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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瓦魯國(Tuvalu)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5.06.23 

人口 9,559人(2025，Worldometer) 

面積 26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6,228萬美元 (2023，World bank) 

平均國民所得 5,465美元 (2023，World bank) 

經濟成長率 2.57% (2022) (澳洲外貿部-吐瓦魯國國家檔僅統計至 2022年) 

工業成長率 N/A 

失業率 N/A 

消費者物價指數 3.8% (2024，IMF) 

幣制 澳幣(AU)，1澳幣=20.45臺幣(2025.01.07) 

外債 N/A 

進口值 1 億 5,342 萬美元 (2022) (ITC僅統計至 2022 年) 

出口值 8005.8 萬美元 (2022) (ITC僅統計至 2022 年) 

主要進口項目 船舶及浮動結構體、礦物燃料、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鋼鐵製品、

填充用材料、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2022) (ITC僅統計至 2022 年) 

主要出口項目 魚類、甲殼類及其他水產、船舶及浮動結構體、天然珍珠或養珠、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機械用具及其零件、有機化學品(2022) (ITC

僅統計至 2022 年) 

主要進口來源 新加坡(35.1%)、中國大陸(21.6%)、日本(17.1%)、斐濟(13.1%)、

澳大利亞(4.6%) (2022) (ITC僅統計至 2022 年) 

主要出口市場 泰國(69%)、克羅埃西亞(18.9%)、菲律賓(4.3%)、德國(2.7%) (2022) 

(ITC僅統計至 2022年)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吐國食物能源等幾乎均須依靠進口，每年入超甚大，

財政困難，故對外援仰賴頗深，我國、歐盟、澳大利亞、紐西

蘭、日本及聯合國每年均提供援贈，協助吐國建設發展。 

2. 經濟展望：吐瓦魯陸地面積狹小，土壤貧瘠，不適農業發展，

境內缺乏天然礦物資源，工商、交通及貿易業極不發達，市場

規模小，短期內亦難大幅改善。 

3. 吐國海洋漁業資源尚稱豐富，大多數人以捕魚和農業維持生

計，惟海產技術落後甚少開發，依賴與外國漁業合作。在外國

籍船上工作的船員匯回外匯是許多家庭主要收入來源，另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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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漁費亦為政府重要經濟來源。 

4. 吐國領土最高點僅 4.6公尺，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未來發展面

臨嚴重威脅。 

重要經貿政策 吐國受地理位置與天然環境限制，復以小國寡民，人力資源匱乏，

無法提出具體有效之經濟措施。 

主要產業概況及 

未來發展策略 

吐國因魚類資源豐富，吸引各國遠洋漁船前來，主要以收取入漁費

為主要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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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國包括吐瓦魯等 14 個太平洋島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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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緊密經濟關係協定 PACER (The Pacific Agreement on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內容大綱為發展未來南太平洋地區

經貿關係，惟不包括實質性貿易自由化規範，而是制定逐步邁

向自由貿易之過程構想，提供南太平洋島國貿易便捷化與能力

建構協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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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非加太-歐盟夥伴協定（ACP-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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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協定有效期間原訂

2020.02 屆期，因進行 OACPS-EU夥伴協定談判，延長有效期間

至 2023.06) 

6. 非加太國家組織 - 歐盟夥伴協定 (OACPS-EU Partnership 

Agreement)：2020.04 非加太國家組織(OACPS)成立後，2021.04

歐盟與 OACPS 完成 OACPS-歐盟夥伴協定談判，文本將交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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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國批准。該協定以聯合國 2030 議程、歐洲發展共識和巴黎

協定為基礎，支持永續發展和氣候行動承諾，並促進包容性成

長、和平安全、移民管理、民主法治人權等合作。(註：協定尚

未批准生效) 

三、臺吐瓦魯國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1 萬 8,883 美元(2025 年 1-5 月↓87.83 %) 

168 萬 3,921美元 (2024年↓7.16%) 

181 萬 3,773美元 (2023年↑ 207.71%) 

58 萬 9,446 美元 (2022 年↑ 29.10%) 

45 萬 6,569 美元 (2021 年↓ 26.83%) 

62 萬 3,948 美元 (2020 年↑ 171.09%) 

我國進口值 8,211 美元(2025 年 1-5 月↑406.85 %) 

7,875美元 (2024年↑ 6,250.81%) 

124 美元 (2023 年↓ 95.26%) 

2,616美元 (2022年↓ 27.91%) 

3,629美元 (2021年↓ 61.61%) 

9,453美元 (2020年↓ 31.81%) 

雙邊貿易總值 2 萬 7,094 美元(2025 年 1-5 月↓82.72 %) 

169 萬 1,796美元 (2024年↓6.73%) 

181 萬 3,897美元 (2023年↑ 206.37%) 

59 萬 2,062 美元 (2022 年↑ 28.65%) 

46 萬 0,198 美元 (2021 年↓ 27.35%) 

63 萬 3,401 美元 (2020 年↑ 159.56%) 

主要出口項目 

(4 位碼) 

遊艇及其他遊樂或運動用船；划槳船及獨木舟、半導體裝置(例

如：二極體、電晶體、半導體基換能器)、變壓器、靜電式變流

器及電感器、稻米、鋁製結構物(2024年) 

主要進口項目 

(4 位碼) 

鑄幣、特殊物品(含進口未超過台幣 5萬元， 出口未超過台幣

5 萬元之小額報單及其他零星物品）、具有考古、歷史學或貨幣

學價值之收集品及珍藏品、未列名之手工具（包括割玻璃之鑽

石刀）(2024 年) 

我對吐國投資 無 

吐國對我投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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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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署貿易統計、經濟部投審司雙邊投資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