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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The Philippines)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更新日期 2023.2.24 

人口 1億 1,157萬人(2022) 

面積 32萬 8,00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891億美元(2022) 

平均國民所得 3,487美元(2022) 

經濟成長率 7.6%(2022) 

工業成長率 6.7%(2022) 

失業率 4.3%(2022.12) 

消費者物價指數 5.8%(2022) 

幣制 菲律賓披索(PHP)，1美元=PHP55.1(2023.2) 

外債 1079.1億美元(2022.09) 

進口值 1,371.6億美元，成長 17.3 % (2022) 

出口值 788.4億美元，成長 5.6% (2022) 

主要進口項目 

電子產品(23.9%)、礦物燃料、潤滑劑與相關材料(17.3%)、運

輸設備(8%)、工業機械與設備(4.3%)、鋼鐵(4.2%)、其他食品

與牲畜(3.8%)、穀物及穀物製品(3.3%)、雜項製品(2.8%)、通

訊設備與電機 (2.6%)，以及初級與非初級形式之塑料

(2.3%)(2022) 

主要出口項目 

電子產品(56.9%)、其他礦產品(4.9%)、其他製成品(4.8%)、飛

機船舶使用之點火線組(3%)、機械及運輸設備(2.9%)、椰子油

(2.7%)、精銅之陰極及陰極截面(2.4%)、化學品(2.2%)、金屬

零件(1.5%)，以及電子設備及零件(1.4%)等(2022)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20.6%)、印尼(9.6%)、日本(9%)、韓國(9%)、美國(6.5%)、

新加坡(5.9%)、泰國(5.3%)、臺灣(5%)、馬來西亞(4.7%)及越

南(3.3%)(2022)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15.7%)、日本(14.1%)、中國(13.9%)、香港(13.3%)、新加

坡(6.2%)、泰國(4.3%)、韓國(4%)、我國(3.8%)、荷蘭(3.7%)

及德國(3.5%)(2022) 

 

 

 

二、 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經濟現況： 

(1)經濟成長符合政府設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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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菲國經濟成長達 7.6%，符合菲律賓國家經濟發展

部(NEDA)預測之 7%-9%成長目標區間。其中農林漁業成

長 6.7%，工業成長高達 8.2%，服務業成長高達 9.2%， 

(2)進出口貿易成長： 

出口方面，2022年出口值 788.4億美元，較 2021年成長

5.6%。主要出口成長項目包括通訊電子產品、椰子油及

化學品。進口方面，2022年菲律賓進口值達 1,371.6億美

元，較 2021 年成長 17.3%，主要進口成長項目包括電子

產品、礦物燃料、潤滑劑與相關材料及其他食品與牲畜

等。貿易總額達 2,159.9億美元，超過疫情爆發期間 2020

年之 1,550.3 億美元，貿易逆差達 583.2 億美元，為近 3

年新高。主要係因疫情趨緩，經濟逐漸復甦，使菲國進口

大幅增加。 

(3)政府債務占總國內生產(GDP)比率微幅下降： 

根據菲國國庫局資料，至 2022 年 12 月底菲國政府債務

占總國內生產(GDP)比率為 60.9%，較 2021 年之 63.7%

微幅下降，且優於菲國政府根據中期財政架構(MTFF)設

定 2022年政府債務占 GDP比率 61.8%的目標。 

(4)物價上漲，通膨上升： 

依據菲律賓統計局(PSA)資料，2022年 12月菲律賓通貨

膨脹率為 8.1%。為自 2008年 11月以來之新高。主要原

因為食品和非酒精飲料指數較前(2021)年成長 10.2%。其

次是餐廳及住宿服務，由前年同期之 6.5%上升至 7.0%。

其後是住房、水、電、氣和其他燃料，2022年 12月的通

貨膨脹率為 7.0%。 

(5)失業率持續下降： 

菲律賓 2022 年 12 月失業率初估為 4.3%，為 2005 年 4

月以來的第二低，僅次於 2022年 11月的 4.2%。去年同

期之失業率 6.6%。就業人口主要從事於服務業，佔

58.9%，農業及工業之就業人口分別占 24.0%及 17.1%。 

2.經濟展望： 

惠譽集團旗下之惠譽解決方案公司於本年初表示，預期菲國

本年出口成長率為 5%，即使菲國主要貿易夥伴之一的中國

防疫政策解封，恐難抵銷全球逐漸放緩之需求。且考量全球

利率飆升的影響，惠譽預測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放緩為

1.9%，菲國最大出口市場之美國普遍被認為正走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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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恐影響菲國對美國之出口。在進口方面，惠譽解決方案公

司表示，預期菲律賓本年的進口金額相對於歷史仍將處於高

位，因菲國政府為基礎設施計畫增加從國外購買之建築材

料，且小馬可仕政府針對稻米及其他食品實施一系列關稅削

減導致食品進口持續成長。過去數據顯示，農產品占菲國進

口總額十分之一以上。同時，因俄烏戰爭尚未結束，導致大

宗商品價格持續波動，亦將使菲國進口金額增加。 

重要經貿政策 1. 稅務改革及獎勵措施：菲國政府於 2021年 2月 3日以「企

業復甦及稅務優惠法」(CREATE)獲菲國參眾兩院通過，

杜特地(Duterte)總統已於同年 3月 26日簽准 CREATE，

自 4月 11 日起生效，追溯自 2020 年 7月起。目前居東

南亞最高之企業所得稅 (CIT)稅率 30%立即降至

20%~25%，並精簡稅務獎勵措施，以帶動投資及就業。

新法將大型企業之 CIT調降至 25%，微中小企業 CIT則

由 30%立即調降至 20%，調降稅率可使企業受惠於現金

流增加，以支應疫情後重建。新法提供更明確之稅務優

惠措施，包括 4至 7年免稅假期(ITH)、出口企業可享 10

年特別企業所得稅率(SCIT)（註：5%）或擴大稅額抵減，

以及國內企業可享 5 年擴大稅額抵減。預期將可吸引更

多外資進駐並刺激國內企業出口。 

2. 菲國總統小馬可仕於去(2022)年 12 月批准「2023-2028

年菲律賓發展計畫(PDP)」，該計畫旨在促進菲國經濟及

社會轉型，以創造就業並加速減貧，使菲國經濟重回快

速成長的軌道。經濟相關發展目標包括： 

(1) 盼維持高經濟成長率，本(2023)年經濟成長率目標為

6-7%，2024至 2028年每年經濟成長率目標為 6.5-8%。 

(2) 提高菲國在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的

排名，持續推動創新。以去年菲國在 132 個國家/地

區中排名第 59名為基期，盼本年提升至第 57名，2024

年至第 54名，2025年至第 52名，2026年至第 49名，

2027年至第 46名，2028年至第 43名。 

(3) 至 2028年前，菲國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所 公 布 全 球 競 爭 力 指 數 （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GCI）的排名落在前 33%。2019

年菲國 GCI排名落在前 45%。 

(4) 創造更多高品質的就業機會，本年失業率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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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4%，2024年為 4.4-4.7%，2025年為 4.8-5.1%，

2026 至 2028 年每年為 4-5%。2028 年以前，盼私營

機構受薪階級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率為

53-55%。 

(5) 以 2021 年菲國人均國民所得毛額 (GNI per 

capita)3,640 美元為基期，推動人均國民所得毛額在

2028年以前達到 6,044至 6,571美元。 

(6) 將貧窮率從 2021 年的 18.1%降至本年目標值

16-16.4%，2025 年降為 12.9-13.2%，2027 年降為

10-10.3%，2028年降為 8.8-9%。 

(7) 為維持食品及整體物價的穩定，本年食品及整體物價

通貨膨脹率目標控制在 2.5-4.5%，2024至 2028年每

年控制在 2-4%。去年 1至 11月菲國食品價格通貨膨

脹率為 5.7%，而同一期間整體通膨率為 5.6%。 

(8) 為確保財政健全，盼將財政赤字占全年 GDP 比率由

去年第 1至 3季平均之 6.5%，降為本年目標 6.1%，

2024 年降為 5.1%，2025 年降為 4.1%，2026 年降為

3.5%，2027年降為 3.2%，2028年降為 3%。 

(9) 另盼將政府負債餘額占 GDP 比率由去年 9 月之

63.7%，於 2028年底前逐漸降為 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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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15 簽署，尚待菲

國參議院批准) 

談判中： 

1. 菲律賓-歐盟 FTA (Philippines-European Union Free Trade 

Agreement 

2. 菲 律 賓 - 韓 國 FTA (Philippines-Korea Fre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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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2021.10.26談判完成，待簽署) 

 

三、 臺菲律賓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2023年1月我國出口至菲國4.93億美元(較上期衰退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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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我出口至菲國61.34億美元(較上期衰退-31.41%) 

我國進口值 

2023年1月我國自菲國進口2.13億美元(較上期衰退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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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我自菲國進口21.13億美元(較上期衰退-15.26%) 

雙邊貿易總值 

2023年 1月臺菲貿易總額 7.05億美元(較上期衰退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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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臺菲貿易總額82.47億美元(較上期衰退-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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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3)；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

品(7208)；電子零組件(8473)；二極體、電晶體及類似半導體

裝置(8542)；苯乙烯(3903)；電子工業用化學品(3818)；蓄電池

(8507)(2022年)。 

主要進口項目 

(4位碼) 

積體電路(8542)；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之零附件

(8471)；二極體、電晶體及類似半導體裝置(8541)；電子零組

件 (8473)；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 (8523)；銅廢料及碎屑

(7404)；靜電式變流器(8504)；示波器(9030)；銅箔(7410)；電

動機及發電機(8501)(2022年)。 

我對菲國投資 
259件，22.84億美元(1952年至 2023年 1月)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核備我對外投資) 

菲國對我投資 

470件，12.14億美元(1952年至 2023年 1月)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核准菲華僑及外國人來臺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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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官方會議 
臺菲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第 28屆於 2022年 10月 24日於台

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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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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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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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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菲金屬科技及技術合作瞭解備忘錄(2022.7.11) 

資料來源：駐菲律賓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局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