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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IHS Markit(簡稱IHS)於2019年5月15日公布的數據估算(詳見表 1)

，2019年第1季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為2.9%，與2018年第4季(上季)相同，

但顯然低於2018年第1季成長3.4%的水準，而2019年全年經濟成長率預測為

2.8%。雖然2019年第1季全球經濟成長幅度與2018年第4季持平，但受到美

中貿易戰緊張情勢升溫衝擊，全球貿易市場壟罩在擔憂情緒中，牽連主要

經濟體的未來經貿展望，普遍呈現下修之勢。 

觀察已開發國家部分，2019年第1季的經濟成長率維持上季相同的

2.0%，各國漲跌不一，其中，美國從3.0%上升為3.2%，德國從1.4%升至

1.8%，法國從1.0%升至1.1%，呈現較上季微幅加速的態勢；同時，英國、

義大利與日本與上季成長率持平；此外，加拿大由1.6%降至1.4%，我國從

1.9%降至1.7%，韓國從3.2%降至1.8%，新加坡從1.9%降至1.3%，澳大利亞

從2.3%降至2.1%，以及紐西蘭從2.5%降至2.4%，與上季相比呈現減速之勢

。在新興市場國家部分，2019年第1季成長率從上季的4.5%微降至4.4%，

各國跌多於漲，其中，俄羅斯從2.9%降至2.0%，巴西由1.1%降至0.9%，墨

西哥從1.7%降至0.5%，印尼從5.2%降至5.1%，馬來西亞從4.7%降至4.3%，

菲律賓從6.3%降至5.6%，泰國從3.7%降至3.6%，越南從5.8%降至5.7%；同

時，中國大陸與上季成長率持平，仍為6.4%；惟印度從6.9%升至7.2%。 

對於2019年全年的經濟成長走勢，IHS預測成長2.8%，與3個月前的預

測一致，漲幅較2018年的3.2%減弱。觀察全球經貿情勢，不確定性有所上

升，隨著美國於5月13日公布擬擴大對中國大陸加徵關稅的產品範圍，中國

大陸也回應將實施反制措施後，美中貿易戰再次升溫，並牽動全球貿易市

場布局。綜合國際主要經濟預測機構的看法，若貿易緊張情勢無法緩解，

全球經濟成長將進一步減速，影響層面也將更為深遠，對於各主要經濟體

的預測，美國2019年將成長2.7%、歐盟成長1.3%、日本成長0.6%，以及中

國大陸成長6.2%，成長率均較2018年減速。 

從貿易面來看，2019年第1季的全球出進口表現明顯惡化，雙雙陷入衰

退格局。2019年第1季全球出口成長率從上季的成長4.1%轉為衰退1.0%，

進口從成長4.3%轉為衰退1.3%。至於2019全年出口成長率預計為0.7%，進

口成長率為0.8%，相較於2018年出口成長9.4%、進口成長10.4%的漲幅水

準明顯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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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經濟預測 

單位：% 

國家(地區)別 
2018     2019(f)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第1季(f) 第2季(f) 第3季(f) 第4季(f) 

實質GDP成長           

全世界 3.2 3.4 3.3 3.1 2.9 2.8 2.9 2.8 2.8 2.8 

已開發國家 2.2 2.4 2.4 2.1 2.0 1.8 2.0 1.7 1.8 1.7 

新興市場 4.8 5.2 4.9 4.7 4.5 4.5 4.4 4.5 4.4 4.5 

俄羅斯 2.2 1.8 2.1 2.2 2.9 1.7 2.0 1.8 1.7 1.4 

巴西 1.1 1.2 0.9 1.3 1.1 1.3 0.9 1.6 1.3 1.5 

北美自由貿易區 2.7 2.5 2.7 2.9 2.8 2.5 2.9 2.5 2.3 2.3 

美國 2.9 2.6 2.9 3.0 3.0 2.7 3.2 2.7 2.4 2.4 

加拿大 1.8 2.2 1.7 1.9 1.6 1.4 1.4 1.2 1.3 1.7 

墨西哥 2.0 2.1 1.5 2.5 1.7 1.2 0.5 1.5 1.4 1.6 

歐盟(包含英國) 2.0 2.4 2.2 1.8 1.5 1.3 1.5 1.3 1.3 1.3 

西歐(不含土耳其) 1.8 2.2 2.0 1.6 1.2 1.2 1.3 1.1 1.2 1.1 

德國 1.4 1.2 1.4 1.6 1.4 1.2 1.8 1.4 0.8 0.8 

法國 1.6 2.2 1.7 1.4 1.0 1.1 1.1 1.2 1.1 1.0 

義大利 1.5 2.1 2.0 1.2 0.6 0.8 0.6 0.5 0.9 1.1 

英國 0.7 1.4 1.0 0.5 0.0 0.0 0.0 0.0 0.1 0.0 

亞太(不含日本) 5.7 6.1 5.9 5.5 5.5 5.3 5.4 5.4 5.3 5.2 

臺灣 2.6 3.3 3.1 2.3 1.9 2.0 1.7 1.9 2.1 2.2 

中國大陸 6.6 6.8 6.7 6.5 6.4 6.2 6.4 6.3 6.2 6.1 

日本 0.8 1.4 1.4 0.2 0.3 0.6 0.3 0.1 1.5 0.4 

韓國 2.7 2.8 2.8 2.0 3.2 1.7 1.8 1.7 1.8 1.3 

香港 3.1 4.6 3.5 2.8 1.4 1.9 0.6 1.6 2.2 3.2 

印尼 5.2 5.1 5.3 5.2 5.2 5.0 5.1 4.9 4.9 5.1 

馬來西亞 4.7 5.4 4.5 4.4 4.7 4.3 4.3 4.2 4.5 4.3 

菲律賓 6.3 6.6 6.2 5.9 6.3 6.0 5.6 6.0 6.1 6.3 

新加坡 3.2 4.7 4.2 2.4 1.9 1.4 1.3 0.5 1.9 1.8 

泰國 4.1 5.0 4.7 3.2 3.7 3.7 3.6 3.2 3.4 4.6 

越南 7.1 7.8 7.7 7.0 5.8 6.5 5.7 6.2 6.6 7.4 

印度*
 7.1 8.0 7.0 6.6 6.9 6.9 7.2 7.7 6.8 6.0 

澳大利亞 2.8 3.1 3.1 2.7 2.3 2.5 2.1 2.1 2.7 3.2 

紐西蘭 2.8 2.8 3.2 2.6 2.5 2.4 2.4 2.2 2.5 2.5 

中東 1.6 2.0 1.8 1.6 1.0 1.2 1.0 1.0 1.2 1.6 

北非 4.1 4.2 4.1 4.3 3.5 4.3 4.3 4.3 4.1 4.8 

南非*
 0.8 1.6 0.7 0.7 0.2 1.2 0.9 1.3 1.1 1.3 

出口           

全球 9.4 14.0 13.3 8.1 4.1 0.7 -1.0 -0.2 1.6 2.3 

進口           

全球 10.4 15.0 13.2 9.8 4.3 0.8 -1.3 -0.4 1.0 2.7 

說明：*表财政年度；(f)表預測值 

資料來源：IHS Markit, 15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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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1季我國內生產毛額(GDP)約4.46兆元新臺幣，成長率1.7%，

其中農業成長2.3%，工業衰退1.9%，服務業則成長2.0%。平均每人名目

GDP成長1.5%，達到189,067元，約合美金6,133元。 

投資方面，2019年第1季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成長6.3%，其中以政

府部門與民間部門投資相對於2018年第1季分別成長6.6%與6.5%，公營事

業投資也成長4.4%，其中民間投資雖然因營業用小客車及飛機等增購減少

，惟國內半導體廠商資本支出增加，整體民間投資仍然維持正成長。 

消費方面，2019年第1季我國國民消費成長0.9%，低於上年同期的

3.3%，其中民間消費成長1.3%，主因綜合商品及無店面零售銷售額仍然維

持成長，受汽機車、資通訊設備銷售不佳等抵銷，整體零售業營業額略減

；而主要服務消費中，餐飲業營業額雖然增加5.8%，惟股票成交值減幅

23.8%，汽車新增掛牌數也減少15.8%，使民間消費無法大幅成長。政府消

費也略減3.3%。 

貿易方面，2019年第1季由於美中貿易衝突仍為緩解，已對全球市場造

成負面影響，依據WTO第1季發布的最新世界貿易展望指標(WTOI)，採用

出口訂單、國際空運、貨櫃港吞吐量、汽車生產銷售、電子零組件及農業

原物料貿易等6個指標加權，以100為景氣擴張與萎縮的分界點，其中僅貨

櫃港吞吐量落在中間分界區間內，其餘指標均低於趨勢水準，整體指數水

準值96.3，為近9年最低，呈現貿易活動萎縮格局。我國出口表現也受到美

中貿易戰的影響，第1季衰退4.2%，進口也小幅衰退0.8%，分別中止連續

10季及9季正成長的趨勢，為此波外貿景氣復甦以來首見頹勢。整體對外貿

易額達1,437億美元，衰退2.7%。 

若以2位碼分類來看，則出口金額衰退最多的為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衰退金額達18.4億美元，不過，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出口則逆勢增加

12.3億美元，如果以變動率來看，則炸藥、煙火品等可燃製品、鎳及其製

品的衰退比率都高達8成以上，礦石、熔渣及礦灰、穀類的成長率也高達8

成以上，惟金額相對較小；若以21類產品來看，則以第十五類卑金屬及卑

金屬製品減少近8億美元最多，其次第六類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第十六類

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附件也分別減少6億美元以上，衰退比率較高的

以第二十一類藝術品、珍藏品及古董達2成以上最多，而第十四類天然珍珠

或養珠、寶石及其製品、第二類植物產品出口則分別成長12%以上。 

2019年第1季華僑及外國人來台投資相較上年同期減少54.4%，而我國

對外投資除對中國大陸的投資金額衰退3.6%之外，對其他地區的投資皆有

幅度不一的變動，尤以對日本投資增加比率較高。(詳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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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經濟表現比較表 

 

項    目  
2018 年 Q1

(1)
 2019 年 Q1

(1)
 

金 額 成長率% 金 額 成長率% 

國內生產毛額 (GDP)
(2)

(億新臺幣) 43,890  3.2  44,599  1.7  

 農產 698  2.4  656  2.3  

 工業 14,912  3.2  14,819  -1.9 

 服務業 28,264  3.1  28,803  2.0  

平均每人名目 GDP(新臺幣) 186,198  1.5  189,067  1.5  

平均每人名目 GDP(美元) 6,351  7.7  6,133  -3.4  

固定投資成(3)
 (億新臺幣) 9,008  0.4  9,796 6.3  

 政府 895  -0.8  975  6.6  

 公營事業 311  -2.9  331  4.4  

 民間 7,802  0.6  8,490  6.5 

國民消費(3)
 (億新臺幣) 30,416  3.3  30,675  0.9 

 民間消費 23,686  2.6  24,090  1.3  

 政府消費 6,729  6.6  6,585  -3.3 

對外貿易(億美元)
(5)

 1,477  10.7  1,437  -2.7  

 出口金額 797  10.6  763  -4.2  

 進口金額 680  11.0  674  -0.8  

僑外來華投資(百萬美元) 2,247  105.4  1,024  -54.4  

 華僑 2  -43.2  0  -69.7  

 外國人 2,245  105.8  1,024  -54.4  

核准(備)對外投資(百萬美元) 2,517  -21.1  3,219  27.9  

 中國大陸 1,272  -39.3  1,226  -3.6  

 美國 160  29.5  50  -68.8  

 香港 49  -23.4  252  418.4  

 日本 3  -98.4  109  3,219.7  

 馬來西亞 17  1,633.4  3  -81.4  

 菲律賓 17  13,951.6  0  -98.2  

 新加坡 3  -77.8  20  600.2  

 泰國 50  83,515.7  19  -62.1  

 越南 359  63,653.2  0  -99.9  

貨幣供給額(億元，季底）         

 M1B 169,103  5.3  181,876  7.6  

 M2  433,114  3.5  447,576  3.3  

外匯存底(億美元) (季底) 4,572  4.5  4,641  1.5  

物價指數(4)
         

 消費價格 (CPI)   1.6     0.3 

 躉售價格 (WPI)       -0.1     0.7 

新臺幣匯率(相對 1 美元) (日平均) 29.32    30.83   

說明： 

1：國民所得統計更新至2019Q1，數據為初步統計。 

2：我國國民所得統計按93SNA編制，為連鎖實質值，以2011年為參考年，未經季節調整。 

3：國內固定資本形成與國民消費為連鎖實質值，以2011年為參考年。 

4：以2016年為基期。  

5：商品出、進口總值(海關統計)均含復運出、進口金額。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摘要(2019年5月)、財政部海關出進口統計、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核准投資統計、中央銀行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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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1季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為1,437.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衰退

2.7%，繼上季升幅下降後，本季進一步轉為衰退；出口值為763.3億美元，

衰退4.2%；進口值為674.1億美元，微幅衰退0.8%；貿易出超89.2億美元。

受到全球景氣趨緩影響，加深產業淡季效應，加上美中貿易戰持續發展，

2019年第1季我國出口與進口成長率雙雙由正轉負。(表 3) 

觀察我國主要貿易夥伴(表 4)，2019年第1季我國主要貿易往來對象為

中國大陸(含香港)、東協10國、美國、日本及歐盟(28國)，五大貿易夥伴占

我國貿易總額比重合計達78.7%。在出口方面，我國第1大出口市場為中國

大陸(含香港)，占我國出口比重38.2%，較上年同期衰退11.2%；第2大出口

市場為東協10國，占我國出口比重16.3%，衰退11.8%；第3大出口市場為

美國，占我國出口比重13.9%，成長19.3%；第4大出口市場為歐盟，占我

國出口比重9.1%，衰退1.4%；第5大出口市場為日本，占我國出口比重

7.6%，成長4.9%。整體而言，2019年第1季我國出口受到全球市場景氣趨

緩、需求減弱的影響，對中國大陸(含香港)、東協10國、歐盟及中東14國

呈現衰退，對其他主要地區仍維持正成長，但漲幅縮小。 

就進口面觀察，2019年第1季我國第1大進口來源為中國大陸(含香港)

，占我國進口比重19.9%，較上年同期成長3.5%；第2大進口來源為日本，

占我國進口比重15.8%，衰退3.2%；第3大進口來源為美國，占我國進口比

重13.0%，成長11.2%；第4大進口來源為東協10國，占我國進口比重12.0%

，成長2.6%；歐盟則為我國第5大進口市場，占我國進口額比重10.5%，微

幅成長0.6%。 

就我國對新南向18國出口表現來看，受到全球景氣減弱、美中貿易戰

效應及柴油市場轉向等因素影響，2019年第1季我對新南向18國整體出口衰

退10.4%，其中，對東協10國出口衰退11.8%，對南亞6國衰退6.1%。就個

別國家來看，對菲律賓出口下跌44.1%跌幅最深，其次為對印尼衰退17.7%

及馬來西亞衰退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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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國對外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項目別 

時間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06年 4,267.1 12.0 2,240.1 12.9 2,026.9 11.0 213.2 34.8 

2007年 4,659.2 9.2 2,466.7 10.1 2,192.5 8.2 274.3 28.6 

2008年 4,960.7 6.5 2,556.2 3.6 2,404.4 9.7 151.8 -44.6 

2009年 3,780.4 -23.8 2,036.7 -20.3 1,743.7 -27.5 293.0 93.0 

2010年 5,258.3 39.1 2,746.0 34.8 2,512.3 44.1 233.6 -20.3 

2011年 5,896.9 12.1 3,082.5 12.3 2,814.3 12.0 268.2 14.8 

2012年 5,716.5 -3.1 3,011.8 -2.3 2,704.7 -3.9 307.1 14.5 

2013年 5,753.3 0.6 3,054.4 1.4 2,698.9 -0.2 355.4 15.8 

2014年 5,877.1 2.2 3,136.9 2.7 2,740.2 1.5 396.7 11.6 

2015年 5,090.0 -13.4 2,803.8 -10.6 2,286.2 -16.6 517.7 30.5 

2016年 5,108.8 0.4 2,803.2 0.0 2,305.6 0.9 497.5 -3.9 

2017年 5,765.1 12.8 3,172.4 13.2 2,592.6 12.4 579.8 16.5 

第1季 1,333.2 17.9 720.8 15.0 612.4 21.5 108.3 -11.5 

第2季 1,391.5 11.0 756.1 10.2 635.3 11.9 120.8 1.8 

第3季 1,496.3 14.7 837.1 17.4 659.2 11.3 177.9 47.7 

第4季 1,544.1 8.8 858.4 10.4 685.6 6.9 172.8 27.1 

2018年 6,222.9 7.9 3,359.3 5.9 2,863.6 10.5 495.7 -14.5 

第1季 1,476.7 10.8 797.1 10.6 679.6 11.0 117.5 8.4 

第2季 1,543.2 10.9 840.7 11.2 702.6 10.6 138.1 14.3 

第3季 1,612.3 7.8 862.6 3.0 749.7 13.7 112.8 -36.6 

第4季 1,590.7 3.0 858.9 0.1 731.7 6.7 127.2 -26.4 

2019年  第1季 1,437.4 -2.7 763.3 -4.2 674.1 -0.8 89.2 -24.1 

說明：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2015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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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9年第1季我國對各洲(地區)貿易統計 
單位：億美元；% 

區域/國別 
金額 占貿易總額/出/進口比重 成長率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總額 出口 進口 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亞洲 971.7 543.7 428.0 115.6 67.6 71.2 63.5 -5.8 -8.5 -2.2 -26.0 

中國大陸(含香港) 426.4 291.9 134.5 157.5 29.7 38.2 19.9 -7.1 -11.2 3.5 -20.8 

中國大陸 335.4 203.5 132.0 71.5 23.3 26.7 19.6 -6.4 -12.3 4.3 -32.2 

香港 91.0 88.5 2.5 86.0 6.3 11.6 0.4 -9.4 -8.7 -27.5 -8.0 

日本 164.1 57.8 106.3 -48.5 11.4 7.6 15.8 -0.5 4.9 -3.2 -11.4 

韓國 80.9 41.4 39.4 2.0 5.6 5.4 5.9 2.0 17.9 -10.8 -122.1 

新南向 18 國 261.8 148.3 113.5 34.8 18.2 19.4 16.8 -5.5 -10.4 1.7 -35.3 

南亞 6 國 20.2 14.0 6.3 7.7 1.4 1.8 0.9 -13.3 -6.1 -26.1 20.3 

印度 14.3 8.6 5.7 3.0 1.0 1.1 0.8 -17.4 -9.5 -27.1 67.0 

東協 10 國 205.3 124.5 80.8 43.7 14.3 16.3 12.0 -6.7 -11.8 2.6 -30.0 

印尼 17.3 7.0 10.3 -3.3 1.2 0.9 1.5 -14.5 -17.7 -12.1 2.7 

馬來西亞 47.5 22.6 24.9 -2.3 3.3 3.0 3.7 6.6 -12.2 32.2 -132.7 

菲律賓 20.0 14.7 5.3 9.4 1.4 1.9 0.8 -38.5 -44.1 -14.7 -53.2 

新加坡 58.2 38.4 19.8 18.5 4.0 5.0 2.9 -1.0 0.0 -2.7 3.0 

泰國 24.1 14.3 9.8 4.4 1.7 1.9 1.5 -10.6 -7.0 -15.3 18.6 

越南 35.4 25.3 10.1 15.1 2.5 3.3 1.5 5.9 3.5 12.3 -1.7 

大洋洲 38.5 10.3 28.2 -17.8 2.7 1.4 4.2 3.5 2.9 3.7 4.1 

澳大利亞 33.1 8.7 24.4 -15.7 2.3 1.1 3.6 8.6 4.9 10.0 13.0 

紐西蘭 3.1 1.1 2.0 -0.9 0.2 0.1 0.3 -3.3 8.3 -8.5 -22.3 

歐洲 159.8 74.8 85.0 -10.2 11.1 9.8 12.6 -0.8 -1.0 -0.6 2.3 

歐盟 140.6 69.7 70.9 -1.2 9.8 9.1 10.5 -0.4 -1.4 0.6 -684.6 

西班牙 4.9 2.7 2.2 0.5 0.3 0.4 0.3 5.3 -8.6 28.9 -61.4 

法國 12.8 4.4 8.4 -4.0 0.9 0.6 1.2 -14.1 2.1 -20.7 -36.3 

英國 13.8 8.8 5.0 3.8 1.0 1.2 0.7 -0.6 0.8 -3.0 6.2 

荷蘭 28.8 14.1 14.7 -0.5 2.0 1.9 2.2 32.3 4.9 76.5 -110.5 

義大利 11.6 5.4 6.2 -0.9 0.8 0.7 0.9 -16.8 -19.7 -14.2 50.5 

德國 39.3 17.4 21.9 -4.5 2.7 2.3 3.2 -5.4 4.0 -11.8 -44.2 

俄羅斯 11.0 2.7 8.3 -5.6 0.8 0.4 1.2 -8.5 4.1 -12.0 -18.1 

北美洲 204.4 112.5 91.9 20.5 14.2 14.7 13.6 14.7 18.3 10.6 71.4 

美國 193.7 106.1 87.6 18.6 13.5 13.9 13.0 15.5 19.3 11.2 81.4 

加拿大 10.7 6.3 4.3 2.0 0.7 0.8 0.6 1.9 3.5 -0.3 13.1 

中美洲 12.2 7.8 4.5 3.3 0.9 1.0 0.7 3.0 2.7 3.6 1.4 

墨西哥 7.8 6.0 1.8 4.2 0.5 0.8 0.3 4.7 9.0 -7.6 17.9 

南美洲 14.6 5.5 9.1 -3.6 1.0 0.7 1.3 -17.1 -18.4 -16.3 -12.9 

巴西 7.1 2.9 4.2 -1.3 0.5 0.4 0.6 -20.8 -13.6 -25.1 -41.8 

中東 14 國 70.4 10.8 59.5 -48.7 4.9 1.4 8.8 -11.2 -22.1 -8.9 -5.3 

土耳其 3.4 2.6 0.8 1.8 0.2 0.3 0.1 -29.9 -37.6 17.4 -48.3 

沙烏地阿拉伯 20.4 1.9 18.4 -16.5 1.4 0.3 2.7 -14.3 -16.7 -14.0 -13.7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3.3 3.8 9.5 -5.7 0.9 0.5 1.4 -12.7 -0.1 -16.9 -25.4 

伊朗 0.5 0.3 0.2 0.1 0.0 0.0 0.0 -88.9 -80.0 -93.4 -107.2 

科威特 10.5 0.4 10.1 -9.8 0.7 0.0 1.5 -14.7 3.0 -15.2 -15.8 

非洲 9.3 5.2 4.1 1.1 0.6 0.7 0.6 -17.5 9.1 -36.9 -161.5 

奈及利亞 0.8 0.3 0.5 -0.2 0.1 0.0 0.1 54.8 23.9 80.6 363.6 

南非 3.0 1.5 1.5 -0.1 0.2 0.2 0.2 -35.9 -19.5 -46.4 -95.0 

全球 1,437.4 763.3 674.1 89.2 100.0 100.0 100.0 -2.7 -4.2 -0.8 -24.1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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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1季我國主要出口貨品中(表  5及表  6)，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之出口金額322.7億美元為最高，占第1季總出口金額比重的42.3%，

其次為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之出口金額104.4億美元，比重占13.7%，

其他主要出口貨品比重則不及兩位數，按比重高低依序為塑膠及其製品

(HS39)、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礦物燃料(HS27)、有機化學產品(HS29)

、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鋼鐵(HS72)、鋼鐵製品(HS73)，以及銅及其製

品(HS74)。前十大出口貨品合計金額為643.8億美元，合計占我國出口比重

達84.3%。 

觀察前十大出口貨品在2019年第1季的表現，雖較上年同期衰退3.8%

，但跌幅小於出口總額衰退幅度之4.2%。就前十大出口貨品的個別變動幅

度來看，僅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13.4%，其餘九項則陷入衰退，其

中，銅及其製品(HS74)衰退17.7%跌幅最深，其次為鋼鐵(HS72)衰退16.8%

，主因為美國232條款加徵關稅，以及歐盟實施防衛措施影響，且部分業者

進行生產線設備檢修，導致熱軋鋼捲板、精煉銅及銅合金等生產下滑，另

有機化學產品(HS29)衰退10.8%，其餘項目衰退幅度則在個位數以下。 

進一步分析主要出口貨品在2019年第1季的變動原因，機械用具及其零

件(HS84)維持大幅成長13.4%，主因為美國、日本、荷蘭及中國大陸對我國

自動化機械設備及製造平面顯示器用之機器需求增加。礦物燃料(HS27)由

2018年第4季的大幅成長38.0%轉為小幅衰退5.7%，主因為菲律賓柴油轉向

中國大陸購買較便宜油品，導致我國對其出口大幅減少；另對阿曼出口汽

油及對馬來西亞出口燃料油也有較大幅度的減少。塑膠及其製品(HS39)衰

退9.5%，在美中貿易戰陰影下，中國大陸對塑膠原料的聚碳酸酯等相關需

求減少，加上國際油價疲軟，影響產品價格持續位於低檔，不利於我國出

口。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衰退5.7%，主要是中國大陸透過各種政策補貼

積極扶植面板產業的發展，使其大尺寸電視面板新產能開出而持續大量擴

增產能，加上淡季效應，導致面板產業在價量齊跌等不利因素下，壓縮我

國出口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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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我國主要出口貨品變動趨勢 
單位：％ 

貨品別 

 

時間別 

HS85 HS84 HS39 HS90 HS27 

電機設備及 

其零件 

機械用具及 

其零件 

塑膠及其製品 光學儀器 礦物燃料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2000年 29.1 39.2 26.6 18.9 5.4 22.0 2.5 43.2 1.1 66.0 

2001年 28.6 -16.3 26.6 -14.7 5.5 -12.1 2.5 -12.5 1.4 8.2 

2002年 29.9 12.1 25.2 1.3 5.7 10.3 3.4 43.7 1.6 19.3 

2003年 32.1 19.4 21.5 -4.9 5.8 13.3 5.1 66.5 2.2 56.1 

2004年 33.8 27.6 18.2 2.3 6.1 26.9 6.5 55.4 3.0 63.2 

2005年 34.7 11.8 14.8 -11.3 6.5 16.2 7.1 18.1 4.5 62.7 

2006年 36.8 19.7 13.0 -0.8 6.2 8.2 8.0 28.7 4.8 21.7 

2007年 36.3 8.6 11.6 -2.2 6.8 19.9 7.9 8.7 5.6 27.5 

2008年 34.1 -2.7 10.6 -4.8 6.7 3.0 8.4 9.6 7.3 35.5 

2009年 37.0 -13.4 9.7 -27.1 7.2 -14.9 7.8 -26.4 5.5 -39.3 

2010年 37.6 37.1 10.2 40.9 7.2 34.4 8.5 47.5 5.2 27.4 

2011年 36.5 8.9 10.3 13.7 7.1 11.7 7.6 1.0 5.7 21.1 

2012年 36.2 -3.1 9.9 -6.1 7.0 -4.0 7.6 -2.4 7.2 23.9 

2013年 37.4 4.8 9.7 -1.1 7.2 4.2 7.3 -3.2 7.6 7.2 

2014年 39.3 8.0 10.0 6.6 6.8 -2.6 6.6 -7.7 6.4 -13.5 

2015年 42.1 -4.3 10.3 -7.8 6.6 -13.4 5.7 -22.7 4.1 -42.2 

2016年 44.3 5.0 10.8 4.1 6.3 -5.2 5.3 -6.7 3.5 -15.2 

2017年 44.5 13.9 11.5 21.2 6.4 15.4 5.2 10.6 3.4 11.0 

第1季 44.1 18.1 10.6 10.7 6.5 15.8 5.1 17.1 4.1 42.9 

第2季 43.5 12.0 11.7 16.6 6.6 12.0 5.1 9.6 3.4 4.5 

第3季 44.6 14.2 11.7 34.2 6.2 18.8 5.4 15.5 3.3 18.3 

第4季 45.8 12.0 12.0 22.7 6.4 15.1 5.0 2.0 3.0 -11.6 

2018年 43.0 2.2 12.1 11.0 6.7 10.7 4.8 -2.0 4.1 26.7 

第1季 42.8 7.3 11.5 20.1 6.8 16.4 4.8 3.3 3.9 6.7 

第2季 41.4 5.9 12.0 14.6 7.0 19.1 4.9 5.8 4.1 34.0 

第3季 44.0 1.6 11.8 3.3 6.5 8.5 4.9 -6.5 4.2 30.6 

第4季 43.7 -4.5 13.0 8.7 6.4 0.3 4.6 -9.0 4.2 38.0 

2019年第1季 42.3 -5.4 13.7 13.4 6.4 -9.5 4.7 -5.7 3.9 -5.7 

說明：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2015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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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我國主要出口貨品類別(二位碼)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及其貨品名稱 
2018年第1季 2019年第1季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797.1 100.0 763.3 100.0 -33.8 -4.2 

  十大貨品小計 669.2 84.0 643.8 84.3 -25.5 -3.8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341.1 42.8 322.7 42.3 -18.4 -5.4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92.1 11.5 104.4 13.7 12.3 13.4 

39 塑膠及其製品 54.2 6.8 49.0 6.4 -5.1 -9.5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38.3 4.8 36.1 4.7 -2.2 -5.7 

27 礦物燃料 31.5 3.9 29.7 3.9 -1.8 -5.7 

29 有機化學產品 29.4 3.7 26.2 3.4 -3.2 -10.8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4.3 3.0 23.7 3.1 -0.6 -2.4 

72 鋼鐵 26.6 3.3 22.2 2.9 -4.5 -16.8 

73 鋼鐵製品 20.3 2.5 20.2 2.7 0.0 -0.1 

74 銅及其製品 11.7 1.5 9.6 1.3 -2.1 -17.7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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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1季我國主要進口貨品中(表  7及表  8)，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進口金額179.8億美元為最高，占總進口金額比重的26.7%；第2大項

進口貨品為礦物燃料(HS27)，進口金額為108.8億美元，占進口比重16.1%

；進口第3大項為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進口金額為102.6億美元，占

進口比重15.2%。其他主要進口貨品，依次為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有機

化學產品(HS29)、鋼鐵(HS72)、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塑膠及其製品

(HS39)、雜項化學產品(HS38)，與銅及其製品(HS74)。前十大進口貨品合

計金額為525.7億美元，占我國進口比重達78.0%。2019年第1季前十大進口

貨品金額有三項維持正成長，其中，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與光學等精

密儀器(HS90)等兩項達到兩位數的成長率水準。 

觀察前十大進口貨品在2019年第1季的表現，較上年同期小幅成長

1.0%，優於進口總額的衰退0.8%。就前十大進口貨品的個別變動幅度來看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 在廠商增購半導體設備等需求帶動下，成長

20.2%漲幅最高，其次為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成長10.4%，以及電機設備

及其零件(HS85)成長1.9%；其餘七項則陷入衰退，其中，有機化學產品

(HS29)衰退17.8%跌幅最大，其次為銅及其製品(HS74)衰退13.7%、雜項化

學產品(HS38)衰退13.1%，鋼鐵(HS72)與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衰退10.2%

，其餘項目衰退幅度則在個位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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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我國主要進口貨品變動趨勢 

單位：% 

貨品別 

 

時間別 

HS85 HS27 HS84 HS90 HS29 

電機設備及 

其零件 

礦物燃料 機械用具及 

其零件 

光學儀器 有機化學品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比重 成長率 

2000年 27.3 36.6 9.3 59.6 19.9 23.0 6.3 49.6 4.0 26.8 

2001年 27.8 0.0 10.9 0.0 16.7 0.0 5.5 0.0 3.6 0.0 

2002年 28.6 0.0 10.3 0.0 16.1 0.0 5.6 0.0 3.9 0.0 

2003年 27.3 0.0 11.9 0.0 14.4 0.0 6.5 0.0 4.3 0.0 

2004年 25.2 0.0 12.7 0.0 14.4 0.0 7.3 0.0 4.5 0.0 

2005年 24.9 0.0 15.4 0.0 12.8 0.0 6.0 0.0 4.7 0.0 

2006年 24.2 0.0 18.1 0.0 11.6 0.0 5.9 0.0 4.8 0.0 

2007年 22.3 -0.1 19.8 18.5 10.8 0.1 5.7 4.9 4.7 5.1 

2008年 19.6 -3.6 25.8 42.7 9.7 -0.9 4.3 -17.7 4.2 -2.1 

2009年 22.9 -15.3 21.3 -40.1 10.9 -18.7 4.1 -31.4 4.1 -29.3 

2010年 21.8 37.1 20.5 38.7 12.6 66.7 4.1 46.4 4.2 50.7 

2011年 21.0 7.8 22.4 22.4 10.6 -5.6 3.8 2.6 4.8 27.4 

2012年 20.2 -7.4 25.9 10.9 9.8 -11.2 3.7 -6.5 4.3 -13.8 

2013年 20.2 -0.2 25.5 -1.6 10.6 7.5 3.8 3.7 4.4 0.4 

2014年 20.9 4.9 23.8 -5.1 10.2 -2.3 4.1 9.6 3.9 -8.7 

2015年 23.3 -6.8 16.3 -42.7 12.0 -2.2 4.5 -9.0 3.5 -24.6 

2016年 25.3 9.4 13.8 -15.1 14.6 22.8 4.4 -0.8 3.2 -9.0 

2017年 26.0 15.2 15.6 27.5 13.4 3.2 4.1 3.5 3.6 26.2 

第1季 24.7 19.3 16.1 55.2 13.7 23.8 4.5 24.9 3.9 38.8 

第2季 25.2 16.6 15.7 28.8 13.2 6.7 4.5 3.2 3.5 24.2 

第3季 27.5 16.9 15.5 25.8 12.5 -7.6 3.8 -7.7 3.3 15.5 

第4季 26.3 9.3 15.2 9.4 14.0 -3.7 3.7 -2.7 3.6 27.4 

2018年 26.4 12.2 17.9 26.8 12.3 1.5 4.0 7.8 3.7 13.2 

第1季 26.0 16.7 16.7 15.6 12.6 2.1 3.9 -2.6 3.9 10.0 

第2季 25.4 11.4 17.9 26.2 12.0 0.4 3.8 -4.6 3.6 13.8 

第3季 26.4 9.1 18.5 36.3 12.7 15.5 4.2 26.6 3.7 27.0 

第4季 27.6 12.1 18.3 28.6 11.8 -9.9 4.0 14.5 3.5 3.8 

2019年第1季 26.7 1.9 16.1 -4.2 15.2 20.2 4.4 10.4 3.2 -17.8 

說明：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2015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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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我國主要進口貨品類別(二位碼)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及其貨品名稱 
2018年第1季 2019年第1季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進口總額 679.6 100.0 674.1 100.0 -5.5 -0.8 

  十大貨品小計 520.6 76.6 525.7 78.0 5.0 1.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76.4 26.0 179.8 26.7 3.4 1.9 

27 礦物燃料 113.6 16.7 108.8 16.1 -4.8 -4.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85.4 12.6 102.6 15.2 17.2 20.2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6.8 3.9 29.6 4.4 2.8 10.4 

29 有機化學產品 26.2 3.9 21.6 3.2 -4.7 -17.8 

72 鋼鐵 21.6 3.2 19.4 2.9 -2.2 -10.2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0.4 3.0 18.4 2.7 -2.1 -10.2 

39 塑膠及其製品 18.3 2.7 17.9 2.7 -0.4 -2.0 

38 雜項化學產品 16.8 2.5 14.6 2.2 -2.2 -13.1 

74 銅及其製品 15.0 2.2 13.0 1.9 -2.1 -13.7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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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美國貿易分析 

2019年第1季我國與美國貿易總值為193.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

長15.5%，其中出口為106.1億美元，成長19.3%，進口為87.6億美元，

成長11.2%，貿易出超為18.6億美元。 

出口貨品方面，我國2019年第1季出口至美國前3大貨品分別為機

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以及鋼鐵製品

(HS73)，三者合計占我對美國出口比重61.5%。由出口變化來看，

2019年第1季我國對美國出口的前十大貨品全面呈現正成長，且過半

項目漲幅達兩位數，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54.8%漲幅最高

，主要是受到智慧製造潮流興起的影響，推升美國對我自動化機械需

求，其次為玩具及運動用品(HS95)成長31.6%，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成長15.3%，光學等精密儀器 (HS90)成長13.7%，鋼鐵製品

(HS73)成長13.4%，家具、燈具及配件 (HS94)成長12.0%，金屬工具

及其零件(HS82)成長10.5%，其餘項目成長率則為個位數。 

進口貨品方面，我國2019年第1季自美國進口的前三大貨品為機械

用具及其零件(HS84)、礦物燃料(HS27)與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

合計占自美國進口比重52.3%。由進口變化來看，2019年第1季我國自

美國進口的前10大貨品中，有過半項目呈現正成長，且漲幅達多達兩

位數，其中，關稅配額之貨品(HS98)成長37.4%漲幅最高，其次為有

機化學產品(HS29)成長23.7%，礦物燃料(HS27)成長22.8%，雜項化學

產品(HS38)成長22.3%，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21.8%，光學等

精密儀器(HS90)成長11.9%。另一方面，航空器及其零件(HS88)、油

料種子及含油果實(HS12)，與塑膠及其製品(HS39)則呈現衰退，分別

較上年同期下跌13.5%、6.8%和2.6%。礦物燃料(HS27)持續大漲的主

因，在於中油公司為平衡台美貿易及分散原油供應風險而調整油氣採

購策略，大幅增加自美國進口原油(頁岩油)的數量。(詳見表 9及表 10)

。 

  

我
國
對
主
要
國
家
／

地
區
貿
易
情
形 



15 

表 9 我國對美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項目別 

時間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3年 577.7 2.1 325.6 -1.2 252.0 6.8 73.6 

2014年 622.9 7.8 348.7 7.1 274.2 8.8 74.4 

2015年 606.6 -2.6 342.5 -1.8 264.1 -3.7 78.4 

2016年 621.2 2.4 335.2 -2.1 286.0 8.3 49.3 

2017年 671.8 8.1 369.4 10.2 302.4 5.7 67.1 

第2季 164.7 3.6 92.1 9.2 72.6 -2.6 19.5 

第3季 172.8 11.3 98.3 15.1 74.5 6.7 23.8 

第4季 176.8 6.2 97.4 8.7 79.5 3.3 17.9 

2018年 744.1 10.8 396.9 7.5 347.2 14.8 49.8 

第1季 167.7 6.5 89.0 9.0 78.8 3.9 10.2 

第2季 180.2 9.4 98.8 7.3 81.4 12.2 17.4 

第3季 197.8 14.5 102.9 4.7 94.9 27.4 8.0 

第4季 198.3 12.1 106.2 9.1 92.1 15.9 14.1 

2019年 第1季 193.7 15.5 106.1 19.3 87.6 11.2 18.6 

說明：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2015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表 10 我國對美國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及其貨品名稱 
2018年第1季 2019年第1季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89.0 100.0 106.1 100.0 17.1 19.3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9.2 21.6 29.7 28.0 10.5 54.8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3.8 26.8 27.5 25.9 3.6 15.3 

73 鋼鐵製品 7.1 8.0 8.0 7.6 0.9 13.4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7.3 8.2 7.5 7.1 0.2 2.8 

39 塑膠及其製品 4.8 5.4 5.2 4.9 0.3 6.9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9 3.3 3.3 3.2 0.4 13.7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2.0 2.3 2.6 2.5 0.6 31.6 

94 家具、燈具及配件 2.1 2.3 2.3 2.2 0.2 12.0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2.0 2.2 2.2 2.0 0.2 10.6 

40 橡膠及其製品 1.8 2.0 1.9 1.8 0.1 8.3 

  進口總額 78.8 100.0 87.6 100.0 8.8 11.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8.2 23.1 22.2 25.3 4.0 21.8 

27 礦物燃料 9.9 12.5 12.1 13.8 2.2 22.8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0.8 13.7 11.5 13.2 0.8 7.2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5.9 7.5 6.6 7.6 0.7 11.9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3.0 3.8 4.1 4.7 1.1 37.4 

88 航空器及其零件 3.5 4.4 3.0 3.4 -0.5 -13.5 

29 有機化學產品 2.2 2.8 2.8 3.2 0.5 23.7 

39 塑膠及其製品 2.4 3.1 2.3 2.7 -0.1 -2.6 

12 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 2.5 3.2 2.3 2.7 -0.2 -6.8 

38 雜項化學產品 1.9 2.4 2.3 2.7 0.4 22.3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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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日本貿易分析 

2019年第1季我國與日本貿易總值為164.1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微

幅衰退0.5%，其中出口為57.8億美元，成長4.9%，進口為106.3億美元

，衰退3.2%，貿易入超為48.5億美元。 

出口貨品方面，我國出口至日本前三大貨品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與塑膠及其製品(HS39)，占我國對

日本出口比重64.1%，其中，單是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一項比重即

高達44.3%，出口集中度頗高。由出口變化來看，2019年第1季我國對

日本出口的前10大貨品呈現漲跌各半的態勢，其中，水產品(HS03)衰

退20.5%跌幅最深，包括鮪魚、鰻魚、旗魚等產品皆陷入大幅衰退；其

次，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衰退9.2%，主要是供單眼相機用之可拆卸

式自動伸縮交換鏡頭及液晶裝置所屬物品之零附件等項目減少金額較

高。其餘呈現衰退的項目，依跌幅高低依序為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

衰退8.0%、有機化學產品(HS29)衰退5.3%，與無機化學品(HS28)衰退

5.1%等。另一方面，在成長項目當中，鋼鐵(HS72)成長幅度最高，漲

幅為15.0%，其次為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12.1%、電機設備及

其零件(HS85)成長9.7%，其餘項目漲幅則介於0.2%至6.0%之間。 

進口貨品方面，我國自日本進口前三大貨品為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HS84)、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與汽機車及其零件(HS87)，合計

占我國自日本進口比重的52.2%。我國2019年第1季自日本進口前10大

貨品中有8項陷入衰退，其中，鋼鐵(HS72)衰退27.3%、銅及其製品

(HS74)衰退24.9%，跌幅超過兩成 (詳見表 11及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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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我國對日本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項目別 

時間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3年 623.8 -6.3 192.2 1.2 431.6 -9.3 -239.4 

2014年 616.0 -1.3 199.0 3.5 416.9 -3.4 -217.9 

2015年 579.7 -5.9 192.7 -3.2 387.0 -7.2 -194.3 

2016年 601.7 3.8 195.5 1.4 406.2 5.0 -210.7 

2017年 627.2 4.2 207.8 6.3 419.4 3.3 -211.6 

第2季 152.7 4.6 50.0 6.7 102.7 3.6 -52.7 

第3季 161.3 2.5 56.3 11.9 104.9 -1.9 -48.6 

第4季 162.5 0.7 53.4 3.8 109.2 -0.7 -55.8 

2018年 672.2 7.2 230.8 11.1 441.4 5.2 -210.6 

第1季 165.0 9.4 55.1 14.5 109.8 7.0 -54.7 

第2季 168.5 10.4 57.5 15.1 111.0 8.1 -53.5 

第3季 170.5 5.7 59.3 5.2 111.2 6.0 -51.9 

第4季 168.3 3.5 58.9 10.4 109.4 0.2 -50.4 

2019年 第1季 164.1 -0.5 57.8 4.9 106.3 -3.2 -48.5 

說明：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2015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表 12 我國對日本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及其貨品名稱 
2018年第1季 2019年第1季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55.1 100.0 57.8 100.0 2.7 4.9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3.3 42.3 25.6 44.3 2.3 9.7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6.2 11.3 7.0 12.1 0.8 12.1 

39 塑膠及其製品 4.2 7.6 4.5 7.7 0.3 6.0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4 4.3 2.1 3.7 -0.2 -9.2 

72 鋼鐵 1.8 3.4 2.1 3.7 0.3 15.0 

73 鋼鐵製品 1.6 2.9 1.6 2.7 0.0 0.2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1.4 2.5 1.3 2.2 -0.1 -8.0 

03 水產品 1.5 2.7 1.2 2.0 -0.3 -20.5 

29 有機化學產品 1.2 2.1 1.1 1.9 -0.1 -5.3 

28 無機化學品等 1.0 1.8 0.9 1.6 -0.1 -5.1 

  進口總額 109.8 100.0 106.3 100.0 -3.5 -3.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9.8 18.0 25.3 23.8 5.5 28.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6.2 23.9 23.2 21.8 -3.1 -11.7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7.5 6.9 7.0 6.6 -0.5 -6.5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6.8 6.2 6.6 6.2 -0.2 -2.9 

39 塑膠及其製品 6.8 6.2 6.4 6.0 -0.4 -6.3 

38 雜項化學產品 6.1 5.5 5.5 5.2 -0.6 -9.3 

29 有機化學產品 4.9 4.4 4.9 4.6 0.1 1.4 

72 鋼鐵 5.1 4.6 3.7 3.5 -1.4 -27.3 

74 銅及其製品 3.9 3.5 2.9 2.7 -1.0 -24.9 

37 感光或電影用品 2.3 2.1 2.1 1.9 -0.2 -10.4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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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中國大陸(含香港)貿易分析 

2019年第1季我國對中國大陸(含香港)貿易總額為426.4億美元，較

上年同期減少7.1%，其中出口為291.9億美元，減少11.2%，進口為

134.5億美元，成長3.5%；貿易出超為157.5億美元，金額較上年同期縮

減41.5億美元。 

出口貨品方面，我國出口至中國大陸(含香港)的前三大貨品為電

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與光學等精密儀

器(HS90)，合計占我國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比重73.5%，其中電機

設備及其零件(HS85)一項比重即高達55.6%，出口集中度偏高。成長率

方面，2019年第1季我國出口中國大陸的前十大貨品中有九項陷入衰退，

其中，礦物燃料(HS85)衰退幅度達51.4%為最高，主因為中國大陸轉由

南美洲進口銅礦石等產品，其次為玻璃及玻璃器(HS70)衰退23.7%、鋼

鐵(HS72)衰退22.1%、銅及其製品(HS70)衰退20.0%，跌幅達兩成以上。

其次，塑膠及其製品 (HS39)衰退14.9%、有機化學產品 (HS29)衰退

11.4%與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衰退10.8%，跌幅亦達兩位數以上，

其餘項目跌幅就於5.0%至7.9%之間。另一方面，呈現正成長的項目為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成長率為3.4%。 

進口貨品方面，2019年第1季我國自中國大陸(含香港)進口的前三

大貨品依序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和

鋼鐵(HS72)，合計約占我國自中國大陸(含香港)進口總額的65.1%，其

中以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為最大宗，單一項目比重高達46.7%。我

國自中國大陸(含香港)進口前十大貨品中，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成

長10.9%漲幅最高，其次為關稅配額之貨品(HS98)成長10.2%，與塑膠

及其製品(HS39)成長10.1%(詳見表 13及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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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我國對中國大陸及香港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項目別 

時間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3年 1,654.7 2.0 1,212.2 2.2 442.5 1.6 769.7 

2014年 1,743.8 5.4 1,246.5 2.8 497.2 12.4 749.3 

2015年 1,548.7 -11.2 1,092.5 -12.4 456.2 -8.3 636.3 

2016年 1,576.0 1.8 1,122.8 2.8 453.2 -0.7 669.6 

2017年 1,817.7 15.3 1,302.1 16.0 515.5 13.8 786.6 

第2季 424.8 11.8 299.8 12.3 124.9 10.6 174.9 

第3季 477.0 18.0 342.5 18.4 134.5 17.1 208.0 

第4季 513.8 13.4 371.8 12.6 142.0 15.7 229.7 

2018年 1,935.5 6.5 1,383.5 6.2 552.0 7.1 831.5 

第1季 458.9 14.1 328.9 14.2 129.9 13.9 199.0 

第2季 480.3 13.1 342.0 14.1 138.3 10.7 203.7 

第3季 496.1 4.0 356.9 4.2 139.2 3.5 217.7 

第4季 500.2 -2.6 355.7 -4.3 144.5 1.8 211.2 

2019年 第1季 426.4 -7.1 291.9 -11.2 134.5 3.5 157.5 

說明：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2015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表 14 我國對中國大陸及香港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及其貨品名稱 
2018年第1季 2019年第1季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328.9 100.0 291.9 100.0 -37.0 -11.2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82.0 55.3 162.3 55.6 -19.6 -10.8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26.9 8.2 27.9 9.5 0.9 3.4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6.7 8.1 24.6 8.4 -2.1 -7.9 

39 塑膠及其製品 22.9 7.0 19.5 6.7 -3.4 -14.9 

29 有機化學產品 17.2 5.2 15.3 5.2 -2.0 -11.4 

74 銅及其製品 7.1 2.2 5.7 1.9 -1.4 -20.0 

72 鋼鐵 3.5 1.1 2.8 0.9 -0.8 -22.1 

38 雜項化學產品 2.9 0.9 2.8 0.9 -0.1 -5.0 

70 玻璃及玻璃器 2.9 0.9 2.2 0.8 -0.7 -23.7 

27 礦物燃料 4.4 1.3 2.1 0.7 -2.2 -51.4 

  進口總額 129.9 100.0 134.5 100.0 4.5 3.5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56.6 43.5 62.8 46.7 6.2 10.9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9.1 14.7 20.9 15.5 1.8 9.6 

72 鋼鐵 4.7 3.6 3.8 2.9 -0.9 -18.3 

39 塑膠及其製品 3.5 2.7 3.8 2.8 0.3 10.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4.0 3.1 3.6 2.7 -0.4 -8.9 

29 有機化學產品 3.7 2.8 3.4 2.5 -0.3 -9.1 

74 銅及其製品 3.3 2.6 3.1 2.3 -0.2 -7.4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2.6 2.0 2.9 2.2 0.3 10.2 

38 雜項化學產品 3.9 3.0 2.6 2.0 -1.3 -33.5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2.3 1.8 2.5 1.8 0.2 7.1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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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歐盟(EU)貿易分析 

2019年第1季我國對歐盟28國貿易總值為140.6億美元，較上年同

期微幅減少0.4%，其中出口金額為69.7億美元，減少1.4%；進口金額

為70.9億美元，微幅成長0.6%；貿易餘額由2018年第4季的出超4.3億

美元轉為入超1.2億美元。 

觀察我國對歐盟2019年第1季的主要出口貨品，前三大貨品為電機

設備及其零件(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與汽機車及其零件

(HS87)，三者合計占我國出口至歐盟地區的63.1%。而我國對歐盟前十

大出口貨品相較於上年同期，有六項呈現負成長，以鋼鐵(HS72)衰退

30.7%跌幅最深，其次為有機化學產品(HS29)衰退16.4%，其餘項目跌

幅則在個位數或個位數以下；另一方面，在呈現成長的項目中，汽機

車及其零件(HS87)與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均成長5.4%，漲幅為最高，

主因為歐洲對我國電動自行車與薄膜電晶體式液晶顯示之顯示裝置等

進口需求上升，其次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成長2.4%，機械用具

及其零件(HS84)成長1.5%  

主要進口貨品部分，前三大貨品分別為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與醫藥品(HS30)，合計占我國自歐盟地區

進口金額比重的47.8%。前十大進口貨品中，呈現漲跌各半的情況，

其中以礦物燃料(HS27)成長195.6%漲幅達最高，其次為機械用具及其

零件(HS84)成長39.0%，其餘項目成長率只有個位數。另一方面，衰退

的項目以有機化學產品(HS29)衰退34.6%跌幅最大，其次為汽機車及其

零件(HS87)衰退21.4%及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衰退15.2% (詳見表 

15及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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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我國對歐盟(EU)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項目別 

時間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3年 491.4 0.8 252.6 -3.7 238.7 6.1 13.9 

2014年 509.4 3.7 265.0 4.9 244.4 2.4 20.7 

2015年 464.8 -8.8 237.3 -10.5 227.5 -6.9 9.7 

2016年 488.4 5.1 245.8 3.6 242.6 6.6 3.2 

2017年 532.3 9.0 271.8 10.6 260.5 7.4 11.3 

第2季 131.9 9.0 66.7 6.2 65.1 12.1 1.6 

第3季 136.9 10.9 72.1 17.5 64.9 4.3 7.2 

第4季 143.2 9.0 70.3 12.7 72.9 5.6 -2.5 

2018年 574.2 7.9 294.6 8.4 279.7 7.4 14.9 

第1季 141.2 17.4 70.7 12.9 70.5 22.3 0.2 

第2季 144.4 9.5 76.7 14.9 67.8 4.1 8.9 

第3季 147.7 7.9 74.7 3.6 73.1 12.7 1.6 

第4季 140.8 -1.6 72.6 3.2 68.3 -6.3 4.3 

2019年 第1季 140.6 -0.4 69.7 -1.4 70.9 0.6 -1.2 

說明：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2015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表 16 我國對歐盟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及其貨品名稱 
2018年第1季 2019年第1季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70.7 100.0 69.7 100.0 -1.0 -1.4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1.2 30.0 21.7 31.2 0.5 2.4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3.7 19.3 13.9 19.9 0.2 1.5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7.9 11.2 8.3 12.0 0.4 5.4 

73 鋼鐵製品 5.1 7.2 4.9 7.1 -0.1 -2.7 

72 鋼鐵 4.3 6.1 3.0 4.3 -1.3 -30.7 

39 塑膠及其製品 3.1 4.3 3.0 4.2 -0.1 -3.5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1.9 2.7 2.0 2.9 0.1 5.4 

82 金屬工具及其零件 2.0 2.8 2.0 2.8 0.0 -0.5 

29 有機化學產品 1.2 1.7 1.0 1.4 -0.2 -16.4 

95 玩具及運動用品 1.0 1.4 1.0 1.4 0.0 -3.0 

  進口總額 70.5 100.0 70.9 100.0 0.4 0.6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4.0 19.8 19.4 27.3 5.4 39.0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10.1 14.4 8.6 12.1 -1.5 -15.2 

30 醫藥品 6.0 8.5 5.9 8.4 -0.1 -1.2 

87 汽機車及其零件 7.2 10.2 5.7 8.0 -1.5 -21.4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4.1 5.9 4.3 6.1 0.2 4.4 

22 飲料、酒類及醋 2.2 3.1 2.3 3.2 0.1 3.7 

29 有機化學產品 3.1 4.4 2.0 2.9 -1.1 -34.6 

38 雜項化學產品 2.2 3.1 2.0 2.8 -0.2 -8.7 

98 關稅配額之貨品 1.5 2.1 1.5 2.1 0.0 1.3 

27 礦物燃料 0.4 0.6 1.3 1.8 0.9 195.6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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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新南向18國貿易分析 

2019年第1季我國對新南向18國貿易總值為261.8億美元，較上年

同期衰退5.5%，其中出口金額為148.3億美元，衰退10.4%，進口金額

為113.5億美元，成長1.7%；貿易出超為34.8億美元。 

出口貨品方面，2019年第1季我國對新南向18國出口的前三項貨品

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與塑膠及其製

品(HS39)，三者合計金額占我國出口至該區總額的56.8%，其中電機設

備及其零件(HS85)單一項目的比重達39.1%，出口集中度略高。在前10

大出口貨品中，有6個項目呈現衰退，其中，礦物燃料(HS27)衰退

49.5%跌幅最大，主因為菲律賓將柴油進口主要市場轉向中國大陸，

其次為鋼鐵(HS72)衰退14.3%，主因為受到美中貿易戰波及，部分鋼鐵

製品被加徵從價關稅，導致出口下跌，其餘項目跌幅為個位數。另一

方面，呈現成長的項目皆為個位數漲幅，以機械用具及其零件(HS84)

成長8.1%漲幅最高，其次為光學等精密儀器(HS90)成長7.1%，人造纖

維絲(HS54)成長2.8%，以及有機化學產品(HS29)成長1.4%。 

進口貨品方面，2019年第1季我國自新南向18國進口的前三項貨品

為電機設備及其零件(HS85)、礦物燃料(HS27)與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HS84)，進口金額合計占我國自該區進口總額的61.4%，集中度頗高。

前十大進口貨品相較於上年同期呈現漲跌互見之情況，以光學等精密

儀器(HS90)成長54.0%漲幅最高，其次為礦石、熔渣及礦灰(HS26)成長

21.5%，鋁及其製品(HS76)成長21.3%。 (詳見表 17及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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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我國對新南向18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項目別 

時間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出(入)超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13年 1,128.4 2.2 684.0 3.7 444.4 0.0 239.6 

2014年 1,144.8 1.5 689.2 0.8 455.6 2.5 233.7 

2015年 963.6 -15.8 592.4 -14.1 371.2 -18.5 221.2 

2016年 959.5 -0.4 594.1 0.3 365.4 -1.6 228.8 

2017年 1,108.0 15.5 673.7 13.4 434.3 18.8 239.5 

第2季 270.2 14.3 160.7 9.4 109.6 22.4 51.1 

第3季 284.6 17.8 177.3 19.2 107.3 15.6 70.1 

第4季 286.3 6.8 177.1 8.8 109.3 3.6 67.8 

2018年 1,169.4 5.5 683.8 1.5 485.6 11.8 198.1 

第1季 277.1 3.8 165.4 4.3 111.7 3.2 53.8 

第2季 290.8 7.6 174.2 8.4 116.7 6.5 57.5 

第3季 301.8 6.0 171.0 -3.6 130.8 22.0 40.1 

第4季 299.7 4.7 173.2 -2.2 126.5 15.8 46.7 

2019年 第1季 261.8 -5.5 148.3 -10.4 113.5 1.7 34.8 

說明：本表資料含復出進口，2015年以前係採特殊貿易制度統計。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表 18 我國對新南向18主要出進口貨品類別 

單位：億美元；% 

HS 2位碼及其貨品名稱 
2018年第1季 2019年第1季 增減比較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出口總額 165.4 100.0 148.3 100.0 -17.1 -10.4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61.9 37.4 58.0 39.1 -3.9 -6.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14.3 8.6 15.4 10.4 1.2 8.1 

39 塑膠及其製品 11.7 7.1 10.9 7.3 -0.8 -7.0 

27 礦物燃料 20.2 12.2 10.2 6.9 -10.0 -49.5 

72 鋼鐵 9.8 5.9 8.4 5.7 -1.4 -14.3 

29 有機化學產品 5.5 3.3 5.6 3.8 0.1 1.4 

60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3.9 2.4 3.8 2.5 -0.1 -3.6 

54 人造纖維絲 2.9 1.8 3.0 2.0 0.1 2.8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4 1.4 2.5 1.7 0.2 7.1 

73 鋼鐵製品 2.3 1.4 2.2 1.5 -0.2 -6.8 

  進口總額 111.7 100.0 113.5 100.0 1.9 1.7 

85 電機設備及其零件 28.4 25.4 32.6 28.7 4.2 14.9 

27 礦物燃料 28.7 25.7 27.2 24.0 -1.5 -5.2 

84 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9.4 8.5 9.8 8.7 0.4 4.1 

90 光學等精密儀器 2.9 2.6 4.4 3.9 1.6 54.0 

26 礦石、熔渣及礦灰 3.2 2.9 3.9 3.4 0.7 21.5 

72 鋼鐵 3.4 3.0 3.5 3.1 0.1 3.0 

74 銅及其製品 2.9 2.6 2.5 2.2 -0.4 -14.3 

29 有機化學產品 2.8 2.5 2.2 1.9 -0.6 -21.5 

76 鋁及其製品 1.4 1.3 1.7 1.5 0.3 21.3 

39 塑膠及其製品 1.7 1.5 1.6 1.4 -0.1 -5.2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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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APEC會員體貿易分析 

2019年第1季，我國對APEC會員體貿易總值高達1,139.8億美元，

較上年同期衰退1.7%，其中出口金額為645.5億美元，衰退3.9%，進口

金額為494.3億美元，成長1.4%；貿易出超為151.2億美元。 

觀察2019年第1季我國與APEC會員體貿易統計數據，我國對

APEC會員體出、進口額占我國出、進口總額比重分別為84.6%及

73.3%，而我國對APEC會員體貿易總額占我國整體貿易比重約79.3%，

包括中國大陸、東協、美國、日本皆為我國長期以來最主要的貿易往

來對象，亞太地區對我國經貿之重要性依然穩固。 

我國2019年第1季對APEC各會員體出口排名，前五大依序為中國

大陸、美國、香港、日本、韓國，合計占我國總出口比重的65.2%。

成長率方面，我國2019年第1季對中國大陸、香港、印尼、馬來西亞、

菲律賓、泰國、智利、祕魯、巴布亞紐幾內亞、汶萊等地呈現衰退，

對其他APEC會員體出口則為正成長，其中以對美國出口的成長幅度

最高，達19.3%，其次為對韓國出口成長17.9%，其餘會員體漲幅為個

位數。 

我國進口前五大會員體則依序為中國大陸、日本、美國、韓國、

馬來西亞，合計占我國總進口的58.0%。成長率方面，我國2019年第1

季自中國大陸、馬來西亞、越南、美國及澳大利亞為正成長，其餘呈

現衰退。其中，自馬來西亞進口成長32.2%漲幅最高，其次為自越南

進口成長12.3%，自美國進口成長11.2%，以及自澳大利亞成長10.0%，

其餘會員體漲幅為個位數 (詳見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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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2019年第1季我國對APEC各會員體之貿易統計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日本 164.1 11.4 -0.5 57.8 7.6 4.9 106.3 15.8 -3.2 

韓國 80.9 5.6 2.0 41.4 5.4 17.9 39.4 5.9 -10.8 

中國大陸 335.4 23.3 -6.4 203.5 26.7 -12.3 132.0 19.6 4.3 

香港 91.0 6.3 -9.4 88.5 11.6 -8.7 2.5 0.4 -27.5 

                   

印尼 17.3 1.2 -14.5 7.0 0.9 -17.7 10.3 1.5 -12.1 

馬來西亞 47.5 3.3 6.6 22.6 3.0 -12.2 24.9 3.7 32.2 

菲律賓 20.0 1.4 -38.5 14.7 1.9 -44.1 5.3 0.8 -14.7 

新加坡 58.2 4.0 -1.0 38.4 5.0 0.0 19.8 2.9 -2.7 

泰國 24.1 1.7 -10.6 14.3 1.9 -7.0 9.8 1.5 -15.3 

越南 35.4 2.5 5.9 25.3 3.3 3.5 10.1 1.5 12.3 

                   

美國 193.7 13.5 15.5 106.1 13.9 19.3 87.6 13.0 11.2 

加拿大 10.7 0.7 1.9 6.3 0.8 3.5 4.3 0.6 -0.3 

墨西哥 7.8 0.5 4.7 6.0 0.8 9.0 1.8 0.3 -7.6 

                   

澳大利亞 33.1 2.3 8.6 8.7 1.1 4.9 24.4 3.6 10.0 

紐西蘭 3.1 0.2 -3.3 1.1 0.1 8.3 2.0 0.3 -8.5 

                   

智利 4.0 0.3 -5.2 0.5 0.1 -18.1 3.5 0.5 -3.1 

祕魯 1.0 0.1 -17.4 0.5 0.1 -0.5 0.5 0.1 -30.9 

巴布亞紐幾內亞 1.5 0.1 -37.8 0.0 0.0 -58.7 1.5 0.2 -37.2 

汶萊 0.0 0.0 -90.8 0.0 0.0 -23.8 0.0 0.0 -96.1 

俄羅斯 11.0 0.8 -8.5 2.7 0.4 4.1 8.3 1.2 -12.0 

          

APEC(20) 1,139.8 79.3 -1.7 645.5 84.6 -3.9 494.3 73.3 1.4 

                   

全球 1,437.4 100.0 -2.7 763.3 100.0 -4.2 674.1 100.0 -0.8 

資料來源：我國國際貿易局出進口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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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 

2019年第1季美國經濟成長表現優於預期，主要歸功於政府支

出和企業投資增加，以及出口呈現小幅成長。根據美國商務部初

估數據顯示，2019年第1季年化1經濟成長率為3.2%，高於2018年

第4季經濟成長率為2.2%。2019年第1季美國貿易總額為10,066.9億

美元，較上年同期僅微幅成長0.5%，其中出口額為4,082.2億美元，

成長1.4%；進口5,984.7億美元，微幅下跌0.1%。 

出口方面，2019年第1季美國主要出口前十大國家/地區依序

為加拿大、墨西哥、中國大陸、日本、英國、德國、韓國、荷蘭、

巴西及法國，合計占美國出口總體比重達63.9%，至於我國則排名

第14名。美國出口前十大國家/地區中，對法國成長20.5%漲幅最

高，其次為對荷蘭成長13.0%，另對巴西、德國、英國、日本、韓

國等地成長率為個位數；對墨西哥為持平，但對中國大陸衰退

18.8%跌幅最深，以及對加拿大下跌1.6%。 

進口方面，美國主要進口前十大國家/地區依序為中國大陸、

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德國、韓國、越南、英國、印度及愛爾

蘭，合計占美國進口總體比重達69.2%，其中越南從2018年第1季

排名第12名前進至第7名，表現突出，至於我國則排名第13名。美

國前10大進口國家/地區中，以越南成長40.2%漲幅最高，其次為

韓國成長18.3%，印度成長15.2%，另墨西哥、日本、英國、德國

等地成長率為個位數。另一方面，進口衰退的國家/地區中，以中

國大陸衰退13.9%跌幅最深，其次為加拿大衰退3.4%。 

臺美雙邊貿易部分，2019年第1季貿易總額達201.2億美元，

成長19.3%，其中美國對我國出口74.6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16.4%；自我國進口126.6億美元，成長21.2% (詳見表 20)。 

                                                 
1
 年化成長率為該季成長率的 4 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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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2019年第1季美國對世界各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中華民國 201.2 2.0 19.3 74.6 1.8 16.4 126.6 2.1 21.1 

日本 542.6 5.4 3.4 182.6 4.5 4.6 360.0 6.0 2.9 

韓國 333.8 3.3 11.8 135.0 3.3 3.3 198.8 3.3 18.3 

中國大陸 1,319.6 13.1 -14.9 259.9 6.4 -18.8 1,059.7 17.7 -13.9 

香港 93.0 0.9 -23.7 82.1 2.0 -23.3 10.9 0.2 -26.4 

澳大利亞 84.0 0.8 1.2 58.3 1.4 -3.0 25.7 0.4 12.2 

紐西蘭 17.8 0.2 -8.2 8.3 0.2 -2.4 9.5 0.2 -12.8 

俄羅斯 62.3 0.6 0.6 18.7 0.5 18.4 43.6 0.7 -5.4 

智利 64.3 0.6 -7.3 35.1 0.9 6.0 29.2 0.5 -19.6 

秘魯 40.4 0.4 -8.8 24.1 0.6 6.6 16.3 0.3 -24.9 

APEC(20) 6,075.5 60.4 -2.5 2,311.3 56.6 -2.8 3,764.2 62.9 -2.3 

                   

印尼 69.6 0.7 -1.1 19.4 0.5 6.0 50.2 0.8 -3.6 

馬來西亞 121.3 1.2 -2.6 29.9 0.7 -6.0 91.4 1.5 -1.5 

菲律賓 50.8 0.5 1.0 21.1 0.5 3.4 29.7 0.5 -0.7 

新加坡 136.5 1.4 0.2 73.8 1.8 -5.3 62.7 1.0 7.5 

泰國 114.8 1.1 9.3 35.8 0.9 19.3 79.0 1.3 5.3 

越南 184.4 1.8 36.5 24.7 0.6 16.5 159.7 2.7 40.2 

ASEAN(10) 694.7 6.9 9.6 208.7 5.1 3.6 486.0 8.1 12.4 

                   

加拿大 1,464.6 14.5 -2.5 721.1 17.7 -1.6 743.5 12.4 -3.4 

墨西哥 1,505.8 15.0 3.1 639.5 15.7 0.0 866.3 14.5 5.4 

NAFTA 2,970.4 29.5 0.2 1,360.6 33.3 -0.8 1,609.8 26.9 1.1 

                   

沙烏地阿拉伯 80.4 0.8 4.0 38.7 0.9 15.2 41.7 0.7 -4.6 

印度 234.8 2.3 16.6 88.1 2.2 19.1 146.7 2.5 15.2 

                   

阿根廷 33.6 0.3 -5.6 20.2 0.5 -12.6 13.4 0.2 7.2 

巴西 173.1 1.7 5.8 99.9 2.4 8.0 73.2 1.2 3.0 

                   

德國 467.1 4.6 2.8 156.7 3.8 6.2 310.4 5.2 1.2 

法國 238.7 2.4 18.1 97.3 2.4 20.6 141.4 2.4 16.5 

英國 330.6 3.3 3.8 180.4 4.4 5.1 150.2 2.5 2.2 

荷蘭 194.1 1.9 14.8 133.3 3.3 13.0 60.8 1.0 19.0 

比利時 138.4 1.4 19.6 91.6 2.2 19.4 46.8 0.8 20.0 

義大利 196.6 2.0 9.0 60.4 1.5 12.3 136.2 2.3 7.6 

愛爾蘭 165.0 1.6 -3.3 22.4 0.5 -23.8 142.6 2.4 0.9 

歐盟 28 國 2,088.8 20.7 7.7 869.5 21.3 11.4 1,219.3 20.4 5.2 

                   

全球 10,066.9 100.0 0.5 4,082.2 100.0 1.4 5,984.7 100.0 -0.1 

說明： 

1.APEC(20)為目前 APEC 21 個會員體扣除美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汶萊與巴布亞紐幾內亞。 

2.ASEAN 目前有 10 個會員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緬甸、寮國、柬埔寨及汶萊。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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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根據日本內閣府初步估算，2019年第1季GDP年化成長2.1%，表現優

於預期，但對於GDP成長貢獻的主要來源是與上季相比的進口跌幅高於出

口，未來走勢仍不容樂觀，特別是日本政府預定於2019年10月調升消費稅

率，被認為不利國內消費成長表現。2019年第1季日本整體對外貿易總額

為3,528.1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衰退4.7%，出口金額1737.7億美元，衰退

5.7%，進口金額1,790.3億美元，衰退3.6%。 

出口方面，日本前十大出口國家/地區依序為美國、中國大陸、韓國、

我國、香港、泰國、新加坡、德國、英國及越南，合計占日本出口總額比

重達69.9%，我國在日本出口國家排名第四名，與上一季維持相同名次。

在2019年第1季日本出口前十大國家/地區中，對英國及美國分別成長5.4%

及2.2%，對其餘國家/地區出口皆為衰退，以新加坡衰退14.1%跌幅最高，

其他跌幅超過兩位數的國家/地區為對韓國衰退13.0%，對我國則衰退2.7%。 

進口方面，日本2019年第1季前十大進口國家依序為中國大陸、美國、

澳大利亞、韓國、沙烏地阿拉伯、我國、泰國、德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及越南，合計占日本進口總體比重達66.3%，其中我國排名第6，較上季

進步一名。2019年第1季日本自前十大進口國的進口金額中，以澳大利亞

成長9.7%漲幅最高，其次為越南成長3.0%，美國成長2.4%，以及泰國成

長1.4%，其餘國家/地區出口為衰退，以韓國衰退9.5%跌幅最高，其次為

沙烏地阿拉伯衰退9.2%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衰退9.1%。 

臺日雙邊貿易部分，2019年第1季貿易總額為166.2億美元，衰退2.4%，

其中日本對我國出口101.8億美元，下跌2.7%；自我國進口64.4億美元，

下跌1.8%(詳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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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19年第1季日本對世界各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中華民國 166.2 4.7 -2.4 101.8 5.9 -2.7 64.4 3.6 -1.8 

韓國 195.8 5.5 -11.7 120.9 7.0 -13.0 74.9 4.2 -9.5 

中國大陸 727.2 20.6 -4.9 308.5 17.8 -9.4 418.7 23.4 -1.3 

香港 85.5 2.4 -5.2 78.8 4.5 -5.6 6.7 0.4 0.0 

澳大利亞 157.2 4.5 1.0 35.9 2.1 -20.4 121.3 6.8 9.7 

紐西蘭 11.1 0.3 -5.1 5.6 0.3 -1.8 5.5 0.3 -8.3 

俄羅斯 52.6 1.5 -8.2 19.5 1.1 1.6 33.1 1.8 -13.1 

智利 25.0 0.7 -4.9 6.6 0.4 34.7 18.4 1.0 -14.0 

秘魯 8.2 0.2 -8.9 1.7 0.1 -26.1 6.5 0.4 -3.0 

APEC(20) 2,404.6 68.2 -3.2 1,215.2 69.9 -5.0 1,189.4 66.4 -1.4 

                   

印尼 83.6 2.4 -13.5 34.8 2.0 -9.4 48.8 2.7 -16.2 

馬來西亞 80.9 2.3 -8.0 32.2 1.9 -6.4 48.7 2.7 -9.0 

菲律賓 51.8 1.5 -5.1 25.4 1.5 -8.0 26.4 1.5 -2.2 

新加坡 74.3 2.1 -16.6 53.8 3.1 -14.1 20.5 1.1 -22.6 

泰國 138.1 3.9 -2.3 75.0 4.3 -5.2 63.1 3.5 1.4 

越南 87.1 2.5 0.2 35.9 2.1 -3.5 51.2 2.9 3.0 

ASEAN(10) 535.3 15.2 -6.8 260.1 15.0 -8.1 275.2 15.4 -5.5 

                   

美國 548.5 15.5 2.3 350.0 20.1 2.2 198.5 11.1 2.4 

加拿大 48.9 1.4 -9.6 22.2 1.3 -11.6 26.7 1.5 -7.9 

墨西哥 41.4 1.2 0.2 26.8 1.5 3.1 14.6 0.8 -4.6 

NAFTA 638.8 18.1 1.1 399.0 23.0 1.4 239.8 13.4 0.7 

                   

沙烏地阿拉伯 86.0 2.4 -8.9 12.0 0.7 -7.0 74.0 4.1 -9.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74.5 2.1 -10.6 17.7 1.0 -14.9 56.8 3.2 -9.1 

卡達 38.5 1.1 -9.8 3.1 0.2 -24.4 35.4 2.0 -8.3 

印度 42.7 1.2 -2.3 29.1 1.7 4.7 13.6 0.8 -14.5 

                   

阿根廷 3.1 0.1 -18.4 1.8 0.1 -10.0 1.3 0.1 -27.8 

巴西 26.0 0.7 -7.8 9.3 0.5 -9.7 16.7 0.9 -6.7 

                   

德國 114.7 3.3 -3.9 51.6 3.0 -3.0 63.1 3.5 -4.5 

法國 45.4 1.3 1.1 17.0 1.0 -6.1 28.4 1.6 6.0 

英國 56.8 1.6 4.8 37.3 2.1 5.4 19.5 1.1 3.7 

荷蘭 38.1 1.1 -6.8 31.0 1.8 -8.3 7.1 0.4 0.0 

歐盟 28 國 428.1 12.1 -1.1 214.2 12.3 0.7 213.9 11.9 -2.8 

                   

全球 3,528.0 100.0 -4.7 1,737.7 100.0 -5.7 1,790.3 100.0 -3.6 

說明： 

1.APEC(20)為目前 APEC 21 個會員體扣除日本，除表列者外，尚包括汶萊與巴布亞紐幾內亞。 

2.ASEAN 目前有 10 個會員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緬甸、寮國、柬埔寨及汶萊。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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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 

根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的初估數據顯示，中國大陸2019年第1季經

濟成長6.4%，漲幅與上季持平，時隔4季以來的首季漲幅停止縮小，主要

是政府提出經濟振興政策，有效支撐投資復甦。然而，2019年第1季中國

大陸對外貿易總額為10,269.4億美元，僅與上年同期持平，出口值為

5,514.2億美元，成長1.0%，而進口值為4,755.1億美元，衰退1.1%，顯示

市場需求已有走弱跡象。 

出口方面，2019年第1季中國大陸前十大主要出口國家/地區依序為美

國、香港、日本、韓國、越南、德國、印度、荷蘭、英國及新加坡，合計

占中國大陸出口總體比重達56.5%，而我國排名第11，與上季持平。中國

大陸出口前十大國家/地區中，以對英國成長20.2%漲幅最高，其次為越南

成長12.6%，另對德國、新加坡、韓國及日本等地成長率為個位數；另一

方面，美國衰退8.8%跌幅最深，其次為香港衰退6.5%，印度及荷蘭分別

衰退2.4%及2.0%。 

進口方面，2019年第1季中國大陸前10大主要進口國家依序為韓國、

日本、我國、美國、澳大利亞、德國、巴西、馬來西亞、俄羅斯及沙烏地

阿拉伯，合計占中國大陸進口總體比重達54.1%，其中我國排名第3，名

次與上季持平。中國大陸自前十大進口國家/地區之進口中，呈現漲跌各

半的態勢，其中，自美國下跌29.3%跌幅最深，其次為韓國下跌13.1%，

日本及我國分別下跌5.6%及5.4%，德國則微幅衰退0.9%。另一方面，巴

西及沙烏地阿拉伯成長26.5%漲幅最高，其次為澳大利亞成長16.7%，俄

羅斯及馬來西亞分別成長6.1%及5.5%。 

中國大陸與我國的雙邊貿易部分，2019年第1季中國大陸對我國貿易

總額501.5億美元，較上年同期衰退1.5%，其中對我國出口121.7億美元，

成長13.0%；自我國進口379.8億美元，衰退5.4%(詳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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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19年第1季中國大陸對世界各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中華民國 501.5 4.9 -1.5 121.7 2.2 13.0 379.8 8.0 -5.4 

日本 742.1 7.2 -1.9 352.9 6.4 2.6 389.2 8.2 -5.6 

韓國 670.9 6.5 -6.8 261.2 4.7 5.3 409.7 8.6 -13.1 

香港 629.1 6.1 -4.9 606.2 11.0 -6.5 22.9 0.5 70.9 

澳大利亞 379.0 3.7 14.4 109.9 2.0 9.2 269.1 5.7 16.7 

紐西蘭 44.1 0.4 5.5 12.7 0.2 5.0 31.4 0.7 5.7 

俄羅斯 241.1 2.3 4.9 106.4 1.9 3.3 134.7 2.8 6.1 

智利 112.3 1.1 7.3 35.0 0.6 -2.0 77.3 1.6 12.0 

秘魯 58.9 0.6 5.0 19.1 0.3 8.5 39.8 0.8 3.4 

APEC(21) 5,791.9 56.4 -2.0 3,187.5 57.8 -0.2 2,604.4 54.8 -4.3 

                   

印尼 180.0 1.8 -1.3 102.1 1.9 8.2 77.9 1.6 -11.5 

馬來西亞 263.7 2.6 7.5 113.1 2.1 10.3 150.6 3.2 5.5 

菲律賓 127.6 1.2 6.2 84.2 1.5 16.9 43.4 0.9 -9.8 

新加坡 206.2 2.0 6.9 125.8 2.3 9.2 80.4 1.7 3.5 

泰國 202.4 2.0 -2.3 98.6 1.8 -3.0 103.8 2.2 -1.6 

越南 318.8 3.1 8.3 200.5 3.6 12.6 118.3 2.5 1.6 

ASEAN(10) 1,370.8 13.3 5.3 773.9 14.0 9.5 596.9 12.6 0.3 

                   

美國 1,195.3 11.6 -14.7 910.3 16.5 -8.8 285.0 6.0 -29.3 

加拿大 160.7 1.6 30.5 84.6 1.5 20.5 76.1 1.6 43.9 

墨西哥 133.7 1.3 12.7 100.7 1.8 15.2 33.0 0.7 5.8 

NAFTA 1,489.7 14.5 -9.3 1,095.6 19.9 -5.2 394.1 8.3 -19.1 

                   

南非 96.3 0.9 17.6 36.6 0.7 -0.3 59.7 1.3 32.1 

沙烏地阿拉伯 175.9 1.7 26.5 47.6 0.9 26.3 128.3 2.7 26.5 

印度 216.3 2.1 -2.4 171.7 3.1 -2.4 44.6 0.9 -2.6 

                   

阿根廷 32.0 0.3 12.3 14.1 0.3 -38.2 17.9 0.4 214.0 

巴西 250.1 2.4 16.4 73.0 1.3 -2.4 177.1 3.7 26.5 

                   

德國 440.0 4.3 3.5 191.2 3.5 9.8 248.8 5.2 -0.9 

法國 154.3 1.5 17.2 73.7 1.3 7.3 80.6 1.7 27.9 

英國 194.6 1.9 12.9 140.5 2.5 20.2 54.1 1.1 -2.3 

荷蘭 185.1 1.8 -5.3 159.0 2.9 -2.0 26.1 0.5 -21.4 

瑞士 77.3 0.8 132.8 10.6 0.2 35.9 66.7 1.4 162.6 

歐盟 28 國 1,625.0 15.8 5.9 977.0 17.7 8.2 648.0 13.6 2.5 

                   

全球 10,269.3 100.0 0.0 5,514.2 100.0 1.0 4,755.1 100.0 -1.1 

說明： 

1.APEC(21)除表列者外，尚包括汶萊與巴布亞紐幾內亞，且包含自中國大陸本身經濟特區出進口之數據。  

2.ASEAN 目前有 10 個會員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緬甸、寮國、柬埔寨及汶萊。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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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盟28國 

根據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歐盟2019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為

1.5%，與2018年第4季的成長率持平，包括德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

及英國等主要成員國的成長率皆較上季微幅提升。2019年歐盟經濟面臨內

外眾多不確定性因素，包括美中貿易戰後續發展、英國脫歐進程與方式、

成員國各自政經挑戰等，考驗著歐盟整體經濟的抗壓性，預計仍將是偏低

成長格局。2019年第1季歐盟28國整體的貿易總額為11,254.0億美元，衰退

3.9%，出口5,489.7億美元，衰退5.5%，進口5,764.3億美元，衰退2.6%。 

出口方面，2019年第1季歐盟28國前十大主要出口國家/地區依序為美

國、中國大陸、瑞士、俄羅斯、土耳其、日本、挪威、韓國、加拿大及印

度，合計占歐盟出口總體比重達61.1%，而我國排名第21名。2019年第1

季歐盟對出口前十大國家/地區的出口金額呈現跌多於漲的情況，其中對

土耳其衰退27.9%跌幅最深，其次為對韓國衰退14.6%，對印度衰退14.4%；

另一方面，對中國大陸及挪威出口成長2.7%，對日本則成長0.2%。 

進口方面，2019年第1季歐盟28國前十大主要進口國家/地區依序為中

國大陸、美國、俄羅斯、瑞士、土耳其、日本、挪威、韓國、印度及越南，

合計占歐盟進口總體比重達65.5%，而我國排名第12名。2019年第1季歐

盟前十大進口國家/地區金額呈現跌多漲少的情況，以挪威衰退15.5%跌幅

最高，其次為俄羅斯衰退6.5%，越南衰退4.1%。另一方面，自美國進口

成長7.1%漲幅最高，瑞士與中國大陸分別成長1.5%及0.3%。 

歐盟與我國雙邊貿易部分，2019年第1季貿易總額為153.3億美元，較

上年同期微幅衰退0.1%，其中對我國出口64.9億美元，成長2.4%；自我國

進口88.4億美元，衰退1.8% (詳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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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19年第1季歐盟28國對世界各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中華民國 153.3 1.4 -0.1 64.9 1.2 2.4 88.4 1.5 -1.8 

日本 403.5 3.6 0.1 187.9 3.4 0.2 215.6 3.7 0.0 

韓國 273.8 2.4 -7.4 128.0 2.3 -14.6 145.8 2.5 -0.1 

中國大陸 1,761.9 15.7 1.1 598.2 10.9 2.7 1,163.7 20.2 0.3 

香港 135.6 1.2 3.4 105.5 1.9 1.3 30.1 0.5 11.1 

澳大利亞 140.4 1.2 -5.4 95.7 1.7 -12.0 44.7 0.8 12.9 

紐西蘭 23.3 0.2 -6.0 15.5 0.3 1.3 7.8 0.1 -17.9 

俄羅斯 644.2 5.7 -6.9 231.4 4.2 -7.6 412.8 7.2 -6.5 

智利 51.9 0.5 5.3 30.5 0.6 20.1 21.4 0.4 -10.5 

秘魯 27.5 0.2 -5.5 10.8 0.2 -0.9 16.7 0.3 -8.2 

APEC(21) 6,387.4 56.8 -0.6 3,014.3 54.9 -1.4 3,373.1 58.5 0.1 

                   

印尼 73.4 0.7 -5.4 25.3 0.5 -13.4 48.1 0.8 -0.6 

馬來西亞 111.8 1.0 -6.8 39.5 0.7 -8.4 72.3 1.3 -6.0 

菲律賓 46.2 0.4 6.2 21.2 0.4 13.4 25.0 0.4 0.8 

新加坡 153.6 1.4 -6.9 100.6 1.8 -4.1 53.0 0.9 -11.8 

泰國 103.0 0.9 -11.7 38.4 0.7 -20.7 64.6 1.1 -5.4 

越南 142.0 1.3 -3.7 29.0 0.5 -2.0 113.0 2.0 -4.1 

ASEAN(10) 659.1 5.9 -5.4 258.7 4.7 -7.1 400.4 6.9 -4.2 

                   

美國 2,024.3 18.0 2.6 1,198.0 21.8 -0.3 826.3 14.3 7.1 

加拿大 212.0 1.9 -1.1 117.7 2.1 -1.9 94.3 1.6 0.0 

墨西哥 175.7 1.6 -8.1 102.9 1.9 -8.9 72.8 1.3 -6.9 

NAFTA 2,411.9 21.4 1.4 1,418.5 25.8 -1.1 993.4 17.2 5.2 

                   

瑞士 768.7 6.8 -2.2 433.9 7.9 -4.8 334.8 5.8 1.5 

挪威 343.4 3.1 -8.2 154.1 2.8 2.7 189.3 3.3 -15.5 

                   

土耳其 425.9 3.8 -15.5 196.8 3.6 -27.9 229.1 4.0 -0.8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20.0 1.1 -14.8 95.5 1.7 -9.8 24.5 0.4 -30.0 

印度 257.2 2.3 -6.9 113.8 2.1 -14.4 143.4 2.5 0.0 

                   

阿爾及利亞 109.7 1.0 -3.8 48.0 0.9 -3.0 61.7 1.1 -4.3 

                   

阿根廷 38.1 0.3 -27.2 20.5 0.4 -30.3 17.6 0.3 -23.1 

巴西 170.9 1.5 -13.3 86.6 1.6 -12.9 84.3 1.5 -13.8 

                   

全球 11,254.0 100.0 -3.3 5,489.7 100.0 -4.8 5,764.3 100.0 -2.0 

說明： 

1.APEC 目前有 21 個會員體，除表列者外，尚包括汶萊與巴布亞紐幾內亞。 

2.ASEAN 目前有 10 個會員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緬甸、寮國、柬埔寨及汶萊。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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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東協6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東協各國受制於美中貿易戰效應，加上全球經濟減緩，影響所及，

根據各國初估數據顯示，2019年第1季印尼經濟成長5.1%，馬來西亞成長

4.5%，菲律賓成長5.6%，新加坡成長5.6%，泰國成長2.8%，以及越南成

長6.8%，普遍低於原先預期。2018年第4季東協6國貿易總額為7,134,4億

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6.5%，其中出口金額達3,553.5億美元，成長4.6%，

進口金額為3,580.8億美元，成長8.5%。 

出口方面，2018年第4季東協6國前十大主要出口國家/地區依序為中

國大陸、美國、日本、香港、韓國、印度、我國、澳大利亞、荷蘭及德

國，合計占東協6國出口比重達58.4%，我國排名第7。2018年及第4季東

協6國出口前十大國家/地區的出口金額僅中國大陸及荷蘭為衰退，跌幅

分別為2.8%及5.5%，對其餘國家/地區的出口金額為正成長，其中對我國

出口成長15.7%漲幅為最高，其次為對美國成長13.1%，以及對澳大利亞

成長12.8%。 

進口方面，2018年第4季東協6國前十大主要進口國家/地區依序為中

國大陸、日本、美國、韓國、我國、德國、印度、澳大利亞、法國及瑞

士，合計占東協6國進口總額比重達59.6%，我國排名第5。2018年第4季

東協6國進口前十大國家/地區中，以美國成長17.8%漲幅為最高，其次為

法國成長15.0%，以及澳大利亞成長12.2%。 

東協6國與我國雙邊貿易部分，2018年第4季東協6國與我國貿易總額

為306.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11.2%，其中對我國出口103.8億美元，

成長15.7%；自我國進口202.5億美元，成長9.0% (詳見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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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2018年第4季東協6國(印、馬、菲、泰、星、越)對世界各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國別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金額 比重 成長率 

中華民國 306.4 4.3 11.2 103.8 2.9 15.7 202.5 5.7 9.0 

日本 593.8 8.3 5.0 279.2 7.9 4.7 314.5 8.8 5.3 

韓國 411.2 5.8 3.9 150.9 4.2 4.6 260.3 7.3 3.5 

中國大陸 1,250.3 17.5 3.7 515.7 14.5 -2.8 734.5 20.5 8.9 

香港 287.1 4.0 1.9 246.9 6.9 5.7 40.1 1.1 -16.6 

印度 200.2  2.8 5.8  120.4  3.4  6.4  79.7  2.2  4.9  

澳大利亞 173.4 2.4 12.5 100.3 2.8 12.8 73.1 2.0 12.2 

紐西蘭 25.6 0.4 2.7 15.7 0.4 2.5 10.0 0.3 3.0 

俄羅斯 52.8 0.7 12.2 14.3 0.4 -6.1 38.5 1.1 20.9 

智利 7.2 0.1 -14.5 4.4 0.1 -23.3 2.8 0.1 4.3 

秘魯 3.3 0.0 -17.3 2.5 0.1 -4.6 0.9 0.0 -39.6 

APEC(21) 5,124.3 71.8 6.5 2,563.8 72.1 5.5 2,560.5 71.5 7.6 

                   

印尼 247.0 3.5 2.1 130.4 3.7 0.1 116.6 3.3 4.5 

馬來西亞 382.5 5.4 3.6 184.1 5.2 1.9 198.4 5.5 5.2 

菲律賓 116.5 1.6 2.9 75.8 2.1 2.1 40.7 1.1 4.4 

新加坡 331.8 4.7 7.5 169.4 4.8 11.5 162.4 4.5 3.6 

泰國 248.0 3.5 6.4 110.6 3.1 6.2 137.4 3.8 6.6 

越南 158.4 2.2 10.2 106.6 3.0 12.8 51.8 1.4 5.2 

ASEAN(10) 1,596.2 22.4 5.5 858.3 24.2 5.5 737.9 20.6 5.5 

                   

美國 677.4 9.5 15.0 403.6 11.4 13.1 273.9 7.6 17.8 

加拿大 38.2 0.5 18.2 20.0 0.6 9.5 18.2 0.5 29.3 

墨西哥 35.9 0.5 5.2 24.8 0.7 5.7 11.1 0.3 4.0 

NAFTA 719.4 10.1 13.8 448.3 12.6 12.5 271.1 7.6 16.1 

                   

德國 157.8 2.2 1.6 74.1 2.1 2.1 83.7 2.3 1.1 

法國 100.9 1.4 13.7 35.5 1.0 11.3 65.4 1.8 15.0 

英國 87.3 1.2 7.0 45.0 1.3 3.3 42.3 1.2 11.2 

荷蘭 104.3 1.5 -1.5 80.9 2.3 -5.5 23.3 0.7 15.2 

瑞士 65.9 0.9 -9.5 16.3 0.5 24.3 49.6 1.4 -16.9 

歐盟 28 國 708.0 9.9 5.1 378.7 10.7 2.7 329.3 9.2 8.0 

                   

全球 7,134.4 100.0 6.5 3,553.5 100.0 4.6 3,580.8 100.0 8.5 

說明： 

1.APEC 目前有 21 個會員體，除表列者外，尚包括汶萊與巴布亞紐幾內亞。 

2.ASEAN 目前有 10 個會員國，除表列者外，尚包括緬甸、寮國、柬埔寨、汶萊。 

3.ASEAN、APEC 與全球總計皆包含東協 6 國對其他各國之貿易額，其對 ASEAN(10)、APEC(21)與全球之貿易

總額在計算時，已刪去 6 國間彼此重複計算之部分，所以貿易總額會小於出口總額加進口總額。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越南貿易資料為 CEIC 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