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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Switzerland)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23.02.09 

人口 874 萬人(2021) 

面積 4 萬 1,285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7,317 億瑞士法郎/7,460 億美金(2021) 

平均國民所得 84,055 瑞士法郎/85,736 美金(2021) 

經濟成長率 2.0 %(2022) 

工業成長率 -0.2%(2022:Q3) 

失業率 2.2%(2023.1) 

消費者物價指數 2.9% (2022) 

幣制 瑞士法郎(CHF)，1 瑞郎=1.02 美金 (2023.2.6) 

外債 2 兆 1,644 億美元（2021） 

進口值 3,565 億美元10 %(2022) 

出口值 4,018 億美元5.7%(2022) 

主要進口項目 
黃金(7108，27.6%)、醫藥製劑(3004，8.9%)、免疫產品(3002，

4.5%)、小客車(8703，3.1%)、電力(2716，2.6%)、首飾(7113，

2.5%)、石油(2710，1.7%)、石油氣(2711，1.6%)、自動資料

處理機(8471，1.1%)、鉑族金屬 (7110，1.0%) (2022) 

主要出口項目 黃金(7108，25%)、免疫產品(3002，12.5%)、醫藥製劑(3004，

11.6 %)、氮雜環化合物(2933，4.4%)、非貴金屬製手錶(9102，

3.9%)、首飾(7113，3.1%)、電力(2716，2.5%)、貴金屬製手

錶(9101，2.2%)、醫療用具(9021，1.8%)、醫學儀器(9018，

0.9%) (2022)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38.3%)、法國(19.8%)、義大利(11.4%)、奧地利(5.1%)、

荷蘭(2.5%)、美國(2.4%)、中國大陸(2.2%)、奈及利亞(2.1%)、

比利時(1.9%)、西班牙(1.5%) (2022)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29.7%)、法國(26.3%)、義大利(12.2%)、奧地利(5.8%)、

美國(3.0%)、荷蘭(2.8%)、比利時(1.7%)、英國(1.6%)、波蘭

(1.6%)、中國大陸(1.1%) (2022) 

二、 主要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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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 經濟成長: 

因能源危機及通貨膨脹加劇，瑞士聯邦經濟國務秘書處

(SECO)於 2022 年 12 月預期瑞士 2023 年經濟成長率只

有 0.7%，相較 2022 年的 2.1%疲弱。另瑞士工商聯合總

會(economiesuisse)發布 2023年景氣預測，認為 2023

年瑞士經濟不會陷入衰退，但將保持疲弱成長，GDP增

幅 0.6%；然而，優質勞動力不足、能源價格上漲、需求

衰退、通貨膨漲、地緣政治風險、供應問題及匯率變動

劇烈等因素持續拖累經濟成長，因此衰退風險仍存在。 

(2) 進出口貿易: 

*瑞士工商聯合總會(economiesuisse)2022 年底發布預期，

認為 2023 年瑞士製藥業、醫療技術及鐘錶業等高附加價

值產品出口將持續成長，化工產業取決於產品及出口市場

情形；機械、電器設備、金屬及紡織業產值將下降。 

瑞士機械電子金屬公會(SWISSMEM)預期因瑞郎升值、通

貨膨脹及能源危機，2023 年訂單將減少。瑞士機械、電機

與金屬業共有 32 萬的雇用人口，2022 年上半年出口上升

9%，但下半年出口減緩。 

*瑞士製錶業相較於其他行業，於疫情中表現良好。手錶

於 2021 年出口 223 億瑞郎，2022 年出口預計超過 240 億

瑞郎；奢侈品牌手錶於二手市場賣價仍高，保值性受到許

多買家的喜愛，2023 年瑞士仍著眼於向全球富豪銷售奢

侈品牌手錶，市場仍看好。 

*藥品及生技產品是瑞士最大出口部門之一，但瑞士與歐

盟尚未達成框架協議導致瑞士參加歐盟的研發計畫中斷，

影響該部門的研發計畫的進行，進而影響瑞士於醫藥部門

的全球領先地位。新開發的癌症療法因研發成本高昂，各

國的健保系統支付價格是否可支應，也將影響藥品及生技

產品出口。 

*依據瑞士旅遊局預測，2023 年於瑞士旅館過夜旅客應可

回復至 2019 年的 95%，其中有 8%來自瑞士本地旅客，

但仍無法彌補海外客群的流失。瑞士預估直至 2025-2026

年，遊客數量才可回復至 2019 年的水平；瑞士因物價高

昂，希望吸引的是具高購買力的客群。 

(3) 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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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國家銀行(the Swiss National Bank,SNB)預期 2023 年

瑞士通貨膨脹率 2.4%，相較於 2022 年 2.9%緩和。瑞士

工商聯合總會(economiesuisse)預期瑞士明年通膨率仍然

是 2.9%、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預測較樂觀為 1.5%。由

於近期瑞郎匯率升值，以致瑞士通貨膨脹率較鄰國為低。 

(4) 就業情況: 

瑞士聯邦經濟國務秘書處(SECO)2022 年 12 月預測 2023

年失業率 2.3%，其中醫藥、資訊通訊及機械工程等優質

人力仍然非常搶手。 

 (5) 基準利率調升: 

瑞士國家銀行為穩定物價宣布自 2022 年 6 月 17 日起調

升基準利率，由-0.75%調整至-0.25%。2022 年 12 月瑞士

國家銀行發表聲明將政策利率續調升到 1.0%，以對抗進

一步通膨壓力。 

2.經濟展望： 

(1) 瑞士聯邦委員會於 2023 年 1 月 11 日通過「2022 年對外

經濟政策報告」（Th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Report 

2022），該報告審視俄烏戰爭對全球及瑞士經濟影響，並

說明疫情後瑞士展現生產供應鏈的彈性。 

(2) 前揭報告指出，俄烏戰爭中鑒於俄羅斯及烏克蘭於食品

與能源供應商占重要地位，使歐洲與瑞士於天然氣與電力

供應方面情勢緊張，但因尋求其他供應來源，使食品與能

源短缺風險降低。 

(3) 瑞士聯邦委員會致力為生產及供應鏈的多元化盡可能創

造良好的框架條件，例如與貿易夥伴談判自由貿易協定時

促使對方致力於承諾開放及永續成長的市場。在面對戰爭

及天災等不可預期的事件，聯邦委員會將經由供應中介進

行干預，以確保物資不致嚴重短缺。 

(4) 瑞士將致力推動 WTO 改革、市場開放及多邊貿易框架，

同時將盡快結束與科索沃、馬來西亞、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及泰國的自由貿易談判；盼更新及現代化與英

國的 FTA。此外，與歐盟的框架協議因談判尚缺乏足夠的

共識，將繼續展開探索性會談(exploratory talks)。 

(5) 瑞士的銀行於 2022 年上半年幫客戶管理的資產較 2021

年縮水 4.4%，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計畫裁員 9000 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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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部分銀行業務後，2023 年也必須重新恢復穩定。至於

瑞士希望居領先地位的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也因

FTX 的崩潰而陷於危機之中。 

 

重要經貿政策 1. 瑞士自 2022 年 5 月 2 日起取消入境前實施之新冠疫情檢

測管制措施。因此入境瑞士不再需要出示任何疫苗接種

證書、康復證明、陰性篩檢或入境表格；對中國遊客也未

採取任何管制措施。   

2. 瑞士將持續推動 WTO 改革、市場開放及多邊貿易框架，

同時將盡快結束與科索沃、馬來西亞、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及泰國的自由貿易談判；盼更新及現代化與英

國的 FTA。 

3. 瑞士於 2021 年 5 月單方面中斷與歐盟的框架協議談判，

後因談判尚缺乏足夠的共識，將繼續展開探索性會談

(exploratory talks)。雙方談判無進展使瑞士無法參加歐盟

的科研計畫 Horizon Europe，大學的科研經費受到嚴重影

響。另瑞士對歐盟國家跨境至瑞士工作是否享有薪資水

平及社會福利的的保護等議題無法與歐盟達成協議。 

4. 因應俄烏戰爭，瑞士比照歐盟對俄羅斯採取制裁措施，歐

盟係於 2022 年 12 月 16 日通過對俄羅斯進行第 9 輪制

裁，瑞士也比照修正有關烏克蘭情勢措施法的附錄，追加

200 個人與實體為制裁對象。制裁內容含禁止提供民意調

查服務相關的市場宣傳與研發及測試；對軍民兩用物資、

軍用科技貨品、為俄羅斯發展國防、安全與科技之貨品實

施出口管制。此外，對航太產業的貨品出口管制將延伸至

無人機與飛機引擎。 

5. 瑞士聯邦委員會於 2022 年 12 月 21 日的會議上，討論歐

盟計畫採取的減少電力消耗及降低價格措施；決定於自

願性基礎上實施歐盟的節電目標。這項自願性節電目標

將至 2023/2024 冬天為止。瑞士節電目標為 2023 年 1 月

至 3 月，及 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用電量與過去 5 年同期

水平相比減少 10%；此外，2023 年 1 月至 3 月，高峰用

電量必須較過去 5 年平均減少 5%。另歐盟現行措施如化

石燃料團結稅等，鑒於經濟情勢及瑞士通貨膨脹率低於

部分歐洲國家，認為不需要跟進歐盟採取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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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瑞士聯邦委員會 2022 年 2 月 2 日宣布將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廢除工業產品的進口關稅以加強工業競爭力，透

過該措施進口商成本可下降，刺激市場需求，並有利出口，

及加速脫離疫情後之經濟復甦。 

7. 2022 年 6 月聯合國大會選出日本、瑞士、莫三比克、馬

爾他、厄瓜多等 5 國出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任期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為期兩年。此為瑞士首次擔任聯合

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8. 瑞士聯邦政府計畫逐步推動瑞士各邦企業稅符合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自 2023 年起計畫實施的全球最低

稅負制，並將分階段推動該新制。瑞士聯邦委員會計畫啟

動新型聯邦補充稅(supplementary tax)，該稅適用於全球

營業額超過 7.5 億歐元之企業，且位於瑞士各邦企業稅率

低於 15%的大型企業。瑞士聯邦政府將收取補充稅款的

25%，用於發展瑞士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及改善投資環境的

優勢。另 75%的補充稅所得將由瑞士各邦自行運用，屆

時瑞士企業稅率低於 15%的邦可透過該款項發展其投資

環境。該措施不僅配合了 OECD 之國際標準，並同時考

慮了瑞士各邦的稅制差異。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已生效：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歐盟、法羅群島、英國、日本、

中國大陸、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摩洛哥、

墨西哥、馬其頓、約旦、新加坡、智利、突尼西亞、韓國、黎

巴嫩、南部非洲關稅同盟(SACU)、埃及、加拿大、塞爾維亞、

阿爾巴尼亞、哥倫比亞、秘魯、烏克蘭、蒙特内哥羅、香港、

海灣合作理事會(CCC)、哥斯大黎加+巴拿馬、波士尼亞與赫

塞哥維納、菲律賓、喬治亞、厄瓜多、印尼。 

已簽署、尚未生效：無 

談判中： 

泰國、印度、越南、馬來西亞、摩爾多瓦、南方共同市場(阿

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                                                                                                                                                                                                                                                                                                                                                                                                                                                                   

 

三、 臺瑞士雙邊經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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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出口值 9 億  727 萬美元(2022 年↑19.18%/12 月為初估) 

7 億 6,124 萬美元(2021 年↑41.45%) 

5 億 3,818 萬美元(2020 年↓10.12%) 

5 億 9,876 萬美元(2019 年↑0.55%) 

我國進口值 24 億  830 萬美元(2022 年↑6.9%/12 月為初估) 

22 億 5,212 萬美元(2021 年↑0.67%) 

22 億 3,697 萬美元(2020 年↑22.44%) 

18 億 2,699 萬美元(2019 年↓4.04%) 

雙邊貿易總值 33 億 1,558 萬美元(2022 年↑10.03%/12 月為初估) 

30 億 1,333 萬美元(2021 年↑9.85 %) 

27 億 7,515 萬美元(2020 年↑14.40%) 

24 億 2,575 萬美元(2019 年↓2.94%) 

我國主要出口項

目 (8 位碼) 

靜電式變流器、積體電路、冷軋不銹鋼製品、交換器及路由

器、兩輪腳踏車、車輛零件、黃金、熱軋不銹鋼條、塑膠製

實驗室衛生及醫療用品、機器零件、電動機動力腳踏車

(2022 年) 

我國主要進口項

目 (8 位碼) 

黃金條塊、手錶、黃金半製品、免疫產品、金氫化鉀、抗癌

藥、其他醫藥製劑、貴金屬制首飾、貴金屬化合物及貴金屬

汞合金、人工骨頭及骨球等、燃氣渦輪機零件、製造半導體

裝置或積體電路之機器 (2022 年) 

我國對瑞士投資 4 億 2,511 萬美元（本部投審會統計自 1970 至 2023 年 2

月） 

瑞士對我國投資 391 件，10 億 3,721 萬萬美元（本部投審會統計自 1970 至

2023 年 2 月） 

重要官方會議 2021 年 12 月 1 日瑞士聯邦經濟國務秘書處(SECO)雙邊經貿

關係司司長 Erwin Bollinger 與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局長文

若舉行首次視訊會議。 

重要民間會議 1. 2015 年 10 月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瑞士瑞亞商

會(SACC)在蘇黎士舉辦「第 1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

議」，主題為「Doing Business in Taiwan：Discover Trade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Heart of Asia」，另安

排參訪「金融」、「精密機械」及「生技製藥」產業瑞士

廠商。 

2. 2017 年 11 月 1-4 日我國經協會與臺灣生物協會率「生

技產業參訪團」與瑞士瑞亞商會共同舉辦「第 2 屆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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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經濟合作會議」，進一步強化臺瑞兩國生技產業與技

術之交流合作，會後我訪團另參訪瑞士生技製造商。 

3. 2021 年 11 月 30 日我國經協會與瑞亞商會透過視訊舉辦

「第 3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就「科技優勢提升競

爭力」主題促進臺瑞雙方產業交流與合作。 

4. 2022 年 2 月瑞士電子暨微技術中心（CSEM）、瑞士電

池應用與技術發展中心（iBAT）與我國工研院及台商等

共同舉辦「臺瑞電動車電池商機媒合」視訊會議。 

5. 2022 年 6 月 14 日瑞士醫療技術協會(Swiss Medtech)邀

請我國擔任「瑞士醫療日」  主題國，我國政務委員唐

鳳並擔任主講人並透過視訊接受訪問。另台北榮總李副

院長偉強、雲象科技葉執行長肇元、瑞士臺商 Onward 

Therapeutics SA 公司負責人暨工研院院士葉常菁博士、

歐洲台灣生技協會會長高子翔博士等亦出席會議專題報

告。 

6. 2022 年 11 月 23 日在巴賽爾舉行 1 年 1 度的「瑞士創新

論壇」(Swiss Innovation Forum)，台北擔任該年度焦點

城市，主辦單位創設台北形象攤位並邀請我國 5位新創

業者(艾知科技、優必闊科技、航見科技、即思創意、

Skyvor醫療公司)參與。 

7. 2023 年瑞士氫能協會會長 Andreas Zuettel 預計率團參加

2023 年智慧城市展並於 3 月 30 日於台北舉辦「第 4 屆

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以「氫能及燃料電池」為主

題，與台灣氫能與燃料電池夥伴聯盟及工研院等作交

流。 

雙邊經貿協定 1. 1993 年完成臺瑞「貨品暫准通關證制度」執行議定書簽

署。 

2. 1995 年 12 月完成臺瑞「相互授予專利優先權」換文。 

3. 2004 年 2 月我投資業務處與瑞士瑞臺貿易協會(STTG)

簽署「臺瑞促進投資意願書」。 

4. 2005 年 12 月 1 日工研院與瑞士電子及微技術中心

(CSEM)簽署技術合作意願書。 

5. 2007 年 8 月我衛生署簽證處與瑞士衛生署(由

Swissmedic 機構出面)相互批准雙方醫療器材認證手續。 

6. 2007 年 10 月 8 日我駐瑞士文化暨經濟代表團與瑞士駐

臺商務辦事處(TOSI)簽署「臺瑞(士)避免所得稅雙重課

稅協定」。 

7. 臺瑞財政部就加值型營業稅互惠退稅完成換文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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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財政部於 2010 年 11 月將我國列入可互惠退還加值

型營業稅國家名單，是項互惠退稅追溯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8. 2011 年 7 月 17 日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TTRI)

與瑞士聯邦材料測試及研究中心(EMPA)及瑞士紡織協會

(Swiss Textiles)分別簽署技術合作備忘錄(MOU)。 

9. 2011 年 12 月 13 日臺瑞「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協定」正

式生效，溯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10. 2015 年 2 月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瑞士瑞亞商會

簽署合作備忘錄(MOU)。 

11. 2018 年 1 月 31 日中華民國紡織品國際研發交流協會

(TRDAI)與瑞士紡織公會簽署合作備忘錄(MOU)。 

12. 2018 年 10 月 8 日經濟部與瑞商 Straumann Group AG 於

全球招商論壇簽署「投資意向書(LOI)」。 

13. 2019 年 3 月 5 日歐洲台灣生技協會(Europe-Taiwan 

Biotech Association，ETBA)與瑞士生物技術協會(the 

Swiss Biotech Association，SBA)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 

資料來源：駐瑞士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局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