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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Panama)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3.04.17 

人口 433萬人 (2022) 

面積 7 萬 5,42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765億美元  (2022) 

平均國民所得 17,667美元 (2022) 

經濟成長率 9.5% (2022) 

通貨膨脹率 2.9% (2022) 

失業率 8.4% (2022) 

幣制 巴拿馬巴波亞(PAB)，1美元= 1 PAB 

政府外債 372億美元(2022) 

出口值 41.57億(2022) 

進口值 169.75億美元(2022) 

主要出口項目 銅、香蕉、黃金、殼類海鮮、廢鐵、原木、棕櫚油、魚粉、廢

鋁、冷凍魚(2022) 

主要進口項目 汽油及柴油、小客車、醫藥製劑、液化瓦斯、行動電話、玉

米、調製食品、電腦、動物飼料(2022)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印度、西班牙、美國、德國、荷蘭、

英國、巴西 (2022)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瓜地馬

拉、西班牙、巴西、日本(2022)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新冠疫情打擊經濟：2019年巴國經濟成長率為 3%，創近 10

年以來最低，2020 年原盼谷底反彈，嗣於 3 月 6 日確診首

例，迄 2021 年 7 月確診個案約 41 萬人，死者達 6,600 人，

惟隨疫苗接種，疫情大致穩定，然而 2020 年經濟受疫情影

響下滑 17.9%，尚待復甦。2021 年逐漸走出陰霾，2022 年

經濟成長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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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品貿易鉅額逆差：巴拿馬進出口貿易多年呈現逆差狀

況，惟具海空運樞紐優勢，發展運河、海運、航空、旅遊

等服務事業，並隨疫情減緩，快速復甦發展中。 

3. 外人投資高峰已過：2019 年巴拿馬外人投資為 43 億 2,040

萬美元，較 2018 年衰退 18.44%，顯示外資對巴國經濟投資

高峰已過。2020年受疫情影響，巴國外人直接投資降為5億

8,870 萬美元，較 2019 年大減 86.4%，形式更為嚴峻，2021

年外人投資 19 億 2,695 萬美元，已逐漸恢復成長， 截至

2022 年第 3 季止外人投資 16億 1,120萬美元，成長趨緩，

仍低於 2019 年同期水準，因俄烏戰爭持續，導致原物料波

動劇烈及全球升息效應下，將成為 2023 年外人投資成長之

最大變數。 

4. 盼建立制度化透明化之財政紀律：世界銀行 2022 年年度報

告建議巴國政府為使經濟發展更具韌性及永續性，財政紀

律為重要支柱，此外，改善同工不同酬之性別歧視待遇，

與注重經濟發展與環保之平衡，以降低氣候變遷之衝擊。 

5. 未來展望：巴拿馬為中美洲地區疫後經濟復甦領頭羊，

2023 年可能隨著全球經濟成長趨緩，預估將放慢經濟成長

幅度，依據國際貨幣基金最新預估 2023年及 2024年巴國經

濟將分別成長 5.7%及 5.8%，高於拉丁美洲 2023 年平均值

1.4%。 

重要經貿政策

及措施 

1. 疫情因應措施：巴拿馬於 2020 年 3 月 9 日確診首名西班牙

返國個案，為應對疫情，巴總統宣布巴國進入緊急狀態，

全國停課及停止活動，續於 3 月 25 日起禁止民眾外出。

2021 年初始解禁，隨疫苗加速施打，巴國疫情已漸有控

制。自 2022年 9月 15日開始解除大部分入境限制，為促進

觀光復甦，目前已全面取消入境旅客之限制措施，觀光業

已呈復甦走勢。依據巴拿馬觀光局統計 2022 年巴國觀光客

達 190萬人次，較 2021年 80萬觀光客大幅成長，相關產業

產值達 47.2億美元，預估 2023年觀光客將逾 200萬人次。 

2. 外交自中國大陸轉向美國：巴拿馬於 2017年 6月 12日與中

國大陸建交，雙方關係迅速加溫，巴時任總統 Juan Carlos 

Varela 三度赴陸訪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於 2018 年 12

月回訪巴國，兩國關係曾為緊密。惟巴國新總統 Laurentino 

Cortizo 於 2019 年 7 月上台後，改與美國加強關係，例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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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於美募集 20 億美元公債，並與美國推動能源及基建合作

計畫等，至與中國大陸 FTA談判則尚無日程。 

3. 暫緩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巴國業與美國、歐盟及中南美洲

主要貿易夥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中美洲 5 國(含巴拿馬，

不含瓜地馬拉)與韓國自由貿易協定終於 2021 年 3 月生效，

中美洲 6 國與英國夥伴協定亦於 2020 年 3 月英國脫歐後生

效，惟巴國商工部長 Ramón Martínez於 2019年 11月表示以

重整國內生產為重點，暫停推動對外洽簽貿易協定。 

4. 推動外商來巴成立區域營運總部(SEM)及物流運籌中心：巴

拿馬於 2007 年 8 月 24 日通過第 41 號法案，獎勵跨國企業

至巴拿馬設立區域營運總部，迄 2021 年初在巴設立跨國企

業營運總部之總家數已達 170 家，總投資額達 30 億美元，

並創造約 7,000個工作機會。 

5. 持續進行民生物資價格管制：巴拿馬政府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對 22 項居民主食產品採取價格管制措施迄今，以避免

米、雞肉、馬鈴薯與扁豆等主食產品之價格上漲。巴國新

政府上任後暫時延長管制，惟縮小管制範圍至 14項產品。 

6. 調高最低工資：巴拿馬於 2022 年 1 月 15 日起調整最低薪

資，依行業及地區不同，調幅介於 1.5%至 2%不等，其中農

林漁牧調幅 1.5%，每月最低時薪自 322.4 美元調為 326.56

美元，水電瓦斯供應業調幅 2%，每月最低時薪自 665.6 美

元調為 678.08 美元，而金融保險業調幅 2%，每月最低時薪

自 680.16美元調為 694.72美元，為最低工薪最高族群。 

7. 落實執行社會暨財政責任法：明訂政府赤字上限，債務占

國內生產毛額上限為 64%，以因應未來因社會動盪、氣候

變遷、天然災害帶來的額外巨額支出。 

8. 加強推動環保電動車，降低溫室氣體效應：依據巴拿馬

2023年 2月 25日公布第 51號行政命實施 2022年 4月 25日

第 295號電動車促進法律，藉鼓勵電動車使用，減少環境污

染，未來中央及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家機關將優先汰舊換新

電動車。大眾運輸之公共汽車將以電動巴士車為優先選購

項目，所有通過技術檢驗之電動車均可合法行駛。 

主要產業概況

及未來發展策略 

1. 巴拿馬係屬開放型經濟，並以服務業為經濟支柱 (約占

74.5%)，依據巴國審計總署統計局(INEC)資料，2022 年巴

國商業實質產值為 118 億 4,320 萬美元、建築業 82 億 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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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元、運輸倉儲通訊業 848 億 310 萬美元、金融業 45 億

710 萬美元、不動產服務業 35 億 7,860 萬美元居前 5 大產

業，製造業規模為 33億 3,450萬美元，農牧漁業 14億 7,650

萬美元。 

2. 服務業：巴拿馬經濟以服務業為主軸，占整體 GDP 約

74%，巴拿馬以運河營運、國際金融業、箇郎自由貿易區、

商船註冊為服務業四大收入來源，運輸倉儲業為巴拿馬重

要的經濟支柱。 

3. 工業：巴拿馬工業基礎薄弱，工業產品多賴進口，製造業

產值占 GDP比率僅約 4.7%，主要以農牧產品加工業及民生

用品產業等輕工業為主。 

4. 農業：農林漁牧業產值約占GDP比率約 3%，主要農產品為

香蕉、稻米、可可、鳳梨、西瓜、咖啡等。 

洽簽自由貿易

協定概況 

1. 已生效： 

(1) 中美洲五國(尼加拉瓜、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

斯、哥斯大黎加) 

(2) 中華民國 

(3) 新加坡 

(4) 智利 

(5) 美國 

(6) 加拿大 

(7) 秘魯 

(8) 中美洲六國(含巴拿馬)-歐盟 

(9) 中美洲四國(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巴拿

馬)與 EFTA(冰島、列支登士敦、挪威及瑞士) 

(10) 墨西哥 

(11) 與多明尼加、哥倫比亞、古巴簽有部分關稅優惠協

定。 

(12) 以色列 

(13) 中美洲六國-英國 

(14) 中美洲五國(含巴拿馬，不含瓜地馬拉)-韓國 

2. 已簽署待生效： 

(1) 哥倫比亞(因貿易爭議暫停批准) 

3. 談判中： 

(1) 中國大陸 



5 

(2) 阿魯巴(暫停談判) 

(3) 太平洋聯盟(暫停加入) 

三、臺巴拿馬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2,312 萬美元 (2023年 1-3月↓14.25%) 

1 億 1,435 萬美元 (2022年↑23.42%) 

9,265 萬美元 (2021年↑16.47%) 

7,954萬美元 (2020年↓25.17%) 

1億    630萬美元 (2019年↓4.85%) 

我國進口值         2,244 萬美元 (2023年 1-3月↑49.03%) 

7,656萬美元 (2022年↑53.83%) 

4,972萬美元 (2021年↑86.99%) 

2,659萬美元 (2020年↓25.88%) 

3,587萬美元 (2019年↓12.06%) 

雙邊貿易總值         4,445 萬美元 (2023年 1-3月↑8.43%) 

1 億 9,091萬美元 (2022年↑34.01%) 

1 億 4,236萬美元 (2021年↑34.14%) 

1億    613萬美元 (2020年↓25.35%) 

1 億 4,217萬美元 (2019年↓6.78%) 

主要出口項目 電扇、其他風扇、電動腳踏車、同軸電纜、機車零件、汽車零

件、其他染色梭織物、苯乙烯、速食麵、診斷試劑 

主要進口項目 冷凍白蝦、鋼鐵廢料、其他食物調製品、咖啡生豆、鋁廢料、

冷凍牛肉、冷凍牛雜、魚粉、不銹鋼廢料、冷凍鯊魚 

我對巴國投資 (1) 86 件，19 億 7,090 萬美元（經濟部投審會統計 1952 至 2022

年 11月） 

(2) 主要投資業別為運輸及倉儲業、製造業、金融及保險業、

批發及零售業等。 

(3) 臺商個別投資規模以長榮集團最大，約占總投資額 45%，

兆豐國際商銀在巴拿馬市設有分行，從事漁撈業之今隆達

遠洋漁業公司亦頗具規模，另有約 20 家中小型臺商在箇朗

自由貿易區內經營貿易業務。 

(4) 另據巴國審計部公布之最新外人直接投資資料，迄 2019 年

止我國累計對巴投資為 17億 5,156萬美元，居第 7位，僅次

於哥倫比亞、美國、加拿大、瑞士、英國、西班牙，顯示

我國對巴投資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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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國對我投資 80件，9億 5,278萬美元（經濟部投審會統計 1952至 2022年） 

重要官方會議 我與巴方暫無官方往來。 

重要民間會議 暫無 

雙邊經貿協定 臺巴拿馬自由貿易協定 

資料來源：駐哥倫比亞代表處經濟組、巴拿馬統計局、國際貿易局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