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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巴拉圭為我國在南美洲外交關係唯一據點，地位相當重要，中巴邦誼一向堅固，

經貿關係互動良好，此次配合我總統訪巴之行，實地前往巴國考察瞭解巴國經濟

發展與產業現況，期能帶動國內企業前往投資及尋求工業合作以促進兩國經貿關

係。

巴國處於一兆美元南錐市場中心，勞力充沛、資源豐富、稅負輕、人民友善，甚

為台商所喜愛。巴國數百台商七年以來急於尋求轉型，亟需我國內廠商與政府予

以協助，使其順利自競爭力漸失之貿易業與買賣業轉之為就地生產供應。巴國產

業以棉花、大豆、皮革、牛肉、木材、小麥、椰子、香瓜等民生工業為主，亟需

外國資金與技術投入，以提升工業水準。近年受經濟不景氣影響，我國內廠商亟

需在開發中國家展自有品牌之國際行銷與研發，已拓展開發中國家市場帶領開發

中國工業發展，解決我民生工業及專業經理人過剩問題。巴國產業尚在起步階段

，據研究指出如能以聚集相類產業在同一地區生產，必能降低成本，節省經費，

創造利潤，我政府在五年前協助在東方市附近設立一集中生產之工業特區──東

方工業區，是國內廠商前往投資或合作設廠好去處，藉此考察機會，俾能促使國

內企業與該國台商前往設廠，進軍南方共同市場，並帶動巴國產業發展。另考察

馬其頓史高比耶加工出口區因地理環境與各種結構因素，不利其工發展，如能以

我加工出口區模式進口我民生工業零組件及技術協助該國產業生產出口則應可則

行，惟該國政局不穩影響業投資信心至鉅，甚至影響中馬邦交高不可預料。

本文電子檔已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



摘  　 要

巴拉圭為我國在南美洲外交關係唯一據點，地位相當重要，中巴邦誼一向

堅固，經貿關係互動良好，此次配合我總統訪巴之行，實地前往巴國考察瞭解

巴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現況，期能帶動國內企業前往投資及尋求工業合作以促進

兩國經貿關係。

巴國處於一兆美元南錐市場中心，勞力充沛、資源豐富、稅負輕、人民友

善，甚為台商所喜愛。巴國數百台商七年以來急於尋轉型，亟需我國內廠商與

政府予以協助，使其順利自競爭力漸失之貿易業與買賣業轉之為就地生產供應

。巴國產業以棉花。大豆、皮革、牛肉、木材、小麥、椰子、香瓜等民生工業

為主，亟需外國資金與技術投入，以提升工業水準。近年受經濟不景氣影響，

我國內廠商亟需在開發中國家發展自有品牌之國際行銷與研發，已拓展開發中

國家市場帶領開發中國家工業發展，解決我民生工業及專業經及專業經理人過

剩問題。

巴國產業尚在起步階段，據研究指出如能以聚集相類產業在同一地區生產

，必能降低成本，節省經費，創造利潤，我政府在五年前協助在東方市附近設

立一集中生產之工業特區──東方工業區，是國內廠商前往投資或合作設廠好

去處，藉此考察機會，俾能促使國內企業與該國台商前往設廠，進軍南方共同

市場，並帶動巴國產業發展。另考察馬其頓史高比耶加工出山區因地理環境與

各種結構因素，不利其工業發展，如能以我加工出口區模式進口我民生工業零

組件及技術協助該國產業生產出口則應可行，惟該國政區不穩影響產業投資信

心至鉅，甚至影響中馬邦交高不可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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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一、配合總統訪巴行程，鞏固中巴邦誼：巴國為我國在南美洲外交關係唯一據

點，地位相當重重要，中巴友誼，一向堅固，尤其經貿關係互動一向良好

，為增進經貿企業互相瞭解，促進雙方工業合作組團前往

考察。

二、拓展商機：巴拉圭處於一兆美元南錐市場中心，勞力便宜充沛，資源豐富

，稅負輕，邦誼堅固，人民友善，甚為台商所喜愛，巴國數百台商七年以

來尋求轉型，亟需我國內廠商與政府予以協助，使其順利自競爭力漸失之

貿易業與買賣轉之為就地生產供應，故商機無限，帶國內業者實地考察，

以尋求商機，開拓市場。

三、尋求工業合作：我國國內廠商，亟需在開發中國家發展自有品牌之國際行

銷與研發。已拓展開發中國家市場，帶領開發中國家工業發展，解決我民

生工業專業經理人員過剩問題。本國乃以促進國內外台商建立長期工業合

作關係為目標而進行訪問。

四、考察東方工業區，協助其解決招商問題：該區開發幾近完成，先天具有市

場競爭生產能力，因受景氣影響玫招商不順，該區又為巴國朝野期待甚殷

，視為利益之所在之工業區，是將來發展該國工業進軍南方共同市場生力

軍，同時也是集合台商企業投資設廠進軍中南美洲市場市場最有利據點，

鑑於中共在此地區活動頻繁，在外交與經濟考量上，亟宜謀求解決其遭遇

多項難題，故前往實地考察以求解決之道。



貳、考察團員名單及活動行程

本團為「巴拉圭投資及工業合作考察團」係我總統到訪巴拉圭之前置活動。本

團於五 月廿六日到達

巴國，五月卅日以後在巴國考察項目均以配合總統訪巴行程為主。

（一） 考察團團員名單如下：

團長：周嚴。

團員：許丁鑫、張黃綢、黃淑滿、王美香、洪珍津、葉清泉、李世聰

、廖思怡、唐榮權。（詳如附件一）

（二） 考察團活動行程如下：（如附件二）

參、考察活動記要：

90.5.26　如期抵巴拉圭東方市，於台灣商會聽取簡介及訪巴行程，考察東

方市瞭解市場情形。

90.5.27　參觀伊瓜蘇瀑布，並於 Bourbon 旅館議廳與在巴台商舉行非正式

洽談，就巴拉圭商業投資環境交換意見（有關會談摘要詳附三）

。

90.5.28　參觀東方市我在巴台商經營之木材工廠、傢俱工廠、皮件工廠、

光碟工廠及塑膠工廠，瞭解當地製造業實際狀況並參觀世界最

Itaipu 水力發電廠。

90.5.29　與東方工業開發（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施君謀自由交換竟見，並

與我在巴台商，舉行投資合作座談會（程序詳如附件四）。

90.5.30　於亞松森住宿旅館會議廳，聽取巴國外交出口及投資促進局簡報

並依業別分八組與巴國廠商進行洽談（如附件五），下午四時前

往機場迎接陳總統抵巴。



90.5.31　接續昨日分組洽談。參加巴拉圭全僑公宴陳總統伉儷，並參加巴

拉圭經貿投資說明會暨分組工作座談會（詳如附件六及附件七）

。當晚參加陳總統答謝酒會。

90.6.1 與亞松森台商個別洽談食品、飲料合作，美容品銷售及實地帶看

土地洽購事宜，並參觀亞松森市區近郊，考察當地商業交易概況

。

90.6.2 　拜會我駐巴大使館劉大使並送陳考察成果報告（如附件八）下午

四時卅分搭巴西航空 RG8903 班機返華。檢附本團在亞松森活動

相關剪報資料二則（如附件九）

（附註：本團團長周處長於二日凌晨四時四十五分搭機離巴轉往

馬其頓考察，考察報告（詳如附件十二）行程如下：

90.6.3 　抵達馬其頓共和國及考察使史高比耶加工出口區。

90.6.4 　拜會馬國政府政要洽談國際合作事宜。

90.6.5 　由馬國轉赴倫敦參加世界加值區年會。



肆、考察所得瞭解情形：

一、巴國經濟展情況

1993年為巴拉圭連續四年來首度經濟成長，1994年經濟成長率維持在3.5

％。

1995 年前半年巴國農牧大豐收,政府極力控制貨政策,打壓通貨膨脹，加

上巴西 Real 貨幣強勢，東方市轉出口及進口暢旺，稅收大量增加，經濟

景氣佳，巴西經濟成長減緩及對巴拉圭邊境貿易採取限制措施影響轉出

口貿易等，使得巴國下半年經濟停滯，然 1995 年巴國經濟仍成長 4.7％

，為近十年來最高之成長率。

1996 年巴拉圭延續 1995 年下半年之經濟問題，加上財政預算大幅增加、

農業不景氣、轉出口貿易減少、以及市場資金不足等，各業均受影響，

總體經濟成長為 1.3％，較 95 年之 4.7％大幅滑落，為自 1990 年以來經

濟成長最低之一年，同時人口成長 2.6％，實質經濟為負成長，平均國民

所得下降。

1997 年巴國再度發生金融風暴加上政治紛亂，經濟成長率為 2..6％，較

1996 年稍成長，主要為出口仍維持暢旺，惟財政赤字及外債均增加，巴

幣亦出現貶值徵兆，整體經濟處於停滯狀態。

1998 年巴國總統大選，政爭激烈，社會不安，新政府上任後政黨傾亂，

經濟政策無法落實，國內金融機構問題不斷，加上國際金融危機，巴國

轉出口貿易嚴重受挫，生產停滯，經濟成長為-0.4％，為近年來衰退最

嚴重之一年。同時通貨膨脹率亦由原來之 6.2％升至 14.6％，貨幣亦大

幅貶（23.8％），失業率亦由 9％升至 14.3％。

1999 年巴國經濟成長率為 0.5％。近十年來巴國人口成長率平均達 2.7

％，而經濟成長率則僅達 2.33％，在經濟長期衰退的情況下，人口不斷

成長已使巴國貧窮問題日趨嚴重，巴國貧窮人口約達 32％，而極度貧窮

人口則占 17％。巴國各行業在經濟連續四年呈現衰退的情況下，均已嚴

重受創，進出口大幅衰退，外債升高，貨幣貶值仍居高不下。1999 年初

巴西幣值劇貶，使巴拉圭最重要轉口貿易幾近停頓，原已相當脆弱的民

間經濟再受重擊，同時亦使政府至今，內閣更換頻仍，除影響政策之貫

徹外，投資人信心亦受影響。（詳如附件十一巴拉圭經濟發展概況暨中巴

經貿關係。）



二、巴拉圭主要產業發展概況

巴拉圭主要產業因以農立國，大致皆為農牧產品如棉花、大豆、花生、

牛肉、豬肉、木材、玉米、紅豆、小麥、米、蔗糖、樹薯、菸草、柳丁

、蕃茄、香瓜等。

巴國具有豐富產業潛力、氣候溫和、水力電力充沛、勞工人力無缺，如

能適當充分發揮，則必能在國內外市場具競爭力。據研究指出出首先需

建立產業聚集（cluater）政策即充分利用地理環境優勢，使相關企業聚

集在某地區共同生產，以降低成本提高高競爭力。

配合農牧產業發展並可研發設立相關產品之副產品產業如養殖業之殘餘

物製成肉粉、骨粉。其他農產品副品項目如向日葵粉、黃豆粉、麵麩糠

等。

配合產發展道路修建，交通運輪網的開拓，國際貫洋大道等均應著手規

劃、籌措財源吸引外資積極推動。

另外提供良好投資環境，整體經濟方針金融系統建立，國庫稅收制度等

改革方案均亟待巴國改府著手推動。

巴國產業極具發展潛力，大都均停留在起步階段，如何提什亟待新術與

大資金投入，才能早日走上開發國家自動工業化時代與南方共同市場巴

西、阿根廷等國家一爭長短。（詳如附件十一）

三、東方市之發展概況

東方市為巴國第二大城，與巴西邊境，工商業發達、貿易興盛，1994 年 3

月巴國 ABC 報引述美國一份經濟雜誌報導稱，東方市年交易金額 120 億

美元。據該市華商之估計，華人商店約有 800-1,00 家，年進口貨櫃約一

萬個，年營業額約超過 12 億美元。

1995 年，因 1994 年巴更換新幣值（Real），Real 幣使用後一直保持強勢

，使巴西民眾買力大增，以美元計價之東方市商品競爭力強，故市場甚

為繁榮，每月至東方市採購之單幫客約二十萬人。巴西有見於此，且因

聖誕節為大消費季節，巴西許多進口商向巴政府施壓，巴西政府於 10-11

月間將巴西人赴東方市採購商品之免稅額由 US$250 降至 US$150，並嚴格

執行，東方市生意大受影響。

1996及1997年巴西聯邦政府對巴西與巴拉圭東方市之商品採購再度採取

嚴格管制措施，且南方共市統一對外關稅實施後，部份商品之進口關稅



已一致或相差不大，加上部份不法之黑道子於東方市乘機取利，使該市

生意持續低迷。

1998 年東方市貿易量劇降，據估計每月赴東方市採購之觀光客約七萬人

，年銷售額約 20 億美元至 25 億美元間。

1999 年初，巴西幣貶值，巴圭經濟潚條，進出口及轉出口均嚴重受損，

據估計每月赴東方市採購之觀光客僅約五萬人，許多商家已歇，業華商

人數已自約八千人降至約六千人。

四、南方共同市場之發展概況

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及巴拉圭四國共同組成之南方共同市場於一九九

五年正式成立，面積約一，一八八萬平方公里，佔整個拉丁美洲六０％

，擁有超過二億消費人口，佔拉丁美洲總人口四五％。一九九八年國內

生產毛額約一兆一、四三二億美元，佔拉丁美洲五四％，加上分別於一

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七年與南方共市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之智利及玻利維

亞二千多萬人口市場，就面積及人口而言僅次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歐聯，

就國民總生產毛額而言僅次於日本，在世界經貿組織及國家中占第四位

，其廣大之市場及未來之經濟實力對世界經貿發展有重要影響力。

南方共共市場自成立以來已按各國關稅減讓時間表執行，目前四國僅餘

少數例外產品仍保有關稅，絕大多數產品均可在四國內自由流通。原為

共市各國列為例外產品之農工業產品，尤其是農產及農產加工產品，巴

西及阿根廷自一九九九年起已開放自由貿易，巴拉圭及烏拉圭亦自二０

００年起有超過四百項之農工產品可免稅自南方共市進口。

智利自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起加入南方共市成為自由貿易協定之一員。

雙方協議將產品分為六類進行關稅減讓，自是日起智利自南方共同市場

會員國進口之 72.8%進口產品與出口至共市之 81.3％出口產品即享有 30

％關稅減讓之優惠。自二００四年一月一日起智利自南方會員國 51.7％

之進口產品及 51.3％之出口產品將享有零關稅之優惠。而自二００六年

一月一日起，智利自南方共市會國 76.5％之進口產品及 87.5％之出口產

品將享有零關稅之優惠。

玻利維亞與南方共同市場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並於一九九七年元月正式生效。根據協議草案，協定生效日起即有



1,300 項玻國產品及超過 500 項南方共市產品享有零關稅待遇，且一般關

稅降幅可達 30％，預計在十年內所有產品將可自由流通。

巴拉圭為南方共同市場會員國中唯一內陸國，經濟發展相對較為落後，南

方共市成立後，與會員國貿易往來明顯增加，雖近幾年來南方共市各國經

濟不景氣，使會員國間貿易磨擦增加，惟各會員國均尚能透過諮商、協調

向南方共市之發展目標邁進。

五、東方工業區現況與未來

(一)開發背景：

為協助巴拉圭工業發展，促進邦誼，前經濟部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

會（透過中國輸出入銀行）提供 958 萬美元貨款予東方開發公司於巴

拉圭東方市開發 40 公頃工業區。依前海合會規劃重點如下：

1 公司資本額 100 萬美元，以非營利為原則，由購買區內土地廠商按購

地比例認股。

2 除公共設施外，共規劃 71 個坵塊(每坵塊面積為 2802 平方公尺)，依

土地開發成本訂價，預定於撥款後一年完工。

3 廠商自備 30％之土地開發成本先行投入工業區開發，另 70％由前海

合會透過輸銀提供貨款(七年年期限含三年寬限期，年利率 5.5%)，

並以工業區土地設定抵押。

4 協助廠商取得 70％之廠房與機械設備融資。

(二)發展現況：

1 基礎建設：道路、供水、排水等土木工程均已完成（據工程顧問表示

品質尚屬可接受水準），而行政中心及其他零星工程尚待資金投入，

八十八年九月間第六次監督時預估續一工程款尚需 144 萬美元。

2 財務狀況：除積欠國合會貨款（含利息）外，東方公司尚有部分短期

債款，而東方公司目前已完成工，亦缺乏營運資金。

3 南錐市場：由於巴拉圭為南方共同市場會員國，貨品流通南市享有一

定優惠，巴拉圭 1995 年加入南共市後，與共市會員國間之進出口均

有成長，兼以巴拉圭內陸國地理因素影響，巴國經濟政策勢須配南

方共市發展以維持經濟成長。



4 市場招商：由於開發成本追加，損益平衡價格已由每平方公尺 55 美

元調升為 76 美元，相對降低競爭優勢。

5 投資廠商：目前工業內已建設九東棟廠房共十一家投資廠商產品包括

膠帶射、印刷、模具、文具等。

6 電力供應：為解決業區電力供應不穩損壞機器問題，我政府援贈巴國

政府變電所乙座建置於工業區案目前己進入協商換文階段，待雙方

政府議定換文內容並完成手續後即可開始架設變電所，工期預期為

十個月

7 融資問題：由東方工業區規劃招商之對象係以中小型廠商為主，此規

模廠商多須融資協助，而巴拉圭金融環境不完善，兼以規劃之初我

政府承諾提供之融資協助迄未執行，廠商購置原物料資金短缺，不

及供應生產。

8 經營管理：東方公司雖由 34 家廠商組成，但其經營管理目前均由施

君謀先生負責，除工程之執行外，施先生亦協助投資廠商辦理投資

許可及優惠申請等事項。

9 法令優惠：巴國政府除提供外人投資優惠外，另通過加工出口法提供

關稅優惠，巴政府並通過決議，將工業區視為國家利益所在，應予

保護。

10 外交考量：中共在本區域活動頻繁，本案問題若未能妥善解決，或

工業區運作停擺，恐影響中巴外交關係。

(三)未來之發展：

巴國工業發展空間非常大，工業區之初步投資已帶動該區周邊土地

之價格上漲，若工業區能有效發展，加上巴國逐漸工業化後，工業

區之發展及附加價值將遠高於目前之投資。東方工業區之基礎建設

幾已完成，我政府亦將協助於區內建變電所，將可解決電力品質不

良之問題，若能由我政府出面協調出一可行方案，則許多欲從事生

產事業之旅巴僑商投資於工業區之意願將大幅增加，亦能較有效吸

引國內投資廠商至工業區投資。

若可重新規劃工業區之宣傳，興建若干標準廠房，並以長期出租方

式提供優惠之投資條件，必能有效吸引當地僑商及我廠商至工業區



投資。

(四)東方市對東方工業區之影響：

東方工業區計畫之主要市場為南方共同市場，南方共同市場於 1995

年初正式成立，加上巴西、阿根廷之購買力旺盛，廠商對於東方市

投資興極大，1996 年東方市生意受影響，但因共市內各國之消費市

場仍，大 1997 年後巴西景氣不佳，巴拉圭之金融風暴餘波蕩漾，東

方市生意沒落，始影響部份投資人之投資意願。

1999 年初，巴西幣貶值，巴拉圭經濟蕭條，轉出口市場已無競爭力

，且東方市之貿易，阿根廷亦比照東方市之自由貿易情況，開放邊

境城市為自由貿易區，客觀環境已使東方市轉出口及單幫客採購之

貿易型態難於生存部份原於東方市從事貿易之僑商已轉為投資生產事

業，除於東方工業區內設廠之八家廠商外，尚有部份僑商於東方市郊設立木材

廠、地皮廠、塑膠射出及傢俱生產工廠等。

1994、1995 年因經濟景況佳，投資廠商對於東方工業區設廠意願頗高，1997、

1998 及 1999 年因巴拉圭、巴西經濟已在復甦中，南方共同市場之投資亦有增加

之趨勢，我僑商已漸瞭解東方市之貿易型態生存困難，加上巴拉圭政府及我政

府均極力協助我僑商及我國廠商於巴拉圭設立生產據點，若能改善東方工業區

之管理方式及加強該工業區之招商宣傳，相信將可大量吸引廠商赴該工業區投

資。



隨附巴拉十年來總體經濟指標供參考

美元兌換率項目

＼

年度

經 濟

成 長

率

(%)

進口金額

(百萬美元)

出口金額

(百萬美元)

國內生

產毛額

(百萬美元)

平均每人

國民所得

(美元)

外債

(百萬美元)
名目 上漲%

消費者

物價指

數

1990 3.5 1,193.4 958.7 6,818 1,616 1,669.9 1,263 44.1

1991 2.5 1,275.4 737.1 6,987 1,612 1,636.7 1,352 7% 11.8

1992 1.7 1,237.1 656.6 7,113 1,597 1,248.8 1,600 18.3% 17.8

1993 3.7 1,477.5 725.2 7,407 1,619 1,217.5 1,822 13.9% 20.4

1994 2,140.4 816.2 7,636 1,625 1,240.3 1,919 5.3% 18.3

1995 2,782.2 919.3 7,696 1,656 1,405.5 1,977 3% 10.5

1996 2,850.5 1,048.3 8,097 1,634 1,398.2 2,110 6.7% 8.6

1997 2,957.1 1,088.6 9,607 1,634 1,443.8 2,294 8.7% 6.2

1998 2,408.2 1,002.6 8,500 1,585 1,596.7 2,841 23.8% 14.6

1999 1,698.7 746.2 7,784 1,600 2,070.5 3,317 16.8% 5.4

2000 -0.4 2038.4 851.8 7835 1374 2241.5 3482 4.95 8.6

資料來源：巴拉圭中央銀行



(五)南方共同市場對東方工業區之影響

1.南方共市場廣大，吸引投資

巴拉圭在南方共同市場成立後，腹地擴及二億人口市場，加以共同

市場對內為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外國家則形成貿易壁壘，因此，巴

西、美國及阿根廷等外國投資近幾年來積極赴巴設立據點，俾能享

受區域內產品免關稅流通之優惠。

2.巴拉圭為南方共市重要生產及貿易據點

巴拉圭位居南方共市會員國之中心，地理位置優越,為拓展南方共同

市場之良好據點，為目前南錐共市之心臟地帶，更是未來南錐共市

發展的重要樞紐。共市運作後，巴拉圭成為巴西、阿根廷兩大市場

的轉運必經之路，亞松森可望成為交通樞紐，東方市場因具有良好

的貿易型態和基礎將成為各國進運南美市場的行銷據點。

巴拉圭為農牧國家，農牧及工業原料豐富，且巴國勞力、地價及水

、電等工業生產成本較其他會員國相對低廉，加以各產業多屬起步

階段，市場進入障礙較小，發展空間極大。

3.南方共同市場為工業區產品之廣大消費市場

東方工業區生產之產品將可免關稅銷售至巴西、阿根廷及烏拉圭，

且依南方共市與智利及玻利維亞之自由貿易協定，巴國所生產大部

份產品已能免關稅輸銷該等國家，二００六年後所有產品將可自由

流通，為一者之廣大市場，對區之國外投資者極具吸引力。南方共

同市場內之產品有標準適用之問題，投資廠商應確實依照南方共同

市場之規定生產，則可避免進出口時遭會員國間須檢疫及檢驗標準

不合等手續之延誤。

4.歐洲聯盟已與南方共市於 1997 年 12 月在西班牙馬德里簽署成立自

由貿易區之架構協定，復於 1999 年 6 月在巴西里約舉行該聯盟與拉

丁美洲各國領袖高峰會議中簽署聯合聲明儘速進行該自由貿易區之

有關準備工作，倘該區困能實現，將使南方共市之市場範圍及經濟

實力雄冠全球。



(六)巴國政府及人民對東方工業區之看法

東方工業區之設立，為輔導我國有意在巴投資之廠商集中資設廠在

一工業區，內將可直接創造巴國就業機會，間接帶動巴國相關週邊

工業發展，提升巴國工業水準。本計畫為協助巴國工業起步最具體

、最有效之案件，亦為巴國第一個具規模之工業區，甚受巴國朝野

之重視：

1.巴國政府之態度

(1)一九九五年八月由我國及巴國政府於第八屆中巴經濟合作會議

中簽署瞭解備忘錄。巴國同意保護我工業區內投資廠商之生命及

財產之安全，並將區內投資廠商之投資獎勵由五年延長為十年。

(2)巴國工商部於工業區興建中，即在該部組織內成立工業區司，

為協助我國投資廠商之服務窗口。

(3)巴國現任鞏薩雷斯總統，於參議院議長任內即率參議員訪問工業

區，前任顧巴斯總統及瓦斯莫西總統亦均曾親臨工業區視察，歷

任工商部次長亦均曾蒞臨工業區，參眾議員亦曾組團前往參觀，

對該工業區極為重視。

(4)巴拉圭眾議院團體參訪工業後，於八十八年九月二日通過第十三

號決議案，宣示該東方工業區為巴拉圭國家利益所在。

2.巴國民間之看法

由於巴國工業體質薄弱，我國工業之移入將帶來資金及技術，除可

提升巴國工業水準、帶動週邊工業之發展，並可直接創造就業機會

，及將巴國工業產品銷往南方共同市場與巴西及阿根廷產競爭，故

巴國企業界及人民均盼工業區早日完成：

(1)各大報對工業區之活動均大加報導。

(2)巴拉圭國內報紙並曾報導，巴西民間企業對東方工業區之發展感

到憂心，擔心將來巴西之工業產品無法與東方工業區生產之產品

競爭，巴拉圭人民則希望工業區早日完成。

(3)臨近工業區數個城市之職訓機構表示願與工業區建教合作，並期

望將來該等職訓單位之學員能至工業區內工作。

(4)巴政府及企業界均建議工業區內工廠設立後，管理單位能於區內

由廠口組織設立一職訓中心，以協助訓練東方市附近之技術人員

。

(七)結論與建議



1 結綸：

(1)本案東方開發公司秉持政府輔導台商拓展外貿政策，並經有關

單位詳細評估後決定開發，在貫徹政府策立場，宜應繼續支持

使其完成。（因巴國工業發展空間非常大，工業區之開投資已帶

該區周邊，地價上漲若能續有效發揮，將帶動巴國工業發展）

(2)該區所遭遇各項難題（如前所述），大部皆因大環境轉變以致開

發成本增加，失去吸引投資競爭優勢，復因巴國朝野上下對該

區望甚殷，企盼該區開發早日完成，以提升該國工業水準，進

軍南方共市場。巴國為南方共市會員，市場廣大，商機無限，

該區又為我台商進軍中南美洲南方共市最好據點，具有無可替

代地位，放棄實至為可惜，加上中共在巴國謀我甚急，無論在

經濟上或外交上考量均應由政府出面速謀解決。

(3)經濟景氣變動、招商經營管理非無改善可能。該區基礎建設、

幾已完成，先天已具市場競爭生產條件，在經營方面宜由政府

出面研議可行方案則旅巴台商與在國內台商必能大幅提升入區

投資意願。在管理方面、右能重新規劃宣傳、興建若干標準廠

房、長期提供優惠投資條件提供誘因則廠商入區意願必然提高

。

(4)區內電力不穩、影響生產環境、損壞機器改備、政府若能儘速

協助設立變電所，改善電力品質將使廠商入區意願增高。另一

般廠商均缺乏營運資金，無法擴大規模進軍南方共同市場，若

能由我改府依規劃當初允諾，提供貨款融資協助，則必能促使

廠商進駐區內設廠。

2.建議：

(1)內可售土地分批分期降價出售以達收支平衡：（詳如附件六）

  1.未售土地：（全部）71 坵塊－（已售）34 坵塊×2802 平方公

尺＝103674 平方公家認購 34 坵塊)(每坵塊面積)

   2.土地34坵塊×2802平方公尺＝95268平方公尺目前僅剩11

家其餘23家失聯或不在區內營運,如經確認放棄退股代處

理則可售土地為（未售土地）103674 平方公尺＋（已售退

還待售土地）(2802×23)＝168，120 平方公尺。

   3.重新招商出出售期間暫定兩年。（起訖期間由外交部、國



合會、東方公司協商訂定）由東方公司依當地工業區相同

地價標準（建議 30 美元／平方公尺）招商出，售以四分

之一可售面積為限。以後視銷售情形逐漸調整如 40 美元

／平方公尺、50 美元／平方公尺、60 美元／平方公尺、

70 美元／平方方公尺。期間可酌留 3－4 公頃供作商業使

用如買賣零售業，貿易服務業、物流倉儲、保稅倉庫、金

融服務等。其出售價格應可提高如情形良好、預期售價高

低互補應可達收支平衡地步。

(2)貨款償還部分：東方公司積久未償還本息款，依合約算

88.12-89.12 為 270 萬美元。90 元-90.6 為 123.6 萬美元共

393.6 萬美元。

1.該公司尚有：待投入未完成工程款估約 144 萬美元，短

期貨款 250 萬美元共約 394 萬美元。依現僅五家廠商正

常營運狀況，實無力償還。

2.擬建議：

（一）舊欠本息（含違約遲延利息），暫緩催繳，俟兩年

招商期滿後、俟招商進駐營運改善後再依已訂合約

規定重新計算償還本息。

（二）先前所欠本息 393 萬美元，本金保留利息全免，

建請由政府基於政策考量出面吸收，俟兩年後再由

東方公司依照所定合約償還本息。

(3)招商管理部分：東方公司熟稔當地商情及廠商意願、為有

效解決其面臨危機與困境，招商管理工作建議仍由其負責

執行為宜。

（1）外交部、國合會為促使談區早日完成開發確保債權起

見。建議派員進駐就近監督，落實招商管理之工作。

（2）本處基於促進投資、輔導廠商拓展外貿，尋求工業合

作立場，願意全力配協助東方公司做好招商工作，在

台尋覓合適廠商前往投資，或與當地廠商合作設廠。

（3）該區營運管理工作若有需要本處協助、聘用顧問諮詢

請負擔所需費用年約新台幣 150 萬元。本處亦願意派

員或尋覓合適對象前往協助。

（4）政府協助融資建廠營運部分：本案規劃之初政府曾允



予入區台商建廠及營運方面融資協助以便取得生產

資金，此部分建議相關單位協助、寬籌經費支援則招

商工作必能順利進行早日完成。

六、檢附附件如次：

(一)附件一、二：考察人員名單及考察行程。

(二)附件三：考察團與東方市台商非正式座談摘要。

(三)附件四：與東方市台商投資合作座談程序表。

(四)附件五：與巴國廠商分組進行洽談時間表。

(五)附件六：參加巴拉圭經貿投資說明會暨分組工作座談程序表。

(六)附件七：中巴工作座談會分組座談時間表。

(七)附件八：考察團成果報告表。

(八)附件九：考察團在亞松森活動相關剪報二則。

(九)附件十：巴拉圭經濟發展概況暨中巴經貿關係。

(十)附件十一：巴拉圭主要產業發展概況。

(十一)附件十二：馬其頓共和國考察報告。

(十二)附件十三：活動照片圖 1-圖 8。



附件三

巴拉圭投資及工業合作考察團與東方市台商非正式座談摘要：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廿七日下午三時

二、地點：Bourbon  Hotel 會議廳　　　　　　紀錄：經參處黃秘書少君

三、談話要點：

巴拉圭台灣商會李會長復興：

在巴台商與台灣廠商進行非正式座談是促進雙方相互瞭解的好機會，過去巴

拉圭台灣商會曾協助接待許多考察團，雖尚未見到具體成效，但台灣廠商與

在巴台商作更深入之接觸的確具有正面意義。

雖然在地域的觀點上，中國大陸是台商對外投資較優惠便利的選擇，但是本

區域（南美）為發展完整之經濟體，同時擁有南方共同市場會員國及其他南

美國家之市場規模，投資巴拉圭的眼光應於在南方共同市場，這才是真正的

利基。

介紹出席在巴台商（略）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許副組長丁鑫：

此行考察主要目的即為直接與巴台商進行溝通瞭解，同鄉同種之廠商的意見

對於對外投資之台灣廠商確實意義重大。在海外設立據點經營業務的辛苦，

實在不是台灣廠商憑鑋所能想像，謹藉此機會表示我們的敬意。台灣積極邁

入國際經濟社會，也因此使台灣投資環境發生變化，導致中小型廠商亦須考

慮對外投資以延長企業生命，這次來巴拉圭考察希望向各位請益取經，借重

各位在外創業經驗以提供台灣廠商參考學習。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刻正推動設立「國際專業行銷公司」，目的在為台

灣產業找新出路，主要在利用國內強大製造能力，與外移台商的產業，使國

內、國外互相合作，提昇製技術，自創品牌，以同業合作的型態，強化前段

的研發設計財務管理，其中部分零組件原物料等，則委由國內原有代工業，

以及外移台商代工業完成製，採取國際合作分工，再將半成品零組件等運回

加工出口區，做後段的組裝、測試、驗證、包裝及行銷的經營方式，並結合

政府力量，在東南亞、大陸、印度（具有世界卅億人口的地方），及台商外

移最多地方，建立海外行銷的據點，用台灣的品牌打開新的知名度，再促使



國內外技術人才的合作，來製造及促銷高附加價值 MIT 的產品，在此行銷公

司型態之下，走出台灣產業半世紀以來為美、日、歐國家代工的型態，改走

自創品牌的獨立經營型態，使外移台商不再競爭對立，轉而攜手合作，共同

發展產生新商機。

介紹考察團團員（略）

信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葉董事長清泉：

經濟環境固然發生變化，但我的認知僅為生產地點之轉變，這是一個正常的

循環，身為製造商我們只能以平常心對待。台灣經濟倚賴外在經濟體甚多，

因此許多人外移產業希望在大或其他國家找到答案，可是不同的地方存在不

同的問題，大陸並非唯一的出路。市場規模為經營者考慮之重要因素，但製

造商須著眼於中長期的發展，日本過去利用台灣優勢作為其生產基地，之後

僅將台灣作為「行銷據點」而非「生產據點」，不是長期發展之做法。南美

洲在距離上雖然遙遠，但現在是 e 時代，距離已然拉近許多，此次考察，我

將觀察台商投資大陸之三大迷思在此地之狀況，亦即勞工供應、商品市場及

資本流通。

信統公司目前在高雄加工出口區及觀音工業區各設有工廠二家，另投資越南

設工廠一家，公司採產銷分工方式經營，信統公司負責生產，透過貿易公司

合作行銷。

全茂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唐總經理榮權：

本公司擁有木質防火門專利，我充分瞭解在海外經營與在國內生產是完全不

同的情形。巴拉圭的木材產業狀況與東南亞截然不同，東南亞之林木集中，

具上中下游專業體系，而巴拉圭的木材工業則仍是相當原始。此地之經營條

件較諸東南亞困難，但是因為有眾多台商在此，是一個相當正面的因素。

鋸木廠目前在台灣已無法生存，因此在巴拉圭經營鋸木廠的同業應值得幸，

本公司經營項目自鋸木、加工、乾燥到備料等均具經驗，每一種產品的生命

週期約為三年。惟目前公共災害發生頻繁，因此開始開發木質防火門，希望

本公司產品對保存生命能夠有所貢獻。



本公司開發產品之歷史與政府及學術機構的輔導息息相關，經濟部工業局等

單位在開發防火設備上提供相當的研發協助，因此各位在開發技術上可考慮

與政府機構保持密切聯繫。我們自國外引進類似產品並據以研究開發適合台

灣使用的產品，目前主要的問題在技術工人培訓及尋找良木來源。本公司具

意願合作生防火門產品，此項產品業具世界水準，我們極願與業者合作以降

低成本並培訓工人以更增加產品競爭力。

示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黃總經理淑滿：

示全公司於民國七十二年成立，由於國內投資環境變化，於八十七年開始到

大陸投廠生產，大陸公司名稱為大帝集團。本公司生產機械設備，主要為整

廠設備、設計製作、貼合機械等種類，產品價位自台幣六百萬至二千萬元不

等，可針對客戶需求設計機械設備。類此機械目前在巴拉圭可能少見，多由

西德進口，但本公司自一九九三年起即替許多國際公司代工製造機械，產品

均具世界水準。

嶝泰股份有限公司張董事長黃綢：

本公司專事製造茶、茶類飲料以及瓶裝水，本次來巴拉圭考察除貿易市場外

，如有在巴台商有合作生產意願者，也很歡迎進一步洽談。

維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廖總經理思怡：

本公司之主事集團為生產速食麵公司，而我本人負責公司業務為美容保養品

系列產品、食用油及相關健康食品，這次考察將先瞭解本事業集團產品在巴

拉圭及鄰近國家如巴西的市場銷路，至於合作生產部分則須視本地食品加工

業配合的情況再作考慮。

利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王董事長美香：

本公司為統包公司性質，主要產品為儀表控制監控系統、化工機械、PLC、

PLC 自動控制、工事股計等，目前另開發計畫生產快閃記憶體卡，個人認為

與巴拉圭間之商業活動以貿易較具吸引力，但也不排除投資生產之可能性。



台灣船井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洪執行副總經理珍津：

本公司生產之主要產品為 CRT 顯示器、LCD 顯示器及 PDP 電漿顯示設備，CRT 電腦顯示器

已非本公司生產之主力產品，但因客戶仍有需求而繼續生產，目前最重要之產品為 PDP

電漿顯示設備，該項產品之研發已臻完成，生產技術穩定，預計近期內將開始量產供應

市場。

駐巴拉圭大使館經參處黃秘書少君：

巴拉圭自由區相開規定及現況發展簡介（略）

四、總結

本座談會於各參加人員簡要介紹後，由與會在巴台商及考察團團員分別就相關商務廣泛

交換意見，包括巴拉圭廠商交易習慣、付款方式、我在巴台商經營業務內容及巴拉圭木

材工業狀況、機械詻備市場情形等項目。我考察團員反應良好，咸認類此與在巴台商就

其營業經驗以及在巴拉圭經營所面對之環境深入交換實際意見，對於評估巴國環境有正

面效益，此外，與在巴台商面交談互相認識，亦得以促進將來合作之可能性。



巴拉圭經濟發展概況：（附件十）

一、總體經濟概況：經濟持續不振、影響政局穩定

(一)二０００年重要經濟指標：

1.人口；五六三萬四、三０００人

2.國內生產毛額：七十八億三、五００萬美元

3.平均每人國民所得：一、三七四美元

4.通貨膨成長率：八．六％

5.經濟成長率：負０．四％

6.工業成長率：一％

7.失業率：十五．九％

8.外匯存底：七億七、一九０萬美元

9.外債：二十二億四、一五０萬美元

10.利率：巴幣（瓜拉尼）：商業貨款 28％、工業貨款 30％、消費貨款 39

％、信用卡 51％。美金：12-13％。

(二)經濟發展回顧

巴拉圭自一九九五年金融危機開始，經濟持續不振，在一九九八年出現

經濟負成長後，一九九九年初再受巴西幣值劇貶影響，使巴拉圭最重要

的轉口貿易幾近停頓，民間經濟再受重擊，同時亦使政府財政更加拮据

，無力振興經濟，加以自三月間巴國組成聯合政府以來

，內閣更換頻仍，除影響政策之貫徹外，投資人信心亦受影響，使一九

九九年經濟成長僅達０．五％，遠不及高高達二．六％的人口成長速度

。二０００年三月副總統大選後巴國政治情況轉趨穩定，原本預期在巴

西經濟復甦成長的帶動下可望達到二．八％經濟成長目標，但受到貿易

逆差持續增加、公共工程投資減少等因素影響，二０００年經濟成長率

為負０．四％，並再度低於二．六％的人口成長率。因此，巴國在經濟

連年不振下，政府財政稅收嚴重不足，外債負擔壓力沉重，連帶影響政

局穩定。民間經濟在景氣未見復甦下亦陷入金融緊縮之惡性循環；失業

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日益艱苦，社會上反對政府的聲浪高漲，且有日益

嚴重的趨勢。因此巴國政府如何因應目前的財經困境，並提出妥善的解

決對策以穩定局勢，實為各界密切注意的焦點。



二、貿易概況：對外貿易成長、迍差持續擴大

(一)出口：

1.二０００年出口：八億七、０九四萬美元，較上年增加十七．八％

。

2.主要出口項目：棉花、大豆、肉類、木材。

3.主要出口市場：南方共市會員國為主要出口市場，占出口總額六四

．九％。以巴西為主要出口國，其次為烏拉圭及阿根廷。

(二)進口：

1.二０００年進口：二十億三、八三八億萬美元，較上年增加十八．

二％。

2.主要進口項目：食品、飲料、菸草等消費品，其次為機械等資本財

與中間財。

3.主要進口來源：南方共市會員國為主要進口來源，占進口總額五二

．六％。以自阿根廷進口最多，其次為巴西及烏拉圭。

(三)貿易逆差：

二０００年貿易迍差仍持續擴增，達十一億六、七四四萬美元。

三、政府財政概況：財政狀況惡化、赤字居高不下

(一)巴國二０００年財政赤字達三億五、二五八萬美元，佔國內生產毛額

的四％。

(二)財政困境：

目前政府財政稅收僅足夠支付六十八％的經常性支出，其餘則需由

ITAPU 及 YACYRETA 兩大發電廠之權利金及補償金或舉債彌補。另尚需

支付即將到期之債務及公共建設應付款等，政府財政收入已明顯無足

夠財源可資運用，公務人員員薪水及公共工程款均無力支付，僅能採

取以債養之策略以渡過短期難關。

(三)財政政策展望：

1.短期：可填補赤字缺口。

2.中期：將面臨無法按時還款之危機。

3.長期：依據巴國財政規劃，赤字問題將可於公營事業民營化後獲得舒

緩。但巴國國會始通過的電信局及自來水公司民營化法案，除需再

投入經費並承擔現有的債務外，巴國政府為緩和民營化之社會成本

，於通過之法案中同時訂定自願退休、提前退休及輔導轉赴其他政



府所屬機構任職等配套措施，因此民營化的費用將相當可觀。是以

，公營事業民營化是否能順利推動並達到巴國政府所預期的改善財

政赤字目標，則仍是未知之數。

四、生產投資概況：工業生產微增、投資信心不足

(一)產業結構：服務業為最大產業，占國內生產毛額比例均達五十％以上

，而生產部門則以初級產業為主。

(二)主要工業項目：食品工業、木林工業、飲料業、皮革業、礦產加工業

及紡織業。

(三)二０００年外工業成長率僅為一％，主因乃受到巴西、阿根廷等國經

濟復甦速度緩慢的影響。

(四)二０００年外國直接投資：九、六一四萬美元，較一九九九年減少達

四一％。主因為巴動盪不安的局勢，影響投資入對巴國的信心。

五、外匯市場概況：外匯存底據降、巴幣持續貶值

(一)背景：

巴拉圭於一九九九年七月間透過我國銀行發行公債，使外匯存底大幅增

加，一九九九年底巴國外匯底達九億八、八二０萬美元。

(二)二０００年底巴國外匯存底：

七億七、一九０萬美元，較一九九九年劇減二一．九％。主要原因乃在

於巴國央行在第一季及第三季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及外債支付費用增

加導致政府部門存款減少所致。

(三)二００一年外匯存底部門存持續減少：

一月底止巴國外匯存底降至六億六、五００萬美元；二月底的外匯存底

更降至六億三、三００萬美元，短短二個月期間，外匯存底減少達一億

五、二００萬美元，減幅高達二０％。

(四)巴幣持續貶值：

由於巴國外匯存底持續劇減，令各界喪失對巴幣的信心，導致巴幣在二

０００年全年貶值六．四％；今年年初至二月間貶值幅度更已達五．五

％。在巴國局勢未見好轉的情況下，一般預料巴幣將承受貶值壓力，仍

有繼續貶值的空間。



六、重要投資資料：

(一)天然資源：

水力：境內擁有巴拉圭河及巴拉納河，河運便利、水力充沛。

電力：水庫發電量充足，電力資源富、ITAIPU 水庫可使用電量 630 萬

千瓦(Kw)、YACYRETA 水庫可使用電量 175 萬千瓦(Kw)。

土地：四十萬六、七五二平方公里。

氣候：南半球大陸型氣候，年均溫約 24.5℃，夏季從 10 月到次年 3 月

平均 31℃。冬季從 6 月到 8 月，北與西北接玻利維亞，東及東

北鄰巴與西南阿根廷為界。

人力：14 歲以下約 233 萬人、14 歲以上至 65 歲以下約 303 萬人。

礦產：石灰石、大理石、石膏、硅(矽)、雲母、長石、煤碳、鈾。

(二)主要產品項目：

農產：大豆、棉花、小麥、菸草、玉米、樹薯、煻、咖啡。

森林：原木。

畜產：牛、豬。

(三)賦稅（稅目與稅率）：

1.資本稅：不動產稅（1％）、企業資產稅（1.5％）。

2.所得稅：營利所得稅（30％）、統一稅（1-4％）、農產品營利所得稅

（25％）、個人所得稅（0％）。

3.消費稅：加值型營業稅（10％）、選擇性消費稅（5％-45％）、牲畜

買賣稅（2％）。

4.其他稅目：文件證書稅（0.05％∼8％）。

(四)重要投資法令：

1.第 60/90 號投資促進法

2.第 117/91 號投資保障法

3.第 1064./97 號加工出口法

(五)公司設立型態（適用外人投資之公司型態）

1.股份有限公司（S.A.）

2.有限公司（S.R.L）



3.一般合夥公司（S.C.）

4.有限合夥公司（Sociedad）

5.外國分公司

(六)土地成本：

1.亞松森市中心：1,000US$/㎡

2.亞松森郊區：25∼150US$/㎡

3.中央省區：10∼30US$/㎡

4.東方市：10∼30US$/㎡

5.Villeta 工業區：5∼6US$/㎡

(七)勞工相關規定：

1.一般之勞工供應充足，素質尚可，但技術工人則較為缺乏。

2.一九九三年十月巴國通過新勞工法，提高勞工之福利、保險、家庭

保險及增加假期。

3.最低工資為月薪七十八萬二、一八六元巴幣，約合美金二０八元（

依二００一年四月匯率計算），日間每天工作八小時，每週不得過四

十八小時；夜間每天工作七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二小時。一般

薪資：技術工人月薪約四百美元，工程師約七百五十美元，經理人

員約一千美元。

(八)公共設施之費率：

1.水：水源充足，收費分一般用手及工業用水。工業用水分Ａ、B 兩種

，Ａ種為每月用水低於 200 立方公尺，每立方公尺水費為 0.43 美元

；B 種為每月水超過 200 立方公尺，立方公尺水費為 0.32 美元。

2.電：電力充足，一般用電每千瓦／時（Kw/h）電費 0.04 美元；商業

用電每千瓦／時(Kw/h)電費 0.05 美元；工業用電每月低於 500 千瓦

小時／月（Kwh/mes）電費 0.02 美元，每月高於 501 千瓦小時／月

（Kwh/mes）電費 0.042 美元。

3.電訊：對外電訊尚可，惟內地電話、電傳尚未普及。自動線路安裝

費：住宅 800 美元、商用 1,600 美元。

4.手動及半自動線路安裝費：230 美元。



 通話費：住宅每月 68 次基本通話次數，商用每月 100 次基本通話次

數；每通前3分鐘132瓜拉尼，超過時間及通話次數每3分鐘收費0.06

美元。國際電話費用：與巴西、阿根廷、烏拉圭、智利及玻利維亞通

話每分鐘 0.71 美元、與美國及其他美洲國家通話每分鐘 0.89 美元與

世界其他國家通話分鐘 1.07 美元。

5.交通運輸：地處內陸、缺海運，河運為對外重要之水運網路，鐵路

老舊，公路則較為發達。

(九)具發展潛力之產業：

農牧產品加工業、木材加工業、零組件裝配業、食品加工業、紡紗織布業、塑膠

製品業、電力集之產業。



中巴經貿關係

一、 中巴雙邊貿易概況

(一)出口：二０００年我對巴出口二、九四一萬美元，較上年成長二九

、九％，主要出口項目為機械及其零件、電機設備、人造纖維絲、

車輛零附件及塑膠製品等。

(二)進口：二０００年我自巴進口一、三七三萬美元，較上年減少二六

．一％，主要進口項目為木材、黃豆、皮革等。

　　　年度

成長率

一九九七年 成長率

（％）

一九九八

年

成長率

（％）

一九九九

年

成長率

（％）

二０００

年

成長率

（％）

我國向巴

國出口值

一、 五八一 負二一．

０

四、六二一 負一七．二 二、二六四 負五一．０ 二、九四一 二九．九

我國自巴

國進山值

四、二三０ 七四．八 二、二二七 負四七．四 一、八五八 負一六．六 一、三七三 負二六

合　計 九、八一一 三．一 六、八四八 負三０．二 四、一二三 負三九．八 四、三一四 四．七

我 國 享 有

貿易順（逆

）差

一、三五一 負七一．

一

二、三九四 七七．二 四０六 負八三．０ 一．五六八 二八六

二、中巴雙邊投資概況

(一)我商在巴拉圭投資現況

1.僑商概況：

旅居巴拉圭的華僑約有八千人，以東方市六千多人為最多，其次

為亞松森約有千餘人，其他少數則散居於貝多芳及各城鎮中。目

前在巴國投資者大都為旅居巴國之華僑。東方柿華人商店約有 300

家，但因競爭激烈，小商店之流動率高，僑商以一般家電、玩具

、文具、五金及雜貨為主，貨品則來自台灣、香港、大陸、邁阿

密等地。亞松森之僑商少部份從事生產事業如塑膠、木材、製冰

等，大都從事百貨業、電子用品店中國餐廳及雜貨店為主，另亦

有部份從事電風扇、絲襪等之進口及批發等。

2.台商概況：

我國內企業直接來巴投資者不多，根據巴國工商部外人投資委員

會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人自一九九０年至二０００年，累計投資



案件有卅五件，投資金額約為三、一二四萬美元，其中包含增資

廠商部份及工業區開發之金額。從事行業包括塑膠製品、塑膠模

具、棉紡織品、礦泉水、木材加工、電扇、建材、皮件、製冰業

等。一九九六年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於亞松森設立分行，並於本

（二００一）年在東方市另設新分行。

(二)巴拉圭僑外商來華投資現況

根據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至目前為止，有二件巴國人來華投資案件

，金額為五八、一七九美元，分別從事於視聽唱片行及一般進出口貿

易。

(三)我在巴拉圭投資廠商遭遇之困難

1.週邊工業支援不足，部份原料需進口：由於巴國基礎工業較落後

，僑商之工廠生產原料或零配件需自鄰國進口或甚至從台灣進口

，致成本增加。

2.貸款取得不：易巴國因銀行放款利息過高，需抵押品及不提供長

期貨款等，致使貨款取得困難，擴廠或增資受限，故投資金額均

不大。

3.勞工受保護、勞工成本逐年增加：巴國勞工法偏向保護勞工，且

近年來每均調漲最低薪資，致使勞工成本逐年增加。

4.不熟悉當地法令，偶遭罰款：由於語言差異，加上當地會計師及

律師良莠不齊，部份廠商因不熟悉稅務而遭罰款。

5.未注重環保引起抗議：少數廠商從事高污染產業，因未重視環保

，引起鄰近居民之抗議。

6.基礎建設落後：巴國水電資源雖豐，但輸送線路不足，常影響投

資進度，此外，通訊落後，電話門號不僅價格昂貴，且取得困難

。

7.地處內陸，運費昂貴。

8.海關、梲務行政缺乏效率，執法不公，造成實際成本增加。

9.技術工人缺乏。

10.治安不佳，我投資廠商臨人身財產安全問題。

三、中巴雙邊貿協定



協定名稱 簽署日期

中巴貿易及經濟合作條約 1962/5/11

中巴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1973/2/15

中巴觀光協定及中巴投資協定 1975/9/25

中巴引渡條約 1986/4/24

中巴相互投資保證協定 1992/04

中巴租稅協定 1994/04

中華民國政府與巴拉土共和國政府

貿易暨經濟合作條約修訂議定書
1995/8/26

中華民國與巴拉圭共和國貿易暨經

濟合作條約便利貿易補充議定書
1997/9/17

中巴空中運輪協定 1997/9/17

中巴兩國加強智慧財產權聯合聲明 1997/4/18

中巴兩國保護智慧財產權協定 2000/11/23

四、中巴經濟合作會議

中巴兩國為增進雙邊經貿之發展，並鞏固傳統邦誼，自一九八七年召

開一年一度的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第十二屆中巴經濟合作會議於二

０００年十一月廿日至廿三日在中華民國台北經濟部召開，由中華民

國經濟部林部長信義及巴拉圭工商部長阿塞多共同主持。本屆會議雙

方就「工業暨投資合作」、「中小企業合作」、「貿易合作」及「農技合

作」等議題進行討論，並獲致具體結論，刻正積極推動中。

五、中巴經貿關係展望

近年來我對巴之貿易均為出超，且我自巴進口金額很小，巴亟盼能加

強拓銷產品至我國，我國一九九七年開始恢復自巴國進口黃豆，金額

達一七五六萬美元，一九九八年進口黃豆金額為七九八萬美元。一九

九九年由於巴國經濟不景氣，出口持續衰退，在此情況下，更希望我

能增加對巴採購，我國業已向巴國採購黃豆油。此外，該國並建議我

可加強協助巴國拓展其他具有競爭力之產品如植物油、皮革、精油、

馬黛茶及棕櫚樹芯等。因此在我國積極拓展中南美洲市場、持續辦理

「推動巴拉圭產品輸銷中華民國行動計畫」、「推動中華民國廠商對巴

拉圭投資行動計畫」，及推動巴拉圭廠商參加今年六月在華舉辦之「拉

丁廣揚－中南美友邦商品展」，加上中南美洲經濟自二０００年已逐漸



復甦的情況下，藉由中巴兩國政府及民間的努力，二００一年雙邊經

貿關係將可望進一步提升。



巴拉圭主要產業發展概況（附件十一）

一、紡織及成衣工業

(一)產業現況：

1.進口金額：成衣進口金額約四、八四０萬美元，有八０％屬於男、

女上衣、套裝、襯裙等，二０％屬床單、毛巾及其他家飾用品。紡

織纖維及布料進口金額約四、二六０萬美元。棉質布料佔有二七％

，約七三％屬於人纖或混紡纖維布料。

2.進口國別：台灣、中國大陸、韓國、印尼、巴基斯坦、美國、巴西

、阿根廷、義大利、西班牙及印度等國家均有進口，其中以中國大

陸及巴西佔總數之五０至六０％。一般而言，棉織品以巴西為主要

進口國，而人纖及混紡纖維布料則以亞洲地區為主。

3.紡織產業：巴拉圭國內唯一的紡纖維廠是專業生產棉布的織布廠。

年產能約一、００萬公尺其中 50％內銷、50％外銷巴西、阿根廷、

智利、烏拉圭、西班牙、義大利及加拿大等國家。所生產的棉布規

格重量為每平方公尺約一三０至五五公克。一九九九年初因巴西幣

大巾幅貶值，出口巴西的產品被迫停止，造成現有庫存量達四、０

００萬公尺。該公司已採取短暫停產措施為求避免大量積壓資金，

並尋求其他管道消化存貨及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俾能順利渡過

當前困境。該公司所聘用的從業人員約九五０名，直接提供 pilaur

市 40％居民的就業機會。

4.成衣產業：1995 年國內有一、０四０家的成衣廠，從業人員約四萬

人，成衣之年生產量約三、０００萬件，受到巴西幣貶值及經濟不

景氣的影響僅剩二五０家成衣廠，絕大多數屆中小型規模平均僱用

員工五至十五人，從業人員約降至一六、０００人。總產量減少三

０％。目前約有六％採取不定期開工生產，並兼經營出口業務，以

協助產能超過五０％，其餘的業者產能大多低於五０％。成衣素材

方面，除棉布外其他材質的面布及副料均仰賴進口，在供貨時效及

品質均不易管理及掌控，在成本上也無法降低是不利於市場競爭力

。然依南方共市之規定，只要屬於會員國所生產之產品如成衣生產



成本內的布料、裁剪、車縫、能源損耗、勞力成本等，其中總成本

超過五０％，即視為南方共市產品，可享有輪銷其他會員國的免稅

待遇。

5.工廠家數：目前紡織及成衣廠約二六０家，從業人員約一七、００

０人。

6.平均工資：從業人員每人每月約一八０至二００美元。

(二)面臨問題：

1.原料不足：生產素材除棉布外，其於餘如人纖及混紡布料所應用

的紗、布完全仰賴進口。至於成衣製品所需的主料（面布），副料

如：縫線、鈕釦、拉鋉、商（織標）、蕾絲、配件等亦需依靠進口

供應。

2.融資利率偏高：因受經濟蕭條及金融風暴影響，銀行營運艱困，

無法提供優惠利率，增加產業經營成本。

3.勞工權益高漲：依巴拉圭國家的勞工法規定勞工人數達三０人，

即可成立工會維護勞工權益，無形中增加經營者的勞工成本支出

。

4.幣貶連鎖反應：巴西幣值走貶後，巴西成衣紛紛非法湧入進口市

場，導致巴拉圭的國產成衣銷售量遽減三０至四０％，相對的出

口量亦減少五七％。另外歐、美地區之二手成衣亦大量傾銷進口

市場，對其國內成衣業的經營更是雪上加霜。

5.中小型規模廠林立：生產規模小，無法接受較具規模產能的訂單

來壓低生產成本，導致市場競爭力減弱。然資金、人力、技術均

較不足，應變能力相對變弱，無法適時配合市場腳步。

6.生產力低：廠房內無法看到有效的生產規劃、進步的製程與生產

技術，加工從業員緩慢，導致整體生產運作能力低落。

7.久缺熟練技術人員：技術培訓應有效規劃，強化職前及再職訓練

，提升產業技術水準。

(三)未來發展與做法：

1.充裕的勞工：三０歲以下佔全國總人口（五三五萬人）約六０％



，可勞動年齡層相當充裕。

2.電力充沛：電力為產業之原動力。巴拉圭與巴西兩國在邊界處共

同開發世界最大的水力發電廠（Itaipu），總發電量一千二百六十

萬千瓦。提供巴拉圭七二％電力，供應範圍遍及全境。

3.廉價的土地：巴國土地面積有四０六、七五二平方公里相當於台

灣的十一倍大，土地取得容易使得投資成本可降低許多。另有國

人所開發的工業區，可享有五以上的免稅獎勵優惠。

4.屬南方共市成員：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四國共同組合

而成的共市，以實施對外關稅，於一九九五年一月起共市外關稅

平均為一七％，未來計畫調降至一四％。就購買力而言南方共同

市場擁有超過二億人口的消費市場，生產總值約一兆兩千億美元

，佔拉丁美洲的 54％，巴拉圭位處南方共市心臟地帶是未來共市

發展的重要樞紐。

5.若能利用上述優點先行獎勵技術層次較低勞力密集來料加工廠，

累積技術與資金後再向高層次紡織品發展（設立專學機構）。

6.建議先收集產學相關資料，請求政府協助與台商合作培訓優秀技

術人員切實評後投資設廠。

二、食品加工業

(一)產業現況與面臨問題

1.巴拉圭產業結構最近十年來並無顯著改變，服務業一直是最大產業

，占國內生產笆額比例 50％以上。而生產部門則以農業為主，所佔

比例為 27.4％，製造業則由!990 年的 16.1％降至!4.1％，顯見巴國

一直無法突破瓶頸，向製造業轉型。

2.巴拉圭在加入南方共同市場後，對其國內工業發展無異是雪上加霜

，反而門戶洞開，讓巴西及阿根廷兩大強權之工業產品長驅直入。

1996 年巴拉圭製糖工業因不敵巴西大量進口蔗糖的競爭而宣告倒閉

的多達數十家。

3.根據巴國工業聯盟表示，於南方共同市場中，巴拉圭工業產品輸出

甚少，而巴國輪出至阿根廷、巴西及烏拉圭之產品 60％為農產品，



巴拉圭為銀河流域國家中農業原料之供應國，產品最無附加價值。

另據巴國企劃部之研究，巴國當地工業使用基礎或次級之技術高達

約 70％，多數工廠所指用之機器及技術均非常老舊，使用之設備平

均達 20 年，產能低落，凡此皆是導致工業不振的另一主要原因。

4.目前巴國工業界中以食品加工業佔全國工業總產量值 37％最高，為

巴國現階段最重要的工業項目。居第二位首為木材工業（15％），再

其次為飲料業佔 10％，因其立為廣義的食品工業，二者合計高達 47

％，可見巴國工業仍依處於依賴其天然農牧資源的初級產業加工為

主。

5.另從巴拉圭主要出口產品項目觀之，2000 年其主要出口產品為種子

油、棉花、黃豆、牛肉及其內臟林材及其製品，故如能針對此等項

目進行投資加工，以提高其附加價值，對其產業及經濟發展，應有

助益。

6.食品加工業是巴國製造業的最大部門，但以供應內需為主，食品加

工廠大多由當地人投資生產，主要產品為肉品、食用油、麵粉、烘

焙食品、砂糖、乳酪、澱料食品及飼料，其次為果醬、罐頭水果、

煻果及咖啡。

7.近十年來，巴國食品加工業成長 25％，飲料及煙草業成長,為巴或成

長快的工 32.5％，為巴國成長快的工業，目前巴國整體工業停滯不

，前但食品加工業及飲料、煙草業仍有 2.2％的成長，足見其仍具有

市場潛力。

8.巴拉圭為農牧業國家，農業方面主要大宗產物為黃豆、棉花及玉米

等多種蔬果。巴國 1998 年黃豆產量達 286 萬公噸，較 1997 年成長 7

％，出口額達 4 億 3235 萬美元，佔巴國出口總額 43.1％，為巴國之

經濟基礎。巴國黃豆耕種面積及產量於近六年來皆呈現成長趨勢，

!992 年至 1998 年間巴國黃豆耕種面積成長 82.6％，產量則成長

139.6％，主要供作出口，留供製油之用者約佔 19.5％。巴國黃豆加

工業於近年來則未出現顯著的成長。據資料顯示，1992 年 1997 年間

，巴國黃豆加工製品之成長率僅 4％，國內消費亦僅成長!4％。

9.巴國生產多種蔬菜及水果，主要之水果有葡萄柚、鳳梨、香蕉、柳



橙、草莓及葡萄等，主要之蔬菜為蕃茄、碗豆、馬鈴薯及棕櫚樹心

等。巴國水果及蔬菜尚少工業化，故較少出口，主要之商業化仍是

以生鮮蔬菜供應國內。1998 年巴或蔬菜出口約 23 萬美元,新鮮水果

外銷約 14 萬美元，加工後出口之水果產品約 128 萬美元,棕櫚樹心

罐頭食品出口約 177 萬美元，植物油外銷則冇 7240 萬美元。南方共

市成立後，成為巴拉圭蔬果輸出的大市場，惟因南方共市各國間仍

存在蔬果檢疫問題及部分關稅問題，玫使巴拉圭蔬果外銷南方共市

尚未能完全暢通及大量銷售。

10.巴拉圭水果主要加工業為新鮮果汁飲及濃縮果汁，其他為少數及小

型之水果加工業。天然新鮮果汁加工業大多為小型企業，生產後於

國內超市及小型售店銷售，近年來銷售量持續成長。加工出口之水

果主要有柳橙、葡萄柚果汁及鳳梨罐頭等。蔬菜加工業則非常少，

主要為蕃茄加品，包括濃縮蕃茄汁、蕃茄醬及其他製品等，目前巴

國正嘗試在乾旱之恰可地區推廣種植蔬菜，據稱成效良好，將推銷

至國際市場。

11.肉品加工業之上游產業為畜牧業，巴國畜牧業以牧牛為主，1998 年

產值為 3199 萬美元，較 1997 年減少 0.7％，為出口額則較上年成長

35.4％。依據日本國際協力團（JICA）資料顯示，巴拉圭所擁有的

土地之農牧用地中 77％係掌握在 1％之生產者手中，這些生產者所

擁有的土地均超過 1000 公頃，另外 84％的生產者擁有的土地則小於

20 公頃。而有 70％的生產者所擁有之牲畜數目低於十隻。目前巴國

畜牧業主要面臨的挑戰在於缺乏管理、牲畜種類挑選不當及無法掌

握市場。白肉（雞肉、魚肉）之食用增加影響牛肉之市場。另檢疫

能力及設備不夠完善，導致出口　經常遭遇障礙。由於上述各項壓

力，巴國牛肉多銷往非洲、東歐及前蘇聯等國家，其中以巴西為最

主要市場，佔出口額 27.8％。

(二)未來發展與做法

1.農牧業為巴國主要之經濟活動，農業原料如黃豆及棉花為主要作物

，黃豆油及黃豆製品為巴國傳統產業，惟技術落後及器老舊，我國



廠商如有意投資，仍應屬極具發展潛力之產業。

2.目前我廠高已投資之食品工業為製冰工廠及礦泉水工廠。

3.未來建議可投資具競爭力之食品工業如下：

(1)屬電力密集產業：葡萄糖、黃豆油。

(2)屬農產加工業：蕃茄、葡萄柚及鳳梨之濃縮果汁、冷凍蔬果、棕

櫚樹心、樹薯、胡椒、精油、庶糖极玉米加工品。

(3)巴國政府鼓勵投資之食品工業如下：

(一)冷凍屠宰肉類

(二)冷凍蔬東

(三)即溶馬黛茶

(四)各類熱帶及亞熱帶水果及其加工品

(五)砂糖

(六)其他電力密集產品：如葡萄糖、黃豆油等

(七)養豬事業及豬肉加工品

(八)其他各類食品加工業

三、大豆加工業

(一)產業現況：

1.大豆一向是巴拉圭農產品出口主力，亦是立國的經濟基礎。全國大

豆種植面積計達 120 萬公頃。1998 年共種植 108 萬 6,043 公頃計收

成 285 萬 5,742 公頃噸的大豆顆粒，平均每公頃生產 2,630 公斤。

1999 年因天災影響，僅播種 70 萬公頃，每公頃的大豆產量平均為

2,500公斤。今年生產初期再受乾旱的影響，預計只能到每公頃2.300

公斤的收成。

2. 巴 拉 圭 生 產 的 大 豆 全 部 由 大 型 控 股 公 司 如   Caugill

Agropecuauia  S.A. 及 Agrocereales S.A. 等來訂定收購價格。

為了確保收成賣價高，豆農大多為大片豆田的地主，擁有先進的機

械科技及儲藏糧倉。



3.儘管巴拉圭盛產大豆，惟大部份的初級產品皆供應出口，主要出口

國家包括日本、歐洲及美國。國內大豆生產業就像其他的農產品工

業，久缺相關加工業以提高產品的附加會值。目前僅有小部份產量

在國內加工生產食油及製成動物糧食（pellet）用途，且其生產的

大豆加工產品多供應國內小規模市場。

(二)面臨問題：

1.因巴國文化的影響，儘管豆漿的營養程度高，但卻無法為消費大眾

普遍接受。

2.巴拉圭生產產的醬油面臨鄰國巴西及阿根廷的產品競爭。

3.巴拉圭產製的大豆油色澤太深，較難打進國際市場。

4.豆芽菜的生產不需要太複雜的過程，現有主要客戶為東方人及經濟

文化水準較高的階層，因缺乏宣傳推廣只能慢慢入市場。目前在市

面上販賣的豆芽菜多為新鮮貨且品質不錯，但必須改善其包裝及解

決長期保存的方式。

5.巴拉圭亦生產大豆肉來取代一般的肉類，但其消費對象有限，同時

還得面對鄰國巴西、阿根廷品質較高的產品競爭。總體而言，巴拉

圭迄今未能充分推動發展豆漿、醬油、大豆肉及豆芽的大豆加工業

。

6.此外，巴拉圭目前沒有生產任何的鷇類（如小麥、玉米、燕麥、大

豆等）早餐，所有榖類早餐完全仰賴進口。鑒於這種食品業加工處

理已趨簡化，且機械市場中已推出榖類食品的整廠設備，可考慮引

進設備加工生產，惟亦須妥善因應鄰國巴西、阿根廷高品質產品的

競爭。

(三)未來發展與做法

1.傳統的大豆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起浮很大，必須研究發展相關加

工產品以求因應。

2.由於巴西、阿根廷的大豆加工業非常發達，這兩國具有先加工廠，

港口、糧倉及設備，巴拉圭如不大力發展大豆加工業，將很難提高

大豆的外銷競爭力。

3.大豆加工產品已在全球市場普遍認為是健康食品之一，未來的發展

潛力大為看好。



4.1999 年阿根廷大豆收成記錄為 2,000 萬公噸，其中出口 330 萬公噸

的顆粒，1,250 萬公噸的大豆粉，265 萬公噸大豆油。巴西、阿根廷

及巴拉圭的大豆出口價格基本上係比照芝加哥每公噸 FOB 報價．阿

根廷所佔優勢為內陸到港口的運輸費用低兼，每公噸約為 10 至 15

美元間，而巴西的運費為每公噸 20 至 25 美元左右。

巴拉圭為一內陸國家，運輸成本約 30 美元高於鄰國，惟巴拉圭具備較

的競爭力是氣候及土壤亟適合大豆的種植，且大豆平均含油量為 19

％，高於阿根廷 16％－18％及巴西 18％的大豆含油量。

5.如巴拉圭耕種大豆能採大量生產而且全面機械化的模式，亦將有助

彌補運輸高成本的缺失。

假設直接播種方式，並以全面機械化耕種達到平均每公頃 2,500 公斤

的平均收成量，則每公頃大豆生產成本計算詳如下表：



港口，且因木材製品屬體積 1.巴國從事木材工業約一萬家，95％皆

屬中小型工廠（員工為 3－５人家庭式經營）規模小無法承接大型訂

單，將來應輔導擴大規模鼓勵合併或投資，提技術與產才能在外銷

市場競爭。

2.巴國木材工業主要為家具合板、地板、製材小徑木合接產業，應吸

引外來投資獎勵木材工業升級引進先進製造機器設備，實施自動化

，訓練熟練技術工人，提高木材家具品質與種類，才能與巴西等共

同市場會員競爭賺取外匯。

3.目前未自動化木材利用率偏低形同浪費，應多鼓勵相關連產業前來

投資進駐，利用資源，生產新產品，創迼資本與利利潤，使木材家

具蓬勃發展。

4.巴國森林資源雖然豐富，原本成本低，但如未落實造林改善苶限制

開放砍俴，終有殆盡時候。加以生產之家具均以實木為主，如能改

變材料使用習性與鼓勵中小徑木拼板使用，則應可資源充分保持恆

久不盡供應無缺。

5.加工技術粗糙無法與巴西、阿根廷共市會員國家競爭，加上巴國內

陸國家木材體積大陸運費昂貴，運輸成本較有海運國家高，應速研

擬具時效及經濟可行之運輸網，節省運輸成本增加競爭能力。

6.建立產業及市場資訊消息，落實木材產業改善，確實輔導業者整體

轉型，手工業轉自動化機器經營，提高技術水準，擴大生產規模，

好好利用豐富資源，則本產業應大有可為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