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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土經濟組出席土耳其政府對自國外進口「聚酯合成

纖維棉」啟動延長防衛措施調查線上公聽會 

各方發言要點 

 

時間：2024 年 6月 7 日 

地點：線上會議 

 

【本地製造商及進口商】 

 申請調查廠商 SASA POLYESTER SAN. A.S.:全球聚酯

合成纖維棉出口約 370萬噸，且約 90%出口來自中國、

南韓、泰國、印度、台灣、印度尼西亞、越南、馬來西

亞、伊朗以及埃及等國。   

在 2021年防衛措施採行後，受調產品進口自 2022年以

來已再次增加，且 2023年前 6個月進口對國內生產比

例亦增加。  

雖在防衛措施採行之後，就業與國內銷售方面有所復甦，

惟在 2023年前 6個月就業指標惡化，且自 2022年以來

生產、生產力以及獲利能力指標亦惡化。同時 2023 年

前 6 個月進口單位價格較前一年同期下降，且進口單位

成本同時引起國內生產者的國內銷售價格之壓力與下

降。  

SASA公司已進行投資以及擴產，並要求延長目前採行

於聚酯合成纖維棉進口之防衛措施。 

 KOZA POLYESTER 公司：倘我們將紗線製造、纖維

製造、成衣製造等歸為紡織產業，則該產業並非僅有紗

線生產。將纖維排除在防衛措施外是不公平的，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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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成長中且防衛措施開始發揮協助作用。倘土耳其不

協助生產及就業，則土耳其將成為購買紗線最貴的國家。

所有進口稅金皆需要進一步提高。另電力及勞工皆昂貴，

爰 K公司成本亦高。 

 KIVANÇ  TEXTILE 公司：紡織及成衣產業就業已經下

跌，公司刻正瀕臨倒閉。SASA以其所要條件及價格銷

售產品。K公司使用優良品質再生纖維。在土耳其並無

製造商生產此產品，爰該產品應自所有防衛措施中豁免。 

該公司盼可廢除防衛稅，因為其所屬產業刻正處於艱難

情況。 

 BAKIRLAR TEXTILE 公司：土耳其並未生產再生聚

酯合成纖維棉。大廠牌提高再生聚酯合成纖維棉占比，

要求須超過 65%。 

【外國製造商】 

 馬來西亞Recron & Reliance公司(FTC法律諮詢公司為

其代表)：在調查期間國內生產機構增加其產能，產能

利用率、生產、銷售以及其他數據亦呈現正值。除獲利

能力外並無負面數據，獲利能力在本項調查起始年份相

當高。R 公司想檢驗在此方面是否仍有任何混淆或錯誤。

SASA擁有 70%的市場占有率，當他們擴產時，將變得

更為主導市場。因此他們將有機會在市場索取更高價格。

倘防衛措施針對所有國家施行，SASA或可能成為獨佔

廠商。 

【政府單位】 

 歐盟代表:未發表意見。 

【公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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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紡織及成衣出口業者協會(İTHİB)：該協會會員使

用聚酯合成纖維棉作為原物料。彩色聚酯合成纖維棉生

產不足，保護措施被濫用，且此產品以高價銷售至本國

市場，對紗線、纖維以及成衣生產以及出口等造成負面

影響。該協會要求該項措施結束。 

 地中海出口商協會(AKİB)：該協會支持土耳其紡織及成

衣出口業者協會之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