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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Sweden)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3.01.26 

人口 1,052 萬 558人(2022.11) 

面積 44 萬 9,964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1,273億美元(2022Q3)、6,269億美元(2021) 

平均國民所得 6 萬 227美元(2021) 

經濟成長率 0.6% (2022Q3)、4.8% (2021) 

失業率 7.2% (2022.11) 

幣制 瑞典克朗(SEK)，1美元= 10.20 SEK (2023.01.26) 

進口值 165.83 億美元13.9% (2022.12)、1,870 億美元25.3% 

(2021) 

出口值 164.58 億美元16.8% (2022.12)、1,897 億美元22.3% 

(2021) 

主要進口項目 小於 10 人運輸用車輛(5.45%)、石油和來自瀝青礦物之原油

(5.08%)、電話機及其他語音圖像收發裝置(3.90%)、公共交

通和特殊用途車輛及相關零配件(3.31%)、石油和來自瀝青

礦物油(不含原油)及其產品(3.01%)、自動數據處理機器及其

單元磁性或光學讀取器(2.81%)、新鮮或冷藏整魚及肝臟和

魚子(1.95%)、新鮮或冷藏魚片(1.73%)、人類血液及已調製

動物血液或血清疫苗和微生物培養物等產品(1.22%)、電視

接收器(0.89) (2021) 

主要出口項目 小於 10 人運輸用車輛(6.99%)、石油和來自瀝青礦物油(不含

原油)及其產品(5.10%)、用於治療或預防用途之混合或非混

合藥物(4.42%)、電話機及其他語音圖像收發裝置(3.00%)、

切片或去皮木頭(2.96%)、公共交通和特殊用途車輛及相關

零配件(2.81%)、鐵礦石(2.60%)、新鮮或冷藏整魚及肝臟和

魚子(2.00%)、紙和紙板(1.72%)、人類血液及已調製動物血

液或血清疫苗和微生物培養物等產品(1.51%) (2021)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17.1%)、挪威(10.7%)、荷蘭(10.1%)、丹麥(6.9%)、中

國(5.7%)、波蘭(4.7%)、芬蘭(4.5%)、比利時(4.5%)、法國

(3.8%)、義大利(3.5%) (2021) 

主要出口市場 挪威(10.8%)、德國(10.5%)、美國(8.4%)、丹麥(7.8%)、芬蘭

(7.1%)、英國(5.6%)、荷蘭(5.1%)、中國(4.1%)、法國(4.1%)、

波蘭(3.9%) (2021) 
     資料來源：瑞典統計局、瑞典關務署、瑞典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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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現況 

1. 瑞典為強烈知識導向之經濟體，以知識科技

(knowledge technology)融入全球價值鏈，促進該國高

水平生活、福利、收入及性別平等，並為當地居民創

造優良環境及生活品質。 

2. 2020 年遭逢 COVID-19 疫情衝擊，全年 GDP 成長率

為-2.8%，呈現破紀錄跌幅，但 2021 年大幅好轉，全

年經濟成長率回升至 4.8%，2022 年持續表現穩定且

良好，歸功於瑞典政府應處疫情方式、金融體系穩

定，以及房市價格未出現明顯波動。相較其他國家，

瑞典未祭出嚴格管控防疫措施，並相對快速鬆綁相關

規定等，使該國經濟躲過重擊，於去年開始復甦趨勢。 

3. 根據 OECD 報告顯示，由於瑞典採行相對寬鬆的防疫

政策，服務業復甦致消費力明顯增長，以及國內外投

資成長強勁，去年整體經濟表現良好，並著重強化勞

動市場(培訓及輔導)、提高教育技能、減少住房市場

扭曲、促進工作行動力，以及提升稅收結構等著有成

效，致瑞典 2021 年 GDP 成長至 4.8%，2022 年第 1

季至第 3季呈增長趨勢。 

展望 

1. 瑞典 2022 年經濟復甦，在疫苗接種覆蓋率高以及民

眾普遍對疫情持樂觀態度之預期心理因素驅使下，瑞

典製造業生產計畫逐漸好轉。歐盟經濟與金融事務局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DG ECFIN)瑞典於第 1 季因供應鏈尚未平

穩，經濟成長持續放緩，並反映在通貨膨脹及商業訂

單，實質 GDP 增長從第 2 季起開始回升，且因疫情

影響計將消退，製造業生產瓶頸將逐漸緩解，然 2022

年之能源及原物料價格上漲及通貨膨脹之壓力，為其

經濟成長埋下不定因素。 

2. 低借貸成本、高產能利用率、大型綠色轉型計畫(如電

池及無化石鋼鐵之生產)，以及強勁的住房建設及需

求，預計將進一步推升投資。私人消費部分則將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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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儲蓄基金、強大勞動力市場和財政支持來維持，預

計出口將持續保持增長，反映瑞典出口商之強大競爭

力。總體而言，實質 GDP增長在 2022 年達到 3.8%，

並計於本(2023)年放緩至 2%。 

3. 瑞典 2022 年通貨膨脹率受俄烏戰爭延續延燒，以及

全球燃料、原物料及糧食價格上漲所影響，國內物價

飆漲，8 月通膨率漲至歷史新高 9.0%，為抑制持續高

漲之通膨率，瑞典央行業將重貼現率(Repo rate)由

0.75%大幅調高至 1.75%，係瑞典央行自 1994 年以來

之最高漲幅。2022 年初瑞典重貼現率尚為 0.0%，然

短短數月調漲至 1.75%。瑞典央行行長 Stefan Ingves

表示，利率調漲係為降低高通膨導致家庭與企業之壓

力，認為未來半年利率將再度調漲，預測 2024 年將

從原預期之 2.0%調漲至 2.5%，並預測本年平均通膨

率將漲至 8.6%。 

重要經貿政策及措

施 

政策 

1. 瑞典政府「出口政策(The Export Strategy)」，主要目標

為： 

1) 增加瑞典出口總額及 GDP出口占比； 

2) 確保更多中小企業從事出口貿易； 

3) 確保瑞典為自由、永續且公平之國際貿易驅動

力； 

4) 利用瑞典創新領導地位提高瑞典企業出口能量及

國際競爭力； 

5) 提高瑞典對外國投資者、技術、人才及訪客之吸引

力。 

2. 「 國 家 改 革 計 畫 (Sweden’s National Reform 

Programme 2020)」，主要目標為： 

1) 提供高品質投資、著重研究創新，以及投資教育

和基礎設施； 

2) 提升生產力、包容性及體制品質改革； 

3) 確保總體金融穩定和健全公共財政。 

3. 加速綠能科技發展，支持提升儲能量能，以及對住房

節能措施進行投資，以達到 2040 年 100%再生能源配

置及 2045 年零化石燃料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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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1. 瑞典聚焦發展 5 大產業，由企業創新部及其經濟區域

發展署和創新局，以及 Business Sweden 和各地方政府

產業經發局持續推動相關措施如下： 

1) 智慧交通：瑞典在交通運輸及行動科技居世界領先

地位，結合環境氣候政策，相關上下游產業包含軟

硬體發展、安全系統、測試平臺、主要零組件供應、

綠色燃料、綠色運輸等。 

2) 生命科學：瑞典在跨境生醫合作、許可及融資補助

方面在全球名列前茅。優秀的科技產業及開放合作

準則，在藥物開發、生技、診斷醫學、醫療科技及

臨床試驗等表現出眾。 

3) 智慧城市：瑞典發展環保城市與智慧城市多年，透

過「瑞典智慧城市(Smart City Sweden)」平臺，支

援在智慧城市產業發展之瑞典公司和國際投資

者，以達到瑞典 2045 年零碳排目標。 

4) 智慧工業：瑞典傳統製造業及服務業占 GDP 

20%，占出口 75%以上，透過工業 4.0 互聯網、自

動化智慧系統、ICT 科技，以及在 5G 和 AI 之發

展，瑞典製造業轉型加強生產能量和競爭力。 

5) 新材料：瑞典致力於無化石原料和燃料，以生質材

料取代，生質原料產業包括農林漁業、水產養殖及

採礦業，已有新創公司利用木材開發新生質材料，

用於阻隔膜、化學品及碳纖維等。 

2. 瑞典針對疫情採取一系列紓困振興措施，支持地方政

府及家庭確保工作機會及企業營運，減緩疫情對勞工

和企業之衝擊，保護弱勢族群，並保留經濟能量及人

才。相關措施如下： 

1) 短期工作計畫成功遏制失業率之大幅上升； 

2) 減稅、減低社保費應繳款及信用擔保為企業提供

喘息空間； 

3) 寬鬆貨幣政策提供充足流動性和貸款支援，健全

公共財政措施支撐經濟發展。 

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概況 
按 2009 年生效之里斯本條約由歐盟統一洽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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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瑞典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7 億 8,913 萬美元(2022 年2.5%) 

7 億 6,992 萬美元(2021 年36.16%) 

5 億 6,546 萬美元(2020 年10.86%) 

6 億 3,434 萬美元(2019 年3.15%) 

我國進口值 10 億 609 萬美元(2022 年22.03%) 

8 億 2,448 萬美元(2021 年20.63%) 

6 億 8,347 萬美元(2020 年0.45%) 

6 億 8,039 萬美元(2019 年0.75%) 

雙邊貿易總值 17 億 9,522 萬美元(2022年12.6%) 

15 億 9,440 萬美元(2021年27.66%) 

12 億 4,892 萬美元(2020年5.01%) 

13 億 1,473 萬美元(2019年1.89%) 

主要出口項目 
扣件、有線無線通訊器材、五金工具、自行車、自動資料

處理機、印刷電路、車用零件、鋼鐵製品、運動器材、其

他塑膠製品 

主要進口項目 

小客車、車輛零件、鋼鐵及不銹鋼、醫藥製劑及器材、壓

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積體電路、紙製品、木材、搬運裝

卸用機器、滾珠或滾子軸承 

我國對瑞典投資 

自 1952 年至 2022年 8 月共 7 件，累計達 403 萬 9,000美

元。 

主要投資業別：批發及零售業、化學材料製造業 

大宗投資案多為透過第三地轉至瑞典投資者。 

1. 聯發科於 2012年以 3,500萬美元收購瑞典全球數位訊

號處理解決方案商擴芯(Coresonic)，為聯發科歐洲全

資子公司。 

2. 合勤透過丹麥分公司於 2000 年在瑞典設立子公司。 

3. 其他如華碩、宏碁及友訊等公司亦於瑞典設有據點。 

瑞典對我國投資 

自 1952 年至 2022 年 8 月共 167 件，累計達 5 億 7,791

萬 1,000美元。 

主要投資業別：批發及零售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機械

設備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力設備製造、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大宗投資案多為透過第三地轉赴臺投資者。 

1. IKEA 藉其香港分公司於 1994 年在臺成立第 1 家分

店，至 2022年 6 月已在臺展店 7 家，共投資數億美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4%BD%8D%E8%A8%8A%E8%99%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4%BD%8D%E8%A8%8A%E8%99%9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3%B4%E8%8A%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0%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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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查委員會、國際貿易局進出口貿易統計、駐瑞典代表處經濟組
及相關產業新聞 

2. SHL 集團於 1989 年在臺成立生產基地，於 2019 年加

碼投資臺灣，在桃園設立六福新廠。 

3. AstraZeneca 於 1948 年在臺成立首間辦公室，70 多年

來深耕臺灣，共投資數十億美元。 

重要官方會議 臺瑞(典)經貿對話會議，每年於臺北及斯德哥爾摩 2地輪流

舉辦。 

重要民間會議 自 1985年至 2022年臺瑞典計舉行 38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

議，計於本(2023)年下半年度舉辦第 39屆會議。 

雙邊經貿協定 1. 1990年 9月 5日駐瑞典臺北商務觀光暨新聞辦事處與瑞

典外貿理事會簽署「互免海運事業所得稅議定書」生效。 

2. 1994 年 1 月駐瑞典臺北代表團與瑞典貿易委員會簽署

「貨品暫准通關證制度協定」，同年 4 月簽署「環保保

護協定」。 

3. 1997年 11月 7日臺北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與斯德哥

爾摩金融監理委員會簽署「資訊交換瞭解備忘錄」。 

4. 2002年4月8日國家科學委員會與瑞典研究委員會簽署

「科技合作協議 」。 

5. 2004年 11月 24日駐瑞典臺北代表團與瑞典貿易委員會

簽署「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生效(2001

簽署)。 

6. 2009 年 6 月 23 日駐瑞典臺北代表團與瑞典貿易委員會

簽署「能源合作瞭解備忘錄」。 

7. 2014 年 11 月 12 日臺灣風力發電產業協會、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及瑞典商 Hexicon 簽署離岸風電合作瞭解備

忘錄。 

8. 2019 年 9 月 26 日工研院與 AstraZeneca簽署生醫合作瞭

解備忘錄。 

9. 2021年11月24日我投資臺灣事務所(InvesTaiwan)與瑞典

貿易暨投資委員會(Business Sweden)簽署「臺瑞典促進

雙邊投資瞭解備忘錄」。 

10. 2022 年 11 月 18 日我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TWPAA)與瑞

典專利師協會(SEPAF)簽署「臺瑞典智慧財產權(IPR)產業

合作交流瞭解備忘錄」。 

11. 2022 年 11月 18日我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產業加速器暨專

利開發策略中心 (IAPS)與瑞典金融科技顧問公司

Norlinanders AB簽署「臺瑞典金融科技(FinTech)產業合作

瞭解備忘錄」。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4001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7%B6%93%E6%BF%9F%E6%96%87%E5%8C%96%E4%BB%A3%E8%A1%A8%E8%99%9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1%9E%E5%85%B8%E8%B2%BF%E6%98%93%E6%9A%A8%E6%8A%95%E8%B3%87%E5%A7%94%E5%93%A1%E6%9C%83%E5%8F%B0%E5%8C%97%E8%BE%A6%E4%BA%8B%E8%99%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E7%9B%A3%E7%9D%A3%E7%AE%A1%E7%90%86%E5%A7%94%E5%93%A1%E6%9C%83%E8%AD%89%E5%88%B8%E6%9C%9F%E8%B2%A8%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1%9E%E5%85%B8%E9%87%91%E8%9E%8D%E7%9B%A3%E7%90%86%E5%A7%94%E5%93%A1%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1%9E%E5%85%B8%E9%87%91%E8%9E%8D%E7%9B%A3%E7%90%86%E5%A7%94%E5%93%A1%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