
售電收入

24.83億元

CO2

大安森林公園

679座CO2年吸收量

註: 以2022年台電電力排碳係數0.509公斤CO2e/度估算

短期目標及實績

未來發展
建置規劃：

營運規劃：
預估營收 2024年約5.7億元 2033年約7.0億元
業務項目 銷售綠電、儲能、技術服務

每年建置2~3MW 2033年總目標設置量120MW以上，年發電量約1.3億度

24

1 拓展能源產業 - 太陽光電+儲能系統

儲能系統：完成4MWh儲能系統建置，參與台電電網動態調頻AFC，並作為
場內太陽光電供需削峰填谷的功能，以及強化電網韌性。預計今年底前再完
成7MWh儲能系統建置。



中鋼與CIP合作成立中能發電，建置300MW
容量離岸風場，今年(2023)工作項目為安裝
水下基礎(含基樁)、鋪設輸出海纜及建置陸上
變電站等工事。

彰化大城鄉及芳苑鄉外海
水深範圍：27 ~ 40 m
年均風速：9.66 m/s

離岸風場開發

成立興達海基公司從事管架式水下基礎製造。

2023年6月完成中能風場31座所需水下基礎
經業主驗收合格。

政府推動離岸風電策略已進入第三階段，持續
接洽第三階段區塊開發的各風場開發商。

水下基礎製造

預計2024年併網，年發電量預估11.5億度，
依躉購費率計算前10年營收約69億元/年，減
碳潛力55萬噸/年。

在地化程度最高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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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拓展能源產業 - 水下基礎製造與離岸風場開發



興達海基未來營運發展規劃-籌組南方聯盟

南部聯盟團隊擁有良好深水港A6碼頭水深15米可供成品、半成品進出運輸使用，另外整合洲鉅
A6基地廠區面積17公頃，以及俊鼎A5基地廠區面積8公頃，加上興達海基專精TP產製基地，
將可大幅提升南方聯盟水下基礎產製能力及能量。

出貨

興達海基 洲鉅風電

風場
大組二

轉接段

上部結構 大組一 下部結構

俊鼎機械

海運

成品

興達海基
廠區

高雄港
A5基地

高雄港
A6基地 26

1 拓展能源產業 - 水下基礎製造與離岸風場開發

興達海基已建立整支水下基礎履約技術能量，將於此南部聯盟中作為Tier 1供應商，負責完成技
術含量高之轉接段，亦將帶領南部廠商洲鉅風電及俊鼎機械生產團隊進行組立及最後大組工程。



CO2減量
(噸/年)

27

1 低碳轉型策略 - 綠色生活

高雄捷運紅橘兩線於2008年相繼通車，邁向低碳城市。

中鋼承攬輕軌工程，提升使用大眾運輸工具之運量轉移比率。

2022年高雄輕軌營運路段
凱旋公園站(C32)~籬仔內站(C1)~愛河之心站(C24)

綠色運輸

植樹造林

2022年
總運量
(人次)

高雄捷運 4,113萬

高雄輕軌 501萬

合計 4,614萬

• 2022年減碳實績
減碳量合計達約4.1萬公噸。
相當106座大安森林公園二氧
化碳年吸收量。

CO2

註：減碳量依總運量、平均旅次長度及大眾運輸與汽車每公里排碳量差額計算。

南投縣中寮鄉

10,000株喬木

約9公頃

約696公噸
註：參考國立屏科大於94.11.22對本公司進行綠化減低CO2效益評估報告估算

高雄市甲仙區

5,000株喬木

約2公頃

約348公噸

高雄市六龜區

1,000株喬木

約1,181平方公尺

約70公噸

高雄都會公園

812株喬木、500株灌木

缺株補植

約57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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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程減碳、中長程邁向碳中和路徑規劃

-1%/年

-3.6 %/年

-3.75 %/年

規劃多
元方略

CCS捕捉封存 :
低碳高爐→零碳高爐

加大力度提
升能源效率

使用再生能源

高爐噴氫
取代煤

高爐添加
還原鐵

鋼化聯產

增用廢鋼 全氫能冶煉製程 :
鐵礦→DRI→EAF→鋼

2021-2022 年
完成 472項減
碳方案，年減
碳量92萬噸，
年減碳幅度達
2.1%，為過去
平均值的3.2倍。

無碳燃料

電力化

2210
-7% -25%

建立需求技術
部署所需資源
備足所需資金

依據技術成
熟度、成本
有效原則、
高級鋼生產
能力，選擇
最適路徑。

碳中和基準年碳排

2018 (減碳基準年)

從22%強化至25%



冶金煤鐵 礦

終極路徑：綠電+以氫代碳+CCUS

轉爐
煉鋼

連鑄

煉鐵煉鋼
軋鋼製程

噴氫取
代噴煤

燒結
工場

低碳高爐

高爐
煉鐵

CO、CO2

增用廢鋼
COG

LDG

BFG

CCS

煉焦爐

零碳高爐

醋酸、甲醇、EVA

添加還原鐵

鋼化
聯產

電力化、無碳燃料

CO2

欠缺成熟技術、綠氫資源、需設備改造，將面對技術、資源、資本
三大挑戰。

軋延製程

碳捕捉封存

綠電 外部配合條件綠氫

全氫能
煉鐵製程

氫基
直接
還原
煉鐵

DRI

海外
設置
工廠

電爐

精煉

HBI

鐵水
動力工場

電爐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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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綠色製程：中長程兩階段達成碳中和路徑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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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燒)

噴吹氫

取代粉煤

HBI

爐頂氣
含CO、CO2

添加
HBI

取代
鐵礦

鋼化聯產

BFG

匯集12所學研機構、27位學者專家成立氫能冶煉研究中心。

鋼化聯產高爐噴吹富氫氣體

研究領域:
1.添加還原鐵取代鐵礦:佈料模式研究、爐內軟融特性與質能平衡分析。
2.以氫代煤噴吹操作:噴嘴設計、風徑區模擬、燃燒模擬、高爐流場分析。
3.爐頂氣捕捉純化:爐頂氣捕捉、分離、純化。

1 技術佈局：低碳高爐煉鐵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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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還原鐵 鋼化聯產
高爐噴吹
富氫氣體

添加還原鐵：2023年完成測試，每噸HBI可減少1.5噸CO2e，
燃料降減率最高達12.4%。

高爐噴吹富氫氣體：預計2024年Q1於1號高爐展開測試。

鋼化聯產：2022年9月完成先導工場，建立由高爐氣取CO之鋼
化聯產生產技術。

增用廢鋼：已開發廢鋼比12%、20%、40%熱浸鍍鋅、廢鋼比
12%電鍍鋅，並取得驗證。

添加還原鐵

140萬噸
CO2e

鋼化聯產

290萬噸
CO2e

減 碳 潛 力

增用廢鋼

224萬噸
CO2e

增用廢鋼

高爐噴吹富氫氣體

66.5萬噸
CO2e

噴吹氫

取代粉煤

HBI

爐頂氣
含CO、CO2

添加
HBI
取代
鐵礦

鋼化聯產

BFG

(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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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碳轉型 - 中程四大減碳技術開發

H
H



第一階段：先導工場
年減碳量4,900噸

第二階段：示範工場
年減碳量24萬噸

第三階段：商業廠
年減碳量290萬噸

2022

高純度
CO、CO2

產氣煤炭
粗CO

純化
(含硫、CO2)

產氣端

實踐產品
低碳化

合成端

高純度
CO、CO2

傳
統
路
徑

鋼
化
聯
產

CO、CO2捕集純化

天然氣

石油

碳輸入

取代
碳輸
入

甲醇
醋酸

多元醇
草酸…高/轉爐氣

石化工廠 終端產業
聚酯纖維

聚酯橡膠

聚酯塑膠

服飾、家飾寢具
、醫療輔具

鞋材、運動用品

光學透鏡、車輛零件
、醫療輔具、日用品

聚酯封裝材
太陽能模組、LED

先導工場

2030 2040
1 低碳轉型 - 鋼化聯產開發規劃

建立由高爐氣取CO之鋼化聯產生產技術，創造產值約800億元商機。

先導線完成1,000小時運轉，CO濃度達98.9%，回收率大於86.8%，可符合醋酸合成
應用規格。

中鋼致力開發各式資源循環技術，積極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及產業生態鏈結

榮獲2023年度環境部「資源循環績優企業」最高榮譽金質獎
32



考量HBI市場流通量較少，
積極與合作夥伴評估於澳洲、

馬來西亞及中東等地區投資
設立HBI廠之可行性。

佈局實踐碳中和所需資源

個案內容因均與合作夥伴簽
有保密協議，無法揭露。

1 海外投資取得實踐碳中和所需還原鐵 (H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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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
轉型

低碳轉型數位轉型

增利

降本

開發高獲利精緻鋼品，幫客
戶創造應用價值，為精緻鋼
品創造需求，與供應鏈夥伴
共創商機。

持續發展太陽光電及風能
等綠能產業，因應客戶需
求，開發高再生比鋼材，
創造綠色新商機。

持續投入低碳轉型技術，
穩健邁向碳中和，並強
化低碳永續競爭力。

導入先進數位科技，提
升智慧製造、優化商業
模式，達到增進效率、
降低成本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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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大轉型策略總結 - 降本增利迎永續

年度績效達8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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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建築需求受基礎建設政策帶動而回溫

汽車產銷量已恢復成長

2024年展望

中國

房市量能維持低檔

汽車與家電支持製造業復甦，鋼需有望回溫

印度、東南亞

需求升溫，將扮演2024年成長的箭頭

歐洲

世界鋼鐵協會10月SRO報告預測，2023年鋼鐵需求18.15億噸(YoY+1.8%)，

2024年預測為18.49億噸(YoY+1.9%)，較2023年需求增加近3,460萬噸。

受益於低基期，鋼鐵需求有望迎來較大反彈

惟消費降速為潛在風險

2022 2023(e) 2024(f) 2023(e) 2024(f) 2023 2024

歐盟+英國 152.0 144.3 152.7 -5.1 5.8 -7.0 -7.1

歐洲其他地區 39.2 45.0 47.3 14.8 5.1 2.9 2.7

獨立國協 51.6 54.6 55.2 5.8 1.1 3.1 5.9

北美 132.9 134.1 135.1 0.9 0.7 -0.9 -3.0

中南美洲 44.9 44.2 45.1 -1.6 2.0 -1.8 -1.9

非洲 39.5 37.9 39.9 -4.1 5.3 -2.6 -2.2

中東 57.1 56.1 57.9 -1.8 3.2 3.7 3.8

亞洲 1,265.3  1,298.5  1,314.9  2.6 1.3 -5.1 -4.2

中國 920.9      939.3      939.3      2.0 0.0 0.0 0.0

已開發亞洲國家 128.2 129.0 130.7 0.6 1.3 -4.3 -4.7

開發中亞洲國家(不含中國) 208.9 222.9 237.9 6.7 6.7 -1.1 0.5

全球 1782.5 1814.5 1849.1 1.8 1.9 -7.8 -4.9

世界鋼鐵協會預測(2023/10月)
百萬噸 較前次預測調整量(百萬噸)YOY (%)

36

2 worldsteel展望

資料來源：worldsteel SRO, 2023.10.17



2 美元指數自高點回落 - 有利鋼價回升

Fed升息週期將告終

 通膨持續放緩，加上美國經濟由增速轉趨溫
和，聯準會已決定今年12月不升息，並且
暗示明年開始降息。

 核心通膨、非農就業數據、失業率等決定明
年降息時點。

美元指數下探

 美元指數從107 高位回落至102。

 海外製造業回補庫存/經濟數據回升，抑制
推升美元的動能。

 美元指數與鋼價走勢反向(負相關)，在美國
聯準會升息告一段落、明年預期降息的情況
下，未來短期內美元指數趨跌機率高，有利
鋼價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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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係數為-0.76)

資料來源：中鋼營業管理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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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用鋼需求預測 - 鋼需低谷已過

資料來源：worldsteel SRO, 2023.10.17、中鋼營業管理處整理

 2023年全球鋼鐵需求下修至1,814百萬噸、
年增1.8%，較4月預測之2.3%，下修0.5%。

 2024年預估全球鋼鐵需求1,849百萬噸、年
增1.9%，需求低谷已過，復甦勢頭浮現，用
鋼需求較前次1.7%上調0.2%，需求增加
3,460萬噸。

 中國大陸由於都市化程度(一線城市)已達飽
和，成長幅度有限，預期2024年鋼鐵需求
較2023年持平。

 預計歐美明年鋼需雖維持成長步伐，但增幅
較前次預測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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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大陸鋼廠庫存 v.s. 熱軋流通行情

資料來源：中鋼營業管理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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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全球政經變動，市
場價格波動增加

• 需要精準掌握鋼鐵市場
的未來走勢

開發緣由

• 運用AI預測國內、外鋼
鐵行情的變化趨勢

• 加強對市場變動的即時
反應能力

解決方案

• 強化市場行情變化掌握
能力

• 提升產品行銷與訂價能
力

成果效益

AI驅動決策掌握市場變化 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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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

ＡＩ

價
格

時間

示意圖

2 數位轉型成功案例 - 熱軋流通行情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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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礦 冶金煤 換算鐵水原料成本

中鋼進料價格漲跌幅(相對於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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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料走勢 - 鐵礦及冶金煤

 年近歲末部分澳洲礦區放緩採礦，加
強安檢，市場預期供給減少。

 印度用鋼內需旺盛，煤礦需求湧現，
印度鋼廠高價購煤，推升價格。

 中國礦災頻傳，限縮國產煤產量，使
國產煤價格強勢上漲，刺激進口海運
煤價格攀升。

煤

 中國高爐稼動率仍高，支撐海運鐵礦
需求，進口鐵礦庫存略升。

 中國發改委針對鐵礦價格展開調查，
導致鐵礦價格一度震盪下行。

 二月適逢逢農曆春節假期，一月交期
鐵礦買氣轉佳，鋼廠及中間商開始補
庫，支撐鐵礦價。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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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鋼市溫和復甦 - Q1穩定向上、Q2為關鍵

鋼市
展望

01

02

03 04

05

06

中國鋼市 減產逐步落實
十月中國粗鋼產量7,909萬噸，較前波高點6月份
9,111萬噸減少13%。鋼材社會庫存自八月高點
1,221萬噸下滑至888萬噸，降幅達27%，顯示
冬季限產與粗鋼平控措施落實初見成效。

地緣政治 持續關注後續
以巴衝突並未實質衝擊原油供給或運輸，停火
協議暫時降低地緣風險不確定性。

俄烏戰爭陷入僵局，美國債務上限爭端致金援
烏克蘭受限，以巴衝突分散歐美資源。

西方社會對烏克蘭支持逐漸冷感，冬天不利戰
局持續，明年春天之後或有機會出現轉機。

原料與鋼價 成本推升鋼價
鐵、煤成本續居高位，理論HRB成本約668，
亞洲一級鋼廠乘勢修復利潤空間，鋼價可望維
持上行通道。

美國鋼市全球鋼價引擎發動
車廠罷工風波落幕，釋放遞延的汽車用鋼需求，
加上先前鋼廠減產導致短期供需錯位，美國鋼廠
自十月份起連續四次調漲，北美熱軋出廠價自九
月下旬底部反彈超過每公噸400美元(漲幅64%)，
漲勢傳遞至歐洲與亞洲。

 Q1展望三大預期好轉
1.政策面：中國當局投入人民幣 1 兆元國債，基建
與災後重建，監管機構起草房「地產商白名單」。

2.需求面：世界鋼協上修明年全球鋼鐵需求成長至
1.9%(原1.7%)，並表明鋼市谷底已過。

3.供給面：中國環保限產與粗鋼平控措施逐步落
實。

歐洲鋼市谷底回溫向上
製造業谷底已過， Q4持續積極去化庫存，
歐洲鋼廠關停七支高爐，減產逐漸發酵，
鋼價累積上漲逾US$80/MT(漲幅超過
12%) 。

 “終端需求緩步回升”、“市場信心/情緒逐漸轉好〞，Q4鋼市有感回溫
 Q1穩定向上(春節工作天數少)、Q2密切關注美國金融緊縮/中國不動產市場

Q1亞熱鋼價瞄準射程：US$700/MT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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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集團

鋼鐵事業 工程事業 工業材料 物流投資 綠能事業

台灣最大一貫作業鋼鐵公司，

集團粗鋼年產能近1,600萬噸

 中鋼四支高爐約990萬噸

 中龍電爐及一、二號高爐約600萬噸

國內產品市佔率逾百分之五十

推展精緻鋼廠及綠能產業，
提升高品級、高獲利鋼品比例

28%
53% 58% 63%

38%
22%

65%
34%

1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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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鋼集團國內市佔率(2023.1~3Q)

中鋼
中鴻
中龍

中鋼馬來西亞
中鋼日鐵越南
中鋼印度

中鋼結構
中宇環保工程
中鋼機械
中冠資訊

中鋼碳素化學
中聯資源
中鋼鋁業
高科磁技

常州中鋼精密鍛材

中鋼運通
中貿國際

中盈投資開發
中鋼保全
中欣開發

興達海基
中鋼光能
中能發電
高雄捷運

8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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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簡介 - 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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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併財務績效表現

季度獲利趨勢比較

單位 :新台幣百萬元

項目 *2023年11月 *2023年10月 MoM 2023年度累計 2022年度累計 YoY

營業收入 29,863 29,052 3% 333,847 418,596 -20%

營業利益 1,264 517 144% 2,700 21,148 -87%

營業利益率 4.23% 1.78% 0.81% 5.05%

稅前淨利 1,013 823 23% 3,674 26,233 -86%

最新自結盈餘資訊

*自結數

 2023年初隨中國解封、歐美需求好轉，
帶動鋼價及獲利回升；惟Q2起因中國房
市動盪，建築用鋼需求不如預期，鋼市
回落再度衝擊本公司6、7月鋼品售價及
獲利。

 8、9月因價格已跌深，加上供給面受到
控制，國際鋼市進入築底階段，另受惠
原料成本下滑，獲利逐漸改善。

-6,978 

-26 

1,438 

-494 

-7,190 

-75 

1,758 155 

-7.32%

-0.03%

1.51%

-0.56%

-8.00%

-6.00%

-4.00%

-2.00%

0.00%

2.00%

-8,000

-6,000

-4,000

-2,000

 -

 2,000

2022.Q4 2023.Q1 2023.Q2 2023.Q3

營業利益 稅前淨利 營業利益率

新台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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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鋼生產/銷售表現

生產量分析

萬噸

2023.1~3Q銷售值分析

外銷46%

內銷54%

熱軋, 28%

冷軋, 18%塗鍍, 20%

棒線, 19%

鋼板, 12%
半成品, 3%

204.0 201.1 205.3 207.0 

182.1 179.0 183.9 186.2 

2022.Q4 2023.Q1 2023.Q2 2023.Q3

粗鋼產量 鋼品產量

銷售量分析
萬噸

 2023Q2受國際鋼市回跌影響，客戶採購轉趨謹慎，
銷量從3月相對高點回落，Q2銷量維持季對季穩定。

 2023Q3由於國內公共工程陸續動工，加上鋼市築
底、客戶去庫存進入尾聲，銷量從低點緩步回升。

 展望2023Q4至2024年，全球總體經濟環境漸趨穩
定，世界鋼鐵協會預估2024年全球鋼鐵需求將較
2023年增加近3,460萬噸，預期銷量將有所成長。

194.9 190.8 195.0 201.7 

51%
55%

50% 51%

2022.Q4 2023.Q1 2023.Q2 2023.Q3

銷售量

內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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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鋼銷售量趨勢

受中國房市暴雷、高利率環境及以哈戰爭加劇中東不確定性影響，2023年

銷售較為疲弱，惟第四季後半接單已有回溫，明年銷售可望逐步平穩向上。

銷售量(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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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軋, 32.1%

冷軋, 18.7%

塗鍍, 15.9%

鋼板, 11.0%

棒線, 17.4%

半成品, 4.9%

49

3 銷售分析 - 中鋼

2023年前三季銷售量587萬噸-內銷/外銷剖析

日本 16.0%中國大陸
9.7%

東南亞 24.1%

內銷
52.03%

305萬噸

外銷
47.97%

282萬噸

歐洲 29.8%

其他 20.4%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因應利率上升環境，近年透過舉借公司債等國內多重籌資管道，降低財務成本提升之衝擊。

 信用評等指標：中華信評長期twAA- ;展望穩定(2023.04.28)

惠譽信評長期AA (twn);展望穩定(202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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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527 666,632
636,083

687,995 683,769
678,417

331,729 334,417
312,976 301,040

326,924 335,362

212,949 229,965 203,225

153,881
208,364

233,066

96.77%
100.66%

96.86%

77.80%

91.61% 97.76%

49.18% 50.17% 49.20%
43.76%

47.81% 49.43%

31.57% 34.50% 31.95%

22.37%
30.47%

34.35%

12/31/2018 12/31/2019 12/31/2020 12/31/2021 12/31/2022 9/30/2023

資產 負債 淨負債＊ 負債/淨值 負債/資產 淨負債/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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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併財務狀況表現



0
.4

0
 

1
.0

0
 

0
.5

0
.8

5

0
.8

8

1
.0

0
 

0
.5

0
.3

3
.1

1
.0

0
 0

.1
0

 

0
.3

8
 

1
.4

3
 

0
.4

9

1
.0

4

1
.0

9

1
.5

8

0
.5

7

0
.0

5

4
.0

2

1
.1

5

 -

 1.00

 2.00

 3.00

 4.00

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 每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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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70 102 82 81 63 88 600 77 87

現金股利
配發率(%)

67 70 102 82 81 63 88 600 77 87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單位:每股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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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年每股盈餘與股利配發

依據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自民國80年迄今，中鋼皆有發放股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