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與巴拉圭洽簽FTA產業界之意見調查報告 

全國工業總會  邱碧英93.07.29 

 

一、 背景說明 

近兩年來各國簽署之FTA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為確保我國不會在這波

區域經濟整合風潮中被邊緣化，政府部門積極尋找與台灣經貿具互補

性之國家洽簽FTA，鑑於巴拉圭與我經貿關係確具互補性，又有實質

外交關係，而巴拉圭同時也是南方共同市場的創始成員，是中南美洲

相當重要的區域經濟體之一，因此，巴拉圭一直是我國在推動洽簽

FTA的主要國家之一，我國之所以選定巴拉圭為洽簽對象，一方面是

希望藉由與巴拉圭洽簽FTA，將經貿觸角延伸至南方共同市場。另一

方面，也希望藉由與南美國家洽簽FTA之機會，活絡我未來與美、日

等國FTA談判策略與技巧，順利推動我國未來之其他區域經濟整合。 

為使台灣與巴拉圭之FTA諮商談判能有效進展，並期望雙方所洽簽

FTA之內容能儘可能符合產業界利益，及降低對產業之可能衝擊，本

會就台巴現行工業產品之進出口狀況與洽簽台巴FTA對工業產品可

能造成之影響與商機，作為研析主軸輔以訪談廠商及問卷方式製成本

報告。 

二、 洽簽FTA對我產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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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拉圭經濟發展概況 

巴拉圭為內陸國家，經濟、工業發展較鄰近國家落後，故其交通、電

信之發展均較鄰近之巴西、阿根廷、智利及烏拉圭等落後。雖然其在

1995年 1月份時與巴西、阿根廷、烏拉圭等國組成南方共同市場，

但由於其基本設施、經費及人力資源不足，以及受到阿根廷經濟惡化

之連帶影響，近幾年來經濟已因國內外因素之影響而持續不振。2002

年南美經濟危機，更導致巴拉圭經濟持續疲弱衰退 2.2%、幣值大幅

劇貶50%、政府財政窘迫、物價上漲等經濟層面問題浮上抬面，此一

經濟困境同時導致國內政局紛擾、人民生活日益艱難等政治及社會層

面難題出現，迫使巴拉圭亟待國際援助，以期解決所面臨的困境。然

因巴拉圭朝野對國際貨幣基金會提出推動經改之要求未達成共識，遂

未能順利取得貸款援助。是以在國內外嚴峻經濟情勢下，巴拉圭的經

濟每下愈況。 

（2） 巴拉圭工業發展概況 

就工業發展程度而言，巴拉圭之工業發展難以與我相較，亦不如仳鄰

之巴西與阿根廷，目前仍處於農業生產重於工業生產之階段，整體之

經濟發展仍仰賴農業經濟，而農業經濟多為初始之農產輸出，尚未創

造具體之附加價值。 

根據2002年巴拉圭工業調查資料顯示，巴拉圭境內共有3,745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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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其中20.6%為食品飲料業，12.8%為印刷業，11.6%為傢俱業，10.9%

為冶金業，9.9%為木材業，9%為非金屬礦業，8.2%為成衣製革業。 

（3） 巴拉圭外貿狀況 

在外貿方面，巴拉圭為內陸國家，本身無海運亦無海港，因此與鄰近

各國簽定協約可使用他國之海港進出貨物，但近年來油價上揚，海運

費節節升高，而內陸河運又有船舶缺乏，以及河流低水位時期河道淤

淺難行的問題，因此，以內陸運河運輸貨物往來阿根廷及烏拉圭轉

船，時常發生延誤，造成貿易不便。 

巴國主要貿易對象國有巴西、阿根廷、烏拉圭、中國、美國、日本，

等國。巴國主要出口品為大豆、棉花、木材、肉等農產品；主要進口

品有機器、汽車及零組件、飲料、煙、燃料及食品。 

（4） 巴拉圭關稅方面 

進口關稅方面：自1995年1月1日起，巴國與南方共同市場會員國

之阿根廷、巴西、烏拉圭間之貨品可免進口關稅，僅各國保留部份例

外產品，仍有各自所訂關稅，至 2000年貨物則可完全自由流通。而

南方共市會員國間自2000年1月1日起除糖業清單產品及汽車業超

出配額部份外，其他區域內產品均已全面零關稅。 

對外方面，四國間約9,000項產品之85%產品採取共同關稅，巴拉圭

亦同，但各國亦有例外產品名單適用各自關稅，將至2006年達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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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所有產品採一致之對外關稅，稅率介於0-20%間。巴拉圭之資本財

項目（約1,268項）與429項例外產品依據稅率調整時程表逐年調整

至2006年達共同關稅標準，而例外調適名單產品則自2000年開始適

用共同對外關稅。 

（5） 市場開放對我產業可能之影響 

巴國工業發展與我有極大落差，因此，純就巴國工業產品市場開放措

施對我產業可能造成之影響應屬極微，甚可說沒有，因為巴國除了工

業技術與產能無法與我相較外，雙方地理位置之差距，以及近期海運

費居高不下，巴國工業產品短期內很難與國內產業競爭，而以巴國主

要出口產品來看，多為大豆、棉花、木材、肉等農產品，從 2003年

我國自巴國之主要進口產品觀之，也多屬於初級農產品，例如油類、

棉花（原棉）、木材（木質地板）、皮革等初級原料，對我產業之影響

不大。依廠商反應；巴國之大豆、棉花品質雖不惡，但由於地處內陸，

必須以內陸運河接駁轉運至附近之亞松森港或蒙特利港再出口，在近

年來油價上揚，海運費節節升高之情況，向巴拉圭採購之成本遠較向

美國及其他南美洲國家為高，因而喪失出口競爭力，而巴國金融體系

尚未完備，能夠直接開立信用狀的廠商並不多，而承辦此項業務之銀

行也僅限少數幾家（大宗物資採購金額較高，無法以現金交易），往

來文書之認證費用與等待認證所花費之時間，都使廠商為之卻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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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廠商向其下訂之意願不高，除有其他誘因或因調節貨物之因素，

向少考慮向巴國採購。 

巴國雖然在各地加強棉花生產與棉纖維處理以促進出口，並且展開林

木區重建以且推廣木製家具、地板及門窗等成品外銷，但由於該推動

區域尚未研定，而前述基礎建設與金融體系倘未能同時同步完善，即

使對巴國開放市場，其產品仍難以進入我國市場與我產業競爭。 

巴拉圭雖然針對其國內主要生產之產品採取限制進口措施，以保護其

本國產品發展，從巴拉圭限制或禁止進口之產品項目來看，其包括農

產品、家畜、林產品等類別，與我出口之產品項目顯不相同，因此，

針對巴國此項產業保護措施顯不致對我出口造成影響。 

我如與巴拉圭洽簽FTA；針對巴國所採之市場開放措施對我工業產品

雖不致造成影響，但必須留意巴西與阿根廷利用台巴FTA作為跳板，

造成我產業之損害，雖然巴西為內需型之大型經濟體，但其極具地區

貿易整合之潛力，且向為貿易出超國，近年來在農產品加工業、電子

暨通訊產業、機械業、運輸設備、礦業開採成長、鋼鐵業、紙張業都

呈成長趨勢，尤其是巴西仍有少數極具競爭力之品項，例如鋼鐵、電

視接收器及其零組件、鞋類、蘇打或硫酸鹽化學木漿等產品，必須進

一步留意其可能對我產業造成之影響。 

三、 洽簽FTA對我產業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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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與阿根廷、巴西及烏拉圭等國同為南方共同市場的創始成員，

我國如能順利與巴拉圭洽簽FTA，並以巴拉圭為中心，將經貿觸角延

伸至南方共同市場，對我經貿發展確有互補效果。從巴國近年來之進

口產品來看，其主要進口品有機器、汽車及零組件、飲料、煙、燃料

及食品，這些產品主要是向巴西、阿根廷、烏拉圭、中國、美國、日

本等國購買，少部份之機器或汽車及零組件係向我採構。 

在觀察洽簽FTA對我產業之可能商機，可從三方面來看； 

（1） 以往出口至巴拉圭之產品項目： 

我國以往出口產品項目集中，主要出口產品為空白光碟片（CDR磁）、

照相機或數位相機、腳踏車或汽車零配件、塑化原料（聚乙烯）、人

造纖維等產品。依去年2003年全年統計資料觀察，去年全年出口金

額2,652萬美元，其中電腦相關產品之出口金額即高達10,419,253

美元（含電腦零配件，其中尤以空白光碟片為出大宗）佔總出口額

40％左右，其次為化學相關材料出口金額為6,021,827美元（含紡織

人纖產品）佔總出口額23％左右，汽車零配件出口金額為2,222,356

美元（含腳踏車零件）佔總出口額8％左右，機器出口金額為

1,930,680美元，佔總出口額7％左右，照相機出口金額為974,161

美元佔總出口額4％左右，再其次為塑膠製品出口金額為800,762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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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文具用品）佔總出口額3％左右，電扇出口金額為682,232美

元（含錄音機磁頭）佔總出口額2.5％左右，化妝品出口金額為

397,863美元佔總出口額1.5％左右。 

從廠商訪談中可知，就電腦相關周邊設備及零配件而言，我國產品仍

極具競爭優勢，尤其是空白光碟片，我國空白光碟片之產值佔全球八

成左右，因此，以南美洲等國熱情活力且熱愛音樂之民情來看，此一產

品之市場仍會持續增加，而此一產品又屬消費性產品，因此，未來仍有

市場性。 

（2） 以往巴拉圭進口產品之品項： 

巴國近年來主要進口品有機器、汽車及零組件、飲料、煙、燃料及食

品，從巴國主要進口品與我主要出口產品相比較，我國未來仍有極大

商機搶佔巴國進口市場，除了飲料、煙、燃料等產品，我較不具競爭

力外，對於我出口強項之機器、汽車零組件仍有極大拓展商機之可能。 

由於巴拉圭針對消費性產品必須課徵消費稅，依產品品項最高可課徵

45％之消費稅（選擇性消費稅5%∼45%），以我出口要項相機、電影

攝影機、電扇、化妝品等產品是需要被課徵14％的奢侈品銷售稅，

但我商仍認為該等產品仍有市場，此乃因為巴拉圭貧富懸殊，即使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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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徵14％之奢侈品銷售稅，購買者仍大有人在，因此，該等商品

之市場仍有可為。 

另巴國民生必需之肥皂、香皂、洗髮精及洗滌用清潔劑多自巴西、阿

根廷、美國或歐洲進口，僅少數國內製造商生產較廉價之產品，因此，

未來亦可針對此一民生必需之消費產品進行拓銷。 

（3） 南方共同市場成員之需求 

依美國之估計；巴拉圭有一半的進口產品將再出口，其出口顯指銷往

鄰近之巴西、阿根廷，而巴拉圭之經濟活動一向仰賴巴西、阿根廷等

國，在南方共同市場成立後，巴西、阿根廷兩國仍維持極高的貨物稅

及加值稅，此可為巴拉圭的轉口貿易持續提供誘因。雖然近來，阿根

廷及巴西兩國對每人免稅貨品攜入數量進行控管，導致轉口數量明顯

下滑，且巴西在兩國邊境對往來車量進行盤查，使得以往巴拉圭以遊

覽車旅客攜帶貨物至巴西販售，連綿數里之車潮榮景大受打擊。但未

來以巴拉圭與巴西、阿根廷等國之經濟依存度來看，巴拉圭仍會努力

突破現有管制，將貨品推向巴西或阿根廷，因此，在考慮巴拉圭之市

場時，應將鄰近國家尤其是巴西與阿根廷等國之需求與產品取向納入

考量。 

四、 巴拉圭出口貿易障礙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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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針對我國出口至巴拉圭前 100大廠商進行問卷訪查（附件一），

前 50大廠商進行電話訪查，以便進一步了解我國目前出口之態樣與

是否有貿易障礙？在訪查中可以發現，巴拉圭並不是訪查廠商之主要

出口市場，由於巴拉圭佔其出口數量與金額都不大，常透過貿易商交

易，極少廠商係以巴國為唯一出口廠商，在詢問就以往與巴國貿易往

來之經驗中，是否曾發生貿易障礙，被詢問廠商大皆稱無問卷所列之

現象，而不願填寫。 

經電話訪談可知，我製造商在辦理出口業務時，僅有少數公司由出口

部門負責報關出貨，一般係由業務與巴國進口商洽妥價格數量後，由

報關公司代理相關手續與出貨，顯少自己報關。在問到巴國關稅是否

過高時，廠商大皆表示；由於巴國是內陸國家，為免增加負擔或不必

要風險，大皆以FOB報價，因此，對巴國關稅並不了解，且不認為巴

國關稅會影響其出口。而廠商除以FOB報價外，出貨時也大皆以現金

付款，少數以開立信用狀押匯方式出貨。 

目前與巴拉圭有業務往來之廠商大致分為兩類（1）長期客戶（2）單

筆或少量出貨，前者之數量與金額都不大，但因長期交易已維持有好

關係，可以先出貨掛帳，但可以發現只有少數廠商是以信用狀交易，

多半仍以現金交易，即用T/T或D/A，D/P方式付款。而單筆或少量

出貨者則兩種交易型態都有，其中單筆交易又是大額交易時，反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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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用狀方易。廠商咸認為巴拉圭廠商誠信不錯（與鄰近巴西比較，

巴西廠商，往往一再拖延付款日期，令廠商不勝其擾），故以往交易

數量雖少，但大皆維持良好關係，價錢談定，付款乾脆，因此，在交

易過程中顯少發生爭執。 

廠商曾面臨出口貿易障礙包括； 

（1） 領事簽證：出口文件（invoice、C/O（產地證明書）、提單）必

須赴領事管簽證，廠商除須負擔簽證費用外，更必須因簽證而

額外支出代辦費，遇有領事館簽證人員請假或生病時，該領事

館無業務代理人，因此，造成廠商延期押匯，造成資金運用與

調度困難。（近來該領事館簽證人員常有請假情形，造成廠商抱

怨連連） 

（2） 法規透明度：針對部份出口產品，須赴領事管簽證，廠商抱怨

其法規不透明？（有些廠商聲稱，其出口產品不需簽證）何種

產品須赴簽證？簽證費用標準為何？ 

（3） 治安敗壞：廠商曾被偽裝之稅務人員搶劫，也曾有廠商停放倉

庫之貨櫃，被竊賊竅開取走其中電子產品而損失不貲之情況。 

五、 綜合建議 

由於巴拉圭與我即將進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首輪諮商，為期望雙方

所洽簽FTA之內容能儘可能符合產業界利益，及降低對產業之可能衝

 10



擊，本會建議如下； 

（1） 領事簽證：請進一步查證巴國簽證規定？何種情況需要簽證？

簽證費用標準？並進一步建議免除簽證手續或加速領事館簽證

核發期限，以免延誤廠商押匯，造成資金瓶頸。 

（2） 法規透明度：建請巴國加強法規透明度及執法人員之公正客觀

性。 

（3） 金融體系：巴國應健全與強化金融體系，使交易安全與時效獲

得解決。 

（4） 原產地規則：為防止巴西等國搭便車，原應嚴定原產地規則，

但現在兩岸三地貿易盛行，我商在東方市經營者，部分廠商目

前係以台北採購、大陸製造並出貨，而於東方市銷售之方式營

運。即於大陸地區與特訂廠商簽訂協力契約負責供應貨源，在

東方市之公司則負責進行客戶開發及市場推廣之工作，市場則

以巴西為主，供應中小批發商。由於各國政府經貿關稅政策及

經營環境之改變，已不易維持傳統之經貿型態，廠商大皆利用

大陸靈活之生產線調度或低廉工資，作相關商品之有效供貨，

並維持競爭力。如果嚴格執行原產地規則，對我廠商之出口勢

將造成一定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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