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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健康意識⾼漲，全球路跑⾵盛⾏，受益最⼤者為消耗量⼤的運動鞋廠。以全球

範圍觀之，世界製鞋⼤國主要是亞洲的中國⼤陸、印度、越南、印尼和泰國，歐洲的義⼤

利、⻄班⽛、葡萄⽛，以及南美洲的巴⻄等。全球各種製鞋企業達 3-4 萬家，製鞋業及鞋

才、鞋機等相關⾏業從業⼈員總計近 1,000 萬⼈。(資料來源︓全球製鞋業發展狀況及消

費市場概況分析，慧典市場研究報告網，2008/10/20) 

 

在鞋類消費市場⽅⾯，主要集中於兩類地區，⼀為經濟發達地區，如︓美國、歐盟、⽇

本、加拿⼤等︔⼀為⼈⼝眾多之地，如︓中國⼤陸、印度、巴⻄、印尼等。據國際有關統

計資料表⽰，進⼊⼆⼗⼀世紀後，全球前⼗⼤鞋類年消費⼤國分別為︓中國⼤陸(22.57 億

雙)、美國(21.33 億雙)、印度(20.09 億雙)、⽇本(6.2 億雙)、巴⻄(5.52 億雙)、印尼

(4.8 億雙)、法國(3.3 億雙)、德國(3.24 億雙)、英國(2.78 億雙)、巴基斯坦(2.3 億

雙)。 

 

製鞋業是勞動密集產業，其發展和移轉深受⼟地資源、勞動成本、原材料供應、環境保護

和銷售市場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由於全球主要消費市場和鞋業製造商、批發商及零售商

在追求利潤極⼤的過程中，必然考慮上述重要因素，使得全球製鞋重⼼不斷移轉。從早期

的歐洲(義⼤利、⻄班⽛、葡萄⽛等國)，上世紀六、七⼗年代開始轉移到成本相對低廉的

⽇本、台灣、韓國、⾹港等地，⼋⼗年代末期、九⼗年代初期，⼜轉移到⼟地勞動⼒成本

更低廉、產業資源更豐富、投資環境更完善的中國⼤陸沿海⼀帶，⾄ 1996 年，中國⼤陸

已成為世界鞋類⽣產和出⼝第⼀⼤國。其後⼗年間，中國製鞋業⼀枝獨秀，每年都以

10%-20%的增幅在發展，成為全球鞋類王國。在此期間，越南和印度市場也為國際鞋業

巨頭提供另⼀個勞動⼒資源豐富且成本低廉的產業選擇地，從⽽使這兩個地區的鞋業獲得

快速發展。 

 

製鞋產業⼀度是台灣積極輔導的外銷產業，1970 年代年產值曾⾼達 1,411 億元，台灣成

為世界鞋業及相關產業的⽣產供應領導國家，⽽有製鞋王國的美譽。然⽽，1987 年台幣

劇烈升值 45%，加以勞動短缺的困擾，台灣鞋業⾯臨衰退轉型期，鞋廠開始⼤量轉往中

國⼤陸、越南等地，國產鞋外銷⾦額逐漸落後。然⽽近⼆⼗餘年來台灣製鞋業將製程外移



後，⽣產規模呈現⼗倍甚或百倍的成⻑，時⾄今⽇，全球每三雙鞋就有⼀雙是由台灣廠商

代⼯製造的(資料來源︓今週刊，2015/04)，⽽⼗⼤鞋廠中即有七家總部位於中部地區。 

 

在⾯對⾼度不確定下(環境變遷、當地政府、品牌商的嚴苛要求)，台商逐漸發展出能兼顧

品質與效率的⼤規模製造能⼒，以及⼤規模製造必須仰賴的製造服務與製造管理。這些寶

貴的製造經驗與智慧，倘再不予以重視，將逐漸失傳，後繼無⼈。是以製鞋業如何培育下

⼀代⼈才，以利永續經營，成為⾮常重要且刻不容緩的議題。 

 

本學程將致⼒於引⼊台灣製鞋業的豐富經驗，教導⼤學部學⽣理解鞋業設計與製作流程、

⽣產與供應鏈通路管理以及未來產業發展趨勢，並透過專題講座與專業外⽂訓練，使學⽣

具備進⼊鞋業發展的職場競爭⼒，達到為鞋業培養⼈才的⽬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