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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Hungary)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4.3.6 

人口 960 萬人(2023)  

面積 9 萬 3,03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1,771 億美元(2022) 

平均國民所得 GDP 18,287 美元(2022) 

經濟成長率 -0.7%(2023) 

工業成長率 -3.6%(2024 年 1 月) 

失業率 4.5%(2024 年 1 月) 

消費者物價指數 3.8%(2024 年 1 月)/17.6%(2023) 

幣制 匈牙利福林(HUF)，1 美元= 361.95 福林 (2024.3.6) 

外債 2,856 億美元(2023.9) 

進口值 1,513.6 億美元↓5.01%(2023)   

出口值 1,612.6 億美元↑7.55%(2023)  

主要進口項目 機動車輛零組件、電話通訊設備、石油氣及其他氣態碳氫化

合物、電子積體電路、汽機車輛、化學品及化學製品、電力、

石油原油、藥品、瀝青礦物提取物(2023) 

主要出口項目 小客車、蓄電池、車輛零件、資料處理設備、藥品、電話通

訊設備、引擎、電纜、電汽控制設備、監視器/電視接收器(2023)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中國大陸、奧地利、波蘭、韓國、斯洛伐克、捷克、

荷蘭、俄羅斯、捷克、義大利(2023)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義大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波蘭、捷克、法國、

奧地利、美國、英國(2023) 

資料來源：匈牙利中央統計局、IMF 

21.1.1.4. Valu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HUF, EUR, USD, and in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ksh.hu) 

21.1.1.5.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ksh.hu) 

  

https://www.ksh.hu/stadat_files/gdp/en/gdp0004.html
https://www.ksh.hu/stadat_files/gdp/en/gdp0004.html
https://www.ksh.hu/stadat_files/gdp/en/gdp0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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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 匈國經濟將持續處於技術性衰退： 

匈牙利中央統計局(KSH)2024 年 3 月公布數據，2023 年匈牙

利經濟成長(GDP 年增率)衰退 0.7%，實質薪資下降、工業產

出放緩及民間投資萎縮等皆為經濟衰退原因；僅農業表現較

2022 年歷經乾旱之低基期有所成長。惟匈國國家經濟部長

Márton Nagy 宣稱，GDP 停滯僅為暫時現象，是外部市場疲

軟及高利率造成，政府 2024 年經濟成長目標仍維持 4%。 

匈國 ING 分析師 Péter Virovácz 指出，過去 27 年匈國共歷經

3 次經濟疲軟如 2009 年金融海嘯、2012 年歐債危機及 2020

年新冠疫情危機。繼 2023 年第 4 季經濟表現不如預期，恐難

期待之實質薪資上漲刺激消費，從而抵銷工業產出低迷，更

無法期待投資帶動景氣回溫，此解釋匈國政府何以強力推動

刺激經濟成長措施，且赤字占 GDP 比重將較預期更高。 

 (2) 貨品出口成長幅度創新高，貨品及服務貿易皆呈順差： 

2023 年匈國貨品對外貿易總額為 3,126.2 億美元，較 2022 年

(3,092.8 億美元)成長 1.08%。出口 1,612.6 億美元，成長

7.55%；進口 1,514 億美元，衰退 5.01%；貿易順差為 98.96

億美元。匈國外交貿易部長 Péter Szijjártó表示，2023 年出口

貿易創歷史新高，大額貿易順差成功抵銷 2022 年能源價格攀

升所致損失。 

2023 年匈牙利服務貿易出口成長 11.6%至 337 億歐元，進口

亦成長 6.7%至 227 億歐元，順差自 2022 年之 89 億歐元增加

至 109.5 億歐元。 

 (3)匈國持續吸引外人投資： 

依匈牙利外交貿易部 2024 年 1 月公布數據，2023 年匈牙利

吸引外人直接投資(FDI 金額超過 130 億歐元，較 2022 年 65

億歐元倍增，共計完成 209 件投資案；匈牙利政府挹注該等

投資案達 20 億歐元現金補助，創造 19,692 個工作機會。 

匈牙利勞動力是吸引投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再加上稅賦成

本低、基礎設施的發展、高值化的高等教育與穩定的政治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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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使匈牙利成為歐洲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之一。匈牙

利自 2012 年起實施「向東方開放(Opening to the East)」政策，

成功吸引中國、韓國、日本及印度等亞洲國家大型廠商赴匈

投資。2023 年 82%投資案件源自東方國家，最大外人投資國

為中國，惟從投資案量來看，匈牙利企業位居第 2，顯見匈

國企業亦逐漸強大可與外資競爭﹔德國及美國等西方國家亦

持續投資匈牙利，2023 年該 2 國投資案即創造 3,500 個工作

機會。 

(4) 隨通膨緩解調降基準利率至 9%： 

匈國基準利率於 2022 年 9 月達 13%，為近 20 年來高點。考

量匈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逐步下降、資本市場漸趨冷卻

及景氣前景低迷等因素，匈牙利央行(MNB)貨幣委員會自

2023 年 10 月起逐月大幅降息，於 2 月 28 日基準利率由 10%

下調至 9%，未來降息決策將隨總體經濟數據、通膨預期及

風險環境等全球趨勢謹慎評估。 

2. 經濟展望： 

(1) OECD 預估匈牙利 2024 年 GDP 年增率為 2.4%： 

OECD 建議：(A)匈牙利政府應改革現行減免家庭能源支出制

度，宜從價格上限轉為現金補助(cash transfers)弱勢家庭，獎

勵節能並提升住宅能源效率，減少匈國政府財政遭受國際能

源價格波動影響，亦降低匈國對進口能源之依賴。(B)考量通

膨及匯率之不確定性，建議匈牙利貨幣寬鬆政策以漸進方式

進行；倘通膨較預期失控，央行恐將長期維持高利率，進而

影響消費及投資，能源價格攀升亦將造成相同效應。(C)倘匈

牙利未能與歐盟就核撥資金達成協議，恐將進一步抑制投資

人信心，增加資金成本及福林貶值壓力。 

(2) 匈牙利獲歐盟核撥 REPowerEU 計畫及凝聚基金： 

歐盟執委會於 2023 年 12 月 8 日批准匈牙利修改後之復甦暨

韌性機制計畫(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Plan, RRF)並

核撥 REPowerEU 基金 7.795 億歐元。匈國能源部表示該筆

資金將用於擴大能源社區、增加儲能容量、廣泛使用生質能

源、沼氣、地熱及氫能，以及升級電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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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匈國區域發展部長 Tibor Navracsics 公開表示，歐盟執委

會於 2023 年 12 月中旬批准匈牙利司法改革計畫，匈國獲歐

盟核撥 102 億歐元資金，不受其他法治原則(rule of law)相關

程序阻礙。其餘 200 億歐元仍處凍結狀態，須待匈國滿足歐

盟尚有疑慮之多元性別 LGBTIQ 人權、學術自由及庇護權等

領域所有改善條件。 

(3)匈國業界預估 2024 年將有正面成長空間： 

匈牙利媒體 Budapest Business Journal 2024 年初專訪業界表

示，因應 2024 年歐洲將面臨經濟停滯、投資信心衰退等大環

境條件，難以預估匈牙利經濟將較 2023 年大幅邁進，但可期

待觸底反彈之微幅成長，並預估 2024 年匈國通膨及 GDP 成

長率預估將分別為 5-6%及 3-4%；受惠於 2023 年底匈牙利與

歐盟執委會達成協議，獲得部分凍結資金，促使延宕之專案

計畫終可啟動執行，預估將對 2024 年 GDP 成長有正面效益。 

重要經貿政策 1. 維持較低公司所得稅率，營造良好經商條件： 

匈牙利企業稅(corporate tax)採單一稅率 9%，為歐盟會員國最

低，在歐洲僅高於瑞士 8.5%；即使導入 OECD 提案之全球最

低企業稅率 15%，僅適用年收入逾 7.5 億歐元之跨國企業；地

方營業稅最高課徵營業收入之 2%。匈國政府另提供量身訂做

之課稅方案，企業可針對自身規模、營業額及特性等，選擇最

合宜之課稅方案，藉此以減少微型企業申報稅務之負擔，間接

避免微型及中小企業逃漏稅。 

2. 降低特定貨品增值稅(VAT)： 

2024 年匈國政府增加其他投資及更新抵免項目，如能源效率

減免稅額上限自 1,500 萬歐元增加至 3,000 萬歐元，申請要件

為能源效率須提高 20%﹔並新推出 eÁFA(e-VAT)稅務系統，增

加納稅簡便性。匈牙利 VAT 稅率雖仍為 27%，仍有例外產品

如嬰兒配方奶及乳製品等稅率降為 5%及 18%等。 

3. 2024 年最新課稅規定： 

(1) 課徵暴利稅(windfall tax)：匈牙利政府於 2022 年課徵“暴利

稅”(windfall tax)，要求金融保險業、零售連鎖店、能源公司、

電信公司、航空公司、大型製藥業者等將其“超額利潤”貢獻

給匈國新成立的公用事業保護基金及國防基金，為期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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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匈國政府修法調整對藥廠課稅制度，暴利稅依地

方稅法規定的藥品製劑及醫藥原料生產的稅基計算，由於稅基

改變，可納入全球企業最低稅負計算；而特別稅依地方稅法對

醫藥產品及醫藥原料生產的年度淨營業額徵收；2024 年度應

納稅額可扣抵購買固定資產及研發費用，最高可達稅額的

50%。 

(2) 擴大豁免個人所得稅適用對象：為鼓勵青年就業，25 歲以下

青年享有個人所得在固定額度下免稅待遇；並為鼓勵生育，

2020 年起養育 4 名子女的母親免繳個人所得稅，自 2023 年 1

月起，擴及 30 歲以下生育的母親免繳個人所得稅。 

(3) 未來所得稅及社會捐繳納規定將日趨簡化，電子收據及收據數

據服務之加值稅(VAT)規定亦將改變；隨匈國政府導入電子收

銀機系統(e-cash register system)，匈國將成為歐盟首個電子收

據普及之會員國。另匈國政府將自 2025 年起大幅簡化對自營

商(self-employed persons)之徵稅制度，並提供充足緩衝期。 

4. 投資發展半導體製造業(R+D+I project)：匈國政府於 2023 年 7

月宣布投資 10 億福林啟動 R+D+I 計畫，發展半導體晶圓製

造業。匈國政府認為，新冠疫情凸顯歐洲晶片短缺危機，匈國

具備世界一流研發能力，發展半導體產業將可提升匈國國際競

爭力，有助後續經濟技術發展、工業 4.0 及產業升級。 

5. 修訂公共建設投資法：匈國政府 2023 年 7 月公布未來匈國政

府或歐盟資金補助 5 成以上之公共建設投資案將適用新公共

建設投資法，確保政府投資案於國家建設投資架構下執行(要

求各部會提交迄 2035 年之 10 年發展計畫)。強調新法為「愛

國之經濟政策」，旨在促進匈籍中小企業參與公共建設投資，

使用匈牙利本地之原物料。 

6. 2024 年歐班政府內政目標： 

2024 年匈國政府施政目標明確：遠離戰爭、遠離恐怖威脅、

抑制移民、降低通膨及與歐盟取得協商共識。「家庭」將重回

施政核心，政府將執行新住宅計畫、調升最低薪資 10-15%、

確保退休金規模，並為教師啟動為期 3 年之加薪計畫。 

7. 推出多項支持措施，因應俄烏戰爭帶來的經濟挑戰： 

匈國國家經濟部於 2024 年 1 月宣布為達成 GDP 成長率 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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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規劃增加國內消費信心、促進勞動市場活動及恢復國內

生產及投資，將透過 4 項重大經濟振興措施，恢復工業產值表

現：(1)擴大塞切尼卡計畫(按；中小企業投資信用貸款計畫)；

(2)提高「再工業化信貸計畫」(Baross Gábor Reindustrialization 

Credit Program)額度至 1.2 兆福林；(3)增加食品業供應商發展

計畫預算至 6 倍，用以改善產線及包裝，強化倉庫管理及使用

再生能源；(4)善用歐盟資金計畫刺激投資。 

洽簽自由貿易

協定概況 

由歐盟統一對外洽簽(匈牙利於 2004 年 5 月 1 日加入歐盟)  

 

 

三、臺匈牙利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6 億 1,959 萬美元(2023 年↓18.92%) 

7 億 6,418 萬美元(2022 年↑5.01%) 

7 億 2,775 萬美元(2021 年↑20.07%) 

6 億 611 萬美元(2020 年↑4.67%) 

5 億 7,907 萬美元(2019 年↑16.03%) 

我國進口值 4 億 1,262 萬美元(2023 年↓11.11%) 

4 億 6,341 萬美元(2022 年↑16.64%) 

3 億 9,729 萬美元(2021 年↑20.26%) 

3 億 3,036 萬美元(2020 年↑36.25%) 

2 億 4,247 萬美元(2019 年↓17%) 

雙邊貿易總值 10 億 3,221 萬美元(2023 年↓15.97 %) 

12 億 2,759 萬美元(2022 年↑9.12 %) 

11 億 2,503 萬美元(2021 年↑20.14 %) 

9 億 3,647 萬美元(2020 年↑13.99%) 

8 億 2,155 萬美元(2019 年↑3.85%) 

主要出口項目 

(4 位碼) 

自動資料處理機、傳輸通訊器具(含交換器及路由器)、積體

電路、車輛零附件(8711-8713)、機動車輛零附件(8524-8528)、

電腦零附件(8470-8472)、印刷電路、車輛零附件(8701-8705)、

電晶體及類半導體裝置、電阻器(2023 年) 

主要進口項目 

(4 位碼) 

小客車、電腦及其附屬單元、電動機及發電機、發電機組、

蓄電池、渦輪噴射引擎、車輛零附件(8701-8705)、半導體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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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新橡膠氣胎、頻譜分析儀等儀器器具(2023 年) 

我國對匈國投資 13 億 7,186 萬美元（本部投資審議司統計 1952 年至 2024 年

1 月） 

2,150 萬歐元（匈國央行統計至 2022 年） 

30 億美元（駐匈經濟組估計，含經第 3 國轉投資。目前在匈

臺商約 24 家，包括富士康、巨大、信邦、友嘉、國巨、微星、

華碩、樺漢等公司，主要投資業別為資通訊產品、自行車、

電子零組件、智能金融等） 

匈國對我國投資 20 件，56.5 萬美元（本部投資審議司統計 1952 年至 2024 年

1 月） 

重要官方會議 1. 臺匈經貿對話會議 

2. 臺匈農業合作會議 

重要民間會議 臺匈經濟合作聯席會議（2023 年 6 月舉行第 16 屆會議） 

雙邊經貿協定 1. 臺匈貨品暫准通關協定（1996.08）  

2. 臺匈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2010.04.19） 

3. 臺匈公平競爭機構合作協定（2010.10.28） 

4. 臺匈經濟合作發展瞭解備忘錄（2013.09.10） 

5. 臺匈農業合作瞭解備忘錄（2014.09.02） 

6. 臺匈防制洗錢金融情資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

（2017.01.31） 

7. 臺匈高等教育合作備忘錄（2020.11.04）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貿易統計、經濟部投資審議司、駐匈牙利代表處

經濟組、匈牙利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