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諾魯共和國(Republic of Nauru)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4.01.10 

人口 11,832人 (2021) 

面積 21.2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US$ 1億 (2021) 

平均國民所得 10,020美元 (2021) 

經濟成長率 1.6% (2021) 

工業成長率 N/A 

失業率 N/A 

消費者物價指數 5.1%(2017) 

幣值 澳幣 

外債 N/A 

進口值 1億 4,158萬美元 (2021) 

出口值 5,400萬美元 (2021) 

主要進口項目 精煉石油、建築用車輛、拖船、家禽肉、汽車（2019年，CIA the World 

Facebook） 

主要出口項目 磷酸鈣(2019) 

主要進口來源 澳大利亞 (71.6%)、日本 (5.5%)、斐濟 (5.0%)、中國 (3.2%)、

南韓 (3.1%) (2020)(澳洲外貿部 -諾魯國家檔 ) 

主要出口市場 泰國 (62.7%)、奈及利亞 (13.3%)、菲律賓 (8.9%)、墨西哥

(5.1%)、美國 (2.6%) (2020) (澳洲外貿部 -諾魯國家檔 )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諾魯為南太平洋島國，位於馬紹爾群島南部，是全

球最小之島國，於 1968年獨立，1999年加入聯合國。2012年

9 月協助澳洲重啟在諾魯之難民中心，並帶來之龐大財政收益

及數百工作機會，促進諾國經濟成長。另諾魯政府重要之收入

來源係核發捕魚執照予遠洋捕魚國，以及磷酸鹽工業。 

2. 經濟展望：諾魯經濟受限於國土規模小，且地處偏僻，土壤貧

瘠，可開發資源有限，亟需創造就業機會及促進成長。展望未

來經濟收入仍以出口磷酸鹽、難民安置中心及入漁費為主。 

重要經貿政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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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概況 

1. 南太平洋區域經貿合作協定(South Pacific Reg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SPARTECA)：澳洲及紐西蘭提供零關稅

及零配額之市場進入機會給予太平洋島國國家。 

2. 太平洋島國自由貿易協定(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Trade 

Agreement, PICTA)：成員國包括諾魯等 14 個島國論壇成員，

旨在促進太平洋地區的貿易，透過貿易聯繫將帶來經濟和社會

效益並提高太平洋地區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 

3. 深化太平洋島國緊密經濟關係協定(Pacific Agreement on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PACER) Plus)：延伸 PACER 協定成為

PACER Plus。該協定旨在增加成員國工作機會、提升生活水準

及促進經濟永續發展，以創造更穩定之貿易環境及提供相關協

助予以南島國家。議題包含食品安全檢驗與植物防檢疫措施、

技術性貿易障礙、關務程序、原產地原則、貨品貿易、貿易服

務、投資、經濟發展合作、人力資源等領域。 

4. 非加太-歐經濟夥伴協定（Pacific ACP-E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歐盟以優惠的貿易條件以及經濟援助，協助非

洲、加勒比海地區、太平洋地區國家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 

三、臺諾（諾魯共和國）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23萬 6,766美元 (2023年) ↓ 82.02% 

131萬 6,844美元 (2022年) ↓ 91.44% 

1,538萬 5,725美元 (2021年) ↓ 72.84% 

5,665萬 1,359美元 (2020年) ↑ 22.72% 

4,616萬 2,501美元 (2019年) ↑ 41.43% 

我國進口值 372美元 (2023年) ↓ 96.28% 

9,987美元 (2022年) ↓ 16.03% 

1萬 1,894美元 (2021年) ↑ 10.05% 

1萬 0,808美元 (2020年) ↓ 59.13% 

2萬 6,443美元 (2019年) ↓ 38.11% 

雙邊貿易總值 23萬 7,138美元(2023年) ↓ 82.13% 

132萬 6,831美元 (2022年) ↓ 91.38% 

1,539萬 7,619美元 (2021年) ↓ 72.83% 

5,666萬 2,167美元 (2020年) ↑ 22.67% 

4,618萬 8,944美元 (2019年) ↑ 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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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項目 

(4位碼) 

雷達器具、無線電導航器具及無線電遙控器具、固定、可變或可預先

調整之電容器、電話機、稻米、醫藥製劑、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

用儀器及用具、其他鋅製品(2023) 

主要進口項目 

(4位碼) 

特殊物品(含進出口未超過台幣 5 萬元之小額報單及其他零星物

品) 、光纖及光纖束；光纖傳輸纜、精油、其他鋁製品(2023) 

我國對諾魯投資 無 

諾魯對我國投資 1件，3.1萬美元(本部投審司統計，截至 2023年 10月)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無 

 

資料來源：外交部、澳洲外交暨貿易部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naur-cef.pdf、經濟

部國際貿易署進出口統計、經濟部投資審議司雙邊投資統計、美國中情局、IMF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naur-cef.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