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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國家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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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 5萬 7,000人(2020)(IMF) 

官方語言 英語 

面積 261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10億 6,500萬美元(2019)、8億 5,200萬美元(2020)(IMF) 

平均國民所得  1萬 8,832美元(2019)、1萬 4,919美元(2020)(IMF) 

經濟成長率 2.84%(2019)、-18.65%(2020)(IMF) 

失業率 4.5%(2018年武肺疫情前)，28%(2020年武肺疫情後,UN) 

通貨膨脹率 -0.84%(2019)、-1.18%(2020預估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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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萬美元(2019)(WTO) 

進口值 3億 3,800萬美元(2019)(WTO) 

主要出口項目 電路開關、無線通訊傳輸器、印刷品、電子零件、珠寶配飾、

啤酒、飲料(WTO) 

主要進口項目 汽車、珠寶配飾、傢俱、禽肉、調製食品、飲料、水泥、動物

飼料、起士(WTO)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68.7%)、聖露西亞(6.8%)、千里達及托巴哥(6.5%)、巴貝

多(2.8%)、多米尼克(2.1%)(WTO)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67.0%)、千里達及托巴哥(4.4%)、歐盟(3.5%)、加拿大

(2.7%)、日本(2.7%)(WTO)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 經濟結構以觀光等服務業為主：2017年克國經濟結構農業

占 1.1%、工業占 30%，另服務業占 68.9%，觀光、服務業

及境外銀行業為經濟主要來源，其中觀光收入為主要外匯

來源。 

(2) 2020年經濟遭受武漢(新冠)肺炎嚴重衝擊：在多數產業受

到疫情高度衝擊下，IMF 初估克國 2020 年經濟成長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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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18.65%，遠低於 2019年的 2.84%。 

2. 經濟展望： 

(1) 享有「加勒比海盆地振興方案」輸美優惠待遇：克國享有

美國「加勒比海盆地振興方案」 (US 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 CBI) 的優惠待遇，農、工業產品可免稅銷往美

國。 

(2) 觀光服務業受肺炎疫情嚴重衝擊：觀光業為克國重要經濟

命脈，遊客以歐洲及美國旅客為大宗，每年有超過 100萬

郵輪觀光客前來克國旅遊，克國對促進觀光業發展亦積極

投入，擬定各項優惠政策，鼓勵興建觀光飯店、旅館、渡

假公寓、免稅店及購物中心等。迄至 2021 年 4 月底，克

國武肺確診人數雖僅 45 例，然疫情期間包括航空及郵輪

入境旅客等均大幅減少，使克國經濟出現負 18.65%之巨幅

衰退，惟在歐美國家逐步開始施打疫苗後，2021年全球疫

情應可漸獲控制，屆時克國觀光業營運可望好轉。 

(3) 尼維斯島正在發展小型的境外金融業，約有 15,000家國際

離岸金融業者在當地登記，惟克國聯邦政府與該島對離岸

金融業的控制權仍存在爭議。 

(4)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資料，克國 2021年經濟衰退幅度

可望縮減至負 2.0%，2022 年經濟在政府相關輔助措施及

基期較低等因素促使下，屆時成長率可望出現高達 10.0%

之正成長。 

重要經貿政策 

 

1. 增加觀光收入。 

2. 改善國內基礎建設等硬體設施。 

3. 農業多元化發展。 

4. 提升漁業技術。 

5. 加強提升出口產品之附加價值。 

重要經貿措施 

 

1. 爭取國際連鎖觀光旅館前往投資。 

2. 爭取國際航線飛往該國。 

3. 推動製造業自動化，提升產值及競爭力。 

4. 善用「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COM)單一市場優勢加強貿

易拓銷。 

5. 提高工人待遇，以提升首要工業-蔗糖加工之生存能力。 

主要產業概況及未 1、 產業概況：克國以觀光、農業及輕工業為主要產業。 



3 
 

來發展策略 (1) 對促進觀光業發展十分積極，投注相當資源，制定各項優

惠政策，鼓勵興建觀光飯店、旅館、渡假公寓、免稅店及

購物中心等。 

(2) 積極種植甘蔗，投入蔗糖生產及外銷：克國農作以甘蔗為

主，可耕地 80%種植甘蔗，因此製糖業為克國最大工業，

該國蔗糖及糖蜜全部外銷歐洲及美國市場，享有免稅配額

待遇。 

2、 發展策略： 

(1) 積極發展觀光相關產業：觀光業為克國經濟命脈及主要外

匯來源，該國投入大筆資金改善碼頭、機場等基礎建設硬

體設施，並加強訓練人員(旅館服務生、計程車司機、餐

館侍者)，提升觀光條件，吸引遊客前來，此外經常參加

國際觀光展覽，爭取遊客。 

(2) 積極鼓勵五大潛力產業發展：克國目前具有投資潛力產業

有觀光旅遊業及餐飲業、房地產開發及營造業、綠能資源

開發及電子零件加工業、境外金融業等 5項產業。 

(3) 訂立「財稅鼓勵措施法」，鼓勵電子裝配業發展：克國為

鼓勵電子零件組裝業發展，訂有「財稅鼓勵措施法」，對

相關企業給予產品 25%至 49%賦稅減免，為期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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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克里斯多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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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克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101萬美元(2018年↑16.16%) 

388萬美元(2019年↑284.51%) 

552萬美元(2020年↑42.45%) 

我國進口值 3.8萬美元(2018年↓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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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萬美元(2019年↓36.17%) 

11.8萬美元(2020年 1-11月↑390.04%) 

臺克貿易總值 105萬美元(2018年↑2.22%) 

390萬美元(2019年↑272.96%) 

564萬美元(2020年↑44.60%) 

主要出口項目 電路設備零件、電視監視器及廣播設備零件、電視及廣播設

備、電話、人工呼吸器、電腦、錄放影機 

主要進口項目 廢鐵、變壓器、計量檢查器具、電機及器具、鞋靴(2020) 

我對聖克里斯多福

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臺商對聖克里斯多福投資

件數為 1件，投資金額累計 592萬美元。 

聖克里斯多福對我

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聖克里斯多福商在臺投資

件數為 3件，投資金額累計約 93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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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IMF)、美國 CIA-Factbook、世界貿易組織(WTO)、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貿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