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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France)經貿檔 

2025.3.31 

一、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6,860萬(2025.1) 

面積 54萬9,00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兆170億歐元(2024) 

平均國民所得 4,8000歐元(2024) 

經濟成長率 0.9% (2023)、1.1%(2024)、0.8%(2025) 

工業成長率 -1.5% (2024.11) 

失業率 7.4% (2024) 

消費者物價指數 119.81 (2024.11) 

幣制 歐元(EUR)，1美元=0.97歐元(2025.1.16) 

外債 3兆2,284億歐元(2024Q3) 

進口值 7,310億歐元(2023)；6,886億歐元(2023.12-2024.11) 

出口值 6,073億歐元(2023)；5,860億歐元(2023.12-2024.11) 

主要進口項目 汽車製造組件 (8.0%)、碳氫化合物 (7.6%)、機器設備

(5.2%)、藥品(4.8%)、電機產品(4.3%)、化學原料(4.2%)、航

空 (天 )器製造組件 (4.2%)、精煉石油產品 (4.1%)、服飾

(3.5%)、汽車零件(2.8%) 

主要出口項目 航空 (天 )器製造組件 (9.5%)、藥品 (6.5%)、汽車製造組件

(6.4%)、機器設備 (5.5%)、化學原料 (5.0%)、電機產品

(4.3%)、香水與美妝 (4.2%)、雜項化學品 (3.7%)、飲料

(3.3%)、皮革行李及鞋類(3.2%)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12.7%)、中國(10.3%)、比利時(7.7%)、美國(7.6%)、義

大利(7.4%)、西班牙(6.9%)、荷蘭(4.3%)、英國(3.9%)、瑞士

(2.6%)、波蘭(2.3%) (2024)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13.2%)、義大利(8.3%)、美國(8.2%)、比利時(7.7%)、

西班牙(7.5%)、英國(6.3%)、中國(4.1%)、荷蘭(4.0%)、瑞士

(3.5%)、波蘭(2.6%) (2024)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總體情形： 

(1) 經濟現況：法國央行預測，法國2024年第4季 GDP 零成

長，主要受巴黎奧運會及帕運會後負面效應影響，若不

計奧運會和帕運會的負面影響，該季 GDP 增長0.2%。儘

管經濟活動持續放緩，法國經濟並未陷入衰退，其中航

空與食品加工產業支撐工業發展，但汽車與紡織服飾產

業則持續陷於困境。受2024年底聖誕跨年假期及巴黎聖

母院重新開放人潮帶動，服務業生氣勃勃，但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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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初有所放緩。法國的政治不確定性削弱經濟前

景，而其中又以營建業刻正等待零利率貸款等相關政策

措施之進一步明確化；工業方面，價格正常化趨勢持

續，招聘困難則略有緩解。 

(2) GDP 成長：另法國央行預測2025年法國 GDP 成長率

0.9%。面對令人憂心的財政赤字，央行主張短期須實施

針對性的加稅措施，但須避免影響中小企業及中產階

級。此外，必須將財政赤字控制於接近5%的範圍內，以

避免歐盟開罰與投資者失去信心；另應藉由簡化規範、

深化單一市場及鼓勵創新，推動歐洲經濟成長。儘管當

前經濟形勢低迷，仍可見部分正面跡象，尤其是即將擺

脫之通貨膨脹壓力，目前法國通膨率已降至1.7%，將有

助於恢復家計單位的購買力，並促使歐洲央行逐步降

息，惟法國須實施更嚴謹且具可信度的財政政策。 

(3) 財經內閣改組：法國總理François Bayrou於2024年12月23

日宣布新內閣名單，經濟方面將重振公共財政的艱鉅任

務交給新任財經部長 Éric Lombard。L部長前為國家存託

與匯款基金(Caisse des Dépôts)總經理，此前在投資銀行和

保險業界亦有耀眼職涯，曾擔任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Cardif)及法國忠利保險 (Generali France)的執行

長。渠因其致力推動社會型資本主義而備受尊崇，如今

接掌經濟、財政、工業主權暨數位部，首要任務將是制

定穩健預算，以避免公共服務癱瘓並支撐經濟發展；惟

其考驗甚為艱鉅，2024年公共赤字持續擴大，已達國內

生產毛額(GDP)的6.1%，而經濟成長仍顯疲弱；同時，法

國須遵守歐盟規範承諾，2025年將赤字降至5%，但操作

空間十分有限。 

2. 公共財政：  

(1) 2025預算：法國2025年預算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公共

支出削減320億歐元，同時增加210億歐元收入，主要將

有針對性之增稅措施。政府公務機構預算將削減5%，節

省逾20億歐元的開支；公共赤字預計仍將達 GDP 的

5.4%，略高於原先設定的5%目標。此外，政府擬專設改

革基金，以出售部分國有資產籌措其資金，在公共服務

中推廣人工智慧之應用，同時為可能的減債鋪路。在稅

收方面，企業2025年的利潤附加稅將貢獻80億歐元，同

時提高金融交易稅，對富裕納稅者的金融資產徵收0.5%

的新稅，預計可為國庫帶來20億歐元收入。另一方面，

資本收入的單一稅率(flat tax)和電力稅則維持不變，2月

電價將因此調降14%。此外，為了補償放棄部分醫療支出

節流措施所產生的缺口，將由健康保險機構和醫療保險

公司徵稅至少10億歐元來補償。 

(2) 公共債務：另法國公共債務持續攀升，根據法國國家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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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統計，2024年第3季度達創紀錄3.3

兆歐元，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13.7%。馬克宏總

統首度上任以來至2024間債務暴增超過1兆歐元，主要係

因新冠疫情與相關經濟紓困補助政策。法國財政狀況持

續惡化，2024年公共財政赤字達 GDP 的6.1%，遠高於歐

盟標準。儘管政府計劃在2029年前將赤字逐步降低至

3%，債務預計在2027年達到 GDP的116.5%後才會緩慢下

降。法國政府計劃2025年於金融市場籌集創紀錄的3千億

歐元，超越2024年借貸的2850億歐元。 

(3) 信用評級：穆迪(Moody’s)信用評級機構2024年底調降法

國主權評級至 Aa3，原因是法國「政治碎片化

(fragmentation politique)」，各政治勢力間嚴重分歧，缺乏

共識，導致政策推行和決策困難，快速重整公共財政的

可能性受阻礙，因此該機構將法國的評級自先前的Aa2下

調至 Aa3。穆迪表示，法國政治環境自2024年6月國會解

散以來不確定性持續增加，未來三年法國的公共財政將

明顯疲弱，並認為大幅減少預算赤字的可能性不高。穆

迪預計，2025年法國公共赤字將維持在 GDP的6.3% ，並

預期2027年公共債務將達 GDP 的120%。 

3. 對外貿易： 

(1) 貿易概況：法國海關統計，2024年11月出口在能源部門

拉抬下，較10月增加6億歐元，而進口金額僅增加3億歐

元，使貿易逆差縮減3億歐元至73億歐元，其中能源貿易

順差成長3億歐元即為主因。雖消費品貿易收支餘額小幅

下降，但中間財及投資財的貿易餘額則有改善或持穩趨

勢。整體貿易逆差仍顯著，截至11月底累計達836億歐

元。與此同時，自2023年2月以來，12個月累計貿易逆差

首度縮減1.4億歐元，顯示自2021年底以來，貿易收支餘

額惡化趨勢似有逐步趨穩之勢。 

(2) 能源出口：在核能與再生能源助攻下，法國2024年電力

出口刷新紀錄，淨出口量達89TWh，主要出口至德國和

英國，超越2002年的前紀錄 77 TWh。此一佳績受益於核

能生產回歸正軌，解除前幾年核電廠腐蝕危機，同時再

生能源亦大幅提升；法國電力公司 EDF 估計全年總發電

量約為500 TWh，其中約360 TWh來自核能。另一方面則

反映國內需求疲弱低迷，尤其是工業用電需求減少，全

國消耗量較2014至2019年間的平均值降低6%。上述出口

亮眼表現彰顯法國低碳電力之競爭力，價格較能源危機

期間更為合理，且平均比德國電便宜20%。2023年法國電

力出口收入逾40億歐元，英國作為法國電力的最大進口

國，受益最為顯著。電力出口雖有助於改善法國能源貿

易逆差，但因原油、精煉產品及天然氣等化石燃料進口

可觀，導致逆差仍高達70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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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工活動： 

(1) 企業經營情形：根據BPCE銀行集團最新公布統計，法國

2024年企業倒閉家數創紀錄，共計6萬6,420家企業宣布破

產，約26萬個工作機會受威脅，反映當前艱難的經濟困

境，高利率與需求疲弱，使中小企業首當其衝，面臨嚴

重衝擊。新冠疫情期間，政府祭出大規模紓困補助措施

後，雖倒閉數量一度下降，但復甦步調緩慢，不足以保

護中小型企業；若以產業別觀察，建築業和房地產業受

信貸成本上升的沉重打擊，陷入異常過度倒閉，而運輸

倉儲業與企業服務業亦難倖免。2025年亦不容樂觀，破

產數量可能會上升至6萬8千件，促使經濟局勢進一步惡

化。大企業受益於外貿和公共部門需求，而中小企業則

面臨生產成本上升，使其生存經營更加岌岌可危。小型

企業的倒閉情況仍在持續加劇，預計可能要等到2026年

初倒閉壓力才有望逐步緩解。 

(2) 紓困貸款償還：新冠疫情爆發五年以來，距離法國國家

擔保貸款(prêt garanti par l'É tat, PGE)設定的最終還款期限

2026年底尚餘兩年，仍有約400億歐元的貸款尚未償還。

該等貸款源自疫情期間，法國「不惜代價」之相關紓困

補助政策，當時政府全力支持逾80萬家企業，總金額達

1,450億歐元，並由國家提供90%的擔保。儘管大多數大

型企業已還清貸款，但規模較小的企業，尤其是最受重

擊產業，如旅遊業、零售業和營建業等，則面臨較多困

難。目前整體貸款違約率維持在4.4%的穩定水準，但部

分產業已超出平均值，如建築業的違約率高達6.93%，凸

顯相關企業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尤其是選擇將還款期

限延長至2026年者。儘管國家預計承擔的成本為35億歐

元，但近來企業破產率上升，已超過2019年的水準，恐

進一步加重政府財政負擔。對於規模較小的企業而言，

情況尤為嚴峻，9%的 PGE受惠企業已違約，雖對國家預

算影響有限，但對其業務衝擊卻相當顯著。 

(3) 就業狀況：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院(Insee)報告指出，

法國2024年第1季增加7萬5千個就業人口，較同期增加

0.3%，公、私部門分別增加1萬4千人、6萬1千人，其中

服務業部門增加約5萬人，工業部門則增加約7千人，另

自法國推行再工業化政策以來，近3年工業部門已增加9

萬4千個就業人口。截至2024年3月止，法國就業人數總

共為2,715萬人，分別較2023年及疫情前之2019年增加

0.7% (18萬5千人)、5.2% (140萬人)。法國總統馬克宏盼

在2027年將失業率減少至5%，達充分就業目標，惟目前

仍面臨國內政治不確定性及失業保險改革等挑戰，此

外，儘管法國2024年第1季工商及餐旅服務業就業人數分

別增加超過2萬人，惟多數係年輕人從事之巴黎奧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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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工作(CDD)。 

重要經貿政策 1. 經濟改革：法國總統馬克宏於2023年8月27日發布國家戰

略自主路線圖，重點略以： 

(1) 歐盟層面：歐洲必須有明確的能源政策，強化再生能源

與核能之使用，以及加強歐洲電網之一體化。再者，歐

洲往往因監管過度且審核速度過慢，不利吸引外人投

資，因此需要強有力的單一市場政策及創新之產業政

策，以建立更強大之經濟實力，與美中匹敵。其三，將

戰略利益與氣候變遷納入貿易政策，與他國之商業往來

應符合平等互惠。 

(2) 雙邊層面：法國對能源之長期依賴導致貿易逆差，因此

將轉向低碳與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並加大出口力道，例

如加強農產品出口政策，改善貿易失衡問題。此外，近

年歐洲部分法規反而成為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之弱點，

因此法國必須加強經濟外交與出口支持。另持續加強對

新創及中小企業之協助，由具備出口實力之大型企業帶

動中小企業，並善用法國科技計畫(La French Tech)優勢

帶動出口。 

(3) 貿易投資：選擇法國投資高峰會(Choose France)為法國吸

引外資之重要活動，儘管過去4年法國蟬聯歐洲最具經濟

吸引力國家，仍將持續強化與鞏固此一基礎。法國並將

持續透過出口及動員僑民創造就業機會，例如政府推動

「選擇非洲」(Choose Africa)計畫協助駐法之非洲僑民在

非洲投資開業，另亦透過北非基金(Fonds Maghreb)推動

雙邊經貿合作項目。 

(4) 關鍵原料：法國亦將確保對稀土、稀有原料及關鍵礦產

之取得，例如2023年馬克宏成為首位訪問蒙古之法國總

統，主要係因發現蒙古在特定關鍵原料供應之潛力。法

國將持續透過部長級官員與國會議員之外交出訪，加強

與各國之連結與合作，推動相關原料供應來源之多樣

化，以確保國家產業之獨立自主性。 

2. 第二階段改革：馬克宏2024年1月16日宣布推出「馬克宏

2號法案」，重點略以： 

(1) 充分就業：馬克宏競選總統主要政策之一，第二階段勞

動市場改革將延續2017年所啟動之相關改革，尤其將針

對住房和交通等面向訂定相關新措施，馬克宏總統強

調，政府財政預算重點核心係創造就業和財富分配。 

(2) 促進生育：針對法國2023年出生率之下降，馬克宏亦宣

佈將採取相關新措施，包括推出為期六個月的產假等，

目標係解決低生育率對經濟活動所造成的傷害。 

(3) 教育改革：馬克宏表示為實現更公正的法國，須加強教

育制度，尤其是學校的重要性，政府未來並將對自2017

年以來已經實施的相關措施進行進一步檢討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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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薪酬制度：公務體系之勞動「績效」和「報酬」的改

革，亦將有助進一步實現一個更公正的法國，法國政府

將在2025年推出相關特定措施，例如加班報酬將迅速反

應在個人銀行帳戶上等，另政府亦已邀請相關經濟學家

針對薪酬和社會財政援助間的關係進行研究，預計在未

來的相關公務員法案實現按績效支付薪酬的原則。 

(5) 公共服務：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來簡便行政程序。另針對

法國人重視的醫療問題，將改革外國醫生職業之相關法

規，以及針對醫療資源過度浪費進行相關檢討。 

3. 投資： 

(1) 2030投資計畫：為重建法國及歐洲之產業主權，並克服

研發投資比重過低、製造產線外移等阻礙經濟發展因

素，馬克宏總統於2021年10月12日發布法國2030投資

(France 2030)計畫，透過訂立重大發展策略，以奠定創新

研發、生產、外銷及融資活動之「良性循環」基礎，並

鎖定數個重點產業，推動法國成為世界冠軍。 

(2) 主要目標：本投資計畫訂立下列10大目標：(1)投資10億

歐元於核能產業、(2)推動2030年法國成為綠氫世界冠

軍、(3)加速工業減碳、(4)生產200萬輛純電動及混合動力

車、(5)2030年前製造低碳飛機、(6)加速農業自動化及數

位化、(7)創造20個製造癌症、新興疾病及慢性病之生物

新藥品並開發具前瞻性醫療器材、(8)形塑法國為保護文

化內容及創造力之世界冠軍、(9)投資太空領域及(10)探索

海底資源。 

(3) 關鍵產業供應：為確保原物料及關鍵電子零組件供應無

虞，法國政府將於2030年前投入60億歐元，推動電子製

造產量雙倍、確保晶片供應安全、發展雲端系統、投資

人力資本，並對創新活動提供資金協助。 

4. 能源： 

(1) 復興核電：馬克宏總統2022年2月宣布復興核電產業，以

利達成法國於2050年邁向碳中和及降低對化石燃料依賴

等目標，預計興建14座核子反應爐，10年內先由法國電

力公司(EDF)負責建造6座反應爐。法國政府目前持有

EDF 之95.82%資本，刻收購其餘股份推動全面國有化，

以推動核電產業。馬克宏亦宣布將加速發展太陽能及離

岸風電，至2050年將太陽能發電量提升10倍達100GW；

離岸風電則將設置50座發電機組，提供40GW以上電力。 

(2) 核能加速法案：法國2023年6月22日通過「核能加速法

案」，推動加速核能基礎建設與發展，包含新型 EPR2反

應爐之開發等，視核能為提供穩定且低碳電力之關鍵技

術，以加強面對氣候變遷及能源危機挑戰，實現法國低

碳經濟及能源主權目標，進一步確保核能在法國能源結

構之重要地位。法案重點略以：(1) 法案將廢除核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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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取消法國政府2015年原規劃將核能對能源結構比

重在2035年降至50%之目標，以及取消63.2GW 之核能總

發電量之限制，未來法國「能源多年度計畫」(PPE)並將

加以調整核能結構，以實現法國2050年碳中和目標。(2) 

法案將簡化政府行政程序，允許在現有核電廠或鄰近地

區佈署新設施，以加速建設 EPR2反應爐，進一步落實馬

克宏總統於2022年宣布於2050年前建設6座新型 EPR2反

應爐並再評估另外8座可行性之計畫，首座預計於2035年

投入運轉。(3)目前法國為歐洲最大核電生產國，全國

69%能源來自核能發電，在確保符合最新安全標準情形

下，法案將針對運行超過35年之核能設施，優化定期安

全檢查及延長使用審查之程序，營運商並須提交5年安全

之審查報告，確保穩定供應。 

5. 貿易：  

(1) 貿易平衡：法國總統馬克宏2025年5月將召開總統層級外

貿諮詢會議，盼藉由支持出口與減少能源依賴，改善法

國的貿易平衡，聚焦發展具出口潛力之產業，如農業食

品、醫療保健、科技和永續建設等，提倡更具保護力的

歐洲貿易政策，並主張在價值鏈中落實歐洲製造理念。 

(2) 關鍵原物料：渠亦提及與關鍵原物料生產國之合作策

略，對能源轉型至關重要，並舉例說明法國與蒙古達成

協議，計劃開採鈾礦。渠另為歐洲更為強硬之貿易政策

辯護，尤其是針對中國電動車的進口關稅和與南方共同

市場(Mercosur)的貿易協議等；渠呼籲產業價值鏈中提升

歐洲的生產能力，並強調歐洲必須自保免於不公平競爭

貿易行為之侵害。此外，渠亦批評部分國家不遵守 WTO

規則，認為法國似亦無須單方面戮力遵紀守法云。 

6. 產業： 

(1) 擴大投資：法國政府於2021年10月公布「法國2030」投

資計畫，規模為540億歐元，支持法國政府推動因應社會

經濟轉型之工業發展策略，並瞄準具高度成長潛力之廠

商及機構提供補助，並涵蓋整體產業價值鏈並涉及基礎

研究、研發創新及工業化等階段。 

(2) 生醫：2022年2月在法國政府支持下，法國製藥、生物科

技、醫療設備、護理診斷及研究領域之參與者合力推動

La French Care 計畫，共同推廣法國醫衛之卓越發展。計

畫宗旨為促進相關領域參與者之交流、加強參與研究

案、推廣產業多樣性及招聘人才、培育冠軍企業、設置

區域中心結合中央與地方資源、推動新創公司與企業集

團之合作、創新對企業及研究之資金補助方案，以及強

化法國保健產業之知識經濟。 

(3) La French Tech：法國公共投資銀行(Bpifrance)自2014年起

推出 La French Tech，透過公私部門合作，為新創企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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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動員產業生態系相關資源，提供其所需資源包括資金

協助、技術輔導或人脈網絡等。La French Tech致力於串

聯法國科技業者，輔導法國科技之全球發展與布署，

2023年至2025年期間，網絡範圍涵蓋法國國內16座科技

之都、32個科技社區以及全球52國計67個國際社區（包

括台灣），成員約有6千家新創企業。 

(4) 綠色產業：法國財經部於2023年5月16日宣布「綠色產業

法案」推動主軸，政府將讓氣候變遷成為推動投資及再

工業化之重要契機，並期盼將工業占 GDP 比重從目前的

10%提升至15%。在融資領域方面，法案將涵蓋5億歐元

之稅賦抵免措施，並於歐盟所定義具未來發展性之4大技

術下實施：熱泵（熱能傳遞裝置）、風能、光電及電池

等，儘管氫能不在前述範圍內，亦將獲相關財務支持。

此外，政府將運用民眾儲蓄建置一類似現行活期儲蓄帳

戶(Livret A)之專門帳戶，資金將投入相關投資規畫，該

資金規模預計約 50億歐元。另法國公共投資銀行

(Bpifrance)亦將推出23億歐元之綠色產業貸款。在人才培

訓方面，財經部預估至2030年前推動綠色產業之再工業

化，將新增多達16萬個就業機會，因此實施培訓計畫刻

不容緩。其他包括在公共採購中優先採納對環境友善產

品，而非僅考量價格因素；另於公共補助方面亦然，例

如政府將改革電動車購車補助政策，未來將依據車輛生

產之碳足跡提供5,000歐元至7,000歐元不等金額補助。 

7. 創新及科技發展策略： 

(1) 創新發展：法國政府透過未來投資計畫(PIA)及深科技

(Deep Tech)計畫，孕育1,500家志在工業化之新創公司或

中小企業，該等企業約3分之2位於大巴黎地區外，為當

地創造創新、就業及戰略自主等優勢。財經部發布「工

業領域新創及深科技」發展策略，提供新創企業及創新

中小企業發展工業化財務支持，包含5.5億歐元「首座工

廠」投資徵案；針對示範場域或示範工廠提供300萬至

1,500萬歐元貸款，協助轉型為製造工廠；設立10億歐元

提供直接股權融資之新一代基金，協助創新技術首次發

展工業化；創設3.5億歐元工業創投國家基金(FNVI)，帶

動風險資本基金之發展，以輔導新創企業發展工業化。

另政府將挹注2.75億歐元，透過5年期（2022年至2026

年）之新興科技補助機制 BFTE (La Bourse French Tech 

Emergence)及深科技發展補助 (L’Aide au développement 

deep tech)配合推動。另成立 La French Tech單一窗口，協

助工業領域新創企業取得政府輔導及財務協助：French 

Tech 將與政府及相關公立機構合作，提供企業尋覓廠

址、解決法規障礙或申請許可證等一站式服務。 

(2) 電子2030：法國政府並在2030投資計畫架構下發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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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2030」計畫，透過大規模投資以確保掌握關鍵技

術，預計總資金規模將達50億歐元，並創造5,700個就業

機會；計畫三大推動主軸包括：(1)推動電子科技之工業

化並擴增法國的全球製造能量；(2)支持創新研發活動；

(3)強化專業技能培訓以因應產業需求。 

(3) AI：法國財經部於2024年宣布展開以人工智慧提升企業

效率之徵案計畫，盼藉此促進 AI 的推廣應用，若能加以

善用，為提升企業競爭力、創新力和生產力的重要工

具；計畫旨在展示 AI 在各種規模和領域企業中的成功案

例，並提供具體示範，以鼓勵更多機構組織加入轉型行

列。同時，該部企業總局發布相關指南手冊，協助中小

企業順利轉型，內容涵蓋安全性、時效成本與所需技能

等實務問題，並介紹如生成式人工智慧及其在小型企業

中的應用案例。此外，2025年將由該國商工會(CCI)主導

推動全國性行動，提高全國2萬多家企業對 AI 的認識與

應用，並適時提供相關輔導支持。 

8. 企業增值稅改革： 

(1) 法國企業增值稅 (Cotisation sur la valeur ajoutée des 

entreprises, CVAE)自2024年起已開始逐步調降，根據2025

年的財政法案規劃，該稅目將於2030年全面取消。從事

非受薪專業活動且年度稅前營業額超過50萬歐元的企業

均須繳納之。2025年和2026年的適用稅率根據營業額而

異，營業額低於50萬歐元的企業稅率為0%，而2025年營

業額超過5,000萬歐元的企業稅率為0.19%。 

(2) 另為彌補因 CVAE逐步取消導致的資源減少，CVAE的附

加稅稅率自2024年的9.23%提高至13.84%，以支持地區商

工會的資金需求。取消 CVAE 之目的是藉由減少稅務和

行政負擔來提升企業競爭力。由 CVAE 與企業財產稅

(contribution foncière des entreprises, CFE)組成的地方經濟

貢獻稅(contribution économique territoriale, CET)仍維持總

稅率上限，該上限定為增值額的1.438%，並適用於2025

年的應繳金額。此一稅收框架的調整展現政府在減輕企

業稅負的同時，確保地方必要財源的政策意圖。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適用所有歐盟與其他國家/區域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 

 

三、臺法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2億1,286萬美元(2025年1-2月↓10.86%) 

17億4,329萬美元(2024年↓3.14%) 

18億11萬美元(2023年↓6.8%) 

19億3,141萬美元(2022年↑21.9%) 

15億8,505萬美元(2021年↑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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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億8,257萬美元(2020年↓15.7%) 

我國進口值 5億7,279萬美元(2025年1-2月↓31.68%) 

47億9,475萬美元(2024年↑10.98%) 

42億7,712萬美元(2023年↑7.8%) 

39億2,659萬美元(2022年↑11.4%) 

35億1,382萬美元(2021年↑17.4%) 

29億9,381萬美元(2020年↓6.8%) 

雙邊貿易總值 7億8,566萬美元(2025年1-2月↓27.06%) 

65億3,805萬美元(2024年↑6.83%) 

60億7,724萬美元(2023年↑3%) 

58億5,800萬美元(2022年↑14.6%) 

50億9,886萬美元(2021年↑19.23%) 

42億7,637萬美元(2020年↓9.7%) 

主要出口項目 

(4位碼) 

電腦、積體電路、電話、螺釘、車輛零件、電腦零件、眼

鏡、變壓器、塑膠製品、儲存裝置(2024) 

主要進口項目 

(4位碼) 

飛機、積體電路、醫藥製劑、美妝用品、手提袋、首飾、葡

萄酒、飛機零件、晶圓、香水(2024) 

我國對法國投資 經濟部投審司統計，1952年至2025年2月我國對法國投資案

共計67件，金額達8.1億美元。 

主要投資業別：投資顧問業、電腦程式設計業、其他機械器

具批發業等。 

法國對我國投資 經濟部投審司統計，1952年至2025年2月法國對我國投資案

共計806件，金額達17.1億美元。 

主要投資業別：金融及保險業、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等。 

重要官方會議 1. 高層經貿對話會議(2024.3第1屆) 

2. 農業合作會議(2021.10第3屆) 

重要民間會議 臺法民間經濟合作會議(2023.9第27屆) 

雙邊經貿協定 1. 雙邊合作 

(1) 科學與技術合作協議(2023.11) 

(2) 金融科技合作協議(2019.7) 

(3) 創新研發補助合作備忘錄(2018.7)(更新中) 

(4) 標準合作協定(2014.12) 

(5) 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2014.12) 

(6) 農業合作協議(2014.12) 

(7) 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議(2010.12) 

(8) 金融監理共同合作及資訊交換瞭解備忘錄(2006.4) 

(9) 海洋科學及資源領域合作協議(2005.11) 

(10) 農業研究領域之科學合作協議(2004.4) 

(11) 智慧財產權合作協定(2004.4) 

2. 民間合作 

(1) 亞洲無人機 AI創新應用研發中心與MoovinV合作備忘錄

(2023.2) 

(2) 資策會與法國國家資訊技自動化研究院(INRIA)及巴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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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學合作備忘錄 (物聯網)(2014.9) 

(3)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與法國紡織競爭力群聚 UP-Tex 合作

備忘錄 (2014.6) 

(4)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與法國汽機車技術聯盟(UTAC)合作備

忘錄 (電動車)(2012.3) 

資料來源：駐法國代表處經濟組、經濟部國際貿易署、法國國家統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