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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4,499萬人(2023.7)  

面積 43萬 8,317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900億美元 (2021) 

平均國民所得 9,000美元(2021) 

經濟成長率 2.78% (2021)  

失業率 14.2% (2021)  

幣制 伊拉克第納爾(IQD) 1美元=1,459IQD (2023.1) 

進口值 507億美元(2021)  

出口值 783億美元(2021)  

主要進口項目 機械、電器、汽車零配件、鋼鐵、塑膠 

主要出口項目 原油、寶石、堅果、銅、鋼鐵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 (31.6%)、土耳其(26.4%)、印度(4.28%)、德國

(3%) (2020)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 (29.4%)、印度(24.7%)、土耳其 (12.5%)、南韓

(6.3%)、美國(5%) (2020)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

望 
1. 現況： 

伊拉克位於波斯灣最頂端，海岸線僅 58 公里，著名之兩

河流域由北至南貫穿該國領土，最後匯流至波斯灣中。 

OPEC 於 2019 年 12 月 5、6 日開會決定深化減產 50 萬

桶，因此自 2020年 1月 1日起，OPEC及非 OPEC國家

減產自 120萬桶/日，加大至 170萬桶/日。伊拉克為重要

之石油出口國，石油蘊藏量約達 1,431億桶，排名全球第



4(伊拉克為「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中，石油儲量第 4多者；

若就石油開採量而言，伊拉克為「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中

第 2大者)。2019年 9月之日均出口量約為 402萬桶，石

油出口占政府收入之 95%以上、占總貿易額之 80%。 

二次波灣戰爭以還，伊拉克之基礎建設橫遭摧殘殆盡、百

廢待興；加之伊拉克國內各族群、教派組織及部落勢力相

互傾軋，局部武裝衝突與爆炸案頻傳，在在均使外資裹足

不前，市場蕭條。 

伊拉克庫德族於 2017 年 9 月 25 日舉行「不具法律強制

力」之獨立公投後，國際間對該舉撻伐之勢排山倒海，儼

然如過江鯽鯉；非僅周邊國家(如伊朗、土耳其及敘利亞)

對其猛烈抨擊，歐美列強亦多持反對態度(僅有以色列搖旗

吶喊、振臂支持，約旦則惜墨如金)。縱然該次公投之法律

性質為「僅供參考」 (merely for reference, non-legal 

binding)，而乏強制性之拘束法效，然該公投之舉行(及其

結果)，業對伊拉克之國家團結工作，影響深遠，難免遲滯

伊國之國家重建進程。 

 

激進遜尼派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於伊拉克

多處發動戰事，2017年間，伊拉克政府軍與「伊斯蘭國」

激戰不斷；年來雖數度傳出「伊國政府即將把其全數殲滅、

使國家社會重返和平狀態」之傳聞或宣稱，然迄至目前為

止，伊拉克之國內局勢仍動盪不安，難稱完全平靖，經濟

仍多所受創。 

展望： 

伊拉克中央政府規劃制定能源法規，俾期規範石油利益分

配作業及石油部門之組織架構，期能團結各地方政府及勢

力，惟各項改革措施仍處於冗長之討論階段，遲遲無法付

諸執行。 

「俄羅斯國營石油公司」(Rosneft)於 2017年 9月下旬公

開允諾，將斥資 4億美元，協助於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內



共 5個油區(oil blocks)建構油田；與此同時，「英國石油

公司」(BP)亦公開表示，有意願協助伊拉克政府開發油

田。俄國與英國前開舉措，無疑係在「紛爭撩亂、草木皆

驚」之中東經政棋局中，爆投震撼性變數，後續恐仍高潮

迭起，甚而再度影響區域安全及穩定。伊拉克有意申請成

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伊國 2018年 2月曾試圖叩關，

並提出該國外貿體制備忘錄於「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 

重要經貿政策 

 

1. 修訂「投資法」(Investment Law)，進行法規鬆綁工

作，積極尋求外資挹注，共同投資於伊拉克國營企業；

目前在伊拉克，係以能源、國防產業、資訊產業、汽車

工業及運輸業之投資，最為活躍。餘如食品加工、金屬

加工、化學產業、紡織業及肥料產業亦有相當成就。 

2. 逐步推動公營企業之「民營化」工作。 

3. 伊拉克中央政府實施「瘦身策略」(不含庫德族自治區之

「中央政府」)，削減非必要之政府支出(庫德族向居於

伊國北境，數十年來，該民族尋求獨立之努力未嘗稍

歇，亦使伊拉克事實上呈現「國中有國」之奇特現象，

影響政治穩定；亦即，伊拉克除中央政府外，北境同時

存有庫德族之「中央政府」，儼然呈現分庭抗禮之勢)。 

4. 伊拉克於 2017年 8月 30日重啟與約旦之 Tureibil關棧

(該關卡前因伊拉克內戰爆發，約旦基於國境安全之理

由，片面關閉)；未來，雙邊貿易可望提升(約旦對此持

高度期盼)。 

5. 2017年年底以來，伊拉克政府盼能逐漸改變經濟體質，

從原本高度集中之「中央控制型經濟型態」(centrally-

run economy)轉為「市場導向型經濟」(market-oriented 

economy)，並逐漸向國際社會敞開，期能走向自由市場

經濟之途。目前，伊拉克最大之貿易伙伴為土耳其。 

主要產業概況

及未來發展策

略 

1. 產業概況： 

(1) 石油石化業：石油工業為伊拉克之主要收入，2017 年

全年日均產量約達 440萬 7000桶原油。 

(2) 農業：可耕地約全國面積 27%(略低於 27%)，主要集中



於兩河流域，其灌溉作業高度仰賴雨水供給(raindrop 

irrigation)；農業人口約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主要農作

物有小麥、大麥及椰棗等。 

2. 發展策略： 

2009年 5月，伊拉克與「國際貨幣基金」(IMF)簽署協議，

執行多項經濟改革計畫，以期提高原油產量，增加政府收

益。恢復並重建伊拉克之基礎建設及積極與其他國家開展

雙邊(進出口)貿易，為伊國現任政府之重要任務。 

 

伊拉克政府 2018 年 1 月曾公開聲稱，伊拉克雖確高度仰

賴油元收入，然該國必將嚴遵「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之減

產協議無虞。 

洽簽自由貿易

協定概況 
1.  已簽訂: 無 

2. 推動中: 無 

 

  



三、臺伊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1億 2,100萬美元(2023年 1-6月↓32.99%) 

4億 5,548萬美元(2022年↑174.57%) 

1億 6,900萬美元(2021年↑170%) 

5,881萬美元(2020年↑4%) 

5,653萬美元(2019年↑12%) 

我國進口值 3億 386萬美元(2023年 1-6月↓42.48%) 

10億 1,448美元(2022年↓5.85%) 

10億 7,592萬美元(2021年↑37%) 

7億 8,614萬美元(2020年↓48%) 

15億 1,197萬美元(2019年↓15%) 

雙邊貿易總值 4億 2,485美元(2023年 1-6月↓40.06%) 

14億 6,995萬美元(2022年↑17.93%) 

12億 4,593萬美元(2021年↑47%) 

8億 4,495萬美元(2020年↓46%) 

15億 6,850萬美元(2019年↓14%) 

主要出口項目 

(4位碼) 

機器腳踏車；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鋼鐵製螺釘、螺栓、螺

帽；苯乙烯之聚合物；電氣照明或信號設備；離心分離機；

內燃活塞引擎；美容或化妝用品 

主要進口項目 

(4位碼) 

石油原油及自瀝青質礦物提出之原油、石油焦、石油瀝青、

出口未超過台幣 6萬元之小額報單及其他零星物品 

我對伊拉克投資 根據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並無我商在伊國投資記錄 

伊拉克對我投資 根據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至 2022年 6月底止，伊

商在我國投資：11件，72萬 7,000美元。主要投資項目為﹕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及批發及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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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IA 

2. WTO Statistics 

3. IMF Statistics 

4.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5. Wall Street Journals 

6. The World Bank 

7. 中華民國外交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海關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