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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Switzerland)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24.11.01 

人口 896.2萬人(2023年) 

面積 4萬 1,285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8,036.3億瑞士法郎(2023年) 

平均國民所得 90,027瑞士法郎(2023年) 

經濟成長率 0.7%(2023年) 

工業成長率 0.1% (2023年) 

失業率 2% (2023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 2.1% (2023年)  

幣制 瑞士法郎(CHF)，1美元=0.8662瑞士法郎(29.10.2024) 

外債 1兆 899億瑞士法郎(至 Q3 2024年) 

進口值 3,289.5億瑞士法郎(2023年) 

出口值 3,778億瑞士法郎(2023年) 

主要進口項目 
前 10大項依序為：化學及藥品、機械及電子、運輸工具、金

屬與其製品、能源、食品暨飲料、紡織品衣物鞋類、精密機

械、珠寶首飾、塑膠類等製品(2023年) 

主要出口項目 
前 10大依序為：化學及藥品、機械及電子、鐘錶類產品、精

密機械、金屬與其製品、珠寶首飾、食品暨飲料、運輸工具、

紡織品衣物鞋類、塑膠類製品(2023年) 

主要進口來源 10 大貿易進口夥伴依序為：德國(占總出口額 18.2%)、美國
(9%)、義大利(7.8%)、法國(6%)、中國大陸(5.6%)、斯洛維尼
亞共和國(3.7%)、奧地利(3%)、阿拉伯聯合大公國(2.9%)、西
班牙(2.8%)及烏茲別克共和國(2.2%)。(2023年) 

主要出口市場 10大貿易出口夥伴依序為：美國(15%)、德國(12.2%)、中國
大陸(10.7%)、義大利(6.4%)、法國(4.8%)、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4.2%)、印度(4%)、土耳其(3.9%)、香港(3.6%)及英國(3.5%)。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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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 經濟成長:  
瑞士聯邦經濟國務秘書處(SECO)2024 年 9 月公布最新
瑞士 2023年經濟成長率為 0.7%(經體育賽事調整經濟成
長率為 1.2%)；2024年預估經濟成長率為 1.6%(經體育賽
事調整經濟成長率為 1.2%)。另瑞士工商聯合總會
(economiesuisse)2024年 6月發布之景氣預測指出，由於
地緣政治不確定性、中美貿易衝突、烏克蘭及中東的軍

事衝突，全球經濟成長緩慢，故抑制國外對瑞士產品與

服務的需求，反之，瑞士國內需求相對穩定，經濟呈現

溫和成長，通膨處於目標範圍、低失業率及適當的利率

水準，有利於瑞士經濟。其預測 2024年瑞士整體國內生
產毛額(GDP)成長率為 1.1%；2025年為 1.4%。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 2024年 10月指出，全球經濟前景雖然不
樂觀，但將有所改善，並預計 2024年及 2025 年瑞士經
濟成長率為 1.3%。 瑞銀(UBS)經濟學家預測 2024 年瑞
士經濟成長率為 1.4%。                            

(2) 進出口貿易： 
瑞士聯邦經濟國務秘書處 2024年 9月表示，全球經濟
美國經濟呈現疲軟、日本 GDP出現萎縮，而英國及中
國的 GDP成長相對強勁，歐元區經濟從疲軟中復甦但
仍然低迷，此對瑞士出口經濟產生抑制作用，總體而

言，瑞士預期未來幾季的全球需求仍然低於歷史水準。

瑞士工商聯合總會(economiesuisse)2024年 9月新聞稿表
示，製藥、醫療用品產業將擺脫經濟逆境、銀行及保險

業將穩定成長，雖然瑞士出口持續受到國際需求疲軟影

響，其中歐洲影響尤為嚴重，但瑞士出口前景看好，其

預期中國對瑞士手錶需求將再次回升，工業訂單狀況樂

觀，機械及紡織業有機會在 2025年恢復成長 
藥品及生技產品是瑞士最大出口部門之一，瑞士諾華製

藥集團(Novartis)2024年 5月併購美國放射性藥物
Mariana Oncology公司、於 2024年 1月收購中國大陸
Sanreno生物科技公司，並在先前於 2023年 10月轉讓
山德士(Sandoz)學名藥部門後，致力於開發創新療法。
另外瑞士學名藥 Sandoz製藥集團 2024年 1月收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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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rus眼藥生技公司、羅氏公司(Roche)2023年以 23
億瑞士法郎收購一家美國研製減肥藥的生技公司，但製

藥業仍無法擺脫藥品價格下降的政治壓力，美國政府根

據ȹ降低通膨法案ȹ進行降低處方藥品價格談判。 
瑞士製錶業 2023年全年出口為 267.41億瑞士法郎，與
2022年相比成長 7.6%。專家預期雖然網路商店興盛，
但手錶在實體零售店的銷售仍比線上交易更為重要，此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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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仍被看好。製錶業的未來對印度市場寄

予厚望，預計在未來十年內，印度有機會成為瑞士十大

出口市場之一。 
瑞士機械、電子與金屬產業公會(Swissmem)2024年 5月
表示該產業處於衰退，預計在 2024年景氣探底。此產
業在 2024年第一季商品出口與 2023年同期相比衰退
8.5%，達 169億瑞士法郎，其中對歐盟出口衰退
11.6%、美國衰退 2.6%、亞洲衰退 0.9%。若以單一國家
來看，對德國衰退最為嚴重(-12%)，反之對中國出口成
長 7.1%及印度成長 8.1%。 

(3) 通貨膨脹： 
瑞士國家銀行(SNB) 2024年 9月指出，瑞士通貨膨漲率
持續下跌，在 2024年 5月瑞士的通貨膨漲率為 1.4%，
在 8月份為 1.1%，通貨緊縮的主要因素為進口貨物及服
務價格下跌，反之，通貨膨漲主因是瑞士境內服務價格

上漲。該行預估瑞士的年平均通貨膨漲於 2024年為
1.2%，2025年為 0.6%，2026年為 0.7%。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24年 10月預測瑞士 2024年通膨
率為 1.3%(3月預測為 1.5%)、2025年為 1.0%(3月預測
為 1.2%)；瑞銀經濟學家認為瑞士境內通膨現象正在衰
退，預測 2024年通貨膨脹率下調為 1.1%(去年預估為
1.2%)，預估 2025年通貨膨脹率為 0.7%(去年預估為
1%)。 

(4) 就業情況： 
瑞士聯邦經濟國務秘書處(SECO) 於 2024 年 9 月指出，
2023年失業率為 2%，並預期 2024年失業率為 2.4%，2025
年為 2.6%。瑞士經濟景氣研究中心(KOF)2024 年 9 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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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瑞士經濟特點為勞動力市場情況穩定，預測 2025 年瑞
士就業人數增加 1%，略低於中期平均值，2026年為 1.1%；
失業率情況則微幅上升，2025年失業率為 2.7%，2026年
為 2.8%，仍未超過平均值。 
人力資源顧問萬寶盛華公司(Manpower)2024年 9月指出，
由於總體經濟狀況嚴峻，瑞士企業預期就業前景衰退，尤

其在金融及房地產產業，預計 2024 年第四季人才招募放
緩；反之資訊科技產業預期前景樂觀及消費產品及服務業

的前景也良好。2023年公司重組、縮編及裁員數量明顯增
加，企業減少過剩的產能，尤其在製藥產業，裁員人數占

總裁員人數的 30%。然而招募專業技術員工的難度較去年
同期略有下降。 

(5) 基準利率調降： 
瑞士國家銀行(SNB)為穩定物價宣布自 2024年 9月 26日
起調降基準利率 0.25 碼，由 1.25%調整至 1.0%，並自 9
月 27 日生效。此次調降利率主因為與 2024 年第二季相
比，瑞士通貨膨漲上漲壓力已再度降低，因此該行決定調

降基準利率。另該央行將密切觀察瑞士通貨膨漲情況，不

排除在必要的情況下進一步升息，以確保瑞士物價穩定。 
(6) 退休金改革制度： 
瑞士退休年金主要分為三大支柱，其中第一支柱 - 老年
與遺族年金保險(AHV)及殘障保險(IV)屬於強制投保年
金險；第二支柱 -職業年金險(BVG)為員工強制投保，為
受僱員工之職業年金險，雇主與獨立執行業務者得自由

投保；第三支柱則為非強制年金，透過增列所得稅法之扣

除額，鼓勵私人儲蓄。瑞士於 2024年 9月 22日針對「職
業退休金改革」提案舉行公投，職業退休金(BVG)改革由
瑞士政府和議會提出，涉及對職業退休金部分參數的修

改，公投結果為 32.88%贊同、67.12%反對，予以否決。 
2、經濟展望： 

瑞士聯邦經濟國務秘書處（SECO）2024 年 9 月份預測
瑞士 2023年國內生產毛額（GDP）經體育賽事調整後成
長率為 1.2%（2024年成長 1.2%及 2025年為 1.6%）；民
間消費成長 1.5%（2024年及 2025年成長 1.5%）；公共
支出成長 1.7%（2024年成長 1.5%及 2025年成長 1.1%）；
營建投資衰退 2.7%（2024 年成長 0.5%及 2025 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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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生產設備投資成長 1.4%（2024 年衰退 2.0%及
2025 年成長 3.1%）；貨品出口成長 2.8%（2024 年成長
5.1%及 2025 年成長 2.9%）；服務出口衰退 0.6%（2024
年成長 2.3%及 2025年成長 3.5%）；貨品進口成長 0.9%
（2024年成長 2.8%及 2025 年成長 3.5%）；服務進口成
長 9.2%（2024年成長 3.9%及 2025年成長 4%）；全職就
業率為 2.1%(2024年為 1.4%及 2025年為 1.2%)；失業率
為 2%（2024年為 2.4%及 2025年為 2.6%）；消費者物價
指數上漲 2.1%（2024年上漲 1.2%及 2025年上漲 0.7%）。 

重要經貿政策 1. 持續推動自由貿易協定： 
瑞士係出口導向的國家，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主
張自由貿易，亦是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成員國，瑞士
與歐盟及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各簽有自由貿易協定(FTA)，
因此瑞士對輸出入歐盟市場之工業產品，基本上免除了

所有關稅及沒有配額限制。 
瑞士自由貿易協定大多透過 EFTA 對外簽訂，僅少數係
由瑞士與貿易夥伴直接簽署，瑞士於 2023年 12月 15日
通過與歐盟框架協議談判授權草案，並與智利、印度、馬

來西亞、南方共同市場、泰國與英國等進行新的或更新

FTA 的談判。同時瑞士與摩爾多瓦已簽署 FTA、議會已
批准與印尼的投資保護協定、與美國的醫藥產品良好生

產規範(GMP)相互承認協議(MRA)已於 2023年 7月生效。
另外 EFTA與智利現代化的更新 FTA於 2024年 1 月 19
日完成談判。 

2. 自 2024年起取消工業產品關稅： 
瑞士做為一個小型經濟體，希望支持全球貿易自由化及

降低貿易障礙，2024年 1月 1日起，瑞士不再對任何原
產地的工業產品徵收進口關稅，預計每年將為瑞士帶來

超過 8.6億瑞郎的福利收益。由於進口的工業產品涵蓋製
造過程的中間投入，取消工業關稅可減輕企業和消費者

的財務及行政負擔。至於農漁產品則不屬於工業產品，需

持續繳納關稅。 
3. 配合 OECD全球租稅改革之企業最低稅負制： 
依據瑞士聯邦委員會 2022年 8月 17日公布，針對 OECD
與 G20 的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瑞士聯邦委員會決定分
階段進行。相關條例將規定暫時以徵收「補充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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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ary tax)的方式，確保年營業額大於 7.5億歐元
的國際企業繳交最低稅負。瑞士聯邦委員會自 2024 年 1
月 1日起在瑞士徵收補充稅，以防止稅基受到侵蝕而有利
其他國家。依據瑞士憲法修正案，最低稅負案在正式相關

法律制定前，將先以條例(ordinance)實施。 
4. 對歐盟 CBAM的因應： 
歐盟自 2023 年 10 月起對部分產業的進口產品實施碳邊
境調整機制(CBAM)過渡期，至 2026 年逐步引進碳進口
稅、2034 年全面實施。瑞士非歐盟會員國，依據瑞士聯
邦委員會 2023 年 6 月 16 日公告，瑞士聯邦委員會批准
報告，建議過渡期暫時不要在瑞士引進 CBAM機制，因
為該機制具體實施細節仍有待確定，也尚未提供穩定的

架構，無法估計會外瑞士公司帶來多少額外的行政負擔。

另瑞士排放交易體系(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TS)係參
照歐盟 ETS 設計，雙方簽有協定使兩套系統互相連結，
排放配額(emission allowance)可互相承認，協定於 2020年
1 月 1 日生效；瑞士為 EFTA 成員，可豁免實施歐盟
CBAM。 

5. 持續與歐盟恢復框架協議談判： 
歐盟是瑞士最重要的經貿夥伴，雙方政經關係緊密。1972
年簽署之瑞士-歐盟自由貿易協定為雙方工業產品建立自
由貿易框架條件。 
瑞士自 2014年起持續努力與歐盟進行更全面的雙邊「框
架協議」談判，惟 2021 年 5 月 26 日瑞士聯邦委員會宣
布，由於雙方就工資保護、國家補助、人員自由流動、以

及工作居留規定等議題無法達成共識，停止雙方為期 7年
之框架協議談判。之後於 2022 年 2 月 25 日瑞士政府通
過採取「完整套案模式」與歐盟進行會談，並於 2022年
3 月起就框架協議進行套案(package)項目的探索性會談
(exploratory talks)。2023年 6月 21日聯邦委員會設定新
的談判授權參數，同年 11月審查與歐盟探索性會談的結
果並開始準備框架協議的談判授權，同年 12 月 15 日通
過與歐盟新的談判授權草案。 

6. 致力與英國發展雙邊經貿關係： 
為因應英國脫歐，瑞士與英國簽署 FTA於 2021年 1月 1
日生效，以確保雙方與貿易有關的權利與義務與英國脫



7 
 

歐前大致一致。為進一步加強貿易關係，雙方曾於 2022
年下半年舉行加強貿易協定的探索性會談，並進行公眾

意見徵詢。2023年 2月 15日瑞士聯邦委員會通過加強與
英國貿易協定的談判授權，瑞士目標為範圍廣泛的貿易

協定，確保對瑞士重要的產業別進入英國市場可享有非

歧視性待遇。瑞士聯邦委員 Karin Keller-Sutter與英國財
政大臣 Jeremy Hunt於 2023年 12月 21日於瑞士首都伯
恩簽署金融服務領域相互承認協議(the Berne Financial 
Services Agreement)，該協議有助提高英國與瑞士金融中
心的競爭力，及進一步加強密切的合作。 

7. 與美國經貿關係： 
瑞士力圖推動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然而雙方談判

進展停滯不前。2023年 1 月瑞士與美國簽署「藥品良好
生產規範」相互承認協議，有助於簡化瑞士藥品送請美國

FDA批准時程。 
8. 持續與中國加強雙邊關係： 
瑞士於 1950 年 1 月 17 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第一
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雙方建交以來中國為瑞士在亞

洲最重要貿易夥伴及全球第 3 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與
歐盟)，習近平曾於 2019年訪問瑞士，瑞士前任總統 Ueli 
Maurer亦於當年率團訪問中國。 
瑞士與中國於 2013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是中國與歐洲
國家首次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於 2024年 1月 14日率團抵達瑞士，
除參加 2024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並由瑞士輪值總統兼
國防部長 Viola Amherd於 1月 15日於瑞士接待該訪團。
此為疫情後雙方首次高層會議，雙方亦就 2017年啟動的
進一步更新自由貿易協定的評估研究完成簽署聯合聲

明，以推動未來進一步的談判。 
9. 瑞士能源措施： 
瑞士環境署(BAFU)於 2019年 9月發表了 2020至 2050年
的減碳階段性目標，第 1階段為 2020年減少 20%，2030
年減少 50%，至 2050年底排碳量應回到 1990年的標準。
瑞士下議院 2020年 6月 9日通過減碳目標至少 75%必須
在瑞士國內完成，以增加瑞士工作機會及減少對他國的

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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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機食品認證： 
依據瑞士有機產品協會(Bio Suisse)2021年 1月 6日公布
之產品進口指南，來自以下國家且通過當地有機認證之

產品，符合進口條件：阿根廷、澳洲、智利、哥斯大黎加、

歐盟、印度、以色列、日本、加拿大、紐西蘭、突尼西亞

以及美國。自其他國家進口之有機產品須通過歐盟或瑞

士農業局認可之機構之檢驗。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已生效：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土耳其、
以色列、法羅群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摩洛哥、墨西哥、

北馬其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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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塞爾維
亞、阿爾巴尼亞、哥倫比亞、秘魯、烏克蘭、蒙特內哥羅、

香港、中國大陸、海灣合作理事會（GCC）、中美洲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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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及英國。 

已簽署、尚未生效： 

摩爾多瓦（於 2023 年 6 月 27 日在列支敦士登沙恩舉的 
EFTA 部長級會議期間簽署。）、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與
智利於 2024年 6月 24日簽署現代化更新自由貿易協定、歐
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與印度於2024年3月10日簽署FTA。 

研議談判中：  

越南、馬來西亞、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泰國。 

簽署合作意向書： 

蒙古共和國、模里西斯、巴基斯坦、緬甸、科索沃及奈及利

亞。                                                                                                                             
 

三、 臺瑞士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4億 3,113萬美元(2024年 1至 9月↓25.38%) 

7億 2,559萬美元(2023年↓19.93%) 

9億 622萬美元(2022年↑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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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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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我國進口值 19億 2532萬美元(2024年 1至 9月↑21.16%) 

21億 839萬美元(2023年↓12.75% ) 

24億 1,656萬美元(2022年↑7.27%) 

22億 5,267萬美元(2021年↑0.70%) 

22億 3,697萬美元(2020年↑22.44%) 

18 億 2,699 萬美元(2019 年↓4.03%) (依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統

計資料) 

雙邊貿易總值 23億 3,564萬美元(2024年 1至 9月↑8.75%) 

28億 3,397萬美元(2023年↓14.71%) 

33億 2,278萬美元(2022年↑10.25%) 

30億 1,392萬美元(2021年↑8.60%) 

27億 7,515萬美元(2020年↑14.40%) 

24 億 2,575 萬美元(2019 年↓2.94%) (依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統

計資料) 

我國主要出口項

目 

(4位碼) 

積體電路(占我國出口至瑞士總金額之 13.5%，關稅代碼

8542)、電話機與通訊器具(占 9.1%，關稅代碼 8517)、磁性

或光學閱讀機(占 6.8%，關稅代碼 8471)、車輛零件及附件

(占 5%，關稅代碼 8714)、變壓器及靜電式變流器(占

4.6%，稅代碼 8504)、機器腳踏車(占 4%，關稅代碼

8711)、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儀器及用具(占 3.6%，關稅代碼

9018)、鋼鐵製螺釘及類似製品(占 3.3%，關稅代碼 7318)、

非動力之二輪腳踏車及其他腳踏車(占 3.1%，關稅代碼

8712)、黃金與其半成品(占 3%，關稅代碼 7108)。 (2023

年，依據瑞士海關資料) 

我國主要進口項

目 

(4位碼) 

人類血液及已調製動物血液(占我國從瑞士進口總金額之

15.6%，關稅代碼 3002)、醫藥製劑(占 13.9%，關稅代碼 3004)、

黃金與其半成品(占 10.9%，關稅代碼 7108)、手表、懷表及其

他表(占 10.3%，關稅代碼 9102)、外殼為貴金屬之手表、懷表

及其他表(占 9.6%，關稅代碼 9101)、貴金屬之膠體物與無機

或有機化合物(占 6.7%，關稅代碼 2843)、貴金屬首飾及其配

件(占 3.5%，關稅代碼 7113)、蒸氣鍋爐集水箱等之減壓閥或

控制閥(占 1.9%，關稅代碼 8481)、整形用具及人造身體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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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替代品(占 1.7%，關稅代碼 9021)、主要供製造半導體晶柱

或積體電路及平板顯示器之機器或器具(占 1.7%，關稅代碼

8486)。 (2023年，依據瑞士海關資料) 

我國對瑞士投資 32件，4億 2,511萬美元 （本部投資審議司統計自 1970至

2024年 9月） 

瑞士對我國投資 398 件，10 億 6,995 萬美元 （本部投資審議司統計 1970至

2024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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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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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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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3 月 30 日國經協會與瑞士氫能協會及兩國相關

業者舉辦「第 4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暨氫能及燃料

電池產業商機論壇」。 

5. 2024 年 5 月 16 日國經協會與瑞士氫能協會於洛桑理工

學院 Valais 校區舉辦「第 5 屆臺瑞(士)經濟合作會議」，

並邀請瑞士聯邦政府能源署科長 Stefan Oberholzer 及官

方機構貿易與投資署(S-GE)亞太區資深顧問Alain Graf參

加。 

雙邊經貿協定(備

忘錄) 

1. 1993年：臺瑞「貨品暫准通關證制度」執行議定書於 1993

年完成簽署。 

2. 1995年：臺瑞「相互授予專利優先權」於 1995年 12月完

成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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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4年：「臺瑞促進投資意願書」於 2004年 2月由我投資

業務處與瑞士瑞台貿易協會(STTG)簽署。 

4. 2005年：我工研院於 2005年 12月 1日與瑞士電子及微技

術中心(CSEM)簽署技術合作意願書。 

5. 200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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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瑞(士)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協定」於 2007年

10月 8日由我駐瑞士文化暨經濟代表團與瑞士駐臺商務辦

事處(TOSI)代表雙方簽署。 

7. 2010年：臺瑞財政部就加值型營業稅互惠退稅完成換文後，

瑞士聯邦財政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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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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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瑞士紡織公會 (Swiss 

Textiles)於 2011 年 7 月 17 日分別簽署技術合作備忘錄

(MOU)。 

9. 2011年：臺瑞「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協定」於 2011年 12

月 13日正式生效，溯自 2011年 1月 1日起實施。 

10. 2015 年：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與瑞士瑞亞商會於

2015年 2月簽署合作備忘錄(MOU)。 

11. 2018 年：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與瑞士紡織

公會(Swiss Textiles)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 

13. 2019年：我歐洲臺灣生技協會與瑞士生技協會於 2019年

3月簽署合作備忘錄(MOU)。 
資料來源：駐瑞士代表處經濟組、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貿易統計資料、瑞士海關

資料、經濟部投資審議司統計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