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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Denmark)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3.05.23 

人口 582萬人(2020.6) 

面積 4萬 3,093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959億美元(2022) 

平均國民所得 65,141美元(2022) 

經濟成長率 3.6%（2022）4.7%（2021） 

失業率 2.5% (2022)、4.4% (2020) 

幣制 丹麥克郎(DKK), 1美元=6.89DKK(2023.05.23) 

貿易總值  2546億美元(2022)、2,466億美元(2021)  

進口值 1,255億美元(2022)、1,217億美元 (2021)  

出口值 1,291億美元(2022)、1,249億美元 (2021)  

主要進口項目 

小客車、運輸設備、石油及其製品、醫藥品及試劑、電

子機械及設備、機械與設備及零件、成衣及服飾品、辦

公室設備、自行車、雜項工業製品、通訊及電子產品、

金屬製品等(2022)。 

主要出口項目 

醫藥品、肉製品、機械部件、乳製品、一般工業用機械、

動力機械及設備、成衣、雜項製造品、電力機械及設備、

特殊工業專用機械、動物毛皮、金屬製品等(2022)。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瑞典、中國、荷蘭及挪威(2022)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瑞典、美國、荷蘭及挪威 (2022) 

資料來源: StatBank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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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 2022 年丹麥經濟面臨高通膨、高利率、能源危機及

出口衰退等多種不利因素之打擊，且 2022年第 4季

個人消費及房價均明顯下跌，經濟學家原預測 GDP

將負成長 1.2%，惟據丹麥統計局數據顯示 2022 年

GDP成長 3.6%，主因為製藥業表現亮眼。 

(2) 勞工市場壓力仍存在，企業仍面臨技術人才短缺的

困境，特是資訊科技人才，2022年 12月中旬就任之

丹麥聯合政府設定於 2030年前增加勞工 4.5萬人之

目標，以緩解缺工問題。。 

(3) 由於國際情勢不穩定，整體發展仍存在下行風險，

但由於丹麥目前並無出現明顯失衡的情形，顯示該

國經濟體應具足夠準備以因應可能風險，2022 年丹

麥商品出口總額雖受俄烏戰爭及全球經濟不景氣之

影響，仍較 2021年小漲約 3%。 

2. 經濟展望： 

2022 年丹麥經濟面臨高通膨、高利率、能源危機及

出口衰退等多種不利因素之打擊，且該年第 4 季個

人消費及房價均明顯下跌，多數經濟學家預期未來

就業人數亦將減少，至 2023年底將減少 7.5萬人，

經濟已朝衰退之路前進，經濟學家並預測 2023年丹

麥GDP將僅小幅成長 0.8%；至於通膨原可望於 2023

年下降至近 2%之水準，惟因 2023 年初之勞資薪資

談判使勞方 2023 年及 2024 年之平均薪資調漲幅度

約 5%，爰預期目前之高通膨將延後至 2025 年才可

能下降至合理範圍。 

重要經貿政策 
1. 丹麥於 2022 年 11 月舉行國會大選，原總理 Mette 

Frederiksen續任總理，並於該年12月組成跨黨派之聯

合政府，並提出未來之施政重點如下： 

(1).增加勞力供給解決缺工問題:設定 2030 年增加 4.5 萬

名勞力供應之目標。 

(2).緩解通膨及能源價格高漲:監控民生必需品價格，提供

民眾及企業延後支付電費及天然氣費之選項，政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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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部分延後支付衍生之利息。 

(3).課徵碳稅（包括農業）:丹麥政府已於 2022 年 4 月公

佈企業碳稅課徵機制，並預定於 2025 年實施，採逐

年累增方式，於 2030年達最高每公噸課徵 750克郎；

另為達減碳 70%之目標並兼顧公平，政府亦將研擬對

農業部門課徵碳稅。 

(4).改善部分政府公務部門之待遇:丹麥醫院護理人員及

養老院所照護人員對薪資不滿，時有罷工情形，且政

府預期未來隨人口老化所需之照護人力更多，爰將編

列 30 億克郎預算提高薪資以吸引更多人員加入前述

行業。 

(5).個人所得稅改革：將年淨所得超過 200萬克郎之個人

所得稅率自 55%提高至 60%。 

2. 丹麥國會於 2019年 12月通過氣侯法（Climate Act），

為全球首度立法管控氣侯之國家，明定至 2030年將減

少碳排放 70％之目標（以 1990年為基準）。 

3. 丹麥政府與該國 100 多家最具規模的公司合作，制定

新的學士學位承諾計畫(Bachelor Pledge)，為擁學士學

歷的國民提供更好進入就業市場的管道，以及提供從

職場返回校園的機會。目前參與公司的數量仍在擴展

中，預計未來會有更多公司加入。 

洽簽自由貿易

協定概況 

1. 丹麥係歐盟會員國，並無單獨對外推動或簽訂自由貿

易協定，但鑑於英國脫歐，丹麥部分產業(尤其是以

英國為第一出口國的乳製品業)認為和英國另簽貿易

協定將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同時丹麥企業也加緊對英

國的投資，希望在英國境內建設廠房，就地生產以供

應英國市場，減少可能的關稅衝擊。 

2. 主要港口：哥本哈根、歐胡斯、埃斯比約(Esbjerg，

離岸風電及鑽油等海事工程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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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丹雙邊經貿關係概況 

我國出口值 

4億 7,857萬美元(2022年) 

4億 7,472萬美元(2021年) 

4億 1,774萬美元(2020年) 

我國進口值 

10億 8,782萬美元(2022年) 

7億 8,275萬美元(2021年) 

4億 1,158萬美元(2020年) 

貿易總額 

15億 6,679萬美元(2022年) 

12億 5,747萬美元(2021年) 

8億 2,932萬美元(2020年) 

主要出口項目 

電腦及通訊設備、辦公設備、不銹鋼扁軋製品、積體電

路、電線電纜、腳踏車、路由器、電動腳踏車、汽車零

配件、塑膠製實驗室用品、塑膠製品、鋼鐵製品、液晶

裝置、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非旋轉式手提氣動工具、

晶圓、鋼鐵製自攻螺釘、其他鋁製品 

主要進口項目 

發電設備、冷凍豬肉、液體泵、抗排斥藥物、升降機、

魚渣粉、其他藥物、奶粉、馬鈴薯澱粉、靜電式變流器、

矽晶棒、多用途工業機器人、其他觸媒、助聽器、劑量

電壓器、酵素、肝素與鹽類、乳酪 

我國對丹麥投資 
15 件，金額達 1 億 123 萬美元(本部投審會統計 1952

年至 2023年 4月止)  

丹麥對我國投資 
153 件，金額達 68 億 5,704 萬美元(本部投審會統計

1952年至 2023年 4月止)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丹麥 Green Energy Cluster產業聚落組團於 2023年 3月

赴臺參加臺北國際智慧城市展活動，並於 3月 29日與

國經協會合辦第 2屆臺、丹經濟合作會議，雙方聚焦綠

能產業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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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經貿協定 

臺丹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2005年) 

資料來源：駐丹麥代表處經濟組、貿易局及投審會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