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
理
／
陳
緯
鴻

亞
太
經
貿
消
息

整
理
／
黃
　
翔

我 1月出口東協年增 1成多　新加坡占比最高 

據中央社3月2日報導，主計總處發布國情統計通報指

出，2016年台灣對東協出口總值年減0.6%，而2017年1月則

較去年同期增11.3%；就國別觀察，對新加坡出口所占比重

30.7%最高，出口值年增7.7%。

主計總處表示，依財政部海關進出口統計，2016年台

灣對東協出口總值513億美元，較2015年減0.6%，減幅已較

2015年縮小。

2017年1月對東協出口44億美元，則較去年同月增

11.3%，占台灣出口比重18.7%。主計總處分析，就今年1月

台灣對東協主要出口貨品觀察，以電子零組件為最大宗、占

40.1%，較去年同月增15.1%；礦產品占13.8%，與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占7.8%，分別增22.8%與18.3%。

另外，就國別觀察，對新加坡出口所占比重30.7%最高，

出口值較去年同月增7.7%；對菲律賓占17.7%、馬來西亞占

17.5%及泰國占11.4%，也分別增加18%、36.1%、12.5%；對

越南出口占15.7%則減少4%。

東協、日本重申雙方合作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東協

新聞」3月7日報導，3月1日至2日，來自東協國家與日本的高

級官員，在汶萊首都斯里卡巴望舉行第32次東協─日本論壇

（ASEAN-Japan Forum），就亞太區域重要議題進行探討。日

本方面也表達大力支持東協提倡區域內和平與穩定之努力。

在區域、國際安全方面，雙方表示將共同應對不確定的

國際局勢，包括朝鮮半島的局勢、公海的航行自由與航行安

全、恐怖主義與極端分子的暴力活動等。本次會議也將網路犯

罪、網路攻擊等新興威脅，納入日本、東協未來合作處理的項

目之中。

在經濟與區域整合方面，日本承諾將繼續以開發援助、能

力建構的方式，支持東協區域整合以及共同體建構。包括對

微型與中小企業的支持、災害管理、健康照護、教育、人權

等。日本亦將加強東協內部交通運輸、電力等基礎建設，以及

基礎建設間的互相聯繫。 

此外，雙方也討論到有鑑於「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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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前景不明，日本與東協國家均應加速「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之談判。 

朴槿惠彈劾案後　韓國經濟面臨之五大風險 

據韓國首爾經濟新聞3月13日報導，國際評

等機構Moody's日前表示，韓國前總統朴槿惠彈劾

案於3月10日通過後，韓國政治性不確定因素使

韓國經濟趨向悲觀，擔憂彈劾案可能造成韓國對

外信任度下跌。專家預測，至5月總統大選前韓

國政權仍處於空白狀態，韓國經濟恐將面臨多重

挑戰。

據媒體指出，韓國經濟至5月總統大選前，可

能面臨美國再度升息、中國大陸因韓國部署美軍戰

區高空防衛系統（THAAD）而採取經濟報復措施、

美國總統川普之貿易保護政策、大宇造船之結構調

整危機及大企業營業虧損等5大項風險。

據分析，韓國未來2個月可能面臨之5大風險

中，首當其衝者為美國升息。屆時韓國勢必隨之上

調利率，恐將造成韓國家庭負債增加，消費萎縮。

第2大風險為來自中國大陸之經濟報復措施。

近來中國大陸因韓國決定部署THAAD已採取經濟報

復措施，嚴重衝擊觀光及出口等產業，若中國大陸

陸續提高報復措施之力度，短期內韓國經濟成長率

可能將降低0.59%～1.07%。

第3大風險為美國新任總統川普之貿易保護措

施，預期韓國對美國出口將受影響而大幅衰退。另

因韓國對美國之貿易順差較大，恐被美國列入外匯

操縱國名單。

第4大風險為大宇造船等企業結構調整引發之

危機。若今年上半年大宇造船公司結構調整失敗，

勢必引發大規模員工失業，千餘家相關企業可能連

帶受影響而倒閉，造船業將陷入危機。

第5大風險為三星、LG等大企業之營業虧損。

三星電子Galaxy S8、LG之G6及現代汽車等對韓國經

濟影響重大之主要企業近來營業大幅低落，已出現

虧損，若無法及早改善，恐連帶影響韓國經濟加速

低迷。

泰國公布 4.0 政策及相關新鼓勵措施 

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全球商情3月9日報導，2

月15日泰國總理帕拉育（Prayut）正式對各國投資

者公布泰國4.0政策及相關新鼓勵措施。「泰國4.0

南韓憲法法院3月10日裁定總統
朴槿惠的彈劾案通過後，韓國
經濟仍將面臨多重挑戰。

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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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新的經濟模式推動十大目標產業，做為推動經

濟成長的新引擎，」帕拉育說。

這將是一項自2017年起到2036年、橫跨未來

20年的國家施政綱領，以每5年為一期發展階段，

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必須延續。綜整泰方推案方

向如次：

一、泰國 4.0 發展產業：包括 10 大目標優先發展產業，

即泰國所稱之「S 經濟」

（一）第一條S成長曲線 （透過先進科技為5項既

有產業增值）：汽車、智慧電子、醫療旅

遊、高效農業及生物技術。 

（二）第二條S成長曲線 （帶領未來泰國成長的5

大新興產業）：智慧機械與自動化、醫療保

健、航空與物流、生質燃料及生化技術、數

位內容。 

二、投資發展產業免稅優惠（BOI+ 優惠）：2017 年 1

月 24 日修正「投資促進法」之免稅優惠措施

（一）外人投資核心技術（如生物科技、智慧機

械、數位科技以及創新等技術）：享有最多

13年（投資人獲利後起計算）豁免公司所

得稅（CIT）之優惠。 

（二）豁免期內虧損：免稅優惠期可再展延5年。 

（三）不符豁免CIT之企業：仍給予50%稅賦之減

免，亦可享有70%投資支出之稅賦減免。 

三、發展東部經濟走廊（EEC）：運用已成型 30 年之東

海岸產業聚落基礎以發展 EEC 以及創新東部經濟走

廊（EECi）

（一）CLMV Plus One：泰國政府為促進區域共榮

以及成為區域貿易、物流中心，與鄰國柬埔

寨、寮國、緬甸以及越南等國（CLMV）成

立夥伴關係與區域連結。 

（二）東部經濟走廊區域：致力成為區域之航空、

物流、貿易、製造業、觀光、全球化企業以

及創新樞紐。 

1. 4個核心範圍：基礎建設、企業與產業聚

落、旅遊以及新市政建設。

2. 估計未來20年內提高經濟成長率至7%及出

口成長達12%。

3. 5年內將透過公私合夥（PPP）方式，挹注

1.5兆泰銖資金。

四、於 EEC 區域內投資發展產業免稅優惠（BOI++ 優惠）

（一）EEC產業聚落發展重點產業：享有最多豁免

15年公司所得稅（CIT）及其他免稅相關措

施（如外人持有土地、工作證便利與個人所

得稅15%減免）。 

（二）編列100億泰銖「競爭基金」，鼓勵外人在

特殊領域（研發、教育與提升人力資源）等

投資。 

馬來西亞2016年服務業投資額成長23.26%

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全球商情3月21日報導，

根據馬國投資發展局資料顯示，馬國2016年共核

准4,972項製造業、服務業及原產品產業投資計畫

案，總投資金額為2,079.08億馬幣（約合463.05

億美元），較2015年成長7.7%；其中國內投資金

額為1,488.58億馬幣，占總投資額之71.6%，下跌

5.1%；外人直接投資金額則為590.5億馬幣，占總

投資額之28.4%，成長63.38%。

據統計，馬國2016年服務業投資額為1,412.1

億馬幣（約合314.5億美元），較2015年成長

23.26%；其中國內投資額1,128.8億馬幣，占總投

資額79.94%；外資投資金額則為283.3億馬幣，占

總投資額之20.06%。服務業已崛起成為馬國經濟主

要成長動力來源，占該國GDP 54.2%。

2016年服務業投資件數為4,199項，創造8

萬8,108個就業機會；房地產為服務業最大吸引

資金領域，投資額達640.86億馬幣，占總投資額

之45.38%，其他依序為全球營運中心（140.98馬

幣）、金融服務（136.88億馬幣）、能源（105.77

億馬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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