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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羅斯(Belarus)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23.07.10 

人口 953萬人(2022) 

面積 20萬7,60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657億美元(2021) 

平均國民所得 7,032美元(2021) 

經濟成長率 -4.2%(2022) 

工業成長率 2.7%(2021) 

失業率 2.3%(2021) 

消費者物價指數 9.5% (2021) 

幣制 白俄羅斯盧布(BYN)，1美元=2.51 BYN(2023年6月) 

外債 182億美元(2021) 

進口值 313億萬美元 (2021) 按：2022數值未公布 

出口值 282億美元(2021) 

主要進口項目 瀝青礦物油（2709）、天然氣（2711）、藥物（3004）、汽車

（8703）、線路電話或相關設備、零件（8517）、拖拉機、

客運車輛之零配件（8708）、鮮花（0603）、抗血清其他血

液免疫產品（3002）、廢鋼鐵（7204）及大豆（1201） 

主要出口項目 石油（2710）、鉀礦化肥（3104）、乳酪（0406）、貨車

（8704）、拖拉機（8701）、木鋸（4407）、濃縮乳製品

（0402）、家具及其零件（9403）、奶油（0405）及鋼鐵

（7214） 

主要進口來源 俄羅斯、中國、德國、烏克蘭、波蘭、義大利、土耳其、

美國、法國、瑞士 

主要出口市場 俄羅斯、烏克蘭、波蘭、立陶宛、德國、荷蘭、哈薩克、中

國、拉脫維亞、英國 

二、 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白俄羅斯為東歐內陸國，西部與波蘭、拉脫維亞及立

陶宛毗鄰，東部與俄羅斯相鄰，南與烏克蘭接壤，地理位置

優越，為歐洲與獨立國協間重要貿易通道，且在蘇聯時期即

為工業重鎮，工業基礎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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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白俄羅斯之政治、經濟文化深受主要貿易夥

伴俄羅斯影響。近年白國政府為降低對俄羅斯之高度依賴及

維護國家利益，著重發展多元化外交，除鞏固俄羅斯市場，

亦同時拓展與歐盟、亞洲、南美洲中東及亞洲國家發展經濟

合作，並致力改善出口結構，提升高科技及高附加價值產品

出口比重，發展數位經濟及 IT 產業頗具成效，然而2020年

間政治危機導致經濟放緩及商業環境惡化，2022年俄烏危機

爆發後因白俄羅斯政府親俄之立場遭受歐美制裁，嚴重影響

包括 IT等以出口為導向之產業。 

白俄羅斯生產總值成長幅度於2021年上半年達3.5%之

峰值，惟在同年8月放緩至3.0%，全年 GDP增幅為2.3%，經

濟成長推動出口和家庭消費復甦。生產方面，由於基期效應

結束及受到國際制裁早期影響，工業在強勁成長至5月後放

緩。2021年上半年經常帳小幅修正，幣值回穩，然而通貨膨

脹於2021 年 9 月升高至10.2%，遠高於中央銀行5%之目標利

率，促使其將關鍵利率兩次提高至9.25%。經濟制裁針對以

出口為主之鉀肥和石油產業，加上制裁造成之供應短缺等因

素，自 2021年末起影響白國經濟。 

俄國為白俄羅斯最大貿易夥伴及85%以上之外資來

源，2022年在歐美等國對俄國及白俄羅斯進行制裁、俄國需

求下降，以及白俄羅斯失去第三大貿易夥伴烏克蘭之出口市

場的背景下，白俄羅斯全年經濟衰退4.7%，為自1995年以來

最大降幅，主要是由投資、出口劇減及家庭、政府支出溫和

收縮所導致。歐洲復興銀行指出，2022年1月至7月期間其

GDP降幅為5.2%，其中製造業下降 7.5%、農業下降 8.1%、

貿易下降 9.3%、建築業下降 12.7%。金融、貨物過境歐盟等

相關制裁嚴重影響鉀肥、石油產品、木材、化學品和機械出

口，白俄羅斯盧布兌美元貶值幅度一度高達23%，進一步推

升通貨膨脹，使通貨膨脹率於2022年8月達17.9%高峰。 

繼 2022年 GDP 衰退  4.7%後，惠譽信評（ Fitch 

Rating）2023年3月分析，白國經濟2023年將衰退0.7%。與

中國間貿易加強及通貨膨脹放緩將一定程度上有助減少貿易

衰退，惟歐美制裁措施將於經濟及地緣政治層面持續孤立白

俄羅斯，使其長期經濟展望黯淡，預計白俄羅斯至2027年才

能恢復2021年俄烏衝突前的經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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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使得白俄羅斯出口目的地限縮，2022年中國成為

繼俄羅斯後白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在白俄羅斯總統

Alexander Lukashenko 2023年3月赴北京進行國事訪問後，白

中雙邊貿易預期將提升，訪問期間雙方簽署價值35億歐元的

多項經貿合作協定。白俄羅斯向來為農業設備和產品如化肥

和拖拉機之重要生產國，並以歐洲主要出口市場，惟歐美制

裁使其國有企業出口轉向東方發展。 

2023年初白俄羅斯通貨膨脹有放緩跡象，惟物價壓力

仍高，預計私人消費延續去年的衰退。根據2023年1月最新

數據，通膨較上年同期成長12%，而2022年7月數值為

18.1%，為7年之新高。預期基期效應將使2023年通膨放緩，

惟預期持續之供應鏈中斷將阻礙核心通貨膨脹大幅下降。白

國實質薪資已恢復成長，然而預測其消費支出將持續低迷。 

白俄羅斯經濟有望於2024年微幅成長，並於2027年恢

復至俄烏衝突前的規模。技術取得受限和人口前景惡化長期

影響生產力，國際制裁及外交孤立使得白俄羅斯與俄羅斯間

雙邊貿易關係重要性增加，預期將使兩國經濟整合加深，有

助白俄羅斯經濟保持適度成長。 

2020年8月總統大選及其後之大規模抗議活動以來，

外部對白俄羅斯採取之懲罰性措施逐漸增加，外部制裁措施

強化將對其投資及貿易造成重大壓力。此背景下，白俄羅斯

極其依賴俄國經濟援助，兩國日益孤立使此種關係更顯重

要，亦使俄國對白俄羅斯之政治影響力漸深，使政治不確定

性高度影響白俄羅斯經濟前景。。 

白俄羅斯於1993年提出世界貿易組織（WTO）入會

申請後進度曾停滯多年。白國政府為發展現代化經濟並與全

球市場接軌，2017年開始恢復工作小組並舉行第12次會議，

積極推動入會工作。白國已完成與我國、中國大陸、瑞士、

冰島、阿根廷、日本等會員完成市場進入雙邊談判，惟仍有

會員就白國投資制度、國家企業、價格及競爭政策、工業政

策、技術貿易障礙、動植物檢疫措施及智慧財產權等議題表

示關切。白俄羅斯官方曾於2020年2月表示，加入世貿組織

的雙邊談判應於2020年6月前完成，並有可能在2020年底至

2021年初期間完成入會。白俄總統盧卡申科於2020年大選中

獲連任，反對派認為選舉不公，引發示威，盧卡申科隨後採

取行動鎮壓抗議行動，事件後白俄加入 WTO 的審查工作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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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此外，2022年以美國、歐盟為首，包括阿爾巴尼亞、澳

洲、英國、加拿大、冰島、蒙特內哥羅、紐西蘭、北馬其

頓、挪威、南韓和烏克蘭等國向 WTO 遞交文件，譴責白俄

羅斯為「俄羅斯共犯」，不符合WTO的價值觀和原則，並基

於規範的公正秩序，認為白俄不適合加入 WTO；世界貿易

組織遂於2022年3月24日宣佈暫停審核白俄羅斯入會申請，

致使白國入會案持續延宕。 

依據世界銀行最近一次發布之「2020經商環境報告

（Doing Business 2020）」，全球190個經濟體中，白俄羅斯經

商便利度排名第49名，較前一年退步12名。其中排名表現較

佳指標包括：財產登記全球排名第14名、電力取得全球排名

第20名、跨境貿易第24名、開辦企業第30名、執行契約全球

第40名。仍亟待改進項目則為保護少數股東、繳納稅款及債

務清理。 

重要經貿政策 1.制裁背景下之出口支持措施：白俄羅斯政府於2022年4月

採取緊急支持措施，透過增加融資管道和降低出口導向型企

業關稅，以促進出口；另透過放寬與俄國間貿易法規，以加

快進口替代計畫，盼彌補與歐洲地區間貿易衰退。出口支持

措施亦包括降低進口商品關稅和重新規劃出口運輸物流網

絡。 

2.「2021-2025年社會經濟發展計畫」：5年內主要目標為透過

經濟成長建立社會資本，為公民生活、就業和自我實現創造

條件，確保社會穩定並提高公民福祉；增加國內市場規模，

啟動新投資週期，改善商業環境，降低投資者及企業之風險

和成本；透過有效就業，確保可持續收入增長，改善社會環

境及公民生活品質，以確保社會穩定。同時，促進有效就

業，加強數字化轉型，實施積極對外經濟政策。 

3.「2019年社會經濟發展任務」總統令：2018年12月白俄羅

斯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簽署「2019年社會經

濟發展任務」總統令，主要目標包括經濟成長4%、出口成

長5.4%、國民實質收入成長3.4%及通貨膨脹率不超過5%

等。 

4.「2018-2020行動計劃」：為加速經濟成長並達到2025年國

民生產毛額突破1,000億美元目標，白國政府制定2018-2020

年行動計畫。主要任務包括創造有利經商環境、提升政府功

能效率並合理使用預算及投資資源、保障有效就業與提升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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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生產力及薪資水準、打造資訊科技國家並全面發展數位經

濟、優先發展交通、物流、建設及旅遊等服務業並將貨品及

服務推廣至新市場等。 

5.「關於數位經濟發展」總統令：2017年12月總統盧卡申科

簽署「關於數位經濟發展」第8號總統令，藉由吸引外國資

金、技術與人才發展本國高科技資通訊展業。主要目標包括

打造吸引國際資訊公司設立代表處、研發中心之環境、IT人

才之培育與儲備，以及採用最新金融工具與技術，發展區塊

鏈技術等。 

6.「2030年社會經濟穩定發展國家戰略」：於2015年制定包

括公民、經濟、生態3個優先方向，盼建立有效機制，提高

人口出生率，改善健康水準，降低死亡率。第一階段

（2016-2020年）主要目標為在注重生態環保、優先發展高

新技術產業的基礎上向經濟的均衡增長過渡。第二階段

（2021-2030年）主要目標為在穩定發展的基礎上提高公民

潛能，加快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和服務，進一步於形成綠色

經濟2016-2030年間將 GDP 提高1.5倍至2倍。至2030年將用

於保護自然環境的開支比例增加到占 GDP的2%-3%。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已生效：獨立國協(CIS)、歐亞經濟同盟(EAEU or EEU)、越

南、塞爾維亞、中國大陸、伊朗。 

已簽署：新加坡 

談判中：紐西蘭(暫時中止)、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暫

時中止)、韓國、以色列、埃及、土耳其。 

研議中：印度、秘魯、歐盟、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南方

共同市場、泰國、香港、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巴基

斯坦、東南亞國家國協。                                                                                                                                                                                                                                                                                                                                                                                                                                                                             

 

三、 臺白俄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731萬美元(2023年第1-2季↑30.33%) 

1,115萬美元(2022年↓42.64%) 

1,944萬美元(2021年↓2.90%) 

2,002萬美元(2020年↓6.47%) 

2,140萬美元(2019年↑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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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進口值 1,258萬美元(2023年第1-2季↑196.91%) 

3,334萬美元(2022年↑262.98 %) 

918萬美元(2021年↓70.10%) 

3,072萬美元(2020年↑40.52%) 

2,186萬美元(2019年↑97.25%) 

雙邊貿易總值 1,988萬美元(2023年第1-2季↑102.03%) 

4,449萬美元(2022年↑55.45%) 

2,862萬美元(2021年↓43.59 %) 

5,074萬美元(2020年↑17.27%) 

4,327萬美元(2019年↑35.74%) 

主要出口項目 

(4位碼) 

手工具；機器之零附件；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

線網路電話；鋼鐵製螺釘、螺栓、螺帽；液晶裝置；理化分

析用儀器及器具； 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 碟片，

磁帶，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家具及其零件 (2021年) 

主要進口項目 

(4位碼) 

礦物或化學鉀肥；航空器零件；積體電路；二極體、電晶體

及類似半導體裝；示波器、頻譜分析儀及其他供計量或檢查

電量之儀器及器具鋸、各種鋸片；其他鐘；其他家具及其零

件；複式光學顯微鏡；造半導體晶柱或晶圓、半導體裝置、

積體電路及平面顯示器之機器及器具零附件 

我國對白俄投資 共 12 件，合計投資金額 2,943 萬美元(1952-2021) 

白國對我國投資 共 139件，合計投資金額 1,331 萬美元(1952-2021)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無 

資料來源：駐俄羅斯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局貿易統計 

四、 臺白雙邊交流情形 

1. 1996年1月簽署「中華民國政府與白俄羅斯共和國政府有關經濟貿

易、科學技術及文化合作暨設立經濟貿易代表團議定書」，7月1日

於首都設駐明斯克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2006年1月3日宣布撤館。 



7 

 

2. 2011年4月3日外貿協會籌組「中東歐重點市場拓銷團」廠商前往匈

牙利、土耳其、俄羅斯及白俄羅斯等國拓銷市場。 

3. 2012年外貿協會籌組「2012年東斯拉夫主力市場拓銷團」，9月13日

赴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舉辦貿易洽談會。 

4. 2012年10月國經協會邀請白俄羅斯「明斯克企業家及雇主協會」會

長訪台並舉辦研討會。 

5. 白俄羅斯國營紡織廠－斯韋特洛戈爾斯克公司總裁 Vasily 

Kastsiukevich 於2014年9月率團訪臺，與我紡織綜合研究所建立雙

方技術交流平台、並與我產業用紡織品協會舉辦商機媒合會，期進

一步與我國建立紡織技術合作與產業交流，並開拓新興市場。我產

業用紡織品協會卓理事長欽銘並於同年11月率團回訪，獲得多項試

單及合作意向書，促成我康那香公司與斯韋特洛戈爾斯克公司技術

合作，輸出一條不織布生產線。 

6. 2014年10月28日至11月10日外貿協會籌組「2014年中東歐暨以色列

利基產業拓銷團」赴白俄羅斯、以色列、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4

國爭取商機。 

7. 遠通電收徐旭東董事長2015年12月在率團訪臺的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專家代表見證下，與白俄羅斯交通通信公路部部長葛拉紐夫及哈薩

克官員簽署雙邊合作 MOU，兩國計畫將我國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

統(ETC)全套移植。 

8.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為協助其受援國開拓市場商機，籌組「2016年歐

銀企業合作訪問團」來臺，該團計有來自白俄羅斯、亞塞拜然等共

12國15家企業負責人及高階主管於5月29日抵臺，參加專業研討會、

參訪知名企業、與我國供應商一對一洽談及參觀資通訊產業年度盛

事 Computex展覽等活動。 

9. 外貿協會籌組「2016年東歐暨巴爾幹貿易訪問團」，與白俄羅斯商

工會於10月31日在白俄羅斯首府明斯克舉行貿易洽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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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8年5月23日白俄羅斯來臺採購尋求紡織圓編機設備及相關紡織

染整技術輸出，並邀我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組團前往拓銷。 

11. 2018年6月27至28日，駐俄羅斯代表處經濟組張組長煜霖等三人赴

白俄羅斯辦理轄訪，期間拜會白俄羅斯商工會、白俄羅斯企業家聯

合會(明斯克企業家及僱主協會)及白俄羅斯地籍署等單位。 

12. 2018年6月27日至6月30日白俄羅斯經貿訪問團由白國全權特命大使、

前駐越南大使，現任外交部轄下負責經貿推廣業務的「國家行銷及

價格研究中心(NCMPS)」主任Valery Sadokha率團一行6人訪臺，期

間除辦理與我國簽署該國加入 WTO 雙邊議定書相關事宜外，並安

排拜會本部王次長、與貿易局楊局長午宴、與國經協會舉辦「白俄

羅斯及中東歐商機說明會」，以及拜會外貿協會、紡拓會、台北市

進出口公會、工研院及參訪臺北國際食品展與新竹科學園區，以期

增進對彼此經貿環境、產業及商機之瞭解，推動實質經貿及產業交

流與合作關係。 

13. 外貿協會於2018年9月30日至10月14日籌組「2018東歐市場拓銷團」，

率電子零組件、五金、手工具、汽配、機械、運動用品、綠能等產

業廠商，赴白俄羅斯(10/7-10/9)、俄羅斯及烏克蘭等國拓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