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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國各論

五、非洲地區

（一）埃及（Arab Republic of Egypt）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依據 WEF公佈之 2011年全球競爭力排名，埃及排名第 94名，相較於 2010年第 81名

大幅度退步 13名。2011年的經濟成長率從 2010年的 5.1%大幅下滑到 1.8%，2011年 CPI

上漲率為 11.1%，主因為埃及民生用品倚賴進口，易受國際物資價格飆漲影響。GDP從 2010

年的 2,184.66億美元大幅提高至 2,357.19億美元，失業率方面則從 2010年的 9.0%上升到

2011年的 10.4%。2011年每人平均 GDP為 2,970美元，較去年成長了 5.8%。

（2）貿易概況

埃及在 2011年進、出口值均有微幅增加，2011年出口值為 305億美元，較 2010年出口

值 264億美元增加了 16%，2011年進口值為 589億美元，相較 2010年進口值 529億美元增

加了 11%。貿易餘額方面已連續 3年為逆差，且逆差幅度逐漸擴大。

在與我國經貿互動關係上，根據我國國貿局的統計，埃及對我國出口值較 2010年略減

為 2011年的 6.24億美元，2011年自我國進口值為 5.17億美元，較 2010年的 4.48億美元略

微增加，貿易額從 2010年的 10.82百萬美元下降到 2011年的 11.41百萬美元，但對我國進

口貿易依賴度從 2010年的 0.80%上升到 2011年的 0.88%，顯示埃及與我國的貿易日益密切。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埃及於 2011年 1月 25日發生茉莉花革命，使埃及鎊匯率創下近六年新低，嚴重影響進

口，對非常倚賴進口物資的埃及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由於革命後國內物資嚴重匱乏，埃

及中央銀行為穩定物價，將可能近為其匯率護盤，將導致埃及外匯大量流失。觀光業為埃及

的重點產業，其帶來的外匯收入並不下於其他產業，但茉莉花革命後，觀光人數銳減且旅遊

收入減少約 10億美元，對當地經濟造成相當大的衝擊。

在茉莉花革命過後十個月，雖領導者已經下臺，但軍方仍然拒絕交出政權，使外國觀光

客與外國投資大幅萎縮，政府計畫將舉債 30億美元，用來促進經濟發展與建設基礎建設，

但實際成效仍有待觀察。

表 2-5-1 埃及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埃及阿拉伯共和國（Arab Republic of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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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埃及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地理位置
地跨亞洲和非洲，西奈半島位於西南亞，而該國大部分國土位於北非

地區。

氣候

全境乾燥少雨。尼羅河三角洲和北部沿海地區屬地中海型氣候，1月

平均氣溫 12°C，7月 26°C；年平均降雨量 50 mm-200 mm。其餘大

部分地區屬熱帶沙漠氣候，炎熱乾燥，沙漠地區氣溫可達 40°C，年

平均降雨量不足 30 mm。

政治體制 半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民族民主黨/穆罕默德‧海珊‧坦塔維（Mohamed Hussein Tantawi）

為代理總統

語言 阿拉伯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開羅（Cairo）

主要國際機場 Aswan（ASW）, Cairo（CAI）, El Nouzha（ALY）,  Luxor（LXR）

重要港埠 亞歷山大（Alexandria）、塞得港（Said）、蘇伊士港（Suez）

天然資源
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磷酸鹽、錳、石灰石、石膏、滑石、石棉、

鉛、鋅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001,450

人口數（人，2011年） 79,356,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79

華人數（人，2011年） 1,000

華人所占比例（%） 0.0013

臺僑人數（人，2011年） 21

臺僑所占比例（%） 0.00002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埃及鎊（EGP）

匯率（埃及鎊兌美元） 1USD：6.01468EGP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4.7 5.1 1.8 2.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6.2 11.7 11.1 8.6

失業率（%） 9.5 9.0 10.4 11.5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886.08 2,184.65 2,357.19 2,524.58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456 2,808 2,970 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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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埃及在早年與以色列和美國共同簽署埃及合格工業區（Qualified Industrial Zones, 

QIZ），其內容為同意埃及境內 7個工業區內所生產的商品，在輸往美國時均能享有關稅及

配額優惠，這為當地的製造業帶來強心針。且埃及擁有低廉的勞動成本與特殊的人文環境，

吸引許多外國企業投資紡織業、成衣廠、旅館及餐廳等觀光產業，外商主要來自科威特、阿

表 2-5-1 埃及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231 264 305

進口值（億美元） 449 529 589

貿易餘額（億美元） -218 -265 -284

貿易依存度（%） 36.1 36.3 37.9

主要出口產品 原油和石油產品、棉花、紡織品、金屬製品、化學品、加工食品

主要出口國家 義大利、美國、西班牙、敘利亞、印度、沙烏地阿拉伯、南韓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及設備、食品、化工產品、木製品、燃料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中國大陸、義大利、德國、土耳其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92 6.34 6.24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3.89 4.48 5.17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2.97 1.86 1.07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4 2.4 2.0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88 0.85 0.88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礦物燃料、機械用具、鋼鐵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塑膠及其製品、汽車之零件、機械、鐵或非合金鋼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339.3 357.9 176.6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9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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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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聯合大公國及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的政局變化，令外資逐年下降，雖政府仍持續努力，

但茉莉花革命後已幾近乎失效。

3. 當地華人經濟

目前我國在埃及投資設廠的企業不多，目前為止只有三間公司，分別為義特、臺美及傑

展。傑展公司所經營的成衣廠年營業額達 2,000萬美元，為我國在埃及投資成功的廠商之一，

其產品運用當地低廉的勞動力製造，完成後再利用 QIZ所享有的優惠銷往美國市場，其產品

品質優越，深獲許多消費者青睞，而我國華僑出色的表現，也得到了許多當地人的尊敬。

4. 小結

2011年發生茉莉花革命後，因新政府缺乏行政效率，致使市場現仍處於動盪之中，觀光

業已經萎縮，外資意願在政情未穩定前也難見曙光，而歐洲債信風暴也衝擊該國旅遊業。若

埃及軍方能及時將政權和平移轉給新任總統，且新政府能致力於穩定經濟與平息政治動盪，

積極提供優惠條件吸引外人投資，並於國際媒體大力推廣該國觀光，相信必定能使其經濟情

況有所好轉。

（二）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根據 2011年 WEF所公佈之全球競爭力排名，2011年奈及利亞排名為第 127名，與

2010年排名相同。經濟成長率方面，2010年為 8.0%，到 2011年則略為下降到 7.4%，2010

年 CPI為 13.7%，在 2011年則微幅下降到 10.8%。在失業率方面，2011年高達 23.9%，相

較上年的 21.1%上升 2.8個百分點，因奈國人口眾多，且尚有自然成長人口，使得失業率問

題相當棘手，奈國政府表示希望能在 2030年將失業率壓低。2010年 GDP為 1,968.4億美元，

在 2011年增加到 2,389.2億美元，奈國每人平均 GDP已連續成長三年，在 2011年每人平均

GDP為 1,490美元，IMF更預估 2012年將可以達到 1,657美元。

（2）貿易概況

在與我國經貿互動方面，根據我國國貿局的資料，2010年奈國自我國進口值為 2.24億

美元，到 2011年則微幅增加為 2.45億美元。而 2010年奈國對我國出口值為 4.37億美元，

到 2011年則增加到 10.24億美元。其主要出口產品為礦物燃料、魚類、銅及其製品，2011

年奈國與我國貿易總額為 12.69億美元，較 2010年 6.61億美元大幅成長了 92%，對我國貿

易餘額連續 3年順差，且幅度逐漸擴大。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奈國電力供應一直以來均落後於其他國家，奈國政府曾允諾將在 2010年改善，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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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陸續將國內的水力及火力發電廠全部民營化，並投入 100億美元增加發電量。以往奈國

政府為穩定物價採取補貼電價政策，但 2011年 7月 1日奈國電力管理委員會終於決定調漲

電價，奈國政府希望透過調整電價，來吸引外資進入以協助改善電力供應，目前印度和日本

願意以借貸或協助的方式，幫助奈國增加及維修電力設備。

表 2-5-2 奈及利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地理位置
位於非洲西岸幾內亞灣的頂點，鄰國包括西邊的貝南，北邊的尼日，

東北方與查德接壤，東是喀麥隆。

氣候

熱帶草原氣候，自北向南年降水量 200mm-3,000mm。一年當中最炎

熱的季節在 2-3月間，溫度高達 33°C∼ 38°C。一年僅分雨季及旱季

兩季，4-10月為雨季、11-3月為旱季。

政治體制 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人民民主黨/古德勒克‧喬納森（Goodluck Jonathan）

語言 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阿布加（Abuja），最大城為拉哥斯（Lagos）。

主要國際機場
Mallam Aminu Kano （KAN）, Murtala Muhammed （LOS）, Port 

Harcourt（PHC）, Nnamdi Azikiwe（ABV）

重要港埠 拉哥斯（Lagos）、哈克特港（Port Harcourt）

天然資源 天然氣、石油、錫、鐵礦石、煤炭、石灰石、鈮、鉛、鋅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923,768

人口數（人，2011年） 160,342,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74

華人數（人，2011年） 25,419

華人所占比例（%） 0.0159

臺僑人數（人，2011年） 143

臺僑所占比例（%） 0.00008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奈拉（NGN）

匯率（奈拉兌美元） 1USD：159.474 N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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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奈及利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7.0 8.0 7.4 7.1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2.5 13.7 10.8 11.4

失業率（%） 19.7 21.1 23.9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685.87 1,968.41 2,389.20 2,730.42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110 1,261 1,490 1,657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530 790 N.A.

進口值（億美元） 339 370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191 420 N.A.

貿易依存度（%） 51.5 58.9 N.A.

主要出口產品 石油及石油產品、可可、橡膠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巴西、印度、西班牙、法國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化工產品、運輸設備、製成品、食品和牲畜

主要進口國家 中國大陸、荷蘭、美國、英國、南韓、法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5.11 4.37 10.24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2.44 2.24 2.45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2.67 2.13 7.79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96 0.55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72 0.61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礦物燃料、魚類、銅及其製品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石灰及水泥、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鐵路零附件、塑膠及其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447.7 349.3 352.2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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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國石油及石油產品佔總出口 95%，雖為石油輸出國之一，但因缺乏自行煉油能力，需

進口汽油，故進入奈國的外國投資者大多以石油及相關產業為主。在奈國設廠的大多為歐洲、

荷蘭及美國的石油公司，中國大陸及南韓等則利用提供奈國貸款而換取原油開採權。

奈國對農業也相當重視，奈國商工部長尤格伍於 2011年 2月 25日向中國大陸訪問團表

示，希望中國大陸能前往奈國開發農業及礦業。由於奈國政府開放行動電話市場，致使當地

業者邀請外國企業一同進入電信產業，也為近年來吸引外人投資的主要產業之一。

3. 當地華人經濟

因奈國地處非洲，與我國距離甚遠，且語言不同及文化差異大，使得居住在奈國的華僑

較少。目前華僑在當地以投資超市、橡膠業、紙業、鞋業、光碟片、五金零件及汽機車零件

為主。在奈國的企業有因沛奇公司及日隆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等，目前最大的投資案為因沛奇

公司和奈國所合資的水泥廠，我國華僑在當地誠實、勤勞及不怕苦的工作精神，深受當地人

民的尊敬，在奈國的相關僑團組織有奈及利亞臺灣商會。

4. 小結

奈國為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且具土地廣大、勞動成本低廉及天然資源豐富等優勢。近

年國際石油價格飆漲及奈國開放電信政策後，吸引了許多企業進入奈國投資，奈國政府也為

了改善國內電力供應，相當積極招攬外國企業投資電力產業，但奈國缺乏管理人才、官員貪

腐嚴重、基礎建設不足，且治安不佳，我國企業若有意投資，須注意兩國民情不同，所有交

易程序務必留下文件記錄，且慎選合資對象，儘量避免給予賒帳。

（三）大利比亞阿拉伯人民社會主義群眾國

（The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利比亞位於非洲北部，北邊為地中海，與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尼日、查德、蘇丹及

埃及相鄰。國土面積廣大，沙漠地區佔總國土面積 94%，可耕種面積僅佔 1.03%，該國境內

含有豐富礦產及能源，其中天然氣的蘊藏量居世界第 22名，石油蘊藏量居世界第 9名，同

時為非洲第四大石油生產國。因石油出口佔該國出口值的 95%，為利國的最大經濟支柱。

（2）貿易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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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我國經貿互動方面，根據我國國貿局的資料，2011年該國與我國貿易總額為 40,151

千美元，較 2010年 82,383千美元減少了約 51%。2010年該國自我國進口值為 31,980千美

元，到 2011年則下降為 12,704千美元。而 2010年該國對我國出口值為 50,403千美元，到

2011年則下降到 27,447千美元。2011年對我國的貿易餘額為 14,743千美元，相較於 2010

年 18,423千美元微幅下降。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利國在近年來積極擴大基礎建設，並對外開放市場，吸引外人投資，以引進國外的技術

與管理經驗，並透過合資的方式投資當地。利國早在 2010年就已經開始實行行政簡化政策

及減稅等措施，希望能促進國內企業發展，進而帶動經濟成長。此外，石油佔利國總收入高

達 95%，故利國政府也積極朝收入多元化邁進，以免國際油價的波動影響國內所得和物價

水準。

表 2-5-3 利比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大利比亞阿拉伯人民社會主義群眾國（The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

地理位置
位於北非，北邊為地中海，相鄰國家有埃及、蘇丹、查德、尼日、阿

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

氣候
屬地中海型氣候，冬暖多雨，夏熱乾燥，年降雨量約 400 mm；內陸

廣大地區屬熱帶沙漠氣候。

政治體制 軍事專政

執政黨及革命領導者 /總人民

委員會秘書長
臨時總理：阿卜杜勒‧拉希姆‧凱卜（Abdel Rahim al-Kib）

語言 阿拉伯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的黎波里（Tripoli），且為最大城。

主要國際機場 HLLB Benina（BEN）, Tripoli（TIP）

重要港埠 班加西（Benghazi）、的黎波里

天然資源 石油、天然氣、石膏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92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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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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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372 461 N.A.

進口值（億美元） 100 105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272 356 N.A.

貿易依存度（%） 75.0 70.4 N.A.

主要出口產品 原油、精煉石油產品、天然氣、化學產品

主要出口國家 義大利、德國、法國、西班牙、美國、瑞士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加工品、食品、運輸設備、消費類產品

主要進口國家 義大利、中國大陸、德國，土耳其、突尼西亞、南韓、法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6 50,403 27,447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36,914 31,980 12,704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36,908 18,423 14,743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0 0.11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37 0.30 N.A.

表 2-5-3 利比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華人所占比例（%） N.A

臺僑人數（人，2011年） 1

臺僑所占比例（%） N.A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利比亞第納爾（LYD）

匯率（利比亞第納爾兌美元） 1USD：1.21548LY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1.4 3.7 -59.7 121.9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2.4 2.5 15.9 10.0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629.59 804.42 368.74 796.91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9,807 12,285 5,691 1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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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近年來利國政府推出了許多的獎勵辦法和措施，積極吸引外資進入，並將海灣國家視為

首選，主要目的為吸引貿易、房地產及交通方面的投資。但當地內戰頻傳，嚴重影響外資進

入意願，且政局動盪不安也使得國際原油價格大幅度波動，進而影響當地的經濟。

利國為了保護當地投資人設有許多規定，以管制外國企業在利國的投資，如外國企業欲

參加政府的招標案，就需要與利國公司合資，才能准予競標。

3. 當地華人經濟

目前旅居在利國的華僑大多聚集在首都的黎波里，主要工作為餐飲業及製造業。利國主

要華僑團體有中華民國旅居利國僑胞聯誼會。此外，我國也在 2008年時在利國首都的黎波

里，設立了臺灣駐利國商務代表處，代表處的設立對當地華僑及工作人士帶來許多方便，也

為臺商創造了許多的投資機會。

臺灣在利國投資的企業有 Chin Yuan工程建設公司、中油及互助營造等，投資金額不算

太大。幾年前 Chin Yuan工程建設公司總經理合資在利國開設餐廳，並協助利國政府在當地

興建百戶每單位面積 150平方公尺、造價至少新臺幣 500萬的高級國宅，由利國政府免費提

供給房地產遭徵收的低收入戶居住，低收入戶均對政府的美意心懷感激。

4. 小結

2009年利國經濟遭金融海嘯影響，一度盪入谷底，利國政府經過一連串的政策及措施，

才將利國經濟提振至金融海嘯前的水準，但 2011年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延燒至利國，

利國隨即進入長達數個月的動盪，之後革命軍雖推翻格達費政權，但當地經濟仍不穩定，且

表 2-5-3 利比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礦物燃料、有機化學產品、關稅配額之貨品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鐵路零件、機械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塑膠及

其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989.2 998.4 1,002.5

全球競爭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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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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運作也尚未進入軌道，重建工程遙遙無期，對於利國早年積極吸引外人投資的政策

無疑是潑了一盆冷水。且該國動亂也造成國際油價巨幅波動，對當地的經濟造成嚴重地傷害。

我國在利國設立商務代表處，但欲前往利國投資的企業仍需注意，該國政局仍不穩定，須格

外留意投資風險，以免遭受重大損失。

（四）賴索托（Kingdom of Lesotho）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根據 2011年 WEF所公佈之全球競爭力排名，賴國排名為第 135名，相較 2010年的第

128名，大幅退步 7名。經濟成長率方面，2010年為 5.2%，到 2011年降至 4.9%。2010年

CPI上漲率為 3.6%，2011年 CPI仍升至 5.3%，2010年 GDP為 22.28億美元，在 2011年則

大幅增加到 24.53億美元，每人平均 GDP也從 2010年的 1,156美元，上升至 2011年的 1,264

美元。

（2）貿易概況

賴國當地土地貧瘠，缺乏天然資源，國家收入主要來自在南非礦工的僑匯，且因位居內

陸，故當地經濟非常依賴進口，該國主要進口國為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南韓及印度。

與我國經貿互動關係方面，根據我國國貿局的統計，賴國對我國出口值從 2010年的 860

千美元銳減到 2011年的 254千美元，賴國自我國進口值在 2011年 59,802千美元，較 2010

年的 56,418千美元略微增加，貿易額則從 2010年的 57,278千美元上升到 2011年的 60,056

千美元，增加了 4.85%，賴國對我國已連續三年呈現貿易逆差，表示對我國商品日趨依賴。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近期歐洲發生主權債務危機，造成以歐洲為銷售對象的賴國之稅收大幅減少 196億南非

幣，使得該國財政壓力日趨沉重，該國需縮減政府支出，以免經濟再次受創。

賴國國內工業主要以成衣加工為主，恰好該國為SACU和SADC經貿組織的成員國之一，

又與非洲南部等國有長期合作關係，且政府也提出許多稅率優惠政策，致使該國成衣加工業

更加蓬勃發展，該國目前已為美國最大成衣進口國之一，未來會加強與中國大陸、歐盟及日

本等其他國家的經貿合作，以達成吸引外國資金，促進國內經濟繁榮的目的。

表 2-5-4 賴索托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賴索托王國（Kingdom of Lesotho）

地理位置 位於非洲南部，其四面與南非相鄰，為國中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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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4 賴索托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氣候
屬於亞熱帶氣候，氣候乾爽，年均溫為 21°C，年平均雨量為 700 

mm；夏季 10月到隔年 4月降雨較多，冬季較乾燥。

政治體制 君主立憲制

執政黨及現任國王 /首相
民主大會黨 /萊齊耶三世（L e t s i e  I I I） /帕卡利塔‧莫西西里

（Pakalitha Mosisili）

語言 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馬塞盧（Maseru），同時也是最大的城市。

主要國際機場 Moshoeshoe（MSU）

重要港埠 無

天然資源 水力資源、鑽石、砂、粘土、建築石材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30,355

人口數（人，2011年） 2,588,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85

華人數（人，2011年） 3,869

華人所占比例（%） 0.149

臺僑人數（人，2011年） 340

臺僑所占比例（%） 0.013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馬洛蒂（LSL）

匯率（馬洛蒂兌美元） 1USD：8.10362LSL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3.8 5.2 4.9 4.3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7.4 3.6 5.3 4.9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7.54 22.28 24.53 26.48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917 1,156 1,264 1,355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7 8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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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賴國因早期與美國簽定非洲成長暨機會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 

AGOA），因此享有美國對自該國進口之紡織品給予關稅優惠，吸引許多外國企業因覬覦美

國市場，且因當地勞動成本低廉，而到當地投資紡織業及成衣加工業。

3. 當地華人經濟

現在賴國華僑主要群聚於首都馬塞盧，因賴國與美國簽定 AGOA，故華僑於賴國主要經

營產業為紡織業及成衣加工業，華僑投資的紡織廠與成衣加工廠為當地創造了 5萬個以上的

表 2-5-4 賴索托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進口值（億美元） 20 22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13 -14 N.A.

貿易依存度（%） 153.9 134.6 N.A.

主要出口產品 服飾、鞋類、公路車輛、羊毛、食品和牲畜食品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比利時、馬達加斯加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建築材料、車輛、機械、醫藥、石油產品

主要進口國家 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南韓、印度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381 860 254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47,720 56,418 59,802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47,339 -55,558 -59,548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5 0.10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2.39 2.56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棉花、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針織類服飾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針織品、人造纖維絲、紙及紙板、塑膠及其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7.38 8.93 9.46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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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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機會，華僑遠從臺灣出發，帶著不怕苦與堅毅的態度勇闖非洲，其勤奮工作精神令當地

人民非常佩服，當地華僑秉持著人不親土親的精神，大家互相幫忙，在當地創立了臺商網路，

將曾經是臺灣驕傲的紡織業，移轉至賴國，使賴國現以紡織業為其經濟命脈，我華僑實為賴

國經濟貢獻良多。

4. 小結

在賴國經商的華僑雖能運用 AGOA法案和廉價的勞動，在賴國建立新的紡織王國，但賴

國政府設有原料採購限制，致使企業在原料的品質與價格上難以控管，且當地勞工散漫缺乏

效率，又常因患有後天免疫力缺乏症而去世，導致企業需增加監督單位或激勵條款，而使生

產成本大為增加。近年來賴國貨幣逐漸轉強，致使當地出口產業面臨到他國的低價競爭，我

國有意前往賴國投資的企業，需仔細評估，以免遭受重大損失。

（五）摩洛哥（Kingdom of Morocco）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摩洛哥在 2011年 CPI為 0.9%，略低於 2010 年的 1.0%。根據 WEF所公佈的全球競爭

力排名，摩國排名第 73名，比起 2010年的第 75名些微進步 2名，摩國 2010年經濟成長率

為 3.7%，到了 2011年則成長至 4.9%。

摩國在失業率方面已經連續三年維持在 9%以上，在 2011年也未見好轉，失業率仍然高

達 9%，顯示政府政策對於降低失業率是無效的，其 GDP從 2010年的 908億美元，增加至

2011年的 992億美元，而每人平均GDP從 2010年的 2,851美元，上升為 2011年的 3,083美元。

（2）貿易概況

摩國在 2011年進、出口值均有大幅度增加，2011年出口值為 212億美元，較 2010年出

口值 176億美元增加了 20%，2011年進口值為 441億美元，相較 2010年進口值 355億美元，

增加了 24%，其主要貿易對象為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及中國大陸。貿易餘額方面已連續三

年為逆差，且逆差幅度在今年大增。

在與我國經貿互動關係方面，根據我國國貿局的統計，2011年我國與摩國貿易總額為

1.32億美元，較 2010年 1.86億美元減少了 0.54億美元。摩國對我國出口值從 2010年的 1.27

億美元些微減少到 2011年的 0.66億美元，對我國進口值在 2010年為 0.59億美元，在 2011

年略微增加到 0.66億美元，貿易依存度數據顯示摩國與我國的貿易日益趨緩。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摩國在早期已獲得美國和加拿大的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  GSP），之後亦取得對歐盟國家的 GSP，且於 2000年時與歐盟國家簽署零關稅

協定，歐盟將逐年對摩國分段減免關稅，到 2010年時達到完全無配額限制與無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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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摩國獲得歐盟同意，將與突尼西亞、約旦及埃及進行貿易會談，針對促進經濟成

長和減少貿易壁壘等議題進行討論，預期可促進中東及北非國家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也能

提升摩國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

表 2-5-5 摩洛哥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摩洛哥王國（Kingdom of Morocco）

地理位置

位於非洲西北部，該王國東部以及東南部與阿爾及利亞接壤，南部緊

鄰西撒哈拉，西瀕大西洋，並向北隔直布羅陀海峽和地中海與西班牙

相望。

氣候

屬亞熱帶地區，夏季乾燥炎熱，冬季溫和潮濕。1 月份平均氣溫

12°C（平均最低氣溫約 6°C），4月平均氣溫 20°C，7月平均氣溫

22°C-28°C（平均最高氣溫約 36°C），從北部到中部年平均降雨量為

200 mm-800 mm，南部接近 0 mm。

政治體制 君主立憲制

執政黨及現任國王 /首相 獨立黨 /穆罕默德六世．阿巴斯．法希（Abbas El Fassi）

語言 阿拉伯語、法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拉巴特，最大城市為達爾貝達。

主要國際機場

Al Massira（AGA） ,  Angads（OUD） ,  Ibn Batouta（TNG） , 

Marrakech-Menara（RAK）, Mohammed V（CMN）, Rabat-Sale

（RBA）

重要港埠 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美利拉（Melilla）

天然資源 磷酸鹽、鐵礦石、錳、鉛、鋅、魚、鹽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446,550

人口數（人，2011年） 32,187,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72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摩洛哥迪拉姆（MAD）

匯率（摩洛哥迪拉姆兌美元） 1USD：8.56763 MA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4.9 3.7 4.9 2.9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0 1.0 0.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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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5 摩洛哥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失業率（%） 9.1 9.1 9.0 8.9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909.07 908.03 992.41 1,003.54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885 2,851 3,083 3,086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141 176 212

進口值（億美元） 329 355 441

貿易餘額（億美元） -188 -179 -229

貿易依存度（%） 51.7 58.5 65.8

主要出口產品
服裝和紡織品、電子元件、無機化工原料、晶體管、原油礦產、化肥

（包括磷酸鹽）、石油產品、柑橘類水果、蔬菜、魚

主要出口國家 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印度

主要進口產品 原油、紡織品、通訊設備、小麥、天然氣、電力、晶體管、塑料

主要進口國家 法國、西班牙、義大利、中國大陸、德國、沙烏地阿拉伯、美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50 1.27 0.66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55 0.59 0.66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05 0.68 0.00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35 0.72 0.31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17 0.17 0.15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礦物燃料、瓷金及其製品、銅及其製品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機械用具、鐵路及車輛及其零

附件

外匯存底（億美元） 235.8 236.1 206.4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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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國早期以農業立國，農業人口約佔總勞動人口四成以上，主要農作物有大麥、小麥、

玉米及水果，國內也擁有豐富的漁場及礦產。摩國政府了解無法長期倚賴以上產業，故開始

積極擴大基礎建設，培植出口產業，促進產業升級，摩國現已開放漁業、農業、服務業及製

造業的外人投資管制與份額限制，也給予外國投資者許多投資優惠。

3. 當地華人經濟

摩國與我國距離遙遠，語言不同，文化差異甚大，且付款方式迥異，若需前往摩國工作，

需取得工作證，但由於政府缺乏人力，故其過程需花費長達六個月以上的時間，對派駐在當

地的工作人員及商業人士都極為不便，故我國華僑在摩國投資者甚少，目前為止僅有一間餐

廳係由華僑所開設。

4. 小結

摩國位處北非，為非洲眾國中經濟發展較優者，常可見摩國政府積極對外招商，並制定

許多優惠政策，但由於摩國經濟突飛猛進，且勞工意識逐漸抬頭，罷工事件時有所聞，且摩

國語言、文化及信仰與我國大相逕庭，若我國企業有意前往該國投資，必須注意當地法令及

宗教上的差異，避免釀成重大損失。

（六）史瓦濟蘭（Kingdom of Swaziland）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史瓦濟蘭在 2010 年的 CPI為 4.5%，2011年暴增到 6.1%，而史國物價水準亦一直高於

其他非洲國家。根據WEF所公佈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史國排名第 134名，比起 2010年的第

126名退步了 8名，2010年史國經濟成長率為 2.0%，到了 2011年大幅衰退至 0.3%。GDP

從 2010年的 36.96億美元，增加到 2011年的 38.47億美元，而平均每人GDP從 2010年的 3,132

美元，到 2011年大幅增加為 3,358美元，IMF也預估 2012年將會減少至 3,325美元。

（2）貿易概況

史國為非洲南部的國家，經濟主要依賴對外出口，其中對南非的出口佔了總出口的 80%

以上，因此，其國內物價和經濟成長與國際有相當高的連動關係。在與我國經貿互動方面，

依據我國國貿局的資料，2011年史國對我國貿易總額為 16,826千美元，較 2010年的 13,239

千美元成長了 27%。2010年委國對我國的出口為 413千美元，到 2011年則大幅下降為 133

千美元。而 2010年史國自我國進口值為 12,826千美元，到 2011年則增加到 16,693千美元。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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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2011年的經濟成長率萎縮，史國經濟復興策略小組提出了多項策略以提振經濟，

包括了將政府人事薪資調整與經濟情況做連結、善用貿易中心、皇室人員與相關企業均需納

入繳稅戶、分散建築工程的發包、建立更完善的土地政策、提高政府部門生產力、增加衛生

和教育部門的產出水準。因原計畫出現許多弊端，2011年史國取消了為期五年針對外人投資

的免稅優惠，而提出讓外資能以優惠價格購買工業用地，以達到吸引外商投資的功效的計畫。

史國政府未來政策重心為推廣旅遊業，大力興建旅館及相關娛樂設施，並以當地文化、美景

及美食吸引觀光客，現在主要觀光客來源依序為非洲、歐洲、美國及亞洲。

表 2-5-6 史瓦濟蘭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史瓦濟蘭王國（Kingdom of Swaziland）

地理位置 非洲南部，北、西、南三面與南非相鄰，東面與莫三比克相鄰。

氣候

史瓦濟蘭屬於熱帶氣候，年均溫約 22°C，年平均降雨量 500 mm。

每年 4-9月為乾季，10月至隔年 3月為雨季，全年溫度介於 5°C至

30°C間，高地年均溫約 15.6°C，低地約 23°C，日夜溫差大。

政治體制 君主立憲

執政黨及現任國王 /首相
恩史瓦帝三世（Mswati  I I I） /辛巴‧喇米尼（Absolom Themba 

Dlamini）

語言 英語、史瓦濟蘭語、祖魯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墨巴巴內（Mbabane），其他重要都市恩赫蘭加諾（Nhlangano）、

曼齊尼區（Manzini）、錫泰基（Siteki）。

主要國際機場 Matsapha（MTS）

重要港埠 無

天然資源
史瓦濟 擁有豐富的森 資源，樹種分別為橡膠樹、松樹及合 歡樹。主

要礦產有煤礦、鐵礦、石棉及 礦等。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7,364

人口數（人，2011年） 1,176,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68

華人數（人，2011年） 1,226

華人所占比例（%） 0.1043

臺僑人數（人，2011年） 247

臺僑所占比例（%） 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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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6 史瓦濟蘭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史瓦濟蘭里蘭吉尼（SZL）

匯率

（史瓦濟蘭里蘭吉尼兌美元）
1USD：8.10890SZL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1.2 2.0 0.3 -2.9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7.4 4.5 6.1 7.8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29.63 36.96 39.47 38.9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500 3,132 3,358 3,325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15 16 N.A.

進口值（億美元） 16 17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1 -1 N.A.

貿易依存度（%） 104.6 89.3 N.A.

主要出口產品 濃縮飲料、蔗糖、木材紙漿、棉紗、冰箱、柑橘和水果罐頭

主要出口國家 南非、歐盟、加拿大、美國

主要進口產品 機動車輛、機械、運輸設備、食品、石油產品、化學品

主要進口國家 南非、日本、英國、新加坡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222 413 133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14,573 12,826 16,693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14,351 -12,413 -16,560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1 0.03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91 0.75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實用果實與堅果、電機設備及其零件、核子反應器、鐘錶及其零件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針織品、核子反應器、人造纖維棉、棉花、人造纖維絲

外匯存底（億美元） 9.59 7.56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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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由於史國為內陸國，內需市場內需較小，大型企業較少到史國進行長期投資，且因其地

理位置鄰近南非，使得南非企業較易進入史國，史國國內常見的金融業、超市、連鎖商店及

服務業也大多為南非企業所有，故史國外人投資來源以南非為最大宗，而南非也是史國外匯

收入的主要來源國。根據史國中央銀行資料顯示，製造業佔史國外人投資金額最高，其次分

別為農業、服務業、金融業及礦業。

3. 當地華人經濟

華僑受 AGOA吸引與我國政府積極鼓勵下，於 2000年後陸續進入史國投資，主要投資

包括紡織業、成衣廠、紡紗廠、塑膠廠、機械廠及紙箱廠等，其中紡織廠就投資了 22座。

2011年 4月 16日我國馬英九總統出訪史國，爾後拜訪了在史國經營紡織業有成的南緯

公司，南緯公司在史國當地克服了語言及文化等多項障礙，積極投資紡織業，不但創造了 1.2

萬個就業機會，也時常捐助物資，參與慈善活動，得到當地人民高度的尊崇。

4. 小結

史國以農立國，國土有 36%為森林，傳統產業為農牧、食品加工、蔗糖及林業，現在政

府改為推動觀光業，除積極建設旅館、賭場、動物園及球場等相關娛樂設施，並設立貿易推

廣機構外，還常組團參加展覽，以期能吸引外商進入投資生技業、食品加工業、觀光業及通

訊業等高附加價值產業。

史國在 2015年前均能享受 AOGA的優惠，凡由史國出口至美國之商品均享有免關稅且

無配額的禮遇，且該國政情穩定，又為我國邦交國之一，對我方企業投資極具利基，我國企

業若有意前往史國投資，可充份運用此優惠法案，以史國為前進美國市場的跳板。但史國當

地電力供應不穩，大部份電力需仰賴進口，且有勞動成本逐年攀高、行政效率低及內需市場

小等劣勢，我國企業在投資前需小心評估，以免遭受重大損失。

表 2-5-6 史瓦濟蘭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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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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馬拉威（Republic of Malawi）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雖全球景氣在 2011年逐漸復甦，但馬拉威的經濟成長率仍下滑至 4.3%，而 CPI因受到

原物料價格上漲影響亦上升至 7.6%，較 2010年小幅上升。而 GDP與每人平均 GDP皆較

2010年微幅上升，2011年 GDP為 56.73億美元，每人平均 GDP為 344美元。

（2）貿易概況

近幾年來馬拉威的貿易平衡皆為逆差，貿易依存度也有逐年下降的趨勢。據我國經濟部

國貿局統計資料顯示，2011年馬國出口至我國金額為 416.6萬美元，而從我國進口金額為

476.2萬美元，貿易餘額為 -59.6萬美元。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馬國自 2010年經過WTO的貿易檢討會後，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競爭政策、海

關程序、政府採購及國營企業私有化等措施。而WTO給該國政府的報告中指出，該國需簡

化關稅制度，並減少行政成本，以提升經濟效益。此外，該檢討會中也提出馬國農業已逐漸

進入軌道，建議馬國政府對農業做出長期投資及補貼，此外，棉花為該國主要出口產品。服

務業方面則建議馬國推廣金融與電信服務，並改善交通運輸的基礎建設。

表 2-5-7 馬拉威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馬拉威共和國（Republic of Malawi）

地理位置
位於非洲東南部，西鄰尚比亞、南面向莫三比克及東接坦尚尼亞，是

一個內陸國家。

氣候
屬於亞熱帶氣候，雨季為 11-5月，旱季為 5-11月，年雨量 760 mm 

至 1,015mm。

政治體制 多黨民主共和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艾塔班達（Etta Elizabeth Banda）

語言 齊切瓦語和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里朗威（Lilongwe），最大城市為布蘭岱（Blantyre），

其他重要城市有姆祖祖（Mzuzu）、薩利馬（Salima）、松巴

（Zomba）、奇姆巴（Mzimba）。

主要國際機場 Chileka（BLZ）, Lilongwe（L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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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7 馬拉威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重要港埠 無，內陸國家。

天然資源 石灰石、花崗石、鋁礦砂、煤礦、陶土、磷礦及未開發之鈾。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18,484

人口數（人，2011年） 16,166,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36

華人數（人，2011年） 1,103

華人所占比例（%） 0.0068

臺僑人數（人，2011年） 30

臺僑所占比例（%） 0.0002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馬拉威克瓦查（MWK）

匯率（馬拉威克瓦查兌美元） 1USD：160.788MWK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9.0 6.5 4.3 4.3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8.4 7.4 7.6 17.7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50.34 53.97 56.73 57.27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330 342 351 344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11 11 N.A.

進口值（億美元） 18 19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6 -8 N.A.

貿易依存度（%） 57.6 55.6 N.A.

主要出口產品 煙草、茶葉、糖、棉花，咖啡、花生、木製品、服裝

主要出口國家 南非、埃及、辛巴威、美國、荷蘭、德國、俄羅斯、日本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石油、工業產品、交通運輸設備

主要進口國家 南非、印度、坦桑尼亞、中國大陸、法國、莫三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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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馬國與美國簽訂了為期五年的「基本經濟發展倡議」（Grassroo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itiative），其目的為協助馬國發展農業與中小型企業，而在此計畫中，美國非洲發展基金

會（United States Afric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USADF）也挹注 750萬美元。此外，美

國也在非洲二十幾個國家推動類似的農業計畫，且有良好成果，其計畫內容除資金援助外，

並以提升中小企業員工技能與效率，及將傳統的農業型態提升至製造業農業型態為目標。馬

國政府也將制定相關配套措施，加強海外市場拓銷和增加高附加值作物產量，並建立產業供

應鏈。

馬國印度裔族群眾多，資金雄厚的廠商大多早已設立工廠，投入零售及製造產業，交易

網絡也已遍及該國及鄰近國家，外國廠商只能以較高技術水準之產業做為投資標的，以便進

入馬國市場。此外，南非為該國最近的貨品供應國，馬國進口商常自南非進口各項電子電器、

材料及零件，而南非廠商也多在當地成立專業連鎖店。

3. 當地華人經濟

根據僑委會資料顯示，目前當地華僑人數為 1,103人，臺僑人數為 30人。當地臺商主要

從事農場經營、木材、榨油、碾米、紡織代工、鐵皮屋等產業，且多聚集於該國南部。馬國

治安雖較其他國家安定，但該國已於 2008年與我國斷交，故當地臺商無法得到政府駐外單

表 2-5-7 馬拉威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2,840 5,390 4,166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3,940 4,026 4,762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1,100 1,364 -59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26 0.49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22 0.21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煙草、棉花、銅及其製品、茶、咖啡、食用果實及堅果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針織品、鋼鐵、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紙及紙板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63 323 213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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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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協助。若要進入該國市場，需透過印度人接洽，而增加廠商額外的成本負擔。此外，馬

國國內除有供電不穩之現象外，因其位於非洲內陸，故無海運設施，也造成運輸成本較他國

為高。整體而言，馬國雖有人力成本低廉且投資環境穩定之優點，但高運輸成本及高進入成

本也為該國吸引外資之阻礙。

4. 小結

農業為馬國重要之經濟產業，其中菸草業所佔比例最高，菸草與棉花為該國兩大主要出

口產品，未來仍需持續發展該國農業，以求穩定之經濟成長。此外，馬國面臨與許多第三世

界國家相同的問題，如醫療資源不足、疾病盛行及教育程度落後，這些問題皆嚴重影響該國

經濟情況。此外，該國政府也提出簡化關稅制度及降低行政成本等措施，來解決該國運費與

行銷費用過高的問題。臺商若欲前往該國投資，需先做好充分準備，以因應其可能發生之

問題。

（八）模里西斯（Republic of Mauritius）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2011年模里西斯經濟成長率為 4.1%，較 2010年 4.2%稍低。平均每人 GDP也穩定成長，

2011年平均每人 GDP為 8,777美元。在 CPI方面從 2010年的 2.9%大幅上升至 2011年的

6.5%。在失業率方面，近年來皆在 8%以上。

英國為模國最大出口國，亦是模國重要援助國。2011年模國出口值為 26億美元較 2010

年成長了 18%，進口值也從 2010年的 44億美元成長為 52億美元成長了 13%，模國 2011

年貿易逆差為 26億美元，貿易依存度上升為 71%，為近年來的新高。據我國國貿局統計，

2011年模國自我國之進口值從 2010年的 0.5億美元大幅上升至 0.74億美元，成長幅度將

近 50%；自我國之進口值也成長了將近一倍，到達 0.41億美元，顯示雙方貿易關係愈來愈

密切。 

近年來模國政府同時著手經濟改革方案，主要目的在開放經濟、改善投資環境、促進企

業發展，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和增加專業知識。據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公佈的 2011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模國排名世界 12名。此排名是以 183個國家的經濟開放措施、監管效率、

法治和競爭力做為排名依據。模國短期目標為擠身前十大最具投資國。

模里西斯有限責任合夥法案於 2011年 12月 15日生效，具有法人資格的有限合夥人，

可共同起草合同，擁有自己的財產，且依據合夥協議管理，所以擁有比公司更靈活的組織結

構。模國政府也對出口企業給予稅收優惠，出口加工區企業享有多項租稅優惠；模國 80%的

進口商品也都免徵進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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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8 模里西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模里西斯共和國（Republic of Mauritius）

地理位置

位於非洲南部，四面為印度洋所環繞，在馬達加斯加的西側。模里西

斯與附近的留尼旺島（距模里西斯西南 200公里）及羅德里格斯島等
共同組成馬斯克林群島（Mascarene Islands）。

氣候

屬熱帶氣候，唯受東南信風影響。每年 5-11月為冬季，和暖乾燥；
11-5月為夏季，炎熱潮濕。海岸地區溫度由冬季的 22°C至夏季的
34°C。

政治體制 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阿內羅德‧賈格納特（JAnerood Jugnauth）/納文‧拉姆古蘭

語言 克里奧耳語、印地語、英語和法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 都 為 路 易 港（Port Louis）， 其 他 重 要 城 市 包 括 居 爾 皮 普
（Curepipe）、瓦科阿（Vacoas）、鳳凰城（Phoenix）、卡特勒
博爾納（Quatre Bornes）、羅斯希爾（Rose Hill）及博巴森（Beau 
Bassin）等。

主要國際機場 西沃薩古爾‧拉姆古蘭爵士國際機場

重要港埠 路易港（Port Louis）

天然資源 適合栽種的耕地、魚類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040

人口數（人，2011年） 1,289,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632

華人數（人，2011年） 30,000

華人所占比例（%） 2.3

臺僑人數（人，2011年） 100

臺僑所占比例（%） 0.00758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模里西斯盧比（MUR）

匯率（模里西斯盧比兌美元） 1USD：28.129MUR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3.0 4.2 4.1 3.4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2.5 2.9 6.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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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8 模里西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失業率（%） 7.3 7.8 7.8 8.2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88.24 97.14 113.13 112.24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6,919 7,582 8,777 8,655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19 23 26

進口值（億美元） 37 44 52

貿易餘額（億美元） -18 -21 -26

貿易依存度（%） 63.5 69.0 68.9

主要出口產品 衣物、紡織品、糖、花、糖漿和漁獲

主要出口國家
英國、法國、美國、義大利、比利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馬達加

斯加

主要進口產品 製造業商品、資本設備、食物、石油、化學產品

主要進口國家 印度、法國、南非、中國大陸

對我國之出口值（百萬美元） 33.93 50.71 74.38

自我國之進口值（百萬美元） 1.74 2.17 4.12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百萬美元） 32.19 48.55 70.2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79 2.20 2.86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05 0.05 0.079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魚類、非針織類服飾及其附屬品、鋼鐵、調製動物飼料、針織類服飾、

光學儀器、天然珍珠或養珠、染料顏料及其色料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魚類、鹽、硫磺、核子反應器、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

鋼鐵、玩具

外匯存底（億美元） 23.04 26.01 27.78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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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吸引 FDI，模國政府推行了許多政策和措施，已獲得政府的獎勵方案的產業如製造

業、資訊和通信技術、農業、旅遊業、醫療衛生等。根據模國統計局資料，該國 2011年獲

得的 FDI約在 3.21至 3.38億美元間。2011年模國政府降低企業所得稅率 15%，並提供當

地投資優惠，若投資總額高於 50萬美元，即具有永久居留的資格。該國知名企業有新模里

西斯酒店有限公司（New Mauritius Hotels Ltd）、自動系統有限公司（Automatic Systems 

Ltd）、陽光勝地有限公司（Sun Resorts Ltd ）等。

3. 當地華人經濟

根據僑委會統計，模國境內華人為 30,000人，占模國總人口數為 2.3%，臺僑人數為 100

人。遠在 1821年英國人為了發展模國的種植業，就曾經從福建省招募勞工，在二次戰爭後

中國大陸沿海繼續有一些人口移民至模國，其中約 90%的華僑為梅縣地區客家人。當地華人

近年來皆以從商為主，從零售商向批發、工業、進出口、商務代理等行業發展。模國的社會、

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裡，華人均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當地的華裔學生赴歐美留學後，

大多在模國從事醫生、會計師、律師、法官等社會要職。

4. 小結

近年來，模國經濟成功轉型，從以蔗糖加工、紡織品和旅遊業為主轉為大力發展離岸銀

行業務、商務外包、房地產、醫療及旅遊等行業。該國擁有良好的投資條件和區位優勢，致

力於將自身打造為外人投資撒哈拉以南之非洲國家的跳板。2011年模國與上海開通直航航

線，可為模國與中國大陸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聯繫，並讓其經濟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九）南非（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南非 2011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3.1%，已逐漸回復到往年水準，可見其經濟已呈復甦狀態。

IMF在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中也預測其 2012年的經濟成長率將略

低於 2011年。此外，因國際原物料價格持續上漲，CPI上漲率由 2010年的 4.3%增加到 5.0%。

該國 2011年的失業率仍高達 24.5%，據「經濟學人」雜誌指出，該國國內有三分之一的勞動

人口（15歲到 24歲的年輕黑人）處於失業狀態。為解決日漸惡化的失業率問題，該國政府

宣佈將在 2020年前創造 500萬個就業機會。2011年其 GDP為 4,080億美元，較 2010年相

比有微幅上升，而每人平均 GDP為 8,066美元。

（2）貿易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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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在 2011年的出口總金額為 969億美元，較 2010年增加了 151億美元，2011年的進

口總金額為 1,216億美元，較 2010年增加了 276億美元。而該國近年來皆呈現貿易逆差情況，

2010年的貿易逆差為 -247億美元。此外，由南部非洲關稅聯盟（southern african customs 

union, SACU）與南錐共同市場（MERCOSUR）洽談的自由貿易協定預定於 2012年生效，

南非將可利用該協定，加強與南美洲各國貿易往來。據我國國貿局資料顯示，2011年南非對

我國的出口金額為 14.97億美元，而自我國的進口金額為 13.08億美元，為近年來金額最高

的一年，且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而 2011年的貿易餘額為 1.89億美元，為近年來首度對我

國呈現貿易逆差。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南非政府除在 2010年放寬勞動法規、增加南非青年就業方案、「鼓勵南非各地 8,000多

億蘭特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計畫在地化」與提供紡織成衣業補助計畫外，在 2011年南非貿工

部長 Rob Davies表示政府將研訂新的經濟特區計畫，以期吸引更多外人投資，擴大全國經

濟活動分佈區域，進而強化南非工業基礎，該國財政部也同意全力支持該計畫，並提供租稅

優惠來吸引投資，同時設立特別基金以因應該計劃之基礎建設，預估未來南非在所有省份皆

會設立經濟特區。此外，南非經濟發展部計劃提供創業資金給新成立之中小企業，政府也成

立中小企業信貸機構（Small Enterprise Funding Agency, SEFA）以整合相關金融資源，期望

SEFA能提供中小企業更優惠之創業貸款，使融資市場比以前更加完善，也替政府節省行政

成本。

表 2-5-9 南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南非共合國（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地理位置

主要位於非洲大陸南端，並且包括愛德華王子島（Prince Edward 
Island）和馬里恩島（Marion Island），另外北邊與納米比亞、波札那、
辛巴威、莫三比克及史瓦濟蘭等國相連，另有「國中之國」賴索托。

氣候

南非氣候溫和乾燥，年均溫約攝氏 20°C，年平均降雨量 464 mm。
西部沿海乾燥無雨；東部屬副熱帶濕潤氣候，年平均降雨量 1,101 
mm；西南部屬地中海型氣候，開普敦年平均降雨量為 510 mm；更
北部的沙漠地區年降雨量則不足 30 mm。

政治體制 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非洲人國民大會 /瑪夏（Maite Nkoana- Mashabane）

語言 南非荷蘭語、英語外，還有 9種地方語言。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普利托利亞（Pretoria），其他重要城市包括約翰尼斯堡
（Johannesburg）、開普頓（Cape Town）、布魯芳登（Bloemfontein）、
慶伯利（Kimbe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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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9 南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國際機場
Cape Town（CPT） ,  Durban（DUR） ,  Eas t  London（ELS） , 

Kimberley（KIM）, OR Tambo（JNB）, Port Elizabeth（PLZ）。

重要港埠

普 頓（Cape Town）、 德 班（Durban）、 伊 利 莎 白 港（Port 

Elizabeth）、理查灣（Richards Bay）、薩爾達尼亞灣（Saldanha 

Bay）

天然資源
金、鉑和鈀的儲量為世界居第一，其他如釩、金剛石、銻、鈾、鉛、

鐵、鋅、煤、鎳、鋅、銅、鈦和磷。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219,090

人口數（人，2011年） 50,591,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41

華人數（人，2011年） 110,223

華人所占比例（%） 0.2179

臺僑人數（人，2011年） 10,000

臺僑所占比例（%） 0.0198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蘭特（ZAR）

匯率（蘭特兌美元） 1USD：8.11728 ZAR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1.5 2.9 3.1 2.6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7.1 4.3 5.0 5.6

失業率（%） 23.9 24.9 24.5 23.8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2,842.36 3,634.75 4,080.74 4,199.25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5,746 7,271 8,066 8,202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626 818 969

進口值（億美元） 741 942 1,216

貿易餘額（億美元） -155 -124 -247

貿易依存度（%） 48.1 48.4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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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南非雖為非洲最大外人投資國，但據 UNCTAD的 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南非去年 FDI

所佔的比例較 2009年大幅衰退 70%，有 FDI流入鉅幅減少的現象。目前南非主要外人投資

來源國為德國、英國、美國、亞洲國家及其他歐洲國家，主要投資行業為金融、保險、地產

和商業服務，其他行業則包括採礦、製造業、零售餐飲及汽車零組件業。此外，南韓鋼鐵廠

Posco、電子大廠 LG、Hankook輪胎及南韓貿易保險公司等，均將在南非豪登省設廠。這些

投資預計將帶給南非數千個工作就業機會。此外，中國大陸第一汽車集團也將在該國投資設

廠，預計可達到每年生產五千輛貨車及八萬輛輕型商用車的目標。

3. 當地華人經濟

據僑委會統計，目前在南非的華人人數為 110,223人，其中臺僑人數為一萬人。約翰尼

表 2-5-9 南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出口產品 黃金、鑽石、鉑金、其他金屬和礦產品、機械及設備

主要出口國家 日本、美國、德國、英國、中國大陸、瑞士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及設備、化工、石油產品、科學儀器、食品

主要進口國家 德國、中國大陸、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日本、伊朗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8.96 12.50 14.97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6.51 7.88 13.08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2.45 4.62 1.89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43 1.53 1.54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88 0.84 1.08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礦物燃料、鋁及其製品、天然珍珠或寶石、礦石、熔渣及礦灰、

鐵路及電車以外之車輛零件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核子反應器、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鐵路及電車以外

之車輛及其零件、鋼鐵製品、人造纖維絲

外匯存底（億美元） 396.8 438.3 488.7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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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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堡為當地臺僑主要聚集地，而其他僑胞多聚集於開普敦、布魯芳登、德班、普利托利亞、

新堡、淑女鎮、東倫敦等地。當地華僑多經營與從事製造業、電腦資訊業、電氣設備、批發

業及零售業，並擔任經營管理職位。從前當地華僑大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廣東順德、南海及梅

縣，因為家鄉貧困而外出謀生，因此大多從事像開採金礦的勞力工作，雖隨著時代變遷，華

僑人數逐漸減少，但當地華僑仍保有中華傳統文化，元旦、中華民國國慶、農曆三節依舊是

當地華人及僑民最重要的節慶。

當地臺商大多集中在約翰尼斯堡、布魯芳登、德班及東倫敦、大新堡等都會地區，其中

開普敦港的投資項目主要為漁業及貿易業。多數臺商在 1998年之前就已前往該國投資設廠，

但 1998年南非與我國斷交後，臺商前往該國投資案數量明顯減少。目前臺商在當地主要投

資產業為製造業與服務業，其中製造業以紡織成衣及毛衣為主，其他尚有塑膠、電子、皮革、

寶石加工、金屬製品、木材加工、鐘錶、飾品、橡膠、鞋類、食品及化學品等；而服務業則

以進出口貿易為主，並包括其他服務業如批發業、不動產業、雜貨業、餐飲業、運輸及報關

業及旅遊業。

4. 小結

南非為世界上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政府除已提出相關因應政策外，並提出設立經濟

特區等措施，以吸引外人投資。另外，南非的治安不甚理想、電力供應短缺、高賦稅和高利

率、勞資糾紛等問題也是其經濟停滯不前的因素，再加上南非並未與歐盟簽署協定，無法享

有貿易優惠，故欲前往投資之臺商需先詳細了解該國投資法規及相關注意事項。南非在金融

服務業及汽車製造業具有明顯優勢，若能進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有助於南非發展相關產業，

協助其走出經濟困局。

（十）非洲地區其他國家

阿爾及利亞（Democratic and Popular Republic of Algeri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阿爾及利亞 2011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2.4%。在 CPI方面，阿國 2011年的 CPI為 4.5%，

較 2010年上升 0.6個百分點。在失業率方面，2010年的失業率為 10%，2011年失業率仍維

持在 10%，預測 2012年降為 9.7%。

阿國的主要出口產品為石油和天然氣，約佔總出口值的 98%；主要進口產品為機械設

備、生產原料、穀物麵粉等食品、藥品等非食品消費品等。2011年阿國貿易總出口值為 734

億美元，較 2010年的 578億美元成長 27%，而進口值也由 2010年的 402億美元，增加到

2011年的 465億美元 %；2011年貿易餘額也大幅成長為 269億美元，貿易依存度也增加到

65.4%。

根據我國國貿局統計資料顯示，2011年阿國對臺灣的出口值為 3,802萬美元，相較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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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07,20萬美元下降 65%；該國對我國進口金額則持續上升，2011年阿國自我國進口值

為 6,924.5萬美元。雙邊貿易平衡由 2010年阿國對我國有 4,996萬美元的順差，2011年轉為

3,123萬美元的逆差，主要原因為每年對我國之出口值波動很大。

2011年 5月 2日舉行的阿爾及利亞審議委員會通過 2011年財政補充法草案，內容包含

提高普通民眾購買力、保障住房、青年就業和扶持工業生產等內容。草案將 2011年政府先

前在公共支出在財政法頒布的 920億美元提高至 1,150億美元，主要用於補充貸款、社會廉

價租屋建設、商業場所建設及工業、水利、公共工程、軌道交通以及市政發展規劃建設等項目。

表 2-5-10 阿爾及利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阿爾及利亞人民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and Popular Republic of 

Algeria）

地理位置
位於非洲北部，東邊與突尼西亞及利比亞相接，南與尼日為鄰，西南

與茅利塔尼亞及馬利接壤，西北與摩洛哥相連。

氣候

北部沿海地區屬地中海氣候，年均氣溫 25°C，年降水量 500-

1,000mm；中部為熱帶草原氣候，年降水量 200-250mm；南部為熱

帶沙漠氣候，炎熱乾燥，夏季最高溫度達 45°C，年降水量 150mm以

下，有些地方終年不雨。

政治體制 半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民族解放陣線 /阿卜杜勒 -阿齊茲‧布特弗利卡（A b d e l a z i z 

Bouteflika）

語言 阿拉伯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阿爾及爾（Algiers），並且為最大的城市

主要國際機場 Houari Boumedienne（ALG）, Mohamed Boudiaf（CZL）

重要港埠 阿爾及爾（Algiers）

天然資源 主要礦產有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磷酸鹽、鈾、鉛、鋅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381,741

人口數（人，2011年） 36,676,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5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阿爾及利亞第納爾（DZD）

匯率

（阿爾及利亞第納爾兌美元）
1USD：75.489D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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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0 阿爾及利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2.4 3.3 2.4 2.6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5.7 3.9 4.5 8.4

失業率（%） 10.2 10.0 10.0 9.7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379.64 1,607.79 1,907.09 2,065.02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3,954 4,539 5,304 5,659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452 578 734

進口值（億美元） 393 402 465

貿易餘額（億美元） 59 176 269

貿易依存度（%） 60.5 61.0 62.9

主要出口產品
原油、天然瓦斯、瀝青油、水泥、磷酸、廢鐵廢銅、阿摩尼亞、氫、

礦泉水、鐵片、鋅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義大利、西班牙、法國、荷蘭、加拿大、土耳其、巴西、英國、

比利時、葡萄牙、北韓、印度

主要進口產品 工業用設備、生產設備、食品、非食品消費品、原物料、農業用設備。

主要進口國家
法國、義大利、中國大陸、美國、德國、西班牙、日本、土耳其、南

韓、比利時、巴西、英國、加拿大、印度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240 107,196 38,018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51,078 57,231 69,245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50,838 49,964 -31,227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0 0.19 0.05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13 0.14 0.14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礦物燃料、鋁及其製品、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機器及機械用具、塑膠及其製品、鋼鐵製品、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

之車輛及其零附件

外匯存底（億美元） 1,493.5 1,629.2 1,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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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受益於國際油價的飆升，阿國近年來經濟發展保持成長，一方面大力投資基礎建設，創

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也改善投資環境，在貿易、投資和工程領域採取了一系列優

惠措施，以鼓勵外資參與該國經濟建設。阿國內亂時期撤出該國市場的法國、義大利、西班

牙、美國等國公司在近幾年也重新回到阿國投資，並積極爭取阿國各項重要經濟建設。根據

地中海的投資網路媒體 ANIMA研究報告指出，自 2003年起至 2010年阿國之外人總投資額

達到 267億歐元，其中 2005年為投資高峰，投資額高達 53億歐元；包括南韓、法國及土耳

其等國家都持續密切與阿國洽談合作機會。2010年受到歐盟國家經濟不景氣和地中海北非國

家示威活動的雙重影響，導致 2010年外國投資明顯下跌，僅有 11.49億美元，比 2009年下

跌 13%。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阿國政府扶植本國企業的力道加大，對外國投資的控制力日

漸增加。

3. 當地華人經濟

為促進臺灣與阿國雙邊經貿關係並拓展投資與貿易合作，雙方已於 2010年 12月 3日

簽署合作協議。我國貿易協會自 2006年在阿國設立臺貿中心以來，阿爾及利亞的世貿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Association, Algeria, WTCAA）與該會互動良好。阿國可望成為臺商前

進北非的跳板，而臺灣也可以替阿國廠商扮演拓展亞太市場的窗口。雙方本著優勢互補、互

利共贏原則，未來經貿往來尚有很大成長空間。

中國大陸近來積極對非洲國家投資，但在阿國的投資到目前為止規模並不大，主要集中

在油氣領域，項目有中國石油集團參與投資的阿德拉上下游一體化項目，和中石化集團參與

投資的紮爾扎亭油田提高採收率項目。其它在貿易、餐飲、服裝加工等領域的投資額都不大。

中阿兩國在經貿領域簽有一系列協定。

4. 小結

阿國屬於年輕化國家，但年輕人失業率卻超過 30%，從前阿國缺乏一套輔導國內民生產

業升級的政策，目前該國政府正在實施新的工業策略，通過制定新的行業政策促進旅遊、漁

業、信息產業和農業的發展，並致力於建立高效率、富有競爭力的市場經濟體系。近期阿國

啟動實施的五年規劃也引起了許多外國企業的濃厚興趣。而臺灣在與阿國簽署合作協議後，

可望促進雙邊經貿關係並拓展投資與貿易合作。

表 2-5-10 阿爾及利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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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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Republic of Chad）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查德 2011年經濟成長率為 1.8%，成長幅度較 2010年的 13%大幅下降，IMF預估 2012

年查德經濟成長率可回升到 6.9%的水準。在 CPI方面，2011年 CPI則從 2010年的 -2.1%

上升為 1.9%。另外，平均每人 GDP近幾年有大幅成長的趨勢，2011年為 892美元，較 2010

年成長了 6.6%。

查德為一出口導向國家，近年來貿易依存度都高達 70%以上，貿易餘額也維持順差。自

2003年後，原油成為查德出口收入的主要來源，取代傳統的棉花產業。其主要出口國為美國，

佔出口總額 90%左右；法國、喀麥隆及中國大陸則為最重要的進口國家。

根據我國經濟部國貿局統計資料，查德在 2010年對我國之出口值明顯增加，貿易開始

呈現順差。2011年查德對我國之出口值從 2010年的 68.8萬美元，大幅成長為 5,770.6萬美元，

成長幅度高達 83.9倍，主要為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的大幅增加。

查德政府由推動私營部門的發展來創造財富和就業，實施許多相關措施，包括設立高級

管理人員展開政府與私營部門的對話溝通；實施國家投資條例和共同體投資條例；及改革稅

收和關稅系統等。

表 2-5-11 查德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查德共和國（Republic of Chad）

地理位置
位於非洲中部，介於利比亞、蘇丹、中非、喀麥隆、奈及利亞及尼日

之間。

氣候

北部為撒哈拉沙漠區，為沙漠氣候，年降水量少於 50mm；中部為

薩赫勒地區，乾季比濕季長，年降雨量約為 300mm至 600mm；南

部為蘇丹區，為人口最密集的地方，降雨量豐富，年降雨量為 800-

1,000mm。

政治體制 共和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伊德里斯‧德比（ Idr iss  Déby I tno） /優素福‧薩利赫‧阿巴斯

（Youssouf Saleh Abbas）

語言 法語、阿拉伯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恩加美納（N’Djamena），並為最大城

主要國際機場 N’Djamena（NDJ）

重要港埠 無

天然資源 主要礦產有石油、鈾、泡鹼、高嶺土、黃金、石灰石、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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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1 查德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284,000

人口數（人，2011年） 10,478,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8

華人數（人，2011年） 1,505

華人所占比例（%） 0.014

臺僑人數（人，2011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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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非法郎（XAF）

匯率（中非法郎兌美元） 1USD：497.30XAF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1.2 13.0 1.8 7.3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0.1 -2.1 1.9 5.5

失業率（%） 9.8 8.3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71.00 85.58 93.44 98.92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712 837 892 921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27 34 N.A.

進口值（億美元） 23 25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4 9 N.A.

貿易依存度（%） 70.4 68.9 N.A.

主要出口產品 棉花、阿拉伯樹膠、牲口、石油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法國、中國大陸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運輸工具、石油產品、食品

主要進口國家 法國、喀麥隆、中國大陸、烏克蘭、美國、義大利、荷蘭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50 688 57,706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92 72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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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查德天然資源豐富，除黃金、鈾等礦產外，境內也有石油和石灰石、砂石等自然資源。

但其連年不斷的內戰，使得外資不願滯留，直至近年來才重回該國發展，大幅外資投資查德

的石油業，對於查德的經濟發展助益很大。目前查德已對外開放，並提供有利的稅收優惠和

獎勵辦法來吸引外人投資。目前查德的主要外人投資產業為石油探勘和基礎建設，其主要外

資國家為法國、英國以及南韓。

3. 當地華人經濟

根據僑委會統計，目前查德的華人人數為 1,505人，臺僑人數為 13人。2006年臺灣與

查德正式斷交，但臺灣中油公司早已在查德投資探勘原油，雙方簽訂聯合經營合約以及礦區

合約；經過 5年的努力，2011年 2月中油公司宣布在查德礦區發現重大油藏的消息，是其海

外探勘 40年以來原油最多的一口井。預估在 2015年開始量產後，日產原油可達 9,800桶，

天然氣約 35,000立方公尺，未來 20年可為中油帶來 16億美元的收益。

4. 小結

查德蘊藏豐富的石油，外資對其石油產業深感興趣，卻因基礎設施薄弱和政局不穩定而

却步，目前政府對此已實施相關措施來改善，期望能推動查德的經濟發展。而為了促進投資，

查德政府也制訂投資法，為投資者創造更有利的經濟環境，促進經濟發展多元化。

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2010年布吉納法索的 GDP為 89.61億美元，經濟成長率為 7.9%，而 2011年 GDP雖然

表 2-5-11 查德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42 616 57,530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019 0.02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 0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棉花、鐘錶及其零件、玻璃及玻璃器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光學儀器、塑膠及其製品、鋼鐵製品、肥皂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616 639 968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14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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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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 99.81億美元，經濟成長率卻衰退至 4.2%，主要是由於包括該國在內的「非洲之角」

國家在 2011年經歷 60年以來最嚴重的乾旱，導致糧食產量銳減，也使得長久以來深陷饑荒

之害的布國經濟情勢雪上加霜。此外，高失業率一直以來都是其主要經濟問題，2010年的

CPI為 -0.8%，2011年因糧食供應短缺，造成布國食品價格大幅上揚，CPI上漲率為 2.7%。

所幸在 2011年由於主要出口品黃金和棉花的貿易條件改善，相對改善經常帳的狀況。

布國有 80%的人民從事農業，尤其是棉花的年產量名列撒哈拉沙漠國家中的第二名，僅

次於馬利共和國，因此成為該國最重要的出口產品。除了 2009年以外，布國棉花的出口金

額約占總出口金額的 60%，成為其最主要的外匯收入來源。布國的乳油木果產量名列世界第

三，僅次於奈及利亞及馬利，也成為該國主要出口品項。此外，畜牧產品大多外銷到國外，

其中肉品的主要市場是西非鄰國，包括迦納、象牙海岸及多哥，而皮革則外銷至法國、義大

利及西班牙。而對我國的雙邊貿易方面，布國對我國的主要出口產品為棉花、工業用或藥用

植物，而我國則主要外銷外科儀器及傢俱到布國。

布國接受 IMF等國際組織的援助，努力改善國內的貧窮問題，加強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

與經濟體質。布國政府近年來推動自來水、電信、電力、高級旅館及農產公司等具有指標性

的產業民營化，並且針對畜牧業和農業的體質進行整頓，例如：提高乳製品產量，改進動物

皮革的加工技術，及提高棉花的產量與品質。

表 2-5-12 布吉納法索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

地理位置
西非內陸國家，北面和西面與馬利共和國接壤，南鄰象牙海岸、迦納

及多哥，東面為貝南和尼日。

氣候

布吉納法索有兩個季節，6-10月為雨季，有強烈的暴風雨，首都瓦

加杜古平均氣溫約 41°C；乾季為 11-5月，晚上的天氣比較寒冷，尤

其是北部地區。

政治體制 總統、多黨民主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民主暨進步議會 /龔保雷（Blaise Compaoré）

語言 法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瓦加杜古（Ouagadougou）

主要國際機場 Ouagadougou（OUA）

重要港埠 無，為內陸國家

天然資源 錳、石灰石、大理石、小金礦、磷酸鹽、鹽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7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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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2 布吉納法索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人口數（人，2011年） 15,034,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55

華人數（人，2011年） 185

華人所占比例（%） 0.0012

臺僑人數（人，2011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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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非法郎（XOF）

匯率（西非法郎兌美元） 1USD：490.91XOF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3.0 7.9 4.2 7.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2.6 -0.6 2.7 3.0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83.61 89.61 99.81 102.08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582 610 664 664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9 12 N.A.

進口值（億美元） 19 22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11 -10 N.A.

貿易依存度（%） 33.5 37.9 N.A.

主要出口產品 棉花、牲畜、黃金

主要出口國家 新加坡、比利時、中國大陸、泰國、迦納、印度、尼日、丹麥

主要進口產品 資本財、食品、石油

主要進口國家 象牙海岸、法國、多哥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2,601 6,231 7,697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8,477 15,663 5,470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5,876 -9,432 2,227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32 0.62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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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根據 UNCTAD的資料顯示，2009年外國人在布國直接設廠投資的金額為 234百萬美元，

2010年則增加到 447百萬美元，而 2011年 1月至 4月的累計總金額則為 25百萬美元。我國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指出，法國是最積極在布國投資的國家，其累計投資金額占布國所有外人

投資金額的 75%，其他尚有來自南韓、象牙海岸、黎巴嫩、美國和英國的投資。外國赴布國

投資的產業項目眾多，主要有小規模經營的石油相關行業、製造業、百貨家電、餐飲業、超

市、服務業和銀行業。近年外商在布國投資的大型製造業主要有：瑞士 Holderbank購買布

國國營水泥公司的部分股權，加拿大 Interstart礦業集團開發錳礦，及瑞典 Boliden參與開採

鋅礦。此外，布國境內的金礦蘊藏量豐富，但是由於缺乏技術及資金，因此政府相當鼓勵外

商公司進入布國從事黃金開採，目前已經有澳大利亞採礦公司引進工業化採礦機具設備到布

國，另外在 2010年也有兩家外商規畫開發 Poura的金礦。

此外，該國的行動電話和網際網路產業發展也相當迅速。在行動電話方面，自 2000年

開放荷蘭的 Celtel Zain與象牙海岸的 Telecel Faso兩家電信公司進入之後，其後的 10年間

行動電話用戶人數以倍數成長，並且在 2010年印度的 Bharti Airtel公司併購 Celtel Zain公

司之後，再掀起一波削價競爭。而在網際網路產業方面，以 2007年摩洛哥電訊公司（Maroc 

Telecom）所併購之布國電信公司 ONATEL的規模最大，主要用戶集中在首都瓦加杜古及第

二大城卜卜市（Bobo-Dioulasso），每年產業成長幅度約有 35%。

3. 當地華人經濟

根據僑委會統計，目前在當地的華人人數有 185人，其中有 6人為臺僑。2011年 1月「布

京臺灣貿易暨投資中心」（簡稱臺資中心）成立，2011年有高粱酒公司（Sorghum S.A.）、

德昌營造公司（Te Chang Construction S.A.）、圓立電子公司（Gcap Sarl）、宜德醫材公司

表 2-5-12 布吉納法索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45 1.12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棉花、工業用或藥用植物、動植物油指及其分解物、動植物蠟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鍋爐、機器及其機械用具、外科儀器、傢俱

外匯存底（億美元） 12.96 10.68 9.57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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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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tech Innovations S.A.）、宣德能源公司（Speedtech Energy Burkina Faso S.A.）共計 5

家臺商派員常駐布國。其他臺商在布國經營的行業主要為農墾公司、進口化妝品和餐廳，

2009年也有臺商和布國廠商合夥經營電腦用品店。2011年「三陽機車」計畫在布國銷售，

布國也有意在未來引進整座機車裝配廠，以便取得西非地區總代理權。

我國經濟部建議臺商在當地經營的項目為：農產加工、汽機車零組件、消費性電子產品、

建材、生質能與太陽能等生質能源。尤其因布國每年的棉花產量大，我國廠商可到當地成立

加工廠，引進臺灣優異的棉產加工技術，以彌補布國缺乏加工技術的問題，也有較大機會賺

取高額利潤。

4. 小結

布國是臺灣的邦交國，與我國在教育、醫療、交通和農業各方面都有交流。雖然乾旱頻

傳導致該國的經濟發展受到限制，但近年來布國總統在參與非洲事務上不遺餘力，並透過舉

辦重要國際會議的方式來維持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以提升國際能見度。目前赴布國投資

的臺商人數不多，但 2011年與我國合作成立「臺資中心」後，已有五家臺灣廠商派員常駐

當地，預計日後雙方會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聖多美普林西比（Democratic Republic of Sao Tome and Principe）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聖多美普林西比為葡語系國家組織（CPLP）之成員，在其他國際組織並不活耀。過去仰

賴東歐集團之奧援，九○年代後逐漸向西歐國家靠攏，主要接受前殖民地主葡萄牙之援助，

另法國亦為主要援助國之一。此外，聖國也與其他葡語系國家如安哥拉及維德角關係密切。

聖國經濟成長率近年來穩定成長，2011年為 4.9%。IMF 預估，由於援助計畫和 FDI的投入，

聖國 2012年經濟成長率可達 5.5%，回到金融海嘯前的水準。CPI方面，近年來聖國深受通

貨膨脹的壓力，2011年物價上漲率為 14.3%，IMF預估其 2012年物價上漲率會降至 10.5%。

據我國國貿局統計資料顯示， 2009年開始我國與聖國間的貿易總額明顯增加許多，在

2010年達到 64萬美元，但 2011年則下降為 31.7萬美元。聖國對我國一向維持貿易逆差，

但 2011年由於對我國之出口值由 2010年的 0.2萬美元上升到了 15萬美元，2011年自我國

之進口值也由 2010年的 63.8萬美元下降為 16.7萬美元，2011年對我國之貿易餘額也減少至

1.7萬美元。

2010年臺灣曾率團訪問聖國，計畫能藉助我國豐富的農業經驗來提振聖國的糧食產業，

希望能達成聖國自給自足以及兼具糧食安全。該項計畫以協助聖國農村社區發展玉米增量為

主軸，並且規劃各類糧食作物生產專業區，引進高生產效益作物，促進糧食多元化生產，並

宣導水土保持，增加肥料效率以及增加農地地力和保水能力。計畫執行期間為 2011年 1月

至 20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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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0.10 0.00 0.16

表 2-5-13 聖多美普林西比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Sao Tome and 

Principe）

地理位置
位於非洲中西部幾內亞灣，由聖多美島、普林西比島和附近礁、嶼

組成。

氣候 赤道通過南邊的 Rolas島，屬熱帶雨林氣候，年均溫 27°C。

政治體制 總統制、多黨民主政體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賓多總統（H.E. President Manuel Pinto da Costa）

語言 葡萄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聖多美（Sao Tome）

主要國際機場 Sao Tome（TMS）

天然資源 石油、魚、水力資源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001

人口數（人，2011年） 169,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75

華人數（人，2011年） 10

華人所占比例（%） 華人所占比例低，故不予表列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杜布拉（STD）

匯率（杜布拉兌美元） 1USD：18,538 ST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4.0 4.5 4.9 4.5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7.0 13.3 14.3 10.5

失業率（%） 15.5 15.1 14.7 14.2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96 2.01 2.48 2.7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209 1,215 1,473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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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雖然聖國的市場較小，但位於非洲中西部幾內亞灣，處於戰略位置，可作為吸引外人投

資的優點。該國以農業為主，具發展潛力之產業為觀光業、漁業及水產品加工業、農牧業。

工廠有肥皂場、鋸木廠等。為吸引外資，該國獎勵投資法案規定 10 萬美元以下之投資額，

在開廠之設備土地取得及前五年營業稅減免 50%；10萬美元以上 100萬美元以下之投資案開

廠之設備土地等稅率減免 75%，前七年營業稅減免 50%；超過 100萬美元以上之投資案可以

專案來協商特殊優惠條件。

近年來聖國在經濟海域發現豐富油田，並與奈及利亞政府簽約共同開採，未來順利開發

量產後，可望帶動國家整體經濟。俄羅斯也參與聖國的石油探勘，並資助聖國建設水電站以

克服該國的能源危機，並支援聖國漁業及重新啟動教育業的投資。另外，安哥拉國家石油公

司於 2011年投資 1,200萬美元，進行聖多美港和聖多美國際機場的整修與現代化改造工程。

表 2-5-13 聖多美普林西比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進口值（億美元） 1.00 1.00 0.02

貿易餘額（億美元） -0.70 -1.00 0.14

貿易依存度（%） 56.1 49.8 7.3

主要出口產品 可可、椰仁、咖啡、棕櫚油

主要出口國家 荷蘭、德國、葡萄牙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器材、食品、能源

主要進口國家 葡萄牙、法國、比利時、安哥拉、日本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3 2 150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604 638 167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601 -636 -17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3 0.00 0.94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0.60 0.64 8.35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電視影像及重放機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家具、鋼鐵製品、光學儀器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66.7 49.4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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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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被視為未來聖國石油業的重要合作夥伴之一，同時也是聖國唯一的燃料供應商。

3. 當地華人經濟

根據僑委會統計，目前在聖國的華人人數僅 10人。我國與聖國於 1997年建交，兩國間

簽有醫療及農技合作協定，臺灣並派團協助聖國農、醫發展。2011年聖多美普林西商會與臺

灣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簽署一項合作協議，目的在於透過雙方的商業與金融合作來拓展聖國商

機，投資領域為旅遊、農業、銀行、紡織和一般貿易。近年來我國積極援助聖國基礎工程建

設，為聖國目前主要援助國之一，但目前並無臺商在此投資。另外我國政府於 2011年捐贈

1,500萬美元給聖國，其中包含每年的援助計畫 1,200萬美元，其餘資金用於建設學校、急診

室及熱力發電廠。

4. 小結

早期聖國衛生環境不佳，與我國建交後衛生環境已有明顯改善。我國對聖國除了投資農

業、旅遊、紡織、運輸等等之外，每年皆有援助計畫，並且捐贈該國基礎設備及發電廠，也

曾派遣經建訪問團評估該國經建發展計畫，包括建造深水港及改善現有國際機場等。兩國之

間也簽訂多項合作協定與備忘錄，雙方關係密切。該國觀光業蓬勃發展且獎勵投資法案稅率

減免極具吸引力，我國廠商可將聖國列為投資地點之一。

法屬留尼旺（La Réunion, France）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法屬留尼旺的經濟活動以農業、漁業、旅遊業為主，製糖為主要產業，占其出口額的

75%。農業生產主要種甘蔗，也產香草、水果和蔬菜、煙草及天竺葵，也是許多法製精油與

香水的產地。留尼旺工業化程度偏低，經濟發展主要仍依靠法國援助。留尼旺島是法國在非

洲的海外省，生產總值約佔法國 GDP的 0.5%，在法國海外省當中居第一名。但留尼旺的失

業率達 30%以上，居法國最高。留尼旺島有小歐洲的別稱，以火山著名，目前仍有拉夫艾斯

火山經常爆發，為重要觀光景點及度假勝地。得益於旅遊和大型零售超市的發展，服務業在

該國發展迅速，該國服務業產值佔其 GDP的 80%。  

2008年法屬留尼旺對我國之出口值不高，不過自 2009年來開始明顯增加許多，表示該

國與臺灣的貿易關係日益增加，2011年留尼旺對我國之出口值為 46,289美元。2010年自我

國進口值為 526萬美元，2011年上升為 681萬美元。2011年對我國的貿易逆差為 673萬美元，

往年也都呈現逆差之情勢。

表 2-5-14 法屬留尼旺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法屬留尼旺（La Réunion）

地理位置
位於印度洋的火山島，為法國的海外省之ㄧ，其東邊為模里西斯群

島，西邊則是馬達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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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4 法屬留尼旺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氣候
沿岸屬熱帶雨林氣候，終年濕熱；內部山地為高山氣候，溫和涼爽，

每年五月至十一月涼爽乾燥，十一月至四月炎熱多雨。

政治體制 N.A.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雅克‧席哈克

語言 法語、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聖鄧尼斯（Saint-Denis）

主要國際機場 聖鄧尼斯機場

天然資源 自然景物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512

人口數（人，2011年） 827,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329

華人數（人，2011年） 28,000

華人所占比例（%） 3.4

臺僑人數（人，2011年） 40

臺僑所占比例（%） 0.004836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歐元（EUR）

匯率（杜布拉兌美元） 1USD：0.7722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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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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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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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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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儘管法屬留尼旺島嶼的面積只佔法國的 0.46%，但仍有不少有利條件，包括政治、貨幣

穩定、人員素質佳、低廉的勞動成本、基礎設施的保障以及法治環境優越等，有利於外人對

該國投資。在貿易平衡上，該國對我國或對國外均長期逆差，各個機構皆致力於對外拓展，

特別是近年獲得法國一些大企業在島上的投資，包括 Bourbon集團投資漁業、港口海運和大

型零售超商，為島上唯一一家上市企業；Quartier Francats集團投資糖、酒和農業加工食品；

Goulamaly集團投資漁業、化工和通訊。另外，留尼旺也與其他環印度洋之非洲國家共組一

個免關稅區，加強了外資進駐留尼旺之誘因。為了吸引外商，留尼旺已和 17個國家簽訂合

作協議和多邊協議，尤其是對來自中國大陸以及印度的直接投資，提供給投資者獲得歐洲商

標的可能性。

表 2-5-14 法屬留尼旺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貿易依存度（%） N.A. N.A. N.A.

主要出口產品 加工農產品、食品

主要出口國家 日本、比利時、荷蘭

主要進口產品 車輛、燃料、醫藥用品

主要進口國家 葡萄牙、比利時、日本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28,171 97,720 46,289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5,156,650 5,257,247 6,819,408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5,128,479 -5,159,527 -6,773,119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N.A.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N.A. N.A.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樹木及其他植物、切花及裝飾用葉、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

其零附件、鋁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鋼鐵

外匯存底（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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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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地華人經濟

根據僑委會統計，目前法屬留尼旺的華人人數為 28,000人，臺僑人數為 40人。19世紀

中，華人開始在留尼旺島從事商業活動，從此開始了華人在法屬留尼旺島上的歷史，當地華

人大多數來自於廣東省的順德、梅縣和南海，在此地做生意者也有不少來自浙江。一百多年

來，大批的華人在留尼旺島上謀生、創業。根據僑委會對法國地區華商與臺商現況探討之資

料，目前臺商在島上設有 2家飼育場、1家餐館和 1家食品零售商店，其中該餐館是在全法

國 521家華商公司中營業期間最久的，長達 29年。

4. 小結

留尼旺之出口仍以農產品為主，對外開放需要各個行業的努力，重要的是更應該著重於

極具潛力之服務業等高附加價值領域的發展。而研究、營銷、培訓等行業所具有之潛能亦不

容小覷。此外，留尼旺致力於對外發展，因此仍有不少優勢，諸如政治、基礎建設的保障、

貨幣的穩定、人民素質及優越的法制環境等，也使該國得以成為良好的服務貿易平臺。

迦納（Republic of Ghan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迦納舊名黃金海岸，1957年獨立改名為迦納共和國，係非洲殖民地中首先獨立者。迦納

為大英國協會員國，1961年參加不結盟國家運動，目前亦為非洲團結組織及西非國家經濟共

同體會員國。迦國人口 2,430萬，國內原料豐富，平均每人 GDP比西非最貧窮的國家高出

兩倍。 

據 IMF資料，迦納 2011年經濟成長率為 14.4%，相較於 2010年 8.0%，上升 6.4個百分點。

2011年 CPI為 8.7%，相較於 2010年 10.7%，下降 2個百分點。2011年 GDP為 371.58億美

元，與 2010年 323.21億美元相比，增加 15%。迦納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全國有 60%的農

民人口，基礎農業佔 GDP的 37%。

迦納主要進口商品有機械、石油化學品、消費品及食品，重要進口國家有中國大陸、尼

日、印度、美國、法國、英國、科特迪瓦。重要出口國家有荷蘭、烏克蘭、英國、法國、馬

來西亞。

根據我國國貿局統計資料，2011年對我國出口值為 302.6萬美元，相較於 2010年 439.5

萬美元，減少 45.2%。2011年自我國之進口值為 4,658.7萬美元，相較於 2010年 3,862萬美元，

增加 20.7%。

近年來西非天然氣管道（WAGP）開始供應天然氣給迦納地區的家戶及工廠，此天然氣

供應使得迦納在往後 20年可以節省能源支出約 6億美元，並可減少約 3萬多桶的原油使用。

迦納政府也積極改善貧富差距，提出新產業發展政策，期許在 2020年能向中所得國家邁進。

政府也提出許多輔助政策以提升產業的技術及服務品質，且使得迦納能在國際中具有競爭優

勢，藉此提高人民的就業機會，並提升相關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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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5 迦納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迦納共和國（Republic of Ghana）

地理位置
位於西部非洲，南瀕幾內亞灣，北接布吉納法索，東與多哥為鄰，西

與象牙海岸為界。

氣候
迦納位於熱帶氣候區，乾濕季分明。全年氣溫在 18-40°C之間。東南

海岸氣候溫暖乾燥、西南較潮濕炎熱、北部既熱又乾燥。

政治體制 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全國民主大會 /約翰‧阿塔‧米爾斯

語言 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阿克拉（Accra）

主要國際機場 Kotoka（ACC）

重要港埠 塔柯拉第（Takoradi）

天然資源 黃金、鑽石、鋁礬土和錳等礦產資源以及森林資源。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38,533

人口數（人，2011年） 24,304,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01

華人數（人，2011年） 590

華人所占比例（%） 0.002

臺僑人數（人，2011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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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地（GHS）

匯率（塞地兌美元） 1USD：1.6175GHS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4.0 8.0 14.4 8.2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9.3 10.7 8.7 9.8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257.99 323.21 371.58 420.90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116 1,364 1,529 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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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迦納投資促進中心 GIPC的估計，迦納和外國合作的合資企業價值 1.29億美元，估計共

開創迦納 2,532個就業機會。 

3. 當地華人經濟

迦納蘊藏大量的金礦。西非國家的金礦大多數掌握在歐洲國家手中，其中又以英國與法

表 2-5-15 迦納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55 81 N.A.

進口值（億美元） 81 110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26 -39 N.A.

貿易依存度（%） 52.7 59.1 N.A.

主要出口產品 黃金、可可、木材、鮪魚、鋁、鑽石

主要出口國家 荷蘭、烏克蘭、英國、法國、馬來西亞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石油化學品、消費品及食品

主要進口國家 中國大陸、尼日、印度、美國、法國、英國、科特迪瓦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4,816 4,395 3,026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53,848 38,620 46,587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49,032 -34,225 -43,561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9 0.05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66 0.35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銅鋁及其製品、木製品和木炭、可可、魚類、天然珍珠或寶石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鹽、硫磺、鍋爐、鋼鐵、塑膠及其製品、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外匯存底（億美元） 36.24 50.66 58.05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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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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為最大宗。迦納臺商協會周森林會長表示，現今迦納的金礦發掘已成為當地風潮，近年來

也取得合法執照，該礦區經 S.G.S探鑽報告，含金量很高值得開採。

4. 小結

迦納在非洲經濟調整改革為較優的國家之一，此外，世界銀行也稱迦納為非洲經濟復興

的中心。近年來迦納政府實施許多政策，並謹慎實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使得經濟能平穩

且持久的發展，各項經濟指標皆有優異表現。IMF也將迦納列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中發

展最為快速的 10個國家之一，並為外資最具吸引力中十個國家之一。

賴比瑞亞（Republic of Liberi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賴比瑞亞 2011年經濟成長率為 8.2%，相較於 2010年的 6.1%、2009年的 5.3%，在全

世界受到金融海嘯影響下經濟還能不斷成長，實屬難得；追根究底，主要原因應為該國蒙羅

維亞自由港的重建以及受到其他國家的捐贈援助。CPI方面，2011年賴比瑞亞 CPI上漲率為

8.5%，相對 2008年上漲率高達 17.5%已經緩和不少；IMF預估 2012年該國 CPI可望下降

到 6.6%。

國際貿易在賴比瑞亞的經濟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賴國並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商船國家之

一，首都蒙羅維亞擁有該國最大的港口，也是貨物經海運進入非洲的理想地點。就賴國與我

國的貿易互動來看，雙邊貿易金額不大，2011年對我國出口為 10.6萬美元 ;在進口方面，

2009年自我國進口尚有約 3.5億美元的商品，到了 2011年僅剩 156.3萬美元，主要產品為機

械用具、電機設備及有機化學品等。

賴國工商部於 2011年舉辦首次國家工業政策發布會，旨在為賴國未來工業發展提供指

引，改善投資環境，提升私營經濟，創造就業數目，加速工業發展。該項政策也得到了聯合

國開發計畫署的資金和技術支持。

表 2-5-16 賴比瑞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賴比瑞亞共和國（Republic of Liberia）

地理位置
北與幾內亞接壤，西北與獅子山交界，東與象牙海岸為鄰，西、南濱

大西洋。

氣候
賴比瑞亞位於熱帶，氣候偏熱。由於處於撒哈拉沙漠地帶，所以在冬

季時晝夜的溫差相對較大。

政治體制 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埃倫‧詹森‧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

語言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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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2 2 N.A.

進口值（億美元） 6 7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4 -5 N.A.

貿易依存度（%） 90.9 91.0 N.A.

主要出口產品 橡膠、木材、鐵、鑽石、可可、咖啡

主要出口國家
印 度 10.48%、 美 國 6.23%、 波 蘭 17.12%、 德 國 27.92%、 南 非

15.83%、希臘 7.09%、挪威 5.24%

主要進口產品 燃料、化學品、機械、運輸設備、製成品、食品

主要進口國家
南韓 28.29%、新加坡 19.06%、日本 17.06%、中國大陸 14.58%、臺

灣 4.02%

表 2-5-16 賴比瑞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蒙羅維亞，並且為最大的城市。

主要國際機場 Roberts（MLW/ROB）

重要港埠 門羅維亞（Monrovia）

天然資源 鐵礦石、鑽石、黃金及豐富的森林和水力資源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11,369

人口數（人，2010年） 4,469,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40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賴比瑞亞元（LRD）

匯率（賴比瑞亞元兌美元） 1USD：72 LRD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5.3 6.1 8.2 9.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7.4 7.3 8.5 6.6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8.80 9.89 11.54 13.5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43 262 298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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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賴比瑞亞總統瑟利夫於 2011年初指出，自 2005年政府執政以來，總共吸引了 160億美

元外人投資，外資主要投入的領域為基礎設施、資源和能源，外人投資使賴國獲得了所需的

資本、新技術、世界級的培訓和企業發展。2010年賴國政府利用外資啟動了蒙羅維亞自由港

的重建，預計三年內港口重建完成；2011年第四季賴比瑞亞開始利用沿海產出石油，瑟利夫

指出賴國在今後的 10年裡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石油出口國，並期望石油資源可以改善這個國

家的經濟狀況。美國雪佛龍公司並於 2010年與賴比瑞亞簽署了一項在其海域的三個深水區

塊內勘探石油的協議；此外，賴國政府也禁止或限制外國投資者參與經營相關的行業，以保

障該國企業。

3. 當地華人經濟

2003年以前賴比瑞亞為臺灣邦交國，斷交後較少有臺商在當地發展經濟。目前臺商駐賴

比瑞亞的廠商有雜貨店一家、橡膠收購商一家。

4. 小結

賴比瑞亞是一個低所得國家，嚴重依賴外國援助的收入。內戰和政府管理不善摧毀了賴

比瑞亞的經濟，教育、醫療、電力、水力系統等社會基本設施完全崩潰，目前想要重建也非

常困難，許多企業因而逃離賴國。該國政府期待利用出口石油產業，以改善國家經濟狀況。

另外臺商和賴國斷交後少有經濟往來，但臺灣仍有援助計畫實行中。臺商可等該國投資環境

改善後再尋找投資機會。

表 2-5-16 賴比瑞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72 0.093 106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348,508 66,279 1,563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348,436 -66,279 -1,457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4 0.00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58.08 9.47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塑膠及其製品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船舶及浮動構造體、有機化學產品、橡膠及其製品、機器及機械用具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372.5 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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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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加斯加（Republic of Madagascar）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近年來，因馬國政府積極協助旅遊業發展，並鼓勵外商投資改善基礎建設，依據 IMF資

料，馬國 2010年與 2011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0.4%與 1.8%。2011年 CPI上漲 10%，相較

於 2010年 9.3%，上升 0.7個百分點。2011年 GDP為 100.25億美元，相較於 2010年 87.39

億美元，增加 12.86億美元。

馬國的主要出口國家有法國、美國、德國及中國大陸。主要出口產品有咖啡、香草、明

蝦、糖及棉織品。主要進口國家為中國大陸、巴林、法國、美國及泰國。主要進口產品有工

業設備、油料、燃料及食物。

2011年馬國對我國之出口值為 199.8萬美元，相較於 2010年 139.7萬美元，增加 60.1

萬美元。2011年自我國之進口值為 950萬美元，相較於 2010年 978.8萬美元，減少 28.8萬

美元。主要出口產品為咖啡、茶、鋼鐵及魚類。主要進口產品為造纖維絲、塑膠及其製品。

馬國政府為了避免過度的捕撈，計畫停止頒發漁業許可證。傳統捕魚方式不在上述的限

定之內，但擁有許可證之業者，仍需每年三月底前接受定期審查。此外，在外商投資方面，

政府也提供許多優惠條件，如土地租借的期限延長、免除各項出口稅率等優惠條件，以吸引

外商前往投資。

表 2-5-17 馬達加斯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馬達加斯加共和國（Republic of Madagascar）

地理位置 非洲東南外海印度洋上

氣候

馬達加斯加的東部屬熱帶雨林氣候，西部屬熱帶草原氣候；高地溫和

濕潤，東南部 1-4月易受颶風影響。11月至隔年 4月為溼熱雨季，5

月至 10月為較涼爽的旱季。

政治體制 半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安德里‧拉喬利納（Andry Nirina Rajoelina）/蒙加‧羅因蒂佛‧扎菲

辛米瓦洛

語言 法語、馬達加斯加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安塔那那利佛，並且為最大的城市

主要國際機場 Ivato（TNR）

重要港埠 主要港口為圖阿馬西納自治港

天然資源 石墨、鉻鐵礦、煤炭、鋁礬土、鹽、石英、焦油砂、寶石、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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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7 馬達加斯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587,041

人口數（人，2011年） 21,851,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36

華人數（人，2011年） 18,000

華人所占比例（%） 0.08

臺僑人數（人，2011年） 50

臺僑所占比例（%） 0.0002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阿里亞里（MGA）

匯率（阿里亞里兌美元） 1USD：2,195.97 MGA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4.1 0.4 1.8 1.9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9.0 9.3 10.0 6.5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85.52 87.39 100.25 105.45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412 410 459 471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11 11 N.A.

進口值（億美元） 32 25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21 -14 N.A.

貿易依存度（%） 50.3 41.2 N.A.

主要出口產品 咖啡、香草、明蝦、糖、棉織品

主要出口國家 法國、美國、德國、中國大陸

主要進口產品 工業設備、油料、燃料、食物

主要進口國家 中國大陸、巴林、法國、美國、泰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1,032 1,397 1,998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18,124 9,788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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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馬國政府設立馬達加斯加經濟發展局，專門受理外商前來投資與創業的業務；並實施多

項法規如投資法、勞動法、礦業法、大型礦產開發條例及免稅企業法，吸引外商前往馬國進

行投資。此外，目前外商在馬國的投資，以礦業和旅遊業為最多數。

3. 當地華人經濟

根據僑委會統計，2011年馬國的華人人數為 18,000人，臺僑人數為 50人。馬國四面環

海，擁有豐富的魚獲量，具有相當高的利潤和商機。臺商可以善加使用此資源，賺取可觀的

利潤。

4. 小結

近年來，馬國的旅遊設施與基礎建設皆有改善。許多國家也協助馬國的農村發展，使馬

國的農業發展有所改善，但外人投資方面，仍有些因素阻礙欲投資馬國的國家。馬國應積極

改善此阻礙，使得外商更有意願前往投資。

塞內加爾（Republic of Senegal）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塞內加爾有 20多個不同種族，外國人多集中於首都達卡，從事商業、工業、服務業或

國際組織，其餘則分佈在北部及南部邊界地區，大多數為鄰國人民。塞國當地經濟是由手工

業者、縫紉、木工、流動小商販和擁有基本生產資源的農民、漁民等所組成，塞國政府也積

表 2-5-17 馬達加斯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17,092 -8,391 -7,502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9 0.13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57 0.39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針織及非針織服飾及其附屬品、咖啡、茶、鋼鐵、魚類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

件、人造纖維絲、塑膠及其製品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135.5 1,171.6 1,279.1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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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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擴大基礎設施及農業投入。據 IMF資料顯示，2010年經濟成長率為 4.1%，2011年下降至

2.6%，2010年 CPI上漲率為 1.3%，2011年上升至 3.4%，2010年 GDP為 128.82億美元，

2011年增加至 144.61億美元。

有關塞內加爾的貿易概況，依據 IMF資料顯示，2011年出口值為 24億美元，相較於

2010年 21億美元，出口值上升 3億美元。2011年進口值為 54億美元，相較於 2010年 44

億美元，進口值上升 10億美元。就臺灣與塞國雙邊貿易而言，依據我國國貿局統計資料，

2010年對我國之出口值為 455萬美元，2011年下降至 357.2萬美元。2010年自我國之進口

值為 955萬美元， 2011年下降至 798.7萬美元。

近年來塞內加爾積極推動非洲發展新伙伴計畫 NEPAD，極需國外資金、人才、技術與

企業投資，此計畫可以改善塞內加爾基本建設、教育設施、環保品質等。NEPAD計畫包含

基礎建設、教育訓練、衛生、農業、新資訊技術、環保、能源開發、政府優良管理、發展私

人經濟、開發先進國家市場等。瓦德總統表示，優先改善基礎建設，有效提升非洲之對外交

通、客貨運等，也冀望歐、美等先進國家及國際組織全力支持，並鼓勵私人企業踴躍至非洲

國家投資，幫助有效改善非洲人民生活水準，並使 NEPAD計畫有效推動。

表 2-5-18 塞內加爾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塞內加爾共和國（Republic of Senegal）

地理位置
位於西部非洲，西臨大西洋，北鄰茅利塔尼亞，東鄰馬利，西南與幾

內亞比索為界，東南則有幾內亞，甘比亞被包圍於其國境內。

氣候

塞內加爾受信風帶影響，屬夏雨冬乾型的熱帶莽原氣候。年雨量約

600 mm，由北向南遞增。最高月均溫 27°C，最低月均溫 17°C，由內

陸向海岸遞減。 

政治體制 半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民主黨 /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謝赫‧哈吉布‧蘇

馬雷

語言 法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達卡（Dakar），並且為最大的城市。

主要國際機場 Dakar-Yoff-Leopold Sedar Senghor（DKR）

重要港埠 達卡（Dakar）

天然資源 磷酸鹽、鐵礦石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96,722

人口數（人，2011年） 13,4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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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19 21 24

進口值（億美元） 45 44 54

貿易餘額（億美元） -26 -23 -30

貿易依存度（%） 50.0 50.5 53.9

主要出口產品 磷礦、花生、漁產品、棉花、鹽、水泥

主要出口國家 馬利、印度、法國、甘比亞、義大利

主要進口產品 稻米、石油、機械

主要進口國家 法國、英國、中國大陸、荷蘭、泰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1,776 4,550 3,572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6,781 9,550 7,987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5,005 -5,000 -4,415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9 0.22 0.15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15 0.22 0.15

表 2-5-18 塞內加爾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68

華人數（人，2011年） 322

華人所占比例（%） 0.002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西非法郎（XOF）

匯率（西非法郎兌美元） 1USD：497.275XOF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2.1 4.1 2.6 3.7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7 1.2 3.4 2.3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28.02 128.82 144.61 141.51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999 981 1,076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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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塞內加爾在投資法規定，允許投資人將本金與報酬自由移動，並且對外籍勞動者的雇用

提供無限制的條件。對於國外投資所需的設備皆免進口關稅，且在實施階段提供稅率優惠，

也提供優惠協助落後地區的小型企業，譬如在達卡以外地區發展新科技與投資的廠商。另外，

在工業或農業方面，有 80%產品外銷免關稅，同時也免繳印花稅、所得稅、貿易執照稅、地

價稅等相關稅目，惟公司稅固定為 15%。

3. 當地華人經濟

塞國當地華人有 322人，近幾年以來自中國大陸為大宗，主要為其國營企業員工或經營

貿易、批發等。我國也協助當地農業的發展，協助稻作及蔬菜栽培以及水產業養殖。臺灣也

和塞國簽署許多合作協定，如 1997 年簽訂「相互促進暨保障投資協定」，2000年簽訂「避

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

4. 小結

塞內加爾為「西非經濟暨貨幣聯盟」（Union Economique et Mon'etaire Quest Africaine, 

UEMOA）及西非經濟共同體（la Communaute Economique des Etats deI'Afrique de I'Quest, 

CEDEAO）會員國。擁有六千萬消費者的廣大市場，人員及貨品境內自由流通，並且為非洲

成長及機會法案（Africa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受惠國。非洲成長及機會法案

使塞國企業及在塞國投資設廠之公司享受自由進入美國市場之便利，輸美產品免進口稅，並

提供美國融資貸款及行銷管理之協助。塞內加爾具有許多在投資及貿易上的優越條件，臺商

可以多加使用。

甘比亞（Republic of The Gambi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甘比亞為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西非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表 2-5-18 塞內加爾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魚類、銅鋁及其製品、棉花、鋼鐵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機器及機械用具、鋼鐵、塑膠橡膠及其製品、填充用材料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2,123 2,047 1,946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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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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ECOWAS）」成員國之一，甘比亞人口約僅 180萬，市場不大。甘國國民收入甚低，

國家經濟以農業為主，但農業技術並不發達，仍有糧食短缺問題，大都仰賴國外聲援。依據

IMF資料顯示，2010年經濟成長率為 5.5%，2011年為 3.3%，下降 2.2個百分點。2010年

CPI上漲率為 5%，2011年為 4.8%，下降 0.2個百分點。2010年 GDP為 9.64億美元，2011

年為 9.77億美元，增加 0.13億美元。

就臺灣與甘國雙邊貿易而言，2010年甘國對我之出口值為 130.7萬美元，2011年減少至

24.8萬美元。2010年甘國自我國之進口值為 216.2萬美元，2011年減少至 156.2萬美元。主

要出口商品有魚類、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木製品和木炭，主要進口商品有肥料、家具、

照明標誌、人造纖維絲、機器其機械用具。

表 2-5-19 甘比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甘比亞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Gambia）

地理位置 位於非洲西部，三面為塞內加爾所包圍，西面臨海。

氣候 屬熱帶性氣候，乾濕季節顯著，年均溫約 25°C，降雨集中在夏季。

政治體制 共和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葉海亞‧賈梅（Yahya Jammeh）

語言 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班竹（Banjul），最大城市為薩拉昆達（Serrekunda）

主要國際機場 Banjul（BJL）

重要港埠 班竹（Banjul）

天然資源 魚、鈦（金紅石和鈦鐵礦）、錫、鋯石、石英砂、粘土、石油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1,295

人口數（人，2011年） 1,799,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59

華人數（人，2011年） 256

華人所占比例（%） 0.014

臺僑人數（人，2011年） 3

臺僑所占比例（%） 0.0002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達拉西（GMD）

匯率（達拉西兌美元） 1USD：28.4647G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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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9 甘比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6.7 5.5 3.3 -1.6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4.6 5.0 4.8 4.7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9.06 9.64 9.77 9.39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531 550 543 508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1 1 N.A.

進口值（億美元） 3 3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2 -2 N.A.

貿易依存度（%） 40.7 37.5 N.A.

主要出口產品 花生製品、魚、皮毛、棕櫚仁

主要出口國家 印度、法國、比利時、中國大陸、英國、香港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紡織品、民生用品、燃料、機械、運輸設備

主要進口國家 中國大陸、塞內加爾、象牙海岸、巴西、荷蘭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78 1,307 248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3,972 2,162 1,562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3,894 -855 -1,314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8 1.31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1.32 0.72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魚類、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木製品和木炭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肥料、家具、照明標誌、人造纖維絲、機器其機械用具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224.2 201.6 223.2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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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比亞政府近年來積極運作，期盼成為外人進入西非市場的最佳營運中心。此外，甘國

首都班竹擁有運輸便利、通關迅速的對外港口，且運輸價格比相鄰的塞內加爾便宜。同時，

甘國的勞動成本低，且產品銷往歐美享有關稅的優惠，所以外國投資較偏愛選擇甘國做為拓

展西非市場的營運中心。外人投資大多為小型企業或零售業，也有外商投入於飯店、餐飲旅

遊業及營造業等產業。

3. 當地華人經濟

甘比亞為我邦交國，臺灣積極輔助甘比亞發展經濟，並於 2012年 4月 14日至甘國簽署

聯合公報，提供農業、醫療、教育與基礎建設等方面的輔助。實施多項發展計畫，包含技職

教育合作、稻米培育發展、稻作生產永續經營、吳郭魚養殖技術移轉、蔬菜生產輔導、技職

教育訓練與微額貸款計畫。以上計畫仍在持續進行中。

4. 小結

甘比亞擁有人力成本低、歐美給予關稅優惠與便宜的運輸系統等優點。此外，甘國也為

我國在西非邦交國，值得臺商考慮擴展歐美及西非市場的樞紐，甘國也積極鼓勵臺灣在當地

產業的發展，適合發展產業包含紡織成衣、製鞋、食品加工、基礎建設、建材五金、發電設備、

醫療用品等具發展潛力產業。

蘇丹（Republic of the Sudan）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蘇丹對於營造業、水利、鐵路、道路、衛生、教育等幾項的基礎民生設施皆努力改善，

其經濟基本上倚賴農業及石油的出口。但因全球景氣變動影響，使蘇丹的經濟出現嚴重的衰

退，依據 IMF資料得知，2010年經濟成長率為 4.5%，2011年下降至 -3.9%。2010年 CPI上

漲率為 13%，2011年上升至 18.3%。2010年 GDP為 652.36億美元，2011年減少至 647.5億

美元。

就臺灣與蘇丹的雙邊貿易，2010年蘇丹對我國之出口值為 3,272.9萬美元，2011年減少

至 881萬美元。2010年自我國之進口值為 2,077.8萬美元，2011年增加至 3,672.1萬美元。

對我國的主要出口產品有礦物燃料、糖及糖果、銅鋁及其製品和魚類，主要進口產品有塑膠

及其製品、蛋白狀物質、橡膠及其製品。

蘇丹近年來推動許多財政與貨幣金融政策，以期使貨幣的流動性更加便利、貨幣安定與

經濟成長，使民眾儲蓄意願提高，並且使外國人的融資成本降低，讓外商更加有意願前往蘇

丹投資。近年來，蘇丹經濟政策主要以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相互協調，改善金融各項指標。此

外，也積極改善基礎設施與農業，使蘇丹經濟有效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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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0 蘇丹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蘇丹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Sudan）

地理位置
位處東北非，東臨紅海，與埃及、利比亞、查德、中非、剛果民主共

和國、烏干達、肯亞、衣索比亞、厄利垂亞為鄰。

氣候

蘇丹全國氣候差異很大，北部為熱帶沙漠氣候，南部為熱帶雨林氣

候，最熱季節氣溫可達 50°C，全國年平均氣溫 21°C，長年乾旱，年

平均降雨量不足 100 mm。蘇丹地處生態過渡帶，極易遭受旱災、水

災和沙漠化。

政治體制 多黨共和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全國大會黨 /奧馬爾‧巴希爾（Omar Hassan Ahmed al-Beshir）

語言 阿拉伯語、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喀土穆（Khartoum），最大城市為恩圖曼

主要國際機場 Khartoum（KRT）

重要港埠 蘇丹港（Port Sudan）

天然資源
石油，其他礦產有鐵礦石、銅、鉻礦石、鋅、鎢、雲母、銀、黃金，

及水力資源。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505,813

人口數（人，2011年） 32,661,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3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蘇丹鎊（SDG）

匯率（蘇丹鎊兌美元） 1USD：2.66043 SDG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4.6 2.2 -4.5 -11.2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1.3 13.0 18.3 28.6

失業率（%） 14.9 13.7 12.0 10.8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526.08 652.36 647.50 532.67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345 1,625 1,982 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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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蘇丹擁有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成功吸引外國投資客前往投資，也是使得蘇丹在世

界具有相當的優勢。中國大陸、馬來西亞與印度等為主要的投資國家。此外，沙烏地阿拉伯、

科威特與埃及等國家也積極前往蘇丹投資開發新商機。外商在蘇丹主要投資產業包含建築、

表 2-5-20 蘇丹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78 105 N.A.

進口值（億美元） 97 100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19 5 N.A.

貿易依存度（%） 33.3 31.4 N.A.

主要出口產品 石油、石油產品、棉花、芝麻、牲畜、花生、阿拉伯樹膠、糖

主要出口國家 中國大陸、日本、印尼、印度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製成品、煉油廠、運輸設備、藥品、化學品、紡織品、小麥

主要進口國家 中國大陸、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埃及、印度、沙烏地阿拉伯

2009 2010 2011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2,523 32,729 8,810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15,058 20,778 36,721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12,535 11,951 -2,791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3 0.31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16 0.21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礦物燃料、糖及糖果、銅鋁及其製品、蟲漆、魚類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塑膠及其製品、蛋白狀物質、橡膠及其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10.94 10.36 N.A.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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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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業與家具業等產業。

3. 當地華人經濟

臺商進駐蘇丹的投資企業極少，但兩國之間有密切的貿易往來。另外，華人主要投資國

家以中國大陸為最大宗。

4. 小結

蘇丹擁有豐富石油與天然氣的自然資源，此豐富資源使得蘇丹的經濟能有成長，並且改

善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蘇丹政府致力於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改善，期盼健全經濟體質並

吸引外資。至今臺灣企業鮮少前往蘇丹進行投資，對於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相關產業之

經營有興趣者可列入評估考慮，把握商機所在。

突尼西亞（Republic of Tunisi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突尼西亞位於非洲北部，是非洲最富有且具現代化的國家之一，但近期社會出現動亂，

使其經濟表現受到波及影響。依據 IMF資料得知，2010年經濟成長率為 3.1%，2011年下

降至 -1.8個百分點。2010年 CPI上漲率為 4.4%，2011 年下降至 3.5%。2010年失業率為

13%，2011年上升至 18.9%。2010年 GDP為 442.78億美元，2011年增加至 463.6億美元。

受惠於全球景氣復甦，突尼西亞商品進出口量有明顯增加，依據 IMF資料得知，2010

年突國出口值為 164億美元，2011年上升至 178億美元。2010年進口值為 222億美元，

2011年增加至 240億美元。就臺灣與突尼西亞雙邊貿易概況，2010年突國對我國出口值為

0.21億美元，2011年下降至 0.17億美元。2010年自我國進口值為 0.88億美元，2011年上升

至 0.98億美元。

突尼西亞政府在 2007年所實施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計畫，現今在觀光業、農業、食品業

與紡織業都有明顯改善發展。此外，突國政府也積極發展電腦、電話與電子通訊等通訊電子

產業，其政府也擬訂多項計畫來強化發展。政府也全面電腦化，並積極與外國科技公司洽談

合作發展將各部門如會計、海關管理、行政與員工管理等，都應用上電子系統的管理。使其

更有效率發展。突國也鼓勵並且補助相關的電子企業發展研發。

表 2-5-21 突尼西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突尼西亞共和國（Republic of Tunisia）

地理位置
位於北非，東北部緊鄰地中海，西方鄰阿爾及利亞，東南方與利比亞

相鄰。

氣候

北部及東部屬地中海型氣候（夏季乾燥，冬季溫暖潮濕）。南部因延

至撒哈拉沙漠，故氣候乾燥。八月為最熱月，日均溫 21°C-33°C，白

天氣溫超過 40°C；一月為最冷月，日均溫 6°C-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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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2009 2010 2011

出口值（億美元） 144 164 178

進口值（億美元） 192 222 240

貿易餘額（億美元） -48 -58 -62

貿易依存度（%） 77.2 87.2 90.2

主要出口產品
服裝、半成品和紡織品、農產品、機械產品、磷酸鹽和化學品、烴類、

電氣設備

表 2-5-21 突尼西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政治體制 民主共和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憲政民主聯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

於2011年卸任／福阿德‧邁巴扎（Fouad Mebazaa）為代理總統

語言 阿拉伯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 /突尼斯（Tunis）

主要國際機場 Tunis-Carthage（TUN）

重要港埠 突尼斯（Tunis）

天然資源 石油、磷酸鹽、鐵礦石、鉛、鋅、鹽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63,610

人口數（人，2011年） 10,655,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65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突尼西亞第納爾（TDN）

匯率（突尼西亞第納爾兌美元） 1USD：1.49486 TDN

2009 2010 2011 2012*

經濟成長率（%） 3.1 3.1 -1.8 2.7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3.5 4.4 3.5 5.0

失業率（%） 13.3 13.0 18.9 17.0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435.23 442.78 463.60 461.46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4,171 4,199 4,351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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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突尼西亞政府對於 FDI提供許多獎勵措施，如外銷產業可以擁有財稅上的優惠，因

此成功吸引許多外商前來投資。外商目前主要投資產業有製造業、通訊業與旅遊相關的服

務業。在突國投資的廠商大多採取與當地廠商合資的方式。著名外商有 Siemens、United 

Technologies、Alcatel、Philips、Citybank、Delphi、Valéo、General Motors等。

3. 當地華人經濟

至今尚無具規模的臺商前往突國投資，因為突國的國際形勢不穩定。但臺商能會參加突

國所辦的一系列國際商展。此外，臺灣與突國雙方政府並無在當地設置貿易辦事處。

4. 小結

突尼西亞當地因為發生許多動亂，導致其經濟發展大幅衰退。但突國政府積極鼓勵外資

前往投資，釋出許多的優惠政策，因為突國的國際形勢不穩定，至今臺商能很少進入突國進

行大規模投資，只參加突國所辦的一系列國際商展。

 

表 2-5-21 突尼西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出口國家 法國、義大利、德國、利比亞、西班牙、英國

主要進口產品 紡織品、機械和設備、油氣、化工產品、食品

主要進口國家 法國、義大利、德國、中國大陸、西班牙、美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11 0.21 0.17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54 0.88 0.98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43 -0.67 -0.81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8 0.13 0.10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28 0.40 0.41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銅及其製品、服飾及其附屬品、無機化學品、鋁及其製品

對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鋼鐵、鍋爐

外匯存底（億美元） 110.61 94.62 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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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