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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New Zealand)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22.10.04 

人口 513萬人 (2021.12) 

面積 26.8萬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2,476億美元 (2021) 

平均國民所得 48,424美元 (2021) 

經濟成長率 5.6% (2021) 

工業成長率 5.9% (2021.12) 

失業率 3.2% (2021.12) 

消費者物價指數 成長率 5.9% (2021.12)  

幣制 紐西蘭幣(NZD)，1美元= 1.4134 NZD (2021年平均匯率) 

外債 1,221億美元 (2021.12) 

進口值 496億美元23% (2021. 12) 

出口值 448億美元5.6% (2021. 12) 

主要進口項目 汽車及零件(14.68%)、機械設備(14.22%)、電機設備(9.08%)、

汽油產品(8.16%)、塑膠及製品(3.96%)、光學醫療和測量設備

(3.38%)、醫藥產品(2.94%)、鋼鐵製品(2.34%)、家具產品

(2.12%)、食物殘渣廢物和飼料(1.9%) (2021) 

主要出口項目 乳製品(27.59%)、肉品及可食用內臟(13.78%)、林木產品

(8.7%)、水果(6.16%)、酒品(3.62%)、牛奶麥片麵粉等調製食

品(3.19%)、機械設備(3%)、蛋白及澱粉產品(2.68%)、魚甲殼

類和軟體動物(2.6%)、各種食用製劑(2.25%) (2021)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23.35%)、澳洲(11.52%)、美國(8.58%)、日本(6.43%)、

德國  (4.87%)、泰國 (4.59%)、韓國 (4.56%)、阿聯大公國 

(3.72%)、馬來西亞 (2.59%)、新加坡(2.4%) (2021)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31.6%)、澳洲(12.43%)、美國(10.52%)、日本(5.69%)、

韓國(3.16%)、英國(2.22%)、臺灣(2.15%)、印尼(2.05%)、新

加坡(2.04%)、香港(1.9%) (2021) 

二、 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 防疫及經濟復甦政策有效促進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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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政府有效控制疫情，在快速提高國內疫苗接

種率後，將防疫政策由清零轉向與病毒共存，並透過大規

模紓困計畫，使紐國經濟自疫情引發之衰退中迅速復甦。

2021年紐國經濟成長5.6%，表現在 OECD國家名列前茅。

2021年第4季紐國 GDP 較疫情前（2019年第4季）成長

3.5%，顯示紐國經濟已超越疫情前水準。 

(2) 勞動力短缺推升薪資 

紐國2021年第4季失業率下降至3.2%，為1986年以來

之最低點，主要係因紐國邊境持續關閉，造成勞動力不

足，紐業界反應不論技術勞工或非技術勞工均有缺口。 

(3) 利率調升以因應物價上漲 

紐國儲備銀行2020年3月大幅調降利率至0.25%以因

應疫情衝擊，創下歷史新低紀錄，惟2021年紐國通貨膨脹

率高達5.9%，為1990年以來之最高紀錄，主要係受到疫情

持續衝擊全球供應鏈、貨運物流服務價格飆漲，以及烏俄

戰爭影響等因素影響，因此紐儲備銀行自2021年底起逐

步調升利率，2022年5月利率已調升至2%，並預期可能持

續調升。 

(4) 貨品貿易穩健成長，服務貿易受疫情衝擊較大 

2021年紐國對外貿易較2020年成長8%，其中貨品出

口較去年成長5.6%，貨品進口受惠於景氣復甦成長23%，

服務貿易則因邊境管制受到疫情衝擊，2021年服務業出

口金額僅為2019年疫情前出口額之一半；紐國2021年對

外貿易總額仍較2019年疫情前衰退6%。 

2、經濟展望： 

(1) 基本面穩定，受全球景氣影響成長趨緩 

紐國經濟基本面穩定，疫情控制受標準普爾及惠譽

等國際信評機構肯定，政府舉債占 GDP比例相對低於其

他已開發國家，具有財力採取紓困及振興措施。國際貨幣

基金（IMF）考量 Omicron疫情持續、全球地緣政治情勢

緊張，以及紐國財政紓困政策逐步退場、貨幣政策緊縮等

因素影響，推測紐國經濟成長將趨緩，預估2022年紐國經

濟成長約3.3%。 

(2) 逐步開放邊境有助益後經濟復甦 

紐國於2022年逐步開放邊境，將有助於促進紐國觀

光及旅宿業發展，雖全球不確定性仍高，紐國政府將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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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加速疫後經濟復甦、氣候變遷因應、增加住宅供給，

以及解決兒童貧窮問題之政策。 

重要經貿政策 1、 紐國政府經貿重點政策 

(1) 捍衛多邊貿易體制、提高出口附加價值； 

(2) 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並分散出口市場； 

(3) 轉型至永續低碳經濟，達成 2050淨零碳排目標； 

(4) 擴大公共建設，縮減城鄉發展差距； 

(5) 提升勞動技能與生產力； 

(6) 增加房屋供給並抑制房價； 

(7) 促進包容性貿易(Trade for all)，發展毛利及南太平洋

島民經濟； 

(8) 發展再生能源並確保合理電價； 

(9) 解決兒童貧困問題。 

2、 疫後貿易振興策略(Trade Recovery Strategy) 

紐西蘭在疫情高峰期間，貿易政策以維護紐國進出

口貿易及供應鏈暢通，確保醫療防疫物資供應無虞為主。

疫情逐漸趨緩後，推出貿易振興策略 (Trade Recovery 

Strategy)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已生效：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澳洲、汶萊、加拿大、

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

越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澳洲、中國、日本、

南韓、紐西蘭、東協 10 國)、太平洋島國緊密經濟關係協定

(PACER PLUS，澳洲、庫克群島、吉里巴斯、諾魯、紐西蘭、

紐埃、薩摩亞、索羅門群島、東加、吐瓦魯、萬那杜)、數位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智利、新加坡)、紐澳東協自由貿

易協定(AANZFTA)、澳洲、新加坡、泰國、中國、馬來西亞、

香港、臺灣、韓國 

已簽署、尚未生效：英國(2022年 3月 1日簽署) 

談判中： 

印太經濟架構（IPEF）、歐盟、太平洋聯盟加盟談判(New 

Zealand-Pacific Alliance free trade agreement)、東協-澳洲-紐西

蘭自由貿易協定升級談判(AANZFTA Upgrade) 、印度、

WTO 電子商務談判、紐西蘭-海灣國家(GCC)自由貿易協定

(New Zealand-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Free Trade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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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紐西蘭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5億 38,28美元(2022年 1~8月↑39.11%) 

6億 4,221美元(2021年↑48.05%) 

4億 3,378萬美元(2020年↓9.57%) 

4億 7,966萬美元(2019年↓0.93%) 

我國進口值 8億 5,485萬美元(2022年 1~8月↑19.40 %) 

1億 1,604萬美元(2021年↑35.99%) 

8,533萬美元(2020年↓27.32%) 

8億 3,965萬美元(2019年↓7.69%) 

雙邊貿易總值 13億 9,313萬美元(2022年 1~8月↑26.31 %) 

16億 4,600萬美元(2021年↑26.44 %) 

13億 176萬美元(2020年↓1.33%) 

13億 1,932萬美元(2019年↓5.34%) 

主要出口項目 

(4位碼) 

石油煉製品、噴射機用煤油型燃油、聚氯乙烯、電動腳踏車、

渦輪噴射引擎與渦輪機之零件、非動力之二輪腳踏車、螺釘、

螺栓、螺帽、電子零組件、鐵或非合金鋼製角、不銹鋼扁軋

製品、聚酯纖維棉、電子產品零組件、聚縮醛、鐵或非合金

鋼扁軋製品、新橡膠氣胎(2022年 1-8月) 

主要進口項目 

(4位碼) 

乳及乳油(未加糖)、冷凍牛肉、奇異果、鮮蘋果、奶油、乾酪

及凝乳、食物調製品、松類原木、鮮櫻桃、綿羊或山羊肉、

松類木材、甲醇、洋蔥(2022年 1-8月) 

我國對紐國投資 0.21億美元（本部投審會統計 1952至 2022年 8月） 

24.81億美元（紐西蘭統計局統計截至 2021年 3月） 

紐國對我國投資 143件、1.11億美元（本部投審會統計 1952至 2022年 8月） 

重要官方會議 臺紐年度經貿會議 (2021年第 28屆) 

ANZTEC聯合委員會議(2021年第 8屆) 

ANZTEC整體檢視會議(2021年第 3屆) 

重要民間會議 2019年臺紐民間經濟聯席會議(2019年 11月 28日) 

2020 年臺紐民間經濟聯席會工作階層會議(2020 年 11 月 13

日) 

雙邊經貿協定 1.1991年 6月簽訂「臺紐民航協定」，開拓臺紐新航，1996

年 4月續約，我長榮航空亦於 1994年 9月開航。 

2.1993年 12月簽訂「貨品暫准通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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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6年 11月簽署「臺紐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

協定」。 

4.1997年 10月簽署我 WTO入會協議。 

5.1997年 12月簽署「臺紐競爭法及政策合作協議」。 

6.1998年 6月簽署「臺紐著作權保護及互惠辦法」。 

7.1998年 12月簽署「臺紐保護工業財產權協定」。 

8.1999年 12月簽署「臺紐 SPS植物檢疫雙邊合作協議」。 

9.2002年 7月簽署「臺、澳、紐三方競爭法合作協議」。 

10.2004年 2月簽署「臺紐打工度假計畫協議」。 

11.2004年 5月簽署「臺紐原住民合作協議」。 

12.2005年 4月簽署「臺灣輸往紐西蘭經濟重要性果實蠅寄

主產品雙邊檢疫協議」。 

13.2005年 7月簽署「臺紐促進電氣與電子類產品檢驗相互

承認協議」。 

14.2005年 11月簽署「臺紐科技合作協議」。 

15.2007年 12月「臺灣輸往紐西蘭經濟重要性果實蠅寄主產

品雙邊檢疫協議」以換函方式修訂，除芒果外，增加荔枝

1項。 

16.2010年 3月簽署「臺紐標準、技術性法規及符合性評鑑

法規管理合作協議」。 

17.2013年 7月 10日簽署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18.2013年 12月 1日 ANZTEC正式生效。 

19.2014年 12月 5日簽署「臺紐關務合作協議」及「認證合

作協議」。 

20.2016年 12月簽署臺紐防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合作協議 

21.2017年 5月簽署臺紐 OECD優良實驗室操作(GLP)相互

承認協議 

22.2018年 11月 29日簽署臺紐文心蘭切花輸紐出口計畫 

23.2019年 9月 30日簽署臺紐乳製品執行協議 

24.2020年 2月 26日簽署臺紐有機產品驗證相互承認執行協

議 

25.2020年 12月 18日簽署臺灣優質企業計畫與紐西蘭安全

出口計畫相互承認協議 

資料來源：駐紐西蘭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局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