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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276.1萬人 (2023) 

面積 28,748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188.8億億美元(2022) 

平均國民所得 5,159美元(2022)( GDP per capita) 

經濟成長率 4.86% (2022) 

失業率 10.9% (2023Q1) 

消費者物價指數 4.7% (2023.05) 

幣制 阿爾巴尼亞列克(lek) ，1歐元=103.15列克，1美元=94.01

列克(2023.07.11) 

進口值 45.04億美元 (2022) 

出口值 87.87億美元 (2022)  

主要進口項目 機械設備暨零件、礦產燃料電力、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

建材及金屬製品、化學品及塑膠製品(2022) 

主要出口項目 紡織品及鞋類、礦產燃料電力、建材及金屬製品、食品飲

料及菸草製品、機械設備暨零件(2022) 

主要進口來源 義大利、土耳其、中國、希臘、德國、瑞士、科索沃、西

班牙、北馬其頓、美國(2022) 

主要出口市場 義大利、科索沃、德國、希臘、西班牙、北馬其頓、美國、

中國、克羅埃西亞、土耳其(2022)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一、 2018年經濟成長率 4.1%，2019年的經濟成長率下滑

至 2.2%，其中重要因素為降雨量大幅減少，使水力

發電廠之發電量減少及 2019 年 11 月大地震造成之

經濟損害。又部分大型能源設施已完工，新投資減

少 4.1%，連帶影響經濟成長動能。2019年經濟成長



 

主要來自薪資及就業上升帶來的內需動能，服務出

口成長彌補電力出口減少的影響。 

二、 2020 年因受疫情影響，私部門消費下跌 4.25%，投

資下滑 7%，出口大幅下跌 25%，主要係因旅遊服務

業受制於各項邊境管制禁令，以及製造業之貨品出

口衰退。經濟成長率為-6.8%，出口、投資等項目呈

現下滑，只有農業部門表現較優。此外，阿爾巴尼

亞政府為因應乾旱、地震及疫情等災害，陸續推出

多項振興及補貼措施，2020 年政府財政赤字約占國

內生產毛額(GDP)的 8.5%，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毛

額比重增為 81.3%；財政惡化將降低市場信心及為投

資基礎建設帶來風險。 

三、 阿爾巴尼亞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比率 90%以上，其

中農業雇用人數占全國總雇用人數超過 40%，然產

值僅占國內生產毛額不到四分之一，主因為阿爾巴

尼亞農業大多為家庭式經營、缺少現代化設施、土

地所有權不清、農地零散等。 

四、 阿爾巴尼亞在 2009 年 4 月 28 日提出加入歐盟之申

請，並自 2014年 12月 27日起獲得候選人資格，歐

盟於 2020 年 3 月 24 日同意與其展開入歐談判，歐

盟將阿爾巴尼亞與北馬其頓之入會視為一案同時處

理，但因歐盟成員保加利亞針對與北馬其頓之歷史

及民族認同等問題而拒絕參與入會之諮商，致使迄

今仍無法順利啟動程序。阿爾巴尼亞總理 Edi Rama

曾於 2022年 4月 7日籲請歐盟將阿爾巴尼亞與北馬

其頓入會案分別處理，俾利阿爾巴尼亞及早入歐

盟。義大利眾議院議長 Roberto Fico於 2022年 4月

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對外表示義大利強力支持啟動

阿爾巴尼亞加入歐盟之諮商，西巴爾幹半島對歐洲

之態度對該地區之穩定至關重要。 

五、 近年阿爾巴尼亞持續進行司法、財稅、區域平衡等

改革，經濟逐漸改善，惟接連的災害致使國內經濟

受創及財政惡化，2021 年因疫情獲得改善，國內消

費、投資及基礎建設回溫。 

六、 2021 年阿爾巴尼亞經濟復甦強勁，經濟成長率為

8.5%，主要係因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公私部門擴

大投資及就業與薪資上升帶動內需等，但 2022年受



 

到烏俄衝突、供應鏈中斷及通貨膨脹等影響，經濟

成長率下降為 4.86%。 

重要經貿政策及

措施 

一、 過去 30年間，阿爾巴尼亞經濟已有顯著改善，從歐

洲最貧窮國家之列進入到中所得國家，這段期間貧

窮人口減少一半。 

二、 為進一步促進經濟成長，阿爾巴尼亞經濟發展模式

需要從消費驅動轉換成投資與出口導向經濟成長。

為加速達成經濟均衡成長，阿爾巴尼亞政府正在進

行結構改革計畫，以達成增加提升生產力與經濟的

競爭力、創造就業機會、提升政府治理與公共服務

等目標。 

三、 2018-2020 年經濟改革計畫 (Economic Reform 

Programme 2018-2020)： 

(一) 阿爾巴尼亞 2018-2020 年經濟改革計畫旨在確

保永續成長、增加就業、減少公共債務、刺激

新投資、提升競爭力、提昇人民生活品質，以

及建立能與歐洲價值鏈體系整合之經濟體。 

(二) 具體措施包括：建立健全財政制度、能源市場進

一步自由化、分散能源使用來源、興建與升級

Adriatic-Ionian 走廊之可行性分析、修建

Tirana-TIA-Durres鐵路、農地整合、非食品產業

之策略性政策、水及廢水系統改革、減少企業

法規負擔、有效執行減少銀行不良債權之國家

計畫、加強創新及研發、落實高速寬頻網路基

礎建設之法制、貿易相關改革、擬訂並落實教

師訓練計畫、公共就業服務現代化，以及增加

女性、青年、弱勢勞工之雇用與加強社會保護

及社會包容措施。 

四、 阿爾巴尼亞為因應疫情危機，於 2020年 3月實施封

鎖措施並於 6月解禁，政府陸續於 2020年 3至 4月

推出總額 450億列克(約 4.2億美元)紓困措施，提供

債務暫緩、失業救濟及稅賦減免等方案，並續於 2020

年 8至 9月提出就業相關補助，提供勞工薪資保障。 

五、 阿爾巴尼亞政府自 2020年 3月起持續實施寬鬆貨幣

政策，阿爾巴尼亞中央銀行將基準利率維持在

0.5%；在財政方面，疫情紓困措施、政府調升教職



 

及醫療公務人員薪資、所得稅減免等將使政府財政

赤字稍微惡化。 

六、 近年阿爾巴尼亞中央銀行為支持經濟復甦，持續維

持 0.5%低利率政策，但自 2022年 3月起為因應通膨

壓力，將利率調升為 1%；政府支出持續著重在 2019

年大地震後之重建工程。 

雙邊協定 ◼ 2014年 11月 17日，阿爾巴尼亞商業總會率團訪台與

我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 2015 年 10 月我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率團赴阿爾巴尼

亞，與阿爾巴尼亞商業總會合辦台阿企業論壇與 B2B

洽談會 

簽訂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一、與塞爾維亞等國簽署 CEFTA(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二、與瑞士、挪威、冰島與列茲敦斯登四國簽署

EFTA(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三、阿爾巴尼亞─土耳其 FTA(Free Trade Agreement)。 

四、阿爾巴尼亞─歐盟 FTA(Free Trade Agreement)。 

五、阿爾巴尼亞-英國夥伴貿易與合作協定(Partnership,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資料來源：世界貿易組織WTO、阿爾巴尼亞國家統計局 INSTAT、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三、雙邊經貿關係概況 
 

⚫ 2022年貿易總額：806萬美元 

⚫ 2021年貿易總額：789萬美元 

⚫ 2020年貿易總額：419萬美元 

⚫ 2022年台灣第 153名貿易夥伴 

⚫ 2021年台灣第 158名貿易夥伴 

⚫ 2022年我對阿爾巴尼亞出口總額：635萬美元 

⚫ 2021年我對阿爾巴尼亞出口總額：646萬美元 

⚫ 2020年我對阿爾巴尼亞出口總額：326萬美元 

⚫ 2022年台灣第 140名出口市場 

⚫ 2021年台灣第 139名出口市場 

⚫ 2022年我對阿爾巴尼亞進口總額：171萬美元 

⚫ 2021年我對阿爾巴尼亞進口總額：142萬美元 

⚫ 2020年我對阿爾巴尼亞進口總額：93萬美元 

⚫ 2022年台灣第 149名進口市場 

⚫ 2021年台灣第 153名進口市場 

 



 

 

主要出口項目 

(4位碼) 

苯乙烯之聚合物；橡膠或塑膠加工機；腳踏車或機動車輛

用之電氣照明或信號設備等；機車輛零配件；鋼鐵製螺

釘、螺栓、螺帽等；金屬輥軋機；稻米；針織機、合縫機；

塑膠製自黏性板、片、薄膜、箔、帶、條及其他平面形狀；

離心分離機 (2022年) 

主要進口項目 

(4位碼) 

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女用或女童用套裝；T恤衫、汗

衫及其他背心；男用及男童用襯衫；套頭衫、無領開襟上

衣、外穿式背心及類似品；紙、紙板、纖維素胎或纖維素

紙箱；女用或女童用大衣；女用或女童用上衣；已調製或

保藏魚類；鞋靴(外底以橡膠、塑膠、皮或組合皮製) (2022

年) 

我國對阿國投資 N/A 

阿國對我國投資 N/A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無任何官方正式經貿協定 

 

 

年別 

貿易總值 我國出口 我國進口 出(入)超值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同期) (同期) (同期) (同期) 

2020 5,292,235 -41.5 3,925,742 -28.0 1,366,493 -61.9 2,559,249 37.2 
2021 7,890,055 49.1 6,468,254 64.8 1,421,801 4.0 5,046,453 97.2 
2022 8,059,014 2.1 6,348,405 -1.9 1,710,609 20.3 4,637,796 -8.1 

2023 (1-6

月) 
5,195,994 29.29 3,835,497 23.41 1,360,497 49.37 2,475,000 ---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關務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