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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環視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歐美等

國家，正如火如荼的全面搶進東協及南亞市場，

面對當前經貿情勢的詭譎，經貿環帶的多變；臺

灣經貿地緣已須改弦更張，高瞻思變創新業，遠

矚思新應變局。

為迎新局，新政府幾經籌謀，決意多向推動

與相近的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進行緊繫互

聯、密不可分的人才合作、經貿融和、科技互

聯、文化交流、資源互惠、市場共享等等.. 各各

層面的共榮共贏。

如今，「新南向」策略定位，「新經貿」走

向定調，政府除了以各項配套策略積極推動外，

也深深期盼產業界及民間，以嶄新的思維相持互

應、相扶同行。

政府為協助廠商、旅外臺商，以及學生與各界

人士， 了解東協及南亞國家相關歷史背景、商情

及語言文化， 遂有了這本指南的誕生。

前言



政策篇
P O L I C I E S



總
統府於2016年8月16日通過「新南向政策綱領」，

盼促成臺灣與東協、南亞、紐澳等國家經貿、科

技、文化等各層面連結，共享資源、人才與市場，創造互

利共榮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新南向政策是整體對外經貿戰略的重要一環，作為亞

洲及亞太地區的重要成員，臺灣必須因應全球情勢變化及

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作出相應的調整。啟動新南向政策，

是為我國新階段的經濟發展，尋求新的方向和新的動能，

並重新定位臺灣在亞洲發展的重要角色，創造未來價值；

同時，亦藉此深化我國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廣泛的

協商和對話，期能建立緊密的合作，共創區域的發展和繁

榮。

未來臺灣，在「以人為本、雙向多元」的交流原則下，

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各國，在教育、產業人力的交流與合

作，結合新住民及在臺第二代的力量，提升雙邊人才資源

的互補與合作；並續開展相關經貿合作。秉持「長期深

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理念，從「經貿合作」、

「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等四面向，

創造與新南向目標國及人民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

006 007 政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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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篇
S E R V I C E S

人才服務、金融服務、產業服務

 (包括服務內容及聯繫窗口)



人
才
服
務

金
融
服
務

產
業
服
務

人
才
服
務

新南向國家優秀青年來臺攻讀學位／短期研究

教育部「臺灣獎學金」計畫

教育部提供新南向國家臺灣獎學金名額，鼓勵優秀學生來臺攻

讀學位，藉此認識我國教育學術環境、增進雙方交流。

  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計畫辦公室 賴嫺羲小姐
  （02）2236-8225轉4212

 taiwanscholarship@mail.moe.gov.tw

 https://taiwanscholarship.moe.gov.tw/web/index.html

教育部僑生獎助學金

吸引海外僑生來臺就學並協助清寒僑生安心就學，教育部提供

獎勵海外優秀僑生來臺就讀大學校院獎學金、清寒僑生助學金

及補助大學校院設置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僑外生科 江奇晉先生
  （02）7736-6712

 trichi@mail.moe.gov.tw

 http://depart.moe.edu.tw/ED2500

外國人士來臺短期研究計畫

教育部鼓勵新南向國家博士生及博士後研究員來臺進行短期研

究，藉此認識臺灣社會文化、增進彼此理解。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僑外生科 林欣蓓小姐
  （02）7736-5731

 hslin@mail.moe.gov.tw

  http://edu.law.moe.gov.tw/EngLawContent.aspx?  
Type=C&id=235

外交部臺灣獎助金

外交部「臺灣獎助金」計畫提高新南向目標國家學人獎助金員

額，鼓勵對臺灣、兩岸、中國大陸、亞太區域及漢學研究等領域

有興趣之專家學者來臺進行研究，促進學術交流。

人才交流1人才
服務

008 009 服務篇



  外交部研究設計會 簡宏昇秘書 
  （02）2348-2203

 hschien@mofa.gov.tw

 http://taiwanfellowship.ncl.edu.tw

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學生來臺就讀及產學合作計畫

規劃與僑委會合作，就海外青年技術專班（海青班）及產學攜

手僑生專班，2017年為止，將招收200人以上，補助實習獎

勵金及保險，並結合農產業實習課程設計，充裕臺灣農業人力

資源，成為臺灣農業南進之管理人才。

 農委會輔導處 李政錩技士
 （02）2312-4687

 willylee@mail.coa.gov.tw

農業專業人員來華參訪及受訓

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與相關國家之雙邊協議與會議，洽排外

賓訪臺及合作辦理訓練以瞭解我農業科技發展，俾拓展商機；

透過我國參與國際組織及在臺國際研究訓練機構，進行國際組

織官員、專家之參訪、國際研討會及訓練課程，以提升農業科

技發展，並拓展商機。

 雙邊合作事務 農委會國際處 張志仁技正
 國際組織事務 農委會國際處 江筱慧技士

 雙邊合作事務（02）2312-4637
 國際組織事務（02）2312-4024

 雙邊合作事務 ericj@mail.coa.gov.tw
 國際組織事務 ssjiang@mail.coa.gov.tw

008 009 服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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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優秀青年赴新南向國家留學／實習

公費留學考試及留學獎學金甄試

教育部為培育瞭解各該國特定領域之專業人才，獎助國內學生

出國攻讀博（碩）士學位。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海外留學科  
 丘皓秋小姐（公費留考）；林欣姿小姐（留獎甄試）

  （02）7736-5732

 dice3@mail.moe.gov.tw

  h t tp://depar t .moe.edu. tw/ED2500/Conten t_L i s t .
aspx?n=67BD8E03DCFE9837

學海系列補助計畫

教育部補助國內大學部及研究所在校學生赴各國（含東協、南

亞及紐、澳等國）進行專業實習，增強專業知能與實務經驗之

結合。

  臺灣科技大學人力資源專案辦公室 葉秀庭小姐
  （02）2730-1290

 tosf@mail.ntust.edu.tw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selectyear.php

東南亞語課程、區域文化及經貿人才養成

教育部為在學大學生及研究生，針對重點東南亞語言人才進行

培育，並規劃文化及經貿領域專長的養成；擇優選送學生至當

地臺商見習。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林姮妤小姐
  （02）7736-6731

 linherngyu@mail.moe.gov.tw

青年人才培育及體驗學習

教育部青年署辦理青年新南向國家事務人才培訓營、研習團；

補助青年深度研習；辦理國際體驗學習計畫，並鼓勵大專校院

人
才
服
務

2 國內人才培育人才
服務

010 011 服務篇



開設東南亞文化相關課程。

   教育部青年署 薛懿含小姐；蕭心怡小姐（體驗學習）
  （02）7736-5523；7736-5582（體驗學習）

 ann0317@mail.yda.gov.tw；
 ak5457@mail.yda.gov.tw（體驗學習）

 https://www.yda.gov.tw

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

透過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運作，建立資源網絡平臺，拓展新南

向國家海外志工服務據點，教育部青年署補助辦理青年海外及

僑校志工服務隊計畫，並辦理績優團隊競賽及表揚大會。

  教育部青年署 林芃辰小姐
  （02）7736-5526

 pclin@mail.yda.gov.tw

 https://www.yda.gov.tw

協助大專校院青年創新創業

經由大專校院青年創業社群網絡，協助有志創業青年及創業團

隊了解新南向創新創業相關內涵，並鼓勵大專校院創業團隊嘗

試投入新南向創新創業。

  教育部青年署 陳玟伶小姐；林怡瑩小姐 
  （02）7736-5136；7736-5135 

 lindachen@mail.yda.gov.tw；
 education@mail.yda.gov.tw

 https://www.yda.gov.tw

補助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

習計畫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提供獎助金鼓勵學校選送學生赴東南亞等新

興市場企業實習，培訓學生瞭解當地之國際貿易流程、國際行

銷經驗及跨國企業管理等，以期成為我拓展國際市場之貿易尖

兵，並為我企業所用。

  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葉書維專員
  （02）2581-6286轉457

010 011 服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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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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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國際企業人才培訓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為協助臺灣業者開拓新南向市場，提供人才

培訓，課程含東協特殊語言、經貿市場環境、經貿實務等。

  外貿協會 林志倩小姐 
  （02）2725-5200轉2560

 cclin@taitra.org.tw

 www.iti.org.tw

會展人培交流專案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為協助臺灣會展人才進軍新南向市場，辦理

當地會展契機講座、邀請當地青年來臺交流、選送會展菁英學

生至新南向國家實習等。

  外貿協會 陳怡靜小姐
  （02）2725-5200轉2371

 erica@taitra.org.tw

 https://mice.iti.org.tw

培訓廠商所需經貿、語言等人才3人才
服務

人
才
服
務

 gtpp@ieatpe.org.tw

 http://www.tradepioneer.org.tw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

經濟部為使國內企業了解政府推動產學合作培育之理念，特設

立「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資訊網」，推廣政府產學合作培育措

施，鼓勵企業善用政府資源，以促進企業引進實習生，並積極

媒合企業與學校共同開設合作專班，從師資、教材、設備等方

面的緊密合作，以提高人才質量，達到學用合一，滿足產業界

的用人需求。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吳慧玲小姐
  （02）2701-6565轉327

 itriexpress@itri.org.tw

 http://college.itri.org.tw/co_education/

012 013 服務篇



運用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開設「電商服務業」學程

物聯網與行動商務時代來臨，中小企業網路大學開設「電商服

務業」主題課程，課程包含「打造電商團隊迎戰物聯網時代來

臨」、「行動商務與第三方支付」等熱門課程；幫助欲拓展平

臺串聯之廠商，將品牌精神與世界接軌，發展多元競爭力。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陸金峰技正
  （02）2366-2263

 cflu@moea.gov.tw

 http:///www.smelearning.org.tw/

培訓臺商營運能力及所需人才4人才
服務

協助臺商提升競爭力

僑務委員會推動臺商人才培育計畫，積極辦理東南亞、南亞及

紐澳臺商研習培訓活動，選派專家赴東南亞辦理專業經貿巡迴

講座，提供經貿資訊之服務；加強培訓臺商青年專業人才，辦

理海外臺商會、青商會、第二、三代企業界人士邀訪團，儲備

臺商領導人才。

  僑務委員會僑商處 郭淑貞專門委員
  （02）2327-2702

 kuochen@ocac.gov.tw

012 013 服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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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臺商媒合僑生人才

僑生對於前往東南亞投資臺商企業是重要助手與推手；僑務委

員會將持續辦理就業媒合活動，提供僑生就業發展機會，為臺

商布局東南亞市場，媒合僑生人才。

  僑務委員會僑生處 尤正才專門委員
  （02）2327-2810

 dove@ocac.gov.tw

提供僑生海外實習機會

僑務委員會與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合作，由海外臺商提供來

臺升學僑生及新住民第二代，於暑假期間前往當地臺商企業實

習，培育所需人才，創造雙贏。

  僑務委員會僑商處 郭淑貞專門委員
  （02）2327-2702

 kuochen@ocac.gov.tw

協助臺商攬才媒合5人才
服務

人
才
服
務

協助國內企業延攬海外人才6人才
服務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為協助國內企業延攬海外人才，布局新南向

國家市場，已建置單一攬才網絡平臺Contact Taiwan，廣宣企業

培育新南向僑生人才

面對東南亞各國經濟轉型發展，前往投資之臺商或語言不通，

或不熟悉當地政經文化及相關法令，有賴熟稔當地環境並具

語言優勢之畢業僑生協助，尤其殷切需求技職教育人才，僑務

委員會推動技職僑生升學方案，鼓勵僑生來臺就讀高職建教專

班，培育潛力人才。

  僑務委員會僑生處 尤正才專門委員
  （02）2327-2810

 dove@ocac.gov.tw

014 015 服務篇



為推廣我國優質華語教學及臺灣文化，選送優秀華語教學人員赴

國外學校任教，以提高我國在海外華語教學領域之影響力。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陳妍樺小姐 
  （02）7736-5735

 yanne27@mail.moe.gov.tw

選送優秀華語教學人員
赴國外學校任教7人才

服務

新南向國家職缺，並強化與新南向國家知名學校、科技社團之

人才交流合作，與國內產業公協會建立攬才聯盟，掌握國內人

才需求，且在國內外辦理媒合洽談會，協助企業與人才媒合。

  外貿協會 郝代源組長
  （02）27255200轉1960

 angelica@taitra.org.tw

 www.contacttaiwan.tw

教育部為鼓勵我國家庭參與培訓課程及媒合活動，提升臺灣接待

家庭風氣，營造境外學生友善學習環境，推動校園國際化，提升

國人國際視野。

  接待家庭計畫辦公室（南臺科技大學） 王思婷小姐
  （06）253-3131轉1603

 hostfamily@mail.stust.edu.tw

 http://www.hostfamily.org.tw/

友善臺灣
境外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8人才

服務

014 015 服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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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資貸款

廠商拓展全球市場，欲建立海外行銷據點、發貨倉庫、從事股

本投資或從事海外併購等，可向銀行申請海外投資貸款。

  各銀行諮詢窗口詳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網站（http://www.ba.org.tw/）>業務專區>新南向政策融

資專區

輸出融資-出口貸款

銀行提供之各類短期出口貸款、中長期出口貸款、一般出口貸

款及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等，可協助廠商取得出口週轉金或

提早收回貨款，減輕積壓資金壓力。

  各銀行諮詢窗口詳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網站（http://www.ba.org.tw/）>業務專區>新南向政策融

資專區 

強化貿易金融貸款方案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中國輸出入銀行合作，提供優惠出口貸款，

協助出口廠商以較優惠利率取得資金融通，拓銷海外市場。

  中國輸出入銀行 吳佩珊科長
  （02）3322-0526

 Wups@eximbank.com.tw

 http://www.eximbank.com.tw

輸出融資-轉融資方案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中國輸出入銀行合作，透過與國內外金融

機構合作，由中國輸出入銀行提供資金予國外合作銀行，由其

再將資金轉貸國外買主購買我國產品，亦即以間接方式提供國

外進口商分期付款融資以採購我國產品，提高國外買主採購我

國產品之意願。

  中國輸出入銀行　彭兆行科長 
  （02）3322-0507

海外投資貸款與輸出融資1金融
服務

016 017 服務篇



 jamespeng@eximbank.com.tw

 http://eximbank.com.tw

為協助廠商拓展海外營建工程市場，廠商於承攬海外營建工程時，

如有營運資金或相關工程保證需求，可洽詢中國輸出入銀行。

  中國輸出入銀行 邵志盛科長
  （02）3322-0536
 shaocs@eximbank.com.tw
 http://www.eximbank.com.tw

海外工程融資與保證2金融
服務

銀行聯貸、共同保證

為提供有意於東協及南亞市場大型投資或營建工程標案的臺灣

廠商之資金或保證需求，辦理銀行團聯合貸款或共同保證業

務。

  中國輸出入銀行 盧其筠科長 
  （02）3322-0532
 lucc@eximbank.com.tw

 http://www.eximbank.com.tw

銀行聯貸、共同保證與聯貸平臺3金融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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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資保險

協助我國廠商規避海外投資因沒收、戰爭或禁止匯款等政治危

險因素導致投資之股份、持份或其股息、紅利可能無法收回之

風險。

  中國輸出入銀行 詹秋菊科長
  （02）3322-0588

 chancc@eximbank.com.tw

 http://www.eximbank.com.tw

輸出保險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中國輸出入銀行合作，協助廠商規避從事

國際貿易所生之政治及信用危險，並針對不同付款條件提供相

關輸出保險商品。

  中國輸出入銀行 詹秋菊科長
  （02）3322-0588

 chancc@eximbank.com.tw

 http://www.eximbank.com.tw

海外投資保險與輸出保險4金融
服務

金
融
服
務

系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聯貸平臺

為配合政府政策，中國輸出入銀行設置「系統、整廠及工程產

業輸出聯貸平臺」，透過各經貿單位轉介機制，推介優質之系

統、整廠及工程產業輸出案件，進行金融支援專案規劃，經由

本聯貸平臺辦理，結合公股銀行金融資源，擴大對業者金融支

援能量。

  中國輸出入銀行業務部 戴乾振經理
  （02）2396-2904
 daycc@eximbank.com.tw

 http://www.eximbank.com.tw/

018 019 服務篇



海外工程保險

協助廠商規避因承包海外工程可能因當地國政治危險或契約相

對人破產等，導致價款、相關支出無法收回或設備遭受損害致

生損失等風險。

  中國輸出入銀行 石麗芬襄理
  （02） 3322-0592
 shyrlf@eximbank.com.tw

 http://www.eximbank.com.tw

海外工程保險5金融
服務

提供信用保證及融資協助

為協助中小企業拓銷海外市場，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中小企業

信用保證基金合作辦理「外銷貸款優惠信用保證方案」；另針

對赴海外投資且在國內仍有營業實績之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處

提供「綠能與產業設備輸出貸款」等融資保證措施。另若中小

企業有融資保證相關問題，亦可電洽經濟部馬上辦服務中心協

助，免付費專線：0800-056-476。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謝佳娟科員
  （02）2368-0816轉356
 cchsieh@moea.gov.tw

信用保證與融資協助6金融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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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服務據點

截至2016年6月底止，本國銀行在東協十國、印度及澳洲設有
189個分支機構，詳細資料可查詢金管會銀行局網站（http：
//www.banking.gov.tw/ch/index.jsp）>金融資訊>金融統計>
基本金融資料表>十四本國銀行國外分支機構一覽表。

保險公司服務據點

截至2016年6月底止，本國保險業在東協十國、印度設有13
個分支機構，詳細資料可查詢金管會保險局網站（http://www.

ib.gov.tw/ch/）>便民服務>服務聯繫>保險公司聯絡資料>
「本國人身保險業海外分支機構」及「本國財產保險業海外分

支機構」。

服務據點7金融
服務

產
業
服
務

金
融
服
務

臺商事業貸款及僑生就學貸款保證

透過提供信用保證，協助東南亞地區僑臺商向金融機構取得營運

所需資金，促進事業發展。另提供就學貸款保證，協助來臺就讀

高職建教僑生專班之學生，順利完成學業，落實政府攬才政策。

  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周雅娜科長
  （02）2375-2961轉28

 service@ocgfund.org.tw    www.ocgfund.org.tw

020 021 服務篇



海外拓銷展團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透過委託法人及補助公協會組團參加海外國

際專業展覽、籌組拓銷團等方式，協助廠商主動向買主、通路

商及經銷商推介產品，開發市場爭取商機。

委託法人部分︰

 外貿協會 陳頤華小姐
  （02）27255200轉1590

 vivian@taitra.org.tw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 

補助公協會部分︰

 貿易局 盧麗蓉小姐
  （02）23977316

 liely08@trade.gov.tw

 http://www.trade.gov.tw/

洽邀買主來臺採購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動員駐外單位，邀請國際買主、經銷商、代理

商來臺辦理商機媒合會，協助廠商布建海外通路，爭取商機。

 外貿協會 陳明淵先生
  （02）27255200轉1512

 clem@taitra.org.tw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

補助個別廠商參加海外國際展覽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為協助廠商拓展海外市場，每年編列預算針對

個別廠商赴海外參展給予場地租金之補助，以爭取接單機會。

 貿易局 盧麗蓉小姐
  （02）23977316

 liely08@trade.gov.tw

 http://www.trade.gov.tw/

商機媒合服務1產業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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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國際行銷成長茁壯方案

運用客製化、一站式的專業諮詢服務，並藉由媒合及運用經濟

部相關輔導計畫資源，協助我國具國際競爭力的創新產業或中

小企業，強化出口競爭力，拓展海外市場。

 外貿協會 陸慧悌小姐
  （02）27255200轉1208

 exportadv@taitra.org.tw

 www.exportadv.com.tw

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案

掌握目標市場消費需求，篩選適銷消費品，辦理創新聯合行銷

客製化輔導育成2產業
服務

輔導電商建立東協跨境營運生態體系

1.  協助我國電商平臺業者在東協國家設立平臺或產品專區，

帶動臺灣產品上架，並輔導電商平臺結合當地社群合作行

銷，增加臺灣產品曝光度。 

2.  以電商平臺為中心，尋找潛在合作品牌商與金流、物流、

行銷合作等支援服務商，合作進軍東協市場。

 商業司 林佳宜小姐
  （02）23212200分機935

 cylin@moea.gov.tw

022 023 服務篇



活動，與通路商進行精準媒合，協助廠商拓展東協六國（印

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及印度市場。

 商業發展研究院 丁敦吟小姐
  （02）77074919
 tammyting@cdri.org.tw

 http://mvp-plan.cdri.org.tw/

印度「臺灣商品行銷中心」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外貿協會駐印度（孟買、清奈、加爾各

答）辦事處設置臺灣商品行銷中心，提供包括：廠商專屬展示

櫃位、駐地專人客製化行銷、安排潛在買主與臺商視訊洽談及

設置專屬網頁等服務。

 外貿協會 呂季芳小姐
  （02）27255200轉1356
 kellylu@taitra.org.tw 

 http://events.taiwantrade.com.tw/IndiaTPC

海外商務中心

於外貿協會駐外據點設立海外商務中心，以優惠價格提供廠商

租用辦公桌或獨立辦公室，作為廠商搶灘市場橋頭堡。目前

可提供此服務之新南向市場包括菲律賓（馬尼拉）、緬甸（仰

光）及印度（孟買、清奈及加爾各答）。 

 外貿協會 陳立田先生
  （02）2725-5200轉1515
 litien@taitra.org.tw

 http://mk.taiwantrade.com.tw/html/MDN500S05.ASP

機械行銷聯盟

為提升買主對我國機械產品之忠誠度，由經濟部及外貿協會駐

外單位於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印尼及印度等市場邀集當地

買主或代理商成立機械行銷聯盟，透過定期聯誼交流，分享我

國最新產品資訊並提供售後服務。

 外貿協會 蕭欽沈小姐
  （02）2725-5200轉1557  
 echo2@taitra.org.tw 

022 023 服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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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貿網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為協助廠商運用網路行銷拓展海外市場，維

運我國最大之B2B產品資料庫及貿易總入口網站－台灣經貿

網，並提供下列服務：

◎ 買賣旺（idealEZ）：提供買主採購樣品或小額下單之線上交
易功能，促進後續大量採購商機。

◎ 視訊通：提供視訊採購媒合服務，透過安排買賣雙方一對一視
訊洽談，協助國外買主與我國優質供應商快速建立合作關係。

◎ 採洽易：彙整貿協辦理之各國買主來臺採購資訊，提供單一
服務入口，讓我商能即時掌握買主採購訊息。

◎ 策略聯盟：藉由同業與異業之策略聯盟，帶給臺灣經貿網會
員最多元及優惠的物流、金流、第三方認證等服務。

  外貿協會 林雅文小姐
   （02）27255200轉3932
  dina@taitra.org.tw

  www.taiwantrade.com

◎ 推動中小企業智慧領航拓銷國際計畫：推動中小企業透過跨
境電子商務拓展外銷，依中小企業個別需求提供輔導，協助

發展網實整合行銷，與國際電子商務平台合作，運用智慧科

技工具，結合金物流業者共同拓銷，並透過培育電商專才講

座、論壇與通路商機媒合活動，強化中小企業國際行銷力，

數位行銷3產業
服務

024 025 服務篇



透過駐外單位蒐集即時商情及商機，並派遣貿易尖兵前往外貿

協會未設據點之新興市場發掘商機，以及針對新南向國家進行

利基產業市場調查，相關資訊均透過網站、雙周刊、專書及研

討會等管道，提供廠商運用。

 外貿協會 蔡英庠小姐。
  （02）27255200轉1871

 sherrytsai@taitra.org.tw

 http://tradepioneer.taiwantrade.com.tw/（貿易尖兵）   
 http://www.trademag.org.tw（市場調查）

台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

以台灣精品為推廣臺灣產業形象之標的，並以台灣精品標誌作

為國內中小企業共同形象之品牌，於印度、印尼、越南及菲律

賓等市場透過多元整合行銷推廣活動、與當地通路商合作設置

展售專區等作法，提升臺灣產業形象及知名度。

 外貿協會 蔡詠晴小姐
  （02）2725-5200轉1415

 josefine@taitra.org.tw

 www.taiwanexcellence.org

工具機暨零組件整合行銷計畫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為協助臺灣工具機暨零組件業者強化國際行

市場資訊提供4產業
服務

提升產業國際形象5產業
服務

進軍國際市場。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陳良滙科員
   （02）2368-0816轉223
  lhchen4@moea.gov.tw

  http://cross-borderec.org.tw/

024 025 服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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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優化推動6產業
服務

協助國內企業升級轉型

「經濟部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協助國內企業升級轉型，提升

整體產業競爭力，辦理內容如下：

1. 提供企業技術及經營管理等升級轉型客製化服務，並媒合國

內企業運用政府輔導資源，提升競爭力。

2. 廣宣升級轉型政策、政府各項輔導資源及升級轉型優良案

例。

 「經濟部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 莊學成先生
  0800-000-257

 c1049@csd.org.tw

 產業輔導1999網站（https://assist.nat.gov.tw）

中小企業參與產業價值鏈全球行銷促進計畫

以產業群聚方式協助中小企業強化創新產品、服務加值、設計

研發、產品製造、品牌通路、銷售服務等能力，引領企業跨國

價值網絡加值，進而參與全球價值鏈體系，加入國際市場。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郭昱青科員 
  （02）2368-0816轉212

產
業
服
務

銷能力，以精耕臺灣產業形象為主軸，搭配重要國際專業展覽

辦理整合行銷活動、產業應用交流會及洽邀媒體專訪等作法，

於目標市場建立臺灣工具機優質產業形象。

 中衛發展中心 張強先生
  （02）2700-1356轉101

 c0723@csd.org.tw     http://twmt.tw/ch/ 

026 027 服務篇



農業科技產業策略分析及技術加值策略

補助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維運「農業技術交易網」

（http://tatm.coa.gov.tw）及「農業科技產業情報站」 （http://

atiip.atri.org.tw），除可提供技術移轉資訊，並提供農業市場

與產業新動態，推動科技產業化及產業國際化。

 農業技術交易網 安淑梅小姐                                
 農業科技產業情報站 蘇昭萍小姐 

 農業技術交易網（03）518-5076、（03）518-5120                          
 農業科技產業情報站（03）518-5082 

 農業技術交易網tatm@mail.atri.org.tw                
 農業科技產業情報站atiip_service@mail.atri.org.tw

輸出入動植物防疫檢疫及技術合作

執行農產品市場准入風險評估，辦理輸出入動植物及其產品檢

疫，參與國際多邊與雙邊諮商會議，協助我國農畜產品突破檢

疫障礙拓展外銷市場，確保我國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安全。

農業外銷輔導7產業
服務

 yuckuo@moea.gov.tw

 http://www.taiwanscm.org.tw

管理顧問服務科技發展計畫

藉由提升管理顧問產業發展環境與經營體質，培養跨領域經管

人才，協助產業創新政策推動，導引台灣製造與服務業之中小

企業轉型升級。另透過聚合國內具領域專長特色之管理顧問業

者，帶領臺灣管顧產業擴展大陸及東協地區商機，提供企業完

整升級轉型整合服務模式。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劉法逵技士
  （02）2368-0816轉334

 fkliu@moea.gov.tw

 http://www.tmcteam.tw/

026 027 服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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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臺商投資諮詢，已於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設置
臺灣窗口，另規劃於2017年在越南、泰國、菲律賓、緬甸、印
度等國建置臺灣窗口，提供一般性投資諮詢服務、在地產業資

訊及商機、尋找及引介可能合作夥伴、反映投資障礙等。

建置臺灣窗口8產業
服務

聯絡窗口 電話 電子郵件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臺商聯合服務中心

（02）2382-0495
（02）2383-2169

support1@kpmg.com.tw

印尼台灣窗口 吳豐任 （62-21）5252008
轉2535

u_i_jen@hotmail.com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周鈺彬視察
 （02）3343-2091

 iounainai@mail.baphiq.gov.tw

新南向國家關稅諮商服務

協助查詢新南向國家農產品進口關稅，並透過雙邊經貿及農業

會議，以及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爭取外銷農產品之關稅優惠。

 農委會國際處 劉凱翔技正
 （02）2312-6965

 liukh@mail.coa.gov.tw

加強農產品國際行銷

以「強化產業優勢，布局全球市場」之農業施政藍圖，依「農

產品國際拓展行銷計畫」執行品牌輔導、農貿人才培訓及各項

海外參展、拓銷活動，積極拓展農產品外銷，以達成促進農產

品外銷，提高農民收益，間接協助農業產業結構調整。

 農委會國際處 蔡淳瑩技正
 （02）2312-4030

 maggie88@mail.coa.gov.tw

028 029 服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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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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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與南亞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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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十國土地總面積逾446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六億，且

經濟發展程度不一，宗教、政治、語文及文化截然不同，2015

年底東協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整合成為一個總人口大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歐盟的全球

第三大市場（僅次於中國大陸及印度），且GDP達2.5兆美元，

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

東協市場概觀
030 031 區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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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東協的廠商常有個問號，「為什麼是東協? 為什麼是現

在?」（Why ASEAN and Why Now）。AEC的特色為，每年

平均5-7％經濟成長率，處於高經濟成長階段，且中產階級平

均所得逐漸提高、擁有超過五成的年輕勞動力及人口紅利、年

輕族群敢消費等。2013年起，東協首度超過中國大陸成為全

球最大外人投資（FDI）的目的地，英國經濟學人在2016年亦

指出，預測AEC在2030年可望躍升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未

來發展潛力指日可待。

整體而言，AEC勞動力充沛且相對年輕、天然資源豐富，

加上對外人投資提供許多優惠條件，以及積極融入區域經濟整

合，形成磁吸作用。美國「重返亞洲」、印度「東望政策」、

日本「南進政策」、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皆以東協作為布局

對象之一，臺商更應把握此一契機，前往東協布局及深化鏈

結。

過去臺商前往東協國家投資，著眼於追求當地所擁有的天然

資源及廉價勞工的低成本，隨著東協國家的崛起，該區域的消

費能力逐漸受到各國重視，外人投資金額逐年增加，外資企業

大舉進駐，造就東協國家新一波快速成長。東協龐大的市場需

求是現在式，而成為全球工廠則為現在進行式。

在全球主要國家競相搭上東協列車之際，臺灣挾著「距

032 033 區域篇



離近」、「華人眾多」、「臺商已有布局」等優勢。對臺商

而言，面對AEC整合成為一個「單一市場」及「單一生產基

地」，區域內貨物已自由流通，惟區域內貿易偏低約24％（歐

盟約60％）、預期2030年前基礎建設累積投資金額約七兆

美元，約為德國GDP的兩倍、區域內人口約三分之一集中於

都市、電價高昂，因此帶動智慧城市、節能及ICT科技產品需

求；在貿易及內需市場有其龐大商機，為什麼不先採樹上低

垂、容易到手的果實，進入東協市場卡位，取得東協高經濟成

長所帶來的商機。

參考資料：

1.   「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於2015年12月31日成立，在現有東協
貨品及服務貿易及投資自由化之基礎上，進一步整合以「單一市場」

為主之經濟共同體，於2025年前達到貨品、服務、投資、資金與技
術勞工的五大自由流通，進而促使AEC成為一個全球供應鏈的生產基
地。

2. AEC成員中的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同時為TPP及RCEP的
成員，其餘RCEP成員例如菲律賓亦有加入TPP的可能性。

3. 臺灣與AEC經貿關係：貿易額793億美元（2015）、為臺灣第二大貿
易夥伴（僅次於中國大陸）、臺商東協投資約863億美元、臺商及臺
籍幹部逾25萬人，主要投資產業如電子、鋼鐵、紡織成衣、金屬、製
鞋、自行車等。

032 033 區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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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際經濟景氣雖然表現低迷，但以印

度為首的南亞七國，經濟成長均有亮眼的表現，

也因此吸引包括臺商在內的國際企業特別關注。

南亞（South Asia）是由七個國家組成，依人

口數量順序排列，分別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

拉、尼泊爾、斯里蘭卡、不丹及馬爾地夫，土地

面積合計448萬平方公里。其中馬爾地夫人口僅

34萬，市場過小，故本篇僅就馬國以外之六國進

行探討。根據IMF的統計資料，至2015年底，南

亞六國人口合計達16億8,105萬人，占全球人口

約23％。其中印度人口將近13億，為世界人口

第二大國；巴基斯坦及孟加拉人口亦分別有1億

8,000及1億5,000萬，龐大的人口數量帶來的相

關效益不容小覷。 

南亞
市場概觀

034 035 區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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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表現亮眼 三大宗教彼此包容

另據IMF的統計，2015年南亞六國GDP合計達2兆6,508億

美元。另2015年南亞各國經濟成長率以不丹及印度7.7％及

7.3％領先，除尼泊爾為3.4％外，其餘各國均有4.2％以上的

經濟成長率，整體表現亮眼（詳參下表）。

南亞地區人口眾多、幅員廣大，但區內基本上包括飲食、語

言、文化、民情風俗等習慣，長期以來受人口達13億之大國印

度影響甚深。惟其境內有三大宗教亦扮演一定影響力，分別為

印度教：最多信仰國家有印度及尼泊爾；伊斯蘭教：主要信奉

國家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印度部分地區；佛教：主要信奉國

家有斯里蘭卡與不丹。近年來，該區內各國仍保有印度之多數

習俗，如用手抓食物進食，搖頭表示同意或“是＂，又漸能彼

此尊重包容各自宗教信仰，因此該區域內之政經局勢近來算是

和平穩定，而拓展該地區市場，除了解印度文化外，能兼顧三

種宗教之教律更是十分重要。

SAARC區域組織 朝貿易零關稅邁進

南亞地區現有之區域合作聯盟為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該聯盟

於2004年1月6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舉辦第12屆南

南亞國家2015年經濟成長率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資料來源 : IMF

不丹

印度

孟加拉

斯里蘭卡

巴基斯坦

尼泊爾

7.7%

7.3%

6.4%

5.2%

4.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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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峰會，參與國家提出南亞自由貿易區的概念，依據該自由貿

易區的概念，當時包括孟加拉、不丹、印度、馬爾地夫、尼泊

爾及斯里蘭卡等七國外長提議，希望於2016年前實行南亞自

由貿易區所有商品全部貿易零關稅。2005年11月阿富汗亦加

入成為該自由貿易協定成為會員國，合計八國。

該自由貿易協定在2006年1月被南亞國家所接受。南亞各

國人員及貿易往來頻繁，自由貿易協定對增進彼此間之貨物流

通有極大助益，進而能帶動各國之經濟與貿易之成長。

之後，於2007年第一步率先減免20％的關稅，每年減免

20％關稅，直到2012年達到零關稅，低度開發國家如孟加

拉、不丹和尼泊爾等國家可以延後三年減免至零關稅，印度和

巴基斯坦雖然有簽署但還未全面承認該協定。另外，除貨物往

來免關稅外，目前SAARC成員國人民彼此進出往來，多數國家

間可享有免簽證或落地簽之優惠便利。

另為協助境內部分未臨海之國家如不丹與尼泊爾，因其國內

無港口致貨物進出十分不便，印度及孟加拉與前述兩國，近來

積極合作協調，共同簽署海陸轉運協定，讓不丹與尼泊爾兩國

貨物，可方便利用印度之加爾各答或是孟加拉吉大港兩港口進

036 037 區域篇



出貨物，並經由便利之邊界查核機制與海陸路轉運協定來運送

貨物，以達成貨暢其流的目的。

改善投資環境  廣設加工或自貿區

南亞各國民生產業普遍有待發展，各國政府均十分歡迎外人

投資，除帶來資金外，亦能夠學習外資之生產及管理技術，以提

升自身產業水準，並帶動上中下游之相關產業成長，以免長期淪

為勞力密集之代工國家。因此各國均廣設加工或是自由貿易區，

多數提供外資可100％擁有股權及享有五到十年不等之免稅優

惠，已成日、韓等我國競爭對手之熱門投資地點。

南亞地區16億多的人口，加上勞動成本相對低廉，南亞多

數國家人口密集度及勞工供應數量充沛，加上薪資成本相對低

廉如孟加拉等；抑或如印度有13億人口之龐大內需，投資當地

可同時兼顧內銷與外銷市場，十分適合前往投資布局。我商可

就南亞之投資環境優勢，重新思考海外布局投資策略。

積極發展基礎建設 相關採購商機浮現

除一般商品拓銷外，南亞各國基礎建設多數仍待積極發展，

多數國家更是缺電情形嚴重，政府除自身積極鼓勵當地業者或

外商積極投資基礎建設工程如發電廠等外，亦仰賴世界銀行

（World Bank）或亞洲開發銀行（ADB）之金援，用以建設及

改善當地環境，致每年政府採購商機案源甚多，許多政府採購

案為國際標案，我商應可加以考慮前往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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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篇
COUNTRIES

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汶萊、越南、緬甸、柬埔寨、

寮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

斯里蘭卡、不丹、澳洲、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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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文化多元及風光明媚的旅遊勝

地，尤其全球最美島嶼之一的峇里島，為世界知名的度假天堂。

然而，印尼地大、人多，且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及全球最多的穆

斯林人口，已成為東協第一大經濟體並維持高成長趨勢，對臺商

而言充滿商機。

Indonesia起源於希臘文，意指「印度洋中的島國」[Indos
（Indian）+Nesos（Island）]，國土面積約192萬平方公里，由
近1萬8,000個島嶼組成，素有「萬島之國」的稱號，從空中俯
瞰，在印度洋與太平洋間形成一條微笑曲線，被稱為「眾神遺

落的珍珠」。印尼全國共有400多座火山，其中活火山約120多
座，噴出的火山灰及海洋性氣候帶來的充沛雨量，使印尼成為世

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國家之一。

印尼人口近2.6億人，約有300多個民族，官方語言及方言共
742種，文化多元且為全球第四大人口國，僅次於中國大陸、印
度與美國，平均年齡僅29歲，是一個人口結構相當年輕的經濟
體。儘管印尼社會存在不同的族群、不一樣的語言及多元的宗教

印尼 Indonesia

INFO
1 國家概況 

印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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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但就如同印尼的國家格言「Bhinneka Tunggal Ika（Unity in 
Diversity, 異中求同；古爪哇文）」 所描繪的：多元族群，和平
共榮，並書寫於印尼國徽金色巨鷹抓住的綬帶上。

政治上，印尼於後蘇哈托時期始落實民主憲政，是全球第三

大人口民主國，採行總統制，任期五年且連選得連任一次。經濟

方面，印尼中產階級人數約8,000萬人，除具有高人口紅利，也
因中產階級勇於消費，勢必帶動消費市場龐大的商機。

印尼自然資源甚為豐富，擁有豐富的木材、橡膠、原籐等林

產，以及煤、大理石、錫、鎳、銅、鐵礬土等礦產，主要出口項

目為石油及天然氣。印尼豐富的天然資源提供了經濟穩定的基本

盤，但製造業仍處於發展階段。

工業與服務業為印尼的經濟

命脈，2015年各占該國整體
GDP的42.8％與43.6％。製造
業是帶動印尼經濟成長最重要的

引擎，貢獻21.5％的GDP，以
汽機車及零配件、成衣與製鞋為

主。服務業中表現最亮眼的是餐

飲、運輸與金融。

INFO
2 產業概況

更多印尼產業相關資訊
詳見「全球經貿e指通」App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

依據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 Badan Koordinasi 
Penanaman Modal, BKPM ）統計，累計至2016年6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1,976件。
2. 投資金額：171億9,400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雅加達、萬隆、泗水、
三寶瓏、峇里島、棉蘭。

4.  投資主要產業：家具業、紡織業、鞋
業、礦業、金屬製品業及漁業養殖等。

印尼台灣工商聯誼總會及
八個地區聯誼會
現任總會長周宗和先生
會員家數：911家
聯絡方式：
E-mail：itcctw@gmail.com

040 041  國家篇



印 

尼

菲
律
賓

泰 

國

馬
來
西
亞

新
加
坡

汶 
萊

越 

南

緬 

甸

柬
埔
寨

寮 

國

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我國人持普通護照赴印尼觀光，可獲30天免簽證待遇，
不得延期，亦不得轉換簽證種類；商務簽證停留期限60
天。華航與長榮有直飛雅加達、泗水及峇里島之定期班

機，航程均約五小時。

醫院： 當地一般醫院設備與醫生水準參差不齊，大型醫院多坐
落主要都會區，以雅加達為例，外國人較常使用之醫院

有：SOS Medika （電話：750-5973）、Cardiac Center
（電話：568-4085 ）、Metropolitan Medical Center（電
話：527-3473）、Hospital Pondok Indah（電話：750-
2322）與Cikini Hospital（電話：310-7792）等。

交通： 印尼駕車屬右駕左行，行車時應留意交通標誌。雅加達地
區交通壅塞，尖峰時段情形尤為嚴重，雨季時常造成路面

積水，人車難以通行。在印尼搭乘計程車價廉且甚方便，

但需注意安全，以藍鳥集團（Blue Bird Group）信譽最
佳。

飲食： 印尼民生物資及日常用品供應無虞，物價較臺灣略高。
中式餐館林立，如鼎泰豐計有12家店面，中式食品、南
北乾貨在雅加達KOTA華人區皆可購得。米飯為印尼人主
食，偏好辣食與炸物；小吃店及路邊攤衛生較差，應避免

食用。旅館及住家的自來水不宜生飲。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灣與印尼雙邊貿易總額約90億美元，是我國第13
大貿易夥伴、第15大出口市場與第九大進口來源。印尼物流成
本高，60％物流運輸模式是船運，惟船舶老舊，島嶼間運輸成
本甚至高於與鄰國間的船運成本，佐科威政府亟力採取行動來改

善印尼的物流系統，以增強國家的經濟競爭力。

（三）投資重點資訊

印尼具有天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充沛、內需市場龐大（含基

礎建設）及政府重視對外連結等優勢，但需注意基礎建設待改

善、政策變動頻繁、法令複雜、執法與政府效能欠佳、營運成本

逐漸提高及偶發勞資糾紛等問題。更多資訊請參閱經濟部投資業

務處「全球台商服務網」網站（twbusiness.nat.gov.tw）。

印 

尼

042 043  國家篇



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印尼代表處（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
  電話：+62-21-515-3939
  緊急電話：+62-811-984676
  www.taiwanembassy.org/id
2. 駐泗水辦事處（駐泗水台北經濟貿易辦事處）
 電話：+62-31-990-14600
 緊急電話：+62-822-5766-9680
 www.taiwanembassy.org/idsub
3. 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  
 電話：+62-21-515-3939    www.teto.or.id
4. 雅加達台灣貿易中心
 電話：+62-21-574-1102
 jakarta.taiwantrade.com

當地臺商會

組織

1.  雅加達台灣工商聯誼會（Taiwan Business Club, Jakarta）
 Email：tbcjkkt@indosat.net.id
2.  泗水台灣工商聯誼會（Taiwan Business Club, Surabaya） 
 Email：tbcsby1@yahoo.com.tw
3.  印尼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Ikatan Citra Alumni 

Taiwan se-Indonesia, ICATI） 
 icati.org/Default.asp?lang=CH&id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印尼貿易部（Ministry of Trade, Indonesia） 
 www.kemendag.go.id
2.   印尼貿易部外貿總局（Directorate General for 

National Export Development）
 djpen.kemendag.go.id/
3.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Indonesia Investment 

Coordinating Board, BKPM）
 www.bkpm.go.id

當地商會

1.  Indone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KADIN） 
 www.bsd-kadin.org

2.  Importers Association of Indonesia（GINSI） www.
ginsi-imports.com

3.  Indonesian Exporters Association（GPEI） 
 www.export-jatim.or.id

（四）金融重點資訊

印尼無匯兌管制，可向機場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印

尼）或民間Money Changer兌款。2015年7月開始，印
尼政府規定凡匯款轉帳，均僅可使用印尼盾交易，不

能使用美元交易。如果以美元現鈔兌換印尼盾，須注

意美元現鈔之完整性，避免污損、折痕、劃記等情況。

042 043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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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Philippines
菲
律
賓 菲律賓的臺商中流行一句話：「沒來的不敢來，來的人不想

走，走的人還想來」，只要你能跨過菲律賓門檻，就會發現菲律

賓擁有無限商機。在東協中，菲律賓離臺灣最近，主要分為呂宋

島、維薩亞斯群島和民答那峨島三大島群，首都為馬尼拉。

菲國人口約一億人，在東協排名第二的國家，僅次於印尼。

官方語言為英語及菲律賓語。人口相當年輕，年齡中位數僅23
歲，勞動力充沛，占總人口六成。海外工作的菲律賓人2015年
匯回菲國超過257億美元，由於菲律賓人敢於消費，進而帶動內
需市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菲律賓表現亮眼的產業外包中心，不

僅帶領菲律賓經濟成長，也讓中產階級快速崛起，房地產市場也

隨之興盛。另外，英語教學及博奕產業也創造不少就業機會。

菲律賓2016年第二季GDP成長高達7.0％，為亞洲經濟成長
率最高的國家。菲國實行三權分立總統制，杜特蒂（Rodrigo Roa 
Duterte）於2016年6月就任，杜特蒂總統將經濟成長列為第一優
先，提出十點經濟議程，讓菲律賓市場更加熱絡。

INFO
1 國家概況 

2015年菲國產業以服務業及工業為主，服務業占GDP比重達
58.8％，總產值約1,700億美元；工業總產值約900億美元；

INFO
2 產業概況

044 045  國家篇



農、漁業及林業生產總值約300億美元。
菲國政府除積極發展觀光旅遊業，也積極推動製造業。2015

年提出汽車生產計畫的財政獎勵措施以吸引更多投資者。過去四

年，菲國政府及工業界共同合作製訂發展策略，涵蓋汽車業、電

子業、水泥業、化工業、家具業及農業。

由於農業資金欠缺、技術落後及灌溉系統不足，菲國農作物

產量有待提升，我國業者可運用優良的農業技術，在菲尋求農業

合作或農場經營機會。另外，

由於菲律賓人口增加，漁獲量

已無法滿足國內市場需求，逐

年成長之水產養殖產業可補足

該市場缺口，有利我商前往投

資。菲律賓當地盛產之玉米、

木薯、椰子肉等原料有利我商

設立飼料加工廠。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駐菲律賓代表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

依據菲律賓統計局（Philippine Statistic Authority）
統計，累計至2016年3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1,082件。
2. 投資金額：22億8,300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大馬尼拉地區
（蘇比克灣及呂宋島南部）。

4.  投資主要產業：電子與電機製品、
貿易、食品、化工原料、金融。

菲律賓台商總會等共十個台商會
及聯誼會
現任總會長林在良先生
台商家數：500餘家
聯絡方式：
 E-mail：allanlinmr@hotmail.com
 網址：www.tap.org.ph

044 045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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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我國人赴菲國須先申請簽證，費用為新臺幣1,200元。
（或申請電子簽證，費用為新臺幣1,100元）

航班：華航及長榮航空每日直飛馬尼拉，航程約二小時。

交通： 在當地可搭乘計程車、巴士及吉普尼（Jeepney），馬尼
拉亦有電聯車可搭乘。

醫院： 若 在 馬 尼 拉 身 體 不 適 ， 可 至 以 下 醫 院 就 醫 ：
1.Metropolitan Medical Center（光坦紀念醫院）：華人醫
院，位於湯都區。www.metromedicalcenter.ph；2.Makati 
Medical Center：www.makatimed.net.ph；3.St. Luke's 
Hospital：www.stluke.com.ph。

衣著： 由於氣候炎熱，四季均可著短袖服裝，正式場合可著西裝
或巴龍（菲國傳統國服）。

電壓： 主要為220V，部分大型飯店有110V插座。菲國的水不可
生飲。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菲雙邊貿易總額約92.7億美元，是我國第11大
貿易夥伴、第八大出口市場與第23大進口來源。世界銀行公
布2016年「物流表現指數」顯示，菲國獲得2.86分（滿分五
分），在160個經濟體中排名第71，較印尼及越南排名落後
（分別為第63及64名）。
據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ITC）和菲國貿易及工業部（DTI）聯

合調查顯示，70％的進出口商不堪忍受菲國繁瑣進出口條例和
非關稅措施，故建議欲經營菲國市場的業者先諮詢當地機構。

（三）投資重點資訊 

菲國不定期發表投資優先計畫（ IPP），對投資該計畫指定
領域之企業提供各種優惠

措施。對具有 IPP先驅地位
（pioneer status）之出口企
業給予六年所得稅減免，並

視其出口表現再延長二年

優惠。雖然外人直接投資

（FDI）大幅成長，但菲國
FDI仍落後於東南亞鄰國。

菲
律
賓

046 047  國家篇



（四）金融重點資訊

菲律賓當地銀行如菲律賓首都銀行

（Metro Bank）已在臺灣設立分行，
BDD銀行則設立辦事處，另我國許多銀
行已至菲國設立分行，包括兆豐、中國

信託、合作金庫、國泰世華及元大等。

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菲律賓代表處 （駐菲律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63-2-887-6688
 緊急電話：+63- 917-8194597
 www.taiwanembassy.org/ph/
2. 駐菲律賓代表處經濟組
 電話：+63-2-8876688
3. 馬尼拉台灣貿易中心 
 電話：+63-2 -5517349
 manila.taiwantrade.com/ 

當地臺商會

組織

在菲臺灣協會不少，包括菲律賓台商總會、旅菲南線台
商會、菲律賓北線台灣廠商聯誼會、菲律賓蘇比克灣台
商會、旅菲加美地台商會、菲律賓台灣客家聯誼會、菲
律賓台灣同鄉會、菲律賓台灣工商總會、菲律賓棉蘭佬
台灣商會及菲律賓宿霧台灣協會等。

1. 菲律賓台商總會（Taiwan Association, Inc.）
 www.tap.org.ph
2. 菲律賓台灣工商總會
 www.tcciph.com
3.  旅菲南線台商會（Taiwanese Chamber of the South 

Phil）
 tcsp.ocbn.org.tw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菲律賓政府網站
 www.gov.ph
2. 投資委員會（BOI）
 www.boi.gov.ph
3. 駐台北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MECO）
 www.meco.org.tw/ 

當地商會

1.  菲律賓商工總會Philippine Chamber of Commerce 
&Industry （ PCCI）

 www.philippinechamber.com
2.  菲華商聯總會（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 Industry ）
 www.ffcccii.com.ph

046 047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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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Thailand

泰 

國

泰國擁有獨特的佛教建築風格、美食小吃、傳統文化及熱帶

小島等觀光資源，讓泰國成為世界各國的旅遊勝地。如今的泰

國，不僅藉由觀光開創許多產業的商機，也成了東協第二大經濟

體及各國投資東協的熱門國家。泰國受佛教耳濡目染，民風純樸

善良，社會秩序和諧，無論生活飲食、稅務、勞工法規與我國類

似，加上獎勵投資措施及高經商便利度，而成為臺商海外拓銷的

熱門國家之一。

位於東南亞中央的泰國，面積約51萬平方公里，約臺灣14倍
大。泰國人口為6,830萬人， 80％是由中國大陸南部移民到東
南亞後的「泰族人」。在泰國的華僑逾1,000萬人，掌握了泰國
經濟。

泰國同時也是在中南半島上一個重要的物流中心，近年來致

力於推動發展東西南北的「十字經濟走廊」。因此，在東協的

供應鏈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目前，泰國政府推出七年投資促進

策略，優先發展高科技創意、知識密集產業，重視研發及人才培

育，針對目標產業及高附加產品給予投資優惠。日商在汽車製造

業的發展積極布局，使泰國成為「亞洲底特律」，也形成完整的

供應鏈及產業聚落，吸引不少臺商進駐。

此外，泰國為君主立憲制政體，主要政黨為泰黨（Pheu Thai 
Par ty）、民主黨（Democrat Par ty）等。現任總理為帕拉育
（Gen. Prayut Chan-o-cha），2016年8月通過泰國修憲公投，將
於2017年舉行大選。

INFO
1 國家概況 

048 049  國家篇



INFO
2 產業概況

根據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 IMF）
統計資料，2015
年 工 業 占 泰 國

GDP達45％，其
次是服務業43％
及農業 1 1％。
主要產業包括電

子電機、汽車製

造、食品加工、

水產加工、紡織

成衣、家具製造、通訊、金融及房地產等。

泰國在休旅車、環保節能較其他類型汽車較具優勢，電子電

機產業中印刷電路板及積體電路

的生產與汽車電子技術的發展亦

步亦趨。紡織產業上，已提供終

端客戶新選擇的趨勢並持續開發

創新產品。塑膠製品產業未來短

期一至三年內，出口至柬、寮、

緬、越市場的初級塑膠，將成為

泰國塑膠產業的主要推動力。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駐泰國代表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
依據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Thailand Board of 

Investment）統計，累計至2016年6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2,288件。
2. 投資金額：145億7,000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曼谷市、龍仔厝府、
北欖府、巴吞他尼府、佛統府、大城
府、春武里府、羅勇府等。

4.  投資主要產業：汽車零組件、機械、
電機電子、化學、紡織等。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及15
個地區聯誼會
現任總會長劉樹添先生
會員家數：3,000家
聯絡方式：
E-mail：ttba@ttba.or.th
網站：www.ttba.or.th

048 049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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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辦理簽證所需時間約一日，可辦理落地簽證，當地簽證主
管單位為泰國外交部領務司簽證組，電話：（02）981-
72767。

航班： 自臺北每天都有華航、長榮、泰國航空及廉價航空虎航直
達泰國，航程約三小時45分。

醫院： 曼谷主要國際醫院有：1.Bumrungrad International Hospital  
www.bumrungrad.com；2.Samitivej Hospital Bangkok  
www.samitivejhospitals.com；3.Bangkok Hospital  www.
bangkokhospital.com

交通： 當地交通有計程車、Uber高檔叫車服務（www.uber.com/
cities/bangkok）、租車（www.thairentecocar.com），其
他交通工具還有巴士、捷運、地鐵，曼谷蘇凡納布機場至

曼谷市區有Airport Link。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泰雙邊貿易總額達98億美元，泰國為我國第十大
貿易夥伴，第11大出口市場，第12大進口來源。業界資料顯
示，泰國物流業由DHL、DB Schenker、Yusen Logistics及嘉里物
流（Kerry Logistics）等外資公司主導，提供貨運代理及供應鏈服
務。

（三）投資重點資訊

泰國政府近年發展十大目標產業、超級產業聚落等，並推出

優惠獎勵措施；惟外人投資農業、礦業、服務業等仍有持股比

例限制，但應注意行政效率不彰、薪資上揚及技術專才不足等問

題。更多資訊請參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台商服務網」網站

泰 

國

050 051  國家篇



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泰國代表處（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66-2-670-0200~9 
  緊急聯絡電話：+66-1-666-4006及+66-1-666-4008；
泰國境內直撥：02-670-0200 

 www.taiwanembassy.org/th
2. 駐泰國代表處經濟組
 電話：+66-2-6700-200轉356
3. 曼谷台灣貿易中心
 電話：+66-2-651-4470
 bangkok.taiwantrade.com

當地臺商會

組織（總會

及分會）

1. 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及15個所屬分會   
 www.ttba.or.th 
2. 泰國台灣會館
 電話：+66-2-709-1140~2  傳真：+66-2-709-1139
3. 泰國中華會館
 電話：+66-2-679-7137-9  傳真：+66-2-287-1518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泰國商業部（Ministry of Commerce）
 www.moc.go.th  電話：+66-2-507-7999  
2.  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 Thailand）
 www.boi.go.th 

當地商會

1.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TCC）  
 www.thaichamber.org
2.   Joint Foreig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ailand 
（JFCCT）

 www.jfcct.org

主要工業區

及經濟特區

1. 工業區
  泰國工業區分為兩大區：普通工業加工區（General 

Industrial Zone）、工業區管理局（IEAT）保稅加工區
（IEAT Free Zone）。詳細資料請上IEAT網站查看www.
ieat.go.th，電話：+66-2-2530561

2. 經濟特區
 詳細經濟特區請查看ieat.go.th/en/sez。

（twbusiness.nat.gov.tw）。

（四）金融重點資訊

泰國的金融機構相當多元與多樣化，外匯管制方面，過境的

個人通常可不受限制的攜帶外匯和可流通的票據，並可將帶入泰

國的外匯不受限制地全部帶出。

050 051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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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Malaysia

馬
來
西
亞

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的馬來西亞，隨處可見英國色彩濃厚的建

築。發展至今，諸如唐人街、印度區，以及清真寺、教堂、佛

教、印度教寺廟群聚，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和社會環境。

馬國總面積約33萬396平方公里，約臺灣的九倍，由13州組
成。政治上實施聯邦議會君主立憲制，最高統治者由九個馬來州

屬的蘇丹在統治者會議中選出，五年改選一次，不得連任。最高

元首僅有少數統治權，首相才是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由獲得國會

下議院多數議員支持的議員出任。

馬國人口約3,128萬，是多元種族的國家，其中土著（馬來人
及各種原住民）約占67.4％，華人24.6％，印度人7.3％，其他
少數民族則占0.7％。馬國以伊斯蘭教為國教，馬來人信奉伊斯
蘭教，華人一般信奉佛教與道教，印度人則篤信印度教。

INFO
2 產業概況

位居東協十國第三大經濟體的馬來西亞，不再依賴石油與天

然氣產業，超過75％已由服務業與製造業所主導，成為馬來西
亞兩大經濟支柱，對該國經濟貢獻很大。目前，服務業占GDP的
53.5％，活絡的貿易將支撐服務業持續繁榮，2015年服務業成
長5.1％。製造業占GDP的23％，在電子與電機產品出口持續帶

INFO
1 國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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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下，2015年出口成
長4.9％。
馬國主要製造業產

品包括：電子及電器

產品、橡膠製品、化

學和化學製品、運輸

設備、食品、飲料、

菸草及建築材料等。

2015年製造業的成
長，主要歸功於電子

與電機成長9.2％。
馬國具潛力產業有綠色產業及食品業。政府自2010年起積極

推動綠色產業，並推出「綠色科技貸款計畫」，鎖定能源、水

源與廢料、建築及交通環保等四個應用範圍，產生龐大綠色商

機。此外，馬國亦全力發展成國際清真食品中心，是臺商進軍

全球18億人口清真市場的最佳
跳板。目前，馬來西亞伊斯蘭

教發展局（JAKIM）所發的清真
認證，獲得33國、56個伊斯蘭
組織承認。若取得馬國清真認

證，即具有伊斯蘭教國家的通

行證，有利拓展廣大清真食品

市場。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
依據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統計，累計至2016年3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2,472件。
2. 投資金額：121億1,000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檳城州、吉隆坡、雪
蘭莪州、森美蘭州、吉打州、馬六甲
州。

4.   投資主要產業：電子電機、機械、金
屬、家具、化學、橡膠等。

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及七個地區聯誼會
現任總會長許正得先生
會員家數：1,750家
聯絡方式：
E-mail：tiammy68@gmail.com
網站：www.tiam.com.my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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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我國人赴馬來西亞免簽證，停留期限為30天，不可以延
期。華航、長榮、馬航及亞洲航空皆有班機直達馬來西

亞。境內交通在主要城市有火車、巴士及國內班機等。

醫院： 馬國擁有各類醫院及診所8,000多家，形成龐大的醫療保
障網絡，並擁有最嚴格的醫療法律、管制和安全標準。

華人較常就醫的醫院如下：1.Gleneagles Hospital Kuala 
Lumpur（吉隆坡鷹格醫院）：吉隆坡地區知名的私立專科
醫療中心（gleneagleskl.com.my）。2.Tung Shin Hospital
（同善醫院）：華人經營的私立醫院，為馬來西亞第一間

中西醫結合的現代化醫院（www.tungshin.com.my）。
飲食： 馬國是個美食天堂，各種族的美食佳肴、甜品、點心，選

擇非常多。另馬國有65％以上人口信奉伊斯蘭教，穆斯
林（信奉伊斯蘭教之教徒）不吃豬肉及飲酒，前往馬國之

經商人士應特別注意。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雙邊貿易總額約136.49億美元，為我國第八大貿易
夥伴，第九大出口市場，第八大進口來源。馬來西亞向為我國主

要出口市場之一，雙方貿易關係非常密切。由於韓國產品與我國

產品結構較為相近，彼此競爭激烈，因此對我國產品輸銷馬來西

亞存有一定的威脅。

（三）投資重點資訊 

馬來西亞由於市場競爭激烈，促成業者透過放帳的方式來爭

取生意，在惡性循環的情況下，放帳風氣甚為普遍。一般店面帳

期達三個月，

批發商及百貨

公司則長達半

年，因此到

馬國投資須

有充足的流

動資金來調

度。更多資

訊請參閱經

濟部投資業

務處「全球

馬
來
西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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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60-3-2161-4439；2161-5508
 緊急電話：+60-19-381-2616
  www.taiwanembassy.org/my
2.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經濟組
 電話：+60-3-21620021
3. 吉隆坡台灣貿易中心
 電話：+60-3-20312388
 kualalumpur.taiwantrade.com

當地

臺商會

組織

1.  馬來西亞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Taipei Investors' Association in Malaysia, TIAM）
 www.tiam.com.my
2.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The Federation of Alumni Association of Taiwan 
Universities, Malaysia, FAATUM）

 www.faatum.com.my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馬來西亞國際貿易及工業部（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www.miti.gov.my

2.  馬來西亞對外貿易發展機構（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ATRADE）  
www.matrade.gov.my

3.  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MIDA）   
www.mida.gov.my/home

當地商會

1.  馬來西亞全國工商總會 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of Malaysia（NCCIM） 
nccim.cmshosted.net

2.  馬來西亞製造商聯合會 Federation of Malaysian 
Manufacturers （FMM） www.fmm.org.my

3.  馬來商會 Kuala Lumpur Malay Chamber Of 
Commerce （KLMCC） www.klmcc.org

台商服務網」網站（twbusiness.nat.gov.tw）。

（四）金融重點資訊

我國兆豐及國泰世華銀行雖已在馬來西亞納閩島上設立納閩

境外金融業務分行與吉隆坡行銷服務處，惟經營業務僅限境外金

融業務（非馬幣業務）。2015年11月23日中國信託商銀在吉隆
坡正式設立辦事處，專責蒐集商情與商機。

054 055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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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Singapore

新
加
坡

城市島國的新加坡，國土面積

小於臺灣，經濟自由度不但傲視

全球，被譽為東南亞金融中心，

是西方國家進入東南亞市場的重

要門戶，也是全球最具競爭力

的經濟體之一。自由開放的體

質，讓新加坡得以及時因應瞬

息萬變的國際經貿情勢。近年

來更注重研發創新，積極運用

新科技，維持國際競爭力。

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南端，控制麻六甲海峽，扼歐、亞、澳

三洲海陸交通要衝，地理位置舉足輕重。國土由新加坡島及其他

64個小島組成，面積約719平方公里，此外，星國是由多種民
族組成，以華人最多，占74％，馬來人占13％次之，印度人占
9％，主要宗教為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官方語言以英語為
主，惟華語、馬來語及淡米爾（印度）語在各族群間亦通用。

政治上，星國為責任內閣制，一直以來一黨獨大，執政黨為

人民行動黨，主要反對黨包括工人黨、國家團結黨及新加坡民主

黨。

INFO
1 國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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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最高的前五種產業為製造、建築、批發零售貿易、金融

保險服務及商業服務業。目前，服務業占GDP的76％，主要服
務業包括金融保險、零售批發、商業服務業、轉口貿易；製造業

占GDP的23％，包括電子、生物醫藥、石油石化、橡膠加工及
橡膠製品、加工食品和飲料，

船舶修理。星國政府並於2015
年8月公布「2025資通訊媒
體總體規劃（Infocomm Media 
2025）」，列出九項新興領
域，包括大數據與分析、物聯

網、認知運算及先進機器人、

未來溝通與整合科技等。

INFO
2 產業概況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駐新加坡代表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

累計至2016年8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571件。
2. 投資金額：116億2,215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西南部與東部地區
之工業園區。

4.  投資主要產業：貿易及金融保險服
務業、電子製造、食品製造、化學
材料製造等。

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
現任總會長陳正旻先生
會員家數：210家。
聯絡方式：
E-mail：tpebiz@singnet.com.sg 
網站：www.tbas.org.sg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原則上，我國國民持有有效期限超過六個月以上之中華
民國護照及往返機票，可免簽證入境星國觀光30天。
倘若計劃停留30 日以上，應於事前赴新加坡駐台北商

056 057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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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辦事處申辦簽證；入境後，則可至新加坡移民關卡局

（ICA），或透過ICA之e-XTEND服務線上提出申請。
航班： 目前提供臺北新加坡直飛航班之航空公司計有長榮

（BR）、華航（CI）、新航（SQ）及廉價航空捷星JetStar
（3K）、酷航Scoot（TZ）及虎航Tiger Airways（TR）。

醫院： 新加坡現有七家公立醫院，包括五家綜合性醫院、一家婦
幼醫院和一家精神病醫院。非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住院

時，只能選擇 A 類病房（單人病房/雙人病房）或 B1 類
病房（四人病房）。新加坡也擁有多家私立醫院，包括

康健醫藥專科中心、東海岸醫院、鷹閣醫院、安徽尼亞醫

院、伊莉莎白醫院及萊佛士醫院。

 1. 康健醫藥專科中心 www.camdenmedical.com/index.html
 2. 東海岸醫院 www.parkwayeast.com.sg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星雙邊貿易總額約380.21億美元，是我國第六大
貿易夥伴、第五大出口市場與第七大進口來源。我國與新加坡

於2013年11月7日簽署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並已於
2014年4月19日生效，在貨品貿易方面，臺星以最終「零關
稅」為目標，星方更承諾降稅達100％自由化，對我拓銷新加坡
酒品市場更具推波助瀾之效。雙邊貿易主要以電機電子產品及石

化類產品為主。  

（三）投資重點資訊

新加坡勞力短缺，環保要求標準高，故勞力密集、低附加價

新
加
坡

058 059  國家篇



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新加坡代表處（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
  電話：+65-6500-0128
  緊急電話：+65-9638-9436
 www.taiwanembassy.org/SG
2.  駐新加坡代表處經濟組
  電話：+65-65000100，+65-65000118
3.  新加坡台灣貿易中心  
  電話：+65-62350369
  singapore.taiwantrade.com

當地
臺商會
組織

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  www.tbas.org.sg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
 www.edb.gov.sg/content/edb/zh.html
2.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Singapore
 www.iesingapore.gov.sg

當地商會

1. 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SBF）
 www.sbf.org.sg
2.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www.sicc.com.sg

值、污染性行業不受歡迎，新加坡政府積極鼓勵經濟發展朝向高

科技、高自動化的資本密集型企業發展。國內市場甚小，外來投

資者可利用星國之優勢，作為基地向外擴展市場。更多資訊請參

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台商服務網」網站（twbusiness.nat.
gov.tw）。

（四）金融重點資訊

新加坡為亞洲主要之金融中心，所提供金融服務除新加坡本

地外，亦遍及亞太地區，甚至全世界。新加坡外匯市場是世界第

四大交易市場，資產管理、借貸資本市場及外國證券交易等，均

有顯著之成長，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亦為該地區主要之證券及衍生

性金融商品交易場所。另新加坡於2013年取代倫敦，成為僅次
於香港之全球第二大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並積極發展以人民幣

計價之各項金融商品。

058 059  國家篇



印 

尼

菲
律
賓

泰 

國

馬
來
西
亞

新
加
坡

汶 
萊

越 

南

緬 

甸

柬
埔
寨

寮 

國

汶萊 Brunei

汶 
萊

INFO
1 國家概況 

1929年的某一天，在發現擁有豐富石油及天然氣的汶萊，就
像灰姑娘翻身一般，成為世界上最富裕國家之一。在街上，遠遠

就可以看到由純金打造的29個「金蔥頭」圓頂的傑米清真寺，
閃閃發亮。這就是令人羨慕，小而美而富的汶萊。

汶萊國民平均所得達到2萬2,000多美元，面積不到臺灣六分
之一，是東南亞面積最小、最晚獨立的國家，也是保留蘇丹家族

世襲統治的伊斯蘭教君主政體國家。

汶萊位於馬來群島中最大島嶼婆羅洲的西北角，北臨南中國

海，其餘與砂勞越（馬來西亞東部州）接壤。人口約42萬人，
種族包括：馬來人約占70％，華僑15％，許多為金門及福建移
民，大部分懂中文。宗教有伊斯蘭教（官方）、佛教及天主教。

以2015年為例，汶萊進口值34億美元，主要進口項目是機械及
運輸設備、工業製成品、食品、其他製成品、化學，主要進口來

源包括：東協、中國大陸、美國、日本、德國及韓國等；出口

值76億美元，主要出口項目有石油及天然氣，主要出口市場包
括：韓國、日本、泰國、臺灣、中國大陸及印度等。

060 061  國家篇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
累計至2016年8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60件。
2. 投資金額：8,227.7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馬來奕、都東
及摩拉。

4.  投資主要產業：水產養殖、生
技製藥、旅宿業、食品經銷、
房地產等。

汶萊台灣商會。
現任總會長莊錫山先生。
會員家數：約34家。
聯絡方式：
E-mail：richard@golden-corp.com

1990年代，汶萊政
府體認到過度依賴石

油與天然氣的經濟模

式極易受到世界景氣

衰退的影響，因此開

始鼓勵私營中小企業

的設立，希望透過民

間經濟活動，擴大多

元化的經濟發展。由

於石油與天然氣終有

耗盡的一天，為擺脫單一化的經濟困境，汶萊近年來大力推動

「經濟多元化」。

在經濟多元化架構下，汶萊未來發展的產業方向有食品醫

藥、原生資源開發、資通訊產業

中心、各產業周邊服務體系等，

並著重於能源、環保、健康、

I TC、食品安全等新技術的開
發。潛力產業包括：汽車及零配

件、電器與電子產品、食品、鋼

鐵製品及藥妝產品等。

INFO
2 產業概況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060 061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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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旅資訊

簽證： 在簽證方面，一般護照可在臺灣先向「汶萊台灣貿易旅遊
代表處」備妥以下文件申辦落地簽證：1、護照正本：須
有六個月以上效期。2、備妥二張二吋彩色照片（六個月
內）。3、填妥之簽證表格。4、簽證費用25汶萊幣（一
美元兌換1.3183汶萊幣；2016年8月11日）。

醫院： 在就醫方面，汶萊地區醫療尚屬落後，缺乏優秀醫護人
員，醫生素質不一，私人小診所亦缺乏完備醫療器材，緊

急重大疾病須赴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吉隆坡就醫。較主要

的醫院有：汶萊中央醫院（RIPAS Hospital）為政府醫院；
JPMC（Jerudong Park Medical Centre）則為私立醫院，設
備較先進，醫生素質尚可，須掛號預約，收費昂貴，網

站：www.jpmc.com.bn。
交通： 在交通方面，汶萊由於住宅不集中，人口不密集，故缺乏

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公車多為小型巴士，發車量不多，

沒有固定班次，大部分公車在下午六點前就停止發車。

飲食： 在餐飲方面，食物及日常用品充足但昂貴，一般皆自馬來
西亞、澳洲、新加坡、香港、臺灣及中國大陸等地進口。

汶萊較缺乏新鮮豬肉，因豬肉是穆斯林之禁忌食品，一般

都由鄰近國家如東馬沙巴州及砂勞越州運入。

（二）貿易重點資訊

由於國土狹小，汶萊各種通路的層級都很少，許多零售通路

本身兼進口商與批發商；各通路商也都是其他通路商的客戶兼

供應商，彼此又競爭、又合作，又都是老朋友，因此資訊相當透

明。

（三）投資重點資訊

汶萊政府為擺脫對石油的過度仰賴，已大力倡導經濟多元

汶 
萊

INFO
4 經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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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汶萊代表處（駐汶萊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 +673-245-5482、245-5483、245-5485、245-

5486
 緊急電話：+673-895-6338
 www.taiwanembassy.org/BN
2.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經濟組（兼管汶萊）
 電話：+60-3-21620021
3. 吉隆坡台灣貿易中心（兼管汶萊）
 電話：+60-3-20312388
 kualalumpur.taiwantrade.com

在當地之

主要臺/
僑商組織

1. 汶萊台灣商會
 會址： Unit No. 10, 1st Floor, Kg Kiarong, Bgn Majid 

Mohd, Jalan Pasar Baharu, NBD
2. 汶萊留台同學會  www.e-huawang.com/liutai/
3. 汶萊斯市中華總商會（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BSB） 
 （馬來文名稱：Dewan Perniagaan Tionghua）
 電話：+673-2235494/5/6 
 Email：ccc@brunet.bn
4.  馬來奕縣中華總商會（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Kuala Belait）
 電話：+673-3334374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汶萊官方網站（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Brunei 
Darussalam）

 www.pmo.gov.bn
2.  汶萊經濟發展局（Brunei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www.bedb.com.bn

化，目前正努力均衡發展該國經濟，並積極

吸引外資，以加速推動國家發展計畫。

但因人口僅42萬人，市場胃納小，發
展極為有限，故投資後放眼外銷鄰近

各國市場應為可行之道。

（四）金融重點資訊

汶萊有八家商業銀行，國際銀行如

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均已在當地經營數十

年。

062 063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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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Vietnam

越 

南

走在街頭，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林立的高級購物中心，充

滿扶老攜幼的購物人潮，這就是自1986年開始施行改革開放後
的越南。改革開放後，外商投資越南絡繹於途，貿易出口急速成

長。其中，電子業一片欣欣向榮，土地開發與營建業也是蓬勃發

展。

在經濟發展方面，越南國會於2016年4月通過「2016-2020
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計畫」，計劃未來五年之經濟成長率將高於上

一階段的2011-2015年，給市場打了一劑強心針，未來前景看
俏。

越南位於中南半島東岸，北與中國大陸接壤，西接寮國、柬

埔寨和泰國灣，東濱南中國海，南與馬來西亞隔海相望。面積

33.1萬平方公里，約臺灣9.2倍；人口約9,170萬人，約臺灣四
倍。官方語言為越南語，並略通華語、英語、法語，廣東話在華

人之間亦普遍。宗教信仰自由，半數以上人民信仰佛教。越南係

社會主義共產國家，由共產黨一黨專政，國家主席為虛位國家元

首，內閣為最高行政機關，名義上向國會負責；越共中央政治局

為政治最高實權機構。

INFO
1 國家概況 

064 065  國家篇



INFO
2 產業概況

近年來，越南政府持續

招商引資，提供電子製造

業許多投資優惠。許多外

國電子業者亦相中越南社

會穩定、人口年輕、工資

相對便宜等發展利基，於

2000年代後期相繼前進越
南設廠，Samsung、LG、
Panasonic及Intel等國際電
子大廠皆現身越南，其協

力廠商亦尾隨而至，開創另一番電子製造業供應鏈。

紡織同樣是越南重點產業之一，目前越南化學工業尚不發

達，纖維原料自產比例低，人造

纖維幾乎全仰賴進口。再者，越

南生產布及紗的技術水準不夠，

染整技術落後，外資在越南生產

紡織成衣所需原物料及配件多自

國外進口，當地能供應之數量相

當有限。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

依據越南計畫投資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統計，累計至2016年8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2,541件。
2. 投資金額：319億289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越南南部之胡志
明市、平陽省、同奈省及中部河
靜省。

4.  投資主要產業：紡織成衣業、鞋
業、食品加工業、橡膠塑膠製品
業、木製家具業等。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及14個
地區聯誼會、三個產業聯誼會
現任總會長謝明輝先生
會員家數：1,700家
聯絡方式：
E-mail：ctcvnn5@gmail.com
網站：www.ctcvietnam.org

064 065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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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申請越南簽證相關規定，請向越南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查詢，國人在申請簽證時應確實填寫簽證目的，以獲核發

正確之簽證種類。

航班： 越捷航空︰台北／台南／高雄→胡志明市；台北→河內
 香草航空︰台北→胡志明市

  華航、長榮、越南航空及廉價航空越捷Viet Jet Air自台北
均有往返胡志明市及河內航班，自高雄往返胡志明市及河

內則有越南航空。

醫院： 國人若在越南臨時需要就醫，可參考以下就醫資訊（含
網址）：胡志明市新加坡和美醫院（hoanmy.com）、
河內市友誼綜合醫院（huunghihospital.vn）、海防市
越捷友誼醫院（viettiephospital.vn）、平陽省綜合醫院
（www.benhvienbinhduong.org.vn）、同奈省綜合醫院
（benhviendongnai.vn），或參考「胡志明市台灣商會醫
療及緊急應變流程」（vietnamsos.net）。

電壓：220V，使用兩腳圓插頭及兩腳扁插頭。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越雙邊貿易總額約122億5,585萬美元，是我國
第九大貿易夥伴、第七大出口市場與第19大進口來源。越南
財政部公告自2016年8月1日起適用新優惠進口關稅，內容請
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網站（www.trade.gov.tw/World/Detail.
aspx?nodeID=45&pid=569049）。

（三）投資重點資訊

越南具內需及區域市場潛力，外商投資多無持股比例限制

（金融、通訊等行業仍有限制）；惟生產成本漸高、行政效率

有改善空間、人民自尊心強等，投資應遵守法律及合理對待員

工並調整經營策略。更多資訊請參閱經

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台商服務網」網站

（twbusiness.nat.gov.tw）。

越 

南

066 067  國家篇



（四）金融重點資訊

我國在當地銀行包括世越銀行、台北富邦、中國信託胡志

明市分行、第一銀行、永豐金控-美國遠東國民銀行胡志明市分
行、國泰世華廣南省茱萊經濟特區分行、華南銀行胡志明市分

行、兆豐胡志明市分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同奈分行、玉山同奈

分行等。

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越南代表處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84- 4-3833-5501
 緊急電話：+84- 913-219-986
 www.taiwanembassy.org/vn
2.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　
 電話：+84-4-3833-5510 ext.124
 www.taiwanembassy.org/vn
3.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
 電話：+84-8-3834-9196
 www.tecohcm.org.vn
4. 台灣貿易中心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電話：+84 -8-39390837
 hochiminh.taiwantrade.com

當地臺商會

組織

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ctcvn.vn），旗下包括：河內
市、海防市、太平省、北寧省、河靜省、峴港市、同奈
省、平陽省、新順地區、胡志明市、林同省、隆安省、西
寧省及巴地頭頓省等14個分會。另有自行車業、鞋業及
家具業聯誼會等三個產業同業聯誼組織。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越南計畫投資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MPI）  www.mpi.gov.vn

2.  越南工商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電話：+84-4-22202222   E-mail：bbt@moit.gov.vn
3. 胡志明市投資暨貿易促進中心（ITPC）
 www.itpc.hochiminhcity.gov.vn

當地商會
1. 越南商工總會（VCCI）www.vcci.com.vn 
2. 越南紡織協會（VITAS）www.vietnamtextile.org.vn

主要工業區

或自貿區管

理單位

1. 胡志明市加出區暨工業區管委會（HEPZA）
 電話：+84-8-38290405
 Email：invest.dept@hepza.gov.vn
2. 同奈省工業區管委會  電話：+84-61-3892377
3. 平陽省工業區管委會  電話：+84-650-3823984
4. 隆安省工業區管委會  電話：+84-72-3825449

066 067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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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全國民主聯盟於國會選舉中大勝，2016年3月底
翁山蘇姬的親密戰友廷覺宣誓就任緬甸新總統，此時的緬甸民主

之路可以說又邁進了一大步！但也隨著新政府的上臺、美國放寬

經濟制裁、市場開放及外資湧入等因素，讓緬甸經濟有了翻轉的

契機。

在民主的亮麗加持下，國際組織紛紛看好緬甸經濟發展，亞

洲開發銀行（ADB）預估2016年GDP成長率可望達到8.2％，國
際貨幣基金（IMF）則預估成長率可達8.6％，惟其經濟成長仍有
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及持續增加之貿易逆差之隱憂。

事實上，緬甸的發展潛力確實有其端倪可循，例如農林、礦

藏、石油與天然氣等資源都很豐富；2015年經濟成長8.3％，
又遠高於東協4.5％的平均成長率。另外，緬甸的地理位置得天
獨厚，地處中國大陸、印度及中南半島等人口稠密新興經濟體中

心，是貫穿中國大陸西南、中南半島、南亞及中東等新興市場之

樞紐。因此，如果緬甸的現代化能夠快速進展，並解決電力問

題，以及加速基礎建設，相信將帶動製造業、物流、觀光與金融

等產業的發展。

INFO
1 國家概況 

068 069  國家篇



緬甸工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額20%，主要為石油及天然氣開
採。現代化工業基礎薄弱，廠商多屬低階小型製造業。翁山政府

視發展農業為重要國家政策，經引進食品加工和保存的技術與

設備，以提高農業附加價值。電力方面，全國覆蓋率僅40%，城
鄉差距極大，政府規劃2030年達到全國供電目標，以火力發電
廠為電網主要來源，而偏鄉地區則以中小型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為

主。汽車業方面，皆仰賴進口，多數為二手車，各式回收再生汽

配件於保修市場受到歡迎，但因品質參差不齊安全堪慮，目前

Nissan、Ford、Hyndai等車廠積
極規劃在緬組裝。

INFO
2 產業概況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依據2016.9.20駐緬甸代表處經濟組統計，

累計至2016年8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200件。
2. 投資金額：3億5,600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仰光及鄰近省
份。

4.  投資主要產業：水塔及漁具、紡
織成衣、製鞋、農業、飲料包
裝、製鞋業等。

1. 緬甸台商總會
 現任總會長留文達先生
 會員家數：150家
 聯絡方式：
 E-mail：mtbamail@gmail.com
2. 緬甸台灣商貿會
 會長陳添旺先生
 會員家數：130家
 聯絡方式：
  E-mail：mtc.of.ygn@gmail.com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068 069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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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我國民可申請商務及觀光電子簽證，申請網址www.evisa.
moip.gov.mm，簽證效期為三個月，一般觀光簽證期限
28天；（eVisa 50美元）。商務簽證停留期限70天；
（eVisa 70美元）。其餘簽證簽請逕洽緬甸駐臺北商務辦
事處。

航班： 華航目前有班機直飛仰光，飛行時間四小時15分鐘，航
班為每週五班，或隨季節調整。仰光則有直飛曼谷、清

邁、新加坡、香港、達卡、永珍、可倫坡、日本、韓國、

巴基斯坦、印尼、汶萊、等各航線，機票價格依航空公司

而有不同。

醫院： 主要醫療院所：1.Yangon General Hospital：Anawrahta 
Rd, Yangon  電話：+95-1 256 112；2.Asia Royal 
Hospital：No. 14, Baho Street Township, Yangon, Myanma  
電話：+95-1 2304999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緬雙邊貿易總額達2億7,000萬美元，緬甸為我國
第64大貿易夥伴，第52大出口市場，第76大進口來源。主要出
口市場為中國大陸、泰國、新加坡、印度和日本，主要出口產品

包括燃料、礦物、農產品和服裝。主要進口來源地為中國大陸、

新加坡、日本及泰國。緬甸進口產品主要是機械、運輸設備、普

通金屬及其製品。

（三）投資重點資訊

緬甸政府鼓勵外商投資農業、製造業、基礎設施等，但現階
緬 

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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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緬甸代表處（駐緬甸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95-1-657-772
 緊急電話：+95-925-426-9703
 www.roc-taiwan.org/mm
2. 駐緬甸代表處經濟組
 電話：+95-1-657-772
3.  仰光台灣貿易中心
 電話：+95-1 - 8603461
 yangon.taiwantrade.com

當地

臺商會

組織

1. 緬甸台商總會  
 副秘書長：留鈺茹+95-945 005 1135
 E-mail：mtbamail@gmail.com
2. 緬甸緬甸台灣商貿會  
 陳添旺+95-943 042 732
3. 緬甸留台同學會  
 會長：尹開泰+95-1 85 00 77
 E-mail：tsa.myanmar@gmail.com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緬甸商務部（Ministry of Commerce） 
 www.commerce.gov.mm
2.  緬甸投資暨公司管理局（Directorate of Investment and 

Company Administration）
 www.dica.gov.mm

當地商會
Myanmar Federation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UMFCCI）
www.umfcci.com.mm

段因土地價格飆漲暨產權登記不清、基礎建設不足、金融體系

落後及產業供應鏈未形成等，外商投資以基礎建設及天然資源為

主，製造業投資有限。更多資訊請參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

台商服務網」網站（twbusiness.nat.gov.tw）。

（四）金融重點資訊

緬甸當地有五家國營銀行，24家民營銀行，於2014年開放九
家外資銀行在緬經營銀行業務，2016年開放第二波分行執照，
其中我國的玉山銀行和其他三家外銀，同時入榜第二波外銀執照

核准名單。我國目前共有11家銀行在緬甸設有代表人辦事處，
包括第一、國泰世華、玉山、臺銀、合庫、中小企銀、兆豐、新

光、台新、元大、中國信託。

070 071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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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Kingdom of Cambodia

位於中南半島的柬埔寨，舊稱高棉，首都金邊，擁有吳哥窟

古蹟及柏威夏寺兩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
界的文化遺產。柬埔寨經歷多年的戰亂和政局動蕩後，政局日趨

穩定，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積極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人投資。

由於屬於低度開發國家之一，自柬埔寨出口的產品享有歐、美、

日等許多國家的優惠關稅待遇，柬埔寨對外開放政策不斷擴大，

無論是農業、基礎設施與人才資源建設，或是旅遊、金融、交通

運輸、餐飲等產業，成長潛力均極為看好。

柬埔寨總面積18萬1,035平方公里，約為臺灣五倍大。全國
行政區劃分為24個省和一個直轄市。人口約1,518萬，共有20
多個種族，以高棉族為主，高棉語是通用語言，與英語、法語同

為官方語言。

柬埔寨現約有華人70餘萬，約占全國總人數的5％，主要分
布在馬德望、干拉、貢布、茶膠等省，以金邊市的華人最多，約

30萬人。在宗教上，有濃厚的小乘佛教文化氛圍，目前有超過
95％的人信仰佛教，以高棉族最多。
柬埔寨於1993年5月進行首次大選。同年9月，頒布新憲法，

改國名為「柬埔寨王國」。柬國政府由總理、副總理及各部部

長組成王國政府，並由國會中的多數黨領袖擔任總理。國會是國

家最高權力機構和立法機關，每屆任期五年。現任第五屆政府於

INFO
1 國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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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
依據柬埔寨投資委員會（Cambodian Investment 

Board）統計，累計至2016年6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341件。
2. 投資金額：11億9,000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金邊市、施亞努城、
馬德望市、吳哥窟等。

4.  投資主要產業：房地產及土地開發、
農業開發、木材加工、成衣製鞋、旅
遊等。

柬埔寨台商協會
現任總會長張清水先生
會員家數：98家
聯絡方式：
E-mail：tbac@camnet.com.kh

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我國人前往柬國可辦理落地簽證（無當地長期居留身分

者，需備妥返程機票供查驗）。另亦可申請觀光簽證（可

停留一個月），一般簽證（可停留一個月，入境後可延

INFO
2 產業概況

柬埔寨於1999年4月30日加入東協，並於2004年10月
13日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
（W T O）會員國。2 0 1 5年
柬國的GDP達178億美元，較
2014年成長7％，其中工業成長
9.6％，服務業成長7.1％，通貨
膨脹率1.22％。2015年柬埔寨
貿易總額為197.6億美元，創歷
年新高，較2014年成長9％。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2013年9月成立，洪森為總理，設置有九位副總理，15位國務
大臣，27個部會及國務秘書處。

072 073  國家篇



印 

尼

菲
律
賓

泰 

國

馬
來
西
亞

新
加
坡

汶 
萊

越 

南

緬 

甸

柬
埔
寨

寮 

國

期 一 或 三 個

月），或過境

簽證（可停留

五天）。另柬

國亦實施電子

簽證（網址：

w w w. e v i s a .
gov.kh），但
僅限旅遊簽證

且僅可單次使

用（有效期為

簽發之日起三個月，可停留一個月）。

航班： 華航、長榮皆有直航班機往返臺北與金邊。
醫院： 柬國公立醫院有Calmette Hospital（柬國最大公立醫院，

但較舊）；私立醫院主要有福爾摩沙綜合醫院 （Formosa 
Clinic）、Royal Rattanak Hospital（泰國投資，設備先進
整潔）、Preah Ang Duong Hospital（眼科）及Roomchang 
Dental Hospital（牙科）。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柬雙邊貿易總額約7.4億美元，是我國第44大貿易

夥伴、第31大出口市場與第70大進口來源。經濟成長使柬埔寨
人購買力增加，商品與服務需求量也隨之增加，而跨國企業也將

生產基地轉移至柬國，以降低生產成本，同時也可享受歐盟GSP
優惠。外資在柬埔寨經營的產業包括服裝和鞋類製造、農業種

植、農產品加工、旅遊、房地產、運輸、電信和礦產開發等。

韓國投資的產業為製衣、玩具、電子組裝、木薯加工、生化乙醇

等。中國大陸則投資製衣、家具、大米加工等產業；而日本則投

資大型商場、製衣、電子組裝等產業。

（三）投資重點資訊
柬埔寨紡織成衣業及鞋業等，享有歐美日各國之GSP特別優

惠稅率，勞力密集產業具投資吸引力。但長期內戰後，水、電、

道路等基礎建設有待改善，教育尚未普及，罷工事件有增加趨

勢。更多資訊請參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台商服務網」網站

（twbusiness.nat.gov.tw）。

（四）金融重點資訊
近年來，柬國實施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根據柬埔寨

《外匯法》規定，居民可自由持有外匯，且准許經過授權之銀行

操作外匯業務，且在柬國商業主管部門註冊的企業均可開立外匯

帳戶。經由授權銀行進行的外匯業務不受限制，但單筆轉帳金額

柬
埔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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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兼管柬埔寨）

 電話：+84-8-38349160~5
  緊急電話：行動電話：+84-903-927019，越南境內直
撥：0903-927019

 www.roc-taiwan.org/VN/SGN
2.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經濟組（兼管柬埔寨）
 電話：+84-8-38349196
3. 台灣貿易中心駐胡志明市辦事處（兼管柬埔寨）
 電話：+84 -8-39390837
 hochiminh.taiwantrade.com

當地

臺商會

組織

柬埔寨臺灣商會
電話：+855-23-982222 
Email：tbac@camnet.com.kh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柬埔寨投資審議委員會（Cambodia Investment Board） 
 www.cambodiainvestment.gov.kh 
2. 柬埔寨商務部（Ministry of Commerce）
 www.moc.gov.kh

當地商會

1. 柬埔寨商會（Cambodia Chamber of Commerce, CCC）
 www.ccc.org.kh
2.  柬埔寨製衣商會（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in Cambodia, GMAC）
 www.gmac-cambodia.org
3.  柬埔寨旅遊企業協會 （Cambodia Association of 

Travel Agents, CATA） 
 www.cata.org.kh

主要工業

區或特別

經濟區

柬國目前規劃有27個特別經濟區，其中有三個特別經濟區已
開始營運，分別為「金邊特別經濟區」（PPSEZ，網址： www.
ppsez.com/en/）、臺商開發經營的「曼哈頓經濟特區」（網
址： www.manhattansez.com），以及中國大陸紅豆集團開
發之「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網址：www.ssez.com/index.
asp）。

在1萬美元（含）以上，授權銀行應向國家銀行報告。
另柬國採自由浮動匯率，也是世界上除美國外，美元可以直

接在市場流通的少數國家之一。柬國貨幣為里耳（Riel），與美
元之匯兌為：1USD= 4,094.67 Riel（2016年8月），在柬國之
大宗交易皆用美元，當地貨幣僅在小額交易或零錢上才使用到。

074 075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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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國 Laos

寮 

國

梵唱處處、佛寺林立的寮國，以前稱為老撾，是一內陸國

家，位於中南半島東北部，遼闊的湄公河自西邊蜿蜒而過，在

23萬6,800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裡，涵養了49個民族約691萬的
人口，此地民風保守善良。

寮國有悠久的傳統歷史，上座部佛教在寮國文化中居於主導

地位，從語言到寺廟，以及藝術、文化、表演等，處處都能找得

到它的痕跡。寮國脫離法國殖民已久，然而文化上已吸取了浪漫

的法國風味，加上旖旎的風光及歷史古蹟的魅力，近年來吸引了

大量的觀光客，造就旅遊業的蓬勃發展。

治安良好，基礎建設持續改善，勞工成本低廉，對外資企業

管制又少，同時也鼓勵私人企業的設置，寮國整體經濟因而快

速發展。尤其寮國政府從1986年開始放寬管制以來，經濟開始
起飛，近年來持續7％以上經濟成長率的表現，使其氣勢不容小
覷。

豐富的黃金、銅、鋅等礦藏，是寮國近年來經濟發展的主

力。再加上大興土木進行基礎建設，並享有許多國家提供的優惠

關稅，使其商機無限。

INFO
1 國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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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國主要是以農立國，比重達近73％之人口務農，農業為寮
國GDP的主要來源。該國的產業發展有很大的層面還是依賴天然
資源，包括農、林、礦產等行業。2015年的經濟成長主要是由
礦業、建築業、服務業（主要為旅遊業）及農業所帶動。寮國目

前致力發展水力發電與旅遊業，作為其經濟發展的主力。

目前，寮國是中南半島上重要的電力供應國。2016年以來，
已經陸續對周邊的緬甸、越南提高電力輸出。至2017年前，寮
國預計在南部地區陸續完成四座水力發電廠，最高可以提供每年

約333億1,500萬千瓦的電力。其中供應寮國僅占20.4％，其餘
79.6％均外銷海外。
由於仍屬經濟管制型的國家，政府對於經濟的控制力相對較

大，許多產業仍由國家控制。主要開放的產業有旅遊業，據報

導2015年寮國的國際遊客數達430萬人次，年成長率達3％。紡
織成衣業，根據寮國成衣公會（Association of the Lao Garment 
Industry）表示，紡織成衣業為寮國的五大主要出口產業之一，年
成長值約為5％。
近年來，寮國的礦業已經被公

認為亞洲最有開發潛力的國家，

採礦業占寮國政府收入的12％，
也占國民收入與外商直接投資的

80％、10％。礦業出口貢獻了
該國出口總額的45％。

INFO
2 產業概況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

累計至2016年8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四件。
2. 投資金額：3,580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永珍市。
4.  投資主要產業：礦業、水力發
電、農業開發、木製家具、成
衣、旅遊等。

寮國台商聯合總會
現任總會長薛明哲先生
會員家數：32家
聯絡方式：
E-mail：ctclao.1@gmail.com
網站：www.ctclao.com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076 077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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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國人可向寮國駐外使館或駐外領事單位申請入境簽證，或
憑機票存根至寮國機場海關申請落地簽證；一般建議使用

落地簽證。

航班： 我國目前無直飛班機，可由越南河內轉機或自胡志明市、
柬埔寨金邊市或泰國曼谷轉機抵達。

交通： 境內交通，有計程車及租車服務；不建議乘用其他交通工
具。

醫院： 在永珍市主要醫院，依據中文百科在線資料，有瑪素醫
院、150醫院、103醫院、109醫院和塞塔提臘醫院等。

貨幣： 寮國貨幣為基普（Kip），外匯進出寮國需要申報，攜帶
現金如超過一萬美元，需要申報並獲得同意後才可出入

境。另外，匯兌現金3,000 美元以上應申報。信用卡不普
遍，一般商店並不接受。

飲食： 寮國的傳統美食十分受旅客喜愛，著名的有絞肉沙拉
（Laap）、麵條湯、木瓜沙拉、老撾啤酒、寮國咖啡等。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寮雙邊貿易總額約1,747萬美元，是我國第129大
貿易夥伴、第157大出口市場與第106大進口來源。由於文化相
近度較高，寮國與泰國之貿易及人員來往頻繁，有意拓銷寮國市

場之廠商可以先藉由泰國企業兼顧寮國市場，降低進入風險。雖

然初期可能無法完全掌握行銷寮國之利潤，但長期還是可以得到

一定的保障，並享有東協國家間的貿易優惠。

（三）投資重點資訊

寮國為低度開發國家，經濟發展尚屬落後，各項基礎設施仍

為不足，不利物流發展，最吸引人的產業為礦業，27％的外國

寮 

國

078 079  國家篇



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越南代表處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兼管寮國）
  電話：+84-4-3833-5501
  緊急電話：+84-913-219-986
  web.roc-taiwan.org/vn/index.html
2.  駐越南代表處經濟組（兼管寮國）
  電話：+84-4-3833-5510轉124
3.  曼谷台灣貿易中心（兼管寮國）
  電話：+66-2- 6514470 
 bangkok.taiwantrade.com/

當地

臺商會

組織

寮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The Council of Taiw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Lao） 
www.ctclao.com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寮國國家旅遊局（Tourism Marketing Department, Lao 
PDR）  

 www.tourismlaos.org
2. 寮國國家貿易網（The Lao PDR Trade Portal） 
  www.laotradeportal.gov.la/index.php?r=site/index

當地商會
寮國工商總會（Lao 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www.laocci.com

投資集中在礦業上；產業發展仍以民

生用品、一般消費、輕工業等附加價

值較低的加工製造為主。更多資訊請

參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台商服務

網」網站（twbusiness.nat.gov.tw）。

（四）金融重點資訊

為深耕東南亞市場，目前在寮國設

點營業的國內銀行有：

1.  第一銀行寮國永珍分行 First Bank-Vientiane Branch 
 電話：+856-21-415318   Email：i928a@firstbank.com.tw
2.  國泰世華寮國永珍分行 
 Cathay United Bank-Vientiane Capital Branch  
 電話：+856-21-255688  傳真：+856-21-255686

078 079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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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India印 

度  

談到印度，讓人印象深刻地莫過於電影「三個傻瓜」中傲視

全球的數理天才，浮現在我們腦海中的地標莫過於融合印度與伊

斯蘭建築風格的泰姬瑪哈陵，流傳數千年的調和身心的體操「瑜

伽」。事實上，印度也是繼美國、俄羅斯、歐盟之後全球第四位

成功探測火星的科技先進國家。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印度，如今正

以「21世紀世界工廠」之姿崛起於全球經貿板塊。
印度國土面積316.6萬平方公里，為臺灣91倍，居全球第七

位。至2016年8月為止，印度總人口逾13.1億人，僅次於中國
大陸，其中25至54歲以下人口占總人口數40.74％，國民平均
年齡為28歲，可以說是年輕且充滿生命力的「南亞巨國」。
莫迪於2014年5月上任印度總理後，全球再度掀起了新一波

的「印度旋風」，特別是力倡「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
政策，積極到海外招商，企圖讓印度成為「全球製造中心」，也

因此吸引無數外商爭相赴印度投資。

蔡英文總統2012年9月份曾赴印度進行為期十日的「產業考
察之旅」，建構臺灣與印度產業經貿合作在未來的戰略思維，

並在2016年5月20日的就職演說中，特別強調印度是未來臺灣
對外經貿交流的重點市場。蔡總統曾言：「印度攸關臺灣全球布

局」，可見印度這個「南亞巨國」在未來全球經貿版圖中的重要

性。

INFO
1 國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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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主要產業包括：汽車製造業、綠能產業、通訊產業、

製藥業等。

國際汽車製造組織指出，2015年印度汽車產量已達421萬
臺，居全球第六位，該產業占該國GDP比重為7.1％。
綠能方面，預估到2030年，印度將成為全球第三大能源消費

國。印度新能源與再生能源部於2014年12月估計印度太陽能發
電潛能約有750GW；印度照明用電占了大約20％的國家用電
量，印度LED照明市場預估在2021年將達到22億美元。
通訊產業方面，Occams Business 研究與諮詢公司預測，印度

雲端服務市場預計從2010年到2020年的年複合成長率將高達
76％，達到150-180億美元的市場規模。
製藥業方面，印度商工部指

出，印度將於2020年成為全球
第三大市場。就藥品品項數量

而言，全球近二成的非專利藥

（generic medicines）由印度製
造，是最大的非專利藥品出口

國。

INFO
2 產業概況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

累計至2016年8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60件。
2.  投資金額：3億2,400萬美
元。

3.  投資主要地區：德里、孟
買、班加羅爾、清奈、阿
美達巴等地區。

4.  投資主要產業：電機電
子、鋼鐵、製鞋、醫療器
材、資通訊等。

1. 德里台灣商會
 會長：柯喬然先生
 會員家數：36家
 聯絡方式：
 E-mail：t.c.c.delhi.india@gmail.com
 網站：www.tccd.in/content/15
2. 孟買台灣商會
 會長：曾小莉女士
 會員家數：20家
 聯絡方式：
 Email： jennifermakh@hotmail.com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080 081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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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旅遊：詳見印度台北協會官方網站：www.india.org.tw 
簽證：  1.臺灣居民持有有效身分證者。2.外國人持有六個月以

上有效效期居留證者。3.簽證申請步驟：臺灣護照申請
電子觀光簽證，印度電子觀光簽證於2015年8月15日開
始於線上受理中華民國國籍護照，請點選線上申請網頁

E-TOURIST VISA選項：indianvisaonline.gov.in/visa/tvoa.
html。

航班： 臺灣到印度直飛的班機只有中華航空直飛印度新德里
（Dehli），星期二、六出發，此為最方便快速的方式。

醫療： 當地私立醫院提供醫療服務較公立醫院為佳，外籍人士如
有醫療需求，可前往如hindi.samsunghospital.com、www.
narayanahealth.org等醫療機構就診。

飲食： 建議在飯店用膳與飲用礦泉水。
住宿： 由於觀光業發達，印度各級旅館林立，建議投宿四星級以

上飯店以確保安全。

交通： 到了印度境內有國內飛機、巴士、包車、 taxi、捷運及
Auto rickshaw。Auto rickshaw是印度街頭最好的導遊，但
切記上車務必談好價錢，下車再付費。租車：透過下榻旅

館租車較有保障。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灣與印度雙邊貿易總額約48.11億美元，是我國第
18大貿易夥伴、第16大出口市場與第22大進口來源。目前，我
國銷往印度主要產品包括汽機車零配件、各式機械設備、模具、

整廠設備、資訊產品、電子零組件、化工原料及高品質人纖布料

等，原因為是印度為保護性較強之市場，目前可順利銷入印度市

場產品，大多是印度本身無法製造生產，或生產不足之品項。

（三）投資重點資訊

印度政府推動「在印度製造」、

「數位印度」、「科技印度」、

「智慧城市」等政策，積極吸引各

國投資與技術合作，適合投資印度

產業包括電子及資通訊、車輛零組

件、綠能、基礎建設、醫療器材、

印 

度  

082 083  國家篇



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印度代表處 （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
 電話：+91-11-4607-7777
 緊急電話：+91-981-050-2610
 www.taiwanembassy.org/in
2.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
 電話：+91-11-4607-7777     
3.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孟買辦事處
 電話：+91-22 - 22163074
 mumbai.taiwantrade.com
4.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清奈辦事處
 電話：+91-44- 30063616
 chennai.taiwantrade.com
5.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加爾各答辦事處
 電話：+91-33-40042796
 kolkata.taiwantrade.com 

當地

臺商會

組織

1.印度德里台灣商會 E-mail：t.c.c.delhi.india@gmail.com 
2.印度孟買台灣商會 E-mail：jennifermakh@hotmail.com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商工部商業部門（貿易、反傾銷調查、FTA、WTO）：
commerce.nic.in 

2.  商工部產業政策暨推廣部門（投資、產業政策）：
 dipp.nic.in 
3.  財政部中央貨物稅及關稅局（關稅、進出口規定）：

www.cbec.gov.in
4. Invest India（投資協助）：www.investindia.gov.in

當地

商會、

公協會

1. Maharasthra州通商產業總會：www.mcciapune.com 
2.印度商工總會網站：ficci.com 
3.印度工業總會網站：www.ciionline.org
4.印度聯合商工會網站：www.assocham.org
5.PHD商工會網站：www.phdcci.in 

機械、食品加工等。更多資訊請參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台

商服務網」網站（twbusiness.nat.gov.tw）。

（四）金融重點資訊

中國信託印度新德里分行於1996年設立，
為我國目前唯一在印度設分行者。2012年又
在印度南部Sriperumbudur設立第二家分行，
藉由南北據點串聯，提供印商、臺商及其他

外商在地金融服務。

082 083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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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Pakistan

巴
基
斯
坦

紡織業是巴國的經濟支柱，也是賺取外匯的主力。目前，全

國有紡織廠435家，從事軋棉、紡紗、織布、加工及成衣製造，
產值約占巴國工業產值的四分之一，占GDP的8％，就業人數約

在波斯語中，巴基斯坦意為「聖潔的土地」或「清真之

國」，95％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是一個多民族伊斯蘭國
家，同時也是南亞地區第二大經濟體。

巴基斯坦面向印度洋，西與阿富汗、伊朗相鄰；東與印

度、中國大陸接壤。面積79.6萬平方公里，約為英國與法國
面積之合，人口約1億8,890萬人。首都位於伊斯蘭馬巴德
（Islamabad），官方語言為烏爾都語（Urdu）和英語。

2015年國內生產毛額2,478億美元，國民平均所得1,429美
元，經濟成長率3.7％。
曾為英國殖民地的巴基斯坦，承襲英國內閣制議會政治，設

參議院（上院）及國民議會（下院）兩院。總統由上下兩院及

各省議會組成的選舉人團選出，任期五年，連選連任不得超過兩

屆。總理則由國民議會選出。  

INFO
2 產業概況

INFO
1 國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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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3 臺商資訊

占工業就業人數的40％，其出口值占全國總出口值60％，也居
全球排名第12。但目前由於投資放緩、高利率及能源短缺等不
利因素，導致巴國很多紡織廠關門，紡織業競爭力低於中國大

陸、印度和孟加拉等鄰國。

食品產業是巴國的第二大產業，目前有超過1,000家的大型
食品工廠，另有為數眾多位於鄉村的工廠，其中約75％以非組
織的型態經營。由於西化的影響，速食已經成為巴國飲食的一部

分，超級市場也成為人民採購的重要場所，所採購的食品約占

10％。其他主要產業尚有能源產業、汽車零配件產業及製藥產
業等。

近年來，巴國經濟穩定成長，信用評等獲國際機構有效提

升。該國政府為改善基礎建設並拉近城鄉差距，積極進行基礎建

設，相關產業商機看俏。再加上，在中巴確定將合作建立「中巴

經濟走廊」後，除了中國大陸企業對投資巴國的興趣增溫之外，

也吸引外資及臺商的關注，惟該經濟走廊因通過喀什米爾巴國占

領區，已引起印度高度關切。

巴國潛力產業有家具產業和紙業。目前全國有登記的家具廠

商約700家，但另有為數眾多聚落型態的中小型工廠，巴國家具
出口對象達80餘國。由於技術能力純熟的勞工充足，加上政府
的刻意扶植及業者的正確投資，巴國家具產業發展十分看好。此

外，巴國目前約有100家造紙廠，整體產業年產能為65萬公噸，
較具規模的造紙廠有26家。由於紙及紙板的需求持續增加，產
業發展可期。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臺商投資概況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依據德黑蘭台灣貿易中心統計，累計至2016年8月

         1.投資家數：一家                        2.投資金額：約五萬美元
         3.投資主要產業：進出口貿易

084 085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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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巴國在我國無核發簽證的機構，請自行或請託他人或代辦
前往巴基斯坦駐香港領事館辦理。

航班： 我國至巴基斯坦目前無直達航班，須在曼谷、香港或杜拜
轉機，票價約新臺幣2萬5,000-3萬3,000元，曼谷至喀拉
蚩飛行時間2.5小時。

交通： 機場與市區之間交通建議採用計程車，費用便宜，惟上車
前須先談妥價錢。租車費用約每天一萬盧比，租車公司

均附司機。其他交通工具，如市區有公共汽車、機動三輪

車。

醫院： 當地急難救助專線：報警15、火警16、救護車115。位
於兩大城市喀拉蚩和拉合爾之教學醫院：

 1.Civil Hospital Karachi  chk.gov.pk
 2.Jinnah Hospital, Lahore  www.aimc.edu.pk/jhl.html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灣與巴基斯坦雙邊貿易總額約6.5億美元，是我國
第46大貿易夥伴、第38大出口市場與第51大進口來源。為有效
拓展巴國市場，建議我業者應集中力量在喀拉蚩及拉合爾兩大城

市。主要原因為巴國城鄉發展差距極大，大部分的市場活動及購

買力，集中大都市及其周邊都市。而喀拉蚩及拉合爾兩城市分別

為巴國的商業中心及工業中心，並分屬於信地省及旁遮普省，該

兩省人口占巴國總人口的79％。因此，掌握該兩大城市，即可
掌握大部分的巴國市場。

巴國持續推行工業自主的政策，有關工業發展所需產品之拓

銷應為首要，如我國所擅長的塑膠射出成型機械、紡織機械、金

屬加工機、工具機、模具等。此外，我國的手機、資訊產品、汽

車零件等亦值得拓銷。

巴國社會治安不佳及商業付款不便，我業者在接單之時，除

應堅持信用狀付款外，對初次交易對象，則應多加徵信。

巴
基
斯
坦

086 087  國家篇



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沙烏地阿拉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兼管巴基斯坦）
 電話：+966-11-4881900
 急難求助行動電話：+966- 505-223725
 www. taiwanembassy.org/sa/

2.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兼管巴基斯坦）
 電話：+91-11-4607-7777

3. 德黑蘭台灣貿易中心（兼管巴基斯坦）
 電話：+98-21-88794243
 tehran.taiwantrade.com

當地
臺商會
組織

無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Ministry of Commerce
 www.commerce.gov.pk
2.  Board of Investment（Head Office） 
  www.pakboi.gov.pk

當地商會
公協會

1. The Federation of Pakistan Chambers of Commerce & 
Industry  fpcci.org.pk

2.  Islamic Chamber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ICCIA）  iccia.com

3.   Overseas Investor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OICCI）  oicci.org

主要
工業區或
自貿區
管理單位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Authority（EPZA）
www.epza.gov.pk/index.html

（三）投資重點資訊

近年巴基斯坦積極推行國產企業私有化，以刺激經濟增長，且

自中國大陸取得巨額低利貸款，將投入基礎設施、能源、交通建

設等發展。欲開發巴國市場，可選擇資通訊科技、綠能、機械、

紡織等領域著手，惟巴國政治情勢較為動盪，應留意經商風險。

（四）金融重點資訊

巴國基本上並無外匯管制。外國投資扣稅10％後可以自由匯
出資本和利得。巴國也未對出入境時所攜帶現金和旅行支票加以

限制。

086 087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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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 Bangladesh

孟
加
拉

由世界最高峰喜馬拉雅山往南延伸，遙向印度洋畔的南亞次

大陸，狹處在西藏和緬甸之間的恆河三角洲地帶，數百年來交織

在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等多元文明之下，歷經蒙兀兒帝國和

英屬印度的「東巴基斯坦」等政權更迭，孕育出今日的「南亞黃

金」孟加拉。

深具地理戰略優勢的孟加拉，是印度通往緬甸要衝，面積14
萬5,861平方公里，多屬低窪地，55.4％屬可耕地。人口1億
6,041萬。伊斯蘭教人口占88.3％，印度教10.5％，佛教和基督
教各占不到1％。民風保守，多數習俗遵循伊斯蘭律法，為人治
重於法治的社會，醫療和衛生條件也亟待提升。

孟國首都達卡（Dhaka）人口近1,500萬，為第一大城，主要
港口為吉大港（Chittagong）和蒙格拉（Mongla），主要商業活
動集中在達卡與吉大港，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61％。95％人
口說孟加拉語，政府官員、國際貿易業者或受大學教育者通曉英

文，中下階層多半不諳英文，文盲高達30％，普遍缺乏專業技
術。

近年來，孟國貧窮比率平均逐年下降7.5％，主因於政府致
力於民生工業發展、農村設施改善及針對極貧窮人士的低額信

貸流動等因素，讓該國平均收入及購買力隨之成長。總理Sheik 
Hasina也以「黃金孟加拉」（Golden Bengal）為口號，盼脫貧
致富，發展中產階級。

INFO
1 國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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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國經濟成長動力主要來自紡織成衣業、真皮製品、黃麻製

品、造船及農漁養殖等產業，主要外銷至歐盟、加拿大及日本等

免關稅優惠國家，憑藉著免稅優惠、豐沛勞動力和低廉工資，孟

加拉紡織成衣業、真皮製品、黃麻製品及農漁養殖等產業均欣欣

向榮。近年來隨著經濟持續成長，物流、連鎖超市、餐飲等服務

業，也有潛在商機。

孟加拉成衣長期穩坐全球第二大成衣代工出口國地位，僅

次於中國大陸，雇用員工逾400萬人，製造能力已可承接Wal-
Mart、NIKE、Levi Strauss、H&M、GAP、Zara及Uniqlo等知名品
牌訂單。

孟國每年外銷漁產品逾五億美元，主要出口至歐美國家。孟

加拉造船業發達，主要專營小型貨櫃，以外銷歐亞地區為主。

INFO
2 產業概況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2016.9.20提供）
依據孟加拉達卡台貿中心統計，

累計至2016年8月

臺商組織

1.投資件數：46件。
2.投資金額：2億9,000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達卡、吉大港等地
區。

4. 投資主要產業：紡織成衣、皮革、製
鞋、磁磚、PVC門板天花板、拉鍊、
自行車、家具等。

孟加拉台灣商會
會長：蘇清榮先生
會員家數：40家
聯絡方式：
E-mail：rorysu123@gmail.com

088 089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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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申請孟國簽證可請旅行社至香港或泰國等地之孟國駐外領
事館代辦簽證，或在孟加拉機場憑當地公司邀請函申請落

地簽證，效期最長可至30天，費用每人51美元。
航班： 我國至孟加拉目前無直達班機，須在香港、曼谷、吉隆

坡、新加坡或廣州轉機。

醫院： 外國人在孟國如有醫療需求，可至位於達卡市中心
的Square Hospital（+91-880-2-8144400）或Apollo 
Hospital（+91-880-1860-500-1066）。上述醫院醫療設
施較佳，醫療水準和服務品質也較有保障。

交通： 孟國週末假日為星期五，政府單位、銀行、學校放週五及
週六，星期日至四上班。在孟國雖可使用國際駕照，但交

通壅塞複雜，車輛靠左行駛，不建議自行駕車。租車公司

均附司機，可向住宿旅館洽詢。

飲食： 孟國的自來水多含砷等重金屬有害人體物質，不可飲用，
建議購買密封之瓶裝水、礦泉水或果汁；午餐時間為下午

一點半以後，正式晚餐八點半以後。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灣與孟加拉雙邊貿易總額約9.9億美元，是我國第
39大貿易夥伴、第27大出口市場與第66大進口來源。孟國長期
外匯短缺，金融管制嚴格，加上政府規定進口貿易均不得電匯，

只能以信用狀付款，造成交易上諸多不便。目前，孟國之美元由

中央銀行控制，銀行常有美元不足而無法付款之情形。進口商雖

已付款給銀行，但信用狀卻經常延遲不能兌現，尤以國營銀行問

題最為嚴重。

孟
加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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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兼管孟加拉）
 電話：+91-11-46077777

2. 達卡台灣貿易中心
 電話：+91-880 - 2-9840704
 dhaka.taiwantrade.com

當地
臺商會
組織

孟加拉台灣商會（Taiw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Bangladesh） Email：tccb.dhaka@gmail.com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孟加拉投資署（Board of Investment, BOI） 
 www.boi.gov.bd
2.  孟國加工出口區總管理局（Bangladesh Export 

Processing Zone Authority, BEPZA） 
 ww.epzbangladesh.org.bd

商會、
公協會

孟加拉聯邦商工總會（The Federation of Bangladesh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FBCCI） 
www.fbcci-bd.org

（三）投資重點資訊

孟加拉雖為低度開發國家，惟擁有充沛廉價人力，並致力發

展出口導向產業，又有歐盟等國給予免稅優惠及援助，且近年

來中產階級大幅增加，民眾消費水準提升，投資孟國可兼顧內

外銷市場。另孟國基礎建設相較落後，投資應注意隱藏成本。

更多資訊請參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台商服務網」網站

（twbusiness.nat.gov.tw）。

（四）金融重點資訊

孟加拉目前共有65家銀行，其中包括四家國營銀行、32家孟
資私人銀行、九家外商銀行、八家伊斯蘭基

金銀行及12家土地農業專業銀行。孟國
銀行大多發行提款卡及支票簿給開戶

者，信用卡以在大城市內使用為主。

孟國實施嚴格外匯管制，幣值相對

穩定。目前，孟加拉外匯匯出仍需

申請特別許可，其中國營銀行延遲

或藉故拒絕付款情形極為嚴重，國際

性的銀行則較安全。

090 091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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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 Nepal

尼
泊
爾

有「山國」之稱的尼泊爾，位於南亞山區，喜馬拉雅山脈中

段南麓，境內山巒重疊，擁有世界十大高峰中的八座，還包括世

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聖母峰），這些高峰為尼泊爾孕育出無

數崇山峻嶺、溪谷、冰河，是世界級登山客的最愛，也為尼泊爾

帶進不少登山財與觀光財。

尼泊爾北鄰中國大陸，西、南、東三面與印度接壤，因此深

受西藏及印度文化影響。面積14萬7,181平方公里，地勢南高北
低，丘陵地形，河流多發源於中國大陸西藏地區。主要經濟區在

該國南部，首都加德滿都位於中部河谷區。

2015年尼泊爾人口總數3,155萬人，根據世界銀行及聯合國
估計，2016年人口總數將為2,890萬人。尼國宗教信仰豐富多
元，八成人口是印度教徒，一成為佛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及其

他宗教徒占一成。由於深受印度教及佛教的影響，在尼國街頭到

處可以看到信奉不同神祇的各式廟宇、寺院，首都加德滿都更有

「滿天神佛之都」的稱號。由於宗教色彩濃厚、人文豐富，因此

吸引不少宗教人士及觀光客到尼泊爾朝聖及攬勝，對尼泊爾的經

濟，貢獻不少。

主要政黨包括尼泊爾大會黨、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

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等。2013年第二屆制憲會議後由大
會黨、尼共（聯合馬列）組成聯合政府。2016年8月3日由
598席尼泊爾議會選出在野黨尼共（毛主義）領袖普拉昌達
（Prachanda）為第24任新總理。

INFO
1 國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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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財政年度，該國第一產業（農業）占比31.7％，主要產
物包括豆類、水稻、玉米、小麥、甘蔗、黃麻、根莖類、牛奶、

肉；第二產業（民生工業）占比15.1％，主要產品有地毯、手
工藝品、紡織品、小米、黃麻、糖和油籽軋機、菸、水泥和磚。

服務業占GDP的53.2％，主要為旅遊業。
該國生活消費品、生產原材料、原油等均須仰賴進口，印

度、中國大陸為該國前兩大貿易夥伴，2015年自印、中兩國進
口占總進口61.4％及15.4％。旅遊業亦為該國重要外匯來源，
基礎建設及環境保護方面大量依賴外援。

尼泊爾具潛力產業有水力發電及電信業。該國水電資源豐

富，且為政府列為優先重點發展行業。行動通訊市場增長快速，

2015年底行動通訊滲透率達105.2％，用戶數達2,785萬人，
2016 - 2020年將持續增長。

INFO
2 產業概況

目前尚無臺商投資。

INFO
3 臺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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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我國人持護照可備二張二吋近照，於加德滿都機場辦理落
地簽證，15日效期簽證費25美元。

航班： 可搭乘泰國航空（每日均有班次），於曼谷過夜轉機，或
國泰航空於香港轉機（隨季節調整航班日期，非每日航

班），當天可抵。

醫院： 當地私立醫院提供醫療服務較公立醫院為佳，外籍人士如
有醫療需求，可前往如Norvic International Hospital等醫療
機構就診。

交通： 當地計程車駕駛多可以英語溝通，跳表計價。也可透過下
榻旅館租車較有保障。

住宿： 由於旅遊業發達，尼泊爾各級旅館林立，亦有平價民宿可
供選擇。

飲食：當地衛生條件尚不完善，建議飲用礦泉水。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灣與尼泊爾雙邊貿易總額約900萬美元，是我國第
153大貿易夥伴、第142大出口市場與第146大進口來源。尼國
政府1992年制定禁止及限量貿易商品目錄，並對後者實施授權
管理，不定期公布於「政府公報」，惟已逐漸減少，已達自由貿

易目標，其餘商品允許所有尼商自由經營。

（三）投資重點資訊

尼泊爾政府對外積極招商之重點產業包括農業、觀光、水利

工程、採礦、基礎建設、資通訊科技等，並設立單一窗口提供外

商投資之諮詢與輔導服務。惟目前尼國基礎建設相較不足，電力

短缺情形嚴重、聯外交通亦不甚便捷，較不適合製造業投資。

（四）金融重點資訊

尼泊爾中央銀行（Nepal Rastra Bank） 根據金融機構信用
狀況，將金融機構分為商業銀行（計31家）、開發銀行（87
家）、金融公司（79家）、小型信用開發銀行（21家）等。

尼
泊
爾

094 095  國家篇



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印度代表處（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 
 （兼管尼泊爾）
 電話號碼：+91-9810502610  
 印度境內直撥：0-9810502610 （德里地區免撥0）
 www.taiwanembassy.org/in

2.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兼管尼泊爾）
 電話：+91-11-46077777

3. 達卡台灣貿易中心（兼管尼泊爾）
 電話：+91-880 - 2 - 9840704
 dhaka.taiwantrade.com/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
 地址：Singh Durbar, Kathmandu, Nepal
 E-mail：moev@mof.gov.np
2.  文化、旅遊及民航部（Ministry of Culture, Tourism and 

Civil Aviation）
 地址：Singha Durbar, Kathmandu, Nepal
 E-mail：motca@net.net.np
3. 工業部（Ministry of Industry）
 地址：Singha Durbar, Kathmandu, Nepal

當地商會

1. 尼泊爾商工總會（Nepal Chamber of Commerce）
  會址： Chamber Bhavan, Kantipath, POB 198, 

Kathmandu 
 E-mail：chamber@wlink.com.np
2.  尼泊爾外國投資促進中心（Nepal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Center, 官方機構）
 地址：PostBox：GPO 20416, Kathmandu, Nepal
 E-mail：ssi17@hotmail.com
3.  Lalitpur商工會（Lalitpur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LCCI）
 會址： PO.Box：26（Lalitpur）, Mangal Bazar, Lalitpur, 

Nepal
 E-mail：lcci@ntc.net.np

094 095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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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 Sri Lanka

斯
里
蘭
卡

由於斯里蘭卡曾歷經葡萄牙、荷蘭及英國殖民統治，因此到

處可以看到不同文化及建築風貌，尤其是首都可倫坡所呈現的複

合多元的文化氛圍更是強烈，不論是市景或建築形式都可見到夾

雜著現代與西式殖民風格的特殊景象。當然，美麗的海濱、長期

佛教文化的薰陶，讓斯里蘭卡擁有許多古城風韻及迷人的文化遺

產，為斯里蘭卡帶進不少觀光財。

斯國面積南北長約445公里，東西寬約225公里，國土面積
為6萬5,610平方公里，約臺灣兩倍，由九個省和25個行政區
組成。政體採總統制，一任六年；目前總統為Mr. Maithripala 
Sirisena，於2015年1月9日就任。
目前，斯國人口逾2,205萬3,488人，種族多元包括：僧伽

羅族占74.9％，泰米爾族15.4％，其他少數民族占9.7％。
宗教包括：佛教（70.2％）、印度教（12.6％）、伊斯蘭教
（9.7％）、天主教（7.4％）、其他（0.1％）。
緊鄰印度南端，扼印度洋重要戰略位置的斯里蘭卡，自從

2009年結束長達26年內戰後，開始重整經濟，近年來對於各類
商品需求殷切，加上致力國內產業重建，因此熱切歡迎全球企業

前往經商與投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估，2016年斯
里蘭卡經濟成長率將達5％。

INFO
1 國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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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為

主，工業及農業為輔。服務業占

GDP的56.7％，主要行業為批發零
售、交通電信、金融及政府部門服

務。2015年斯國資訊科技、金融
及電信業表現強勁，推動服務業成

長5.5％。
工業占斯國GDP比重33.2％，

主要產業為製造業、營造業、採礦及採石業、水電瓦斯等公用事

業，出口主要集中在紡織品及服裝、橡膠製品、石油產品、寶

石等產品，其中紡織品及服裝占出口比重45.9％。農業占斯國
GDP比重10.1％，最重要的出口作物為茶葉、橡膠及椰子，其
中茶葉對斯國出口最具貢獻，占出口比重12.8％。

INFO
2 產業概況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依據2016.9.20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統計，累計至2016年8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五件。
2. 投資金額：50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可倫坡。
4. 投資主要產業：航運、漁產、珍珠奶茶、成衣等。

無

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斯里蘭卡實施電子簽證，以觀光、商業及轉機名義前往斯
里蘭卡旅客，可事先登入該國電子簽證網（www.eta.gov.
lk/slvisa/）申辦相關類別簽證。簽證以到達日起算，有效
期限為30天，可兩次出入境。

航班： 目前由臺灣到斯里蘭卡無直達國際班機，可搭國泰、亞
航、港龍、阿聯酋、馬航、新航、韓航等，在新加坡、曼

096 097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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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吉隆玻或香港轉機。境內交通在主要城市有火車、巴

士及定期國內航班機等。

醫院： 斯里蘭卡醫院和診所約有500多所，看病非常方便。斯里
蘭卡政府長期以來實行在政府醫院就醫免費的醫療福利，

因此，雖然政府醫院的條件普通，但常常人滿為患，有錢

的病人多去私立醫院就醫。斯里蘭卡私立醫院和診所很

多，但費用相對昂貴。可倫坡著名醫院如下：

政府醫院

  (1)  The National Hospital of Sri Lanka（斯里蘭卡國立醫院）
   www.nhsl.health.gov.lk
  (2)  Sri Jayewardenepura General Hospital  
   www.sjghsrilanka.com

私立醫院

  (1) Durdans Hospital：急救電話1344   
   www.durdans.com
  (2)  Lanka Hospitals：急救電話1566   

www.lankahospitals.com
飲食： 斯里蘭卡各大城市餐館普遍，大城市都有麥當勞、必勝

客、達美樂等連鎖餐廳。辛辣無比的咖哩、椰子食品

Hoppers及Appa是斯里蘭卡人常吃的食物，並有喝上午茶
和下午茶的習慣，特別偏好荷蘭及葡萄牙口味的甜點。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灣與斯里蘭卡雙邊貿易總額約4.7億美元，是我國
第56大貿易夥伴、第40大出口市場與第75大進口來源。斯里
蘭卡的關稅由0％到25％，採四級關稅結構，稅率分別為0％、
7.5％、15％和25％。逾50％的非農產品進口免徵關稅。基本原
材料及進料，如棉花及紡織品，一般免徵關稅或適用較低稅率。

除關稅外，進口商在輸入產品時主要須繳付四種稅費，亦即

斯
里
蘭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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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清奈辦事處（兼管斯里蘭卡）
 電話：+91-44-4302-4311
 緊急電話：+91-99621-49906
 www.roc-taiwan.org/IN/MAA/

2.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兼管斯里蘭卡）
 電話：+91-11-46077777

3.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駐清奈辦事處（兼管斯里蘭卡）
 電話：+91-44-3006-3616
 chennai.taiwantrade.com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The Department of Import and Export Control
 www.imexport.gov.lk

2.  Th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Resources
 www.erd.gov.lk

3.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of Sri Lanka（BOI）
 www.investsrilanka.com

當地商會
錫蘭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Sri 
Lanka, ICCSL）
www.iccsrilanka.com

附加稅、港口及機場發展徵費、特別商品徵費和增值稅。陷入財

政困難的斯里蘭卡政府於2016年3月宣布全面稅制改革，其中包
括於5月2日將增值稅從11％提高到15％，而水、電、衛生及教
育則免徵。

(三)投資重點資訊

斯里蘭卡政府對外積極招商之重點產業包括出口導向之製造

業與服務業、觀光、基礎建設、教育、食品加工、水產養殖、農

業等；另近年亦積極改善投資經商環境，如簡化稅制、強化基礎

建設、培育技術人才等，並由斯國投資委員會擔任協助外商投資

與諮詢之單一窗口。

（四）金融重點資訊

1. 外匯管制規定：入出境申報單並無要求填報隨身攜帶外幣。外
匯透過金融機構進出，則須經申請。

2. 銀行上班時間：星期一上班時間為九時至13時，星期二至星
期五上班時間為九時至13時30分，星期六、星期日及滿月之
日皆休息。

098 099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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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 Bhutan

不 

丹  

目前，不丹主要產業為水力發電、農業及觀光業，三者合計

占全國GDP比重達80％；其中水力發電有90％的電力可供外銷
出口，以賺取外匯，目前最大買主為印度。

不丹，曾被稱為「全球最幸福的國度」、「與世隔絕的香格

里拉」或「人間最後一塊淨土」；是一個在喜馬拉雅山腳下，不

追求「經濟成長率」，只追求「快樂成長力」，並在1974年提
出以「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概
念來取代「國內生產毛額（GDP）」而震驚全球的國家。
以信仰藏傳佛教為主的不丹，總人口約74萬人（July 2015 

est.），主要語言為接近西藏語的宗卡語，由於全國教育普及率
高達九成以上，人民素質高，多數人都會說英語，也成為發展觀

光的基石。

崇尚自然、愛好環保、提倡綠色旅遊的不丹，目前全國的森

林覆蓋率超過70％。同時嚴禁打獵及採礦等，甚至禁止用塑膠
袋，因此不丹的生態環境保持的相當好，國王旺楚克也因此獲頒

國際環保獎章。即使是不犧牲自然環境來成全經濟發展，不丹在

2015年的經濟成長率，也達到7.7％。

INFO
2 產業概況

INFO
1 國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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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無臺商投資。

INFO
3 臺商資訊

不丹北部與中國大陸接壤，

南部由印度包圍，本身無任何港

口，貨物進出口主要依賴印度、

加爾各答及其它印度國內的16
個邊境口岸。多數民生或基礎工

業用所需資源如石油等，大部分

要靠印度進口，民生用消費食品

等，若係進口貨，則多由泰國供

應。

不丹主要出口市場包括印度97.14％、尼泊爾1.4％、香港
0.89％（2015 est.）；主要出口項目：電力（輸印度）、鐵合
金、水泥、鈣化物、銅線、錳及蔬菜油等。主要進口來源國：印

度79.69％、日本6.6％、中國大陸3.16％、新加坡3.88％、南
韓1.36％（2015 est.）；主要進口項目：燃料及潤滑油、客運
車輛、機械及零組件、織物及米等。

對臺商而言，適銷不丹的產品：製造業如醫療器材、消費性

電子產品、電腦及資通訊產品、食品及酒精類飲料、汽車零配

件、建材、綠色能源、民生產業設備如食品加工、農業機械等。

服務業如休閒度假村、旅館、兒童遊樂場、餐飲連鎖加盟及網路

咖啡、燒烤店及麻辣火鍋店等。

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前往不丹若辦理旅遊簽證，需找與不丹當地旅行社有代理
關係的旅行社辦理，費用則包括在旅遊行程的費用裡。至

於商務簽證需找當地的商工會辦理，但若無人引薦，也很

難取得簽證，因此最好有當地的廠商作保，較易取得。

100 101  國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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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 不丹與臺灣時差慢二小時。帕羅（Paro）機場是不丹唯一
機場，距首都辛布65公里。目前飛往不丹的航空公司主要
有不丹航空公司，航線包括從帕羅至新德里、加爾各答、

加德滿都、達卡、曼谷和新加坡，無國內航線。

醫院： 在醫療上，當地人看病免費，政府有補助的藥較便宜，進
口的藥則較貴。不丹各類醫療機構約有730家，其中醫院
31家，前三大如下：

 1. Jigme Dorji Wangchuck National Referral Hospital
  地址：Gongphel Lam, Thimphu
 2. IMTRAT Hospital
  地址：Chhoten Lam, Thimphu
 3. District Hospital
  地址：Trashi, Yangtse

交通： 不丹境內無火車，建議可搭乘一般計程車或租用小巴，但
須留意當地禁止外國人士自行駕車。

飲食： 在餐飲上，除了當地的風味餐之外，還有西藏風味餐、韓
國烤肉及當地人開的中國餐廳。

（二）貿易重點資訊

2015年臺灣與不丹雙邊貿易總額約19萬美元，是我國第213
大貿易夥伴、第207大出口市場與第196大進口來源。不丹於由
簽證限制嚴格，入境不易，因此參加商展為最佳之拓銷管道，欲

參展之我商可透過負責辦展之不丹商工會向該國政府申請商務簽

證，但申辦過程耗時，需於活動前至少三周之作業時間預先辦

理。

目前，當地較有規模及辦理經驗之商展有，每年4月之不丹國
際教育展、6月之不丹國際建材展、7月之不丹農業展及9月之不
丹國際商展，均由不丹商工總會主辦，詳細資料可參考該會網

址：www.bcci.org.bt。

（三）投資重點資訊

不丹人口雖少，但人力素質與教育水平均甚佳，政治與經商

環境相當穩定且安全，重點發展項目包括：農業、觀光、水利工

程、教育、資訊軟體等高附加價值產業；另不丹限制發展任何可

不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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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印度代表處（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 
 （兼管不丹）
 電話：+91-11- 4607-7777
  緊急電話：+91-98201602610 ，印度境內直撥：

0-98201602610 （德里地區免撥0）
 www.taiwanembassy.org/in

2. 駐印度代表處經濟組（兼管不丹）
 電話：+91-11-46077777

3. 達卡台灣貿易中心（兼管不丹）
 電話：+91-880 -2-9840704
 dhaka.taiwantrade.com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不丹經濟部（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www.moea.gov.bt

2.  不丹經濟部產業部門（Department of Industr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www.moea.gov.bt/DoI.php

3.  不丹經濟部貿易局（Department of Trad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www.trade.gov.bt

商會、
公協會

不丹商工總會（Bhut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BCCI） 
www.bcci.org.bt 

能造成環境汙染之產業。

（四）金融重點資訊

主要金融機構有皇家貨幣局（Royal 
Mone ta r y  Au tho r i t y）、不丹銀行
（Bank of Bhutan）等，當地亦有信用
卡的發行及ATM等。除皇家貨幣局、
不丹銀行兩個國家銀行外，尚有Bhutan National Bank、Druk PNB 
Bank Ltd、T-Bank Ltd.等金融機構。這些銀行信用大致良好，只要
進口商之抵押文件充分，信用狀（L/C）或電子轉賬（TT）皆被
接受，但不收受由第三國銀行開出的信用狀。

當地貨幣稱作努（Nu），匯率緊盯印度盧比，且印度盧比亦
可在當地通行使用。雖有外匯管制，惟對外貿易並無過多規定，

電匯支付進口款項亦無金額限制，但是須有相關的進出口許可及

Invoice的相關證明，方可進行匯款或結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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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Australia

澳 

洲

曾是英國流放罪犯殖民地的澳洲，於200年後華麗轉身，成
為全球最幸福國家之一，雪梨和墨爾本兩大城也位列全球最適合

居住城市前三名。

澳洲面積769萬平方公里為全球第六大國，約臺灣214倍大，
卻有與臺灣相近之2,411萬多人口。自1972年廢除「白澳政
策」後，各人種移民湧入，主要分布於東西兩岸五大城區，也廣

納了專業技術人才。在各地常可聽到各國語言，在「唐人街」、

「小希臘區」、「小義大利區」等亦可品嘗到各國美食。在政治

上，由首都特區、北領地及六個州組成聯邦議會國家，總理為最

高行政首長，由每四年選舉獲勝的黨魁擔任。

身為南半球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也是全球第12大經濟體，
2015年澳洲國民生產毛額（GDP）達1兆6,430億澳元，人均所
得為6萬8,989澳元。農礦產豐富，羊毛出口全球第一，被譽為
「騎在羊背上的國家」。鋁礦生產、煤礦出口全球第一；黃金、

鎳、鋅礦生產全球第二；同時也生產鈾礦、鐵礦砂等，因此也被

稱「坐在礦車上的國家」。另液化天然氣、小麥、棉花出口也位

居全球第三，澳洲是極富商機的夥伴國。

INFO
1 國家概況 

INFO
2 產業概況

澳洲最大產業服務業占GDP 的72.6％（其中金融服務占GDP 
8.7％）；工業占GDP的19％（其中礦業占GDP 8.5％；製造業
占GDP的6.2％；建築及營建工程占7.7％）；農林漁業則約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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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致力將澳洲打造為區域金融中心，發展法規環境

及金融專業。澳洲主要四大銀行聯邦銀行（Commonwealth 
Bank）、西太平洋銀行（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澳盛
銀行（ANZ）及澳洲國民銀行（National Australia Bank）皆曾被
全球金融雜誌評選為「全球前50名最安全銀行」之一。
藉英語系國家優勢，澳洲自1972年起積極推動教育服務輸

出，吸引國外學子到澳遊留學，為澳洲創造許多就業機會與外

匯。而中國大陸人赴澳旅遊、搶購房地產及對嬰兒奶粉的需求旺

盛，帶動相關產業蓬勃發展。

澳洲礦產豐富，惟多被外國大財團壟斷，實際收入外流。製

造業占GDP比重雖不高，然高端科技產品如生化電子耳、超音
波掃描器、飛航紀錄器等技領全

球。另環保產業發達，除輸出環

保服務至亞洲高污染國家，其農

林漁產品亦因潔淨無污染形象而

廣受亞洲各國喜愛。因人口高齡

化，醫療與生物科技成為最具潛

力產業。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依據2016.9.20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統計，累計至2016年8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89件。
2.  投資金額： 2 0億

1,967萬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布里
斯本、雪梨、墨爾本
及伯斯等。

4.  投資主要產業：礦
業、蔗糖製造業、生
醫製造業、餐飲業、
批發零售服務業等。

1. 澳洲台灣商會
 會長：陳錦燦先生  會員數：100人
 電話：+61-421-088-888
 網站：www.tcca-sydney.com
 E-mail：Secretariat@tcca-sydney.com

2.澳洲昆士蘭台灣商會
 會長：許柏亭先生  會員數：85人
 E-mail：stanleyhsu@me.com

3. 墨爾本台灣商會
 會長：陳怡伶女士  會員數：70人
 電話：+61-412-037-192
 網站：www.mtcc.com.au
 E-mail：teresachen.au@gmail.com

4. 西澳台灣商會
 會長：林宜慶先生  會員數：20人
 E-mail: philip@ehr.com.au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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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4 經商實務

（一）商旅資訊

簽證： 我國人赴澳洲可以電子郵件（hkng.taiwanapps@dfat.gov.
au）申請簽證，相關資訊及費用請參考澳洲移民局網站：
www.immi.gov.au/allforms/。

航班： 現有華航、長榮直飛布里斯本，華航直飛雪梨及墨爾
本。澳洲國內線有Qantas、Jet Star、Virgin Blue等航班，
各地交通資訊，有如www.visitnsw.com.au、www.sydney.
com、www.visitvictoria.com.au 或 www.visitmelbourne.
com.au等網站供查詢。

醫院： 澳洲醫療費用高昂，建議搭機前在臺事先購買旅行醫療
險，其醫療制度需先看過家庭醫生後轉診醫院或專科醫

生。除急診可直接送醫院外，就醫可找諳華語的家庭醫

生，華人較常就醫的市區診所如下：1.雪梨：Healthpac
（康平醫院） www.healthpac.com.au/cn/；2.墨爾本：
Medical One Dr. Feng Jun 電話：+61-3- 86637000

飲食： 澳洲是多元文化國家，都會區內的商場、購物中心乃至
綜合性商業大樓內，多設有美食區，可品嘗世界各地

美食，可參考下列網站：www.restaurant.org.au、www.
bestrestaurants.com.au。另，澳洲各地皆有其特色簡餐，
俗稱「炸魚薯條店（Fish & Chips）」。

（二）貿易重點資訊

臺澳經濟高度互補。2015年臺澳雙邊貿易總額約89億美元，
是我國第14大貿易夥伴、第14大出口市場與第十大進口來源。
澳洲市場集中於五大城，卻又分散東、西、南岸，訂單多為少量

多樣，分批分地交貨，澳商願支付較高單價，且重視長期關係；

惟無戶籍制，如貿易糾紛或欠款甚難尋人收款。澳洲法令保障

消費者權益，所有的商品務必通過安檢再上市，尤其是食品及電

器。另網購風氣盛，我商可善用網路直銷或於當地設立發貨倉庫

布建品牌。

（三）投資重點資訊

澳洲農礦資源豐富，生化、製藥、資訊等產業實力雄厚，極

具發展實力。澳洲政經環境穩定且勞工素質佳、創業研發及創新

能力亦屬上乘，我商在電子、資通訊產品及週邊設備、機械設備

及金融產業皆具有較佳投資機會。更多資訊請參閱經濟部投資業

務處「全球台商服務網」網站（twbusiness.nat.gov.tw）。

澳 

洲

106 107  國家篇



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駐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61-2-6120-2000
 緊急電話：+61-418-284-531
 www.taiwanembassy.org/AU

2. 駐澳大利亞代表處經濟組
 電話：+61-2-6120-2032

3. 駐雪梨辦事處（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61-2-9223-3233
 緊急電話：+61-418-415-572
 www.taiwanembassy.org/AU/SYD

4. 駐墨爾本辦事處（駐墨爾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61-3-9650-8611
 緊急電話：+61-413-880-934
 www.roc-taiwan.org/AU/MEL

5. 駐布里斯本辦事處（駐布里斯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61-7-3229-5168
 緊急電話：+61-437-921-436
 www.taiwanembassy.org/AU/BNE

6.雪梨台灣貿易中心
 電話：+61-2-9279-4800
 sydney.taiwantrade.com

當地
臺商會
組織

1. 澳洲台灣商 會 secretariat@tcca-sydney.com  
2. 澳洲昆士蘭台灣商會 stanleyhsu@me.com    
3. 墨爾本台灣商會 teresachen.au@gmail.com   
4. 西澳台灣商會 philip@ehr.com.au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澳洲貿易署 www.austrade.gov.au 協助澳商出口與外商
赴澳投資。

2. 外資審議委員會 www.firb.gov.au 

3.  澳洲證券暨投資委員會 www.asic.gov.au 主管澳洲公司
設立登記。

4.  澳洲聯邦法務處 www.legislation.gov.au 可查詢澳洲公
司法令等。

商會、
公協會

1. 澳洲商工總會  www.acci.asn.au
2. 澳洲工業總會  www.aigroup.com.au

（四）金融重點資訊

國際各大銀行均在澳洲設立分行，我國銀行設分行情形：

1.布里斯本：兆豐、第一、中小企銀、台新銀行布里斯本分行籌
備處；2.雪梨：兆豐、中小企銀、合作金庫、華南、玉山、台灣
銀行雪梨分行籌備處及中國信託雪梨辦事處；3.墨爾本：兆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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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 New Zealand

紐
西
蘭

紐西蘭雖地處海角，與世界體系卻有深厚的鍵結，歷經大航

海時代、西方殖民時期和世界大戰，近百年來太平洋先民分批到

紐西蘭建立家園，有著各自的移民故事。

紐國國土面積26萬8,107平方公里，是臺灣的七倍大。有豐
富的煤碳、黃金、水利資源、天然氣、鐵礦和木材等自然資源。

2015年人口約466萬人（毛利人14％，亞洲人11％，紐西蘭歐
洲裔67％與南太平洋島民7％）。紐西蘭政體為內閣制，總理由
議會中多數黨或聯合政府中最大黨派黨魁擔任。紐國致力於保障

社會弱勢團體與毛利原住民特殊優惠性權益，是世界第一個女性

有選舉權的國家，以及亞太地區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作為移民國家，紐國政府主要透過協助企業拓展國際市場之

聯結、加速商業創新活動、吸引外資、強化城市國際競爭力、發

展綠色產業及政府革新等途徑以協助出口，衍生許多商機。而紐

西蘭天然的絕美景致亦帶動全球觀光人潮，為紐國帶來大量的外

匯收入。

紐西蘭的服務業和初級產業對該國經濟貢獻很大，具舉足輕

重之地位。2015年服務業占紐國GDP的69％，初級產業占GDP

INFO
2 產業概況

INFO
1 國家概況 

108 109  國家篇



INFO
4 經商實務

的26.8％，農業占GDP的4.1％。農林漁業等初級產業雖並非紐
國最大產業部門，然而在紐國經濟體系中扮演極為重要角色，特

別是在出口和提供就業機會方面。服務業方面，2015年紐國觀
光旅遊業較2014年成長10％，亦為外匯重要來源。
天然氣為紐西蘭主要自然資源之一。由於地熱資源豐富，大

多數的再生能源產業皆用於發電。紐國已於2015年加入全球地
熱能源聯盟（Global Geothermal Alliance，GGA），再生能源業
發展可期，同時電動車產業亦

具備發展潛力。由於紐西蘭擁

有豐富的再生能源、汽車平均

駕駛距離相對短，以及低比例

的路邊停車等因素，為快速降

低紐國碳足跡，政府對策之一

即為擴展電動車。

更多產業相關資訊詳見
【全球經貿e指通】

INFO
3 臺商資訊

臺商投資概況
依據2016.9.20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統計，累計至2016年8月

臺商組織

1. 投資件數：九件。
2.  投 資 金 額 ： 6 6 2 萬

6,000美元。
3.  投資主要地區：奧克蘭
及基督城等。

4.  投資主要產業：教育、
不動產、旅遊、食品、
電腦維修及一般貿易
等，惟規模普遍不大。

1. 紐西蘭台灣商會（北島）
 會長：施振嘉先生。
 會員家數：68家。
 聯絡方式：
 E-mail：jerryshihnz@yahoo.com
2. 基督城臺商協會（南島）
 會長：賴逸雅女士。
 會員家數：35家。
 聯絡方式：
  E-mail：michelle_lai@westpac.co.nz

（一）商旅資訊

簽證：我國人赴紐西蘭免簽證，停留期限為90天。
航班：目前，中華航空有班機直達紐西蘭，亦可由澳洲等地轉機。

交通： 提醒國人，紐國係靠左行駛，與臺灣相反。境內交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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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火車、巴士、渡輪、租車及定期國內航班機等。

醫院： 非紐西蘭公民或居民其醫療及住院費用昂貴。因此，建議
國人務必在出發前，事先進行醫療檢查，並投保至少一年

之海外急難救助及全額醫療保險。常用就醫資源請聯繫：

 1.  家庭醫生或家庭基礎健康中心（Fam i l y  Med i ca l 
Centre）www.health.govt.nz

 2.  公立醫院 www.health.govt.nz/your-health/certified-
providers/public-hospital，緊急情況撥打：111（救護車、消
防或警察），健康諮詢撥打：+64-800 611-116

飲食： 紐國各式餐廳林立，奧克蘭、威靈頓、基督城及但尼丁等
主要城市有中式、西式、中東、和式、韓式、泰式、越式

及馬來西亞等多種口味之餐廳。國人到紐國，可在超級市

場購得所需之民生用品。

（二）貿易重點資訊

臺紐經濟具互補性。2015年臺紐雙邊貿易總額約12.7億美
元，是我國第37大貿易夥伴、第39大出口市場與第32大進口來
源；我國則為紐西蘭第七大出口市場及第14大進口國。紐國出
口至我國產品以農、牧、林等初級農業產品為主，其中奶粉、肉

品及水果在我市場占比極高；我國出口至紐國則以加工層次及附

加價值較高之電子電機、石油煉製品、金屬等工業產品及原料為

大宗。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於2015年12月1日生效屆
滿兩年，已創造兩國貿易正向成長，並對雙方企業帶來益處。紐

國政府目前將知識密集產業、高附加價值食品飲料業、高價值觀

光客、能礦資源等列為重點發展目標，以提升出口。

（三）投資重點資訊

紐西蘭生產成本高，不適合投資勞力密集產業，在創意研

發、語言文化、生醫及農業具發展優勢，尤其電影、數位內容及

醫療保健等，可善用紐國與歐美市場之緊密關係，在紐國進行投

資布局。更多資訊請參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全球台商服務網」

網站（twbusiness.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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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5 聯絡資訊

政府駐點

1. 駐紐西蘭代表處（駐紐西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64-4473-6474
 緊急電話：+64-274-495-300
 www.taiwanembassy.org/NZ

2. 駐紐西蘭代表處經濟組
 電話：+64-4-4736474

3. 駐奧克蘭辦事處（駐奧克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話：+64-9-303-3903
 緊急電話：+64-272-712-700
 www.roc-taiwan.org/NZ/AKL

4. 雪梨台灣貿易中心（兼管紐西蘭）
 電話：+61-2-9279-4800
 sydney.taiwantrade.com

當地
臺商會
組織

1.  紐西蘭台灣商會（Taiwa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Incorporated）

  tbanz.ocbn.org.tw/

2.  紐西蘭台商協會（Taiwan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tba.org.nz/

當地相關
政府組織

1.  紐西蘭外交暨貿易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www.mfat.govt.nz
2.  紐西蘭海外投資辨公室（Overseas Investment Office - 

Land Information New Zealand）   
 www.oio.linz.govt.nz 

3.  紐西蘭商業創新就業部（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www.med.govt.nz

4.  紐西蘭投資局 （Investment New Zealand）
 www.investmentnz.govt.nz

5.  紐西蘭貿易企業局（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www.nzte.govt.nz

6.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New Zealand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fice）

 www.nzcio.com

當地商會
New Zealand Chambers of Commerce 
www.newzealandchambers.co.nz

（四）金融重點資訊

我國銀行業者目前並無在紐西蘭設置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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