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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埃西亞(Croatia)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2.06.13 

人口 404.77萬（2021） 

面積 56,594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572.32億歐元(2021) 

平均國民所得 14,718歐元(2021) 

經濟成長率 10.2%(2021) 

-8.1%(2020) 

3.5%(2019) 

失業率 7.6% (2021) 

7.5%(2020) 

6.6%(2019) 

幣制 Croatian Kuna（簡稱 HRK）(預計最快 2023年 1月加入歐

元區) 

通貨膨脹率 2.6 %(2021) 

0.1 %(2020) 

0.8 %(2019) 

進口值 283.3億歐元(2021) 

228.3億歐元(2020) 

249.8億歐元(2019) 

出口值 191.0億歐元(2021) 

148.8億歐元(2020) 

152.3億歐元(2019) 

主要進口項目 

(2021)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礦物燃料/礦油及

其蒸餾產品、醫藥品、車輛及其零附件 

主要出口項目 

(2021)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機器

及機械用具、醫藥品、木及木製品 

主要進口來源 

(2021) 

德國、義大利、斯洛維尼亞、匈牙利、奧地利 

主要出口市場 

(2021) 

斯洛維尼亞、義大利、德國、匈牙利、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

納 

匯率 1歐元=7.5242 HRK(2021) 

1歐元=7.5331 HRK(2020) 

1歐元=7.4136 HRK(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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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

展望 

 克羅埃西亞係前「南斯拉夫聯邦」一員，後因南斯拉夫共產政權瓦解，於1991

年6月獨立，於2015年脫離多年經濟衰退之泥沼，經濟成長2.4%，並至2019年

持續成長；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受到防疫限制措施及各國邊境管制之

負面影響，經濟衰退8.1%。 

 克國經過十年的申請程序，於2013年7月1日加入歐盟。加入歐盟後，克國政府

必需減少亞相對較高的公共債務及公共支出，並經由更嚴格徵稅及提高加值稅

以增加收入；克國政府也加快政府資產及國企民營化，惟成敗參半。 

 2019年6月OECD公布對克國投資政策及法規改革之檢視報告，克國在強化法規

政策架構部分有大幅進步。投資政策部分，OECD建議克國應簡化公司設立及

核發營業執照程序、發展一致性更高之機構暨政策架構以吸引投資，以及持續

打擊貪腐並強化司法績效(judicial performance)。另政府應鼓勵克國國內創業、

強化競爭力、訂定清楚之投資吸引策略，以使克國經濟多元化，並向投資者證

明克國機構及法規系統之透明度及可信賴度。 

 2019年8月克國媒體報導具指標性之幾家大型出口商已警覺歐洲經濟明顯放

緩，尤其是德義2國經濟瀕臨衰退邊緣，故已開始採取分散市場、放緩投資及

聘雇新進人員等相關因應方案。 

 克羅埃西亞於2020年1月5日進行總統大選2輪投票，代表克羅埃西亞社會民主

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Croatia)前總理米蘭諾維奇(Zoran Milanovic)以

52.67%得票率當選新任總統。 

 美商服務業評比機構Clutch公佈2021年全球1,000家最佳B2B企業名單，其中17

家克羅埃西亞企業上榜，擠進前100名克國企業有3家，分別為：第7名電腦軟

體及手機應用程式開發商Infinium、第72名網路及手機應用程式開發商Q  

Agency、第83名網路及手機應用程式開發商Five。 

 依據「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稱TI）「2021年貪腐印

象指數」（The 2021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克國於179受調查國家中

排名63位，與2020年同名次。  

 克國2021年吸引外人直接投資（FDI）37億7,650萬歐元；自1993年迄2021年，

克國累計吸引外資388.79億歐元。截至2021年克國前5大投資來源國依次為: 荷

蘭（16.55%）、奧地利（13.10%）、盧森堡（11.03%）、德國（10.13%）、義

大利（9.51%）。截至2021年克國前5大外人投資產業為：金融服務（25.28%）、

批發零售業（15.38%）不動產服務及投資（6.72%）、通訊業（4.81%）、旅館

住宿業（4.24%）。 

 美國傳統基金會公布「2022年經濟自由度指數」(2022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年報，克羅埃西亞在全球受調查180國家或地區，以積分67.6排名第

45，屬中等自由度國家(Moderately Free)，表現較佳項目包括：智慧財產權保護、

財政體質健全、貿易自由、稅負較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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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歐盟執委會分析，克國經濟2020年受新冠疫情重創衰退後，2021年

以10.2%之成長率強勁反彈。2022年初，原預估克國2022年經濟成長將可延續

2021年之榮景，達到4.8%成長率；惟俄烏戰爭對克國倚重之觀光業造成衝擊，

對克國經濟產生之負面效應大於奧、斯(洛維尼亞)兩國。爰此，歐盟執委會下

修2022年克國經濟成長率至3.4%，對2023年經濟成長率預估3.0%維持不變。

另，2022年初以來，受能源、食品及其他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影響，克

國2022年通膨率將上漲至6.1%。所幸克國政府實施多項財政措施，包括：對家

庭與中小企業直接轉移支付，以及調降多項間接稅，對通膨降溫應有助益。預

估2023年通膨率可望降至2.8%，接近2021年2.7%水準。 

 2022年5月克羅埃西亞信用評等被惠譽（Fitch）維持BBB級展望正向，認為目

前克國已滿足「歐洲匯率機制II」（ERM II）要求之所有結構性改革標準，且

滿足多數「歐元趨同標準」（Euro Convergence Criteria），包括：利率、匯率

及公共財政。雖然克國在價格穩定標準方面仍存在問題（尤其近幾個月持續高

漲之通脹率）；惟高通膨問題為近來歐洲普遍現象，並非克國獨有，因此歐盟

在評估克國通膨標準時，或將採取較彈性評估。倘若克國在2022年未能達到歐

盟通膨標準，預計加入歐元區時間應仍不至於延超過一年，因為歐盟高層曾明

確承諾加快此進程。 

重要經貿政

策及措施 

 2012年3月起克國加值型營業稅(VAT)稅率由23%調高至25%。 

 2013年3月7日通過新型營業加值稅法，其中對於報業(日報)之營業加值稅

(VAT)稅率將自現行10%降為5%，並自2013年7月1日起生效。 

 2013年6月克羅埃西亞政府對菸草課徵特種貨物稅。 

 2013年7月1日克羅埃西亞加入歐盟。 

 2017年克國最大零售業廠商Agrokor負責人爆發掏空及賄賂醜聞，幸克國政府

已採取措施紓困，避免該集團陷入財務困境而影響克國經濟，2019年4月已重

整並更名為Fortenova Group(俄國2銀行共佔46.7%股權為最大股東)。 

 自2019年1月1日起，克國經濟創業暨工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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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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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nvestcroatia.gov.hr/
http://investcroatia.gov.hr/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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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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日起，克國企業可透過克國政府數位服務系統「START」

(https://start.gov.hr/st/index.html)，享有快速簡便之電子化服務，該系統提供完

整服務，縮減創業者之設立時間，透過跨部會合作，連結商業法庭、稅務機關、

退休保險機構、就業服務機構、統計局、中央數位社會發展辦公室等單位之服

務。 

 克羅埃西亞於2020年1月1日接任歐盟輪值主席為期半年，為加入歐盟以來首次

輪值主席國，以「在充滿挑戰的世界中，建構強大的歐洲」為目標，並以「持

續發展的歐洲(經濟穩定且持續發展)」、「連結的歐洲(加強基礎建設，促進各

國文教交流)」、「受保護的歐洲(強化對外部威脅及網絡威脅之抵禦能力)」及

「具影響力的歐洲(採取一致、有效及可信之擴大政策)」等4個支柱作為指導方

針。 

 自2020年1月1日起，調高營利事業所得稅(profit tax)級距劃分門檻至750萬庫納

(約100.8萬歐元)，即對營利事業所得未滿750萬庫納者，課徵12%稅率；750萬

庫納以上者，課徵18%稅率。 

 歐盟於克國2013年加入時，同意克國禁止外國人購買農地7年。歐盟執委會於

2020年6月16日，准予延長克國該項措施3年，主因為克國農地市場仍未穩定，

且農地價格恐隨對外人開放而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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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現任總理Andrej Plenkovic領導之「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HDZ)

於7月5日大選再次成為國會最大黨，獲得優先組閣權。施政優先推動：中央政

府部會數量及人事縮編，調降個人所得稅、營業利得稅(Profit Tax)及食品類加

值稅(VAT)等。 

 2020年7月10日克羅埃西亞加入歐洲匯率機制(Exchange-Rate Mechanism, ERM 

II)，決定歐元兌換克幣庫納(Kuna)之中心匯率(central rate)為1歐元兌 7.53450

庫納，波動範圍不得超過正負15%。克國同時加入歐元區銀行聯盟，自本年10

月1日起，擔任單一銀行主管角色之歐洲央行將直接監督克國主要商業銀行。

歐盟執委會表示，將續支持克國政府完成加入歐元區程序。克國何時可加入歐

元區目前尚未知，以他國前例來看，加入ERM-II後約2至2.5年加入歐元區(如：

斯洛維尼亞)，惟可能耗時更久。克國央行近期將向大眾公布「以歐元取代庫納」

之國家計畫，內容包括加入歐元之實際步驟，另已承諾將於2022年3月前推動

下列改革，包括：打擊洗錢、簡化官僚體系、改善國營企業管理，以及強化破

產法規。 

 2020年7月24日克國前任經濟部長Darko Horvat將執掌業務，移交給新任經濟暨

永續發展部(Ministry of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部長Tomisl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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Ćorić(原環境能源部長)。除續改善經商環境、推動經濟數位化及創新，以及與

歐盟市場連結外，將推動符合永續發展目標之經濟轉型，並加強疫情後之自給

供應能力(self-sufficiency)，以同時達到經濟繁榮、環境永續及氣候中立(climate 

neutral)為施政目標。H前部長則轉任建設暨規劃部(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and 

Physical Planning)部長。 

 2020年8月克國區域發展暨歐盟基金部(Minist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U Funds)針對發展地區寬頻基礎建設訂定6項建設計畫，金額達5億庫納 (約

6,700萬歐元)，其中2.7億庫納為歐盟補助款，其餘資金來自地方政府及克國A1

電信公司之投資。克國正著手發展資通訊技術，以實現政府公共行政及經濟數

位化，進一步改善農村地區通訊、促使經濟發展及數位轉型，而寬頻基礎建設

為不可或缺之必要條件。 

 自2020年10月起，克國政府限縮自非歐盟國家可攜入之免稅煙品數量，至最多

2包香菸(40根)或50克捲菸，此將減少克國人為購買低價菸品，頻繁往來克國與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或塞爾維亞邊界，原限額為新規定之5倍，即10包香菸(200

根)或250克捲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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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申辦程序(包括勞動力市場審查)最多30天。 

 2020年12月4日克羅埃西亞國會通過「實施歐盟促進網路商業用戶公平與透明

條例」，提供公平、透明及可預測之線上商業環境。 

 2021年1月28日克羅埃西亞經濟暨永續部與歐洲投資銀行簽署MOU，將聯合發

展克國再生能源生產及電力輸送基礎設施、乾淨能源及節能措施、建築物翻新

改造、循環經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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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teral Convention to Implement Tax Treaty Related 

Measures to Prevent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批准書，於同年6

月生效。 

 2021年4月克國政府訂定2021至2026年「國家復甦計劃」草案，總金額約64.8

億歐元，已提交歐盟審查。內容包括：1.企業支持、2.改善公共管理、司法及

國有資產管理、3.促進教育、科學及研究、4.改善勞動市場及社會保障、5.改善

醫衛系統，以及6.地震後建築物重建，結合綠色轉型及數位轉型，規劃改革及

振興計畫。 

 2021年4月克羅埃西亞政府通過「克羅埃西亞低碳發展戰略」，目標為：2030

年前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33％，至2050年減少56.8％。預估2021年克國將有30%

之電力來自再生能源。 

 2021年5月克羅埃西亞經濟暨永續發展部編列1.4億庫納(約185.8萬歐元)，協助

企業投資於數位及綠色轉型，以提升企業競爭力及刺激中小企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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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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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禁止販售一次性塑膠產

品，如：塑膠袋、棉花棒、餐具、餐盤、吸管、飲料攪拌棒等，並自2022年1

月1日起禁止零售商提供一次性輕型(厚度15至50微米)塑膠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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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基金總額

至少4,000萬歐元，HBOR及SID將各出資1,000萬歐元，EIF則出資2,000萬歐元。

該基金將用於資助前揭學術及研發機構之「概念驗證」(Proof of Concept)階段

之開發項目，亦即風險投資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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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9月10日克羅埃西亞與歐盟執委會及歐元集團簽署「諒解備忘錄」

(MOU)，克國將據此被允許獲得生產歐元硬幣之資訊及技術，俾事先進行生產

測試。克國總理Andrej Plenković日前表示，克國有信心於2022年加入申根國家

區，2023年加入歐元區，目前克國政府正全力推動邁向上述目標。為符合歐元

區審核標準，目前克國尚待努力項目包括：推動反洗錢措施、強化企業破產監

管、改善公共部門效率，以及加強統計資料蒐集等。此外，克國於新冠疫情前

仍未能達成馬斯垂克條約標準，疫情爆發後，歐元區各國財政支出均遠超過該

標準，未來歐元資格審查委員會如何評估克國財政優劣狀況，尚待觀察。 

 2021年9月，歐盟執委會通過克羅埃西亞7.83億歐元再生能源補助計畫，將透過

多項技術支持克國生產再生能源電力，並以溢價補助方式鼓勵業者投資再生能

源。 

 2021年12月17 日正式成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非區域成員。 

 2022年1月25日OECD理事會決定開啟與克羅埃西亞之入會對話(accession 

discussions)，並由秘書長Mathias Cormann正式致函克國總理，請克國續配合完

成後續加入OECD程序。克國政府已於2022年2月21日成立「克羅埃西亞OECD

入會談判小組」(Negotiating Group for the Acce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to 

the OECD)，替代原2021年5月成立之跨部會工作小組。主談人為克國對外暨歐

洲事務部長Gordan Grlić-Radman，負責加入OECD所有相關事務，包括研擬與

策略方向有關之所有提案、與OECD及所有利害關係人溝通協調等，以成為

OECD會員為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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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克國政府完成「引入歐元作為官方貨幣法」草案公眾諮詢，調

和引進歐元相關之克國法律章程，涉及加入歐元區須符合之條件、財務會計及

資訊系統調整等技術性準備工作事宜，具體內容包括：法律架構規範、歐元現

金供應及兌換、貸款及存款轉換，以及消費者保護等，為加入歐元明訂法源依

據。於2022年4月獲克國國會通過，最早可自2023年1月1日起以歐元作為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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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前提是仍需獲得歐盟部長理事會批准。 

 2022年2月克羅埃西亞政府為因應通貨膨脹及能源價格上漲，編列48億庫納(約

6.36億歐元)補助，以及宣布調降天然氣、熱能、多項食品、農用品、體育文化

活動門票增值稅等措施。 

 2022年3月斯洛維尼亞基礎建設部國務委員Blaž Košorok與克羅埃西亞代表

Ivo Miletić以及義大利Friuli Venezia Giulia自治區首長Massimiliano Fedriga

簽署一份意向書，旨在建立一合作框架，共同促進氫能源技術開發。該計

畫將列出一系列發展項目並確立資金來源，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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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斯、克、義3方將在氫基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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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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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產業概況：  

1. 農業約占克國GDP之3.94%。 

2. 工業(含營建業)產值約占克國GDP之26.05%。 

3. 服務業產值約占克國GDP之70.01%，2021年克國外國遊客達10,640,809人次，

較2020年增加92%，主要來自德國、奧地利、斯洛維尼亞及波蘭；外國旅客旅

館過夜數62,847,827，較2020年增加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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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臺克雙邊經貿關係 

單位：百萬美元 

年(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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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64.28 24.64 43.64 5.49 20.65 102.19 22.99 -26.20 

2020 51.57 -10.24 41.36 -19.51 10.21 68.34 31.15 -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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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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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2.31 -9.066  37.43 1.230 4.88 -48.933 32.56 18.695 

2015 46.53 -10.054  36.98 -19.479 9.55 64.512 27.43 -31.632 

2014 51.73 27.282 45.92 25.247 5.8 46.055 40.12 22.718 

2013 40.64 1.645 36.66 0.672 3.97 11.589 32.69 -0.511 

2012 39.98 -14.529 36.42 -17.374 3.56 31.928 32.86 -20.591 

2011 46.78 -27.686 44.08 -28.201 2.7 -18.09 41.38 -28.775 

2010 64.69 -14.02 61.39 -15.782 3.3 40.902 58.1 -17.661 

2009 75.24 17.952 72.9 21.538 2.34 -38.551 70.56 25.61 

2008 63.78 23.658 59.98 22.804 3.81 38.863 56.17 21.849 

2007 51.58 1.182 48.84 4.419 2.74 -34.815 46.1 8.294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我國出口值 

US$4,364萬(2021年↑5.49%) 

US$4,136萬(2020年↓19.51%) 

US$5,139萬(2019年↓16.90%) 

我國進口值 

US$ 2,065萬(2021年↑102.19%) 

US$1,021萬(2021年↑68.34%) 

US$ 607萬(2021年↑48.42%) 

雙邊貿易總值 

US$6,428萬(2021年↑5.49%) 

US$5,157萬(2020年↓10.24%) 

US$5,746萬(2020年↓12.85%) 

主要出口項目 

(2021年) 

塗漆、清漆或被覆塑膠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HS 721070)、接收、轉換及

傳輸或再生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機器(HS 851762)、診斷或實驗用之試劑

及配製試劑(HS 382200)、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HS 852351)、玻璃用模(HS 

848050)、自動處理機等機器之零件及附件(HS847330)、其他照明或視覺信號

設備(HS 851220)、辦公用機器零附件(HS 847340)、縫紉機專用零附件(HS 

845290)、磁碟機等儲存裝置(HS 847170)  

主要進口項目 

(2021年) 

冷凍魚肉(HS 030499)、其他光學配件(HS 900190)、液體介質變壓器(HS 

850421)、通訊、影像傳輸/接收器零件(HS 852990)、陶質製品(HS 690912)、固

定電阻器(HS 853329)、果類酒精飲料(HS 220600)、變阻器及電位計(HS 

853340)、牛/馬類動物皮革(HS 410799)、樂器用弦(HS 920930) 

我對克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自 1952年至 2021年無投資案件。 

克對我投資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自 1952年至 2021年累計 8件，共計 24萬

美元。2021年新增 1件投資案，7,000美元設立能源技術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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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貿易局江前副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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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處長益民會晤克國經濟部產業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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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Mr. Tomislav Pokaz，盼 P司長下半年訪臺。 

3. 2016年 6月 2日經濟組會晤克國總理府辦公室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Staff 

of the Prime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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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1月 13日至 16日我國「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秘書長謝

曼麗率團一行 32人參加第 38屆克羅埃西亞 INOVA發明展。評選結果我

國共獲得 25金、19銀、9銅，僅次於地主國。 

4. 2014年 11月 7至 8日我國「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秘書長謝曼麗

率團一行 20餘人參加第 39屆克羅埃西亞 INOVA發明展。評選結果我國

共有 10金 5銀 11銅 5個特別獎及 1個大會最佳作品獎，僅次地主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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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訪團另拜會克國 Doking與

INA公司，以及參訪 Rijeka海港建設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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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協助我商考察斯國投資環境。 

7. 2017年 11月 9至 11日我國「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秘書長謝曼麗

率團參加第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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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金 14銀 6銅 3個特別獎，僅次地主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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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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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團長顏常

務理事國基與 CCE副會長 Ivan Barbarić簽署MOU，雙方就臺克經貿概況

及未來合作方向等進行交流。 

10. 2019年 11月 13日至 16日我國「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會長謝曼

麗率團參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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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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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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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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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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克國為我國第 103大貿易夥伴，第 103大進口來源及

第 90大出口市場。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進出口統計、克國國家統計局、克國經濟暨永續發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