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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埃西亞(Croatia)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24.03.11 

人口 385萬（2024） 

面積 56,594平方公里 

貨幣 歐元（EURO）(2023年 1月 1日加入歐元區) 

國內生產毛額 759億歐元(2023預估) 

平均國民所得 19,714歐元(2023預估) 

經濟成長率 2.8%(2023預估) 

失業率 7.0%(2023)  

通貨膨脹率 8.4 %(2023) 

進口值 395億歐元(2023) 

出口值 229億歐元(2023) 

主要進口項目 食品、車輛、機械設備、化學品、礦產 (2023) 

主要出口項目 食品、電子設備、機械設備、金屬製品、化學品(2023) 

主要進口來源 義大利、德國、斯洛維尼亞、美國、匈牙利(2023) 

主要出口市場 義大利、德國、斯洛維尼亞、匈牙利、比利時 (2023)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 https://ec.europa.eu/eurostat/en/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explore/all/all_themes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

及展望 

 世界銀行(World Bank)2024年1月公布《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報告，預估克羅埃西亞2024年及2025年的國

内生產毛額(GDP)成長率分別為2.5%及3%。 

 2023年克國加入歐元區及申根區，歐盟預估可促進GDP成長率

2.8%。就業率持續增加及薪資成長預將支持個人消費成長。此

外，政府消費、私人及公共投資增加皆為促進克國經濟成長要素。 

https://ec.europa.eu/eurostat/en/


2 
 

 克國2022年吸引外人直接投資（FDI）34億8,880萬歐元；自1993

年迄2022年，克國累計吸引外資425.53億歐元。截至2023年第3

季克國前5大投資來源國依次為: 奧地利、荷蘭、德國、盧森堡、

義大利。截至2022年克國前5大外人投資產業為：金融服務、不

動產服務及投資、批發零售業、通訊業、旅館住宿業。（按2023

年第4季統計數據尚未公布） 

 克羅埃西亞於2013年7月1日加入歐盟，續於2023年1月1日加入歐

元區及申根區，將對克國經濟帶來助益，消除克國面臨之高外匯

風險，除可帶動克國旅遊業及吸引外人赴克國置產外(作為夏季

避暑及冬季避寒之選擇)，將便捷化跨境商務。惟由於加入與歐

盟同時面臨地緣政治及能源危機之風險，以及較為艱難之國際經

濟形勢，益處短期較難直接被反映出來，另受限於歐盟經濟放

緩，觀光業恐難對克國經濟成長帶來顯著貢獻。 

 2023年4月信評機構惠譽（Fitch）公布克國信用評等維持「BBB+」

等級不變，加入歐元區有助於減少外部及財政風險，前景展望為

「穩定」。驅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為投資，隨著個人消費的復

甦，預估2024年經濟將成長3%。此外，預估克國公共債務占GDP

比率將自68.3%下降至65.2%，並預估未來幾年内將持續下降。由

於經濟成長放緩和消費增加。 

重要經貿

政策及措

施 

 2012年起克國加值型營業稅(VAT)稅率由23%調高至25%。並對

菸草課徵特種貨物稅。  

 自2019年1月1日起，克國經濟部接管原投資專門機構公法人「投

資業務署」(Agency for Investments and Competitiveness，AIK)業

務，負責投資流程業務，為投資事務之中央單位，除提供投資克

國人投資機會、投資環境、投資獎勵等資訊外，亦在投資設立過

程提供客製化服務，並透過舉辦研討會及投資考察活動、與國內

外機構之合作等，加強招商引資。並於4月針對投資者開設新服

務網站「http://investcroatia.gov.hr」，提供投資環境、投資獎勵、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5%8B%E7%BE%85%E5%9F%83%E8%A5%BF%E4%BA%9E
http://investcroatia.gov.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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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數據、公司設立程序，以及「克國創業地圖」

(http://investcroatia.gov.hr/zone/)(含可使用空地及價格等訊息) 

等資訊。 

 2019年8月克國商工總會(CCE) 積極推廣及向克國企業宣導使

用歐盟環保標章(eco-labels)之益處，已有愈來愈多克國企業透過

環保標章塑造品牌形象。 

 2019年8月21日克國經濟創業暨工藝部與奧國企業Strabag 

Property & Facility Service簽署協議，建造「南歐國家創業競爭力

區域中心」(Regional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for 

Southeast European Countries, SEECEL)，以發展數位競爭力及發

展數位經濟之技術應用，提供克國創業家及中小企業一站式服

務，協助數位轉型及導入人工智慧(AI)應用。 

 自2020年1月1日起，調高營利事業所得稅(profit tax)級距劃分門

檻，對營利事業所得未滿100萬歐元者課徵12%稅率；100萬歐元

以上者，課徵18%稅率。 

 自2021年7月1日起，克國政府取消自第3國進口物品(含郵包及快

遞貨物)完稅價格在22歐元以下免徵關稅及加值營業稅(VAT)規

定，亦即凡自第3國寄至克國之包裹皆須課徵25%加值營業稅。 

 2020年11月25日克羅埃西亞國會通過新版「外國人法」，不再設

定外國人就業年度配額，惟外籍員工之雇主須先向克國就業服務

局(HZZ)申請勞動市場需求審查；若克國境內無符合雇主標準之

註冊失業者，則雇主可據此向克國內政部申請外人居留及工作許

可證。 

 2021年2月18日克羅埃西亞向OECD遞交「導入防止稅基侵蝕及

利潤移轉租稅協定相關措施多邊公約(BEPS)」批准書，於同年6

月生效。 

 克羅埃西亞經濟暨永續發展部依據歐盟指令修訂「永續廢棄物管

理法」(Act on Sustainable Waste Management)，自2021年7月1日

http://investcroatia.gov.hr/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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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禁止販售一次性塑膠產品，並自2022年1月1日起禁止零售商

提供一次性輕型塑膠提。 

 2021年7月克羅埃西亞復興開發銀行(HBOR)、斯洛維尼亞出口發

展銀行(SID)，以及歐洲投資基金(EIF)簽署協議，共同設立「區

域研發技術轉移基金」，以資助克、斯兩國大學、研究機構及創

新中心等，將研發成果商業化。EIF估計未來5年該基金至少可資

助逾350項專利項目與100家衍生新創企業(Spin-off) 。 

 2022年2月克羅埃西亞經濟暨永續發展部推出「2021年至2050年

氫氣發展策略」(Croatian hydrogen strategy from 2021 to 2050)，敘

明克國發展氫氣對減碳經濟之重要性，以及氫能經濟相關之投資

潛能、法規、市場創造，以及研究暨創新。 

 2022年3月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及義大利簽署意向書，旨在

建立共同促進氫能源技術開發合作框架。該計畫包括於北亞德里

亞海沿岸建設跨境「氫谷」（Hydrogen Valley）之合作，以及建立

一套涉及能源、工業及運輸領域之綜合能源生態系統，並在氫基

解決方案（hydrogen-based solutions）及創新項目上進行合作，例

如：設立充氫站與氫氣運輸網等，進而創造產業價值鏈。 

 2022年8月克羅埃西亞及挪威合作在北克羅埃西亞推動新的太陽

能計畫，資金來自歐洲經濟區（EEA）及挪威金融機制之資助

（grants），2023年太陽光電及風電裝置容量分別增至461.5MW

及1,160.15MW 

 2022年12月奧地利、斯洛維尼亞及克羅埃西亞之天然氣傳輸營運

商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在氫能源基礎設施展開合作，促進到

2030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計畫。 

 2023年12月克羅埃西亞政府已獲得歐盟現代化基金

(Modernisation Fund)撥款近4300萬歐元，規劃用於支持製造業及

區域供暖使用再生能源發電計畫。另歐盟執委會將透過歐盟創新

基金(Innovation Fund)資助德國能源巨擘E.ON旗下克羅埃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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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N Hrvatska負責協調的污泥氫氣循環經濟計畫

(Sludge-to-Hydrogen for a Circular Economy，簡稱S2H2)。 

 克國政府規劃自2024年起運用來自歐盟基金5億歐元，用於改善

其電力系統。此外，亦將投資8000萬歐元於大型電池儲存，以

協助再生能源饋入國家電網。 

 克國政府規劃自2024年起運用「歐盟復甦基金」(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簡稱RRF)投資20億歐元於數位轉型。2022

年底克國已通過至2032年的數位發展戰略。克國將數位化列為

國家重點發展產業，約63%克國民衆已具備基本數位技能，高

於歐盟平均值（註：全歐盟目標為至2030年達到80%）。依據

克國咨詢公司Apsolon合作的調查（165家具代表性企業）報告

顯示，2023年52.5%克國企業已開始綠色轉型，且13.7%擬於2024

年開始準備進行轉型。 

主要產業

概況及未

來發展策

略 

克國近年經歷產業重整，並致力推動民營化、擴大出口、促進生產、

加強環保、節約能源等措施，產業概況：  

1. 農業約占克國GDP之3%。 

2. 工業(含營建業)產值約占克國GDP之37%。 

3. 服務業產值約占克國GDP之74%，主要為旅遊餐飲業，主要來自

德國、斯洛維尼亞、奧地利及波蘭。 

洽簽自由

貿易協定

概況 

 2002年3月12日與土耳其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2002年12月5日簽署加入中歐自由貿易協定(Central Europ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EFTA，成員包括：保加利亞、捷克、匈

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2006年12月

19日簽署CEFTA Enlargement，成員包括阿爾巴尼亞、波士尼

亞、馬其頓、摩爾多瓦、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科索沃，成

為EU新會員之斯洛維尼亞等國退出。 

 2011年7月克國與EU完成入盟諮商；12月EU27國領袖於比京布

魯塞爾共同簽署克國入盟議定書；2012年1月克國公投通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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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2013年7月1日克國成為歐盟第28個會員國，並退出中歐自由貿

易協定。 

 2023年1月1日加入歐元區及申根區。 

三、臺克雙邊經貿關係 

單位：百萬美元 

年別 貿易總值 我國出口 我國進口 出(入)超值 

金額/增減

比% (同期) 

金額 

 

增減比

% 

金額 增減比

% 

金額 增減比

% 

金額 增減比

% 

2023 68.31 6.30 51.79 11.86 16.52 -8.04 35.27 24.48 

2022 64.27 -0.06 46.30 6.10 17.97 -13.07 28.33 23.35 

2021 64.30 24.68 43.64 5.49 20.67 102.41 22.970 -26.271 

2020 51.57 -10.24 41.36 -19.51 10.21 68.34 31.150 -31.271 

2019 57.46 -12.85  51.39 -16.90 6.07 48.42 45.33 -21.52 

2018 65.93 32.40  61.84 40.99 4.09 -31.13 57.76 52.28 

2017 49.80 17.698  43.86 17.181 5.93 21.672 37.93 16.508 

2016 42.31 -9.066  37.43 1.230 4.88 -48.933 32.56 18.695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雙邊貿易總值 

2023年雙邊貿易總額 6,831萬美元 

2022年雙邊貿易總額 6,427萬美元 

2021年雙邊貿易總額 6,430萬美元 

我國出口值 

2023年我對克羅埃西亞出口 5,179萬美元 

2022年我對克羅埃西亞出口 4,630萬美元 

2021年我對克羅埃西亞出口 4,364萬美元 

我國進口值 

2023年我自克羅埃西亞進口 1,652萬美元 

2022年我自克羅埃西亞進口 1,797萬美元 

2021年我自克羅埃西亞進口 2,067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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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項目 

(2023年) 

塗漆、清漆或被覆塑膠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HS 721070)、傳輸

處理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機器(HS 851762)、玻璃用模(HS 

848050)、  

主要進口項目 

(2023年) 

其他燃氣渦輪機零件(HS 841199)、其他氣體過濾、淨化裝置(HS 

842139)、靜電式變流器(HS 850440)、陶質製品(HS 690912) 

我對克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司統計，自 1952年至 2023年無投資案件。 

克對我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司統計，自 1952年至 2023年累計 9件，共計

25 萬美元。主要投資業別：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能源技術

服務業。 

重要官方會議 

1. 2014年 6月 12日至 6月 14日貿易局與歐洲在臺商務協會率團

訪問克國經濟部、投資暨競爭署、工商總會以及投資促進中心

等單位，推動歐盟與我洽簽 ECA案以提升雙邊經貿關係。 

2. 2015年 5月 12日經濟部國際合作處長會晤克國經濟部產業司司

長Mr. Tomislav Pokaz。 

3. 2016年 6月 2日經濟組會晤克國總理府辦公室副主任Mr. 

Tomislav Pokaz並就台克雙邊經貿關係交換意見。 

重要民間會議 

或經貿活動 

1. 2013年 8月 19至 23日國經協會邀請克國工商總會董事兼代理

國際關係處處長Mr.Domagoj Juricic訪臺，並舉辦一場「克羅埃

西亞市場商機研討會」。 

2. 2013年 10月 10至 12日國經協會籌組「2013年赴匈牙利與克

羅埃西亞訪問團」訪問克國。10月 11日國經協會與克羅埃西亞

工商總會於共同舉辦首屆「臺克企業論壇」，並舉辦一對一洽談

會，協助我商拓銷。台克雙方參加人數約計 40餘人，成效良好。

另國經協會與克羅埃西亞工商總會簽署經貿合作MOU，該MOU

於 11月 18日換文後生效。 

3. 2015年 5月 9至 12日國經協會籌組「2015年荷蘭、克羅埃西

亞經貿訪問團」赴克羅埃西亞舉辦第 1屆臺克經濟合作會議，

並簽署合作MOU。台克雙方參加人數約計 40餘人，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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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訪團另拜會克國 Doking與 INA公司，以及參訪 Rijeka海港

建設等。 

4. 2017年 11月 6日我外貿協會率 21家廠商在克國工商總會舉辦

貿易洽談會並協助我商考察投資環境。 

5. 2018年 6月 25日至 28日克羅埃西亞工商總會副會長Mr. Ivan 

Barbaric應國經協會邀請訪臺，並於訪臺期間辦理「克羅埃西亞

暨中東歐市場商機研討會」、參觀「台北國際食品展」及拜會經

濟部貿易局、招商投資服務中心、工研院、資策會等官方及民

間單位。 

6. 2019年 9月 23日「台北市進出口公會(IEAT)理監事歐洲經貿考

察團」拜會克羅埃西亞商工總會(Croatian Chamber of Economy, 

CCE)，雙方簽署MOU並就臺克經貿概況及未來合作方向等進

行交流。 

7. 2019年 11月 13日至 16日我國「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

率團參加第 44屆克羅埃西亞 INOVA國際發明展。評選結果我

國 33件作品共獲得 17金 12銀 4銅及大會頒發「亞洲最佳發明

獎」。 

8. 2021年 5月 27日克羅埃西亞商工總會與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及台

北市進出口同業公會召開「第 2屆臺克(羅埃西亞)經濟合作暨商

機媒合(線上)會議」。 

9. 2021年 10月「台灣發明商品促進協會」赴克國出席「克羅埃西

亞發明展 INOVA」，我國奪得 2特別獎、1金、1銀，另我國作

品「遠端醫療無人機創新服務應用」獲得評審團青睞勇得金牌

之外，更獲得大會首獎。 

雙邊經貿協定 無 

依據我財政部關務署最新統計資料，2023年克國為我國第 96大貿易夥伴，第 103

大進口來源及第 86大出口市場。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司、財政部關務署、克國國家統計局、克國經濟暨永續發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