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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洋洲地區經濟總論

大洋洲總論部分，主要以「大洋洲地區總體經濟情勢分析與展望」、「我國與大洋洲地

區雙邊貿易與投資概況」、「僑臺商在大洋洲地區之經濟活動概況」，以及「小結」等四個

部分來分別論述。

（一）大洋洲地區總體經濟情勢分析與展望

大洋洲各國之經濟表現，受到 2009年全球金融風暴影響，經濟呈現衰退，但在 2010年

有明顯復甦，由於 2011年全球彌漫在債務危機中，而受到波及的國家與此地區主要國家往

來較無密切者，其所受到影響較小。由於大洋洲各國表現不一，經濟成長率有些呈現正成長，

但有些卻是負成長，據 IMF資料所示，澳大利亞受到歐洲債務問題的影響，使消費者支出承

受壓力，企業受到雇傭壓力，造成經濟成長減緩；而紐西蘭在 2010和 2011年則呈現往上成

長之趨勢，2010年經濟成長率為 1.2%，而 2011年初紐西蘭第二大城市基督城，發生規模 7.1

級淺層地震，使該國經濟受到創傷，全年經濟成長 1.4%。紐西蘭出口營收正處於停滯狀態，

紐元被高估，而使經濟成長減緩。紐西蘭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 2012年因震後需要大規模重

建，加上世界杯橄欖球賽將在此舉行，故認為將有助經濟成長。

在失業率部分，2011年澳大利亞失業率為 5.1%（如表 1-4-2），澳洲政府雖積極推動就

業機會，努力使失業率下降至 5%，但在 2011年卻是減少近 10萬個工作職缺，因其消費持

續低迷，零售業者沒有增僱人力，讓 2011年的就業率近乎零成長；而紐西蘭失業率為 6.5%，

失業率高居不下仍一直困擾著紐西蘭政府，2011年受到地震和全世界經濟不景氣，更使失業

率仍然偏高。

大洋洲雖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之影響，但主要影響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兩個國家，整體

基本面仍屬全世界眾多經濟體中算相當穩定的地區，也提供投資者許多優質的誘因，其經濟

未來仍是呈現樂觀，據 IMF估計，紐、澳兩國在 2012年經濟成長率均回到 3.0%以上之水準。

而大洋洲其他小國，於 2011年表現算是相當不錯，主要仍是受到較少的歐美債務危機衝擊，

致使經濟不至於大幅衰退，但因大洋洲的其他小國均靠其他大國之支援，且仍有許多發展進

步空間，只要全世界經濟沒太大衝擊，各群島可望有穩定之發展。此外，大洋洲諸國的經濟

發展仍以觀光旅遊為主，故若能將觀光產業發展極力推行，則能帶動大洋洲諸國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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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諸國中，澳大利亞、紐西蘭與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家屬於國土面積廣大、國民所

得較高、人口眾多且經濟為較穩定之國家，在許多評比中，這些國家均獲得相當不錯的評價，

顯示大洋洲在全球經濟成長中扮演極重要之角色。近年溫室效應與日加劇，大洋洲各島國家

深受其擾，如世界最大之珊瑚環礁所組成的吉里巴斯政府，積極制定「2008-2011國家發展

計畫」（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08-2011），並以全球暖化為首要解決問題，積極為居

民找尋妥善居住環境，並抑制人口成長迅速。而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本以畜牧業、礦業和農業

為主，並以其為出口大宗，近年來，便轉型以觀光產業為首要發展產業，因大洋洲諸國的天

然觀光資源豐富，而世界各國對旅遊度假越來越盛行，故能吸引許多旅客到大洋洲旅遊度假；

而且世界人口老化持續發展，富有的銀髮族有能力四處旅遊。而澳大利亞也將其礦業轉型為

發展汽車組裝和各種機械工具產品。

大洋洲各國皆參與和鄰近國家間的貿易協定，如澳大利亞、紐西蘭、斐濟、東加、巴

布亞紐幾內亞和薩摩亞簽訂之美拉尼西亞矛頭小組貿易協定（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 

Trade Agreement, MSGTA）、雙邊貿易協定（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BTAs）、經濟密切

關聯國之太平洋協定（Pacific Agreement on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PACER）和太平洋海

島國家貿易協定（Pacific Islands Countries Trade Agreement, PICTA）等，而澳大利亞近年來，

積極推展貿易關係，除了加入 WTO與 APEC，也積極佈署簽定 FTA，也和亞洲地區各國簽

表 1-4-2 大洋洲主要國家總體經濟指標－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

單位：%

年度

國家

失業率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澳大利亞 4.4 4.3 5.6 5.2 5.1 2.3 4.4 1.8 2.8 3.4

紐西蘭 3.7 4.2 6.1 6.5 6.5 2.3 4.0 2.1 2.3 4.0

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2

表 1-4-1 大洋洲國家總體經濟指標－經濟成長率

單位：%

年度

國別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3.6 7.2 2.6 -1.5 2.6 1.8

太平洋其他群島 2.6 5.2 5.2 2.9 5.0 6.7

澳大利亞 2.7 4.7 2.5 1.4 2.5 2.0

紐西蘭 1.0 2.8 -0.1 -2.1 1.2 1.4

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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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貿易協定，而斐濟為南太平洋島國中，最為重視外交關係之國家，除了與大洋洲各國維持

關係，對歐美這些西方國家之關係更為重視，並積極發展與亞洲地區各國之關係，其主要保

持關係之國家為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等，特別是斐濟目前與我國往來相當頻繁，與我國

簽署農業技術合作之協定等。

（二）我國與大洋洲地區雙邊貿易與投資概況

關於我國與大洋洲雙邊貿易與投資的情況，以下將分成「雙邊貿易」以及「雙邊投資」

兩部分來加以說明。

1. 雙邊貿易

根據財政部資料顯示，我國於 2011年與大洋洲各國的總貿易額 163.51億美元，較 2010

年增加 26.44億美元，成長幅度為 19.3%。貿易金額從 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年年均有成長，

2011年的復甦之力道雖不及 2010年，但仍有超過 10%之成長水準。我國對大洋洲 2011年

出口總額為 44.38億美元，較 2010年多 5.34億美元，成長率為 13.68%，呈現出 2年正成長；

而在進口金額部分，我國對大洋洲總進口額為 119.13億美元，較 2010年增加 21.1億美元，

成長率為 21.52%。我國與大洋洲在 2011年的貿易逆差達 74.75億美元，創下近六年來之新高。

我國與大洋洲主要兩大國家澳洲和紐西蘭的貿易狀況，自 2009年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致使

進出口額銳減之後，進出口金額在 2010年和 2011年均有明顯的成長，2011年我國對澳大利

亞之出口金額為 36.52億美元，進口金額為 109.07億美元，貿易逆差為 72.54億美元；而紐

西蘭之出口金額為 4.34億美元，進口金額為 7.31億美元，貿易逆差為 2.97億美元。

表 1-4-3 我國與大洋洲地區國家雙邊貿易發展狀況

單位：億美元；%

年度 貿易總額
較上年成

長率（%）

我國對大洋

洲出口額

較上年成

長率（%）

我國自大洋

洲進口額

較上年成

長率（%）
逆差

2006 94.87 12.78 33.62 11.52 61.25 13.49 27.63

2007 110.90 16.9 39.76 18.25 71.14 16.16 31.38

2008 135.12 21.83 43.73 9. 98 91.39 28.46 47.66

2009 94.13 -33.34 28.58 -34.65 65.55 -28.27 36.97

2010 137.07 45.61 39.04 36.61 98.03 49.55 58.99

2011 163.51 19.3 44.38 13.68 119.13 21.52 74.7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統計處（201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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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邊投資概況

根據經濟部投審會資料統計顯示，2006至 2011年間大洋洲對我國投資案件為 956件，

總金額高達 18.46億美元。在 2008和 2009年投資案件和投資金額明顯下降，因受到金融風

暴造成全球經濟衰退之影響，其對外投資也趨於保守。2011年之投資件數由 2010年 175件

增加至 185件，投資金額也由 2.57億美元增加至 3.47億美元，2011年件數和投資額分別成

長了 5.71%和 35.02%。

就我國對大洋洲各國的投資部分，據投審會統計顯示，2006-2011年期間共核准了 199

件，總金額為 10.16億美元，在 2011年我國對大洋洲之投資稍微成長，其投資件數和總投資

額為 32件和 1.22億美元，為連續三年下降後，首度呈現明顯成長。其中隱含大洋洲之僑臺

商對我國之投資和我國對大洋洲地區之投資仍不平均，顯示我國還有許多企業在大洋洲地區

擴大投資中。

就投資國家及產業而言，我國在大洋洲投資件數最多之國家依序為薩摩亞群島、澳大利

亞及紐西蘭，大洋洲赴臺灣主要投資產業主要為電子製造零組件業、金融保險業、不動產業、

批發零售業、紡織業及其他服務業等；而我國在大洋洲主要投資產業為金融保險業、紙漿及

紙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等。無論是大洋洲對我國之投資或者我國對大

洋洲之投資，均與我國有高度之關係。其中薩摩亞群島為我國在大洋洲的主要投資對象，在

2011年薩摩亞群島對我國投資件數高達 146件，其投資金額為 2.60億美元；澳大利亞對我

國投資件數 32件，其投資金額為 0.14億美元；紐西蘭對我國投資件數 5件，其投資金額為 0.72

億美元。在 2011年我國對薩摩亞群島投資件數 26件，投資金額為 0.73億美元；我國對澳大

利亞投資件數 6件，其投資金額為 0.49億美元；我國對紐西蘭並無任何投資之行為。

表 1-4-4 我國與大洋洲地區國家雙邊投資狀況

單位： 件；千美元

核准大洋洲地區華僑及外國人投資統計 核准對大洋洲地區投資統計

年度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2006 123 222,165 25 73,728

2007 219 415,795 51 441,595

2008 141 359,402 46 152,520

2009 113 244,024 23 143,899 

2010 175 257,209 22 82,106

2011 185 347,016 32 122,072

合計 956 1,845,611 199 1,01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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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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僑臺商在大洋洲地區之經濟活動概況

根據我國僑委會估算，至 2011年底在大洋洲的華人約有 95萬人左右，占全球海外華人

人口數的 2%。華人在大洋洲主要之居住地區為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其中又以澳大利亞的華

人人數約 75.4萬為最多。而紐西蘭則為大洋洲華人人數第二多之國家，人口數約 15萬人左

右，排名第三的則是巴布亞紐幾內亞，其境內華人人數約為 1.6萬人，此外其他大洋洲國家

中也有零星之華人居住。2011年旅居大洋洲之臺灣僑民約有 3.9萬人，占全球海外臺僑人口

數的 2.2%。2010年澳大利亞政府對技術移民設立許多規定，使移民困難度大為提高，此舉

可能造成華人在澳洲人口增加速度減緩。而紐西蘭政府雖然放寬移民條件，但是政府期望新

移民者能對紐西蘭經濟做出實質貢獻，因此要求移民者必須具備一定水準的英文能力。目前

在紐西蘭之移民者分為兩類：一種為創業移民，而另一種為投資移民。

澳大利亞之僑臺商主要可分為兩類：一種是移民至澳大利亞後就在澳洲經營事業者，此

類僑臺商因應工作需求必須長期居住於澳大利亞，約占臺僑總人數的 60%；而另一種則是在

澳大利亞投資設廠並設立銷售據點，但是母公司設在臺灣，因此經常需要往返澳洲與臺灣兩

地，約有 40%的臺僑屬於此類。目前僑臺商在澳大利亞的主要聚集地區為布里斯本、雪梨、

墨爾本等，其中又以在布里斯本和雪梨之僑臺商比率為最高，因此在當地出現許多臺灣商會，

有助於增進僑臺商之溝通，如「澳洲臺灣商會」、「西澳臺灣商會」、「墨爾本臺灣商會」

和「昆士蘭臺灣商會」等。根據澳大利亞政府統計，我國僑臺商在當地主要從事之經濟活動

有金融服務業、農林漁牧業、礦產業、製造業、餐飲業和旅遊業。其中包含臺電在班卡拉

（Bengalla）的煤礦投資開發計畫、中油公司投資澳洲西北礦區和臺糖之畜產投資計畫，都

是臺商投資成功的案例，此外我國還有許多大企業至澳洲投資設據點，如：聯強、東元電機、

技嘉科技、臺灣企銀、友訊和臺聚等企業，他們在澳洲當地的經營成績有目共賭。這些規模

較大或投資額較大之投資，不但可讓投資者得到利益，也備受移民至此之僑民讚賞。

臺商在紐西蘭主要投資為農場、超市、肉品加工廠、健康食品製造、化妝品製造、電腦

裝配、不動產和一般貿易等。而在紐西蘭投資之僑臺商，其投資方式主要是以獨資或合資方

式進行，故吸引許多中小型企業加入。較早赴紐西蘭之華人以經營農場和種植、銷售蔬果等，

而較近期之新移民則以餐飲、旅館和住宅開發為主，不過也有經營食品和肉品加工廠、電腦

裝配廠、木材工廠和金融業之投資顧問公司等。在紐西蘭投資規模較大的臺籍企業有：長榮

航空、負責組裝及銷售華碩電腦之 TMC公司、商勝集團之不動產投資、臺灣花卉公司、紐

西蘭化妝品公司、環球肉品加工公司、三寶健康食品公司和中華電視網等，而近期則有經營

進口健身器材配銷之 Fitness Imports公司、進口電腦零配件組裝配銷之 Morning Star公司、

經營紀念品賣場之 Farmers Corner、Eterna公司，以及經營 Zealong茶葉之生產與銷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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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大洋洲各國與我國之經貿關係向來非常密切，是未來經濟發展上不可輕忽之重點。大洋

洲諸國中，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兩國的經濟發展為較穩定，政治自由且健全，而且自然資源相

當豐富，因此吸引到大量投資者。近年來亞洲地區發展迅速，在地理關係上，大洋洲市場離

亞洲地區距離不遠，加上大洋洲和亞洲地區的經濟貿易往來向來密切，故大洋洲地區的經濟

發展備受矚目。 

澳洲在 2010年的經濟已有復甦，近年來極力發展金融業、服務業和製造業，吸引許多

投資者前往投資，這些投資對其澳洲之經濟成長均有貢獻。目前僑臺商在澳洲已站穩腳步，

投資也有增加之趨勢，並且大型企業也紛紛前往設立分公司。在澳洲深耕已久之僑臺商已經

設立許多組織完善之社團，讓新移民進入澳洲當地從事商業活動時會平順許多。

 紐西蘭擁有良好之生活和商業環境，近年為發展研發與科技、運輸通訊和水電供應等基

礎建設，因此在健全法律和提升勞工品質等方面不遺餘力。若紐國能持續發展和轉型，將會

是我國相當好的貿易夥伴。華人移民至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主要是受到當地生活方式吸引，例

如人煙稀少、社會福利制度優質、教育環境和資源佳等，加上氣候與臺灣甚為接近，距離不

遠且時差小，現在已成臺灣移民或留學之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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