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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Republic of Indonesia)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25.02.10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IMF, Bureau of Statistics Indonesia, BPS Indonesia 

 

二、 主要經濟情勢 

人口 2億 7,869萬人(2023.6) 

面積 191萬 9,317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1.29億美元(2023) 

平均國民所得 4,919美元 (2023) 

經濟成長率 5.05%(2023)；5.03%(2024年 1-9月) 

工業成長率 4.64%(2023) 

失業率 4.91%(2024.8) 

消費者物價指數 106.8(2024) 

幣制 印尼盾(IDR)，1美元=16,175 IDR(2024.12.31) 

外債 4009億美元(2023) 

進口值 2,123.93億美元↑4.74% (2024年 1-11月) 

出口值 2,412.5.18億美元↑2.06% (2024年 1-11月)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非原油)、原油、穀類、油餅和其他固體殘渣、蔗糖、

電話、金屬、煤礦產品、積體電路零件、手機、液化丁

烷、液化丙烷、通訊設備、黃豆、自動數據處理機、鐵合

金、鐵礦、肥料及丙烯(2023) 

主要出口項目 煤礦、植物油、鐵合金、褐煤、銅礦、石油氣(液體)、貴金

屬製珠寶、1000CC-1500CC 汽車、木漿、工業單羧酸脂肪

酸、橡膠、石油氣(氣體)、籃球鞋/網球鞋、錫、運動鞋、

1500CC-3000CC汽車、原油、扁軋不鏽鋼 (2023)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28.33%)、新加坡(8.29%)、日本(7.44%)、美國

(5.08%)、馬來西亞(4.84%)、韓國(4.74%)、泰國(4.62%)、

澳大利亞(4.19%)、印度(3.02%)、臺灣(1.77%)(2023)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25.09%)、美國(8.98%)、日本(8.03%)、印度

(7.84%)、 新 加 坡(4.87%)、 馬 來 西 亞(4.81%)、 菲 律 賓

(4.26%)、韓國(3.98%)、越南(2.91%)、泰國(2.79%)、臺灣

(2.5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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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 2024年 1至 9月印尼經濟仍成長 5.03%，將於第 4季持

續透過延長稅收優惠、放寬融資鼓勵創業，以及推動 26

項自然資源商品下游化等政策，加速經濟成長，印尼政

府樂觀預估全年經濟成長可達 5%以上之水準。 

(2) 標準普爾 2024.11.8 發布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報告顯

示，印尼經濟活動仍低於 50 的衰退與擴張界線，印尼

製造業已連續 4個月都處於衰退情形，為 2021年以來歷

時最久者，此外，近期印尼紡織業大規模裁員，亦引起

國內關注，據印尼人力部統計，2024年已約有 6萬人遭

解雇。 

2. 經濟展望： 

(1) 2024年印尼經濟仍將受中東衝突及美中摩擦等地緣政治

因素，以及全球需求放緩影響。此外，2024年印尼將辦

理總統、國會及地方省長選舉，預計將帶動國內消費。 

(2) 印尼政府預估 2024年經濟成長率為 5%，與 IMF及彭博

社之預估相符。另 OECD 認為，在國內消費帶動下，

2024及 2025年印尼經濟皆成長 5.2%，但世界銀行預測

為 4.9%。 

重要經貿政策 1. 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1) 印尼自 2007年成為OECD夥伴國後，已參與該組織涵蓋

經濟、社會與環境政策改革等相關聯合工作計畫。印尼

佐科威總統於 2022年表達加入OECD之意願，並盼加入

該組織以協助其加速轉型為已開發國家。印尼除將成為

第 1 個加入 OECD 的東南亞國家，亦為繼韓國與日本後

第 3個為該組織會員的亞洲國家。 

(2) OECD於 2024.5.2發布「Roadmap for the OECD Accession 

Process of Indonesia」，說明印尼入會之程序，並指出印

尼政府需要在各領域進行改革及調整，以符合 OECD 標

準及指導原則，惟相關改革需要時間及努力才能實現。 

(3) 印尼盼加入 OECD 進程能成為提高國家人均收入的催化

劑，並盼 OECD 支持印尼政府的優先施政領域，包括綠

色經濟、數位化、人力資源開發、良好治理，以及協助

印尼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2. 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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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尼於2024.9.19向紐西蘭提交正式加入CPTPP請求函，

12 個 CPTPP 成員國紛表支持，並認為印尼加入將為

CPTPP 成員國帶來新商機。另考量印尼在東協的戰略地

位，亦可加強 CPTPP與東協的經濟整合，提高協定之附

加價值。 

(2) 印尼長期以來不願加入 CPTPP主要原因為專注於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直至 2023.1.2 該協定於印

尼生效後，考量 CPTPP要求各國大幅降低關稅及開放服

務業與投資市場進入，並制定競爭與智慧財產權等保護

外國企業之規則，印尼「不希望落後」，盼縮小與已加

入該協議鄰國之差距，爰於 2024.5 公開表示盼申請加入

CPTPP。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已生效： 

 ASEAN架構： 

(1)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ATIGA)(2009.2.26 簽署、2010.5.17

生效) 

(2) 東協服務框架協定(AFAS)(1995.12.15簽署) 

(3) 東協全面投資協定(ACIA)(2009.4.23.簽署、2015.4生效) 

(4) 東協澳紐自由貿易協定(AAFTA)(2014.8.26 簽署、

2019.3.1生效) 

(5) 東協日本 CEPA(AJCEPA)(2019.3.2簽署、2022.2.1生效) 

(6) 東協韓國 FTA(AKFTA)(2015.11.22 簽署、2018.11.12 日

生效) 

(7) 東協印度 FTA(AIFTA)(2010.1.1生效) 

(8) 東協中國 FTA(ACFTA)(升級協定於 2017.11.12 簽署、

2019.8.1生效) 

(9) 東 協 香 港 自 貿 協 定(AHKFTA)及 投 資 協 定

(AHKIA)(2017.11.12簽署、2020.7.4生效) 

(10) 東協服務貿易協定（ATISA）(2020.10.7 在菲律賓首都

馬尼拉簽署，2023.1.16生效) 

 雙邊架構： 

(1) 日本 IJEPA(2008.7.1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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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利 CEPA (2017.12.14簽署、2019.8.10生效) 

(3) 澳洲 CEPA(2019.3.4簽署、2020.7.5生效) 

(4)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2018.12.16簽署、2021.11.1生

效) 

(5) 韓國 CEPA(已於 2020.12.18簽署、2023.1.2生效) 

(6) 伊朗 PTA(已於 2023.5.23簽署) 

 多邊架構： 

(1) 發展中國家全球貿易優惠制(GSTP) 

(2) D8(開發中國家 8國集團) 

(3)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已於 2020.11.15 簽署、

2023.1.2生效) 

已簽署、尚未生效： 

 ASEAN架構： 

(1) 東協貨品貿易協定(ATIGA)升級版(2022.3.16啟動談判) 

 雙邊架構： 

(1)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CEPA (2022.7.1簽署) 

(2) 日本 IJEPA增修議定書(已於 2024.8.8簽署) 

(3) 加拿大 CEPA(已於 2024.12.2簽署) 

談判中：                                                                                                                                                                                                                                                                                                                                                                                                                                                                             

土耳其、歐盟、歐亞經濟聯盟(EAEU)、突尼西亞、孟加拉 

 

三、 臺印尼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對印尼出口

值 

30.63億美元(2024年↑1.72%) 

30.11億美元(2023年↓6.32%) 

32.15億美元(2022年↑4.72%) 

30.73億美元(2021年↑34.95%) 

22.76億美元(2020年↓22.07%) 

29.22億美元(2019年↓12.25%) 

我國自印尼進口

值 

77.21億美元(2024年↑4.21%) 

74.09億美元(2023年↓33.91%) 

112.43億美元(2022年↑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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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7億美元(2021年↑75.17%) 

45.07億美元(2020年↓3.73%) 

46.89億美元(2019年↓14.55%) 

雙邊貿易總值 107.85億美元(2024年↑3.49%) 

104.21億美元(2023年↓27.76%) 

144.58億美元(2022年↑31.67%) 

109.69億美元(2021年↑61.67%) 

67.84億美元(2020年↓10.77%) 

76.11億美元(2019年↓13.68%) 

我對印尼主要出

口項目 

記憶體、半導體、汽油、合金鋼、合成纖維染製針織品

(2024年) 

我自印尼主要進

口項目 

煤、天然氣、不鏽鋼製品、精煉鎳礦及精煉銅 

(2024年) 

我國對印尼投資 

31.74億美元(本部投審司統計 1952-2024年) 

2.44 億美元(印尼投資部統計 2024 年 1-9 月金額) ，較 2023

年同期(1.37億美元)成長 78% 

印尼對我國投資 919件，1.70億美元(本部投審司統計 1952-2024年)  

重要官方會議 

臺印尼貿易投資聯合委員會(2024年第 11屆) 

臺印尼食品對話會議(2023年第 4屆) 

臺印尼鋼鐵對話會議(2024年第 7屆) 

重要民間會議 臺印尼產業高峰論壇(2024年第 7屆) 

雙邊經貿協定 

1.1990.12簽署「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商

會間投資保證協定」 

2.1995.3 簽署「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台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 

3.2004.4簽署「臺灣與印尼海洋及漁業合作瞭解備忘錄」 

4.2006.8 簽署「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間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5.2010.1簽署「臺印(尼)一鄉鎮一產業合作計畫書」 

6.2012.9 簽署「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及人蛇偷渡合作瞭

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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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3.1 簽署「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農業技術合作協定」 

8.2017.5簽署「台印尼農業人力資源能力建構技術協議」 

9.2018.6 簽署「卡拉旺綜合農業示範區強化農企業培育發展

計畫」行動計畫書 

10.2018.6簽署「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產業發展技職教育訓練合作瞭解備忘錄」 

11.2018.8簽署「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台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度量衡合作瞭解備忘錄」 

12.2019.8簽署「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臺灣經貿進修獎學金合作協定」 

13.2020.4簽署「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關於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中譯本） 

14.2020.5簽署「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貿易推廣合作瞭解備忘錄」 

15.2022.8簽署「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工業產品設計發展合作協定」 

16.2024.5簽署「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駐臺北印尼經

濟貿易代表處標準暨符合性評鑑合作備忘錄」 

資料來源：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署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