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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The Philippines)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更新日期 2024.5.10 

人口 1億 1,730萬人(2023年估計) 

面積 32萬 8,00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4,366億美元(2023) 

平均國民所得 4,293美元(2023) 

經濟成長率 5.5%(2023) 
工業成長率 3.6%(2023) 
失業率 4.3%(2023) 
消費者物價指數 4.9%(2023) 
幣制 菲律賓披索(PHP)，1美元=PHP55.63(2023) 

外債 1,188.3億美元(2023.9) 

進口值 1,259.4億美元，衰退 8.2%(2023) 

出口值 735.2億美元，衰退 7.6%(2023) 

主要進口項目 

電子產品、礦物燃料、潤滑劑與相關材料、運輸設備、工業機

械與設備、鋼鐵、其他食品與牲畜、穀物及穀物製品、雜項製

品、通訊設備與電機，以及初級與非初級形式之塑料(2023) 

主要出口項目 

電子產品、其他礦產品、其他製成品、飛機船舶使用之點火線

組、機械及運輸設備、椰子油、精銅之陰極及陰極截面、化學

品、金屬零件，以及電子設備及零件等(2023)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日本、印尼、韓國、美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

亞、越南及臺灣 (2023)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中國大陸、日本、香港、韓國、新加坡、泰國、荷蘭、

臺灣及德國(2023) 

 
二、 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經濟現況： 

(1)經濟成長持續表現良好： 

2023 年在全球經濟復甦緩慢，地緣政治情勢依舊緊張以

及通貨膨脹壓力下，菲國經濟仍出現 5.5%之成長，雖遜

於上(2022)年之 7.5%成長，且未達政府全年 6%至 7%成

長之目標，但已是超越東南亞及中國，表現最好的經濟

體。去年各季成長表現分別為 6.4%、4.3%、6%及 5.6%，

全年各部門產業成長分別為為農林漁業 1.2%，工業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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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務業 7.2%。從需求面分析，家計消費支出成長 5.6%，

投資成長 5.4%，政府支出僅成長 0.4%，出進口分別成長

1.3%及 1.6%。根據菲國國家經濟發展署(NEDA)說法，

2023 年經濟成長動力主要來自家計消費支出帶動，此係

勞動市場改善及海外匯款成長所致，政府自去年第 3 季

持續啟動改善政府計畫執行之措施，對全年經濟成長表

現良好均有其貢獻。 

(2)進出口貿易均衰退： 

出口方面，2023年出口值 735.2億美元，較 2022年衰退

7.6%，減少 60.52 億美元。占出口總額 56.99%之電子產

品出口衰退 9.2%，即減少 42.54 億美元；又以占電子產

品七成的半導體元件及設備出口減少 6.4%，達 23 億美

元，對出口減少影響最大，其次為電子資料處理(-29.4%)、

辦公設備(-36.5%)及汽車電子(-54%)等。進口方面，2023

年菲律賓進口值 1,259.5億美元，較 2022年下降 8.2%，

減少 112.74 億美元。主要衰退項目包括電子產品減少

18.7%，約 61.25億美元，其中半導體元件及設備進口減

少 21.6%，相當 52億美元，減幅最多；礦物燃料、潤滑

劑與相關材料衰退 16.3%，即 38.74億美元，除煤礦進口

減少 33.7%外，包括柴油和燃料油、潤滑劑和相關材料亦

衰退 14.9%，以及有機及無機化學品衰退 23.2%。貿易總

額為 1,994.68 億美元，較 2022 年最高紀錄之 2,159.9 億

美元，衰退 7.65%，貿易逆差 524.24億美元，較 2022年

之 583.2億美元減少。進出口均衰退主要是受到國際市場

需求疲軟特別是電子相關產品，以及俄烏戰爭持續影響

國際原物料價格帶動通膨影響。 

(3)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額(GDP)改善： 

根據菲國國庫局資料，2023 年底菲國政府債務總計達

14.62 兆披索(約合 2,658 億美元)，較 2022 年底之 13.18

兆披索，增加 1.2兆披索(約 218億美元)，成長 8.92%。

政府債務占 GDP 比率達 60.2%，較 2022 年之 60.9%為

低，亦低於中期財務架構下該年之目標 61.2%，債務比降

低的原因來自 2023年經濟成長 5.5%的表現，即使低於政

府目標之 6-7%。2023 年底政府國內債務達 10.2 兆披索

(約合 1,855億美元)，較上(2023年 11)月減少 0.06%，主

因為政府債券淨贖回。同期國外債務為 4.6 兆披索(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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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億美元)，較去年成長 9.21%，其原因為發行外債等外

債淨利用額達 882億披索所致。即使政府債務持續新高，

但財政部長 Ralph Recto表示，這並不值得關切，因相對

於菲國經濟規模的政府債務，目前尚處於安全水準內。 

(4)高通膨逐漸受到控制： 

受到國際原物料價格持續上升及美元強勢貨幣影響，

2023 年 1月通膨來到 2008 年以來之新高的 8.7%後，隨

之緩慢下降，7 月份曾降至 4.7%，9 月份又升至 6.1%，

隨後再次逐漸下降，終至 12月來到 3.9%，為全年最低水

準，致全年平均通膨率為 6%，仍較 2022年之 5.8%為高，

也遠超過政府設定之 2-4%目標範圍。稻米價格持續上揚

為全年通膨主因，受到聖嬰現象影響農業產出以及缺乏

保存及物流運送農作物，稻米及食品價格居高不下，9月

時稻米通膨上升至 17.9%，12月時更來到 19.6%，為 2009

年 3月來新高。稻米通膨貢獻全年通膨之 1.7%，其次為

食品及飲料及房屋租金之 0.5%。自 9月起菲國通膨即呈

現下降趨勢，至 12月底來到 3.9%。菲國中央銀行預期今

年上半年通膨可緩慢降至 3%，年中時可能因基期影響會

到 4%，全年仍有希望能達到 2至 4%之通膨目標範圍。 

(5)央行維持高基準利率： 

菲國央行 2022年在面對全球物價上漲及美國聯準會持續

升息對菲國披索及通膨的影響下，央行自 5 月起開始採

取升息之緊縮政策，且每月調升基準利率，至當年底，共

計調升 7 次，全年共調升 350 個基點，將菲國基本利率

從當年初之 2%調升至 5.5%，減緩持續增加的通膨壓力。

2023 年 2 月、3 月及 10 月則分別升息 0.5%、0.25%及

0.25%，利率達 6.5%水準，從 2022年 5月以來，共調升

450個基點，盼能減緩通膨壓力，維持物價穩定。自 2023

年 10月起至今年 2月，央行之貨幣委員會已連續 3次委

員會決議均維持利率在 6.5%水準。央行今年初已表示，

將會視通膨減緩情勢考慮調降利率，預期最快在下半年，

以刺激消費促進經濟成長。 

(6)失業率大幅下降： 

根據菲律賓統計局(PSA)公布之調查報告顯示，菲國 2023

年 12月底失業率，從上年 12月之 4.3%降至 3.1%，該失

業率也低於 2023 年 11 月之 3.8%，係 2005 年來新低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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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失業人口估計為 160萬人，較去年同期之 222萬人，

已大幅減少超過 60萬失業人口。2023年全年失業率從上

年之 5.4%降至 4.3%，勞動參與率為 66.6%，代表 15 歲

以上菲律賓就業及失業人數為 5,213 萬人。2023 年實際

就業人口為 5,052萬人，高於上年之 4,900萬人，就業率

達 96.9%。就業人數增幅最多之行業有建築業、農業及林

業、住宿及餐飲服務活動、運輸及倉儲以及人類健康和社

會工作活動。 

(7)外人投資大幅成長： 

據菲律賓統計局資料顯示，2023 年核准的外國直接投資

(FDI)金額為 8,890.7 億披索(約 161.65 億美元)，較 2022

年之 2,418.9 億披索，大幅成長 267.6%。2023 年菲國外

人投資來源以德國居首，達 3,939.9億披索(約 71.63億美

元，占外人投資總額 44.3%)；荷蘭排名第 2，金額為 3,499.3

億披索(約 63.62億美元)；日本排名第 3，金額為 574.7億

披索(10.45億美元)。產業別方面，2023年菲律賓政府核

准外商投資以電力、天然氣、蒸氣和空調供應產業居首，

占全年總投資 82.4%，其次為製造業及行政服務業分別占

比為 12.5%及 1.9%。小馬可仕政府上任後積極赴海外招

商，宣傳菲國投資法令包括外人投資法、零售業自由化法

案及公共服務法，鼓勵外資投入於基礎建設、關鍵礦物及

再生能源等領域，持續對外開放的態度，吸引外商對菲投

資意願大幅提升。 

(8)海外現金匯入款再創新高： 

2023 年菲國海外勞工(OFW)匯入款總計達 372 億美元，

單 12 月海外匯款即達 36 億美元，雙雙創下歷史新高。

2023年較上年之 325.4億美元，成長 14.32%。菲國央行

表示，OFW 匯款分別占菲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及國民

總收入(GNI)之 8.5%及 7.7%，主要來源國為美國(佔

40.9%)、新加坡(7.1%)、沙烏地阿拉伯(6.1%)、日本(5%)、

英國(4.7%)、阿聯酋(4.3%)、加拿大(3.6%)、卡達(2.8%)、

臺灣(2.7%)及韓國(2.5%)，此匯款金額創新高反映出全球

各國對於海外勞工需求持續成長。根據專家看法，由於海

外各國需求持續擴大，預期今年海外匯款仍將維持穩定

成長，以支應高通膨導致菲國家庭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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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濟展望： 

菲律賓在 2023年經濟成長交出漂亮成績單，有 5.5%之

表現，雖未達到政府設定之 6-7%目標，但在東南亞排名第

一位，主要由民間商業活動旺盛、基礎建設的公共支出及數

位金融服務帶動。展望 2024 年，菲國國家經濟發展署

(NEDA) Arsenio Balisacan部長於 1月表示，菲國的經濟表

現雖仍受全球因素挑戰，但因較低且可控的通膨、勞動力可

獲得更多更好工作、較低的赤字及債務等因素，可樂觀期待，

政府設定今年經濟成長目標為 6.5%-7.5%。加快的經濟成長

目標將創造經濟機會、增加就業及提高人均收入，並在 2025

年將菲律賓經濟提升至中上收入國家地位。 

根據麥肯錫(McKinsey& Co.)顧問公司在 2024 年 3 月

的報告中指出，菲國去年經濟良好表現，今年經濟仍應穩健

成長，但成長幅度則視通膨情況及央行調降準基準利率情

形，可能落在 5-6%，最壞情況是 4.8%，均低於政府目標。

通膨情況倘上半年超過 5.2%，央行持續維持基準利率在高

水準 6.5%，則出現最壞情況。但倘上半年能控制通膨於 3-

3.5%水準，央行降息至 4%，有可能出現 6.1%之成長。 

穆迪信評(Moody’s Ratings)於 2024 年 3 月最新報告

指出，強健的經濟成長及下半年預期可能調降利率均支撐經

濟復甦及減輕資產品質的潛在壓力，預期今年菲國經濟成長

可達 5.9%，2025年則可望 6%成長。該機構認為 2023年國

內消費強勁促成經濟成長，且阻隔全球大部分地區經濟不佳

的衝擊，預期 2024年下半年通膨可舒緩，伴隨著利息逐漸

調降，將可對經濟帶來更大動能。 

總言之，菲國經濟在近幾年經濟亮眼的表現，已提高許

多民眾消費能力，加以年輕人口紅利之優勢，海外移工匯款

持續挹注菲國經濟，小馬可仕政府執政 1年多來，對於招商

投資於基礎建設以改善菲國投資環境，已漸看出成效，不論

外資或國內投資不斷成長。倘可消除令人詬病如行政體系缺

乏效率及貪腐現象，維持政局穩定，排除天災及氣候變遷之

外部影響因素，菲國這個充滿活力且擁有 1億人口以上的龐

大內需市場，相信可持續吸引外資進入。在地緣政治考量及

全球生產製造重心從中國大陸逐漸轉移到東南亞，雖然菲律

賓目前並非最大受益國，但在持續快速經濟成長帶動下，菲

律賓擁有良好的發展契機，未來幾年菲國經濟表現及市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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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景，相當可以樂觀期待。 

洽簽自由貿易定

概況 
已生效： 

1. 菲律賓-日本經濟夥伴協定 (Philippines-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2008.12.11 生效) 

2. 菲律賓-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FTA (Philippines-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Free Trade Agreement (2018.6.1 

生效)  

3. 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菲律賓是東協創始會員國，東協憲章 2008.12.15生效) 

(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 、東協-紐澳、東協-中國大

陸、東協-印度、東協-日本、東協-韓國) 

4.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2023.6.2生效) 

已簽署待生效：菲律賓-韓國 FTA (Philippine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2023.9.7簽署) 

談判中：菲律賓-歐盟 FTA (Philippines-European Union Free 

Trade Agreement 

 
三、 臺菲律賓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2024年1-4月我國出口至菲國14.06億美元(較上期衰退24.53 %) 

2023年我國出口至菲國50.64億美元(較上期衰退33.72 %) 

2022年我國出口至菲國76.39億美元(較上期成長25.78%) 

2021年我出口至菲國60.74億美元(較上期成長7.57%) 

2020年我出口至菲國56.46億美元(較上期衰退8.29%) 

我國進口值 

2024年1-4月我國自菲國進口8.29億美元(較上期成長3.18 %) 

2023年我國自菲國進口23.46億美元(較上期衰退23.85 %) 

2022年我國自菲國進口30.81億美元(較上期成長2.76%) 

2021年我自菲國進口29.97億美元(較上期成長41.02%) 

2020年我自菲國進口21.25億美元(較上期衰退0.507%) 

雙邊貿易總值 

2024年 1-4月臺菲貿易總額 22.35億美元(較上期衰退 16.19 %) 

2023年臺菲貿易總額 74.10億美元(較上期衰退 30.89 %) 

2022年臺菲貿易總額 107.20億美元(較上期成長 18.17%) 

2021年臺菲貿易總額 90.71億美元(較上期成長 16.72%) 

2020年臺菲貿易總額 77.71億美元(較上期衰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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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項目 

(4位碼) 

積體電路(8542)；原油以外之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

(2710)；示波器、頻譜分析儀及其他供計量或檢查電量之儀器

及器具(9030)；印刷電路(8534)；電子零組件(8473)；半導體裝

置、發光二極體及已裝妥之壓電晶體(8541)；銅條、桿及型材

(7407)；蓄電池(8507)；合成纖維絲紗梭織物(5407)；電子工業

用化學品(3818)。 

主要進口項目 

(4位碼) 

積體電路(8542)；磁性或光學閱讀機，以符號方式將資料轉錄

於資料媒體之機器及處理此類資料之未列名機器(8471)；半導

體裝置、發光二極體及已裝妥之壓電晶體(8541)；電子零組件

(8473)；碟片，磁帶，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智慧卡及其他

錄音或錄製其他現象之媒體(8523)；精煉銅及銅合金，未經塑

性加工者(7403)；固定、可變或可預先調整之電容器(8532)；變

壓器、靜電式變流器及電感器(8504)；銅廢料及碎屑(7404)；銅

箔，其厚度（不包括襯物）不超過0.15公厘者(7410)。 

我對菲國投資 
271件，24.77億美元(1952年至 2024年 3月)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司資料，核備我對外投資) 

菲國對我投資 
487件，12.15億美元(1952年至 2024年 3月)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司資料，核准菲華僑及外國人來臺投資) 

重要官方會議 
臺菲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第 29屆於 2023年 11月 23日至 24

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重要民間會議 
臺菲經濟聯席會議(第 26屆於 2020年 11月 12日採線上方式

舉行) 

雙邊經貿協定 

1. 臺菲關務合作備忘錄(1992.1.27) 

2. 臺菲科技合作協定(1994.10.29) 

3. 臺菲貨品暫准通關證協定執行議定書(尚未開辦) (2001.7.13) 

4. 臺菲避免雙重課稅暨防杜逃稅協定 (尚未正式實施 ) 

(2002.5.29) 

5. 臺菲關務互助協定(2004.5.7) 

6. 農漁業合作瞭解備忘錄(2005.9.30) 

7. 臺菲經濟走廊瞭解備忘錄(2005.12.6) 

8. 臺菲銀行監理合作備忘錄(2007.1.31) 

9. 臺菲智慧財產合作瞭解備忘錄(2007.11.16) 

10. 臺菲標準化及符合性評估領域合作瞭解備忘錄(2009.2.12) 

11. 跨境資訊交換計畫備忘錄(2009.2.12) 

12. 工業技術合作備忘錄(2009.2.12) 

1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灣農業試驗所與國際稻米研究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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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備忘錄」(2012.1.17) 

14. 「臺菲電子產證(ECO)跨境交換合作意向書」、「臺菲雙邊

產品驗證相互承認合作意向書」、「中小企業發展合作意

向書」、「臺菲產業科技化服務合作意向書」、「製鞋教

育訓練合作意向書」(2012.8.17) 

15. 「臺菲貿易促進合作意向書」、「科技化服務合作意向書

補充文件」(2013.11.8) 

16. 臺菲促進貿易暨投資瞭解備忘錄(2014.10.24) 

17. 增強經濟走廊瞭解備忘錄、臺菲電子商務廠商合作備忘錄

(2015.12.4) 

18. 地熱能源合作備忘錄(2016.10.28) 

19. 臺菲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合作瞭解備忘錄(2017.01.27) 

20. 臺菲投資保障與促進協定(2017.12.7簽署，2018.3.1生效) 

21. 臺菲雙邊保險監理合作備忘錄(2017.12.7) 

22. 臺菲工業產品符合性評鑑相互承認協議(2017.12.7) 

23. 臺菲微中小企業發展合作瞭解備忘錄(2019.10.31) 

24. 新版臺菲智慧財產合作瞭解備忘錄(2020.10.19) 

25. 臺菲科技及產業技術合作瞭解備忘錄(2020.12.11) 

26. 增強經濟走廊瞭解備忘錄更新簽署(2022.1.21) 

27. 臺菲存款保險合作瞭解備忘錄更新簽署(2024.1.24) 

28. 臺菲設計合作瞭解備忘錄(2024.2.16) 

資料來源：駐菲律賓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署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