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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及利亞（Nigeria）經貿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2025.05.26 

人口 2.28億人（2024） 

面積 92萬 3,768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638.5億美元（2024） 

平均國民所得 877.07美元（2024） 

經濟成長率 3.40%（2024） 

失業率 5.3%（2024年 Q1） 

幣制 奈拉（Naira、NGN） 

進口值 424.13億美元（2024）（奈拉：美元=1:0.0007、2024年平均匯率） 

出口值 542.09億美元（2024）（奈拉：美元=1:0.0007、2024年平均匯率） 

主要進口項目 機器設備、化學製品、車、汽 車零組件、工業產品、食物、資

訊設備、活動物 

主要出口項目 原油及天然氣、可可、橡膠、芝麻、其他蝦及蟹類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27.80%）、印度（11.43%）、比利時（8.35%）、美國

（6.36%）、法國（3.62%）（2024年 Q4） 

主要出口市場 荷蘭（10.44%）、法國（9.54%）、西班牙（8.68%）、印度（7.98%）、

印尼（7.03%）（2024年 Q4）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經濟現況： 

1. 奈國是非洲最大經濟體，以及人口最多的國家。根據 IMF 統

計，2022 年奈國 GDP 為 4,726 億美元，是世界第 30 大經濟

體。根據 IMF資料，奈國 2024年人口數約 2億 2,800萬，世

界排名第 6名。 

2. 奈國 2024年 Q4國民生產總值產業比重：農業占 25.59%、工

業占 17.03%、服務業占 57.38%，服務業為最大產業部門，農

業及資通訊產業成長迅速。另奈國 GDP若以產品區分，2024

年第 4季石油所得比為 4.6%（較 2023年同期減少 10.64%）、

非石油所得比為 95.40%（較 2023年同期增加 0.89%）。 

3. 奈國過度依賴時由單一經濟，原油出口為奈國最主要外匯來

源，2017年及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國際油價跌而

進入經濟蕭條，國際原油一度跌至每桶 20美元，2022年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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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升至每桶 120美元，迄今平均維持 80美元上下。2024年第

4季受惠於 Dongote集團煉油廠運作後，增加汽油供給滿足當

地市場需求，每日平均生產逐漸增加至 154萬桶原油。 

4. 根據奈國統計局數據，奈國約 1.33 億人口每日所得低於 1.9

美元，另受到武肺疫情、氣候變遷或衝突等亦加劇貧窮情形；

原油收入卻也造就不少中產階級，現有新興中產階級人口約

為 7,000萬人左右，帶動市場繁榮。 

展望： 

1. 2023 年中提努布政府上任取消燃料補貼及允許外匯幅動等

改革措施、穩定原油價格及改善國內產油量等， CBN 亦優

先穩定物價及加強對中小企業金融支持，2024年奈國經濟成

長 3.40%超過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期 3.2%。 

2. 展望 2025年奈國經濟，仍受俄烏戰爭影響、製造業原物料進

口成本增加、社會治安、高通膨、電力供應不穩、高能源價

格、外匯供應缺口、地方選舉、國際原油價格及經濟復甦等

因素影響。世界銀行（WB）全球經濟預測報告考量奈國經

濟復甦及全球不確定等挑戰，預期 2025 年、2026 年奈國經

濟可望成長 3.6 %，較 2024年 3.4%微幅成長。 

重要經貿政策 1. 奈及利亞政府為保護國內產業，限制許多產品進口或調高進

口關稅，自 2015 年 6 月起，奈國央行（CBN）公布禁止 41

項產品進口外匯交易，包括：米、肉、蔬菜、油、鋼品、家

具、廚房用品、紡織等產品進口外匯交易；2018年 12月新增

肥料及相關產品、2020 年 2 月新增牛奶及製品、7 月新增玉

米、2021年 4月新增精製糖及其衍生品。奈國央行於 2023年

10月宣布解除 43項產品外匯禁令，以有效外匯資金流動、減

少奈拉貶值壓力、吸引外人投資、商品價格穩定及刺激經濟。 

2. 奈國與中國大陸及印度等亞洲國家關係日漸緊密，已排擠到

歐、美、日本及臺灣產品市占率，特別中國大陸產品在奈國

市場占有率高居第 1位。 

3. 奈國邊境關閉措施造成經濟衝擊：旨在杜絕稻米及非法產品

之走私行為（按：奈及利亞境內 10%至 20%燃料長期走私進

口）。本措施將提升奈及利亞政府稅收及港口收入，然直接

造成食品價格上揚、造成自鄰近國家進口原物料短缺及對貿

易自由化產生負面影響。布哈里總統雖於 2020 年 12 月取消

部分邊境關閉措施，然尚未全面恢復通行。奈國自 2020.12.16

逐漸開放 Seme、Ilella、Maigatari及Mfun等 4個主要陸路邊

境後，後於2022年4月奈國政府核准重啟 Idiroko、Jibia、Kamba

及 Ikom等 4個陸路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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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外交政策「奈及利亞優先」：Buhari總統第 2任期間將聚焦

9大優先議題，包括振興經濟、擴大農產品出口、能源自足、

擴張交通及基礎建設、擴張經濟成長、企業及工業化、教育

普、改善全民健康、生產力、促進社會整合、減少赤貧、打

擊貪污、改善政府效能、創造社會凝聚及改善全民安全等。 

5. 調高加值稅率至 7.5%：奈國政府看好本措施將有助本年之財

政稅收，可運用於改善國民健康、教育及重要基礎建設。奈

國政府將審視稅務證明程序及稅務整合系統。 

6. 為減緩因應新冠疫情對經濟衝擊，奈國執行委員會宣布執行

奈國經濟永續計畫（Economic Sustainability Plan、ESP），未

來 1年投入 2.3兆奈拉經濟轉型計畫，包括大規模農業計畫、

基礎建設、支持非正式經濟、中小企業、科技應用、增加國

家社會投資計畫、減少支出及支持各州計畫等。ESP計畫並將

鼓勵奈國消費奈國製造產品及當地建材興建公共工程及道路

工程等，並減少進口依賴。 

7. 設立奈國聯邦通訊暨數位經濟部：布哈里總統 2020 年 10 月

宣布發展數位經濟，支持資通訊產業轉型及制定相關政策，

協助企業數位化、電子商務轉型及改善數位化基礎建設。由

於奈國過半青年平均年齡介於 18 至 25 歲，奈國政府急需提

高青年數位技能及人力建構，以因應未來 5 年後高科技人才

需求、創造就業與經濟發展。 

8. 奈國國家寬頻計畫（National Broadband Plan 2020-2025）：奈

國聯邦政府設定於 2025年前提高寬頻滲透率至 70%、提高網

路下載速度、架設光纖網路及 4G覆蓋率達 9成等目標，迄至

2022 年奈國寬頻滲透率已達 47.36%（列全球 11 大）、電信

用戶達 2.2億，行動電話普及率從每 100位居民 112.47%提高

至 116.60%。估計未來 5年吸引 50億美元投資、2050年前達

寬頻滲透率 70%目標、興建 8 公里國家光纖骨幹計畫、增設

4G基地台，並於 10大城市設立 5G等目標。奈國聯邦政府亦

於 2022 年 1 月起推動 5G 計畫及核發 5G 准證，目前已核發

MTN及Mafab 2家電信公司。 

9. 奈國聯邦政府核定國家發展計畫，促進348.7兆奈拉投資：奈

國財政、預算及國家計畫部長 Zainab Ahmed揭露奈國聯邦政

府核准348.7兆奈拉國家發展計畫（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DP、2021-2025），該5年期計畫將聚焦經濟成長與發

展、基礎建設、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發展、社會發展及區域

發展等6大群聚發展。 

10. 推動 eNaira數位貨幣：奈國於2021年10月底起推動數位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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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能節省轉帳、紙本印刷及邊境交易成本，並更有制度化與

安全監督奈國貨幣交易行為。 

11. 新創法案：奈國布哈里總統於 2022 年 10 月底批准奈國新創

法（Nigeria Startup Bill、NSB），奈國看好數位經濟潛力，為

扶持奈國科技生態系統與經濟發展制定相關規範以彌補現有

法律不足，如爭端規則、法規不確定、寬頻建設不足、資料

開放及數位平台限制等。奈國媒體與學者看好該法案可改善

奈國經商環境、鼓勵奈國科技業及吸引外人投資等。 

12. 奈國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於2023年2

月底通過「2050奈及利亞議程（Nigeria Agenda 2050）」，包括

1.65億美元創造就業、減少赤貧人數從830萬至210萬，及國民

所得成長7%等目標，以協助奈國經濟發展及所得轉型，並改

善高人口成長、經濟多元、社會不穩定、低生產力及高進口

依賴等挑戰。 

13. 奈國新汽車產業發展計畫：奈國聯邦執委會於2023.05.10公布

新國家汽車產業發展計畫（NAIDP）振興奈國汽車產業，該

政策將有小促進當地汽車產業生產力，達到當地自製率40%要

求及電動車自製率30%要求，以促進奈及利亞製造汽車、研發

及技術移轉等。2024年奈國聯邦政府外交部長 Yusuf Maitama 

Tuggar 宣布將首階段啟用100台電動巴士，未來目標達1,000

台；奈國壓縮天然氣（CNG）總統倡議將補助100萬台以上運

輸車輛之 CNG汽車轉換，以達到2027年取代使用汽油目標。 

14. 取消燃料補貼政策：奈國自2023.06.01起取消每月高達4,000

億奈拉燃料補貼，國際顧問公司肯定長期而言有助促進奈國

生產力及經濟發展，甚至有助就業與薪資提高。 

15. 允許奈拉浮動：奈拉自2023.06.16奈國央行（CBN）允許浮動

以統一國家外匯及刺激外匯市場，奈拉業從前官方美元奈拉

匯率1：460貶至1：1,500，黑市與交易市場差距縮小。 

16. 鄉村興建及農業行銷改善工程：奈國聯邦政府奈國農業及鄉

村發展部向世界銀行（WB）申請5億美元貸款用於鄉村道路

計畫及農業行銷（RAAMP）等，目前約9,200萬奈國人民苦於

鄉村道路間聯繫及擁有安全道路系統。RAAMP 計畫包括3大

內容，改善鄉村道路（3.87億美元）、氣候變遷韌性管理（1.58

億美元）、及強化機構及計畫管理（5,500萬美元）等。 

17. 中小企業補助計畫：奈國工貿投部執行提努布總統貿易補助

計畫（PCGS），委託奈國工業銀行（BOI）執行核發378億奈

拉補助奈國微中小企業，受惠個人及企業達100萬家。另奈國

Borno州成立時尚樞紐開幕典禮，目標創造4萬8個就業及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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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尚及製造業；查該計劃系屬奈國政府750億奈拉中小企

業支持計畫項下，將無條例提供30萬中小企業貸款，以促進

經濟成長及減少貧窮。 

主要產業概況及

未來發展策略 

奈國產業偏重石油、天然氣、電力、農業畜牧業、礦業及小型加

工廠等；電信服務、銀行金融與網際網路業近年迅速崛起，市場

蓬勃發展。基礎建設落後，工業則仍在起步階段。 

奈國主要產業包括： 

1. 原油及石化產業：奈國原油出口收入占總出口85%，過度依賴

石油單一經濟，經濟體質脆弱，易受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影響，

2023年受到盜油及油管破裂影響年度產量，平均每日原油產

量155萬桶。 

2. 石油氣及天然氣：近年來奈國致力於發展煉油廠，進行原油

加值及盼降低進口依賴。2020至2030年奈國聯邦政府將透過

國家天然氣擴張計畫，將天然氣列入國家能源轉型重點項目。 

3. 2021年奈國國內天然氣供應增加14.14%至64.8%，較2020年

50.66%增加，並預期未來天然氣需求將持續增加。2022年奈

國每日天然氣產量提高5.9%至2.5億標準立方英尺（standard 

cubic feet）。2022年11月底歐洲宣布擬自奈國進口2,200萬噸天

然氣，可望增加奈國外匯及國家收入。奈國國家石油公司

（NNPC）宣布將投注80億美元興建新國際天然氣管線（奈國

經尼日、阿爾及利亞至歐洲），NNPC進行中計畫包括250億美

元奈國至摩洛哥天然氣管道，連通奈國等11國天然氣出口，從

摩洛哥出口至歐洲。奈國石油監管會（NUPRC）執行長 Gbenga 

Komolafe 規劃於2030年前結束天然氣燃除，並目標於2060年

達到淨零碳排目標；渠並鼓勵外人投資非洲及能源產業潛

力。另根據 Punch媒體引述奈國天然氣燃燒指數，2020至2024

年間奈國天然氣商機達19億美元。 

4. 電力產業：奈國供電不穩定為外商投資奈國最大關切，近年

來WB、AfDB、USAID等國際組織協助奈國改善電力供應與

融資；另奈國聯邦政府核准共約86.4億奈拉部分基金執行第1

階段總統電力倡議，2022年起奈國聯邦政府與德國西門子執

行6,300萬歐元電力轉型計畫；2024年奈國政府提出3.1兆奈拉

能源轉型計畫，其中1.9兆美元執行能源轉型、另1.2兆美元執

行再生能源2060年計畫，以促進經濟及能源安全發展。 

5. 農業與糧食安全：奈國政府盼協助農業轉型、建構農業供應

鏈及產品加值；近年與巴西與美國等國雙邊合作包括：11億奈

拉農業機械化計畫，未來10年將提供訓練課程，成立780個服

務中心等。另美國將提供1,570萬美元協助奈國7州、5,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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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成長，確保奈國之糧食安全及營養均衡。世界銀行及非

洲輸銀並協助奈國發展農業加工出口園區，以提高農產量與

競爭力。 

6. 工業及製造業：奈國製造成本約為中國大陸9倍，歐洲4倍，

迦納2倍，尚需產業升級、提升生產及工業化，奈國央行並提

供額外融資協助中小企業採購升級設備與人培訓練。 

7. 礦業與鋼鐵：根據2016年奈國礦產路徑圖將對礦業進行開

發，並投入資源協助民間企業與產業發展。奈國篩選出煤、

炭、鐵、瀝青、金、石灰石、鉛及重晶石等7類礦物，盼提高

礦物加工技術及發展群聚。另奈國聯邦政府將投注2.3兆奈拉

協助礦業及鋼鐵業紓困；該資金將用於協助採礦及支持現有

工程，並盼持續吸引外資。2023年2月起奈國取消碳、木材及

其相關產品出口禁令，盼有助改善經商環境及改善國家外匯

收入，初估商機約1,584億美元。 

8. 電信服務：新冠疫情後期奈國最大科技及電信業者如網路系

統估應商及資料與電信公司等將是最大贏家，如 MTN 及

Spectranet 等公司獲得長期利益。另根據奈國通訊委員會數

據，2022年奈國電信所得貢獻700億美元，可協助奈國脫貧及

多元化經濟。查目前奈國已有超過2億條電話線及1.5億個網路

使用者，其寬頻訂戶達8,000萬戶，寬頻滲透率達45%。 

洽簽自由貿易

協定概況 

已生效: 

1. 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1975） 

2. 西非經濟與貨幣同盟（WAEMU）（1994） 

3. 開發中國家全球貿易優惠系統協定（GSTP）（1989） 

4. 西非貨幣區（West African Monetary Zone）（2000） 

5. 美國-奈國投資暨貿易架構協定（U.S.-Nigeria TIFA）（2000） 

6. 美國-ECOWAS投資暨貿易架構協定（US-ECOWAS）（2014） 

7.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定（AfCFTA）（奈國 2019.07.07簽署、

2020.11 批准並於 2020.12.05 提交完備國內程序通知書、

2021.01.01開啟交易日） 

 

三、臺奈及利亞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3,163萬美元（2025年 1-4月↑57.92%） 

6,745萬美元（2024年↓63.83%） 

1億 8,650萬美元（2023年↑32.31%） 

1億 4,096萬美元（2022年↓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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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進口值 142萬美元（2025年 1-4月↓95.17%） 

1億 6,275萬美元（2024年↓23.10%） 

2億 1,164萬美元（2023年↓55.92%） 

4億 8,008萬美元（2022年↓18.46%） 

雙邊貿易總值 3,305萬美元（2025年 1-4月↓33.18%） 

2億 3,020萬美元（2024年↓42.18%） 

3億 9,814萬美元（2023年↓35.89%） 

6億 2,104萬美元（2022年↓31.91%） 

主要出口項目 

（4位碼） 

橡塑膠機械（8477）、機動車輛零件（8708）、小客車及其他主要

設計供載客之機動車輛（8703）、聚縮醛初級狀態（3907）、丙烯

酸聚合物，初級狀態（3906）等（2024） 

主要進口項目 

（4位碼） 

石油（2711）、未塑性加工鋁（7601）、其他油料種子及含油質之

果實（1207）、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甲殼類動

物（0306）、木材厚度超過 6公厘者（4407）等（2024） 

我對奈國投資 依我投審司資料統計，截至 2024 年我對奈投資計 1 件、累計約

20萬美元。 

奈國對我投資 依我投審司資料統計，截至 2024年奈國在臺投資計 54件、累計

約 850.9萬美元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商展活動

及民間會議 

1. 2024 年 9 月外貿協會黃董事長志芳率我重要石化業者組團訪

奈，並首度舉辦「台灣科技日」，促進臺奈石化業者媒合。 

2. 2024 年 5 月外貿協會籌組「北非暨西撒哈拉貿易訪問團」至

象牙海岸、迦納、奈及利亞及阿爾及利亞，並辦理貿易洽談

會及「奈及利亞台灣月」活動，迦納與奈及利亞兩站共 210

位買主洽談 237場次，可能商機約 430萬美元。 

3. 2023 年 9 月外貿協會辦理「2023 西非包裝與食品處理展」

（Propak 2023），協助我在奈國與西非洲之經商網絡。 

4. 2023 年 6 月外貿協會籌組「西北非拓銷團」至象牙海岸、迦

納及奈及利亞三站，共與 442 位買主洽談 497 場次，總預計

促成商機為 1,015萬美元。 

5. 2022.09.30-10.08辦理「第 17屆阿布加商展」臺灣館，並協助

20家臺商蒐集買主名單與商機。 

6. 2021.09.14-16參加首屆奈國清真國際展（Halal Expo Nigeria）

及清真論壇，籌組臺灣形象館、協助 11家我商參展，並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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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線下實體展出與媒合會，協助我商拓展非洲清真市場。 

7. 自 2008 年起貿協每年組團赴奈及利亞辦理拓銷活動，並於

2013至 2015年籌組參展團參加 Abuja及拉哥斯之國際商展，

自 2017年起每年 11月參加拉哥斯國際商展，並由外貿協會每

年定期組團赴奈國舉行貿易洽談會。2020至 2022年間則受新

冠疫情影響，年度西非訪團及媒合會改線上辦理。 

8. 奈國買主在拉哥斯台貿中心邀請下，每年約 100 位來臺參觀

食品展、電子展、汽車零配件展及電腦展；亦邀請奈國大型

廠商代表出席貿協在臺辦理之「非洲經貿高峰會議」、「非洲

商機日」、「臺灣採購大會」及「台北國際食品展」等。 

9. 第 3屆台奈經濟聯席會議（2014.03.03、拉哥斯）。 

10. 第 2屆台奈經濟聯席會議（2008.09.01、拉哥斯）。 

11. 第 1屆台奈經濟聯席會議（2005.11.16、台北）。 

雙邊經貿協定 1. 臺奈國際快捷郵件服務備忘錄（1986.11.27） 

2. 臺奈互設單位備忘錄（1990.11.21） 

3. 臺奈加工出口區經濟合作協定（1994.04.07） 

4. 臺奈投資促進暨保障協定（1994.04.07） 

5. 臺奈反洗錢情報交換備忘錄（2012.01.31） 

6. 臺奈證券交易所備忘錄（2014.10.16） 

7. 外貿協會與奈國出口促進委員會貿易與經濟發展合作備忘錄

（2014.12.05） 

8.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奈國標準局備忘錄（2015.06.15） 

9.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與奈及利亞存款保險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2019.08.12） 

10. 中國輸出入銀行與奈國輸出入銀行轉融資合約（2021.02.09） 

11. 外貿協會與奈國阿布加商工會合作備忘錄（2021.09.14） 

12.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與奈國農產品聯合總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締盟儀式及臺奈農產品媒合會（2022.11.19） 

13. 台北市電腦公會與拉哥斯商會簽署合作備忘錄（2023.03.30） 

14. 台北市電腦公會與及國際貿易便捷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2023.03.30） 

15. 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公會與奈國農產品聯合總會簽署合作備

忘錄（2024.06.26） 

16. 台灣農機公會與奈國農產品聯合總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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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7） 

我國駐外經貿

單位 

⚫ 駐奈及利亞代表處經濟組 

Taipei Trade Office in Nigeria 

住址：23A Thompson Avenue, Ikoyi, Lagos, Nigeria 

電話：+234-1-4538935 

電郵：ngecon@sa.moea.gov.tw 

拉哥斯台灣貿易中心Taiwan Trade Center, Lagos 

電話：+234-806-287-5420 

電郵：lagos@taitra.org.tw 

資料來源：CIA - the World Factbook、IMF及WB資料庫、外交部、經濟部貿易署經貿統計、

駐奈及利亞代表處經濟組 

mailto:ngecon@sa.moea.gov.tw
mailto:lagos@taitr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