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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菲律賓對外經貿概況

一、菲國經濟發展現況

二、菲律賓對外貿易

三、菲律賓外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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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率

7.6%

(2022)

通貨膨脹率

5.8%

(2022)

就業率

95.7%

(2022.12)

人口數

1億1,157萬人

一、菲國經貿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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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菲律賓對外貿易

單位:百萬美元

高度仰賴進口，近年多呈現逆差

資料來源:菲律賓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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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菲律賓外人投資 (1/2)

2022年菲律賓外人直接投資來源國分布
資料來源:菲律賓統計局

投資金額(單位:百萬披索)

前
五
大
投
資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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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臺灣排名第1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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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菲律賓外人投資 (2/2)

77

2022年菲律賓外人直接投資產業分布
行政輔助業

5% 運輸倉儲業
6%

製造業
16%

房地產業
24%

資通訊
47%

其他
2%

(資料來源:菲律賓統計局)



貳、菲律賓經貿政策

一、小馬可仕政府新上任，積極招商

二、菲律賓招商政策

三、菲律賓產業政策

四、菲律賓貿易政策

五、菲律賓對外洽簽FTA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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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馬可仕政府新上任，積極招商

2022年5月菲國進行6年一次總統大選，選出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 
)及莎拉杜特地(Sara Duterte-Carpio)為正副總統，小馬可仕總統對內在經貿
政策主要延續上任杜特地政府措施，對外積極訪問招商，以下是小馬可仕政
府上任後所採取之經貿措施：

• 持續推廣「企業復甦及稅務優惠法案」(CREATE)、

「零售業自由化法」、「外人投資法」及

「公共服務法」以及「策略投資優先計畫(SIPP)」

• 延續前任之Build、Build、Build基礎建設

計畫，並更名為Build、Better、More(BBM)

• 放寬外國投資再生能源事業持股限制

• 調降電動車進口關稅，推廣綠色交通

• 建立綠色通道簡化投資申請，鼓勵策略性投資

• 計畫成立Marhalika財富基金，投資農業、能源、

數位化及氣候變遷等關鍵策略性投資領域

• 促成參議院批准RCEP協定，菲國應可於今(2023)年5月生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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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菲律賓招商政策

• 菲律賓有多個並立之投資促進機構(IPAs)並給予不同之投
資獎勵， 主要投資促進機構包括貿工部投資署(BOI)、菲
律賓經濟特區管理署(PEZA)、蘇比克灣管理署(SBMA)等
。

• 貿工部投資署「策略性投資優先計畫(SIPP)」：菲律賓
於2022年5月26日公布SIPP，鼓勵外國投資菲國產業並
給予投資獎勵，特別是創造新工作機會，促進未來產業
發展方向及轉型需求之產業。該計畫包括電機電子、汽
車及其零組件、航太產業、商務流程外包、工具機、鋼
鐵業、化學品、農產加工、造船業、家具及成衣業、交
通運輸及物流、創新研發、環境保護、創意產業、觀光
及數位科技等15個優先發展內外銷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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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菲律賓產業政策

國家經濟發展署(NEDA)「2023-2028菲律賓發展計畫」

• 目標：維持高經濟成長率，2023年經濟成長率目標為6-7%，2024至2028年
每年經濟成長率目標為6.5-8%。

• 提高菲國在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排名，持續推動創新。

• 提升菲國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之全球競爭力指數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GCI）排名，2022年為第59名，盼2028
年提升至第43名。

• 創造更多高品質就業機會，2023年失業率目標值為5.3-6.4%，2026至2028年
目標為每年4-5%。

• 推動人均國民所得毛額(GNI per capita)在2028年以前達到6,044~6,571美
元。(2021年為3,640美元)

• 降低貧窮率，自2021年之18.1%降至2028年目標值為8.8-9%。

• 維持物價穩定，2023年整體通貨膨脹率目標在2.5-4.5%，2024至2028年每
年控制在2-4%。

• 確保財政健全，2023年財政赤字占全年GDP比率為6.1%，2028年降為3%。

• 政府負債餘額占GDP比率由2022年9月之63.7%，2028年底前逐漸降為48-
53%。



四、菲律賓貿易政策

1 推動政府數位化，簡化進出口程序

2
加強農產品及高附加價值產品出口

加強與重要貿易夥伴及周邊國家(如美
國、中國大陸、日本)經濟交流

4
持續與國際多邊機構合作，如亞銀、
世界銀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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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菲律賓對外洽簽FTA概況

已簽署，
尚未生效

共1個

RCEP(已
完成國內
批准程
序，預計
2023年5
月生效)

談判中

共2個

歐盟

韓國(已
談判完成，
待簽署)

研議中

共4個

巴基斯坦
智利

美國

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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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

共3個
東協(東協與紐澳
FTA、東協與中
國FTA、中國與
印度FTA、東協
與日本FTA、東
協與韓國FTA)

日本

歐洲自由貿易聯
盟(EFTA)



參、臺菲雙邊經貿關係

一、臺菲雙邊經貿關係概況

二、臺菲雙邊貿易概況

三、臺菲雙邊投資概況

四、臺菲產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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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菲雙邊經貿關係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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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菲律賓

貿易
2022年為菲律賓第8大
貿易夥伴
(資料來源：菲律賓統計局)

2022年為臺灣第15大貿
易夥伴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投資
2022年為菲律賓第10
大投資國
(資料來源：菲律賓統計局)

迄2022年底累計在台投
資12.13億美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審會)

會議 臺菲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
臺菲(民間)經濟聯席會議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進出口貿易統計

2022年菲律賓為我國第15大貿易夥伴

出口：76.4億美元
菲律賓為我國第11大出口市場

2022年雙邊貿易額

107.2億美元

進口：30.8億美元
菲律賓為我國第22大進口來源國

二、臺菲雙邊貿易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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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對菲律賓投資9件，

金額為2,583萬美元。

2022年菲律賓對我投資9件，

金額為40.4萬美元。

資料來源：投審會統計資料

三、臺菲雙邊投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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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菲產業合作

可合作之產業

臺商汽機車零組件產業已累積設計及製造能量，
菲國處於產業升級轉型階段，雙方具有相當大的
合作空間

臺灣半導體與電子業產業鏈完整，並為菲國之
晶圓供應來源國，可持續擴大商機

農產加工、保存及物流

臺灣於農產加工發展具優勢與經驗，且已有我
食品業者布局菲律賓，菲國欠缺農業加工及保存
技術，如冷鏈倉儲等，雙方在該產業領域具有
相當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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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投資優先計畫

15向優先發展
產業

⚫汽車及其零組件
⚫電機電子
⚫農產加工
⚫航太產業
⚫交通運輸及物流

汽車零組件及電動機車



肆、臺灣投資窗口可提供之服務

1.提供菲律賓當地投資法規、稅務、勞工、環保等一般性
投資諮詢服務。

2.掌握在地產業資訊與商機。

3.引介臺灣潛在投資人與當地國投資服務機關。

4.運用在地資源網絡促成合作商機。

5.協助我國政府對菲經貿相關政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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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新南向下菲律賓的角色

貿易合作平台：菲律賓台灣形
象展1

投資合作平台：臺灣投資窗口2

商機合作平台：積極參加會展3

4
產業合作平台：台菲產業高峰
鏈結論壇

人才交流平台：實習交流及攬
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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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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