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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洋洲地區

（一）澳大利亞（Australi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據 IMF之評估報告，澳洲經濟基本面良好又與亞洲高度聯結，加上近期中國大陸與印度

對澳洲商品需求量增加，使澳洲成為少數未受 2009年全球經濟衰退影響之已開發經濟體。

在美國 2011年第 3季 BERI報告中顯示，澳洲全球競爭力排名第 18名，營運風險排名第 9，

政治風險為第 5，匯兌風險排第 39名。澳洲之經濟結構能因時調整，故能維持低失業率及低

通貨膨脹率。因洪災影響，2011年之 CPI上漲率為 3.4%較上年之 2.8%上升 0.6個百分點。

貿易方面，因出口市場需求量增加，使澳洲貿易收入增加，政府赤字從 118.4億澳元

降至 118.2 億澳元。根據澳洲外交部（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FAT）及貿易部（Australian Trade Commission, Austrade）公布進出口數據顯示，2011年由

於全球基礎利率保持於低水平，故該國對亞洲地區的鋼鐵出口總量提升 14%，鐵礦出口總值

達 640億澳元；同時進口總值亦成長 8%，使得澳元在全球貨幣市場之總值穩固。

澳洲副總理兼財長 Mr. Wyne Swan表示，面對歐洲金融市場動盪及全球經濟衰退之時，

澳洲有此經濟成長表現，使人振奮。澳洲推動經濟成長之重要因素為消費支出強勁、蓬勃的

礦業發展、商業投資信心仍強、所得呈上升趨勢且失業率尚低。以能源與礦產發展為主之西

澳洲對 GDP之貢獻幾近二分之一，紓解澳幣升值、製造業疲軟及服務業不振之負面衝擊（例

如人口聚集的新南威爾斯州及維多利亞州的經濟發展不盡理想）。因此，更擴大澳洲雙速經

濟發展（或稱補丁式經濟發展）型態之差距。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曾指出澳洲資源與非資源部

門表現出兩種不同成長速度之經濟型態，國際能礦公司於澳洲資源賺取巨額利潤，然而這些

利潤幾乎都流向海外，為了使澳洲國民分享更多利益。並支持非能礦部門成長，故設置基金

用以改進能礦產相關基礎建設，並且提供探勘開採費用和租稅寬減優惠，以鼓勵能礦探勘

開採。

據最新就業與工資數據資料顯示，2011年澳洲上班族平均年薪達 69,170澳元，礦業員

工較高，達 110,000澳元，餐飲業及食品業最低，為 49,785澳元，零售業則為 50,898澳元。

2011年薪資漲幅最大的行業係為批發業、建築業及礦業，部份下滑為金融業及地產業；首都

坎培拉因聯邦公務員薪酬優厚，成為國內平均工資最高都市。

（2）貿易概況

「澳洲農業與資源經濟暨科學局」（Australian Bureau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and  Sc iences，ABARES）出版之2 0 11年3月「澳洲商品」（Aust ra l i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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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dities）季報預估，澳洲2010年至2011年之經濟成長率將較上一年度之2.2%增長為

2.7%，2011年至2012年將增長3.9%，其主要成長動力來自國際巿場需求穩定攀升，提高了

澳洲農礦產品價格，推動澳洲經濟持續向上成長。澳洲兩大產業－農業及礦業的產值持續增

加，農業生產將成長8.9%，礦業生產增加10.2%，均遠高於去年之1.1%及2.7%；澳洲農業產

品每單位出口報酬指數（index of export unit returns）增加5.4%，能礦產品單位出口報酬指

數增加20.8%，國際市場競逐之澳洲農產品有大麥、小麥、棉花、油菜籽、蔗糖、牛肉、羊

毛及乳製品等，估計澳洲農產出口將在2010-2011年度為澳洲帶來約302億澳元之收益。

礦產方面，煤礦及鐵礦砂係工業製造不可或缺之原料，能源及礦產出口將創造約 1,774

億澳元（約 1,810.20億美元）之外匯，大幅成長 27%。

全球原物料價格漲跌及全球景氣，會影響澳洲出口值的波動。此外，造成出口成長之另

一原因是亞洲市場快速發展，尤其中國大陸經濟高度地持續成長，對農礦業等原物料之需求

大增，使澳洲初級產業呈現繁榮現象。

澳大利亞為我國在大洋洲主要的貿易夥伴，2009年全球經濟不景氣時，澳大利亞對臺灣

的出口值和進口值明顯減少，隨之 2010年經濟復甦，出口值和進口值明顯增加，到了 2011

年澳大利亞對臺灣的出口值又比去年增加了 19.86億美元，進口值增加了 5.2億美元。在貿

易餘額方面，臺灣與澳大利亞一直有明顯的貿易順差，2011年持續增長，與去年相比，貿易

順差達 72億元，增加 14.66億元。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隨著新興開發中國家快速發展，對能礦資源需求增大，這對澳洲未來經濟成長有正面影

響。OECD強調結構性改革為澳洲經濟強勁成長之主因，例如 2000年 7月「商品服務稅」

（GST）、2005年 3月發布實施的「勞動關係法」（workplace relations），促使勞動市場更

具彈性，提升澳洲經濟競爭力。2006年 7月提高所得稅適用級距，大幅減少中等收入家庭所

得稅賦。在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澳洲政府採取多項刺激經濟措施，包含：金融穩定

措施，增加市場流動性；降息刺激景氣，協助首次購屋，補助中低收入戶；寬鬆財政政策，

投入基礎建設，增加就業；產業疏困措施等。工黨政府表示未來經濟政策將提高儲蓄率、強

化基礎建設，為澳洲長久發展奠定基礎，2012年將對大型能礦公司課徵 40%之利潤稅，以

達稅制公平，並作為支應其他支出增加之稅收來源。

自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澳洲投入大量財力刺激經濟，使得財政收支呈現赤字，預

計自 2013年方可能重返預算盈餘。雖已簽署京都議定書，然而工黨政府所提出之碳排放交

易計畫（Emmision Trading Scheme）卻一直未能獲得澳洲國會通過實施。

在失業率方面，澳大利亞統計局公布在 2010年政府採取一項名為「國家大建設」的擴大

內需政策，投入 47億元澳幣在鐵路、公路和教育等領域，商家也將獲得減稅優惠。此政策

成功將失業率壓至 4.8%，創下 30年來最低失業率。而且這些工作大部分為全職工作，可見

在強勁的經濟增長下，良好的工業關係改革使澳洲人民得到好的就業結果，並為長期經濟發

展打下穩定的基礎。但是 2011年由於歐債危機加劇、國內消費者信心指數受挫、房價低靡

等市場因素影響，澳洲就業增長率創 19年來最低，失業率為 5.1%。澳洲工會總會（Austr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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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of Trade Unions）主席 Ms Ged Kearney表示，為了解決存在已久之技術人才短缺問

題，須為澳洲人民創造更多專業領域之技職教育及受訓機會。另澳洲政府將簡化美國建築技

術人員工作簽證申請程序，以解決本地建築技術人員短缺問題。

對外貿易方面，澳洲全力進行自由開放之多邊經貿體制，及區域整合發展趨勢，除積

極參與WTO多邊貿易談判和 APEC等多邊區域經貿組織活動外，積極推動建立亞太共同體

（Asia Pacific Community），大力支持建構 G20架構，以提升澳洲在國際間之影響力。2001

年起開始積極推動與其他國家簽署 FTA，並陸續完成與紐西蘭、新加坡、美國、泰國、智利、

東協簽署 FTA，與中國大陸、日本、南韓、馬來西亞、海灣合作理事會、泛太平洋夥伴協議、

太平洋島國論壇仍積極協商中，目前與印度及印尼聯合進行可行性研究。

澳洲新任女總理 Julia Gillard於 2010年與馬來西亞展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

（重點集中於服務業及製造業）。我國對澳洲鋼品進口無任何非關稅障礙，但澳洲對我國鋼

品仍課徵關稅。澳洲目前將我國與南韓、新加坡及香港列為 DCT稅率國家，我國稅率為 5%，

而中國大陸由於具備 DCS稅率國家的身份，得以零稅率的優惠，這使得中國大陸成為我國

鋼品輸往澳洲的最大競爭對手

表 2-2-1 澳洲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澳大利亞聯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地理位置

位於印度洋和南太平洋間，為大洋洲中最大國家，擁有澳大利亞大陸

和塔斯曼尼亞等島嶼，其國境東南鄰近紐西蘭，西北鄰近印度尼西

亞，北邊靠近巴布亞紐幾內亞、西巴布亞和東帝汶。由 6個州及 2個
直轄領地組成。地處南半球，北至南緯 10度 41分，南至南緯 43度
39分，東至東經 153度 39分，西至東經 113度 9分。

氣候

北部屬熱帶性氣候，部分屬亞熱帶氣候，少部分（南部和東部地區）

屬溫帶氣候，而其國家大多是屬於乾燥至半乾燥氣候，內陸乾旱少

雨，年降水量不足 200mm，東部山區 500~1,200mm。北部年均溫為 
27℃，南部為 14℃。位處南半球，四季時序適與北半球相反（春季 9
至 11月，夏季 12至 2月，秋季 3至 5月，冬季 6至 8月），幅員廣
大，各地氣候差異頗大。

政治體制 君主立憲、責任內閣制、議會民主國家，實施聯邦政府制度。

執政黨現任總統 /總理 工黨（Australian Labor Party）現任總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

語言 英語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為坎培拉（Canberra），其他重要城市為新南威爾州（New 
South Wales，NSW）首府雪梨（Sydney）、昆士蘭（Queensland）
首府布里斯本（Brisbane）、南澳大利亞（South Australia，SA）
首府阿德萊德（Adelaide）、塔斯馬尼亞（Tasmania）首府霍巴特
（Hobart）、維多利亞（Victoria，VIC）首府墨爾本（Melbourne）、
西澳大利亞（Western Australia，WA）首府伯斯（Perth）、北領地
（Northern Territory）首府達爾文（Dar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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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澳洲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國際機場

Adelaide International Airport（ADL）, Alice Springs Airport（ASP）, 
Brisbane International Airport（BNE）, Canberra International Airport
（CBR）, Cairns International Airport（CNS）, Christmas Island 
Airport（XCH）, Cocos（Keeling）Islands Airport（CCK）, Darwin 
International Airport（DRW）, Gold Coast Airport（OOL）, Hobart 
International Airport（HBA）, Kingsford Smith International Airport
（SYD）,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Airport（MEL）, Norfolk Island 
Airport（NLK）, Perth Airport（PER）, Townsville Airport（TSV）

重要港埠
Brisbane, Dampier, Fremantle, Gladstone, Hay Point, Melbourne, 
Newcastle, Port Hedland, Port Kembla, Port Walcott, Sydney

天然資源

礦產資源有煤、鋁、鐵礦、鈾、石油、天然氣、金剛石等，其中鐵、

鋁、鈾等的貯量位居世界各國前茅，而且此國家占全球煤的出口量的

29%，是全世界煤的最大出口國。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7,686,850

人口數（人，2011年） 22,504,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3.8

華人數（人，2011年） 754,871

華人所占比例（%） 3.3544

臺僑人數（人，2011年） 28,240

臺僑所占比例（%） 0.1255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澳幣（AUD）

匯率（澳幣兌美元） 1USD：0.9846AU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1.4 2.5 2.1 3.3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8 2.8 3.4 2.0

失業率（%） 5.59 5.23 5.10 5.2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9,918.5 12,453.1 14,882.2 15,859.6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44,817 55,474 65,477 68,916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1,539 2,124 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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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 主要產業介紹

澳洲最早產業發展以農畜、礦產為主，具備豐盛礦產資源及投資審核透明化之過程，提

升全球投資商對澳洲礦產之投資信心，並且認為澳洲礦業是全球最適合投資且有保障之國

表 2-2-1 澳洲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進口值（億美元） 1,655 2,016 2,437

貿易餘額（億美元） -116 108 280

貿易依存度（%） 32.2 33.2 34.6

主要出口產品
金屬礦及其碎屑、煤、非鐵金屬、石油及其製品、肉類及調製品、穀

物、機械和運輸設備

主要出口國家 日本、美國、南韓、中國大陸、紐西蘭、英國、印度

主要進口產品
汽車、石油及其製品、辦公用機器及電腦、電訊及錄音設備、電動機

器及設備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德國、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59.66 89.21 109.07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23.53 31.32 36.53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36.13 57.89 72.55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3.88 4.20 4.01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1.42 1.55 1.50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礦石、熔渣及礦

灰、鋁及其製品、銅及其製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

及重放機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鋼

鐵、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外匯存底（億美元） 417.4 422.7 468.3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20（18）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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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雖然澳洲自 2012年 7月 1日起成為全球首先實施徵收礦稅的國家，但是礦業仍是全球

投資客矚目之焦點。

澳洲的製造業反應出國內市場需求與天然資源的特性。早期生產主要為羊毛與各類金屬

有關產業，如紡織、各類金屬煉製及各類建築材料等。由於國內外科技發展，製造業擴展至

汽車組裝和各類工具機械等相關產業。相對的從我國進口的產品竄升第一的是有線電話或電

報器具，而自動處理機及閱讀機、聚縮醛、聚碳酸樹脂、靜電式變流器、變壓器也紛紛成為

新進榜的前十名商品。資訊與通訊產品，塑膠、橡膠及其製品、紡織品、化學品需求增加。

網路消費日益盛行，澳洲各大企業紛紛將廣告預算撥入數位電子通路，預估至 2012年

底，澳洲電子廣告商機將成長 20%，達 30億澳元，至 2015年可望達到 41.3億澳元之商機。

澳洲有 50%之人口將都使用平板電腦，預計 2012年總銷量可望達 350萬臺，至 2016年達

500萬臺。

澳洲幅地遼闊，涵蓋多樣的氣候地區，各省地方政府可依據多元的氣候及不同沿海地區

地理環境的優勢，規劃出具競爭性的水產養殖開發區及投資方案。澳洲繼承英國典章制度，

准許工會長期介入國內產業，由於各類相關勞工成本提高等因素，造成許多商品生產基礎較

薄弱，民間必需品多數仰賴進口，製造業占 GDP之比重介於 11-12%左右，也造成國內產業

發展偏向於資本投入較低的服務業。依據澳洲年鑑資料，由於澳洲服務業占其 GDP比重高，

加上澳洲國內景氣繁榮、需求高，一般房價大漲，導致製造業及建築業明顯成長。澳洲整體

產業發展目前主要是以服務業為重，次為相關生產產業，再次為農漁林等傳統產業。

澳洲於境內因找不到合適之技術人才，轉向海外求才，行業別以電腦工程開發、資通訊

產業分析師、軟體程式開發、大學教授、系統分析師、經營管理顧問、全科家庭醫師、駐院

/急診室醫師及會計師、廚師、專案經理人等。大多數外籍工作者以印度、英國、愛爾蘭、

美國及中國大陸為主。新南威爾斯州則居全澳之冠，為 16,830人，維多利亞州已招募 10,260

個外藉專業人士；西澳因受礦業發展，亦有 11,990名外藉工人，海外技術勞工在澳洲平均年

薪約為 10.52萬澳元，受高薪所趨，使海外技術人員紛紛轉向澳洲就業市場。

（2） 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澳洲是能高度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的國家。據 IMF 的資料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在澳洲生產

總值的比例接近 36%，遠高於開發國家之平均 25%。前四名的外資來源國為美國、英國、日

本和荷蘭。而新加坡、日本、德國和荷蘭在澳洲的外國直接投資都表現出高度的成長。以區

域來說，歐盟國家是澳洲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地。

在澳洲投資生物科技業之外國投資者，將可取得澳洲政府所提供之租稅減免（Tax 

Exemption）；此外澳洲政府也公布 Pharmaceuticals Partnerships Program（通稱 P3計畫），

於一定期限內提供研發獎勵給澳洲製藥業。澳洲政府亦透過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及 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NHMRC）提供研發獎金支持澳

洲生物科技產業之發展。

澳洲政府設立澳洲投資局（Invest Australia）做為外商投資促進機構。澳洲投資局與政

府和企業合作，提供全面、周到、免費和完全保密的幫助給潛在投資者。澳洲經濟成長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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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之一為金融服務業，從 80年代中期以來都是保持 5.3%的年平均成長。

3. 當地華人經濟

（1） 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根據雪梨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所提供的資料表示，約有近半數之華僑定居於新南威爾斯

州，其次為維多利亞州及昆士蘭州。最近幾年臺灣移民多選擇布理斯本及雪梨為定居地。華

人已成為澳洲第 2大族裔社群。年消費力達 46億美元，對澳洲經濟有相當大的幫助。

澳洲之華僑移民發展脈絡是 1950年來自東帝汶的華裔移民為最早，其次為 1960-1970年

來自越棉寮之移民，1980年代之後，臺灣移民澳洲比較多，1990年代中國大陸移民大量湧入。

根據 2008年澳洲的人口統計局資料顯示，自 1991-2008年來自臺灣移共有 26,180人，來自

香港移民有 57,200人，來自中國大陸移民合計 122,530人，中國大陸已成為澳洲第三大移民

來源地，僅次於英國和紐西蘭。

目前臺僑人數中，長期居住澳洲者約佔華僑的 60%，往返臺灣澳洲兩地者約 40%。據澳

洲統計局公布之數據顯示，澳洲歐裔人口數漸呈萎縮，反之，亞裔移民及其在澳出生子女數

量則大幅增加；近年我國來澳移民主要聚集在雪梨與布里斯班市，分布比例如下 :布里斯本

39~40%、雪梨 38~39%、墨爾本 14%、其他 7%。目前已成立雪梨的「澳洲臺灣商會」、昆

士蘭的「昆士蘭臺商投資貿易協進會」、「昆士蘭臺灣商會」、墨爾本之「墨爾本臺灣商會」，

以及西澳柏斯之「西澳臺灣商會」等，有助於促進僑商彼此間之聯繫與溝通。

（2） 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根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的資料，臺澳雙方重要的投資個案有臺糖之畜產投資計畫、臺電

之班卡拉（Bengalla）煤礦投資開發計畫等。

A. 臺糖之畜產投資計畫：

臺糖公司位於澳洲有 Killara養牛場和 Euphron公司的養豬場及屠宰廠之合資事業。臺糖

投資此案持有 45%股權，且金額達新臺幣 7,277萬元。其他投資機構包含臺鳳公司、欣伯國

際公司、澳商 Maydan Pastoral公司及 Grainco公司等。臺糖公司專業於豬隻品種改良及肉質

控管，騷味少，受到本地亞洲移民特別的喜好，順利打開日本市場和雪梨地區市場，日商從

2002年 1月起要求臺糖澳洲公司每月定量提供冷藏豬肉。

B. 臺電之班卡拉（Bengalla）煤礦投資開發計畫：

臺灣電力公司投資雪梨北邊的重要產煤區班卡拉（Bengalla）煤礦場，並於 1999年 7月

開採，臺電於 1996年 6月首獲 21年的南威爾斯州核發採礦權，2006年 11月獲准擴增年產

量為 1,070萬噸，預估可開採 40至 60年。班卡拉煤礦場為一個多國共同投資事業，股權目

前 Coal and Allied佔有 40%、Westfarmers佔有 40%、三井佔有 10%、臺電佔有 10%。臺電

參與投資班卡拉煤礦，除了從中可分取利潤外，對所生產的煤礦有優先購買權和在臺灣之專

屬行銷權。

C.  2006年12月，中鋼公司投資0.1653億澳幣（約0.1679億美元）購買昆士蘭州

Sonoma Coal Project 5%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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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油公司投資澳洲西北 AC/P32 礦區：

中油公司董事會於 2002年 8月宣布通過投資澳洲西北 AC/P32礦區，並簽約取得礦區的

經營權。

E. 其他臺商在澳投資：

裕峰集團、宏碁澳洲公司、聯強澳洲公司、Homeart Holdings、Traniso Pty Ltd.、東元電

機澳洲公司、友訊澳洲公司、Furnbird Pty Ltd、蕾綿企業、臺聚關係企業、及錸德科技澳洲

公司等，這些來自臺灣的投資均在澳洲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3）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澳洲政府大力鼓吹出口導向產業及科技工業之發展，擬訂相關研究發展、出口市場發展

計畫及以租稅減免等做為鼓勵措施。並鼓勵外國公司投資於澳洲境內並設立營運總部。澳洲

由於與北美及歐洲聯繫密切，國際化程度亦在我國之上，所以若我國高科技產業擬於海外投

資研發中心，澳洲將為一個理想之投資地點。在澳大利亞投資之利基如下：

A. 民主和穩定的政治環境：

在國際競爭力年鑑中，澳洲名列全球風險最低的國家中的第 3名，關於政府決策實施效

率和效果位居世界前 4名，政治黨派把握現代經濟挑戰能力位居世界第 2名。

澳洲是工業化國家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很高的國家。排放量僅次於美國和盧森堡。

Vestas總裁 Ditlev Engel表示，過去幾年澳大利亞對風能產業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決定，

首先是總能源消耗量的 20%必須來自再生能源。第二，新的二氧化碳稅替風能業創造機會，

幫助澳洲減少對能源消費水平較高之產品的依賴。此外政府鼓勵從事能源密集型產業及澳洲

消費者能夠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B. 強大的經濟背景：

據全球四大會計事務所KPMG公佈最新競爭報告顯示，在主體經濟中，因澳元匯價勁揚，

推高所有經營成本；澳洲經商成本已躍居全球第二高，僅次於日本。自 2010年以來，澳洲

經商成本漲幅屬全球最高，其中墨爾本經營成本列入第全球前 9名，另雪梨則排進 5名之內，

比紐約還昂貴。電費亦名列前茅，比美國及加拿大高出 2倍，比日本貴了 40%，據澳洲統計

局表示，至 2011年 12月止，澳洲電價漲幅達 79%。加上礦業發展持續蓬勃，澳元將再持續

升值，影響澳洲企業之競爭力。

C. 日益壯大的金融服務業：

根據歐洲投資基金聯合會的說明，澳洲投資基金總額位居於世界第 4位，總值有 5,320

億美元，是對私人投資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股權基金投資，約占歐洲私人股權基金投資總額的

27%。澳洲從事金融業的人數 348,000人，超過了新加坡與香港。Axiss Australia專門提供

澳洲金融服務業的資訊，為澳洲投資局的分支機搆。Axiss的任務為加強並鞏固澳洲為亞洲

時區全球金融服務中心的地位。

D. 高度發達的基礎設施：

澳洲利用海底光纜和衛星與世界各地連結，為提供全球商業價格相對較低廉的無縫聯

繫。澳洲的 IT市場和電信規模名列於亞太地區第 4名，其首先採取先進科技且保持商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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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 電子商務增長，「電子商務準備程度」為亞太地區第 3名。經由國際商業界普遍認可，

澳洲航空運輸業的服務品質為居世界第 5名，高於加拿大、英國和日本。

4. 小結

澳大利亞為大洋洲主要的國家之一，礦產及農產兩大經濟崛起於國際市場，但由於國內

外科技發展，該國主要製造產業擴展至汽車組裝和各類工具機械等相關產業，而最近又轉至

投入資本較低的服務業。澳洲企業經營者憂心全球經濟不確定性、澳元居高不下及勞資關係

等因素，將嚴重影響澳洲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發展，惟有面對歐債、高價的澳元及勞資關係等

三大經濟挑戰，方能提振澳洲整體經濟。澳洲天然資源豐富，礦產油氣不匱乏，生化、製藥、

資訊等產業實力雄厚，製造與服務業基礎成熟，且金融服務業日益壯大，吸引投資者相繼將

資金投入澳洲。當地的留學生及華僑居住人數逐年上升，分布在澳洲的各大城市中，近來臺

商在澳洲投資也逐漸增加，甚至有許多大企業也在此設置分公司，加上華僑在澳洲設立僑社

的據點非常之健全，若想在當地尋求僑社支援並非難事。

（二）巴布亞紐幾內亞（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2010年全球經濟復甦帶動巴紐國經濟成長。加以這兩年國際間黃金、原油、黃銅等商品

需求量與價格上漲，使 2011年巴紐國之貿易額與國民所得明顯增加。該國經濟相對脆弱，

主要依賴礦產、石油、經濟作物及林木等產業，易受市場環境變動的衝擊。巴紐國財政大部

分依靠外援，去年已與 IMF達成協議，於往後的 4年內提供該國 4億美元援助紓困。依統計，

巴紐國之經濟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indicators）仍低於全球中低收入國家水準。

（2）貿易概況

巴紐國位於澳洲北方，1975年脫離澳洲獨立，現為大英國協成員國。該國人民所得差距

甚大，近兩年該國政府極力發展地方通訊設備，例如提升網路普及率及發展 e化政府等，希

望藉以縮短城鄉差距。為促進我國與巴紐國之雙邊經貿關係，臺灣外交部組成「2012年臺灣

資訊服務商機拓銷團」，針對巴紐國的資通訊服務及太陽能應用安全監控等市場開拓商機。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巴紐政府於 1992年及 1994年採行開放工資及浮動匯率政策，1999年起實施加值稅

（VAT）政策，2002年則厲行金融穩定政策，分階段調降關稅並於 2006年起大幅降低關

稅。相關經濟政策如下：①公共部門精簡；②國營事業民營化；③修訂「中央銀行法」

（Central Bank Act）及「銀行及金融機構修正法案」（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mendment Bill），並設立偏遠鄉間發展管理基金；④檢討「國家保險基金」（National 

Provident Fund）；⑤成立礦物資源署（Mineral Resources Authority, MRA），由公私部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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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成立董事會，取代礦業部負責核予採礦權；⑥偏遠鄉間服務；⑦林業改革。該國經濟改革

之發展策略則有：①鼓勵石油探勘，對探勘所得實施優惠稅率；②公布「全國森林計畫」及「巴

紐伐木作業規範」，確保森林資源永續開發及林木加工業發展；③持續進行農業改革，增加

農業研究機構研究資金及鼓勵食品生產等；④繼續推動漁業改革，強化「國家漁業署」之管

理權、推動外國漁船與巴紐業者間之合作計畫、修法吸引外人投資漁業、依可捕撈總量制定

鮪魚捕魚管理計畫等；⑤製造業以限制貿易方式來鼓勵進口替代；⑥對於重要投資計畫，除

了由政府持有相當股份外，並配合提供租稅獎勵及行政優惠。若巴紐國能持續落實經貿革新，

則應能使該國經濟穩定成長。

表 2-2-2 巴布亞紐幾內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國（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

地理位置

南太平洋（澳洲正北方）赤道至南緯 14度及東經 141度至 160度之

間。位於太平洋西南部的一個大洋洲（島嶼）國家，涵蓋新幾內亞島

東半部，西鄰印度尼西亞的巴布亞省，南部和東部分別與澳大利亞和

索羅門群島隔海相望。

氣候

巴布亞紐幾內亞為赤道多雨氣候區，氣候炎熱之餘降雨量大，形成一

個個熱帶雨林，其國土多被山和熱帶雨林覆蓋。因巴布亞紐幾內亞因

是熱帶雨林為主，所以在生物上亦相當豐富。

政治體制 君主立憲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國民聯盟黨 /邁克爾．索馬雷（Michael Thomas Somare）

語言
約有 860 種當地語言，主要官方語言為 Tok pisin、英語和 Hiri 

Motu，英語的使用約 1%-2%，Hiri Motu則少於 2%。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為莫士比港市（Port Moresby）

主要國際機場 Jacksons International Airport（POM）, Lae Nadzab Airport（LAE）

重要港埠 Kimbe, Lae, Madang, Rabaul, Wewak

天然資源 黃金、銅、銀、天然氣、木材、原油、漁產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462,840

人口數（人，2011年） 6,660,000

人口密度 14

華人數（人，2011年） 15,827

華人所占比例（%） 0.2376

臺僑人數（人，2011年） 78

臺僑所占比例（%） 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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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巴布亞紐幾內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吉納（PGK）

匯率（吉納兌美元） 1USD：2.04PGK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6.1 7.6 8.9 7.7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6.9 6.0 8.4 6.8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81.05 98.85 126.55 153.9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279 1,521 1,900 2,255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44 52 N.A.

進口值（億美元） 32 31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12 21 N.A.

貿易依存度（%） 93.8 84.0 N.A.

主要出口產品 金、銅、椰油、漁產品、木材、原油、咖啡、可可粉

主要出口國家 澳洲、日本、中國大陸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及交通運輸設備、化工製品、雜貨、食品、燃料

主要進口國家 澳洲、新加坡、日本、中國大陸、馬來西亞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08 0.11 0.18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46 1.12 1.33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38 -0.01 -1.15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18 0.21 0.89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1.44 3.61 1.14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木及木製品、木炭、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魚類、甲殼類、軟體

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鋼鐵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核子反應器、鍋

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

脊椎動物、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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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巴國主要的產業為礦業及石油業，產值約佔該國 GDP的 26%，佔總出口的 77.25%，對

巴紐國經濟影響很大。但該國之礦業及石油業主要為外國公司掌控，僅提供國內約 3%的就

業機會。農業為巴紐傳統的經濟產業，以小農生產為主，農產品出口之主力包括咖啡、棕櫚

油、可可、乾椰仁、乾椰仁油、茶及橡膠等。製造業部分，主要以資源加工為主，包括食品、

飲料、煙草之生產及木材之加工等。該國製造業非常仰賴進口原料、中間產品和資本的投入。

因該國國內缺乏技術勞動力與管理人員，加以市場小、運輸與水電成本皆高，故發展障礙較

大。林木業方面，巴紐國林產豐富，林地面積約 3,600萬公頃，大約佔領土面積之 78%，其

中約 1,500萬公頃為商業性或生產性林區，近年來該國之木材出口量增加。海洋資源方面，

該國臨太平洋，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經濟海域達 240萬平方公里，擁有廣大及多樣化之熱

帶水產資源，至今仍保持原有樣貌，未進行商業開發。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巴紐國的礦產、天然氣存量豐富，由美國原油公司領銜的國際財團預計在該國興建液化

石油生產線（LNG），將於 2013或 2014年啟用並出口，估計會為巴紐國帶來 2倍的 GDP

成長和 3倍的進口值。我國亦設有合作計畫，鼓勵企業至巴紐國投資。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我國僑胞在巴紐國主要分布於首都莫士比港、第二大城雷伊及其他地區。1998年，臺灣

僑團成立「巴紐臺灣同鄉會」，對於臺灣與臺僑之事物熱心參與並提供協助。但因華人人數

少，僑團無法發揮組織力量與當地政府進行影響力之互動。我國當地駐外處除了加強照顧臺

商之外，亦積極鼓勵臺商赴巴紐投資與貿易，並配合我國政府之「經貿外交」策略，加強華

僑經濟工作之推動。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在當地的臺僑人數較少，大多以小型自營企業為主。臺灣財團法人國際發展基金會與

ADB合作融資巴紐政府，執行「第三階段城市供水計畫」，協助巴紐國解決供水問題，並擴

表 2-2-2 巴布亞紐幾內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2,607 3,092 4,323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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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原有供水服務範圍，降低水生疾病之感染與傳染，改善供水品質並強化公共供水服務。我

國外交部委辦「行動醫療團」計畫，除了立即的醫療成效及改善醫療環境外，亦建立我國積

極參與國際性醫療援助之形象。我國技術團指導巴紐進行土地綜合開發利用，進行作物栽培

規劃及生產示範，其中以稻作生產之「種源繁殖與生產技術」為主，藉以提高單位面積產能，

增加農業生產量。

（3）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巴紐政府推動經濟改革政策，提供許多稅收獎勵措施，吸引投資者至當地投資。該國為

許多國際條約和協定的會員國，例如科托努夥伴關係協定（Cotonou Agreement）等，這些國

際條約和協定提供巴紐國的產品以低關稅或優先免稅的方式進入各個市場。

4. 小結

巴紐國財政極大部分由外援紓困，經濟社會發展基礎尚未穩健，公共建設不完善、國內

需求不足、治安問題及未來礦區逐漸枯竭等，使其未來經濟發展令人憂心。近幾年巴紐政府

極力改革經濟，發展地方通訊設備，提升網路普及率及發展 e化政府，縮短城鄉差距，期能

提升該國經濟發展環境。為促進臺、巴雙邊經貿關係，臺灣提供專業的農業、水利、醫療等

協助計畫，藉以增加該國商機並深入民間提升臺灣的形象。

（三）紐西蘭（New Zealand）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在歐洲債務危機重創各國之時，紐西蘭離世界主要經濟中心與市場遠，因此受影響的幅

度較小，近年來紐國從農業轉型為具國際競爭力的工業化國家，不只是國民所得大幅增加，

實質收入也持續增加中。2011年發生紐西蘭基督城地震事件，對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政

府預估需投入 200億元紐元來重建，占紐國 GDP的 10%不過重建計畫對紐國經濟成長也產

生助益，在克服技術工人短缺和成本上漲等問題後，預期震災大量重建工程可增加經濟成長

率 10%至 20%。在良好的農業生產條件下，農業產值表現良好，農牧產品出口占全國出口

總值的一半，羊肉、奶製品和粗羊毛的出口值皆為世界第一，相對下製造業表現疲弱，金融、

地產、商業服務部門有強勁就業的表現。

據 IMF資料，相對於 2010年 1.8%，2011年經濟成長率下降至 1.3%，全球景氣開始復

甦使紐西蘭的經濟成長率上漲。在CPI方面，2011年上漲率為 4.0%，相對於 2010年的 2.3%，

上升 1.7個百分點，整體物價緩步趨升，其中政府部門及基本民生產品價格係影響物價上漲

之主因。失業率方面，2011年和 2010年差不多維持在 6.5%左右。影響紐國國內經濟的主因，

在於紐國家庭偏向償還債務，而不願增加借貸，消費支出無法趕上所得成長幅度。

在全球經濟逐漸好轉情況下，除了依據 3年經濟計劃並進行相關改革，包括進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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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管理制度及落實基礎建設計畫，才能提升紐國經濟之競爭力。此外，受到國際環境之影

響，惠譽及標準普爾分別調降紐國之信用評等，直接影響到紐國房貸利率水準，紐國政府為

維持紐國信用評等外，積極透過不同政策來增加就業機會及提高所得。

（2）貿易概況

2011年紐西蘭出口值 377億美元，相較於 2010年之 313億美元，增加了 64億美元。在

進口值的部分，2011年進口值為 371億美元，相較於 2010年之 306億美元，增加了 65億美

元。紐西蘭對全球貿易呈現順差的狀況。2011年第四季由於氣候良好乳品產量增加，加上紐

元匯率下滑，減緩乳品國際價格下滑，紐國乳品出口趨於穩定。2012年初受到乳製品及肉品

出口價格下滑之衝擊下，紐國貿易金額在季節性因素調整下出現逆差情況，再加上奧克蘭港

口罷工事件，預期在商品價格會持續下跌，進而惡化紐國 2012年貿易金額之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原為紐國第 2大牛肉出口市場，並占紐國 10%出口額，不過在印尼

政府鼓勵國內肉品自主生產，並對牛肉進口採行數量配額管制政策下，印尼於 2011年落居

為紐國第 5大牛肉出口市場，造成紐西蘭牛肉對印尼市場出口大幅滑落。另外，紐國木材出

口項目中，有高達一半為原木，在未來 10年紐國可供砍伐之林木數量增加，預期未來 20年

紐國木業出口將可成長 40%。此外，2011年至今，我國與紐西蘭政府進行多次談判協商，規

畫洽簽貿易協定，希望可以讓雙方經濟整合的效益大幅度提高。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紐西蘭為典型的小型經濟體，經濟規模只有臺灣的三分之一，2011年初發生破壞性地震

加上經濟復甦緩慢，預估債務高峰將發生在 2014~2015年之間，紐國政府實施幾項重要的政

策，來增加經濟成長率，刺激就業市場，並積極恢復受到基督城震災及經濟復甦緩慢影響，

政策如下：

A. 為促進紐國的儲蓄，建構強勁的就業及成長平臺 

透過強勁的就業及成長平臺，增加紐國儲蓄進而使政府財政提早出現盈餘，財政預算除

了用於待幫助之紐國人民，並將增加健康及教育之預算，及成立基督城震災重建基金。3/4

預算將嚴格使用在教育及衛生等前線工作上，資本支出亦將針對寬頻、鐵路、高速公路及全

國電力網絡等項目，其中基礎建設經費預算之增幅將達 16億紐元。

B. 節省政府支出

為節省政府支出，紐國將減少 12億紐元業務經費支出，並且投入 52億紐元，優先用於

第一線政府服務工作，並將釋出部分國營能源公司股權，以官民合股方式運作，預估可獲 50

億至 70億紐元資金，此筆資金將支應紐國政府投資社會核心資產，另外，並編列 55億紐元

成立基督城震災重建基金。此外，嚴格審核家庭薪資補助福利計畫之受益對象，使政府支出

能降低，預估 4年內減少 4.48億紐元之支出。在學生免息貸款計畫中，預估 2011~2012年紐

國學生免息貸款計畫仍將貸出 15.8億紐元，並且避免貸款給無還款能力的對象。

C. 調整國民儲蓄計畫之薪資提撥比例

預計自 2013年起，雇主及員工對國民儲蓄計畫之薪資提撥比例將從 2%提高至 3%，並

取消雇主負擔金額之免稅優惠，降低員工之稅額抵扣比率。另外紐國政府將發行基督城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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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債，成立政府金融單位，以提供地方政府建設之資金，增加紐國民眾之投資機會。

D. 鼓勵輔導就業

新增 14億紐元在學校及學前教育，大學教育經費預算亦將增加至 122億紐元。自 2009

年以來，紐國政府對教育經費之新增金額達 44億紐元。另在鼓勵年輕人就業及就業輔導之

經費上，將分別增加 5,520萬紐元及 1,500萬紐元之預算。

表 2-2-3 紐西蘭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紐西蘭（New Zealand）

地理位置

位於南太平洋，西距澳洲 2,600公里，北離斐濟 1,700公里，主要由

南北兩大島及數小島組成，南北長達 1,600公里，南北兩島間之庫克

海峽寬約 35公里。

氣候

紐西蘭位於南半球，所以一月和二月是最溫暖的月份，秋季是從三月

到五月，冬季是從七月到八月，春季從九月到十一月。氣候溫和，冬

季溫暖濕潤，夏季凉爽乾燥。不同地區的氣候差異較大，最北端屬於

亞熱帶地區，而南部常有從南極直吹而來的冷風。

政治體制 議會內閣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國家黨 /元首 英國女王

語言 英語及毛利語，唯日常語言仍使用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 都 為 威 靈 頓（Wellington）， 其 他 重 要 城 市 為 北 部 地 區
（Northland）、旺格雷（Whangarei）、奧克蘭（Auckland）－奧克
蘭市（Auckland）、懷卡托（Waikato）、漢彌爾頓（Hamilton）、
陶波（Taupo）、豐盛灣（Bay of Plenty）、羅托路亞（Rotorua）、
吉斯伯恩（Gisborne）、豪克斯灣（Hawke’s Bay）、內皮爾城
（Napier）、塔拉納奇（Taranaki）、馬納瓦圖 -旺格紐伊（Manawatu- 
Wanganui）、北帕（Palmerston North）、塔斯曼（Tasman）、尼
爾遜（Nelson）、馬爾堡（Marlborough）、西岸（West Coast）、
格 雷 茅 斯（Greymouth）、 坎 特 伯 雷（Canterbury）、 基 督 城
（Christchurch）、奧塔哥地區（Otago）、達尼丁（Dunedin）、南
部地區（Southland）及查塔姆群島（Chatham Island）。

主要國際機場

Auckland International Airport（AKL）, Christchurch International 

Airport（CHC）, Dunedin International Airport（DUD）, Hamil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HLZ）, Invercargill Airport（IVC）, New 

Plymouth Airport（NPL）, Nelson Airport（NSN）, Niue International 

Airport（IUE）, Palmerston No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PMR）, 

Rarotonga International Airport（RAR）, Welling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W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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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紐西蘭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重要港埠 Auckland, Lyttelton, Marsden Point, Tauranga, Wellington, Whangarei

天然資源
主要礦藏有煤、金、鐵、天然氣，和銀、錳、鎢、磷酸鹽、石油等，

但貯量不大。且其森林資源及漁產豐富。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70,534

人口數（百萬人，2011年） 4.416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6.3

華人數（人，2011年） 149,000

華人所占比例（%） 3.37

臺僑人數（人，2011年） 10,000

臺僑所占比例（%） 0.23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紐幣（NZD）

匯率（紐幣兌美元） 1USD：1.29141NZ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2.4 1.8 1.3 2.2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2.1 2.3 4.0 1.9

失業率（%） 6.1 6.5 6.5 6.0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178.0 1,407.9 1,618.5 1,805.5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7,259 32,226 36,648 40,423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249 313 377

進口值（億美元） 253 306 371

貿易餘額（億美元） -4 7 6

貿易依存度（%） 42.6 44.0 46.2

主要出口產品 乳品、肉品、木材及木製品、漁貝類、葡萄酒、機械

主要出口國家 澳洲、美國、日本、中國大陸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設備、交通工具及零附件、原油、資訊設備及零附件、航空器、

紡織品、塑膠及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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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紐國主要產業為農林漁牧業、製造業、觀光旅遊業、生物科技和葡萄酒業等。其中農林

漁牧與礦業等初級產業為紐國之重要經濟產業，產值只占全國 GDP 的一小部分。觀光旅遊

業為紐國最大外匯收入與主要成長的產業。葡萄酒類為紐國第 8大出口項目，主要產區為南

島 Marlborough地區，因該地區有充足的陽光與合適的土壤，三大出口市場分別為澳洲、英

國與美國。此外，紐國擁有豐富能源資源，包括水力、風力、地熱、石油、天然氣及相關礦

產資源，而且也是全球擁有豐富可燃冰資源國家之一，其儲存量預估可供應紐國數 10年之

能源需求，惟目前海底可燃冰之商業化開採技術仍尚未成熟。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2011年紐國私人創投部門之投資金額較 2010年增加 88%，金額達到 5.54億紐元，創下

全球金融風暴以來之最佳水準，惟投資件數僅有 84件，僅較 2010年增加 2件。外資投資紐

國的產業包括水電公用事業、健康及社區服務業、製造業、住宅、金融保險、休閒事業及教

表 2-2-3 紐西蘭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進口國家 澳洲、美國、日本、中國大陸、德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4.59 6.10 7.31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2.98 4.73 4.34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1.61 1.37 2.9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84 1.95 1.94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1.18 1.55 1.17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乳製品、禽蛋、天然蜜、未列名食用動物產品、肉及食用雜碎、穀類、

粉、澱粉或奶之調製食品、糕餅類食品、食用果實及堅果、柑橘屬果

實或甜瓜之外皮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鋼鐵、塑膠及其

製品、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外匯存底（億美元） 155.9 167.2 170.1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25（N.A.）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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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務業等。2011年紐西蘭海外投資局（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OIO）核准美商 Ormat

投資紐西蘭地熱發電廠 2億紐元，其中地熱開發面積達 900公頃，預計發電量將達 45百萬瓦，

並足以供應 4萬戶家庭所需電力。相關大型投資案亦包括日商朝日啤酒收購紐國酒類及飲料

廠 Independent案，及一件涉及 22,000公頃面積之土地租賃案。投資法案中大幅提高澳洲業

者投資於紐國必須事先申請獲准之投資金額上限，以加速相關投資案件審核程序速度，及提

供潛在的投資者較大之確定性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紐國的華僑原先以經營農場，種植及銷售蔬菜、水果為主，之後移入的新華僑多半從事

住宅開發、餐飲、旅遊及旅館、購物中心等投資。在製造業方面，多半是食品及肉品加工、

木材工廠及 PC小型裝配廠，還有少數投資顧問公司、高爾夫球俱樂部及中等學校等事業，

近年來，經濟事業朝向高專業技術方面發展。華僑投資前五名的產業依序為房地產業、服務

業、進出口業、農牧業及金融業等。我國現在談判洽簽經濟協議的國家包括紐西蘭。若是簽

訂成功可望再帶動另一波臺商華僑從事商業活動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臺商投資項目主要為森林、農場、不動產、旅館、超市、旅行社、肉品加工、健康食品

製造、化妝品製造、電腦裝配及一般貿易等。著名廠商 TMC 公司組裝及銷售華碩電腦，還

有旅紐臺商投資奧克蘭商學院、三寶健康食品公司、中華電視網、商勝集團不動產投資、紐

西蘭化妝品公司、環球肉品加工公司和臺灣花卉公司等為規模較大者。Morning Star 公司經

營進口電腦產品配銷、Fitness Imports公司經營進口健身器材配銷、Farmers Corner經營紀念

品賣場，這些都為後起之秀。臺灣移民至紐西蘭人數於 2011年約有 1萬人，據統計共有 257

件臺商在紐投資之案例，總計投資額約 1.94億紐元。

（3）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紐西蘭國內市場不大，加上勞工與經營成本較高，產業群聚及配套措施皆不如我國完善，

臺商主要以森林、農牧、健康食品等初級和加工產業，以及零售、觀光、教育等服務業為主，

製造業投資及營運規模普遍都不大。目前紐國政府開始重視高科技發展與利基型產業，未來

臺商投資仍有相當的發展空間。

我國專精於半導體及通訊硬體設備生產，而紐國在數位內容、無線通訊及電腦軟體方面

亦有專長，若雙方能夠合作，將可擴充彼此之產業價值鏈。生物科技產業方面，若能與我國

生技業者在技術研發、資金籌集、商業化生產、經營管理及市場開發等方面進行合作，將可

結合雙方優勢，創造新的商機。

4. 小結

紐西蘭因為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優勢未受到 2011年全球景氣動盪波及，投資環境優良，

紐西蘭的經濟來源過去以依賴土地為主的農林漁牧業為主，但近年來政府開始積極推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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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生物科技及創意產業等之產業轉型，大幅提升紐國與我國的合作關係。雙邊貿易角色

已被雙邊直接投資所取代，服務並已更加密切整合至產品製造，產生更有效率的全球產業供

應及價值鏈體系。紐國著眼於如何對企業、顧客及相關參與者提供更好的功能，且其實質意

義並非免除法規管制，而是提供更好的法規環境。 

（四）帛琉（Republic of Palau）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觀光旅遊業、農業和漁業是帛琉主要經濟來源，其中，觀光旅遊業是帛琉的主要發展產

業，觀光收入占很大比重，近年來，太平洋地區空中運輸之擴展、逐漸興起的東亞地區國家

和國外提供基礎建設經費的意願提高，為帛琉觀光業帶來很大的機會。帛琉的旅遊市場吸引

東亞的遊客，並希望外國企業可到帛琉進行投資，並協助興建更完善的基礎建設。除了觀光

旅遊業外，農業和漁業也是帛琉主要經濟來源。

（2）貿易概況

帛琉主要的貿易夥伴為美國，且主要出口產品為漁產、椰油、椰乾及紡織成衣，進口產

品為機械設備、燃料、金屬、糧食，2011年對我國之出口值較 2010年成長許多，對我國之

進口值有下降趨勢，貿易仍維持逆差的現象。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長期以來，帛琉主要經濟問題為財政收支失衡，財政和對外貿易呈現赤字問題，因此缺

口部分仰賴外國的援助，再加上金融風暴的影響，觀光客和投資者減少許多，如何提振經濟

成為帛琉政府的一大課題。此外，美國和帛琉簽署的「自由聯合協定」已到期，美國也不提

供帛琉現金援助，對帛琉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如何和美方溝通是帛琉政府的挑戰。

表 2-2-4 帛琉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帛琉共和國（Republic of Palau）

地理位置 此群島位於北太平洋及菲律賓群島東南方上。

氣候
屬熱帶雨林氣候，氣候炎熱潮濕，降雨季節為 5-11月，平均全年降

雨量為 380厘米，平均濕度為 82%，全年平均溫度約 28.9℃。

政治體制 民主共和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總統陶瑞賓（Johnson Toribiong）

語言 英語、帛琉語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為 Meleke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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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帛琉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國際機場
Roman Tmetuchl International Airport

（Palau International Airport）（ROR）

重要港埠 Koror

天然資源 森林、礦產（特別是黃金）、海產、深海礦物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458 

人口數（人，2011） N.A.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N.A.

華人數（人，2011年） 763

華人所占比例（%） N.A.

臺僑人數（人，2011年） 70

臺僑所占比例（%） N.A.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美元（USD）

匯率 1USD：1US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2.1 2.0 N.A. N.A.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 5.2 3.8 N.A. N.A.

主要出口產品 漁產、椰油、椰乾及紡織成衣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設備、燃料、金屬、糧食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330,572 438,057 579,485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25,980,864 18,969,845 16,788,840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25,650,292 -18,531,788 -16,009,355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鋁及其製品、鋼鐵製品、銅及其製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飲料、酒類及醋、塑

膠及其製品、鋼鐵製品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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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帛琉主要的發展產業為漁業、農業和觀光旅遊業。土地面積狹小無法自給自足，農業和

漁業產值偏低，長期需要從外國進口，不過大目鮪魚、黃鰭鮪魚為帛琉主要出口之漁產，還

有少量的黑鮪魚輸往日本與我國。在旅遊業方面，太平洋地區空中運輸之擴展、逐漸興起

的東亞地區國家和國外提供基礎建設經費的意願提高，為帛琉主要之觀光地區帶來光明的

遠景。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外商在帛琉之經營者大部分來自日本、南韓、中國大陸與菲律賓，其中日本人的投資占

多數，在帛琉的日本商人大部分經營旅遊、餐飲與旅館；南韓經營餐廳與藝品店；中國大陸

提供將近千名勞工，從事導遊、農場及修車，也有數家餐廳及雜貨店；菲律賓的勞工輸往帛

琉最多，從事各種行業的低階層服務，商人則是在人力仲介的部分。近年來，帛琉政府相當

重視環保議題，有許多法令政策，且投資申請程序非常複雜。除觀光業外，外商在投資方面

沒有太大的進展。

3. 當地華人經濟

（1）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臺商在帛琉投資企業估計有 100家左右，由於帛琉投資法令有許多限制，只有極少數臺

資企業係透過 FIB取得外商投資許可之合法經營，如：老爺酒店、Palasia Hotel及 Papago旅

館。旅館主要有 8家 （Palau Royal Resort、Palasia Hotel、Landmark Marina Hotel、Papago 

International Resort、Airai Water Paradise & Spa、Sea Passion Hotel、Palau Hotel 及 DW 

Motel）、旅遊業 3家、營造業 1家、通訊業 1家、銀行 1家、餐廳 3家、KTV數家、按摩

院數家及臺灣籍延繩小釣船約 40艘等。

（2）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帛琉政府近年來致力提升農、漁、畜牧業生產力及推廣「可再生能源」政策，主要投資

機會為觀光旅遊之相關產業、農耕、漁產捕撈、養殖漁業與替代能源。

A. 觀光旅遊之相關產業：

臺商在帛琉大部分從事與觀光旅遊有關之行業，由於機票昂貴，觀光景點只限海上，較

難吸引非年青族群，加上休閒設施與基礎建設不足，臺灣旅客不增反減，造成旅館住房率無

法上升，營收有限。

B. 農耕：

椰子、芋頭、樹薯、香蕉和麵包果為主要的農產品，其中香蕉和麵包果是日據時代留下

來的產物，但由於帛琉農業市場不大，且缺乏零售管道，因此農業產品利潤有限。

C. 漁產捕撈：

臺灣籍延繩小釣船在帛琉海域作業大概有 40艘，我國漁業代理商有億元、德發與金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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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華航空公司以飛安為由，2010年 5月宣布不得搭載單件超過 100公斤重之貨品，使

我國延繩釣業者因為捕獲之鮪魚無法及時輸臺產生鉅額損失。

D. 養殖漁業：

由於近海魚源日漸枯竭，帛琉政府盼我國業者投資高經濟魚類復育與養殖，但地點擇定、

投資保障、法令複雜與回收率等問題需要審慎思考。

E. 替代能源：

環境及生態保育為帛琉政府非常重視之議題，發展替代能源為施政方針之一，目前將先

引進太陽光電，但其國家能源政策之法案仍遲遲未獲核准。

4. 小結

帛琉位於西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群島，屬熱帶海洋氣候，主要的產業為農業、漁業、旅

遊業。近年逐漸建立完整的民主政治，但在經濟方面仍未積極開發，仍需要外來的投資。在

國內這幾年來由於太平洋航空旅行之擴展，因此旅遊業蓬勃發展，而在農業、漁業則因為資

源不足與過度捕撈的關係，產量不多。最後在投資機會方面，主要仍以投資觀光業為主，但

近年來由於機票昂貴等問題，造成來帛琉觀光的人數大逐年下降。

（五）斐濟（Republic of the Fiji Islands）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斐濟群島地處南太平洋，農業、林業、漁業、製造業、礦產業、資訊業、通訊產業、影

視業等均為斐濟主要經濟來源，其中漁業是就業和外匯收入的主要項目。根據 IMF資料顯示， 

2009年由於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使斐濟經濟成長率下跌至 -1.3%，2010年全球經濟回暖上升

至 -0.2%，2011年上升至 2.1%，顯示斐濟經濟有明顯轉好的趨勢。在 CPI方面，2011年上

漲率為 8.7%，相較於 2010年的 5.5%上升 3.2個百分點，斐濟物價波動漸趨於平穩。

（2）貿易概況

斐濟主要的進出口貿易夥伴為澳、紐、日、美、英及其他南太平洋島國（薩摩亞、東加），

主要出口產品包含蔗糖、金礦、木材和漁產等，主要的進口產品為加工品、機械、運輸工具、

石油和化學製品。2011年貿易餘額處於逆差的狀況，可見斐濟為依賴進口的國家。

在對我國之出口貿易方面，2010年為 0.07億美元，2011年 0.04億美元，較 2010年下降；

在自我國之進口值方面，2010年為 0.42億美元，2011年為 0.8億美元。對我國貿易呈現逆差。

（3） 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2011年斐濟電子政務之優惠貸款正式實施，期能增強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與提高人民福

祉，電子專案的成功實施為後續專案累積了寶貴經驗。為了加強中斐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

中斐兩國政府於 2006年簽署電子政務專案的政府間優惠貸款框架協議，並將通過優惠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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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種方式與斐濟分享自身發展成果。

表 2-2-5 斐濟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斐濟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Fiji Islands）

地理位置
南緯 15至 22度，東經 175至西緯 177度之間。位於南太平洋，萬那

杜以東、東加以西、吐瓦魯以南。該國的群島共包括了 322個島嶼。

氣候

斐濟屬熱帶海洋性氣候。每年 5-12月，斐濟受寒冷的東南信風的影

響，溫度較低，平均氣溫為攝氏 22度，也是全年最乾旱的時期。

12-4月，氣溫較高，平均溫度為攝氏 32度，風向多變，且降雨較多。

政治體制 民主共和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總統：Ratu Epeli Nailatikau

語言 英語、斐濟語、印度斯坦語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為蘇瓦（Suva）

主要國際機場
Nadi International Airport（NAN）, Nausori International Airport

（SUV）

重要港埠 Suva, Lautoka

天然資源 木材、漁產、黃金、銅、近海油田、水力發電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8,270

人口數（百萬人，2011年） 0.894

人口密度 48.9

華人數（人，2011年） 5,546

華人所占比例（%） 0.0062

臺僑人數（人，2011年） 85

臺僑所占比例（%） 臺僑所占比例低，故不予表列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斐幣（FJD）

匯率（美元兌斐幣） 1USD：1.81767FJ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1.3 -0.2 2.1 2.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3.7 5.5 8.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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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斐濟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失業率（%） 7.0 7.0 7.0 7.0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28.82 31.73 38.46 36.71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3,262 3,565 3,965 4,083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6 8 N.A.

進口值（億美元） 14 18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8 -10 N.A.

貿易依存度（%） 69.4 81.9 N.A.

主要出口產品 蔗糖、金礦、木材、漁產、紡織成衣、可可油

主要出口國家 澳、紐、日、美、英及其他南太平洋島國

主要進口產品 加工品、機械、運輸工具、石油、化學製品

主要進口國家 紐、澳、新加坡、中國大陸、印度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05 0.07 0.04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26 0.42 0.8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21 -0.35 -0.7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83 1.00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1.86 2.3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糖及糖果、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鋼鐵；飲

料、酒類及醋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塑膠及其製品、鋼鐵、

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570.0 720.6 833.5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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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斐濟主要產業有觀光旅遊業、蔗糖業、漁業、紡織業及農林業，為世界著名的旅遊勝

地。漁業為斐濟這幾年來快速發展的產業之一，因斐濟蘊藏著豐富的水產資源。斐濟最重要

的經濟魚種是金槍魚、黃鰭、大目、長鰭及鰹魚，此外，周邊海域還盛產旗魚、劍魚、蘇眉

魚和海參等水產品，還可養殖黑珍珠，市場開發潛力巨大。紡織業目前是斐濟第三大出口產

品。據統計資料，農業人口占斐國就業人口總數的 55%。林業可供砍伐的林地面積總計約

956,860公頃，占 GDP的 1.3%。

斐濟在養殖業具有發展潛力，且國內對淡水蝦之需求非常大，加上斐濟政府與國外投資

者積極投入此產業，使淡水蝦養殖業漸漸成為一個被看好的產業。不過斐濟市場小、運費昂

貴、勞工供應充足但品質不佳，而且勞工法規較偏袒勞工，投資障礙極高。在鋁土礦之開採

方面，近年來斐濟積極進行探勘，並評價是否具有開採利益。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據 2011年最新統計資料得知，目前在斐濟的華裔人數有 5,546人，其中臺僑人數有 85人。

在斐濟當地有獨占型企業，如 Carpenter或歐洲之 Total等公司，壟斷當地之航運、汽車、加

油站、超市等行業。當地華裔規模不大，很難與大企業競爭，故華僑大部分經營餐飲、雜貨、

漁業補給等小型家族企業。近年來，斐濟經濟不景氣，再加上治安惡化，華人常遭斐濟人搶

劫，安全缺乏保障，現在除了少數經營者尚可存活外，一般均無法再發展，甚至維持不易。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臺商於斐濟經營不易，主要從事行業是服務業、工業與農林漁牧業。工業部分包括電子

及電器業、化工業、建築業、食品製造業；在服務業方面，包含雜貨業、餐館業、貿易業、

育樂業等；在農業方面亦有臺商的足跡。斐濟當地較傑出之華人企業為余煥章和余煥新兄弟

所經營之畜牧公司。下面為臺商於斐濟投資之情形：

A. 服務業

a.　 雜貨業：由華僑所設立的雜貨商鋪（如小型雜貨、現代超市等）占當地市場比率甚

少，因不易與當地新型之現代化超市競爭，仍多以家庭式雜貨店之型態來經營。

b.　餐館業：目前在斐濟從事餐館業的華人，主要仍以傳統菜式為主。

c.　 貿易業：斐濟華人從事貿易業者，大部分從東南亞、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地進

口百貨商品。

d.　 育樂業：當地華人開設有多家夜總會（Disco）、俱樂部（Club）、咖啡店等，惟資

本額均不多。

e.　 其他：另有部分從事水產、船務代理、漁船船東、律師、會計師、翻譯社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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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業

a.　電子、電器業：電子產品修理店，或居家兼營銷售，資本額均不高。

b.　化工業：是以洗髮精及香水的配製銷售為主。

c.　建築業：當地華人建築業者，主要為中國大陸之企業。

d.　 食品製造業：華人在當地從事食品製造者，包括西點麵包店、Noni果汁業者等。

e. 其他：碾米廠，由臺灣僑民所開設。

f.　 農林漁牧業：在林業發展方面，配合開發林業政策，已取得不錯成績；豐富的海洋

資源係該國外銷最具競爭力者，其諸島海域內尚有漁場值得開發；廣大的牧場則是斐

濟另一龐大資產。

（3）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A. 優惠政策框架

斐濟對外國投資有下列優惠政策： 

a.　 紅利免稅：在企業上繳所得稅後向股東分紅，個人股東將享受免除紅利稅的待遇。 

b.　 降低對進口設備，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關稅：以原始形式進口之生產投入原物料，

尚須加工為貨品，進口關稅稅率為 3%；若為混合或組裝操作而進口之原物料，享有

進口關稅減半之優惠；任何以製造出口品為目的而進口的原物料，如果其製成品是

用於出口，則可享受免稅或出口退稅待遇。①生產投入（原材料）一以最原始的形

式進口貨物。在可以被消費之前，還需要進一步的加工。這些貨物在斐濟關稅中的

稅率為 3%的貨款額，另加增值稅。半成品投入，進口半成品用來混合，攪拌，裝配

業務，這些半成品的稅率為所說投入的一半，超過 3%。②因當地沒有包裝材料，故

其稅率很低，為 3%。 

c.　 投資補貼：企業 1年內購置價值超過 5萬斐元的固定資產，可以向斐濟政府申請

40%的投資補貼。但土地、建築物、轎車和待銷存貨不包括在內。

B. 行業鼓勵政策

a. 旅遊業鼓勵措施：

分為標準津貼和酒店優惠。標準津貼是對所有資本支出給予 55%投資津貼，酒店優惠計

畫是投資額不低於 700萬斐元可享有 10年免稅期。此外，在免稅區投資的酒店專案，如斐

濟族人占股超過 25%，免稅期在原來 13年的基礎上可再延長 7年。

b. 農業鼓勵措施：

自 2009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新成立的農業種植和農產品加工領域投資專

案可享受 10年免稅期，條件是投資額不低於 200萬斐元，創造的就業機會至少有 30個。 

c. 可再生能源項目鼓勵措施：

對可再生能源和發電領域的投資項目，若投資額超過 25萬斐元，即可享 5年免稅期。

此外政府鼓勵節約用電，節能燈泡的進口關稅降為零。所有與可再生能源和節能有關的貨物

或設備的進口均可享受零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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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生物能源項目鼓勵措施：

自 2009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新成立的生物能源領域投資項目，可享 10

年免稅期，條件為總投資額不可少於 100萬斐元，創造就業機會至少有 20個。此外，建設

專案所必需的任何設備、化工產品等可免除關稅。 

e. 漁業鼓勵措施：

實施一系列減稅幫助本地漁業公司創造與外國漁業公司平等競爭的機會，特殊漁具和設

備的進口關稅從 3%降為零；特殊漁船的進口關稅從 10%降為零；餌料的進口關稅從 3%降

為零。

f. 資訊通訊技術產業鼓勵措施：

斐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勵措施，並設立卡拉布資訊通訊業專屬經濟免稅區。2009年新推出

政策：無論在卡拉布免稅區內或區外投資，均可享受免稅；免稅期由現在的 10年延長到 13年；

對企業成立所必需進口的電腦、特殊設備或傢俱等免關稅。 

g. 音像業鼓勵措施：

為吸引更多外國電影公司來斐拍片，退稅率從原來的 15%增加到 35%，如此一來可以使

斐濟的知名度大增，使更多的遊客來斐濟旅遊，帶動斐濟的經濟成長。 

C. 地區鼓勵政策

為支持發展，鼓勵投資，增加就業機會，斐濟在 9個外島設立免稅區。免稅區優惠政策

包括：新成立的投資額 200萬斐元以上的企業，享受 13年的免稅；為啟動企業所需進口的

原材料、機械設備，免進口關稅。

4. 小結

斐濟主要產業為觀光業，每年的觀光收入占 GDP一定比重，未來有上升的趨勢。在外

商投資部份，政府設立了許多優渥的投資條件，吸引外商投資，可見當地政府有意積極提升

經濟。臺商於斐濟經營不易，主要從事行業為服務業、工業與農林漁牧業，由於斐濟為多種

族的國家，華僑商人難以與之競爭，加上治安不穩定，安全不受保障，因此國人於斐濟投資

仍須慎重考慮。

（六）大洋洲其他國家及地區

關島（Territory of Guam, US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關島與菲律賓和帛琉相鄰，為西太平洋密克羅西亞群島中最大的島嶼，面積僅有 550平

方公里，但關島擁有美麗的白沙海灣，不同國家文化洗禮的千年歷史，使關島成為擁有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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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襯托的觀光休閒地區。關島為美國屬地之一，但為美國一個有組織非併入屬地，仍被聯

合國視為非自治領土，位在美國最西邊，全島的 1/4面積為美軍基地所佔。近期美國政府計

畫由當地住民進行公民投票，決定其主權歸屬。

關島的經濟發展主要是觀光業及軍事強化計畫（Guam Military Build-up）。其主要客源

國家有日本、南韓、臺灣、中國大陸及香港。日本在 2011年因發生天災，使得 2011年關島

觀光人數銳減 4.8%，但幾個月後已經逐漸恢復。此外，2004年美國贈款總額、工資支付和

採購支出為 13億美元。但近年來美國政府的財政處於困境，現今無法發展關島軍事計畫，

此衝擊將使關島 2012年的經濟發展具不確定性。

（2）貿易概況

關島主要出口的產品包含魚、精煉石油產品之轉運、建築材料、食品和飲料產品，主要

的進口產品包含石油、石油產品、食品、工業製品。與我國貿易的部分，2009年全球經濟蕭

條時，對我國之出口值下降至 0.03億美元，跌幅超過一半，2010年全球經濟復甦，回升至

原本的 0.07億美元，2011年續增為 0.11億美元。對我國進口的部分，大致穩定，2008年為

0.36億美元，2009年為 0.39億美元，2010年為 0.33億美元，2011年 0.34億美元。因此對

我國貿易餘額是處於逆差的狀態，由此可知關島是一個仰賴我國進口之國家。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美國和日本簽訂的「關島國際協定」（Guam International Agreement），此移防計畫總

需要共為 102.7億美元。主要以基礎建設、周邊的各項港灣機場與道路建設，日本與美國分

別投入 60.9億美元與 31.8億美元，以改善關島的基礎建設。主要改善軍事相關建築、風電

與太陽光電。我國也積極善加利用此商機，在 2010年政府建置「關島專區」提供廠商能隨

時掌握關島的發展，也積極尋有意願前往投資的廠商開發新商機。

我國許多僑胞參與關島當地建設，對關島經濟發展卓有貢獻，特別是臺電公司扮演了重

要角色；而卡爾沃總督最近提出關島計畫，期望強化當地的公共建設，馬總統希望，臺灣僑

胞也能有機會參與，雙方能在既有的基礎之上，持續加強合作與交流。

表 2-2-6 關島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美屬關島（Territory of Guam）

地理位置

東經 144°30’，北緯 13°30’，位於西北太平洋馬里亞納群島西南端，

為該群島中面積最大、最南端之島嶼。約位於臺灣東南東方 2,077公

里處。

氣候

關島近赤道屬於熱帶海洋氣候，溫暖潮濕，長年受東北信風吹拂，1-6

月為其乾季，雨季為 7月至 12月，秋季多颱風，平均氣溫約 27℃，

不同季節之間溫度變化不大，堪稱為夏之島。

政治體制 關島為美國一有組織之未合併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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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關島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標）

執政黨及

現任總統 /總理
總統：民主黨（Democra t i c  Pa r ty）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H. 
OBAMA）總督：埃迪‧卡爾沃 （Hon.Eddie Calvo）

語言 英語、查莫羅（Chamorro）和菲律賓語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為阿加納 Hagatna（Agana），其他重要城市為伊戈（Yigo）、
塔穆寧（Tamuning）、阿加特（Agat）和梅里佐（Merizo）。

主要國際機場 Antonio B. Won Pat International Airport（GUM）

重要港埠 阿普拉港（Apra Harbor）

天然資源
水生、野生動物，主要用以支持旅遊業，此外尚有漁業，但主要仍尚

未開發。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544

人口數（人，2011年） N.A.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N.A. 

華人數（人，2011年） N.A. 

華人所占比例（%） N.A. 

臺僑人數（人，2011年） N.A. 

臺僑所占比例（%） N.A.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美元（USD）

匯率（澳幣兌美元） 1USD：1US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N.A. N.A. N.A. N.A.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N.A. N.A. 3.6 N.A.

失業率（%） N.A. 13.3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N.A. N.A. N.A. N.A.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2,293 N.A. N.A. N.A.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0.1 0 N.A.

進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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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關島主要的產業包含美國軍事產業、旅遊業、建築業、轉運服務業、混凝土製品業、印

刷及出版業、食品加工業與紡織業等。關島旅遊業善加利用島上擁有的天然資源，吸引各國

紛紛前往旅遊。旅遊業是關島最大收入來源。近幾年，日本遊客佔總遊客人數 75%至 85%

之間。其他來自南韓、臺灣、美國本土或夏威夷的遊客，佔總遊客人數 11%。觀光休閒業為

關島之命脈，除了美國海軍基地、空軍基地、發電廠以外，不容許設立其他污染產業，因此

空氣清新，雨水清爽乾淨沒有酸雨。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在外人投資方面，當地的國防設施也是關島主要經濟來源之一。對關島來說，在土地擁

有權上，美國海軍行政機關可保護關島不受外界威脅與侵入者干擾；在福利方面，海軍行政

機關建立的公共衛生和教育計畫能增進關島人民的福利；公共土木事業方面包含電力設施、

修建道路，以及食用水的衛生系統，為當地居民生活帶來極大之改善；就缺點而言，美國海

軍行政機關限制外國人的進入需要海軍總督的准許，此項規定阻礙了島上之經濟發展。

對外交通方面，關島唯一的機場為安東尼奧‧汪帕特國際機場（Antonio B. Won Pat 

International Airport）；關島與美國本土之間未開闢直達班機，尚需在夏威夷或飛往日本或

其他有直飛關島的國家轉機以往來關島及美國本土，且美國公民需準備護照。近年來景氣回

升，有利觀光產業發展，美國與大陸航空皆增飛關島班次。

表 2-2-6 關島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貿易餘額（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依存度（%） N.A N.A N.A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03 0.07 0.11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39 0.33 0.34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36 -0.26 -0.23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銅及其製品、鋁及其製品、塑膠及其製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魚類、甲殼類、軟體類

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飲料、酒類及醋、雜項調製食品、礦物燃料、

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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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現有關島僑社組織有 14個親臺社團分別為關島中華總會、關島華商協會、關島中華婦

女會、關島中華學校董事會、關島中華桌球協會、關島中華高爾夫球協會、關島長青高爾夫

球協會、關島中華釣魚協會、關島越華聯誼會、國際佛光會美國關島協會、全僑民主和平聯

盟美國關島支盟與關島榮光會等。此外，也有關島中國大陸僑胞聯合會及關島華人聯盟等組

織。其中，關島中華總會居僑社領導地位，為加強僑社間的聯繫，該會每年舉辦元旦升旗典

禮、農曆春節聯誼及我國國慶餐會等各項活動，增進僑胞對我政府的向心力。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由於關島的市場規模不大，當地臺商經營規模大多以中小企業為主，主要行業包括：百

貨批發、旅行社、旅館、餐廳、營建、免稅店、進出口貿易、家具、保險、房地產、漁業代

理商、或擔任醫師、藥劑師、大學教授等職位等。

臺灣營建業具有豐富的國際經驗、精密的營建技術及高品質的建材，且也為 GPA組織成

員之一。為了緊密聯繫關島夥伴關係，由外貿協會主辦，以泛亞工程、實固、臺玻、福林產

業、億光電子等 18家公司 25位參團代表組成關島工程訪問團，此訪問團非常受到新任總督

Eddie Calvo關注。此訪問團主要是爭取移防計畫所發展出的商機，如周邊建設工程、約兩萬

名勞工宿舍的建材、醫療照護，以及太陽能風力發電等項目。 

（3）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在關島可能的投資機會包括：運動旅遊業、水產養殖業、電影業、移防基礎建設，茲將

這些產業簡單說明如下：

A. 運動旅遊業： 

海洋暨運動觀光業為關島發展最快的產業。

B. 水產養殖業： 

關島政府於 1970年代早期開發水產養殖業。到了 80年代初期，第一個人工養殖的淡水

鰻魚出口到日本。同時，本地水產養殖業者提供捕鮪魚的魚餌給圍網漁船船隊，遂使水產養

殖漁業，逐漸蓬勃發展。

C. 電影業： 

為了拍攝電影、電視節目或商業廣告，國際電影市場正在尋找新的未被拍攝地點。此外，

為了保護安全起見，拍攝的風景名勝地必須是安全的，並且此地點需有基礎設施的配套服務

和友善經商環境。導演們正在關島尋找一個能讓他拍攝多種場景的地點。 

D. 移防基礎建設：

美國與日本簽訂「關島國際協定」，使日、美大多數軍人與眷屬皆紛紛移往關島。所以

需要相關的公共基礎建設，設施建設以基地或周邊的道路、港口與機場的設施為主。此外，

隨著移防人口逐年增加，使關島需要擴張與加強公共基礎建設，基礎建設包含醫院、污水處

理、日常水資源、發電、港口及道路。

美國移防關島的商機不可小覷，我國也積極爭取開發此商機的機會。外貿協會在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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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2011年分別籌組營建業訪問團前往關島訪談。出訪的廠商包括南亞塑膠、亞洲水泥、

泛亞工程、臺灣玻璃、億光電子等在內之 40家營建及建材業者，部分業者在當地也設有辦

事處，以便拓展業務。

4. 小結

關島為美國位於太平洋上的一個屬地，其最主要的經濟來源為旅遊業與美國軍事發展。

由於風景優美，休閒設備吸引特定遊客，旅遊業一直都是關島主要的經濟命脈，如今又有進

一步的發展，使關島的旅遊業收入又大幅增加。另外在美國的軍事發展方面，除了保護關島

不受騷擾之外，還為關島帶來基礎建設的發展。當地華僑也設立了許多僑社組織，幫助當地

的僑胞們增加彼此的聯繫及對我國的向心力。關島有許多投資機會，歡迎外國投資者進入投

資，加快經濟發展。

薩摩亞群島（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薩國經濟主要來源為依靠外國之經濟援助，與國民於海外工作匯款回本國。2010年景氣

逐漸復甦，經濟成長率開始回升至 0.4%，2011年更是明顯成長至 2.0%。在 CPI方面，2009

年受全球經濟蕭條影響，消費者物價上漲率為 14.6%，2010年降至 -0.2%，2011年上升至

2.9%，預估 2012年為 6.2%。

（2）貿易概況

據 IMF表示，薩摩亞群島為一個依賴進口的國家，其出口值幾乎為零，而在進口值方面，

2010年為 3億美元，2011年仍維持在 3億美元，貿易餘額呈現赤字狀態。在與我國貿易方

面，對我國出口值 2009年受全球經濟蕭條之影響，降為 0.08億美元，2010年為 0.07億美元，

2011年為 0.09億美元。在自我國進口值的部分，2010年為 0.06億美元，2011年為 0.09億

美元，對我國進出口有上升趨勢。對我國貿易餘額的部分，呈現打平現象。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隨著國際經濟重心轉移，現在澳洲與紐西蘭在薩摩亞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日漸上升。為

了方便與澳洲和紐西蘭做生意，薩摩亞把時間調整到與國際換日線西側同步，於 2011年底

把時間往前調一天，2011年 12月 29號開始。

表 2-2-7 薩摩亞群島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薩摩亞獨立國（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

地理位置 是一個南太平洋島國，約位於夏威夷與紐西蘭的中間。

氣候
熱帶海洋性氣候，11-4月為雨季，5-10月為乾季，吹東南信風。年

平均氣溫 21-32°C，年平均降水量 3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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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薩摩亞群島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政治體制 部落及議會民主混合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人權保衛黨（Human Rights Protection party）

元首：Tuiatua Tupua Tamasese Efi

語言 英語、薩摩亞語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為阿庇亞（APIA）

主要國際機場 Faleolo International Airport（APW）

重要港埠 Apia

天然資源 豐富的漁產資源及林業，水力發電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944

人口數（人，2011年） 0.183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62

華人數（人，2011年） 1,207

華人所占比例（%） 0.66

臺僑人數（人，2011年） 10

臺僑所占比例（%） 0.005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塔拉（WST）

匯率（塔拉兌美元） 1USD：2.30890WST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5.1 0.4 2.0 1.5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4.6 -0.2 2.9 6.2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5.7 6.2 6.3 6.87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3,143 3,405 3,451 3,748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進口值（億美元） 2.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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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薩摩亞經濟以農業為主，資源稀少、市場小、經濟發展緩慢，被聯合國視為最不發達國

家之一。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目前主要發展消費工業和農產品加工業，主要有食品、煙草、

啤酒和飲料、木材傢俱、印刷業、日用化學與椰油。旅遊業是經濟支柱之一和第二大外匯來

源，旅遊收入佔 GDP的 20%。遊客主要來自美屬薩摩亞、紐西蘭、澳大利亞、美國和歐洲。

薩國經濟海域為 12萬多平方公里，盛產金槍魚，政府禁止外國漁船單獨作業，只允許外國

漁船公司與薩方合作，外資不得超過 40%。

表 2-2-7 薩摩亞群島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貿易餘額（億美元） -2 -3 -3

貿易依存度（%） 35.1 48.4 47.6

主要出口產品 魚類、椰油和奶油、椰乾、芋頭、汽車零件、服飾、啤酒

主要出口國家 澳洲、美屬薩摩亞、臺灣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與設備、工業用品、食品

主要進口國家 紐西蘭、斐濟、新加坡、澳洲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08 0.07 0.09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05 0.06 0.09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03 0.01 0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N.A.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2.5 2.0 3.0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

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塑膠及其製品、銅

及其製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

及重放機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

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鋼鐵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65.9 209.4 166.8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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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1978年由薩摩亞政府和德國 Haas Braurei公司合資成立薩摩亞啤酒廠，主要生產啤酒和

軟性飲料，在當地市場佔龍頭的地位。目前在薩國最大製造商為日本人投資的YAZAKI公司，

生產汽車專用導線，主要出口至澳洲。英美煙草公司在薩摩亞也有分廠。此外幾家生產瓶裝

水和 NONU果汁的企業也有不錯的經營效益。但由於製造業水準和規模有限，因此沒有一家

企業進入「財富」世界 500強。在越南核准外商投資案中，薩摩亞群島排名第 3，投資額約

17億美元。

3. 當地華人經濟

目前有 1,207位華人在薩摩亞。早期移入薩國的居民主要從事種植椰子及香蕉和修築海

塘等工作。在當地政府實施種族政策，華人數量開始減少，最後只留下數百人。當地的華人

在當地大多經營小雜貨店或餐館等生意，年輕一代幾乎都已赴澳、紐等國求學或工作。一些

華裔在當地政治和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於 2002年成立華裔公會。臺商在這幾年多轉

移到薩摩亞從事製造生產，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價格便宜，成立的費用較他國低廉。薩摩

亞政府歡迎合適的行業投資，在農業、紡織業、食品加工業、工業、旅遊業、服務行業都有

許多投資機會。

4. 小結

薩摩亞經濟主要來源為外國援助或國民於海外工作匯回本國，2009年至 2011年經濟成

長率年年提升，至於在貿易方面，薩摩亞為一個相當依賴進口的國家。主要的產業為農業與

旅遊業，全國從事農業人口為 12.4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 77%，而在旅遊業方面，佔全國

GDP的 20%。薩摩亞為了吸引外國投資者的進入，調降設立境外控股公司的費用，也設立了

許多投資機會，歡迎投資者進入薩摩亞投資。

東加（Kingdom of Tong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根據 IMF資料指出，因全球經濟不景氣、氣候變遷及地震等因素，東加之經濟成長率於

2009年僅有 0.9%，2010年景氣回溫，該國之經濟成長率升至 1.6%，2011年該國之經濟成

長率為 1.5%。2009年東國之GDP為 3.37億美元，隨著景氣好轉，2010年該國GDP變為 3.85

億美元，且於 2011年達到 4.39億美元，國民所得逐漸提升。經濟成長率上升的同時，東國

之 CPI亦呈現上揚趨勢，2009年東國之 CPI為 3.5%，2010年景氣復甦後，東國之 CPI上升

為 3.9%，在 2011年達到 5.3%，政府當局逐漸重視國內通貨膨脹之問題，並嘗試制訂政策著

手改進。該國之面積僅約 748平方公里，但卻擁有約 10.4萬的人口，人口密度相當高，因此

妥善利用有限資源及空間遂為當地建築與公共建設的考量點之一。

（2）貿易概況

根據 IMF資料顯示，東加於 2009和 2010年之貿易餘額分別為 -1億美元及 -2億美元，

呈現赤字，顯示其為仰賴進口之國家，有貿易逆差。對我國貿易的部分，2009年該國對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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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口值因受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較 2008年下降。但 2010年景氣回暖，該國對我國之出

口值回升至 143,538美元。而 2011年時持續增加為 334,762美元。另一方面，該國對我國之

進口值於 2009年為 919,416美元，於 2010年時減少為 684,395美元，但在 2011年時則大幅

增加為 1,093,913美元。由上述數據可知，東加與我國間貿易關係為進口依賴，有貿易逆差。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東加於 2007年 7月成為第 151個 WTO會員國。該國政府在主要外援機構（如澳大利

亞、紐西蘭和亞洲開發銀行等）的支持下，推動「經濟和公共部門改革項目」 （Economic 

and Public Sector Reform Program）及「財政和經濟管理項目」（Financial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Program）。此兩項改革對東加的社會經濟發展幫助很大。其中經濟和公共部門

改革有兩個目標，一為提高政府的效率，二為增進經濟發展及創造一個相對穩定有利的經濟

環境。改革內容包括財政改革、金融改革、私營部門改革、公共服務改革等，該國審慎監督

改革所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影響，同時並採取措施改進。另外，在財政和經濟管理改革中，重

點的部門為財政部門（包括財政部所屬的稅收服務和統計部門等），因財政部對整個東加經

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改革必須謹慎進行。

表 2-2-8 東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東加王國（Kingdom of Tonga）

地理位置

位於太平洋南端，南回歸線之北端，國際換日線之西側，南緯 15度

至 23.5度；西經 173度至 177度之間，大約是從夏威夷到紐西蘭的

三分之二的地方，由 172個大小不等的島嶼所組成的島嶼國家。

氣候

屬熱帶雨林氣候，全年氣候炎熱，每年 5-8月是東加的乾季，降水少，

溫度低，平均溫度 19℃左右，季節間溫度變化不大。每年 12月到來

年 4月是東加的雨季，降雨量大，但全國各地分布略有不均，距赤道

越近的島嶼越濕潤。

政治體制 君主立憲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人民黨（People's party）/費萊蒂•塞韋萊（Feleti Sevele）

語言 英語、東加語（波利尼西亞語）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為奴瓜婁發（NUKU'ALOFA）

主要國際機場 Fua' amotu International Airport（TBU）

重要港埠 Nuku'alofa

天然資源 豐富的漁產資源及肥沃的土地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748

人口數（人，2011年） 1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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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 東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39

華人數（人，2011年） 203

華人所占比例（%） 0.2

臺僑人數（人，2011年） 15

臺僑所占比例（%） 0.01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東元（TOP）

匯率（東元兌美元） 1USD：1.7503TOP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0.9 1.6 1.5 1.4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3.5 3.9 5.3 4.5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3.37 3.85 4.39 4.76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3,269 3,721 4,221 4,561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進口值（億美元） 1 2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1 -2 N.A.

貿易依存度（%） 29.7 51.9 N.A.

主要出口產品 南瓜、鮮魚、香草、根菜類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日本、紐西蘭、臺灣、斐濟、薩摩亞、澳大利亞、南韓和中國

大陸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機械交通設備、燃油、化學品

主要進口國家 斐濟、紐西蘭、美國、澳洲、中國大陸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25,856 143,538 334,762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919,416 684,395 1,093,913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893,560 -670,037 -759,151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N.A.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92 0.34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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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東加是南太平洋西部的島國，經濟上嚴重依靠來自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中國大陸、

歐盟和亞洲開發銀行等的國外援助。該國基本上無礦產資源，農漁業和旅遊業為其經濟主力，

該國生產力發展水準較低，抵抗自然風險的能力亦弱。

A. 農漁業： 

農業和漁業為東加主要的經濟來源，也是主要出口的產品。自然條件方面，該國之地質

多為珊瑚岩，土層較薄，水源依賴降雨，淡水不足，且易受颶風襲擊，加以生產關係和經濟

政策的約束，使該國農業較其他國家落後。東加之漁業資源豐富，但國內捕撈能力不足，技

術落後，運輸設備不發達，生產成本較高，因此未能有效開發該國之漁業資源。

B. 旅遊業： 

旅遊業為東加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因景色優美、氣候宜人、空氣清新、民風獨特等

因素，東加易吸引來自紐西蘭、美國、澳大利亞、歐盟以及其他太平洋島國的遊客，故東國

具備了發展旅遊業的優勢。但因開發能力和管理方式較落後，人文景觀不足，各種設施和交

通條件有限，且地理位置又離北美、歐洲等世界主要客源地較遠，加上與其他南太平洋群島

國家自然景觀相差不大，使得旅遊業發展速度緩慢。

C. 工業： 

東加政府對工業訂定產品多元化的發展方向，主要工業有小型漁船製造、餅乾和速食麵

製造、食用椰油和固體油脂的加工及包裝、金屬廢料加工、加工製作傢俱、組裝太陽熱水器、

分裝油漆、電焊鐵絲網等。該國政府於首都努庫阿洛發郊區設立有小型工業區，並通過「工

業開發鼓勵條例」，期望促進投資，鼓勵工業開發。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據 UNCTAD資料顯示，FDI佔東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達二成，超過 150個外國公

表 2-2-8 東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銅及其製品、鋁及其製品、木及木製品、木炭、非針織或非鉤針織之

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紙、紙板、紙漿、塑膠、電機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

電視影像機、人造纖維絲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95.7 104.5 143.3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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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登記於東加。外國企業經營主要集中在零售業，其中主要為華人和印度人。

3. 當地華人經濟

（1）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在東加當地的華人大部分於 1980年代即移民至此，主要從事食品、百貨、餐飲、建築

和水產業。華人在當地之經濟活動對東加之經濟發展有顯著的幫助。然而 2006年時，東加

發生暴動，造成政府與地方設施遭到破壞，華人經營之商家也受到嚴重損失。暴動發生後，

大量華人撤離東加，等待暴動平息後，才逐漸回復，計至 2011年為止，東加之華人共有 203

位。當地華人經營店鋪的地點未有集中現象，大多分散於各村落。整體而言，東加基礎設施

不足，環境仍需改善。

（2）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東加政府提倡產業多元化，歡迎私營部門投資於各行業，並且給予相對的投資優勢；但

投資者仍集中於旅遊業、農業和漁業部門。東加於製造業、營造業和私營部門等方面亦存在

投資機會。

A. 旅遊業： 

東加傳統習俗和文化提供了好客的環境，對旅遊業發展很有利。促進旅遊業發展有助於

創造東加之就業機會，且為東加獨資及合資企業帶來收益。為了讓前來遊玩的旅客停留於東

加消費，該國政府亦獎勵投資人投資旅遊相關產業，如高檔餐廳、旅館等。

B. 漁業和海事業務： 

商業性漁業和水產養殖業，皆需要硬體和軟體基礎設施搭配。例如，為了促進漁業及相

關產品的出口投資，需建造位於碼頭旁的出口包裝廠。

C. 農業： 

農業與漁業約佔東加國內生產總值四分之一，且為東加主要的出口產品。具體的農業投

資可分成幾個領域，包括穀物（尤其是玉米和大豆）、牲畜（家禽，包括雞蛋、豬肉和牛肉）

和園藝。

D. 製造業： 

由於市場規模較小，故東加之製造業需由政府支持發展。該國政府積極推動國內基礎製

造業發展。目前生產線包括家具、食品和飲料（麵包店，碳酸飲料，啤酒）、建築材料、小

型造船等。

4. 小結

東加位居於南太平洋西部，為一島國，並無礦產資源，製造生產力較低，農漁業和旅遊

業為該國經濟發展主力。2009年全球經濟蕭條，使東加經濟成長下跌。因此政府採取改革策

略，歡迎私營部門增加投資，給予投資優惠，增加其投資優勢，特別是在農產品加工和出口

方面。至 2011年，東加的經濟成長及華僑人數皆呈正向增加。東加的投資政策為潛在投資

者提供了機會，但其國內之硬體和軟體基礎設施等仍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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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里巴斯共和國（Republic of Kiribati）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2011年吉里巴斯之經濟成長率、GDP及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有增長的趨勢。根據

IMF的資料指出，該國對全球的貿易餘額為逆差  。在對我國貿易方面，據我國經濟部國貿

局的資料指出，該國對我國出口值於 2011年大幅上升，貿易順差增加。

吉國政府的國家發展計畫重要措施包括改善基礎建設及穩定物價、發展海洋資源及觀光

業、改善總體經濟環境與穩定財政以增加國內外投資、控制人口成長等。但由於吉國之進口

大於出口，貿易赤字嚴重，行政效率不足，缺乏財經人才，使得整體產業發展落後。該國漁

業部司長指出，唯有透過與外來技術的交流，才能知道國內的不足，認清需補強之處。

吉里巴斯擁有理想的自然環境條件，非常適合虱目魚苗的棲息成長。吉國政府成立水產

計畫，主要以研究虱目魚人工繁殖及開發虱目魚鮪釣用餌養殖為主，包括硨蟝貝繁殖等。

2011年該國對我國的出口值增長超過三倍。臺灣技術團隊致力於幫助吉國農民建立自己的蔬

菜育苗中心，也教塔拉瓦本島養豬戶利用收集養豬廢水製造沼氣，協助吉國人節省家用炊煮

之瓦斯費用，也解決豬隻污染與異味問題，並連帶減低燃燒植物所排放之二氧化碳。

表 2-2-9 吉里巴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吉里巴斯共和國（Republic of Kiribati）

地理位置

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島國，分成吉爾伯特群島、鳳凰群島和萊恩群島三

大群島，共有 32個環礁及 1個珊瑚島，赤道貫穿其吉爾伯特群島，

國際換日線通過該國。

氣候
屬熱帶海洋性氣候。年平均氣溫 27℃，年平均降水量 1,600mm。受

厄爾尼諾現象影響，近年來每年有 10個月以上時間連續乾旱少雨。

政治體制 民主共和 /責任內閣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真理黨（Boutokaan te Koaua）/湯安諾（Anote Tong）

語言 英語及吉里巴斯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塔拉瓦（Tarawa），其他重要城市為萊恩群島首府聖誕島

（Kiritimati）和鳳凰群島首府坎敦（Kandun）。

主要國際機場 Bonriki International Airport（TRW）

重要港埠 Betio

天然資源 磷酸鹽（其生產於 1979年中斷）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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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9 吉里巴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人口數（人，2011年） 105,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29

華人數（人，2011年） 68

華人所占比例（%） 0.064762

臺僑人數（人，2011年） 2

臺僑所占比例（%） 0.001905

經濟概況

幣制 （貨幣單位） 澳幣（AUD）

匯率（澳幣兌美元） 1USD：0.982AU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2.3 1.4 1.8 2.5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8.8 -2.8 2.8 2.5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億美元） 1.20 1.42 1.67 1.8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 美元）
1,187 1,377 1,593 1,697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0.0 0.0 N.A.

進口值（億美元） 1 1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1.0 -1.0 N.A.

貿易依存度（%） 83.3 70.4 N.A.

主要出口產品 以椰油、椰乾、海藻及漁產品為主

主要出口國家 新加坡、澳洲、斐濟、馬紹爾群島及菲律賓

主要進口產品 糧食、機械設備、各式工業品燃料

主要進口國家 澳洲、斐濟、巴紐、紐西蘭、日本及中國大陸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1,960,055 1,503,442 5,125,342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464,544 774,135 663,519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1,495,511 729,307 4,46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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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由於地理位置及開發較慢的因素，吉國之主要產業以原料生產與初級加工為主，例如漁

業、椰乾、椰油、海藻及加工漁產品等，附加價值不高。加以該國與主要市場皆隔有海洋，

產品運銷成本高，觀光業也因交通問題及基礎建設落後而發展不易。目前我國派駐農業技術

團隊協助該國增進養殖、苗芽、飼料及養豬等技術，增加產量，亦吸引臨近國家前來觀摩學

習。外商對該國的主要投資項目為貨運、觀光產業、休閒魚釣及漁業，以美國、英國、日本、

澳洲及紐西蘭等國之外商為多。該國政府目前尚未提供獎勵外人投資的措施，但已有工商小

組進行相關法律修訂，擬定吸引外人投資之策略。

3. 當地華人經濟

吉里巴斯未開放移民，移民權僅能依靠與當地居民結婚而取得，當地華人多以當地配偶

之名義開立商店或公司，當事人再以受聘於該公司之名義申請工作簽證。目前我國僅有少數

華僑移居該國，例如劉氏開發公司等，以合夥關係承包小型工程及買賣椰油。其餘華僑多為

來自中國大陸之華人，於該國經營餐廳或雜貨店。臺灣目前有海外工程公司（OECC）在 Tab 

North島承建由我國援贈之南方醫院。

另外臺灣技術團 Ambo水產養殖站的水產計畫，主要目的為研究養殖虱目魚人工繁殖及

虱目魚鮪釣用餌養殖，但透過順利移轉超過一萬餘隻的硨蟝貝幼苗給吉里巴斯政府孵化場養

殖，成功協助該國發展硨蟝貝的商業性量產技術，可縮短生產時間。

臺灣技術團舉辦飼料製作講習會，宣導利用當地盛產的椰子粕、海藻及下雜魚等原物料，

製作有用的飼料，創造家庭財富。臺灣技術團亦幫助吉國農民建立自己的蔬菜育苗中心，過

表 2-2-9 吉里巴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N.A.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46 N.A.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調製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鋼鐵製品、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

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機器及機械用

具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412 414 N.A.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N.A.（N.A.）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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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技術團採取無償提供農民組織蔬菜苗的方式，而今年則將育苗計畫移轉至吉國當地三處育

苗中心，進行在地化育苗培育。

4. 小結

吉里巴斯為南太平洋上與我國有邦交的一個島國，是一個依賴進口的國家。產業以手工

業、漁業為主，但總體經濟環境及人民工作效率不如理想，財政困難。吉國之經濟成長有逐

年增長的趨勢。為了改善吉國總體的經濟環境，該國政府亦積極推動國家發展計畫。我國派

駐臺灣技術團於 Ambo水產養殖站進行多項計畫及協助工作。由於當地未開放移民，移民者

須透過與當地居民結婚後方能取得移民權，故當地並沒有許多華人定居或是大企業存在。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馬紹爾群島介於夏威夷和澳大利亞之間，由 29個環狀珊瑚島及五個北太平洋上的主要

島嶼組成，漁業資源豐富，堪稱世界良好漁場之一。經濟主要來源為農漁業及觀光業。美

國政府的援助為馬紹爾群島主要的經濟來源，於 1962年至 2002年之間接受了美國超過 1

億美元的援助。根據美國與馬紹爾群島之自由協定之修正合約 （Amended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美國將每年提供馬紹爾群島上百萬美元，直至 2023年與馬紹爾群島共同成立

之信託基金可以開始固定每年應付其支出為止。

（2）貿易概況

馬紹爾群島對我國之出口值 2009年與 2010年為 0.01億美元，2011年下降為 0.009億美

元，在對我國進口值 2009年為 0.07億美元，2010年為 0.46億美元，2011年下降為 0.25億

美元，對我國貿易額為逆差現象，由此可知對我國進出口值均不到 1億美元，可見馬紹爾群

島在對我國貿易上較不頻繁。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外人投資為馬紹爾政府經濟發展的原動力。馬紹爾積極與各國簽定貿易協定，並對

紐西蘭和澳大利亞兩國推動 SPARTECA （South Pacific Region & Trade and Economic 

Agreement） 及享有普遍優惠關稅制度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這些均適用於

美國、加拿大與日本市場，且這些協定以減免或放棄關稅之非互惠方式，優待開發中國家之

出口項目。

表 2-2-10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地理位置
位於密克羅尼西亞東部海域，為 29環狀珊瑚島，及五個位於北太平

洋上的主要島嶼組成，介於夏威夷和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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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0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氣候
屬於熱帶季風氣候，炎熱潮濕，5-11月為雨季，12-4月為旱季，年

均氣溫 27℃，年均降雨量為 3350毫米，處於颱風帶。

政治體制 內閣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執政黨：「吾島黨」（Ailin Kein Ad, Our Islands, AKA）/

總統：羅亞克（Christopher J. Loeak）

語言 英語、馬紹爾語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馬久羅（Majuro）。

主要國際機場 Marshall Islands International Airport（MAJ）

重要港埠 Majuro

天然資源 椰子製品、海洋產品、深海礦物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81.3

人口數（人，2011） N.A.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N.A.

華人數（人，2011年） 479

華人所占比例（%） N.A.

臺僑人數（人，2011年） 79

臺僑所占比例（%） N.A.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美元（USD）

匯率（美元兌美元） 1USD：1US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2.1 0.5 N.A. N.A.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0.5 1.0 N.A. N.A.

失業率（%） N.A. N.A. N.A. N.A.

主要出口產品 椰子油、椰乾、工藝品、漁產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中國大陸

主要進口產品 糧食、機械設備、燃料、菸草、飲料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斐濟、中國大陸、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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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馬紹爾主要的產業包括農業、漁業、服務業及工業。服務業占很大的比重。在漁業部分，

由於本地漁船稀少，所以當地以出售捕魚證給外國的漁船為主，且這些漁船大多數來自臺灣、

日本、南韓等。

美國和中國大陸為馬紹爾群島主要外商，馬紹爾與中國大陸國營的「上海遠洋漁業集團」

於 2008年開始營運，大約投入 1,200至 1,800萬美元。建築業方面，美商於馬紹爾投資之

P.I.I.國際公司約占全國 85%之建築業務。港商聯泰漁業公司在馬紹爾註冊設立漁業捕撈及

出口業務公司。另有美國商人於該國經營超級市場或販售五金建材。

3. 當地華人經濟

我國居住於馬紹爾群島之僑民並不多，大多以經營事業為主，包括超市、餐廳、洗衣店、

文具家具、雜貨批發、建材、旅館、汽車代理與出租等行業為主。2011年臺僑人數有 79人。

我國在馬紹爾群島除了辜氏漁業公司在太平洋區域捕魚外，並沒有大型企業投資，小型

企業則有簡氏企業於馬國經營旅館、餐廳、汽車代理、辦公用具，Formosa於馬國投入資本

額約 400萬美元，現有 1家超級市場、4家連鎖店與 1家五金建材行，還有 DIY建材行以及

Uliga、KMI漁業代理公司，其餘皆以經營餐館、旅社及雜貨店為主。

馬國海域寬廣遼闊，適合漁業發展，並積極發展觀光旅遊業，Bikini海域為美國核子試

爆之島，因此有航空母艦、驅逐艦、及潛水艇等多艘沈船，為世界著名之高級潛水勝地，是

表 2-2-10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01 0.01 0.009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07 0.46 0.25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06 -0.45 -0.241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飼料、銅及其製品、魚類、

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雜項卑金屬製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船舶及浮動構造體、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

蠟、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

品、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N.A. N.A. N.A.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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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釣和潛水的天堂。

4. 小結

馬紹爾群島漁業資源豐富，堪稱世界良好漁場之一，風景優美及海岸線寬廣，為世界著

名的潛水勝地，因此旅遊業為該國之重點產業，也吸引了外來投資者赴馬國投資。美國的援

助為主要的經濟來源。目前我國在馬國之僑民稀少，也很少也有大型企業於馬國投資。

諾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諾魯是大洋洲中的一個島國，最鄰近的吉里巴斯巴納巴島與其相隔了 300公里。諾魯為

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國，和我國有邦交。諾魯為 UN、WHO、ADB、PIF、FAO及 IOC等國際

多邊與區域性組織的成員。全國人口中，男性平均壽命為 52.5歲，女性則為 58.2歲。該國

18歲以下的人數佔總人口的 50%，全國幾乎無農、工、商業，經濟條件困難，糧食來源需依

靠國際進口與外國救助。諾國經濟來源主要為磷酸鹽開採與國外房地產業。諾魯為世界上主

要磷酸鹽生產與出口國之一，全島面積 70%以上由磷酸鹽礦組成。該國之磷酸鹽礦主要出口

至澳大利亞、英國、日本、紐西蘭等國。諾國政府收入來源一半為磷酸鹽外銷，但經過長時

間的密集開採，1980年代後，磷酸鹽逐漸耗竭，產量減少，外銷收入下降，使得該國政治安

定性受到影響。

（2）貿易概況

諾魯 2011年貿易逆差達 2,872.4萬美元。據我國國貿局統計資料指出，2009年諾國對

我國之出口值為 7,913美元，2010年為 10,360美元，2011年下降至 6,789美元。在對我國

進口值方面，2009年為 8,314美元，2010年為 176,767美元，2011年得金額則較 2010年成

長約 2倍，達 348,870美元。諾魯對我國的貿易情況為逆差，2009年逆差金額為 401美元，

2010年為 166,407美元，2011年為 342,081美元。諾魯為一個高度依賴進口的國家，該國對

我國的貿易逆差佔其總貿易逆差的 1.2%，財政支出高度倚賴外國援助。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諾魯與我國簽署了「互免外交及公務護照簽證協定」，簡化往來程序，也增進兩國邦誼。

目前臺灣在諾魯推動「360計畫」，希望能幫助諾魯在 2013年之前達成 6項農產品零進口的

目標，進而改善該國人民的生活。我國政府透過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TaiwanICDF）執行對其援助服務，目前計有 3個計畫如下：

① 諾魯園藝計畫：協助諾魯達到糧食增產之目標，輔導當地居民蔬菜栽培技術、建立自給自

足的家庭園圃，達到均衡飲食且降低慢性疾病的風險。

② 太平洋友邦臨床醫療小組派遣計畫：本計畫以「醫事人員能力建構」為任務核心，透過特

殊病例由我國醫療團隊與當地醫師共同診療之臨床交流，以達到技術轉移的目的，且能呼

應國際援助潮流及落實計畫導向之援助模式，以提升當地醫師對特殊及複雜疾病之診療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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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諾魯畜牧計畫：本計畫與諾魯工商部、衛生部及教育部合作，將生產之雞蛋供應營養早、

午餐，輔導諾國人民蛋雞及豬隻養殖技術、推廣農牧綜合經營，以替代豬肉品及雞蛋進口，

減少支付進口外匯。

表 2-2-11 諾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諾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

地理位置

位於南緯 0.32度，東經 166.56度，赤道南 41公里，處於南太平洋及

馬紹爾群島以南，為一個橢圓形的珊瑚島。沿岸狹長平地約 50-300

公尺，中間平坦丘陵臺地高約 40-70餘公尺。

氣候
屬熱帶雨林氣候，終年高溫，年平均氣溫 25~35°C，降雨季節為 11-2

月，年降水量在 2,000mm以上。

政治體制 民主共和 /責任內閣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無政黨 /馬庫斯‧史蒂芬（Marcus Stephen）

語言 英語、諾魯語

首都及重要都市 諾魯並未設首都，僅置雅連（Yaren）及艾渥（Aiwo）兩行政區

主要國際機場 Nauru International Airport（INU）

重要港埠 Nauru

天然資源 磷礦和漁產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1

人口數（人，2011年） 10,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476

華人數（人，2011年） 201

華人所占比例（%） 2.01

臺僑人數（人，2011年） 0

臺僑所占比例（%） 0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澳幣（AUD）

匯率（澳幣兌美元） 1USD：0.98AU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0.0 0.0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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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資料指出，諾魯主要的產業

有磷礦鹽業、境外銀行業、椰子製品產業。由於磷酸鹽礦約佔全島面積的 70%，所以從 1907

年起，諾國之經濟主幹為出口磷酸鹽至澳洲、英國、日本、紐西蘭等地。磷酸鹽外銷所得約

佔政府收入的一半，但在長期密集開採的情況下，該礦藏已逐漸耗竭，自 1986年後磷礦產

量大幅下降，礦產出口之收入僅夠支付成本與人事開銷。

表 2-2-11 諾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2.2 -0.5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美元） N.A. N.A. 26,897,000 N.A.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N.A. N.A. 100 N.A.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總值（美元） N.A. N.A. 4,959,000

進口總值（美元） N.A. N.A. 33,683,000

貿易餘額（美元） N.A. N.A. -28,724,000

主要出口產品 磷酸鹽

主要出口國家 南韓、澳洲、印度、南非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燃料、加工製造品、建材、機械設備與零件

主要進口國家 澳洲、斐濟、馬來西亞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7,913 10,360 6,789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8,314 176,767 348,870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401 -166,407 -342,081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備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傢俱、電機設備、鹽、醫藥品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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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諾魯較活躍之經濟活動為磷礦之銷售。諾國農、牧、漁、商與工業活動不頻繁，且經濟

規模小，勞工素質不高，政策偏袒勞方，外商欲在諾魯投資獲利並不容易。該國之基礎設備

嚴重不足，且有些年久失修，土地糾紛頻繁。諾魯缺乏淡水，水資源僅能仰賴雨水、海水淡

化及進口瓶裝水，降雨量不足時，會嚴重影響民生用水。諾魯財務困窘，購買燃油之預算不

足，國內常停電，需要國際社會的捐助。諾魯物價高昂，各項民生物質匱乏，所有糧食及物

資，幾全仰賴進口。諾國港口採用特殊之繫泊系統（Mooring System），且港口設備不足，

因此僅能採用 20呎貨櫃，無法從事 40呎貨櫃之運送工作，導致運費昂貴。

諾魯除了請澳洲 Incitec Pivot（IP）公司提供技術與機械，並委託該公司開採磷礦外，外

人投資非常少。目前大約有 200名中國大陸人在諾魯經營小型零售商店、簡易餐館或機械設

備修護。外商在諾魯投資，可享EU提供之「洛梅公約（Treaty of Lome）」、紐、澳提供之「南

太貿易及經濟協定（South Pacific Region Trade and Economic Agreement）」及已開發國家如

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等的「普遍優惠關稅制度（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GSP）」

等優惠。

3. 當地華人經濟

諾魯自 1968年獨立以來，與我國尚無雙邊投資案。因諾國經濟規模小，且無外人投資

相關法令，亦無優惠措施，使諾魯暫時沒有我國人可投資之項目，因此尚無臺商於當地經營

投資。諾魯尚未制定獎勵外人投資之相關措施或規定，僅不允許外國人從事土地買賣與不動

產之交易而已。在投資機會方面，漁業與小型餐飲服務業為諾魯具發展潛力的產業，因此外

商至諾魯投資可考慮投資於這兩個產業。

4. 小結

諾魯為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國，全島 70%以磷鹽礦所構成，以外銷磷鹽礦為諾魯重要的

經濟來源，曾經佔了政府之收入一半左右，但由於長時間且密集的開採下，磷鹽礦已逐漸枯

竭。諾魯物價高昂，各項民生物質匱乏，糧食及物資高度仰賴進口。諾國為我國邦交國之一，

對我國貿易逆差大，國際貿易餘額為也負，為依賴進口的國家。除邀請澳洲 Incitec Pivot（IP）

公司提供技術與機械外，該國之 FDI並不多，臺灣與諾魯目前尚無任何雙邊投資案，但有三

個協助計畫正進行中。

萬那杜（Republic of Vanuatu）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農業為萬那杜主要的經濟來源，漁業、境外金融服務業、旅遊業也是其重要的經濟支

柱。據 IMF指出，2010年萬那杜經濟成長率為 1.5%，2011年為 2.5%，呈現上升的趨勢。

CPI上漲率方面，2011年 0.9%較 2010年 2.8%有下降趨勢。世界銀行所屬國際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公布之「2009 年全球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09）中萬那杜是第 6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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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貿易概況

據 IMF的資料指出，萬國為一個依賴進口的國家。據國貿局的統計資料表示，在對我國

出口值方面，2010年為 1,808,594美元，2011年為 1,726,119美元，對我國出口值有下降趨勢，

另外在對我國進口值的部分，2010年為 575,501美元，2011年為 1,023,330美元，可見對我

國進口值有兩倍的成長，上漲幅度很大。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近年來，萬那杜與澳洲簽訂合作開發計畫  （Vanuatu-Aus t ra l i a  Par tnersh ip  fo r 

Development） 和合作發展策略（Australia-Vanuatu Joint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2005-2010），用以支持往後萬那杜政府之行動議程（Vanuatu Government’s Priorities and 

Action Agenda, 2006-2015）。另外，我國和萬國建交後，透露希望我國政府為其經濟困境伸

出援手，並期待雙方展開經濟、技術、農業合作，合作發展之內容包含教育、基礎設施、經

濟管理和健康，且訂定有效、公平、公正之政策與法律。 

表 2-2-12 萬那杜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萬那杜共和國（Republic of Vanuatu）

地理位置
位於西南太平洋，介於澳洲與斐濟之間，為一Ｙ字形群島國分六個省

Malampa, Penama, Sanma, Shefa, Tafea, Torba。

氣候
熱帶海洋性氣候，自 5-10月有東南貿易季風吹拂，11-4月有降雨，

12-4月可能受到氣旋的影響。

政治體制 民主共和國 /責任內閣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瓦努阿庫黨 /總統 Lolu Johnson Abil

語言
萬那杜語（Bislama）地方語言約 72.6%（超過 100種），pidgin約

23.1%其他還有英語和法語。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為維拉港式（Port Vila）

主要國際機場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VLI）

重要港埠 Forari, Port-Vila, Santo（Espiritu Santo）

天然資源 錳、闊葉林、漁產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2,200

人口數（人，2011年） 0.245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0

華人數（人，2011年） 2,047

華人所占比例（%）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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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2 萬那杜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臺僑人數（人，2011年） 10

臺僑所占比例（%） 0.004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瓦圖（VUV）

匯率（瓦圖兌美元） 1USD：92.55VUV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3.5 1.5 2.5 2.6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4.3 2.8 0.9 2.0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5.90 6.84 7.43 7.94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523 2,856 3,036 3,170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1.0 N.A. 1.0

進口值（億美元） 3.0 3.0 3.0

貿易餘額（億美元） -2.0 -2.0 -2.0

貿易依存度（%） 67.8 58.5 50.4

主要出口產品 椰乾、可可、木材、卡瓦胡椒、咖啡、牛肉

主要出口國家 泰國，日本、比利時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設備、食品、燃料

主要進口國家 澳大利亞，新加坡，紐西蘭，美國，斐濟，中國大陸，日本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998,578 1,808,594 1,726,119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512,107 575,501 1,023,330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486,471 1,233,093 702,789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0 1.8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17 0.19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

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飼料、銅及其製品、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

雜項穀粒、種子及果實、工業用或藥用植物、芻草及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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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農業、漁業、畜牧業及觀光業是萬那杜的經濟來源之一，同時也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

工業製造業比重很少，因此缺乏出口競爭力，主要的工業產品仍要由國外進口，主要的加工

有椰子加工、食品、木材加工、屠宰、肥皂等小工廠。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萬那杜為澳大利亞在太平洋地區主要的合作夥伴，澳洲幫助萬國解決經濟困境，是當前

最大之援助來源，於 2011-12年度澳大利亞政府將增加對其援助預算總額約 50億美元。此外

澳大利亞還幫助萬納杜擴展行動電話使用率至 90%，而無線電傳輸使用率將近 100%，並先

後協助發展教育、衛生、基礎設施、經濟管理和法律，還提供援助於社會夥伴關係和土地

部門。

3. 當地華人經濟

2011年當地的華人有 2,047人，大部分的華人主要經營零售雜貨業，亦有些經營餐館，

年輕一代則大多離開此地，到澳、紐等地發展。由於萬國國內缺乏工業發展的環境，因此非

常歡迎外國人赴當地投資，希望能藉此引進技術與資本，並進一步增加就業機會、改善管理

技術，以便開發海外市場。更鼓勵原料加工之基礎工業，或能奠立中長期工業發展基礎之投

資事業到萬國，像是造船業、椰油提取、火山岩加工業、水泥製造業、皮革加工、製革業、

漁產加工、牛肉加工、木業加工等產業都值得外商之參與。其政府對這些投資，都會儘力

促成。

4. 小結

萬國是西南太平洋上的島國，農業提供了此國超過一半以上居民的生計。近年來經濟成

長率和 CPI有明顯成長。澳洲為萬那杜主要的援助的國家，協助萬那杜的教育、衛生、教育、

基礎建設等。萬國非常歡迎外國人到當地投資，其政府會大力協助，對外國投資者而言會是

一大保障。

表 2-2-12 萬那杜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塑膠及其製品、鋼鐵製品、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

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48.6 161.4 N.A.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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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索羅門群島為 UN、WTO、IMF、IBRD、南太平洋委員會（South Pacific Commission, 

SPC）、美拉尼西亞領袖集團（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 MSG）及 ADB等國際經濟組織

之會員國，是英聯邦成員之一。島上居民大部分從事農耕與捕魚等經濟活動，主要作物為椰

子、可可及棕櫚油。森林面積達 90%，索國大量開採並種植易於生產之工業用木材，為亞洲

各國原木輸出的重要來源之一。新鮮漁獲及其加工產品（例如鮪魚罐頭）、鋸木、棕櫚油等

為外銷熱門產品。索國蘊藏豐富尚未開發的礦產資源，如黃金、鋁土、銅、鋅、鎳、鈷及白

銀等，吸引外商前往投資開發。索國經濟來源以種植、漁業與開採黃金為主，而大部分的製

造品與石油產品皆依賴進口。

索國致力於改善其國內之水、電、道路交通等基礎建設，以改變其自然型態生活的部落

生態。索羅門之基礎建設仰賴外國投資，如日本捐贈荷尼阿拉市國際機場。該國之原木砍伐

及木材加工業大多為馬來西亞華僑所掌握；而棕櫚油煉油廠則大多由澳洲人經營管理。

據 IMF的資料指出，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索國之經濟成長率為 -4.7%，2010年景

氣開始復甦，經濟成長率上升至 7.8%，而 2011年時達到 10.7%。物價指數方面，因經濟復甦，

2010年之 CPI上漲率僅有 0.9%，但 2011年時，該國 CPI指數上升為 7.4%。

（2）貿易概況

在對我國貿易方面，對我國出口值的部分，在 2011年為 1,151,370美元，較 2010年的

113,532美元，增加了 1,037,838美元，增幅達 9倍之多。在對我國進口值的部分，2011年索

國對我國之進口值為 4,104,046美元，2009年為 1,249,132美元，2010年則為 2,425,223美元，

由以上數據得知，索國對我國之進口值呈逐年倍數增長，愈來愈多。索羅門對我國之貿易逆

差在 2011年為 2,952,676美元，2010年為 131,691美元，兩年間增幅達 22.42倍。顯見經濟

推動力道強勁，使其對我國之進出口依賴度大幅增加。2011年時索國國會議長來臺灣訪問，

我國馬英九總統與其會談時表示，兩國的合作相當成功。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索羅門政府為了促進外商投資，通過新的外人投資法及細則，並推行改革稅制、土地使

用制度等，加以發展基礎建設、提升道路、海空運、通訊、水、電等公共設施的水準。索羅

門的政策方針為鼓勵及歡迎可提升當地技術與行銷專業、運用當地原料、創造就業機會及訓

練當地員工、產生進出口替代效果、轉移知識技術及長期間等投資案。

索國並無期貨或證券交易市場，外商可至 ANZ、Westpac、Bank of South Pacific等銀行

申請貸款，惟利息不低。根據索國中央銀行資料顯示，2011年該國銀行之加權平均存款利率

為 2.04%，加權平均放款利率為 16.96%，利差達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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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3 索羅門群島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

地理位置

位於南緯 5度至 12度與東經 155度至 170度，澳洲東北方，巴布亞
紐幾內亞東方，由南太平洋六大島及近千個小島所組成，位處於地震

帶上。

氣候

屬於熱帶海洋季風，炎熱潮濕，少有極度的氣候變化，5-10月以外為
多雨的時節，位處於颱風帶。年均溫 28℃，相對濕度 60%∼ 90%，
年降水量在 3,500mm左右。

政治體制 君主立憲，英式內閣制／國會民主制，以英女王為國家元首。

執政黨及現任總督 /總理
以英國女王為國家元首，聯合內閣，總督為英國女王代表。現任總督

為卡布伊爵士（Sir Frank Kabui）。現任總理為費立普（Hon. Danny 
Philip）。

語言 英語、索羅門式英語（Pijin）及其他 120多種原住民方言。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為荷尼阿拉（Honiara），其他重要城市為中部群島（Central 
Islands）首府圖拉吉（Tulagi）、喬伊索（Choiseul）首府塔羅（Taro）、
最大島是瓜達爾卡納爾（Guadalcanal）首府霍尼亞拉（Honiara）、
伊莎貝爾（Isabel）首府布阿拉（Buala）、馬基拉（Makira）首府基
拉基拉（Kirakira）、人口最多是馬萊塔（Malaita）首府奧基（Auki）、
拉納爾和貝羅納（Rennell and Bellona）首府提加阿（Tigoa）、泰莫
圖（Temotu）首府拉塔（Lata）、西部省（Western）首府吉佐（Gizo）。

主要國際機場 Honiara International Airport（HIR）

重要港埠 Honiara, Malloco Bay, Viru Harbor

天然資源
多處蘊藏金、鎳、鋁土等礦，魚產豐富，為南太平洋重要漁場，90%
以上為熱帶雨林所覆蓋，林產豐富，以及磷肥等。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8,896

人口數（人，2011年） 571,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0

華人數（人，2011年） 760

華人所占比例（%） 0.13

臺僑人數（人，2011年） 20

臺僑所占比例（%） 0.0035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索幣（SBD）

匯率（索幣兌美元） 1USD：6.89655S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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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3 索羅門群島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4.7 7.8 10.7 7.4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7.1 0.9 7.4 6.6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5.98 6.76 8.40 9.79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159 1,280 1,554 1,769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2 2 N.A.

進口值（億美元） 3 3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1 -1 N.A.

貿易依存度（%） 83.6 74.0 N.A.

主要出口產品 原木、生魚、椰乾、棕櫚油、可可

主要出口國家 中國大陸、南韓、泰國、日本、菲律賓、西班牙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工廠設備、化工業品、燃料、車輛、肥料

主要進口國家 新加坡、澳洲、紐西蘭、斐濟、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381,715 113,532 1,151,370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1,249,132 2,425,223 4,104,046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867,417 -131,691 -2,952,67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19 0.06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42 0.81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木材及木製品、木炭、鋼鐵、動物飼料、關稅配額之貨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機器及機械用具

及其零件、塑膠製品、鋼鐵製品、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

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46.0 265.8 412.3

註：*：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2011投資
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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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索國經濟活動以初級產業為主，主要產業結構為林業（11.4%）、水電公用事業

（11.2%）、交通通訊（10.3%）、農業（6.7%）及漁產（4.9%）等。

林業方面，依據索國森林法規定，伐木業者僅能砍伐直徑 40公分以上之樹木，目前可

利用特案砍伐不超過 40公分之樹木，但廠商必須同時造林。相關規定有原木產量之 20%須

在索國切鋸加工、砍伐林地之 1/3面積須植林等。索國林產出口占總出口值的 60.2%，其中

56.1%是原木。主要出口市場為中國大陸，占 87.9%，其次為南韓、菲律賓及日本。

漁業方面，近年來索國漁獲衰退，主要是受國際魚價下跌及捕魚條件轉差等影響。索國

公營漁撈暨加工公司 Soltai完成公司重整後，有效刺激索國之魚肉罐頭產量。索國係美國與

太平洋島國間簽署多邊漁業合作協定之一員，並與韓、日、臺、紐與歐盟簽有雙邊漁業協定。

索羅門群島和巴布亞新幾內亞、諾魯、帛琉、密克尼西亞聯邦、吉里巴斯、馬紹爾群島及吐

瓦魯等國，自 2009年 8月 1日起，禁止在其經濟海域間之公海進行任何形式之捕漁活動。

此禁令之目的在控制世界鮪魚供應量及保育太平洋鮪魚存量，可能會降低日、韓及歐盟等國

之捕漁利益，但世界鮪魚組織皆認同此項做法。此外，索國其他漁業政策包括：限制捕漁許

可證數量、標售捕漁日數等。

農產方面，該國椰乾（copra）因價格下跌及樹齡老化而減產，但椰子油（coconut 

oil）、可可（cocoa）、棕櫚油（palm oil）等產量皆為增加，其中又以椰子油增加的幅度最大。

能源礦產方面，Isabel省及 Choiseul省之鎳礦已經初步探勘證實蘊藏量豐富，現正進行

開採可行性之評估。澳商 Gold Ridge公司於 2009年售予 Allied Gold公司，其黃金開採計畫

於 2011年第二季開始進行，年產黃金約 13萬盎司。

觀光方面，2011年遊訪索國之旅客計 19,440人次，較前一年成長 11%。主要客源為澳

洲（占 49%）及紐西蘭（8%）。索羅門航空目前每週三班飛往澳洲布里斯本及斐濟南地，

並有 Pacific Blue公司加入航運，有助降低空運票價。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投資環境方面，索羅門群島商工會（Solomon Island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ICCI）指出，因基礎設施不足、貨物運送費用高、種族衝突緊張、公用事業費率高、電訊

費用高、部落擁有之共有地產權不清，易發生糾紛等因素，使入索國投資經商之成本高，影

響外商之投資意願。

索國現正規畫設置加工出口區、工業區及科學園區。外國人使用該國土地僅能以租用的

方式向公有地主、登錄地主或政府承租，且租期最長 75年，並需以開發計畫做為承租條件。

由於索國並無戶政與地政制度，故土地糾紛發生頻繁，投資人疲於訴訟。

能源方面，索國水資源供應情形不穩定，時有無預警停水之情形發生，水質僅使用氯處

理，不宜飲用。一般電力供應情形不穩定，時有無預警停電之情形發生，電費頗為昂貴。石

油及天然氣之供應情形良好，但近年來油價有上漲的趨勢。

通訊方面，Telekom公司獨占了索國的通訊市場，該公司由英國人經營管理，通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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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貴且品質不穩定。近年雖有民營業者 Bmobile公司加入營運，但規模亦尚未建立，索國之

通訊服務仍不穩定。

運輸部分，索國對外航空聯繫不便且費用高、航次不多，常常一票難求，且常有無預警

取消航班之情形，易影響行程規畫及提高商旅成本。貨船往返臺灣每月僅一班，且在新加坡

轉載停留，單程航行至少需耗時一個半月，並常有期程延誤情形。索國除首都荷尼阿拉一條

主要道路有鋪設柏油路面外，其餘道路多不利運輸。索羅門群島由諸多島嶼組成，客車、貨

車之交通運輸不便，以海運為主，索羅門航空公司是唯一提供國內航線之公司，而且船舶或

班機誤點或取消之情形頗為常見，造成營運風險及提高成本。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我國在索羅門的臺僑為第一代移民。根據瞭解，除少數臺僑已在索國落地生根與當地女

子通婚外，大部分的臺僑僅留於索羅門從事經濟活動。這些臺僑未來可能會轉移至澳洲，或

者返回臺灣居住，故臺僑於索國形成大規模移民社群的可能性較低。早期較有組織性之華人

社團為索羅門群島中華總會，該會以早期移民、廣東老僑第二代和第三代為主軸。近年來中

國大陸新移民逐漸增加，亦有少數中國大陸人加入該社團。中華總會目前的核心成員大部分

皆於索羅門出生、受教育，家中均以廣東話為母語，故大多已不熟悉國語，甚至不識中文。

中華總會成員的商業活動以批發、零售及旅館業為主。由於索國傳統宗教文化的關係，目前

索羅門國內零售業為華人所掌握。而中華總會活動目前仍以聯誼性質為主，儘管會內少數成

員對索羅門政治具有相當影響力，但幾乎未以社團名義影響或參與索羅門政治，索羅門政治

人物亦鮮少與該社團來往。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根據索國外人投資局統計，臺商企業約 10家，正常營運者約 5家，其中包括：餐飲業 1

家、金飾買賣 1家、原木買賣 2家、太陽能設備 1家。臺僑人數約為 20人，設有臺灣商會。

根據 IMF統計，2011年索國經濟成長率高於世界平均經濟成長率，亦高於其主要援助

國及貿易夥伴澳洲。索國之高經濟成長率是因主要出口外銷市場中國大陸的帶動，另澳洲、

紐西蘭主導之援索協助團恢復了索國的法律社會秩序，故外國企業願意進入索國投資，因而

提高了該國之就業率、生產力及出口總值。由於索國之工商業活動均處於起步階段，各項產

業尚有很大之發展空間，建議臺商能洞察先機到索國投資。

（3）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我國提供索國農業技術、基礎建設跟國會大廈興建等幫助，並與該國實施有太陽能合作

計畫。索國之投資機會包括農漁業、林業、畜產業、礦業、工業、房地產等。

農業方面，可從事可可、椰子、椰乾、棕櫚產品等產品的多角化經營，或者經營核果、

檳榔、籐、香草、鳳梨、檄果（Noni）等之加工廠，亦可投資飼料廠、稻米碾米廠、製糖廠、

啤酒、漁產加工廠如鮪魚罐頭及魚粉（可作飼料）廠等。水果供應方面，索國僅自產西瓜、

鳳梨、香蕉等水果，故市場潛力頗大，進口依賴度高。

由於索羅門群島由諸多島嶼組成，首都與各省、離島間客、貨之交通與運輸以海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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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大多民眾僅使用小型簡陋之舢舨往返，故船舶業有發展之空間。林業方面，包括原木

買賣、鋸木廠、合板廠、木材加工、傢俱廠等，皆可考慮投資。畜產業方面，索國尚無企業

化經營之飼養與販賣場，僅具小型家庭規模的養殖場，故主要肉類、蛋類之供應均仰賴進口，

市場潛力大。

礦業方面，索國黃金多為澳洲人所掌控，鎳礦則多由日本人及南太應用科學委員會

（Scripps Orbit and Permanent Array Center, SOPAC）開採。工業及航太業方面，索國欠缺工

業材料與產品，因此可考慮投資該國之金屬材料與五金製品、機械、電腦軟硬體及週邊設備、

通訊產品、汽機車及零配件、光學與照相器材、鐘錶及零件等。由於索國不時停電，因此小

型發電機很受民眾歡迎，太陽能發電產品亦有發展空間。

另外，目前索羅門航空公司係向其他航空公司租賃飛機，倘外國投資人持續進入索國，

則運輸需求增加、飛機維修技術人才之需求亦增，航太業之發展空間大。房地產方面，若能

克服繁雜的土地糾紛問題，則可開發索國之房地產市場潛力。依據索國財政部統計局統計，

在澳紐主導之區域援索團進駐索國後，索國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大幅成長，租屋市場供不應求。

若欲投資該國房地產，可選擇投資經營旅館或度假中心，發展觀光業。經索國政府條件審核

後，投資人可享有建築材料、交通車、食品、菸酒飲料免稅之優惠。

4. 小結

我國馬英九總統於 2010年 3月訪問索國，並拜會該地「區域援索團（Regional Assistance 

Mission to Solomon Islands, RAMSI）」，為我國元首出訪南太平洋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我國

與索國建有邦交，索國對我國之進口依賴甚高，我國與索國亦合作推動了許多計畫，幫助索

國經濟發展。索國之工商業活動均處於起步階段，各項產業尚有很大之發展空間，若能克服

諸項繁雜的問題，必能成為深具投資潛力的國家。

吐瓦魯（Tuvalu）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吐瓦魯是我國的邦交國之一，位於西南太平洋，由 9個珊瑚島組成。由於國土地勢較低，

溫室效應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對吐瓦魯造成嚴重的威脅。吐國缺乏天然資源，長期需要他國提

供財政援助，像是英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主要經濟以出口鳥糞做成的氮肥為主，近

年來海平面上升使國家土地越來越少，導致出口量越來越少，因此，只能依賴漁業和觀光旅

遊業，豐富的海資源，加上外國漁業合作下，漁業收入是主要經濟來源。

（2）貿易概況

吐瓦魯面積狹小，土壤貧瘠不適合耕種，主要輸出產品為郵票、魚產品、手工藝品等，

主要輸入產品為食品、建材、油品、成衣與日用品等，主要的出口貿易夥伴為斐濟、日本、

澳洲、波蘭，主要的進口貿易夥伴為德國、波蘭、菲律賓、斐濟、義大利。根據國貿局的資

料指出，2009年對我國之出口值為 61,473美元，2010年無任何對我國的出口值，2011年增

加為 102美元；對我之進口值部分，2009年為 19,254,013美元，2010年為 2,206,87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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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為 2,573,523美元，長期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呈現赤字現象。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2012年 4月財政部長梅逖亞（Lotoala Metia）受到我國政府邀請訪臺，吐國和我國已建

交 30多年，雙邊友誼穩固，在農業、醫療衛生、人才培訓及文化交流等領域進行多項合作

計畫，兩國相關人員都積極投入合作工作。我國總統在執行援助計畫中重視「目的正當、過

程合法、執行有效」三原則，並承諾將持續協助吐國各項基礎建設計畫，期盼兩國繼續保持

密切友好的關係，加強交流與合作。

表 2-2-14 吐瓦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吐瓦魯（Tuvalu）

地理位置
是位於南太平洋的島國，由九個環狀珊瑚島組成，介於夏威夷和澳大

利亞間。

氣候

屬海洋性熱帶氣候，3-11月有東北貿易風吹拂，11-3月為狂風暴雨

季節，經常發生颶風或強風。最高溫度可達攝氏 40度，最低溫約

攝氏 22度，一般平均氣溫約介於攝氏 26~32度之間。全年雨量在

3,000~3,500公釐之間。

政治體制 國體：君主立憲。政體：責任內閣制，三權分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元首：伊麗莎白二世

現任總理：泰拉維（Willy Telavi）

語言 英語、吐瓦魯語、薩摩亞語、吉里巴斯語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為富那富提（Funafuti）

主要國際機場 Funafuti International Airport（FUN）

重要港埠 Funafuti

天然資源 豐富的魚產資源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6

人口數（人，2011年） N.A.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N.A.

華人數（人，2011年） 20

華人所占比例（%） N.A.

臺僑人數（人，2011年） N.A.

臺僑所占比例（%）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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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4 吐瓦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澳幣（AUD）

匯率（澳幣 /吐瓦魯兌美元） 1USD：0.98266AU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1.7 -2.9 1.1 1.2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0.3 -1.9 0.5 2.6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414 2,820 N.A. N.A.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0.3 -1.9 0.5 2.6

主要出口產品 郵票、漁產

主要出口國家 斐濟、日本、澳洲、波蘭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牲畜、礦物燃料、機械、工業品

主要進口國家 德國、波蘭、菲律賓、斐濟、義大利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61,473 0 102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19,254,013 2,206,877 2,573,523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19,192,540 -2,206,877 -2,573,421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未發酵及未加酒精之果汁及蔬菜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船舶及浮動構造體、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家

具、未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組合

式建築物、關稅配額之貨品、醫藥品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24 23 N.A.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 =（出口值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對
我國之出口值 /出口值；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對我國之進口值 /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1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資料 來源：IMF、BERI、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財政部統計處、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交通部民航局、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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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吐瓦魯陸地面積狹小土壤貧瘠，不適合於耕種，不過吐國擁有豐富的海產資源，但由於

技術相對落後，依賴外國漁業者合作，因此漁業收入成為吐國重要收入之一。另外，觀光旅

遊業也是吐國經濟發展的重點之一，不過因位置較偏遠，相對的旅遊收入較少。近年來吐國

青壯年多赴海外輪船工作，在外匯收入上貢獻不少，占僑匯收入 90%以上。在外國援助上，

我國為吐國最大外援國。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由於吐國投資主管機構針對外人投資無任何獎勵投資措施，也缺乏相關投資申請程序及

審核流程，因此沒有限制外人投資之項目，沒有辦法吸引很多外商前來投資，近年來，吐國

積極參與南太平洋區域性經貿組織，和其他國家互相合作，目前我國很少有臺商在吐國投資，

或是投資較具發展性的漁業貿易，我國慶富造船集團與吐國合資建造圍網漁船，慶富集團長

期來因使用吐國的天然海洋資源而有所獲利，因此積極參與解決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所造成

的環境永續問題。

3. 當地華人經濟

吐國位置偏遠，對外交通不便，加上吐國地勢較低，近年來溫室效應導致海平面年年上

升，國土在漲潮時受大量海水覆蓋，僅剩一條飛機跑道與外界做航空聯繫，因此在國際上受

到重視，並受到其他國家援助。我國的臺灣農技團，正致力於改善其國土受海水嚴重侵蝕的

情況，其地質組成主要為珊瑚礁，甚少可供種植之土壤。

4. 小結

吐瓦魯為我國邦交國，近年來因環保議題受到國際重視，由於土壤貧瘠，農耕產業不易

生存，主要產業的為漁業和旅遊業，但發展程度不佳，因此經濟需要依靠國外財政援助。我

國也會適時給予幫助，推行改善吐國經濟環境的相關政策。近年來到吐國投資的臺商較少，

地理環境影響甚大，若是能從投資獎勵措施著手，或許能吸引更多外資前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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