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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脫維亞(Latvia)國家檔 

2025.2.17 

一、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188.2 萬人(2023) 

面積 6 萬 4,589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403.48 億歐元(2023); 445.13 億歐元(2022); 336.96 億歐元(2021)  

平均國民所得 21,444 歐元(2023); 20,719 歐元(2022); 17,895 歐元(2021) 

經濟成長率 -0.3%(2023); 1.8%(2022); 4.1%(2021)  

失業率 6.5%(2023); 6.9%(2022); 7.9%(2021) 

消費者物價指數 0.6(2023); 20.8%(2022); 3.3% (2021); 0.2% (2020);  

幣制 歐元，1 歐元 = 1.0815 美元（歐洲央行 2024.10）  

進口值 232.25 億歐元(2023); 264.99 億歐元(2022); 194.29 億歐元(2021) 

出口值 190.04 億歐元(2023); 212.69 億歐元(2022); 164.91 億歐元(2021)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2710)、小型車輛及零件(8703)、天然氣(2711)、醫藥製劑

(3004)、手機及其他無線通訊設備(8517)、航空器(8802)、烈酒

(2208)、電力(2716)、葡萄酒(2204)、自動資料處理機(8471)、積體

電路(8542) (2023) 

主要出口項目 電話機、手機及其他無線通訊設備 (8517)、木材及木質產品

(4407)、烈酒(2208)、薪材等木製品(4401)、小麥(1001)、醫藥製劑

(3004)、天然氣(2711)、葡萄酒(2204)、小型車輛及零件(8703) (2023) 

主要進口來源 立陶宛(20.08%)、德國(11.24%)、波蘭(10.01%)、愛沙尼亞(8.39%)、

義大利(4.45%) (2023) 

主要出口市場 立陶宛 (16.69%)、愛沙尼亞 (10.57%)、俄羅斯 (10.19%)、德國

(6.40%)、瑞典(5.40%) (2023) 

資料來源：Latvia Statistics、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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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依據歐盟執委會 2023 年 5 月發表各會員國經濟展望報告，拉

國在 2023 年預計 GDP 將成長 1.4%，高通膨影響私人消費及

公共投資計劃延遲為主要障礙。如情況改善，預計 2024 年 GDP

可望成長達 2.8%。由於能源價格激增，拉國通膨率在 2022 年

快速上升，平均為 17.2%。能源價格和消費產品通膨在 2022

年初秋達到頂峰，之後呈現緩慢下滑趨勢。 

2. 依據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分析，過去 2-3 年波海各國無法

倖免於疫情、供應鏈斷鏈、烏俄戰爭、通膨及氣候與能源雙危

機等挑戰，此區域雖因高儲蓄率及高服務業消費力，在 2021 年

和 2022 年初展現疫後復甦力道，但戰爭、高通膨(尤其能源

及食品價格)、幣值疲軟、外部需求減弱，尤其地緣政治的局

勢對未來經濟活動增加不確定性。 

3. 波海地區通膨率在所有歐盟經濟體中最高，預計至 2023 年下

半年預期降至個位數。EBRD 表示 2023 年該區域在預期通貨

膨脹下降，歐盟復甦基金資金挹注，該區域企業活動與經濟活

動將可望反彈。預估 2023 年波海國家經濟將緩和成長；拉脫

維亞 2023 年成長幅度最少為 0.8%。 

4. 拉脫維亞 2021 年 GDP 較 2020 年增長 4.8%。製造業是整體

經濟的最大貢獻者之一，包括木材和木製品、化學品和化學產

品、橡膠和塑料製品、金屬製品、非金屬礦產品和計算機、電

子和光學設備的製造。資訊和通信、運輸和倉儲、金融和保險

服務以及專業、科學和技術活動也促進經濟發展。2021 年下降

的主要活動是建築、農業和餐飲服務。 

5.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拉脫維亞 2022 年和 2023 年 GDP 

增長預測已分別下調至 1.8% 和 3.2%。如果戰爭繼續或升級

以及製制擴大，2022 年戰爭造成的經濟活動下降可能會更加明

顯。 

重要經貿政策 

 

目標：推動經濟改革以追上歐盟水準 

（1） 增進政府與民間企業的運作效率 

（2） 民營化 

（3） 勞工市場改革 

（4） 改善外貿赤字 

（5） 減少社會與經濟上的差異，確保永續發展 

重要經貿措施 

 

（1） 改善交通電訊能源等基礎建設 

（2） 制定公平的市場機制，杜絕貪污 

（3） 改善教育制度以培養人才 

（4） 立法革新以吸引外資與外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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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動產官學界的合作 

（6） 推動加入 OECD 組織 

主要產業概況 
1. 林業： 

拉脫維亞地廣人稀，森林國土覆蓋率超過 50％，在林業資源發

達下，原木及木材加工產業遂發展成為拉國重要的製造業，

26%製造業並與林業有關，僱用 1/5 製造業人口，木製品亦為

重要出口產品之一，占總出口 17％。 

2. 化學、製藥和生物技術行業 

由於悠久的傳統，拉脫維亞在精細化學品和藥品方面擁有強大

的製造基地，生產範圍廣泛的產品，從石化產品和人造纖維到

油漆和日用化學品。 

拉脫維亞是前蘇聯這些產業部門的主要所在地，25％新蘇維埃

(new Soviet-era)時代之藥品技術在此地設計。在前蘇聯製造並

準備用於蘇聯市場的四分之一醫療製劑實際上是在拉脫維亞

製造的。 

目前，拉脫維亞廣泛的研發結構以及產學界合作，使其在微生

物合成、木材化學、病毒學、生理活性物質的合成、生物有機

化學、分子生物學、遺傳學、生物技術、生物力學和磁生物學

等研究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生物技術設備的設計和製造也很完

善。此外，拉脫維亞的臨床研究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之研究亦逐漸獲得國際認可。 

3. 食品及飲料業：為拉國最大的工業之一，產值約占全國製造業

產值約 22%，全國有超過 1,100 家食品加工業者，約 20%製造

業就業人口在食品產業工作。 

4. 金屬加工及傳統機械 

金屬加工及機械傳統上即為拉國重要產業，過去大型的國營金

屬工廠，目前多已轉為民營，甚富競爭力，80%產品外銷，七

成外銷歐盟市場，尤以立陶宛、愛沙尼亞、波蘭及德國等鄰近

國家為主，俄羅斯亦為其重要市場。 

5. IT 及商業服務 

拉脫維亞的 IT 部門為投資者提供了巨大的競爭優勢，包括：

提供高技能的 IT 專業人員、語言技能以及西式工作文化，同

時結合鄰近俄羅斯市場和對俄羅斯市場知識。高度發達的通訊

和物流基礎設施以及很高的勞動生產率。 

拉脫維亞的全球商業服務也迅速發展。由於語言知識，文化兼

容性，地理位置和成本效益等因素，吸引越來越多斯堪的那維

亞國家的公司選擇拉脫維亞作為其商業務服務中心。此外，許

多國際知名的化學品生產商都選擇拉國首都里加(Riga)作為共

享服務中心（SSC）的所在地。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概況 

已簽訂：2004 年 5 月加入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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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拉脫維亞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5,219 萬美元(2024 年21.87%) 

6,680 萬美元(2023 年35.83%) 

1 億,410 萬美元(2022 年18.46%) 

8,787 萬美元(2021 年9.93%) 

我國進口值 
1,649 萬美元(2024 年47.70%) 

1,117 萬美元(2023 年24.86%) 

1,486 萬美元(2022 年24.32%) 

1,195 萬美元(2021 年16.76%) 

雙邊貿易總值 6,868 萬美元(2024 年11.91%) 

7,797 萬美元(2023 年34.46%) 

1 億 1,896 萬美元(2022 年19.16%) 

9,983 萬美元(2021 年5.86%) 

主要出口項目 

(4 位碼) 

積體電路(8542)、印刷機及複印機成品與零件(8443)、電話機等通

訊器具(8517)、印刷電路(8534)、鋼鐵製螺釘螺栓螺帽等(7318)、

合成纖維絲紗梭織物(5407)、手工具(8203)、硬質材料加工工具機

(8465) (2023) 

主要進口項目 

(4 位碼) 

木材及木質包裝產品(4407、4415)、冰淇淋及其他可食用冰

(2105)、電話機等通訊器具(8517)、鑄模或鑄心用之配成粘合劑

(3824)、澱粉菊糖(1108)、連接電路用之電氣用具(8536)、烈酒

(2208)、控電或配電用板(8537)、家具及其零件(9403) (2023) 

我國對拉國投資 無（本部投審司統計 1952 至 2024） 

拉國對我國投資 10 件; 78.4 萬美元（本部投審司統計 1952 至 2024） 

重要官方會議 2013.9 卓次長率領赴拉脫維亞經貿訪問團於抵達首都里加進行拜

會活動，與拉國經濟部次長 Ms. Zaiga Liepinna 進行經貿洽談 

重要民間會議 臺拉(脫維亞)經濟合作會議 

1. 2008.10舉辦第 1屆。  

2. 2010.11.03 第 2 屆會議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召開，由拉脫維亞商

工總會會長 Mrs.Zaneta Jaunzeme-Grende 與我方台灣區機器公會

黃名譽理事長博治共同主持，會中邀請拉國機械工程暨金屬工業

工會會長Mr. Vilnus Rantings及我駐拉脫維亞王處長建業致詞；我

方及拉方與會業者計 30餘位。 

3. 2012.05.08 第 3 屆會議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召開，由拉脫維亞商

工總會會長Mr. Janis Endzins及Rietumu銀行資深副總裁Mr. Ilja 

Suharenko 與我方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共同主持，會中邀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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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機械工程暨金屬工業工會副主席Mr. Ivars Erins及我駐拉脫維

亞王處長建業致詞，邀請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童處長益民發表專題

演講；我方及拉方與會業者計 40餘位。 

4. 2013.09.12 第 4 屆會議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召開。由拉脫維亞商

工總會會長Mr. Gundaras Strautmanis與我方台灣區機器公會黃名

譽理事長博治共同主持，國經協會王理事長鍾渝與拉脫維亞商會

主席 Janis Endzin 續簽署聯合協議書；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童處長

益民於會議中以「台灣：你的東亞合作夥伴」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我方及拉方與會業者計 40餘位。 

雙邊經貿協定 1. 貨品暫准通關證協定(歐盟) 

2. 拉脫維亞商工總會 (LCCI)與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IEAT)於 2022.07.14 簽署經濟合作備忘錄。 

歷年互訪記錄 3. 2013.9 卓次長率領經貿訪問團赴拉脫維亞首都里加進行拜會

活動，與拉國經濟部次長 Ms. Zaiga Liepinna、外交部經濟暨雙

邊關係司總司長 Mr. Rets Plesans、國會友台小組主席 Mr. Ainas 

Latokovskis 及國會議員等人分別進行會談，以及出席「第 4 屆

臺拉經濟合作會議」並致詞。 

4. 2017 年外貿協會籌組「里加國際資通科技展覽暨會議」（RIGA 

COMM 2017）參展團，包括臺灣、拉脫維亞、立陶宛、比利

時、英國、德國、愛爾蘭、瑞典及芬蘭等超過 10 國、100 家廠

商參與盛會。我參展廠商研華公司、宏正自動科技、寬原科技，

均為專業領域極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5. 2019.3.26-29 拉國第 4 大城 Jelgava 市長 Andris Ravins 率團訪

臺並參加 2019 智慧城市展。 

資料來源: 駐波蘭代表處經濟組、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