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地（Haiti）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5.3.10 

人口 1,172萬人(2023) 

面積 2萬 7,75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41億 6,958萬美元(2023) 

平均國民所得 355美元(2023) 

經濟成長率 -3.6%(2023) 

通貨膨脹率 28.30%(2023) 

失業率 14.6%(2023) 

幣制 古德(Gourde, HTG) ，匯率 1美元兌換 100古德 

外債 38億美元(2023) 

出口值 4億 6,116萬美元(2023) 

進口值 24億 6,557萬美元(2023) 

主要出口項目 加工品、精油、海鮮、工業品、可可豆 

主要進口項目 白米、汽油、機械、禽肉、小麥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多明尼加、加拿大、（荷屬）安地列斯群島、墨西哥、

法國等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多明尼加、（荷屬）安地列斯群島、中國大陸、土耳其

等 

資料來源：海地央行、經濟財政部統計局、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海地加工業以紡織業為主，略具規模，勞工充沛，工資低

廉，然而因海地政經局勢不穩、水電基礎設施缺乏、治安

惡化、通膨高漲，種種負面因素使外商怯步，已投資者紛

紛撤廠，致失業率居高不下。 

2. 海地經濟不發達，民眾收入有限，長年仰賴外援並實施油

電補貼，爰在國際貨幣基金(IMF)要求下，海政府擬逐步減

少油電補貼，引發 2018 年 7 月之海地暴動，嗣後政治紛擾

(如海地總統更換 7 位總理)，綁架謀殺案層出不窮，治安堪

慮(如 Jovenel Moïse總統於 2021年 7月遇刺)，經濟前景黯

淡。 



 

重要經貿措施 海地重要經貿政策目標為吸引外來投資： 

1. 以電信、電力、成衣加工、基礎建設及觀光列為最優先領

域，積極提升農業生產，推動外銷及節省外匯。 

2. 美國自 2000 年起實施「加勒比海盆地貿易夥伴法案」(The 

Caribbean Basin Trade Partnership Act, CBTPA)，2007 年 3

月實施「海地機會夥伴促進法案」 (Haitian Hemispheric 

Opportunity through Partnership Encouragement, HOPE )，嗣

2010 年再實施「海地經濟提升計畫」(Haiti Economic Lift 

Program, HELP)，提供海地免稅輸美優惠。2020 年 10 月美

國再度延長關稅優惠效期至 2030 年 9 月 30 日止，鼓勵投

資成衣加工廠輸美。(註：CBTPA 法案效期至 2030 年 9 月

30 日止，HOPE/HELP 適用之貿易優惠措施將於 2025 年到

期) 

3. 爭取國際援助，例如美洲開發銀行(IDB)於 2010 年海地地

震後承諾於 10 年內提供 22 億美元援助，平均每年核撥 2

億美元之援款；國際貨幣基金(IMF)提供之資金強化海地基

礎建設，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商投資、鼓勵外國人投資

加工出口性質之製造業，其設備及所得可享有免稅優惠；

美洲開發銀行投資 1億 8,000萬美元，連同柯林頓基金會挹

注，及美國 USAID 之援助，合計 3 億美元之資金，於海地

東北省 Caracol鎮設立工業區。 

主要產業概況 

及未來發展策略 

1. 產業概況：海地有 5 個工業區，大部分經營成衣加工，目

前約有 30 家成衣加工廠，其出口占全國出口總值的 2/3。

其他製造業如：塑膠製品、食品加工、建築材料等雖均已

設廠生產，惟規模不大、產值不高。工業包括 3 大類：本

國製造業、加工業及手工業等，由於社會動亂頻仍、工會

勢力強大、缺乏勞工教育訓練及行銷通路，工業發展仍處

初級階段。 

2. 發展策略：外銷巿場推廣為海地經濟發展重要之一環，美

國是海地最重要之海外市場。海地計畫投入更多資源在美

國市場推廣海地產品。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海地為「加勒比海共同市場（CARICOM）」正式會員國，經

由加勒比共同體及多明尼加與歐盟所簽署之經濟夥伴協定

(EPA)享有商品輸銷優惠關稅，並享有與多明尼加與中美洲及



 

美國自由貿易協定(DR-CAFTA)相同之優惠稅率輸銷美國。地

理位置上，海地與美國市場甚近，海空運運輸均極為便捷，每

日均有班機往返紐約及邁阿密。美國為海地最大進口國，海地

產品約 2,500項適用美國 GSP、CBI-II、806、807、807A等優

惠法案或條款，其自製率達 35%即可免關稅進入美國；加拿

大對海地紡織品進口數量亦未設限。 

 

三、臺海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156萬美元(2025年 1-2月↓48.03%) 

1,944萬美元(2024年↑10.65%) 

1,757萬美元(2023年↓59.97 %) 

4,390萬美元(2022年↓13.93 %) 

我國進口值 28萬美元(2025年 1-2月↓77.99%) 

534萬美元(2024年↓30.06 %) 

764萬美元(2023年↑84.04%) 

415萬美元(2022年↑0.68 %) 

臺海貿易總值 184萬美元(2025年 1-2月↓56.92%) 

2,479萬美元(2024年↓1.68 %) 

2,521萬美元(2023年↓47.52%) 

4,806萬美元(2022年↓12.83 %) 

主要出口項目 白米、其他針織或鉤針織品、其他紡織材料針織品或鉤針織

品、變壓器、配電用板，電線等。 

主要進口項目 其他鋼鐵廢料及碎屑、棉製Ｔ恤衫、鋁廢料及碎屑、已調製

或保藏之海參、精油等。 

我對海地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審司資料，臺灣對海地投資件數為 4 件，投資

金額累計 1,355萬美元。 

海地對我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審司資料，海地對我國之投資累計為 7 件，投

資金額計 3.1萬美元。 

重要經貿交流 1. 2013 年 5 月 7 日至 8 日海地商工會(CCIH)與我外貿協會

(TAITRA)簽署合作備忘錄。 

2. 2014年 4月 21至 24日海地總統 Michel Martelly等一行 29

人來臺參訪，並於 4月 22日出席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

會舉辦之「臺灣與海地夥伴關係與投資商機說明會」。 

3. 2014年 7月 28日外貿協會組團赴海地辦理貿易洽談會。 

4. 2014年 11月 19至 22日國經協會組團拜訪海地並進行貿易



 

暨投資洽談會。 

5. 2017 年 2 月 6 日至 8 日外交部訪問海地出席總統摩依士

(Jovenel Moïse)就職典禮並走訪海地臺商，實地了解臺商於

當地投資及發展之情況。 

6. 2018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海地總統摩依士(Jovenel 

Moïse)訪臺，與蔡總統簽署聯合公報。 

7. 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21 日海地投資促進中心偕海地工商團

體及企業領袖等一行 7 人訪臺，拜會經濟部、外交部、貿

協等單位。 

8. 2019 年 7 月 13 日蔡總統率團訪問海地，並與海地總統摩

依士(Jovenel Moïse)共同出席海地臺灣商品展開幕式。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1974 年我與海地簽署「中華民國與海地共和國商業條約」，

依據該條約，我國商品輸入海地可享最惠國待遇。 

資料來源：駐瓜地馬拉大使館經濟參事處、國際貿易署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