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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Brunei Darussalam)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23.7.27 

人口 44萬 5,400人(2022) 

面積 5,765平方公里(2022) 

國內生產毛額 173.4億美元(2022) 

平均國民所得 38,935美元(2022) 

經濟成長率 -1.6% (2022) 

失業率 4.9%(2021) 

幣制 汶萊元(Ringgit Brunei, BND)，1美元= 1.33 BND (2023.1.12) 

進口值 96.15億美元，成長 32.5%(2022年) 

出口值 144.15億美元，成長 36.7%(2022年) 

主要進口項目 礦物燃料(68.15%)、機械及運輸設備(10.83%)、工業製成品

(4.47%)、食品(6.16%)及化學品(5.36%)(2022年)  

主要出口項目 礦物燃料(79.85%)、化學製品(17.75%)、機械及運輸設備

1.03%)(2022年) 

主要進口來源 馬來西亞(22.7%)、中國大陸(17.3%)、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4.5%)、沙烏地阿拉伯 (14%)、澳洲(9.4%)、新加坡(4.4%)及

美國(3.9%)。 (2022年) 

主要出口市場 日本(占總出口額 30%)，其他依次為澳洲(22.3%)、新加坡 

(13.6%)、中國大陸(9.6%)、韓國(4.9%)及馬來西亞 (4.9%)。

(2022年) 

二、 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根據汶萊經濟策劃及發展處(JPKE)公布之「2023 年 3 月

份汶萊國際商品貿易統計」顯示，本(2023)年 3月份汶萊

出口額為 10.04億汶幣(約 7.6億美元)，較上(2022)年同期

衰退 39.7%，亦較上(2)月衰退 22.7%；其中原油出口 2.02

億美元，成長 33.7%；液化天然氣出口 2.82 億美元，衰

退 3.7%。前述 2項產品，占汶萊總出口額 63.75%。其他

出口產品分別為化學品 (9,456 萬美元，較上年同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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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及機械與交通設備 (946萬美元，較上年同期成長

22.5%)。 

2. 經濟展望： 

汶萊早在 1991年已開始努力發展推進伊斯蘭金融，致力

以民族哲學或馬來伊斯蘭君主制及 Maqasid al-

Syariah(Maqasid伊斯蘭教法)之指導原則，以保護和促進

宗教、生命、智力、財富和後代。 

 

上述原則塑造了國家策略，引導國家邁向創新和永續經

濟轉型的明確方向。此類國家策略包括「汶萊 2035年宏

願」(Wawasan Brunei 2035)，確保國家人民受過教育、擁

有高技能和有成就，至 2035年享有高品質生活，並擁有

充滿活力及永續發展的經濟。 

 

汶萊經濟藍圖側重並加強五個優先產業，即石油與天然

氣、食品、旅遊、資通訊以及技術與服務，以促進多元化

努力。同時，數位經濟總體規劃旨在透過數位化將汶萊

轉變為智慧國家，汶萊在應對氣候變遷政策旨在創建低

碳及具氣候適應能力，以及汶萊金融藍圖開發一個充滿

活力及金融業多元化。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已生效： 

區域自由貿易協定 

1. 東協自由貿易協定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1992.01.01生效) 

2. 東協澳洲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 [ASEAN-Australia-New 

Zealand Free Trade Agreement (AANZFTA)] (2010.01.01生

效) 

3. 東 協 印 度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ASEAN-India Free Trade 

Agreement (AIFTA)] (2010.01.01生效) 

4. 東 協中國自 由貿 易協定 [ASEAN-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ACFTA)] (2005.07.01生效) 

5. 東 協 日 本 全 面 經 濟 合 作 夥 伴 協 定 [ASEAN-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JCEP)] (2008.12.01

生效) 

6. 東協韓國自由貿易協定 [ASEAN-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AKFTA)] (2007.06.01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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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東協香港自由貿易協定[ ASEAN-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AHKFTA)](2020.10.22生效) 

8.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議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P4) ] (汶萊、智利、紐西蘭、新加坡) 

(2006.05.28生效) 

9.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 2022.1.1生效) 

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汶 萊 - 日 本 EPA[Japan-Brunei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BJEPA)] (2008.07.31生效) 

已簽署、尚未生效： 

跨太平洋全面進步夥伴協定(CPTPP) (2018/3/8 簽署，預計

2023/7/12生效)                                                                                                                                                                                                                                                                                                                                                                                                                                                                             

 

三、 臺汶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622萬美元(2023年 1-6月，衰退 66.69 %) 

2,897萬美元(2022年成長 18.83%) 

2,438萬美元(2021年衰退 57.74%) 

5,800萬美元(2020年成長 384.04%) 

1,200萬美元(2019年衰退 7.59%) 

我國進口值 1.09億美元(2023年 1至 6月成長 1402.01 %) 

2,209萬美元(2022年衰退 85.15%) 

1.48億美元(2021年衰退 4.64%) 

1.62億美元(2020年成長 3.389%) 

1.63億美元(2019年衰退 58.13%) 

雙邊貿易總值 1.16億美元(2023年 1至 6月成長 345.54%) 

5,107萬美元(2022年衰退 70.51%) 

1.73億美元(2021年衰退 18.97%) 

2.19億美元(2020年成長 30.28%) 

1.75億美元(2019年衰退 56.51%) 

主要出口項目 

(4位碼) 

醚、醚醇(HS2909)；水，包括礦泉水及汽水(HS2202) ；鐵

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HS7210)；紙容器(HS4819) (2022年) 

主要進口項目 

(4位碼) 

非環醇或亞硝化衍生物(HS2905) ；甲殼類動物(HS0306) ；非

環烴(HS2901) ；未列名食物調製品(HS2106)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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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汶萊投資 1億美元，63件（本部投審會統計 1952至 2023年 6月） 

汶萊對我國投資 2.83億美元，149件（本部投審會統計 1952至 2023年 6月）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第 2屆中汶經濟合作會議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汶萊工商總會曾於 1992年 9

月 30日至 10月 2日在汶萊舉行第 2屆中汶經濟合作會議) 

雙邊經貿協定 1.交換航權協定(1991.8.30) 

2.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與汶萊全國商工總會

(NCCIBD)簽署合作備忘錄(2022.2.22) 

3.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汶萊全國商工總會

(NCCIBD)簽署合作備忘錄(2022.2.24) 

資料來源：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局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