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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Hungary)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3.4.26 

人口 969 萬人（2022 年）  

面積 9 萬 3,030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1,821 億美元（2021 年） 

平均國民所得 GDP 18,763 美元（2021 年） 

經濟成長率 7.1%（2021 年） 

工業成長率 5.8%（2022 年) 

失業率 3.6%（2022 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 14.5% (2022 年) 

幣制 匈牙利福林(HUF)，1 美元=344.38(2023.4.12) 

外債 2,435.17 億美元(2022 年) 

進口值 1,584 億美元14%（2022 年）   

出口值 1,496 億美元5.8%（2022 年）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氣及其他氣態碳氫化合物、電力、小客車零組件、電話

通訊設備、積體電路、半導體零配件、石油原油、藥品、資

料自動處理設備、電纜等（2022） 

主要出口項目 小客車、汽車零組件、蓄電池、電話通訊設備、監視器/電視

接收器、藥品、資料處理設備、引擎、石油氣及其他氣態碳

氫化合物、電纜等（2022）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奧地利、中國、斯洛伐克、俄羅斯、波蘭、荷蘭、捷

克、義大利、南韓(臺灣排名第 24)（2022）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義大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奧地利、波蘭、法國、

捷克、荷蘭、美國(臺灣排名第 42)（2022） 

資料來源：匈牙利中央統計局、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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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匈牙利 2022 年經濟維持強勁成長： 

匈牙利經濟發展部長 Márton Nagy於 2023 年 2 月 14 日說明，

2022 年匈牙利經濟成長即使身處俄烏戰爭及歐盟制裁等經濟

危機處境仍表現出色，GDP 年增率 4.6%，排名歐盟會員國前

3 分之 1，高於歐盟(3.6%)及歐元區(3.5%)之平均成長率，代

表匈國政府政策方向有效及正確﹔強調匈國經濟傑出成果係

來自國際對該國之信任，多年來維持高度成長之外人投資及

就業率。 

回顧 2022 年匈牙利經濟成長三大要素，首先為 COVID-19 之

疫後復甦、上半年匈國政府選舉造勢之後續效應，以及 2021

年經濟相對低迷之基期效益。惟以歐盟平均值來看，2022 年

第 4 季匈牙利之 GDP 成長仍低於歐盟平均，經濟狀況亦排名

歐盟倒數第五，僅較立陶宛及波蘭為佳。整體來說，匈牙利

經濟處於近 3 年內之第 2 次技術性衰退。 

 (2) 貨品出口成長速度不如進口，出現多年不見的貿易逆差： 

依匈國中央統計局資料，2022 年匈國貨品對外貿易總額為

3,080.1 億美元，較前一年成長 9.94%。出口部分，為 1,496

億美元，成長 6%。進口部分，為 1,584 億美元，成長 13.9%。

貿易逆差為 88 億美元(約合 86 億歐元)，係自 2008 年來再現

貿易逆差，主要原因為進口能源成本大增。隨歐洲市場能源

價格持續回穩，預估匈國貿易收支將逐漸獲得改善。 

2022 全年匈牙利服務貿易出口成長 28.3%至 294.52 億歐元，

進口亦成長 19.8%至 204.37 億歐元，順差自 2021 年之 58.99

億歐元擴大至 90.15 億歐元。 

(3)匈國持續吸引外人投資： 

依匈國投資促進署統計，2022 年匈牙利吸引外來投資金額達

65 億歐元，刷新歷史新高，創造 15,083 個工作機會，並確保

既有 42,000個工作。2022年引資金額較 2021年之 53億歐元，

年成長率達 23%，完成 92 件投資案。匈牙利自 2010 年起實

施「向東方大開門戶(Opening to the East)」政策，成功吸引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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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國家大型廠商赴匈投資。以 2022 年為例，48%投資案件源

自東方國家，42%來自西方國家，10%來自匈國企業。 

匈牙利勞動力是吸引投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再加上稅負成

本低、基礎設施的發展、高值化的高等教育與穩定的政治環

境，使匈牙利成為歐洲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之一。俄烏

戰爭已使歐洲陷入經濟危機，匈國政府努力使匈牙利脫離該

戰爭帶來不斷加深危機的影響，方法就是透過不斷吸引大量

投資以維持經濟成長。未來外人投資將續由來自遠東地區的

企業主導，其次是德、美國家，並將吸引尖端及以技術為重

點的投資項目。 

(4)通貨膨脹壓力與日俱增： 

受異常乾旱、能源市場價格暴漲及家用能源補助調整等因素

影響，大部分類別商品的物價持續明顯上漲，尤以食品及能

源為最，且短期似無緩和趨勢。其中家戶能源價格較 2021

年上漲約 6 成，主要係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政府調高住宅公

用事業費率(逾平均度數部分須支付市價)，使天然氣價格上

漲 121.0%，電價上漲 28.9%。2023 年 1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年

增率為 25.7%，為 27 年來最高。 

2022 年因歐盟實施制裁措施，使匈牙利企業、政府及家庭增

加能源支出，使相當 4 兆福林(約 100 億歐元)蒸發，而這筆

資金原可用於企業加薪、國家減稅及家庭支出﹔在 2022 年最

艱困的一年，歐盟未提供匈牙利或波蘭應有的復甦基金貸

款，且匈牙利須償還其份額。 

未來全球能源、大宗商品及食品價格將恢復俄烏戰爭前水

平，加以政府貨幣緊縮政策等，預計 2023 年上半年通膨漲

幅將緩慢下降。 

(5)匈國全球競爭力改善：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 公 布 2022 世 界 競 爭 力 報 告 （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全球 63 個經濟體匈牙利排名第

39，較前一年上升 3 名。匈牙利在 IMD 的 4 個評分面向皆有

進步：經濟表現排名最佳，位居第 8；在政府效率排名第 37

位；在企業效率進步最多，排名由第 56 名上升至第 4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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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礎設施排名第 36 位。IMD 將“高債務及赤字”、“低

水準的生產力”及“非常高的能源密集度”列為匈牙利

2022 年面臨的挑戰。 

展望 2023 年匈牙利經濟走勢，惠譽國際(Fitch Ratings)預估

GDP 成長將衰退 1%，背後原因可回推 2022 年上半年匈牙利

的經濟成長係歸因於政府貨幣及財政政策的優惠措施，反觀

2023 年匈國政府將大量撙節政府支出，尤其在各界預估歐盟

執委會將持續扣留匈牙利之歐盟資金情況下; S&P Global 及

歐盟執委會則分別預估 2023 匈牙利 GDP 年增率為 0.3%及

0.6%; 匈牙利政府看待前景最為樂觀，推估 2023 年 GDP 年

增率將達 1.5%。 

2. 經濟展望： 

(1)新政府面臨嚴峻經濟挑戰： 

匈牙利總理歐班(Viktor Orban）領導的青民盟在 2022 年 4 月

3 日國會選舉贏得三分之二多數，第 5 度執政的歐班總理於 5

月 24 日完成組閣工作。新政府面臨嚴重的經濟挑戰，如通貨

膨脹(2023 年 1 月份匈牙利 CPI 年增率為 25.7%，高於前月的

24.5%，亦為 1996 年 2 月以來最高紀錄)、經濟放緩、穩定匯

率、管理財政風險及處理地緣政治問題等。 

(2)國際組織下調匈國 2023 年經濟成長預測： 

國際貨幣基金(IMF)於 4 月 12 日公布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將 2023 年匈牙利 GDP 年增率下調

至 0.5%，低於上(111)年 10 月 IMF 預測之 1.8%及匈國政府預

測之 1.5%。 

 (3)匈國須執行歐盟法治原則要求以利歐盟撥付資金： 

歐盟執委會於 2022 年 4 月 27 日對匈牙利啟動歐盟預算核撥

資金與法治原則(rule of law)掛鉤的機制，係歐盟首次採取措

施以打擊歐盟會員國涉及貪腐行為，也是執委會未批准歐盟

復甦基金（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 RFF）撥款予匈

牙利的主要原因。 

歐盟執委會續於 9 月 18 日向歐盟財政部長理事會建議凍結

2021-2027 年應提撥匈國資金的三分之一(約 75 億歐元)。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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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利須依與歐盟協商的時間表，於 12 月中旬前兌現 100%的

承諾，包含 17 項措施的反貪腐套案，以避免歐盟削減提撥資

金。匈國於 2022 年 10 月起陸續通過相關法案，並成立廉政

局(Integrity Authority)及反貪污工作小組。 

2022 年 12 月歐盟執委會採認與匈牙利的夥伴關係協議

(Partnership Agreement)，後續如匈國採取行動確保司法獨立

並滿足與法治相關的其他條件，將能獲得歐盟撥付凝聚力基

金(Cohesion Funds)220 億歐元。 

另，2023 年 1 月匈國政府向歐盟申請該國於歐盟復甦及韌性

機制(RRF)的 96 億歐元貸款，以用於綠色轉型、數位化及達

成永續目標等工作。 

(4)匈國須加速轉型： 

匈國面臨勞動供給不足、社會老化問題、生產力低及資源使

用無效率等問題。匈國因勞動供給不足，持續推動薪資成長，

得以改善生活品質及減少貧窮，未來匈國經濟成長有賴提升

生產效率及轉型為知識型經濟。 

依據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2022-2023 轉型報告」指出，

匈國政府主要透過削減政府支出，以整頓實質之財政赤字。 

匈國經濟成長趨緩將自 2022 下半年起持續至 2023 年，預期

民間企業投資如汽車製造商等，將在未來數年促進 GDP 成長

及增加就業，惟全球景氣惡化及能源危機恐將遏制投資動力。 

重要經貿政策 1. 維持較低公司所得稅率，營造良好經商條件： 

匈牙利公司所得稅自 2017 年起採單一稅率 9%，為歐盟會員

國最低，在歐洲僅低於瑞士 8.5%。匈國雖於 2021 年支持

OECD「防止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包容性架構（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最低企業稅率至少 15%之建議，其於

2022 年 6 月反對歐盟通過相關指令草案，認為最低企業稅率

規定將損及歐盟競爭力。匈國於 2022 年底同意妥協，將研

議因應之道以降低對該國的不利影響。 

2. 降低特定貨品增值稅（VAT）： 

自 2016 年起陸續針對特定貨品由 27%調降至 5%，例如豬

肉、豬加工品、牛奶、雞蛋、供人食用之魚類、禽類調降至

5%。網路 5%為歐洲最低。飯店及餐廳服務業 5%，並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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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觀光發展稅 4%(按：匈國政府 11 月 16 日宣布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期間暫停繳納)。匈國餐飲業實

質繳納之稅額總計為 9%，相較其他歐盟會員國僅高於盧森

堡 3%，並低於 10 個歐盟會員國 10%，可帶動觀光業發展。

另為緩解高利率的房貸壓力，匈國延長實施自 2016 年新屋

銷售優惠加值稅稅率 5%。 

3. 2023 年最新課稅規定： 

(1) 課徵暴利稅(windfall tax)：匈牙利政府於 2022 年 5 月下旬

宣布課徵“暴利稅”(windfall tax)，要求金融業、零售連

鎖店、能源公司、電信公司、航空公司、大型製藥業者等

將其“超額利潤”貢獻給匈國新成立的公用事業保護基

金及國防基金，為期 2 年。2023 年起提高能源供應商暴利

稅率由 31%至 41%；對製藥廠新課累進稅，收入 500 億福

林以下稅率為 1%，收入介於 500 億及 1,500 億福林稅率為

3%，逾 1,500 億福林者稅率為 8%；又如 2022 年營收達 360

億福林之保險公司，暴利稅率由 7%增加至 12%。 

(2) 修改簡易納稅(Simplified Contribution to Public Revenues, 

EKHO)制度，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將 EKHO 所得稅稅率

由 28%調降至 15%，盼能吸納無法享有新 KATA 納稅資格

的特定職業工作者。 

(3) 統一稅率課稅(flat-rate taxation)：自 2023 年起，不管前一

納稅年度收入，納稅義務人可自由選擇依統一稅率按季申

報個人所得稅(按：現行稅率為 15%)。 

(4) 修改特種消費稅法(Excise Duty Act)：新增加熱菸草產品。 

(5) 暫緩課徵廣告稅。 

(6) 修改簡式營業稅基(simplified business tax base)：收入未逾

1200 萬福林者，稅基為 250 萬；收入 1200 萬至 1800 萬

福林間，稅基為 600 萬福林；收入 1800 萬至 2500 萬福林

者，稅基 850 萬福林；零售商、統一稅率納稅人年收入不

超過 1.2 億福林者，稅基 850 萬福林。 

(7) 擴大豁免個人所得稅適用對象：為鼓勵青年就業，25 歲以

下青年享有個人所得在固定額度(2022 年 7 月該額度為 50

萬福林)下免稅待遇；並為鼓勵生育，2020 年起養育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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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母親免繳個人所得稅，自 2023 年 1 月起，擴及 30

歲以下生育的母親免繳個人所得稅。 

4. 緊縮貨幣政策開始放寬： 

匈牙利中央銀行(MNB)於 2023年 4月 25日決議基本利率及

隔夜存款利率分別維持 13%及 12.5%不變，惟將隔夜拆款利

率自 25%下調為 20%，自次(26)日起生效。 

分析認為此舉是對即將實施之貨幣寬鬆政策試水溫﹔匈國

福林亦自消息公布後自每歐元兌 370 福林貶至 380 福林。預

估匈國央行基本利率及隔夜存款利率將於 2023 年底降至

11%，至 2024 年進一步下降至 6%，市場頃聚焦於實際降息

的時機。 

5. 凍結重要民生商品之零售價格： 

自 2021 年 11 月 15 日起，匈國政府將 95 無鉛汽油及柴油價

格上限定為每公升 480 福林，後限制外國車牌車輛及在匈牙

利登記於企業名下的車輛不得享有優惠油價，須改支付市

價。因凍漲價格與市價差距過大，油商無進口意願，造成燃

油短缺現象，匈國政府爰於 2022 年 12 月 6 日取消該措施。 

另匈國政府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將包括白糖、麵粉、葵花

油、豬腿、雞胸、2.8%中脂鮮乳等 6 項基本食品價格凍漲在

2021 年 10 月中旬的價格水準。續於 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布

將訂於本年 4 月 30 日屆期的食物凍漲措施延至 6 月 30 日，

另參考希臘及法國作法，要求匈國零售商實施定期促銷活

動。將重要食品如家禽、起士、麵包、糕點、蔬菜及水果等

可提供促銷用途食品分為 20 項類別，納管之零售商須每週

於類別範圍內選定 1 項產品提供促銷，且該促銷價須比措施

生效前 30 日之最低價再低 10%，相關促銷產品不適用於實

施價格凍漲措施之食品。 

6. 推出多項支持措施，因應俄烏戰爭帶來的經濟挑戰： 

為因應高利率、高能源成本及經濟衰退的風險，匈牙利政府

陸續推出數項經濟措施，如凍結房貸利率、中小企業貸款利

率、擴大商業信貸計畫及啟動“拯救工廠”計畫，期將匈牙

利經濟損失降至最低。確保企業能夠繼續償還貸款並避免破

產或大規模裁員。2023 年 2 月匈國經濟發展部為擴大經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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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網，避免經濟衰退及促進充分就業，啟動規模達 7,000 億

福林(約 19.3 億美元)「The Baross Gábor Re-industrialisation 

Credit Programme」之信貸計畫。 

7. 匈國「國家出口策略綱要」： 

針對匈國產業結構缺口及需求，擬定輔導獎勵措施，2030

年前提高匈國中小企業出口 50%。 

洽簽自由貿易

協定概況 

由歐盟統一對外洽簽(匈牙利於 2004 年 5 月 1 日加入歐盟)  

 

 

三、臺匈牙利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1 億 4,643 萬美元(2022 年第 1 季↓31.96%) 

7 億 6,418 萬美元(2022 年↑5.01%) 

7 億 2,775 萬美元(2021 年↑20.07%) 

6 億 611 萬美元(2020 年↑4.67%) 

5 億 7,907 萬美元(2019 年↑16.03%) 

我國進口值 1 億 1,872 萬美元(2022 年第 1 季↑53.96%) 

4 億 6,341 萬美元(2022 年↑16.64%) 

3 億 9,729 萬美元(2021 年↑20.26%) 

3 億 3,036 萬美元(2020 年↑36.25%) 

2 億 4,247 萬美元(2019 年↓17%) 

雙邊貿易總值 2 億 6,515 萬美元(2022 年↓9.29 %) 

12 億 2,759 萬美元(2022 年↑9.12 %) 

11 億 2,503 萬美元(2021 年↑20.14 %) 

9 億 3,647 萬美元(2020 年↑13.99%) 

8 億 2,155 萬美元(2019 年↑3.85%) 

主要出口項目 

(4 位碼) 

無線通訊器具 ( 含交換器及路由器 ) 、車輛零附件

(8711-8713) 、電腦及其附屬單元、機動車輛零附件

(8525-8528)、印刷電路、積體電路、電腦零附件(8470-8472)、

車輛零附件(8701-8705)、電晶體及類半導體裝置(2023 年第 1

季) 

主要進口項目 

(4 位碼) 

發電機組、小客車、電動機(馬達)、蓄電池、電腦及其附屬

單元、電晶體及類半導體裝置、車輛零附件(8701-87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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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用儀器及器具、無線通訊器具(2023 年第 1 季) 

我國對匈國投資 13 億 7,186 萬美元（本部投審會統計 1952 至 2023 年第 1 季） 

5,530 萬歐元（匈國央行統計 2001 至 2021 年） 

30 億美元（駐匈經濟組估計，含經第 3 國轉投資。目前在匈

臺商約 24 家，包括富士康、巨大、信邦、友嘉、國巨、微星、

華碩、樺漢等公司，主要投資業別為資通訊產品、自行車、

電子零組件、智能金融等） 

匈國對我國投資 19 件，37.3 萬美元（本部投審會統計 1952 至 2023 年第 1 季） 

重要官方會議 1. 臺匈經貿對話會議 

2. 臺匈農業合作會議 

重要民間會議 臺匈經濟合作聯席會議（暫訂 2023 年 6 月舉行第 16 屆會議） 

雙邊經貿協定 1. 臺匈貨品暫准通關協定（1996.08）  

2. 臺匈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2010.04.19） 

3. 臺匈公平競爭機構合作協定（2010.10.28） 

4. 臺匈經濟合作發展瞭解備忘錄（2013.09.10） 

5. 臺匈農業合作瞭解備忘錄（2014.09.02） 

6. 臺匈防制洗錢金融情資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

（2017.01.31） 

7. 臺匈高等教育合作備忘錄（2020.11.04）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貿易統計、投審會、駐匈牙利代表處經濟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