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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洲地區經濟總論

美洲經濟總論中主要探討美洲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因此內容將分成「美洲地區總體

經濟情勢分析與展望」、「我國與美洲地區雙邊貿易與投資概況」、「臺商在美洲地區之經

濟活動概況」、「小結」四部份加以討論。

（一）美洲地區總體經濟情勢分析與展望

討論美洲地區總體經濟時，我們將其分成北美洲和中南美洲兩部分來分析。北美洲

是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大國所組成，這三者共同簽訂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和美加自由貿易協定（CUSFTA）。中南美洲則由

許多國家所組成，如巴拿馬、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瓜地馬拉等中小型國家。南美洲部分

國家並未列入瑞士國際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在此不予討論。美洲地區內各

國貿易頻繁，故簽訂了許多貿易協定，如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DR-CAFTA）、美國 -中美

洲及多明尼加自由貿易協定（U.S.-CAFTA-DRFTA）和拉丁美洲一體化協會（ALADI）等協

定，以促進各國間貿易的便利性。

美國在 2011年受到全世界經濟不景氣和歐洲債務危機以及美國本身債務問題，失業率飆

升和通貨膨脹持續上升，故其經濟成長呈現衰退，2011年在WEF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

首度連三年下滑，2011年下滑 1名來到第 5名。在財政方面，受到全球性經濟不景氣，美國

大幅舉債，估計在 2012年財政赤字仍會破 1兆美元，顯示美國債務風險仍持續擴大，可得

知赤字問題在美國仍是一大問題。2011年美國失業率為 9.0%，而美國經濟學家估計經濟成

長率須在 3.5%以上，才能感覺失業率有所降低。在通貨膨脹部分，其原油和大宗原物料都

呈現上漲，2011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為 3.2%，比 2010年的通貨膨脹 1.6%有顯著上升，造成

美國民眾生活壓力提高。

加拿大在 2011年 WEF所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加拿大排名為第 10名，較

2010年退後 1名。在財政方面，加國政府目前赤字 310億加元，加國政府期望每年通過刪

減 40億加元的緊縮政策，希望到 2015年能達到預算平衡。在失業率方面，加國之失業率為

7.5%，屬相對較高之狀態，不過政府積極採取各種措施，以期降低失業率。在通貨膨脹方

面，仍是受到原油和大宗原物料價格上漲之因素，使加國通膨由 2010年 1.8%上升至 2011

年 2.9%，不過仍是目前加國可接受之範圍。

在墨西哥部分，墨西哥經濟在 2011年呈現衰退，經濟成長率為 3.9%，相較 2010年經濟

成長率 5.6%來得低，其原因是受到全球環境之影響，但墨國經濟表現相較其他地區仍是相

當不錯，但世界經濟不景氣對其工業發展和服務業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墨國雖然大規模開放

市場，但其經濟結構改革仍不完善，因為墨國之金融市場信心不足。而在 2011年WEF所公

布之「全球競爭力排名」中，墨西哥排名為 58名，比 2010年進步 8名，其原因為外國對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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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直接投資增加，且其製造成本在世界具有相當之競爭力，在 IT產業中，墨國藉由研發、法

律和商業環境表現優勢，使其競爭力上升。2011年墨國之治安問題持續惡化，政府主導反毒

戰爭，造成死傷人數慘重，故其對經濟影響頗大。在失業率方面，2011年墨國失業率為 5.2%，

相較 2010年失業率 5.4%，有下降之趨勢，但仍高於金融危機前之水準，而墨國經濟成長放

緩，才是影響就業市場之主要原因。在通貨膨脹方面，2011年墨國之通膨為 3.4%，比 2010

年通膨 4.2%為低，甚至比金融風暴前之通膨水準還低。

在中美洲部分，2011年巴西因為全球經濟不景氣，巴西又是以大宗原材料出口的國家，

嚴重影響其經濟發展；此外，巴西缺乏高素質之勞動力，導致工業部門生產力低落，也是原

因之一。巴西經濟迅速成長，因其多依賴初級產品，其依賴過重造成製造業之萎縮；而巴西

目前境內的各種基礎建設仍相當落後，是影響經濟發展之主因，而 2011年為了抑制通貨膨

脹，巴西採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2014年巴西將舉辦世界盃足球賽，2016年將舉辦奧運‧

此兩大賽事估計可使巴西境內之基礎建設有大幅改善，而且內需市場將達高峰。

在巴拿馬部分，2011年巴拿馬經濟成長率為 10.6%，國內生產毛額達 305.7億美元，在

2011年WEF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巴拿馬排名 49名，已躍升前 50大具有競爭力

的國家，較 2010年進步 4名。巴國經濟成長迅速，目前已成為該地區之經濟強國。在財政

部份，2011年巴國政府財政收入 55.7億美元，財政支出 66.8億美元，財政赤字 11.1億美元，

占 GDP比重 3.6%；而巴國國債達 128.42億美元，占其國內生產毛額 41.8%，但其比率有逐

年下降之勢，巴國舉債是為其基礎建設來做投資，此舉獲得國民之支持。而失業率方面，巴

國失業率 4.2%。在通貨膨脹方面，巴國之通膨 5.9%，較 2010年的 3.5%還高，其原因是國

際原油價格高漲，其中運輸業漲幅為最大。巴國政府為促進貿易和經濟成長，推動許多措施，

其中有巴拿馬運河之擴建案，完工後，其收入將比現在更豐沛；此外，巴拿馬與許多國家簽

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 2012年 10月生效；還有強化出口、擴大內需、吸引外資和增加

公共設施等。

在尼加拉瓜部分，尼國經濟成長率 4.7%，其國內生產毛額為 73億美元，平均每人國內

生產毛額為 1,239美元，均比 2010年有大幅度之成長。在 2011年 WEF公布的「全球競爭

力排名」中，尼國排名為 115名，較 2010年退後 3名。而尼國最需重視的議題為債務問題，

至 2011年底，尼國政府國內外債務合計達 52.15億美元，其債務占其國內生產毛額 74%。在

失業率部分，尼國失業率為 7.8%，受到歐美債務危機之影響，故其失業率仍屬偏高。在通貨

膨脹方面，尼國之通膨達 8.1%，因為受到國價原油和原物料價格上漲所致。影響尼國經濟

發展之因素甚多，雖說尼國工資在中美洲地區算是低廉，但國內之基礎建設不足、生產水準

低落、天災頻傳、貧民濫墾濫伐、中小企業不健全和海關及司法機構效率不佳等，均是影響

其經濟競爭力之因素。為了促進尼國之貿易和經濟發展，尼國提出許多經濟措施，其中有積

極與拉美國家簽訂貿易協定、調升工資以期改善貧窮問題、改善公共福利政策和進行財政改

革等。

在瓜地馬拉部分，瓜國經濟成長率為 3.8%，國內生產毛額為 469億美元，平均每人國內

生產毛額 3,182美元，在 2011年 WEF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瓜國排名 84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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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退後 6名。在通貨膨脹方面，受到國際原油和原物料大漲，瓜國通膨為 6.2%。瓜國

之經濟算相當穩健，外債比率低，有穩健的金融市場，而瓜國政府為促進貿易和經濟發展，

提出許多經濟措施，其中有推動中美洲之經濟整合、與歐盟簽定自由貿易協定和幫助中小型

企業發展等。

在南美洲部分，主要國家為阿根廷和智利。在阿根廷部分，阿國之經濟成長率為 8.9%，

其國內生產毛額為 4,476億美元，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為 10,945美元，在 2011年WEF公

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阿國排名 85名，比 2010年上升 2名。在失業率方面，阿國失

業率為 7.2%，其失業水準仍高居不下，為阿國政府需要注意的問題。在通貨膨脹方面，阿國

通膨高達 9.5%，為目前全世界高通膨國家之一，這是該國經濟風險之隱憂，造成通膨的主要

原因一是經濟為高速發展故採用寬鬆的銀行信貸，還有保護民族工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因其

通膨處於高水位，造成資金大量外流或流入房地產業，進而加速該國貨幣貶值，還引發了社

會的動盪及大規模的罷工行動。阿國政府為促使貿易和經濟發展，提出許多經濟措施，其中

有鼓勵企業聘請員工、降低出口關稅、擴大公共建設和鼓勵企業為員工投保等。

2011年智利之經濟表現相當不錯，其經濟成長率為 5.9%，其國民生產毛額為 2,484億美

元，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為 14,278美元，在 2011年WEF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

智利排名為 31名，比 2010年退後 1名，在中南美洲地區中，表現相當優秀。智利是全球最

自由化的經濟體之一，進入市場限制較少，且有穩定之經濟環境，法令制度相當明確透明。

而其有高水平之對外貿易和穩定的金融市場，為南美洲最佳投資地區。而其失業率為 7.1%，

比 2009和 2010年下降許多。在通貨膨脹方面，也是受到國際原油和原物料價格上漲之影響，

智利通膨由 2010年 1.5%上升至 2011年 3.1%。整體來說，智利為南美洲經濟體系表現較佳

的國家之一，也是可前往投資國的最佳選擇之一。

表 1-5-1 美洲主要國家總體經濟指標

單位： %

經濟成長率 失業率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國別 /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08 2009 2010 2011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國 -0.3 -3.5 3.0 1.7 5.8 9.3 9.6 9.0 3.8 -0.4 1.6 3.2
加拿大 0.7 -2.8 3.2 2.4 6.1 8.3 8.0 7.5 2.4 0.3 1.8 2.9
墨西哥 1.2 -6.3 5.6 3.9 4.0 5.5 5.4 5.2 5.1 5.3 4.2 3.4
巴西 5.2 -0.3 7.5 2.7 7.9 8.1 6.7 6.0 5.7 4.9 5.0 6.6
巴拿馬 10.1 3.9 7.6 10.6 5.8 5.0 4.5 4.2 8.8 2.4 3.5 5.9
尼加拉瓜 2.8 -1.5 4.5 4.7 3.9 8.2 7.8 7.8 19.8 3.7 5.5 8.1
瓜地馬拉 3.3 0.5 2.8 3.8 11.1 N.A. N.A. N.A. 11.4 1.9 3.9 6.2
多明尼加 5.3 3.5 7.8 4.5 14.2 14.9 14.0 14.6 10.6 1.4 6.3 8.5
阿根廷 6.8 0.9 9.2 8.9 7.9 8.7 7.8 7.2 8.6 6.3 10.8 9.5
智利 3.0 -0.9 6.1 5.9 7.8 10.8 8.2 7.1 8.7 1.5 1.4 3.3
註：N.A.為缺乏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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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與美洲地區雙邊貿易與投資概況

有關我國與美洲地區的雙邊貿易概況，在此以我國主要進出口國為主要說明對象，故以

加拿大和美國做為代表說明（如表 1-5-2、1-5-3）。

美國長久以來都是我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在 2011年我國進出口前 50名的貿易國家中，

美國在進出口市場均排名為第三名，我國近年來逐漸將貿易重心由歐美國家轉向東南亞國

家，使我國與美國之貿易依賴度逐年降低。根據中華民國財政部統計，2010年貿易量有顯著

性成長，貿易總額為 568.46億美元，出口總額為 314.67億美元，進口總額為 253.79億美元，

全年貿易順差為 60.88億美元；2011年貿易總額為 621.23億美元，出口總額為 363.64億美

元，進口總額為 257.59億美元，全年貿易順差 106.05億美元。近年來，我國與美國貿易均

為順差狀態，2011年我國與美國之總貿易額約占我國總貿易額的 10.53%，相較以往之 20%

至 30%，已有明顯下降趨勢，顯示我國正與美國減少其貿易依賴程度。

在加拿大部分，我國與加拿大雙邊貿易在 2011年之貿易總額較 2010年成長。2010年貿

易總額為 34.82億美元，出口總額為 19.49億美元，進口總額為 15.33億美元，貿易順差為 4.16

億美元；2011年貿易總額為 45.91億美元，出口總額為 25.69億美元，進口總額為 20.22億

美元，貿易順差為 5.47億美元。其進出口部分和貿易順差正逐年成長。（數據如表 1-5-2、

1-5-3）。

表 1-5-2 我國對美國與加拿大之出口統計

單位：億美元

國　　別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全球總計 2,240.17 2,466.77 2,556.29 2,036.75 2,746.01 3,082.57

美　　國 323.61 320.77 307.9 235.53 314.66 363.64

加  拿  大 17.70 18.51 18.53 14.61 19.49 25.69

美　　洲 387.82 394.60 322.09 294.49 394.31 459.38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統計處 （2012年 5月）

表 1-5-3 我國自美國與加拿大之進口統計

單位：億美元

國　　別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全球總計 2,026.98 2,192.52 2,404.48 1,743.71 2,512.36 2,814.38

美　　國 226.64 265.08 263.27 181.54 253.79 257.59

加  拿  大 13.74 16.97 17.89 11.48 15.33 20.22

美　　洲 283.42 332.13 343.40 232.76 338.44 354.5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統計處 （2012年 5月）



91

壹、總論

我國與美洲地區之投資關係僅次於與亞洲地區之投資關係。我國核准美洲地區華僑及外

國人來臺投資部分，自 2004年至 2011年為止，美洲地區對我國總投資件數 4,884件，投資
金額達 212.83億美元（如表 1-5-4），雖然 2009和 2010年呈現滑落之趨勢，但 2011年有明
顯成長。2011年美洲對我國投資件數為 677件，投資總額為 19.99億美元，相較於 2010年
之投資件數 571件，投資金額 14.22億美元，呈現正成長。在美洲所有僑外對臺之投資，以
美國、加拿大和巴拿馬為主（如表 1-5-5），其餘則分布於中南美洲之國家。美國對我國投
資比重最重，2011年對我國投資額約為 7.38億美元，加拿大為 0.13億美元、巴拿馬為 0.3
億美元，而中南美洲其他地區為 0.81億美元，相較於 2010年美洲地區對我國之投資均有明
顯之成長。而我國核准對美洲地區之投資也以美國、加拿大、巴拿馬為主（如表 1-5-6），
我國對此地區投資金額分別為 7.30億美元、0.02億美元、1.22億美元，對美洲其他地區則為
0.57億美元。 

表 1-5-4 我國核准美洲地區華僑及外國人來臺投資統計

單位：件；百萬美元

年度 件數 金額

2004 410 1,312.9

2005 386 2,023.5

2006 718 3,076.2

2007 896 5,804.9

2008 630 4,172.4

2009 596 1,470.9

2010 571 1,422.0

2011 677 1,999.8

合計 4,884 21,282.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2年 5月）

表 1-5-5 我國核准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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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件數 275 308 283 281 235 302

金額 883,443 3,147,520 2,856,815 264,302 319,243 737,829

加拿大
件數 34 32 48 39 65 56

金額 4,334 6,527 6,103 7,225 5,874 12,749

巴拿馬
件數 3 4 0 1 1 1

金額 19,690 24,051 21,505 16,158 1,424 29,512

中南美洲

其他地區

件數 13 24 20 42 33 38

金額 16,743 17,780 19,057 45,165 32,372 8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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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臺商在美洲地區之經濟活動概況

根據僑委會統計資料顯示，2011年約有 750萬的海外華人、華僑位於美洲各地，其中臺

灣移民者則約有 112萬人。然而在各國之中又以美國的華人總數最多，約有 416萬位於美國

（如表 1-5-7），占所有在美洲地區華人華僑比重的 55.45%，其中臺僑也約有 92萬人左右。

其次，華人分布較多的國家依序是加拿大、祕魯等國；臺商則是多分布在加拿大與巴西兩大

國為主。

表 1-5-6 我國核備對美洲投資－主要國家別

單位：件；千美元

國別 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國
件數 127 94 67 49 39 44

金額 484,617 1,346,020 399,576 1,113,917 490,730 730,069

加拿大
件數 0 1 1 1 5 2

金額 3,177 360 1,500 462 15,890 2,081

巴拿馬
件數 2 6 0 1 3 4

金額 8,987 88,600 888 2,000 80,158 121,811

中南美洲

其他地區

件數 14 13 10 2 4 10

金額 8,242 25,766 12,931 35,500 40,484 56,66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012年 5月）

表 1-5-7 美洲各國華人人數及臺僑人數分布

單位：人數

國家 華人 臺僑 國家 華人 臺僑

美國 4,160,429 926,490 智利 14,573 1,500

加拿大 1,511,215 93,890 巴拉圭 5,059 3,780

墨西哥 60,000 1,500 多明尼加 19,083 1,000

巴拿馬 135,958 300 尼加拉瓜 2,035     250

巴西 252,250 70,000 瓜地馬拉 16,000 575

阿根廷 85,475 11,000 宏都拉斯 4,150 49

秘魯 989,766 300 薩爾瓦多 2,000 400

資料來源：僑委會 100年度海外華人及臺僑人數統計表 （201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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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論

在美洲地區，美國為我國東南亞以外最主要的僑民重地，原因是美國較早開放外國移民，

且對其保持開放之態度，故早在 1820年時，就有華人陸續移民至美國，至今美國為全球華

僑移民人口最多的國家，故僑臺商在美洲地區經濟影響力不容小覷。華人移民至美國，多數

居住在東西岸和美國中部之工業大城附近，而大部分華人聚集在紐約和加州地區。臺商主要

從事科技業、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等，我國對美國之投資遍佈全美 50洲，而以我國臺商經營

事業地點分布而言，在加州投資設廠，建立辦事處和分支機構約有 1,400家，為全美 50洲之

首，主要分布於洛杉磯、舊金山、矽谷、聖地牙哥等地區。臺灣知名企業也在其中，如鴻海、

聯電、宏碁、明碁、統一、味全、南亞、臺積電、臺達電子、技嘉科技、東元電機、大眾電腦、

神通電腦、中華電信、大同公司、環隆電氣、生達製藥、友力資訊、長榮海運、長榮航空、

陽明海運、萬海海運、臺塑公司、天仁茗茶、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土地銀行、

玉山銀行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等，都有在美國設立分公司，中油也投身其中與美國當地廠商

也有合作。

在加拿大部分，我國臺商主要集中在多倫多、溫哥華和蒙特婁等地區，我國企業於加拿

大地區投資規模急速擴張，且在各地區均有成立臺商會或臺灣商會組織，而臺商在加拿大主

要經營行業包括家具、餐飲、紡織、食品、禮品、房地產、貨運服務、資訊服務、金融服務業、

旅遊服務業、電子及電器產品和電腦及其周邊設備等。在加國也有臺灣知名企業身影，如中

華航空、長榮航空、華碩電腦、宏碁電腦、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統一企業加拿大集團和臺糖

的蘭花王國等據點和分公司。

（四）小結

北美洲部分為華人最多的地區，形成不可忽視之勢力，華人經濟在美洲地區將持續擴大，

華人在該地受到歧視將越來越少，甚至在當地從政，未來將有更多華人投身於當地政治舞臺。

2011年的北美地區經濟略為衰退，其失業率仍為目前該區重要之議題，根據 IMF預測，

2012年北美地區經濟成長為 2.0%，2013年有 2.6%之成長，顯示該地區將緩慢成長；加拿

大於 2012年經濟成長率將略為下滑至 2.1%；墨西哥於 2012年經濟成長率為 3.9%，未來幾

年將維持此一成長速度。美國未來所需注意的問題首要為債務問題，要解決債務高臺之問題，

就必須減赤，但有可能會嚴重衝擊到世界經濟。高失業率是另一項問題。其美國經濟成長將

牽動著加拿大的經濟發展，加拿大本身就有家庭收入減少與大幅舉債度日的問題，及房地產

市場萎縮，這將影響其經濟發展。

根據 IMF，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2011年經濟成長率為 4.5%，估計在 2012年經濟成

長為 5.4%。以 2011年經濟來看，在整個美洲地區，以南美洲經濟成長表現較為穩健，成長

率有 4.9%，中美洲地區在 2011年經濟成長率為 3.9%，位居第二，再來是加勒比地區，該區

2011年經濟成長率為 3.3%。拉丁美洲的貧窮問題相當嚴重，而該地區的各國政府正積極努

力改善此一問題，而在 2011年其貧窮人口有下降之趨勢。

全球經濟局勢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為最不確定因素，在龐大的資金流動下產生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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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劇烈變動和信用擴張等問題，需各國政府運用適當工具去抑制非經濟基本面所產生的匯率

變動和通貨膨脹之壓力。而與中國大陸之貿易為該地區在金融危機後，能迅速復甦之主因，

然而中國大陸目前成長趨緩，其商品需求和價格下降，對該地區造成相當之影響，使該地區

國家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作為影響景氣之手段。儘管全世界面臨金融危機，拉丁美洲經濟體

狀況逐步改善，故應把握機會。目前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已針對創新、增進競爭力和教育與基

礎設施三方面，進行投資與改革，且優先規劃投資領域，並提升公共服務之質量，期望對經

濟能有所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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