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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Belgium） 

國家檔案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經濟組製表 

2021年 3月 18日 
 

一、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1,149萬 2,641人（2020年 1月） 

面積 3萬 689平方公里（2020年）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Nominal GDP) 

4,762 億 330 萬歐元（2019）、4,495 億 7,090 萬歐元（2020 預

估）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

毛 額 (Nominal 

GDP per capita) 

4萬 1,450歐元（2019） 、3萬 8,970歐元（2020預估）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GNI per capita in 
PPS) 

3萬 6,149歐元（2018）、3萬 7,283歐元（2019） 

經濟成長率 (Real 

GDP Growth Rate) 
1.7%（2019）、-6.4%（2020預估）、3.9%（2021預估） 

失業率 6.0%（2018）、5.4%（2019）、5.6%（2021年 1月） 

進口值 
3,819 億 6,334 萬歐元（2019）、3,160 億 9,080 萬歐元（2020 年

1-11月） 

出口值 
3,991億 8,318萬歐元（2019）、3,358億 6,501萬（2020年 1-11

月） 

主要進口項目 

300490其他醫藥製劑、270900石油原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原油、

271019其他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原油除外、300215免疫

產品，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870332 小客車，柴油引擎，

汽缸容量 1,500~3,000 立方公分者、870322 小客車，汽缸容量

1,000~1,500 立方公分者、870323 小客車，汽缸容量 1,500~3,000

立方公分者、300220人類醫藥用疫苗、710231非工業用未加工鑽

石、271012輕油及其配製品（2019） 

主要出口項目 

300490其他醫藥製劑、271019其他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

原油除外、870323 小客車，汽缸容量 1,500~3,000 立方公分者、

300215免疫產品，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300220人類醫藥

用疫苗、271012輕油及其配製品、710231非工業用未加工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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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332小客車，柴油引擎，汽缸容量 1,500~3,000立方公分者、 

870322 小客車，汽缸容量 1,000~1,500 立方公分者、870380 電動

小客車（2019） 

主要進口來源 
荷蘭、德國、法國、美國、愛爾蘭、英國、中國、義大利、日

本、西班牙（臺灣排名第 34）（2019）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法國、荷蘭、英國、美國、義大利、西班牙、波蘭、中

國、盧森堡（臺灣排名第 45）（2019） 

匯率 1歐元 = 1.1912美元（2021年 3月 18日）  

資料來源：歐盟執委會經濟財政總署（DG ECFIN）、歐盟執委會統計局（Eurostat）、比利時統計局
（Statbel）、歐洲中央銀行（E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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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前景： 

(1) 2020 年比利時經濟受新冠病毒疫情嚴重影響，主要原因包

含封城措施導致消費下滑、供應鏈受干擾、消費者與投資

人信心下滑等。比國政府在 2020年 3中旬到 5月底採取的

封城措施導致家戶消費減少，使第 2020 年 1、2 季經濟大

幅衰退，投資也因供應鏈受干擾以及需求降低而顯著減

少。雖然在政府解除封城措施後，第 3 季經濟復甦高於預

期，但後續疫情再起，政府重新採取相不同程度之封城措

施導致第 4 季經濟成長再度下滑。因外部需求減少，預料

2020 年出口量亦將下滑而影響經濟成長。預估 2020 年比

利時經濟成長率將為-6.2%。 

(2) 比利時政府為因應疫情經濟衝擊，實施許多因應措施，包

括擴大失業救濟、延長稅捐與社會福利捐繳交期限、延長

商業貸款及利息償還期限、國家融資保證、短期直接資金

補助等，預估該等措施可發揮效益。由於 2021 年初疫情

限制措施仍未取消，預估第 1 季經濟成長仍低，而在第

2、3 季反彈，私部門消費將為主要動力。預估比利時

2021、2022 年經濟成長率達 3.9%、3.1%，而比利時依歐

盟復甦預算提出之政策則可望使經濟復甦更為加速，預估

比利時經濟規模可於 2022年下半年回復到疫情前水準。 

2. 產業概況：據歐盟執委會統計局資料，以附加價值計算，

2020 年比利時服務業產值占 GDP 之 83.24%，工業占

15.96%，農林漁等初級產業僅占 0.80%。比利時主要產業有

化工、生技製藥、汽車製造、食品、航太、資通訊、物流

等。 

3. 勞動市場：由於經濟受因應新冠疫情嚴重影響（特別是旅

宿、餐飲、休閒娛樂、零售等業別受創最深），但政府採取

相關社經穩定措施，減輕就業市場情勢惡化程度，預估 2020

年全年失業率為 5.9%（2019年為 5.4%）。然而隨著政府短期

就業支持措施退場，預估 2021年失業率將上升至 7.0%，並於

2022年隨著經濟成長改善至 6.2%。 

4. 稅賦：比利時所得稅率偏高，依歐盟執委會稅務暨關務總署

統計，2019 年比利時營利事業所得稅有效稅率為 25.0%（名

目稅率為 29.58%），在歐盟會員國中排名第 6 高。世界銀行

與統計數據則指出 2019年比利時營利事業總稅捐率（total tax 

and contribution rate）為 55.4%，高於歐盟整體的 40.0%及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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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區之 42.8%，顯示相較於其他歐盟會員國，比利時企業與個

人之稅務負擔偏高。 

5. 公共財政：2019年比利時公共債務總額達 4,671.6億歐元，達

GDP 之 98.6%，不符穩定及成長公約規定（不超過 60%），

在歐盟國家中僅優於希臘、義大利、葡萄牙。為因應新冠病

毒疫情衝擊，比利時政府採取多項紓困措施導致支出大幅增

加，又經濟受衝擊嚴重致稅收減少，預料政府財政將惡化，

2020 年赤字將達 GDP 之 11.2%（2019 年為 1.9%），公共債

務總額則將增加至 GDP之 117.7%（2019年為 98.1%）。 

6. 國際貿易：比利時經濟體制開放，近 10 年來持續處於順差的

狀況。2019 年比利時享有順差 165.4 億歐元。比利時出口以

工業產品為主，並以週邊國家（德國、法國、荷蘭、英國、

盧森堡）為主要出口對象。2019 年比利時對該等國家之出口

占出口總額達 53.4%。2020 年在新型冠狀病毒影響下，全球

國際貿易量將減少，比利時之貨品與服務貿易也大受影響，

預估進、出口將分別減少 8.6%與 8.4%。 

7. 商業競爭力：2020 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世界競

爭力排名（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將比利時列為 63

個受評比經濟體中之第 25 名。勞動成本（包含稅賦、社會安

全支出與薪資等）為影響比利時商業競爭力之一大因素，依

據歐盟執委會統計局單位時間勞動成本統計，2019 年比利時

每人每小時勞動成本為 40.5歐元，高於歐盟平均 27.7歐元，

在歐盟會員國中排名第 3，僅次於丹麥與盧森堡。2020 年 6

月起比利時最低薪資為每月 1,625.7歐元。 

重要經貿政策 1. 比利時政體為君主立憲之聯邦內閣制。政府依層級分為聯邦

政府與 3 個行政區（Regions）政府，分別為荷語法蘭德斯區

（Flanders）、法語瓦隆區（Wallonia）及布魯塞爾-首都區

（Brussels-Capital），另設有荷語、法語、德語三個文化體

（Communities），各有職掌。比利時貫徹地方自治，經濟政

策如產業發展、貿易推廣、招商引資皆屬區政府專屬職權，

聯邦政府無可著力處，地方意識強烈。 

2. 2019 年 5 月比利時舉行大選，由於未有一黨取得絕對多數，

歷經 493 日政黨協商，由政治傾向為自由黨、社會黨與綠黨

之 7個政黨所組成的韋瓦第聯盟（Vivaldi coalition，於比利時

聯邦眾議院 150 席中占 88 席）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達成協

議，由曾任荷語自由黨（Open VLD）黨主席之 Alexander DE 

CROO接替看守內閣總理 Sophie WILMÈS，於 2020年 10月 1

日就任新總理。依據該執政聯盟公布的政治協議文件，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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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經濟政策方向包含： 

(1) 對於因應疫情所採取之臨時失業救濟、稅捐延遲繳納、公

共貸款擔保等紓困措施，將視疫情演變情況視各行業別需

要延長或調整，並將強化企業資金流動性，創造優質職

缺。 

(2) 強化共公投資，包含強化對策略性項目之投資，包括醫療

照護之數位轉型與創新、能源轉型、基礎建設與移動力之

改善、大學教育與研究、公部門數位轉型、資訊安全等。 

(3) 提高長期生產力，包括提倡企業間之公平競爭、積極執行

消費者保護政策、提出公部門之開放數據策略、持續推動

公部門數位轉型、簡化行政流程、實施新的能源標準等。 

(4) 支持企業經營，包含延長對於企業雇用首位員工之優惠、

改善獨立自僱人士之社會保險、改進規範商業款項延遲支

付之法規、行政程序之簡化以及針對特定業別及族群之協

助措施。 

(5) 確保國營企業之經營成為典範，包含與員工之社會對話、

在職訓練、永續經營、企業治理等，並將強化國營企業在

永續職缺之創造及在專業知識之發展方面之工作。 

(6) 強化民眾購買力，包含逐步提高退休金之最低金額至貧窮

線以上。 

(7) 在政府總預算方面，將設定預算公式並依據經濟狀況調整

係數，以因應當前經濟復甦與成長之不確定性。 

3. 基於上述執政協議之經濟政策方向，比利時政府刻正研擬國

家 復 甦 與 韌 性 計 畫 （ National Plan for Recovery and 

Resilience），於歐盟規模達 7,500億歐元之復甦方案「下世代

歐盟」（NextGenerationEU）及 1 兆 740 億歐元之歐盟 2021-

2027 之多年期預算（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下申

請復甦預算。比利時於 2021年 2月將其研擬之初版國家計畫

提交歐盟執委會進行審查。比國政府未公布其具體內容，據

媒體報導： 

(1) 該初版計畫共包含聯邦政府與各區政府所提出之 89 個子

項目，總金額達 77.75 億歐元（較比國在歐盟復甦基金下

所分得之預算上限 59.25 億歐元高出約 30%，預料在比國

政府後續與歐盟執委會之協商中需加刪減，並於 4 月底前

完成最終版計畫），其中聯邦政府提出 16.30 億歐元（占

總額 20.96%）、法蘭德斯區 29.34億歐元（37.74%）、瓦

隆區 19.76 億歐元（25.41%）、布魯塞爾區 5.27 億歐元

（6.78%）、法語文化體 6.44億歐元（8.28%）、德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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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6,500萬歐元（0.84%）。 

(2) 該計畫分為 5個面向： 

i. 氣候、永續發展與創新：包含改善建築能源效率、改善

土地與水源管理、發展能源科技等（26.90 億歐元，占計

畫總金額 35%）。 

ii. 移動力與公共工程：包含增進鐵路及自行車基礎建設、

發展電動車及興建充電站等（15.43億歐元，20%）。 

iii. 未來經濟與生產力：包含加強職業訓練、支持企業營運

及出口、發展循環經濟等（14.31億歐元，18 %）。 

iv. 社會團結性：加強對弱勢族群之職業訓練及補助、改善

社會福利基礎建設、投入醫療照護創新等（12.38 億歐

元，16%）。 

v. 數位轉型：推動公共行政數位化、強化資訊安全、投入

光纖及 5G網絡建設等（8.74億歐元，11%）。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比利時為歐盟成員國，由歐盟統一對外洽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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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比雙邊經貿關係概況 

(一) 雙邊貿易概況 

 2020年貿易總額：21億 8,810萬美元 

 2019年貿易總額：20億 4,615萬美元 

 2018年貿易總額：20億 7,015萬美元 

 2020年比利時為臺灣第 28大貿易夥伴 

 2019年臺灣為比利時第 40大貿易夥伴 

 2019年臺灣為比利時在亞洲第 11大貿易夥伴 

 2020年我對比出口總額：14億 3,854萬美元 

 2019年我對比出口總額：14億 544萬美元 

 2018年我對比出口總額：15億 0,049萬美元 

 2020年比利時為臺灣第 20大出口市場 

 2019年臺灣為比利時第 34大進口來源 

 2019年臺灣為比利時在亞洲第 10大進口來源 

 2020年我自比進口總額：7億 4,956萬美元 

 2019年我自比進口總額：6億 4,072萬美元 

 2018年我自比進口總額：5億 6,965萬美元 

 2020年比利時為臺灣第 35大進口來源 

 2019年臺灣為比利時第 45大出口市場 

 2019年臺灣為比利時在亞洲第 8大出口市場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年別 

貿易總值 我國出口 我國進口 出（入）超值 

金額 
（百萬美

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同期） （同期） （同期） 

2011 2,158 28.63 1,299 33.04 859 22.48 440 60.02 
2012 1,835 -14.97 1,127 -13.27 709 -17.54 418 -4.92 
2013 1,895 3.26 1,143 1.47 752 6.10 391 -6.40 
2014 1,913 0.95 1,261 10.34 652 -13.33 610 55.83 
2015 1,679 -12.23 1,077 -14.59 602 -7.66 476 -22.00 
2016 1,654 -1.48 1,138 5.64 516 -14.24 622 30.80 
2017 1,984 19.91 1,371 20.42 613 18.78 758 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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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貿易總值 我國出口 我國進口 出（入）超值 

金額 
（百萬美

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金額 
（百萬美元） 

增減比% 

（同期） （同期） （同期） （同期） 

2018 2,070 4.37 1,500 9.48 570 -7.06 931 22.87 
2019 2,046 -1.17 1,405 -6.34 641 12.45 765 -17.83 
2020 2,188 6.94 1,438 2.36 750 17.01 689 -9.92 

 

我對比利時主要

出口項目 

854239其他積體電路、711292鉑族金屬廢料及碎屑、871200非動力之二輪腳踏

車及其他腳踏車、852990 其他無線電廣播或電視傳輸或接收器具及雷達器具零

附件、721049 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以上者、

721070 塗漆、清漆或被覆塑膠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以上

者、392690其他塑膠製品、901380其他裝置、用具及儀器、720916捲盤狀之冷

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以上，未經披覆、鍍塗面，厚度超

1~3公厘者、871499其他腳踏車零件及附件（2020） 

我自比利時主要

進口項目 

730890 其他鋼鐵結構物、300490 其他醫藥製劑、901890 其他儀器及用具、

870323 小客車，汽缸容量 1,500~3,000 立方公分者、989900 特殊物品（含未超

過台幣 5萬元，之小額報單及其他零星物品）、381512 以貴金屬或貴金屬化合

物為活性物質之反應起始劑、促進劑及觸媒、870322 小客車，汽缸容量

1,000~1,500立方公分者、370790其他供照相用化學品、300220 人類醫藥用疫

苗、741021有襯銅箔，精煉銅製者（2020）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二) 雙邊投資概況 

我對比利時投資 

2020年及 2021年 1月臺灣在比利時無新增投資案件。 

自 1952年至 2021年 1月止，臺灣在比利時投資共 12件，累計達 1億 442萬美

元。 

主要投資業別：不動產業、金融及保險業、運輸及倉儲業。 

比利時對我投資 

2020 年比利時在臺灣新增投資共 6 件，投資金額共計 5,604 萬美元。2021 年 1

月比利時在臺灣新增投資共 1件，金額為 6,000美元。 

自 1952年至 2021年 1月止，比利時在臺灣投資共 130件，投資金額共計 1億

7,491萬美元。 

主要投資業別：化學材料製造業、汽車及零組件製造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三) 雙邊重要會議及協定 

重要會議 臺比經濟合作會議：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比利時法蘭德斯區外貿投資局

（FIT）、瓦隆區外貿和外國投資總署（AWEX）、布魯塞爾-首都區外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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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貿易促進局（BIE）每年舉辦經濟合作會議，以促進雙方企業合作。該會議每

年輪流於臺北及布魯塞爾舉行。第 21 屆會議預定於 2021 年舉行，時間、方式

待定。 

雙邊協定 1.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與比利時各區政府外貿投資局投資促進協定（1993年） 

2.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比利時各區政府外貿投資局合作協議（2003

年） 

3. 臺比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漏稅協定（2004年） 

4. 國家科學委員會與比利時國際跨校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科技合作備忘錄

（2010年） 

5.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比利時法蘭德斯區外貿投資局合作備忘錄（2012年） 

6. 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比利時瓦隆區外貿投資局合作備忘錄（2013年） 

7. 臺比相互承認電子原產地證明諒解備忘錄（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