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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Chile)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25.1.20 

人口 2,008萬人 

面積 76萬 6,102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250億美元(2023) 

平均國民所得 US$16,185 (2023) 

經濟成長率 2.5 %(2024e) 

失業率 8.2% (2025.1) 

通貨膨脹率 4.5%(2025.1) 

進口值（美元） 795億美元(2024) 

出口值（美元） 1018億美元 (2024) 

主要進口項目 機械及零組件、石油原油、柴油、汽車、貨車、服裝及飾品、手

機、醫藥品、電腦、牛肉、穀物(2024年) 

主要出口項目 銅礦石及精砂、精煉銅、鮭魚、櫻桃、木漿、鋰礦、木材及木製

品、鉬礦石及精砂、鐵礦石及精砂、葡萄(2024年)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美國、巴西、阿根廷、德國、墨西哥、秘魯、西班牙、日

本、義大利（2024年臺灣為第 37大）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美國、日本、巴西、南韓、印度、秘魯、西班牙、荷蘭、墨

西哥（2024年臺灣為第 15大） 

二、 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2023 及 2024 年智利國內經濟活動、總體需求持平，通膨率亦

維持穩定，智利央行於 2023 年 7 月起將貨幣政策利率自

11.25%調降至 8.25%，2024 年 4 月及 6 月分別調降至 6.5%及

5.75%，9月再調降至 5.5%。 

2. 2024 年底至 2025 年初智利披索兌美元匯率受到美國政策及國

際局勢影響，智利幣兌美元大幅貶值，由 2024 高點 1 美元兌

877披索到低點 1美元兌 1016披索，變動幅度約 15.8%。 

3. 根據智利央行 2024 年 12 月季報，2024 年智利國內經濟活動

表現持平，下半年開始內需逐漸轉弱，同時服務業及漁業部

門表現不佳，導致整體 GDP成長趨緩，儘管如此，智利央行認

為目前該國有數項進行中之大型礦業投資計畫、勞動市場具活

力、政府支出上升且出口表現強勁(2024年超過 1,000億美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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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新高)，因此預期 2025-2026年智利經濟成長率約在 1.5%-

2.5%間。 

4. 智利幣兌美元持續呈現貶值，致大量仰賴進口產品之智利再

現挑戰，再加上稅制改革遲未定案，仍可能使投資人續持保

守態度；出口動能方面則將持續由農業及礦業產品支撐。

2024 年智利經濟表現持平，國際情勢持續受地緣政治、供應

鏈穩定性不足等影響，國內亦有多項重大財稅改革(稅務、養

老年金)仍有待取得各界共識，智利經濟在 2025 年仍有多項考

驗待面對。 

重要經貿措施 

 

1. 積極發展再生能源產業： 

為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智利制定 2035年及 2050年能源目

標，包括在 2035年 60%電力來自再生能源、於 2030年減少

30%溫室氣體排放、2050年每年停電不超過 1小時、2050年

70%電力來自再生能源、2050年 100%建築物符合 OECD節能

標準等，因此智利政府積極吸引再生能源投資，並加強推動

綠氫發展，已在 2021年 5月通過首個綠氫生產計畫。截至

2024年 9月智利國內已有約 73項綠氫發展計畫，惟仍不具大

量生產規模。 

2. 貿易推廣政策： 

智利經濟十分依賴礦業、農林漁牧等自然資源之出口，因此

智利積極對外洽簽 FTA，以拓銷智利之產品。另智利政府希

望透過積極拓銷其他智利優勢產品以分散出口，並擴大市

場。因此透過： 

(1) 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藉由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協助智利產

品降低關稅、非關稅等貿易障礙，智利至今已與 65個經濟體

簽訂 34個協定，以協助智利於上述區域取得進一步市場開

放。 

(2) 出口產品多樣化：智利出口以銅礦為主，約占總出口一半，

為拓展出口，智利除銅礦外亦積極出口各類農產品、水產、

製造業及服務業等產業。 

3. 智利現任 Boric總統於 2022年 3月 11日上任，主要經貿政策

包括經濟復甦、稅收改革及成立國家發展銀行等，重要計畫

包含：促進女性就業、改革失業保險機制、強化公共投資、

徵收富人稅、綠色稅、調整礦業特許費率、鋰礦國有化等。 

主要產業概況 1. 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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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3 年智利銅礦產量約為 525.14 萬噸，產量下滑約 1.4%，主

要係因部分礦場開發計畫延宕，導致產量減少。智利國家銅業

委員會(Cochilco)更新產量評估，未來幾年智利銅礦產量可持續

成長，至 2029年可達高峰 688萬噸，至 2034年則將下滑至 643

萬噸。 

(2) 除銅礦外，智利為全球鋰礦蘊藏量最多的國家，約有 930 萬噸

蘊藏量(約 4,946 萬噸碳酸鋰當量)，2023 年出口金額達 62.5 億

美元，為僅次於銅礦第二大出口礦產品，鋰礦產業成長迅速。

此外，智利亦是鉬、金、銀等金屬及碘、鋰、硝酸鈉、硝酸鉀

等非金屬礦物之供應國。 

(3) 智利總統 Gabriel Boric於 2023年 4月正式向各界宣布國家鋰礦

策略，規劃由國家帶領私部門攜手共同發展鋰礦產業，並嗣於

2024年 3月 26日智利礦業部長、外交部長、財政部長、經濟部

長、環境部長及科技創新部長等「鋰礦及鹽沼策略委員會」成員

共同在智總統府召開說明會，除公開對外徵求投資意向書(RFI)，

並就鋰礦開發進一步說明最新政策，重點包含：劃定鋰礦鹽沼開

發種類、成立國家鋰礦暨鹽湖科技研究、加強產業政策溝通、成

立鹽湖環境保護網、劃列鹽沼保護區、須尊重礦區原住民意願、

其他鹽湖探勘等多項計畫。 

2. 農林漁牧業： 

農業為智利最重要產業之一，智利政府十分重視農業發展，

全國土地面積約有 21%為農業用地，農業人口約佔總人口

6.4%。主要作物包括小麥、玉米、馬鈴薯、燕麥，水果有葡

萄、蘋果、酪梨、油桃、櫻桃、莓果等。林業部分，智利森

林資源豐富，國土面積約有 54%適合森林生長，主要出口產

品為紙漿及紙張。漁業以人工養殖鮭魚及鱒魚為主，並出口

許多貝類、魚粉及甲殼類海產。畜牧業主要分布於智利南

部，以飼養牛、豬、雞及綿羊為主，出口額相較農、林、漁

業少。 

3. 食品產業： 

由於智利擁有豐富農業資源，智利食品工業大量依靠該國的

農業資源。智利食品原料及加工品已出口至全球 150多個國

家，跨國食品製造商在智利設有製造工廠。雖然加工食品在

智利國內消費穩步上升，但多數投資智利的食品和飲料公司

皆著眼於利用智利之自然資源及簽訂許多自由貿易協定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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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以提高其在智利以外市場之銷售。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1. 已簽署並生效(已與 65個經濟體簽署 34個貿易協定)： 

澳洲、玻利維亞(經濟互補協定，簡稱 ACE)、加拿大(FTA及其

擴大協定)、中美洲(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

拉斯、尼加拉瓜)、中國大陸(FTA及其深化議定書)、哥倫比

亞、南韓、古巴(ACE)、厄瓜多(ACE)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FTA：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士)、美國、香港、印度

(部分範圍協定(PSA)及其擴大協定)、日本、馬來西亞、南方共

同市場(Mercosur)(ACE)、墨西哥、P4(紐西蘭、新加坡、汶

萊)、巴拿馬、秘魯(ACE)、泰國、土耳其、歐盟、烏拉圭、委

內瑞拉(ACE)、越南、太平洋聯盟貿易議定書、烏拉圭、阿根

廷、印尼、英國、數位經濟夥伴協定(DEPA)、巴西、香港服務

貿易升級協定、巴拉圭、CPTPP(112年 2月 21日生效)、智利-

歐盟經濟聯合協定進步框架協議。 

2. 已簽署，國會審查中：太平洋聯盟與新加坡貿易協定、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貿易協定。 

3. 談判中：數位經濟夥伴協定(DEPA)與中國及加拿大入會諮商、

太平洋聯盟與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及韓國等 4個夥伴國候選

國(Associated States)貿易協定、南韓 FTA升級協定、印度部分

範圍協定(PSA)擴大、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升級談判、千

里達及托巴哥部分範圍協定、英國雙邊協定升級談判。 

三、 臺智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1.6億美元(2024年↓7.67 %) 

1.78億美元(2023年↓26.59%) 

2.42億美元(2022年↓4.85%) 

我國進口值 10.86億美元(2024年↓18.72%) 

13.25億美元(2023年↓20.97%) 

16.69億美元(2022年↓17.88%) 

臺智貿易總額 12.46億美元(2024年↓17.45%) 

15.03億美元(2023年↓21.68%) 

19.11億美元(2022年↓16.43%) 

主要出口項目 苯乙烯之聚合物、空氣壓縮機及風扇、眼鏡護目鏡、汽車零

件、機器零件、工具機、塑膠板、塑膠包裝、扳手扳鉗、電音

響及信號器、合成纖維絲紗梭織物、自行車、穿著用橡膠製

品、鋼鐵製品、腳踏車及機車零件(2024年) 



5 

主要進口項目 精煉銅、化學木漿、冷凍魚、銅礦石、櫻桃、蘋果、非環醇及

其衍生物、生鮮及冷凍軟體動物、未列名植物(水苔)、葡萄酒

(2024年) 

我對智利投資 1,400 萬美元(智利外人投資局 2016 年資料，自該年起已不再單

獨就台灣數據進行統計) 

智利對我投資 109.8萬美元(經濟部投審司資料，1952~2024年) 

主要投資類別 1.貿易業：首都地區台商投資以貿易業為主，大部分為進口批

發商，包括紡織布料、資通訊產品(華碩電腦)、鋼材、汽車

零配件、皮料、食品及禮品雜貨等。另亦有台商自智利出口

紅酒及鮑魚罐頭至台灣。 

2.服務業：海運(長榮海運、萬海航運)、貨運承攬、旅遊業、餐

飲、小型超市。 

3.小型製造業：水果包裝塑膠盒工廠、食品加工、海鮮及海藻

加工廠。 

4.農業：櫻桃及柑橘果園。 

5.房地產：租賃地產收取租金。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 智利全國工業總會與國經協會於 2024 年 11 月 22 日在台召

開第 14屆「臺智經濟聯席會議」。 

➢ 國經協會與智利全國工業總會之「臺智經濟聯席會議」(第 13

屆會議於 2022 年 10 月 26 日於智利全國工業總會 SOFOFA

實體舉行) 

➢ 全國工總與智利全國工業總會之「臺智產業論壇」(首屆會議

於 2021年 7月 30日以視訊方式召開，臺智雙方工總並於會

中簽署合作協議) 

雙邊經貿協定或瞭

解備忘錄 

1. 2024年 9月「台灣氫能與燃料電池夥伴聯盟」與智利氫能協

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2. 2024年我國經協會與智利聖地牙哥市商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3. 2022年 8月 2日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及智利全國水果

生產商聯盟(Fedefruta)簽署合作備忘錄。 

4. 2021年 7月 30日我全國工總與智利全國工業總會(SOFOFA)

簽署合作協議。 

5. 2016年 7月我外貿協會與智利對外貿易推廣局(ProChile)簽署

合作協議。 

6. 2008年我農委會防檢局與智利農業部農牧局簽署智利蘋果出

口作業規範及臺灣新鮮楊桃輸銷智利檢疫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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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2年 4月我經濟部與智利經濟部簽署智慧財產權瞭解備忘

錄。 

資料來源：駐智利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署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