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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2018 年 9月出口統計分析 

 

一、 整體出口分析 
 

2018 年 9 月出口 296.2 億美元，為歷年單月次高，較上月增 

4.7%，較上年同月增 2.6%；累計 1至 9月出口 2,501.0 億美元，

創歷年同期新高，較上年同期增 8.1%。 

 就各別市場而言，9 月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口，除東協外，較上

年同月多呈上揚。如美國（+9.4%）、日本（+3.5%）、中國大陸與香

港（+1.9%）、歐洲（+1.7%），東協（-4.2%）。 

 我對新南向市場出口方面，9 月我對新南向 18 國出口合計

57.25億美元，較上年同月縮減 0.5%，其中成長幅度較大的國家依

序為寮國(+74.1%)、巴基斯坦(+59.5%)、澳洲(+46.1)、汶萊

(+14.3%)、印度(+11.3%)、印尼 (+10.2%)、柬埔寨(+5.8%)、斯里

蘭卡(+4.5%)。 

 

二、 產品別出口分析 

 

    9月出口，受國際原油價格走高，積體電路需求轉強，及工作天

數減少與基數偏高交互影響，較上年同月增7.6億美元(+2.6%)，其中

礦產品(+25.0%)、化學品（+18.3%） 2位數大幅成長外，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8.6%）、塑橡膠及其製品（+7.6%）、電機器材(+5.3%)等均

呈個位數成長；其他機械(-1.3%)、資通與視聽產品(-1.3%)、電子零

組件(含積體電路)（-0.5%）微幅下跌，另光學器材(-7.8%)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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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場別出口分析 

 

9 月對主要國家/地區出口，對美出口增幅進 1成最佳，其餘

多呈低度成長，對東協出口續減： 

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出口 123.8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2.3億美元

(+1.9%)； 

對歐洲出口 27.9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0.5億美元(+1.7%)； 

對美國出口 36.2億美元，創歷年單月次高，較上年同月增 3.1億美

元(+9.4%)； 

對日本出口 20.4億美元，較上年同月增 0.7億美元(+3.5%)； 

對東協出口 48.0億美元，較上年同月減 2.1億美元(-4.2%)。   

 

四、 主要國家/地區貿易概況 

 

（一）2018 年 1-8 月主要國家/地區外貿景氣維持向上，其中德

國(1-7月)因機械及醫藥品出口穩健，年增 15.2%最多，新

加坡因非電子類產品出口成長，中國大陸則因手機及其零

件、電腦、積體電路外銷穩定，均增 1成 2，美國、香港、

日本增幅介於 9.0%~9.4%，南韓(1-9月)受半導體、石油製

品出口增加，及船舶輸出減少交互影響，年增 4.7%。 

（二）主要國家/地區因內需暢旺、出口引申需求及原物料上漲帶

動，2018年 1-8月進口亦見走揚，其中中國大陸因對原油、

積體電路及天然氣需求殷切，進口年增 20.9%，德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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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增 16.7%，新加坡、日本、南韓(1-9月)及香港增幅介

於 11.0%~14.3%，美國增 9.4%。 

 

    【圖】 2018年主要國家/地區出進口年增率   

     
資料來源：財政部新聞稿 

   註：臺、韓數據為與 2018年 1-9月，星、陸、美、港、日為 2018年 1-8

月，德為 2018年 1-7月。 

 

五、 總結 

（一）由於全球經濟維持穩健成長，科技創新應用熱度不減，加

以國際原油漲價效益延續，9月出口296.2億美元，為歷年

單月次高，惟隨基期墊高，較上年同月小幅擴增 2.6%；

累計1至9月出口值創歷年同期最高，年增 8.1%，進口亦

增 11.9%。 

（二）9 月主要貨品出口動能不一，以礦產品、化學品受惠於油

價高漲，年增 25.0%、18.3%較強；電子零組件、資通與

視聽產品出口步入旺季， 然因基期墊高，各減 0.5%、1.3%，

光學器材因面板價格滑落，出口續減 7.8%。累計1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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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以礦塑化產品增逾1成6最佳，基本金屬及其製品、

機械、電子零組件各增 12.3%、10.7%、6.7%。  

（三）9 月對主要市場出口多較上年同月上揚，其中對美國出口

規模值為歷年單月次高、年增9.4%表現最佳，對日本成長 

3.5%居次，對歐洲增 1.7%，與美國皆連續24個月正成長，

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增 1.9%，對東協則減4.2%。累計1至9 

月對日本、中國大陸與香港、美國出口規模創歷年同期最

高，分別增 11.4%、10.5%、6.9%。  

（四）時序即將進入中國大陸及歐美年底消費旺季，加上人工智

慧、物聯網、車用電子、生物辨識、高效能運算、5G通訊

技術等新興商機相繼開展，第4季我國出口可望續獲支撐，

惟隨基期墊高而呈低緩增速，另美中貿易衝突未見緩解、

新興經濟體經濟成長走緩、匯率波動及全球製造業競爭加

劇等不確定風險，仍將持續牽制我出口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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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近期中國大陸、歐美日與新興市場經濟走向 

 

各區域近期經濟走向分述如下： 

 

一、 中國大陸市場 

(一)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2018年 8月出口金額為 2,174.3億

美元，1-8月出口累計金額為 16,043.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成長 12.2%；進口金額為 1,895.2億美元，1-8月進口累計金

額為 14,106.9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20.9%。如以 2018年

8 月 7日我財政部海關統計觀之，我 2018 年 7月對中國大陸

出口金額逾 115 億 7,900 萬美元，較上年同月成長 8.1%；1

至 7 月對中國大陸出口金額逾 787 億 1,000 萬美元，較上年

同期成長 13.3%。 

(二) 據中國大陸統計局統計，2018年 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

人民幣 3兆 1,542 億元，較 2017年 8月成長 9.0%，累計 1-

8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人民幣 24兆 2,294億元，較上年同

期增 9.3%。其中，2018年 1-8月累計網上零售額為人民幣 5

兆 5,195億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28.2%。其中，實物商品網上

零售額為人民幣 4兆 1,993億元，增長 28.6%，占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的比重為 17.3%；在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中，吃、穿

和用類商品分別增長 42.7%、23.4%和 29.0%。 

(三) 根據中國大陸統計局數據，2018年 9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指數)為 50.8%，較 8月下跌 0.5%，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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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3.4%，與 8月持平。生活類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57.0%，

比 8月上升 1.8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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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美日成熟市場 

 

（一） 歐洲 

 

1. 財政及貨幣面，依據歐盟統計局今年 9 月 28 日公布的快閃

估計（Flash estimate），歐元區今年 9 月通膨率預估為

2.1％，較上月 2.0%上升 0.1%。其中能源通膨率最高（9.5%，

上月則為 9.2%），接著為食品菸酒（2.7%，上月則為 2.4%），

服務（1.3%，與上月持平）及非能源工業產品（0.4%，與上

月持平）。 

2. 在消費方面，依據歐盟統計局今年 10 月 3 日公布的數據，

今年 8 月份零售貿易量與上月相較，歐元區下降 0.2%，歐

盟 28 國則持平。該項數字與去年同期相較則為歐元區增加

1.8%，歐盟 28國則增加 2.4%。 

3. 就業方面，依據歐盟統計局今年 10 月 1 日公布的數據，今

年 8 月歐元區（EA19）經季節性因素調整的失業率為 8.1

％，較上月下降 0.1%，也較去年同期 9.0%下降，這是歐元

區自 2008 年 4 月以來最佳表現。今年 8 月歐盟 28 國失業

率則為 6.8%，與上月持平，較 2017 年 8 月的 7.5％為佳，

這亦為 2008 年 4 月以來歐盟 28 國的最低失業率。歐盟統

計局估計，今年 8 月歐盟 28 國有 1,665 萬男女失業，其中

1,322 萬屬歐元區，與上月相比，歐盟 28 國失業下降 11.4

萬人，其中歐元區下降 10.2 萬人。與去年同期相較，歐盟

28 國減少 192 萬失業人口，歐元區則減少 141 萬失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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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工業生產指數方面，依據歐盟統計局今年 10 月 2 日公布

的數據，2018 年 8 月與 7 月的工業生產指數相較，歐元區

及歐盟 28 國均上升 0.3%；2018 年 8 月與上年同月相較，

則工業生產指數在歐元區上升 4.2%，歐盟 28 國上升 4.7%。 

5. 在歐元區的家戶儲蓄及投資方面，2018 年第 2 季家庭儲蓄

率為 12.1％，較第 1 季上升 0.1%；家庭投資率則為 9.0％，

與第 1 季持平。 

 

  （二）美國 

 

1. 根據美國商務部 2018 年 9 月 27 日公布的數據，2018 年第

二季實質 GDP 季增率修正值維持 4.2%，略低於市場預估

4.3%，但仍顯示出經濟表現穩定成長。 

2. 經濟諮商理事會(The Conference Board)報告指出，2018

年 9月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升至 138.4，盤旋於 18年新高，接近歷史高點。 

3. 依據 Markit公布的製造業 PMI指數，美國 2018年 9月 PMI

指數為 55.6，升至今年 5 月來高點。新訂單數及產出率加

速至 4個月高，惟製造商對前景的樂觀程度降至本年低點。 

4. 美國 2018 年 9 月份新增就業人數 13.4 萬人，失業率下降

至 3.7%，創下 48年低點。就業增加來源為專業技術服務、

健康照護、交通運輸及倉儲等。 

5.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截至目前已針對原產地為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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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約 500億美元產品加徵 25%關稅，另對價值 2,000億美

元產品加徵 10%關稅，並預計於 2019年 1月 1日加徵至 25%

關稅。由於川普總統曾表示將擴大到所有中國大陸進口產

品，鑒於美中經貿磋商進度尚不樂觀，恐持續對產業與消費

者心理帶來不確定性預期，衝擊全球經濟。 

 

（三）日本 

 

1. 根據 2018年 8月日本財務省貿易統計數據顯示，在出口方

面，由於半導體等製造裝置、汽車等的出口增加，與 2017

年 7 月比出口成長 6.6%。在進口方面，由於原油、液化天

然氣等進口的增加，與 2017年 7月比進口成長 15.4%。 

2. 根據日本總務省 2018 年 9 月 21 日發布結果，2018 年 8 月

CPI指數為 101.6，較上年 8月上漲 1.3%；核心 CPI（排除

生鮮食品）為 101.2，較上年 8月上漲 0.9%，經調整季節變

動因素後與 2018年 7月比上漲 0.3%。 

3. 日本總務省 9月 28日公布，2018年 8月份經季節調整後的

失業率為 2.4%，與 2018 年 7 月比下降 0.1%，市場原先估

計維持在 7月的 2.5%。 

4. 全球知名經濟預測及商業諮詢機構 IHS Markit 公布 2018

年 9月份日本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 52.5（2018年

8月份為 52.5，持平），連續第 25個月保持在景氣榮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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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線 50之上。日本的製造業情況 9月也持續改善，但產量

的增加率為過去 14 個月以來最小。2018 年第三季全體的

PMI平均值為 52.4，與前兩季相比下降。 

5. 消費方面，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 2018年 8月份商業銷售總

額速報顯示，銷售總額與上年同月比增 4.3%，其中躉售銷

售較上年同期比增 5.0%，零售銷售增 2.7%。日本內閣府公

布 2018 年 9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為 43.4，與 2018 年 8 月比

上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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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興市場 

（一）東協主要國家 

世界銀行最新《東亞經濟半年報：駕馭不確定性》指出，近

幾個月來受貿易緊張局勢、美國升息、美元升值和很多新興

經濟體金融市場動盪等多重因素影響，圍繞東亞地區成長前

景的不確定性上升。與此同時，東亞各國，特別是緬甸、菲

律賓和越南等國通膨抬頭。預計泰國和越南 2018年成長保持

穩健，2019 年至 2020 年逐漸放慢，因為內需增強只能部分

抵消淨出口成長減速的影響。印尼則因投資和私人消費前景

改善，成長應能保持穩定。預計菲律賓 2018年成長速度放慢，

但預期的公共投資規模擴大將會在中期促進成長。馬來西亞

增速預計會隨出口成長放緩而減慢，在取消兩個大型基礎設

施專案後，公共投資出現減少。 

 

即使印尼央行持續干預限制貨幣貶值，並從 2018年 5月起 5

度升息，印尼盾依然疲弱不振，匯價於 10月 2日一度貶到 1

萬 5,025印尼盾兌 1美元的低點，創 1998年 7月亞洲金融風

暴以來的新低，為 20 年來首見。彭博（Bloomberg）報導，

印尼盾今年迄今已貶值近 10%，原因包括美國升息推升美元，

以及印尼的龐大經常帳赤字導致經濟易受金融動盪衝擊。另

外油價自 2016年 2月以來已上漲近兩倍，讓身為原油進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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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尼壓力日益沉重。 

 

菲律賓通膨率為亞洲國家最高，經濟學家預測 9 月通膨率可

能升至 6.8%，比 8月的 6.4%更高，反映超級颱風過境摧殘農

作物推升食物價格及油價上漲影響。若上述預測正確，這將

是 2009年來菲國最高通膨率。菲國年初調漲對燃料、含糖飲

料和香菸課徵的稅捐，帶動消費者物價上漲，漲價風潮迅速

擴及供應短缺的稻米，而今年來菲律賓披索對美元貶值逾 8%

更助長通膨壓力。菲國所需的石油，乃至於稻米和玉米等食

品，幾乎都仰賴進口。 

 

越南統計總局於 9月 28日公布最新數據，今年前三季國內生

產毛額（GDP）成長 6.98%，低於第 1 季度的 7.45%，但高於

第 2 季度的 6.73%，其中加工製造業穩定發展，是經濟成長

的主要動力。累計今年前 9 個月，越南 GDP 成長 6.98%，創

下 8年來新高；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 3.75%。 

 

泰國央行於 9月 19日如市場預期維持指標政策利率於 1.50%

不變，該利率自 2015 年調降兩碼至 1.5%以來，近三年半來

皆處在按兵不動的水準。同日，央行公布的經濟預估值中，

2018年出口及經濟成長估值未見調整。路透報導，泰國央行

持續預期今年經濟成長率為 4.4%，出口成長 9.0%。2019 年

經濟成長率預估仍為 4.2%。該行對整體通脹率預估維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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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通脹率目標區間則為 1-4%。 

 

（二）南亞 

1. 鴻海集團準備在印度設廠的計畫已經準備許久，鴻海總裁郭

台銘於 2015 年親口表示，將在印度投資 50 億美元，中期

目標是 2020 年要在印度設立 10 到 12 個據點。至於，

長期目標則是 2025 年要在印度每個省份都設立生產據點，

進行整合製造服務與建立電商行銷的規劃，建立產銷一條龍

布局。鴻海集團規劃在印度設立的新廠區，預計將可容納 15 

萬到 20 萬名的員工。而在硬體設施方面，將包括廠房及宿

舍等生活空間等，幾乎等同造鎮計畫。鴻海集團目前在印度

的投資，主要是由旗下富士康集團的非蘋手機代工廠富智康

來主導。 

  富智康在 2005 年設立印度清奈廠，包括印度新創公司 

Smartron India，中國手機品牌廠一加、小米、OPPO、金立，

台灣手機品牌廠華碩，以及鴻海集團旗下自有品牌富可視等

目前都是富智康清奈廠的客戶。而且，除了硬體製造外，富

智康也在 2015 年投資印度電商巨頭 Snapdeal 母公司 

Jasper Infotech Pvt，以及入股在印度擁有 1 億個註冊

使用者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軟體公司 Hike。 

2. 印度今年第二季經濟成長率來到全球第一的百分之 8.2，成

為外資矚目的市場，加上中美貿易戰，使得日、韓、台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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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汽車、石化、紡織等產業，把印度視為從中國大陸移

轉生產基地的目標國。 

不過，印度盧比今年來對美元貶值約 8%，是亞洲表現最差的

貨幣，執政黨 2019 年春天全國總選舉前景出現陰霾，台商

前進印度，不僅應注意匯率，也應注意政治變化。當地市場

前景至少要等到明春全國總選舉之後才可能明朗。 

3. 巴基斯坦鐵道部宣布，因擔憂債務，巴國最大的中資鐵路計

畫「絲綢之路」將面臨 20 億美元（約新台幣 616 億元）預

算縮減。這項鐵路計畫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一環。巴

基斯坦鐵道部長謝赫拉希德 10月 1日在拉合爾市（Lahore）

說，巴基斯坦是個貧窮的國家，承受不起貸款帶來的巨大負

擔。上述鐵路計畫是修復從喀拉蚩（Karachi）到白夏瓦

（Peshawar）的老舊 1,872公里 ML-1鐵道，最初預計 82億

美元，但出於對成本的擔憂而延期。 

   報導指出，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Imran Ahmed Khan Niazi）

領導的新政府對中國大陸政府投資數十億美元的鐵路計畫

很小心。新政府迫使中國大陸政府重新修改協議，以減少對

債務的依賴或允許其他國家共同投資營運。 

 

（三）東歐 

1. 獨立國協地區整體情勢：依西班牙經濟預測機構 Focus 

Economics 於 10 月 3 日指出，獨立國協地區第二季經濟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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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成長趨勢，惟第三季因全球金融環境緊繃，導致新興市

場波動及 8月底 9月初之國際貨幣暴跌，其中俄羅斯盧布更

於 9 月 10 日觸及兩年以來的低位。如此可見該地區經濟成

長狀況將有所放緩。Focus Economics提到，哈薩克與亞塞

拜然 9月成長率下滑幅度較高，影響整體情勢，故預估第三

季該地區成長率將從第二季的 2.4%微調至 2.3％。 

2. 俄羅斯：依 Focus Economics 10月 3日報導，由於採礦業

和製造業的復甦及世界杯足球賽的舉行讓俄羅斯第二季

GDP成長加速。加上第三季 8月份零售銷售增長及整體失業

率下降，顯示經濟復甦仍然保持穩健。不過，8、9月惡劣的

天氣和疲軟的收成可能會削弱該國農業經濟，而西方制裁的

威脅更使俄國未來金融環境更顯嚴峻。僅管如此，當前上漲

的油價仍一定程度地緩解了該國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所造成

的經濟阻礙。故 Focus Economics 認為，2018 年 GDP 成長

率為 1.8%，與 9月的預測相同。 

3. 烏克蘭：根據 Focus Economics於 10月 3日之報導指出，

勞動市場穩健支撐了私部門消費成長，而公共及私人投資活

動逐漸回溫，亦使該國經濟保持穩定。不過由於 9月 IMF的

訪問尚未達成下筆融資協議以及明年該國大選的不確定性，

致使該國經濟前景仍面臨相當大的風險。Focus Economics 

10月預估，2018年 GDP增長 3.2%，與 9月的預測相同。 

4. 白俄羅斯：Focus Economics 於 10 月 3 日指出，第 3 季白

俄羅斯勞動力市場改善、家庭消費成長強勁及國內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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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顯示該國當前經濟成長仍保持穩定。惟俄羅斯盧布的貶勢

影響該國外匯收入，而使第三季白俄羅斯成長呈現放緩趨勢。

故 Focus Economics 10月表示，2018年經濟成長為 3.4％，

與 9月預測高出 0.1個百分點。 

5. Global Trade Atlas公布俄羅斯最新對外貿易數據，2018

年 1至 7月貿易總額為 3,836億美元(成長 21.69%），其中

出口額 2,478億美元(成長 28.06%），進口額 1,357億美元

(成長 11.56%)。就貿易對象而言，俄國自全球進口增 11.56%、

自歐盟進口增 12.28%、自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

國家進口增 11.56%、自獨立國協(CIS）國家進口增 8.82%。

其他主要國家包括自中國大陸進口增 15.10%、自德國進口

增 14.17%、自美國進口增 10.44%、自白俄羅斯進口增 1.81%、

自義大利進口增 10.97%，而自臺灣進口增 14.13%。 

6. 根據俄國央行數據顯示近 1年俄國盧布兌換美元走勢：2018

年 4月及 8月重貶兩次至 67.6606，雖 9月略有回升，但 10

月仍呈現下跌趨勢(2017 年 10 月 6 日 1 美元兌換 57.5811

盧布；2018年 10月 6日 1美元兌換 66.6270盧布）。 

 

（四）中南美洲 

1.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整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2018 年的經濟成長預測下修至

1.2%；EIU對拉丁美洲 2018年經濟成長的預測僅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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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Insight 的預測值則僅有 0.6%。拉美經濟低迷主

要受到美中貿易衝突威脅區域經濟與貿易，阿根廷的信心

危機加深景氣衰退的陰影，另外政治風險與不確定性也是

拉美地區的重大經濟波動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央行公布 2018年阿根廷的經

濟將萎縮 2.5%，比原本預測的 1.9%負成長高出許多；而

2018年的通貨膨脹也將突破 44.8%，也比原先預測的

40.3%高。另外央行也引述分析師預測的結果表示阿根廷

披索兌美元的匯率將在 2018年 12月達到 43比 1，而且

會在 1年後(2019年 12月)達到 50.4比 1的匯率。自

2018年 10月，阿根廷央行開始針對通膨極不穩定的披索

啟動貨幣基數控管機制，並將浮動匯率設定安全區域(介

於 34 ~ 44披索兌 1美元)，如匯率超出安全區，政府將

介入加以控制。 

2. 巴西： 

美國總統川普 10 月 1 日指控巴西以“不公平”的方式對

待美國企業，他批評巴西是全世界最難維持貿易關係的國

家之一。這是川普上任以來第一次針對這個南美大國開炮，

他認為歷任的美國總統都沒有盡到與巴西談判爭取對美

國企業更好條件的義務。對於川普的砲火，巴西工業、貿

易暨服務部發出聲明反駁，上年單是在貨物交易上美國對

巴西就享有約 9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如果再加上服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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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話則有 2,5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值得一提的是巴西

在 2017 年申請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但是申請案卻

在 2018年審理時受到美國的阻撓。 

3. 墨西哥： 

2018 年 10 月 1 日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三國達成美墨加

貿易協定（USMCA），取代運作二十多年的北美自貿協定

（NAFTA），受到各界高度關注。IMF 預測 2018 年墨西哥

經濟成長約為 2.2%，Global Insight 的預測值則為 1.97%，

預估 2019年大致維持 2%上下的成長水準。 

 

 (五) 亞西地區(包括中東、中亞及西亞) 

1.   亞西地區 2018年 9月份出口實績 

我國 2018年 9月份對亞西地區出口金額為 4億 5,746萬

美元，與 2017年 9月 4億 6,773萬美元相較，衰退 2.2%。 

2018 年 1 月至 9 月出口較上年同期成長的主要國家包括

以色列、阿曼及卡達，而出口衰退的主要國家則包括土耳

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及約旦，茲

將 2018年 1-9月我國對主要亞西國家出口統計及成長率

列表如下： 

2018年 1-9月我國對主要亞西國家出口統計 

                                     單位:千美元 

主要國家 2018年 1-9月 2017年 1-9月 成長率 

土耳其 1,113,354 1,114,24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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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   亞西重點國家經濟概況 

(1) 土耳其: 土耳其是我國在中東地區排名第一的出口

國，近期受到美國經濟制裁，造成貨幣里拉巨幅貶值，

並曾於 1天之內貶值超過 14.3%。為挽救里拉頹勢，

土耳其央行於本(107)年 9 月 13 日大幅調升其指標

利率，使利率升至 24%。在央行調高利息當天，升至

1 美元兌 6.36 之水準。據土耳其統計局(TUIK)，今

年 8月份土耳其通膨由 7月 15.75%升至 17.9%；另

第 2季經濟成長率亦由第 1季 7.3%下滑至 5.2%，顯

示該國經濟成長動能有所趨緩。 

(2) 阿曼: 美中貿易戰持續延燒，巴林、阿曼等中東產油

國紛紛擔心貿易爭端將衝擊經濟，使中國大陸原油

需求減少，需求面將存在風險。阿曼石油部長魯姆希 

Mr. Mohammed bin Hamad al-Rumhy 於 9月 3日提

及，比起伊朗，中國大陸原油需求放緩，才是值得關

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 

987,433 1,022,165 -3.4% 

沙烏地阿拉

伯 

610,754 829,510 -26.4% 

以色列 529,854 526,817 0.6% 

阿曼 452,292 89,817 403.6% 

伊朗 406,710 481,988 -15.6% 

約旦 251,184 282,071 -11.0% 

卡達 147,673 94,479 56.3% 

伊拉克 162,203 33,717 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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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問題。 

若美國與中國大陸爆發嚴重之貿易糾紛，中國大陸

的能源來源將遭受衝擊。根據美國能源情報署(EIA)

的統計數據，中國大陸在 2017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

最大原油進口國，當地日均進口量為 840萬桶、高於

美國的 790萬桶。 

(3) 伊朗:  

美對伊朗制裁影響：金屬、汽車產業已受衝擊，且航

商 2018年 8月撤出伊朗，致物流成本大增，其他非

受制裁貨品貿易亦受影響。 

2018 年 11 月 4 日第二階段制裁後，因石油收入遽

減，伊朗政府補貼物價能力將弱化，通貨膨脹勢將失

控，工商凋敝，失業潮湧現，伊朗的政經前景不容樂

觀。 

我國已配合美方要求，禁止制裁項目的進出口。原協

助我國廠商取得貨款的兆豐銀行可能在 2018 年 11

月停止「臺伊貿易款項清算機制」，且我國銀行已不

辦理透過第三國銀行帳戶之臺伊通匯，導致我國廠

商收款不易。 

美國的制裁促使伊朗尋求金融交易之替代媒介，伊

朗、土耳其及俄羅斯於本 2018年 9月 7日在德黑蘭

舉行三邊會議。伊朗中央銀行行長 Abdolnaser 

Hemati表示，三國同意彼此間的貿易不應使用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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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使用各自貨幣；三國央行官員預計近期將召開會

議研商，以減少美元在全球貿易清算的主控地位。 

 

（六）非洲 

1.   非洲地區 2018年 9月份出口實績及重點國家出口實績： 

我國 2018 年 9 月對非洲出口金額為 1 億 9,826 萬美元，

相較於 2017年 9月 1億 6,253萬美元，成長約 21.9%。 

2018年 1-9月較上年同期出口成長的主要國家包括南非、

埃及、奈及利亞、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及尚比亞，而出

口衰退的主要國家則包括衣索比亞及肯亞等，茲將 2018年

1-9月我國對非洲主要國家出口統計及成長率列表如下: 

2018年 1-9月我國對非洲主要國家出口統計 

                                        單位:千美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貿易統計資料 

      2.  非洲經濟概況： 

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發佈的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

主要國家 2018年 1-9月 2017年 1-9月 成長率 

南非 535,840 470,684 13.8% 

埃及 337,342 271,046 24.5% 

肯亞 62,624 68,834 -9.0% 

奈及利亞 74,611 65,095 14.6% 

阿爾及利亞 65,698 53,967 21.7% 

摩洛哥 48,650 48,916 0.5% 

突尼西亞 32,409 32,050 1.1% 

安哥拉 31,261 20,139 1.6% 

衣索比亞 14,982 21,364 -29.9% 



23  

受益於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經濟將繼

續復甦，預計該地區經濟增長率將從 2017年的 2.8%升至

2018年的 3.4%；2019年將進一步加快至 3.8%，較原先預

測值上調 0.1個百分點。該報告指出，上調主要是由於奈

及利亞經濟前景改善。IMF預計，2018年奈國經濟將增長

2.1%，較 2017 年加快 1.3 個百分點；2019 年將進一步加

快至 2.3%，較原先預測值上調 0.4個百分點。南非經濟目

前表現雖弱於預期，但隨著新政府上臺、市場信心改善、

私人消費逐步走高，經濟有望延續復甦態勢，預計 2018年

和 2019年將分別增長 1.5%和 1.7%。 

3.  非洲重點國家經濟概況 

(1)南非：南非國稅局(SA Revenue Service, SARS)公布統

計資料，本年 8月南非貿易順差 87.9億南非幣，出乎各

界意料。通常 8月份會有較大貿易逆差，過去 7年來南

非 8月平均貿易均為赤字，今年 7月南非貿易逆差 52.9

億南非幣。8月份貿易呈現順差，有助舒緩南非幣貶值

及經常帳壓力，各界並看好南非今年的貿易表現。本年

迄今南非幣對美元已貶值 14%，造成進口品成本增加。

近年來南非經常帳赤字改善，2012至 2015年經常帳赤

字平均超過 GDP之 5%，今年第 2季經常帳赤字占 GDP之

3.3%。 

(2)埃及：埃及央行公佈，外匯存底為 444.19億美元，已創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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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最高水準。埃及每月平均花費 50億美元用於進口，年

度總額超過 600億美元。足以支應 8個月的進口需求，其

中包括外幣包括美元、歐元、澳元，日元和人民幣現匯

411.93億美元、黃金 25.64億美元、特別提款權 6.51億

美元。為削減預算赤字，埃及開始實施一項大膽的經濟改

革計劃，其中包括增加增值稅和削減能源補貼等稅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