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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加中印尼文化經濟協會及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籌組的 2017 印尼參訪團，

團員包括副團長中印尼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理事邱伯達及副團長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秘

書長范良棟等共計 25人。此團是由林聖忠理事長率領，並邀請本行林水永理事主席參

加，參訪行程自 106 年 08 月 28 日至 9 月 3 日，前後共計 5 日。參訪期間除與外交部

駐印尼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忠大使會晤，並拜會印尼商工總會臺灣委員會、印尼臺灣

工商聯誼會聯合總會，也參訪印尼雅加達及萬隆等地台商，實地瞭解台商在印尼貿易投

資狀況。 

除參加既定行程外，並拜訪印尼全興水產 PT. Grobest Indomakmur 徐國興董事

長、顏煒峰總經理及中國信託銀行印尼子行黃豐志總經理及印尼建大輪胎 PT. Kenda 

Rubber Indonesia 曾勝敦副總經理，介紹本行配合政府執行新南向政策所提供之融資

與保證、當地銀行轉融資及輸出保險等業務，同時考察廠商拓展海外市場所需之貿易金

融服務，促進國際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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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新南向政策是政府對外經貿發展的重要策略，印尼是其中的重點國家，自然資源豐富，

擁有高達 2.5億人口，是東協國家中最大經濟體，其未來經濟成長不可忽視。為掌握當

前印尼商機，本次中印尼文化經濟協會結合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會員組成「2017 印尼

文化經濟訪問團」並由林理事長聖忠率領理監事及來自各產業界不同領域的會員代表

前往訪問雅加達、萬隆等地台商，協助團員實地瞭解印尼市場及經濟發展現況，特邀請

本行林水永理事主席參加本訪問團。本行亦利用此機會與當地台商代表座談並商務考

察，介紹本行配合新南向政策所提供之融資保證、當地銀行轉融資及輸出保險等金融服

務，協助我國企業在新南向國家擴大市場佈局，供台商作為拓展海外以及印尼市場的最

佳利器，近而增進雙邊經貿關係，為我國經貿在東南亞開創新局。 

貳、行程簡介及參訪團團員 

 

一、本次主要行程如下 

 

 

日期 行程安排 

8/28(一) 搭機抵達印尼雅加達，拜訪本行客戶全興水產印尼分公司 

駐印尼代表處宴請訪問團 

8/29(二) 拜會KADIN 印尼工商總會臺灣委員會 

參加台、印尼雙邊經貿商機研討會並與台商座談餐敘 

8/30(三) 拜會瑞興水泥公司（PT Jui Shin） 

參訪台商得滿製衣紡織廠、參觀萬隆會址 

與萬隆台商餐敘瞭解台商投資狀況 

8/31(四) 參訪萬隆台商咖啡園（金色百林莊園Golden Malabar柯百庠） 

團長答謝晚宴 

9/1(五) 拜訪本行客戶建大橡膠（印尼）有限公司PT. Kenda Rubber 

Indonesia. 

9/2(六) 參訪本行客戶張瑞芳企業有限公司雅加達子公司-PT. CHANG JUI 

FANG INDONESIA 

9/3(日) 啟程前往雅加達機場搭機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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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參訪團團員 

 

中印尼文化經濟協會及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共同舉辦 2017年 印尼參訪團參加

名單 

編號 姓 名 性別 服 務 單 位 及 職 稱 

1 林聖忠 男 中印尼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 

2 邱伯達 男 利信實業貿易公司董事長 

3 范良棟 男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秘書長 

4 林明燈 男 祥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榮譽董事長 

5 胡惠森 男 富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6 闕 圳 男 禎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7 劉至陽 男 皇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8 陳芬貞 女 印尼台商聯誼聯合總會諮商委員 

9 林水永 男 中國輸出入銀行理事主席 

10 吳燕秋 女 理事主席夫人 

11 李勝文 男 印尼歸僑協會副理事長 

12 羅芃安 女 安芳美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醫師顧問 

13 林士源 男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14 林育菁 女 臺灣土地銀行國外部科長 

15 李逄暉 女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16 吳紹禎 男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協理 

17 陳曉峯 男 三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18 賴子平 男 美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9 王耿偉 男 瑞昌彩藝股份有限公司 

20 賴榮淇 男 瑞昌彩藝股份有限公司 

21 方文章 男 前外貿協會特約記者 

22 李宇寶 女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專員 

23 周伶繁 女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專門委員 

24 蔡筱英 女 中印尼文化經濟協會代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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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印尼現況 

一、印尼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 

 

二、 基本資料  

首都  雅加達  宗敎  佛教、回敎 、天主教 

官方語言  印尼語 面積  191萬9317平方公里由

5大群島組成 

人口  2億5832萬人 

(2016年7月)  

與臺灣時差  -1 小時  

國內生產毛

額 (GDP)  

美金9321億元 

(2016年底) 

人均國民所得  美金3610元 (2016年)  

消費者物價

指數年增率  

+3.5%(2016年)  實質經濟成長率  5% (2016年)  

幣別  印尼盾 

Rupuiah, Rp.  

匯率  1 US$ = Rp.13436 

(2016年底)  

失業率  5.6%(2016年)  當地商業銀行放

款利率  

11.9%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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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準備  美金1,134.9億元  

(2016年底)  

外債  美金3165億元 (2016年

底預估值)  

外債占GDP比率 34%（2016年預估值） 

總出口值  美金1,444億元 (2016年)  

我國對印尼進口金額  美金43.26億元 (2016年)  

總進口值  美金1,356億元 (2016年)  

我國對印尼出口金額  美金27.45億元 (2016年)  

 

三、 政治概況 

印尼為多黨民主政治的總統制政體，總統為國家元首及最高行政首長，總統、副總

統 2004 年起由直接民選產生，任期 5 年，得連選連任一次。人民協商會議(People’

s Consultative Assembly，MPR)為印尼立法機關，由國會 (House of People’ s 

Representatives，DPR)及地方代表會議(Regional Representatives’ Council，DPD)組成，

分別有 560 名及 132 名議員，任期均為 5 年，得連選連任。最近一任國會議員及總

統，分別於 2014 年 4 月及 7 月大選後產生，任期至 2019 年 10 月。 

現任總統佐科威執政以來，施政目標著重於提振印尼經濟、改善基礎建設、吸引外

人投資，同時調整提升製造業結構與出口能力，以改善過度倚賴出口天然資源產

品，易受國際價格及國際需求影響出口之問題。此外，改善公共服務品質、打擊貪

腐、擴大現有衛生保健及教育的服務，並透過削減燃料補助節省預算，提供基礎建

設、農業發展及社會福利的支出，亦為政府之施政重點。 

四、 經濟概況及展望 

1. 印尼天然資源豐富，燃煤出口量、棕櫚油產量為全球第一，錫產量全球第二，

稻米產量全球第三，全球第四大人口國， 2016 年經濟結構中農業、工業、服

務業占 GDP 比重估計為 14.0%、40.8%及 45.3%。 

2. 印尼經濟成長以民間消費挹注為最，2014 年~2016 年民間消費占 GDP 貢獻度

分別為 57.1%、57.3%、57.7%，同期間實質 GDP 成長率分別為 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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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因政府進行基礎設施和鼓勵製造業進行投資之努力將需要時間才能對經

濟產生重大影響；此外，EIU 對於行政部門政策執行，例如勞動力市場靈活性

之推動、消除長期以來貿易和外商投資之保護主義等重大改革能力等持懷疑態

度，預估印尼近年經濟成長結構仍將由民間消費為關鍵支柱。展望未來，EIU

預估 2017 年經濟成長率續增為 5.1%，惟 2018 年預期中國大陸經濟大幅放緩，

衝擊印尼出口表現，EIU 預估印尼經濟成長率將降為 4.7%。 

3. 印尼 2014 年及 2015 年通貨膨脹率均為 6.4%，2016 年政府增加食品進口，糧食

價格受到抑制，加上全球石油價格下滑、印尼盾匯率穩定等影響，2016 年通貨

膨脹率降為 3.5%。預計 2017 年下半年家計需求將略有改善，糧食價格、油價

回調反彈等，EIU 預估 2017 年通貨膨脹率為 4.0%，仍在印尼中央銀行 3% ~ 5%

目標範圍內。預估 2018 年因印尼盾疲軟，致通貨膨脹壓力將增加，EIU 預估通

貨膨脹率預估為 5.3%。中、長期而言，持續改善基礎設施將有助於降低運輸和

物流成本，降低通貨膨脹率。 

五、 對外貿易及國際收支 

1. 印尼與其他 9 個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 ASEAN，

簡稱東協)成員業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將於 2018 年前取消區域內所有關税，

成員國也將在總體經濟與金融政策領域展開更緊密之磋商。2014 年 10 月佐科

威總統就任後為縮減經常帳赤字，政府推動各項改革政策，其中包括為鼓勵國

內加工對礦產出口實行限制、為提高經濟自給率對糧食商品實施進口限制等，

進口跌幅大於出口，2015 年貿易順差較 2014 年的 70 億美元增加至 140 億美元，

經常帳赤字占 GDP 比率亦由 2014 年的 3.1%降至 2.0%。2016 年受國際需求疲

軟出口減少、進口金額減幅高於出口減幅影響下，貿易順差增加至 154 億美元，

經常帳赤字降為 169 億美元，服務貿易赤字減少，將 2016 年經常項目赤字續降

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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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望未來，EIU 預期由於商品價格仍然疲弱，印尼盾相對穩定，基礎建設計畫

將推升相關進口需求，皆將使未來印尼貿易順差縮減；中國大陸經濟放緩，將

成為煤礦等產品之出口障礙，EIU 預期 2017 年及 2018 年經常帳逆差分別為 162

億美元及 188 億美元，經常帳赤字占 GDP 比率分別為 1.6%、1.8%。 

3. 匯率方面，EIU 預期 2017 年印尼盾匯率將保持相對穩定，印尼對外借款成本下

降，惟 2018 年隨著中國經濟成長減緩，投資者回歸新興市場，EIU 預期 2017 年

及 2018 年年底印尼盾兌美元匯率為 13,470、14,186 印尼盾兌 1 美元。外匯存底

方面，2016 年約為 1,134.9 億美元，支付進口能力約 8.53 個月，2016 年外債總

額較 2015 年增加 80 億美元至 3,165 億美元，外債占 GDP 比重由 35.8%降至

34.0%。債務結構方面，短債占外債比重由 12.61%降至 11.72%，短債占外匯存

底比重由 37.66%降至 32.77%。綜合而言，迄 2016 年底印尼外債總額遠高於外

匯存底，需注意其外部流動性之變化。 

4. 印尼係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之國家，為 G20 成員國之一，近年積極參與國際事

務，現任總統佐科威則採行「務實外交」的政策方向，強調外交政策要與國家

具體利益結合，經貿外交、保護 430 萬旅居海外之國民及勞工安全、透過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與鄰國協商海界爭議等為印尼目前推行之三大外交政策主軸。 

5. 對外貿易方面，2016 年印尼主要出口國有中國大陸(11.6%)、美國(11.1%)、日本

(11.1%)、新加坡(7.7%)等；主要進口國為中國大陸(22.7%)、新加坡(1.07%)、日

本(9.6%)、泰國(6.4%)等。與我國雙邊貿易往來方面，印尼是我國在東協第二大

投資目的國（僅次於越南），2016 年我國對印尼出口 27.47 億美元，進口 43.0

億美元，貿易逆差 15.54 億美元。2017 年 1-6 月對印尼出口 15.42 億美元，自印

尼進口 24.42 億美元。在貿易產品項目方面，2016 年我國對印尼主要出口機器

及機械用具(19.89%)、塑膠及其製品(8.92%)及鋼鐵(7.94%)；自印尼進口礦物燃

料(52.11%)、電機設備及其零件(4.67%)及木及木製品(4.28%)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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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外部評等及排名 

1. 標準普爾(S&P)於 2017 年 5 月 19 日因印尼政府整頓財政，穩定國家公共財政，

降低赤字大幅攀升風險，調升印尼長期主權信用評等，由 BB+調升至 BBB-。目

前國際三大信評機構惠譽(Fitch)、標準普爾(S&P)及穆迪(Moody's)目前分別給予印

尼 BBB-、BBB-及 Baa3 之主權債信評等，惠譽及穆迪皆給予印尼正向的評等展

望，標準普爾給予印尼穩定的評等展望。 

2. 世界經濟論壇公布最新「2016-2017 全球競爭力報告」資料顯示，印尼的競爭力

排名在全球 138 個參評經濟體中排名第 41 位，較上年度退步 4 名。另依國際透

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2016 年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6)」報告，印尼在 176 個國家或地區當中排名第 90 名，較上年度退步 2

名，與哥倫比亞、賴比瑞亞、摩洛哥及馬其頓列同一等級。依據世界銀行公布的

2016 年全球經商容易度調查，印尼在全球 190 國中排名 91 名，較上一年度進步

18 名。依據 COFACE 經濟研究評比，印尼在國家風險評估等級為 A4，景氣指標

為 B。依據 Euler Hermes 經濟研究分析，印尼國家評等為 B2，屬中度風險國家。

本行 2017 年 9 月給予印尼之國家評等為 C+，係屬債信尚可，投資級中評等最低

者。 

（資料來源：貿協全球資訊網、本行風險管理處國情報告、EIU、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進出口貿易統計、印尼央行、駐印尼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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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紀要 

一、與外交部駐印尼代表處會晤並拜訪本行客戶全興水產印尼分公司 

1. 外交部駐印尼代表處陳大使表示目前我國政府各部會及私部門均積極參與推動「新

南向政策」，臺灣人民與印尼人民在旅遊、教育、勞務等均關係密切，期望中印尼

文化經濟協會及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合組之參訪團，在未來不管是「經貿合作」、

「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等各方面，可持續秉持互立互惠原則

，加強深化台印尼關係。 

 

本次參訪團員與中印尼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林聖忠（左四）、印尼臺灣經濟交流協會

主席許龍川（S.D. Darmono）（左五）及外交部駐印尼代表處陳忠大使（右四）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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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拜會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印尼子公司 PT . Grobest Indomakmur 以下簡稱

「印尼全興」 

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4 年 11 月，致力於水產相關科技

之創新與研發，其業務範圍涵蓋育種、繁殖、水產養殖、原料飼料、營養與功能性

添加劑等，以及上述產品之加工與進出口貿易，為一世界級的企業，在中國大陸、

東協地區均設有轉投資事業。該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30.15 億元，合併營收中

約七成來自海外子公司。印尼全興於 1989 年 3 月成立，主要股東為 Grobest Indonesia 

Ltd.（99%)及董事長徐國興(1%)。該公司於 2014 年與本行授信往來，此行特別拜會

徐國興董事長、顏煒峰總經理及林孟榆財務經理，主要瞭解印尼全興之經營產銷情

形。該公司在印尼從事水產養殖飼料之製造及買賣，員工人數近 100 名，近幾年營

收持續成長，每年營收平均 3000-4000 萬美元，本業獲利能力也逐年提升。 

另母公司全興國際水產股份有限公司透過其國內控股勝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向經濟部投審會核備申請投資印尼 PT. Indomarine Aquaculture Farm 公司，預計在當地

從事白蝦養殖，銷售給當地冷凍加工廠作為加工出口用，未來建立白蝦的垂直整合供

應鏈與衛星廠。會後本人也特別傳達政府力推之「新南向政策」由本行主政，可提供

海外營建工程融資與保證等業務交換意見，探討未來合作商機。 

 

與 PT . Grobest Indomakmur (印尼全興）徐國興董事長（右一）及顏煒峰總經理（左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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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 KADIN 印尼工商總會臺灣委員會及參加台印尼雙邊經貿商機研討會 

上午拜會本次印尼主辦單位 KADIN 印尼工商總會臺灣委員會，針對目前台印

尼雙邊經貿議題討論對印尼產業鏈合作發展的共識，整合未來雙方合作方向及發展重

點，希望藉由本次活動強化產業合作內容，找尋未來合作商機。下午舉辦印尼雙邊經

貿商機研討會，由臺灣經濟交流協會主席許龍川同時也是 JABABEKA 集團創辦人暨總

裁（S.D. Darmono）親自主持，並由秘書長葉志隆（Alan Ye）簡報，介紹 Jababeka 集團

（東南亞是最大的開發商之一）希望在印尼成為城市建設的先驅者，目前正在進行的

開發案，包括新加坡 Sembawang 公司共同合作開發的肯德爾工業園區，還有臺灣共同

開發的印尼東部的摩若台島，以及雅加達舊城重建計劃。 

下午座談會氣氛熱烈，彼此就產業與投資、經貿與金融等項目充分交流意見，

在地台商與來自不同產業領域的訪團成員深入交談，有助於台印尼間的經貿交流。會

後本人並與中信託印尼子行黃豐志總經理會面，該銀行為本行轉融資簽約銀行，此行

除向其介紹本行配合新南向政策所提供之出口融資、當地銀行轉融資等業務，雙方就

印尼金融環境交換意見，希望多加利用本行轉融資業務提供新南向之優惠金融服務。 

三、參訪台商得滿成衣國際（股）公司紡織廠及生產麝香貓咖啡聞名的金色百林莊園 

台商得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早期工廠設於雲林縣二崙鄉，相中印尼當地紡織市

場需求大，同時印尼出貨到日、韓兩地零關稅，之後為節省人力成本，將整廠設備輸

出至印尼，並投資成衣加工廠 PT. Derma International ，目前均以臺灣接單，印尼出口。

得滿公司表示，印尼工業部於 2014 年至 2018 年實施紡織產業發展 5 年計畫，加速汰

換老舊設備，提升印尼紡織產業水準，並朝中高價位發展，以避免與中國大陸產品競

爭，未來極具發展性。 

金色百林莊園（Golden Malabar）生產的麝香貓咖啡是 2015 年在印尼舉行的亞

非領袖會議唯一官方指定咖啡，並獲印尼總統選為國賓級拌手禮。莊園負責人台商柯

百庠和西爪哇省政府合作，以生產麝香貓咖啡聞名，目前為配合政府新南向特以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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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為主體，結合溫泉、水上活動，設立生態旅遊園區，作為台印尼新南向觀光合

作的前鋒。 

 

 

本參訪團參觀金色百林莊園 Golden Malabar（生產麝香貓聞名的臺商咖啡園） 

 

四、拜會建大橡膠（印尼）公司 PT KENDARUBBER INDONESIA 

母公司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是臺灣輪胎雙雄之一，臺灣上市的優質廠商，

2016 年營收比重，轎車胎備胎 23.26%、機車外胎 21.10%、工業車外胎 15.50%、自行車

外胎 12.11%、其他 9.30%。2014 年 8 月董事會通過設立印尼新廠，2016 年董事會通過

對子公司-建大橡膠(印尼)有限公司增資擴建新廠。本行為支持該公司南向，亦授予建大

橡膠公司中期海外投資貸款額度。此行特別拜會曾勝敦副總經理，參觀生產自行車和摩

托車輪胎的工廠，此外該公司表示新廠的擴建計畫也正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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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大橡膠(印尼)有限公司曾勝敦副總經理（左一）合影 

 
資料來源：建大公司等網站及公司年報 

 
 

 

五、參訪本行客戶張瑞芳企業有限公司雅加達公司-PT. CHANG JUI FANG INDONESIA

（簡稱印尼張瑞芳企業）及瑞興水泥公司（PT Jui Shin） 

水泥產業是國家基礎建設的重要產業，目前印尼正處於基礎建設開發期，此時投

資水泥產業，可謂正逢其時。本團此次 8 月 30 日參訪瑞興水泥公司（PT Jui Shin），其

母公司是張瑞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2 年，資本額新臺幣 1.48 億元，主要以

生產銷售陶瓷面磚、璧磚等為主，員工人數 55 人，具年產量 1 萬 6 千公噸之牆面磁磚。

主要股東張瑞芳 58.85%、楊智華 36.01%。臺灣張瑞芳企業另投資印尼 PT. CHANG JUI 

FANG INDONESIA(臺灣張瑞芳企業持有印尼張瑞芳企業 51.55%股權)，位於雅加達，

2015 年及 2016 年營收/稅前淨利分別為 53,994 千美元/4,422 千美元、55,212 千美元/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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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美元。主要係經營自有品牌 KITA、PICASSO 及 ATENA 之瓷磚製造與銷售，除在印

尼各主要城市皆有代理商外，另有 22 家配銷中心。 

印尼瑞興水泥公司創始於 2001 年，負責人為張瑞芳，原以生產磁磚及石英磚為

主要業務，於印尼國內 35 家磁磚製造業中，瓷磚排第三名﹐石英磚第一名。後於 2011

年新增投資設立水泥廠，2014 年水泥事業開始投產，目前事業群分為磁磚部門及水泥

部門。磁磚廠位於北蘇門答臘，水泥廠位於西爪哇。經營自有品牌 GARUDA 水泥，在

印尼 16 家水泥業者中，其水泥市場市占率約 2%，內銷比重約 98%；該公司並計劃於

2018 年增建水泥二廠，本行為協助廠商推動新南向市場，亦於 2017 年 4 月參貸由中國

信託銀行（印尼）主辦之印尼瑞興水泥公司 2 年期國際聯貸案。 

 

瑞興水泥公司 PT Jui Shin 廠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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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興水泥公司 PT Jui Shin 廠區(二)         圖片來源：瑞興水泥公司網站 

  

本參訪團參觀瑞興水泥公司與該公司負責人張瑞芳先生於水泥廠區前合影（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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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 

一、 印尼擁有廣大內需市場，極具人口紅利優勢，因伊斯蘭教(回教) 占 87.2%，故在食

品、物流、醫療器材、旅遊、服飾、美妝產品等產業面，從原料採購、生產加工、

物流倉儲等每一環節均是 HALAL 認證的範圍，因此瞭解清真認證體系，可適度降

低投資障礙。建議台商在投資前，可先從文化生活面著手，瞭解當地市場及風土民

情，「以人為本」、「市場導向」為主軸，把東協市場當作臺灣內需市場的延伸，同

時利用中小企業靈活之優勢將自有工廠數位化、自動化和產業升級的經驗，與當地

廠商策略聯盟，互利合作，輸銷臺灣經驗至東協市場。 

二、 鑑於我國在國際空間受到打壓，建議政府強化與私部門合作，尤其是具發聲權的組

織商會，增加民間與官方的互動機會，透過產官學的合作，積極參與東協經貿合作

機制或雙方高峰論壇，建立臺灣企業與各東協國家間經貿平台，進行深度溝通及交

流。 

三、 目前本行在印尼有二家轉融資銀行 PT BANK CTBC INDONESIA(中國信託銀行印尼

子行) 、BANK MEGA TBK 鼓勵國外廠商利用轉融資銀行所提供優惠利率資金，

向臺灣廠商購買所需之原物料或機器設備，促進我國與印尼雙邊貿易，進而加強實

質經貿關係。 

四、 建議我國駐外單位或外貿協會可定期將駐地公共工程標案相關訊息公布於官網，

或將資訊傳回國內相關單位，以利廠商隨時掌握海外市場之動態。站在金融服務的

立場，輸出入銀行配合政府經貿政策，執行業務振興出口相關計畫、提供各項融資

、保證及海外銀行轉融資服務等協助廠商進軍海外。針對基礎建設及整廠輸出，提

供本國工程業者海外營建工程保證與融資，小型業主可能有債信不足的問題，若要

銀行開保證函會比較困難，最好能與當地知名業者合作。 

五、 建議廠商除積極參與當地經建計畫外，應注意帳款回收風險，近年來由於地緣政治

或政經局勢變動等因素，使海外市場政治風險升高，甚至可能會發生廠商在當地賺

了錢，卻無法匯回的窘境，「應收帳款保險」與「海外投資保險」的重要性可說與

日俱增，廠商應重新思考是否應強化國際貿易與海外投資的安全防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