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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Belgium） 

國家檔案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表處經濟組製表 
2019年 03月 28日 

 

一、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1,139萬 8,589人（2018） 

面積 3萬 519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Nominal 

GDP） 
4,506億歐元（2018）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

（Real GDP per capita） 
3萬 9,500歐元（2018）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4萬 8,240美元（2017） 

經濟成長率（Real GDP 

Growth Rate） 
1.4%（2018） 

失業率 5.9 %（2018） 

進口值 3,811億歐元（2018） 

出口值 3,950億歐元（2018） 

主要進口項目 

鑽石、醫藥製劑、小客車、石化原料、天然氣、石油原

油、胺基酸酯鹽、鋼鐵合金半成品、醫療儀器及用具、

香蕉（2018） 

主要出口項目 

醫藥製劑、鑽石、油氣及氣態碳氫化合物、疫苗、異環

化合物、渦輪噴射引擎零件、醫療儀器及用具、小客

車、機動車輛零附件、鋼鐵廢料（2018） 

主要進口來源 
荷蘭、德國、法國、美國、愛爾蘭、英國、中國大陸、

義大利、俄羅斯、日本（臺灣排名第 35）（2018）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法國、荷蘭、英國、美國、義大利、西班牙、波

蘭、印度、中國大陸（臺灣排名第 47）（2018）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Eurostat）、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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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前景：比利時 2017 年經濟成長率為 1.7%，2018 年降

至 1.4%，主受到國際貿易情勢與英國脫歐影響致出口成長

放緩，而家庭消費與投資驅動等內需因素將推動進口。預

估 2019年將續降為 1.3%、2020年降為 1.2%，  

2. 產業概況：比利時產業以服務業為主，依比利時國家銀行

2018 年統計，以對 GDP 之附加價值計算，服務業貢獻約

79.7%，製造業、礦業、營建業貢獻約 19.5%，農漁林等

初級產業僅貢獻約 0.8%。比利時主要產業有化工、生技製

藥、汽車製造、食品、航太、資通訊、物流等。 

3. 就業情況：比利時近年就業市場表現良好，2018 年全年失

業率為 5.9%，但有職缺與人才媒合不佳致勞動力短缺的問

題，特別是通訊、營造與醫療等三個產業情況較明顯。另

數學、基礎科學研究與電子工程領域之大學畢業生較少，

可能影響相關產業之發展。 

4. 稅賦：比利時所得稅率偏高，影響商業競爭力與就業。依

歐盟執委會稅務暨關務總署統計，2018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

有效稅率為 24.8%，在歐盟會員國中排名第 5。另依智庫

Molinari 經濟研究院與安永會計事務所合作之稅務負擔研

究報告，2018 年比國受薪階級之實質稅率（含員工及雇主

社保支出）為 54.24%，於歐盟會員國中排名第 3。 

5. 公共財政：比利時 2018年財政赤字為 36億歐元，為 GDP

之 0.8%，符合歐盟穩定及成長公約政府赤字應低於 3%之

規定；但預估後續將逐步上升，至 2024 年達 GDP 之

2.6%。比利時公共債務與 GDP 比例為歐盟會員國中表現

第 4差者，2017占 GDP之 103.4%，不符穩定及成長公約

規定（不超過 60%）。 

6. 國際貿易：比利時經濟體制開放，近 10 年來持續處於順

差的狀況，產品以中間財貿易為主，並以週邊歐盟國家為

其主要對象，占比利時出口總值近 70%。 

7. 商業競爭力：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世界競爭力

年度報告（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2018 年比

利時為 61 個受評比利時家當中排名第 26 名之經濟體。勞

動成本一直是比利時影響比利時商業競爭力之一大因素，

包含稅賦、社會安全支出與薪資等。依歐盟統計局 2017

年勞動成本調查，比利時每小時平均工資為 39.6 歐元，在

歐盟 28 個會員國中排名第 2，為歐元區 19 國中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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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比利時最低薪資為每月 1,594歐元。 

重要經貿政策 1. 比利時政體為君主立憲之聯邦內閣制。政府依層級分為聯

邦政府與 3個行政區（Regions）政府，分別為荷語法蘭德

斯區（Flanders）、法語瓦隆區（Wallonia）及布魯塞爾-

首都區（Brussels-Capital），另設有荷語、法語、德語三

個文化體（Communities），各有職掌。比利時貫徹地方

自治，經濟政策如產業發展、貿易推廣、招商引資皆屬區

政府專屬職權，聯邦政府無可著力處，地方意識強烈。 

2. 2018年 12月比利時執政聯盟瓦解，首相 Charles MICHEL

被迫辭職，但獲國王留任為看守內閣至 2019 年 5 月大選

新內閣產生後。過去 M首相政策以改善就業狀況、強化國

家競爭力為焦點，主要經濟政策及成果包括：  

(1) 推動賦稅改革降低勞動成本、強化勞動人口就業動機、

提高中老年人口參與職場比率等政策，包括限縮領取老

年社會福利之資格、擬於 2030年將退休年齡由 65歲提

高至 67 歲、取消公務人員提前退休及部分終身職等

等，使 2018 年全年失業率為 5.9%，為 2000 年以來最

低。 

(2) 於 2018 年將企業所得稅由至 33.99%降至 29.58%，並

將於 2020 年降至 25%，增加企業雇用員工及投資意

願，並提高對延遲或未足額支付稅金的公司與自營業者

之罰款，提高企業納稅效率。同時減輕受薪階級租稅與

社會安全支出負擔，增加勞動人口可支配所得並降低企

業成本，預計至 2020 年將削減 115 億歐元之稅賦（約

占比利時 GDP 之 2.2%）。至於減稅所造成之財政缺

口，則將由增加消費稅、對非勞動所得之課因應，同時

加強打擊逃漏稅並減少聯邦政府支出。比利時政府亦盼

透過稅制改革促進經濟成長，進一步增加政府稅收。 

(3) 比利時聯邦政府 2017 年 3 月公布「國家投資計畫白皮

書」，預計在 2030 年以前對關鍵產業與基礎建設投注

300 億歐元，以促進經濟成長。該政策主要針對大眾運

輸（區域快速鐵路與國家鐵路）、能源（離岸風力發

電）、數位基礎建設（光纖網路）、國防（購買新型戰

機）、醫療保健（促進新藥研發）等 5 大領域。另

2018 年 9 月提出國家戰略投資法案，持續在 2030 年以

前加強對數位化、網路安全、教育、醫療保健、能源、

交通建設等領域之公共投資，並鼓勵私部門亦加強投

資，以創造符合國家未來發展方向之產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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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區政府方面： 

(1) 法蘭德斯區政府在 2011 年提出「新工業政策」（New 

Industrial Policy），以創造具競爭力及可永續發展之經

濟體系。該政策 4大面向分別為強化生產力與競爭力，

給予高競爭力產業之研發資金援助；加速工業創新，由

政府投資協助產業轉型並打造產業聚落；改善基礎建

設，支持產業發展；協助勞工職涯發展與提升勞工能

力。重點發展產業包括綠能、資通訊、生命科學、運輸

與物流、化學等。 

(2) 瓦隆區政府在 2015 年提出「馬歇爾計畫 4.0」

（Marshall Plan 4.0），其 5 項主軸分別為強化人力資

源，透過教育訓練計畫提升人力資源水準；以創新為導

向之產業發展策略，著重企業之創新、國際化與對中小

企業之協助；強化區域競爭力（如改善基礎建設），吸

引目標產業進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確保供給與價格

穩定；發展數位經濟。重點產業為航太、生命科學、運

輸物流、化學及機械工程。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比利時為歐盟成員國，由歐盟統一對外洽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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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比雙邊經貿關係概況 

(一) 雙邊貿易概況 

 2018年貿易總額：20億 7,015萬美元 

 2017年貿易總額：19億 8,498萬美元 

 2016年貿易總額：16億 5,548萬美元 

 2018年比利時為臺灣第 29大貿易夥伴 

 2018年臺灣為比利時第 41大貿易夥伴 

 2018年臺灣為比利時在亞洲第 9大貿易夥伴 

 2018年我對比出口總額：15億 0,049萬美元 

 2017年我對比出口總額：13億 7,199萬美元 

 2016年我對比出口總額：11億 3,919萬美元 

 2018年比利時為臺灣第 21大出口市場 

 2018年臺灣為比利時第 35大進口來源 

 2018年臺灣為比利時在亞洲第 8大進口來源 

 2018年我自比進口總額：5億 6,965萬美元 

 2017年我自比進口總額：6億 1,298萬美元 

 2016年我自比進口總額：5億 1,635萬美元 

 2018年比利時為臺灣第 41大進口來源 

 2018年臺灣為比利時第 47大出口市場 

 2018年臺灣為比利時在亞洲第 8大出口市場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年別 

貿易總值 我國出口 我國進口 出（入）超值 

金額 

（百萬美

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同期） （同期） （同期） 

2009 1,246 -29.74 758 -35.85 488 -17.56 269 -54.26 

2010 1,678 34.67 976 28.87 702 43.67 275 2.02 

2011 2,158 28.63 1,299 33.04 859 22.48 440 60.02 

2012 1,836 -14.95 1,127 -13.24 709 -17.54 418 -4.85 

2013 1,895 3.257 1,143 1.467 752 6.104 391 -6.40 

2014 1,913 0.948 1,261 10.338 651 -13.329 609 55.829 

2015 1,679 -12.2 1,077 -14.5 602 -7.6 475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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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貿易總值 我國出口 我國進口 出（入）超值 

金額 

（百萬美

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同期） （同期） （同期） 

2016 1,656 -1.35 1,139 5.81 516 -14.1 623 31.1 

2017 1,984 19.8 1,371 20.4 612 18.7 759 21.8 

2018 2,070 4.29 1,500 9.36 569 -7.07 930 22.64 

 

我對比利時主要

出口項目 

卑金屬、腳踏車、醋酸乙烯酯、積體電路、螺釘及螺栓、塑膠聚酯聚合物、光

學用具儀器、汽機車電器照明設備、醫藥製劑、手提氣動工具機（2018） 

我自比利時主要

進口項目 

汽車、醫藥製劑、積體電路、丁二烯、己內醯胺、照相用顯影劑及相關化學製

品、離心式空氣壓縮機、 精煉銅、塑膠製品、鋅合金、鑽石（2018）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二) 雙邊投資概況 

我對比利時投資 

2018年臺灣在比利時投資共 1件，投資金額共計 412萬美元。 

自 1952年至 2018年止，臺灣在比利時投資共 12件，累計達 1億 442萬美元。 

主要投資業別：不動產業、運輸工具製造業。 

比利時對我投資 

2018年比利時在臺灣投資共 18件，投資金額共計 391萬美元。 

自 1952年至 2018年止，比利時在臺灣投資共 113件，投資金額共計 1億 1,476

萬美元。 

主要投資業別：化學材料製造業、汽車及零組件製造業。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三) 雙邊重要會議及協定 

重要會議 臺比經濟合作會議：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比利時法蘭德斯區外貿投資局

（FIT）、瓦隆區外貿和外國投資總署（AWEX）、布魯塞爾-首都區外國投資

與貿易促進局（BIE）每年舉辦經濟合作會議，以促進雙方企業合作。該會議每

年輪流於臺北及布魯塞爾舉行，第 21屆會議預計於 2019年下旬在臺北舉行。 

雙邊協定 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與比利時各區政府外貿投資局投資促進協定（1993年） 

2.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比利時各區政府外貿投資局合作協議（2003

年） 

3. 臺比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漏稅協定（2004年） 

4. 國家科學委員會與比利時國際跨校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科技合作備忘錄

（2010年） 

5.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比利時法蘭德斯區外貿投資局合作備忘錄（2012年） 

6.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比利時瓦隆區外貿投資局合作備忘錄（2013年） 

7. 臺比相互承認電子原產地證明諒解備忘錄（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