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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s greatest ocean depth, -10924 m)

M
 A

 R
 I 

A
 N

 A
  
 T

 R
 E

 N
 C

 H
 

TO
N

G
A

 T
RE

N
C

H
 

K 
E 

R 
M

 A
 D

 E
 C

   
   

   
T 

R 
E 

N
 C

 H
 

Molloy Deep
(deepest point of the

Arctic Ocean, -560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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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st poi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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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son Massif
(highest point in Antarctica, 4897 m)

Lac 'Assal
(lowest point in
Africa, -155 m)

 Kilimanjaro
(highest point in Africa, 5895 m)

(lowest poi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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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st poi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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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Valley
(lowest point in 

North America, -8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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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st point in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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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a El'brus
(highest poi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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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 Everest
(highest point in Asia

 and the world, 885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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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loy Deep
(deepest point of the

Arctic Ocean, -5607 m)

South Sandwich Trench
(deepest point of the

Southern Ocean, -832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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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st point in 

Australia, 2229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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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st point in

Australia, -1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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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waukee Deep
(deepest point of the

Atlantic Ocean, -860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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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洋洲地區

（一）澳大利亞（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截至 2016 年，澳洲經濟在穩定的內部需求及公共支出下，可維持穩定成長，目前已維持 26 年

的經濟正成長，旅遊、教育和商業等服務業因澳國的低匯率而受益，而鐵礦出口亦相對穩健。2016

年的經濟主要來源為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約 60%，創造了勞動市場中約 80% 的就業

機會；而在對外貿易出口中，以能源礦產為大宗，占 GDP 的 8.7%；農業僅占 GDP 的 2.2%。澳洲

經濟已趨向多元化發展，由礦業分散至其他產業，如能源、專業、科學和技術服務以及藝術和康樂

服務。房地產市場充滿信心，繼續支撐著住宅項目投資。

（2）貿易概況
澳洲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國，大部分貨品均可自由進口澳洲，其海關稅則是以協

調制度（Harmonized System, HS）的貨品編碼為依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1），來進行商品分

類。據澳洲廣播公司報導，35 億澳幣（約 26.6 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主因為 2016 年 12 月份大宗商

品出口的大幅反彈，如原物料、鐵礦砂和煤炭價格飆漲，優質鐵礦石粉的出口額就上升了 27%，即

10 億澳幣（約 7.6 億美元），煉焦煤出口額亦提升 46%，黃金出口額增長 23%，農產品出口額上漲

了 3%，羊毛出口額上升了 12％，略超過 40 億澳元（約為 30.3 億美元），穀物出口額亦增加了 5%，

貿易順差上升了 72% 等（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18）。預計 2017 年的下半年可能會因為大宗商品繁

榮而對澳洲貿易帶來的意想不到的改變；但出口總值飆升是來自於價格攀升而不是數量增加，所以

就算澳洲貿易條件改善，但是其本質仍未改變，澳元並未因此出現漲勢。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澳洲政府將透過開發新市場增加出口、推動 11 億澳元（約 8.4 億美元）國家創新與科技計畫；

並為了增加就業與維持經濟成長，推動增加高科技國防就業機會、8.4 億澳元（約為 6.4 億美元）青

年就業計畫與推動基礎建設等（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1）。隨著國家資源的日益減少，澳洲政

府目標轉變為資源導向型經濟成長模式，而澳洲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BA）更多次

干預促使澳元貶值以利產品出口，來帶動房價和營建許可攀升，以致礦業投資雖然觸頂，但反觀澳

國經濟並未因此衰退，並在持續貨幣刺激措施下，維持緩慢成長。（趙正瑋 , 2016）

根據我國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16a1）資料顯示，澳洲儲備銀行（RBA）主席 Glenn Stevens 認

為：「為促進澳洲國內經濟持續成長，需透過澳元貶值及降息來平衡經濟，使通貨膨脹指數符合預

期目標。」依據 RBA 於 2016 年 2 月發表之貨幣政策報告，主要經濟活動將由能源礦產部門轉向非

能源礦產部門，服務業成長率 3.5％，與商品相關之產出則持平，礦業投資將大幅縮減，但礦產出

口仍旺盛。另外，因澳元貶值，服務業淨出口增加，將使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同時房地產

投資需求仍強勁，消費亦呈成長，預期澳洲經濟持續低幅成長。（許光吟 , 2017a）

中華民國一○五年版

經濟年鑑

309貳、各國個論



目前，澳洲稅收主要來源已不是進口關稅，近幾年亦更加投入於削減關稅。在 2015 年最惠國

待遇（Most-favoured-nation, MFN）5% 或更低的稅率將適用在超過 99% 的稅目上，其中超過 47% 為

免稅，平均適用稅率將下降至 2.6%，紡織品、服飾及鞋類（TCF）之稅率亦將由 10% 調降至不超

過 5%；客用汽車（passenger motor vehicle）之稅率亦已降至 5%。

2016 至 2017 年度預算案公布新措施：澳洲政府將推行 10 年削減公司稅改計畫，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企業年營業額低於 1,000 萬澳元（約為 757 萬美元）之公司稅調降為 27.5%，未來亦將

逐步調降，2026 至 2027 年將降為 25%，另外，年營業額在 1,000 萬澳元（約為 757 萬美元） 以下

之企業亦可享受原先只施行在年營業額 200 萬澳元（約為 151 萬美元）以下的賦稅優惠。（經濟部

投資業務處 , 2016a1）

表 2-2-1  澳大利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澳大利亞（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自由黨／麥肯 ‧ 騰博（Malcolm Turnbull）

語言 英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首都為坎培拉（Canberra），其他重要城市為新南威爾州（New South Wales，
NSW）首府雪梨（Sydney）、昆士蘭（Queensland）首府布里斯本（Brisbane）、

南澳大利亞（South Australia, SA）首府阿德萊德（Adelaide）、塔斯馬尼亞

（Tasmania）首府霍巴特（Hobart）、維多利亞（Victoria，VIC）首府墨爾本

（Melbourne）、西澳大利亞（Western Australia，WA）首府伯斯（Perth）、

北領地（Northern Territory）首府達爾文（Darwin）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Adelaide International Airport（ADL）, Alice Springs Airport（ASP）, Brisbane 
International Airport（BNE）, Canberra International Airport（CBR）, Cairns 
International Airport（CNS）, Christmas Island Airport（XCH）, Cocos（Keeling）

Islands Airport（CCK）, Darwin International Airport（DRW）, Gold Coast 
Airport（OOL）, Hobart International Airport（HBA）, Kingsford Smith 
International Airport（SYD）,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Airport（MEL）, Norfolk 
Island Airport（NLK）, Perth Airport（PER）, Townsville Airport（TSV）

重要港埠（座落地點與名稱）
Brisbane, Dampier, Fremantle, Gladstone, Hay Point, Melbourne, Newcastle, Port 
Hedland, Port Kembla, Port Walcott, Sydney

天然資源 
礦產資源有煤、鋁、鐵礦、鈾、石油、天然氣、金剛石等，其中鐵、鋁、鈾

等的貯量位居世界各國前茅，而且此國家占全球煤的出口量的 29%，是全世

界煤的最大出口國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7,692,690

人口數（百萬人，2016 年）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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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澳元（AUD）

匯率（澳元兌美元）
2014 年 12 月底 2015 年 12 月底 2016 年 12 月底

1 USD：1.220 AUD 1 USD：1.369 AUD 1 USD：0.724 AUD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2.8 2.4 2.5 3.1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2.5 1.5 1.3 2.0

失業率（%） 6.1 6.1 5.7 5.2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4,493.36 12,297.06 12,589.78 13,597.2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61,358 51,364 51,850 55,215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2,412.38 1,877.12 1,911.52

進口值（億美元） 2,369.33 2,086.84 1,961.37

貿易餘額（億美元） 43.05 -209.72 -49.85

貿易依存度（%） 32.99 32.24 28.48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淨額（億美元） 396.15 222.64 N.A.

主要出口產品 
鐵礦、煤礦、天然氣、黃金、原油、小麥、銅礦、牛肉、鋁礦、藥劑、汽油、

羊毛及羊毛油、棉花等

主要出口國家 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印度、美國、紐西蘭、新加坡、臺灣

主要進口產品 
原油、小客車、汽油、電訊設備、藥劑、貨運車、電腦、黃金、土木工程設備、

輪胎、汽機車零配件、測量及分析儀器等

主要進口國家 
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南韓、泰國、德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紐西蘭、英國、

臺灣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75.86 68.58 60.89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36.96 34.40 30.87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38.90 34.18 30.02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3.14 3.65 3.19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1.56 1.65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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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製品；肉及食用雜碎；鋅及其製品；鹽；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

石灰及水泥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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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鋼鐵；塑膠及其

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538.9 492.7 550.7

全球競爭力排名（國際競爭力評比） 22（12） 21（18）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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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6-2017；國
際競爭力評比取自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16 年 IMD 世界競爭力年報」（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資料來源： IMF、IMD、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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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況介紹
澳洲天然資源最為豐富，被評為全球煤礦及鋁礦的最大出口國家，其農、礦產品外銷占澳國出

口總額 80%。而鎳、金、鋅礦產量皆為全球第二，石油及液化天然氣為全球第三的出口國；農牧業

為僅次於天然資源之第二富裕之產業，其小麥、羊毛、棉花皆為全球前三大出口國家；澳洲亦正在

研發生技醫學、再生能源及潔淨能源，希望在全球能居於領先的地位。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澳洲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FIRB）表示該國對外國投資所產生

的國家安全問題特別關注，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企業的併購交易。在澳洲外國併購交易是個敏感問

題，如很多中國大陸企業與中國大陸政府關係密切，致使民族主義的政治人物反對可能危及國家安

全的交易，使其在澳洲的併購交易經常遭到質疑。2016 年澳洲政府封殺多筆中資企業在澳洲的併購

案，包括以不符國家安全為由，否決香港長江基建和中國大陸國家電網收購 Ausgrid 的計畫。（許

銘洲 , 2016）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澳大利亞統計局（ABS）近日發布的最新數據中，雪梨、墨爾本和伯斯，是最受華人移民喜愛

的三大城市，2016 年墨爾本成為全澳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在澳國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區中，墨爾

本就占了四個。同時，澳洲華裔和印度裔的人口成長率最高（ABS, 2017）。澳洲華人主要來自於中

國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臺灣及馬來西亞等世界各地的華人第一代移民群體與他們的後代，

該族群為澳洲的非澳人口中排名第四，約占總人口的 4.1%，接近 100 萬人口。而在雪梨本地出生的

人口中，中國大陸的華裔排在第三名。

（2）僑臺商組織與現況
目前成立在澳國的臺商組織有澳洲臺灣商會、昆士蘭臺灣商會、墨爾本臺灣商會、西澳臺灣商

會、大洋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等。而 2016 年 6 月，澳洲臺灣商會在雪梨地區舉辦 2016 年年會，其

中會內的專題演講內容，也響應我國政府所積極推動之臺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區域性經濟組織之事宜，希望在場臺商可以將臺灣熱切期待加

入的心意傳達給澳洲友邦知道。（澳洲臺灣商會 , 2016）

（3）僑臺商經營與投資及產業活動概況
在澳洲之臺商群聚於東澳的四大城市，分別為布里斯本、雪梨、墨爾本及西澳之伯斯。在布里

斯本為主之僑商：以煤礦產開採與買賣投資、蔗糖製造、金融業、生醫藥製造業、零售服務業、餐

飲業為主；在墨爾本為主之僑商：以汽車零件製造、資訊機械化學品批發業、藥品製造業與進出口

貿易業為主；在伯斯為主之僑商：以鐵礦與金礦開採投資、天然氣管線投資與鹽礦業為主；在雪梨

為主之僑商：從事牛飼育業、電信業、餐飲服務業、營養保健食品製造業、資訊機械化學品批發業

與進出口貿易業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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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商在澳洲投資之行業主要為：礦產資源加工、畜牧、電腦、資訊、電子、電機、食品、海運

及金融業等。我國知名企業在澳國已投資多年，如：研華科技在澳洲設立澳紐分公司、捷安特更為

澳洲自行車第一品牌；聯強的澳洲公司在當地發展其資訊產品的配銷業，更在 2015 年於新南威爾

斯州投資 4,500 萬澳元（約 0.3 億美元）建立自動化倉儲物流中心；宏碁、華碩、明基、友訊、東

元公司均已在澳設立據點。（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1）

若以行業別區分：中鋼投資煤鐵礦；裕峰集團投資購物中心；錸德科技澳洲公司投資之產業為

DVD、記憶卡業；蕾綿企業投資天然保健產品；正隆企業投資環保廢紙回收業；技嘉科技則投資電

腦相關資訊產品的當地行銷及售後維修的服務業務；東元電機投資於馬達、冷氣機業並分別在布里

斯本及雪梨設立其門巿；Darling Downs Foods 投資當地肉品加工事業；福生生物科技公司投資西藥

製造業；福基織造公司投資不織布。而澳洲今年金融業為發展重點產業之一，我國在當地設立據點

的企業則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及合作金庫銀行等。此外，

我國知名服務業，如天仁茗茶、鼎泰豐等亦在澳洲雪梨先後設立門市，攻占澳洲的餐飲服務市場，

而摩斯漢堡亦在當地經營健康食品，其品項有 Nature Care 及 Homart。

（4）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2016 年澳洲是我國第 12 大貿易夥伴、第 8 大進口夥伴、第 14 大出口夥伴。對澳洲出口總額為

30.8 億美元，年減 3.6%；對澳洲進口總額為 60.8 億美元，年增 6.6%；貿易入超 30 億美元。（經濟

部貿易局 , 2017a18）

截至目前，澳洲資訊產品市場需求成長快速，其中以辦公室自動化相關產品之需求最明顯，而

電子產業在澳洲有一定的規模，故歐洲地區、美、日等國大型電子公司均在當地設置裝配廠，以生

產電子產品，因此，對電子零件及半成品之需求頗大。此外，各種生產業機器如塑膠機、製鞋機、

紡織機、土木機械及包裝機等亦占澳洲進口產品的一大部分。因此，具投資潛力之澳洲需求性產品，

如：資訊產品及周邊設備、電子產品及機械設備，皆為僑商可投資之領域。

（5）成功華商／臺商企業與人物
在投資經營上，我國臺商在當地表現優異，近年獲得海外臺商創業楷模或海外磐石獎的臺商，

如經營電器業 Transco Electrical 之林柏梧、Nature's Care 董事長吳進昌及經銷宏碁電腦之 Bluechip 負

責人熊強生等。

此外，黃正勝曾任第十八屆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也是澳洲首位獲頒傑出創業成就獎

的華人。在畢業於臺北工專土木科後，赴澳洲創立合環建設機構（Hehuan Group），是澳洲相當知

名的房地產商人，渠曾表示蓋房子是良心事業，希望為社會提供最高品質的房子；更慷慨捐贈我國

與澳洲多處醫療中心、教育基金會與急難救助單位，對僑界及國家外交貢獻良多，是我國與澳洲公

認的愛心臺商。（臺灣宏觀電視 , 2016a）

（6）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我國為澳大利亞第 26 大外人投資國，自 1967 年至 2016 年 7 月為止累計 89 件約 20 億美元，

而2015年我國在澳洲的投資件數僅有1件，金額為964萬美元。反觀澳洲為我國第17大外人投資國，

自 1967 年至 2016 年 7 月為止累計 487 件約 18.8 億美元，而 2015 年澳洲在我國總投資件數為 5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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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為 4,833 萬美元。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我國企業來澳洲投資目的多為移民，因此，投資金額均

列計為澳人投資，而不列入我國之投資。（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18）

（7）推動新南向政策相關之 18國效應、影響及成果
澳洲政經環境穩定、人民教育水準高、勞工素質佳、創業研發及創新能力亦佳，有利於外商來

澳洲投資發展。而外商投資澳洲除了購買澳洲現有公司、新設公司外，尚有共同開發等模式。

澳洲移民人口持續增加，可帶動當地房屋銷售及消費品市場成長，適合考慮投資建築材料、消

費用品、醫療保健等產業；而澳洲過去因經濟發展過度偏重原物料出口，近年為求轉型，澳洲政府

擬加強發展製造業；此外，澳洲在新藥研發及臨床實驗方面有很強基礎，位居亞太地區龍頭地位，

可以加強與澳洲相關企業合作，以強化我國生技產業；同時，澳洲環保意識高、自然資源豐富，但

氣候乾旱，澳洲政府加強水資源回收，評估適合發展潔淨能源業，如可發展太陽光電、風力發電、

水資源產業等。

4. 小結
依據澳洲儲蓄銀行在 2016 年 2 月的貨幣政策報告中，預期澳國經濟仍能維持在低幅度的成長，

服務業將可持續成長約 3.5%；礦業投資將大幅性的衰減，但其礦產在出口方面依然旺盛，此外，受

惠於澳元貶值，服務業的淨出口增加，將會使國內生產毛額（GDP）向上成長。

澳大利亞為大洋洲最重要的市場，根據 2015-2016 澳洲發展報告，澳洲華人對澳國經濟的運轉

貢獻良多；澳洲華人突破經濟的發展限制，積極投資經營並與中方企業密切合作，同時，也顯示出

資本雄厚的華商在房地產、金融業、工礦業、電信和超級市場等領域都有涉足，資本達數億澳元。

政經環境的穩定及澳洲國民具有高所得的消費能力等條件，非常適合僑商投資，故澳洲為除了為我

國重要的產銷據點外，亦有多家我國的中堅企業皆投資於該國。（吳瑞達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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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巴布亞紐幾內亞是距離澳大利亞最近的國家，其政治體制為君主立憲制，當地人口約 770 萬人，

地方語言超過 800 種及擁有數百個土著族裔，種族十分多元，是世界上擁有最具文化多樣性的國家

之一。巴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其開發卻因地勢崎嶇，土地使用權歸屬問題及其發展基礎設

施的成本高昂等問題而受到阻礙。目前巴國主要礦產儲量包括銅，黃金和石油，占出口收入的三分

之二，天然氣儲量達 1,550 億立方米。

在 2014 年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這間世界上總體市值最高的石油公司開始從巴國出口液

化天然氣（LNG），使其成為全球新的能源供應國，對巴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有很大的貢獻，

但巴國暴雨與地震頻傳，對開採液化天然氣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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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國農業為當地 85％的人提供生計，在全球金融危機下，因其他國家對巴國商品的需求持續增

長，因此影響不大。2016 年農業占該國經濟成長 22.3%，工業占 37.6%，服務業占 40.1% 為主要經

濟活動來源。

（2）貿易情況
巴布亞紐幾內亞是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太平洋島嶼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PIFS）、聯合國（UN）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因地緣關係，與澳大利亞在

2014年簽署兩國間的經濟合作組織條約，而在2015年至2016年兩國間的總貿易額高達58億澳元（約

為 1.91 億美元）。澳大利亞對巴國主要出口商品為原油、土木工程所需設備及零件及電氣設備；主

要進口商品為黃金、白銀等礦產。

2016 年巴國為我國第 50 大貿易夥伴，出口至巴國金額為 1.34 億美元，自巴國進口的金額為 4.59

億美元，相較於 2015 年分別減少了 27.9% 與 27.0%，對該國呈現貿易入超 3.24 億美元。（經濟部

貿易局 , 2016a8）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2016 年巴國政府擬定政策預算時，為發展經濟多元化，巴布亞紐幾內亞計畫部部長將分配給

旅遊產業的資金比，從 2015 年的 5,000 萬吉納（約為 1,576 萬美元）大幅度增加至 1 億吉納（約為

3,151 萬美元）；分配給農業產業的資金比，從 2015 年 5,680 萬吉納（約為 1,790 萬美元）增加至

1.051 億吉納（約為 3,312 萬美元）。而針對國內民眾，巴國政府將透過小額融資，國家開發銀行等

渠道，全面支持金融培訓等方案，向公民提供培訓和擴大信貸等服務。除此之外，政府將持續實施

行政上的改革，並關注和支持婦女、青年及弱勢者，以減少社會暴力事件。（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6）

未來 2017 年政府將設立一個基礎設施發展局，以負責監督未來五年的主要運輸和公共基礎設

施項目。而其經濟成長預計將由採礦業和農業推動加速上升至 3%。在 2018 年隨著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APEC）之領導人會議舉行，其經濟成長可望增長至 3.2%。

表 2-2-2  巴布亞紐幾內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巴布亞紐幾內亞獨立國（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總督 Michael Ogio

語言
約有 860 種當地語言，主要官方語言為 Tokpisin、英語和 HiriMotu，英語的使

用約 1% 至 2%，HiriMotu 則少於 2%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莫士比港市（Port Moresby）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Jacksons International Airport（POM）, Laenadzab Airport（LAE）

天然資源 黃金、銅、銀、天然氣、木材、原油、漁產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462,840
人口數（百萬人，2016 年） 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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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吉納（PGK）

匯率（吉納兌美元） 
2014 年 12 月底 2015 年 12 月底 2016 年 12 月底

1 USD：2.594 PGK 1 USD：3.008 PGK 1 USD：3.176 PGK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13.3 12.0 2.0 2.5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5.2 6.0 7.0 7.5

失業率（%） N.A. 2.6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218.23 211.95 200.03 211.89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898 2,746 2,528 2,613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87.61 84.53 N.A.

進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依存度（%） N.A. N.A. N.A.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淨額（億美元） -0.30 -0.28 N.A.

主要出口產品 黃金、原油、銅礦、咖啡、可可、棕櫚油、魚、木材

主要出口國家 日本、澳洲、中國大陸、歐盟、臺灣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稻米、冷凍設備、製造產品

主要進口國家 澳洲、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7.55 6.44 4.56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2.60 1.86 1.34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4.95 4.58 3.22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8.62 7.62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N.A. N.A.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木及木製品；木炭；咖啡、

茶、馬黛茶及香料；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等之調製品；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塑膠及其製品；鋼鐵製品；

關稅配額之貨品；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鞋靴、綁腿及類似品；此類物

品之零件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穀類；鋼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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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塑膠及其製

品；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鋼鐵製品；魚類、甲殼類、

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橡膠及其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23.05 17.37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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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IMF、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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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布亞紐幾內亞經濟主要來自礦產業、農牧業、建築業、觀光業等產業，當地居民生活在依賴

自給農業的非經濟性體系中，主要出口如咖啡、可可、乾椰仁油等產物；採礦及石油業則對該國影

響甚大，產值約占該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26%，更占總出口值的 77.25%，然而其產業卻只提

供當地居民少數的就業機會，其主要資源還是受外商控制；林木業近年來出口呈現大幅成長；製造

業目前以資源加工為主，占該國製造業的 80%，然而卻受限於市場狹小、運輸與水電成本過高等障

礙，難以進一步發展此產業。（經濟部貿易局 , 2016a8）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巴布亞紐幾內亞自 2012 年起，其外人直接投資（FDI）開始出現輕度性放緩，除此之外，基

礎建設的缺乏、國內政治的不穩定性與不安全性等因素，亦使得外資卻步。幸而在 2013 年，有潛

在投資者如澳大利亞、巴哈馬、英國、馬來西亞等國，對於巴國的採礦及天然氣產業抱持樂觀的態

度，進而展開投資。而在 2014 年液化天然氣管道建造完成，其合資夥伴有澳大利亞、日本等國，

並在同年開始輸送天然氣至中國大陸與日本，而日本從巴國進口液化天然氣，占了日本進口總額的

約 5%，對於巴國來說，日本為 2015 年第四大 FDI 來源國，亦為 2005 至 2015 年間第二大 FDI 來源

國，惟在世界銀行（WB, 2016）的「2017 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uness 2017）」報告中提到，在

189 個國家中巴國外國直接投入排名為第 119 名。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及活動概況
我國旅居巴國之僑商約 40 人，主要經營範疇為海產出口、汽車修護、小餐館及小型商店，如

皇朝海鮮大酒樓 Dynasty Seafood Restaurant、Plazza Restaurant、洪記飯店 Ang's Restaurant、The Works 

Cafeteria 等。（僑委會 , 2016b）

（2）僑臺商經營與投資及產業活動概況
2016 年 10 月我國彰化基督教醫院派遣醫療團前往巴國進行八天的醫療服務，當地 Nonga 醫院

院長隆重歡迎我國團隊，並期望未來與彰化基督教醫院簽立合作備忘錄（MOU）與討論後續合作計

畫，以發展彼此長期的夥伴關係。（彰化基督教醫院 , 2016）

（3）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累計至 2016 年 12 月，我國對巴國投資僅 2003 年 1 件，金額為 350 萬美元，而巴國對我國並

無任何投資項目。（經濟部貿易局 , 2016a8）

（4）成功華商／臺商企業人物
臺灣圍網公會的理事長蔡定邦先生，現任為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駐臺名譽總領事，同時亦身兼我

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監事會的召集人，對我國遠洋漁業貢獻良多。一直以來都代表我國前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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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上的各個島國，如馬紹爾群島、巴布亞紐幾內亞、諾魯、吐瓦魯等國家進行漁業合作談判，

協助我國鞏固圍網漁業在中西太平洋的實力。

（5）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2016 年，巴布亞紐幾內亞是我國第 50 大貿易夥伴，我國出口至巴國的金額為 1.3 億美元，較

去年減少 27.9%，為第 60 大出口夥伴。我國自巴國進口的金額為 4.6 億美元，較去年減少 27%，為

第 42 大進口夥伴；貿易呈現入超 3.2 億美元。（經濟部貿易局 , 2016a8）

而自 2005 年，我國醫療院所在每年都會籌組行動醫療團至巴國進行義診，其中更以彰化基督

教醫院對增進與巴國醫療衛生合作貢獻顯著。2015 年 8 月我國與美合辦「MERS 檢驗診斷國際研習

營」，研習營合計有來自日本、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及巴布亞紐幾內亞等 9 國共 17 位官員及

專家前來參訓，盼強化各國防疫體系並維繫與我國疾病管制署的交流。

4. 小結
針對巴國提出的 2016 年至 2020 年合作戰略，亞洲開發銀行（ADB）已審核通過並表示給予資

源 6.37 億美元援助，將幫助資源富裕的巴國破除基礎設施落後等發展瓶頸，目前已進行到第一期階

段的第一年，即將朝向第二年邁進；面對巴國外資進入，亦代表政府及市場需求湧現，我國可思考

切入點或是維持並發展過去的合作關係。（經濟部貿易局 , 2016a8）

（三）紐西蘭（New Zealand）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2016 年紐西蘭經濟成長相當穩定為 4%，其新上任總理 Bill English 表示，紐國未來五年經濟成

長預估平均約為 3%。透過紐國移民大幅增加、借貸成本創下低點紀錄，加上營建業活絡、出口增

加（尤其係觀光業）、低利率等皆為促進紐國經濟越趨正面的主要因素。紐國為成長最快的發達經

濟體之一，但是紐國央行行長 Graeme Wheeler 於 2016 年 8 月表示，目前紐國經濟通膨率低迷依然

是央行的主要關注點，官方現金利率需要進一步下調，經濟學家預計紐西蘭央行將降至 1.75%。（彭

博資訊 , 2016a）

根據世界銀行（WB）2016 年調查顯示，紐西蘭取代第一名位置長達十年之久的新加坡，成為

全球最易經商的地方，在紐國成立新公司只需半日流程，而在建照核可、房屋登記、取得信貸、保

護少數族群投資人方面也有優異的表現（陳律安 , 2016）。而根據紐國財政部 2016 年報告預測，

紐西蘭失業率將在 2020 年前下降至 4.3%，並將創造 15 萬個新的就業機會，平均薪資預估將增加

66,000 紐元（約為 47,092 美元）。（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19）

（2）貿易概況
2016 年 7 月根據奧克蘭儲蓄銀行（Auckland Savings Bank, ASB）農村經濟學家 Nathan Penny 表

示，英國脫歐後對商品價格僅有些許影響，但中長期將對紐西蘭農業將帶來風險，因英國占紐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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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5%，其中以羊肉（英國占紐國羊肉出口值 20%）及葡萄酒（占紐國葡萄酒出口量約 25%）因

依賴出口英國而受到衝擊。但紐國蘋果與梨子產業的強勁成長，可抵銷紐國初級產業乳製品之衰退。

（林昀嫻 , 2016）（駐紐西蘭代表處經濟組 , 2016a）

紐西蘭為全球第一大羊肉出口國，第一大乳製品出口國，農產品出口第 12 大國家。2016 年紐

國前五大出口市場依序為，中國大陸、澳洲、美國、日本、英國；前五大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

澳洲、美國、日本、德國。有關臺紐貿易部分，2016 年紐西蘭與我國貿易總額為 12.4 億美元，與

去年相較減少 2.26%。（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20）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自紐國中央銀行於 2015 年 12 月發布貨幣政策後，全球經濟前景持續惡化，部分國家為因應這

項政策，開始實施大幅度之貨幣寬鬆政策並進一步調降利率，金融市場波動增加，信用利差擴大。

而在 2016 年 3 月紐國央行總裁 Graeme Wheeler 將官方利率再度調降 0.25% 至 2.25%。（彭博資訊 , 

2016b）

2016 年發生的 Kaikoura 地震雖對受災家戶及業者造成重要影響，但不會擾亂整體經濟動能；

而該次的地震凸顯出政府在經濟狀況好時，先償還債務的重要性，以便政府在敏感時間援助民眾。

而紐國儲備銀行行長 Graeme Wheeler 前舉辦 Development West Coast Conference 演說中提及，由於營

建支出、移民數持續增長、觀光客的流入及貨幣寬鬆政策等持續推動，對於紐西蘭未來 18 個月的

經濟前景看好，經濟將會持續強勁成長。

紐國央行將於 2017 年舉行貨幣政策會議，並重申利率至少會有兩年的時間按兵不動，而市場

預期央行會將官方現金利率（official cash rate）保持在歷史低點 1.75% 不變。奧克蘭儲蓄銀行（ASB）

經濟學家 Nathan Penny 表示，2016 年 12 月紐國政府計畫於未來四年將增加 54 億紐元（約為 39.3

億美元）的基礎建設支出，並著重在償債與減稅項目。（柯婉琇 , 2017b）

表 2-2-3  紐西蘭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紐西蘭（New Zealand）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國家黨／元首英國女王／總理：Mr. Bill English

語言 英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首都為威靈頓（Wellington），其他重要城市為北部地區（Northland）、旺

格雷（Whangarei）、奧克蘭（Auckland）－奧克蘭市（Auckland）、懷卡

托（Waikato）、漢 彌 爾 頓（Hamilton）、陶 波（Taupo）、 豐 盛 灣（Bay of 
Plenty）、羅托路亞（Rotorua）、吉斯伯恩（Gisborne）、豪克斯灣（Hawke’s 
Bay）、內皮爾城（Napier）、塔拉納奇（Taranaki）、馬納瓦圖―旺格紐伊

（Manawatu- Wanganui）、北帕（Palmerston North）、塔斯曼（Tasman）、

尼爾遜（Nelson）、馬爾堡（Marlborough）、西岸（West Coast）、格雷茅斯

（Greymouth）、坎特伯雷（Canterbury）、基督城（Christchurch）、奧塔哥

地區（Otago）、達尼丁（Dunedin）、南部地區（Southland）及查塔姆群島

（Chatham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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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文概況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Auckland International Airport（AKL）, Christchurch International Airport（CHC）, 
Dunedin International Airport（DUD）, Hamil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HLZ）, 
Invercargill Airport（IVC）, New Plymouth Airport（NPL）, Nelson Airport
（NSN）, Niue International Airport（IUE）, Palmerston No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PMR）, Rarotonga International Airport（RAR）, Welling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WLG）

重要港埠（座落地點與名稱） Auckland, Lyttelton, Marsden Point, Tauranga, Wellington, Whangarei

天然資源 
主要礦藏有煤、金、鐵、天然氣，和銀、錳、鎢、磷酸鹽、石油等，但貯量不大。

且其森林資源及漁產豐富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70,534

人口數（百萬人，2016 年） 4.712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紐元（New Zealand Dollar）

匯率（紐元兌美元）
2014 年 12 月底 2015 年 12 月底 2016 年 12 月底

1 USD：1.277 NZD 1 USD：0.685 NZD 1 USD：0.697 NZD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2.8 3.1 4.0 3.1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2 0.3 0.6 1.5

失業率（%） 5.4 5.4 5.1 5.0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990.28 1,732.56 1,819.91 1,980.44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43.698 37.281 38.345 41.108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406.59 342.56 338.84

進口值（億美元） 425.43 366.12 366.10

貿易餘額（億美元） -18.86 -23.56 -27.26

貿易依存度（%） 41.80 40.90 38.73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總額（億美元） 24.95 -9.86 N.A.

主要出口產品 
乳製品、肉類及食用雜碎、食用水果、礦物燃料、魚類、原木及製品、機器

及機械、飲料與酒類、電機設備及穀物調理食品

主要出口國家 中國大陸、澳洲、美國、日本、英國、南韓、中華民國（7th）、新加坡、印尼

主要進口產品 
汽油類產品、電機及設備、紡織及製品、機器及機械、車輛及零件、塑膠、

光學及照相、鋼鐵製品、醫藥品及紙類

主要進口國家 
中國大陸、澳洲、美國、日本、德國、泰國、南韓、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法國、中華民國（16th）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9.16 8.42 8.13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4.74 4.39 4.27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4.42 4.03 3.86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2.25 2.46 2.40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1.11 1.2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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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乳製品；肉及食用雜碎；食用果實及堅果；有機化學產品；木及木製品；穀類、

粉、澱粉或奶之調製食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鋼鐵；鐵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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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品；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158.6 147.0 178.1

全球競爭力排名（國際競爭力評比） 17（N.A.） 16（17）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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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全球競爭力排名取自世界經濟論壇 WEF-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6-2017；國
際競爭力評比取自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16 年 IMD 世界競爭力年報」（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資料來源： IMF、IMD、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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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農林漁牧產業 
紐西蘭以農立國，盛產水果及蔬菜，而畜牧業為該國的主要產業，我國自紐西蘭進口產品亦以

牛肉、奇異果、蘋果及櫻桃等農牧產品為主。2016 年牛奶價格下跌將抑制牛奶產量，但歐盟（EU）、

阿根廷及美國的牛奶產量反之將增加。然而中國大陸對乳製品需求降低及俄羅斯持續禁止乳製品進

口，故仍對紐國乳製品產業造成影響。此外，美國及英國為紐國水果最大的出口地區，各約占四萬

公噸的進口量，此外，我國與泰國業已成為紐西蘭水果大出口國，占紐國總出口的 40%。（經濟部

投資業務處 , 2016a2）

b. 觀光旅遊業 
觀光旅遊為紐西蘭第二大外匯收入來源及主要就業部門，2016 年為國內生產毛額（GDP）貢獻

之總金額為 145 億紐元（約為 103 億美元），因紐國自然資源、淡水資源豐富，肥沃的土壤和適合

畜牧和農業的氣候，2016年海外來紐旅遊人士增加11%，2016年達354萬人次是有史以來最高紀錄，

消費金額更提高 20%。（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2）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紐西蘭外國直接投資來源於加拿大、澳大利亞、香港、日本等國家。而紐國擁有開放與友好的

商業經濟、生活水平高、政治穩定等優勢，促使外資流入紐國的金額逐年升高。

紐西蘭的北島最大城市奧克蘭擁有「千帆之都」的美譽，其優美的海岸風光與舒適居住環境，

再加上當地政府對外資熱烈歡迎，吸引大量的外國投資者湧入，使奧克蘭取代加拿大多倫多，成為

全世界豪宅投資最熱門的城市，當地房價持續飆升，2016 年 5 月當地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房地產售價

已超過 100 萬元紐幣（約為 71.4 萬美元）。（易凡 , 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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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紐西蘭移民主要分成：歐洲移民後裔 67.6％，毛利人 14.6％，亞裔 9.2%，太平洋島國裔 6.9％。

根據僑委會（2016b）統計之歷年資料顯示，目前在紐西蘭的華僑數量約為 10 餘萬人，而紐西蘭華

人多來自中國大陸及我國，占全部華人移民 33%，其餘則來自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地。

目前華裔仍為紐國移民人口中的最大族群且具影響力，中、港、臺之華人優渥的移民實力除在炒熱

特定區域的房價外，也擴張了都會區的範圍，此外，在學術及專業上亦有很高的成就。

（2）僑臺商組織與現況
目前在大洋洲有三大組織，依序為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WTCC）紐西蘭臺灣商會、WTCC

紐西蘭南島臺灣商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紐西蘭分會。紐西蘭臺灣華夏協會曾於 2016 年

10 月在奧克蘭辦理紐西蘭臺灣日暨「慶祝臺中市與奧克蘭締結姊妹城市 20 週年臺灣風情特展」，

並展示我國文化藝術表演、原住民文化展、經典藝術文物展、電影展等，以及邀請「自行車」、「功

能性紡織品」、「醫療觀光及美食觀光」等創新產業廠商赴紐參加，以推廣我國產業商機，此活動

參與人數有五萬人左右。（易凡 , 2016b）

（3）僑臺商經營與投資及產業活動概況
2013 年我國與紐國簽訂的「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係我國第一個與非邦交的已開發

國家所簽訂的經濟合作協議（ECA），其除了對雙方兩國貿易、投資上產生了極大的正面效益外，

針對現今我國所推行的「新南向政策」亦是一個重要的基礎。截至 2016 年 8 月，我國臺商對紐國

投資金額達 662.6 萬美元，投資件數為 9 件，主要的投資產業為教育、旅遊、電腦維修及一般貿易

等產業（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20），而近年來紐國政府以生物科技產業、資通訊產業為重點發展產

業，我國亦在半導體與通訊硬體方面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國家，故未來如果兩國彼此互相交流與合

作，將可望精進彼此的產業價值鏈；生物科技方面，亦能結合雙方的優勢以創造新的商機。

（4）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我國對紐國從 1952 年至 2016 年底，共投資 9 件，總金額為 626 萬美元，而紐西蘭對我國共投

資 104 件，總金額為 1.09 億美元。

2016年，紐西蘭是我國第39大出口夥伴，我國出口至紐西蘭的金額為4.27億美元，年減0.13%；

紐西蘭是我國第 34 大進口夥伴，我國自紐西蘭進口的金額為 8.13 億美元，年減 3.34%。貿易呈現

入超（赤字）3.86 億美元，年減 6.7%。我國主要出口項目：醫藥製劑、渦輪噴射引擎或螺旋槳推動

渦輪機之零件、聚氯乙烯、鋼鐵製螺釘及螺栓、不鏽鋼扁軋製品、輻射層輪胎等。而我國主要進口

項目：鮮蘋果、冷凍牛肉排、鮮奇異果、粉、冷凍牛肉、乳酪、鮮櫻桃、乳製品、鋁合金、松類木材、

羊肉、牛腱等。（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20）

（5）成功華商／臺商企業人物
2016 年澳紐商會第 11 屆商業傑出貢獻獎，紐西蘭地區得獎者為特吉國際有限公司，是一間專

門進行高品質且具當地產品特色的食品進口與行銷公司，與傳統進口商不同的是，該公司利用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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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出的產品說明與使用示範讓客戶能夠更深入的了解產品，持續跟進更好的產品與行銷方式，來拉

近兩國的貿易夥伴關係。（周伶繁 , 2016）

（6）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兩國曾於 2015 年 11 月臺紐雙方就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執行情形共同進行檢視，報

告結果顯示紐西蘭自我國進口成長達 10%，紐國對我出口則成長 22%，對臺紐雙方之經濟皆帶來顯

著正面效益（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2）。在我國與紐國友好關係下，因澳、紐皆為跨太平洋夥

伴協定（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成員國，有助我國爭取加入區域經濟組織。除此

之外，2016 年 12 月 12 日，兩國亦簽訂《臺紐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合作協議》，以穩定兩國夥伴

貿易關係。（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20）

（7）推動新南向政策相關之 18國效應、影響及成果
紐國的環保意識逐漸抬頭，恰好與我國的五加二產業中的綠能、智慧機械產業相吻合，我國業

者綠色建材、家具、園藝用品及各項家用品，皆為可拓銷紐國的商品。此外，2016 年紐國政府推出

「Electric Vehicle Programme」之措施，為快速降低紐國碳足跡積極發展電動車，截至 2016 年 10 月，

現有電動車輛為 2,029 輛下，紐國政府設定其電動車新目標為：2021 年前倍增電動車數量至 64,000

臺之目標，而紐西蘭電動車多仰賴進口，是我國相關業者推廣的機會，舉例來說，我國五加二新

興產業中的智慧機械能夠結合我國汽車產業重鎮—桃園，來發展我國與紐國之間電動車的貿易連

結；除此之外，在電動車充電站的設立紐國亦希望能引進臺灣技術合作。（駐紐西蘭代表處經濟組 , 

2016b）

4. 小結
紐西蘭整體投資環境穩定，且對外資進入極為友善，基礎建設完整，金融、法律、會計、廣告

等服務業亦相當發達，在紐國近年著重推廣資訊通訊、生物科技及創意產業等產業發展，皆頗有成

效，與我國產業發展重點恰好有相同之處，具有交流空間存在，此外，如紐國再生能源發展，位居

全球第三，亦是我國廠商取經的所在。

（四）帛琉共和國（Republic of Palau）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2016 年帛琉的經濟成長率為 2.2%，較 2015 年大幅度下降 9.4 個百分點，帛琉的經濟來源主要

來自旅遊業、農業及漁業，但自 2016 年 2 月開始因久旱不雨，致使旱災發生，帛琉全國進入緊急

狀態，此旱災問題已然影響到 2016 年 11 月總統大選時的政治議題。此外，海洋漁獲近年因過度捕

撈而枯竭，而主要經濟來源旅遊業的目標客群，根據帛琉財政部（Palau National Government, 2016）

統計資料顯示，以中國大陸與日本旅客為大宗，在遊客來源嚴重集中下，引起了帛國政府憂慮，此

亦為帛琉政府欲著手改善的要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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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貿易概況
帛琉財政及貿易長年仰賴外資挹注，累計至 2015 年底，外匯儲金與黃金約有 5.809 億美元，帛

琉之傳統產業為農業及漁業，惟產值不多，多出口貝類、金槍魚與其他魚種，2016 年約占國內生產

毛額（GDP）總額的 3%，並生產少量之手工藝品及木雕品。值得注意的是，其各項民生物資、建

材及機具車輛等因產量不足均仰賴鄰近國家進口，如美、日、我國及新加坡；而經濟來源之首的觀

光旅遊業，主要旅客來源亦為中國大陸與日本。（僑委會 , 2016b）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帛琉政府的政策為促進旅遊業長期發展，以穩定主要經濟來源，同時保育海陸兩地環境和生態

系統。總理雷氏亦在 2016 年度發表國情咨文中表示：觀光仍是帛國未來的財政收入之主要來源，

但旅客之屬性由高端走向低端，在人潮提升下加重基礎設施的負擔，因此，政府決定將來自中國大

陸沿海地帶的包機數量減半，以分散旅客來源。此外，政府已成立包機檢討委員會，共同探討永續

之經濟發展政策。（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12）

根據 2016 年 10 月的國際漁業資訊（2016）發表，帛琉就位於太平洋漁場的中心位置，在該水

域內捕撈黃鰭鮪及大目鮪的釣漁業，自 2015 年起的海洋保育行動後，帛琉政府宣佈在 2020 年前，

會將其 80％的管轄水域轉為海洋保護區，區內禁止漁撈作業及採礦，只允許受嚴格管理的漁業在該

國剩餘的 20％海域內進行。

表 2-2-4  帛琉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帛琉共和國（Republic of Palau）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雷蒙傑索（Tommy Remengesau Jr.）

語言 英語、帛琉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美律坵（State of Melekeok）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Roman Tmetuchl International Airport（Palau International Airport）（ROR）

重要港埠（座落地點與名稱） Koror

天然資源 森林、礦產（特別是黃金）、海產、深海礦物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459

人口數（人，2016 年） 18,000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1 美元（USD）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4.8 11.6 2.2 3.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4.0 2.2 -1.3 1.5

失業率（%） N.A. 1.7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2.49 2.84 2.93 3.15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4,076 15,907 16,222 1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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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進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依存度（%） N.A. N.A. N.A.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總額（億美元） N.A. N.A. N.A.

主要出口產品 漁產、鮪魚、椰乾、成衣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日本、中華民國、新加坡、菲律賓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車輛、建材、食品、燃油、煙酒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日本、新加坡、中華民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N.A. N.A. N.A.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N.A.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N.A. N.A.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鋼鐵；鋁及其製品；銅及其製品；塑膠及其製品；木及木製品；木炭、；機

器與設備及其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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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紙及紙板；紙漿、紙或

紙板之製品；飲料；酒類及醋；家具；寢具、褥及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

填家具；未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組合式

建築物

外匯存底（億美元） N.A. N.A. N.A.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出口值 +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對我國之出口值／出口值；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ADB、IMF、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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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帛琉主要產業以觀光旅遊業、漁業與自給農業為主，其中，觀光旅遊業方面，來帛國的旅客人

次為 138,408 人次，相較於 2015 年的 167,966 人次，下降了 17.6%。然而因東亞的工業擴張、在太

平洋地區航空路線增加及外資投入當地基礎建設的意願增加，觀光旅遊業的未來前景仍被看好；農

業方面，其當地主要作物為椰子、根莖作物與香蕉等產物；漁業方面則以有殼海類及鮪魚為主。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國外資金要進入到帛琉當地主要障礙為其申請程序透明度低、對於解決衝突的進度緩慢及需支

付外國人年度工資 500 美元的年費，再加上還有只能聘用帛琉公民的前提為條件，這使得外資卻步，

但在 2011 年當地政府開始修改外國投資制度，以期望吸引外國投資者。在世界銀行（WB, 2016）

發布的「2017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7）」中，帛琉在190個吸引外資國家中排名第13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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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我國在帛琉之僑民約有數百人，僑民多聚集在帛琉首都美律坵（Melekeok），是人口較密集之

都市。（僑委會 , 2016b）

（2）僑臺商組織與現況
目前我國在帛琉並無任何商會組成，僅有我國政府設立的帛琉共和國大使館。

（3）僑臺商經營與投資及產業活動概況
我國國民與臺商係在 1999 年我國與帛琉建立外交關係後，逐漸前往當地居住並投資，而目前

我國臺商多從事小本投資，集中於經營旅館、營造、餐飲、旅遊、漁業代理等。具體而言，臺商主

宰了當地的旅遊業與飯店旅館等產業，其中，投資規模較大者有帛琉老爺酒店、日暉國際度假村、

帛琉海洋漁業公司、第一商業銀行帛琉分公司等企業，對帛國的經濟發展頗有貢獻，除此之外，近

十家的我國臺商所主導的旅行導遊業及餐飲業者亦對當地的觀光業成長功不可沒。（經濟部投資業

務處 , 2016a12）

（4）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2016 年 2 月由我國臺商所經營的帛琉太平洋航空（PPA）首度啟航，每週來回臺灣與帛琉的班

次依淡旺季而有所調整，其載客率因機票昂貴、觀光景點僅限於海上及中國大陸遊客大量湧入，致

使飯店客房難求等因素，我國旅客至帛琉的觀光人數仍不多，故有大幅成長的空間。截至 2016 年

底止，帛琉對我國投資為運輸及倉儲業 1 件，計為 3.1 萬美元。（馬湘筠 , 2016）

而在 2016 年 5 月帛琉參議院提及 9-6-1 法案，對現行投資法進行修改，並考慮減少外人投資委

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Board, FIB）的權限。無限制的外國投資是對當地發展最好的選擇，帛琉政

府偏向保護當地產業及居民，在投資項目及營業目的限制下，欲將投資下限提升為 100 萬美元。（經

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12）

（5）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2016 年帛琉是我國第 112 大出口國，總額為 1,419 萬美元，是我國第 178 大進口國，總額為

22.2 萬美元，與 2015 年貿易額相比，出口增加 12.95%、進口減少 8.99%。因帛琉當地近海魚源日

漸枯竭，帛琉盼我國提供養殖技術支援，故自 2010 年起提供我籍水產專家之技術協助，助帛琉發

展石斑魚及臭肚魚等之養殖。此外，帛琉政府相當重視環境與及生態保育，欲以引進太陽光電產業

為先，此為我國與帛琉合作要點之一。

4. 小結
帛琉諸多法令限制，進入門檻相對較高、內需市場不大且當地人不喜勞動，故政府大批引進低

工資水準之菲律賓、孟加拉勞工來從事勞力工作；整體而言，對我國之投資誘因不大，但帛琉對永

續生態與再生能源的重視，則為我國五加二創新產業中的新農業可引以為鑒並可與帛琉交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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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斐濟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Fiji Islands）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斐濟共和國位於西南太平洋，擁有「多島之國」和「子午線上的島國」之美譽，其地理位置為

南太平洋之交通樞紐及戰略要地（斐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 , 2016）。其就業人口係以農業為主；

而製糖業和旅遊業更是其支持國民經濟的兩大來源。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資料顯示，由於氣

旋 Winston 的影響 2016 年經濟成長趨緩，農林業受到的影響最大，斐國政府規劃在 2017 年後積極

加強重建基礎建設、公共設施等，可望使經濟加快增長。（The Fiji Government, 2016）

（2）貿易概況
斐濟在外交上務實且靈活，目標是與所有國家都能夠維持良好的關係，而目前經濟產值方面仰

賴於服務業，其中觀光旅遊業為最大宗；工業其次；最後則是農漁業，然農漁業就業人口占國內就

業人口的 70%。由於當地原住民性格較為樂天恣意，不大積極從事於勞動性產業，故斐濟歷來較為

重視觀光業，希望能引進更多外資進駐，享有賺取外匯及創造人民就業機會之兩大好處。（僑委會 , 

2016b）

表 2-2-5  斐濟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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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孔若德（Jioji Konrote）（2015 年 11 月 12 日就任）／拜尼馬拉馬（Josaia 
Voreqe Bainimarama）（2014 年 9 月 22 日就任）

語言 英語、斐濟語、印度斯坦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首都為蘇瓦（Suva）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Nadi International Airport（N.A.N）, Nausori International Airport（SUV） 

重要港埠（座落地點與名稱） Suva, Lautoka 

天然資源 木材、漁產、黃金、銅、近海油田、水力發電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8,270 

人口數（人，2016 年） 894,327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斐幣（FJD） 

匯率（斐幣兌美元）
2014 年 12 月底 2015 年 12 月底 2016 年 12 月底

1 USD：1.988 FJD 1 USD：2.127 FJD 1 USD：2.116 FJD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5.6 3.6 2.0 3.5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0.6 1.4 3.9 2.5

失業率（%） 8.8 8.8 8.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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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概況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45.32 43.89 45.56 47.89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5,112.2 4,926.4 5,088.5 5,322.5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12.20 8.96 N.A.

進口值（億美元） 26.56 20.80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14.36 -11.84 N.A.

貿易依存度（%） 85.53 67.81 N.A.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淨額（億美元） 3.43 3.32 N.A.

主要出口產品 礦物原料、飲料、木材、漁產品、糖漿、椰油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澳大利亞、湯加、紐西蘭、中國大陸

主要進口產品 礦物原料、機械及運輸設備、食品、化學製品

主要進口國家 新加坡、澳大利亞、中國大陸、紐西蘭、南韓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09 0.04 0.04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88 0.59 0.42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79 -0.55 -0.38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73 0.45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3.30 2.83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塑膠及其製品；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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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針織品或鈎

針織品；鋼鐵；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填充用材料、

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鋼鐵製品；雜項製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飲料、酒類及醋；食品工業

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飼料；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品；

調製動物飼料；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等之調製品；木

及木製品；木炭；石料、膠泥、水泥、石棉、雲母或類似材料之製品；蔬菜、

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調製品；塑膠及其製品；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

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外匯存底（億美元） 9.25 9.19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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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ADB、IMF、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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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旅遊業目前為斐濟最大投資和外匯收入來源，是斐濟的支柱產業。斐濟地形是由 333 個島

嶼組成，絕大多數為無人島，在沒有人為因素的破壞下，仍呈現純淨自然優美之風光，吸引著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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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的目光，尤其是新婚蜜月期或舉辦婚禮客群的首要之選之一。（斐濟駐華貿易暨觀光代表處 , 

2016）

斐濟在林木業方面，因全國擁有自然森林 93.5 萬公頃及約 9.1 萬公頃人工種植林，其國土覆蓋

率高達 52% 以上，尤其是後者係為斐濟主要經濟型木材，每年採伐量在五萬立方米以上。

漁業方面，斐濟的 200 海浬專屬經濟區面積高達 130 萬平方公里，蘊含著豐富的水產資源包括

金槍魚等，年可捕獲量達 1.5 萬噸；並可製作成加工產品，如金槍魚罐頭等高附加價值產品，漁業

的經濟產值占斐濟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1.5%。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根據斐濟統計局（Fiji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7）資料顯示，2016 年 9 月斐濟的淨國際投資部位

（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NIIP）相比在 2016 年 6 月，增加約 3.2 億斐濟幣（約為 1.56 億

美元）。而在2016年觀光業為斐濟帶來4.7億美元的經濟產值，來斐國的遊客數也達到約768,567人，

其中來自澳洲的人數占 45.7%，紐西蘭的人數占了 15.3%。由此可知，觀光業是斐濟最大的外商投

資收入來源。而關於外商要申請斐濟的經營許可證，在世界銀行（WB, 2016）的「2017 經商環境報

告（Doing Business 2017）」資料顯示，斐國許可證需要經過 11 個步驟及審核時程將近 58 天才能拿

到，目前並沒有設置特別措施來增進效率，這對小型企業來說十分不便。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華人進入斐濟當地已有多年的歷史，在當地華人人口約萬人，大多來自於中國大陸與臺灣，其

中大部分的人居住在首都蘇瓦（Suva），從事於經商貿易、餐飲雜貨等業，目前在當地較著名的華

人商行為「廣泰」、「安和祥」、「方利行」等商行。（僑委會 , 2016b）

2016 年我國國泰集團旗下的國泰綜合醫院首次與斐濟當地的第三大醫院進行專科醫療上的合

作，此次派遣醫療團的行動，為該團第一次在斐國進行全身性麻醉手術，以及成功嘗試 24 小時的

心電圖監測與遠距醫療訊號分析等醫療上之行為。對於斐國當地的醫療技術有相當性的幫助，亦對

我國與斐國間增添了一項友善交流的事蹟。（薛婉儀 , 2016） 

（2）我國歷年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斐濟是太平洋島國中外交、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其漁業、森林資源豐富。經濟貿易比重如下：

旅遊服務業是斐濟經濟重要支柱占70%；工業（麵粉廠、輾米廠、糖廠、碳酸飲料廠、魚類罐頭廠等）

及礦業占 18%；農業及漁業產 12%（占就業人口 70%）。斐濟為南太平洋與亞太地區的商業中心（貿

易、海運、航運樞紐），其政府政策積極歡迎外資進入，亦有稅務優惠，投資激勵措施，尤其特別

獎勵外資投資飯店和相關服務，提供免稅政策，但需注意的是，斐濟政府的當地規定，某些行業（小

規模行業）限制外國投資者進入，以保留給斐濟本地人經營；此外，斐濟基礎建設、金融機構趨於

成熟，有利於進場投資，但也因進入障礙相對低，惟恐他國成為競爭者。（僑委會 ,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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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功華商／臺商企業與人物
來自中國大陸福建省的陳玉樹先生，創辦了四君子古典家具有限公司，其產品被米蘭世博會入

選為官方唯一指定家具。其創立的品牌「四君子」是以梅、蘭、竹、菊的傲骨、高雅、剛毅、頑強

精神，作為激勵自己企業可以越做越大，亦將中華文化推廣至全世界，陳玉樹先生同時亦身兼中國

大陸僑商聯合會的副會長，在 2016 年里約奧運中以斐濟華僑的身分贊助斐濟團隊，讓斐濟在男子

橄欖球決賽中奪得金牌，創造斐濟運動史上歷史的一頁。

（4）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根據我國財政部（2017b）資料顯示，2016 年斐濟是中華民國第 104 大貿易夥伴、第 129 大進

口夥伴、第 88 大出口夥伴。出口至斐濟的金額為 4,168 萬美元，年減 28.58%；自斐濟進口的金額

為 404 萬美元，年增 1.86%。貿易呈現出超 3,764 萬美元，年減 30.79%。而斐濟政府擬出「2020 年

農業發展策略」，並委託我國派駐的斐濟農技團，深入交通不便、較為偏僻的 Nadarivatu 淺山區，

進行蔬果產銷輔導的工作，協助在地斐濟原住民種蔬果、提升經濟條件，以農業為臺灣作國民外交。

4. 小結
川普上臺後所提出的政見中可看出美國將會有極大的機率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對

此，中國大陸已開始積極布局多角化的區域經濟合作，為中國大陸所主導的亞投行（AIIB）積極進

行對亞太地區的經濟活動，預估會將斐濟、衣索比亞、香港等國家納為其 AIIB 的成員之一。面對

中國大陸對斐濟等國積極投入資源，我國政府應如何協助臺商在當地發展為現今的一大難題。 

（六）東加王國（Kingdom of Tong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東加王國位於太平洋西南部，由 172 個大小不等的島嶼所組成，大部分屬於地勢低平的珊瑚島

地形，唯西列多島為地勢較高的火山島地形。農業為其主要經濟來源，占國家一半以上的產值；漁

業為其第二大產值來源，全國經濟以第一級產業為主。

（2）貿易情況
國際貿易方面，東加王國主要是出口農產品、漁業產品至環太平洋國家；進口商品主要為加工

食品、交通設備及原料、化學品等，且多由鄰近海島國家，如斐濟、澳洲、紐西蘭等國進口。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東加國家經濟發展委員會於勞動部、貿工部、工業司等單位下設置外國投資部門，協助執行外

商投資政策，促進國際貿易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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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東加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東加王國（Kingdom of Tonga）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人民黨（People's party）／元首：喬治圖普六世（國王）（2012 年 3 月 18 日

繼任王位）／總理：阿基利西 ‧ 波希瓦（ʻAkilisi Pōhiva）

語言 英語、東加語（波利尼西亞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首都為奴瓜婁發（NUKU'AL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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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港埠 Nuku'alofa

天然資源 豐富的漁產資源及肥沃的土地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747

人口數（百萬人，2016 年） 0.105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潘加（TOP）

匯率（潘加兌美元）
2014 年 12 月底 2015 年 12 月底 2016 年 12 月底

1 USD：1.954 TOP 1 USD：2.127 TOP 1 USD：2.233 TOP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2.0 3.7 3.1 2.6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2.5 -1.0 2.0 2.5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4.39 4.14 4.03 4.22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4,226 3,974 3,856 4,027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0.18 0.16 N.A.

進口值（億美元） 2.18 2.05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2.00 -1.89 N.A.

貿易依存度（%） 53.76 53.38 N.A.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淨額（億美元） 0.56 0.13 N.A.

主要出口產品 南瓜、鮮魚、香草、根菜類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日本、紐西蘭、中華民國、斐濟、薩摩亞、澳大利亞、南韓、中國大陸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機械交通設備、燃油、化學品

主要進口國家 斐濟、紐西蘭、美國、澳大利亞、中國大陸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42 9 0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1,920 2,888 3,681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1,878 -2,879 -3,681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23 0.06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0.88 1.41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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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銅及其製品；鋁及其製品；木及木製品；木炭；非針織或非鈎針織之衣著及

服飾附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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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造纖維絲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58.8 156.1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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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ADB、IM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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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旅遊業為東加王國三大經濟支柱，東加陸地面積雖然不大，但是海域廣闊，漁產

豐富，海參尤為大宗；農產方面主要出口咖啡豆、香蕉、椰子等熱帶經濟作物，麵粉、大米、肉類

等糧食仍需從外國進口；由珊瑚礁、火山島地形複合而成的熱帶海洋島國――東加，地景多元且生

態豐富，每年 8、9 月為旅遊旺季，旅遊人數約達七萬人次，但旅館規模較小，住宿為旅遊業發展

上的一大問題。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外商主要來自中國大陸、澳洲、歐洲地區、日本等國家，經營項目多為零售業、捕撈漁業、交

通運輸產業等，但由於東加的市場規模較小，因此，外商於當地投資之企業規模也相對較小。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國家總人口數約 10 萬人，華人人數不多，占國家總人口之 0.8%，目前較無重要影響力。

（2）僑臺商組織與現況
東加王國的僑商為數不多，且經營產業多元，目前尚未成立大規模的僑商組織或群體。

（3）僑臺商經營與投資及產業活動概況
當地僑胞為數不多，經濟多屬小型投資，自 1998 年與我國斷交後，與我國臺商交流漸少，兩

國僅在漁業上有些許來往。然而近年來東加對其經濟海域保護加重，除限制我國漁船每年於其水

域的作業量外，每年尚須繳交數千美元換取許可證，方能進行捕撈，非法捕魚將遭以重罰甚至沒

收漁船。

（4）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20 世紀末期，我國與東加曾簽訂《漁業協定》及《農業技術合作協定》，斷交之後，投資與貿

易狀況漸不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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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加投資主管部門已啟動立法程序建立東加貿易和投資委員會，向國內外的投資者提供相關服

務，目前鼓勵外資的行業為農業蔬果種植、漁業食品加工、及旅遊業，交通業、紡織業、食品業、

建築業及輕工業則未限制外國投資行業，此外，東加土地法規定，土地所有權為國王、貴族或政府

所有，土地僅能租賃不能買賣，外資企業進入風險較大且困難。

（5）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我國五加二創新產業政策推動後，新農業、生醫產業之發展與布局備受重視，然而東加王國禁

止外國投資近海捕魚、農作銷售、教育設施、醫療健保等四項產業，我國經貿難以與當地連結，且

自 1998 年東加王國與我國斷交，與中國大陸建交後，雙方經貿連結趨於靜止。

4. 小結
根據聯合國大學（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2017）的 2016 年世界風險報告書《2016 World Risk 

Report》顯示，東加位居第二高風險指數國家，主要為火山爆發、颶風暴雨等天然災害，茲卡病毒、

登革熱、及屈公病等病媒蚊傳染疾病影響人民生命安全，再加上東加王國醫療品質欠佳，重大病患

均須轉往鄰國紐澳地區治療，綜合地理環境與法規限制等因素，較不建議臺商前往投資，唯農業種

植、漁業加工、觀光旅遊等受當地政府鼓勵之產業，僑胞可考慮拓展當地市場。

（七）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索羅門群島其國土範圍涵蓋近 1,000 個島嶼，其中包括 9 個主要島嶼，其最大島嶼為瓜達爾卡

納爾，首都霍尼亞拉便座落於此島嶼。索國 90% 以上土地面積被熱帶雨林所覆蓋，故含有豐富的林

產和金、鎳、銅、鈷等礦產；經濟海域更廣達 134 萬平方公里，為南太平洋重要漁場之一。根據亞

洲開發銀行（ADB, 2017a）資料顯示，2016 年的經濟成長約為 3.2% 相比 2015 年的 2.9%，有增加

的趨勢，未來 2017 年估計經濟成長率將會逐漸趨緩。

（2）貿易概況
索國政府目前除了農漁業、林業、礦業外，還有畜產業、房地產、服務業等主要出口以木材、魚、

椰子、棕櫚油與可可粉等為主。在畜牧業方面，雖有小型規模但僅限於家庭，故主要肉類來源均仰

賴於進口，而製成品與石油產品亦是。索國市場具發展潛力，自 2013 年已有一家華商在當地開始

企業化飼養雞，供應全索國首都之雞蛋所需。而根據索國中央銀行（Central Bank of Solomon Islands, 

2017）統計，2016 年索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相較於 2015 年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這都要歸

功於伐木業的成長帶動其經濟，其次則是批發業、製造業、通訊業及公共支出等產業；另外，在農、

漁、林業方面則呈現下滑趨勢，推斷其原因為過度砍伐森林、水土流失與許多周圍的珊瑚礁死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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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索羅門群島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總理：蘇嘉瓦瑞（Manasseh Damukana Sogavare）／副總理：馬朗加（Manasseh 
Maelanga）

語言 英語、索羅門式英語（Pijin）及其他 120 多種原住民方言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首都為荷尼阿拉（Honiara），其他重要城市為中部群島（Central Islands）首

府圖拉吉（Tulagi）、喬伊索（Choiseul）首府塔羅（Taro）、最大島是瓜達爾

卡納爾（Guadalcanal）首府霍尼亞拉（Honiara）、伊莎貝爾（Isabel）首府布

阿拉（Buala）、馬基拉（Makira）首府基拉基拉（Kirakira）、人口最多是馬

萊塔（Malaita）首府奧基（Auki）、拉納爾和貝羅納（Rennell and Bellona）
首府提加阿（Tigoa）、泰莫圖（Temotu）首府拉塔（Lata）、西部省（Western）

首府吉佐（Gizo）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Honiara International Airport（HIR）

重要港埠（座落地點與名稱） Honiara, Malloco Bay, Viru Harbor

天然資源
多處蘊藏金、鎳、鋁土等礦，魚產豐富，為南太平洋重要漁場，90% 以上為

熱帶雨林所覆蓋，林產豐富，以及磷肥等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8,896

人口數（人，2016 年） 601,000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索幣（SBD）

匯率（索幣兌美元）
2014 年 12 月底 2015 年 12 月底 2016 年 12 月底

I USD：7.358 SBD 1 USD：8.065 SBD 1 USD：7.819 SBD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2.0 2.9 3.2 3.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5.2 -0.5 1.1 1.8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1.54 11.30 11.84 12.45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2,007 1,923 1,971 2,029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4.58 4.01 N.A.

進口值（億美元） 4.99 4.67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0.41 -0.66 N.A.

貿易依存度（%） 82.93 76.81 N.A.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淨額（億美元） 0.21 0.21 N.A.

主要出口產品 木材、漁產、棕櫚油、礦產、椰子油

主要出口國家 中國大陸、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紐西蘭、香港、萬那杜

主要進口產品 機械及運輸工具、糧食、石油、營建材料、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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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主要進口國家 新加坡、澳洲、中國大陸、馬來西亞、紐西蘭、日本、斐濟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7,520,000 7,529,000 8,029,000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6,119,000 7,215,000 10,231,000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1,401,000 314,000 -2,202,000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64 1.88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1.14 1.45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木及木製品；木炭；鋼鐵；關稅配額之貨品；活動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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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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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橡膠及

其製品；其他製成紡織品；組合品；舊衣著及舊紡織品；破布；玩具、遊戲

品與運動用品；非針織及非鈎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外匯存底（億美元） 5.07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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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ADB、IMF、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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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1）主要產業介紹
索羅門群島的產業以農、漁、林業為主，林地面積占總國土 80%，漁獲出口約占 2015 年總出

口之 11.5%；而礦業除了基本開採業外，未來索國政府將規劃核發採礦執照給相關業者，藉以興建

公共設施；服務業方面，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57%，為最大之經濟來源，其中，又以金融

系統資產增長強勁為最；在電信業方面，因應市場潮流，近年手機市場成長快速。（經濟部投資業

務處 , 2016a13）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索羅門群島目前生活型態仍是以部落生活為主，水、電、道路交通等基礎建設雖然近年已有些

許改善，但其設備系統還不如我國完全，有時會有斷電突發狀況發生，但機率已逐年下降。目前在

索國投資仍以外人居多，原木砍伐、林木業加工以馬來西亞的華商為最大宗；位於首都霍尼亞拉的

國際機場為日本企業所援建；而棕櫚油煉油廠和金、鎳等礦產則為澳洲企業負責經營管理。（索羅

門群島駐中華民國商務代表處 , 2017）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索國境內華人約有 2,000 人，主要來自香港、廣東及東南亞地區為主，其中，在索國境內的我

國僑胞僅 10 多人，而我國僑胞主要經營進口、批發、零售等行業（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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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臺、索兩國在農業與家畜技術團、漁場使用協定、基礎建設發展等方面緊密交流；而我國駐索

羅門群島大使館於 2016 年 1 月，曾舉辦「海洋創作」手工藝品研討工作坊，與我國的流行珠寶設計

專家合作，以創造新意。（李炎奇 , 2016）

（2）僑臺商經營與投資及產業活動概況
根據索羅門群島商業部外人投資局（Foreign Investment Division, FID）統計，2015 年外人投資

申請案計有 216 件，投資金額也提升至 14 億美元。其中，統計亦顯示我國投資索羅門群島僅 3 件，

金額 60 多萬美元，主要為批發業及零售業投資增加 38%。而依據駐索羅門群島大使館（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統計，在索國之僑商企業約 10 家，臺僑人數約為 20 人，但正常營運者約 8 家，

其中包括：漁業公司 3 家、木材商買賣 2 家、電器維修商 1 家（小型發電機很受民眾歡迎）、建築

及太陽能商 1 家以及二手衣進口商 1 家。（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13）

（3）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索羅門群島的農、林、漁、礦等天然資源富饒，經濟活動主要以初級產業為主。林地面積占

80%，因此，農業目前仍是最重要之經濟支柱，此外，索國境內蘊藏金、銀、鎳、鋁等礦藏資源豐

富。但索國本身仍為發展落後國家，尤其欠缺工業材料及產品，此外，索國當地租屋市場供不應求，

獨棟建築每月租金約在 2,000 美元以上。僑胞可以考慮投資金屬材料及五金製品、機械、通訊產品、

電腦軟硬體及周邊設備、汽機車及零配件及零件等行業，此外，發展電信產業、踏入手機市場，亦

可為僑胞投資策略之一。（索羅門群島駐中華民國商務代表處 , 2017）

（4）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索羅門為我國之邦交國，由於經濟發展落後，人口稀少，市場規模不大，與我國雙邊貿易金額

亦小，根據我國財政部（2017b）進出口貿易資料統計，2016 年我國對索國貿易總額為 1,826 萬美元，

我國對索國貿易逆差達 202 萬美元。為增進臺、索兩國雙邊經貿交流及促進我國臺商有效拓展索國

市場，外交部已委託我國外貿協會籌組「2017 年索羅門群島中華民國商品展」，為擴大參展效益，

本參展團將於展後延伸至澳洲布里斯本辦理貿易洽談會，而 2017 年兩國間更積極於稻米種植技術

的技術交流。（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21-22）

4. 小結
相較過去，索羅門群島近幾年經濟成長有緩慢上升之情形，且與我國的貿易比較有拉高之趨勢。

但索國內興盛產業仍多為一級產業，因此欲前往發展者，可參考上列建議投資之農漁業項目，進入

索國做產業升級，但索國政治動盪、稅賦偏高、基礎建設不足、勞工教育水準低落與通訊、交通建

設落後等問題，皆為臺商須考量的策略因素；因此，建議可從產業關聯性較高之產業或是該國未來

發展方向著手進行，而在索國經濟起飛之際，過去多投資於食品的一級加工，現在服務業之投資亦

是一個機會，舉凡交通、食、住、行、電腦維修、電器維修、修車、洗車、洗衣等方面皆有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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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吐瓦魯（Tuvalu）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吐瓦魯為座落於西南太平洋的珊瑚礁島國，國土最高點僅離海平面四公尺，氣候屬於溼熱的海

洋性熱帶氣候，每年 11 月至翌年 2 月為主要雨季，經常發生颶風，對居民之生命財產威脅甚大。

人口結構以本地人為主，外國居民或移居者極少，且因全球暖化問題，海平面上升導致國土縮減，

國民外移問題日趨嚴重。

吐瓦魯為低度開發國家，土壤貧瘠，農業不發達，且基礎建設不足，民生多倚賴國際援助，經

濟不發達再加上國土問題，導致幾乎無華僑或外商到當地投資。

（2）貿易情況
吐瓦魯主要出口漁產、椰子、郵票及手工藝品至鄰近國家，這些產品同時也是該國主要收入來

源；民生方面，糧食、五金、日用品等皆仰賴由澳洲、紐西蘭、中國大陸等國家進口。吐國市場環

境不佳、經濟規模極小，鮮少對外貿易，雖有發行吐瓦魯幣，然發行量少、流通性不足，目前通用

貨幣以澳幣為主。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吐瓦魯政府歡迎外資進入，協助振興國家經濟，然而，受到地理環境偏遠，人力資源匱乏且教

育程度不足，難以提出具體且有效之經濟措施。

表 2-2-8  吐瓦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吐瓦魯（Tuvalu）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元首：伊麗莎白二世／泰拉維（Willy Telavi）

語言 英語、吐瓦魯語、薩摩亞語、吉里巴斯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首都為富那富提（Funafuti）

主要國際機場 Funafuti International Airport（FUN）

重要港埠 Funafuti

天然資源 豐富的魚產資源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6

人口數（人，2016 年） 11,000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澳元（AUD）

匯率（澳元兌美元）
2014 年 12 月底 2015 年 12 月底 2016 年 12 月底

1 USD：1.220 AUD 1 USD：1.369 AUD 1 USD：0.724 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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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概況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2.2 2.6 3.0 3.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1 3.2 2.0 2.0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0.37 0.33 0.34 0.36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3,457 3,020 3,157 3,304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進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依存度（%） N.A. N.A. N.A.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淨額（億美元） 0.01 0.01 0.01

主要出口產品 魚產品、郵票、椰子產品

主要出口國家 紐西蘭、斐濟

主要進口產品 油品、食品、建材五金、交通工具、成衣與日用品

主要進口國家 斐濟、紐西蘭、澳洲、中國大陸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8 66 0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143 379 117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135 -313 -117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N.A.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N.A. N.A.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未發酵及未加酒精之果汁及蔬菜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船舶及浮動構造體；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家具；未

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物；關

稅配額之貨品；醫藥品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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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ADB、IMF、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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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國境內無天然礦產，資源匱乏，四面環海，雖然海洋資源豐富，但是目前尚未有具規模的漁

業經濟；觀光業方面，每年 12 月至翌年 2 月為旅遊旺季，天然的珊瑚礁地形與蔚藍海景吸引各國

觀光客前來度假，然而境內僅有一家飯店，其餘皆為小型民宿，觀光業發展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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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吐國境內無臺商，外資主要為中國大陸人士所經營的民生相關產業，經營規模皆不大。目前僅

有 2 家銀行，吐瓦魯國家銀行主要提供外幣兌換服務，但因貨幣供給量不足，兌換率亦不划算；吐

瓦魯開發銀行則僅經營小型企業與房屋等貸款服務，金融業發展尚未成熟，且主要流通貨幣為澳幣，

一般商家不接受信用卡及美金，交易不便利，難以吸引外商。

3. 其他
目前尚未有僑胞至吐瓦魯投資，當地我國國民多屬外交人員或國際志工，吐國政府積極歡迎外

資進入，並有意為本土有機水果――諾利果――創造國外通路，拓展諾利果果汁的外銷市場，並積

極尋找潛在進口商。

我國於 2016 年 5 月與吐瓦魯簽訂「漁業合作協定」，可望促進雙邊漁業合作，同時提供就業

機會（中央通訊社 , 2016d）。此外，同年 11 月之「臺灣國際漁業展」更邀請包含吐國在內的 21 個

國家共襄盛舉，期待透過國際產業互動，工具、設備及技術的交流，一方面將我國漁業以品牌行銷

的方式打進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加強國際間漁業合作，創造更多商機。（外貿協會 , 2016）

五加二的創新產業政策中，新農業運動加強創新、改革、整合、與行銷，將傳統農業發展為高

價值產業，並推動漂鳥計畫，派遣我國莘莘學子與研究人員前往吐國成立示範農場，傳授農作育苗、

栽培管理、水產養殖等技術，積極培育我國優質人力資源，進而改變吐國人民的飲食習慣，提高其

糧食自給率。

4. 小結
藉由我國新農業政策與園藝發展計畫的農業輔導，以及漁業技術的交流，吐瓦魯或能奠定民生

產業的基礎，以利未來逐步朝向經濟穩定發展，吸引外國企業投資與經營。此外，海平面上升問題

亦為當務之急，如何獲得國際聲援與重視，以保存國家土地完整，是當前吐瓦魯政府所需正式面對

的重要課題。

（九）吉里巴斯共和國（Republic of Kiribati）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吉里巴斯是世界低度開發國家之一，擁有世界最大海洋保護區，故漁業資源豐富，是一個珊瑚

環礁的國家，但吉國土地狹小，缺乏天然資源，土壤貧瘠，科技落後。過去用於貿易往來的磷酸鹽

礦床已被用盡，捕撈許可證和航海員的匯款收入是吉國經濟的重要來源，當地幾乎無農業及製造業

可發展，主因受到技術工人短缺，基礎設施薄弱以及國際市場偏遠的限制，其工業生產成長率始終

無法提升。而政府部門主導吉里巴斯多數的經濟活動，如在基礎設施方面，道路修復、水、衛生項

目以及國際機場的裝修等項目，將有助於推動部分經濟成長。（吉里巴斯共和國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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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貿易，主要出口原料如椰油、海藻及漁產品等；進口產品則以米、汽油、民生用品與電

器用品為主。由於吉國整體產業落後，進口遠大於出口，貿易赤字甚大，若無外援，經濟展望堪憂。

吉國政府制定「2016 － 2019 國家發展計畫」（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16-2019），重要措施為

推動當地經濟成長，實施方法包括穩定財政以促進國內外投資、發展海洋資源及觀光業、改善基礎

建設及穩定物價等。（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14） 

表 2-2-9  吉里巴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吉里巴斯共和國（Republic of Kiribati）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馬茂（Taneti Maamau）（2016 年 3 月 11 日上任）

語言 英語、吉里巴斯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首都為塔拉瓦（Tarawa），其他重要城市為萊恩群島首府聖誕島（Kiritimati）
和鳳凰群島首府坎敦（Kandun）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Bonriki International Airport（TRW） 

重要港埠（座落地點與名稱） Betio 

天然資源 磷酸鹽（其生產於 1979 年中斷）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726

人口數（人，2016 年） 118,000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澳元（AUD）

匯率（澳元兌美元）
2014 年 12 月底 2015 年 12 月底 2016 年 12 月底

1 USD：1.220 AUD 1 USD：1.369 AUD 1 USD：0.724 AUD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2.4 3.5 1.8 2.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2.1 0.6 0.7 2.0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86 1.60 1.67 1.7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1,670 1,410 1,437 1,460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0.05 0.09 N.A.

進口值（億美元） 0.95 1.00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0.90 -0.91 N.A.

貿易依存度（%） 53.76 68.13 N.A.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淨額（億美元） 0.07 N.A. N.A.

主要出口產品 椰油及其他椰子附屬產品、漁產品（海參、魚翅、活魚）、曬乾海藻

主要出口國家 紐西蘭、斐濟、日本、中華民國、香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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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主要進口產品 米、汽油、食材用品、民生用品

主要進口國家 
澳大利亞、紐西蘭、斐濟、中國大陸、中華民國、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

泰國、美國、芬蘭、英國、瑞士

對我國之出口值（千美元） 813 52 1

自我國之進口值（千美元） 2,505 2,887 851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千美元） -1,622 -2,834 -850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02 0.00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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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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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油脂及其分

解物；調製食用油脂；動植物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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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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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

橡膠及其製品；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外匯存底（億美元） N.A. N.A. N.A.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出口值 +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對我國之出口值／出口值；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ADB、IMF、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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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里巴斯當地大多數的工作人口從事於農業，然而吉里巴斯當地土壤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不易種

植的土壤，故也限制了當地傳統農業的種植作法，但現今該國已採用挖掘深度在 1 到 8 米之間的坑，

進行填充堆肥的方法，以改善土壤貧瘠的問題。

漁業方面，吉國擁有 33 個島嶼的專屬經濟區（EEZ）約 350 萬平方公里，在此延伸出的捕撈許

可證，帶給吉國將近 40% 的國內生產總值，但其會因為每年的捕撈量多寡而有所波動。（經濟部投

資業務處 , 2016a14）

旅遊業方面，目前當地旅遊業依然是吉國重要的經濟收入來源，其 Phoenix 和 Line Group 島嶼

為其國內具有潛在性發展的領域，而吉國本島為全球最大的環礁，為生態旅遊冒險者的愛好地段。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吉里巴斯政府目前對於外人投資並無任何獎勵措施，目前僅有工商部之「外國投資委員會」欲

擬定相關策略，以吸引外人投資，其考量因素如能否提供就業機會、有助吉國科技、經濟發展與企

業競爭力等，目前已有提供進口機具免稅與提供土地建造辦公室等優惠。當地之外人投資多來自日

本、美國、斐濟、中華民國、南韓、澳洲及中國大陸等，而主要投資產業為漁業、觀光產業、船運業、

營建業及食品買賣業等。（僑委會 ,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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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西島聖赫利爾和雪梨 O3b Networks 和 SpeedCast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 2016 年 3 月宣布，雙

方簽署了一份透過 O3b 創新衛星網路提供連接的協議，欲幫助吉國突破地理環境限制，使當地電信

業 Amalgamated Telecom Holdings Kiribati Limited（ATHKL）能夠為高畫質視訊、電子商務、線上教

育或雲端服務等提供高效能連接，以利未來發展電子教育和電子醫療等領域。（Interfax Businesswire 

Services, 2016）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在吉里巴斯的首都塔拉瓦，有二十餘位中國大陸移民在當地經營餐館或商店，其中包括有二代

前即已定居當地的華人，也有短期居留的華人旅客。（僑委會 , 2016b）

（2）僑臺商組織與現況
當地因僑商人數不多，故未成立商會。

（3）僑臺商經營與投資及產業活動概況
吉里巴斯為我國遠洋圍網船作業天數最多的國家，臺灣遠洋圍網船總數有 30 多艘，每年對臺

灣貢獻經濟產值高達新臺幣 60 幾億元（近 2 億美元），故可以說吉里巴斯為我國在南太平洋各國

中最重要的漁業合作國家。（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23）

（4）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吉里巴斯共和國被聯合國（UN）定義為低度開發的國家，雖然享有歐盟（EU）給予外銷免關稅、

免配額的待遇以及美國、日本、紐澳等國提供的免關稅待遇，但是吉國人民的購買力較弱，國內市

場亦不大，故國內除了漁業外，若外資投資其他產業恐怕不易回收。

而截止 2016 年底止，吉國對我國投資額為 7,000 美元，主要投資產業為支援性服務業 1 件，我

國對吉國的投資目前仍寥寥無幾，故倘若我國臺商要前往當地進行投資，恐須再審慎評估。（經濟

部貿易局 , 2017a23）

（5）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我國駐吉國大使分別於 2016 年 8 月與 9 月代表我國政府捐贈吉里巴斯共和國醫療物資與提升

外島社會設施計畫第二期款，由吉國衛生部長 Kobebe Taitai 受贈，過去，我國馬偕醫院便經常性派

遣醫療團隊前往，更曾護送重症患者回我國治療，於 2016 年 10 月馬偕醫院將在吉國中央醫院設立

首座加護病房，盼有助於臺吉醫療合作之深化。而吉里巴斯的外島占其國家國土 95% 以上，對國家

整體性擁有重要的地位。迄今，我國已協助吉國 19 個外島完成近 200 間醫療院所、超過 800 棟校

舍之修建。（公眾外交協調會 , 2016a-b）

4. 小結
吉國空運及海運之成本甚高，且因世界氣候變遷異常，當地生態系統脆弱，導致吉里巴斯可能

在 2050 年沉沒，因此，在當地投資較不具競爭力，僅養殖漁業、觀光業等可考慮投資，當地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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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宜多種植當地芋頭、林投樹、麵包果等，但最佳的投資考量應以未來遷移地斐濟為分析要點，

可發展木瓜扦插苗或組培苗之農作物生產技術。

（十）諾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諾魯位於東南半球接近赤道的伊格珊瑚礁小島，是太平洋三大磷礦岩島之一，其地理面積為 21

平方公里，人口數為 9,897 人，在國土小、人口亦少的情況下，其生產力和消費力相對有限，再加

上長年高溫酷熱，白天日照強烈（約攝氏 30 至 35 度），有限的天然淡水資源，當地居民以屋頂儲

罐收集雨水，其主要的水源依賴於一間海水淡化廠，因此諾國當地在農業種植方面相對困難。而其

沿岸沙灘腹地不大，這對於海運交通發展屬不利因素；而島上因臺地地形占其全島的五分之三，且

多為磷礦產地，故至今島上仍以出口磷礦為主（僑委會 , 2016b）。不過也因當地的氣候環境因素，

簽訂了諸多國際環境保護協議，如生物多樣性、京都議定書、海洋法與臭氧層保護法等。

（2）貿易概況
諾魯重要經濟來源除了來自於出口磷礦及外國援助外，還包括收取入漁費及難民簽證費，而其

餘農、漁、商、牧等業，因其地理位置、人口數等因素，貿易發展相當貧乏，進口產品則以食品、

燃料、製造業建築材料與機械等為主。

2016 年我國與諾魯的貿易總額為 288,258 美元，我國對其出口額為 188,386 美元；我國對其進

口額為 99,872 美元，為我國第 210 名的貿易夥伴，相較於 2015 年的貿易總額減少了 95.36%，出口

約衰退了 96.94%，進口則增加了 94.36%。（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24）

表 2-2-10  諾魯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諾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總統：巴倫 ‧ 瓦卡（Baron Divavesi Waqa）

語言 英語、諾魯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諾魯並未設首都，僅置雅連（Yaren）及艾渥（Aiwo）兩行政區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Nauru International Airport（INU）

重要港埠（座落地點與名稱） Nauru

天然資源 磷礦和漁產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1

人口數（人，2016 年） 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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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澳元（AUD） 

匯率（澳元兌美元）
2014 年 12 月底 2015 年 12 月底 2016 年 12 月底

1 USD：1.220 AUD 1 USD：1.369 AUD 1 USD：1.389 AUD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36.5 2.8 7.2 4.3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3.0 11.4 7.2 5.7

失業率（%） N.A. 23.0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17 1.00 1.02 1.14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9,873 8,053 7,824 8,570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進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依存度（%） N.A. N.A. N.A.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總額（億美元） N.A. N.A. N.A.

主要出口產品 磷礦

主要出口國家 南韓、印度、紐西蘭、澳大利亞、日本

主要進口產品 燃油、食品、機器設備與零件

主要進口國家 澳大利亞、南韓、斐濟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19,000 51,000 100,000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9,673,000 6,245,000 188,000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9,654,000 -6,194,000 -88,000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N.A.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N.A. N.A.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

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關稅配額之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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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家具；未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

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物；家具；寢具、褥、褥支

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家具；未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

牌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家具；

未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物；

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關稅配

額之貨品；醫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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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及其製品；核子反

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船舶及浮動構造體

外匯存底（億美元） N.A. N.A. N.A.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出口值 +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對我國之出口值／出口值；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ADB、IMF、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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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國的經濟主力為磷礦開採、銀行、椰子產品，而諾國出口磷酸鹽更是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其

餘當地經濟活動，如農、牧、漁、商、工等發展落後，幾乎無外人投資，常年仰賴於他國援助資金、

礦類銷售、入漁費及難民簽證費等。但諾國磷礦收入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極大，目前則課

徵 10% 進口稅，汽油及柴油則分別售價為 1.90 澳元及 1.89 澳元（內含每公升 6 角稅金）。諾國政

府在徵收外人商務簽證費及薪資所得稅（10%）有偏高傾向，用以增加國庫收入。諾國經濟規模小、

勞工素質偏低、政府政策偏袒當地居民等因素，過去曾有 400 多名中國大陸人在從事零售商、簡易

餐館等，但部分因深感不平等對待已陸續撤離諾魯。在諾魯投資除磷礦外，外人在諾魯投資獲利十

分不易。（僑委會 , 2016b）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諾國目前無顯著規模之僑商，自 1968 年迄今，我國與諾國尚無雙向投資案件。而在 2016 年諾

國駐館安排諾魯當地電視臺專訪我國菇類專家陳錦桐博士與技術團團長李泰昌先生，有關於實地評

估在諾魯種植菇類的可行性，其結論為諾魯的天然環境雖對菇類適合生長的環境不能完全符合，卻

可以透過改善設施與環境，進而測試特定菇類，亦能將此項農產品在諾國種植，未來我國技術團亦

將協助諾國進行特定品種菇類小規模的生產試驗，未來再發展更完整的生產計畫，對我國與諾國雙

方亦多了一層貿易關係。（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24）

（2）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諾國整體經濟發展條件欠佳，除了磷礦業外，農、工、商業發展皆落後，主要經濟來源以仰

賴他國援助資金物資、出口磷酸鹽等為主。此外，基礎建設嚴重不足，而後續保養技術不良，如唯

一的無線電及網路公司，其網路頻寬無法負荷需求，使手機通訊品質欠佳。（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15）

而諾國主要飲食及物資，幾乎仰賴進口，但因港口設備不足以及工作人員效率不佳，僅能採用

20 呎貨櫃，運費昂貴，導致貨物運輸經常缺貨；整體來說，諾國可開發資源有限，對於外人投資亦

無優惠措施。

（3）成功華商／臺商企業與人物
諾國當地僑商多僅經營小雜貨店及小吃店，具規模經營者只有 3 家超市（Capelle, Rainbow and 

Eigigu）；另外，亦有小型私人旅館 OD-N-Aiwo Hotel 及國營旅館 Menen Hotel、Capelle 等。（經濟

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15）

（4）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諾國為我國在大洋洲之邦交國，由於人口稀少，市場規模不大，與我國雙邊貿易金額亦小。根

據我國財政部（2017b）進出口貿易資料統計，2016 年諾國是中華民國第 210 名貿易夥伴，我國對

諾國出口 188,386 美元，是第 207 大出口國，進口 99,872 美元，是第 187 大進口國。與 2015 年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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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相比出口約減少 96.94%、進口約增加 94.36%。主要出口項目有：機器及機械用具、鐵道及電車

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光學、照相、電影、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橡膠及其製品等；主要進

口項目為家具、燈具及照明配件、不織布、醫藥品等。

政府欲與諾國有良好的外交，且希望農委會持續與諾國共同執行國際漁業合作，2016 年 8 月已

與在太平洋地區之島國，如索羅門群島、諾魯、吐瓦魯及馬紹爾群島等，簽署漁業合作協定。（農

委會 , 2016）

而諾國多年以來，在國際社會為我國發聲，在 2016 聯大總辯論中，諾國總統瓦卡（Baron 

Divavesi Waqa），感謝我國支持諾魯達成永續發展的優先目標，而「根據聯合國（UN）憲章，不管

國家大小等，中華民國 2,300 萬人民應享有相同的基本權利」。目前兩國的合作不僅於農業技術，

在衛生醫療上，我國亦提供醫療協助，如國合會、臺中榮總；此外，在國際議題再生能源上，我國

與諾國有具體合作計畫，如諾國政府及學校所使用的太陽能發電計畫等。（丘采薇 , 2017）

4. 小結
除天然資源條件外，諾國政府政策、基礎建設、勞工素質皆不夠健全，即使投資制度還算開放，

但有 14 項產業，如零售業、國內運輸服務業等，政策仍欲保留讓本國人經營。整體評估下，諾國

雖可開發市場，但總體環境不利於外商進入投資，倘欲在諾國投資經商，須進行嚴格成本效益考量，

審慎評估。

（十一）大洋洲其他國家及地區

關島（Territory of Guam, US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關島為世界著名的旅遊勝地，是密克羅尼西亞 2,000 多個島嶼中的第一大島，位於熱帶氣候地

區，故當地與鄰近諸島經常受颱風影響，不過，對當地的地貌與居民生活環境影響不大。而關島亦

為美國在西太平洋上的重要軍事基地之一，被稱為「不沉的航空母艦」。（關島觀光局 , 2016）

美國撥給關島的國防支出是關島經濟的主要來源，其次是旅遊業等服務之收入，當地居民就業

亦以服務業為主，占總勞動人口的 75%，次之為工業 24%，如建築、輕工、食品加工、煉油等。

近年來，關島發展成為旅遊勝地後，觀光旅遊業成了島上主要的非政府收入來源，根據關島觀

光局（2016）表示，2016 年關島遊客人數達歷史新高為 153.5 萬人次，而 2015 年為 140 萬人次，為

關島經濟帶來了 23 億美元之收入及 23,000 個就業機會。

（2）貿易概況
根據關島統計局（Government of Guam, 2017）顯示，2016 年關島主要出口產品為魚類、冷凍

食品、麥芽酒精飲料、運輸用汽車、手錶、煙草及雪茄等；主要進口產品為石油，食品和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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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島若欲進出口動物食品需要原產國的健康認證，食品和飲品則須根據美國衛生部的要求進行驗

證，才可以進出口。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根據關島觀光局的 2020 年旅遊計劃，關島預計於 2020 年將達到 200 萬遊客人次，為了達到此

目標，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找到潛在 1,600 個酒店或旅店之未來可投資項目，為此政府在 2014 年創建

了特別酒店合格證書計劃，以吸引酒店並能夠在 2020 年前達到預期目標的發展。

表 2-2-11  關島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美屬關島（Territory of Guam）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督：卡佛（Hon. 
Eddie Calvo）

語言 英語、查莫洛語、菲律賓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阿普拉港（Apra Harbor）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Antonio B. Won Pat International Airport（GUM） 

重要港埠（座落地點與名稱）
首都為阿加納 Hagatna（Agana），其他重要城市為伊戈（Yigo）、塔穆寧

（Tamuning）、阿加特（Agat）和梅里佐（Merizo）

天然資源 水生、野生動物，主要用以支持旅遊業，此外尚有漁業，但主要仍尚未開發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549

人口數（人，2016 年） 178,430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美元（USD）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N.A. N.A. N.A. N.A.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N.A. N.A. N.A. N.A.

失業率（%） N.A. N.A.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N.A. N.A. N.A. N.A.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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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0.41 0.35 N.A.

進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依存度（%） N.A. N.A. N.A.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億美元） N.A. N.A. N.A.

主要出口產品 N.A.

主要出口國家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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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主要進口產品 N.A.

主要進口國家 N.A.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0,09 N.A. N.A.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0.38 N.A. N.A.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0.29 N.A. N.A.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N.A.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N.A. N.A.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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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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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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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橡膠及其製品；核子反

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外匯存底（億美元） N.A. N.A. N.A.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出口值 +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對我國之出口值／出口值；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ADB、IMF、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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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島的主要產業為觀光旅遊業，其次為建築業、轉運服務業、混凝土製品業、印刷及出版業、

食品加工業與紡織業等。根據關島觀光局（2016）統計，其主要的旅遊人口依序來自南韓、日本、

中國大陸、菲律賓及歐洲遊客；而隨著旅遊業蓬勃發展，建築業隨之漸入佳境，新的私立醫院與

Dusit Thani 關島渡假村陸續進入開發階段。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欲從事關島投資之廠商須在營業日前取得許可證，而多數許可證皆可在關島一站式許可中心進

行核准，如美容師、承包商、律師、會計師、保險、房地產、證券、工程師、建築師等可透過關島

專業委員會申請專業服務許可證。此外，關島為一個善待外資進入之國家，願給予外資租稅優惠政

策，被譽為一個避稅港口，此優勢吸引了不少小型製造商公司至當地投資。（僑委會 , 2016b）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關島人口除本地人和美國居民外，還有相當多的日本人、菲律賓人、南韓人及華僑，當地華人

累計至 2014 年底約有 2,500 人左右，其中有七成來自我國，約占總人口的 2%，雖人數稀少但對當

地經濟發展極有貢獻，且經營範疇廣闊，如銀行、餐飲、旅店、市場、房地產及建築業等。（僑委會 ,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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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僑臺商組織與現況
美國關島中華總會成立於 1973 年，每兩個月出版一期《僑訊》，以提供當地僑情與相關訊息，

為僑胞及會員與關島經貿交流之橋樑。而關島臺灣商會於 2015 年成立，由徐凱援擔任會長，其商會

主旨為發展臺關雙方經貿關係及地方交流。2016 年 5 月我國原住民代表團於關島舉辦「臺灣之夜」，

當日關島總督夫婦、美國聯邦眾議員、關島臺灣商會與各僑商等 150 多人皆應邀出席，當日活動相

當成功且歡樂，意味著我國與關島彼此間的友好交流活絡。（駐關島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2016）

（3）僑臺商經營與投資及產業活動概況
我國臺商在關島當地經營的企業如下：臺灣機電服務社大幅改善關島的電力不足，提供關島電

力局有效的管理方式，穩定當地的民生與企業用電；亞洲水泥關島分公司生產水泥的當地市占率相

當高，對於穩定關島水泥供貨市場有極大貢獻。這兩家企業顯現我國臺商在關島紮根擁有厚實基礎

與影響力。（臺灣機電工程服務社 , 2016）

（4）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根據我國財政部（2017b）統計，2016 年關島自我國進口額約 3,467 萬美元，比 2015 年成長了

8.5%，主要進口產品為礦物燃料、瀝青、飲料、酒類及醋、塑膠製品、調製食品等。

2016 年我國業者投資了關島最高額的一筆交易，其中包含以 850 萬美元售出迎風山高爾夫球

場，此外，我國投資人亦在Apusento花園、Harvest Residence、Ypao花園公寓和太平洋塔等地區置產，

整體而言，僑商對關島的房地產概況有顯著影響。

（5）成功華商／臺商企業人物
我國建築業大亨—麗寶建設董事長吳寶田，擁有「關島王」的美名。過去八年來，憑藉著美軍、

日本人、南韓人等國際顧客的租賃需求增加，陸續買下關島四筆萬坪土地，除了販售外，亦可保留

部分進行出租活動；吳董建設在關島中心地段的豪宅「Talo Verde Luxury Townhomes」，完工後於

2016 下半年對外販售。（蔡惠芳 , 2016）

（6）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關島經濟發展局近年來極力發展酒店業務、體育旅遊、水產養殖、電影事業及郵輪產業，而

我國業者在酒店與小型民宿發展完善、水產養殖技術純熟等，皆為兩國間可進行投資合作之方向。

2016 年 5 月，我國大使館與關島中華總會共同慶賀蔡總統就職餐會，當晚與會嘉賓包含關島大學校

長、最大媒體集團總裁、關島僑領及僑商等 150 多人出席，以持續推動我國與關島之關係穩定發展。

（公眾外交協調會 , 2016c）

2017 年 11 月，蔡總統到關島進行訪問，由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莫健、關島總督卡佛親自接待，並

以「高規格」歡迎蔡總統到訪，不僅在機場道路兩側，懸掛我國國旗，且首站便安排至總督府，在

關島總督卡佛的介紹下，會見當地的政要，包括關島議會參議員與最高法院法官。（鍾麗華 , 2017）

4. 小結
過去我國與關島在旅遊與建築等方面交流十分緊密，且關島當地每年的旅遊人數穩定成長，加

上其無人不知的免稅購物勝地之美名下，我國僑商如欲進入當地發展，可試著從增加旅遊體驗的附

加價值上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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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亞群島（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薩摩亞群島為農業國家，經濟狀況易受自然災害影響，主要以農漁業、觀光業及商業為主，製

造業基礎仍薄弱。2014 至 2015 年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1.2% 及 1.6%，2016 年經濟成長則為 6.6%，主

因來自於當地商業及漁業大幅成長。近年來，澳洲政府已宣布縮減對薩摩亞政府援助。此外， 聯合

國（UN）亦已將薩國從「最低度開發國家」升級為「小型發展中島嶼國家」，未來對於薩國的國

際捐助將逐漸減少。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 2017b）數據顯示，2017 年薩摩亞群島預估經濟成長

率為 2.0%，相較 2016 年下滑，表示 ADB 對薩國經濟成長的預期不甚樂觀。

（2）貿易概況
薩摩亞群島不如其他大洋洲群島國家，沒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僅靠自然資源從事貿易活動。主

要的出口國為紐西蘭、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及中國大陸；由於經濟來源仍為傳統農業，主要的

出口產品以魚類、椰油和奶油、椰乾、芋頭、服飾、汽車零件及啤酒為主。在進口產品上，則以機

械與設備產品、工業製品、食品為主，主要的進口國為紐西蘭、新加坡、中國大陸、澳大利亞、日

本等。（吳文傑 , 2017a）

（3）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與經濟展望
薩國政府致力發展觀光業以外的產業，透過經濟措施降低天災所造成的經濟影響。2016年7月，

薩國宣布 2016-2020 年農業發展計畫，為促進產業永續發展，並加強對自然災害的預防。計畫目的

為強化與私營企業在農、漁業領域的合作，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此外，漁業亦為薩摩亞群島的

重點產業之一，於 2016 年底民間企業三海集團表示，將關閉薩摩亞群島之鮪魚加工廠，此舉導致

800 人失業，並對當地經濟造成衝擊。（國際漁業資訊 , 2017a）

表 2-2-12  薩摩亞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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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人權保衛黨（Human Rights Protection party）／元首：Tuiatua Tupua Tamasese 
Efi 

語言 英語、薩摩亞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首都為阿庇亞（APIA）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Faleolo International Airport（APW）

重要港埠（座落地點與名稱） Apia

天然資源 豐富的漁產資源及林業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2,831

人口數（人，2016 年） 1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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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塔拉（WST） 

匯率（塔拉兌美元）
2014 年 12 月底 2015 年 12 月底 2016 年 12 月底

1 USD：2.423 WST 1 USD：2.597 WST 1 USD：2.641 WST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1.2 1.6 6.6 2.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3 1.9 0.1 2.0

失業率（%） N.A. 8.7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8.04 8.04 7.86 8.43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4,189 4,159 4,035 4,296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0.50 0.53 0.56

進口值（億美元） 3.84 3.34 3.50

貿易餘額（億美元） -3.34 -2.81 -2.94

貿易依存度（%） 53.98 48.13 51.65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淨額（億美元） 0.23 0.16 N.A.

主要出口產品 漁產、椰子油、椰子製品、芋頭、汽車零件、啤酒

主要出口國家 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日本、中國大陸

主要進口產品 機電產品、工業原料、食品

主要進口國家 紐西蘭、美國、新加坡、澳大利亞、中國大陸、日本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0.003 0.001 0.001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0.04 0.02 0.04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0.037 -0.019 -0.039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0.60 0.19 0.18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1.04 0.60 1.14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髗及廢品；調製動物飼料；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

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關

稅配額之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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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及其製品；雜項調製

食品；針織或鈎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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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針織及非鈎針

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

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飲料、酒類及醋；塑膠及其製品；鹽；

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石灰及水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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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針織品或鈎針織品；卑金

屬製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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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存底（億美元） 140.7 139.4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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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ADB、IMF、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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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摩亞群島的主要經濟來源為觀光服務業、農漁業，如出口可可及椰子、打撈鮪魚等經濟活

動。人口數僅 20 萬左右，其中，農村人口占了 15.9 萬人，除農漁產品，因薩國製造業基礎剛起步，

僅能生產汽車零件，貿易收支長期處於逆差。但自從薩國與澳洲車廠合作後，該汽車零件製造業發

展條件及工作環境漸有改善，估計僅略低於國內生產毛額（GDP）產值最大的服務業。（吳文傑 , 

2017a）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中國大陸為近年來增加對薩國的援助，以強化其在當地的影響力，而薩國政府 2016 年 6 月表

示累計至今中國銀行持有薩國總外債的 40%，目前為薩國最大債權人（吳文傑 , 2017a）。而其援助

包含機場升級、建立新警察學院。除此之外，歐盟（EU）亦於 2016 年 6 月提供 202 萬歐元（約為

226萬美元），此援助用於用水改善及衛生預算，為薩國改變其當地人民生活水準，而2016年11月，

美國電動車大廠 Tesla 正式合併 SolarCity 能源公司後，將在薩國發展太陽能發電，預計可讓全島使

用再生能源，但薩國民間最大生產汽車零件業日商 Yazaki Samoa，關閉其產線之舉，預計將對薩國

經濟成長產生負面的影響。（呂紹玉 , 2016）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華人前往多以觀光為主，當地華僑人數約為總人口數的 2.8%。相較於我國，中國大陸與薩國關

係更為密切，近年來中國大陸加強與薩國的經貿投資關係，並增加援助及貸款，且自中國大陸改革

開放後，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逐漸增加，目前約 500 人。而在薩摩亞當地之華人，固定於每年 2 月

舉辦新春聯誼集會，與各界主要人士交流，以增進雙方情誼與文化了解。

（2）僑臺商經營與投資及產業活動概況
目前華人在薩國主要從事的行業包括：商品批發、零售和餐飲等，其中，規模較大的華人超市

為 FRANKIE Ltd 及 COIN SAVE。中國大陸一翁姓僑商，在薩國投資 KMC 快餐店，KMC 地處薩摩

亞主島市中心，為購物商場、政府大樓、文化中心、各大銀行等中心地段。但薩國為傳統文化氣息

濃厚的國家，當地居民保守的習性，導致外來投資者難以獲得島內居民的認同，而島內市場對外商

也無太多吸引力。（僑委會 , 2016b）

（3）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2016 年薩摩亞是我國第 186 大進口夥伴、第 151 大出口夥伴。出口至薩摩亞的金額為 378 萬美

元，年增 55.8%；自薩摩亞進口的金額為 10.6 萬美元，年減 5%。貿易呈現出超 367 萬美元，年增

58.7%。（財政部 , 2017b）

（4）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薩摩亞為進入亞洲市場，效法議會制度，將其法律修正簡明以符合亞洲市場，並開放對金融市

場的控制和國際商業公司的設立。經過統計，目前約有至少三萬家的境外公司在此註冊，而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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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業務收入亦為薩國收入的主要來源。薩國擁有觀光資源，旅遊業是薩摩亞主要經濟支柱之一，但

人口過少，內需市場不足，即使薩國被視為完全免徵稅款的國家、避稅天堂，政府在法律上亦有給

予外國投資寬容，當地投資者人數仍未見起色。（鼎豐資本控股集團 , 2017）

除此之外，境外公司若要在薩摩亞設立據點，其可利用的優勢為當地就有我國駐外代表處，以

及若是在臺灣持有股票的薩摩亞公司或是以外商的身分有在臺投資並亦在薩國設立分公司等企業，

可以享有稅賦上的優惠。

4. 小結
薩國已脫離世界貿易組織（WTO）所認定低度開發中國家，當地農業援助、國家糧食儲備、漁

業津貼、貿易和環境已有諸多進展，且薩國目前外交良好，基礎建設逐漸穩健，但要進場投資仍有

諸多疑慮；除此之外，當我國企業或投資人，看到企業掛牌為薩摩亞群島時，務必多加查看是否為

空頭公司。

馬紹爾群島（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馬紹爾群島被稱為避稅天堂，該國屬小型島嶼經濟體，僅首都馬久羅略有工商及服務業，在美

國管理近四十年來，作為聯合國（UN）太平洋島國最東部的一部分，馬國除海洋資源外無任何天

然資源，因此馬國被譽為世界優良漁場之一，其漁業豐富，惟欠缺航海與捕撈技術及資金。馬紹爾

群島 2016 年農業約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11%，工業約占 9.4%，商業及服務業約占 79.6%；

當地農業作物業僅僅提供當地居民生計，最重要的經濟作物是椰子和麵包果；工業僅限於手工藝品；

旅遊業具有一定的潛力，可惜的是，島嶼和石灰岩環礁幾乎沒有自然資源，使得馬國長年貿易出超。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 2017c）統計資料顯示，其經濟成長率從 2015 年的 0.6% 上升至 2016

年的 1.5%，該國的經濟成長取決於漁業部門的出口增加與建築業的成長，此外，來自美國的援助與

租賃當地領土作為美國軍事基地，此為馬國的收入來源之一。2016 年我國對馬國進口額為 38.5 萬

美元，相較 2015 年衰退了 68.9%；我國對馬國出口額為 1,207.7 萬美元，較 2015 年減少了 12.9%。

主要出口項目為礦油、船舶、機械設備、鋼鐵製品等；主要進口項目為銅、鋁與漁產品等。（經濟

部貿易局 , 2017a25）

在 2002 年至 2003 年間，馬國從美國獲得 10 億美元的援助後，美國和馬紹爾群島重新談判了

「自由協會契約」的財務計畫，為期 20 年，而根據已修訂契約，馬國將獲得約 15 億美元的美國援

助，兩國間為馬紹爾群島人民提供一個信託基金，該基金將在 2024 年前持續補助馬國。除此之外，

當地亦受到澳大利亞之援助，如陸續皆有澳大利亞太平洋獎學金提供馬國受教育者在太平洋地區特

定教育機構學習的機會，2017 上半年，已有 50 個澳大利亞獎提供給馬國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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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3  馬紹爾群島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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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總統海妮（Dr. Hilda C. Heine），於 2016 年 1 月總統選舉中勝出，取得執政權

語言 英語、馬紹爾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馬久羅（Majuro）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Marshall Islands International Airport（MAJ）

重要港埠（座落地點與名稱） Majuro 

天然資源 椰子製品、海洋產品、深海礦物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81

人口數（百萬人，2016 年） 0.056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美元（USD）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0.9 0.6 1.5 4.0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1 -2.2 -1.3 1.5

失業率（%） N.A. 4.7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1.83 1.79 1.83 1.88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3,407 3,326 3,338 3,369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進口值（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N.A. N.A. N.A.

貿易依存度（%） N.A. N.A. N.A.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淨額（億美元） N.A. N.A. N.A.

主要出口產品 椰乾餅、椰油、手工藝品、魚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中國大陸、中華民國

主要進口產品 食品、機械設備、燃料、酒類、菸草

主要進口國家 
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斐濟、中國大陸、菲律賓、中華

民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億美元） 12 11 N.A.

自我國之進口值（億美元） 140 118 N.A.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億美元） -128 -107 N.A.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N.A. N.A.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N.A. N.A. N.A.

對我國之主要出口產品 礦油、船舶、漁網、機械設備、鋼鐵製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銅、鋁、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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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外匯存底（億美元） N.A. N.A. N.A.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出口值 +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對我國之出口值／出口值；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ADB、IMF、IMD、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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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概況
政府為穩定當地經濟狀況，致力於發展該國的海洋資源（漁業和水產養殖）、旅遊業和農業，

而外資在當地主要投資行業多為大型超級市場、建材五金公司、汽車代理、維修、租賃與加油站等。

根據世界銀行（WB, 2016）的「2017 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7）」指出，在最佳投資與

經營環境的排名中，馬紹爾群島排名第 143 名，與 2016 年相比，略微上升。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目前我國旅居在馬國的臺僑人數大約百人，其中含我國駐馬國大使館、技術團人員等。而我國

臺商多從事於公寓出租、餐飲業與漁業等，中國大陸籍人士則多數從事雜貨批發及零售業務。（經

濟部投資業務處 , 2016a16）

（2）僑臺商組織與現況
目前當地無商會，僅有馬紹爾共和國同鄉聯誼會。

（3）僑臺商經營與投資及產業活動概況
目前馬國擁有 210 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海域，其豐富的海洋資源使當地漁業為馬國的潛力產

業，其馬久羅港的港務設施相較於其他太平洋島國較為完善，係我國在中西太平洋區域重要的遠洋

漁業基地。此外，2016 年 11 月中旬我國在臺北舉辦「馬紹爾群島市場商機暨投資貿易說明會」，

當天有 70 家廠商參與，其中安排了 14 家我國廠商與 16 家馬國廠商進行洽談合作之事宜，產業項

目包含罐裝機械、家用品與手工具、太陽能相關產品，未來達成的商機價值達 173 萬美元，此次活

動將有助於我國臺商進入大洋洲爭取商機。除此之外，「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國際經濟貿易交流中

心」，也已於 2016 年 5 月 22 日在高雄揭幕。（楊璧慧 , 2016）

（4）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馬國土地全為私有，外國投資者僅可以長期租賃（25 年或 50 年）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但因

法律制度，其土地使用權取得十分不易（外交部 , 2016a），當地勞工普遍接受職訓訓練，其素質不

差。此外，亦有部分行業禁止外人投資。2016 年馬國是我國第 116 大出口國及第 166 大進口國，與

2015 年貿易額相比出口減少 12.86%、進口減少 68.95%（經濟部貿易局 , 2017a25）。

（5）成功華商／臺商企業人物
林學銘起初購買其表哥在馬國當地經營超市一半的股份，開始經營工作。因馬國物資缺

乏，不單是食品，從民生用品到房屋建材皆仰賴進口；在 2001 年 8 月成立了「Formosa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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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經營範疇也從經營百貨及民生用品，拓展至五金、百貨、建材、蔬果和肉類等食物、家

電用品及加油站等；2008 年 12 月更將我國品牌「KLG」炸雞正式引進馬國；2010 年發展臺灣網式

精緻農場來自種自銷，其經營規模及在地評價皆獲得極優異口碑。（楊璧慧 , 2013）

（6）當地華商與我國經貿連結之互動狀況
中華民國與馬國於民國 87 年建交，長期在氣候變遷、醫療衛生、教育訓練、潔淨能源、農技

合作及國家永續發展等領域，互相切磋琢磨，其豐碩的成果亦獲得馬國全國上下一致肯定與讚揚（公

眾外交協調會 , 2016d）。

我國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於 2016 年 8 月完成簽署漁業合作協定，強化兩國漁業合作領域，共

同養護漁業環境，並防範不受規範之捕魚活動與漁業相關資訊交換，同時該區也是我國鰹鮪圍網

及鮪釣漁船的重要漁場。而在臺馬兩國合作之下亦有利於化解我國遠洋漁業在 2015 年 10 月被歐盟

（EU）「舉黃牌」事件，目前我國「漁業三法」（「遠洋漁業條例」、「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

理條例」及「漁業法」）已配合歐盟主張完成修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 2016）

2016 年我國駐馬國大使陳文儀先生與我國技術團和當地資源暨發展部共同達成「技術團訓練中

心整建計畫」，未來將提供場所來接續提供馬國農民更完備的農技知識與訓練，並進而強化馬國糧

食安全與外島的糧食供應。此次計畫將可更強化臺馬彼此間緊密的夥伴關係，對於日後兩者的雙邊

貿易與投資亦有所助益。

4. 小結
2014 年至 2016 年，馬國的國民生產總額與消費者購買力皆呈現逐年微幅增加。馬國政府期許

外人投資觀光業、椰製品、果蔬加工業及遠洋漁業，馬國占地中約有六成為海域，擁有優良漁場及

轉運港，我國可加強以技術合作或合資方式與馬國共同發展漁業；而旅遊業的部分，因進入馬紹爾

群島的成本很高，旅遊部門難以發展，馬國政府若實現機場延伸將可提高旅遊業的發展速度。

2015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該國須加強金融部門，以支持私營部門發展，直至 2016

年金融機構預測穩定增長，此外，於 2014-2023 年間，美國將提供 6,880 萬美元的援助，針對馬國

六大領域：教育、醫療保健、環境、公部門、基礎設施和私部門發展；而馬國政府鼓勵投資產業如下：

農工業、水產業、深海礦業、漁業、旅館／旅遊業、再生能源、批發零售等，我國企業可看準此機會，

結合政府五加二創新產業中生技醫藥與新農業之政策推動，思考進入點。

萬那杜（Republic of Vanuatu）

1. 總體經濟情勢分析

（1）經濟概況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 2017d）統計顯示，萬那杜 2016 年經濟成長率已反彈至 3.8%，未來

估計在 2017 年可望上升至 4.3%。萬那杜 2015 年經歷了熱帶氣旋所帶來的嚴重傷害後，近來一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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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積極進行重建，旅遊業與農業也慢慢在復甦，但是面對公共債務不斷上漲的問題，是萬國即將面

臨的挑戰。

（2）貿易概況
萬那杜位於斐濟和澳大利亞之間，屬美拉尼西亞群島，由約 80 個島嶼（其中 68 個有人居住）

組成。被聯合國（UN）列為最不發達國家之一，卻也被英國「新經濟基金」評為世界上最快樂的

國度；主要經濟來源為農業及觀光業，全國有近百分之八十人口從事農業，工業則以小型加工廠

居多。

自 2015 年天然災害的衝擊下，因農業及旅遊業都容易受到天氣影響，萬那杜的經濟成長率為 

-1.0%，而 2016 年經濟成長率則已回升。

表 2-2-14  萬那杜基本資料表與總體經濟指標

自然人文概況

正式名稱 萬那杜共和國（Republic of Vanuatu）

執政黨及現任總統／總理 
瓦努阿庫黨／郎斯代爾（Baldwin Lonsdale）（2014 年 9 月 22 日就職）／薩

爾維（Charlot Salwai）（2016 年 2 月 11 日就職）

語言
萬那杜語（Bislama），地方語言約 72.6%（超過 100 種），pidgin 約 23.1%
其他還有英語和法語

首都（府）及主要城市 首都為維拉港市（Port Vila）

國際機場（座落地點與名稱） Bauerfield International Airport（VLI）

重要港埠（座落地點與名稱） Forari, Port-Vila, Santo（Espiritu Santo）

天然資源 錳、闊葉林、漁產

國土面積（平方公里） 12,189

人口數（人／ 2016 年） 275,000   

經濟概況

幣制（貨幣單位） 瓦圖（VUV）

匯率（瓦圖兌美元）
2014 年 12 月底 2015 年 12 月底 2016 年 12 月底

1 USD：102.72 VUV 1 USD：110.52 VUV 1 USD：111.70 VUV
2014 2015 2016 2017*

經濟成長率（%） 2.3 -1.0 3.8 4.3

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 1.0 2.5 0.9 2.4

失業率（%） N.A. 5.5 N.A. N.A.

國內生產毛額（GDP，億美元） 8.15 7.38 7.73 8.29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美元）
3,104 2,747 2,815 2,949

貿易概況

2014 2015 2016

出口值（億美元） 0.60 0.62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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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概況

進口值（億美元） 3.03 3.88 N.A.

貿易餘額（億美元） -2.43 -3.26 N.A.

貿易依存度（%） 44.54 60.98 N.A.

當地外人直接投資淨額（億美元） -0.18 0.29 N.A.

主要出口產品 椰乾、可可、牛肉、牛皮、卡瓦胡椒

主要出口國家 澳大利亞、日本、新喀里多尼亞、紐西蘭、歐盟

主要進口產品 工業製品、消費品、米、麵、油、燃料、加工食品、電氣、建材、紡織品

主要進口國家 澳大利亞、紐西蘭、新加坡、斐濟、法國

對我國之出口值（美元） 738,299 873,299 1,174,000

自我國之進口值（美元） 1,538,992 943,992 988,000

對我國之貿易餘額（美元） -800,693 -70,693 186,000

對我國出口依賴度（%） 1.23 1.41 N.A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 0.51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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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及木製品；木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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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配額之貨品；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精

油及樹脂狀物質；香水、化妝品或盥洗用品；鋼鐵製品 

自我國之主要進口產品 

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鋼鐵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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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及

其製品；鋼鐵；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卑金屬製

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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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填

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針織品或

鈎針織品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184.0 269.2 110.5

註： *：表預測值；N.A.：表缺乏資料；貿易依存度＝（出口值 + 進口值）／國民生產毛額；對我國出口依賴度＝對我國之出口值／出口值；
自我國進口依賴度＝自我國之進口值／進口值。

資料來源： ADB、IMF、UNCT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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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那杜經濟發展雖落後，工業品嚴重依賴進口，但擁有豐富的海洋漁業和農業資源，極適合發

展觀光旅遊業與農業，此外，其盛產主要有金槍魚、牛肉、椰干、可可、咖啡和木薯等。

（2）外商在當地投資經營現況
萬那杜市場開放度較高，法制較健全，政府亦鼓勵外商投資。外資主要投資於信託保險、法律、

會計、金融、旅遊業及電力通訊等。該國主要的外商投資有萬那社電力公司（UNELCO），該公司

由法國 ELYO 公司和該國政府合資經營。另外，還有萬那社電訊公司（Telecom Vanuatu Ltd.）則由

法國電訊公司、英國電纜無線電公司和該國政府合資經營。（僑委會 ,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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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那杜極度歡迎能幫助技術進步、引進資本、管理技術及開發海外市場之外人投資；尤其，

可促成該國原料加工之基本工業，或者能奠定未來中長期工業發展基礎之投資事業，包括造船業、

椰油提取、火山岩加工業、水泥製造業、皮革加工、製革業、漁產加工、牛肉加工、木業加工等。

（Government of Vanuatu, 2017）

3. 當地華人經濟

（1）僑臺商人口分布、增減狀況、活動概況、重要性及影響力
目前並無華人商會，但在萬那杜華人掌握了大多數商業，在 2010 年代前後，不少華人湧進萬

那杜定居，令維拉港商店的數量迅速增加，當地逾 90% 的商店由華人經營，萬那杜華人在當地經營

雜貨店和超級市場，其他還有加油站、修車行、旅館、飯店、餐飲、建材、建築等。萬那杜人歡迎

華商在當地投資，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但亦唯恐他們會壟斷當地經濟。（僑委會 , 2016b）（蔡子

岳 , 2016a）

（2）僑臺商經營與投資及產業活動概況
根據我國投審會（2017c）資料顯示，在萬那杜我國投資漁業公司一家，而萬國在我國則無投

資紀錄。由於該國基礎建設不夠完備，以及有流感、瘧疾、登革熱、風濕等疾病，醫療設施在華商

的投資下逐漸完善，但重大病患仍均須送澳、紐等國治療，因此，難以吸引一級產業外之行業進駐。

（3）我國歷年在當地投資統計與經營議題探討
萬那杜強調對外關係的多元化，重視與南太平洋國家特別是與同屬美拉尼西亞先鋒集團

（MSG）之斐濟、索羅門群島、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之關係，該集團每年舉行一次峰會，並有多次

部長級會議，協調該集團在地區事務上的立場。萬那杜為聯合國（UN）、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太平洋島國論壇、世界銀行（WB）和亞洲開發銀行（ADB）的成員。該國相當重視其在亞太地區

保持其建設性，以達到追求和平、和諧、無核及區域合作有效性的發展環境。

萬那杜推出許多優惠給予亞洲國家，再加上萬國的金融服務業相當發達，故致力維持其避稅天

堂和國際境外金融中心的地位，為太平洋島嶼國中，金融外匯制度最自由的國家之一，因此，我國

企業可以運用其自由的金融制度及當地天然資源的優勢，考慮投資與否。

2016 年，萬那杜是中華民國第 177 大貿易夥伴、第 155 大進口夥伴、第 172 大出口夥伴。

出口至萬那杜的金額為 98.83 萬美元，年增 5.04%；自萬那杜進口的金額為 117.36 萬美元，年增

51.06%。貿易呈現入超（赤字）18.53 萬美元，年減達 212.99%。（財政部 , 2017b）

4. 小結
萬國漁業局已推動「漁業及水產養殖方面國家計畫（國際漁業資訊 , 2017b）」，萬國為鮪魚系

群最大之一的長鰭鮪之棲息地，過去捕獲量估計每年 1 萬到 2 萬公噸間，以供食用及外銷，但目前

面臨魚類資源短缺，且缺乏水產養殖的基礎設施。國家漁業政策將指引該部門未來十五年的方向，

國家漁業政策建立在 2016 至 2030 年國家永續發展計畫的長期發展戰略、總體生產部門政策、以及

農業觀光政策之上，此亦為我國企業可投資發展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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