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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國家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16.10.14 製 

人口 12 億 5,200 萬人 

面積 328 萬 7,590 平方公里 

國民生產毛額 US$ 1 兆 6,820 億 

平均國民所得 US$1,164 

經濟成長率 2015-16 財政年度：7.8%；2016-17 財政年度(F)：7.4% 

失業率 4.9% 

外匯存底 US$3,250 億(2016.2) 

外債 US$4,752 億 

外人直接投資 US$3,731 億 

進口總值 

US$ 3,697 億（2010-11, +28.23%） 

US$ 4,893 億（2011-12, +32.33%） 

US$ 4,907 億（2012-13, +0.29%） 

US$ 4,502 億（2013-14, -8.26%） 

US$ 4,480 億（2014-15, -0.48%） 

US$ 3,796 億（2015-16, -15.28%） 

出口總值 

US$ 2,511 億（2010-11, +40.49%） 

US$ 3,059 億（2011-12, +21.83%） 

US$ 3,004 億（2012-13, -1.82%） 

US$ 3,144 億（2013-14, +4.66%） 

US$ 3,103 億（2014-15, -1.23%） 

US$ 2,611 億（2015-16, -15.85%） 

印度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提煉製品、黃金、未加工鑽石、煤礦、液化天然氣、通

訊器具、棕櫚油、銅礦、銀、汽油、資料自動處理機、燃油

柴油、船舶、汽車零配件、航空器 

印度主要出口項目 

石油提煉製品、鑽石、銀製品、醫藥製劑、稻米、小客車、

棉紗、冷凍禽肉、汽車零組件、棉花、飛機及航空器、冷凍

蝦、黃金、行動電話 

主要進口來源 
2014-15 財政年度印度前 10 大進口來源依序為中國大陸

(604.1 億美元)、沙烏地阿拉伯(282.4 億美元)、阿拉伯聯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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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國(260.1 億美元)、瑞士(221.3 億美元)、美國(218.2 億美

元)、印尼(150 億美元)、卡達(146 億美元)、伊拉克(142.5 億

美元)、奈及利亞(136.8 億美元)及韓國(135.3 億美元)。台灣

(40.28 億美元)排第 30 名。 

主要出口市場 

2014-15 財政年度印度前 10 大出口市場依序為美國(424.5 億

美元)、阿拉伯聯合大公國(330.3 億美元)、香港(136 億美元)、

中國大陸(119.4 億美元)、沙烏地阿拉伯(111.7 億美元)、新加

坡(99.9 億美元)、英國(93.2 億美元)、德國(75.4 億美元)、斯

里蘭卡(67 億美元)及孟加拉 (64.6 億美元)。台灣(21.79 億美

元)排第 38 名。 

二、印度對外洽簽 FTA 現況 

已簽署 

1. 印度非洲貿易協定(1986.10.4 與非洲 19 國簽署) 

2. 印度斯里蘭卡自由貿易協定(1999.12.28 簽署) 

3. 印度阿富汗優惠關稅協定(2003.3.6 簽署) 

4. 印度智利優惠關稅協定(2005.1.20 簽署) 

5. 南方共同市場優惠關稅協定 (2005.3.19 簽署） 

6. 亞太貿易協定1
(2005 簽署) 

7. 南亞自由貿易協定2
(2006.1.1 生效) 

8. 印度不丹貿易協定(2006.7.28 簽署) 

9. 印度新加坡全面經濟合作協定(2007.12.20 簽署) 

10.印度韓國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2009.8.7 簽署) 

11.印度尼泊爾貿易協定(2009.10 簽署) 

12.印度東協貿易協定(2010.1.1 生效) 

13.印度芬蘭經濟合作協定(2010.3.26 簽署) 

14.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服務業貿易協定 SATIS(2010.8.29 簽

署) 

15.印度馬來西亞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2010.10.27 簽署) 

16.印度日本經濟合作協定(2011.2.16 簽署) 

17.印度東協服務貿易協定(2013.10.8 簽署) 

18.印度東協投資貿易協定(2014.11.20 簽署) 

                                                      
1
 為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所屬區域貿易協定，涵蓋孟加拉、南韓、中國、印度、寮國及斯里蘭卡。 

2
 南亞自由貿易協定（South Asia Free Trade Agreement, SAFTA），成員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尼

泊爾、不丹及馬爾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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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中 

1.東協（自由貿易協定） 

2.泰國（全面經濟合作協定） 

3.孟加拉灣(自由貿易協定) 

4.海灣合作理事會(自由貿易協定) 

5.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優惠關稅協定） 

6.第 2 次檢視印度新加坡(全面經濟合作協定) 

7.追加印度智利協商(優惠關稅協定) 

8.印度南椎共同體(優惠關稅協定) 

9.歐盟(廣泛貿易投資協定) 

10.EFTA(BBTIA) 

11.亞太貿易協定(優惠關稅協定) 

12 印度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 

13 印度加拿大(全面經濟合作協定) 

14 印度澳洲(全面經濟合作協定) 

15.印度印度尼西亞(全面經濟合作協定) 

16.印度以色列(自由貿易協定) 

研議中 
印度-土耳其 FTA、印度-秘魯 FTA、印度-東南非共同市場

FTA[3]、印度-北美自由貿易區 FTA、印度-歐亞經濟聯盟

FTA。 

三、 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現況：近 2 年來印度經濟成長趨緩，2015-16 財政年度

經濟成長率為 7.8%，預估 2016-17 財政年度經濟成長率

為 7.4%，另因食品及原油價格均處於可控制範圍，本年

度印度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為 5.61%，預估 2016-17

財政年度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為 5%，印度儲備銀行

於本年 4 月 5 日宣布降息一碼，降息後印度指標利率成

為 6.5%，盼有效增加投資並改善貿易逆差。 

2. 展望：印度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在印度製造、數位印

度、技能印度等政策，並健全財政赤字、鬆綁外人投資

法規限制、發展國內製造產業等。 

重要經貿政策 
對外貿易現況：2015-16 財政年度印度出口 2,611 億美元，

較上年度之 3,103 億美元減少 15.85%；進口 3,796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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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年度之 4,480 億美元減少 15.28%；2015-16 年度貿易

逆差為 1,502.14 億美元，出口不振係因對美、歐、日、中

國大陸等主要國家均呈現出口衰退，未達成 2015-16 年度

出口目標 3,250 億美元之目標。 

中期目標：目前印方最大之貿易逆差國為中國大陸，達每

年 400 億美元，印方盼中國大陸擴大在印度製

造生產，以減少雙邊逆差。 

長期目標：印度商工部於 2015 年 4 月公布 2015-20 外貿政

策(Foreign Policy)，盼於 2020 年達成商品及服

務業共 9,000 億美元之出口目標，使印度出口

金額占全球出口額之 3.5％。 

重要經貿措施 

1. 繼續加強與東南亞國家、東亞、美、歐、非洲及中國大

陸等之經貿關係。 

2. 解除或放寬外人投資限制，促進投資。 

3. 稅制改革：調降公司稅、關稅等各種稅率；另研擬單一

之商品及服務稅(Goods and Service Tax)，盼簡化稅制。 

4. 持續金融部門及國營事業之漸進改革。 

主要產業概況及未

來發展策略 

1. 產業概況：印度國內經濟主要由農業、軟體代工服務、

紡織、製藥、能源石化、電信通訊、汽機車、金融等主

要產業組合而成。 

2. 發展策略：解除非必要之產業管制規定、成立經濟特區

（SEZ）、扶植小企業、放寬外人投資金融、電信、航空

等特定事業之資產比率、成立資訊硬體及軟體園區，繼

續積極引進海外投資，包括資金、技術及管理實務等。 

投資機會 

1. 電子及資通訊產業：近年印度已成為全球電子產品成長

最快速之市場，帶動半導體、電子產品、消費性電子產

品、電腦暨週邊產品等龐大市場需求量。惟印度本土電

子廠商競爭力有限，多數電子產品均需仰賴進口，鑒於

印度電子產品進口金額持續擴大，甚至在 2020 年有可

能超越石油成為印度最大進口項目，印度政府已將發展

國內電子製造業列為重點政策，而電子產業向為我商強

項，實值得我相關電子廠商認真考慮來印度投資設廠。  

2. 智慧城市相關產業：印度總理莫迪於 2014-15 財政年度

預算報告中宣布將投入 760 億盧比於全國各地興建 100

個智慧城市，預期將提高都市化發展速度，創造大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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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與就業機會。智慧城市將以資訊網路科技為發展骨

幹，串聯大眾交通、住宅、衛生及各項生活機能資訊，

提供現代化城市之優質發展環境與競爭力，其衍生之商

機包括基礎建設、資通科技解決方案、綠能產品、營建、

機電設備等。 

3. 汽機車零組件：近年印度汽機車產業蓬勃發展，其中二

輪車輛及大型巴士產量排名全球第 2、重型卡車排名第

5、轎車排名第 6、商用車排名第 8，目前已有 35 家國

內外車廠於印度設廠。印度汽車產業聚落集中於普內、

德里、清奈、班加羅爾、加爾各答、阿美達巴等地。印

度幅員遼闊且基礎建設相對落後，我國汽機車零組件產

品即便物美價廉，若仍以進口模式供應，加計物流成本

後勢必不符車廠採購要求。長期而言，我商應慎重考慮

於印度投資設廠之可能性，以滿足車廠採購成本與及時

交貨之要件，俾爭取成為供應鏈體系一環。 

4. 紡織業：紡織業係目前台印推動產業合作之優先項目之

一，印度紡織業主要優勢在於同時擁有豐富的天然纖維

及人造纖維、中游紡紗棉線、染整，至下游布料及成衣

等供應鏈體系完整。各主要成衣品牌均在印度設有採購

中心，作為輸銷歐美市場之重要基地，我紡織業廠商應

積極爭取相關商機。 

5. 電機電氣：印度用電年年成長，惟多數地區供電不足且

電壓極度不穩，電力部門為政府積極投入資金改善的基

礎建設之一，尤其發、輸、配電系統的改善更迫在眉捷，

對相關之電機設備需求殷切，另家庭用的小型發電機、

蓄電池、不斷電式電源供應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穩

壓設備亦有龐大需求，我相關零組件或是終端產品製造

商均可考慮來印投資。 

6. 食品加工：印度農業發達、原物料豐盛且 12 億人口之

消費量提供發展食品加工業之最佳利基，係印度政府重

點發展產業之一，目前印度食品加工產業當務之急係提

升食品物流倉儲設備，以降低配銷途中之損壞比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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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產業界所需之技術性勞工、建立全國性食品安全標

準、提升食品檢驗技術、促進研究機構與產業合作等。

我食品業者經多年發展，製造水準及研發技術極具競爭

力，如能進入印度市場長期深耕，開發出適合印度口味

的包裝飲料、零食及速食麵等，應能開創新的投資商機。 

7. 基礎建設營造：印度近年來積極改善基礎建設 2015-16

年度投入 7,000 億盧比改善電力、水利、道路、鐵路等

工程，政府亦鼓勵民間企業以公私協力模式方式參與投

資。另由日本政府協助印度規劃長達 1,483 公里的德里-

孟買工業走廊未來商機龐大，印方歡迎我國爭取相關工

程及周邊產業發展所衍生之龐大商機。 

8. 健康照護產業：健康照護產業涵括醫院、醫藥、診療、

醫療器材及醫療保險等 5 大部分。該產業產值至 2014

年達 700 億美元，平均年成長率達 12%。由於印度民眾

隨者所得提高對醫療品質與服務之要求大幅增加，對印

度健康照護產業體系帶來巨大挑戰與無限商機。另印度

醫療器材市場 85%仰賴進口，且市場成長迅速，提供外

商投資設廠，爭取內需市場之機會。 

9. 觀光及飯店業：觀光服務業係印度重點發展產業，以印

度遼闊之地理景觀、歷史文化及宗教節慶等多元條件，

觀光市場之潛力仍極待開發與成長，估計至 2017 年印

度觀光服務部門產值將達 428 億美元。帶動產業成長之

原因包括中產階級增加、海陸空交通之改善、生活型態

改變、國際行銷成功等因素。另印度觀光產業投資機會

包括醫療旅遊、渡輪旅遊、瑜珈旅遊、探險旅遊等領域。 

 

四、 臺灣印度雙邊經貿關係 

印度係我第 18 大貿易夥伴，第 16 大出口國、第 22 大進口來源(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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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出口值 US$ 25 億 3,142 萬（2009，-15.82%） 

US$ 36 億 2,838 萬（2010，+43.37%） 

US$ 44 億 2,737 萬（2011，+22.02%） 

US$ 33 億 8,448 萬（2012，-23.56%） 

US$ 34 億 2,291 萬（2013，+1.05%） 

US$ 34 億 2,498 萬（2014，-0.06%） 

US$ 29 億 3,349 萬（2015，-14.37%） 

US$ 21.13 億美元(2016 年 1-9 月，-8.6%) 

我國進口值 US$ 16 億 2,387 萬（2009，-30.40%） 

US$ 28 億 3,745 萬（2010，+74.94%） 

US$ 31 億 3,648 萬（2011，+10.54%） 

US$ 26 億 2,364 萬（2012，-16.35%） 

US$ 27 億 5,134 萬（2013，+4.86%） 

US$ 24 億 8,532 萬（2014，-9.6%） 

US$ 18 億 7,825 萬（2015，-24.42%） 

US$ 13.68 億(2016 年 1-9 月，-8.8%) 

我國主要出口項目 聚氯乙烯(3.34 億美元)、無線電話(1.83 億美元)、銀及其半

製品(1.47 億美元)、不論是否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酮(1.18

億美元)、聚醯胺(1.08 億美元)、多元羧酸(1.07 億美元)、

聚縮醛(0.85 億美元)、酚及其鹽類(0.79 億美元)、固態非揮

發性儲存裝置(0.76 億美元)、飽和非環一元羧酸(0.73 億美

元)。 

我國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提煉製品(1.31 億美元)、合金鐵(1.29 億美元)、未經塑

性加工鋁(0.95 億美元)、未經塑性加工鋅(0.72 億美元)、鑽

石(0.62 億美元)、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0.62 億美

元)、小客車(0.61 億美元)、未精梳之棉花(0.44 億美元)、

花崗岩(0.42 億美元)、合成有機著色料(0.41 億美元)。 

我對印度投資 1. 3 億 1,898 萬美元，58 件（經濟部投審會，2016 年 7 月）。 

2. 另依印度商工部資料，2000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臺

商對印度直接投資累計 1.67 億美元，居各國對印投資第

38 位。 

3. 依經濟組統計，我商目前在印投資約 90 家，投資產業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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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食品、鞋、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石化、機械設

備、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金融、物流等。主要廠商有：

中鋼、華碩、微星、宏碁、聯發科、中信銀、鴻海、台

達電、東元、中鼎、正新、臺橡等。 

印度對我投資 1. 5,663 萬美元，410 件（經濟部投審會資料，2016 年 7

月）。 

2. 主要投資產業為：資訊及通訊傳播業、批發零售業、製

造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 

重要民間會議 1.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91.1.1 起改由中華民國國際經濟

合作協會持續推動）與印度商工總會自 1992 年起，每

年輪流在兩國舉行雙邊經濟聯席會議。2015 年 10 月 5

日在臺北舉辦第 15 屆。 

2. 近年臺、印雙方資通訊產業之交流尤其熱絡 

(1)我國資訊工業策進會於 2004 年 2 月與印度軟體協會

（NASSCOM）簽訂合作備忘錄。 

(2)2005 年 6 月與印度 IT 製造商協會（MAIT）與簽署合

作備忘錄。 

(3)2006 年 10 月印度商工總會與外貿協會簽署合作備忘

錄。 

(4)2007 年 12 月，我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與印度

IT 製造商協會（MAIT）簽署合作備忘錄。 

(5)2009 年 7 月，我紡拓會與印度成衣出口推廣協會

(AEPC)簽署合作備忘錄。 

(6)2010 年 5 月我工業總會與印度商工總會簽署合作備忘

錄。 

(7)2012 年 9 月電電公會與臺北市進出口公會分別與

FICCI 簽署合作備忘錄。 

(8)2013 年 9 月電電公會與印度軟體科學園區推動辦公室

簽署合作備忘錄。 

(9)2014 年 9 月貿協與邦加羅爾世貿中心簽署合作備忘

錄。 

(10)2014 年 12 月貿協與全印度工業總會簽署合作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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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11)2015 年 12 月 10 日資策會與印度電子產業協會

(ELCINA)簽署「資通訊產業合作備忘錄」。 

(12)2016年 9月 12日我國駐印度代表處與印度-臺北協會

簽署「臺印度農業合作瞭解備忘錄」及「臺印度航空

服務業協定」。 

雙邊經貿協定 已簽訂：雙邊通航備忘錄（2001.7.5 簽署，2006.7 修訂） 

        投資保障協定（2002.10.17） 

        科技合作備忘錄（2007.4.18） 

        關務互助協定（2011.7.12） 

        教育合作交流備忘錄（2010.3.10） 

        避免雙重課稅協定（2011.7.12） 

        貨品暫准通關證協定及議定書（2013.3.20） 

        中小企業合作備忘錄（2015.12.10） 

        農業合作瞭解備忘錄（2016.09.12） 

        航空服務業協定（2016.09.12） 

洽簽中：符合性評鑑作業雙邊合作協定、金融監理合作備

忘錄、阿里山森林鐵路合作備忘錄、優質企業相

互承認工作計畫 

雙邊互訪情形 1. 2008 年 9 月，貿易局黃局長志鵬訪印，主持第 2 屆「印

度臺灣工業展」開幕外，並訪問印度外交部及商工部

等單位。 

2. 2008 年 12 月，財政部關稅總局李副總局長茂率團訪

印，與印度財政部舉行第一次關務合作會議。 

3. 2008 年 12 月，國經協會與印度商工總會在臺北共同舉

辦「第 11 屆臺印(度)經濟合作會議」。 

4. 2009 年 3 月，印度學者古南吉 Mr. Ranjit Gupta（前駐

臺代表）一行拜會經濟部林次長聖忠。 

5. 2009 年 3 月，印度通訊製造協會(CMAI)主席 Mr. N K 

Goyal 拜會貿易局黃前局長志鵬。 

6. 2009 年 3 月，印度人民黨(BJP)上議院國會議員 Dr. 

Najma Heptulla 等一行拜會貿易局黃局長志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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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9 年 4 月，印度外交部東亞司司長 Mr. Vijay Gokhal

（前駐華代表）拜會貿易局黃局長志鵬。 

8. 2009 年 6 月，印度資訊產品製造商工會(MAIT)秘書長

Mr. Vinne Mehta 來臺參訪我資通訊產業，並與國經協

會、貿協及臺北市電腦公會在臺北世貿舉辦「臺灣與

新興市場資通訊產業論壇」。 

9. 2009 年 9 月，貿易局徐副局長純芳代表經濟部率領貿

協之「2009 年南亞貿易暨投資訪問團」赴印度清奈參

加「2009 年印度臺灣工業展」，並拜會 Tamil Nadu 州

官員及臺商企業。 

10. 2010 年 5 月印度智庫「德里政策會」董事會主席 Mr. K. 

Shankar Bajpai 拜會經濟部梁次長國新。 

11. 2010 年 5 月，印度外交部東亞司司長 Mr. Gautam 

Bambawale 拜會經濟部黃前次長重球。 

12. 2010 年 5 月印度通訊與資訊科技部助理次長 Mr. 

Rakesh Singh 訪臺，參觀「臺北電腦展」及參加資策會

「臺印電子化政府交流論壇」，並拜會臺積電、友達及

東元等。 

13. 2010 年 9 月，經濟部黃前次長重球率團赴印度新德里

參加「第 5 屆臺印度次長級經濟諮商會議」及「第 12

屆臺印民間經濟合作會議」，並參加「第 4 屆印度臺灣

工業展」。 

14. 2011 年 1 月印度商工總會組團來臺尋求貿易及投資商

機，由 IT 製造廠 Valingro Group 總裁領軍，團員包括

瓷磚、製藥、汽車零組件、貿易等代表共 32 人。 

15. 2011 年 2 月 20 日至 25 日經建會劉主任委員憶如赴印

度新德里、孟買、阿米達巴等地舉辦招商大會，團員包

括政府部會及業者，計逾 80 人。 

16. 2011 年 3 月 30 日印度外交部前任常務次長 Kanwal 

Sibal 大使及印度國家安全諮詢委員 Dr. C. Raja Mohan

拜會經濟部梁次長國新。 

17. 2011 年 4 月 11 至 14 日印度資訊科技部高層代表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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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Ajay Kumar 率領，來臺拜會聯電、富士康、友達、

聯發科、日月光、南亞、宏達電、和碩、世界先進、晶

亮電、億光電、晶發電、晶亮電及工研院等，期盼吸引

我半導體晶片製造大廠前往印度投資。 

18. 2011 年 6 月 7 日印度商業報紙 Business Standard 總編

輯 Dr. Sanjaya Baru 拜會黃前次長重球及「加強對印度

經貿工作小組」代表。 

19. 2011 年 8 月 23 日至 28 日經濟部梁次長國新率「100

年高層多功能印度經貿訪問團」赴新德里、清奈及孟買

3 地，拜會印度中央次長級官員，並促請印方與我早日

啟動 ECA 諮商、參加「第 5 屆印度臺灣工業展」、參觀

工業區、賣場以及與我當地臺商等。 

20. 2012 年 2 月 14 日印度 Karnataka 州政府資通訊部次長

Mr.  M. N. Vidyashankar 一行拜會經濟部黃前次長重

球。 

21. 2012 年 2 月 16 日印度 Orissa 州秘書長 Mr. B.K. Patnik

一行拜會經濟部黃前次長重球。 

22. 2012 年 4 月 25 日印度 Karnataka 州財政部次長 L. V. 

Nagarajan 一行拜會經濟部梁次長國新。 

23. 2012 年 6 月 24 至 28 日印度商工部產業政策暨推廣司

長 Mr. Tallen Kumar 訪臺，拜會經濟部梁次長、貿易局、

工業局、中小企業處及投資處，並參訪工研院及南軟育

成中心等。 

24. 2012 年 9 月印度商工部次長 Saurabh Chandra 率團訪臺

參加「第 6 屆臺印度次長級經濟諮商會議」。 

25. 2012 年 9 月經濟部卓次長率領「101 年高層多功能經貿

訪問團（印度）」赴新德里及班加羅爾等地，拜會中央

次長級官員及 Karnataka 省長，並見證電電公會及進出

口公會與印度商工總會簽署 MOU、參加「第 6 屆印度

臺灣工業展」、赴訪新德里及班加羅爾等地投資主管機

關、工業區及廠商，以及當地臺商等。 

26. 2013 年 1 月貿易局江副局長文若訪印，出席「第 6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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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印度次長級經濟諮商議題執行首季檢視會議」，拜會

印度商工部次長 Saurabh Chandra 等及訪視德里及孟買

臺商。 

27. 2013 年 3 月財政部許次長虞哲於訪印，見證雙方簽署

臺印度貨品暫准通關證協定及議定書。 

28. 2013 年 4 月印度商工部產業政策促進司長 Talleen 

Kumar 訪臺，出席「第 6 屆臺印度次長級經濟諮商議題

第 2 季檢視會議」，並拜會經濟部杜次長及農委會、關

務署及工業局等。 

29. 2013 年 6 月印度資通訊科技部司長 Ajay Kumar 率團訪

臺參觀臺北國際電腦展，並與我電子業者會談。 

30. 2013 年 8 月立法院蕭委員美琴訪問新德里，並拜會印

度外交部及財政部。 

31. 2013 年 9 月經濟部杜次長紫軍率高層多功能經貿訪問

團赴新德里及清奈，出席「第 7 屆臺印度次長級經濟諮

商議」及「第 7 屆印度臺灣工業展」 

32. 2013年 10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林副處長美雪訪問新德

里，並出席印度工業總會舉辦之印度中小企業高峰會

議。 

33. 2013 年 10 月印度 Punjab 州常務副州長 Rakesh Singh

率該州政府官員及產業界等 18 餘人赴臺訪問，舉辦投

資說明會。 

34. 2013 年 12 月印度資通訊科技部司長 Ajay Kumar 率資

通訊電子廠商訪問團來臺。 

35. 2014 年 1 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羅委員明才、翁委員重

鈞、許委員添財率國內金融機構主管訪印，赴 Gujarat

州參訪 Adani 集團 Mundra 自由貿易港。 

36. 2014 年 2 月金管會黃副主委天牧偕證券交易所林總經

理火燈赴孟買出席 OECD 舉辦之亞洲公司治理圓桌論

壇會議。 

37. 2014 年 3 月貿易局徐副長長大衛率團出席第 7 屆臺印

經濟諮商會議第 1 次檢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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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14 年 6 月 23 至 27 日印度紡織部司長 Mr. Sujit Gulati

率團拜會經濟部卓次長、紡拓會及紡研所等單位。 

39. 2014 年 7 月 27 至 31 日印度商工部產業政策及推廣部

門司長 Mr. Shailendra Singh、微型暨中小企業部門司長

Mr. S. N. Tripathy 訪臺，拜會經濟部沈次長、參加「第

7 屆臺印度次長級經濟諮商會議第 2 次檢視會議」並參

訪統一等。 

40. 2014 年 9 月 7 日貿易局楊局長珍妮率「103 年高層多功

能赴印度經貿訪問團」訪印，拜會印度商工部次長 Mr. 

Amitabh Kant、微型暨中小企業部助理次長 Mr. 

Amarendra Sinha 並參加「第 14 屆臺印度經濟(民)聯席

會議」，參訪中鋼印度公司、聯發科印度公司、出席「103

年印度國際工業展」、參訪臺北市電腦公會邦加羅爾辦

公室。 

41. 2014 年 10 月 7 至 11 日 Gujarat 州科技部次長 Mr. S.J. 

Haider 率企業訪團來臺，參訪「第 40 屆臺北電子產業

科技展」，並舉辦「Vibrant Gujarat 2015」投資高峰會與

B2B 洽談會。 

42. 2014 年 11 月 10 日貿易局與渣打銀行舉辦「聚焦東協，

放眼印度」論壇。 

43. 2014 年 11 月 14 日印度臺北協會午宴印度卡納塔卡州

商工處長 Smt. Ratna Prabha 一行 2 人。 

44. 2014 年 11 月 20 日印度臺北協會午宴西孟加拉州中小

企業及紡織部次長 Mr. Rajiva Sinha 與資訊科技及電子

部次長 Mr. Satish Chandra Tewary 一行 2 人。 

45. 2014 年 11 月 23 至 28 日，工業局呂副局長正華偕貿易

局徐副局長大衛及交通部許主秘國慶率「臺印度產業合

作訪問團」赴印參訪及推動產業合作；徐副局長並擔任

紡織分團團長，率紡拓會及業者與印度業者洽談合作。 

46. 2015 年 1 月 6 日，印度商工部次長 Mr. Amitabh Kant

率微型及中小企業部、外交部、資通訊部等 10 人來臺

參加「第 8 屆臺印度經濟諮商會議」，並與沈次長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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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 

47. 2015 年 1 月 10 日至 14 日行政院杜政務委員紫軍偕經

濟部卓政務次長士昭率「104 年經濟部臺印度產業高階

訪問團」訪印，並參加「Vibrant Gujarat 2015」高峰會，

期間並簽署紡織、造船及電子產業之合作備忘錄。 

48. 2015 年 4 月 26 日至 29 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楊局長珍

妮率團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 8 屆臺印度經濟諮商會

議」第 1 次貿易工作小組及第 1 次聯合工作小組會議。 

49. 2015年 7月 24日印度商工部產業政策及推廣部門司長

Shailendra Singh 率團參加「第 8 屆臺印度次長級經濟

諮商會議第 2 次聯合工作小組會議」。 

50. 2015 年 11 月 9、10 兩日在印度新德里商工部，與印方

就「印度對我國隨身碟(USB)反傾銷措施案」進行 WTO

爭端解決諮商。 

51. 2015 年 12 月 10 日，經濟部沈次長榮津偕貿易局徐副

局長大衛、資策會張董事長進福籌組「第 9 屆臺印度次

長級經濟諮商會議」訪問團赴印訪問，期間與印度商工

部次長 Amitabh Kant 召開會議、簽署「中小企業」及

「資通訊產業」兩項合作備忘錄，並安排考察台灣電子

產業聚落(TEMC)預定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