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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洲地區經濟總論

亞洲經濟總論將主要對「亞洲地區總體經濟情勢分析與展望」、「我國與亞洲地區雙邊

貿易及投資概況」、「僑臺商在亞洲地區之經濟活動概況」及「小結」等四部份，分別詳細

說明。

（一）亞洲地區總體經濟情勢分析與展望

2011年由於全球經濟的不景氣，造成亞洲地區經濟表現不如 2010年的快速，但相較於

其他地區國家，表現算相當不錯。亞洲地區帶領著全球經濟復甦和成長，雖然受到歐美債務

危機，但相對衝擊較小，加上亞洲地區各國家積極將內需市場擴大，而在投資和進出口方面，

仍表現可圈可點，2011年亞洲地區經濟表現為世界經濟不至於崩盤之關鍵因素。據 ADB研

究統計指出，亞洲地區 2011年對全球經濟貢獻率高達 43%，主要為中國大陸和印度扮演火

車頭角色，帶領亞洲地區穩定成長，而日本在歷經重大劫難後，未來經濟復甦將為強勁。

東南亞地區之各國經濟體，寮國、印尼和柬埔寨在 2011年表現較為優秀，有 8.3%、6.5%

和 6.1%的經濟成長率。雖說 2011年彌漫著債務危機和部分國家政治問題，不可否認亞洲各

經濟體在全球之經濟成長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國大陸目前極力擴大內需市場，

致力發展為經濟大國，使其以後不再因為歐美問題，而影響至國家經濟發展，而南韓目前面

臨北韓政權交替，而處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中，而東協之經濟體正快速擴大發展中，仍是亞洲

較具競爭力之聯盟。整體而言，2011年開發中的亞洲經濟體有 7.8%的經濟成長之水準。

亞洲地區雖說處在穩定成長中，但仍有許多不可預測之變數和隱憂，如大宗物品價格上

漲和能源價格居高不下，致使通貨膨脹仍是亞洲各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而通膨問題中，

以印度和越南通膨壓力最大，2011年高達 8.9%和 18.7%，而印度通膨在 2012年預期可以降

至 8.2%。其次為寮國、柬埔寨和緬甸，2011年通貨膨脹分別為 8.7%、5.5%和 5.0%。中國

大陸年的通貨膨脹為 5.4%，估計 2012年會降回 3.3%，印尼通膨為 5.4%，估計 2012年將上

升至 6.2%，而臺灣通貨膨脹為 1.42%，較為溫和。整體而言，開發中的亞洲國家 2011年平

均通貨膨脹為 6.5%，於 2012年會降至 5.0%。

亞洲各國債務占其 GDP之比相對歐美各國來得輕微，除了日本有著較高的債務問題外，

若遭遇到重大危機，目前也有良好的財政狀況可應對。而在貨幣政策裡仍有一項隱憂，2011

年流入亞洲的資金高達 3,500億美元，將使亞洲各國貨幣升值壓力增大。目前亞洲各國仍以

出口導向為主，故將影響其產品之競爭力，若流入之資本突然中止或抽離，將嚴重影響亞洲

各國之金融體系。

有關亞洲各國家經濟成長之重要關鍵情勢發展，為區域外和區域內之各種自由貿易協定

的簽訂，就因在區域內有許多貿易協定之簽訂，令亞洲各國間之貿易狀況更加密切、頻繁，

使經濟得以成長，如臺灣和中國大陸簽訂之 ECFA及日本、中國大陸和南韓加入東南國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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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進出口方面，2011年亞洲已開發國家之平均進口成長率將近 24%，平均出口成長率將

近 21%，均較 2010年有所成長。

（二）我國與亞洲地區雙邊貿易與投資概況

關於我國與亞洲各國雙邊貿易及投資的情況，將以「雙邊貿易」及「雙邊投資」兩部分

來分別說明：

1. 雙邊貿易

我國與亞洲各國之雙邊貿易，據我國財政部統計處資料所示，亞洲仍是我國最主要的貿

易夥伴，其中中國大陸、日本和東協國家占我國貿易相當大之比重。如表 1-3-1所示，2011

年我國對亞洲各國的出口總額占了總出口金額近 70%，中國大陸、香港、日本、新加坡和南

韓為我國在亞洲的前 5大出口國。而在我國前 10大主要進口國家中，除美國和歐洲聯盟外，

亞洲部分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沙烏地阿拉伯和馬來西亞為我國前 5大之主要進口國家。

在 2011年我國對亞洲各國出口幾乎仍為正成長，其中以阿曼增長幅度最大，達 81.71%，其

次為沙烏地阿拉伯、汶萊、孟加拉和伊拉克。在進口方面，我國對汶萊和黎巴嫩的進口狀況

有明顯成長，可是此二國與我國的貿易關係比較不穩定，相對穩定成長之國家為印度、印尼、

馬來西亞和泰國等。相較於以往，2011年我國出口至中國大陸的金額明顯減少，而進口方面

卻是穩定成長。目前中國大陸仍為我國主要貿易順差國；2011年與日本之雙邊總貿易額達

704.28億美元，並且是我國主要貿易逆差國。我國與東協國家之進出口仍在成長，顯示我國

與中國大陸、日本和東協各國往後仍是重要的貿易夥伴。

表 1-3-1 我國對亞洲地區國家出口統計（國家別區分）

單位： %；百萬美元

年度

國家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1 年

年增率

（%）

2011 年我國

出口依賴度

（%）

全球 255,628.69 203,674.65 274,600.52 308,257.31 12.26 100

中國大陸 66,883.52 54,248.68 76,935.15 83,959.96 9.13 27.23

香港 32,689.90 29,445.23 37,807.12 40,084.46 6.02 13.00

日本 17,555.99 14,502.26 18,005.98 18,228.12 1.23 5.91

新加坡 11,675.81 8,613.85 12,096.40 16,879.78 39.54 5.48

南韓 8,705.81 7,302.46 10,681.61 12,378.22 15.88 4.01

泰國 4,906.01 3,826.84 5,288.46 6,139.60 16.09 1.99

越南 7,946.91 5,987.90 7,533.51 9,026.48 19.82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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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我國對亞洲地區國家出口統計（國家別區分）（續）

單位： %；百萬美元

年度

國家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1 年

年增率

（%）

2011 年我國

出口依賴度

（%）

菲律賓 4,780.13 4,432.82 5,982.05 6,964.25 16.42 2.26

馬來西亞 5,513.81 4,060.12 5,947.95 6,891.74 15.87 2.24

印尼 3,566.01 3,226.27 4,509.63 4,836.63 7.25 1.57

緬甸 93.71 81.79 107.29 132.720 23.71 1.46

印度 3,007.10 2,531.48 3,628.45 4,427.42 22.02 1.43

汶萊 27.65 30.21 25.58 37.75 47.59 0.01

巴基斯坦 400.21 330.50 387.32 476.83 23.11 0.15

孟加拉 657.27 616.76 759.74 1,068.22 40.6 0.35

柬埔寨 414.48 323.65 467.63 630.88 34.91 0.20

斯里蘭卡 216.89 174.38 230.52 302.12 31.06 0.10

尼泊爾 5.09 6.106 7.18 8.29 15.42 0.00

寮國 2.96 3.24 3.91 2.24 -42.73 0.00

沙烏地阿拉伯 991.99 674.17 1,001.97 1,688.63 68.53 0.55

科威特 141.66 146.89 142.08 170.22 19.81 0.06

阿聯大公國 1,547.91 1,018.03 1,489.38 1,578.55 5.99 0.51

伊朗 563.25 571.38 809.77 916.16 13.14 0.30

伊拉克 8.56 9.57 14.13 19.74 39.64 0.01

土耳其 1,252.67 1,092.64 1,441.04 1,619.64 12.39 0.53

卡達 79.53 68.89 58.27 78.55 34.8 0.03

阿曼 52.88 76.55 95.64 173.80 81.71 0.06

以色列 511.81 391.85 530.87 612.39 15.36 0.20

巴林 42.30 26.10 34.33 46.67 35.93 0.02

約旦 188.50 182.57 193.83 258.52 33.37 0.08

黎巴嫩 84.04 75.07 85.610 91.37 6.74 0.03

亞洲合計 169,521.30 140,107.53 190,790.67 212,809.94 11.54 69.04

中東合計 5,714.50 4,582.77 6,225.63 7,525.57 20.88 2.4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統計處（201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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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我國自亞洲地區國家進口統計（國家別區分）

單位：百萬美元

年度

國家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1 年增率（%）

全球 240,448 174,371 251,236 281,438 12.02

中國大陸 31,391.32 24,423.47 35,945.95 43,596.55 21.28

香港 1,492.77 1,122.56 1,627.62 1,675.45 2.94

日本 46,508.01 36,220.02 51,917.43 52,199.74 0.54

南韓 13,168.38 15,506.84 16,058.79 17,860.30 11.22

新加坡 4,825.18 4,809.20 7,636.11 7,953.13 4.15

泰國 3,252.03 2,681.67 3,828.99 4,393.53 14.74

越南 1,212.44 920.79 1,282.63 1,845.23 43.86

馬來西亞 6,762.67 4,552.65 7,695.02 8,601.51 11.78

印尼 7,288.97 5,183.69 6,020.16 7,428.22 23.39

菲律賓 2,240.61 1,613.67 2,319.93 2,413.94 4.05

印度 2,333.17 1,623.20 2,837.49 3,136.52 10.54

緬甸 68.78 54.80 63.52 74.31 16.98

汶萊 1.06 0.52 10.96 41.75 281.03

巴基斯坦 127.32 99.52 216.61 405.35 87.41

孟加拉 27.34 57.51 94.30 68.33 -27.54

柬埔寨 9.41 12.26 19.64 33.16 68.79

斯里蘭卡 23.67 18.46 39.83 36.25 -8.97

尼泊爾 1.06 1.15 1.14 1.52 32.75

寮國 17.04 5.95 7.01 11.26 60.70

沙烏地阿拉伯 15,172.69 8,657.90 11,859.22 13,846.60 16.76

科威特 8,074.20 4,555.73 6,124.84 7,695.82 25.65

阿聯大公國 4,610.99 2,480.05 3,511.56 4,280.16 21.89

伊朗 5,039.13 1,974.53 2,714.35 2,491.75 -8.20

伊拉克 2,192.02 1,973.75 1,928.86 954.28 -50.53

土耳其 306.71 159.30 182.78 211.12 15.51

卡達 1,304.76 778.73 2,056.99 3,765.27 83.05

阿曼 1,180.64 1,067.17 1,718.76 1,256.67 -26.89

以色列 528.08 510.82 696.41 732.69 5.21

巴林 401.74 271.12 450.11 460.55 2.32

約旦 61.75 38.40 63.74 55.12 -13.51

黎巴嫩 6.99 1.45 2.42 5.49 127.17

亞洲合計 125,021.70 98,470.64 142,925.70 157,803.05 10.41

中東合計 38,932.91 22,513.09 31,389.37 35,993.55 14.6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統計處 （201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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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邊投資

我國對外投資部分，2011年我國對外投資總額為 36.97億美元，但這不包含中國大陸

投資總額 143.77億美元（如表 1-3-3）。我國 2011年對亞洲投資成長幅度為 23.9%，不及

2010年成長力道，2011年我國對亞洲地區主要投資國家均有成長，除馬來西亞投資減少外，

其他都呈現成長狀態，其中對新加坡的投資成長幅度為最大，成長幅度高達 1,271.97%（如

表 1-3-4），對南韓和日本也呈現大幅度成長，南韓成長了 735.29%，日本成長了 520.81%，

而對香港投資為小幅成長，為 4.05%，臺灣 2011年核准對外投資之主要國家為日本、南韓、

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總金額為 11.13億美元，占我國對外總投資額之 30.12%。而投資

國家主要仍屬亞洲地區，其次為北美地區、歐洲地區、大洋洲地區和非洲地區等。

表 1-3-3 我國核准對亞洲地區投資統計（不含中國大陸）

單位：件；千美元

年 件數 金額

2005 168 430,673

2006 175 1,390,621

2007 167 2,366,606

2008 156 2,046,998

2009 117 765,457

2010 118 1,391,363

2011 140 1,723,918

合計 1,041 10,115,63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2年 5月）

表 1-3-4 我國核准對亞洲地區投資主要國家統計（不含中國大陸）

單位：件；千美元

國別

年

日本 南韓 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2005 22 42,552 8 3,613 37 107,559 16 97,701 8 28,195

2006 22 10,926 7 15,910 54 272,021 18 806,303 6 31,236

2007 29 18,815 10 11,011 50 189,568 9 1,194,110 11 65,018

2008 23 52,105 5 235,264 55 337,361 14 697,626 5 27,806

2009 20 102,750 4 9,679 53 241,242 6 36,698 2 83,537

2010 22 40,648 5 3,352 49 244,464 8 32,697 6 370,369

2011 21 252,347 7 27,999 63 254,355 12 448,592 6 130,205

合計 159 520,144 46 306,828 361 1,646,569 83 3,313,728 44 736,36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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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國核准華僑對我國之投資（如表 1-3-5），在件數方面，日本最多有 441件，

第二為香港 232件居次，接下來第三、第四和第五名，分別為新加坡、中國大陸和馬來西亞。

但在總金額方面卻是新加坡最多，約為 8.3億美元，其次為日本、香港、馬來西亞和中國大陸，

金額分別為 4.45億美元、3.99億美元、0.58億美元和 0.44億美元。其中以新加坡和香港對

我國投資較 2010年有大幅成長，日本和馬來西亞略有成長，而中國大陸卻是減少之趨勢。

表 1-3-5 我國核准亞洲地區華僑及外國人來臺投資分區統計表

單位：件；千美元

國別 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馬來西亞
件數 76 68 56 99 117 96

金額 280,901 507,580 245,428 293,584 53,083 57,606

南韓
件數 59 61 93 56 82 59

金額 52,030 33,528 132,476 19,762 22,993 47,728

香港
件數 164 198 200 194 193 232

金額 118,822 209,254 376,492 277,313 168,373 398,976

日本
件數 313 358 300 266 340 441

金額 1,591,093 999,633 439,667 238,961 400,494 444,867

新加坡
件數 72 107 85 72 139 121

金額 951,500 172,540 272,085 66,216 123,474 830,938

中國大陸
件數 N.A. N.A. N.A. 23 79 102

金額 N.A. N.A. N.A. 37,486 94,345 43,736

印尼
件數 8 10 17 46 70 72

金額 34,869 1,260 1,508 1,111 1,065 2,384

菲律賓
件數 7 3 8 13 9 12

金額 6,757 1,505 26,833 3,279 5,217 3,305

泰國
件數 9 10 8 6 16 21

金額 3,725 2,470 5,428 706 1,961 1,437

越南
件數 9 3 4 4 8 12

金額 985 277 650 68 50,311 515

印度
件數 15 19 22 20 37 43

金額 2,120 1,662 715 1,570 1,801 3,511
註：N.A.為缺乏資料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2年 5月）

然而我國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之部分，據我國投審會資料顯示，我國於 2011年核准之

件數為 887件，總金額為 143.77億美元（如表 1-3-6），相較於 2010年略相差不大，表示我

國和中國大陸在雙邊投資關係尚稱密切，截至 2011年年底止，我國對中國大陸之投資總金

額達 1,11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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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7 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分業統計

 單位： 件；千美元；%

行　　業
2010 年 2011 年 核准金額

成長率

占核准金額

比率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64 4,854,424 149 3,467,195 -28.58 24.12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39 1,235,374 53 1,550,552 25.51 10.79

不動產業 38 1,128,284 19 413,598 -63.34 2.88

批發及零售業 166 1,115,494 149 1,232,720 10.51 8.57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4 791,772 29 555,177 -29.88 3.86

電力設備製造業 54 682,822 48 644,248 -5.65 4.48

機械設備製造業 31 502,675 34 534,324 6.30 3.72

表 1-3-6 我國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

單位：件；千美元

年度 件數 金額

2005 1,297 6,006,953

2006 1,090 7,642,335

2007 996 9,970,545

2008 643 10,691,390

2009 590 7,142,593

2010 914 14,617,871

2011 887 14,376,625

合計 6,417 70,448,31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2年 5月）

若以產業別來看我國對中國大陸之投資，我國於 2011年投資中國大陸之主要行業別為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如表 1-3-7），總投資額為 34.67億美元，占 2011年核准金額比率

的 24.12%，仍是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產業中最密集投資的產業之一，投資比重次高之行業為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占 2011年核准金額比率的 10.79%，再者為金融及

保險業、批發及零售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和電力設備製造業等。自從臺灣開放對中國大陸投

資以來，截至 2011年底，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最多之三大行業仍是「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與「電力設備製造業」（表 1-3-8），投資總額分別

為 225.35億美元、156.75億美元和 88.82億美元，各占核准金額之比率分別為 20.18%、

14.03%和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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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7 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分業統計（續）

 單位： 件；千美元；%

行　　業
2010 年 2011 年 核准金額

成長率

占核准金額

比率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金融及保險業 12 500,376 27 1,255,828 150.98 8.74

塑膠製品製造業 42 415,053 26 374,929 -99.91 2.61

金屬製品製造業 28 407,248 30 396,990 -2.52 2.76

基本金屬製造業 19 336,945 30 293,873 -12.78 2.04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32 333,066 23 282,532 -15.17 1.97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30 328,007 41 330,362 0.72 2.3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33 200,225 44 175,290 -12.45 1.22

食品製造業 47 198,217 17 202,935 2.38 1.41

化學材料製造業 6 187,926 27 832,680 343.09 5.79

紡織業 12 114,602 10 84,177 -26.55 0.59

藥品製造業 6 97,605 4 89,716 -8.08 0.62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10 82,686 9 154,736 87.14 1.08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1 81,942 13 154,409 88.44 1.07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4 76,377 0 29,156 -61.83 0.20

營造業 11 73,128 8 61,473 -15.94 0.43

橡膠製品製造業 4 70,134 8 66,409 -5.31 0.46

住宿及餐飲業 6 66,645 7 60,173 -9.71 0.42

支援服務業 1 60,559 3 103,202 70.42 0.72

化學製品製造業 6 56,807 14 203,047 257.43 1.4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 46,315 0 1,500 -96.76 0.01

家具製造業 4 23,194 3 46,097 98.75 0.32

運輸及倉儲業 8 23,076 11 94,265 308.50 0.66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0 18,955 0 38,799 104.69 0.2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 18,317 2 15,620 -14.72 0.1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 14,441 4 13,624 -5.66 0.09

菸草製造業 1 13,500 0 0 -100.00 0.00

飲料製造業 1 9,038 2 63,517 602.78 0.44

木竹製品製造業 0 9,017 1 1,395 -84.53 0.01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 8,237 3 84,564 926.64 0.59

農、林、漁、牧業 1 7,558 1 4,478 -40.75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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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7 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分業統計（續）

 單位： 件；千美元；%

行　　業
2010 年 2011 年 核准金額

成長率

占核准金額

比率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3 5,053 2 7,346 45.38 0.05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0 4,471 0 3,871 -13.42 0.03

教育服務業 2 1,830 3 7,658 318.47 0.05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1 300 2 808 169.33 0.01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 298 2 47,005 15673.49 0.33

金融控股業 0 0 0 0 0 0.00

其他服務業及未分類 16 174,730 11 143,832 -17.68 1.00

其他製造業 19 121,913 11 177,184 45.34 1.23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10 119,240 7 75,330 -36.82 0.52

合計 914 14,617,872 887 14,376,624 -1.65 100.0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2年 5月）

表 1-3-8 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分業統計（1952-2011 年）

單位：件；千美元；百分比（%）

行　　業 件數 占件數比率 核准金額 占核准金額比率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651 6.70 22,535,495 20.18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2,740 6.92 15,674,892 14.03

電力設備製造業 3050 7.71 8,882,016 7.95

金屬製品製造業 2,588 6.54 5,659,935 5.07

塑膠製品製造業 2,349 5.94 5,000,911 4.48

批發及零售業 2,446 6.18 5,678,582 5.08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582 4.00 4,707,230 4.21

機械設備製造業 1,988 5.02 4,623,068 4.14

化學材料製造業 814 2.06 4,463,222 4.00

基本金屬製造業 657 1.66 2,828,716 2.53

食品製造業 2,333 5.90 2,687,298 2.41

紡織業 1,108 2.80 2,141,305 1.92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634 1.60 2,021,506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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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8 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分業統計（1952-2011 年）（續）

單位：件；千美元；百分比（%）

行　　業 件數 占件數比率 核准金額 占核准金額比率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 669 1.69 1,681,040 1.5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873 2.21 1,739,207 1.56

不動產業 159 0.40 1,859,961 1.67

金融及保險業 236 0.60 2,620,952 2.35

化學製品製造業 1,224 3.09 1,372,659 1.23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 1,517 3.83 1,276,444 1.14

橡膠製品製造業 379 0.96 1,169,883 1.05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1,296 3.28 931,588 0.8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621 1.57 996,300 0.89

藥品製造業 155 0.39 736,832 0.66

運輸及倉儲業 231 0.58 686,752 0.61

飲料製造業 328 0.83 550,606 0.4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 413 1.04 487,441 0.44

住宿及餐飲業 494 1.25 527,621 0.47

家具製造業 326 0.82 461,563 0.4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7 0.09 351,197 0.31

營造業 275 0.69 396,770 0.36

木竹製品製造業 595 1.50 329,167 0.29

支援服務業 145 0.37 379,197 0.3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1年 12月）

（三）僑臺商在亞洲地區之經濟活動概況

亞洲為僑臺商人數最多的地區，原因是亞洲各國與我國地理位置較接近，且生活習慣、

風土民情和文化背景均和我國相去不遠，且在語言上極為相近，其中又以中國大陸的人數最

多。2011年僑臺商在世界分布狀況為亞洲最多，其次為美洲、歐洲、大洋洲，最後為非洲

地區。如表 1-3-9所示，菲律賓和香港的僑臺商對我國之投資最多，自 1952年至 2011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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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菲律賓對我國投資額為 11.35億美元，香港對我國投資額有 10.60億美元，其次為新加

坡、日本和馬來西亞，對我國投資額分別為 4.27億美元、1.95億美元和 1.61億美元。根據

表 1-3-10，1952年至 2001年間我國對亞洲地區主要投資國家為中國大陸、日本、南韓、香港、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截至 2011年年底止，投資總額分別為 704.47億美元（2005年累積至

2011年）、15.77億美元、5.30億美元、38.11億美元、59.57億美元和 23.21億美元。對越

南投資金額也有 34.7億美元，而泰國有 19.8億美元。這說明了我國與亞洲各國間不只貿易

上有密切關係，投資也越加頻繁。

在新加坡方面，2011年在新加坡華人為 280萬人左右，其中旅新臺僑人數約 3萬人。截

至 2011年，我國對新加坡之總投資額達 60億美元左右，2011年投資額為 4.49億美元，為

我國對外投資之第三大國家，相較 2010年，投資金額大幅成長，而僑臺商最主要投資三大

產業為金融和保險業、運輸業和電子電器業，而金融和保險業為僑臺商投資之大宗。

在印尼部分，僑臺商主要分布於雅加達、西里伯斯、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蘇拉威

西和新幾內亞等地區，據統計 2011年印尼臺僑人數為 207,000人，印尼華裔人口有 801萬人，

臺商在印尼的雅加達、萬隆、泗水等地區設有「臺灣工商聯誼會」，並成立「印尼臺灣工商

聯誼會總會」以統合各地區的臺灣工商聯誼會。臺僑在印尼投資之主要行業有：汽機車業、

自行車及零組件業、製鞋業、紡織業、非鐵礦石業、家具業、金屬製品業和貿易服務業等。

2011年馬來西亞的臺僑有 43,500人，僑臺商約有 1,700多家，主要投資之產業為電子電

機產業、電腦服務業、資訊通訊業、生技產業和食品業等，而主要投資地點分布在吉隆坡、

霹靂洲、吉打洲、沙巴洲和檳城洲等。2011年我國對馬來西亞之投資金額為 1.30億美元，

為少數我國在 2011年減少投資金額之國家。

在日本方面，依據投審會資料所示，2011年核准對外投資金額若不包含中國大陸，為我

國對亞洲國家投資中第三名，僅次於新加坡與香港。我國對日本主要投資產業為貿易、批發

零售及餐飲服務業為最多，近年來臺灣電腦產業快速發展，成功帶動電子及電器產業崛起，

僑臺商已於日本設立新據點。2011年在日本的臺僑人數為 59,712人，雖然人數上有所增加，

但整體而言仍與東南亞國家之僑臺人數相差甚大，至今在日本產業界之影響力不如在亞洲其

他各國家。

2011年在越南的華人人數為 992,597人，大部分集中於南方，以胡志明市的人數最多。

其他華人在越南的主要聚集地還有林同省、隆安省、同奈省和平陽省等。2011年在越南的臺

僑人數為 60,000人，大多從事塑膠、農產、機械、食品、餐飲、中藥和藝品等行業，其他尚

有從事醫師、律師、工程師和會計師等工作的臺僑。根據越南計畫投資部的統計資料，僑臺

商在越南投資以成衣紡織業、製鞋業、農林水產業、食品加工業、木製家具業、塑膠橡膠業

和機械業為為主。近年來，臺灣知名大廠紛紛進入越南，帶動許多相關產業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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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9 核准亞洲地區華僑來臺投資之統計（1952-2011 年）

單位：件；千美元；百分比（%）

國別／地區 件數 占總件數比率 核准金額 占總核准金額比率

菲律賓 196 6.58 1,135,424 27.57

香港 1,357 45.57 1,059,503 25.73

新加坡 121 4.06 427,978 10.39

日本 250 8.39 194,939 4.73

馬來西亞 221 7.42 161,243 3.92

印尼 71 2.38 55,634 1.35

泰國 67 2.25 52,277 1.27

印度 3 0.10 9,307 0.23

越南 19 0.64 4,429 0.11

南韓 23 0.77 4,133 0.10

亞洲其他地區 70 2.35 15,198 0.37

合計 2,398 80.52 3,120,064 75.7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2年 5月）

表 1-3-10 核准我國對東南亞國家投資之統計（1952-2011 年）

單位：件；千美元；百分比（%）

國別／地區 件數 占總件數比率 核准金額 占總核准金額比率

菲律賓 178 1.35 845,403 1.22

香港 1,189 9.04 3,811,537 5.50

新加坡 485 3.69 5,957,421 8.60

日本 538 4.09 1,577,499 2.28

馬來西亞 326 2.48 2,321,068 3.35

印尼 205 1.56 625,177 0.90

泰國 400 3.04 1,982,099 2.86

印度 35 0.27 119,823 0.17

越南 429 3.26 3,473,751 5.01

南韓 158 1.20 529,979 0.76

亞洲其他地區 170 1.29 372,974 0.54

合計 4,113 31.27 21,616,730 31.2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2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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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以全球觀點來看，東南亞國家存在著相當豐厚的經濟利益，並且中國大陸廣大的內需市

場也蘊藏著無限商機。相較於其他國家的投資環境，臺灣屬海島型國家且位於亞洲地區之樞

紐，倘若能善加利用地利之便，便可以在僑臺商紛紛前往亞洲各國投資之時，同時也提升臺

灣之經濟成長，使臺灣更具有競爭力。

據 2012年 7月 ADB估計，2012年亞洲整體經濟成長率（不包括日本）為 6.6%，比

2011年的 7.2%成長率還低，突顯出亞洲區域的經濟成長逐漸放緩。中國大陸和印度擁有龐

大的內需市場和眾多的人口，加上低廉且充足的勞動力，因此成為亞洲地區經濟成長之兩大

引擎，2011年在全球經濟景氣一片低迷之下帶領亞洲經濟在穩定中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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