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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事件評析 
 

(一) 印尼：印尼政府將新設投資部，加強吸引投資 

 

1. 重大事件說明 

 印尼國會近日批准通過總統函(R-14/Pres /03/2021)提議，針對部分政府部會進行改組。根

據規劃，印尼政府將成立投資部，並將研究和科技部併入教育和文化部。 

 部會調整引起外界推測佐科威政府將進行另一波內閣改組，不過目前尚未有更新訊息，印

尼政府亦未公布新任投資部長。 

 

2. 影響分析 

 加強吸引投資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為佐科威政府重要核心政策之一，目前主要負責單位為

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BKPM 在 2009 年恢復為部級機構，直接向總統匯報。根據

BKPM 數據，2020 年外國直接投資(FDI)金額較 2019 年微幅成長 2%，達 286.6 億美元。 

 產業界對於新部會持正面看法，印尼工商業聯合會(KADIN)副主席 Juan Permata Adoe 認為

投資部的成立將為投資者提供確定性，並有助進一步加強於各部會間協調投資者面臨的議

題，例如在原材料供應鏈的相關業務。 

 COVID-19 疫情對印尼經濟造成重大衝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統計，印尼實質 GDP 相

較於前一年度衰退 2.1%。而考量交通運輸限制仍相對影響整體消費，印尼央行於 4 月將

2021 年經濟成長率自 4.5-5.5%下調至 4.1-5.1%。印尼總統佐科威日前也指出，受到疫情影

響以及年輕勞動力進入市場，2020 年印尼失業人口估計達 1,000 萬人，吸引投資及創造就

業機會是推動 2021 年經濟成長的關鍵。 

 

(二) 泰國：第三波疫情嚴峻，衝擊經濟復甦 

 

1. 重大事件說明 

 泰國近期爆發新冠肺炎新一波疫情，已連續多日單日破千確診案例，四月份新年假期期間

累積達將近 7,000 例。泰國政府下令，2021 年 4 月 18 日起，全面關閉學校、酒吧及按摩

店等娛樂場所，並禁止 50 人以上集會活動；同時將曼谷等 18 個省份列為紅色危險區域，

以嚴格實施防疫措施。在泰國疫情高度不穩定和旅遊業仍受國際旅行限制阻礙下，經濟預

測機構紛紛下修泰國 2021 年的經濟成長預測。 

 

2. 影響分析 

 泰國第三波疫情將再次衝擊當地經濟，導致該國今年的經濟成長力道趨緩。在此之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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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當地與國際經濟預測機構均下修泰國 2021 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包括泰國商工暨銀行聯

合委員會(JSCCIB)預計將下調經濟成長率 0.5%-1%，世界銀行(World Bank)則從先前預測的成

長 4%下調至 3.4%。 

 針對新一波疫情，泰國政府採取旅遊限制及在家工作等防疫政策，但不會實施全國性封鎖

或宵禁措施。儘管如此，仍將影響當地服務業和觀光業；同時泰國總體投資也將受影響，

泰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委員會(NESDC)因泰國及全球疫情仍未見平息，下修了泰國 2021 年

的總體投資成長預測至 5.7%。 

 為因應疫情，泰國政府計劃於 5 月前為 100 萬名弱勢族群接種疫苗，並於 6 月開始進行大

規模疫苗接種，目前則與美國輝瑞疫苗(Pfizer-BioNTech)藥廠協商於 7 月將數百萬劑疫苗送

達泰國。除了短期的因應對策之外，泰國政府預計於 2021 年 9 月提出新的五年貿易戰略

計畫，配合各項經濟刺激、投資獎勵等措施，期望儘速恢復經濟成長動能。 

 

(三) 菲律賓：菲律賓貿工部根據 CREATE 法案推動策略性優先投資計畫(SIPP) 

 

1. 重大事件說明 

 菲律賓貿工部(DTI)正積極與財政激勵審核委員會(Fiscal Incentives Review Board, FIRB)、投資

促進機構(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ies, IPAs、其他職掌稅賦優惠之政府機關及民間企業，

依據菲律賓「2017-2022 菲律賓發展計畫」、菲律賓共容性創新產業策略(i3S)，以及 2020

年底杜特蒂總統所簽署之「2020 投資優先計畫」(IPP 2020)，共同制定「策略性投資優先計

畫」(Strategic Investment Priorities Plan, SIPP)，優先列出符合《企業復甦及稅務優惠法案》

(CREATE)法案的產業。SIPP 有效期為三年，且每三年將進行檢視及修正。 

 SIPP 將投資項目依據投資產業類別與地區，給予不同的稅務優惠。投資產業類別可分為三

類： 

- 第一類(Tier 1)包含可創造就業機會和多方投入飽含潛力的新創行業，如技術涵量低但對

供應及價值鏈至關重要的製造業與農林漁業、環境保護與氣候變遷、支援服務、公共

設施服務、語音服務、旅遊、新創育成等。 

- 第二類(Tier 2)包含生產耗材與各零組件等中間財生產製造與相關支援服務，以及提升農

林漁業之相關服務；如乾燥冷藏之相關包裝、運輸、儲藏等。 

- 第三類(Tier 3)則以研發、創造新知識與智財權、專利/產業設計/版權等商業化、高科技

製造業等，可促使菲律賓達到產業結構轉型的產業，包括各產業的創新活動與服務、

支持創新與技術發展的基礎建設與生態系、創意產業等。 

- 除前三類產業外，菲律賓政府亦列出攸關國家產業發展之「關鍵活動」(Critical 

activities)，包括電子電機、化學製藥、機械運輸、農業與農企業、資通訊技術，以及自

動化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等數位科技產業與研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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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SIPP 條件的企業，依投資產業類型及地區可享有 4-7 年的稅務減免(income tax holiday, 

ITH)；另外，也專為出口商(出口比例占總產量七成)及國內企業(最低投資資本額為 5 億披

索且從事關鍵活動者)訂定 10 年期特殊企業優惠所得稅稅率(SCIT，營業毛利稅 5%)亦或是

擴大稅額扣抵(enhanced deductions, ED)，其餘國內企業則享有 5 年的 ED，預期將可吸引更

多內外資企業投資並刺激企業出口。 

 

2. 影響分析 

 CREATE 法案已於今年 4 月 11 日生效，大型企業所得稅率由 30%調降至 25%，中小企業所

得稅率由 30%降至 20%，使得菲律賓企業所得稅率僅高於新加坡的 17%及汶萊的 18.5%，

與柬埔寨、泰國、越南及寮國相同，不再是東協地區最高的國家。而菲國政府此次針對投

資產業類別與地區提出不同年限的稅賦優惠措施，不僅有助於提高跨國企業赴菲律賓投資

之誘因，也有利於促進菲國產業與地區的均衡發展。 

 以克拉克經濟特區為例，該特區位於馬尼拉以北，是由菲律賓基地轉換與發展管理局

(BCDA)所開發，目前有多國企業在此區營運。從事各類型製造業、業務外包、軟體開發、

倉儲貨運以及房地產等。BCDA 總裁 Vivencio B. Dizon 近期表示，隨著 CREATE 法案的生

效，菲律賓可望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者。 

 在菲律賓政府推出 SIPP 投資優惠計畫下，憑藉我國製造經驗與技術，是我國業者拓展菲律

賓與新南向市場的一大契機，且 SIPP 對投資於大馬尼拉地區以外之業者更給予較長年限的

投資優惠。菲國貿工部次長 Rodolfo 即指提出，包括 Hermosa 經濟特區、巴丹自由港區

(FTB)、第一菲律賓工業園區(FPIP)、TECO 工業園區、Lima 科技園區等均是適合業者前往投

資的經濟特區，也期待透過此等投資優惠，能加快菲國建立其完整製造供應鏈。 

 

(四)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提到砂拉越及沙巴應從州(Negeri)改稱為邦

(Wilayah) (2021-04-08 / 東方網)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1/04/08/403613 

 

1. 重大事件說明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於 4 月 1 日至砂拉越拜會第一次公開宣布東馬的砂拉越和沙巴是馬來西

亞的邦(Wilayah)而不是州(Negeri)。並承諾解決 MA63 相關議題，維護沙巴砂拉越權益。 

 由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主持的 1963 年大馬契約特別委員會，決定正式將西巴丹島和利吉丹

島的行政主權，交回給沙巴政府；以及天然氣絕對分配主權，交回給砂拉越政府。但是保

安方面，還是由聯邦政府所管轄，沙砂事務組及國家安全理事會，將安排全面移交。 

 



亞太重點國家即時產經動態觀測報告 

4 

2. 影響分析 

 有關馬國聯邦政府與砂拉越、沙巴存在已久的權益分配問題是馬來西亞非常重要的政治議

題，過去長期由巫統主導的國陣掌握馬國中央和地方政治，1976 年首相敦胡先翁提呈

《1976 年修憲法案》，法案修正包括《聯邦憲法》第 1(2)條款，使得東馬沙巴、砂拉越喪

失在加入馬來西亞時簽署協定的權益。 

 根據《聯邦憲法》第 161 條文，沙砂目前保有的數項權益，其中包括：語文使用之權利、

沙砂土著之特殊地位、自行任命州內大法官、移民權。東馬人民的目標是朝向修改《聯邦

憲法》第 161 條文底下的條例，恢復當年 MA63 賦予沙砂人民的權力，例如：教育、財

政、宗教等自主權，包括每年 40%的淨稅收歸還給沙巴。 

 由於 2018 年發生第一次政權變天，使得東馬沙巴和砂拉越的政治地位提升到可以左右聯

邦政府的歸屬，所以從 2018 年上台的希盟到 2020 年上台的土團黨領導的國盟都必須考量

東馬的支持選擇，並承諾願意恢復沙巴和砂拉越最初加入時簽署的協定賦予的地位和權

益。東馬沙巴和砂拉越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資源換取的稅收卻主要歸於中央聯邦政

府。如果能將資源重分配還給東馬人民，對於東馬的政治選擇有重要的指標意義。 

 

(五) 印度：印度四天誕生六隻獨角獸 (2021-04-13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5383749 

 

1. 重大事件說明 

 印度科技業在短短四天內誕生了 6 家獨角獸公司，凸顯這個南亞國家新創業者的蓬勃發

展。若依估值高低排列，這六隻新獨角獸依序為：金融科技供應商 Cred(估值 22 億美元)、

應用程式(App)開發商 Mohalla 科技公司(逾 21 億美元)、社交商務新創公司 Meesho(21 億美

元)、數位藥局 API 控股公司(近 15 億美元)、訊息機器人新創 Gupshup(14 億美元)，以及估

值逾 10 億美元的投資平台 Groww。 

 根據市場研究業者 CB Insights 的資料，2021 年印度全年總共有 7 隻獨角獸，2019 年更只有

6 隻。日本軟銀集團和南非媒體巨擘 Naspers 等全球投資人，看到了印度新創產業持續成

長的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已使印度民眾加速使用網路科技。長久以來，投資印度新創公司的創投資

金，遠少於美國和中國大陸，根據研究業者 Preqin，2020 年印度這類交易總金額 118 億美

元，相較下，美、中分別為 1,430 億美元和 830 億美元。 

 

2. 影響分析 

 獨角獸指的是估值達 10 億美元以上的新創業者，根據 Inc42 調查印度目前共有 50 家獨角

獸企業，包括估值甫在 2021 年 4 月上旬突破 10 億美元的 Groww、CRED 和獲得 Facebook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538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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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 Meesho 在內。然而，印度新創公司在 2021 年第一季共募資約 27.3 億美元，較

2020 年同期大減 33%。因此，印度經濟在 2020 年第 2~4 季飽受疫情重創，至今仍未完全

復甦，近期疫情復甦更帶來 2021 年的隱憂。 

 上述 6 家獨角獸公司皆為數位大廠，顯示印度總理莫迪自 2014 年上任以來，致力推動的

「數位印度」(Digital India)政策正逐步發揮影響力。根據印度市場研究公司 P&S Intelligence

的報告，2018 年，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為印度創造 245 億美元的收入，預計到了

2024 年，數位經濟的市場規模將成長 29 倍，增長至 7,100 億美元。 

 

(六) 越南：越南 2021 年第 1 季貿易投資成長，政壇新任四大領導核心就位，持續

推動經濟復甦 

 

1. 重大事件說明 

 依據越南統計總局數據，越南 2021 年第 1 季 GDP 成長 4.48%，高於去(2020)年第 1 季

(3.68%)。其中工業營建業成長 6.30%，服務業成長 3.34%，農林漁業成長 3.16%。 

 進出口總額達 1,526.5 億美元，成長 24.4%。其中出口 773.4 億美元，成長 22.3%，以手機

和電子電腦零組件的出口表現強勁；進口 753.1 億美元，成長 26.6%。 

 依據越南計畫投資部數據，核准外商在越南投資金額為 101.3 億美元，成長 18.5%。其中

增資和新註冊案分別成長 97.4%和 30.6%，達到 21.0 億美元和 72.2 億美元，出資購股則減

少 58.8%為 8.0 億美元。 

 

2. 影響分析 

 越南 2021 年第 1 季 GDP 成長率延續去年第 4 季的 4.48%，且進出口與外國投資總額均成

長，顯示越南嚴控疫情獲得成效，降低 COVID-19 對越南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越南今年 1

月底曾爆發本土疫情，但在嚴格隔離採檢措施之下，3 月下旬至今已逾一個月無本土案

例。截至 4 月下旬，越南 COVID-19 病例數約 2,812 例，每百萬人病例數僅 29，較臺灣 46

更低，亦較其他東協鄰國為佳。 

 在促進出口方面，越南積極洽簽自由貿易協議(FTA)，截至去年已簽署 15 項 FTA，去年生效

則有 8 月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議(EVFTA)和 12 月英國越南自由貿易協議(UKVFTA)。以 EVFTA

來說，自生效至本月上旬，已有 48 億美元貨品輸往歐盟享受 EVFTA 之優惠關稅，2021 年

第 1 季越南貨品輸往歐盟市場金額約 99.3 億美元，成長 18%，顯示 EVFTA 對越南出口有所

助益；UKVFTA 則預期將對越南水產、稻米、紡織品、木材、蔬果及鞋皮等產品出口有所

幫助。 

 在吸引外國投資方面，除了疫情獲得控制，越南政治穩定亦是吸引外國投資的原因之一。

越南共產黨一黨執政，今年 1 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連任，展開第三屆任期，本(4)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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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過由總理阮春福接掌國家主席，越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范明正出掌總理，河內市委書記

王廷惠接任國會主席，越南政壇新任四大領導核心就位，展開五年任期，持續推動越南與

國際接軌的經濟發展政策。 

 為了容納持續湧入的外國投資，越南積極建設工業區。依據越南計畫投資部報告，截至今

年 2 月，越南工業區基礎建設的註冊投資資本總額為 53.0 億美元，已實施投資額為 23.4

億美元，全國 370 個工業區中有 284 個已營運，86 個正在建設，各地也都持續有新的工業

區計畫獲批准，本月即有北越永福省 Ba Thien 工業區 247.3 公頃約 1.08 億美元、南越金甌

省南 Song Doc 工業區 100 公頃約 2.3 千萬美元、南越隆安省 The Ky 工業區 119 公頃約 5.9

千萬美元等建設獲批准。 

 越南政府將 2021 年 GDP 目標設定為 6.5%，要達成此目標，越南除了持續推動進出口與外

國投資穩健成長，國內企業的復甦依然有所挑戰，包括新設立企業的數量減少、停業或解

散的企業數量依然較多等，長期來說，越南將推動國家數位轉型政策協助國內中小企業轉

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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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經動態 
 

(一) 印尼 

 

1. 總體經濟 

(1) 3 月印尼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創 10 年新高紀錄 (2021-04-01 / KOMPAS.COM)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1/04/01/123100726/kembali-naik-indeks-manufaktur-ri-

maret-tertinggi-dalam-10-tahun 

 2021 年第一季印尼非石油和天然氣加工業顯示出朝著經濟復甦的方向增長。2021 年 3 月

採購經理人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為 53.2，相較於 2 月上升 2.3 個百分點，是 10

年來最高的紀錄。 

 

2. 政策 

(1) 財政部為新首都開發專案劃撥 1.7 兆印尼盾預算 (2021-04-22 / ANTARA News) 

https://en.antaranews.com/news/173154/govt-allocates-rp17-trillion-for-new-capital-

development-this-year 

 印尼財政部長 Sri Mulyani Indrawati 表示，今年已為東加里曼丹的新首都發展專案劃撥 1.7

兆印尼盾的預算，預算資金已分配給各相關部會，各單位將根據分派任務，利用這筆資金

為新首都的發展做準備。 

 同時，總統發言人 Fadjroel Rachman 也指出，新首都建設總預算約 500 兆印尼盾，約 1%的

資金由國家預算編列，其餘資金將透過其他融資管道籌集。 

 

(2) 印尼國家發展部：零碳排放計畫幫助印尼脫離中等收入陷阱 (2021-04-21 / Jakarta Globe) 

https://jakartaglobe.id/business/netzero-emission-can-help-indonesia-escape-middle-income-

trap-bappenas 

 印尼國家發展規劃部(Bappenas)部長 Suharso Monoarfa 在一場印尼外交政策學會(FPCI)的視

訊會議上表示，執行零碳排放計畫能幫助印尼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達成 2045 年成為世界

富強經濟體國家的願景。國家發展規劃部規劃了至 2045 年、2050 年、2060 年和 2070 年

達到零排放的四種情境方案。Suharso Monarfa 表示如以 2070 願景為目標，在 2045 年印尼

人均所得預估只會達到 13,024 美元，但若選擇最積極的目標路線，則到 2045 年印尼人均

收入將可達到 14,019 美元。不過，要推行零碳排放計畫同時也需要搭配政府的財政政策，

如消減燃料補助、徵收碳排放稅務達 50%等。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1/04/01/123100726/kembali-naik-indeks-manufaktur-ri-maret-tertinggi-dalam-10-tahun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1/04/01/123100726/kembali-naik-indeks-manufaktur-ri-maret-tertinggi-dalam-10-tahun
https://en.antaranews.com/news/173154/govt-allocates-rp17-trillion-for-new-capital-development-this-year
https://en.antaranews.com/news/173154/govt-allocates-rp17-trillion-for-new-capital-development-this-year


亞太重點國家即時產經動態觀測報告 

8 

3. 產業 

(1) 工業部鼓勵新興企業在產業中轉型 (2021-04-19 / KOMPAS.COM)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1/04/19/162328326/kemenperin-pacu-peran-startup-untuk-

dukung-transformasi-industri 

 印尼工業部積極鼓勵科技新興小型企業，扮演工業數位化轉型的角色。工業化數位化轉型

是實施印尼工業 4.0(Making Indonesia 4.0)的主要計畫。科技新興小型企業將作為科技創新

的解決方式，並讓印尼工業能更具全球性的競爭力。印尼政府自 2018 年開始建立「工業

新興小型企業—Startip4Industry」的計畫，其中表現突出新興小型企業—MSMB 成功研發以

科技為基礎，並能夠用在整合農業的硬體和軟體。 

 

(2) Erick Thohir 禁止印尼國家石油公司擁有「迷你型的公共加油站」股份 (2021-04-19 / 

KOMPAS.COM)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1/04/19/104049026/erick-thohir-haramkan-pertamina-

punya-saham-di-pertashop. 

 印尼政府的目標是 2021 年在伊斯蘭寄宿制學校，建立 1,000 個 Pertashops(一定規模的「印

尼國家石油公司(Pertamina)」銷售網點，以滿足非補貼燃料消費者的需求)。國有企業部長

埃里克·托希爾(Erick Thohir)說，所有地區商人或農民管理者都可以開設一家 Pertashop。

Erick 表示：「我認為 Pertamina 甚至不應該擁有 1%的股份。Pertashop 必須交給地區企業

家或伊斯蘭寄宿學校。」。根據埃里克(Erick)的說法，在伊斯蘭寄宿制學校中建造 1,000 家

Pertashops，有潛力在該地區創造就業機會。 

 

(3) 加密貨幣交易將被徵稅 (2021-04-19 / KOMPAS.COM)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1/04/19/191700826/siap-siap-transaksi-mata-uang-kripto-

bakal-kena-pajak. 

 印尼政府將在未來針對加密貨幣徵稅。商品期貨交易監督局(Bappebti)的負責人 Sidharta 

Utama 表示，對加密貨幣徵收稅將適用比特幣交易及相關的數位貨幣交易。目前有 13 家

加密貨幣資產交易員向商品期貨交易監督局註冊。Shidarta 表示，該法規仍在接受財政當

局的審查過程中。「這項稅收仍在與財政部(Kemenkeu)進行協調。可以採用最終所得稅

(PPh)的形式，也可以採用一般針對資本收益的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的形式。」加密資產交

易商協會主席 Teguh 表示，協會將為這些數位貨幣交易提出最終所得稅計劃。提議的比率

為 0.05%。該數字低於目前在證券交易所收取的最終所得稅稅率 0.1%。Teguh 表示加密貨

幣交易剛開始發展，如果加密資產的最終所得稅稅率為 0.1%，將給國內投資者帶來負擔。

Teguh 預測，到 2024 年加密交易有可能貢獻高達數兆盧比的稅收。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1/04/19/162328326/kemenperin-pacu-peran-startup-untuk-dukung-transformasi-industri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1/04/19/162328326/kemenperin-pacu-peran-startup-untuk-dukung-transformasi-industri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1/04/19/191700826/siap-siap-transaksi-mata-uang-kripto-bakal-kena-pajak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1/04/19/191700826/siap-siap-transaksi-mata-uang-kripto-bakal-kena-paj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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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外關係 

(1) 習近平：中國與印尼共同抵制「疫苗鴻溝」 (2021-04-21 /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aseanplus/aseanplus-news/2021/04/21/xi-china-to-work-with-

indonesia-against-039vaccine-divide039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印尼總統佐科威於 21 日進行電話對談，習近平表達兩國要共同反

對「疫苗民族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及對抗「疫苗鴻溝」(Vaccine Divide)，他還強調兩

國間以包含強化互信、加深策略共識、增強策略合作、提高多邊主義等方面為目標。習近

平還提到兩國在「一帶一路」計畫與印尼「海洋軸心」願景間的合作，例如雅加達－萬隆

高速鐵路及經濟走廊就是最好的例證。 

 

(2) 伊朗與印尼兩國外長討論貿易、經濟 (2021-04-21 / McDowell News) 

https://mcdowellnews.com/news/world/iran-indonesia-foreign-ministers-discuss-trade-

economy/article_f718934b-88f5-516a-8c23-2e33f6e48451.html 

 伊朗外交部長 Mohammad Javad Zarif 於 21 日拜訪首都雅加達，與印尼外交部長 Retno 

Marsudi 進行會談。Zarif 強調雙邊互惠貿易協議定案的重要性，並表示已準備好更進一步

的協商。印尼外交部則表示這次的會談，兩國著重在討論共同努力以對抗 Covid-19 疫情及

加速經濟復甦。 

 

(二) 泰國 

 

1. 總體經濟 

(1) World Bank 下修泰國 2021 年經濟成長預測至 3.4% (2021-03-26 / Bangkok Post)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2090167/world-bank-cuts-thai-gdp-growth-outlook-to-3-

4-this-year 

 泰國經濟支柱–旅遊業，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導致該國經濟成長率萎縮

6.1%，為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衰退。在全球疫情仍高度不穩定和旅遊業疲軟之下，世界銀

行(World Bank)於 2021 年 3 月預測，泰國 2021 年經濟成長率將為 3.4%，低於先前預測的

4%。 

 除此之外，針對泰國 2021 年的經濟成長率，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為 2.6%，泰國央行

(BOT)則預測為 3%。對此泰國總理帕拉育(Prayuth Chan-ocha)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表示，政

府將加速既有的投資和支出計畫，以刺激經濟復甦，進而實現 2021 年和 2022 年泰國經濟

成長率達 4%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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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泰國單日確診破千例 (2021-04-19 / ETtoday 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419/1963620.htm 

 泰國第 3 波疫情嚴峻，已延燒全國 77 省，確診病例單日破千，並出現具高度傳染性的巴

西變種病毒。對此，泰國政府下令於 2021 年 4 月 18 日起，為期 2 週，全面關閉學校、酒

吧及按摩店等娛樂場所，並禁止 50 人以上集會活動，以及在餐館銷售酒精飲料。 

 由於正值新年假期期間，為減少確診病例及降低疫情擴散，泰國政府採取旅遊限制及在家

工作等管制措施，其中曼谷等 18 個省被列為紅色危險區域，將嚴格實施防疫措施。但泰

國政府將不會實施封鎖或宵禁政策，以避免造成大眾更大的影響，並將視情況刺激國內經

濟。 

 

(3) JSCCIB 將下調泰國 2021 年經濟成長預測 (2021-04-20 / Bangkok Post)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2102151/jsccib-predicts-gdp-to-contract-by-0-5-to-1- 

 泰國商工暨銀行聯合委員會(JSCCIB)表示，泰國第三波疫情可能對當地經濟造成進一步衝

擊，若泰國政府分別在 4 月或 5 月控制住新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該國 2021 年的經濟成

長率可能將小幅下降 0.5%-1%。 

 在新一波疫情爆發之前，泰國政府積極推動經濟刺激方案，JSCCIB 預估該國 2021 年的經濟

成長率將成長 1.5~3.5%；出口將成長 3~5%；通貨膨脹率將達到 0.8~1%。如今，JSCCIB 可

能下修 2021 年泰國經濟成長預測。 

 

2. 政策 

(1) 泰國政府為數位發展計畫編列 30 億泰銖預算 (2021-03-30 / Bangkok Post)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2091679/state-allocates-b3bn-for-digital-projects 

 泰國數位經濟和社會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Fund 

Management Committee)核准 30 億泰銖預算，用於 2021 年 6 項數位化發展計畫，包含應

用數位技術提升青年、老年人和勞動力的教育程度；升級政府服務；為全國各地醫院建立

IT 網絡以提供民眾更好的醫療服務；促進農業發展以提升產品附加價值，進而為農民創造

更多收入等。 

 數位經濟基金(Digital Economy Fund)隸屬於泰國政府 2017 年 1 月頒布的《數位經濟和社會

發展法》(Digital Development for Economy and Society Act)，旨為透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資

源升級電信基礎建設。泰國國家數位經濟和社會委員會(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Committee)於 2021 年 3 月核准 5 億泰銖(來自數位經濟基金)，用以推動 5G 技術發展，其

中 3.5 億泰銖(7 個項目)將針對特定省發展智慧農業、智慧水管理和智慧城市；1.5 億泰銖(2

個項目)將用於促進企業採用 5G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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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泰國政府預計於今年 9 月提出新的貿易戰略計畫 (2021-04-19 / Bangkok Post)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2101691/state-sets-september-for-new-strategic-trade-plan 

 泰國貿易政策與戰略辦公室(Trade Policy and Strategy Office, TPSO)預計於 2021 年 9 月提出

新的五年貿易戰略計畫，以作為政府單位於後疫時代的指導方針。TPSO 目前與泰國發展研

究院(Thail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及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一同擬定戰略計畫。 

 新的戰略計畫將著重於泰國國內貿易和出口，並且將協助政府單位因應新冠肺炎危機、促

進經濟復甦，以及掌握「生物、循環和綠色(BCG)經濟」之發展趨勢。尤其全球正朝 BCG

經濟模式發展，泰國將把握其中商機，同時讓當地生物經濟與農業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 

 

3. 產業 

(1) 皇輝進軍泰國捷運紅線 (2021-03-26 / 工商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326000146-260202?chdtv 

 國際級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 SI)公司皇輝科技參與泰國國家鐵路(SRT)捷運紅線計

畫，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與泰國 CWTel 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此合作協議結合日本三菱

重工等大企業，其中三菱重工負責的軌道通訊系統之規劃、設計與設備發包採購作業，將

分包由皇輝科技負責。皇輝科技將透過整合智慧交通、智慧安控與都市防災國內技術與成

功經驗，帶領臺灣系統整合業者輸出海外市場。 

 

(2) 創奕能源結盟泰國汽車上市公司 (2021-04-05 / 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799/5366428 

 創奕能源(Tron-e)成立於 2011 年，擁有整車自主開發能量，不僅整合汽車智慧化的關鍵技

術，更掌握電動車系統的核心–電池系統，為臺灣製造電動巴士代表廠商之一，近年將觸

角延伸至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印度等海外市場。 

 創奕能源在車輛電動化方面具有成熟的技術與經驗，受泰國汽車零組件上市公司青睞。該

泰國汽車零組件製造商積極朝電動車產業發展，與創奕能源為長期合作夥伴，看見了創奕

能源於電動巴士領域具有良好基礎及優異實績，計劃透過投資入股的方式強化雙方合作關

係，並一同爭取泰國電動車市場商機。 

 

(3) 南僑泰國第二期投資金額預估 10~15 億 (2021-04-19 / MoneyDJ 新聞)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6fc27341-318a-490f-9c43-

1d9aad10e19c 

 食品大廠南僑的泰國 5 年 50 億元投資計畫，於 2019 年起開始執行，第一期投入 13 億元

建置兩條新產線，目前整體產能利用率已達到約 80%，惟受疫情影響，其中有 1 條麵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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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產線尚未進入投產階段。第二期投資則將於 2021 年第 3 季前具有更具體的規畫，投資

金額可能落在 10~15 億元。第三期投資則不排除在泰國原廠現址旁建新廠。 

 

(三) 菲律賓 

 

1. 總體經濟 

(1) 為因應疫情菲律賓透過武士債券籌集了超過 240 億披索 (2021-03-30 / philstar)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1/03/30/2088097/philippines-raises-over-p24-billion-

samurai-bonds 

 2020 年菲國受疫情爆發影響，政府歲入銳減、歲出激增，預算赤字至 2 月時達歷史新高。

因應疫後經濟復甦所支出，菲國政府除主要從國內債市借款外，亦向國外借款，以彌補資

金缺口。菲國財政部國庫署於 2021 年 3 月 30 日宣布，順利在日本東京債券市場發行總額

550 億日圓(240 億披索)之 3 年期零息武士債券(Samurai bond)，以支應疫情相關支出。 

 菲國財政部長 Rosalia de Leon 指出，菲國能成功重返日本債市，凸顯在疫情肆虐下，日本

投資人仍對菲國市場深具信心。本次債券發行具指摽性，顯示政府積極應對嚴峻之疫情挑

戰，透過多元管道擴大財政能量，以增強處理 COVID-19 疫情之力道。 

 

(2) 經濟復甦延緩，穆迪將菲律賓信用展望調為負向 (2021-04-06 / 經貿網)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838199&iz=6 

 菲國 2020 年 GDP 衰退 9.5%，為東協十國中經濟衰退最為嚴重之經濟體，原預期今(2021)

年第 2 季經濟可望反彈並預測 2021 年 GDP 成長率可達 7%，然而菲律賓 COVID-19 疫情自 3

月中旬後再度升溫，每日確診人數均超過 6 千人，延緩經濟復甦力道，因此國際信評機構

穆迪(Moody’s)於 2021 年 3 月 30 日宣布調降菲國主權評等展望為負向。 

 菲律賓為因應 COVID-19 疫情，菲國債務占 GDP 比重已由 2019 年的 39.6%急遽攀升至 2020

年的 54.5%。近期通過之 CREATE 法案，政府盼透過調降企業所得稅以加速經濟反彈，以及

財政獎勵制度合理化來擴大長期稅基，但穆迪認為此舉可能使短期稅收進一步惡化。 

 穆迪依近期表現預估菲國今年 GDP 成長率為 6.3%，低於菲國預算協調發展委員會(DBCC)預

估之 6.5%~7.5%。穆迪認為，菲國為東協區域中惟二仍受疫情風險影響國家之一，消費力

道為該國成長主要動能，抑止 COVID-19 疫情擴散及疫苗取得數量與施打進度為經濟復甦之

關鍵。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1/03/30/2088097/philippines-raises-over-p24-billion-samurai-bonds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1/03/30/2088097/philippines-raises-over-p24-billion-samurai-bonds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838199&i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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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MF 上修菲律賓 2021 年經濟成長率估值至 6.9%，2022 年則維持在 6.5% (2021-04-19 / 

MoneyDJ)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db5a5fc1-4ec8-4c65-bc52-

14d49d7f1b04 

 雖然菲律賓 2020 年經濟衰退 9.5%，但 2020 年第 4 季增長優於預期，菲律賓第 11494 號法

或「同舟共濟經濟復甦法」之財政刺激措施已產生正面影響，因此 IMF 於今年 3 月公布之

「全球經濟展望報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將菲律賓 2021 年經濟成長率由 1 月預測

之 6.6%調升至 6.9%，2022 年則維持在 6.5%。 

 然而，IMF 駐菲律賓代表楊永正指出，由於近幾周菲國飽受變種 COVID-19 病毒肆虐，感染

人數激增，致使菲國政府於 3 月 29 日至 4 月 11 日對馬尼拉都會區(NCR)及鄰近 4 省實施

「加強型社區隔離」(ECQ)措施，4 月 12 日至 4 月 30 日續實施「改良式加強型社區隔離」

(MECQ)，以減緩病毒傳播，因此菲律賓最新 GDP 成長預測值存有高度不確定性。 

 

2. 政策 

(1) 菲律賓將加碼對微中小企業擔保 (2021-03-23 / philstar)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1/03/23/2086232/philguarantee-expand-msme-

guarantee-portfolio-p4-billion 

 菲律賓政府於 2020 年推出「微中小企業信貸擔保計畫」(MSME Credit Guarantee Program, 

MCGP)，該計畫所擔保之貸款平均額度約 100 萬披索，最小金額為 10 萬披索，最多可擔保

50%營運資金貸款，資本支出貸款之擔保可達 8 成且可長達 7 年。該貸款主要經由信貸銀

行或鄉村銀行等管道提供予微小型企業，幫助他們取得銀行財務協助，以改善現金流，並

支付固定支出如員工薪資、租金、攤銷及給付利息，以維持營運。 

 截至目前為止，MCG 計畫共已核准 377 億披索貸款擔保供 34 家銀行運用，受該計畫所擔

保之貸款主要流向零售業、製造業、運輸業、倉儲業及電信業。今年菲律賓信用保證公司

(PhilGuarantee)將對微中小企業(MSMEs)擔保再增加至 40 億披索(約 8,300 萬美元)，以確保

其等在疫情衝擊下，仍可自銀行獲得足夠財務資源，維持營運。 

 

(2) 菲律賓取消長達 9 年的新礦禁令 (2021-04-15 / 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philippines-lifts-nine-year-old-ban-new-mines-boost-

revenues-2021-04-15/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於 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布行政命令，取消自 2012 年實施的新礦禁令，

重新允許政府能就新的採礦計畫簽訂協議，並審查現有的開採合約和協議，重新協商其條

款。 

 由於礦業在菲律賓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議題，在過去爆發多個管理不善事件後，地方政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db5a5fc1-4ec8-4c65-bc52-14d49d7f1b04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db5a5fc1-4ec8-4c65-bc52-14d49d7f1b04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1/03/23/2086232/philguarantee-expand-msme-guarantee-portfolio-p4-billion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1/03/23/2086232/philguarantee-expand-msme-guarantee-portfolio-p4-billion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philippines-lifts-nine-year-old-ban-new-mines-boost-revenues-2021-04-1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philippines-lifts-nine-year-old-ban-new-mines-boost-revenues-202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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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議會代表、倡議團體和天主教會帶頭反對採礦業，並在國會形成強力的遊說力量。因

此，此次新的行政命令指示環境與自然資源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NR)在新的開採協議中須制定一些條款和要件，除了要求最大程度地增加政府

收入之外，還必須嚴格執行礦區安全和環境政策的規定。 

 

3. 產業 

(1) 是方布局東協 聯手菲律賓電信一哥 (2021-03-29 / 中時)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329004420-260410?chdtv 

 菲國電信業早期業者眾多，但經過不斷整併之後，目前菲律賓長途電話公司(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PLDT)為該國前兩大電信公司之一，固網市占率 48%、行動通訊市

占率 42%，其國際分公司 PGC 所提供高品質的通訊基礎設施和創新的雲端應用服務平台，

完全符合是方選擇戰略合作夥伴的條件。 

 有鑑於美中貿易戰所產生的產業鏈移轉效應逐漸發酵，許多台商、跨國公司開始轉移到東

協，包括菲律賓也是重要選項之一，因此為搶攻國際市場，是方電訊與 PLDT 簽約結盟，

成為跨國電信服務合作夥伴，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雙方提供在地網路數據中心(IDC)以及

網路介接的一站式直連服務，讓彼此客戶群能夠享受跨國電信服務，延伸企業營運觸角，

提供台商在東南亞地區完整的解決方案，強化國際競爭力。 

 PLDT 資深副總裁兼首席商務官 Albert V. Villa-Real 表示，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進行數位轉

型，目前多數客戶急需要更快速、更安全和更可靠的網路連接服務，此一全球化趨勢正以

前所未有的規模快速成長。與臺灣是方電訊結盟之後，PLDT 可以提供全方位解決方案滿足

客戶的技術需求，從而加速跨國企業擴展數位化的進程。 

 

(2) 菲律賓呼籲應利用科技技術重塑全球價值鏈(GVC) (2021-04-08 / philstar)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1/04/08/2089582/philippines-urged-utilize-technology-

reshape-global-value-chains 

 全球為抑制 COVID-19 疫情的蔓延，實施封城等各種限制禁令，擾亂了全球供應鏈與貿易發

展，但也因如此，菲國與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的線上交易量急遽成長。位於新加坡的東協+ 3

總體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表示，疫情促使許多企業數位轉型，加速數位經濟發展，故數

位化的相關基礎建設及持續的促進政策是疫後復甦的重要手段。 

 就菲律賓而言，菲律賓發展研究所(PIDS)3 月表示，在數位經濟時代，資通訊(ICT)技術已被

視為數位化的基本必要條件，但許多菲國人民仍面臨基礎建設不足的問題，僅有大約 18%

的菲律賓家庭有網路，而住在村莊(barangay，菲律賓最小的行政單位)中人民，有 10%沒有

手機訊號，5%的家庭沒有電可使用，更顯示數位時代的基礎建設對菲國之重要性。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329004420-260410?chdtv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1/04/08/2089582/philippines-urged-utilize-technology-reshape-global-value-chains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1/04/08/2089582/philippines-urged-utilize-technology-reshape-global-value-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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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菲國最快於 2022 年開始生產 COVID-19 疫苗 (2021-04-19 / 經貿局)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719162 

 菲國政府汲取 COVID-19 疫情爆發後無法自國外進口疫苗以控制疫情之慘痛經驗，除建立自

主醫療器材供應鏈如醫療用口罩、防護衣及呼吸器等個人防護裝備(PPE)外，亦積極招商引

資在菲國產製疫苗，以避免仰賴進口。 

 菲律賓科技部正與 6 家其國內業者就疫苗生產進行會談，其中 2 家之生產計畫相當積極，

規劃於 2022 年底前試產疫苗。目前該 2 家公司致力於 2 年內完成興建安裝填充加工廠。

此外，菲律賓經濟特區管理署(PEZA)也表示，以色列與菲國企業亦有 COVID-19 疫苗生產合

作投資案，並計劃於菲國本地生產。 

 菲國貿工部對此表示，將協助相關業者在菲國投產，並且符合菲國衛生部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之相關規範，在國內製造疫苗除可為 COVID-19 疫苗接種提供穩定的來源外，亦可開

創工作機會，協助疫後復甦。 

 

4. 對外關係 

(1) 新南向推動工作委員會今成立 首推越南與菲律賓 (2021-03-31 / udn)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5356361 

 電子資通訊(ICT)產業一直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命脈，部分企業所生產的電子元件及產

品，甚至供應了全球半數以上的需求量。過去臺灣 ICT 產業生產基地集中在中國大陸，但

隨著國畫發展及近來受到美中貿易衝突與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關稅的障礙及斷鏈的隱憂

都影響著臺灣 ICT 產業鏈的佈局。未來 TWICT 產業需在中國大陸、臺灣、東南亞、美墨邊

境、中東歐等地佈局以滿足客戶需求，而東南亞等新南向國家因地理位置近，加上有眾多

人口紅利，成為未來臺灣 ICT 產業全球佈局的重要選項。 

 為協助臺灣 ICT 產業於新南向佈局，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簡稱：電電公會)獲得工

業局的支持，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成立「臺灣 ICT 產業新南向鏈結與聚落推動工作委員

會」，由康舒總經理許介立擔任召集人。此平台規劃以產業小組的方式來運作，邀請國內

重量級的產業代表擔任小組委員，透過他們的豐沛人脈與厚實能量，協助廠商解決海外投

資困難，也將透過以大帶小的群體方式，扮演前鋒角色，促進民間與政府雙軌並進，期望

未來能促成新南向 ICT 產業供應鏈的佈建與成形。 

 

(2) 菲國貿工部吸引法國企業至菲國投資 (2021-04-11 / philstar)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1/04/11/2090236/dti-woos-french-businesses 

 菲國貿工部(DTI)部長 Ramon Lopez 近期與新任法國駐菲大使 Michèle Boccoz 進行了線上會

談，共同探索法國企業在菲律賓的潛在貿易與投資機會，包括航空、電子、造船、清潔能

源、農企業以及醫療保健等領域。菲國 DTI 表示，菲法兩國在前述領域之產業合作將在

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pid=719162
https://udn.com/news/story/7238/5356361
https://www.philstar.com/business/2021/04/11/2090236/dti-woos-french-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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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二季末第九屆菲法聯合經濟委員會(9th Philippines-France Joint Economic 

Commission)期間進一步討論。 

 另外法國 Michèle Boccoz 大使對近期菲律賓所簽屬有關企業降稅優惠的 CREATE 法案表示認

同，因為這將使菲律賓對法國企業更具吸引力。菲國 DTI 表示，儘管疫情仍在持續蔓延，

但未來 DTI 將持續為促進菲律賓成為理想的商業營業據點作努力。 

 

(四) 馬來西亞 

 

1. 總體經濟 

(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維持馬來西亞的 GDP 增長率為 6.5% (2021-04-06 / The Edge 

Market)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imf-maintains-malaysias-gdp-growth-65-year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天發布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WEO)報告，維持對今年馬

來西亞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預測為 6.5%。 該報告還主題為「管理分歧的復甦」，並

指出該國的經濟預計將在 2022 年增長 6.0%。IMF 預計該國今年的失業率將降至 3.8%，然

後在 2022 年進一步降至 3.6%，而 2020 年為 4.5%。報告中指出，預計復甦的情況在各國

之間會有所不同，這取決於疫情的嚴重程度、國內活動中斷的程度(與國家對接觸密集型產

業的依賴有關)、跨境產生的風險，以及重要的是政策支持的有效及有效控制的經濟損傷。 

 

(2) 馬來西亞發展數位經濟 (2021-04-06 / 越通社) 

https://en.vietnamplus.vn/malaysia-develops-digital-economy/199646.vnp 

 馬來西亞數位經濟合作(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簡稱 MDEC)宣布

「MyDigitalWorkForce Work In Tech (MYWiT)」計畫，作為人力訓練的計畫，旨在強化數位

商業服務面向以及培育國內數位人才。此計畫的目的將透過給予總計兩千四百萬元訓練津

貼，預計將創造六千個就業機會，且培育出至少一千名科技人才。本次的計畫是根據政府

所推動的「馬來西亞數位經濟藍圖(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Blueprint；MyDigital)」政策，

該政策目標在 2025 年前創造 50 萬個就業機會。 

 

(3) 統計局公告失業率數據，2020 年失業率達 4.5%，為 27 年來最高(2021-04-22 / e 南洋) 

https://www.enanyang.my/ 

 根據馬來西亞統計局發布的《2020 年馬來西亞勞動市場統計數據顯示》，在 2020 年，全

球的勞動市場皆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大馬也不能倖免，而疫情也導致許多人失去工作或減

薪。馬國失業率從 2019 年的 3.3%增至 4.5%，這也是自 1993 年以來，失業率數據最高的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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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受到新冠疫情爆發影響，全球勞動市場處於不確定性，造成工作流失或工作時間減

少，和收入來源減少，這情況在許多受到疫情爆發影響的國家中採行的方式。因此，在健

康危機的期間，月的失業率大約介於 3.9%和 5.3%之間，增加了大約 200,000 的失業人口。 

 根據數據顯示，2020 年勞動力較 2019 年增加 0.6%，從 15,600,000 人增加至 15,700,000

人。2020 年失業率較 2019 年增加 1.2%至 4.5%。是從 1993 年以來的最高紀律。失業人口

從 2019 年的 508,200 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711,000 人，成長 39.9%。這其中 72.3%是屬於積

極性的失業人口，從 2019 年的 366,200 人增長 40.4%至 2020 年的 514,200 人。就業人口從

2019 年的 15,100,000 人下降 0.8%至 2020 年的 15,000,000 人。 

 關於經濟部門的就業，大多數就業者集中在服務業，所佔比例為 64.5%，其次是製造業

(16.7%)和農業(10.5%)。建築，採礦和採石業的就業人員分別佔 7.8%和 0.5%。 

 

2. 政策 

(1) 大馬內閣已批准國際貿易暨工業部提出的「國家投資願景」 (2021-04-22 / 駐馬經濟組)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839324&iz=6 

 馬來西亞國際貿易暨工業部(MITI)部長阿茲敏(Mohamed Azmin)頃發布聲明指出，馬國內閣

已批准該部門提呈審議的「國家投資願景」(National Investment Aspiration, NIA)，此指引具

前瞻性的成長架構，並描繪出馬來西亞投資政策改革的輪廓，將有助於在後新冠疫情時

代，振興馬國投資環境，吸引高素質投資進入馬國，並創造高所得就業機會。 

 「國家投資願景」將在包括第四次工業規劃(the Fourth Industrial Masterplan 及第十二大馬

計畫(12th Malaysia Plan)等與投資相關的國家政策和措施中實現。其五大核心包括：(一)尖

端產品與服務的開發透過高度的本地研發和創新達成以提昇經濟多元性；(二)創造高技能

的就業機會，為人民提供更好的收入；(三)擴大並整合國內產業鏈結，使其成為區域及全

球供應鏈之一環；(四)開發新的和現有的本地產品與服務，針對高生力的領域，開發新的

或既有的產業聚落；(五)改善包容性，以對社會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阿茲敏部長強調建立健全並動態的稅收和投資獎勵機制的重要性，並應與相關產業密切合

作，建立人才庫，同時應改善許可和監管架構並簡化行政流程，例如海關通關程序。展望

未來，馬國將據此一指引制定完整方案以重新活化投資生態系統、並對新興大趨勢以及投

資人不斷演進的需求充分予以回應。 

 

(2) 馬來西亞內政部長宣布服務業外勞可漂白，6 月 30 日截止申請 (2021-04-22 / 星洲網) 

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464474.html 

 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拿督斯里韓沙再努丁發布宣布，“重製非法外勞計畫”(Pelan Rekalibrasi 

PATI)擴大開放給服務領域申請。即餐飲、貨運、批發與零售、清洗與清理領域。此項計畫

的截止日期仍維持在 6 月 30 日。私人職業機構(APS)也將參與協助加快重置非法外勞計畫

的執行。不過，雇主仍必須到大馬移民局辦理所有相關事務，包括提供生物特徵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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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etrik)等。 

 此計畫也擴大至符合資格的特定非法外勞，包括已經登記非法外勞漂白重聘計畫，但尚未

完成申請程序和沒有獲得臨時工作准證(PLKS)的非法外勞；已經逃跑但雇主沒有進行申報

的非法外勞；以及已經有原籍國合法通行證的非法外勞。 

 估計已經有 145,000 人通過“重製非法外勞計畫”提出申請，其中 73,503 人要求回國，並已

經向政府支付罰款。累計接獲高達 35,701,000 令吉的罰款。已經有 57,956 人返回原籍國，

其餘的人仍在辦理返國的程序。願意留下繼續工作的外勞，則有 71,510 人。至於種植業的

外勞則可延長外勞的臨時工作准證(PLKS)的期限多一年。至於在馬國於船上工作的外勞，

暫緩(Moratorium)期限至 12 月 31 日，以便能夠獲取短期臨時工作准證。 

 

(3) 首相慕尤丁表示馬國政府將迅速批准 RCEP 及 CPTPP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838948&iz=6 

 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由國貿工部(MITI)部長阿茲敏(Mohamed Azmin)陪同

出席工業界對話會，並與 48 名國內外商工會及國際產業協會代表會晤。隨著馬來西亞朝

著加速經濟復甦及發展邁進，馬國政府與利益關係人及團體分享實際問題，提供建設性的

途徑，與會者亦向政府提出建言，並討論重振因受新冠疫情影響的企業。 

 慕尤丁首相表示，馬國各產業均須嚴格遵守防疫標準作業程序，尤其是在員工宿舍。渠促

請業界提供安全有效的設施，以確保未有擁擠環境，並加強員工宿舍的衛生，以協助減少

新冠病毒傳播的風險。 

 馬國政府無意實施新一輪「行動管制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在新冠病毒確診病例

中，逾 83%來自製造業，且員工的住處和宿舍成為感染源頭。另外，慕尤丁首相亦保證，

馬國目前實施的緊急狀態旨在遏制新冠疫情，它准許政府可迅速採取必要立法與措施，來

管理疫情。渠再次重申，緊急狀態不會被用來侵犯人權、侵佔私有財產和其他合法權利。 

 關於國際貿易，慕尤丁首相表示，馬國政府將迅速批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並將恢復馬來西亞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

(MEUFTA)談判以及推動「新國家投資願景」(New National Investment Aspiration)，以期吸

引高品質的前瞻性策略與創新、高科技、綠色經濟和帶動國內供應鏈的投資與發展。 

 馬來西亞製造商聯合會(FMM)主席蘇添來(Soh Thian Lai)也發布聲明，籲請馬國政府加速批

准「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以協助企

業復甦。 

 

(4) 大馬郵政公司即日起恢復 46 國國際快遞服務 (2021-04-23 / 東方網)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1/04/23/407026 

 大馬郵政公司發文告指出，即日起恢復 46 個國家的國際快遞服務，但由於新冠疫情導致

商業空運成本提高，因此，上述郵寄文件和包裹的服務會暫時徵收額外費用。客戶也可以



2021 APR 

19 

選擇使用 AsiaXpress 服務，可以郵寄至全球超過 200 個國家。 

 文告說，大馬郵政公司指定的郵政局和 Pos Laju 快遞中心有提供 AsiaXpress 服務。欲知詳

情，可以至 www.pos.com.my，並可以詢問 AskPos。恢復國際快遞服務的 43 國，主要包括

歐盟、中亞、西亞、俄羅斯、阿拉伯半島國家、北非、南非、英國，及韓國等。 

 

3. 產業 

(1) 馬國電子與電氣領域對外貿易表現仍亮眼 (2021-04-06 / 東方網)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1/04/06/403381 

 馬國貿工部副部長拿督林萬鋒指出，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情況下，馬國電子與電氣領域的對

外貿易表現仍然亮眼。去年馬國的電子與電氣產品總貿易額達 6,389 億令吉，其中出口與

去年同期相比成長 3.5%至 3,861 億令吉，而進口則較去年同期增長 2.9%至 2,528 億令吉。

主要貿易夥伴是中國、新加坡、美國、香港，和臺灣。貢獻國家製造業出口總額的 38%。 

 2021 年 1 月馬來西亞半導體工業協會正式註冊成立，該協會的重要成員皆是馬國電子與電

氣領域的重要企業代表，標誌著這個領域在整個供應鏈的整合，以及工業生態系統的健全

發展。該協會將會和馬來西亞生產力機構(MPC)聯辦一系列活動，包括組織國家電子與電

氣論壇、產業升級計畫、人工智慧線上會議、銷路開發計畫等，為馬國電子與電氣領域的

未來發展投入更多的努力。馬來西亞生產力中心協助開發的“電子與電氣市場平臺”(EEMM)

在去年 11 月上線，致力於協助本地電子與電氣企業進軍國際市場，並尋求成長為全球企

業的契機的線上 B2B 平臺。 

 電子與電氣領域在過去 50 年來對馬國的經濟成長、出口增長、吸引投資、增加工作機會

等，有著非常重大的貢獻。如今，馬來西亞的電子與電氣領域共雇傭 575,000 名員工，對

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達 6.8%。在生產力方面，電子與電氣領域達到 4.5%的生產力增

長率，是“國家生產力藍圖”九個首要工業領域之中成長最高的。 

 去年馬國批准的電子與電氣領域總投資額達 156 億令吉，涉及 148 個項目，其中外資占

135 億令吉(86.5%)而本地投資占 21 億令吉(13.5%)。這些專案在落實後預計將創造 19,541

個工作職位。 

 根據世界半導體協會(SIA)資料，馬來西亞是全球半導體領域的重要生產國，貢獻了 890 億

美元或 7%的貿易總量。馬來西亞也是美國在半導體工業領域最大交易夥伴(24%)，馬來西

亞生產的半導體直接出口到美國市場，使到馬來西亞成為這個領域的組裝、測試和包裝

(ATP)的區域重要樞紐。 

 

(2) 購物廣場恢復消費緩慢，零售業估計復甦需 3 年 (2021-04-16 / 華僑日報) 

https:// www.ocdn.com.my/news.cfm?NewsID=97794 

 馬來西亞零售調查行(Retail Group Malaysia, RGM)指出，馬國自 2021 年 3 月解除第二輪行

http://www.pos.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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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限制令，大多數購物中心的購物流量已恢復到新冠肺炎之前的水平。然而，基於不同階

段的行管令、低購買力及跨州禁令，因此消費支出仍未恢復至 2019 年的水平。 

 大馬零售調查行董事經理陳海信指出，經過長時間的封鎖，馬國各地的大馬人都渴望去購

物中心。他們想去購物、用餐、休閒及娛樂活動。由於拿回家的薪資減少，他們的購買力

無法與 2019 年相比。 

 馬國於 2021 年 1 月 13 日實施第二輪行管令(MCO)，有些州屬的行管令延長至 3 月 5 日。

目前，雪蘭莪、柔佛、吉蘭丹、吉隆坡、檳城及砂拉越處於有條件行管令，其他州屬則處

於復甦行管令。 

 國防部高級部長依斯邁沙比裡於 2 月 9 日宣布，政府允許所有零售商復業和餐館允許堂

食。獲准營業的零售商包括服裝店、攝影器材店、二手商店、托兒所、花店、手工藝品

店、禮品店、運動品店、家用電器及廚具店、汽車零件及其他等。自第二輪限行令解禁以

來，咖啡館與餐館也吸引了大量顧客。 

 大馬零售調查行董事經理陳海信指出，仍有 5 個領域，即娛樂相關商店需要較長時間復

甦，包括娛樂場所、酒吧與夜店、機場及巴士總站商店，這些都是高度依賴遊客的地方。

最快要在 2023 年才可以恢復到 2019 年水平，前提是在 2022 及 2023 年取得高增長率。保

守的話則要在 2024 年，即 3 年後。 

 

(3) 花旗集團退出馬來西亞和其他 12 個國家及地區 (2021-04-16 / Malaysia 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70919 

 花旗集團打算退出包括在馬來西亞在內的 13 個市場。首席執行官簡·弗雷澤(Jane Fraser)表

示，該銀行將僅從新加坡、香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倫敦經營在亞洲、歐洲，中東和非

洲的銀行業務。花旗集團表示，雖然其他 13 個市場的業務非常好，但他們沒有競爭的必

要規模。Fraser 補充說，其他 12 個業務受到影響，包括澳洲、巴林、中國、印度、印尼、

韓國、菲律賓、波蘭、俄羅斯、臺灣、泰國和越南。Fraser 表示，該銀行的資本，投資資

金和其他資源被用來抵御其機構財富管理和亞洲業務中更高的回報機會。 

 

(4) SDP 研發收穫新鮮棕櫚果的機械 (2021-04-18 / BHOnline) 

https://www.bharian.com.my/bisnes/korporat/2021/04/808064/sdp-cipta-jentera-tuai-buah-

tandan-segar-sawit 

 Sime Darby Plantation Bhd(森那美，主營工業設備、汽車、物流及醫療保健)依靠機器人技術

的進步來開發一種或多種可用於收穫新鮮棕梠果的機器，這些機器有望在五年內投入使

用。其首席研發長 K Harikrishna 承認，研發適合採收的機械工具確實十分困難，人力採集

還來得更為輕鬆，但他隨後補充說，「如果任務成功，該行業將能夠減少對人力的依賴，

特別是在採收工作。到 2026 年，這些機械可以減少對外國勞工的依賴。也許需要一些時

間。但是，我們將努力加快步伐。」。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70919
https://www.bharian.com.my/bisnes/korporat/2021/04/808064/sdp-cipta-jentera-tuai-buah-tandan-segar-sawit
https://www.bharian.com.my/bisnes/korporat/2021/04/808064/sdp-cipta-jentera-tuai-buah-tandan-segar-sa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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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op Glove 目標在 2030 年成為 500 強企業 (2021-04-19 / BHOnline) 

https://www.bharian.com.my/bisnes/korporat/2021/04/808503/top-glove-sasar-jadi-syarikat-

fortune-500-menjelang-2030 

 馬來西亞最大的橡膠手套製造商(Top Glove Corporation Bhd)與馬來西亞國立臺灣大學校友

會(AANTUM)簽署諒解備忘錄(MoU)，以吸引更多頂尖人才，以實現到 2030 年成為《財

富》全球 500 強公司的目標。Top Glove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為期三年的合作關係將使該公

司受益於國立臺灣大學(NTU)AANTUM 的馬來西亞學生，他們在創新研發方面尤其是與醫療

保健製造業相關的專業知識。AANTUM 在全國範圍內有 2,000 多名活躍的校友會員和 600

名馬來西亞學生正在大學學習。總經理拿督李金謀(Datuk Lee Kim Meow)表示，該公司意識

到必須繼續發展並了解最新發展，並保持領先於醫療保健製造業的全球趨勢。顛覆性技

術，例如機器人技術、物聯網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將極大地重塑當今的業務格局，與

AANTUM 的合作將使該公司能夠在一個複雜而不斷的發展中蓬勃發展-改變未來。 

 

(6) 微軟未來 5 年投資馬國 40 億馬幣，含設立首座區域資料中心 (2021-04-21 / 科技新報) 

https://technews.tw/2021/04/21/microsoft-bersama-malaysia/ 

 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宣佈，微軟公司(Microsoft Corp.)將於未來 5 年投資

馬國 40 億馬幣(約 9.7 億美元)，推出名為「與馬來西亞齊心共贏」(Bersama Malaysia)計

畫，以提升馬國的數位經濟，包括設立首座區域資料中心，預計將可創造 46 億美元營收

及 1 萬 9 千個就業機會，包括 4 千個與 IT 相關產業的就業機會。 

 微軟公司將在大吉隆坡地區(Greater KL)建設首座區域資料中心，並提供完整微軟雲端存取

權限，包括微軟 Azure、微軟 365、Dynamic365 及 Power Platform；微軟 Azure 將讓任何人

都可利用計算、網路、資料庫、資料分析、人工智慧和物聯網(IoT)等特點的雲端服務和功

能；微軟 365 使用創新生產力平台連結、協作、遠端工程和線上學習；Dynamic 365 及

Power Platform 透過智慧業務應用程式大規模快速建構和管理重要企業業務解決方案。 

 此外，微軟公司亦承諾於 2023 年底前提供額外 100 萬名馬國國民技能培訓、開創公共與

私人領域合作專案以及成立「我的數位協作領導委員會」(My Digital Alliance Leadership 

Council)，並開展「雲端優先」(Cloud first)和數位化原生政策建議的合作。前述計畫為馬國

提供具備世界頂尖資料安全性和隱私性、值得信賴的雲端服務，並提高國家資料儲存能

力。前述合作夥伴關係符合馬國政府於今年推出「我的數位」(My Digital)及「數位經濟計

畫」(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Blueprint)。 

 根據上述數位經濟計畫，馬國政府已給予四家雲端服務廠商(CSP)有條件許可，包括微軟公

司(Microsoft)、Google、亞馬遜(Amazon)及馬電訊公司(Telekom Malaysia)，前述公司將興建

和管理大規模資料中心及混合雲端服務(hybrid cloud services)，以增加數據儲存的空間、減

少營運成本及提升分析的效率。估計未來 5 年，雲端服務廠商將投資 120 億至 150 億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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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9.12 億至 36.4 億美元)。 

 

4. 對外關係 

(1) 馬來西亞與中國簽署健康認證諒解備忘錄以強化後疫情合作 (2021-04-02 / New Strait 

Times) 

https://www.nst.com.my/news/government-public-policy/2021/04/679067/malaysia-china-agree-

health-certs-ink-mou-enhance-post 

 馬來西亞外交部長 Datuk Seri Hishammuddin Hussein 前往中國福建省面見中國外長王毅，兩

國在會面中同意在後疫情放寬新冠疫情 Covid-19 雙邊跨國活動的健康認證標準。王毅表

示，「雙邊以達成初步雙邊跨境旅行「綠色通道」標準作業流程的結論」。馬來西亞外長

Hussein 除感謝中國提供給馬來西亞的疫苗、將馬來西亞列為供應疫苗的優先國家，對於本

次會談，他表示雙邊同意更深入的討論和定案必須涉及許多部門。 

 

(2) 馬來西亞與韓國同意擴大雙邊經貿關係 (2021-04-02 / 駐馬經濟組)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838086&iz=6 

 馬來西亞貿工部(MITI)部長阿茲敏(Mohamed Azmin)於 2021 年 4 月 1 日率領馬國投資發展

局(MIDA)等組成貿易與投資訪問團前往韓國進行招商訪問。韓國貿易部長俞明熙(Yoo 

Myung Hee)在首爾會晤阿茲敏部長，就一系列雙邊問題交換意見。 

 馬來西亞與韓國同意擴大雙邊經貿關係，以抑制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同時攜手開發

新興產業，包括環保汽車及再生能源。兩國計劃於未來在成長引擎(例如可充電電池或太陽

能零件)方面擴大合作。馬國亦支持韓國電池企業在東南亞國家進行投資。 

 馬國與韓國貿易部長一致認為，貿易與投資不應受到新冠疫情干擾，並誓言將共同採取行

動擴大經濟交流，包括簡化商務官員的入境程序。兩國亦同意將努力全面落實「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RCEP)，並盼兩國正在進行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取得進展。韓國亦

尋求馬國支持其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截至 2020 年韓國在馬國已落實的製造業投資計畫共 387 項，總投資金額為 266 億馬幣(約

66 億美元)，主要投資項目為電子與電機產品、精煉石油產品、基本金屬產品、非金屬礦

產品及化學與化學產品，創造 5 萬 3,032 個就業機會。2020 年韓國在馬國的投資金額為

13.79 億馬幣(約 3.42 億美元)，為馬國第 10 大外資來源。2020 年馬國與韓國雙邊貿易額達

797.8 億馬幣(約 197.97 億美元)；其中馬國對韓國之出口額為 345.7 億馬幣(約 85.78 億美

元)；進口額則為 452.1 億馬幣(約 112.18 億美元)。2020 年韓國為馬國第 7 大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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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馬與汶萊同意設立互惠綠色通道，並相互認可疫苗接種證書 (2021-04-06 / 駐馬經濟

組)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838244&iz=6 

 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配合出席第 23 屆馬來西亞與汶萊年度領導人諮詢會

議，於 2021 年 4 月 5 日起赴汶萊進行二天官式訪問。慕尤丁首相與汶萊蘇丹哈桑納博爾

基亞(Sultan Hassanal Bolkiah)頃發布聯合聲明指出，兩國同意相互認可新冠疫苗接種證書，

以促進兩國人民跨境移動，並原則上同意建立互惠綠色通道(RGL)，同時實施有效的防疫措

施，以利於兩國關鍵商務及公務旅行。 

 馬國與汶萊討論促進農業、漁業、教育、貿易、旅遊、國防、青年及體育、多媒體和網路

安全以及交通等領域的合作。慕尤丁首相與汶萊蘇丹亦見證兩國簽署天災管理諒解備忘

錄，促進有關預防災難和降低風險的培訓、聯合演習、聯合行動、專家與資訊的交流，以

及馬國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與汶萊國家聯合秘書處(BNUS)的一體化開發協議，以推動兩

國的石油與天然氣領域合作。 

 

(4) 大馬貿工部長阿茲敏籲請日本積極參與馬國高科技領域之投資 (2021-04-07 / 駐馬經濟

組)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838373&iz=6 

 馬來西亞貿工部(MITI)部長阿茲敏(Mohamed Azmin)率領馬國投資發展局(MIDA)等組成貿易

與投資訪問團前往日本進行招商訪問。阿茲敏部長籲請日本投資人應積極參與馬國高科技

領域之投資，因馬國政府為外資提供具競爭優勢的稅務減免優惠，且日本可視馬國為進軍

東協市場的主要門戶。日本投資人亦能善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所創造 30 億

總人口市場的便利，來拓展更多商機。 

 迄今日本在馬國已落實的製造業投資計畫共 2,761 項，總投資金額為 914 億馬幣(約 220.72

億美元)，主要投資項目為電子與電機產品、化學與化學產品、非金屬礦產品及交通配備，

創造 34 萬 8,475 個就業機會。2020 年日本在馬國的投資金額為 16.51 億馬幣(約 4 億 958

萬美元)，為馬國第 9 大外資來源，顯示日本投資人對馬國擁有強大的投資信心與偏好。

2020 年馬國與日本雙邊貿易額達 1,227.3 億馬幣(約 296.38 億美元)；其中馬國對日本之出

口額為 616.9 億馬幣(約 148.97 億美元)；進口額則為 610.4 億馬幣(約 147.4 億美元)。2020

年日本為馬國第 4 大貿易夥伴。 

 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一份針對日本海外企業的營運狀況所做最新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在馬國境內的日本企業為本區域最快取得復甦的公司，約 37%日本企業刻正探討擴張

業務的可能性，這在東協區域占最高百分比。 

 阿茲敏部長，馬國將在近期向內閣提呈新的投資政策建議，以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及減少對

外勞之依賴，並確保能持續招引高效益的投資項目。新的國家投資願景將引領馬國走向本

區域投資中心，以提升經濟的多元性、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就業機會、擴大國內聯繫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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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開發新產業的聚群區域。 

 馬國將繼續向日本取經，以從日本開發的自動化、機器人、人工智慧和物聯網汲取知識與

經驗。馬國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甫推展了馬國「我的數位」(MyDigital)及「數位經

濟計畫」，為國家轉型成區域數位領先國家及發展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5G」網路)鋪下

基礎。 

 

(5) 與比利時大使會面，討論禁止使用棕櫚油的問題 (2021-04-20 / BHOnline) 

https://www.bharian.com.my/bisnes/lain-lain/2021/04/808856/jumpa-duta-belgium-bincang-

larangan-guna-minyak-sawit 

 農產品部將在下個月初與比利時大使舉行會議，討論比利時政府從明年開始禁止在該國使

用棕櫚油作為生物燃料的政策。這次會議不是專門討論棕櫚油，重要的是討論探討與商品

相關事務，包括涉及其他商品，如與比利時加強合作的可可和巧克力產業等。外國媒體報

導，比利時將從 2022 年開始禁止使用棕櫚油和大豆，以減少伐木問題，此外，該國市場

和運輸部門均不再允許使用棕櫚油中的生物燃料。此前，斯里蘭卡在限制馬來西亞棕櫚油

進口方面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TOT(Transfer of Technology)2021 將於 2021 年 7 月 1 日舉

行，是一年一度的盛會，也是介紹 MPOB(馬來西亞棕櫚油局) 研究人員開發的棕櫚油行業

技術和創新的重要平台。 

 

(五) 印度 

 

1. 總體經濟 

(1) 美銀預測 2031 年印度經濟規模超越日本 (2021-03-24 / 多維新聞) 

https://bit.ly/2QxOwYL 

 美銀證券研究人員指出，如果印度以每年 9%的速度增長，那麼印度將在 2031 年達到日本

以美元計算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水準，如果經濟增長達到每年 10%，那麼印度有可能

在 2030 年超過日本。 

 美銀證券經濟學家因德拉尼爾 • 森 • 古普塔(Indranil Sen Gupta)和阿斯塔 • 古德瓦尼(Aastha 

Gudwani)在報告中寫道：「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我們現在預計印度將在 2031/32 財

年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而不是此前預測的 2028 年。」 

 

https://www.bharian.com.my/bisnes/lain-lain/2021/04/808856/jumpa-duta-belgium-bincang-larangan-guna-minyak-sawit
https://www.bharian.com.my/bisnes/lain-lain/2021/04/808856/jumpa-duta-belgium-bincang-larangan-guna-minyak-sa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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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銀：印度 2021 到 2022 財年經濟成長 10% (2021-04-01 / 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4010176.aspx 

 世界銀行發表的「聚焦南亞經濟」(South Asia Economic Focus)報告，把印度 2021 到 2022

財政年度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預測從去年 10 月的 5.4%上調到 10.1%，主要是政府公

共投資和民間投資增加。 

 報告預計，聚焦基礎設施的印度中央政府 2021 到 2022 財年財政預算將有助印度經濟成長

動力且恢復國內需求；但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引發的全面不確定性，預計印度

2021 至 2022 財年的實際 GDP 成長率可能在 7.5%到 12.5%之間。從中期來看，印度的經濟

成長將穩定在 6%到 7%的範圍內。 

 

2. 政策 

(1) 印度公布太陽能、白色家電在地製造獎勵 (2021-04-09 / Digitimes)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id=0000607835_CT27AZ934F2SFY49AZC20 

 印度總理辦公室發布新聞稿指出，內閣已通過太陽能模組及白色家電領域旨在鼓勵在地製

造的生產連結激勵(PLI)計畫，至此印度已有 9 種產業被納入 PLI 獎勵中。 

 印度太陽能模組 PLI 預算為 5 年 450 億盧比(約 6.04 億美元)，印度將啟動招標過程，從中

選出符合資格的業者給予補助門票，業者於未來 5 年內亦須根據其太陽能模組轉換效率及

提升的在地附加價值給予補助，獎勵金將於太陽能電廠開始商轉後才予逐年發放。 

 從 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初間，印度總共公布 13 種產業 PLI 計畫，而在 2020 年初步公

布計畫的十大產業中，已有 6 種產業開始徵選合格業者，包括 IT 產品(NB、平板、AIO 

PC、伺服器)，製藥、電信及網通產品，而食品加工、白色家電及太陽能模組為進入 4 月後

公布，尚待公布細節者包括汽車及車用零組件、先進化學電池、紡織品及特殊鋼等 4 種。 

 

(2) 印度將斥資 2 億美元 打造氫能源供應鏈 (2021-04-23 / Digitimes)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9&cat=305&id=0000608536_N4S6E

VYV2NWX3P7NZ7PYG  

 繼印度於年度預算案中正式啟動國家氫能源任務(National Hydrogen Energy Mission)後，印

度正積極將氫能源納入國家能源組合中。並於於 2 月公布 2022 年財政年度，正式揭示其

國家氫能源任務，雖然具體政策細節仍待出爐，但已確定要為氫能源制定路線圖，並且降

低氫產製過程中的碳足跡，降低印度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實現印度為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所承諾的目標。 

 印度石油部表示已要求國營石油及天然氣業者於 2022 年財政年度結束以前設立 7 個氫能

源先導廠。此外，印度石油部也透露印度初步將混合氫能源及壓縮天然氣，使用這類能源

的 50 輛公車將於數月內在德里上路，未來擴大至更多城市，印度石油公司(IOC)將在古吉

拉特煉製廠試產藍氫，印度也將利用現有的壓縮天然氣管線網路降低氫能源的輸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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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業 

(1) 全球最大二輪車市場 印度新創試辦電動摩托計程車 (2021-04-12 / Digitimes)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id=0000607158_EKN23EFN4N8N399TPK

V0F 

 以摩托計程車叫車服務起家的印度新創 Rapido，展開為期 3 個月的電動摩托計程車服務試

辦計畫，並表示該公司的業務已恢復至 COVID-19(新冠肺炎)大流行爆發前的 75%水準。 

 Rapido 在 2021 年 3 月 24 日宣布和印度電動摩托車運輸服務公司 Zypp Electric 合作，在德

里國家首都轄區(Delhi-NCR)試辦電動摩托計程車服務；Zypp Electric 將調派逾 100 名司機和

電動摩托車，加入 Rapido 的線上預約平台。 

 Rapido 指出印度是全球最大兩輪車市場，但其中只有 1%是電動車，前述電動摩托計程車

服務若試辦成功，將會推展到印度其他城市。若以每月成長 15%的速率來估算，希望此業

務能在未來 2 年內成長逾 20 倍。 

 Rapido 在 2020 年 10 月推出汽車共享服務，因為在疫情陰影下，通勤族偏好租車自行駕

駛，而非搭乘計程車。汽車共享服務推出後，出車趟數在 3 個月內突破 100 萬次；預料

2021 年 4 月單月汽車出租趟數可望超越 100 萬次。Rapido 表示即使該公司在德里、

Hyderabad 等城市的營運已完全恢復到疫情前水準，但在全國各地的摩托車和汽車預約業

務日均出車總趟次仍只有將近 30 萬次，低於疫情前的 44 萬~45 萬次。前述業績復甦大多

來自摩托計程車業務，汽車共享服務仍處於初期反彈階段。 

 Rapido 指出該公司的摩托計程車業務是最早復甦、反彈幅度也最高的業務，其次才是汽車

共享和計程車服務。儘管該公司的汽車共享業務以驚人速度反彈，摩托計程車業務的復甦

速率又比汽車共享高出逾 10 倍。 

 印度過去就有搭便車文化，因此該公司無須創造汽車共享文化，只需將此服務數位化即

可。但印度過去並無摩托計程車文化，該公司正在創造和陌生人共乘機車的新市場。 

 自疫情爆發迄今，印度線上預約計程車服務的復甦腳步緩慢。根據管理顧問公司 RedSeer

統計，2020 年 9 月的預約人次僅約為同年 1 月的 21%，2021 年 1 月則反彈至 2020 年 1 月

的 54%；反觀同期間的線上預約租車服務從 48%回升至 83%。電動摩托車共享服務，2020

年 9 月的預約人次僅為同年 1 月的 40%，但 2021 年 1 月已回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62%。至

於整體電動車共享服務使用人次，2020 年 9 月僅為同年 1 月的 31%，但 2021 年 1 月已回

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63%。 

 美國諮詢顧問公司 Everest Group 表示，不同於汽車密閉空間的染疫風險較高，摩托車是開

放空間的代步工具，且搭乘時間通常較汽車短，因此在摩托計程車服務受到疫情衝擊的程

度低於計程車。由於現在有許多人都是在家遠距工作，因此在恢復通勤上班前，計程車服

務市場可能會持續籠罩在疫情陰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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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印度首座！手機面板龍頭三星印度新廠正式投產 (2021-04-21 / 科技新報) 

https://technews.tw/2021/04/21/samsungs-new-plant-in-india-officially-puts-into-operation/ 

 2020 年 6 月，三星集團子公司三星顯示器(Samsung Display)與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簽

署備忘錄，規畫當地設立智慧型手機面板廠。三星顯示位於北方邦諾伊達市(Noida)的面板

廠開始投產，為印度首座面板模組廠，使印度更有望成為全球手機製造中心。 

 2020 年 4 月初三星顯示器開始在諾伊達市的面板廠生產智慧型手機螢幕，未來計劃提高產

量，並進一步擴大生產範圍，例如用於液晶顯示器和其他 IT 產品的顯示面板。 

 北方邦政府鼓勵三星將產能從中國遷至印度，向三星提供 46 億盧比(約 6,100 萬美元)的獎

勵資金，由三星斥資 482.5 億盧比(約 6.5 億美元)在當地興建面板工廠。 

 三星成功在印度設廠投產，將吸引其他公司也前進印度設立業務，並有助於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政策的推行，使印度晉升為與中國平起平坐的

製造大國。 

 印度是全球第二大智慧型手機市場，有巨大增長潛力，吸引三星等手機大廠紛紛積極進

駐。三星為印度市佔最高的智慧型手機品牌之一，目前在諾伊達市設有全球最大手機製造

廠。 

 印度積極吸引大型製造商赴當地投資設廠，對三星而言，在印度設廠的好處是可節省印度

政府對智慧機面板徵收的進口稅，並提高智慧機的出口能力。 

 據市場研究機構 Strategy Analytics 的研究報告，2020 年，全球智慧機面板市場營收達 430

億美元，較 2019 年成長 7%，主要受惠 5G 普及化帶動換機潮，以及高階 OLED 面板需求有

增加。以營收市佔率計算，三星顯示 2020 年全球市佔率高達 50%，遠遠超越其他競爭對

手，中國京東方以 15%位居第二，其次是 LG 顯示(LG Display)，佔 8%。 

 

(3) Gogoro 攜手印度最大機車品牌 Hero MotoCorp 推動 PBGN 設計與智慧電池交換網路應用 

(2021-04-22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086/5405149 

 Gogoro 宣布與印度最大機車製造商 Hero MotoCorp 進行策略合作，將由雙方共組合資公

司，並且在印度建置 Gogoro 智慧電池交換網路，而 Hero MotoCorp 也將為印度市場開發基

於 Powered by Gogoro Network (PBGN)設計的可交換電池電動車輛。 

 Hero MotoCorp 表示與 Gogoro 一同藉由「成為移動的未來」(Be the Future of Mobility)理

念，同時藉由「創造、合作、啟發」(Create, Collaborate & Inspire)使命，以及此次與

Gogoro 合作關係，進一步強化電動車產品組合。 

 Hero MotoCorp 預期可延伸位於齋浦爾(Jaipur)的創新與技術中心(Centr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IT)，以及位於德國技術中心內研發工作，進而加速推展智慧與永續電動移動

至印度境內，並且延伸至全球各地。 

 Hero MotoCorp 表示此次與 Gogoro 合作，將會促進印度政府推動電動化的決心，同時也將

https://technews.tw/2021/04/21/samsungs-new-plant-in-india-officially-puts-into-operation/
https://udn.com/news/story/7086/540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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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印度未來能源及交通發展帶來深遠影響。由於印度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機車製造國，年產

輛超過 2,000 萬輛機車，在印度境內機車年銷量約介於 1,750 萬到 2,000 萬輛之間，外銷量

則落在 300 萬到 350 萬輛之間，因此印度政府計畫在 2025 年以前讓所有 150cc 以下新售機

車全面電動化，同時預計在 2025 年實現境內每 3 公里就有一座充、換電站。 

 Hero MotoCorp 目前是印度境內最大機車品牌，預期在與 Gogoro 合作之下，將可藉由

Powered by Gogoro Network 設計，以及 Gogoro 智慧電池交換網路快速擴展電動車發展，

同時 Gogoro 也將可透過複製 Hero MotoCorp 經驗，快速在全球地區推動 Powered by 

Gogoro Network 設計與智慧電池交換網路應用。 

 

4. 對外關係 

(1) 美印防長會晤 奧斯汀：雙邊關係是印太地區堡壘 (2021-03-30 /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5332192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今天與印度國防部長辛赫召開雙邊會議，雙方決定強化廣泛國防合

作。面對中國威脅，奧斯汀強調，美印關係是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堡壘。 

 辛赫在對外宣讀印度與美國國防部聯合聲明時說，雙方討論聚焦在廣泛的國防合作，包括

跨軍種的接觸、資訊共享、新興國防領域合作，以及相互後勤支援。他還強調，印度致力

進一步鞏固與美國牢固的國防關係，並期待與奧斯汀緊密合作，讓印美關係成為 21 世界

已清晰界定的夥伴關係。 

 面對印度指控中國在拉達克邊境採取「侵略」行動，奧斯汀在發表談話時說，有許多安全

議題，對美印兩國都相當重要，但他此行的最重要議程，是「要傳達拜登政府關於我們(美

國)對盟友和夥伴的堅定承諾訊息。而印度，在當今瞬息萬變的國際動態變化中，顯而易見

的是重要性與日俱增的合作夥伴」。 

 

(2) 中美對峙等因素影響 印度有望成世界科技重鎮 (2021-04-13 / Digitimes) 

https://www.digitimes.com.tw/tech/dt/n/shwnws.asp?CnlID=9&cat=305&id=0000607549_ZJP61C

MB3ZKXNML0UHGPH 

 推廣全球永續貿易的非盈利機構韓禮士基金會(Hinrich Foundation)在 3 月發表報告指出，在

中美對峙等國內、外因素交互作用下，印度希望強化本國製造能力，因此專注於發展智慧

型手機和其他數位硬體產業，並尋求孕育新一批估值逾 10 億美元的獨角獸(unicorn)企業。

該國政府認為，實現前述目標可幫助印度轉型為科技出口中心。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製藥和生物科技、車用電池、稀土、半導體

等戰略性產業須建立去中國化的供應鏈。在前述產業佔有重要地位的美國、歐盟(EU)、臺

灣、南韓和日本企業，都希望把受地域限制的業務轉往印度。 

 在美國、日本、澳洲和印度共組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中，

印度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印度也是美國推動印太戰略的重要安全夥伴，雙方就聯合軍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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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疫苗外交等廣泛議題進行合作。 

 

(六) 越南 

 

1. 總體經濟 

(1) 出口至歐盟、CPTPP、英國市場均強勁增長 (2021-04-01 / 越南海關新聞網) 

https://haiquanonline.com.vn/xuat-khau-sang-thi-truong-evfta-cptpp-ukvfta-deu-tang-manh-

143436.html 

 根據工商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的最新資訊顯示，自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

(EVFTA)於 2020 年 8 月生效以來，對歐盟的出口增長率逐步提高，並在 2021 年的前三個月

增長了 18%。同樣地，越南對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以下簡稱 CPTPP)合作夥伴的出口

額度，在今年前三個月達到高增長率，如加拿大增長 13.7%；澳洲增長 17%；智利增長

25.6%；墨西哥增長 12.7%；紐西蘭增長 35.1%。此外，今年前三個月，對英國市場的出口

增長 22.1%。工業和貿易部評估，在不久的將來，諸如 CPTPP、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

(EVFTA)、英國與越南簽署自貿協定(UKVFTA)等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將持續為越南商品進

入合作夥伴市場創造優勢，不僅享有關稅優惠而且可以減少關稅障礙。 

 

2. 政策 

(1) 衛生部提出實施「疫苗護照」計劃 (2021-04-10 / 越南海關新聞網) 

https://haiquanonline.com.vn/bo-y-te-de-xuat-phuong-an-trien-khai-ho-chieu-vac-xin-

143853.html 

 在 4 月 9 日舉行的全國疾病控制督導委員會 Covid-19 的常務會議上，越南衛生部疾病預防

局局長鄧光晉(Dang Quang Tan)，提出衛生部關於該發展計劃的建議。根據指導委員會的報

告，防疫是一場時間的競賽，因此我們都必須提供解決方案來預防流行病、及在國內讓國

民接種疫苗，同時與其他國家、地區結合，按國家、地區以及目標人群分類以製定隔離計

劃，並進行適當的測試和監督。 

 

(2) 河內目標每年吸引 60-80 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 (2021-04-19 / Vietnam+) 

https://www.vietnamplus.vn/ha-noi-dat-muc-tieu-moi-nam-thu-hut-tu-6-den-8-ty-usd-von-

fdi/706708.vnp 

 河內市人民委員會主席朱玉英(Chu Ngoc Anh)與河內計劃和投資部舉行會議，討論 2021 年

前三個月的執行狀況以及該期間的重點工作。計畫與投資部副主任 Vu Duy Tuan 先生在會

議上報告，河內政治局第 50-NQ / TW 號決議和政府第 58 / NQ-CP 號決議的執行情況，

2021-2025 年的目標是吸引 300-400 億美元(60-80s 億美元/年)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實施資

https://haiquanonline.com.vn/xuat-khau-sang-thi-truong-evfta-cptpp-ukvfta-deu-tang-manh-143436.html
https://haiquanonline.com.vn/xuat-khau-sang-thi-truong-evfta-cptpp-ukvfta-deu-tang-manh-143436.html
https://www.vietnamplus.vn/tags/S%e1%bb%9f-K%e1%ba%bf-ho%e1%ba%a1ch-v%c3%a0-%c4%90%e1%ba%a7u-t%c6%b0-H%c3%a0-N%e1%bb%99i.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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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約為 200-300 億美元(40-60 億美元/年)。主席朱玉英在會議中要求計畫與投資部，緊急審

查並提出城市的重點項目清單。在重點區域中，於 2021-2025 年期間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和

高度可行性；同時加強與直轄市機關、分局、鄉鎮間的緊密合作，在業務工作中建立暢通

的溝通渠道，為首都的建設和發展建立長遠的發展。 

 

(3) 總理：有必要控制流入房地產的現金流，避免投機 (2021-04-19 / Vietnam+) 

https://www.vietnamplus.vn/thu-tuong-can-kiem-soat-dong-tien-vao-bat-dong-san-tranh-dau-

co/706640.vnp 

 在本周末與國家銀行舉行的會議上，總理范明政(Pham Minh Chinh)要求銀行業要求國家銀

行以綜合和分析數據進行評估，控制房地產和證券信貸等風險領域的信貸，設法確保資本

流入信貸，以滿足人民實際消費需求，避免投機。國有銀行還需製定處理膨脹率的即時和

長期解決方案，以確保嚴格控制膨脹率。 

 

(4) 充分發揮國家品牌優勢 致力打造越南產品品牌新高 (2021-04-20 / Vietnam+) 

https://www.vietnamplus.vn/thuong-hieu-quoc-gia-vi-the-moi-gia-tri-moi-trong-hoi-nhap-quoc-

te/706772.vnp 

 越南工商部貿易促進局同有關單位，聯合舉行《發揮國家品牌優勢打造越南產品品牌新

高》的 2021 年越南國家品牌研討會。越南工商部貿易促進局局長、越南國家品牌計畫秘

書長武霸富在會上致辭表示，未來工商部將繼續與有關部門和單位有效配合，協助包括達

國家品牌標準的企業在內的企業積極參加越南國家形象的推廣活動，進一步加強國家品牌

的地位和價值帶來貢獻。 

 

3. 產業 

(1) 富士康「下注」越南 (2021-04-07 / VN Express) 

https://vnexpress.net/foxconn-dat-cuoc-vao-viet-nam-

4259266.html?fbclid=IwAR3lpAb8hfabykNQevI45K81GRIxPQz1gpDBYeP0L5TxstEJZH3B4Bd1RM0 

 富士康最近計劃在越南再投資 7 億美元，預計到 2021 年將為該集團帶來 100 億美元的收

入。據《臺灣新聞》(Taiwan News)報導，富士康在越南的收入已從 2019 年的 30 億美元增

加到 2020 年的 60 億美元，整整翻了一倍。今年 3 月，該公司計劃在越南追加投資 7 億美

元，以進行大規模生產。新的投資可能會在未來三到五年間，為富士康帶來 400 億美元的

收入。 

 

 

 

 

https://www.vietnamplus.vn/tags/t%c3%adn-d%e1%bb%a5ng-b%e1%ba%a5t-%c4%91%e1%bb%99ng-s%e1%ba%a3n.vnp
https://www.vietnamplus.vn/tags/t%c3%adn-d%e1%bb%a5ng-b%e1%ba%a5t-%c4%91%e1%bb%99ng-s%e1%ba%a3n.vnp
https://www.vietnamplus.vn/tags/t%c3%adn-d%e1%bb%a5ng-b%e1%ba%a5t-%c4%91%e1%bb%99ng-s%e1%ba%a3n.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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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越南大米產量超越泰國，穩居世界第一 (2021-04-13 / Vietnam Net) 

https://vietnamnet.vn/vn/kinh-doanh/thi-truong/vuot-qua-thai-lan-gia-gao-viet-vung-ngoi-dau-the-

gioi-

727211.html?fbclid=IwAR0Ueo7z1uHPRvp5yXFMfryBBZM6pAfxs4Wn1bSbcQKIaNmTCNA4butuWLs 

 越南大米在超越泰國和印度之後，在銷售價格方面穩居世界首位，在 2021 年第 1 季出口

大米的平均價格達到每噸 547 美元，同比增長 18.6%。農產品加工和市場發展部(農業和農

村發展部)有關農產品市場訊息報告顯示，越南大米在 2021 年頭三個月的出口量達到 110

萬噸，價格為每噸 606 美元。2020 年同期，銷量下降 30.4%，價值下降 17.4%。值得注意

的是，2021 年 3 月，越南大米的平均出口價格達到每噸 547 美元，比 2021 年 2 月增長

0.5%，比 2020 年 3 月增長 19.1%。 

 

(3) 越南已成為許多科技大廠的研發中心 (2021-04-16 / VN Express) 

https://vnexpress.net/viet-nam-thanh-trung-tam-r-amp-d-cua-nhieu-ong-lon-cong-nghe-

4253564.html?fbclid=IwAR0RIBXaVJ8Mt-B_5c-nz2mggYj12_6-g3ez3omC7dEOuTVV5z7HhaKWwtQ 

 韓資三星建立一個耗資 2.2 億美元的研發中心，而高通選擇越南作為東南亞第一個研發中

心的所在地。三星首次發布越南研發發展現狀的全景圖，其中耗資 2.2 億美元的研發中心

項目，正在越南河內的西湖郡(Tay Ho)進行建設。該中心計劃於 2022 年完工，將擁有三千

名工程師。在建立新中心之前，這個韓國技術小組在越南設立四個研發部門的總部，分別

研究電子通訊設備、家用電子產品、人工智能和數據分析。此外，他們還擁有 Samsung 

Display Việt Nam(簡稱 SDV)—一個專門為公司進行電子螢幕研究和人才開發的中心。近年

來，除了三星，其他許多科技公司也選擇越南作為研發投資目的地。此前，Grab 在胡志明

市開設研發中心。LG 有望在峴港開設第二個據點，日本松下和東芝在越南也設有研發中

心。最近，高通宣布在河內開設該公司唯一的東南亞實驗室。 

 

4. 對外關係 

(1) 越南與沙烏地阿拉伯：促進現實與深度的合作 (2021-04-07 / 越南工商報) 

https://congthuong.vn/viet-nam-a-rap-xe-ut-thuc-day-hop-tac-di-vao-thuc-chat-sau-rong-

154881.html 

 4 月 7 日下午，工商部副部長曹國雄和沙烏地阿拉伯經濟計畫部副部長，透過視訊主持第

四屆越南－沙烏地阿拉伯經濟與科技合作會會議。近年來，兩國合作獲得卓越的成就，特

別是在經貿上的合作發展。兩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繼續快速增長，2014 年達到最高 18.7 億

美元；而後減少並在 2017 年再次增加，達到 17 億美元；至 2018 年，數字則超過 18 億美

元，到 2020 年，則達到 16 億美元。在兩國之間的對外貿易平衡中，越南始終存在與沙烏

地阿拉伯的貿易逆差，主要原因是從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料輸入，如塑化、液化氣、化學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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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以滿足國內生產的需求。 

 

(2) 美國取消越南匯率操縱的標籤 (2021-04-17 / VN Express) 

https://vnexpress.net/my-go-mac-thao-tung-tien-te-voi-viet-nam-4264209.html 

 美國最新報告表示，沒有足夠的證據證實越南根據《1988 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案》操縱

匯率。美國財政部於 4 月 16 日向國會提交半年度報告《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外匯政策報

告》，該機構在截至 2020 年 12 月的四個季度中，審查和評估 20 個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

政策。根據《2015 年貿易便捷及貿易執法法》，該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在審查期間，越南

和瑞士都繼續確定要滿足 3 個標準。美方在 2020 年 12 月的報告中表示，越南和瑞士符合

上述三個條件，因此被稱為『貨幣操縱』。然而，這一次，報告僅指出，美國財政部對越

南、瑞士和臺灣的外匯和宏觀政策進行深入分析。財政部將繼續改善與越南和瑞士的協

調，並開始加強與臺灣的協調。這包括敦促制定一項具體行動計劃，以解決貨幣貶值和外

部失衡的根本原因。 

 

https://vnexpress.net/my-go-mac-thao-tung-tien-te-voi-viet-nam-426420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