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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Lebanon)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0.2.7 

人口 683 萬人(Jan. 2020) 

面積 1 萬 40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883 億美元 (2017 est.) 

平均國民所得 1 萬 9,500 美元(2017 est.) 

經濟成長率 1.5% (2017 est.) 

失業率 6.8% (2016)  

進口值 US$ 183 億(2017) 

出口值 US$35 億(2017)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機械設備、化學品、運輸設備、基本金屬及其製品、食品、

珍珠及寶石、蔬菜、活動物及肉類製品、紡織品 

主要出口項目 機械設備、石油產品、珠寶、基本金屬及其製品、食品、化學品、

運輸設備、蔬菜、紙、塑膠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10.2%)、義大利(8.9%)、希臘(7%)、德國(6.6%)、美國

(6.3%)、土耳其(4.5%)、埃及(4.2%) (2017)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13%)、阿拉伯聯合大公國(10%)、南非(8%,)、沙烏地阿

拉伯(7%)、敘利亞(7%)、伊拉克(6%)(2017)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現況： 

黎巴嫩屬於小型、自由、開放型經濟體，國際貿易發達，經濟

結構以服務業為主，金融業及旅遊業均十分重要；此外，據估

計海外黎巴嫩人超過 1,600 萬人，以中東、非洲、南美及美國

最多。僑外匯款為黎巴嫩重要收入來源之一。以 2016 年為

例，黎巴嫩僑匯收入為 73 億 1000 萬美元，約占黎國當年度

GDP 14.1%。此外，農業部門收益約占黎巴嫩 GDP 5%，生產

勉可自給；整體工業生產體系薄弱，企業以中小型為主。 

在 1975-1990 年內戰爆發前，黎巴嫰是中東金融中心，但內戰

使得黎國之基礎設施被破壞殆盡，相關業務逐漸轉至巴林及杜

拜等海灣國家(GCC)。幸因黎國中央銀行禁止買賣高風險型連

動債，爰該國於 2009 年金融海嘯時所受衝擊不大，金融業近年

來已逐漸復甦，可望再成為該國之重要收入來源。黎巴嫩屬「淺

碟子型之經濟模式」，亦受區域經濟情勢波動及發展情形而左

右。 

2. 展望： 

黎巴嫩長期奉行自由放任型態之市場經濟，政府不限制外人投

資，但因投資審核程序之透明度有待提升、規範過時、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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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法規薄弱、海關程序複雜及高稅率等投資障礙，導致外資裹

足不前。 

2011 年前黎巴嫩 GDP 連續 4 年超過 7%，在鄰國敘利亞爆發

內戰後，敘利亞難民大量湧入黎國，2011 年後，黎國 GDP 僅

能維持 1.5~2.0%之小幅成長。除了周邊國家局勢動盪外，內

閣不穩、教派衝突及街頭暴力抗爭等，亦深深影響消費及投資

信心，日後經濟發展是否可擺脫政治不穩之陰影，係未來觀察

重點。 

黎巴嫩自 2014 年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前)，因國內政治動盪

紛擾，始終無法選出總統，而呈現【權力真空】(power 

vaccum)之奇特現象，除政治本身外，亦連帶影響其經濟發

展：黎巴嫩國會歷經 4 輪冗長投票，終於 2016 年 10 月 31 日

票選奧恩(Michel Aoun)出任該國總統，結束長達 2 年之【權力

真空】狀態。奧恩當選總統時已 81 歲，為軍事強人，為黎國

「真主黨」(Hebollah)之盟友。敘利亞自 2011 年起爆發之內戰

情勢，向係黎巴嫩能否維持政經局勢穩定之重要關鍵。政治觀

察家認為，黎國未來之挑戰仍多，奧恩當選時雖公開高調誓

言，將維護政經局勢穩定，然其首將面對之挑戰，即為「組

閣」，且後續仍有重重關山挑戰，橫亙於前。 

重要經貿政策 

 

鄰國敘利亞內戰已持續 6 年餘，導致百餘萬名難民湧入黎巴嫩，對

於人口原即不多之黎巴嫩，確已造成沉重之社會與財政負擔。 

 

電力設施因戰亂破壞，致供電不穩定，不利工商發展。最近幾年消

費下降，顯示經濟成長停頓；公務員時而罷工，要求加薪。 

 

為改善上述情形，黎巴嫩政府爰將有限之重建經費，優先使用於重

建電力設施，至水利等其他設施，則須等待後續經費，始得挹注經

費。 

 

黎巴嫩訂於 2018 年 5 月 6 日再度舉行國會改選，為此，各方勢力

已摩拳擦掌，準備再掀總理競爭賽局。 

 

現任總理 Saad Al-Hariri 有意連任，渠業於 2018 年 1 月中旬提出 1

項為期 10 年、耗資高達 160 億美元之重大基礎建設方案；該方案

著眼於改善全國各地主要城市之交通狀況、強化自來水及電力網路

(power networks)等重大民生計畫。 

 

黎巴嫩中央銀行盼能爭取外國「硬貨幣存款」 (hard currency 

deposits)，然因黎巴嫩國內之存款利率與鄰近國家者相較，未有明

顯差異，致黎巴嫩難以成功吸引外國「硬貨幣存款」。 

主要產業概況及

未來發展策略 

1. 產業概況： 

黎巴嫩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多依賴民營企業，約占 GDP 之

75%，其中營建業、旅遊業及金融業最重要；工業以食品業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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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製造業為主；農業約占 5％，主要產橄欖及其他糧食作物。 

(1) 旅遊業：旅遊業產值約占黎巴嫩 GDP10%。該國氣候宜人，

屬阿拉伯國家少有之地中海型氣候，歷史上曾受希臘、羅

馬、十字軍及伊斯蘭勢力統治，擁有豐富多元之文化遺產；

且曾受法國殖民，首都貝魯特(Beirut)向有「中東巴黎」之

美稱。黎巴嫩主要觀光客源來自海灣國家(GCC)、約旦、歐、

美及日本等國，每年赴黎巴嫩旅遊之人數可達 200 萬人次

以上。 

(2) 營建業： 2007 年以色列大舉入侵黎巴嫩，嚴重破壞當地各

項基礎設施，2008 年戰爭結束後，黎巴嫩面臨戰後重建工

作，營建業獲得大量重建合約；同時，沙烏地阿拉伯、歐

盟及海灣國家(GCC)提供黎國共計 25 億美元之援助，使得

各項建設得以順利推動。惟黎國於 2015-2016 年間，基於

反恐事務等原因，而與沙烏地阿拉伯交惡，致使沙國相對

減少對黎巴嫩之援助。 

2. 發展策略：黎巴嫩政府奉行自由開放型之市場經濟模式，係以

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與觀光業)為主，重建基礎建設，重整經濟

秩序，吸引外人投資為主要發展訴求，同時仰賴歐盟、美國及

沙烏地阿拉伯等海灣國家(GCC)及國際組織提供之金援。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1. 已簽訂：歐盟(EU)、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泛阿拉伯國家

自由貿易協定(Pan-ArabFreeTradeArea)、土耳其 

2. 推動中：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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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黎雙邊經貿關係 

 

 (二) 雙邊投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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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臺黎貿易總額 6,579萬美元(衰退 25%) 

2018年臺黎貿易總額 7,280萬美元(衰退 9%)； 

第 92 大貿易夥伴 

占我總貿易額 0.01%  

2019年我出口至黎巴嫩 6,325 萬美元(衰退 23%)； 

2018年我出口至黎巴嫩 6,832 萬美元(衰退 10%) 

第 81 大出口國 

占我總出口 0.02% 

2019年我自黎巴嫩進口 254萬美元(衰退 48%) 

2018年我自黎巴嫩進口 448萬美元(成長 19%)； 

第 138大進口國 

占我總進口 0.001% 

別 
貿易總值 出口+復出口 進口+復進口 出入超 

金額 增減比% 金額 增減比% 金額 增減比% 金額 增減比% 

2009 77,277  -16  75,988  -11  1,289  -81  74,699  -5  

2010 88,545  15  86,422  14  2,123  65  84,298  13  

2011 98,063  11  92,581  7  5,482  158  87,098  3  

2012 92,037  -6  86,345  -7  5,692  4  80,652  -7  

2013 170,232  85  162,166  88  8,066  42  154,100  91  

2014 98,343  -42  95,556  -41  2,787  -65  92,768  -40  

2015 96,509  0  92,075  -4  4,434  59  87,641  -6  

2016 84,707 -117 82,310 -10 2,397 -46 79,913 -8 

2017 95,586 13 91,422 11 4,164 74 87,258 9 

2018 72,801 -9 68,323 -10 4,479 19 63,844 -12 

2019 65,792 -25 63,250 -23 2,542 -48 60,709 -22 

主要出口項目 鍋爐、塑膠及其製品；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與設備、錄音機及聲音重放

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鋼鐵 

主要進口項目 鋼鐵；光學、銅及其製品；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

鉛及其製品 

單位﹕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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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邊投資概況 

 

 

(三) 雙邊重要官方會議或協定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無 

雙邊經貿交流 1. 1987年我國外貿協會在黎巴嫩設立「遠東貿易服務中心駐黎巴嫩辦事

處」，但因黎國爆發戰亂而關閉。 

2. 貝魯特工商會秘書長及會長曾分別於1992年12月及1994年7月來台訪

問。 

3. 駐約旦代表處經濟組李組長曾於2004年9月拜會黎國經貿部次長Dr. 

Makki，M次長表示願與我進行經貿合作，並希望以該部名義派員來外

貿協會受訓，並盼我國到黎國投資及設立據點。 

4. 我常駐WTO代表團2009年2月25、26、27日派員出席由WTO舉 辦之黎

巴嫩入會案，台、黎第2次雙邊諮商及相關會議。 

資料來源： 

1. 中華民國海關 

2. World bank 

我國對黎巴嫩投資 自 1952 年至 2019 年底我國在黎巴嫩投資計 2 件，累計核准金額為

110 萬美元。 

黎巴嫩對我國投資 自 1952 年至 2019 年底黎巴嫩在我國投資計 4 件，累計核准金額為 15

萬 500 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