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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進口其他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產品 

防衛措施調查結論摘要報告 

現行防衛措施 

2020年國內生產商 SASA及 Koza公司提出對受調產品進口實

施防衛措施申請，調查後對受調產品進口課徵 3年進口防衛稅；

目前受調產品進口每公斤課徵 0.056 美元防衛稅，預定於 2023 

年 12 月 12 日結束。 

進口過程及進口條件 

以下列出受調產品絕對及相對進口歷程、國內市場進口占比及

進口來源國資訊。 

進口數量及比例變化 

IMPORT 
Amount  

(Ton) 

 
 

Inward Processing 

Regime Share %
 

Value  

(Thousand  

USD) 

Unit 

Price.  

(S/Kg) 

C h a n g e  %  

Amount Value 
Unit 

Price. 

2018 102.103 26 126.875 1,24    

2019 123.212 53 137.190 1,11 21 8 -10 

2020 124.036 43 102.064 0,82 1 -26 -26 

2021 112.211 60 123.079 1,10 -10 21 33 

2022 140.130 56 193.530 1,38 25 57 26 

2022/9 116.487 56 163.839 1,41     
2023/9 62.515 51 69.727 1,12 -46 -57 -21  

受調期間受調產品進口量除 2021 年下降外，呈現逐年成長趨

勢。進口量由 2018年 10.21萬噸增至 2020年 12.4萬噸。2021

年進口量降至 11.22萬噸，2022年進口量成長 25%增至 14.01

萬噸。2023年前 9個月進口量較 2022年同期減少 46%(6.25萬

噸)。另 2018 年受調產品適用進口加工制度(DIR)之進口量占

總進口 26%， 2022 年增至 56%，2023 年前 9 個月則為 51% 。 

以進口額觀察，2020 年防衛措施實施以來，進口呈逐年成長

趨勢，進口額由 2018 年 1.26億美元增至 2022 年 1.93 億美元。

2023 年前 9 個月進口額為 6,970萬美元，較 2022年同期下降 

57%。 從年度來看，2019及 2020年進口單價較往年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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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開始上升。進口單價由 2018 年 1.24 美元/公斤增至

2022 年 1.38 美元/公斤。2023 年前 9 個月進口單價則為 1.12 

美元/公斤，與 2022年同期相比下降 21%。 

相對進口 

         進口量與國內產量比率 

Relative Imports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Imports/Domestic 

Production Index 100 92 67 38 46 100 56 

         *根據國內製造商數據 

相對進口為進口量與國內產量比率。 上表中顯示相關資料索

引值。 

調查期間，進口占國內生產比例逐年下降，直至 2022 年升高；

進口占國內生產的比例指數由 2018 年 100 降至 2021 年 38，

2022年增至 46。2022年前 6個月該指數為 100，2023年同期

則降為 56。 

進口市場占有率 

在進口市場占比計算中，利用申請業者 SASA公司與支持申請

的 Koza 公司所提供之國內銷售及進口統計數據獲得國內市場

(消費)數據。 
Import/Total 

Consumption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Market Share 

Index of 

imports 

100 88 70 49 57 100 62 

Market Share Index of 

Domestic Production 
100 126 168 216 199 100 125 

在此背景下，2018-2021 年進口市占率有所下降，進口市占率

指數由 2018 年 100降至 2021年 49，2022 年再增至 57點。

2022年前 6個月指數則由 100降至 2023年同期之 62。 

按國家/地區之進口量 

由附表 1b可以看出，截至 2022年，受調產品進口占比最大的

國家分別為中國、馬來西亞及韓國。 雖然 2023 年前 9 個月超

過一半的進口產品來自中國，但馬來西亞及韓國的進口份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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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 24% 及 6%。 除 2020年外，2018至 2022年自中國進口之

受調產品持續增加，占總進口比例由 2022年之 43%增至 2023 

年前 9月之 52%。 

馬來西亞進口占比在 2018至 2020年間有所增加，雖然在 2021

年及 2022年稍有下降，但 2023年前 9個月再次成長至 24%。 

調查期間，除 2021 年外，來自韓國之受調產品進口占比均下

降，2023年前 9個月為 6%。 

價格比較 
Price Comparison 單位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Unit Commercial 

Cost 

TL/Kg X X X X X X X 

Unit Commercial 

Cost 

$/Kg X X X X X X X 

Domestic sale price 
TL/Kg X X 

X 
X X X X  

$/Kg X X X X X X X 
Reasonable Selling Price 

(Commercial Cost +% 

10 Profit) 

TL/Kg X X X X X X X 

$/Kg X X X X X X X 

Import Unit Prices $/Kg 1,24 1,11 0,82 1,10 1,38 1,39 1,10 

Unit import Cost $/Kg 1,34 1,20 0,88 1,18 1,48 1,49 1,18 

Price Break % X -X -X -X -X -X -X 

Price Pressure % X X -X -X -X -X X  

由上表觀察，受調產品單位成本與國產產品國內市場單位銷售

價格相比，2018 年出現 X%之價格突破，2019 至 2022 年及

2023 年前 6 個月沒有發生價格突破。 

在計算價格壓力時，將進口單位成本與「合理銷售價格」進行

比較，發現國內生產商平均單位商業成本加 10%即可獲得合理

利潤。 雖然在此背景下計算的價格壓力在 2018至 2012年並未

出現，但 2023 年前 6 個月進口單價壓制國內產品的國內銷售

價格 X%。 

國內生產經濟指標 

本節指標是根據申請公司提供的數據編製，涵蓋 2018至 2022

年全年及 2022年與 2023年前 6個月。申請提交之數據則是按

照 2018 年數據作為基準年進行編排。在計算消費數據的同時，

支援申請公司之國內銷售數據也被納入計算。詳附表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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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 

Consumption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index 100 136 173 222 242 100 75 

表中消費數據是透過國內生產商國內銷售數據及一般進口數據

計算得出。由該表可看出，調查期間消費量逐年增加。消費指

數 2018 年為 100，2022年達到 242。2023年則略有下降。該

指數 2022年前 6個月為 100，2023年同期降至 75。 

產量 
Production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Index 100 131 182 290 301 100 83 

調查期間，受調產品產量逐年增加。 生產指數由 2018 年 100

增至 2022年 301。2023年產量呈週期性下降，2022年前 6個

月生產指數為 100，2023 年同期降至 83。 

國內銷售 

DomesticSales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Index 100 174 327 551 556 100 94 

國內製造商國內銷售逐年成長，內銷指數由 2018 年的 100 至

2022 年增至 556。2023 年內銷則呈下降趨勢，2023 年前 6 個

月指數由 2022年同期之 100降至 94。 

產能 

Capacity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Capacity  

(Index) 100 149 292 716 705 100 97 

Capacity 
usage ratio 

(Index) 
100 88 62 40 43 100 86 

受調產品產能在 2018至 2021年間持續成長，產能指數由 2018

年 100至 2021年達 716，2022年下半年則降至 705，主因為汰

除舊技術設備及小產能工廠，導致產能下降。 

2018至 2021年產能利用率(CUR)下降； CUR 指數 2018 年為 

100，2021 年降至 40，2022 年再增至 43 。2022 年前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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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為 100，2023 年同期則降至 86 。 
 

期末庫存 
Stocks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Index 100 240 328 93 410 100 234 

2018至 2020年期末庫存量增加，期末庫存指數由 2018年 100

增至 2020年 328，2021年降至 93，2022年則大幅上漲至 410。

2023年則呈現上漲趨勢，2022年前 6個月期末庫存指數為 100，

2023年同期再增至 234。 
員工 

Employment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Index 100 124 169 213 257 100 106 

調查期間，受調產品生產從業人員數量增加，就業指數從

2018年 100增至 2022年 257。2022年前 6個月就業指數為 100， 

2023年同期增至 106。 

生產力 
Productivity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Index 100 106 108 136 117 100 79 

生產力在 2018 至 2021 年間增加，2022 年下降。生產力指數

2018 年為 100，2022 年為 117。2023 年前 6 個月為 79， 較

2022年同期 100低。 

獲利能力 
Profitabl

ity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Index 100 32 72 75 54 100 -18 

儘管受調產品獲利能力在調查期間呈現波動趨勢，但整體來說，

獲利能力呈下降趨勢。獲利能力指 2018 年為 100，2019 年降

至 32，2020上升至 2021年達 75，2022年再降至 54。週期性

獲利能力則呈現負成長趨勢， 2022 年前 6 個月獲利能力指數

為 100，但由於國內生產虧損， 2023 年同期跌至 負 18 。 

評估防衛措施是否有必要持續以防止或彌補嚴重損害 

受調產品國內消費量逐年成長，2022 年達到約 X 噸。2023 年

消費量略有下降。雖然進口量年比呈現波動，但 2022 年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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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成長，2023 年前 6 個月稍有下降。在不斷成長的國內消費

中，進口市場占比在 2018年至 2021年間稍有下降，但在 2022

年再次上升，2022年相對進口也有所增加。 

2020 及 2022 年，受調產品最終進口量均成長，最終進口量占

進口總額比重自 2022 年以來持續上升。受惠於進口加工制度

(IPR)，進口單價在 2023年上半年下降， 2021年及 2023年前

6個月，在 IPR範圍內的進口單價低於一般進口單價。 

儘管 2018 至 2022 年受調產品產量及國內銷量有所成長，但

2023 年前 6 個月則減少，2022 年受調產品產能下降；由於產

能下降，產能利用率除 2022年外均呈下降趨勢， 2023 年前 6 

個月亦同。調查期間，國內生產商員工數量成長，期末庫存除

2020年外均持續增加，2022年生產力則下降。 

國內生產商總銷售獲利能力自 2022 年開始下降，2023 年上半

年受調產品銷售獲利能力降至負值；除 2018 年外，國內生產

商國內銷售價格仍高於一般及最終進口單價，而 2023 年上半

年，生產者透過增加合理利潤得出之合理銷售價亦高於一般及

最終進口產品價格，國內銷售單價受進口產品抑制。 
 

受調產品全球出口量（數量：噸） 
 

Country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Share % 
2022  

 PRC 429.559 538.753 394.227 686.238 773.661 20 13  
 Korea 501.852 470.951 432.166 509.850 511.731 14 0,4  
 Egypt 0 0 0 0 234.170 6,2   
 Malaysia 190.971 321.183 220.236 248.063 225.787 6, -9  
 India 225.976 202.701 184.901 252.183 218.237 5,8 -13  
 USA 150.508 150.994 167.302 180.935 169.971 4,5 -6  
 Taiwan 213.607 191.823 152.929 182.480 160.166 4,2 -12  
 Japan 104.934 138.265 141.750 169.218 154.843 4,1 -8  
 Germany 114.714 125.205 115.376 122.570 145.448 3,8 19  
 Türkiye 66.327 64.972 69.756 131.219 131.618 3 0  
 Sub Total 1.998.448 2.204.847 1.878.643 2.482.756 2.725.632 72 10  
 Other 

Countries 
1.162.227 887.231 752.398 1.042.517 1.060.752 28 2  

 General Total 3.160.675 3.092.078 2.631.041 3.525.273 3.786.384 100 7  

上表顯示全球受調產品出口情形。2021 年以來，受調產品出

口量增加，除 2020 年受疫情影響外，全球主要出口國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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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量持續增加。 2022年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總額達 20%。 

根據市場研究報告，預計到 2032 年底亞太地區聚合物市場將

成長 7.9%， 2022年全球 PET聚合物市場規模達到 290億美元，

預計 2023年底將達到 301億美元，2032年再增至 439.7億美

元，年均規模成長 4.3%。 2022年亞太地區為為全球聚合物市

場占比最大地區，亦為全球消費第一，占總消費市場之 40%。 

近年來，受遠東國家勞動成本低廉影響，聚酯生產鏈新增許多

投資，聚合物產能大幅增加。全球疫情對外貿影響減弱，最終

產品產業（特別是紡織纖維、長絲及食品飲料包裝）需求增加，

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產品應用產業多元化，及該產業易於適應

不斷變化的消費者偏好等因素，對回收 PET 和其他石化產品

需求增加，是全球聚合物產業成長的主要原因。受上述因素影

響，預計未來一段時期 PET聚合物消費量將加速成長。 
 

中國出口情形（數量：噸） 

Country 
2018 2019 2020 2021 

2021  

Share % 2022 

2022  

Share % 

2022  

Change % 
 

Nigeria 130.187 168.929 108.148 167.914 24 161.727 21 -4  
Vietnam 30.235 48.059 45.806 156.964 23 124.617 16 -21  
Indonesia 81.324 74.025 49.080 47.314 7 70.850 9,2 50  
Türkiye 8.808 28.528 19.456 30.545 4 66.540 8,6 118  
UAE 998 140 7.456 34.234 5 40.825 5,3 19  
Korea 15.588 32.131 14.960 23.944 3 37.531 4,9 57  
Japan 25.437 28.331 21.060 28.656 4 35.641 4,6 24  
Bangladesh 8.008 12.968 12.180 31.070 5 34.933 4,5 12 

Pakistan 3.475 12.754 6.083 12.024 2 29.592 3,8 146 

Taiwan 613 779 5.003 32.425 5 28.361 3,7 -13 

Subtotal 304.673 406.644 289.232 565.090 82 630.617 82 12 

Other 

Countries 124.886 132.109 104.995 121.148 18 143.044 18 18 

World 429.559 538.753 394.227 686.238 100 773.661 100 13 

Source: Trademap 

上表顯示受調產品全球最大出口國中國之出口情形，土耳其為

第四大出口目標國，且 2018至 2022年間，除 2020年受疫情

影響外，中國對土耳其出口持續成長，2022 年出口成長幅度

更達 118%。根據麥肯錫報告，中國石化產業正經歷不可預期

之產能成長，而疫情導致需求下降及部分聚合物供應鏈受創，

加上中國產品可能在節能、永續及碳中和等條件恐無法滿足部

分市場需求等情況下，中國產能將持續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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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若防衛措施不延長，則受調產品進口量將增加，

特別是來自遠東國家的產品。 

結論 

防衛措施實施自 2020 年後，2022 年受調產品進口量再次增加，

進口量占國內產量、總消費量及總進口之比重均成長，2022 

年國內生產商生產率、盈利能力及期末庫存指標再次出現惡化。

2023 年上半年該等指標數據持續惡化，製造商的生產及內銷

指標亦下跌。在此背景下，2023 年國內生產部門的經濟指標

開始惡化，此惡化與進口重新增加同時發生。 

近期進口單價壓制國內生產商的國內銷售價格，生產商並開始

以虧損方式來維持其市場占比。根據評估，就受調產品主要供

應商而言，土耳其為一個重要的出口市場，倘當前措施結束後

不再延長，則輸入之進口產品數量將不斷增加，特別是來自遠

東國家的進口。 

另一方面，國內生產業者為適應不採取保護措施的競爭環境，

已紛紛啟動新投資，增加產能及原材料產量，同時在新成立的

工廠中使用新的生產技術，提高能源效率降低成本，並進行新

產品研發等。 

而國內生產商為提高競爭力能力而進行的投資與相關活動均需

要時間才能取得成果。在此情況下，為了防止嚴重損害，繼續

目前的預防措施仍然是必要的。 

因此，延長本防衛措施實施期間的條件已符合防衛協定第 7.2

條及進口保障條例第 11.3條規定，該措施將依下表所示實施 3

年。 
 

稅號 

額外財務責任 (美元/公斤) 

第一期 第一期 第一期 

2023年 12月 13日至

2024年 12月 12日 

 

2024年 12月 13日至

2025年 12月 12日 

 

2025年 12月 13日至

2024年 12月 12日 

 3907.69.00.00.00 0.054 0.052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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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1a: 利害關係人 

NO 
Related Party Type  

 
Country TITLE 

1 Other EU   delegation EU   delegation 

2 Other Taiwa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Mission 

3 Other Morocco Moroccan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4 
Exporter/ 
Manufacturer 

Malaysia Recron (Malaysia) Sdn Bhd 

5 
Exporter/ 

Manufacturer 
India 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 

6 Importer Türkiye Kordsa Tekstil A.Ş. 

7 
Sector Instition  

  Türkiye 
İTHİB (Istanbul Textile and Raw Materials 

Exporter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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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1b: Import Statistics by Country (Amount-Value) 

IMPORT COUNTRIES 

Amount (Ton) Value (Thousand USD)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  

(1-9) 

2023  

(1-9)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  

(1-9) 

2023  

(1-9) 

China 8.545 23.148 19.382 19.843 59.942 46.612 32.464 10.897 26.106 18.957 22.549 82.797 65.480 36.711 

Malaysia  13.585 28.497 42.060 36.306 28.916 25.972 15.074 15.842 29.096 31.797 40.498 42.023 38.395 16.202 

S.Korea 50.845 39.377 23.589 22.237 19.712 19.263 3.612 62.607 45.474 19.333 22.342 29.005 28.403 4.449 

Indonesia 5.380 7.360 6.780 4.540 4.111 3.788 3.260 6.440 7.716 5.347 4.971 6.232 5.800 3.480 

Ç orlu European Free zone 1.742 1.889 2.785 5.175 7.902 4.536 2.609 2.192 1.799 2.001 5.793 8.620 5.169 2.453 

Thailand 1.019 2.860 1.482 1.020 1.127 1.120 1.102 1.459 4.415 2.151 1.686 1.947 1.924 1.450 

Germany 9.676 9.797 8.022 7.764 5.715 4.419 853 13.573 12.249 8.253 9.960 9.852 7.453 2.099 

Algeria 0 0 0 0 332 232 650 0 0 0 0 135 106 192 

Spain 0 1 8 94 364 180 509 0 1 41 92 355 269 388 

Uganda 0 0 0 24 2.112 1.799 482 0 0 0 20 1.682 1.435 327 

Lebanon 0 519 738 1.366 1.387 1.365 438 O 337 397 947 1.248 1.230 259 

Crotia 0 0 0 20 0 0 353 0 0 0 15 0 0 207 

Austria 0,5 24 3 8 106 3 209 1 39 6 9 196 5 346 

India 4.992 5.440 9.007 2.737 3.212 2.881 187 6.077 5.802 6.171 3.072 4.984 4.463 208 

Nigeria 0 0 0 0,001 69 69 121 0 0 0 0 73 73 82 

Iraq 0 284 25 13 472 472 107 0 239 12 7 189 189 66 

Ethiopia 0 761 0 363 375 375 101 0 491 0 241 347 347 82 

Italy 0,03 79 356 171 186 120 65 1 48 202 122 120 82 44 

Gana 0 0 0 0 0 0 61 0 0 0 0 0 0 35 

Albania  0 0 0 2 37 37 47 0 0 0 2 28 28 31 

Sub Total 95.785 120.036 114.236 101.684 136.077 113.244 62.302 119.088 133.814 94.667 112.326 189.833 160.852 69.112 

Other 6.317 3.176 9.800 10.527 4.053 3.243 213 7.786 3.376 7.397 10.753 3.697 2.987 615 

General Total 102.103 123.212 124.036 112.211 140.130 116.487 62.515 126.875 137.190 102.064 123.079 193.530 163.839 6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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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1b: Import Statistics by Country (Unit Price-Amount%) 

IMPORT COUNTRIES 

Amount Share Pay% Unit Price.  (Dolar/kg)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  

(1-9) 

2023  

(1-9)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  

(1-9) 

2023  

(1-9) 

China 8% 19% 16% 18% 43% 40% 52% 1.28 1,13 0,98 1,14 1,38 1,40 1,13 

Malaysia  13% 23% 34% 32% 21% 22% 24% 1.17 1,02 0,76 1,12 1,45 1,48 1,07 

S.Korea 50% 32% 19% 20% 14% 17% 6% 1,23 1,15 0,82 1,00 1,47 1,47 1,23 

Indonesia 5% 6% 5% 4% 3% 3% 5% 1,20 1,05 0,79 1,09 1,52 1,53 1,07 

Ç orlu European Free zone 2% 2% 2% 5% 6% 4% 4% 1,26 0,95 0,72 1,12 1,09 1,14 0,94 

Thailand 1% 2% 1% 1% 1% 1% 2% 1,43 1,54 1,45 1,65 1,73 1,72 1,32 

Germany 9% 8% 6% 7% 4% 4% 1,4% 1,40 1,25 1,03 1,28 1,72 1,69 2,46 

Algeria 0,0% 0,0% 0,0% 0,0% 0,2% 0,2% 1,0%     0,41 0,46 0,30 

Spain 0,0% 0,0% 0,0% 0,1% 0,3% 0,2% 0,8%  0,69 4,89 0,98 0,98 1,49 0,76 

Uganda 0,0% 0,0% 0,0% 0,0% 2% 2% 0,8%    0,85 0,80 0,80 0,68 

Lebanon 0,0% 0,4% 1% 1% 1% 1% 0,7%  0,65 0,54 0,69 0,90 0,90 0,59 

Crotia 0,0% 0,0% 0,0% 0,0% 0,0% 0,0% 0,6%    0,73   0,59 

Austria 0,0% 0,0% 0,0% 0,0% 0,1% 0,0% 0,3% 1,42 1,60 1,80 1,14 1,84 1,93 1,66 

India 5% 4% 7% 2% 2% 2% 0,3% 1,22 1,07 0,69 1,12 1,55 1,55 1,11 

Nigeria 0,0% 0,0% 0,0% 0,0% 0,0% 0,1% 0,2%    2,00 1,05 1,05 0,68 

Iraq 0,0% 0,2% 0,0% 0,0% 0,3% 0,4% 0,2%  0,84 0,47 0,55 0,40 0,40 0,61 

Ethiopia 0,0% 1% 0,0% 0,3% 0,3% 0,3% 0,2%  0,65  0,66 0,92 0,92 0,81 

Italy 0,0% 0,1°A, 0,3% 0,2% 0,1% 0,1% 0,1% 41,88 0,61 0,57 0,71 0,65 0,68 0,68 

Gana 0,0% 0,0% 0,0% 0,0% 0,0% 0,0% 0,1%       0,57 

Albania  0,0% 0,0% 0,0% 0,0% 0,0% 0,0% 0,1%    1,06 0,76 0,76 0,66 

Sub Total 94% 97% 92% 91% 97% 97% 100% 1,24 1,11 0,83 1,10 1,40 1,42 1,11 

Other 6% 3% 8% 9% 3% 3% 0% 1,23 1,06 0,75 1,02 0,91 0,92 2,89 

General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24 1,11 0,82 1,10 1,38 1,4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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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1c: Economic Indicators of Domestic Production 

Indicator Unit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2/6 2023/6 

Domestic Consumption Index 100 136 173 222 242 100 75 

General Import Ton 102.103 123.212 124.036 112.211 140.130 87.224 40.597 

IPR Import Ton 26.271 65.355 53.443 67.194 78.148 46.726 22.394 

Final Import Ton 75.832 57.857 70.593 45.017 61.981 40.498 18.203 

Market Share of Imports Index 100 88 70 49 57 100 62 

Market Share of 

Domestic Production 
Index 100 126 168 216 199 100 125 

Ratio of imports to 

domestic production Index 100 92 67 38 46 100 56 

General import unit Price $/kg 1,24 1,11 0,82 1,10 1,38 1,39 1,10 

IPR unit Price $/kg 1,28 1,12 0,86 1,07 1,40 1,41 1,07 

Final import unit Price $/kg 1,23 1,10 0,79 1,14 1,36 1,36 1,14 

Production Index 100 131 182 290 301 100 83 

Domestic Sales Index 100 174 327 551 556 100 94 

Vertical Usage Index 100 86 86 95 79 100 33 

Capacity Index 100 149 292 716 705 100 97 

Capacity usage ratio Index 100 88 62 40 43 100 86 

Productivity Index 100 106 108 136 117 100 79 

Profitablity Index 100 32 72 75 54 100 -18 

Stocks Index 100 240 328 93 410 100 234 

Number of employees Index 100 124 169 213 257 100 106 

 

 

附件 1-d：免於採取措施的發展中國家名單 

 

Afghanistan, Angola, Antigua and Barbuda, Argentina, Albania, Azerbaijan, Bangladesh, 

Barbados, Belarus, Belize, Benin, Bolivia, Bosnia and Herzegovina, Botswana, Brazil, Burkina 

Faso, Burundi, Bhutan, Algeria, Djibouti, Cook Islands, Republic of Chad, Congo Dem. Rep., 

Dominican Republic, Dominica, Equatorial Republic, Equatorial Guinea, El Salvador, Eritrea, 

Kingdom of Eswatini, Ethiopia, Morocco, Republic of Fiji, Ivory Coast, Philippines, Palestine, 

French Polynesia, Gabon, Gambia, Ghana, Guinea, Guinea-Bissau , Grenada, Guatemala, Guyana, 

South Africa, South Sudan, Georgia, Haiti, Honduras, Iraq, Iran, Jamaica, Cambodia, Cameroon, 

Cabo Verde, Montenegro, Kazakhstan, Kenya, Kyrgyzstan, Kiribati, Colombia, Union of Comoros, 

Republic of Congo, Kosovo, Costa Rica, North Korea, Cuba, Laos, Lesotho, Liberia, Libya, 

Lebanon, Madagascar, North Macedonia, Malawi, Maldives, Mali, Marshall Islands, Mozambique, 

Mexico, Egypt, Micronesia, Mongolia, Moldova, Montserrat, Mauritania, Mauritius, Burma 

(Burmese/Myanmar), Namibia, Nauru, Nepal, Niger,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Nicaragua, Niu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Uzbekistan, Pakistan, Palau, Panama, Papua New Guinea, Paraguay, 

Peru, Rwanda, Russian Federation, Independent State of Samoa, Sao Tome and Principe, Senegal, 

Seychelles, Serbia, Sierra Leone, Solomon Islands, Somalia, Sri Lanka, St.Kitts and Nevis, St.Lucia, 

St.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Sudan, Suriname, Chile, Tajikistan, Tanzania, Thailand, East Timor, 

Togo, Kingdom of Tonga, Trinidad and Tobago, Tunisia, Tuvalu, Turkmenistan, Uganda, Oman, 

Uruguay, Jordan, Vanuatu, Venezuela, Vietnam, Yemen, Zambia, Zimbabw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