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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瓦帝尼(Eswatini)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23.07.25 

人口 117萬 4000人(2022) 

面積 1萬 7,368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45億 1,700萬美元(2022) 

平均國民所得 3,868美元(2022) 

經濟成長率 0.4% (2022) 

工業成長率 2.3% (2022)  

失業率 史政府未公布 2022年失業率，2021年史國失業率為 33.3% 

消費者物價指數 4.8% (2022) 

幣制 史鍰(SZL)，1美元=16.37 SZL (2022整年平均) 

外債 144億史鍰，約 8.8億美元(2022.12) 

進口值 約 21億 2,300萬美元(2022) 

出口值 約 20億 400萬美元(2022) 

主要進口項目 汽油(12.0%)、電力(3.9%)、玉米(2.1%)、人造纖維混製之棉

梭織物(2.1%)、食品工業用芳香物質原料(1.9%)、貨車(1.5%)、

醫藥製劑(1.3%)、小客車(1.3$)、水泥(1.2%)、稻米(1.0%)  

(2022) 

主要出口項目 食品工業用芳香物質原料(29.5%)、蔗糖(16.3%)、粘合劑

(13.2%)、木材(4.1%)、男性褲子與套裝(3.4%)、女性褲子與洋

裝(3.1%)、煤炭(2.8%)、薪材(2.0%)、糖果(1.8%)、其他糖類

(1.8%) (2022) 

主要進口來源 南非(78.9%)、中國大陸(6.4%)、莫三比克(5.2%)、愛爾蘭

(1.1%)、印度(1.1%)、臺灣(0.8%)、美國(0.8%)、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0.7%)、德國(0.5%)、模里西斯(0.5%) (2022) 

主要出口市場 南非(69.0%)、肯亞(5.0%)、莫三比克(4.0%)、奈及利亞(3.3%)、

坦尚尼亞(1.9%)、辛巴威(1.9%)、美國(1.6%)、烏干達(1.5%)、

英國(1.4%)、波札那(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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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 總體表現： 

    根據史國經濟企劃暨發展部(MEPD)於 2023 年 2 月

公布資料，史國 2021 年經濟成長率上調至 7.9%，2022

年則下修至 0.4%。 

    2022 年史國總體經濟相對趨緩，除受到 2021 年表

現較高影響外，另全球情勢導致史國物價高漲，限縮民

眾可支配所得與消費，同時引起史國央行大幅升息，抑

制製造業與蔗糖業表現，係史國經濟趨緩重要因素。 

    製造業占史國 GDP比重 26.7%，占比為非洲各國之

冠，係史國經濟成長重要引擎。儘管史國製造業於 2021

年成長 16.6%，2022年則衰退 1%，影響總體經濟表現。 

    另，蔗糖與蔗糖加工品長年係史國最大出口產品(約

占史國總出口額 45%-50%)，其 2022 年出口額下降

10.4%，亦影響總體經濟表現。 

(2) 通貨膨脹與央行升息： 

    史國 2022年通貨膨脹率為 4.8%，下半年則逼近 6%。

史國是石油與糧食進口國，2022 年俄烏戰爭引發全球石

油與糧食價格高漲，導致史國於 2022年下半年出現「輸

入型通膨」問題，限縮民間消費之同時，亦推高生產成本。 

    為抑制通貨膨脹，史國央行於 2022年採貨幣緊縮政

策，央行重貼現率自年初之 3.75%調升至年底之 6.50%，

大幅升息 11碼；商業銀行最優惠貸款利率(prime lending 

rate)亦自年初之 7.25%攀升至年底之 10.00%，抑制企業

融資與生產。 

(3) 進出口貿易： 

    史國 2022 年出口總額達 20 億 400 萬美元，主要出

口產品為「食品工業用芳香物質原料 (HS3302)」、「蔗糖

(HS1701)」、「化學黏合劑 (HS3824)」與「紡織品

(HS50~63)」，分別占史國總出口額 29.5%、16.3%、13.2%

與 12.8%，合計占比達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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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為史國最大出口市場，占史國出口總額 69%；肯

亞次之，占 5.0%。臺灣則分別為史國在亞洲第 1 大與全

球第 20大出口夥伴。 

    史國 2022年進口總額達 21億 2300萬美元，主要進

口產品為「汽油 (HS2710)」、「電力(HS2716)與「玉米

(HS1005)」，分別約占史國總進口額 12.0%、3.9%與 2.1%。 

    南非為史國最大進口來源國，占比達 78.9%；中國大

陸次之，占 6.4%。臺灣則分別為史國在亞洲第 3 大與全

球第 6大進口夥伴。 

(4) 外匯存底與匯率： 

    史瓦帝尼與南非、賴索托及納米比亞等四國同為共

同貨幣區(Common Monetary Area, CMA)成員國，南非幣

紙鈔可在這四國自由流通，另三國貨幣(史鍰、賴索托幣、

納米比亞幣)則與南非幣保持 1 比 1 匯率。鑒於南非占史

國貿易總額 74%，共同貨幣區實施有助史國對外貿易。 

    根據史國央行資料，史鍰兌美元匯率則自 2021年平

均之 14.79比 1貶至 2022年平均之 16.37比 1，反映史鍰

及其緊釘之南非幣均較美元走弱。 

    2022底史國外匯存底達 76億元史鍰(約 4億 6000萬

美元)，約可支應史國 2.4 個月進口總額，未達 IMF 建議

之 3.3個月進口額最低門檻，亦低於「非南洲發展共同體」

(SADC)為達總體經濟匯流(Macroeconomic Convergence)

而要求之 6個月進口額門檻。 

(5) 產業部門表現：2022年史國第一產業部門(農林漁牧礦)占

史國 GDP約 8.2%，成長率為 2.3%，其中礦業成長 51.2%。

第二產業部門(工業)占史國 GDP 約 33.0%，成長率為

2.3%。第三產業部門(服務業)占史國 GDP 約 53.0%，成

長率 0.9%。 

(6) 財政與債務： 

    史國 2022/2023年度（2022年 4月至 2023年 3月）

財政總稅收為 189億 7000萬史鍰，總支出約 231億 5000

萬史鍰，財政赤字為 41億 8000萬史鍰。其中，財政赤字

明顯改善，占 GDP比重自上(2021/2022)年度之 6.5%下降

至 2022/2023年度之 4.9%。 



經貿檔-4 

 

    史國政府財政稅收依賴自「非南關稅同盟」(SACU)

所獲之分配款，2022/23年度史國收到 SACU分配款為 58

億 2000萬史鍰，占史國該年稅收 30.7%。 

    史國債務規模於 2022 年底達 316 億史鍰，相當於

GDP之 42.7%。其中，外債為 144億史鍰，內債為 174億

史鍰，分別占 GDP之 19.3%與 23.5%。 

(7) 就業表現：史國政府並未公布 2022年失業率。另依史國

勞動及社會安全部官網「史瓦帝尼就業市場資訊」

(Eswatini Labour Market Information)，2021年史國全國失

業率達 33.3%，青年失業率高達 58.2%。考量 35 歲以下

人口約占史國總人口數 73%，青年失業問題已成嚴重國

安問題。 

(8) 貧富差距：史國貧富差距極為嚴重，係全球少數吉尼係數

超過 0.5 之國家。儘管史國人均 GDP 接近 4,000 美元，

可排進非洲國家前 10 名，目前史國仍約 58.9%人口生活

在國家貧窮線下。 

2. 經濟展望： 

(1) 經濟成長率：根據史國央行預測，史國 2023年實質 GDP

成長率計將達 4.5%，較 2022年明顯復甦。 

(2) 通膨與貨幣政策：史國 2023年通貨膨脹率預估為 5.5%，

較 2022 年持續攀升，史國央行擬於 2023 年持續採緊縮

貨幣政策。 

(3) 財政政策：鑒於史國獲自「非南關稅同盟」(SACU)分配款

於 2023/2024年度大幅成長 102%達 117億 5000萬史鍰，

帶動 2023/2024 年度史國財政總收入計將成長至 246 億

4000 萬史鍰，爰史國政府規劃採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

總支出提高 14%至 264億 4000 萬史鍰。 

重要經貿政策 1. 設立「非南關稅同盟(SACU)穩定基金」：史國為 SACU成

員國，參與 SACU 共同對外關稅，每年自 SACU 獲得分

配款。史國於2022/2023年度與2023/2024年度獲自SACU

之分配款分別達 58 億 2000 萬史鍰與 117 億 5000 萬史

鍰，分別占史國財政總收入 30.7%與 46.7%，乃史國亟重

要稅收來源。惟 SACU 分配款額度每年不定，爰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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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3年編列 15億史鍰設立穩定基金，用以平衡 SACU

分配款金額波動對史國財政穩定影響。 

2. 參與共同貨幣區(CMA)：史瓦帝尼與南非、賴索托及納米

比亞等四國同為共同貨幣區 (Common Monetary Area, 

CMA)成員國，南非幣紙鈔可自由在史國流通(惟史鍰無

法在南非使用)，且史鍰與南非幣保持 1 比 1 匯率。鑒於

南非占史國貿易總額 74%.1，史鍰匯率緊釘南非幣有助史

國對外貿易。 

3. 建立「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 

(1) 史國於 2018 年通過「2018 年經濟特區法」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ct, 2018)，並將王家科技園區(Roy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RSTP)及恩史瓦帝三世國際

機場(KM III International Airport)設為經濟特區。 

(2) 在史國經濟特區投資設廠可享下列投資優惠措施：(a)前

20 年免除公司營所稅，之後每年僅須支付 5%(一般為

27.5%)；(b)購買原料、設備、機器用途的產品及包含在區

內直接製造相關的所有產品與服務等，可豁免關稅、加值

稅及其他應付稅負；(c)區內的營運活動可免除外匯管制；

(d)在符合現行法規下，利潤匯出不受限制；(e)綠色科技

補貼；(f)興建廠房支出抵減；(g)訓練本地員工可抵減稅

款(levy)；及(h)研發補貼。 

(3) 進駐史國經濟特區須達下列門檻：獨資公司投資資本額

須達 3,000萬史鍰，合資企業則須達 7,000萬史鍰。其他

投資人義務包括：(a)善待員工；(b)員工須有 90%係在應

繳稅之範疇；(c)須僱用本地員工人數至少三分之二；(d)

遵守當地化政策；及(e)確保技術移轉。 

4. 推動「2019至 2023年國家策略路徑圖(Eswatini Strategic 

Roadmap)」：史國政府於該路徑圖中，將礦產與能源業、

觀光旅遊業、製造與食品加工業、農業以及教育產業等列

為五大重點發展產業，並致力史國改善經商便利度，相關

工作包括： 

(1) 開放史斐邊界之 Ngwenya 與 Lavumisa 兩個關卡 24 小時

入出境通關作業，以增進跨境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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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正史國開發及儲蓄銀行法令，以提高中小企業借款方

便性。 

(3) 規劃公司所得稅率自現行之 27.5%調降至 25%，以吸引

外資及增進私人部門成長。 

(4) 改善設立新公司所需流程與時間，包括廢除刊登廣告及

申請營業執照所需之健康檢查證明，同時建置網路註冊

系統，盼將目前設立新公司所需時間由 30天縮減為 1天。 

(5) 檢討公司與土地所有權之相關法律與政策，並簡化與改

革中小企業稅制。 

5. 中小企業推定稅收制度：史國政府針對中小企業實施推

定稅收制度(presumptive tax)，以簡化行政程序。營業額在

30萬至 100萬史鍰者，將可適用 1.5%之推定稅制度，以

免除聘用會計師，減輕微中小企業財務行政負擔，有助史

國微中小企業發展。 

6. 財政調整計畫 (Fiscal Adjustment Plan, FAP)：史國於 2020

年 7月通過財政調整計畫(FAP)，推動一系列財政改革措

施，以期控制財政赤字。相關重要措施包括：凍結新進人

事聘用、推出「自願提前退休計畫」(EVERS)、推動公營

企業整併等。 

7. 對外積極推動 FTA 與參與各項區域經濟整合：史國係非

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非南關稅同盟(SACU)、非

南發展共同體(SADC)以及東南非共同市場(COMESA)之

成員國，且該等區域組織又與歐盟、英國、歐洲自由貿易

協會(EFTA)或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等市場簽署經濟

夥伴協定(EPA)或自由貿易協定(FTA)，再加上史國享有

普遍性優惠關稅制度之優惠、美國「非洲成長暨機會法

AGOA」及臺史 ECA 等，史國產品出口至全球許多國家

享有關稅優惠待遇。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已簽署，已生效： 

 全球性貿易協定： 

1. WTO系列協定(如 GATT、GATS、TRIPS、貿易便捷等)：  

史國於 1993年 2月 8日成為 GATT成員，並於 1995年

1月 1日成為 WTO會員。 

 區域性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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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國-SACU-莫三比克經濟夥伴協定(SACUM-UK EPA)： 

2021年 1月 1日生效。 

3.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協定（AfCFTA Agreement）： 

2019年 5月 30日生效。 

4. 歐盟-SADC經濟夥伴協定(EU-SADC EPA)： 

2016年 10月 1日生效。 

5. SACU-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優惠性貿易協定

(SACU-MERCOSUR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2016年 4月 1日生效。 

6. SACU-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自由貿易協定(SACU-

EFTA FTA)： 

2008年 5月生效。 

7. 東南非共同市場(COMESA)系列協定： 

COMESA於 1994年 12月 8日成立。 

8. 非南發展共同體(SADC)系列協定： 

SADC於 1992年 8月 17日成立。 

9. 共同貨幣區(CMA)系列協定： 

CMA於 1986年成立。 

10. 非南關稅同盟(SACU)系列協定： 

SACU於 1910年成立。 

 雙邊貿易協定： 

11. 臺史經濟合作協定(臺史 ECA)： 

2018年 12月 27日生效。 

 其他： 

12. 美國「普遍性關稅優惠制度」(GSP)： 

史瓦帝尼是美國 GSP 受惠國。 

13. 美國「非洲成長暨機會法」(AGOA)： 

史瓦帝尼是美國 AGOA受惠國。 

已簽署、尚未生效： 

14. 非洲三方自由貿易區協定 (Tripartite Free Trade Area) 

談判中： 

15. 印度-SACU貿易協定                                                                                                                                                                                                                                                                                                                                                                                                                                                            

參與之主要國際

經濟組織 

史國係下列國際經貿組織之成員國： 

 全球性國際經貿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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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2. 世界貿易組織 (WTO) 

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4. 國際電信聯盟 ( ITU) 

5. 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ECOSOC) 

 區域性國際經貿組織： 

6. 非洲聯盟 (AU) 

7. 非洲開發銀行 (AfDB) 

8. 共同貨幣區 (Common Monetary Area, CMA)  

9. 非南關稅同盟 (SACU) 

10. 非南發展共同體 (SADC)  

11. 東南非共同市場 (COMESA) 

12. 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 (UNECA) 

 

三、 臺史瓦帝尼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297萬美元(2023年 1-6月↓45.9%) 

1,018萬美元(2022年↓9.9%) 

1,130萬美元(2021年↑11.9%) 

1,009萬美元(2020年↑2.6%) 

984萬美元(2019年↓2.7%) 

我國進口值 301萬美元(2023年 1-6月↑38.2%) 

597萬美元(2022年↓10.4 %) 

666萬美元(2021年↓154.9%) 

261萬美元(2020年↑207.8%) 

85萬美元(2019年↑93.9%) 

雙邊貿易總值 597萬美元(2023年 1-6月↓22.0%) 

1,614萬美元(2022年↓10.10%) 

1,796萬美元(2021年↑41.3 %) 

1,271萬美元(2020年↑18.9%) 

1,069萬美元(2019年↑1.4%) 

主要出口項目 

(4位碼) 

HS1006 稻米；HS8443 印刷機；HS8451 染色機器；HS5402

合成纖維；HS8471自動資料處理機；HS6301毯子；HS9607

拉鍊及其零件；HS6210氈呢或不織布衣服(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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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進口項目 

(4位碼) 

HS2207 酒精；HS0805 葡萄柚；HS9899 特殊物品；HS2103

調味醬；HS5205棉紗；HS8486製造機器零件；HS8413液體

泵；HS7113首飾及配件；HS9031儀器零件(2022年) 

我國對史國投資 38件，6,836萬美元(經濟部投審會統計 1968至 2023.06) 

史國對我國投資 7件，2萬美元(經濟部投審會統計 1968至 2023.06) 

重要官方會議 臺史經濟合作協定(ECA)聯合委員會議： 

第 2屆會議於 2022年 8月 24日以視訊會議方式舉行。 

第 1屆會議於 2021年 9月 29日以視訊會議方式舉行。 

臺史經技合作會議： 

第 24屆會議於 2022年 7月 20日以視訊會議方式舉行。 

第 23屆會議於 2021年 7月 15日以視訊會議方式舉行。 

第 22屆會議於 2019年 9月 5日在史京 Mbabane舉行 

第 21屆會議於 2018年 11月 7日在臺北召開。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1. 中華民國政府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投資促進暨保護協定 

(1998)。 

2. 中史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1998)。 

3. 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經濟合作協定

(2018.6.8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