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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斯(Belize)經貿檔 

一、經貿基本資料                                      2023.11.14                                                                                               

人口 44 萬 1,471 人（2022 年 7 月） 

面積 2 萬 2,966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1.6 億美元（2022 年 IMF） 

平均國民所得 6,670 美元（2022 年 IMF） 

經濟成長率 11.4%（2022 年 IMF） 

通貨膨脹率 6.3%（2022 年） 

失業率 6.1%（2022 年） 

幣制 貝里斯幣(BZ$)，1 美元=1.96892 BZ$(2023.10.20) 

外債 13 億 6,300 萬美元（2022 年） 

進口值 13 億 7,500 萬美元（2022 年） 

出口值 2 億 4,129 萬美元（2022 年） 

主要進口項目 
觀光用船隻及載客用船、精煉石油、化學產品、糧食及活體動

物、原礦物、油脂（2022） 

主要出口項目 
糧食及活體動物、菸酒、礦物及礦物油、油脂、化學產品、水

果（2022）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中國、墨西哥、中美洲、歐盟、加勒比海共同體、英國、

加拿大（2022）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墨西哥、英國、歐盟、巴拿馬（2022）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一） 貝里斯 2022 年經濟成長 11.4%，國內生產毛額達 31.6

億美元，平均國民所得達 6,670 美元，通貨膨脹率為

6.3%。 

（二） 貿易方面，主要出口品有柑橘、蔗糖、香蕉、魚蝦類產

品、木材及成衣；林木方面，以輸出紅木、桃花心木、

香柏木、西洋衫、花梨木及其他硬木等為主；漁產之龍

蝦和蝦類則主要出口至美國。由於工業基礎薄弱，缺乏

生產製造業，民生必需品大多仰賴進口。 

（三） 貝國政府近年來積極發展觀光業，並列為優先推動項目

之一。觀光客主要來自美國，占總來源近 7 成、歐盟及

加拿大則占近 2 成。目前觀光業為貝里斯第一大創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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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近年產業受疫情影響，盼能隨疫情好轉回溫。 

（四） 貝國境外金融中心發展相當迅速，境外服務產業範圍主

要包括：國際商業公司(IBC)、國際保險公司、共同基金、

信託機構等。貝國境外服務發展，大抵係仿效英屬維京

群島模式。 

重要經貿措施 （一） 進行財政改革，緊縮政府預算支出，實施一般加值稅政

策（GSP-General Sales Tax）。 

（二） 貝里斯政府制定外人投資政策係以出口導向產業為主

要之優先考量，因出口產業可增加就業機會及賺取外

匯，此外亦特別強調創造國內有利之投資環境，以吸引

「國內外真正之投資人」赴貝投資﹐並藉以達到經濟持

續成長及平衡各產業發展之雙重目標。因此，貝國政府

在增加產能、擴大就業機會、增加外匯收入、平衡產業

發展及引進國外技術之目標下，制定了「財務獎勵法案」

（Fiscal Incentives Act）、「加工出口區法案」（Export 

Processing Zone Act）及「商業自由貿易區法案」

（Commercial Free Zone Act）等法規，以期獎勵投資。 

（三） 貝國政府已在北部與墨西哥邊境之 Corozal 市成立 San 

Andrés 加工出口工業區及 Corozal 商業自由免稅區，提

供投資者租用工廠、合理之能源收費及簡化海關程序等

優惠，其產品以外銷美國、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各國為主。 

（四） 依據貝國加工出口區管理相關法令之規定，提供區內投

資廠商下列主要優惠： 

1. 供生產所需進口之設備、辦公室傢俱、零件及建築材料

等，享全額免稅待遇。 

2. 允許進口原材料供加工後再出口。 

3. 所得稅、營業稅、財產稅，及其它公司稅，可享 20 年免

稅優惠。 

4. 經准許免稅期之產業，其所得利潤可兌換各種貨幣匯回

投資母國。 

5. 自由兌換幣制。 

6. 無須申請進口或出口執照。 

7. 便利技術及專業工作人員申請工作證。 

主要產業概況及未

來發展策略 

(一) 貝國為中美洲人口最少之國家，其經濟屬開放且由民間

主導之型態，經濟仰賴農漁產品(白蝦、柑橘、香蕉、蔗

糖、稻米、菜豆、玉米、黃瓜及蜂蜜)出口及服務業(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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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二) 貝國屬於加勒比海共同市場會員國之一，目前已與歐盟、

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委內瑞拉、瓜地馬拉(部

分關稅減讓協定)、多明尼加及英國等國簽訂自由貿易協

定，另刻正與加拿大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諮商。與美國雖未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惟貝國產品享有美國提供之加勒比

海發展法案(CBI)提供之優惠關稅待遇。 

(三) 貝國由於國內市場小，不適合進行大量進口之市場行銷

策略，因此，大部分消費性產品係從美國進口，進口商通

常亦扮演零售商之角色。一般而言，拓展貝國市場之方

式，以在貝國市場尋找具有通路之合適進口之代理商為

宜。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概況 

已簽訂： 

加勒比海共同市場、透過加勒比海共同市場與歐盟、哥倫比亞、

哥斯大黎加、古巴、委內瑞拉、英國、多明尼加簽署 FTA、與

瓜地馬拉簽署部分關稅減讓協定(簡稱 AAP)、與中華民國(臺

灣)簽訂經濟合作協定。 

談判中： 

薩爾瓦多(AAP)、墨西哥(AAP)、加勒比海共同市場與 CA4-巴

拿馬之 FTA，與加拿大協商自由貿易協定。 

三、臺貝里斯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687 萬 1,678 美元(2023 年 1-10 月↓3.96%) 

858 萬 4,867 美元(2022 年↓22.98%) 

1,114 萬 6,176 美元(2021 年↑82.84%) 

609 萬 5,973 美元(2020 年↓0.5%) 

612 萬 9,550 美元(2019 年↓12.28%) 

我國進口值 241 萬 6,068 美元(2023 年 1-10 月↑29.29%) 

324 萬 4,346 美元(2022 年↑317%) 

77 萬 7,943 美元(2021 年↑16.39%) 

66 萬 8,377 美元(2020 年↓51.6%) 

138 萬 2,330 美元(2019 年↓17.44%) 

雙邊貿易總值 928 萬 7,746 美元(2023 年 1-10 月↑2.92%) 

1,182 萬 9,213 美元(2022 年↓0.79%) 

1,192 萬 4,119 美元(2021 年↑76.27%) 

676 萬 4,350 美元(2020 年↓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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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萬 1,880 美元(2019 年↓13.27%) 

主要出口項目 
通風扇、漁船、腳踏車、食物調製品、工具機、積體電路、車

輛零附件、塑膠製袋、染色梭織物、橡膠氣胎(2022 年) 

主要進口項目 

冷凍龍蝦、調製柑橘、壓縮機、調味醬料、機械零件、汽車與

工程用機械車輛之零件、起動開關、其他計量儀器、蘭姆酒(2022

年) 

我國對貝國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我對貝里斯累計投資 47 件，

投資金額累計 7,104 萬美元。 

產業別包括餐飲、旅館、旅行社、建築、塑膠、手工藝品、農

場、肉品、超市、電器組裝、鋼鐵建材、汽車零組件、投資顧

問、房地產、柚木種植及土地開發等。 

貝國對我國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貝里斯企業對臺累計投資件

數為 614 件，投資金額累計 8.64 億美元。 

產業別包括食品、紡織、木竹製品、印刷及資料儲存、化學材

料、化學製品、塑膠製品、金屬製品、電子零組件、電腦電子

產品及光學製品、電力設備、機械設備等製造業，以及批發零

售業、資訊通訊傳播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1999 年 1 月 16 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貝里斯政府簽訂投資促進

暨保護協定。 

2020 年 9 月 30 日，中華民國政府與貝里斯政府簽訂經濟合作

協定。 

近年雙邊互訪紀錄  2022年 3月 8日至 12日貝里斯總理布里仙紐（John Briceño）

率團來臺。 

 2022 年 7 月外交部及國經協會籌組「2022 中南美友邦經濟

合作及商機考察團」赴貝國考察參訪。 

 2023 年 4 月 3 日至 5 日蔡英文總統民主夥伴共榮之旅訪問

貝里斯。 

資料來源：CIA、財政部關務署貿易統計資料、貝里斯中央銀行、貝里斯統計局資

料、駐墨西哥代表處經濟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