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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Canada)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4.11.21 

人口 4,077萬人(2024) 

面積 998萬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2兆2,020億加元（2023）；2兆1,747億加元(2022) 

平均國民所得 5萬8,343美元（2023）（OECD） 

經濟成長率 1.2%(2023)；3.4% (2022)  

失業率 6.5% (2024.9)；5.4% (2023) 

匯率 1美元= 1.3755加元(2024.10)；1美元=1.3497(2023) 

進口值 USD$3,717億(2024.1-8)；USD$5,586億(2023) 

出口值 USD$3,755億(2024.1-8)；USD$5,682億(2023) 

主要進口項目 小客車、原油以外之石油、石油原油、卡車、通訊設備、電腦

及週邊裝置、有線電話及電話器具、黃金、藥劑 

主要出口項目 原油、小客車及零件、天然氣、黃金、鉀肥、煤、藥劑、原油

以外之石油、天然氣及其他氣態碳氫化合物、小麥或雜麥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中國、墨西哥、德國、日本、南韓、越南、義大利、臺

灣(第9位) (2023)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中國、英國、日本、墨西哥、南韓、德國、荷蘭、印

度、比利時、巴西、挪威、瑞士、香港、印尼、澳洲、西班

牙、義大利、臺灣(第22位) (2023)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一)  經濟規模 

根據 IMF最新報告，全球 191 個經濟體當中，加拿大名列全球

10大經濟體，2022年國內生產毛額（GDP）達2兆2,003億美

元，排行全球第8名，台灣名列第 21 名。此外，加拿大是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及七國集團（G7）成員，也是全球

第11大貿易國。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2023年經濟自由指

數」，排名全球第16(我國排名第4)。 

 

(二) 貿易概況 

https://www.statcan.gc.ca/en/subjects-start/population_and_demography
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tv.action?pid=3610043403
https://data.oecd.org/canada.htm
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tv.action?pid=3610012801
https://www.statcan.gc.ca/search/results/site-search?q=unemployment&fq=stclac:2&op=search
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tv.action?pid=3310016301
https://www.ic.gc.ca/app/scr/tdst/tdo/crtr.html?grouped=GROUPED&searchType=All&naArea=9999&countryList=ALL&toFromCountry=CDN&reportType=TI&timePeriod=2%7CYear+To+Date&currency=US&productType=HS6&runReport=true
https://www.ic.gc.ca/app/scr/tdst/tdo/crtr.html?grouped=GROUPED&searchType=All&naArea=9999&countryList=ALL&toFromCountry=CDN&reportType=TE&timePeriod=2%7CYear+To+Date&currency=US&productType=HS6&runReport=true
https://www.ic.gc.ca/app/scr/tdst/tdo/crtr.html?grouped=GROUPED&searchType=Top25&naArea=9999&countryList=ALL&toFromCountry=CDN&reportType=TI&timePeriod=2%7CYear+To+Date&currency=US&productType=HS6&runReport=true
https://www.ic.gc.ca/app/scr/tdst/tdo/crtr.html?grouped=GROUPED&searchType=Top25&naArea=9999&countryList=ALL&toFromCountry=CDN&reportType=TE&timePeriod=2%7CYear+To+Date&currency=US&productType=HS6&runReport=true
https://www.ic.gc.ca/app/scr/tdst/tdo/crtr.html?grouped=GROUPED&searchType=All&naArea=9999&countryList=DET&toFromCountry=CDN&reportType=TI&customYears=2021&timePeriod=%7CCustom+Years&currency=US&productType=NAICS&runReport=true
https://www.ic.gc.ca/app/scr/tdst/tdo/crtr.html?grouped=GROUPED&searchType=All&naArea=9999&countryList=DET&toFromCountry=CDN&reportType=TE&customYears=2021&timePeriod=%7CCustom+Years&currency=US&productType=NAICS&runReport=true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4/April/weo-report?a=1&c=001,998,&s=NGDPD,PPPGDP,PPPPC,PPPSH,&sy=2022&ey=2029&ssm=0&scsm=1&scc=0&ssd=1&ssc=0&sic=0&sort=country&ds=.&b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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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統計局數據顯示，加拿大2024年上半年對全球的進

出口總額微幅下降0.94%。2024年1月至6月加拿大總出口額為

2,816.71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相比略降0.92%。出口減少的主

要原因包括汽車及配件下降8.69%以及石油氣下降29.44%，顯

示市場需求有所減弱。然而，黃金出口額大幅增長至122.07億

美元，相比與上年同期上升31.99%，反映出全球經濟不確定

性可能引發了避險需求的增加。 

從國家來看，加拿大在2024年上半年對最大貿易夥伴美國

的出口額為2,166.13億美元，占總出口的76.90%。雖然與上年

同期相比下降1.14%，但仍然是主要市場。相比下，加拿大對

中國出口額下降8.27%，對英國出口額則大幅增長74.42%，而

對德國出口則下降19.57%。 

加拿大進口總額為2,766.29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相比輕微下

降0.97%。主要進口變化產品中，汽車及其配件的進口顯著增

至211.62億美元，成長15.90%。然而，手機及電子產品的進口

額下降8.22%，降至54.85億美元，顯示出需求減少趨勢。黃金

進口額也下降10.75%，降至40.13億美元。 

從進口來源國來看，加拿大自美國進口保持穩定，為

1,393.6億美元，占總進口的50.38%。自中國進口顯著下降

5.01%，降至305.8億美元。同時，自韓國進口大幅增長

31.32%，達到63.41億美元，顯示出對韓國產品需求顯著增

加。 

2024年上半年，加拿大與台灣之間貿易總額下降17.37%。

加國自台灣進口額為7.27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9.51%，主要原因包括手機下降13.25%，電腦和積體電路分

別下降53.55%和38.87%。此外，加拿大自台灣進口增長最大

產品為平板軋製鋼鐵產品，增長81.75%，達到5,361萬美元。 

相對地，加拿大對台灣出口為7.27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相

比下降8.64%。主要出口變化產品，煤炭進口額增長至2.25億

美元（+10.70%），豬肉下降至4,890萬美元（-27.85%），鎳

激增至3,503萬美元（+467.01%），而積體電路則大幅下降

66.14%，降至1,605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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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表現 

加拿大央行10月下旬將利率下調50個基點，從4.25%降至

3.75%，這是2024年以來第4次降息，也是自2020年3月以來最

大幅度降息。加國央行表示，降息原因包括通貨膨脹已回落至

2%之目標，勞動力市場持續疲軟以及須刺激整體經濟成長。 

據加拿大統計局最新數據，2024年第2季加拿大實質 GDP 按

季成長0.5%，較第1季的0.4%略升，惟實際上若納入人口成長

因素後，人均 GDP連續第5個季度下降。 

加拿大統計局指出，第2季經濟成長主要受惠於以下因素: 

1. 政府支出增長1.5%，主因在於各級政府員工薪酬和工作

時間增加； 

2. 商業固定投資增長2.7%，其中機械和設備支出成長 

6.5%，工程結構投資成長0.5%。 

3. 家庭支出增長放緩至0.2%，主因歸於住房租金、食品和

電力支出增加。 

重要經貿政策 (一) 支持多邊貿易體制、貿易自由化及經濟整合 

1. 加拿大領導渥太華集團（Ottawa Group）推動 WTO 談判與

制度改革，支持以規則為基礎之貿易體系，近期主要倡議

包括透過包容性貿易行動小組 (ITAG)，推動全球貿易和性

別協議（GTAGA）等進步議程； 

2. 為降低對美國市場的高度依賴，自2007年以來積極推動貿

易多元化政策，致力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為 G7

會員國中，唯一與其他 G7會員國間均已締結自由貿易協定

的國家。至今已簽署15項 FTA，涵蓋加-美-墨(CUSMA)、

歐盟(CETA)、智利、以色列、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宏

都拉斯、約旦、巴拿馬、秘魯、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FTA）、烏克蘭、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韓國等51個國家，涵蓋全球61% GDP及15億人口； 

3. 加拿大進行中 FTA談判包括：東協(ASEAN)（設定在2025

年內完成談判目標）、「南錐共同市場」（Mercosur）、「太平

洋聯盟」（Pacific Alliance）三大貿易集團、加-英 FTA(雙方

因農產品議題未有共識於2024年1月25日暫停談判)、加-印

尼、加-印度 CEPA(因雙方關係惡化於2023年9月暫停談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daily-quotidien/240830/dq240830a-eng.htm?indid=3278-1&indgeo=0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daily-quotidien/240830/dq240830a-eng.htm?indid=3278-1&indgeo=0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assets/pdfs/international_relations-relations_internationales/g20/G20-nov-2018-trade-diversification-commerce-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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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於2022年5月22日啟動加入由新加坡、紐西蘭及智利

數位經濟夥伴協定（DEPA），以及於2022年11月24日與厄

瓜多展開洽簽 FTA之探索性對話等。與中國洽談 FTA部分

因中國不願支持加國所推動進步議程已暫停。 

4. 加國刻正推動與印度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再次展開 FIPA談

判。 

5. 2023年9月6日東盟-加拿大領袖峰會正式通過戰略夥伴關係

聲明，雙方未來將加強經濟合作重點包括：鼓勵關鍵領域

的投資和創新夥伴關係、洽簽東盟-加拿大 FTA 

(ACAFTA)、增強東盟經濟韌性和競爭力。2024年發布共同

領袖聲明強化連接性和韌性，承諾加強貿易、投資和數位

創新合作。 

6. 2024年6月12-14日 WTO舉行加拿大第11次貿易政策檢討，

肯定加拿大 GDP溫和成長、低通貨膨脹、政府債務佔 GDP

比例相對穩定。會員關切加拿大一些長期存在的限制，包

括稅收與酒精飲料銷售制度的國民待遇問題，及乳製品、

雞蛋和家禽供應管理系統。另會員們呼籲加拿大使用救濟

措施時有所節制。 

 

(二)印太戰略 

    加國外交部長 Mélanie Joly於2022年11月27日偕同國貿部長

伍鳳儀(Mary Ng)等內閣首長在溫哥華召開記者會，發布加國

印太戰略報告，指出加國將加強與臺灣多面向合作，包括貿

易、科技、健康、民主治理與對抗假訊息，及強化雙邊在商

業化科研合作，以及原住民交流等，總理府有關加國擴大及

強化與印太區域夥伴關係背景說明資料中，並將我與日本、

南韓、印度、澳洲、印尼及新加坡等列為印太區域優先合作

夥伴。該報告並稱中國是一個日益具有破壞性的大國，對於

雙方意見不合之議題，加國將與印太地區夥伴合作挑戰中

國；至於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全球健康與核擴散等議

題，加拿大將與中國合作解決問題。 

 

(三) 臺加關係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indo-pacific-indo-pacifique/index.aspx?lang=eng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indo-pacific-indo-pacifique/index.aspx?lang=eng
https://pm.gc.ca/en/news/backgrounders/2022/11/18/expanding-partnerships-and-strengthening-ties-indo-pacific
https://pm.gc.ca/en/news/backgrounders/2022/11/18/expanding-partnerships-and-strengthening-ties-indo-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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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印太戰略下，加國推動與我國完成許多雙邊經貿合作倡

議，包括： 

(1) 2023年12月6日採認「供應鏈韌性合作架構」 

(2) 2023年12月22日簽署「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FIPA） 

(3) 2024年4月15日簽署科學技術及創新合作協議(STI)協議

及備忘錄 

2. 加國聯邦眾議院加中關係特別委員會於2023年3月30日公布

全名為「加拿大與臺灣：動盪時局中的堅定關係」報告，

指出臺加 FIPA探索性對話與臺灣申請加入 CPTPP均有助深

化臺加雙邊關係。 

 

(四)美加關係 

    拜登總統於2023年3月23日至24日赴加拿大國事訪問，與杜

魯道總理共同宣布經貿合作事項聚焦半導體、關鍵礦物與潔淨

能源供應鏈韌性合作： 

1. 半導體：加國將投資2.5億加元，與 IBM 合作擴大魁省

Bromont 半導體研發技術與先進封裝產能，打造北美東部半

導體廊道，帶動電動車、潔淨能源與通訊等產業發展。 

2. 關鍵礦物與潔淨能源：透過「加拿大與美國關鍵礦產共同

行動計畫」建立關鍵礦物完整供應鏈夥伴關係，建立負責

任與永續的北美電池生態系。 

3. 零碳排汽車(ZEV)：協調充電標準與建設跨境替代能源走

廊，擴大 ZEV所須基礎設施，並將調和 ZEV法規與標準。 

4. 綠色鋼鋁：鼓勵綠色鋼鋁等低碳排貨品交易，另雙方將分

享貿易商品碳密集度資訊，以及推動減少碳洩漏的共同方

法。 

5. 抗通膨法案：美國抗通膨法案所對電動車等潔淨商品將適

用於加拿大生產之潔淨商品(如電池及所使用之關鍵礦物)。 

 

(五) 經濟安全 

代表加拿大170個大企業的重要遊說組織―加拿大企業理事會

(BCC)，於2023年9月7日發表「經濟安全為國家安全(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報告」稱，加拿大公司面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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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等國惡意威脅與間諜活動，造成每年損失達數百億加

元，故敦促政府加強國家安全措施以保護加國企業。 

重要經貿措施 (一) 財政激勵 

    擴大鼓勵研發創新，推動淨零碳排經濟與生技製造產業，如

聯邦政府提出清潔電力法規草案，設定2035年將實現淨零排放

電網，該法規規劃400億元的稅收抵免誘因，刺激對風能和太

陽能等再生能源、智慧電網、能源存儲系統以及小型模組化核

電、碳捕獲與存儲等新興技術的投資。另編列5年約140億加元

預算，鼓勵企業投資抵免稅務，新企業投資整體平均稅率從

17%降至13.8%。 

    2024年財政預算報告重點內容包括：解決住房問題、碳費退

稅、提高富有家庭稅率、擴大學生獎學金與貸款補助等計畫。

另針提升企業生產力與競爭力部分，推出新加拿大創業者補助

措施減少租稅負擔、加速新技術資本折舊以鼓勵購買最新設備

提升生產力、採用法規沙盒以簡便法規、創業投資加速計畫投

資2 億加元協助加拿大新創公司等。另將投入24億加元，加速

加拿大人工智慧產業及其他領域就業成長，並鼓勵企業開發及

採用人工智慧以提高生產力。 

 

(二) 多元貿易戰略 

1. 持續推動出口多元化戰略，增加與全球主要市場之貿易：

持續加強與歐洲與亞洲各國之經貿關係，目標在2025年前

增加50%海外出口。 

2. 協助加國企業充分運用現有 FTA 市場開放優惠，以獲得實

際利益。 

3. 消除省際貿易障礙：加強各省與地區之合作，協助企業在

不同省份間運輸貨物、協調產品標示要求、食品法規和查

驗工作、統一加國各地建築法規、並促進各省和地區間之

酒品貿易等。 

 

(三)關鍵礦物與能源合作 

1. 加拿大蘊藏鋰、鎳與鈷等稀有金屬，為全球關鍵礦物重要

礦區，惟近20年礦場開發落後於巴西、俄羅斯與非洲國

https://deputypm.canada.ca/en/news/news-releases/2024/05/28/budget-2024-increasing-productivity-and-boosting-innovation-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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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鎳開採量由全球排名第2降至第6。加拿大於2022年

12月公布「加拿大關鍵礦物策略」，提出關鍵礦物國內能力

建構與國際合作之具體措施，以發展完整關鍵礦物價值

鏈，與原住民建立有意義且永續夥伴關係，促進加拿大達

成氣候與自然保護目標。該策略指出將提撥38億加元投資

31種關鍵礦物探勘、開採、提煉、加工以及回收利用等，

並促進相關研發與科技應用。 

2. 2020年12月公布加拿大氫能策略，提出加國於2050年成為

全球前3大潔淨氫生產國之願景。聯邦政府、亞伯達省、加

商 Air Products 與日商三井集團已陸續宣布興建液態氫製造

廠，將利用天然氣管線運送氣態天然氣與氫氣之混合物。 

3. 加國與美國、歐盟、英國、法國、德國、澳洲、芬蘭、瑞

典、日本與南韓於2022年6月宣布成立關鍵礦物戰略夥伴，

將重點產業關鍵材料供應來源向上延伸至礦產、稀土等原

材料之掌控。 

4. 加拿大與澳大利亞、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及美國於

2022年12月共同發起可持續關鍵礦物聯盟(Sustainable Criti-

cal Minerals Alliance)。 

5. 加國與美國、歐盟、英國、日本與韓國分別成立關鍵礦物

工作小組或簽署 MOU，加強官方對話與交流關鍵礦物發展

政策，探討如何將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ESG)導

入關鍵礦物開採與提煉。 

6. 加國與德國簽署成立氫能聯盟及擴大關鍵礦物與電池合

作，將致力於2025年出口氫燃料至德國、擴大採購加國開

採之關鍵礦物並與加國礦場深化合作。 

7. 2025年開始出口液化天然氣至亞洲市場，並推動未來擴大

出口氨/氫計畫。 

 

(四) 發布暫時緊縮外國投資審查政策聲明及更新外人投資國家

安全審查準則 

1. 加國聯邦政府於2020年4月依據「加拿大投資法」宣布加強

審查涉及公共衛生及供應加國人民或政府必要物資與服務

相關產業之外人投資，以及所有由外國國營事業，或被認

https://www.ic.gc.ca/eic/site/ica-lic.nsf/eng/home
https://www.ic.gc.ca/eic/site/ica-lic.nsf/en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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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外國政府關係密切或受其指導之私人投資者對加國之

投資案件，且不論該投資案之價值。 

2. 2022年2月12日起就擬增修「國家安全投資審查規則」（Na-

tional Security Review of Investments Regulations）展開30日

公眾諮商。 

3. 2022年3月8日宣布，為因應俄烏衝突對加國可能造成之國

家安全與經濟風險，將加強針對與俄羅斯實體和/或投資者

有關係之外人投資與併購案等進行審查，包括淨利益審查

及國家安全審查。 

4. 「投資現代化國家安全審查法案」於2024年3月27日獲得王

室批准 ，將為政府提供新的工具，以確保加拿大有效因應

外來投資可能產生樣態不同的威脅，同時為投資者提供更

加清晰、更有效率及可預測的監管制度。包括在國家安全

等必要時可以迅速採取行動、加重處罰、加強與夥伴國家

的資訊分享以及司法審查期間保護資訊的新規範。  

5. 加強對互動數位媒體之投資審查，針對外國投資對加國原

創 IP 的效益分析，包括企業是否承諾長期致力鼓勵原創智

慧財產權、創意獨立性、公司治理與透明度等。 

6. 加拿大將加強對人工智慧、量子運算和太空技術領域之外

國投資審查 ，非加拿大公司在投資或收購這些關鍵技術領

域的加拿大實體前，必須提前向政府發出警告。 

 

(五) 加強科研合作管制 

    繼2023年2月14日政府宣布，停止補助所有可能開放中國軍

方、國防或國安部門人員參與之加國學術研究機構合作計畫

後，2024年1月16日政府實施「敏感技術研究和關注附屬機構

政策」，並發布提高保護加拿大研發工作新措施，包括： 

1. 公布敏感科技研究領域清單，及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風

險的軍事、國防或國家安全的特定研究機構名單，申請

補助研究的研究人員不得與 NRO 有關聯。經查該名單涵

蓋機構主要為中國、俄羅斯與伊朗學校與研發機構。 

2. 啟動「加拿大研究安全中心」 

3. 提供高等教育機構研究補助基金近5,000萬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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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因應中國不公平貿易措施 

為因應中國不公平市場行為、勞工與環境標準、蒐集聯網資

料侵害隱私等行為，2024年8月26日財政部公告對中國電動車

徵收100%附加稅、鋼鐵與鋁製品加徵25%附加稅；限制零排

放汽車獎勵措施與以及零排放車基礎設施獎勵計畫(ZEVIP)之

申請資格，僅適用製造地為與加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國

家；並對電池及零組件、半導體、太陽能產品與關鍵礦物等

關鍵產業啟動為期30天公眾諮詢。 

 

(七)貿訪團 

     加拿大國貿部長 Mary Ng 及相關部長率領大型貿易代表團

(Team Canada)將前往印太國家，包括： 

1. 日本(2023年11月2日) 

2. 新加坡(2024年2月23日)  

3. 馬來西亞、越南(2024年3月24至29日) 

4. 韓國(2024年4月21日至25日)  

5. 印尼與菲律賓(2024年12月1日至6日) 

6. 澳洲(2025年2月16日至21日) 

7. 泰國與柬埔寨(2025年5月)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APF)將於2024年11月17-24日組婦女貿

訪團訪問台灣和越南。 

 

(八) 全球創新聚落計畫 

2022年至2028年擴大提撥至7.5 億加元投入全球創新聚落計畫

(Global Innovation Clusters)，以促進加國經濟創新與生態系發

展，擴大加國在各領域之全球領先地位。該計畫主要聚焦五大

領域：先進製造、蛋白質產業、數位技術、擴大人工智慧(AI)

與海洋。 

主要產業概況 1.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資料，2023年加國國內生產總額2兆2,020

億加元（註：以2012年為基準），年成長率上升1.2%。其

https://www.asiapacific.ca/networks/womens-business-missions/canadian-women-only-business-mission-taiwan-vietnam-2024
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tv.action?pid=361004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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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貨品製造業約占加國國內生產總額的26.1%，約5,747億

7,700萬加元，較2022年減少1.19%。而服務業總生產額為1

兆6,261億1,800萬加元，較2022年增加2.07%，占加國國內

生產總額的73.84%。 

2. 根據加拿大投資署（Invest in Canada）與創新、科技暨經濟

發展部資料，加國多倫多-滑鐵盧科技走廊是北美僅次於矽

谷之最大科技產業聚落，全球10大科技公司均已在加國設

點；加拿大是全球第16大汽車生產國、第6大商用車生產

國，鋰電池供應鏈全球排名第4且係西半球唯一擁有電動車

電池所需關鍵礦物之國家；加國生物科技研究世界排名第

4，且加國為第9大醫藥市場。農產品與天然資源方面，加

拿大亦為全球農產品與木材主要輸出國、全球最大碳酸鉀

生產國、第2大鈾生產國、第3大鑽石生產國、第4大鋁礦生

產國；能源方面，加拿大是全球最3大水力發電國與第9大

氨生產國，並積極發展氫能產業，全球潔淨科技創新排名

第2，加國亦為全球第3大原油出口國、全球第6大天然氣生

產國。除此之外，加拿大的科技產品亦是加國出口的主要

項目，其中又以無線通訊、動畫多媒體、電子遊戲、及光

電領域方面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3. 半導體：2023年7月4日政府宣布針對 CMC Microsystem提

出2.2 億加元的「網際網路端點整合元件製造(FABrIC)培育

計畫」提供1.2億加元的補貼。 

累計外人投資及

主要外資來源國 

1. 加國外人投資金額累計至2023年為1兆3,602億加元。 

2. 依國家別來看，加國主要外來投資國家依序為：美國6,182

億加元、荷蘭1,729億加元、英國1,066億加元、盧森堡709

億加元、日本367億加元及瑞士358億加元等。 

3.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司統計，自1952年至2024年10月止，

我國累計對加國投資金額逾42.9億美元，共117件。另依據

加拿大亞太基金會投資監測報告統計(資料來源：加國統計

局)，2003年迄今我對加國投資金額近9億加幣(包括國營與

民營企業投資、新設投資與併購等案)。 

 

三、加拿大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概況 

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cv.action?pid=3610000801
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cv.action?pid=3610000801
https://dir.moea.gov.tw/chinese/news_newAn.jsp
https://dir.moea.gov.tw/chinese/news_newAn.jsp
https://dir.moea.gov.tw/chinese/news_newAn.jsp
https://www.asiapacific.ca/publication/investment-monitor-2024-canadian-pension-fund-investments-asia
https://www.asiapacific.ca/publication/investment-monitor-2024-canadian-pension-fund-investments-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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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 已生效(生效日期)： 

 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2020.7.1)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2018.12.30) 

 加拿大-歐盟全面經貿協定(2017.9.27) 

 加拿大-烏克蘭自由貿易協定(2017.8.1) 

 加拿大-韓國自由貿易協定(2015.1.1) 

 加拿大-宏都拉斯自由貿易協定(2014.10.1) 

 加拿大-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2013.4.1) 

 加拿大-約旦自由貿易協定(2012.10.1) 

 加拿大-哥倫比亞自由貿易協定(2011.8.15) 

 加拿大-秘魯自由貿易協定(2009.8.1) 

 加拿大-歐洲自由貿易協會自由貿易協定(2009.7.2) 

 加拿大-哥斯大黎加自由貿易協定(2002.11.1) 

 加拿大-智利自由貿易協定(1997.7.5)(2019.2.5更新) 

 加拿大-以色列自由貿易協定(1997.1.1) (2019.9.1更新) 

◼ 談判中(啟動日期)： 

 加拿大-英國全面性自由貿易協定(2022.3.24) 

 加拿大-印度「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CEPA）

(2022.3.11重啟談判，並先展開暫時性協定或早期進展

貿易協定（EPTA）談判) 

 更新加拿大-烏克蘭自由貿易協定(2022.1.27)談判

(2023.4.11宣布完成實質談判) 

 加拿大-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協定談判(2021.11.16) 

 加拿大-印尼「全面經濟夥伴協定」（CEPA）談判

(2021.6.20) 

 英國申請加入 CPTPP 談判(2021.6.2)(2023.3.30宣布完

成實質入會談判) 

 加拿大-南錐共同市場自由貿易協定(2018.3.9) 

 加拿大-太平洋聯盟自由貿易協定(2017.6.29) 

 加拿大-日本經濟夥伴關係協定(2012.3.7) 

 加拿大-多明尼加共和國自由貿易協定(2011.10.14) 

 加拿大-摩洛哥自由貿易協定(20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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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2009.11) 

 加拿大-加勒比海共同體自由貿易協定(2007.7.19) 

◼ 研議中(起始日期)： 

 加拿大-厄瓜多自由貿易協定探索性對話(2022.11.24)、

公眾諮詢程序(2023.01.06-02.21) 

 加拿大-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協定(2016.9.22)(已暫停) 

 加拿大-泰國探索性自由貿易研討(2015.7) 

 加拿大-土耳其探索性自由貿易研討(2010.10) 

 

四、臺灣與加拿大雙邊經貿關係(來源:我國財政部關務署) 

我國出口值 ◼ USD$ 21.36億(2024年1-10月)(較2023同期年減少2.44%) 

◼ USD$ 26.3億(2023年)(較2022年減少20.2%) 

◼ USD$ 33.01億(2022年)(較2021年增加9.7%) 

◼ USD$ 30.1億(2021年)(較2020年增加38.8%) 

◼ USD$ 21.7億(2020年)(較2019年減少8.8%) 

我國進口值 ◼ USD$ 16.57億(2024年1-10月)(較2023年同期減少1.58%) 

◼ USD$ 20億(2023年)(較2022年減少19.8%) 

◼ USD$ 25.25億(2022年)(較2021年增加7.01%) 

◼ USD$ 23.4億(2021年)(較2020年增加52.3%) 

◼ USD$ 15.3億(2020年)(較2019年減少15.4%) 

臺加總貿易額 ◼ USD$ 37.92億(2024年1-10月)(較2023年同期減少2.07%) 

◼ USD$ 46.3億(2023年)(較2022年減少20%) 

◼ USD$ 58.26億(2022年)(較2021年增加8.51%) 

◼ USD$ 53.5億(2021年)(較2020年增加44.4%) 

◼ USD$ 37億(2020年)(較2019年減少11.7%) 

主要出口至加拿

大項目 

螺帽（HS7318）、積體電路 （HS 8542）、不銹鋼扁軋製品

（HS 7219）、汽車零件（HS8708）、鋼管（HS7306）、非合金

鋼扁軋製品（HS7210 ）、電腦零配件（HS8473 ）、通訊器具

（HS 8517）、氫氧化鈉鉀（HS 2815） 

主要自加拿大進

口項目 

煤礦 （HS2701）、鐵礦石砂（HS2601）、鉀肥（HS3104）、木

材（HS4407）、鑌鈷（HS8105）、積體電路（HS8542）、鎳

（HS7502）、大豆（HS1201）、豬肉（HS0203） 

雙邊貿易排名 2023年我國居加國第13大進口來源國（2022年為第9大）及第

22大出口市場（2022年為第20大），是加國全球第15大（2022

https://cuswebo.trade.gov.tw/FSC3000C?table=FSC3030F
https://cuswebo.trade.gov.tw/FSC3000C?table=FSC3030F
https://cuswebo.trade.gov.tw/FSC3000C?table=FSC3030F
https://cuswebo.trade.gov.tw/FSC3000C?table=FSC3020F
https://cuswebo.trade.gov.tw/FSC3000C?table=FSC3020F
https://cuswebo.trade.gov.tw/FSC3000C?table=FSC3020F
https://cuswebo.trade.gov.tw/FSC3000C?table=FSC3020F
https://cuswebo.trade.gov.tw/FSC3000C?table=FSC304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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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第12大）貿易夥伴，次於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日

本、德國、英國、南韓、義大利、越南、印度、巴西等國，且

為亞洲第6大貿易夥伴（次於中國大陸、日本、南韓、越南、

印度）。(資料來源：加拿大統計局) 

加國則係我國第27大進口來源國，第19大出口市場，第25大貿

易夥伴。(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我對加國投資 42.9億 美 元 ， 核 准117件(來 源: 經 濟 部 投 資 審 議 司

1952.1~2024.10資料) 

依據加拿大亞太基金會投資監測報告統計(資料來源：加國統

計局)，2003年迄今我對加國投資金額近9億加幣(包括國營與

民營企業投資、新設投資與併購等案)。 

加國對我投資 21.36億 美 元 ， 核 准1,420件(來 源: 經 濟 部 投 資 審 議 司

1952.1~2024.10資料) 

依據加拿大亞太基金會於6月23日公布的2022年投資監測報

告，加國2021年對亞太各國投資排名，我國躍升第3位(28億加

元)，其中加國對我國投資案件主要為北陸能源(NPI)在彰化經

營的離岸風場。次於澳洲153億加元與印度34億加元，中國則

跌落為第8位。另依據該基金會投資監測報告統計(資料來源：

加國統計局)，2003年迄今加國對我投資金額逾40億加幣(包括

國營與民營企業投資、新設投資與併購等案)。 

重要官方會議 1. 臺加經貿對話會議：每年輪流在臺北或渥太華舉行。第19

屆會議由加方主辦，2023年12月6日在渥太華舉行。 

2. 臺加農業合作會議：每2年輪流在臺北或渥太華舉行。第

15屆會議由加方主辦，於2023年9月13日在加拿大舉行 。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1. 台加科學、技術與創新協議及備忘錄(2024.04) 

2. 台加供應鏈韌性合作架構 (2023.12.6採認) 

3. 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2023.12.22簽署) 

4. 國科會與加拿大先進研究所（CIFAR）合作備忘錄、國家

實驗研究院與加拿大 Mitacs 國際產學合作備忘錄 

(2023.09.25簽署) 

5. 臺灣原住民族經貿協會與緬省 Dakota Ojibway Tribal 

Council (DOTC)原住民族組織經濟、文化、教育暨衛生合

作備忘錄(2023.08.03簽署) 

https://dir.moea.gov.tw/chinese/news_newAn.jsp
https://investmentmonitor.ca/compare#visulizer-filters
https://investmentmonitor.ca/compare#visulizer-filters
https://dir.moea.gov.tw/chinese/news_newAn.jsp
https://investmentmonitor.ca/insights-reports/investment-monitor-2022-post-pandemic-recovery-and-canada-asia-fdi-rebound
https://investmentmonitor.ca/insights-reports/investment-monitor-2022-post-pandemic-recovery-and-canada-asia-fdi-rebound
https://investmentmonitor.ca/compare#visulizer-filters
https://investmentmonitor.ca/compare#visulizer-filters
https://no06.mofa.gov.tw/mofatreatys/Index.aspx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detail/6dd7292a-7f78-4271-a1ad-847d86443433?l=ch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DceXbUKtOZXqF2htI6FYpqd67UfOrE0/edit?usp=sharing&ouid=107637669267089447759&rtpof=true&sd=true
https://www.ey.gov.tw/otn/8E7CF7585049FAB6/057a0b86-58e9-43ee-907d-8938e7ea512a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detail/c341ce63-e8d0-45ba-bbb0-bcbe09108a71?l=ch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detail/c341ce63-e8d0-45ba-bbb0-bcbe09108a71?l=ch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u2oxKg5Mx7qhNqzmBiidgO-xJZq3QX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u2oxKg5Mx7qhNqzmBiidgO-xJZq3QX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u2oxKg5Mx7qhNqzmBiidgO-xJZq3QXG/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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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衛生合作瞭解備忘錄 (2023.05.09簽署) 

7. 臺加關於加拿大牛肉進口修正協議 (2023.6月15日生效) 

8. 金管會與安大略省證券管理委員會(OSC) 合格集中結算機

構之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MoU) (2023.3.27簽署生效) 

9. (臺加紐澳)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IPETCA) 

(2022.03.29生效) 

10. 我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島民族論壇與加拿大第一民族稅

務委員會(FNTC)  合作瞭解備忘錄  (2022.03.08簽署) 

11. 運輸安全合作瞭解備忘錄  (2020.12.15簽署) 

12. 臺加金融科技合作協議（FinTech Cooperation Agreement） 

(2020.6月與亞伯達、卑詩、緬尼托巴、紐布朗斯維克、諾

瓦斯科西、魁北克、沙士卡其灣及安大略等8省簽署生效

(安省於2020.8.10生效) 

13. 臺加有機同等性相互承認協議（2020.05.27換函，

2020.05.30生效）。 

14. 臺加木構造建築備忘錄(2018.12.12簽署) 

15. 台加專利審查高速公路瞭解備忘錄 (2018.01.31簽署，原訂

效期3年，已於2021.02.01延長為永久合作計畫) 

16. 台加避免雙重課稅協議 (2016.01.15簽署，效期未限定) 

17. 台加關務合作協議 (2012.04.16簽署，效期未限定) 

18. 競爭法適用合作備忘錄 (2009.06.22簽署，效期未限定) 

19. 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 (2008.9.15簽署，效期未限定) 

20. 防制濫發電子郵件政策及策略合作備忘錄 (2006.11.16簽

署，效期未限定) 

21. 電磁相容檢驗相互承認協議 (2002.06.07換函生效，效期未

限定) 

22. 科技合作備忘錄 (1997簽署，嗣後每五年更新乙次，最近

於2023.09.25更新) 

23. 農業合作備忘錄 (1994.12.12簽署，效期未限定) 

24. 貨品暫准通關協定議定書 (1994.11.10簽署，效期未限定) 

 

附表：臺加雙邊近10年貿易總額數據走勢圖(資料出處：加拿大統計局數據) 

https://www.mohw.gov.tw/cp-16-74587-1.html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28754
https://www.osc.ca/en/about-us/domestic-and-international-engagement/international-mous/notice-memorandum-understanding-concerning-cooperation-and-exchange-information-0
https://www.osc.ca/en/about-us/domestic-and-international-engagement/international-mous/notice-memorandum-understanding-concerning-cooperation-and-exchange-information-0
https://www.cip.gov.tw/data/news/202208/T-10958683.pdf?s=5FFE6994AFC26753&c=3FD58C8AA667F0161B69C528CCEDE4C1&fn=F6D98984A8BEE449D0465CB56F780D6465CF1D2F24B7B30B2E53D66B8782172503C14714B55943480D2D6B4BB90D994411E79CD97B317914F830E5B729C0916293C4B18B939E69E4910A65371899E5FD1F7CEC5A77BEDFF8
https://www.cip.gov.tw/en/news/data-list/70818F1EF293C779/9F17B5B1CE331A5400E8C492BB127D42-info.html
https://www.cip.gov.tw/en/news/data-list/70818F1EF293C779/9F17B5B1CE331A5400E8C492BB127D42-info.html
http://no06.mofa.gov.tw/mofatreatys/ShowPicOut.aspx?FileFolder=24&FileName=24109120912_E.pdf
https://www.osc.ca/en/about-us/domestic-and-international-engagement/international-mous/notice-co-operation-agreement-0
https://inspection.canada.ca/organic-products/equivalence-arrangements/taiwan-overview/eng/1591124151481/1591124152027
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dl-272271-fa22b0e0b7504c37aaa65214150cebb1.html
http://no06.mofa.gov.tw/mofatreatys/ShowPicOut.aspx?FileFolder=22&FileName=22105011322_E.pdf
https://no06.mofa.gov.tw/mofatreatys/ShowPicOut.aspx?FileFolder=00&FileName=0020120416_C.pdf
https://no06.mofa.gov.tw/mofatreatys/ShowPicOut.aspx?FileFolder=00&FileName=0048_C.pdf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Y0040194&kw=OSFI
https://no06.mofa.gov.tw/mofatreatys/ShowPicOut.aspx?FileFolder=00&FileName=00270_C.pdf
https://no06.mofa.gov.tw/mofatreatys/ShowPicOut.aspx?FileFolder=00&FileName=00527_C.pdf
http://no06.mofa.gov.tw/mofatreatys/ShowPicOut.aspx?FileFolder=22&FileName=2210608142_E.pdf
https://no06.mofa.gov.tw/mofatreatys/ShowPicOut.aspx?FileFolder=10&FileName=10045.pdf
https://no06.mofa.gov.tw/mofatreatys/ShowPicOut.aspx?FileFolder=10&FileName=100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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