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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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洲地區

（一）阿根廷（Argentina Republic）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因全球經濟景氣不佳，阿根廷 2012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1.9%，較 2011年的 8.9%下降許

多。通貨膨脹率方面，2012年為 10%，較去年小幅上升，抑制通貨膨脹已成為阿根廷施政的

重點。失業率於 2012年為 7.2%，與 2011年相當，顯示以往高失業率已被政府所控制趨緩。

2011年 GDP總值為 4,476億美元，2012年則增加至 4,748億美元。而根據 2011年 WEF所

公佈之全球競爭力排名，阿根廷排名為第 94名，相較 2011年第 85名退步，阿根廷須採行

更有效的經濟措施來提升國家競爭力。

在對國家債務違約指數之評估中，阿根廷的國家違約指數躍升，僅次於希臘，成為全世

界違約第二高的國家，超越委內瑞拉、巴基斯坦、葡萄牙等國。而阿根廷主權債務評級由Ｂ

級調降至Ｂ -，較投資評等低 6個等級，與牙買加、巴基斯坦以及白俄羅斯評等在同一水準。

另一信評機構惠譽（Fitch Rating）則將阿根廷信用前景展望調降至負面。可能因阿根廷於

2012年 4月 16日將第一大石油公司 YPF國有化，使阿根廷投資風險指數上升，而且多項政

策不符國際慣例。

（2）貿易概況

阿國進出口的主要國家為巴西、中國大陸、美國等。貿易餘額連續多年順差，但近年順

差幅度逐漸減少。2012年出口值為 752億美元，較 2011年出口值 843億美元減少，2012年

進口值為 685億美元，較 2011年進口值 667億美元增加。

農牧產品是阿國重要的外匯收入來源，約佔外匯收入總額的 50%，其中食用油的出口值

更為世界第一，因其擁有低廉的勞動成本，且幅員廣適合從事農牧業。而阿國政府欲改善外

匯收入結構，希望能增加工業產品的出口，逐漸減少農牧產品的出口。

阿根廷為維持貿易順差，2012年採取貿易救濟措施與非關稅貿易障礙，嚴格管制進口，

保護國內市場、管制外匯買賣、積極開拓其他出口市場，並加強出口拓銷。然而，阿根廷的

進口限制目前並未達成國內產業有效性的替代，而負面作用已直接反映在國內投資不足等方

面，並影響生產活動，導致經濟成長減緩。

另外，於 2012年 3月，阿根廷被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lobal Trade Alert, GTA）列名為

全球最多貿易障礙的國家，阿國在短時間內設置 40餘項貿易保護措施，對進口產品實施嚴

厲的進口管制，帶來許多國家的撻伐，而且造成經濟活動減弱及通貨膨脹。因此阿根廷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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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開放進口部分產業之商品，期望能有助於貿易及經濟活動。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阿根廷於 2012年起嚴格執行進口限制，除原本已對 600餘項產品採取「非自動輸入許

可證措施」外，對所有進口採取「進口前申報措施」，更要求大型進口商出口與進口等額之

貨品。此外，為維持外匯存底以償還外債，阿國嚴格管制外匯買賣，抑制資金外流，目前企

業及人民已無法從正規管道取得外幣，因此美元官價及美元黑市價格出現近 30%的差距。為

了達到阿國政府維持經濟穩定成長，減輕外債包袱的目標，因此實施進口替代策略，發展國

內產業、推動產業復甦，增進就業人口、利用貿易救濟與防衛機制，保護國內產業、穩定匯

率，控制通膨、強化稅收，健全財政收支等措施。

然而，阿國經濟措施使經濟穩定成長的幅度有限，主要原因是因為世界經濟成長再次下

滑，尤其是阿根廷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貿易夥伴巴西和中國大陸的經濟都出現成長放緩的趨

勢，影響了阿根廷出口的增長，此外，美國和歐洲面臨的金融危機沒有明顯好轉跡象，因此

歐美企業在阿根廷的投資萎縮，部分歐美企業甚至從阿根廷撤資，將資金轉回本土救急。除

了外部因素的影響外，阿根廷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也存在許多問題。因為歐美的金融危機，

阿根廷徹底拋棄了「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轉向了行政干預、不經市場調節的發展模式，

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介入越來越深，造成市場定價機制和資源配置機制失靈。雖政府進行一

連串推動經濟成長的措施，帶動了經濟成長，但也因此使財政壓力與日俱增，也加劇了物價

上漲的趨勢，導致通貨膨脹不斷加大。而阿國未來的經濟復甦與否，則須要看外部的經濟環

境變化和內部的結構調整效果。

表 2-3-1 阿根廷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阿根廷共和國（Argentina Republic）

地理位置
阿根廷位於南美洲南端，東北鄰烏拉圭及巴西，北接巴拉圭及玻利

維亞，西與智利為界，南遙望南極，東瀕南大西洋。

氣候

自熱帶延伸至溫帶地區，北部屬熱帶氣候，中部屬亞熱帶氣候，南

部為溫帶氣候。1月份平均氣溫 :北部為 28°C，南部 10°C；7月份

平均氣溫 :北部為 18°C，南部為 1°C。

政治體制 國體：聯邦制、政體：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正義黨 /費南迪絲（Cristina Fernández）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是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其他重要城市尚有

Cordoba, Rosario, Santa Fe, Mendoza, Tucuman,La P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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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阿根廷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國際機場

Governor Francisco Gabrielli International Airport（MDZ）, Ingeniero 

Ambrosio L.V. Taravella International Airport（COR）, Ministro 

Pistarini International Airport（EZE）, Rosario International Airport

（ROS）

重要港埠
Arroyo Seco, Bahia Blanca, Buenos Aires, La Plata, Punta Colorada, 

Rosario, San Lorenzo-San Martin 

天然資源 礦產、農產、林產、漁產、牧產、能源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766,890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41.028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5

華人數（人，2012年） 10萬

華人所占比例（%） 0.25

臺僑人數（人，2012年） 1.1萬

臺僑所占比例（%） 0.03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披索（ARS）

匯率（披索兌美元） 1USD：4.90370 ARS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9.2 8.9 1.9 3.1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0.8 9.5 10.0 9.7

失業率（%） 7.8 7.2 7.2 7.2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3,699.92 4,476.44 4,748.12 4,950.67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9,131 10,945 11,573 11,932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647 843 752

進口值（億美元） 480 667 685

貿易餘額（億美元） 167 176 67

貿易依存度（%） 30.5 33.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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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阿根廷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出口產品
黃豆及副產品、石油、天然氣、玉米、小麥、汽車及零配件、鋼管、

植物油、牛肉、乳製品、皮革、水果、水產品

主要出口國家
巴西、中國大陸、智利、美國、西班牙、荷蘭、墨西哥、德國、義

大利、烏拉圭

主要進口產品

小客車、數位無線電話機、飛機及其他航空器、汽車零組件、電力、

貨車、收割及脫粒聯合機、化學原料及產品、燃料、鐵礦石及其精

砂、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機車引擎、肥料、輪胎、醫藥製劑、塑

膠原料

主要進口國家
巴西、美國、中國大陸、德國、墨西哥、日本、義大利、法國、巴

拉圭、西班牙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2.73 2.06 3.55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3.33 3.79 3.70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60 -1.72 -0.15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42 0.24 0.47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69 0.57 0.54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穀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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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棉花、乳製品、

禽蛋、天然蜜、未列名食用動物產品、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

廢品、調製動物飼料、食用蔬菜及部分根菜與塊莖菜類、可哥及可

哥製品、木及木製品、木炭、菸（包括菸葉及菸類）及菸葉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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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

零件、塑膠及其製品、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

件、鋼鐵、人造纖維絲，有機化學產品、卑金屬製工具、器具、利器、

匙、叉及其零件、橡膠及其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522.3 463.5 432.5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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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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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天然資源豐富以及勞工充沛，阿國在許多產業都有發展潛力，阿國農牧業發達，國

土面積的 55%是牧場，畜牧業佔農牧業總產值的 40%。阿國是世界糧食和肉類重要生產國

和出口國，素有「糧倉肉庫」之稱。主要種植小麥、玉米、大豆、高梁和葵花籽等，是世界

第二大玉米生產國。工業方面，工業產值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工業部門的產業別

在拉美國家中屬較齊全，主要有鋼鐵、電力、汽車、石油、化工、紡織、機械、食品等，而

鋼產量亦居拉美首位。

機器製造業也具有相當水平，其生產的飛機已打入國際市場。食品加工業較先進，主要

有肉類加工、乳製品、糧食加工、水果加工和釀酒等行業。阿國為世界葡萄酒主要生產國之

一，年產量約 30億公升。在服務業方面，阿國服務業種類齊全，主要服務業包括貿易、交

通運輸、通訊、金融、觀光、醫療等，皆有大型外商公司直接投資。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阿國外人投資主要集中於石油業、塑化及橡膠業、機械設備、通訊業、汽車業、基本金

屬、食品業、金融業、礦業、商業、大宗穀物及電力發電等 12項產業，共計約占外人投資

總額之 87%。為扶植國家朝向工業化發展，近幾年阿國採行諸多不利進口的法令，使得外商

進口困難，因此外商不得已只能選擇在阿國設廠，直接投資開設生產工廠。

在亞洲國家部分，日本以投資石化業、電話設備、汽車裝備及經銷為主，在阿國汽車、

機械電子及電器都有很高的市佔率，日商靠著品質良好的商譽及建全的日本商會，與當地大

使館的協助之下，十分了解阿國人民的消費習慣。南韓之拓銷方式與日本類似，投資於電器

生產及成衣製造為主。馬來西亞以瓦斯運輸、公路特許經營及觀光業為主。中國大陸則主打

售價低廉的產品，且品質漸提升，因此迅速地攻占阿國市場，中國的投資項目甚多，其中以

冷凍廠、洗衣機、礦業及機車生產為主。

有鑒於阿國整體經濟環境及司法安全之不確定性、申請設立企業之官僚作業程序、極重

之稅金負擔及極端保護勞工之法令措施等投資環境之問題，以及阿國政府欠缺明確之經濟與

投資政策，許多外國投資人認為阿國未來經濟不明確，對阿投資均採觀望態度。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僅次於美國，阿國是全球接受外國移民最多的國家之一，但在眾多外國移民中，華僑所

佔的比例甚小。臺灣華僑是自 1970年代才開始移居阿國，阿國華僑主要群聚在首都布宜諾

斯艾利斯市，早期移居的華僑和當地人民通婚後所生下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佔目前華僑的多

數。近年來有許多華僑受阿國治安惡化及社會動盪影響，逐漸移居他國，或返臺灣就學，繼

續居住在阿國的華僑日益減少。目前仍留居阿國之臺灣華僑約為一萬餘人，大多數居住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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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其他則散居布宜諾省及柯多巴省。此外，臺灣華僑聲樂家蕭家一，經常代表阿根廷哥隆

劇院赴各國參賽及表演，並獲得極高的肯定，對音樂文化的傳承，貢獻良多，因此榮獲我國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2012年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並於阿根廷僑居地接受頒獎表揚。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我國華僑主要聚居首都地區，從事自助超市、餐飲、進出口貿易、旅遊服務、醫療、汽

車保養、汽車零配件進口、電腦零配件進口及電腦組裝、理髮店、鐘錶零售、漁業捕撈、海運、

通訊、房地產、旅館、停車場、網咖及電話服務店等行業，部分投資食品加工、清潔用紙業、

手套業、塑膠業及農牧業。此外，部分第二代移民已熟悉當地環境，精通西班牙文，且學有

專精，有從事律師、會計師及醫生等專業領域之行業，表現出色。

因 2001年阿國金融危機，因此部分臺商轉進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或鄰近國家，亦有

部分臺商返臺創業或就業，目前甚少有新增投資案例。在阿國表現優秀的我國企業有長榮海

運、豐群水產及長榮集團阿國分公司，主要經營不動產開發、國際貿易和市場調查。

4. 小結

阿國天然資源豐富，工業具基礎，基礎建設完善，工資低廉，且阿根廷正積極吸引外資

進入重點獎勵產業，加上阿根廷的外人投資法令運用彈性大，又積極鼓勵外商投資，這些優

勢條件都讓阿國成為中南美洲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不過阿國司法制度存在不確定性，社

會治安欠佳，且阿國勞工法嚴格，過度保護勞工，又因阿國政府近期實施許多進口管制政策，

影響多數國家貿易利益，未來恐遭受他國貿易報復，若有意投資阿國之臺商，則需多加小心

謹慎，避免遭到波及。

我國廠商可就阿國有利之資源及市場條件多加運用，並妥善規避或防患可能之風險，在

某些產業上仍具適合之機會，而欲投資阿國者須了解阿國法令及當地文化差異、充分運用獎

勵法令、選擇適宜投資之項目及前往自由區投資，並慎選投資夥伴，做好充分準備及考量自

身需求，以免遭受重大損失。

（二）貝里斯（Belize）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貝國 GDP總值從 2011年 14.55億美元成長到 2012年的 15.54億美元，每人平均 GDP

從 2011年 4,318美元上升到 2012年的 4,536美元。2012年 CPI上漲率由 2011年的 -3.7%

上升到 1.3%；2012年經濟成長率則為 5.2%，相較於 2011年的 2.0%有相當大幅度的成長。

而 2011年失業率 10.9%，2012年略為攀升到 11.3%，高失業率問題是貝國首要處理的課題。

（2）貿易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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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國早年仰賴林業，主要輸出木材，但近年已改種蔗糖取代木材，成為主要收入之一，

目前產業以農業與漁業為主，國內消費市場小，多數民生必需品都倚賴進口，故進、出口值

長年呈現逆差，主要進口國為美國、墨西哥和古巴等。

2006年第四屆歐盟及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高峰會中，歐盟與中美洲國家決議展開區域間

之「加盟協定」諮商談判。SICA會員包括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尼加拉瓜、

薩爾瓦多、貝里斯及巴拿馬等國。簽署該協定後，99％之中美洲產品將免關稅進入 5億消費

人口之歐盟市場，未來區域間之貿易額將超過 74億美元。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2011年 8月 15日貝國政府邀請臺灣企業，利用貝國與歐美等國簽署的貿易協議，到貝

國當地投資。近年來，貝國政府更期盼吸引高科技產業進入投資，因此提供稅賦和關稅等許

多優惠措施。

表 2-3-2 貝里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貝里斯（Belize）

地理位置
屬於中美洲的一部分，位於加勒比海上，西北部與墨西哥接壤，西

部和南部與瓜地馬拉接壤。

氣候

全境屬熱帶雨林氣候，非常炎熱和潮濕，全年分為旱、雨兩季，2-5
月為旱季、5-11月為雨季。年平均氣溫 17°C~25°C，年降水量北部
約 1,350 mm、南部則高達 4,575 mm，夏秋兩季常有颶風侵襲。

政治體制
貝里斯屬大英國協一員，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為名義元首，實行

內閣制之政黨政治，政局穩定。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聯合民主黨 /巴洛 (Dean Barrow)

語言 英語為官方語言，西語人口或通西語者占 46%。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貝爾墨潘（Belmopan）

主要國際機場 Philip S. W. Gold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BZE）

重要港埠 Belize City, Big Creek

天然資源 可耕種的土地、林產、漁業、水力發電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2,966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0.346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5

華人數（人，2012年） 9千

華人所占比例（%）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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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貝里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臺僑人數（人，2012年） 700

臺僑所占比例（%） 0.20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貝里斯幣（BZD），貝里斯幣與美金均可通用。

匯率（貝里斯幣兌美元） 1 USD：1.95980 BZD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2.7 2.0 5.2 2.5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5.6 -3.7 1.3 1.3

失業率（%） 11.1 10.9 11.3 11.1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4.01 14.55 15.54 16.11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4,226 4,318 4,536 4,620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3.0 3.0 3.0

進口值（億美元） 7.0 8.0 9.0

貿易餘額（億美元） -4 -5.0 -6.0

貿易依存度（%） 71.4 75.6 77.2

主要出口產品
香蕉、蔗糖、柑橘、海產（龍蝦、海螺肉）、成衣、木材、辣椒醬、

淡水養殖（白蝦、鯛魚）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英國、義大利、象牙海岸、尼加拉瓜

主要進口產品
工業製品、糧食、交通器材、石油、紡織品、建材、化學品、礦產

及電器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墨西哥、古巴、瓜地馬拉、中國大陸

對我國之出口值（百萬美元） 2.0 6.0 5.0

自我國之進口值（百萬美元） 5.6 5.2 5.9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百萬美元） -3.6 0.8 -0.9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6 2.0 1.7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8 0.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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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貝里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塑膠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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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狀物質、改質澱粉、膠、酵素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機器及機械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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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218.0 237.1 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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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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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貝國早年仰賴林業，主要輸出木材，但近年已改種蔗糖取代木材，且貝國地理條件優越

適合發展水產養殖，故目前以農漁業和觀光業為主，次要產業為製造業，其中農漁業就佔貝

國外匯收入 65%以上。貝國主要農漁產品出口項目為香蕉、蔗糖、柑橘、海產（龍蝦、海螺

肉）、淡水養殖（白蝦、鯛魚）、成衣、木材及辣椒醬。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根據貝國貿易投資發展協會統計，貝國主要投資來源國為美國，其次為加拿大和澳大利

亞。投資產業以觀光業、醫療、製造業、教育及服務業為主，而美國較大型投資案以石油業、

水產養殖業、電信業、農牧業及食品加工業為主。

貝國因交通、醫療及基礎建設不佳，故製造業不發達，貝國政府現在已積極制訂外人投

資政策和發展出口產業，如提供免稅期、原物料和設備的進口稅減免，也在貝國北部成立自

由貿易區，希望能吸引美國及中南洲國家投資。目前貝國已與英國、美國、加拿大及加勒比

海發展銀行等國際組織合作，使外商能透過經濟合作組織在貝國籌措資金。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據我駐貝里斯大使館資料顯示，貝里斯華人約 9千人，其中來自臺灣者不及千人，惟近

年來因在貝國謀生不易，貝里斯的臺灣僑胞返臺者眾多，原先在貝里斯從事土地開發之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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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均改兼副業。目前國人來貝里斯人數已明顯趨緩，且往往於子女邁入進大學年紀即離貝返

臺。僑商經營事業一般規模不大，多屬於小型企業，但有少數規模較大者主要經營五金、雜

貨、菸酒業、房地產及建材，且在該國擁有很大的影響力。在貝國的僑團有貝里斯華僑總會、

貝里斯榮光聯誼會、華人急難救助協會、貝里斯臺商會及貝里斯客家聯誼會，其中全僑民主

和平聯盟貝里斯支盟，創立於 2002年，參加的僑民人數約有 400人。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在貝國的僑商企業約有 400家，其中製造業約有 10家，農林業及礦業約有 3家，大多

資本額不大，涵蓋產業包含旅館、塑膠、建築、農場、雜貨零售、房地產及土地開發。貝里

斯外長艾林頓（Wilfred Elrington）於 2012年 11月宣布貝國政府已同意給予我國人免簽證待

遇，貝國外交部正式通知我方，該項措施自 2013起正式實施。

（3）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貝國因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故在水產養殖方面，如海螺、白蝦、淡水養殖之鯛魚、箱

網海水養殖的龍蝦及海鱺，都相當具有競爭力。農業加工方面，因地處熱帶，故水果及加工

業也很發達，如脫水木瓜、鳳梨罐頭和真空油炸香蕉，高價位產品如可可、有機米及花粉則

在外銷方面具有潛力。此外，貝國擁有數量龐大的珊瑚礁和特別的天然海景，故觀光業亦為

貝國的經濟支柱之一。貝國現已積極推動就業及投資政策，希望能吸引外國企業投資，如法

律允許的免稅期可長達 25年，免稅期間從盈利中支付的紅利若未達股東的投資額時可以免

稅，利潤及資本利得可匯回投資母國，若最終財能再次出口，則可免徵材料及機械設備的進

口稅。

4. 小結

貝國國土廣大，人口稀少，為中美洲人口最少的國家，但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與特殊的

海岸美景。貝國與加拿大、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及古巴等國已簽署自由貿易協

定，在未來可望與歐盟及加勒比海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近年貝國政府正積極招募外人投

資，我國廠商可利用貝國鄰近歐美市場的地理優勢，前往貝國投資。我國廠商若有意前往當

地投資，需注意貝國內需市場小、政府行政效率差、缺乏基礎建設、治安不佳及勞動生產力

較低等劣勢，以免遭受重大損失。

（三）委內瑞拉（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委內瑞拉在 2012年通貨膨脹率達 21.1%，是近五年來最低，雖低於 2011年的 27.1%，

但仍高於南美洲其他國家。根據 WEF所公佈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委國排名第 126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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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 124名相差不大，2012年委國經濟成長率為 5.5%，擺脫了過去因低投資、高通貨

膨脹，而導致國家連續負成長兩年的窘境。

由於之前發生金融風暴，致使委國近幾年經濟衰退，失業率攀高。2012年失業率為8.0%，

相對於 2011年稍微下降，失業率逐漸改善，顯示委國的經濟表現已有改善。由於委國政府

成功壓抑了失業率的飆升，使得GDP從 2011年的 3,164.82億美元，增加到 2012年的 3,824.24

億美元，使得原先下滑的生產毛額逐漸回升。

（2）貿易概況

委內瑞拉為美洲最大原油出口國，拜高油價所賜，讓以出口石油為主的委國其出口值持

續增加，石油收入占委內瑞拉出口收入約 80％，主要進口委國石油的國家有美國、歐洲和拉

丁美洲國家，因此國際原油價格之消長直接影響委國經濟發展。若國際油價持續上揚，則委

國的出口值更可大幅增加。而 2012年的進口值為 435億美元，較 2011年增加 13.6%。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委國欲於 2013年制定新措施，擬以增加進口、控制基本民生物價等方式來控制通貨膨

脹。委國政府另有實施外匯管制與促進國家經濟永續發展之措施，為加強歐亞國家雙邊經貿

關係，委國亦實行一系列之投資計畫，以期達到促進國家經濟之成效。2011年下半年傳出

Chavez總統罹患癌症，多次前往古巴開刀治療，委政府對其病情保密，而委國於 2012年 10

月舉行總統改選，此次總統改選勢必牽動委國的政經情勢。

表 2-3-3 委內瑞拉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地理位置
南美洲北部，瀕臨加勒比海及北大西洋，國土與蓋亞那、巴西及哥

倫比亞接壤。

氣候
酷熱而潮濕，高原地區氣候溫和，低地炎熱，屬典型赤道型氣候，

年平均氣溫為 26°C∼ 28°C。

政治體制 社會主義共和國體／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社會主義黨 /恰維斯（Hugo Chávez Frías)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卡拉卡斯（Caracas）

主要國際機場 卡拉卡斯機場、奇尼塔國際機場、阿爾圖羅‧米切萊納機場

重要港埠 馬拉開波港和卡貝略港

天然資源 石油、鋁礦和鐵礦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916,445



312

101年華僑經濟年鑑

表 2-3-3 委內瑞拉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30.362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33

華人數（人，2012年） 8萬

華人所占比例（%） 0.2619

臺僑人數（人，2012年） 340

臺僑所占比例（%） 0.0011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強勢玻利瓦（VEF）

匯率（強勢玻利瓦兌美元） 1USD：4.28920 VEF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1.5 4.0 5.5 0.1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29.1 27.1 21.1 27.3

失業率（%） 8.6 8.1 8.0 8.1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3,938.07 3,164.82 3,824.24 3,456.51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3,754 10,886 12,956 11,527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657 926 658

進口值（億美元） 338 383 435

貿易餘額（億美元） 319 543 223

貿易依存度（%） 25.3 41.4 28.6

主要出口產品 原油、汽油、鋁錠、煙煤、鋼鐵、化工產品、運輸材料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哥倫比亞、荷屬安地斯群島、厄瓜多、荷蘭、英國、墨西哥、

古巴、西班牙、義大利

主要進口產品
製劑、彩色電視接收器、交通器材及其零配件、機械、醫療設備、

汽車、數位無線電話機、醫藥引擎及發動機、船類、小麥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哥倫比亞、巴西、中國大陸、墨西哥、阿根廷、德國、義大利、

西班牙、巴拿馬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23 0.05 0.23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1.31 1.87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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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委內瑞拉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1.08 -1.82 -1.08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3 0.01 0.03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38 0.49 0.30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鋁及其製品、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礦物燃料、礦油及

其蒸餾產品、塑膠及其製品、醫藥品、魚類、甲殼類、其他水產無

脊椎動物、雜項化學產品、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電機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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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

用物品、手提袋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蠶腸線除外）製品、活動物、

飲料、酒類及醋、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鐵路及電車道車

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塑膠及其製品、鋼鐵製品、橡膠及

其製品、人造纖維棉、人造纖維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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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化學

產品、卑金屬製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傢俱、寢具、

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傢俱、照明設備、組合式建築物、

蛋白狀物質、改質澱粉、膠、酵素、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

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

灰泥、墨類、無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鋼鐵、礦

物燃料

外匯存底（億美元） 295.0 298.9 252.3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1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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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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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委國的產業以服務業為主，其次為工業及農牧業。服務業如醫療、保險、金融、水電瓦

斯、通訊、交通等多由國營事業經營，進出口貿易則有限度開放民間經營。工業則以製造業、

煉油、石化業占多數，能源業以水力發電為主，電力供應不足。農業主要生產乳品、牛肉、

咖啡、可可、玉米、水果及糖，糧食不敷內需，約 66%仰賴進口，出口少量咖啡、可可、海

產及熱帶水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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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以往鮮少有亞洲國家投資委國，但最近幾年隨著石油價格日益走高，日本、南韓與中國

大陸都相繼加入投資行列，委國的豐富天然資源持續吸引外國投資人湧入。2011年 4月委國

政府宣佈將增收石油暴利稅，此項增稅政策有可能使外國企業因委國多變的法令和政策而對

投資該國裹足不前，加上委國當地基礎建設差、勞工問題嚴重、政治及政策風險等因素，導

致委國的競爭力一直無法大幅進步。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佈及活動概況

居住在委國的華僑約為 8萬人，大多數來自廣東，最早的華僑約是在 160年前移民至當

地，現在華僑們集中住在首都卡拉卡斯、瓦倫西亞、巴塞隆納等大都市，主要從事超市、雜

貨店、餐館、進出口業務為主。早期華僑得到華文的資訊管道有限，因此後來有華僑創辦華

報，成為華僑交換商情與溝通的管道。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根據投審會資料顯示，我國並無對委國直接投資記錄。目前旅委臺商約三十餘家，投資

額約 4,500萬美元，設廠規模不大，其中 50%經營進出口貿易業，進口來源以我國、中國大

陸、美國、巴拿馬等國為主。其他設立工廠之投資項目為成衣廠、塑膠袋廠、玻璃廠、化妝

品廠及食品加工等。服務業包括餐廳和牙醫等。臺商大多集中在北部首都卡拉卡斯市。另外，

中油公司以間接投資方式與美商合資開發委國石油，投入金額達 1億美元。

4. 小結

委國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交通便捷，能源電力充足且價格低廉，政府積極推動鄰國區

域間的自由貿易，對投資人提供稅務禮遇，並設立自由貿易區歡迎外人投資，簽署 FTA國家

遍及美洲自由貿易區。由於目前委國的出口仍以石油為大宗，且許多土地並未開發，所以在

農業與工業上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此外，因我國與委國距離遙遠，運輸成本高漲也會大幅

降低兩國互相貿易的意願。委國政府人事更迭頻繁、社會治安欠佳、法令制度零散，且有通

貨膨脹居高不下與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若有意投資委國之臺商，需要多加考量及謹慎評估。

（四）加拿大（Canad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十一大經濟體，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 G8成員，也是世

界十大貿易國之一。因受全球性金融風暴波及，加國經濟成長率呈下降之勢，於 2012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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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相較於 2011年的 2.5%下降 0.8個百分點。根據WEF在 2012年公佈的全球競爭力排

名，加拿大排名第 14名，較 2011年的第 12名退後 2名。在通貨膨脹方面，從 2011年的 2.9%

下降至 2012年的 1.5%。失業率方面，從 2011年的 7.5%下降到 2012年的 7.2%。加國 2012

年之 GDP總值為 17,700.84億美元，與 2011年的 17,368.69億美元相去不遠。

加國西部省份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故加國西部的經濟成長較東部為高，而且東、西部

經濟發展差距有逐漸擴大之勢。目前加國有許多商業銀行，其中加拿大皇家銀行、加拿大豐

業銀行、道明加拿大信託銀行、蒙特婁銀行、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為最大的五家，通常被稱

為「五大銀行」，對加國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根據世界銀行「2012年全球經商環境

報告」（Doing Business 2012 report），加拿大整體排名第 13。故我國企業若欲進軍北美市場，

可考慮加國優良的投資環境來加投資。

（2）貿易概況

加國近年進、出口呈持續增加之勢，貿易依存度高，出口值從 2011年的 4,517億美元增

加至 2012年的 4,618億美元，進口值從 2011年的 4,522億美元增加至 2012年的 4,696億美元。

唯在貿易餘額方面一向為逆差，雖於 2011年減少，但於 2012年卻擴大，可能是出口表現持

續下滑，造成逆差情況不見好轉。加國主要進出口國以美國及中國大陸為主，主要進出口產

品為石油。雖然目前美國是加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但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將是加國未來出口

成長的主力，目前加國出口至中國大陸的商品大部分是自然資源及半加工原料。

而與我國經貿互動方面，根據我國關稅總局的資料，2011年我國自加國進口值為 20.22

億美元，到 2012年則微幅下降至 16.24億美元，而 2011年我國對加國出口值為 25.69億美元，

到 2012年則下降至 25.05億美元。2012年加拿大採經貿外交策略，致力與各國達成多項協

議，積極加強與歐盟和印度的貿易關係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另和中國大陸的貿易談判，加國集中在外商投資和投資保障協定等議題。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加國政府於 2012年提出「2012年經濟行動方案」，以就業、經濟成長及長期繁榮為施

政目標，預計未來 3年刪減政府支出 52億加元，於 2015年達到財政收支平衡。2012年經濟

行動方案以支援企業的創新研發、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就業機會、兼顧環保開發能源及永續性

社會計畫及退休金制度為四大施政主軸。

另外，加國政府近年來致力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積極開拓美國以外的海外市場，至

今已簽署多項國際經貿協議或諮商中，其中包括與歐盟的「全面經濟合作協議」，此協議預

估 2014年可使加拿大對歐盟的出口增長 20%。此外，加拿大也已與印度展開數回合經貿協

定諮商，與日本也開始諮商，貿易自由化預料對加拿大出口及經濟帶來成長。然而，歐盟部

分國家嚴重債務問題、高油價引發通膨及強勁加幣影響出口競爭力，以及加國為貿易依賴度

高之國家，且高達 70%以上的出口對象為美國，故其經濟復甦之速度，實與美國經濟好轉之

速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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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加拿大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加拿大（Canada）

地理位置
位於北美洲，東邊為北大西洋，西邊為北太平洋，北連接北極海，

南與美國相連。

氣候
海洋型氣候、內陸型氣候、大陸型氣候及極地氣候，氣溫由南邊到

北極變化很大，東岸在冬季時嚴寒而夏季炎熱，西岸平均較緩和。

政治體制
聯邦政府採議會內閣制，主要政黨有保守黨、自由黨、魁北克政團

黨及新民主黨。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保守黨 /奉英王伊莉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

語言 英語（English）59.3%、法語（French）23.2%、其他 17.5%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渥太華（Ottawa），其他重要城市包括多倫多、蒙特婁及溫
哥華。

主要國際機場

Ottawa Macdonald-Cartier International Airport（YOW）, Halifax 
StanfieldInternational Airport（YHZ）, Toronto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YYZ）,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YVR）, Montreal-
Mirabel International Airport（YMX）, Calgary International Airport
（YYC）

重要港埠 Halifax, Montreal, St. John, Toronto, Vancouver, Victoria

天然資源
鐵、鎳、鋅、銅、金、鉛、鉬、鹹水、鑽石、銀、魚類、木材、野

生植物、煤、石油、天然氣及水力發電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9,984,670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34.826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3

華人數（人，2012年） 156萬

華人所占比例（%） 4.4728

臺僑人數（人，2012年） 9.5萬

臺僑所占比例（%） 0.2730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加拿大幣（CAD）

匯率（加幣兌美元） 1USD；0.99662 CAD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3.2 2.5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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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加拿大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8 2.9 1.5 2.0

失業率（%） 8.0 7.5 7.2 7.3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5,770.40 17,368.69 17,700.84 18,391.41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46,283 50,436 50,826 52,088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3,860 4,517 4,618

進口值（億美元） 3,905 4,522 4,696

貿易餘額（億美元） -45 -5 -78

貿易依存度（%） 49.2 52.0 50.6

主要出口產品
汽車及其配件、工業機器、飛機、電信設備、化學藥品、塑膠、化

學肥料、樹脂、木材、石油、天然氣、電力及鋁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英國、日本、中國大陸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產品及設備、汽車及其配件、天然石油、化學藥品、電力以及

消費耐久財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15.33 20.22 16.24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19.49 25.69 25.05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4.16 -5.47 -8.81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40 0.45 0.35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50 0.57 0.53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礦石、熔渣及礦灰、木漿或其他纖

維質材料之紙漿、紙或紙板之廢料及碎料、鎳及其製品、電機與設

備及其零件、木及木製品、木炭、肉及食用雜碎、鋅及其製品、肥料、

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鋼鐵製品、鐵路

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塑膠及其製品、鋼鐵、

卑金屬製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橡膠及其製品、天

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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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加拿大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外匯存底（億美元） 571.51 658.19 658.2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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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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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素有「楓葉國」之稱的加拿大，可謂地大、物博、人稀，幅員遼闊，其豐富的天然資源，

為各產業奠定了基礎，其重要產業如農業、林業、漁業、礦產及能源業、服務業、航太業等。

農業方面，加國農業領先全球，為世界最大的農業及食品生產國之一，是世界第 4大農

產品輸出國。林業方面，加國擁有世界第三大的森林區域，在全球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占

世界林木貿易的 21%。漁業方面，加國由於北極海、大西洋和太平洋環繞，擁有世界最長的

海岸線，且由於加國境內湖泊眾多，造就了加拿大水產業的發達，使得加國成為世界上魚類

及海鮮類主要的生產供應國之一，擁有世界上最有商業價值的捕魚產業。在礦產及能源業方

面，加國是世界上主要的礦產生產國及出口國，主要礦產超過 60種，以鋁、金、煤、銅、鐵、

鎳、鉀、鈾、鋅、鑽石、石油與天然氣等為主，其中鈾的產量占世界第一位。而服務業方面，

加國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加國服務業占全國國民生產總額的 70%以上，前三大產業依序為金

融保險及地產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救助、零售業。航太產業方面，加國航太產業為全球

第 5大國，為加國經濟重要的一環，加國政府設立多項輔助措施方案，以確保加國航太產業

的優勢。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加拿大對外直接投資一向大於外來直接投資，主要仍為國外投資者持續併購加拿大與能

源相關產業。加拿大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與專業人才、技術、基礎建設完善、政治穩定、教

育程度高、醫療制度佳、穩健且競爭力強的金融業，以及鄰近美國市場等優勢，加拿大並被

經濟學人智庫評選為經商投資的最佳地點，在 G8中獨占鰲頭，故吸引許多外國企業前來設

廠投資。此外，加拿大金融體系健全，槓桿風險也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近年來在世界經濟

論壇中，連續數年被評比為全球最健全的金融體系。

加國歡迎外人投資的產業包含石油、航太、農業、汽車、通訊、生物科技、化學、醫療

器材、天然氣、醫藥及節能產業等。但加國企業生產力較低、高稅捐、勞工短缺及省份之間

的貿易障礙向來為投資者所詬病，且在對外資的經營權如電話通訊、廣播、電視、金融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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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運輸等方面亦有頗多限制，故大型外資多集中在石油、天然氣及礦產等方面，例如中國石

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以 19億加元取得加商位於亞伯達省 2處油砂礦 60%股權。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加國的華人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地區和臺灣地區居多，其餘為來自東南亞及世界各地的

華人。目前主要聚集在溫哥華、多倫多及蒙特婁等地，由於許多華僑教育水準高，社區活動

組織力強又勤儉耐勞，因此受到加國社會普遍的尊敬。華僑在加國的職業多元，且社會地位

逐漸提高，華僑在加國投資產業眾多，包含食品、電腦零組件、餐廳及金融服務業等，在當

地亦設有商會或相關商業組織，而我國有許多企業也在此設立據點。

溫哥華為北美洲第二大中國城，僅次於美國的舊金山。加國因為鐵路工程的興建而在

1880年引進一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工人，工程結束後就留在當地經營雜貨店、進口食品和餐廳

為生，並逐漸形成聚落。中國城內有各式華人食物，且有不少文化、藝術、音樂、體育界的

知名人士移居加拿大，因此在週末常有藝術和表演活動，其特有的異國文化，使中國城成為

溫哥華的熱門景點之一。另外，早期在加國的臺灣移民，有的是留學畢業後申請定居，並將

家屬接來團聚，自 1980年起臺灣當局放寬居民出境申請限制後，前往加拿大旅遊、留學以

及移民的人數逐年增多。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溫哥華、多倫多與蒙特婁三處為我國華僑主要集中地，皆分別組成臺商會或臺灣商會組

織，我國企業在加國較具規模的行業有金融業、交通運輸、製造業、農業、貿易及經銷、房

地產開發及經營、零售業、新聞等，皆有傑出的表現，不僅提供許多的就業機會，也促進當

地的經濟發展。自 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企業在加拿大投資經營規模迅速擴大，所經營的

產業類別廣泛，特別是大溫哥華地區及多倫多地區，已成為我國企業在北美經營的重鎮之一。

我國的中華航空、長榮航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臺糖

公司、遠東紡織、華碩電腦及宏碁電腦等，皆有在加國營業或設有銷售據點、代理商。

4. 小結

加國地大物博、天然資源豐富、民風淳樸、教育制度良好、金融體系穩定，為世界先進

國家之一，經濟亦具領先地位，雖歷經全球性經濟衰退，但復甦速度領先其他 G8國家。使

加國成為 G8國家中最適合居住的國家，因而外人直接投資每年持續成長。然而，因其勞工

教育水準高，故勞動成本昂貴，需要大量勞力或從事削價競爭的產業較不適合在加國設廠。

我國企業可運用加國與許多國家簽定 FTA且鄰近美國市場的優勢進行投資，但需注意加國與

美國市場有許多不同之處。整體而言，加國社會政經情勢相當成熟穩定、人民素質高、對外

資抱持友善態度且經貿體制透明，擁有良好的投資環境，有興趣赴加國投資之我國廠商，可

從有利發展之產業著手，但仍需評估自身產業的需求及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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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明尼加（Dominican Republic）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2012年儘管國際整體經濟情勢不佳，但可能因多國於 2011年新增 16萬個工作機會，為

多國帶來更多社會穩定力量。多國 2012年經濟成長率為 3.9%，較 2011年小幅下滑，不過

在 2012年消費者物價上漲率為 3.7%，較 2011年的 8.5%下降許多。2012年國內生產毛額為

589.96億美元，相較於 2011年的 556.36億美元上升。有關政府支出部分，受到 2012年上半

年多國舉行總統大選關係影響，2012年上半年多國政府支出較 2011年同期大幅增加 38%。

多明尼加海岸線長達 1,600公里，南部加勒比海海岸之風景尤其顯得晶碧宜人，沿岸闢

建不少渡假中心，每年吸引 400萬以上國外旅客，為多國賺取相當可觀的外匯，觀光業占多

國外匯收入第一位。

（2）貿易概況

蔗糖為多國長期以來之出口大宗，但後來受到美國保護主義和世界糖價崩盤的影響，使

得其出口大幅下降，多國才逐漸思考產業轉型，改以出口礦產取代出口蔗糖，在礦產出口最

興盛的時期，約占多國 38%的生產毛額。再者，多國政府發現當地許多特殊的天然美景，進

而與民間合作，強力推廣觀光業有成，目前觀光服務業為多國創造許多的就業機會，而觀光

客主要來自美國、加拿大及西歐國家。但至今礦產仍占多國出口比重最高，其次為農業，主

要出口國有美國、南韓、海地及波多黎各。唯多國出口能量不足，且在國際市場欠缺競爭力，

此為多國經濟發展之隱憂。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多國總統於 2011年 12月 27日倡議防止投機炒作國際油價及糧食等基本民生必需品，

其提案獲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具有重大及建設性意義。另外，聯合國大會投票選出多國成

為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理事國成員之一，對多國在全球極待解決之重要經濟議題所扮演領導地

位予以肯定。多國近四年來未簽署任何自由貿易協定，多國政府認為，政府有責任在國內產

業仍無法從所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中獲利之前，不再簽署更多之自由貿易協定，因此，多國

國際競爭力如無法提升，未來對外洽簽更多自由貿易協定將面臨更多困難。

受到歐債風暴影響，已開發經濟體 2012年經濟發展面臨危機，多國因國際經濟趨緩及

歐債危機所帶來之全球需求不振，導致景氣下滑之國際不利因素外，多國也因經歷 2012年 5

月 20日舉行總統大選的政治不確定因素，因此影響多國 2012年的政局及經濟發展。此外，

多國治安亮起紅燈，連我國僑委會派駐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館之僑務秘書也於 2012年 4月

在住處遭殺害身亡，治安問題連帶也影響多國經濟與外人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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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多明尼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

地理位置 加勒比海地區

氣候

多國氣候屬海洋型熱帶氣候，由於海洋氣流及終年季風之調節，以

致終年溫差小，平均氣溫在 22°C至 28°C之間，與南臺灣氣候似。

多國雨季南北不同，南部為 5-10月或 11月，北部為 12-4月。

政治體制 總統制，採三權分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解放黨 /梅迪納 (Danilo Medina)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多國都市人口之比重約為 66%，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聖地
牙哥（Santiago）以及拉維加（La Vega）是三個主要都市。聖多明
哥位於南部加勒比海岸，是多國首都及第一大城，人口約 273萬，
亦是多國政治、商業中心及交通樞紐。聖地牙哥人口 91萬，是多國
第二大城，為北部工商中心。拉維加位於多國中部，人口 38萬，是
多國農業中心。三大城市平均位於多國中部縱貫公路沿線，是多國

精華地區。

主要國際機場
Cib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Gregorio Luper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s Americas,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 Isabela International Airport

重要港埠 Boca Chica, Caucedo, Puerto Plata, Rio Haina, Santo Domingo

天然資源

多明尼加農作物以蔗糖、咖啡、可哥、菸草為主。另亦盛產稻米及

多種水果。在礦產方面，多國盛產鎳鐵礦，此外尚有大理石、砂、

碎石、礫石、石膏、岩鹽、石灰石、琥珀及水淞石。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48,730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10.237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10

華人數（人，2012年） 2萬

華人所占比例（%） 0.20

臺僑人數（人，2012年） 1千

臺僑所占比例（%） 0.01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貝索（D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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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多明尼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匯率（貝索兌美元） 1USD：40 DOP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7.8 4.5 3.9 2.2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6.3 8.5 3.7 4.5

失業率（%） 14.0 14.6 13.0 12.5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516.72 556.36 589.96 603.36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5,231 5,533 5,763 5,789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25 37 41

進口值（億美元） 129 145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104 -108 N.A.

貿易依存度（%） 29.8 32.7 N.A.

主要出口產品 紡織品、鞋類、電子產品、菸草及菸草製品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海地、波多黎各、南韓、荷蘭、加拿大

主要進口產品 油品、持久性消費財、機械零件、食品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巴西、西班牙、日本、波多

黎各

對我國之出口值（百萬美元） 44 48 N.A.

自我國之進口值（百萬美元） 98 103 N.A.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54 -55 N.A.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76 1.3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76 0.71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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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靴、綁腿及類似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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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及其製品、醫藥品、塑膠及其製品、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

寶石、貴金屬、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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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多明尼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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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及機械用具及

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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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生皮（毛皮除外）及

皮革、橡膠及其製品、人造纖維絲、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

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

灰泥、墨類、針織品或鈎針織品、傢俱、寢具、褥、褥支持物、軟

墊及類似充填傢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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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存底（億美元） 35.0 37.8 43.17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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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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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多國主要產業為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其他次要產業包括磨坊業、菸酒業、煉油業、製

糖業、一般製造業、營建業、水電業、餐飲業及旅館業等。農牧業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為

5.6%，其中農業部門之成長對農牧業整體發展影響最大。多明尼加盛產熱帶經濟作物，以蔗

糖、咖啡、可可、菸草為主。另外，多國亦盛產稻米及多種水果。在礦產方面，多國盛產鎳

鐵礦，此外尚有大理石、砂、碎石、礫石、石膏、岩鹽、石灰石、琥珀及水淞石等。多明尼

加海岸線長且風景美，沿岸闢建不少渡假中心，每年吸引 400萬以上國外旅客，觀光服務業

已為多國創造許多的就業機會，且觀光業占多國外匯收入第一位。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多國前三大外人投資國家為加拿大、美國及西班牙，外人投資前三大投資業別為礦業、

電力業及工商業。外人在多國投資金額逐年增加，足見多國已成為外資在中美洲及加勒比海

地區重點投資國家之一，並展現外人對多國政經穩定及投資環境之信心。

多國政府在全國各地均設有加工出口區，且禮遇外國企業享有和國民同等的優惠，使該

國更具投資吸引力，其中項目包括可自由匯出資本及利潤、零組件進口免關稅和附加稅、加

工出口區依區域不同可享有免營利事業所得稅等優惠措施。目前多國最主要的外人投資項目

為礦業及通訊產業，大型投資案包括加拿大 Barrick Gold公司投資礦業、墨西哥 Codetel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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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購併多國 Verizon公司、英國 Edrington International Brands Limited購併多國知名蘭姆酒

集團 Brugal。

3. 當地華人經濟

現今在多國投資的臺商約有 81家，總投資金額為 1.1億美元，為當地創造至少 2,500個

工作機會，大都從事服務業與貿易，尤其汽機車零組件、電腦及周邊商品、攝影及相片沖洗

的買賣；製造業方面，加工區內有壓克力板及運動帽等 2家廠商，區外則有塑膠品業、衛生

紙及建材等。

在 2010年 11月，臺灣汽車品牌 Luxgen於多國設立了第一個海外汽車生活館，為第一

個進入中美洲的臺灣汽車品牌，但營業金額並不突出，因該品牌在多國仍處於起步階段，不

過也因此確立了臺灣汽車在未來的新方向。因多國地處於中南美洲經貿的重要據點，對於臺

灣企業進軍中南美洲具有一定優勢。

4. 小結

我國在多國投資廠商可能遭遇之困難為與多國距離遠、語言及文化差異大、電費高昂且

供應不穩、勞力充沛但缺乏熟練工人及管理人員、行政效率不高、法令繁瑣、工業不發達且

上下游產業配合不足，以及治安問題等，且由於多國不產石油和天然氣，能源均需仰賴進口，

導致多國物價常隨國際原油價格波動起伏，且有貧富差距日趨擴大、種族歧視和官員貪腐的

問題，因此我國企業若欲前往多國投資，應多加了解及評估當地之差異，並依廠商需求及考

量後再決定是否在多國設廠。此外，仍需注意多國之語言以西班牙語為主，官方及民間能說

英語者不多，我業者若擬前往多國投資，建議除聘僱多國人士之管理人員，亦可聘僱熟諳西

語及中文之華僑或臺商子弟，以便於管理及與當地員工溝通，且在投資前應先瞭解投資手續

及法令規定。

（六）巴西（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巴西的經濟成長率於 2012年為 0.9%，較 2011年的 2.7%下降，而巴西所採取的稽徵鼓

勵政策也不足以刺激私人投資。在通貨膨脹方面，從 2011年的 6.6%，下降至 2012年的 5.4%，

顯示出巴西央行採取升息以抑制通膨有成。失業率方面，2012年為 6.0%，與 2011年持平。

根據 2012年WEF最新公佈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巴西排名第 48名，較 2011年排名進步 5名。

巴西社會貧富不均情形嚴重，教育水平差距大，而巴西政府提供各項社會救助計畫，以

協助貧民改善生活，未來將持續擴大相關社會福利政策並推動加速巴西經濟成長計畫。此外，

巴西具地區貿易整合潛力，且負債及債信大有改善，唯巴國為內需型之大型經濟體、所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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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不平均且地下經濟活動廣泛等問題存在，可能因此間接影響經濟發展。

（2）貿易概況

巴國 2012年進口值為 2,284億美元，較 2011年的 2,369億美元減少，出口值則從 2011

年的 2,560 億美元，減少至 2012 年的 2,426 億美元。2012 年貿易順差為 142 億美元，較

2011年的 191億美元減少。巴國主要進出口國家為美國、中國大陸及阿根廷。與我國經貿互

動方面，據我國關稅總局的資料顯示，2011年我國自巴西進口值為 29.97億美元，到 2012

年則微幅增加為 30.43億美元。而 2011年我國對巴西出口值為 23.55億美元，到 2012年則

減少為 19.89億美元。

巴西及烏拉圭於 2012年簽署雙邊合作協議，加強經貿合作關係，增進貿易往來，並且

加強兩國能源、生產整合、自然科學、科技創新、資通訊、運輸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合作。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巴西於 2012年宣佈提升該國工業競爭力及振興經濟措施，內容以增加減稅及貸款範圍

為主。且由於巴西國內的經濟成長緩慢，因此巴國政府於 2012年宣布一連串的措施以刺激

消費和投資，其中，再次延長減稅期限，是希望產業能夠有所回應，維持目前的就業率和將

減稅的好處來回饋給消費者。

受歐洲、美國經濟困境及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緩慢之影響，巴西經濟成長率趨緩，而巴西

一直將中央銀行放款年利率做為控制該國通貨膨脹率之利器。歐洲潛在金融危機出現後，巴

西為刺激國內民眾消費，帶動企業投資及經濟成長，降低利率。雖巴西中央銀行逐漸降低提

供一般銀行之貸款年利率，但受巴幣兌換美元匯率持續高估及歐洲潛在金融危機影響，使得

巴國工業於 2012年產值無法大幅成長。另受原物料國際價格上揚趨勢緩和及歐洲、美國經

濟困境之影響，使得巴西進出口值成長趨勢緩。

表 2-3-6 巴西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巴西聯邦共和國（Federative Republic of Brazil）

地理位置

巴西位於南美洲東部，東瀕大西洋，北、西和南邊分別與南美洲 10

個國家和屬地接壤，為南美洲第一大國；南美洲國家中僅有厄瓜多

和智利未與巴西相鄰。

氣候

分為赤道型氣候、熱帶型氣候、溫帶型氣候。南部亞熱帶地區，平

均溫度在 16°C-20°C，一些地勢高的地方平均溫度只有 10°C。巴西

各地的濕度相當高，特別是在沿海地帶，年降雨量為 1,500 mm。

政治體制 聯邦共和國 /總統制，採三權分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巴西勞工黨 /蘿瑟芙 Dilma Rousseff

語言 葡萄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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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巴西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巴西利亞（Brasilia）。重要城市包括聖保羅（São Paulo）、裏
約熱內廬（Rio de Janeiro）、美景市（Belo Horizonte）、庫裏奇巴
市（Curitiba）、愉港市（Porto Alegre）、維多利亞（Vitória）、佛
羅安那波里（Florianópolis）及堪賓那斯（Campinas）、薩爾瓦多
（Salvador）、瑪瑙斯（Manaus）、佛塔雷沙（Fortaleza）、海息飛
（Recife）、貝林（Belém）

主要國際機場

Afonso Pena International Airport, Brasilia International Airport, 
Deputado Luis Eduardo Magalha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Eduardo 
Gom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  Govenor André Franco Montoro 
International Airport, Guararapes-Gilberto Freyre International 
Airport, Rio de Janeiro-Gale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Salgado Filho 
International Airport, Tancredo Nev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Val de 
Ca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Viracopos-Campinas International Airport

重要港埠 Belize City, Big Creek 

天然資源

巴西有豐富的礦藏、石油、瓦斯及水力，蘊藏量或產量均名列世界

前茅。咖啡、甘蔗及柑橘產量居世界第一，大豆產量世界第二，玉

米及菸葉產量世界第三。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8,511,965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196.526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3

華人數（人，2012年） 28萬

華人所占比例（%） 0.14

臺僑人數（人，2012年） 7萬

臺僑所占比例（%） 0.04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黑奧（BRL）

匯率（黑奧兌美元） 1USD：2.047 BRL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7.5 2.7 0.9 2.5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5.0 6.6 5.4 4.9

失業率（%） 6.7 6.0 6.0 6.5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21,429.3 24,929.1 24,250.52 25,038.69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1,089 12,789 12,340 12,643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2,019 2,560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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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巴西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進口值（億美元） 1,915 2,369 2,284

貿易餘額（億美元） 104 191 142

貿易依存度（%） 18.4 19.8 19.4

主要出口產品

新鮮及冷凍雞肉、咖啡豆、新鮮及冷凍牛肉、小客車、機動車輛之

零配件、雞肉、鐵礦砂、原油、黃豆及黃豆粉、航空器、蔗糖或甜

菜之粗製糖

主要出口國家
中國大陸、美國、阿根廷、荷蘭、德國、墨西哥、智利、日本、義

大利、委內瑞拉、臺灣

主要進口產品

小客車、原油、無線電話、電視接收器、石油腦、積體電路及微組件、

機動車輛之零配件、原油、醫藥品、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

電視接收器及其零組件、活塞引擎之零件、雜環化合物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中國大陸、阿根廷、德國、奈及利亞、日本、南韓、智利、

法國、義大利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24.46 29.97 30.43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19.09 23.55 19.89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5.37 6.42 10.54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21 1.17 1.25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99 0.99 0.87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礦石、熔渣及礦灰、鋼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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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類、木漿或其他材

料之紙漿、紙或紙板之廢料及碎料、糖及糖果、棉花、有機化學產

品、鹽、硫磺、土及石料、塗牆料、石灰及水泥、生皮（毛皮除外）

及皮革、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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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及其製品、鋼鐵、礦

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人造纖維絲、橡

膠及其製品、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有機

化學產品、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

器及器具

外匯存底（億美元） 2,885.8 3,520.1 3,731.0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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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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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主要產業包括汽車、紡織、汽車零組件、鞋及電子電器，另有塑膠業、機械業、鋼

鐵業、機車業及服務業等行業。巴西各類農礦產、石油、瓦斯及水力等生產或蘊藏量，均名

列世界前茅。巴西是世界農業生產和出口大國，除小麥等少數作物外，主要農產品均能自給

並大量出口。

咖啡、蔗糖、柑橘產量居世界第一，大豆及菸葉產量世界第二，玉米產量世界第三。巴

西有豐富的礦藏，大量的鐵礦和錳礦可提供工業原料或直接外銷以賺取外匯。此外，金、鎳、

錫、鉻、鋁、銅、鉛、鎢、鈾、鋅、寶石和大理石等礦產，均已進行開發。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巴西氣候溫和，在農、牧、礦業上皆具有優勢，外人投資產業以服務業為主，其次為工

業與農、牧及礦業開採，其外人投資主要項目為石油、鐵礦、天然氣、農牧業及林業，在製

造業上外人投資主要項目為汽車、化學品及石化產品，主要投資國家依序為荷蘭、美國、西

班牙、日本、法國、英國、香港、盧森堡、加拿大及奧地利。中國大陸雖非最大亞洲投資國，

但近年來的巨額投資案逐漸增多，且中巴雙方合作越來越多，有逐漸成為巴西最大投資國的

趨勢。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巴國華人數量近年來大幅度增加，在東南沿岸的中、大型城市，如聖保羅市、里約熱內

盧、伊瓜蘇河口市等，為華人主要分佈之地，在阿雷格裏港、薩爾瓦多、庫裏提巴、亞馬遜

河口市及維多利亞等地區為其餘少數華僑群聚之處。華僑經營事業的種類多，包含服務業、

金融業、農業及製造業，其中以金融業和服務業為多數，約占 80%，其次才是農業和礦業。

巴國主要華僑團體有聖保羅中華會館、巴西客屬崇正總會、臺灣同鄉會、巴西臺灣商會、

巴西佛光協會、巴西梅菀會、巴西臺灣之友會、巴西臺灣協會、巴西華僑網球協會、巴西榮

光聯誼會、聖保羅華商經貿學員聯誼會、慈濟基金會巴西分會、臺僑聯誼會、華僑天主堂及

及巴西華僑慈善基金會。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我國對巴西投資金額逐年增加，主要投資項目為資通訊產品、金屬加工、批發及零售業、

旅館及餐飲業、房地產業及進出口業等，以製造業和服務業為主。

我國廠商深知巴西的經貿優勢，因此積極與巴國發展兩國之合作關係，如自我國進口零

組件，進入巴國成立組裝工廠，並由巴國組裝生產，出口至歐美市場，因巴國輕工業已逐漸

飽和，故我國廠商應增加產品設計與研發，以維持在巴國的市場占有率。目前我國有許多著

名企業於巴西進行投資，如中國輸出入銀行、鴻海精密工業、唯冠國際、精英電腦、宏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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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華碩電腦及長青實業等。此外，我商仍可運用巴西現有優勢，發展精密工業，如工業零

配件、醫療器材、通訊設備及高單價產品等。

4. 小結

巴西為我國在中南美洲最大貿易夥伴國之一，兩國間貿易雖不斷成長，但由於巴西與我

國地理位置距離甚遠，資訊不易取得，且巴國稅制複雜、貧富差距懸殊、對於勞工過於保護，

致使企業經營成本年年提高，再加上拉丁美洲文化特別，與歐洲、美國截然不同，因此我國

業者前來開拓時，仍需多加了解當地狀況，前往當地的廠商應自備中、葡翻譯文件，且須注

意當地風俗民情及商務洽談習慣，另外，巴西進口商良莠不齊，應事先徵信，才能儘量避免

事後糾紛，也較能避免重大損失發生的可能。

（七）智利（Republic of Chile）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智利是中南美洲僅次於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的第四大經濟體，2012年經濟成長率從

5.9%降至 5.6%，GDP總值從 2,509.94億美元增加至 2,681.77億美元，在 CPI方面，為避免

物價持續上漲，智利已宣佈減少政府支出，以壓抑物價，故通貨膨脹率由 3.3%下降到 3.0%。

在失業率方面，因總統履行承諾，創造更多工作機會，故 2012年失業率從 7.1%下降為 6.6%。

智利 2012年人均 GDP為南美洲最高，達 15,410美元。智利為南美洲唯一的 OECD會員國，

並且是 APEC成員國，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或文化層面，智利在拉美地區均具有舉足輕

重的影響力。

（2）貿易概況

智利為貿易依存度相當高的國家，向來是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最積極的南美洲國家。2012

年進口以區域別分析，美洲約占 54.5%，亞洲約 28%，歐洲約 15.3%；以國家而言，美國為

智利最重要進口來源國，約占 22.1%，其次為中國大陸、阿根廷、巴西。出口以區域別分析，

亞洲約占 48.6%，其次為美洲、歐洲；以國家而言，中國大陸為智利最重要出口市場，其次

為美國、日本、韓國、巴西。智利是我國在拉美地區的第三大貿易夥伴，雙方在APEC架構下，

經貿關係密切，且兩國人民往來頻繁，故於 2012年 1月 1日起，兩國互免觀光簽證費。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智利經濟高度依賴出口，為積極拓展外貿空間，積極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拓展出口市場，

為中南美洲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最為積極活躍之國家。迄至 2012年 12月底，與智利簽

署自由貿易協定及貿易互補協定之國家已達 60個，其洽簽 FTA之市場範圍已經涵蓋全球所

得來源近 9成、人口超過 30億，為中南美洲及全球最為開放之市場。智利目前與越南、泰

國及香港亦已陸續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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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智利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智利共和國（Republic of Chile）

地理位置

位於南美洲之西南方，西鄰太平洋，北邊與秘魯為界，東邊與阿根廷

及玻利維亞接壤，國土狹長，自南至北，約達 4,270公里，安地斯山

脈縱貫全境東側。

氣候

全區分為四個季節：夏季（12月至 2月），秋季（3月至 5月），冬季（6

月至 8月）和春季（9月至 11月）；北部沙漠地形，氣候乾燥溫和；

中部溫帶盆地，氣候溫和；南部緯度高，為濃密森林區，寒冷多雨。

政治體制 國體：共和國；政體：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改革聯盟 /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及第一大城聖地牙哥（Santiago）、第二大城康塞森市

（Concepcion）、第三大城天堂穀市（Valparaiso）

主要國際機場

Comodoro Arturo Merino Benítez International Airport（SCL）, Cerro 

Moreno International Airport（ANF）, Diego Aracena International 

Airport（IQQ）, Valparaiso Airport（VAP）

重要港埠
Coronel, Huasco, Lirquen, Puerto Ventanas, San Antonio, San Vicente, 

Valparaiso

天然資源

智利蘊藏多種豐富礦產，為世界重要礦產國家之一。銅蘊藏量約占全

世界之 35%，為最大銅產國及出口國。鉬占世界第 3位，鋰占第 4位，

硼占第 5位，銀占第 6位，黃金占第 14位，堪稱世界礦業大國。非

金屬礦產以碳酸鈣、氯化鈉、硝酸納、石膏、石英、硫磺、碘與高嶺

土為主。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756,102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17.403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3

華人數（人，2012年） 2萬

華人所占比例（%） 0.11

臺僑人數（人，2012年） 1,500

臺僑所占比例（%） 0.01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披索（CLP）

匯率（披索兌美元） 1USD：478.3 C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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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智利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5.8 5.9 5.6 5.7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4 3.3 3.0 2.1

失業率（%） 8.2 7.1 6.6 6.9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2,173.12 2,509.94 2,681.77 2,857.0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2,713 14,552 15,410 16,273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690 800 797

進口值（億美元） 579 735 791

貿易餘額（億美元） 111 65 6

貿易依存度（%） 58.7 61.8 59.2

主要出口產品 銅礦、水果、魚製品、紙和紙漿、化學製品、葡萄酒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日本、中國大陸、荷蘭、南韓、義大利、巴西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石油附加產品、化學製品、運輸用貨車、電力與通訊設備、工

業用機械、天然氣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阿根廷、巴西、中國大陸、南韓、日本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21.05 21.70 19.25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3.23 3.98 4.19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17.82 17.72 15.0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3.05 2.71 2.41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55 0.54 0.53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銅及其製品、木漿或其他纖維質材料之紙漿、紙或紙板之廢料及碎

料、食用果實及堅果、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

物及其調製品、鋼鐵、動物飼料、木及木製品、木炭、飲料、酒類

及醋、球莖、根及類似品、切花及裝飾用葉、無機化學品、貴金屬、

稀土金屬、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調製食用油脂、動植物蠟、蔬

菜、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調製品、鋁及其製品、礦石、熔

渣及礦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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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漆、植物膠、樹脂、其他植物汁液

及萃取物、鹽、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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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智利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

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鋼鐵製品、卑金屬

製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橡膠及其製品、光學、照相、

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人造纖維絲、

鋼鐵、傢俱、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傢俱、照明設備、

組合式建築物、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紡織品、有機化學產品、

雜項卑金屬製品、人造纖維棉、蛋白狀物質、改質澱粉、膠、酵素、

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278.3 419.4 429.9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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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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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智利的產業發展偏重服務業，服務業產值約占該國國內生產毛額 6成，其中又以金融服

務、個人服務、零售餐飲旅館、運輸通訊等產業之產值最高。智利首要工業仍為礦業，特別

是銅礦業，出口額占智利出口總額半數以上，約占國內生產毛額 (GDP)之 15.1%。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外商投資多數以大型能礦產業或公共基礎建設為主，目前已有逾 200個國際企業在智利

投資設立據點。主因為智利農、林、漁、礦天然資源豐富，申請投資計畫及審核快速且便宜，

政府對外國投資人視為國民給予優待，且政經環境穩定、基礎建設進步、人力資源豐富、經

營成本相對低廉、電訊服務發達及生活品質良好等優勢。

2012年的外人直接投資業別主要集中在礦業開採，其次分為服務業、水電瓦斯業、交通

及通訊業、製造業。主要投資國為加拿大、日本、西班牙及美國。

3. 當地華人經濟

現今華僑大都從事商業與服務業，商業活動有經營進出口業、成衣批發零售業、雜貨、

餐飲、織襪廠、木材廠、旅遊業與美耐皿產品等行業，大部份為小本經營。華僑大多聚居於

伊基克及阿利卡等城市，主要經營百貨業及進出口業，經營工業的有塑膠編製袋廠、棉睡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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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及織襪廠。根據官方統計，臺商多數集中在聖地牙哥市及智利北部伊基克，主要投資批發

零售、織襪廠、塑膠包裝廠、旅遊業與食品加工等行業。當地臺商大多為早期移民，未經由

智利政府登記，所以實際上臺商投資人數遠遠超過於我國官方記錄。此外，智利更於 2010

年成為 OECD會員，顯示經濟環境的穩定性，有利於吸引外國投資人投資，更進一步創造智

利國內工作機會。

4. 小結

智利由於天然資源與人力資源豐富及政經環境穩定，又與許多國家簽有 FTA，為中南美

洲極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若臺商考慮到中南美洲投資，即可藉由智利給予外國投資人平等

的待遇及開放的政策，將智利視為進入該地區的前進基地。不過智利對於勞工過度保護，致

使效率已不理想的勞工更加散漫，且允許勞工跨單位組成工會，常常使企業主在糾紛中處於

不利地位。此外，稅賦制度繁重，且無法以關說或其他通融方式處理，在進行商務活動時，

須絕對遵守法令，以免遭受重罰。因智利主要語言為西班牙文，故正式文件均需由西班牙文

書寫，常常使外國投資人造成困擾，若稍有不慎，恐會觸及當地法律，受司法機構鉅額的罰

款，且因其部份基礎設備尚在升級當中，故在投資前務必深思熟慮當地環境是否適合投資。

（八）哥倫比亞（Rublic of Colombi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哥倫比亞 2012年的失業率為 10.4%。通貨膨脹率則從 2011年的 3.4%減少到 2012年的

3.2%。2011年的 GDP總值為 3,276.26億美元，2012年則持續增長到 3,660.2億美元。經濟

成長率則由 2011年的 6.6%下降到 2012年的 4.0%。過去阻礙哥國經濟的原因主要為毒梟橫

行、政治不安定、司法系統腐化及基礎建設不足，但近年哥國政府逐漸重視這些問題，並大

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根據哥國中央銀行統計，至 2012年 8月底止，總外債達 775.9億美元，

占 GDP之 20.8%，其中政府外債占 11.9%（443.91億美元），民間外債達 2.9%。

哥倫比亞內戰頻繁，至目前為止，政府軍和游擊隊還在纏鬥，聯合國估計該國有 400-

500萬人逃難，約占該國總人口 10％。哥倫比亞資料，哥倫比亞賭場服務業隨著哥國人均所

得增加而呈現一片欣欣向榮。報告指出，哥國 2012年至 2015年賭場營業規模可望從 5.3億

美元升至 6億美元。在拉美國家中，哥國賭場市場之規模，居阿根廷 (26億美元 )、墨西哥 (6.2

億美元 )、智利 (5.8億美元 )等之後。

（2）貿易概況

2012年哥國進出口貿易額達 1,182億美元，其中出口為 596億美元，進口為 586億美元。

哥國自由貿易區進口主要來源為美國、中國大陸、巴西；出口市場主要為美國、瓜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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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與我國貿易方面，2012年我國對哥國貿易總額為 4.85億美元，較 2011年 5.82億

美元微幅下滑，2012年我國對哥國的貿易順差為 3.33億美元，較 2011年貿易順差 2.2.億美

元上升。據哥國商工觀光部長 Sergio Diaz-Granados表示：儘管國際形勢嚴峻，但受惠於與

美國之自由貿易協定（西文 Tratado de LibreComercio, TLC）的簽訂，哥倫比亞對美國出口

還是繼續攀升，高科技產品增加 8.8%，而傳統產品則增長 7.7%。

根據歐盟委員會公布的資訊，歐盟將與同屬安地斯共同體的秘魯和哥倫比亞簽署三邊自

由貿易協定。對於歐盟來說，這不僅代表歐盟在南美洲自貿策略取得突破。哥國商工觀光部

指出，哥國於 2012年實施第 1703號法規，該法規將哥國非生產之資本財及原物料進口關稅

降至 0%，效期 1年。為協助哥國發展工業、農產加工業及產業升級，已將 3095筆稅項之上

述貨物免除關稅。哥倫比亞是全球僅次於荷蘭的第二大花卉出口國，主要出口國家為美國、

荷蘭、俄羅斯、西班牙及日本。哥國花卉出口產業目前正遭受成本高漲、哥國貨幣比索 (Peso)

匯率強勢升值等因素所苦，極須有效減少成本。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2011年墨西哥修改 FTA內容，允許進口哥國不帶骨牛肉及奶粉，使哥國對墨國的貿易

順差增加。2011年哥國與墨西哥、智利和祕魯共同成立四國經貿集團，運用四國地理位置、

文化和經濟背景類似之特色，未來將一同開發市場、增加就業機會、擴展互惠關稅貿易，以

加強國際競爭力，且其他三國將會支持哥國入會 APEC。哥國商工觀光部表示，於 2012年

12月與日本展開「經濟合作協議」談判，這是繼哥國與韓國完成 FTA談判後之另一進軍亞

洲的進展。

表 2-3-8 哥倫比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哥倫比亞共和國（Republic of Colombia）

地理位置
南美洲北部、西瀕北太平洋、北瀕加勒比海、海岸線共長 3,208公里。

國土分別與巴拿馬、委內瑞拉、巴西及厄瓜多接壤。

氣候
沿海地帶和東部平原為熱帶氣候，因位於赤道地區，白天和晚上溫

差不大；中、西、南部高原地帶為涼爽之溫帶氣候。

政治體制 共和國體 /總統制，三權分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執政黨：La U黨（Partido Social de UnidadNacional）

總統：胡安‧曼努埃爾‧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

語言 西班牙文（Spanish）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波哥大（Bogot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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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哥倫比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國際機場

Alfonso Bonilla Arag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Cali International 

Airport）（CLO）, CamiloDaza International Airport（CUC）, El 

Dorado International Airport（BOG）, Ernesto Cortissoz International 

Airport（BAQ）, Palo Negro International Airport （Palonegro 

International Airport）（BGA）

重要港埠 Barranquilla, Buenaventura, Cartagena, Santa Marta, Turbo

天然資源 石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鎳、金、銅、綠寶石、水力發電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138,914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46.598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41

華人數（人，2012年） 4千餘人

華人所占比例（%） 0.01

臺僑人數（人，2012年） 300

臺僑所占比例（%） 0.0006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比索（Peso）

匯率（比索兌美元） 1USD：1,765COP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4.3 6.6 4.0 4.1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2.3 3.4 3.2 2.2

失業率（%） 11.8 10.8 10.4 10.5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2,848.77 3,276.26 3,660.2 3,884.18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6,259 7,114 7,855 8,238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397 565 596

進口值（億美元） 407 547 586

貿易餘額（億美元） -10 18 10

貿易依存度（%） 28.0 33.9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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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哥倫比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出口產品 石油、咖啡、煤炭、鎳、綠寶石、服裝、香蕉、鮮花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委內瑞拉、厄瓜多

主要進口產品 工業設備、運輸設備、消費品、化工、紙製品、燃料、電力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巴西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2.61 1.81 0.76

對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2.83 4.01 4.09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22 -2.2 -3.33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65 0.32 0.13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69 0.73 0.70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鋼鐵、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有機化學產品、鋁及其製品、糖及糖果、

銅及其製品、精油及樹脂狀物質、香水、化粧品或盥洗用品、陶瓷

產品、醫藥品、木及木製品、木炭、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魚類、

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塑膠及其製品、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機

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鋼鐵、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人造纖維絲、

人造纖維棉、鋼鐵製品、橡膠及其製品、棉花、有機化學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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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存底（億美元） 280.8 310.0 370.0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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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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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根據哥倫比亞中央銀行統計，至 2012年 10月底止，外人直接投資總額達 139.88億美元，

較 2011年同期之 122.64億美元增加，金額超過 2011年全年的 134億 5,400萬美元。總體外

人投資中，採油及採礦業部分為 114.11億美元，占總額的 81.58%。根據哥國全國企業者協

會（ANDI）最新研究報告，拉丁美洲經商環境指數持續下滑，從 2012年 4月的 5.2%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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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月的 4.8%，此數字也比近 10年來平均指數 5.1%為低。

美國與委內瑞拉同為哥國在美洲的最大貿易國，也是哥國前兩大貿易夥伴，主要投資項

目為能源、交通、通訊及餐飲。中國大陸、日本和南韓同為哥國在亞洲的重要貿易國，中國

大陸在低價商品具有優勢。日本主要外銷汽車、家電和零組件等，雖售價昂貴，但品質受到

消費者肯定，日本在哥國成立商會，積極提升形象和推銷產品。此外，日本更在 2011年 9

月 12日與哥國共同簽署 EPA，希望能加強雙邊貿易關係，日本的經商模式值得我方在未來

投資哥國時參考。南韓在哥國主要銷售汽車和家電，因售價略低於日本，再加上強力行銷，

使得哥國處處可見南韓商品。

哥倫比亞東北部地區為一巨大煤礦區，該區最大礦產公司為 El Cerrejón。然而，人權

組織報告，該企業為了開礦而計劃更改河道，並強制當地居民遷村，且開採所釋出的煤

塵使煤礦工人及鄰近居民染病。根據哥國資料，智利 CENCOSUD通路商（經營品牌包含

JUMBO、SANTA ISABEL）以 20億歐元購買哥國之家樂福經營權。新進大型投資案例為智

利 Corpbanca銀行以 12.8億美元購買哥國 HelmBank，Corpbanca銀行亦以 12億美元購買哥

國之 Banco Santander。日本兒童遊樂場 YUKIDS看好哥倫比亞發展，斥資 32萬美元投資哥

國市場，設立兒童遊樂設施。

美國公司 CORPAC將在哥倫比亞投資興建輸送管廠。該投資可供應哥國市場以及出口，

投資後預計可生產 15萬公噸之輸送管，CORPAC之鋼製輸送管主要用於輸送石油。發跡於

美國之 P.F.Chang´s中式餐飲連鎖投資哥國，並將複製在智利及阿根廷的成功經營模式至哥國。

3. 當地華人經濟

哥國目前華僑人數不多，散居在哥國 27個城市內，居住在聖馬爾塔市和卡塔赫納市的

約有 22%，居住在巴蘭基利亞的約有 49%，其餘約居住在波哥大。早期華僑大多由美國、墨

西哥和巴拿馬等國移入哥國，哥國華僑多數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工作，與當

地民眾相處融洽。哥國曾宣佈禁令，禁止華僑移入，但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解禁。早年在哥

國的華僑，大多都抱持勤勞的態度經營雜貨店、洗衣店及菜園。現在華僑經營的餐廳已達兩

百家，其他華僑仍經營雜貨店或從事工業，主要類型有製鞋廠、成衣廠及塑膠廠等。

因語言、文化和治安等問題，使得我國與哥國在經貿合作上十分疏遠。我國華僑大多在

哥國經營傳統行業，主要項目有照片沖洗業、服務業、餐飲業和製造業。在 1990年後我國

有少數企業在當地投資醬油、皮件、運動鞋褲及傢俱等。哥國已和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和

宏都拉斯等國簽署 FTA，哥國與其他國家的互惠關係有利於我國企業投資。我國經濟部指出，

近來有我國商人經網路資料聯繫哥倫比亞貿易商進口熱帶魚，惟匯款至哥國後，幾經催促哥

商均不履約出貨，故呼籲我國商人與哥國進行交易時千萬小心，事先徵信可避免日後貿易糾

紛與財物損失。

駐哥倫比亞代表處 2012年應邀參觀哥倫比亞證券、彩券、公立學校試卷、護照等印刷

公司 Thomas Greg & Sons(TGS)及資料倉儲管理資料數位化及倉儲管理公司 Thomas MTI，

受到該集團高階主管之熱誠接待，雙方就哥國經濟情勢、臺哥經貿關係、兩岸關係等交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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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此外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於 2012年 9月至 10月在哥倫比亞進行拓銷活動，駐哥

倫比亞代表處經濟組也全力協助籌劃相關活動，舉辦貿易洽談會，現場計有 118家哥國買主

參加洽談，成交金額 978.5萬美元，成績豐碩。

4. 小結

哥國位處南美洲北端，同時擁有太平洋與大西洋海港，地理位置優越，鄰近重要市場，

且具有便宜的勞動成本，又與多國簽定經貿協定。但哥國政治問題棘手且弊案頻傳，且長期

內戰，已嚴重內耗，加上毒梟猖獗，重創國家形象。近年來哥國政府積極進行基礎建設和吸

引外人投資，使哥國具發展潛力。但哥國政府對於勞方給予相當之保護，每年皆會調漲基本

薪資，除了宣佈最低薪資外，尚補貼被雇者醫療保險、退休金及相關補貼金，故在進行投資

前仍需仔細評估當地環境是否適合投資。歐盟與秘魯、哥倫比亞的三方自由貿易協定自 2013

年 2月 1日開始生效。該協定目的在於消除所有工業和漁業產品關稅，擴大農產品市場、減

少貿易障礙及提高市場透明度等。協定內容除了各項貿易協議外，另包括人權保護和仲裁機

制等條款。這項協定的簽署將為秘魯農漁產品、製造業尤其是紡織、製鞋和金屬機械等行業，

帶來更多商機。

（九）薩爾瓦多（Republic of El Salvador）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2012年薩爾瓦多的全球競爭力排名與 2011年相較下滑 10名，在全球受評 144個國家中

排名第 91名，為中美洲倒數第 2國家。薩爾瓦多為拉丁美洲經濟發展較緩慢的國家，2012

年經濟成長率僅為 1.6%。在美國經濟成長緩慢及歐債危機籠罩全球之下，薩國經濟遭到波及

而成長遲慢。薩國 2012年每人平均 GDP為 3,823美元，與 2011年相比有微幅的成長。此外，

原物料價格趨於穩定，CPI大幅下降到 1.7%。

薩國債臺高築，截至 2012年 5月，債務累計 131億 8,700萬美元。IMF已暫緩對薩爾瓦

多之貸款，各國際金融機構也緊縮對薩國之借貸，迫使薩爾瓦多需向其他外國或國內公私人

機購借貸，也導致舉債不易、借貸利率提高之困境。惠譽國際評級 (Fitch Ratings)將薩爾瓦

多的債務評等展望由「穩定」調降為「負面」，並指出薩國經濟至少一年內將呈現停滯或遲

緩成長，復甦不易。

（2）貿易概況

依據薩國中央銀行資料，2012年薩國出口額 53億美元，較 2011年之 50億美元成長

0.58%。去年薩國主要出口產品之紡織成衣出口成長 4.31％，出口金額較前年增加 6,820萬

美元，為 16.5億美元，主要出口市場為宏都拉斯、墨西哥、瓜地馬拉、美國及多明尼加。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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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向來為薩國主要出口產品，但去年咖啡國際價格下滑，薩咖啡出口 3.11億美元，較 2011

年減少 35.3％。2012年進口額 103億美元，較 2011年之 101億美元，成長 2.0％。2012年

貿易赤字為 50億美元，較 2011年之 51億美元減少 1億美元，貿易赤字減少 3％。

薩爾瓦多所生產之蜂蜜，近年來已成功打入歐洲市場，成果較其他中美洲國家更為出色，

德國為薩國蜂蜜最大出口國。薩爾瓦多出口商協會（COEXPORT）理事長Silvia Cuellar表示，

薩國 40％銷美國產品因被美國食品管理局（FDA）列為標示錯誤、產品資料不全、或成分標

示不明而被拒絕進口，以致該等貨品遭退回薩國或於美國就地銷毀，現已成為薩爾瓦多產品

輸美之最大困擾及阻礙。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薩國政府為增加就業及活絡經濟，在 2011年提出 12億美元的公共建設計畫。此外，也

同時實行相關配套措施，包括調整「公共投資全國委員會」職能，建立仿照「聯合國」體系

管考制度，追踪公共投資之進度，以避免計畫延宕，及建請國會通過「政府採購法」（Ley 

de adquisicionesy contrataciones, LACAP）改革方案，以增進政府效率。

目前薩國政府財政狀況相當困難，需要一個成熟的政策及全國協商始可逐漸改善。因此

薩國政府、企業及民間應共同尋求一個財政方案，包括收入來源及其用途、執行計畫透明度，

及對政府財政困難情況對症下藥。自 2009年至 2012年，薩爾瓦多人民每人平均背負政府債

務金額增加 426.42億美元。因此建議薩國政府應減少支出、節省公帑與防制貪污。2012年

薩國稅收將增加 10%，但公共支出超過 18%，仍處於政府收支不平衡狀況。

表 2-3-9 薩爾瓦多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薩爾瓦多共和國（Republic of El Salvador）

地理位置

薩國位處中美洲北部，為中美洲面積最小之國家，西北鄰接瓜地馬

拉，東北與宏都拉斯交界，西面濱臨太平洋，東南鄰近馮瑟卡灣

（Golfo de Fonseca）。

氣候

亞熱帶氣候，沿海地區氣候較熱，內地高山及北部較為涼爽。分乾

季和雨季，乾季約 12~4月，雨季約 5~11月。城市多在山坡地與丘
陵通風處，不會覺得潮濕。北部山區因地勢與緯度高些，故冬季（旱

季）晚上氣候寒冷。

政治體制 共和國，總統制，採三權分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馬蒂民族解放陣線黨（FMLN）/傅內斯（Mauricio Funes）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人口約 250萬人，第二大城聖

塔娜（Santa Ana）約 27萬人，第三大城聖米蓋爾（San Vicente）約

28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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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 薩爾瓦多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國際機場 Deputado Luis Eduardo Magalha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重要港埠 Acajutla, Puerto Cutuco

天然資源
蘊藏少量之金、銀、銅、鐵、汞、鋁、鋅、石灰，目前僅開採金、銀、

岩鹽及石灰。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1,040

人口數（人，2012年） 5,945,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82

華人數（人，2012年） 2千

華人所占比例（%） 0.03

臺僑人數（人，2012年） 300

臺僑所占比例（%） 0.01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美金

匯率（美元兌美元） （以美元為通行貨幣）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1.4 2.0 1.6 1.6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2 5.1 1.7 1.9

失業率（%） 5.8 5.8 5.5 5.3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214.18 230.95 238.16 246.18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3,467 3,723 3,823 3,935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45 50 53

進口值（億美元） 85 101 103

貿易餘額（億美元） -40 -51 -50

貿易依存度（%） 61.3 66.3 65.1

主要出口產品 加工區外銷成衣產品、加工食品、蔗糖、咖啡、藥品、塑膠製品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國家、墨西哥、德國、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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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 薩爾瓦多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進口產品 外銷產品原料、各類車輛及零件、機械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國家、墨西哥、中

國大陸、巴西

對我國之出口值（百萬美元） 20 130 14

自我國之進口值（百萬美元） 78.2 62.2 140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百萬美元） -58.2 67.8 -12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44 2.6 0.26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92 0.62 1.36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糖及糖果、木漿或其他纖維質材料之紙漿、紙或紙板之廢料

及碎料、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飼料、鋁及其

製品、針織或鈎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紀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

物之零附件、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塑膠及其製品、鞋靴、綁

腿及類似品之零件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塑膠及其製品、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人造纖維絲、鐵路及電

車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附件、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

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紀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附件、

針織品或鈎針織品、鋼鐵、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

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灰泥、墨類、

橡膠及其製品、鋼鐵製品、人造纖維棉、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

紡織物、工業用紡織物、傢俱、寢具、軟墊及類似充填傢俱、未列

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名牌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物

外匯存底（億美元） 28.83 25.04 26.23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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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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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薩國近年來已轉型為以工業為主的經濟型態，並將服務與觀光業列為重點發展項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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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商業、旅館餐飲業與金融業為主要產業，其次是農牧業與工業。因薩國對美國簽訂之

FTA中提供農、工產品輸美優惠，故其薩國也鼓勵農業種植，如種植咖啡、蔗糖、基本穀類

（玉米、高梁、稻米、豆類）及棉花。觀光業為薩國近年來積極推廣之產業，除參加國際觀

光展，該國觀光部也規畫新的旅遊景點及改善太陽海岸和自然生態保護公園等設施，以推動

薩國海灘觀光業發展。薩爾瓦多觀光部宣布，2012年首季共有約 40萬人次的觀光客入境薩

爾瓦多，帶動薩國觀光業成長約 6%。薩國政府在全國各地以及國際市場推展薩國觀光的政

策已見成效，尤其是吸引大批美國和中美洲鄰國觀光客的前來。薩爾瓦多 2012全年的觀光

收入為 7.5億美元。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薩爾瓦多 2012年外人直接投資金額 4.62億美元，累計金額達 86.35億美元，較 2011年

外人直接投資金額累計 81.72億美元，增加 5.6%。2012年薩國外人投資成長產業依次為：

電力供應、建築、金融及保險業及資訊與通訊業，其中金融及保險業外人投資金額 2.43億美

元，占總投資額 44.2%。薩爾瓦多除政府未積極採取有效策略吸引外資外，政府與民間企業

溝通不良，且朝野對立、政爭不已，而政府債務節節攀高，高達GDP之 55％，更為雪上加霜，

以致外人投資在中美洲排名敬陪末座。薩國需提出多項投資獎勵優惠誘因，及藉由加強財政、

金融穩定及結合公私部門之力量來吸引外資。

薩國因與美國簽訂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近年來約吸引 220家廠商前往設資，

加上其地理位置優越和完備的交通設施與基礎建設，可望發展成為「中美洲區域營運中心」。

服務業與紡織業為外資主要投資產業，但近年來中國大陸在紡織成衣產業發展快速，對薩國

紡織業形成極大競爭壓力，故該國政府目前積極鼓勵外資投資電子零組件、電腦週邊設備及

汽機車零件等高附加價值產業。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在 1890年後，首批華僑由美國與墨西哥等國移入，但人數不多，主要由於當時資源不

足與土地貧瘠之故，且當時薩國政府對於入境採嚴格管制。到 20世紀初，許多當地華人所

經營的商店由於該國政府的排擠政策紛紛破產倒閉，此情況至 1954年才逐漸改善。當地華

僑主要來自廣東省南海、中山及番禺等地。重要僑團組織為薩爾瓦多華僑總會、薩爾瓦多中

華文化協會、薩爾瓦多中華總商會、薩爾瓦多臺灣商會，以及全僑民主和平聯盟薩爾瓦多支

盟等僑團。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1990年以來，薩國頒佈一系列優惠政策，如「促進暨保障外國人投資法」及「自由區

保稅法」等。同時該國也適用美國「加勒比海盆地經濟振興方案」，故部分華人成衣商將工

廠移至薩國，此優惠政策使薩國成為目前中美洲國家中少數有能力製造合成纖維紡織品的國

家，並成為美國第 11大紡織品供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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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聖薩爾瓦多是大部份的華僑的群聚之地，他們主要以經商為生，其中經營雜貨店與

百貨商行的業者大多進口中國大陸與臺灣的貨品，再以批發或零售的方式售予當地人。餐飲

業為當地華人的傳統行業，並深受當地居民喜愛。近年來電腦相關產業發展迅速，已有華僑

順應此潮流在薩國創業，例如關家祥已取得宏碁、康柏、微軟及 Toyota汽車之代理權，在當

地有很好的發展。

（3）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根據薩國政府資料顯示，凡我國輸往美國之高關稅產品均可在薩國投資，此優惠尤其適

合如紡織成衣業、農產品加工業、電子組裝業及觀光業。臺商可利用中美洲國家與美國簽署

之自由貿易協定之優惠，將產品輸往中美洲各國、美國及其他與薩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

家。然需注意薩國之原物料及半成品仍仰賴進口，原料成本較高，且距離遙遠。若欲長期投

資，也需特別注意治安惡化影響外資投資之問題。

4. 小結

近年來，薩國政府除積極參加國際觀光展以推動該國觀光，也與美國與波蘭合作，期盼

吸引外人投資流入。臺商可利用 CAFTA之優惠條件，由薩國輸出產品至中美洲各國、美國

及其他與薩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之國家。我國廠商若有意赴薩國投資，建議可多加利用當地

有利之資源及市場條件，並且與當地廠商建立合作關係，以開拓投資機會。

（十）瓜地馬拉（The Republic of Guatemal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2012年全球 144個國家競爭力評比中，瓜地馬拉名列第 84名，居中美洲區域第 2名。

該報告指出，瓜地馬拉教育問題及暴力犯罪是國家競爭力最大阻礙。瓜國的經濟成長率為

3.0%，呈現衰退狀態。2012年 GDP總值增加到 498.8億美元，為近年來的新高紀錄。每人

平均 GDP也增加為 3,302美元，也在近幾年持續上升。因瓜政府缺乏透明化相關政策，2012

年瓜地馬拉貪污指數排名第 113位。2012年 5月瓜地馬拉已與 7個國家簽署資訊交流協定。

（2）貿易概況

據 IMF資料顯示，2012年瓜國出口總額達 71億美元，2011年之 72億美元相去不遠。

其中主要出口產品為成衣、咖啡、礦產品、蔗糖與香蕉。另外，2012年進口總額達 149億美

元。瓜國主要傳統產業為咖啡、蔗糖、豆蔻、香蕉等。非傳統產業出口表現優異，年成長率

約 17%，包括迷你蔬菜及熱帶水果、觀賞植物及製造業等。

為尋找新市場為出口成長關鍵，應儘速通過與墨西哥統一自由貿易協定及中美洲與歐盟

自由貿易協定，以加強拓展。此外，瓜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FTA)，以中美洲集體或雙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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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積極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以利出口拓銷。目前已與美國等 11國家簽署並生效。瓜地馬拉

是全球五大香蕉產國及出口國之一。香蕉占農業國內生產毛額比重 17%及國內生產毛額比重

2%。全球香蕉最大消費國為美國，歐盟次之，其他為日本、俄羅斯、加拿大、波蘭、大陸及

韓國等。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瓜國政府於 2011年提出「2012-2021年國家競爭力計畫」，以改善該國經商環境，希望

進一步吸引外人投資，主要內容為：提供教育及培訓作業，提昇勞動水準及素質；改善糧食

安全，以提昇國民健康；加強機關之現代化，提昇經濟發展及生產力；確保環境永續性；促

進鄉村發展及強化基礎建設。2012年 1月至 8月共核發 3,165件建照，較上年同期增加 282件，

業界肯定房市發展，然而 2013年 1月起實施首次不動產買賣稅，將由財政部賦稅署（SAT）

接手管理，且該稅款係由建商或購屋者繳稅仍狀況不清楚，造成營建業陷入停滯狀態，造成

房市冷卻。

2012年 2月瓜地馬拉國會以國家緊急之需，通過瓜地馬拉「賦稅更新法」法令。其中加

值營業稅（IVA）部分將增加課徵首次不動產買賣稅 12%，嗣後不動產買賣稅則僅為 3%，並

於 2013年 1月起實施。

表 2-3-10 瓜地馬拉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瓜地馬拉共和國（Republic of Guatemala）

地理位置
中美洲北部，西、北方接墨西哥東南界，東臨貝里斯、濱加勒比海

毗鄰宏都拉斯，東南與薩爾瓦多接壤，西南臨太平洋。

氣候
地處亞熱帶氣候，近加勒比海區酷熱而潮濕，太平洋沿岸炎熱而乾

燥，中央高原地區涼爽宜人，常年氣溫 15-25℃。

政治體制 共和國 /總統制，總統為元首兼行政首長，任期 4年，終身不得重選。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愛國黨 /培瑞茲（Otto Pérez Molina）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瓜地馬拉市（Ciudad de Guatemala）位於海拔 1,500公尺高地，故全

年氣候涼爽，人口約 130萬人。瓜國第二大城 Xejalú為西部重要經

貿城市。

主要國際機場 La Aurora International Airport（GUA）

重要港埠 Puerto Quetzal, Santo Tomas de Castilla

天然資源

農產品以咖啡、蔗糖、香蕉、木材、豆蔻、蔬菜、水果、花卉、稻

米及橡膠居多。產少量石油，且大多外銷。其他天然資源尚包括：

硬玉、大理石、石灰石、鎳礦、水力、地熱等，但均未充分開發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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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0 瓜地馬拉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08,890

人口數（人，2012年） 15,105,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38

華人數（人，2012年） 1.6萬

華人所占比例（%） 0.11

臺僑人數（人，2012年） 不及千人

臺僑所占比例（%） 0.003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Quetzal（GTQ）

匯率（Quetzal兌美元） 1USD：7.639GTQ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2.9 4.2 3.0 3.3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3.9 6.2 3.8 4.3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413.41 469.8 498.8 528.67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875 3,188 3,302 3,415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59 72 71

進口值（億美元） 121 145 149

貿易餘額（億美元） -62 -73 -78

貿易依存度（%） 43.7 46.3 44.1

主要出口產品 咖啡、蔗糖、香蕉、豆蔻、成衣、化學品、生鮮蔬菜等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加

拿大、多明尼加、德國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及電子零件、運輸設備、化工品、礦產品、金屬及其製品等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墨西哥、中國大陸、南韓、中美洲國家、日本、荷蘭、巴西、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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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0 瓜地馬拉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之出口值（百萬美元） 71.6 105.1 68.8

自我國之進口值（百萬美元） 81.7 70.7 187.4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百萬美元） -10.1 34.4 -118.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21 1.46 0.97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67 0.49 1.26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糖及糖果、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菸（包括菸葉及菸類）及菸

葉代用品、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鋼鐵、

鋁及其製品、木漿或其他纖維質材料之紙漿、紙或紙板之廢料及碎

料、鋅及其製品、木及木製品、木炭、針織或鈎針織之衣著及服飾

附屬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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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雜項化學產品、鐵路及電車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附件、電機與設

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紀錄機及重放

機及上述各物之零附件、塑膠及其製品、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人造纖維絲、鋼鐵、橡膠及其製品、針織品或鈎針織品、鋼鐵製品、

雜項金屬製品、傢俱、寢具、軟墊及類似充填傢俱、未列名之燈具

及照明配件及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物、玩具、遊

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紙、紙板、紙漿及紙板之製品、

人造纖維棉、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燃線、繩、索、

纜及其製品、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

及其他著色料、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灰泥、墨類

外匯存底（億美元） 59.50 61.84 63.11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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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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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農業為瓜國最主要的產業之一，其農業就業人口超過兩百萬人，年度總產值占 GDP比

重約為 13.3%。工業部門包含製造業、建築業、礦業及水電業，其總產值占 GDP比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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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製造業主要出口農產加工品、塑膠類製品、紙類製品和化妝品等，主要外銷市場為

美國、中美洲各國及墨西哥。其他如紡織品、鞋業、傢俱及化學產品亦為該國之重要製造業。

此外，服務業占其 GDP之 58.6%，其中以批發商及零售商為大宗。

據統計，2011-2012年度瓜地馬拉咖啡出口共計 372萬 1,388包，表現良好。主要出口市

場為美國，占瓜國咖啡出口總額 45%。瓜國咖啡協會 (ANACAFE)近年來致力瓜國咖啡為頂

級咖啡之形象推廣，並將提供業者技術援助，及開發多重銷售管道，如網路拍賣方式，以提

高瓜國咖啡產品價格及市場銷售。咖啡為瓜國最重要的出口產品，種植面積達 276,000公頃，

瓜國為全球第五大咖啡生產國。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瓜國外資主要來源為美國及墨西哥。美國企業主要投資於旅館、通訊、航空、石油、金

融、國際物流及量販店，而墨西哥企業主要投資農產食品加工、營建、電信、交通、金融及

影視娛樂業。因運輸成本較低、貿易進入障礙不大等原因，有助於吸引外商來瓜國投資，但

當地治安不佳，暴力案件頻傳，貪汙普遍及教育不普及等因素嚴重影響外資進入之意願。瓜

國與哥倫比亞在簽署 FTA後，哥國即在瓜國投資發電廠，並取得金額高達 3.7至 4.2億美元

的發電網招標案。南韓廠商將該國市場定位在中低價位，透過大肆宣傳及低廉價格，在手機、

家電及電腦產品的市場佔有率逐漸提高，市場反應也相當熱絡。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1856年時就有中國人移居瓜地馬拉，到 1897年時，華僑人數達一千多人，但瓜國政府

也開始對華僑採限制性政策，如 1936年禁止華僑增設商店及擴充門面，並管制出入境，直

到 1944年限制才略為放寬。20世紀初，華僑人數已增加到兩千多人，其中多數已入瓜國國

籍。1980年代後，又有一批華人從香港、臺灣及澳門等地移入瓜國，當地華僑多聚集於首都

瓜地馬拉城及一些海港城市，當地華僑大多經營雜貨店、超級市場或中餐館，其他則經營進

口業、運輸業、化工廠、製冰廠及咖啡廠等。

華僑後裔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或專業訓練，在當地相當活躍，如擔任政府公職或民意代

表。125戶的臺灣移民中較熱心公益者，組成了兩個重要的商會組織 : 「瓜地馬拉臺灣商會」、

「中美洲瓜地馬拉中華商會」，兩會會員多有重疊之處。臺灣商會為最大之組織，成立於

1986年，目前登記會員 81名。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臺瓜兩國邦交良好，我國與瓜國有食品加工發展計畫與「CA-9號公路建構與拓寬工程」

等合作計畫，臺商如有投資意願，均可向外交部、僑委會與當地僑團諮詢。百貨批發及零售、

餐飲、美耐皿餐具生產工廠、汽車、摩托車修理及零組件販賣、電動玩具、食品加工廠、進

出口代理商、名牌運動鞋代理商、鞋材進口批發等均為當地臺商已投資發展之產業。

此外，有鑒於瓜國企業界多年來渴望我國協助拓展中國大陸市場，並持續呼籲瓜國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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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設立商務辦事處請求下，我駐瓜地馬拉大使館孫大使認為除我國內研擬協助拓展措施

外，在瓜國成立「臺瓜商會」具有必要性。我國臺商在瓜國投資以臺塑集團長庚生技公司董

事長之個人投資為大宗，為與當地廠商合作興建平價國民住宅及社區開發，提供中低收入戶

居住環境。其餘投資為百貨批發及零售、泡麵生產、餐飲、名牌運動鞋代理、咖啡及機車零

件進出口代理、旅行社、電腦週邊、旅館、東方蔬菜及火龍果種植等，皆屬小型投資。

（3）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瓜國近年來加工業蓬勃發展，以成衣、鞋類製造、電子電器產品裝配加工為主，其產品

並享有美國 GSP及 CBI之優惠待遇。臺商可藉由瓜國的優越地理位置及已生效之臺瓜自由

貿易協定，做為進入中美洲市場之跳板，並運用其有利之資源及市場條件，進入該國營建、

發電、海空運輸、電信、紡織，及食品加工業。但瓜國治安不佳，暴力犯罪頻傳，當地商人

因需自費僱用保全人員及加裝安全系統或防彈設備，因此投資成本較高。此外，瓜國教育不

普及，因此勞工教育水準與工作能力較差，因此臺商若欲前往投資，須留意此類問題。

2012年瓜國地震，我國駐瓜地馬拉大使館立即向瓜國高層首長致意並表達救援意願，並

結合慈濟及發起臺商泡麵廠及旅居瓜國僑社等一起進行救援活動，此次地震災區約有 6家臺

商受損。

4. 小結

瓜國與墨西哥及秘魯在簽訂 FTA後，提高了該國與其貿易夥伴間的貿易量。而臺商也可

藉 CAFTA進入該國設立據點，進而拓展美國市場。瓜國的治安問題日益嚴重，臺商前往投

資設廠時，除需先了解該國市場脈動，也需注意自身安危。瓜國新政府執政後，密切與企業

界合作，推動外貿發展及增加就業機會以消除貧窮，並提出「2012-2021年國家競爭力計畫」，

改善其經商環境，以吸引外資進入。

（十一）海地（Republic of Haiti）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海地 2012年 GDP總值為 79.02億美元，為近年來最高，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為 759

美元，也較往年增加，應與其災後重建國內需求大幅提升有關。海地雖受到 2010年初的大

地震影響，但 IMF資料顯示海地 2011及 2012經濟成長率為 5.6%及 2.8%，與 2010年的負

成長相比改善許多，顯示已逐漸走出先前地震的影響。

（2）貿易概況

海地的經濟主要倚靠農業，但因其技術和基礎設施較落後，尚無法自給自足，是世界上

低度開發的國家之一。主要農業產品有咖啡、棉花、芒果、高梁、香蕉、可可、稻米與甘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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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芒果的種植與外銷較為成功，而稻米的產量在加入WTO後，逐年下降，改種其他經

濟價值較高的農作物。海地的勞工充足且工資低廉，在農業加工業上小有基本基礎，但其他

工業基礎則較為薄弱。海地境內共有 5個工業區，主要集中於太子港，成衣加工為主要產業，

占出口總值三分之二，其他產業為原料加工、建築材料、製糖、製鞋等。海地亦是世界上最

貧窮的國家之一，社會貧富差距嚴重，文盲率超過全國一半人口，80%的人屬於赤貧狀態，

僅 10%人口屬於富裕。由於政府無妥善的城市規劃，使得城鄉差距嚴重，首都太子港內雖聚

集工商業，但貧民窟與商業區比鄰仍為首都內常見景象。近年來治安不穩和缺乏水電基礎設

備，是外資不前往設廠之主因。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海地政府主要發展重心在改善其國營企業經營模式、穩定貨幣、增加稅收、爭取外援、

減免外債、控制通貨膨脹、鼓勵外人投資，促進成長與創造就業機會。為了吸引外資，海地

在貿易上提供 15年內享有地方稅賦全免、進口促進當地發展之資本物品可享有免關稅及貨

物稅、15年內享有所得稅全免，之後享有部分減免等優惠。美國是海地最大進口國，部分商

品可享有免關稅優惠。加拿大對當地紡織品進口量亦未管制。海地在 2010年初發生強烈地

震造成嚴重傷亡，並有多處建築物倒塌，災後全球各國與民間組織紛紛提供救援，協助災後

重建與賑災，其中以美國、加拿大與歐盟提供較多的資助與捐贈。我國政府除援助 500萬美

金，也派遣救難隊前往救援，而我國民間組織如慈濟功德會等，也協助海地的災後重建與賑災。

表 2-3-11 海地基本資料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海地共和國（Republic of Haiti）

地理位置
位於西印度群島第二大島伊斯帕尼奧拉島西部，介於加勒比海和北

大西洋上，與多明尼加接壤。

氣候
屬於熱帶氣候，平原地區比較乾燥，山區比較濕潤，若處於向風坡

（山區東面），年降水量可達 1,905mm，背風坡則只有 559mm。

政治體制 共和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馬德立（Michel Joseph MARTELLY）

語言 法語、克雷奧語

首都及重要都市 首都為太子港（Port-au-Prince）

主要國際機場 Toussaint Louverture International Airport（PAP）

重要港埠 Cap-Haitien

天然資源 鋁礬土、銅、碳酸鈣、黃金、大理石和水力發電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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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1 海地基本資料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人口數（人，2012年） 10,163,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366

華人數（人，2012年） 約百人

華人所占比例（%） N.A.

臺僑人數（人，2012年） 數十人

臺僑所占比例（%） N.A.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古德（HTG）

匯率（古德兌美元） 1 USD；39.4701HTG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5.4 5.6 2.8 6.5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5.7 8.4 6.3 6.7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65.51 73.88 79.02 85.35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l，美元）
665 738 759 827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6 8 8

進口值（億美元） 31 30 32

貿易餘額（億美元） -25 -22 -24

貿易依存度（%） 56.5 51.4 50.6

主要出口產品 初級工業製品、芒果、代工成衣、咖啡、香精油及可哥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多明尼加、加拿大

主要進口產品 糧食、石油、工業製品、機械、運輸設備及原料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荷屬安地列斯、中國大陸、巴西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6,400,435 10,304,974 N.A.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7,614,987 7,540,520 N.A.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1,214,552 2,764,454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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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1 海地基本資料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06 1.29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25 0.25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鋁及其製品、

有機化學產品、銅及其製品、針織或鈎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非針織或非鈎針織之服飾、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精油及樹脂

狀物質，香水、化粧品或盥洗用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人造纖維棉、鐵路及電車以外之車輛及

其零附件、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

纜及其製品、有機化學產品、人造纖維絲、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傢俱、寢具、軟墊及類似充填傢俱、照明設備、組合式建築物、橡

膠及其製品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335.0 1,194.7 1,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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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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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美國、南韓和多明尼加為海地三大主要外資來源國，主要投資油料供應、銀行、電信、

航空、飲料、塑膠及手工藝等。外銷型紡織加工業非常適合海地發展，其原因有三：①由

於美國「加勒比海盆地方案」使海地紡織品可免關稅，且不受配額管制輸入美國；②成衣

業為勞力密集產業，且技術需求低，符合海地工資低廉及勞動力充沛的先天條件；③海地

無外匯管制，無資金流動上之障礙，利於國際企業投資。美國為海地的成衣外銷主要出口

國，主因為 2007年實施的海地機會夥伴促進法案（Haitian Hemispheric Opportunity through 

Partnership Encouragement Act, HOPE），該法案規定至 2018年特定類別紡織品可免關稅進

口美國。

海地勞工以傳統勞力為主，15歲以上僅有 52.9%的人識字，全國失業人口超過一半，工

資亦為西半球最低者，在勞力密集廠商眼中為一大優勢。近年來海地國內政治局勢及社會動

盪不安，造成經濟情勢不穩定，許多投資者紛紛轉移到周邊國家。海地政府欲挽回外資之信

心，除了盡力穩定社會情勢外，也對國內經濟進行結構性改革，加強治安以保護外商在海地

之生命安全，以及外商擁有水電優先供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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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海地與我國邦交超過 50年，多為民國 37~38年間移民至此的廣東籍人士，主要是姓方、

魏、李與王等十餘個家族，因大量與當地人通婚，其第二、三代的後裔大多不諳中文。在海

地目前無任何臺灣的僑團和僑教組織，中國大陸駐海地商務辦事處及參與聯合國駐海地穩定

特派團者（Minustah）計約百餘人。在海地各行各業中，不乏有第二、三代出類拔萃之華僑，

在情感及政治上均認同臺灣，積極關心瞭解臺灣當前情勢，並盼學習中文與認識中國文化。

目前在海地較為活躍與知名的臺商有海外工程公司、吳家園餐廳，以及宇鮮水產公司等。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目前我國計畫在未來設立太子港工業區，而我駐美大使金溥聰也於 2012年 12月代表政

府與泛美發展基金會（Pan Americ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PADF）簽署合作協議，進行

多年期的「海地東南部及鄰近多明尼加邊界災害防治計畫」。而我國協助海地安置 2010年

震災災民所建的「新希望村」可安置 200個受災戶，計 1000名災民，而我國政府後續還擬

輔導 200個受災戶耕種玉米、高梁、樹豆等雜糧作物以自給自足。海地政府則願意提供相關

基礎設施及配套優惠政策以吸引外資，目前已進入協商階段。目前海地華僑較活躍者為吳家

園中餐館及海外工程公司承攬我國援建工程，另有 3家成衣加工廠，約雇用 1,500名勞工；

此外，中國大陸的中興電信公司則為當地電信公司進行設備更新，其他產業為經銷中國大陸

的製鞋業。

4. 小結

近年來由於海地天災人禍不斷，政治情勢動盪不安，使外資望之卻步，造成適合海地發

展的成衣加工出口業也無法順利發展。為了改善此情形，海地政府制定許多配套方案，希望

藉由國際的資助，可以改善總體經濟環境。海地為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貧富差距非常大，

2010年初的大地震對海地更是帶來嚴重的打擊，國際上除了給予災後援助外，IMF也與海地

政府組成危機小組。在外界的眾多援助下，海地的經濟環境逐漸恢復災前水準，但國際間普

遍認為災後重建進度緩慢，海地政府需加快腳步。為挽回外資進入海地投資之信心，海地政

府對國內經濟進行結構性改革與開放，期望能穩定總體經濟。

（十二）宏都拉斯（Republic of Honduras）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2012年宏都拉斯經濟成長率為 3.3%。CPI下降至 5.2%。失業率持平為 4.4%，GDP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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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加為 183.88億美元，每人平均 GDP也上升至 2,242美元。宏國為經濟發展較遲緩國

家，過去 IMF及世界銀行對該國免除部分外債。2012年宏國咖啡大豐收，達 6.7百萬袋

(Quintales)，預計將為宏國賺取約 14億美元之外匯。宏國咖啡本年迄今外銷較去年增加約 10

萬袋。此外，根據 2012年西半球國家犯罪統計資料，全球十大危險城市中，宏都拉斯的汕

埠市（San Pedro Sula）平均每天至少 3起謀殺案，暴力嚴重程度居冠，治安情況相當不佳。

（2）貿易概況

2012年宏都拉斯出口主力為農產品，其中咖啡出口金額最大，其次為香蕉、棕櫚油、蔬

菜、香瓜、蔗糖、雪茄。宏國加工出口業主力為輸銷美國，但仍致力與其他國家簽訂 FTA。

宏都拉斯與加拿大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於 2013年實施。宏國除了在 2011年與歐盟和墨

西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外，也與瑞典政府成立 Open Trade Gate Sweden辦公室，目的在促進

宏國出口農產品、紡織品與海鮮產品至瑞典，這些產品若能順利進入瑞典市場，則宏國可藉

此進一步拓展北歐市場。宏國也與多明尼加達成協議，多國將借助宏國企業界經驗發展觀

光。而宏國有極佳之農產品與畜產品，多國擁有甘蔗酒與建材，雙方也將加強這些產品之貿

易往來。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宏國擁有豐富的金礦、銀礦及鋅礦等礦產，但因其民間企業缺乏技術而尚未開發，因此

該國政府與智利政府簽署礦業合作協議，期望藉由智利之技術與經驗，提升宏國礦產開採能

力。另外，宏國非法持有槍械情況氾濫，該國首都德古西加巴市（Tegucigalpa）與汕埠市（San 

Pedro Sula）名列全球治安最差十大城市之二。耐吉（Nike）和愛迪達（Addidas）也宣布因

工資及治安問題，決定將其加工廠遷至工資較低廉的尼加拉瓜，此外，美國和平組織也因治

安惡化問題，撤離在該國的辦事處，因此宏國政府目前正盡全力改善國內治安。

在 2011年，宏國與 IMF順利續約 Standby協定，該項協定為宏國最重要之外來援助。

宏國也獲得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ADB）未來三年 4.8億美元之

貸款，主要用於改善其公共管理體系、財政系統、社會保護系統、衛生系統、能源設施、自

然資源保護、觀光業與原住民文化保護，可望為宏國之基礎建設帶來不小助益。

表 2-3-12 宏都拉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宏都拉斯共和國（Republic of Honduras）

地理位置
中美洲，西與瓜地馬拉和薩爾瓦多交界，東南與尼加拉瓜接壤，北

臨加勒比海，南有一小段太平洋海岸。

氣候

宏國屬熱帶氣候，全年分乾、濕兩季，雨季為 6-10月，宏京位處海
拔約 1,000公尺左右之高地，年均溫為 20℃，宏北汕埠大市近海且
地勢低，則在 30℃左右。

政治體制 共和國體，總統制，採三權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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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2 宏都拉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國民黨 /羅博（Porfirio Lobo Sosa）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德古西加巴（Tegucigalpa）

主要國際機場
Toncontín International Airport（TGU）, Ramon Villeda Mora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SAP）

重要港埠 La Ceiba, Puerto Cortes, San Lorenzo, Tela

天然資源

主要產品為香蕉、糖、咖啡、棕櫚油、棉花、可哥、稻米、菸草、

馬鈴薯、柑橘、鳳梨、哈密瓜及西瓜、黑鈉金樹、蘆筍、椰子、玉

蜀黍、葛粉、豆類、蕃茄、蔬菜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12,090

人口數（人，2012年） 8,201,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73

華人數（人，2012年） 4千餘人

華人所占比例（%） 0.05

臺僑人數（人，2012年） 不及百人

臺僑所占比例（%） 0.0006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倫皮拉（HNL）

匯率（倫皮拉兌美元） 1USD：18.543HNL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2.8 3.6 3.3 3.3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4.7 6.8 5.2 5.7

失業率（%） 4.6 4.4 4.4 4.4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57.84 176.16 183.88 190.25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006 2,193 2,242 2,272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27 39 44

進口值（億美元） 71 9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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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2 宏都拉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貿易餘額（億美元） -44 -51 -51

貿易依存度（%） 63.8 74.2 75.6

主要出口產品 紡織品、魚蝦類、咖啡、香蕉、肉、糖、菸草、木製品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德國、薩爾瓦多、瓜地馬拉

主要進口產品 機器及電機設備、化學品、燃料、交通器材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墨西哥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25 0.46 0.15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53 0.33 0.25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28 0.13 -0.1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93 1.18 0.34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75 0.37 0.26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咖啡、茶、馬

黛茶及香料、木漿或其他纖維質材料之紙漿、紙或紙板之廢料及碎

料、針織或鈎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鋁及其製品；非針織或非

鈎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肉及食用雜碎、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菸（包括菸葉及菸類）及菸葉代用品、帽類及其零件、玩具、遊戲

品與運動用品、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

料及其他著色料、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灰泥、墨類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針織品或鈎針織品、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附件、機

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鋼鐵、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

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灰泥、

墨類、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棉花、橡膠及其製品、

人造纖維絲特殊梭織物、簇絨織物、花邊織物、掛毯、裝飾織物、

刺繡織物

外匯存底（億美元） 27.02 27.85 31.50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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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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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101年華僑經濟年鑑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美國投資金額居宏國外人投資之首，其投資項目主要為農產加工品、食品加工、汽

車、電腦、成衣、銀行、保險、石油、航空、海運及化工。美商 Fedex與宏國商會 (Grupo 

Gutiérrez Logistic)將合作投資 2,500萬美元，興建大型物流倉儲集散中心，以加強國際快遞

運輸服務。目前宏國外資主要來自美國、南韓、中國大陸、香港與歐盟。南韓主要投資成衣

廠及其上、中游之原物料工廠，以美國為目標市場。其他如礦業、服務業和金融業方面，外

資也有相當多的投資，如香港匯豐銀行（HSBC）及美國花旗銀行（Citi Bank）併購當地銀行。

另外，觀光業為新興產業，宏國政府將觀光業列為該國 2012年的重點發展項目。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19世紀末，中國大陸廣東的契約華工為首批到達宏國的華僑。早期華僑多經營雜貨生意，

較少經營其他行業。自 1980年代後，餐飲業開始興盛，其中又以「中國皇宮酒家」和「嶺

南酒家」規模較大。「建昌隆五金行」在當地經營各種機器、馬達配件及各種建築器材，堪

稱是資本最雄厚、營運範圍最廣的華人商號。其次為「新鴻棧公司」，經營洋酒、瓷器、罐頭，

採辦、批發中國大陸的藥材、名貴禮品等，兩家公司皆在宏國商界佔有一席之地。

宏國對華僑企業採開放態度，該國目前約有 10多家華營工廠，多為食品加工廠，其餘

為電子電器工廠、機械儀器製造廠與製鞋廠。「宏京僑校」是該國唯一的華僑小學，自 1970

年代起即由我國派遣教師並贈送各種教學圖書及器材。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臺灣商會、宏國華僑總會與華裔協會為當地主要之華人僑團。臺商在宏國當地的投資主

要集中在首都德古西加巴市與汕埠市，投資型態以中小企業為主。其中北部工業區以紡織成

衣業為主，已整合成一套連貫的作業生產方式，產品以紡紗、織布、染整、印花及成衣製造

業產品為主。美國為主要外銷市場，又因 CAFTA輸美關稅優惠、美洲企業發展方案之關稅

減免優惠待遇，使宏國產品銷美更具競爭力，也增加外資進入宏國投資的意願。其他如建材、

水產養殖及漁獲加工及餐飲服務業也為外人投資之主要項目。

4. 小結

在「臺薩宏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後，臺商在當地各產業皆有不錯的發展，臺商可利用宏

國享有 CAFTA輸美關稅優惠，以宏國為進軍美國市場的跳板。目前我國在宏國設有大使館，

亦有臺灣商會、宏國華僑總會與華裔協會可提供當地人文、社會活動的資訊，惟該國治安問

題逐漸惡化，造成部分加工製造業遷往鄰近中美洲國家，故建議前往當地投資時，仍須多加

注意，以確保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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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尼加拉瓜（Republic of Nicaragu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尼國在 2012年的經濟成率為 5.2%，根據 WEF所公佈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尼國排名為

第 108名，較 2011年的第 115名進步 7名。在通貨膨脹方面，因國際油價和國際農糧價格

上漲，尼國 2012年的通貨膨脹為 7.2%，較 2011年的 8.1%下降。而在失業率方面，尼國貧

窮問題嚴重，在 2012年的失業率為 7.8%，與 2011年相同。而在 GDP方面，由於國際經濟

景氣溫和復甦，電信及能源礦業等基礎建設及大型投資擴增，因此在 2012年為 105.06億美

元，較 2011年的 96.36億美元增加。

（2）貿易概況

美國、委內瑞拉、加拿大及中美洲國家為尼國出口主要市場，因「中美洲、多明尼加與

美國自由貿易協定」（CAFTA-DR）之相關優惠待遇，故出口貿易因主要市場的景氣溫和復

甦。尼國貿易的主要出口產品為咖啡、農牧及漁礦產品等，主要出口國家為美國、薩爾瓦多、

哥斯大黎加等，而因高度依賴以燃油為主之火力發電，主要進口產品為原油及汽油等，主要

進口國家為美國、委內瑞拉、墨西哥、哥斯大黎加等，尼國對進口依賴度高，因此使得貿易

逆差持續擴大。在尼國與我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後，因互相享有優惠關稅，故兩國貿易有明

顯增加的趨勢。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歐盟與中美洲國家完成「聯盟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談判，並於 2012年完成

簽署。此協定不僅係歐盟對外涵蓋範圍最廣之協定，亦為歐盟首次以「區域對區域」方式簽

署之自由貿易協定。主要協定內容涵蓋政治對話、自由貿易及發展合作等，中美洲國家除原

有之優惠關稅外，亦獲得歐盟貿易市場進一步開放，且未來可獲得與歐盟在安全、民主及社

會、教育及經濟發展等多方面廣泛的合作。尼加拉瓜國會於 2012年 10月 17日通過歐盟與

中美洲六國之聯盟協定案，為目前中美洲各國中唯一完成聯盟協定國會審核程序的國家，未

來歐盟及中美六國議會將成立聯盟議會委員會加強交流，並監督協定執行成效。預估未來尼

加拉瓜傳統農漁產品銷歐將可因此一協定而持續成長。

為協助尼國紓解貧窮問題，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美洲開發銀行及歐洲、日本等已開發國

家平均每年對尼提供 3億美元左右之經濟與技術援助，但由於 2011年總統大選之透明度及

公平性普遍引起國際疑慮，因此於 2012年，德國已宣布削減援尼金額，且美國亦對尼國民

主發展表達關切，因此美方是否延長尼國紡織品免稅輸美配額或持續維持對尼經援規模等，

成為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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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3 尼加拉瓜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尼加拉瓜共和國（Republic of Nicaragua）

地理位置
位於中美洲中部，東臨加勒比海，西瀕太平洋，南界哥斯大黎加，

北鄰宏都拉斯。

氣候

氣候屬熱帶型，是中美洲最炎熱國家，全年分為乾、濕兩季，5月

下旬至 11月為雨季，12-5月上旬為旱季；西部太平洋海岸地區氣候

乾熱，每年平均溫度為 28°C，北部山區氣候涼爽，每年平均溫度為

19°C，東部大西洋沿岸地區則比較潮濕。

政治體制 共和國，總統制，總統任期 5年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桑定民族解放陣線黨（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SLN）/ 

丹尼爾‧奧蒂嘉（Daniel Ortega Saavedra）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馬納瓜（Managua）為首都，雷昂（Leon）、格拉納達（Granada）

及觀光城市 Masaya。

主要國際機場
Augusto C. Sandino International Airport[Managua International 

Airport]（MGA）

重要港埠 Bluefields, Corinto, El Bluff

天然資源

尼國約有耕地 120萬公頃。中部山區為咖啡蔬果區，西部太平洋沿

岸為玉米、稻米、豆類、高梁及甘蔗區。玉米、稻米及豆類為尼國

人民之主要糧食。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29,494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5.963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46

華人數（人，2012年） 2千餘人

華人所占比例（%） 0.04

臺僑人數（人，2012年） 數百人

臺僑所占比例（%） 0.004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Córdoba（NIO）

匯率（Córdoba兌美元） 1USD：24.1158 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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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3 尼加拉瓜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4.5 4.7 5.2 4.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5.5 8.1 7.2 7.0

失業率（%） 7.8 7.8 7.8 7.8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85.87 96.36 105.06 111.3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476 1,636 1,757 1,833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18 23 26

進口值（億美元） 42 52 58

貿易餘額（億美元） -24 -29 -32

貿易依存度（%） 69.9 77.8 78.0

主要出口產品
咖啡、牛肉、乳製品、蔗糖、黃金、蝦類、花生、酒精、龍蝦及豆

類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宏都拉斯、墨西哥、加拿大、瓜地

馬拉、西班牙、波多黎各、英國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原油、柴油、汽油、醫藥製劑、手機、貨車、小客車、殺蟲劑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委內瑞拉、墨西哥、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

都拉斯、臺灣

對我國之出口值（百萬美元） 34.3 53.6 52.1

自我國之進口值（百萬美元） 33.8 34.4 46.1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百萬美元） 0.5 19.2 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91 2.33 2.00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80 0.66 0.79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肉及食用雜碎、糖及糖果、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

產無脊椎動物、未列名動物產品、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木漿

或其他纖維質材料之紙漿、紙或紙板之廢料及碎料、木及木製品、

木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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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食品工業產製過程

之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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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3 尼加拉瓜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人造纖維絲、針織品或鈎針織品、棉花、雜項製品、機器及機械用

具及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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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項化學產品、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其他製成

紡織品、組合品、舊衣著及舊紡織品、破布、特殊梭織物、簇絨織物、

花邊織物

外匯存底（億美元） 17.99 18.92 19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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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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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尼國素來以農林漁牧立國，因豐富的天然資源，使得林業、漁業以及礦業具發展優勢，

而一般工業及服務業發展條件則相對落後。

在農業方面，農產品向為出口大宗，農業的勞動人口雖約佔全國勞動人口的 30%，但糧

食作物仍無法自給自足，需倚賴進口，主要出口農作物有咖啡、紅豆、蔗糖及花生，咖啡主

要出口至美國，蔗糖主要銷售至加拿大、美國和海地，而近年鼓勵棉花種植，有利紡織業發展。

畜牧業也是尼國重要產業，牛肉出口為重要外匯收入來源之一，牛、豬、雞隻除供應國

內市場外，尚供應國外市場。尼國除農牧業外，尚有林業、漁業及礦業都表現良好，尼國天

然景觀豐富，且尚有未經開發之海灘、湖泊、熱帶島嶼、火山湖、殖民時期的古城及特有野

生動植物，因此對本國及外國觀光客均具相當吸引力，於是利用特殊的天然景觀發展觀光業，

為尼國主要外匯來源之一，占尼國經濟重要地位，其觀光客主要來自歐洲、美國及中美洲國家。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因國際經濟復甦加上投資環境改善等因素，外國直接投資尼國之金額大幅成長，主要來

源國為加拿大、美國及西班牙等，約佔總外資 55%。而尼國外人直接投資行業主要集中在能

源業、通訊業、加工區、商業服務、礦業及製造業等，加工區業者以歐、美、中美洲等國家

投資為主，我國及韓國亦有多家紡織廠於加工區內投資。

世界銀行發佈「Doing Business 2012」報告指出，尼國經商環境改善速度居中美洲國家

之冠，依據 2012年 4月卡達「世界投資論壇」中世界銀行所屬「多邊投資保護機構」（M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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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尼國投資推廣局（PRONicaragua）也獲評為全球最佳投資推廣機構，有了與多國簽訂

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加上政府持續改善投資環境，並且積極推動外國直接投資相關計畫，

期望在未來能使尼國的外國投資穩定成長。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1890年自美國與墨西哥遷入的第一批華僑，在當地大多以經商為生，在 1930年尼國政

府禁止華僑遷入，到了 1944年才宣布解禁，而在 1946年尼國再次修改移民法，限制新移民

在尼國的活動，限新移民僅可參與非商業的活動。

老一輩華僑主要經營雜貨店和餐廳，新移入的華僑大多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目

前大多群聚於首都馬納瓜和東岸城市，並以積極向上的態度及精神經營中、小型企業，相關

僑團組織有旅尼中華總會和臺灣商會。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我國企業在尼國以投資旅館業和紡織成衣業為主。因美國早年對尼國紡織品無配額限

制，且之後又與美國簽訂 FTA，對紡織品輸出美國大有助益，故我國紡織業廠商如富太製衣、

年興製衣、統鼎聯合及如興製衣等，都在尼國設廠並定位為製造基地。其中，富太製衣首先

於尼國設廠投資，年興製衣相繼投入，年興曾同時經營 5座成衣廠、1家染整廠、1家紙箱

廠及 1家養蝦場，規模居我商在尼投資之冠，雖曾面臨生產成本增加、勞工薪資調漲等不利

投資之因素，但在國際景氣復甦後，廠商的營運狀況漸回穩。

因尼國擁有特殊之天然景觀，加上尼國政府積極的推廣觀光業，在觀光旅館方面，我國

新光集團、老爺酒店及互助營造合資在尼國開設東方開發公司，投資項目主要為觀光旅館及

購物中心。此外，其他投資產業則包括服務業、農牧業及百貨業，我國對尼國投資資金不少，

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

4. 小結

尼國礦產資源豐富、勞工低廉、土地廣，且近年積極與多個中南美洲國家簽定 FTA，加

上尼國政府又非常積極的鼓勵外國企業至尼國投資，也針對加工出口區廠商給予優惠待遇，

但因尼國貧富不均，消費市場兩極化，且英文仍不普及，日常商業交易以西班牙文為主，此

外有教育資源不足、缺乏管理經驗、勞工實質生產力不足的現象，我商若有意投資尼國，需

對當地現況多加了解，並謹慎評估，避免發生不必要的損失。

我商與尼國進行交易時，宜注意徵信，初次交易以小額為宜，以避免尼國進口商倒帳或

無力付款之風險。此外我商可參考美商在尼國所經營的木材加工廠，再轉往美國銷售，或可

發展水稻業及食品加工業，我國技術團有許多成功案例可以提供欲前往尼國設廠經營的企業

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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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巴拿馬（Republic of Panam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近 5年來巴拿馬的經濟表現令人驚艷。巴拿馬 2012年經濟成長率為 8.5%，雖相較於

2011年稍微下滑，不過該國經濟已連續多年呈現正成長。此外，受到全球原物料上漲之影響，

巴拿馬物價上漲率為 5.7%，失業率則持平於 4.2%。巴國政府近年來財政赤字攀升，主要支

出為街道翻新、開通地鐵等基礎設施建設。IMF統計指出，巴國的財政赤字佔該國 GDP比

例為 2.3%。

巴拿馬是一個面積僅 7.8萬平方公里及 366萬人口的國家，雖在工業產品或農產品等出

口量不若鄰近之中南美洲國家，但近 22年來利用其位於美洲中心的優越地理位置與跨越兩

洋的運河等優勢，積極對外洽簽經貿協定，已發展成為區域內重要的金融、港口、保險、電

信、法務及物流等產業平臺。

（2）貿易概況

巴拿馬目前和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於 2012年與美國達成貿

易促進協定（Tratado de Promocion Comercial, TPC）。根據巴拿馬工商部訊息公佈，2012年

巴拿馬對外簽署的 4個經貿協定包括：①巴拿馬與秘魯簽署之 FTA；②巴拿馬加入「拉丁美

洲統合協會 (AsociacionLatinoamericana de Integracion, ALADI)」；③巴拿馬與加拿大簽署之

FTA；④巴拿馬與千里達多貝哥簽定經貿協定。

目前巴拿馬除了因大量出口黃金至加拿大，對加國貿易呈順差外，與其他國家之貿易則

絕大多數均屬逆差。秘魯和巴拿馬兩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秘魯銷往巴拿馬的產品中有 57%

可享受零關稅待遇，而巴國對秘魯 76%的出口產品也享有零關稅待遇。巴國與美國和加拿大

簽署貿易促進協定，巴國產品出口至美國、加拿大均將享有關稅優惠，值得我國企業界善加

利用，尋求投資北美市場的機會及佈局。巴拿馬生產之糖類產品主要供內銷，出口則全數輸

銷美國市場。

巴拿馬為我國在中南美洲之重要貿易夥伴，農牧業為其出口大宗。據我國國貿局資料顯

示，2012年巴國出口至我國金額為 0.35萬美元，而從我國進口之金額約為 2億美元。預期

在雙方依 FTA逐年降低關稅稅率及積極推動雙邊貿易下，未來兩國貿易額應可繼續成長。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巴國近年來經濟發展表現亮眼，為該區域中經濟實力較好之國家，但其國內經濟學家仍

認為該國政府應制定經濟發展計畫，進行公平之財產分配，以改善貧富差距情況。

巴拿馬擁有秀麗熱帶風光，深具發展觀光的潛力。最近來巴觀光客漸增，但其觀光業發

展仍不如鄰國哥斯大黎加。巴拿馬政府為推動觀光業，自 2007年開始提撥 3,950萬美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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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內持續推動觀光業，且制訂及推動「2007-2020年巴拿馬永續開發觀光業主計畫」(Plan 

Maestro de DesarrolloTuristicoSostenible de Panama 2007-2020)以加速巴拿馬觀光業的發展。

巴國政府在 2010年推動「五年期四大產業策略計畫」，設定物流業、觀光業、農業及

金融服務業為該國主要產業，預估將投資 58億美元於上述產業之發展。巴國政府也推行多

項振興經濟措施，包括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與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巴拿馬運河擴建計畫、

全力抑制高物價及高油價、強化出口以及吸引外人直接投資、增加公共建設，與擴大內需市場。

表 2-3-14 巴拿馬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巴拿馬共和國（Republic of Panama）

地理位置
巴拿馬位元處南美洲西北地峽部分，西接哥斯大黎加，東與哥倫比

亞為界，南瀕太平洋，北臨加勒比海。

氣候
熱帶氣候，氣候炎熱潮溼，可謂四季如夏。每年分乾季及雨季，乾

季 12-4月，雨季 5-12月，沿海一帶平均溫度 28℃。

政治體制 共和國 /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變革聯盟 /馬丁內利（Ricardo MartinelliBerrocal）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巴拿馬市，為全國第一大城。箇朗市（Colon）及大衛市

（David）亦為巴拿馬主要城市

主要國際機場 Tocumen International Airport

重要港埠 Balboa, Colon, Cristobal

天然資源
巴拿馬森林資源豐富，而且樹種多，其中不乏桃花心木、西洋杉、

柚木等木材，並盛產香蕉、鳳梨、甘蔗、咖啡等熱帶經濟作物。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78,200

人口數（人，2012年） 3,655,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46

華人數（人，2012年） 13.8萬

華人所占比例（%） 3.77

臺僑人數（人，2012年） 300

臺僑所占比例（%） 0.01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巴爾波（P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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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4 巴拿馬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匯率（巴爾波兌美元） 固定匯率，與美元等值。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7.6 10.6 8.5 7.5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3.5 5.9 5.7 5.5

失業率（%） 4.5 4.2 4.2 4.2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265.90 305.69 348.19 380.11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7,539 8,574 9,527 10,216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8 N.A. N.A.

進口值（億美元） 91 113 126

貿易餘額（億美元） -83 105 N.A.

貿易依存度（%） 37.2 N.A. N.A.

主要出口產品
魚、香蕉、蝦、水果、廢金屬、牛肉、醫藥製劑、咖啡、酒類、蔗糖、

皮革、蔬菜、清潔用具、鋁片、乳製品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瑞典、西班牙、荷蘭、哥斯大黎加、比利時、葡萄牙、尼加

拉瓜、印度、宏都拉斯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汽車、藥品、通訊設備、電腦及其周邊設備、汽車零配件、

玉米、動物飼料、農藥、汽機車及自行車用輪胎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中國大陸、荷屬安地列斯、日本、哥斯大黎加、墨西哥、哥

倫比亞、巴西、南韓、瓜地馬拉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45 0.44 0.35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2.90 1.96 2.23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2.45 -1.52 -1.89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5.63 N.A.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3.19 N.A.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肉及食用雜碎、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

物、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銅及其製品、鋁及其製品、咖啡、茶、

馬黛茶及香料、木漿或其他纖維質材料之紙漿、紙或紙板之廢料及

碎料、錫及其製品、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

電視影像、聲音紀錄機及重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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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4 巴拿馬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船舶及浮動構造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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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述各物之零附件、機器及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橡膠及其製品，鐵路及電車車輛以外之車輛及

其零附件、塑膠及其製品、人造纖維絲、鋼鐵製品、蛋白狀物質、

改質澱粉、膠、酵素、金屬製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

傢俱、寢具、軟墊及類似充填傢俱、未列名之燈具及配件、照明標

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物

外匯存底（億美元） 27.15 17.92 33.14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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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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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巴拿馬係以服務業為主之國家，服務業占經濟活動比重 80.7%，境內以金融、轉口貿易、

航運、倉儲、觀光旅遊等產業居多，製造業所占比率偏低。巴拿馬政府歡迎外人前來投資生

產事業，如電器電子裝配、家具製造、塑膠、食品及農漁業產品加工等，均有其發展空間。

觀光業已經成為巴拿馬主要經濟支柱之一，2012年前 5月入境巴國觀光客人數達 93萬 4,899

人次，較 2011年同期成長 7.7%。

巴國主要農產品為香蕉、稻米、菸草、可可、咖啡、椰子、橡膠、糖、玉蜀黍與柑橘等。

而畜牧業則為牛、豬、羊及家禽等。農民無法向銀行貸得所需資金，以及生產成本過高，是

其農牧業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巴國林業資源豐富，其東山區主要生產桃花心木及紅杉木，近

年來則推廣種植柚木。巴國工業並不發達，主要偏重於農牧產品加工業，水泥業為其他較大

型產業。儘管工業尚未是巴國產業發展的重心，但巴國企業家們多認為巴國有潛力發展工業，

但主要問題還是缺乏工業發展的專業人才。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由於地理位置優越的因素，讓巴國成為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區域金融中心，也連

續兩年成為中美洲國家中外人直接投資最多者。該國地理位置優越與政局安定，再加上與美

國、巴西與墨西哥等國都已簽定 FTA，吸引許多國家前往當地投資。除以上因素，其經濟上

的出色表現，更是吸引外商的主因。此外，巴國的投資法規亦提供優惠鼓勵中國大陸廠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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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國設廠。例如，在巴拿馬太平洋經濟特區設立之公司亦可享有進口關稅減免等優惠，目前

該區已有 170家廠商進駐，該區旨在成為高技術性與附加價值產品之加工中心，希望借鏡亞

洲國家生產鏈的發展模式，不同廠商製造不同產品最後再予以組裝成品。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由該國的資料指出，1845年時已開始有華人移居。1941年巴國制定新法，對外來移民

規定嚴格，於是部分華僑在當地結婚，並且使用西班牙文名字，加上近百年來通婚的緣故，

華僑第二或三代的後裔大多數已無法從外表辨識，也無華語能力。1990年代末期，香港與澳

門回歸中國大陸，興起港、澳人士移民至該國的風潮，這些新移入的華僑則能從外表辨識，

懂華文且多能說廣東話。

我國在當地的主要僑團為臺灣商會及臺僑協會，巴國的傳統僑團以宗親聯誼為主，華裔

及臺僑的僑團則以功能性為主。旅居巴拿馬的華僑主要集中在巴京、箇朗市、牛口省、甜水

埠、貝諾諾美等地。我國外交人員與巴國當地華僑互動密切，關係良好，像周麟大使夫婦在

2012年受邀參加旅巴臺商宋志堯在巴拿馬箇郎自由貿易區營業總部啟用典禮，並擔任開幕剪

綵貴賓。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巴拿馬的經濟發展以服務業為主，工業則是生產民生用品的輕工業，故巴拿馬的製造業

仍待發展。早在 2003年，我國便與巴國簽訂「臺巴自由貿易協定」，雙方貿易順暢。根據

巴拿馬工商部發布之訊息，巴拿馬政府於 2013年起除 5％的排除貨品外，其餘貨品貿易將免

除關稅。

近期移居之華僑，因知識水準較高與資金充足之故，開始從事貿易、金融、航運等產業，

像兆豐國際商銀就設有巴拿馬分行及箇朗分行。我國在該國投資的廠商多屬中、小型企業，

只有少數的大型企業，所從事的行業別包括航運（長榮海運集團）、金融（兆豐國際商銀）、

漁撈（今隆達遠洋漁業公司）及轉口貿易、批發、餐飲、零售、汽車修理、餐飲、製造業等。

臺商經營之貿易業者主要集中在箇郎自由貿易區內，由於競爭激烈，大多以薄利多銷的方式

經營，所投資的資本額不大。行銷製造業主要位於大衛堡加工出口區，以生產包裝用塑膠泡

膜、電風扇組裝、塑膠桌椅及紙箱生產為主。

巴拿馬的著名唐人街有兩處，舊唐人街又叫中國城（Barrio Chino），設有「巴拿馬中華

總會」，新唐人街是華僑另一個聚居處，此處華僑較多，平均教育程度也比較高。新唐人街

也因位於鬧區，故被稱為「黃金地段」。

（3）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巴拿馬為我中美洲最堅定友邦之一，兩國邦誼已超過一世紀，雙邊關係也不斷加強。自

「臺巴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以來，雙邊貿易額成長顯著。巴國工業與製造業並不發達，產業

重心以金融、服務、觀光、轉口貿易與航運為主。因此，該國政府歡迎外資前往投資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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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傢俱製造、食品、塑膠、電器電子裝配及農漁業產品加工等。

4. 小結

巴國為我中南美洲之重要貿易夥伴，與我國於 2003年簽訂 FTA。在 2011年巴國也和歐

盟、加拿大、千里達多貝哥與祕魯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加入拉丁美洲統合協會，可見巴國

在推動經貿發展上的努力。我國廠商可多加利用其市場條件與資源，並注意與防患可能之風

險，積極開拓投資機會與商機。

（十五）巴拉圭（Republic of Paraguay）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由於拉丁美洲地區的國家正面臨經常帳逆差與信用額度增加等挑戰，導致通貨膨脹的壓

力日增。為因應此現象，巴拉圭的中央銀行已發行金融債券收回市場貨幣，並調高法定存款

準備率來減少貨幣流量，以防止通膨惡化。但前巴國央行總裁表示，著眼於消費面之抑制通

膨將使生產部門融資貸款成本增加，因此該國政府仍須多方考量，才能訂定出兼顧各部門的

貨幣政策。

巴拉圭在 18個拉丁美洲國家的基礎設施評比為最後一名，2012年經濟成長率更下降到

了 -1.5%。據巴拉圭國家觀光局統計資料，2012年前 6月巴拉圭觀光旅遊業總營收約為 1億

4,432萬美元，較 2011年同期成長 17％，此可歸功於近幾年該國餐飲業、鄉村旅遊、博弈業

及高爾夫球場之蓬勃發展所致。

（2）貿易概況

在貿易方面，巴國 2012年出口總值為 73億美元，較 2011年的 78億美元衰退 6.4%。巴

國的工業產品大多仰賴進口，主要進口品為機器等資本財，占進口總額 40%，是一個高度貿

易依存度的國家。據聯合國農業糧食組織報告顯示，全球最大樹薯粉出口國為泰國及香港，

分居第 1及第 2，巴拉圭則為第 3大出口國，樹薯為巴拉圭人每日不可或缺之糧食，現已成

為重要出口產品。巴西、中國大陸及阿根廷為巴拉圭三大進口來源國，前兩國進口比重相當，

合計比重超過 55%，三國進口比重合計高達 66.17%，顯示巴拉圭進口來源集中度高，且集

中在境內兩大經濟體巴西及阿根廷，由於該兩國工業發達，本身內需市場亦龐大，所生產產

品不論在種類、數量及價格上皆具競爭力，該兩國生產之產品皆已充斥巴拉圭的市場。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巴拉圭原訂於 2010年年底停止原料產品進口零關稅措施，但為了促進工業發展及扶植

其中小企業，已將此零關稅措施延長至 2013年 12月底，以利該國產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

機會。另外，巴拉圭為了吸引外人直接投資，頒布許多投資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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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家禽飼養業協會（Asociacion de Avicultores del Paraguay, Avipar）會長 Mauger指

出，巴拉圭東方市非法邊境貿易有增多趨勢，巴拉圭家禽飼養業將面臨嚴峻挑戰，呼籲巴國

政府應積極採取因應對策，並加強海關緝私行動。

表 2-3-15 巴拉圭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巴拉圭共和國（Republic of Paraguay）

地理位置 南美洲中部，東接巴西，西南鄰阿根廷，西北界玻利維亞。

氣候

亞熱帶型氣候、東部偶有豪雨、西方雨量較少；年平均氣溫為

27℃，夏季為每年 10月中至翌年 3月底，平均氣溫達 33℃，但白

天經常超過 40℃。冬季從 6-8月，平均氣溫在 14.5℃左右。

政治體制 共和國，總統制，三權分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愛國改變聯盟 /佛朗哥 (Luis Federico Franco Gómez)

語言 西班牙語、瓜拉尼語（Guaraní）

首都及重要城市 亞松森（Asuncion）

主要國際機場 Silvio Pettirossi International Airport

重要港埠 Asuncion, Villeta, San Antonio, Encarnacion

天然資源

巴拉圭有廣大的土地、綿延的森林、家畜養殖區，和巴拉那河豐富

的水力資源及種類繁多的淡水魚類。已開發的礦產有石灰石、石膏、

大理石等。製作玻璃原料之矽砂，品質優良的高嶺土、黏土為陶、

瓷原料，亦均具商業開採價值。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406,750

人口數（人，2012年） 6,661,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16

華人數（人，2012年） 5千餘人

華人所占比例（%） 0.08

臺僑人數（人，2012年） 近 4千人

臺僑所占比例（%） 0.06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瓜拉尼（PYG）

匯率（瓜拉尼兌美元） 1USD：4,322.76 PYG

2010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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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5 巴拉圭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經濟成長率（%） 15.0 4.0 -1.5 1.1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4.7 8.3 3.7 5.0

失業率（%） 5.7 5.7 5.8 5.4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89.58 212.36 260.89 310.7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961 3,252 3,917 4,573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65 78 73

進口值（億美元） 100 123 115

貿易餘額（億美元） -35 -45 -42

貿易依存度（%） 76.5 83.8 58.6

主要出口產品
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肉及實用雜碎、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

榖類、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木及木製品、生皮及皮革

主要出口國家
阿根廷、巴西、烏拉圭、開曼群島、俄羅斯、中國大陸、智利、美國、

荷蘭、玻利維亞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燃料、礦油及其蒸餾品、機器、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電機與設

備及其零件、車輛及其零件、肥料

主要進口國家
巴西、美國、中國大陸、阿根廷、瑞士、日本、開曼群島、烏拉圭、

德國、智利、法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08 0.09 0.16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56 0.38 0.57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48 -0.29 -0.41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18 0.16 0.31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56 0.31 0.56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肉及食用雜碎、木及木製品，木炭、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銅及其製品、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調製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糖及糖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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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精油及樹

脂狀物質、香水、化粧品或盥洗用品、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

紡織物，工業用紡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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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5 巴拉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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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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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針織品或鈎針織品、

人造纖維絲、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

次寶石、貴金屬、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鞣

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

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灰泥、墨類、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

土金屬

外匯存底（億美元） 41.67 49.83 49.20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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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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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近年來巴國的加工出口業蓬勃發展，生產之產品包括塑膠、鞋類、車輛零件及成衣等。

巴國之加工出口業有 95%為外人直接投資，主要投資國家為烏拉圭、阿根廷、荷蘭及巴西，

共創造了六千多個就業機會。另外，巴國也實施多種投資獎勵辦法，協助加工出口業的發展，

吸引外商前往投資。2012年巴西鞋類業者已利用該獎勵措施於巴拉圭投資 500萬美元。另外，

巴拉圭也於 2012年首次出口阿根廷委託代工之品牌兒童鞋，預期製鞋代工業將成為巴拉圭

的新興明星產業。巴西之投資型態主要為設立工廠，利用巴西與巴拉圭同為南方共同市場成

員國之優勢，製造產品回銷巴西市場，或運用較佳的製造技術製造產品進入巴拉圭市場銷售。

2012年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吸引外人直接投資金額達 1,733.61億美元，較前 2011

年增長 6.7％，其中巴國外人直接投資金額達 2.73億美元，較前年 2.15億美元增長 27％。巴

國外人直接投資增長率列居拉美國家第 3位。巴西對巴拉圭的直接投資高成長之主因為，南

美區域經濟整合之推動，以及巴西前魯拉政府自 2003年起實施之進口替代方案 (PSCI)。對

巴西業者而言，巴拉圭提供降低生產成本，以及面對來自中國大陸勞力密集產品之競爭時，

維持產業競爭力之機會。在巴拉圭投產之巴西廠商，均將在巴拉圭生產，再將產品出口至巴

西市場，而非供應巴拉圭本地市場，並利用巴拉圭加工出口獎勵辦法，免稅進口資本財及原

物料，且僅繳付本地 1％附加價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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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早年在巴拉圭的華僑不多，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湧入第一批華人移民，主要來自於香港或

廣東，但少有長期居留者。著名的「巴拉圭東方城」位於巴拉圭與巴西交界的伊瓜蘇河口地

區的巴拉圭一側，近年臺灣和香港為主的東方人日益增加，因此被稱之為「中國城」或「東

方城」，當地華僑則多以該地為據點，稱該城為「橋頭」，為南美洲興建的第一座中國城。

中國城每 30人當中就有 1個華人，每 5家店舖就有 1家華人商店，中國城約有三千多名華

人，開設許多餐館，包括臺灣小吃、粵菜、川菜等。此外，華人在當地更建造了全城最高的

17層樓大廈，並開設了一間美洲百貨公司。

在僑團組織方面，當地僑團眾多，有「亞松森中華會館」、「東方市中華會館」、「巴

拉圭孔教中心」、「亞松森化高球聯誼會」、「巴拉圭臺灣會館」、「巴拉圭臺灣同鄉會」、

「中華民國旅巴拉圭臺灣商會」、「巴拉圭華商經貿學員聯誼會」等僑團。「美洲華報」、「南

美天地新聞」和「傳真新聞」為當地 3大華文報紙，另有媒體「巴拉圭臺灣宏觀電視臺」，

報導巴國境內的華僑活動和當地新聞。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巴拉圭面積為我國 11倍大，人口約 660萬人，為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成員國，我

國業者可透過赴巴拉圭投資設廠或與該國廠商策略聯盟，進軍巴西、阿根廷及烏拉圭的廣大

市場。

我國在巴國的投資以製造業為主，包括釣具、塑膠袋、木材加工、木材地板、玩具、光

碟片、皮件與電扇等。目前臺商集中在亞松森及東方市等城市，經營約 200多家商店，並從

事百貨之轉口貿易。因為競爭激烈，因此小商店的流動率相當高，商店主要販售玩具、一般

家電、五金、文具、百貨業、雜貨店及電子用品為主，貨品主要來自於臺灣、中國大陸、香

港及美國邁阿密。而巴拉圭出口商品主要銷往巴西，但近年來受到巴西政府在邊境採取嚴格

管制影響，因此外銷金額有逐年減少趨勢。此外，目前華營工廠約有 20多家，生產紡織、

化工、食品、塑膠相關產品，而僑胞亦積極參與旅遊業，約有 7間旅行社和 10餘間旅館，

另外亦有僑胞經營保齡球館、醫院、書店、藥店與照相館。

我國為配合巴國發展農村政策，以「貿易援助」（Aid for Trade）之方式，結合巴拉圭

工商部外貿局等單位，輔導小農發展高經濟花卉產銷。2012年巴拉圭西部 El Chaco地區因

連日暴雨造成嚴重水患，我國與巴國緊急救難部合作執行巴拉圭災後糧食援助計畫，協助採

購並發給緊急糧食包、採購建置蓄水、給水槽，並協助災民調適災後衝擊。

巴拉圭為原物料產銷國，而臺灣擁有高科技及高附加價值產業的優勢，因此臺、巴在農

林牧及工礦業原物料方面一直維持密切的貿易夥伴關係。若能結合巴拉圭的原物料以及我國

的工業生產技術的優越條件，合作開發民生物資加工業與農產食品加工業，將能替雙方創造

更多貿易交流。巴拉圭目前給予我國人落地簽證待遇，凡我國人所持中華民國護照效期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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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以上，由首都亞松森（Asunción）的 Silvio Petiirossi國際機場入境巴國並繳付簽證費用

100美元，即可當場取得 90天多次出入境落地簽證。

4. 小結

巴拉圭為我國進軍拉丁美洲的主要跳板，但近年來受限於其投資環境惡化及基礎設備較

不理想等問題，使其國家競爭力不足，因此該國近年陸續實施許多投資優惠措施，希望吸引

外資。此外，巴拉圭高度依賴進出口，又受到通貨膨脹嚴重的影響，物價波動頻繁，該國政

府因此也制定相關措施抑制通膨，期望能改善其總體經濟環境。2011年巴國的加工出口業表

現亮眼，尤其是成衣業、皮革業及製鞋業。此外，巴國具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是較缺乏製

造業的技術，而我國廠商則擁有較成熟的製造業經驗，因此前往巴國投資時可多加利用此優勢。

（十六）秘魯（Republic of Peru）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近年來祕魯的經濟成長率逐年下降，其 2012年降至 6.2%，失業率繼續持平為 7.5%，不

過是南美洲國家中經濟表現優異的國家之一。2012年 GDP和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分別為

2,002.92億美元與 6,573美元，均較去年成長。至於 CPI，2012年則微幅增加至 3.7%。

IMF在 2012年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測祕魯 2013年經濟成長率為 5.8%，

而該國在 WEF的 2012年全球競爭力排名為第 67名，顯示各國與國際經濟組織對於祕魯

未來經濟表現皆具有高度信心。國際評級機構 Moody’s也將祕魯國債評級從 Baa3上調至

Baa2。評級展望為正面。有此表現的主要原因是實施穩健財政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以及支

持採礦業持續發展，支持礦業投資。 

（2）貿易概況

近年來，祕魯政府在推動自由貿易協定方面有相當成果，除了已加入泛太平洋夥伴協

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談判，也與墨西哥、哥倫比亞、智利簽署太平洋協定

（ACUERDO DEL PACIFICO），並且和日本及歐盟分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為該國的貿易

環境建立良好的基礎。墨西哥與秘魯簽署之「貿易整合協定」，包括相互調降關稅等措施。

該協定主要目的在促進兩國雙邊貿易及投資，內容包括貨品、服務、投資、政府部門及爭端

解決等。

祕魯 2012年出口值為 456億美元，進口值為 411億美元。該國資源豐富，魚粉和蘆筍

為世界第一大產國，同時也為該國的主力外銷商品。此外墨西哥將進口祕魯的天然瓦斯直到

2015年。與我國貿易方面，2012年對我國出口值為 2.91億美元，自我國進口值為 3.28億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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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祕魯政府主要經濟措施為：①國營港口、機場與高速公路之民營化。②應用進口防衛措

施，保護國內產業。③為因應金融危機，推動國內基礎建設投資，並促進購買秘魯製造產品。

未來政策方向為建立獨立自主的中央銀行、降低通膨，並保障財政穩定以及大力推動私人投

資。其中，推動私人投資為該國長年來的主要政策方針，除了推動縮減貨品進出口之費用及

時間、簡化開設新公司程序及時間等政策來吸引投資，政府也宣布在未來兩年將對 26項基

本產業進行投資，內容包括石油、電信、農業、旅遊、礦業、公路、鐵路及港口等基礎建設，

期望能吸引更多外資進入。

表 2-3-16 秘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秘魯共和國（Republic of Peru）

地理位置
位於南美洲西北部，西濱太平洋，北接厄瓜多，東南靠玻利維亞，

南鄰智利，東與哥倫比亞、巴西為界、海岸線長達 2,250公里。

氣候

東部為熱帶型氣候，西部為乾燥沙漠型氣候，沿岸區氣候溫和，北

部氣溫和降雨量都較高；高原區夏季多雨，氣溫和濕度隨海拔高度

上升而下降；亞馬遜雨林區溫暖多雨，但南端的冬季寒冷。

政治體制 共和國，採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秘魯獲勝黨 /烏馬拉（OllantaHumala）

語言 西班牙文

首都及重要城市 利馬（Lima）

主要國際機場 Jorge Chavez International Airport

重要港埠 Callao, Iquitos, Matarani, Paita, Pucallpa, Yurimaguas

天然資源
銅、銀、黃金、石油、木材、漁獲、鐵礦、煤、磷酸鹽、碳酸鉀、水力、

天然氣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285,220

人口數（人，2012年） 30,474,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3

華人數（人，2012年） 約 1百萬

華人所占比例（%） 3.22

臺僑人數（人，2012年） 3百餘人

臺僑所占比例（%）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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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6 秘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新索爾（PEN）

匯率（新索爾兌美元） 1USD：2.6823PEN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8.8 6.9 6.2 5.8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5 3.4 3.7 2.5

失業率（%） 7.9 7.5 7.5 7.5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538.29 1,735.02 2,002.92 2,119.80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5,205 5,782 6,573 6,850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356 461 456

進口值（億美元） 301 376 411

貿易餘額（億美元） 55 85 45

貿易依存度（%） 42.7 48.2 43.3

主要出口產品
黃金、精煉銅、銅礦石、魚粉、鋅礦石、鉬礦石、咖啡、銀、鉛礦石、

錫礦石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中國大陸、日本、加拿大、智利、巴西

主要進口產品
原油、其他重油、小麥、黃玉米、黃豆渣、電話機具、大豆油、其

他人類用藥、電視接收器、排氣量 1500-3000c.c.之小客車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中國大陸、巴西、厄瓜多、智利、阿根廷、墨西哥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3.25 4.37 2.91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2.52 3.54 3.28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73 0.83 -0.37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91 0.95 0.64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83 0.94 0.80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銅及其製品、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飼料、鋅

及其製品、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和其調製

品、針織或鈎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鋁及其製品、機器及機械

用具及其零件、棉花、羊毛、動物粗細毛、馬毛紗及其梭織物、木

及木製品，木炭、食用果實及堅果、食用蔬菜及部分根菜與塊莖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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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6 秘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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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鐵

路及電車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附件、人造纖維絲鋼鐵製品、橡膠

及其製品、鋼鐵、人造纖維棉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

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附件、有機化學產品、鞣革

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漆

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灰泥、墨類、棉花、傢俱

外匯存底（億美元） 442.1 489.3 613.0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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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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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秘魯政府為了吸引外資，訂定了相當完善的制度，包括保障外國投資者和本國投資者相

同的平等待遇、進出口自由、企業資金可自由進出，及商業貸款沒有限制等。加上秘魯富含

大量且多元的天然礦產（其中銀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以及良好的經濟表現及經濟環境，吸

引美國、中國大陸、法國與巴西等外資投資礦業能源與金融業。近年來因景氣復甦，企業與

民眾貸款需求增加，加上該國銀行間存放款利率利差大，外商銀行被高額利潤所吸引紛紛進

入該國投資。目前已有西班牙、英國、加拿大與美國等國外商銀行進駐，而日本與中國大陸

之銀行業仍處觀望階段。

目前祕魯的主要外資來自於美國與英國，另地理位置相近與文化背景相似的西班牙語系

國家也是主要資金來源，如西班牙、智利、巴西、巴拿馬、哥倫比亞等。在亞洲國家中，新

加坡是目前亞洲國家中投資秘魯之最大國。另外，印度不斷加強與秘魯的投資合作機會，項

目包括農工業、醫藥業、旅遊業、軟體科技業及天然氣開採等，主要是期望能藉由秘魯與美

國所簽定之的自由貿易協定，進而與美國經濟接軌。

2012年美國與宏都拉斯、祕魯、厄瓜多及菲律賓簽署勞工協定，往後該等國家之移民將

可收到美國勞工法最新變動資訊。該項協定使美國勞工部在未來將與這四國在美之大使館與

領事館合作，以發布最新消息予此四國的移民。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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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是拉丁美洲中華僑人數最多且移民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在 1821年秘魯獨立建國時，

因中國大陸當時正值動亂，許多華人被迫離鄉背井至秘魯謀生。1874年抵達秘國之華人人數

高達 9萬人之多，為首波中國大陸的移民高峰。20世紀後，該國採取移民限制政策，導致華

人移民人數逐漸減少。根據統計，目前旅秘華僑、華人總數將近約 10萬人，主要集中在秘

魯西部沿海各城鎮，以首都利馬為最多。華僑中以廣東籍為多數，臺灣籍有 300人，主要經

營中國餐館，也影響當地人學習中國菜成為中餐廚師，可見華人文化對當地之影響。

在秘魯的海外臺商組織「秘魯臺灣商會」約有 29名會員，前身為臺北旅秘僑商聯誼會，

成立於 1983年，於 1996年 5月 5日改名為秘魯臺灣商會，除向僑委會正式註冊外，也加入

中南美洲臺灣商會總會，成為中南美洲臺灣商會總會創會會員之一。該會在當地不定時舉辦

聯誼活動與傳統節日慶典，是僑胞聯絡感情與交換經營資訊或經驗的重要管道。另在華文教

育上，中華三民聯校辦學成果最為傑出，是美洲第一所中文學校。孔夫子學校同為當地相當

優秀的中文學校，此兩校校譽良好，在學成績優秀的畢業生甚至可直接就讀當地知名大學。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我國政府自 2004年起透過亞太經合數位中心計畫，在墨西哥、祕魯、印尼、泰國、菲

律賓、巴布亞紐幾內亞、越南、智利、俄羅斯及馬來西亞等 APEC 10個合作會員體內，設置

了許多數位學習中心，提供 1,900臺電腦，累計培訓超過 30萬人次。此舉提供當地人民及中

小企業學習電腦技能機會，有效增加秘魯的就學、就業機會。

目前約有 30家臺商在祕魯投資，多以個人獨資為主。主要集中於首都利馬或秘魯南部

之城市如 Tacna、Arequipa、Chiclayo、Trujillo 及 Pucallpa。該國主要產業為貿易業（機車、

工業用零配件、木材、汽車零組件、自行車及海產加工等）、服務業與地產開發。此外看中

秘魯未來的經濟發展與觀光業的日益發達，臺商鄧氏集團預計投資兩千萬美元在首都利馬興

建五星級飯店，為我國臺商目前在當地最高金額之投資案。

4. 小結

祕魯政府提出許多政策來穩定社會經濟與吸引外資，包含民營化、增強基礎建設、保護

國內產業及提出大量投資項目等，期望未來能在經濟表現上依舊出色。此外秘魯政府也積極

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可望使該國的貿易更順利進行。近來因景氣好轉，銀行業與通訊業也成

為秘魯的新興投資產業。秘魯是拉丁美洲中華僑人數最多的國家，華僑與華人多聚集在首都

利馬，主要從事貿易業和服務業。臺商若有意前往投資，除先了解該國與各國的貿易協定外，

也可藉由我國僑團更加瞭解該國文化與風俗，取得更多資訊以熟悉當地市場，方可在經濟活

動上有更佳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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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墨西哥（United Mexican States）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墨國為全球第 13大經濟體，其首都墨西哥市在全球人口最多城市中排名第 3，在WEF

所公布的全球力競爭力排名中排行第 58名。雖然有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持續進入，但

墨國銀行指出國內的治安問題仍為影響經濟成長的主因，是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依據 IMF

資料，受國際經濟景氣影響，墨西哥 2012年的國內生產毛額為 11,771億美元，相較過去兩

年有微幅成長。此外 CPI小幅上升至 4.1%，失業率則是小幅下滑至 4.8%。OECD也表示墨

國需在創新與研發投入更多經費，以免未來的經濟成長後繼無力。墨西哥由於外人投資增加，

經濟仍持續發展。此外，墨國勞工成本與中國大陸勞工成本差距已縮小，加上墨國鄰近美國，

外資逐漸重視墨國市場，而外資之進入對墨國之出口及經濟成長助益頗大。

（2）貿易概況

2012年墨國出口值與進口值分別為 3,709億美元與 3,893億美元，與去年相比皆成長許

多。貿易赤字為 184億美元，表示墨國的貿易赤字有逐年下降的趨勢。2012年我國對墨國出

口 18.13億美元，進口 5.91億美元，享有順差 12.22億美元。墨國除了與秘魯簽訂 FTA外，

在此之前也已和北三角（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及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及尼加拉瓜簽訂

FTA，目前正和巴拿馬協商中。在 2011年墨國加入美、加等國所提議之泛太平洋夥伴協議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談判，期望打造自由貿易區，目前已有美、日、澳、紐等

國加入談判。

玉米是墨西哥隨處可見之產品，為墨國最重要農作物之一。2012年墨西哥乾旱，嚴重影

響 Sinaloa州玉米之收成，而該州為墨國玉米產量最多的一州，產量占全國 21.9%，故墨國

已大量向美國採購玉米。依該州統計，該州玉米減產將影響約 2萬玉米生產廠商，且預估未

來 6年該州玉米將因天候關係減產 52%。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墨國政府推行「支持家庭經濟及就業協議」以避免全球經濟衰退造成的影響，主要內容

為吸引外人投資以創造就業、鼓勵高科技產業、推動外銷及發展中小型企業、增加基礎建設

與天然瓦斯 /石油之投資，將毒品氾濫之主要城市的毒品氾濫率降低、提高產品競爭力與國

內就業率、更好的所得分配，以及賦稅改革以解決龐大之逃漏稅行為。在未來幾年內，歐債

危機可能導致墨國的外人投資和出口衰退，但國際組織仍普遍認為墨國的經濟成長依舊可高

於全球水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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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7 墨西哥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墨西哥合眾國（United Mexican States，簡稱 Mexico）

地理位置
位於中美洲，東臨加勒比海及墨西哥灣，北與美國相接，南接貝里

斯及瓜地馬拉。

氣候

由熱帶到沙漠氣候都有，沿海和東南部平原屬熱帶氣候，年平均氣

溫為 25-27℃；墨西哥高原終年氣候溫和，山間盆地為 24℃，地勢

較高地區 17℃左右；西北內陸為大陸性氣候。

政治體制 合眾國，總統制，總統任期六年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國家行動黨 /裴尼亞總統 (Enrique Peña Nieto)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墨西哥市（Mexico City），其他重要城市包括瓜達拉牙拉

（GuadaLajara）、維拉克魯斯（Veracruz）、蒙德里（Monterry）、

Leon、Tijuana、Puebla、Cancún及 Manzanillo。

主要國際機場

Belfast（BFS ）,Birmingham（BHX）,East Midland, Edinburgh, GLA 

Glasgow, London-Gatwick, London-Heathrow, London-Luton, London-

Stansted, Manchester

重要港埠
Belfast, Bristol, Dover, Felixstowe, Harwich, Hull, Liverpool, 

Plymouth, Portsmouth, Southampton, Thames, Tibury, Tyne

天然資源 石油、銀、銅、黃金、鉛、鋅、天然氣、木材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958,201

人口數（人，2012年） 114,872,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58

華人數（人，2012年） 6萬

華人所占比例（%） 0.05

臺僑人數（人，2012年） 1,500

臺僑所占比例（%） 0.001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墨西哥披索（MXN）

匯率（墨西哥披索兌美元） 1USD：13.9735MXN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5.3 3.9 3.9 2.9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4.2 3.4 4.1 3.7

失業率（%） 5.4 5.2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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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7 墨西哥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0,341.5 11,583.0 11,771.2 12,749.7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9,207 10,184 10,247 10,989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2,981 3,496 3,709

進口值（億美元） 3,166 3,684 3,893

貿易餘額（億美元） -185 -188 -184

貿易依存度（%） 59.4 62.2 64.5

主要出口產品 製造業產品、石油及其產品、銀、水果、蔬菜、咖啡、棉花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加拿大、德國

主要進口產品
金屬加工機器、鋼鐵製品、農業機器、電子設備、汽車零組件、汽

車修配零件、飛機及其配件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中國大陸、日本、南韓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5.87 6.18 5.91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15.11 15.35 18.13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9.24 -9.16 -12.22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20 0.18 0.16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48 0.42 0.47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鐵或非合金鋼之半製品、有線電話或電報器具、積體電路及微組件、

鋁廢料、機器零組件、二極體、電晶體及半導體裝置、鐵廢料、自

動資料處理機、鹽、非供人類食用之肉、雜碎、魚、甲殼類、軟體

動物粉及油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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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外匯存底（億美元）

09年的數值含黃金
1,205.9 1,492.1 1,671.0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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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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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紡織、汽車為墨國邊境加工出口區（Maquiladora）三大主要產業，在加入

NAFTA後，吸引美、日、韓之電子及汽車廠商前來投資設廠，產品主要銷往美國。國際經

濟及金融分析機構 (IHS Global Insight)估計，墨西哥在 2020年的汽車生產量將達到 400萬輛。

投資資金穩定流入、低廉的運輸成本、具生產效率及可信賴的各項基礎設施，促使墨西哥成

為全球汽車廠裝配基地之一，而墨西哥與全球 44國簽訂之貿易自由協定，使該國能進入大

部分國家的車業市場，這是墨國成為世界重要汽車生產中心的因素。2011年美國銷售的每十

臺車就有一臺是墨西哥製造，預計 2013年紐約每臺新的 Nissan牌計程車都將是墨西哥製造。

墨西哥現在不僅出口汽車到中國大陸，日本海嘯後還幫日本車廠代工。墨國政府也針對中國

大陸產品課徵反傾銷稅及嚴密查緝走私及非法產品，以保護國內產業。高科技產業及軟體產

業為近年來墨國政府積極推動之產業，已吸引許多廠商前往投資，可望成為未來發展之重點

產業。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2012年前半年墨西哥外人投資總額為 96億 2,200萬美元，去年同期投資額為 118億

1,500萬美元，外人投資減少 19%。拉丁美洲外人投資國家排行中已落後智利，排名第 3，

排名第 1的為巴西。墨國本身具有工資相對低廉，加上地理位置鄰近美國的因素，成功吸引

美國、加拿大、荷蘭、西班牙、英國、德國等國在墨國投資設廠。另由墨西哥保稅出口產

業公會之官方雜誌 Mexico Now所引用的國際統計資料顯示，全球前 20大 EMS(Electronic 

Manufacture Services)廠均在墨國設廠投資，包含我國電子製造服務業排名全球前十大的鴻

海 Foxconn公司，亦於墨國 Chijuajua州 Ciudad Juarez市投資設廠。然而，墨國由於毒品走

私所引起之暴力問題，對外商投資的意願造成負面影響。

2012年航太業在雷塔羅州之投資金額約為 2億美元，該州亦投資 16%之州預算於航太

業之基礎建設。同年墨國吸引航太工業至墨投資金額為 13億美元，共計增加 3萬 1,000個就

業機會，航太產品之出口亦占墨國工業出口的 36%。近年來墨西哥也吸引近 60億美元之替

代能源投資計畫，預計今年內將另有 20億美元之外資投入相關綠能投資案。美國大廠 GE已

在墨國設立風力渦輪引擎之研發廠，並在墨國投資 1億美元設置航太工廠。在墨西哥投資金

礦、銀礦及銅礦之大廠預計於 2013年擴大在墨國的礦產業投資，金額達 32億美元。全球第

3大銅礦企業 Grupo Mexico公司預計投資 14億美元。全球最主要銀礦提煉公司 Peñoles，同

時亦開採黃金、鉛及鋅等礦產，計劃投資 11億美元。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16世紀中有大規模華人移居墨國。1864年美國境內招募華工至墨國建造鐵路，1876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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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又有一批華人伐木工和金礦工由美國南下墨國，1896至 1905年更招募 9,800名華人

至墨國發展，主要集中於美、墨邊境地區的鐵路、種植業及石油公司當勞工，聚集在墨西卡

里市。1919年該市人口約 1萬，華僑人數即佔有 9,000多人，主要經營鄉間農場和商店。墨

國曾於二次大戰結束前實施排華政策，但 1957至 1999年間該國政府已逐漸放寬華僑家屬移

入墨國的條件。

墨國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區後又促使另一波移民潮，許多華人以美國為主要外銷市場，從

事個人電腦相關產業、保稅加工出口產業、通信電子相關產業、汽車及零組件產業等。這波

以臺灣為主的新華僑多居住於墨西哥市、蒂華納及米市卡利。重要僑團組織有墨西哥臺灣商

會聯合會、墨西哥市臺灣工商會、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臺灣工商聯誼會及墨西哥里昂市臺灣

工商會等。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工業製造、貿易和其他服務業為海地華僑主要投資產業，其中較成功者有大同、佳世達、

鴻海、英業達、達達、緯創、寶成、和碩、毅嘉、臺達電、南緯紡織、年興紡織、加州紡織、

友訊科技及環隆電氣等公司。電子產業以代工生產為主，主要位於美、墨邊境。墨國進出口

稅法規定繁複，勞工效率較低，是華僑投資時應注意的要點。我國萬海航運為開拓新興市場，

近期增闢新航線以連結亞洲及拉丁美洲。據墨國 Michoacán州媒體報導，該航線於 2012年 7

月 6日由高雄港出發，行經深圳、香港、寧波、上海、墨西哥、哥倫比亞、厄瓜多、秘魯等

國主要港口。該航線特別在墨西哥停靠 Manzanillo及 Lázaro Cárdenas兩個港口，可見墨西

哥市場在該公司佈局拉美地區之策略佔有重要的地位。

（3）投資與經營議題探討

墨西哥鄰近世界最大市場美國，具有幅員廣大、工資相對低廉及進入其他美洲市場的優

勢條件，故我國企業可藉此至墨國從事生產投資。目前汽車及其零組件業、電子電機業、半

導體、航太業及其他高科技業為墨國政府鼓勵投資產業，建築業則為近年來成長較快速之產

業，故相關業者可以考慮至此投資設廠。由於我國農工商業之興盛程度及技術方面皆優於墨

國，加上亞洲地區工業產品較墨國產品低廉，因此我國廠商進行投資時可多方考慮，找出最

大利基。若欲從事貿易批發或零售業也可獲利，投資時，建議華僑以熟悉之產業開始經營，

等進一步瞭解整個投資環境與市場後，再跨足到其他領域。在墨國因貧富不均，故社會治安

不佳，偷竊、搶劫及綁架亦時有所聞，故華僑到墨國投資應多留意自身安全。

4. 小結

墨國鄰近世界最大市場美國，具有幅員廣大、工資相對低廉及進入其他美洲市場的利基，

故我國華僑可藉此至墨西哥從事生產投資，積極開拓投資機會與商機，包括汽車及其零組件

業、電子電機業、半導體、航太業及其他高科技業等產業皆可尋求合作機會。墨國毒品走私

所引起之暴力問題，已嚴重影響外人投資的意願，因此治安成為墨國政府需盡速處理的問題。

另外 OECD 建議墨國需在創新與研發上投入更多經費，否則未來的經濟成長可能會後繼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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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美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近兩年來美國經濟逐漸復甦，2012年 GDP總值增加為 15.7兆美元，經濟成長率增加為

2.2%。在每人平均 GDP方面則從 2011年的 48,328美元，增加為 49,922美元。在失業率方

面也有所起色，2012年下降到 8.1%，但失業率問題仍為美國政府需密切注意的課題。國際

原物料價格逐漸回穩，民生必需品漲價漸緩，使 2012年的 CPI由 3.2%下降為 2.1%。針對

政府預算赤字不斷增加，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提出刪減赤字計畫，希望透過削減支

出、加稅，凍結部分國家計劃與限制高所得納稅人的減稅等措施，在未來 10年內可望削減 1.1

兆美元赤字。儘管如此，美國經濟復甦尚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除了住房市場有起色外，就業

市場、消費者支出和製造業等其它領域仍疲軟。

（2）貿易概況

近三年來美國貿易餘額均呈現逆差，不過可以看出美國經濟處於復甦狀態，相較於 2011

年，2012年出口值增加為 15,612億美元，進口值增加為 23,207億美元，貿易逆差為 7,595

億美元。與我國經貿互動關係方面，我國對美國貿易近三年來均呈現順差。2012年美國對我

國之出口值為 236.04億美元，而美國自我國之進口值為 329.76億美元，貿易總額為 565.8億

美元，較 2011年減少 8.9%。

美國為世界最大的進口市場，每年約可吸納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出口產品。目前美國已

與多國簽訂 FTA，如加拿大、智利、新加坡、澳洲、約旦、以色列、中美洲六國與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等，美國也與我國簽訂貿易協定。美國在 2011年也與南韓、哥倫比亞、巴拿馬簽

訂 FTA。此外，美國也加入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積極與東

南亞國協各成員國進行協商，目前已有澳洲、日本、馬來西亞、秘魯和越南等國加入該協定。

美國總統歐巴馬與東協 10國領袖將啟動「美國—東協擴大經濟交流倡議」，以擴大本區域

之貿易與投資關係。「美國—東協擴大經濟交流倡議」之目標，讓東協國家能更容易連結美

國正在推動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亦幫助美國強化在亞洲區域貿易與經濟

聯盟的地位。此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高層官員表示，在允許次撒哈拉非洲國家產品免稅

進入美國市場的非洲成長及機會法案 (AGOA)於 2015年到期後，南非在該法案所享有的優

惠貿易條件可能有所改變。在南非與歐盟簽有優惠貿易協定情況下，美國產品均較歐盟競爭

對手面臨較嚴苛關稅，並造成市場占有率減少。

美國企業在亞洲發展業務的商業研討會上表示，美星兩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8年來，雙

邊貿易成長 59％，其中新加坡占美國對東協 10國總出口的 40％。2010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定

下五年內將美國出口提高一倍的目標，認為新加坡是東協經濟活力的核心，是美國實現前述

目標的「關鍵道路」，也是「再出口」(re-export)美國貨的地方。此外，星國農業暨農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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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部獸醫局總監指出，該局非常關注美國加州 2012年 4月狂牛症 (BSE)事件，並聯絡美國

主管單位以獲取最新進展。至於觀光業方面，美國政府簡化了巴西人申請美國觀光簽證的手

續。根據美國領事館的資料顯示，巴西已經是到美國旅遊人數第五多的國家，而且巴西人也

是在美國花費最多的一群。觀光業是美國主要的產業，光在 2010年，它的產值佔美國 PIB（國

民經濟總產值）的 2.7%，給美國製造 750萬個工作機會。而我國也在 2012年成為美國免簽

證計劃（Visa Waiver Program, VWP）的國家，除有助於增加美國觀光收入外，也可望改善

美臺貿易逆差。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歐巴馬總統連任。在歐巴馬總統過去 4年執政期間，中華民國與

美國關係不斷提升。自 2012年 11月起，我國正式成為美國「免簽證計畫」（VWP）參與國，

未來兩國人民在經貿、觀光、文化、學術等領域的交流往來必隨之提升，對美關係亦將繼續

增進強化。根據美國商務部表示，觀光業一直扮演著支撐美國經濟的重要角色，歐巴馬政府

首要之任務就是要強化美國經濟以及製造就業機會。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表示，國際線的

旅遊產業為美國的就業市場帶來 120萬個新職缺。此外，美國當局也提出了許多吸引旅客的

新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加免簽證國家的數目。

歐巴馬政府就任後，為鼓勵美商將海外的生產轉回美國，2012年 1月推出「委外工作

轉回美國計畫」（Insourcing American Jobs），希望藉由國內先進製造業的發展，重新掌握

世界製造業龍頭的地位。並在 2月提出的 2013年預算報告中特別加入「擴張製造業以及委

外工作轉回美國租稅誘因」（Incentives for expanding manufacturing and insourcing jobs in 

America）項目，預計在 2012年到 2014年間每年撥出 20億美元，若企業到美國失業率高的

地區投資及提供工作機會便可獲得減稅優惠。根據美國官方資料顯示，已有許多美國企業回

到美國投資，例如萬事達鎖（Master Lock）、林肯頓家具（Lincolnton Furniture）、GalaxE 

Solutions軟體公司、杜邦（DuPont）、開拓重工（Caterpillar）、福特汽車（Ford）、奧的

斯升降機（Otis Elevator Company）等製造大廠，皆紛紛回到美國重新投資設廠。

另外，2011年美國政府提出的「美國就業法案」（American Jobs Act），使得長年居高

不下的失業率逐年下降，失業率從 2011年的 8.9%下降到 2012年的 8.1%。

2012年美國最重要的目標即為解決財政懸崖危機，美國政府陸續堆出相關法案，2013

年 1月通過之「美國納稅義務減免法案」，主要內容就是為了解決美國即將到期的租稅減免，

並新增其他課稅措施，並達成自動削減公共支出延期 2個月 (3月起 )生效之協議，暫時化解

財政懸崖危機。由於美國總統歐巴馬不希望由中產階級負擔減少財政赤字之責任，故主張透

過同時削減支出、保護投資以強化中產階級及防堵租稅漏洞等平衡措施，來避免自動減支生

效對經濟之傷害，並達成降低赤字之目標。

（4）美國經濟問題與挑戰

百年颶風「桑迪」侵襲美國，重創人口稠密的美國東海岸，造成巨大財產及商業損失。

經濟學者認為美國經濟當前最大威脅，並非「桑迪」颶風，而是「財政懸崖」(fiscal cliff)的

隱憂。「財政懸崖」意指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推出的自動削減政府支出及減稅政策將於本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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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屆時將造成政府支出驟然緊縮，使企業僱用與投資減少，人民稅賦增加等問題。

美國總統歐巴馬連任後，必須思考如何解決美國長期經濟發展之四大難題︰財政、就業、

貧富差距及氣候變遷。財政問題方面，就算增稅及刪減支出計畫於 2013年 1月正式實施，

美國政府每日仍需借款金額達 30億美元。其次是就業問題，目前有 360萬美國人已失業超

過一年；高失業率之餘，平均所得偏低是另一個問題。就貧富差距問題而言，目前 40％美國

孩童出生在最貧窮的 20%家庭中，而科技進步及全球化導致美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美國應

致力縮短高低收入戶間差距。最後則是氣候變遷問題，因為四年一任的競選機制讓總統候選

人僅關注短期利益，該問題在歐巴馬的任期內尚未積極考量。

2012年 2月 7日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作證時，首次提出「財

政懸崖」的說法，意旨 2012年底美國政府的減稅優惠措施到期，2013年元旦美國將面臨自

動提高稅率和大幅削減聯邦政府支出，使政府財政赤字如懸崖一般直線下降，影響美國經濟

成長減緩。2013年 1月 1日美國國會達成協議，解決了財政懸崖的危機，將聯邦政府自動減

支計畫推遲至 3月 1日起施行。

2011年 8月美國國會通過聯邦政府自動削減支出機制，自 2013年起到 2022年的 10年

內政府自動削減 1.2兆美元的國防和內政支出，內政和國防開支各占一半，2013會計年度自

動減支於 3月 1日生效，全年削減支出總額為 850億美元，估計將使 2013年經濟成長萎縮 0.5

至 0.7個百分點，失業人數增加 75萬人，受減支影響的政府部門包括國防、勞工、觀光、住

宅、教育、衛生、醫療等。

長期而言，美國聯邦政府自動減支措施對美國經濟成長產生負面的影響。就民間消費分

析，個人所得稅的增加和失業救濟金的減少將導致消費支出減少，進而影響零售總額、汽車

銷售額及房屋成交額的減少；在投資方面，隨著消費及經濟成長的減弱，企業投資的步伐亦

將放緩，將導致失業率上升。據估計，10年內約 214萬人失業，國防部內將裁減 32萬人，

非國防部門裁減 42萬人。國際貨幣基金認為和美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都會受到不利的影響。

隨著愈來愈多美國公司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擴建研發中心，美國正快速流失高科技工

作。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SB）的報告說，美國的跨國企業如明尼蘇達礦

業製造公司（3M）、開拓（Caterpillar）和奇異（GE），近幾年都斥資數十億元擴充海外研

究中心，以吸收海外科學人才，研發符合海外市場需要的產品，和利用外國政府的獎勵措施。

表 2-3-18 美國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簡稱 U.S.）

地理位置 位於北美洲，連接北大西洋及北太平洋，北接加拿大，南連墨西哥。

氣候

大部分地區屬於暖和，但是夏威夷（Hawaii）及佛羅里達（Florida）
屬於熱帶氣候，而阿拉斯加（Alaska）屬於北極氣候，在密西西比
河（Mississippi River）沼澤的西部平原雨量稀少，西南大平原（Great 
Basin）是屬於乾旱氣候；在 1、2月時，西北方冬天的低溫因洛磯
山脈（Rocky Mountains）吹來的風，使溫度略微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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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8 美國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政治體制 聯邦共和 /總統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民主黨 /歐巴馬（Barack Obama）

語言

英語（English）82.1%，西班牙文（Spanish）10.7%，其他印歐語系
（Indo-European）3.8%，亞太語系（Asia and Pacific island）2.7%，
其他 0.7%。

首都及重要城市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

主要國際機場

Baltimor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Boston（Log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Burbank/Glendale/Pasadena Airport, Dallas/
Fort Wo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 Den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Detroit
（Wayne County）Metropolitan Airport,  Newark International 
Airport, Honolulu International Airport, Washington D.C.（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Houston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New York
（John F. Kennedy）International Airport, Las Vegas（McCarr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New York
（La Guardia）Airport ,  Miami International Airport ,  Orlando 
International Airport, Minneapolis St. Paul International Airport, 
Oakland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tario Airport, Chicago（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 Portland International Airport, Phoenix（Sky 
Harbor）International Airport, Pi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 San 
Diego International Airport, Seattle Tacoma Airport,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 San Jose International Airport, Salt Lake Ci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Sacramento International Airport

重要港埠

Atlanta, Baltimore, Boston, Brownsville, Camden, Charleston, 
Chicago, Columbus, Detroit, Elizabeth, Galveston, Gulfport, Honolulu, 
Houston, Jacksonville, Long Beach, Longview, Los Angeles, Miami, 
Milwaukee, Mobile, New Orleans, New York, Newark, Norfolk, 
Oakland, Philadelphia, Portland, Providence, Richmond, Sacramento, 
San Diego, San Francisco, Savannah, Seattle, Stockton, Tacoma, 
Tampa, Wilmington

天然資源

煤、銅、鉛、鉬、磷酸鹽、鈾、鐵礬土、黃金、鐵、水銀、鎳、鹼水、

銀、鎢、鋅、石油、天然氣以及木材。美國含有世界 27%的煤礦蘊
藏量，為第一大煤礦蘊藏國。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9,826,630

人口數（人，2012年） 314,311,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32

華人數（人，2012年） 424萬

華人所占比例（%）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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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8 美國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臺僑人數（人，2012年） 93.4萬

臺僑所占比例（%） 0.28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美元（USD）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2.4 1.8 2.2 1.7

消費者物價上漲（CPI，%） 1.6 3.2 2.1 1.6

失業率（%） 9.6 8.9 8.1 7.7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44,989.3 150,756.8 156,847.5 162,377.5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46,811 48,328 49,922 51,248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12,776 14,804 15,612

進口值（億美元） 19,692 22,659 23,207

貿易餘額（億美元） -6,916 -7,855 -7,595

貿易依存度（%） 22.4 24.9 24.7

主要出口產品
積體電路、航空器、汽車零件、辦公設備、電腦設備及附件、醫療

設備與用具、醫療製劑

主要出口國家
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國大陸、英國、德國、南韓、荷蘭、新

加坡、法國、中華民國

主要進口產品
原油、小客車、電腦設備及零件、汽車零件、無線電話、醫藥製品、

辦公設備、積體電路

主要進口國家 加拿大、中國大陸、墨西哥、日本、德國、英國、南韓、臺灣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253.79 257.59 236.04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314.66 363.64 329.76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60.87 -106.05 -93.72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98 1.74 1.51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1.60 1.6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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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8 美國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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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各物之零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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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鋼鐵、穀類、有機化學產品、

塑膠及其製品、雜項化學產品、關稅配額之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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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器、太空船及其零件、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放射

性元素及其同位素之有機及無機化合物、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

次寶石、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肉及食用雜

碎、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醫藥品、

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

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灰泥、墨類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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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

用具及其零件、鋼鐵製品、鐵路及電車以外之車輛及其零附件、塑

膠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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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附

件，鋼鐵、傢俱、寢具、軟墊及類似充填傢俱、未列名之燈具及照

明配件及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物、卑金屬製工具、

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橡膠及其製品、礦物燃料、礦油及

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雜項卑金屬製品、針織或鈎針織

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雜項化學產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1,324.3 1,479.5 1,480.0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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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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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美國正積極推動「泛太平洋夥伴協議」，期望能藉此取得東亞經貿整合的主導權，彌補

在東協機制中被邊緣化的衝擊。亞太地區目前已成為美國重要的外資來源，由於近年來歐盟

國家投資重心逐漸移往亞洲地區，對美國投資比例逐年下降，而亞洲地區因經濟表現出色，

逐漸成為全球經濟重心之一。美國加州矽谷的公司大多由華裔和印度工程師所主導，而美國

國家科學實驗室中受聘的科學家中，華人人數過半；華裔留學生更居世界各國在美留學生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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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1月 07日，鈴木汽車公司（Suzuki Motor）宣布退出耕耘近 30年的美國市場，

原因是日圓走強、銷售低迷、車款有限、生產成本高昂，及聯邦和各州法規嚴格等挑戰。美

國的「財政政策研究所」(Fiscal Policy Institute)2012年公布之新研究指出，過去 20年移民

擁有的小企業所占的比率從 12%增加為 18%，即美國六分之一的企業主是移民，而移民只

占美國人口的 13%。 估計移民擁有的公司雇用了 470萬美國工人，帶來了 7,760億元的收入。

移民在專業和商業服務部門創業的人數最多，有 14萬 1,000人；其次是零售與建築業，各有

12萬人。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第一批華人在 1820年移民到美國，之後第一批中國大陸的留學生也在 1847年赴美留學。

而真正吸引了大批華僑移入則始於 1848年的淘金熱，到 1851年後，華僑人數則增加至 2,716

人，其中多為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勞動人口。之後，美國對外國移民改採開放態度，也逐漸成

為全球華僑移民最多的國家。

美國東西兩岸與中部的工業大城為當地華僑的主要聚集地，其中美國東岸的紐約與美國

中部的芝加哥因發展較早，多為老僑所居住；另外，華僑人數最多區域又屬加州與紐約，達

全美華僑人數的一半。早期華人多從事三刀（菜刀、剪刀、剃刀）產業與零售業。隨著一些

新興城市的崛起，華人從事的產業也跟著轉變，如加州（California）的矽谷成為科技重鎮後，

華人逐漸跨足於金融業、地產業與科技業（特別是 3C產業與軟體業）。近年來有不少優秀

的華裔運動員，如林書豪、陳偉殷、王建民等，都在美國運動產業有傑出的表現。此外，李

安為著名臺灣導演，在電影產業有相當好的表現與成就，曾於 1999年執導的《臥虎藏龍》

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及三個技術獎項。2006年和 2013年則分別以《斷背山》和

《少年 PI的奇幻漂流》獲得第 78屆奧斯卡金像獎和第 8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是第

一位獲得該獎項的亞洲導演，也是至今唯一兩度獲得該獎項的亞洲導演。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大華是南加州非常有名的超級市場，是許多華人到南加州購物的第一站。一向低調的大

華超市，是由來自臺灣的陳河源在 1984年創辦，22年後，在美國各地擁有 24家分店，有各

種從大陸、臺灣、東南亞來的家鄉貨，規模已經從超級市場，變成新的中國城的聚落核心。

美國大陸工程公司 (Core Continental Construction)董事長江俊霖，近期獲得中華民國青年創

業協會總會所頒發的第 21屆海外華人創業楷模獎，擔任公司總經理的妻子吳思瑩同時獲得

創業相扶獎。

目前地產業、銀行業、餐飲業、旅館業、零售業及科技業為華人在美國所從事的之六大

主要行業，而臺商也散居於美國各州，因此臺僑在各州所從事的行業有所不同，以下將依其

地理位置說明華僑與臺僑當地經營概況。

A.　�東北部地區（範圍包含緬因州、新罕布夏州、佛蒙特州、麻薩諸塞州、羅德島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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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州、賓夕法尼亞州、紐澤西州）

東北部地區是美國種族最多元的地區，居民主要來自歐洲，有大量非洲裔、拉丁美洲裔、

亞裔人口及少數的美洲原住民。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波士頓可稱為愛爾蘭裔美國

人的首都，而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則以大量的義大利裔美國人聞名，曼哈頓區也有許多猶太

裔居民。而紐約市的繁榮與工作機會，至今仍吸引了源源不斷的移民。由於有充足的勞工與

良好的基礎建設，長久以來工業為該區的的主要產業。

目前該區的主要產業已由傳統工業轉變為高科技與技術密集工業及服務業，對高技術人

員的大量需求也吸引全球各地的人才前往該區。東北部地區以高科技產業為發展重心的代表

州別是紐澤西州（New Jersey），其電子、電信、生技、製藥、化學、科技設備、物流業等

產業皆居全美領先地位，如同加州矽谷在美西之地位。麻薩諸塞州以發展精密機械、電子、

光電、醫療儀器、航太級國防工業為主，而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以電腦電子、生

化製藥及精密工具機等高科技製造業為主。而服務業則以紐約州（New York）為主，為目前

全球最大的金融及商業中心，紐約市的金融、觀光、服務零售業發展程度更為全美之冠。麻

薩諸塞州金融服務業亦相當發達。值得一提的是，「紐約第一銀行」（Amerasia Bank）在副

總裁蔡政蒼（Jimmy Tsai）的領導之下表現亮眼。它長期以來被鮑爾金融（Bauer Financial）

評定為五星級銀行，同時銀行評鑑中心（Financial Management consultant, FMC）亦將其列

為全紐約州 125家銀行首位，足見華人在美國經營事業有成，深受當地人的信賴。該地區中，

紐澤西州為全美第七大外人投資州，該地區外人投資主要以英國、日本、德國、法國、瑞士、

加拿大及荷蘭為主，知名外國企業如上海匯豐銀行、西門子、Canon也看準紐約州的發展前

景而前往投資。

臺商在該地區投資設廠主要以電子業、生化製藥研發、運輸業、化工業、金融服務業、

電腦業、貿易、餐飲、成衣及服務業為主，其中較具規模者如在紐澤西州的臺塑公司美國總

公司、長榮海運與空運、陽明海運、高林實業公司，紐約州的 Phyto-Ceutica（製藥）、Sun 

Farm Corp.（抗癌新藥研發）及金園餐廳。此外，如臺灣銀行、兆豐銀行、華南銀行、第一

銀行、彰化銀行、中信銀行等金融機構亦在紐約市設立辦事處或分行。

2001年 911事件前，紐約市曼哈頓區的華埠為當地華僑的主要聚集地。自 1840年起，

當地開始有華人聚集並從事商業活動，也逐漸發展成紐約市最大的中國城。但自 911事件後，

皇后區內的法拉盛（Flushing）逐漸取代了華埠在當地華人心中的地位，成為新興的中國城，

許多華裔和韓裔人口在此謀生，形成了一個興旺的商業區和規模龐大的住宅區，目前該區為

全美第二大唐人街。當地傑出華人有：替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設計 2009年總統就職典禮禮

服而聲名大噪的知名旅美設計師吳季剛，於 2001年成為美國第二十四任勞工部長的趙小蘭，

以及以煙火為特色的知名藝術家蔡國強，在各自領域皆有傑出的表現。

B.　�西部地區（範圍包含愛達荷州、蒙大拿州、懷俄明州、內華達州、猶他州、科羅拉多

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加利福尼亞州）

目前，該地區的移民多為亞洲移民及拉丁美洲移民。1830年後，拓荒事業在西部地區迅

速發展，舊西南部地區主要被棉花種植園地主佔有，成為棉花的主要產地。而舊西北部的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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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開發在 1787年通過「西北準州地區條例」後，湧入大批移民，穀物和畜牧業成為該區興

盛之產業。在 1848年時，加州發現金礦所引發之淘金熱對西部的開發是一大助力，美國政

府開始積極地引進外國勞動力，大批中國勞工因而來到了美國。1896年後，美國國會訂定排

華法案，也使華人紛紛離開美國，直到 1943年美國政府才廢除該法案。

早年本地區多以礦業、農業與木材業為主要生產活動。該地區礦產資源豐富且種類繁

多，銀礦主要產地在內華達州（Nevada）和科羅拉多州（Colorado）。銅礦的儲藏量居世界

首位，達世界總儲藏量的 20%。目前則轉型以高科技產業與農業為主，高科技產業如華盛頓

州（Washington）、科羅拉多州與加州，主要發展航太工業、電腦及電子業，其中科羅拉多

州首府丹佛市為全美通訊公司眼中國際通訊中心之首選。亞利桑納州（Arizona）因緊鄰墨西

哥之邊境加工出口區，且與洛杉磯、長堤兩大港口距離不遠，又位於美西廣大市場，成為全

球航太工業重鎮之一；其另一重要產業為光電業，主要從事精密光電零組件、光電設計軟體

研發、定位系統及零組件之生產與服務。奧勒岡州（Oregon）則以電子產業、生技產業、半

導體產業、面板產業、化學產業等為主。其他產業如內華達州以博弈娛樂業為主。懷俄明州

（Wyoming）的黃石國家公園與提頓國家公園（Teton Park）每年吸引大批遊客前往，造就

觀光業為其第二大經濟來源。此外，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為全美乳酪業成長最快速之

地區。

加州為美國第一大經濟體，其外人投資金額居全美之冠。主要投資產業為貿易零售業與

批發業，約佔全美的 10%。該地區主要外資來源為日本、英國、法國、瑞士、德國及加拿大。

我國臺商在該地區主要以投資電腦、房地產、餐館及研發為主，較具規模廠商包括臺積電、

聯電、鴻海、宏碁、明碁、中華電信、神通電腦、技嘉科技、大同公司、中華航空、陽明海

運、長榮海運、長榮航空、天仁茗茶、統一、味全、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土地

銀行及玉山銀行。加州舊金山與洛杉磯的蒙特婁公園市為本地區主要之中國城，當地華人在

各個領域皆有相當活躍的表現，如駱家輝在 1996年當選為華盛頓州州長，成為美國歷史上

第一位華裔州長。歐士傑州長於 2007年以 53%之得票率勝選擔任愛州州長，續於 2011年以

55%得票率連任州長，他歷任州眾議員、副州長及聯邦眾議員。

C.　�中西部地區（範圍包含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伊利諾州、印第安納州、俄亥俄州、

密蘇里州、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內布拉斯加州、堪薩斯州、明尼蘇達州、愛荷

華州）

自 1790年代起，獨立戰爭時期的退伍軍人和來自東部各州的拓荒者開始進入美國中西

部地區，在 19和 20世紀時，德國、斯拉夫和非洲裔美國移民開始大量移入中西部地區。在

1950年後，墨西哥裔移民人口暴增。也造成該地區人口由許多不同種族組成，形成多樣化的

文化與信仰。美國中西部地區土壤肥沃，盛產各類穀物，如玉米、燕麥及小麥等，該區早期

又被稱為美國的「麵包籃」。目前該地區的堪薩斯州（Kansas）、愛荷華州（Iowa）、南達

科他州（South Dakota）及北達科他州（North Dakota）仍以農業為主要產業，主要以玉米、

燕麥、小麥、大豆、豬、牛、羊等為主。明尼蘇達州（Minnesota）為美國農業大州，農產品

收入居全美第六，乳酪類製品及豆類製品出口為全美第三。農業的興盛帶動了該地區人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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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成長，在工業革命後，該地區也開始發展工業。航太零件業、飛機維修業、汽車工業、

電腦工業、製藥及生化業、金屬業與機械業為該地區內之重點產業，而生物科技產業及生命

科學產業也為該地區努力發展之目標。威斯康辛州（Wisconsin）有許多湖泊、河流、森林公

園及遊樂區，每年吸引大批的旅客前往觀光，也帶動當地的觀光業。內布拉斯州（Nebraska）

的天然氣、電力及地下水存量豐富，風力發電位居全美第六位。明尼蘇達州鐵礦存量非常豐

富，境內的 Mesabi Range為全美最大的露天鐵礦，全美 70%的鐵礦由此供應，該州醫療管

理及醫療器材相關工業在全美也是名列前茅。另外，密西根州（Michigan）為全美最大的汽

車和卡車生產地，為全美汽車工業中心。俄亥俄州（Ohio）則以製造業與食品加工業為主，

為全美第二大製造業中心。

加拿大、荷蘭、英國、日本與德國為該地區主要外資來源，主要投資區域多集中於伊利

諾州（Illinois）與密蘇里州（Missouri），日本的豐田汽車公司（Toyota）也在印第安那州

（Indiana）設廠。此地區主要中國城位於芝加哥，我國臺商在當地投資多以餐飲、貿易及食

品加工業為主。在當地較具規模的我國廠商有臺塑、中華航空、長榮航空、陽明海運、中國

國際商銀、寶島公司（Formosa Food）、鴻海子公司 Q-Edge，以及華碩的美國區域總部及發

貨倉庫。

D.　�南部地區（範圍包含德拉瓦州、馬里蘭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維吉尼亞州、西維

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喬治亞州、佛羅里達州、肯塔基州、田納

西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馬州、奧克拉荷馬州、德克薩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

那州）

17世紀時，本地區大多數的移民皆來自英國，但到 18世紀時，大量的蘇格蘭人和北愛

爾蘭人也開始移入該區。在 1700年後，許多來自非洲的奴隸被帶到該區，成為該區人口的

新成員，但當時黑人仍受到許多歧視與排斥。直到 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後，許多黑人開始

移居至美國北部，但該地區目前仍為美國最大的黑人聚集地。

在 1700年後，來自非洲的奴隸成為耕種大農場主要勞動力，主要出口作物包括菸草、

稻米、和靛青。在 1800年後，棉花成為了最主要的農作物，該產業為當地提供許多工作機

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地區開始種植大豆、玉米等作物，並發展基礎工業。目前

德克薩斯州（Texas）為全美第二大農業州，約占美國農產收入的 7%。其他如密西西比州

（Mississippi）與奧克拉荷馬州（Oklahoma）也是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地區。在 1901年後，

許多油田陸續在德州、阿肯色州（Arkansas）、奧克拉荷馬州、和墨西哥灣被發現，其中奧

克拉荷馬州為全美第三大天然氣生產州。其他製造業，則包含維吉尼亞州（Virginia）以電子

設備、工業機械與設備、食品加工、運輸與化工業為主；德州以電腦資通訊 IT產業、再生

能源產業、運輸與航太業、生技暨醫療器材產業及食品加工業為主。佛羅里達州（Florida）

的高科技產業就業人口居全美第四。汽車業以密西西比州與肯塔基州（Kentucky）為代表，

除日系汽車大廠 Nissan在密州投資設立組裝工廠外，通用電子、福特汽車、豐田汽車及杜邦

公司亦在肯州設廠。喬治亞州（Georgia）主要以貿易及服務業為主，該州投資成本相較於其

他州而言相對低廉，近年來該州政府努力推動便民的行政措施與協助，期望能吸引更多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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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法國、日本、英國、德國、加拿大、荷蘭、瑞士與澳洲為此地區主要外資來源國，主要

投資產業為製造業、食品、建材、汽車零件與運輸卡車等產業，其中阿肯色州地理條件優越，

位居美國中心位置且運輸方便，有成為製造產業的集散轉運中心的良好條件。此外，近年來

中國大陸在喬治亞州的投資金額占該州總投資金額比例逐年上升，該州政府也在北京設立經

貿辦公室，期望能募集更多資金進入該州投資。

我國廠商在該地區投資者眾多，其中較具規模的有臺塑、南亞、樺成實業、臺灣水泥集

團購併 Continental Carbon Corp.、禾翔公司、臺化、佳佳科技、臺達電子、長榮海運、陽明

海運、東元電機、聯美、東億投資、臺灣慧智、臺南紡織、南聯國貿、陽明海運及英業達。

該地區較有規模之中國城位於休士頓地區的糖城（Sugar Land），當地新華僑移民人數逐年

上升，將華人文化與生活方式逐漸融入在當地社會中，也對當地經濟有相當大的貢獻。

E.�夏威夷州（Hawaii）

觀光旅遊業是夏威夷的主要產業，帶動了夏威夷各個主要島嶼的發展，其產值約占夏威

夷 GDP的 24%，而貿易業、零售業、製造業及服務業也為該州的主要產業。近年來夏威夷

政府積極發展生物化學工程、電腦軟體開發、電子工業、通訊事業及海洋工業，並努力吸引

外資進入。

日本為夏威夷的主要外資來源，約占其外人投資金額的 80%，其他主要外資來源國依

序為澳大利亞、香港、英國、加拿大、印尼及中國大陸。我國排名第八，臺商主要投資不

動產與餐飲業，如松鶴公司、華航假日酒店、Alana Hotel、Aloha Tower、Hilton Waikoloa 

Hotel、中華航空及長榮航空等。此外，中國信託公司在 Big Island 投資 Waikaloa Hilton 

Hotel休閒旅館。

F.�阿拉斯加州（Alaska）

原油為阿拉斯加州重要之經濟來源，故外資在本州的主要投資為英國石油公司，及加

拿大與日本在海產業、採礦及旅遊業的投資。我國在當地主要投資項目為中華航空及長榮

航空在安克拉治所設立之分公司、永豐銀行在安克拉治成立漁業加工廠（Alaska Seafood 

International）及中油公司與阿州之商業合作。臺商若欲前往當地設廠，漁業、觀光服務業及

空運物流業為可投入之產業。該州政府也積極鼓勵外資設立加工廠或組裝廠，期望成為北美

及歐洲市場的供應點。

4. 小結

美國身為世界最大的進口市場，每年約可吸收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出口產品，即使部分

產品有配額限制，但大部分產品均可自由進出口。歷經過金融海嘯的衝擊後，儘管全球經濟

呈現溫和復甦，但美國國債危機及失業率之惡化已成為目前美國政府極需密切關注的課題。

美國政府於 2011年相繼提出「美國就業法案」與「經濟成長與削減赤字」方案，透過創造

就業機會與減少政府預算赤字，期望能提升經濟成長與增加就業機會。歐巴馬政府在就任後

提出「在美國製造」計畫，擬推動美製造業之發展，並藉以創造國內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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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亞洲地區已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的重心，歐盟國家對外投資也已逐漸轉向亞洲地

區，進而間接影響了外商對美國的投資。美國除與南韓、哥倫比亞、巴拿馬簽訂 FTA外，也

積極推動「泛太平洋夥伴協議」，期望能藉由此協定重新取得東亞經貿整合的主導權。美國

為我國廠商對外投資的主要國家之一，我國廠商若欲前往投資，瞭解與拓展當地市場之最佳

方式為參加當地商展。美國的名牌市場極具投資價值，臺商可先與美國品牌業者簽定產銷授

權協議，除提升產品品質與建立消費者信心外，也可快速在美國市場上建立商譽。

（十九）美洲其他國家及地區

巴哈馬（Commonwealth of the Bahamas）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巴哈馬 GDP總值從 2011年 77.88億美元成長到 2012年 80.43億美元，平均每人所得從

2011年 22,354美元上升到 2012年 22,833美元，各項數據顯示巴哈馬為加勒比海地區中最富

裕的國家之一。2012年通貨膨脹率則由 2011年的 3.2%下降到 2.3%。2012年經濟成長率為

2.5%，較 2011年的 1.6%成長。

（2）貿易概況

巴哈馬主要商品長期依賴進口，每年均有巨額貿易赤字，國際收支主要靠旅遊業收入彌

補。主要進口食品、電器用品、機械設備和汽車等，而主要出口漁產品、化工產品、藥品、

朗姆酒、食鹽。主要貿易對象是美國、加拿大、歐盟、韓國。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巴國是加勒比地區最富裕的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西半球國家中僅次於美國和加拿

大。近幾年巴哈馬政府在政策上作了些調整，提出經濟多樣化政策，吸引外資。政府強調重

點發展工農業，使巴哈馬逐步實現工業化和糧食自給自足。為實施經濟多樣化策略，巴哈馬

政府鼓勵發展中小企業，並為此制定了優惠政策。2012年 5月大選後新政府的支出增加，財

政刺激計畫可望創造經濟成長。

表 2-3-19 巴哈馬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巴哈馬（Commonwealth of the Bahamas）

地理位置 加勒比海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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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9 巴哈馬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氣候

大部分的地區都屬溫和的亞熱帶氣候，北迴歸線橫貫中部。在一

年之中 8月為最熱月份，平均氣溫介於 24°C~32°C之間；1、2月

為最冷月份，平均氣溫 17°C~25°C之間。巴哈馬的年均氣溫約為

23.5°C，年平均降水量則在 1,000mm上下。

政治體制 立憲，責任內閣制。以英女王為元首。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自由進步黨 /總理：克里斯蒂（Hon. Perry Christie)

語言 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拿索

主要國際機場
巴哈馬大巴哈馬島 Grand Bahama International Airport（FPO）、

拿索 Nassau Lynden Pindl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NAS）

重要港埠 Freeport, Nassau, South Riding Point

天然資源 鹽、石、木材及可耕種的土地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3,940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0.352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5

華人數（人，2012年） 720

華人所占比例（%） 0.20

臺僑人數（人，2012年） 40

臺僑所占比例（%） 0.0003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巴哈馬幣（BSD）

匯率（巴哈馬幣兌美元） 1USD:0.998BSD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0.2 1.6 2.5 2.7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3 3.2 2.3 2.0

失業率（%） 15.1 15.9 11.0 9.5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77.71 77.88 80.43 83.65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2,556 22,354 22,833 2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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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9 巴哈馬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6 7.6 7.9

進口值（億美元） 29 34 36

貿易餘額（億美元） -23 -26.4 -28.1

貿易依存度（%） 45.5 53.4 54.6

主要出口產品 石油、荷爾蒙、傳動輪帶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瑞士、英國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電器用品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義大利、日本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028 0.033 0.018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003 0.003 0.002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025 0.03 0.01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46 0.43 0.23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01 0.01 0.01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飲料、酒類、醋、未列名動物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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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項卑金屬製品、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聲音重放機、電

視影像、聲音記錄機、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飲料、酒類、醋、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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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皮革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物品、手提袋及類似容器、動物腸

線（蠶腸線除外）製品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044.2 1,070.2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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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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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業和金融業分別為巴哈馬的兩大經濟支柱，遊客大多數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歐洲，

每年接待遊客約 500萬人次。巴哈馬臨近海洋，漁產資源豐富，為世界重要漁場之一，更是

巴哈馬主要出口產品之一。天然資源有石油、天然氣及鹽等。農地因淡水有限，且缺乏耕地，

所以可耕種之農產品種類受限，但近年來巴哈馬政府已逐步實行糧食自給與工業化，目前主

要農作物已有甘蔗、蕃茄、香蕉、玉米、鳳梨和豆類等。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巴哈馬首都拿索是世界主要境外金融中心之一，為吸收外資，巴哈馬通過了免除外國公

司的個人所得稅、外匯自由兌換、金融保密等一系列法令。註冊的國際公司達 68,000家，在

巴哈馬經營共同基金為 760億美元。另外，外商在巴哈馬旅遊、港口等領域也有大量投資。

3. 當地華人經濟

2011年 9月 10日巴哈馬副總理兼外長西蒙內特（Hon Brent Symonette）和中國大陸商

務部長陳德銘簽署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增加旅遊合作，並吸引中國大陸企業到巴哈馬投資。

現今居住在巴哈馬的華僑有 80%都是在巴哈馬所生之第二代華僑，華僑在巴哈馬以經營雜貨

店、餐館、旅館、印刷業、金融業、服務業為主，且多數居住於首都。近幾年華僑人數有上

升趨勢，大多數都是來自香港與澳門的經商和工作人士，來自臺灣的較少。

4. 小結

巴哈馬是加勒比海十分聞名的度假勝地，也是全世界公認最美的度假去處，因此旅遊業

為國民經濟最重要的部門之一。而巴哈馬政府為吸引外資，通過一系列利於投資的法令，若

考慮至巴國投資，則可運用相關法令進行投資。此外，穆迪投資服務公司於 2012年 12月 13

日發布報告，將巴哈馬主權信用評級由 A3降至 BAA1。穆迪表示此次降級主要因素是巴哈

馬經濟較長時間陷入衰退，旅遊和建築行業恢復緩慢，收入增速緩慢，在上升的債務水平以

及債務可持續性降低導致政府財政狀況顯著惡化。巴哈馬主要經濟行業旅遊業、金融服務和

建築業在美國經濟恢復不確定性影響下繼續面臨下行風險，若有意前往該國投資，需仔細評

估適當投資時機，以免遭受重大損失。

古巴（Republic of Cub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古巴海岸線綿長，天然良港和海灣眾多，有「百港之國」之稱，四面環海，近海漁業資

源豐富。古巴礦產資源豐富，鎳的儲量世界第二，且為第五大精鍊鈷產國。工業以製糖為主，

是世界上生產糖和出口糖最多的國家。主要農作物為柑橘、甘蔗、咖啡、蜂蜜及煙草等。旅

遊收入在近幾年積極發展下，已經成為古巴重要收入來源之一，其遊客主要來自加拿大及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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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國家。2012年 10月 25日，颶風「桑迪」侵襲古巴，除導致 11名古巴人喪生外，還造成

了 21.21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如果再加上旅遊業、糖業、建築業和其他行業遭受的影響，損

失更加嚴重。

2003年美國與歐盟以其違反人權等理由對古巴實施禁運令，雖然歐盟在 2008年對古巴

已經解禁，而美國也於 2009年對古巴部份解禁，但對古巴出口已造成傷害。古巴屬於共產

國家，其經濟特色就是政府會控管所有的私人經濟行為，這兩項因素導致古巴過去經濟成長

遲緩，但近年來古巴政府推動了經濟改革，且禁運令逐漸放寬，預計可以為小企業和農業活

動注入活水。

（2）貿易概況

雖然不再維持單一作物經濟，但古巴的經濟體系仍然相當簡單，且貿易一直依賴某一國

家，使國家經濟易受自然災害和國際環境衝擊。

古巴持續貿易逆差多年，主要進口石油、食品、機器設備、化學原料等，而主要出口蔗

糖、鎳、菸草、魚類、醫療產品、柑橘、咖啡等。主要貿易對象是委內瑞拉、中國大陸、加

拿大、西班牙。而我國與古巴貿易量向來不大。2011年 12月 1日，美國放寬對於飛往古巴

飛機的限制，並陸續開放佛州基韋斯特島、坦帕和羅德戴堡的班機可以飛往古巴，且放寬限

制，允許美裔古巴後代可用探親、宗教、學術及專業名義申請前往古巴。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古巴副總統穆里洛（Marino Murillo）2012年 12月 13日宣布，古巴政府正在研擬更多

措施，來支持個體戶以及小型企業，其中包括開放更多領域供民眾經營。穆里洛表示，不動

產經紀人、送貨員、古玩商和製造商將成為新一批的合法民營行業。古巴經濟由國家管控，

長期以來幾乎全數的古巴勞動力都是在國營企業內工作。

2012年 11月 29日古巴國務委員會決定調整政府機構，設立新的能源和礦業部，取代原

來的基礎工業部。古巴政府採取這一措施的目的是「將國家職能與企業職能分開，增加國家

機構的效率，更好地劃分中央政府各機構的工作」，適應古巴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現代化的

需要。

另外，古巴政府預計 2013年將實施全面稅收，年收入 2千美元徵稅 50%，古巴經濟將

告別「無稅時代」，希望新的稅法能帶來更多的稅收，並計劃用有針對性的福利替代目前實

行的津貼。

表 2-3-20 古巴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古巴共和國（Republic of Cuba）

地理位置

美洲加勒比海北部的一個群島國家。它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以南，

墨西哥尤卡坦半島以東，牙買加和開曼群島以北，以及海地和特克

斯與凱科斯群島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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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0 古巴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氣候

全年溫差不大，夏季平均氣溫為 28°C，年溫度最低的 1月平均氣溫

為 21°C。古巴氣候濕潤，大多地區年降雨量超過 1,300mm，尤其 6-10

月，降雨量最大，不過此時多有颶風和熱帶風暴等災害性天氣。

政治體制 共和國，共產黨一黨專政。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古巴共產黨 /勞爾卡斯楚（Raúl Castro Ruz）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哈瓦那

主要國際機場

哈瓦那 Jose Marti International Airport （HAV）、聖地牙哥 Antonio

Maceo Airport（SCU）、維拉迪歐 Juan Gualberto Gomez Airport

（VRA）

重要港埠 Cienfuegos, Havana, Matanzas

天然資源 鈷、鎳、鐵礦、鉻、銅、鹽、木材、矽、石油及可耕種的土地

國土面積（人，平方公里） 110,860

人口數（2012年） 11,420,000

人口密度（百萬人 /平方公里） N.A.

華人數（人，2012年） 6千

華人所占比例（%） 0.05

臺僑人數（人，2012年） 0

臺僑所占比例（%） 0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披索（CUP）

匯率（披索兌美元） 1USD:22.2222 CUP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1.5 N.A. N.A. N.A.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 0.7 4.7 N.A. N.A.

失業率（%） 2 1.4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141 N.A. N.A. N.A.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9,900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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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0 古巴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古巴經濟長期維持以蔗糖生產為主的單一經濟發展模式，是世界主要產糖國之一，被譽

為「世界糖罐」。工業以製糖業為主，佔世界糖產量的 7%以上，人均產糖量居世界首位，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33.11 46.79 N.A.

進口值（億美元） 102.5 129.7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69.39 -82.91 N.A.

貿易依存度（%） 11.89 N.A. N.A.

主要出口產品
蔗糖、菸草、鎳、海產品、醫療用品、雪茄、咖啡、柑橘、蜂蜜及

水泥

主要出口國家 中國大陸、加拿大、荷蘭及西班牙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棉紗、糧食、工業原料及運輸器材

主要進口國家 委內瑞拉、中國、西班牙及加拿大

對我國之出口值（百萬美元） 4.5 4.6 N.A.

自我國之進口值（百萬美元） 1.6 3.8 N.A.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百萬美元） 2.9 0.8 N.A.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13 0.1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0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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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包括菸葉及菸

類）及菸葉代用品、飲料、酒類及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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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外匯存底（億美元） 48.47 51.47 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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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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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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的年產值約佔國民收入的 40%。農業主要種植甘蔗，甘蔗的種植面積佔全國可耕地的

55%。其次是水稻、煙草、柑橘等，古巴雪茄煙享譽世界。礦業資源以鎳、鈷、鉻為主，此

外還有錳、銅等。鈷礦藏量 80萬噸，鎳蘊藏量 1,460萬噸，鉻 200萬噸。古巴 1938年發現

沸石，但到 1986年才開始大力開發，其蘊藏量估計達 30億噸，僅次於美國和蘇聯。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自從古巴共黨建國後，是禁止外國企業設立公司，90年代初期面臨國內經濟大幅衰退危

機，為挽救此危機帶來社會不安，古巴政府於 1995年頒布外國企業投資法，開放外人投資，

放寬外人企業至古巴投資的嚴格限制，該項法律提供了外資企業司法保障，一般外資至古巴

設立公司組織型態概分為國際經濟集團、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三種，但外商設立程序繁

瑣，且外資公司在古巴設立公司門檻高。近年來，古巴政府緩步實施經濟改革，以吸引更多

外人投資，但目前並無臺商在此投資。

3. 當地華人經濟

旅居古巴之華僑祖先多是百年前來自廣東地區的契約勞工，當時以從事甘蔗園採收工作

為主，生活狀況極差。經過多年發展，首都哈瓦那（Havana）已形成一處華人街，華僑在當

地以經營零售店和餐廳為主。但在勞爾．卡斯楚（Raúl Modesto Castro Ruz）執政後，多數

的華僑已移民至其他國家，且在美國長期對古巴實施經濟制裁政策下，許多華僑移民至美國，

當地華僑人數逐漸下降。古巴與我國關係極不友好，目前居住在古巴的少數華僑並沒有來自

臺灣的人。

4. 小結

古巴為共產制度的國家，經濟主要掌握在國家手中，因此生產效率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

且其主要民生物資價格皆由國家控制，因此消費者物價指數並無法反映真實的情形。整體而

言，古巴政府緩步實施經濟改革，吸引外人投資，改善農業生產，提高生產效率，並計畫增

加出口並有效替代進口，吸收外國投資以促進古巴經濟的發展，增加外匯收入和創造就業機

會，然在共產主義下，價格機能不彰與私有財產保障不足等問題仍待解決，故在投資前務必

深思熟慮當地環境是否適合投資。

哥斯大黎加（Republic of Costa Ric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2011年由於國際政經情勢動盪，美國經濟亦見疲弱，影響哥國經濟表現，故 2012年經

濟成長率為 5.0%，而與 2011年經濟成長率為 4.9%相比較，則逐漸回升。失業率為 7.5%，

另因國際石油及原物料價格上漲，導致哥國物價持續上揚，通膨率仍達 4.5%，對哥國消費者

造成相當壓力。此外，面臨政府財政赤字及經常帳逆差持續惡化，政府雖計畫推動財政改革

方案予以補救，仍難以有效控制。對照整個拉美國家經濟表現，哥國經濟只能算是緩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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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國在 2012年全球競爭力排名為第 57名，由於政經穩定，民主開放，醫療保健制度完

善、教育水準相對良好，哥國雖有 23%貧窮人口，及存在龐大貧富差距，惟各項指標均在國

際評比表現傑出，在拉美地區名列前茅，多次榮膺全球最快樂國家。不過失業率居高不下、

外貿長期逆差、政府財政赤字難以平衡等多項問題仍存在，同時也易受國際經濟景氣衝擊。

（2）貿易概況

哥國因近年來積極與各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進出口持續成長。由主要進出口國互動顯

示，哥國與美國貿易往來頻繁，也因此易受美國政經狀況波動而使貿易受影響。

我國與哥國雙邊貿易穩定成長，哥國對我出口主要均以英特爾哥斯大黎加分公司製造之

積體電路為大宗，單項產品即高，占哥國輸我國總值之 75%，而我國對哥國出口亦以積體電

路為大宗，獨占我國外銷哥國總值之 54%，故我與哥國雙邊貿易高度集中於單項資通訊產品，

而伴隨國際經濟景氣復甦及資通訊電子產業接單大幅成長，雙邊貿易亦隨之迅速增加。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

哥斯大黎加多年來廢除軍隊，致力提升國民教育、醫療環境，全力開放市場，投入國家

經建發展，自 1980年代起即積極規劃設置加工出口區，並於 1990年頒佈第 7210號的「加

工出口區法」，以租稅及多重優惠，積極吸引外人直接投資，至 2012年止，哥國已成為中

美洲吸引外資績效最為卓著之國家。

哥國招商引資以美商英特爾（INTEL）在加工出口區設置之晶片廠最具指標意義，將哥

國自農漁牧及其加工產品外銷國家，轉型為以國際跨國企業生產之高科技產品為主，英特爾

產品外銷占哥國出口總值之比例大幅成長，而製造業出口則以跨國資通訊及醫療生技集團在

加工區投資生產之積體電路、電腦零件、醫療設備及器材等為大宗，另生態旅遊及醫療觀光

亦在美洲地區居領導地位，印證哥國開放市場、厚植人力資源及經濟轉型之正面成果。

此外，於 2012年 6月 29日簽署中美洲 5國、巴拿馬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於 2013

年 1月 1日生效。

表 2-3-21 哥斯大黎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哥斯大黎加共和國（Republic of Costa Rica）

地理位置

位於中美洲（Central America）南端，介於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
（Caribbean Sea）之間，北鄰尼加拉瓜（Nicaragua），南與巴拿馬
（Panama）接壤。

氣候

熱帶與亞熱帶，乾季為 12到 4月，雨季為 5到 11月，氣溫受海拔
高度影響，低地平均溫度在 20°C~30°C，中高海拔地區約 20°C，高
山上氣溫則降至 5°C~10°C。

政治體制 共和國，總統制，四權分立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自由黨 /秦祺雅（Laura Chinchilla Mir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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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1 哥斯大黎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語言 西班牙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聖荷西（San José）

主要國際機場
Juan Santamaria International Airport（SJO）,Guanacaste Liberia

（LIR）

重要港埠 Caldera, Puerto Limon

天然資源 礦產資源有金、石灰、高嶺土、石英石、硫礦及木材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51,100

人口數（人，2012年） 4.666

人口密度（百萬人 /平方公里） 91

華人數（人，2012年） 4.4萬

華人所占比例（%） 0.95

臺僑人數（人，2012年） 8千

臺僑所占比例（%） 0.18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哥斯大黎加科朗（CRC）

匯率（哥斯大黎加科朗兌美元） 1USD：509.7 CRC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4.2 4.9 5.0 4.2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5.7 4.9 4.5 4.7

失業率（%） 7.3 7.7 7.5 6.5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362.18 408,7 451.34 488.86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7,939 8,857 9,673 10,363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93 102 112

進口值（億美元） 136 162 175

貿易餘額（億美元） -43 -60 -63

貿易依存度（%） 63.2 64.5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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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1 哥斯大黎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出口產品
香蕉、菠蘿、咖啡、瓜類、觀賞植物、糖、牛肉、海鮮、電子元器件、

醫療設備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荷蘭、中國大陸、英國、墨西哥

主要進口產品 原料、消費品、資本設備、石油、建材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日本、中國大陸、巴西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2.11 2.67 3.48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1.03 1.57 0.82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1.08 1.10 2.6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2.26 2.62 3.11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75 0.97 0.47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鋼鐵、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

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零件、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

及其零件、肉及食用雜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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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

部分之調製品、銅及其製品、鋁及其製品、木漿或其他纖維質材料

之紙漿、紙或紙板之廢料及碎料、塑膠及其製品、活樹及其他植物、

球莖、根及類似品、切花及裝飾用葉、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工業用紡織物、糖及糖果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

械用具及其零件、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鋼鐵、鋼鐵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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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及其製品、卑金屬

製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傢俱、寢具、褥、褥支持物、

軟墊及類似充填傢俱、照明設備、組合式建築物、玩具、遊戲品與

運動用品、船舶及浮動構造體、人造纖維絲、雜項卑金屬製品、鹽、

硫磺、土及石料、塗牆料、石灰及水泥、樂器與其零件及附件、玻

璃及玻璃器、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

纜及其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46.27 47.56 54.61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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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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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國的經濟主要由農業、旅遊業與電子出口業所構成。哥國有 13%的就業人口從事農業，

勞工主要來自尼加拉瓜和鄰國，近年來哥國積極運用自由貿易協定來加強農產品和農業加工

品的國際競爭力。哥國素有「中美洲的花園」之美稱，天然奇景眾多，因此觀光業發達，已

成為國家重要的外匯收入之一，觀光旅遊競爭力在中南美洲僅次於墨西哥。哥國政府希望能

利用觀光業增加就業機會，進而帶動服務業和製造業，其遊客主要來源國有美國、加拿大、

西班牙、尼加拉瓜等，其中美國遊客佔觀光人數 40%以上。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哥國外人投資金額以工業居首，其中以歐美跨國資通訊及醫療生技產業為主，此外，另

有部分紡織成衣、食品加工等製造業；其次為農牧業、觀光業、不動產業、金融業。主要外

資來自美、歐及中美洲國家，其中以美國投資最大，墨西哥次之。中南美洲國家則以薩爾瓦

多投資最多，其次為哥倫比亞、委內瑞拉；歐洲國家則以西班牙投資居首、次為德國、瑞士、

荷蘭、英、法等國。

目前在哥國投資的知名高科技外商包括美商英特爾（Intel）、英商葛蘭素（Glaxo）、美

商輝瑞（Pfizer）、艾維斯製藥（IVAX）等數十家國際知名廠商。

根據倫敦金融時報外人直接投資資訊（FDI Intelligence），將哥國列入未來中美洲及加

勒比海最具外資吸引力之五大目標，另全球服務（Global Services）雜誌亦曾將哥國首都聖

荷西列為拉美五大委外工作理想據點。2012年 3月，美國 IBM正式宣布在哥國加工出口區

設立雲端資訊服務中心，將在 2014年之前雇用 1,000名工程師，並預計在 10年之間陸續投

資 3億美元，充分展現外資對經濟成長之效益。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佈及活動概況

早期因為修建鐵路，哥國引進中國大陸勞工 80人，當地華僑主要經營可可、咖啡及香

蕉等農場。此時哥國政府也通過多項對華僑不友善的法令，意圖阻止華僑移民。在 1943年

哥國政府受不了各方的抨擊，最後通過法令，廢除以往所有對華僑不友善的法規。華僑主要

聚居於首都聖荷西、克波斯港、蓬塔雷納斯和加勒比海的利蒙港等地。華僑天性勤勞樸實，

事業有成且奉公守法，近年來屢屢有華裔擔任哥國國會議員、駐臺大使、法官、醫師、律師

及教授等重要職位，哥國社會已逐漸敬重華僑，與以往情況大為不同。

（2）當地臺商經營與投資概況

我臺商在哥國之投資金額約 9,489萬美元，雇用員工人數約 743人，主要之業別為加工

區經營、漁撈、塑膠、家具、食品、汽車零件、蘭花栽培、旅館、廚具設備、鐵捲門、貿易

等，大部分屬中小型企業，其中較大型投資包括：①中華加工出口區 (BES)於 1991年成立，

投資金額約 1,200萬美元，目前有廠商 20家，1家為臺商，在哥國已建立相當知名度。②臺

糖蘭園 (TAISUCO)成立於 1998年，投資金額 600萬美元，設址於中華加工出口區內，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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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中美洲規模最大、最現代化之蝴蝶蘭溫室，培育蝴蝶蘭外銷北美、中南美洲、歐洲市場。

③國泰商業銀行，由旅哥華人及哥國人士共同集資設立之商業銀行，資本額 1,200萬美元。

4. 小結

哥斯大黎加由於社經發展程度及教育水準領先其他中美洲國家，相對較具吸引高科技及

服務業之優勢及環境，加上近年來哥國政府積極輔導外銷產品多元化，並與美國、歐盟、拉

丁美洲國家及亞洲之中國大陸、新加坡等多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吸引不少高科技之電子、

醫療、資訊、軟體及電話服務業等之外人投資。哥國自 2010年開始，因應WTO杜哈回合貿

易補貼及平衡措施多邊協定，大幅修改原有規範外人投資優惠之加工出口區法，傳統加工出

口產業均需拓展內銷，在哥國本國市場規模極其有限下，面臨重大挑戰，其中美商英特爾及

英商 Glaxo等大型製造業加工出口商亦將受到衝擊，我國廠商前往投資應就多方面條件與鄰

近國家詳加比較，謹慎視本身產業及市場條件考察評估，以便發揮產業競爭優勢，正確掌握

商機。

厄瓜多（Republic of Ecuador）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厄國 2011年經濟成長率為 8.0%，在 2012年下降為 3.6%。CPI則由 2011年的 4.5% ，

在 2012年攀升到 5.1%。失業率方面則有所改善，2011年為 6.0%，在 2012年掉到 5.8%。聯

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CEPAL）預估 2013年拉美地區整體經濟成長率為 3.2%，厄瓜多

成長率為 4.4%。厄國位於南美洲西北部，西邊鄰近太平洋，東北邊與哥倫比亞為界，下方緊

鄰祕魯，有赤道貫穿厄國北部，因此有赤道國的別稱；也因盛產香蕉，而有香蕉王國的美稱。

厄國以農業立國，國內從事農業人口約 47%，主要種植水果及蔬菜等，自然資源以石油

為主，另有銀和銅等礦產分佈在國境內。厄國境內森林面積廣大，約佔國土 68%，又因東鄰

太平洋，故也盛產魚蝦與高級木材。厄國人口約有 1,500萬人，其中白人約 15%，印第安人

約 34%，印歐混血約 41%，多數國民信奉天主教，因早年曾經屬西班牙殖民地，故主要語言

為西班牙語，首都為基多（Quito）。

（2）貿易概況

2012年厄國進出口貿易有 13億美元的逆差，和上年同期的 20億美元逆差相較，大幅減

少 35%，主要因為非石油產品的出口成長低於進口，逆差達 62億美元。厄瓜多國際貿易出

口主要仰賴石油，比率超過 50%。厄瓜多白蝦出口，成長近 20%，達 7.3億美元，五大市場

為美國、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和比利時，占總出口的 70%。厄瓜多鞋類銷售大幅成長，金

額達 2.63億美元，大約 2,900萬雙，而同期間進口鞋金額只有 1.28億美元。2008年厄國全

國共有 600家製鞋廠，至 2012年 9月共有 4,700家製鞋企業和工廠。近四年來，厄瓜多鞋類

需求量平均年成長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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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國政府決定修改電視機零件進口關稅，將原先自製率 5%以內的電視機零件課 30%關

稅，降為 20%。厄國 Sony電視機裝配商 Audioelec表示，20%的關稅仍然過高，不利吸引

外商投資。此外，薩國將與厄瓜多召開雙邊部分優惠貿易協定（Acuerdo de AlcanceParcial；

AAP）諮商談判，現已著手草擬階段，不同於自由貿易協定涵蓋所有產品及其他議題，該協

定僅將涵蓋 800項兩國大部分廠商所關切產品，主要為農牧業、農工、紡織產等產業，以進

行關稅優惠減讓談判。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厄瓜多首都市政府推動以下八大建設，尋求外國投資：①舊城區歷史遺址房舍更新和維

護，擬興建三千戶住宅。②厄京新國際機場啟用，盼國際航運公司開闢新航線。③厄京舊國

際機場土地利用計畫，原機場用地 130公頃將改建為公園、地鐵車站和會議中心，其周邊

1,600公頃區域將推動興建和改建住宅區。④新國際機場附近開闢 200公頃加工區，容納工

業、科技、物流和服務業。⑤厄京市區開闢新工業區，預估用地 15萬公頃。⑥市區停車場

興建和營運，以及交通改善計畫。⑦舊城區觀光振興計畫，包括興建觀光旅館。⑧厄京地鐵

興建計畫，第一期南北兩端地鐵站興建。

厄國生產部為了簡化關務程序，於 2011年 1月實施「生產、貿易及投資法」。此外，

厄國對外貿易委員會於 2011年宣佈，為了減少貿易逆差與禁止水貨，針對汽車、汽車零件、

手機、無線通訊設備等 42類貨品實施進口許可證制度，若無許可證將處以貨物總值 10%的

重罰。可口可樂在厄國投資之 Arca Continental公司增加投資 2千萬美元，提高其裝瓶產能

35%，以供應市場需求。此外，在歐盟國家、美國影星、日本商家、飲料大廠與俄羅斯基金

會協力出資超過一億美元後，厄瓜多終於同意暫緩在全球生物最豐富的亞馬遜雨林亞蘇尼

（Yasuni）保護區開採原油的計畫。

表 2-3-22 厄瓜多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厄瓜多共和國（Republic of Ecuador）

地理位置
位於南美洲之西北部，西臨太平洋、北鄰哥倫比亞，東部與南部環

接秘魯。

氣候

山區平均溫度約 18°C，晝夜溫差大；東部亞馬遜河上游叢林區屬熱
帶雨林區，氣候潮濕；西部沿海地區為熱帶氣候，全年氣候濕熱，

但因有南太平洋洋流調節，雨季期間較為涼爽。

政治體制 共和國，採總統制（任期 4年，不得連任）及三權分立政體。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國家協議政團 /巴蒂紐（Ricardo Patiño）

語言 西班牙文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基多（Qu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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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2 厄瓜多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國際機場
Jose Joaquin de Olmedo International Airport（GYE）

Mariscal Sucre International Airport（UIO）

重要港埠 Esmeraldas, Guayaquil, Manta, Puerto Bolivar

天然資源 石油、魚類、木材、水力發電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83,561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15.239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54

華人數（人，2012年） 2.7萬

華人所占比例（%） 0.18

臺僑人數（人，2012年） 700

臺僑所占比例（%） 0.005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2000年 9月 10日正式實施幣制美元化，取代原 Sucre幣制。

匯率 使用美金為流通貨幣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3.3 8.0 3.6 4.4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3.6 4.5 5.1 4.7

失業率（%） 7.6 6.0 5.8 6.2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637.54 730.41 809.27 870.37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4,310 4,865 5,311 5,627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174 223 239

進口值（億美元） 206 243 252

貿易餘額（億美元） -32 -20 -13

貿易依存度（%） 65.5 70.2 60.7

主要出口產品 石油、香蕉、鮮花、蝦、可哥、咖啡、麻、木材、魚類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秘魯、智利、哥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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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2 厄瓜多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進口產品 工業原材料、燃料和潤滑油、非耐久消費品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巴西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22 0.13 0.07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1.69 1.92 1.98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1.46 -1.79 -1.91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13 0.06 0.03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82 0.79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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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雜項調製

食品、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木及木製品、

木炭、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調製食用油脂、動植物蠟、銅及其

製品、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船舶及浮動構造體、陶瓷產品、

航空器、太空船及其零件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塑膠及其製品、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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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及其製品、鋼

鐵、人造纖維棉、人造纖維絲、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

無脊椎動物、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

纜及其製品、雜項化學產品、玻璃及玻璃器、紙及紙板、紙漿、紙

或紙板之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26.22 29.58 N.A.

全球競爭力排名

（投資環境評比）
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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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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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瑞那達（Grenada）

格瑞那達為東加勒比海之小型經濟體，農業和旅遊業為兩大經濟產業。農業耕地占國土

面積約 5.88%，適合種植各種熱帶經濟蔬果，主要以肉豆蔻、香蕉、可可、椰子、甘蔗、棉

花和熱帶水果為主，為世界上第二大肉豆蔻生產國，有「香料之國」的美稱。旅遊業為其外

匯的主要來源，國際機場的設立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依照當地環境規劃的觀光政策，吸引

許多觀光客前往。格國雖蘊含石油，但由於開採技術不發達，故尚未大量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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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國工業尚處萌芽階段，除少數輕型民生工業外，一般製造業並不發達，生產仍無法滿

足國內需求，嚴重仰賴進口，因此貿易逆差問題極為嚴重，主要進口品為食品、燃料油料、

機器、農用化學品及交通設備等。隨著全球景氣好轉，經濟成長率也由負轉正，但國內仍存

在高失業和通貨膨脹的問題。

格國勞工受教育比例高達 95%，因此勞工成本較中美洲其他地區為高。雖然外人在格國

投資之資金可自由進出，且該國政府對旅館旅遊業、資訊服務業、製造業、農業均設有投資

獎勵措施，但由於市場小，加上距離遙遠，誘因不足，故華僑甚少前往格國進行投資。

表 2-3-23 格瑞那達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格瑞納達（Grenada）

地理位置

加勒比海東部小安地列斯群島南端之島國，位於北緯 12度 7分、西

經 61度 40分，包括格瑞那達島、卡裏亞固島（Carriacou）與小馬

丁尼克島（Petit Martinique）等三大島及小島嶼數十座

氣候
屬熱帶海洋性氣候，一年四季溫差不大，全年溫度在 24－ 30℃之間，

平均溫度約 27℃；每年 6至 11月為雨季，12至 5月為乾季。

政治體制 君主立憲，奉英女王為元首，英王任命總督為其代表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新國家黨 /總督葛林 (Carlyle Glean)、總理宓契爾 (Keith Mitchell) 

語言 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聖喬治市（St. George’s）

主要國際機場 聖喬治市 Point Salines International Airport（GND）

重要港埠 Saint George’s

天然資源 木材、熱帶水果及深水港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344

人口數（人，2012年） 105,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305

華人數（人，2012年） 10餘人

華人所占比例（%） N.A.

臺僑人數（人，2012年） N.A.

臺僑所占比例（%） N.A.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東加勒比海元（XCD）

匯率（東加勒比海元兌美元） 1USD:2.6882X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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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3 格瑞那達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2010 2009 2010 2013*

經濟成長率（%） -0.4 1.0 -0.8 0.5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3.4 3.0 2.4 2.6

失業率（%） 12.5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7.7 7.8 7.9 8.22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7,367 7,432 7,496 7,785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0 N.A. N.A.

進口值（億美元） 3 N.A.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3 N.A. N.A.

貿易依存度（%） 38.3 N.A. N.A.

主要出口產品 荳蔻、可哥及香蕉

主要出口國家 英國、千里達、美國、西德、瑞士及波蘭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燃料油料、機器、農用化學品及交通設備

主要進口國家 英國、千里達、香港、日本及美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529,853 153,005 N.A.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613,442 456,361 N.A.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83,589 -303,356 N.A.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N.A.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20 N.A.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書籍、新聞報紙、圖書及其他印刷

工業產品、手寫稿、打字稿及設計圖樣、雜項金屬製品、塑膠及其

製品、飲料、酒類及醋、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關稅配額之貨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鋼鐵、橡膠及其製品、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人造纖維絲、電

機設備及其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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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及電車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

零附件、針織或鈎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19.2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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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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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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買加（Jamaic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牙買加 2012年的經濟成長率較 2011年微幅下降至 0.9%。但其國內的高通膨與高失業率

問題仍為嚴重，牙國政府在 2012年實施緊急就業計劃，針對社會底層以及技術水平較低之

失業人口進行就業輔導，此計畫於 2013年 4月已協助近三千人就業。

旅遊業與農業為該國的主要產業，前者占國內生產總值 60%以上，後者以種植甘蔗與香

蕉為主。在礦產方面，鋁土蘊藏量約 25億噸，為全球第四大生產國，故開採鋁土為該國之

工業重心，其他主要產業則包括食品加工、飲料、金屬製品、電子設備、捲煙、建築材料、

化學製品和紡織服裝。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在貿易方面，牙國長期處於貿易逆差的情況，為高度仰賴進口的國家，但在外交方面與

美國和西方國家維持良好關係，以爭取小型經濟體的禮遇，並和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合作，使

其經濟穩定發展，吸引外資進入。美國許多企業也計畫投資，期望能將該國作為全球船運和

物流的中繼站。澳門特別行政區與牙買加於 2012年 10月 5日在牙買加首都京斯頓簽訂稅收

資訊交換協定。

3. 當地華人經濟

首批華僑於 1854年由巴拿馬移往牙國，開啟了華工苦力移民階段，1884年該國甘蔗園

為招募員工及糖廠工人又募集了約 680名華工，後來華僑往零售業和服務業發展，才逐漸發

展出當地特有的華人經濟。在 1945年，因我國內戰因素，移民人數急劇增加至 8,000人左右。

後因牙國施行民主社會化主義，使國內情勢動盪不安，不少華人改而移居美國和加拿大。當

地華人多聚集在首都京斯頓和安東尼奧港，因牙國政府對華人採公平且自由發展的態度，故

華人在當地發展相當自由。但值得注意的是，牙國入境申請困難，除有直系親屬在當地，否

則皆難以入境。

表 2-3-24 牙買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牙買加（Jamaica）

地理位置
位於加勒比海中央偏西地區，為加勒比海地區第三大島，北距古巴

145公里，東距海地 161公里。

氣候

熱帶性氣候，炎熱潮溼、溫和的內陸；四季和晝夜溫差皆不大，年

平均氣溫為 26℃；全年大致可分為兩個旱季（6-7月和 11月至次年

4月）和兩個雨季（5月和 8-10月）。

政治體制 遵奉英女王為元首，以總督為其代表，制度上採責任內閣



412

101年華僑經濟年鑑

表 2-3-24 牙買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總督：艾倫 (Dr.Patrick Linton Allen)

總理：米勒 (Portia Simpson Miller)

語言 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京斯敦（Kingstone）

主要國際機場
京斯敦 Norman Manl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KIN），蒙特哥灣

Sangs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MBJ）

重要港埠 Kingston, Port Esquivel, Port Kaiser, Port Rhoades, Rocky Point

天然資源 鐵鋁氧石、石膏及石灰岩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0,991

人口數（人，2012年） 2,762,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51

華人數（人，2012年） 約 3萬

華人所占比例（%） 1.05

臺僑人數（人，2012年） 約 10人

臺僑所占比例（%） 0.0003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牙買加幣（JMD）

匯率（牙買加幣兌美元） 1USD:84.519 JMD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1.5 1.3 0.9 1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2.6 7.5 6.9 8.2

失業率（%） 12.4 12.8 13.0 13.0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34.92 148.07 152.62 157.91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4,942 5,402 5,526 5,696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13 16 17

進口值（億美元） 52 65 65

貿易餘額（億美元） -39 -49 -48

貿易依存度（%） 48.2 54.7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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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因聖國天然資源不足，聖國政府運用其位在東加勒比海且風景優美的條件，積極推廣觀

光，近年又新增修建碼頭和增加飛機航班，使聖國近年觀光旅遊業蓬勃發展，進而成為聖國

的主要經濟來源。觀光客主要來源國為美國、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聖國農業以蔗糖、棉花

為主，因食物和民生必需品無法自給自足，需依賴進口，近年在我國農技團的協助下，已強

化聖國農業技術，降低對單一農作物的依賴。

表 2-3-24 牙買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主要出口產品 鋁土、糖、香蕉、蘭姆酒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加拿大、歐盟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消費財、原料、建材、運輸設備、機器設備及資本

主要進口國家 加勒比海各國、美國、加拿大、歐盟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21,199,972 15,119,013 2,320,000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15,708,672 30,338,801 15,232,000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5,491,300 -15,219,788 -12,912,000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63 0.94 0.14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30 0.47 0.23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鋁及其製品、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木漿或其他纖維質

材料之紙漿、紙或紙板之廢料及碎料、飲料、酒類及醋、天然珍珠

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

首飾，鑄幣、關稅配額之貨品、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鐘、錶及其

零件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橡膠及其製品、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鐵路及電車以外之車輛及其

零附件、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人造纖維絲、鋼鐵、

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針織或鈎針織之衣著及

服飾附屬品、玻璃及玻璃器具、有機化學產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25.01 22.82 19.00

全球競爭力評比

（投資環境評比）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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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投資環境評比取自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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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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國位於中南美洲的小安地列斯群島北側，1493年被哥倫布發現，1623年被英國佔領，

後來雖遭法國佔領，但最終仍歸屬英國而成為其殖民地，其後在 1983年獨立。島上人口約

5萬人，大多為非洲裔黑人，主要信仰英國國教，主要官方語言為英語，首都為巴士地市

（Basseterre）。聖國自 1989年脫離英國獨立後，隨即與我國建交，為我國在中南美洲的邦

交國，臺、聖兩國邦交已達 28年，我國與聖國政府一直保持友善關係。

自 2006年起，我國外交部就在聖國推動資訊通信科技合作計畫，此計畫在 2011年 1月

起開始執行技術移轉，希望能運用我國優勢產業協助聖國提升行政效率和競爭力。2011年 1

月聖國所屬的 OECS成立了經濟聯盟，會員國間享有互免關稅禮遇。

表 2-3-25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

地理位置
位於東加勒比海上，小安地列斯群島北部，大約是在從波多黎哥到

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的三分之一距離上。

氣候
屬於熱帶氣候，有信風吹拂，年均溫變化不大，雨季在 5-11月，夏

天很熱，冬天不冷，全年皆 20°C~32°C左右。

政治體制 為君主立憲制之國家，奉英國女王為元首，由其任命總理。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勞工黨 /總理 :登齊爾．道格拉斯（Denzil Douglas）

語言 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巴士地市（Basseterre）

主要國際機場
Robert L. Bradshaw International Airport（SKB）,Vance W. Amory 

International Airport（NEV）

重要港埠 Basseterre

天然資源 可耕種的土地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61

人口數（百萬人，2012年） 0.057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18

華人數（人，2012年） 約百人

華人所占比例（%） N.A.

臺僑人數（人，2012年） N.A.

臺僑所占比例（%）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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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5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東加勒比海元（XCD）

匯率（東加勒比海元兌美元） 1USD: 2.68820XCD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2.7 -1.9 -0.9 1.9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0.5 7.1 1.4 3.0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6.73 7.18 7.34 7.67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2,216 12,779 12,804 13,118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N.A. 0.61 N.A.

進口值（億美元） N.A. 2.92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N.A. 2.31 N.A.

貿易依存度（%） N.A. 49.1 N.A.

主要出口產品 蔗糖、糖蜜、棉花、椰子油等農產品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加拿大、土耳其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設備、金屬製品、電子零件及設備、石油及食品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義大利、千里達、英國、丹麥、加拿大

對我國之出口值（百萬美元） 0.1 0.1 N.A.

自我國之進口值（百萬美元） 0.4 1.3 N.A.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百萬美元） -0.3 -1.2 N.A.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0.16 N.A.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N.A. 0.44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印刷電路、二極體、電晶體及類似半導體裝置、機器零件、仿首飾、

手工具或工具機、特殊物品、自動調節或控制用儀器及器具、控電

或配電用板、面板、機櫃、檯、箱及其他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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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露西亞（Saint Lucia）

聖露西亞的主要產業為銀行業和觀光業，為鼓勵外資進入，政府設立財政獎勵法、特別

地區發展法、旅遊業發展獎勵法等提供免稅和其他稅務優惠。聖國的地理位置良好，位於東

加勒比海中部與許多南北美洲航線上，華僑可視為拓展美洲市場的前哨站，我國也在當地設

立大使館，以便協助華僑投資事宜。聖國國內物資缺乏，多仰賴進口，導致物價居高不下，

另外高失業率也是經濟上急需解決的問題，聖國政府應努力推動國內基礎建設。與我國除經

常舉辦交流活動，也協商農業與通訊的合作計畫，包括興建現代化屠宰場、養殖漁業、蔬菜

栽培、果樹、組織培養及通訊合作等，期望能增進聖國國內生產力和資訊面之建設。

表 2-3-25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手工具、二極體、電晶體及類似半導體裝置、新橡膠氣胎、電阻器、

電氣用具、機器之零件及附件、乙烯之聚合物及印刷電路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68.9 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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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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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26 聖露西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聖露西亞（Saint Lucia）

地理位置 加勒比海小安地列斯群島中向風群島之中部

氣候
熱帶性氣候，有溫和的東北季風，乾季在 1-4月，雨季為 5-8月，平

均氣溫約在攝氏 27℃左右，日夜溫差不大。

政治體制 君主立憲，內閣制。以英女王為元首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總督露薏絲女士 (PearletteLouisy)、總理安東尼 (Kenny Anthony)

語言 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卡斯翠（Castries）

主要國際機場
Hewanorra International Airport（UVF）,George F. L. Charles Airport

（SLU）

重要港埠 Castries, Cul-de-Sac, Vieux-Fort

天然資源 森林、沙灘、礦產、溫泉及潛在地熱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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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6 聖露西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人口數（人，2012年） 168,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72

華人數（人，2012年） 約 2百

華人所占比例（%） N.A.

臺僑人數（人，2012年） N.A.

臺僑所占比例（%） N.A.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東加勒比海元（XCD）

匯率（東加勒比海元兌美元） 1USD:2.6882XCD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4.4 1.4 -0.4 1.1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3.3 2.8 4.2 4.8

失業率（%） 20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2 12.11 12.2 12.86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7,244 7,268 7,276 7,621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2.0 3.0 N.A.

進口值（億美元） 6.0 7.0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4.0 -4.0 N.A.

貿易依存度（%） 66.5 82.0 N.A.

主要出口產品 香蕉、蔬菜水果、椰子油製品及可可亞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法國、英國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機械、燃料、農藥及民生必需品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千里達、義大利、法國、英國、委內瑞拉、荷蘭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271,587 2,341,121 N.A.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1,807,878 572,513 N.A.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1,536,291 1,768,608 N.A.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14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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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7 聖文森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聖文森及格瑞納丁（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地理位置

聖國位於東加勒比海小安地列斯群島之向風群島中部，係由聖文森

（St. Vincent）及格瑞納丁群島（The Grenadines）32個小島或礁岩
所組成。

表 2-3-26 聖露西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30 N.A.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關稅配額之貨品、飲料、酒類及醋、

可可亞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傢俱，寢具、

軟墊及類似充填傢俱、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橡膠及其製品、民生

必需品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206.3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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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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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文森（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聖文森的主要經濟產業為農業，以生產可可、香蕉、椰子、香料為主，英國為香蕉主要

出口國，占該國外匯收支 50%以上。聖文森政府也極力發展觀光業，興建旅館、賭場、高爾

夫球場等，觀光客多數來自美國、加拿大及英國。工業雖處在萌芽階段，但仍為政府致力發

展目標，然礙於市場太小，外資投資設廠意願較低，目前主要以國內農產品加工業為主。

在國際貿易方面，聖國加入 OECS及 CARICOM兩經濟組織，出口香蕉、甘薯、芋頭、

香料等，法國、英國、千里達與聖露西亞為其主要出口國；新加坡、千里達、義大利、美國

與中國大陸為其主要進口國，多數民生和工業用品皆仰賴進口，主要進口品為食品、機械及

設備、化學及肥料、礦產及燃料等。除了自產農產品和汽水、啤酒價格較低廉，進口品皆價

格昂貴，故民生物價約為美國之二至三倍。

聖國與我國簽署「中華民國政府與聖文森國政府投資相互促進暨保護協定」，自 2010

年 2月 1日起生效，主要內容為：投資定義、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徵收與補償、資金自

由移轉、代位求償、投資人與國家爭端解決、締約國間爭端之解決等，期望能吸引臺商前往

經營投資，有效促進兩岸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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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7 聖文森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氣候
熱帶性氣候，偶有季節溫度的變動，雨季為 5-11月，季節乾濕分明，

氣候宜人，年均溫為 27℃。

政治體制
在國體上尊奉英王為國家元首，由女王任命總督為代表，政治制度

採英國式責任內閣制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 /總理
總督柏朗泰 (Sir Frederick Ballantyne)、總理龔薩福 (Hon. Dr. Ralph

 Gonsalves)

語言 英語

首都及重要城市 首都為金石城（Kingstone）

主要國際機場 E. T. Joshua Airport（SVD）

重要港埠 Kingstone

天然資源 水力發電、農田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389

人口數（人，2012年） 110,000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283

華人數（人，2012年） 數 10人

華人所占比例（%） N.A.

臺僑人數（人，2012年） N.A.

臺僑所占比例（%） N.A.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東加勒比海元（XCD）

匯率（東加勒比海元兌美元） 1USD：2.6882XCD

2010 2011 2012 2013*

經濟成長率（%） -1.3 0.4 0.5 1.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5 3.2 2.6 1.7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6.81 6.91 7.12 7.3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6,222 6,308 6,489 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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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7 聖文森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續）

貿易概況

2010 2011 2012

出口值（億美元） 0 N.A. 0.7

進口值（億美元） 3 N.A. 3.7

貿易餘額（億美元） -3 N.A. -3

貿易依存度（%） 44.4 N.A. 61.8

主要出口產品（%） 香蕉、椰子成品、甘薯、香料

主要出口國家 希臘、義大利、法國、英國、千里達、西班牙、德國、聖露西亞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機械設備、化學製品、肥料、燃料

主要進口國家 新加坡、千里達、義大利、美國、中國大陸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350,460 1,852,065 958,000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1,007,222 153,128 2,100,000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656,762 1,698,937 -1,142,000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N.A. 1.37

對我國進口依賴度（%） 0.34 N.A. 0.57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12.7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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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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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