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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3.10.24                                                                                                                              

人口 1,106萬人(2022年) 

面積 4萬 8,67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799億美元(2022年) 

平均國民所得 10,600美元(2022年) 

經濟成長率 5%（2022年） 

通貨膨脹率 7.8% (2022年) 

失業率 6.4 % (2022年) 

幣制 貝索(1美元兌 56.00貝索 2023年 7月) 

進口值 310億 6,356萬美元(2022年) 

出口值 105億 3,150萬美元(2022年)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暨相關提煉物、核子反應爐、塑膠製品、汽車、電子產品等。

(2022年) 

主要出口項目 醫療器材、黃金、菸草、電子產品、紡織品等。(2022年) 

主要進口來源 美國、中國大陸、墨西哥、西班牙、哥倫比亞、巴西等。(2022年)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瑞士、海地、波多黎各、加拿大。(2022年) 

二、主要經貿情勢 

重要經貿措施及

政策 

 

ㄧ、多國於 2018年 5月 1日宣布與我國斷交，並同時與中國建交。 

二、多國新政府於 2020年 8月 16日上任後，公布重要經濟措施如

下： 

1.透過促進多國在國際市場競爭力，穩定總體經濟及重啟經濟成

長。 

2.降低通膨、穩定匯率以增進人民對公共政策的信心。 

3.重整內、外債，健全國家財政。 

4.透過科技整合及技轉以促進製造業、工業及農業現代化。 

5.為企業創造良好經商環境以增加就業及投資。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1. 已簽定：中美洲共同市場(1998)、與巴拿馬(2003)以及中美洲與

美國簽訂之自由貿易協定(DR-CAFTA)(2007)、與歐盟簽署經濟

夥伴協定(EPA)(2008年 1月生效) 

2. 推動中：與智利及古巴洽簽部分範圍之貿易協定；正與巴拿馬

協商擴大互免關稅項目。多國貿易談判國家委員會由 17個政府

機構代表組成，現階段僅與部分國家研議洽簽部分範圍之貿易

協定可能性，以協助多國商品以優惠條件進入他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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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多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8,768萬美元(2023年 1-9月↓20.51%) 

1億 4,189萬美元(2022年↑16.40%) 

1億 2,189萬美元(2021年↑31.26%) 

8,596萬美元(2020年↓14.84%) 

1億 101萬美元(2019年↓31.46%) 

我國進口值 9,800萬美元(2023年 1-9月↑16.72%) 

1億 570萬美元(2022年↓4.12%) 

1億 1,025萬美元(2021年↑60.90%) 

6,078萬美元(2020年↓9.57%) 

6,722萬美元(2019年↓40.61%) 

臺多貿易總值 1億 8,569萬美元(2023年 1-9月↓4.42%) 

2億 4,760萬美元(2022年↑6.65%) 

2億 6,863萬美元(2021年↑58.20%) 

1億 4,674萬美元(2020年↓12.74%) 

1億 6,822萬美元(2019年↓35.43%) 

主要出口項目 苯乙烯之聚合物、聚縮醛、針織品、車輛零件、空氣泵等。 

主要進口項目 鋼鐵廢料、醫療器材、鋁廢料、塑膠器材、電路開關等。 

我對多明尼加投

資 

依據前駐多明尼加大使館經濟參事處統計，2017 年我商在多國投

資計 57家，總投資額約 1.7億美元，創造約 3,000個直接就業機會，

從事產業包括太陽能發電、製鞋業、塑膠瓶及塑膠袋、衛生紙及建

材等之加工及製造，汽機車零配件、電腦及周邊設備等產品之進口

及銷售等。另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資料累計至 2022 年資

料，我對多國投資案件計 9件，金額為 1,394.2萬美元。 

多明尼加對我投

資 

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累計至 2022 年資料，我國核准多明尼

加華僑及外國人來臺投資案件有 8件，金額為 338.6萬美元，分別

從事於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批發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等。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臺多(多明尼加)民間經濟聯席會議(已於 2010年、2011年及 2014年共

舉辦 3屆) 

雙邊經貿協定 無 

資料來源：駐瓜地馬拉大使館經濟參事處、財政部關務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