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文森(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國家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110年 5月 7日 

人口 11萬 1,000人(2020年)(IMF) 

面積 389平方公里 

官方語言 英語 

國內生產毛額 8億 2,500萬美元(2019)、7億 8,700萬美元(2020)(IMF) 

平均國民所得 7,474美元(2019年)、7,122美元(2020)(IMF) 

經濟成長率 0.34%(2019)、-4.18%(2020年預估值)(IMF) 

失業率 18.9%(2019)、39%(2020年武肺疫情後,UN) 

通貨膨脹率 0.45%(2019)、-0.99% (2020年)(IMF) 

幣制 東加勒比海幣(XCD) 

固定匯率 1美元=2.7東加勒比海幣(XCD) 

出口值 3,800萬美元(2019年)(WTO) 

進口值 3億 3,500萬美元(2019年)(WTO) 

主要出口項目 麥粉、鋼捲、啤酒、動物飼料、葛根粉(WTO) 

主要進口項目 汽油及油品、禽肉、汽車、小麥、調製食品、家具及配件(WTO) 

主要出口市場 多米尼克(17.9%)、巴貝多(15.0%)、安提瓜及巴布多(12.5%)、

聖露西亞(11.7%)、聖克里斯多福(10.6%)(WTO)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36.8%)、千里達及托巴哥(17.9%)、歐盟(7.7%)、英國

(7.3%)、中國大陸(6.8%)(WTO)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經濟現況： 

(1) 以服務業為經濟主軸：依產業別分析，聖文森經濟結構比重

分別為:農業(7.1%)、工業(17.4%)及服務業(75.5%)。農產品

主要包括香蕉、椰子、地瓜、香料及少數的牛、羊、豬、山

羊和魚等；工業則以食品加工、水泥、家具及服裝等輕型製

造業為主；觀光服務業則為經濟主軸。 

(2) 經濟受肺炎疫情嚴重衝擊：觀光、農業及僑匯收入等為聖文

森主要經濟來源，觀光業更是聖國重要經濟命脈，國際遊客



以歐洲及美國旅客為大宗，2020 年受武肺疫情影響，聖國

觀光業受創嚴重，IMF初估聖文森 2020年經濟成長率將為

負 4.18%，惟在 2020年底起歐美國家逐步施打疫苗後，2021

年全球疫情應可漸獲控制，屆時該國觀光業將可望好轉，預

估 2021年經濟成長率將為-0.10%，僅微幅下滑。 

(3) 就業機會不足，轉往他國就業者眾：觀光服務與香蕉種植為

聖國就業機會首要供應來源；惟因就業機會不足，形成高失

業率問題，民眾前往他國就業現象普遍。 

(4) 小型境外金融中心逐漸發展：聖文森近年逐漸發展為國際小

型境外金融中心，並依據國際相關金融準則作業。 

(5) 經濟易受天然災害衝擊：聖文森地處加勒比海，在 1994、

1995、2002及 2013年期間，飽受颶風等天然災害影響，農

作、基礎建設及民眾家園均受嚴重損害，影響經濟發展。 

經濟展望： 

(1) 為因應國際區域貿易自由化趨勢，積極調整經濟結構及貿易

體制，期能儘速邁向產業多樣化。 

(2) 依據 IMF資料，2021年聖國經濟受疫情衝擊影響減緩，經

濟成長率將為-0.10%，僅微幅下滑，預期 2022 年經濟可望

重回成長軌道，預期將成長 4.95%。 

重要經貿政策 

 

(1) 降低對傳統農作物之依賴，減少國際貿易競爭衝擊。 

(2) 增加漁業產量。 

(3) 提昇工業水準。 

(4) 致力發展觀光事業。 

(5) 加強吸引外人投資。 

重要經貿措施 

 

(1) 積極從事土地改革。 

(2) 藉由我技術團協助，積極推動農業生產多元化。 

(3) 提升漁業技術，增加漁獲量，供應國內需求及拓展外銷。 

(4) 積極推出投資優惠政策，鼓勵外人赴聖文森投資設廠。 

(5) 積極興建觀光旅館及高爾夫球場，並計畫開放賭場經營，以

吸引國際觀光客。 

(6) 施行財稅獎勵及投資旅館優惠，對於生產事業及旅館業均給

予原物料及生產設備之免稅進口優惠。 

主要產業概況及

未來發展策略 

產業概況： 

(1) 香蕉種植及觀光服務業為核心產業：聖國以農業(香蕉及其



他作物)與觀光業(主要為遊艇觀光)為經濟核心，另有小規模

境外金融中心逐漸興起。 

(2) 工商業初具雛形：輕工業集中於首都近郊，設有 Compden 

Park及 Diamond Industrial Estate兩工業區，期提升國家工業

發展，惟該等工業區規模甚小，相關聯外道路設施未臻完

善，仍待加強。 

(3) 商業規模有限，有賴積極發展觀光業：聖國國民所得不高，

商業規模以小型公司或商舖形態為主，未來有賴增進觀光資

源，吸引國外觀光客源，以促進商業繁榮。 

發展策略： 

(1) 積極頒布各種優惠獎勵，積極鼓勵外人投資設廠，以帶動產

業之發展。 

(2) 降低對傳統農作物之依賴，積極發展漁業及多元農業。 

(3) 致力發展觀光事業。 

(4) 積極提升製造業競爭力。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1. 已簽訂：  

(1) 2002年 7月 4日加入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COM)。 

(2) 2008年 12月 29日伴隨加勒比海共同體成員國與歐盟簽定

之經濟合作協定(EPA)生效 

(3) 2021年 1月 1日伴隨加勒比海共同體成員國與英國簽定之

經濟合作協定(EPA)生效 

2.  推動中之協議： 

聖文森參與之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COM)，正與加拿大進

行自由貿易協商中。 

 

三、臺聖(文森)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47萬美元(2018年↓51.48%) 

57萬美元(2019年↑22.57%) 

34萬美元(2020年↓41.03%) 

我國進口值 8萬美元(2018年↑114.49%) 

39萬美元(2019年↑381.75%) 

2萬美元(2020年↓94.62%) 

臺聖貿易總值 55萬美元(2018年↓45.21%) 



96萬美元(2019年↑75.72%) 

36萬美元(2020年↓62.76%) 

主要出口項目 人工呼吸器、合成纖維梭織物、肥料、空氣壓縮機、座

椅、液體或粉末噴霧機具  

主要進口項目 頻譜分析儀器、廢紙 

我對聖文森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臺商對聖文森投資件數為 3

件，投資金額累計 102萬美元。投資產業為批發及零售業、製

造業。 

聖文森對我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聖文森在臺投資件數為 13

件，投資金額累計 2,480 萬美元。投資產業分別為金屬製品製

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批發及零售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 

雙邊經貿協定 中華民國政府與聖文森政府投資相互促進暨保護協定，雙方於

2009年 12月 17日簽署。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貿易統計、美國 CIA-Factbook、WTO、IM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