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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Swiss)經貿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2022.06.23 

人口 867 萬人(2021) 

面積 4 萬 1,285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8,126 億美元(2021，暫估值) 

平均國民所得 93,720 美元(2021，暫估值) 

經濟成長率 3.6%(2021) 

工業成長率 1.7%(2022:Q1) 

失業率 2.1%(2022.05) 

消費者物價指數 0.6% (2021) 

幣制 瑞士法郎(CHF)，1 美元= 0.96 CHF (2022.6.20) 

外債 2 兆 1,315 億瑞士法郎（2021） 

進口值 3,241 億美元11.0%(2021) 

出口值 3,802 億美元19.1%(2021) 

主要進口項目 (4

位碼) 

黃金(7108，28.6%)、醫藥製劑(3004，8.3%)、免疫產品(3002，

4.5%)、小客車(8703，3.2%)、首飾(7113，2.6%)、電力(2716，

1.3%)、石油(2710，1.2%)、自動資料處理機(8471，1.2%)、

鉑族金屬 (7110，1.1%)、鉑族金屬 (8517，1.0%) (2021) 

主要出口項目 (4

位碼) 

黃金(7108，22.8%)、免疫產品(3002，13.2%)、醫藥製劑(3004，

13.1%)、氮雜環化合物(2933，4.0%)、非貴金屬製手錶(9102，

3.9%)、首飾(7113，3.0%)、貴金屬製手錶(9101，2.2%)、醫

療用具(9021，1.8%)、電力(2716，1.0%)、醫學儀器(9018，

1.0%) (2021)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19.3%)、英國(11.3%)、美國(7.5%)、義大利(7.4%)、中

國大陸(6.1%)、法國(6.0%)、奧地利(3.1%)、西班牙(2.8%)、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2.7%)、荷蘭(1.8%)(2021)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16.6%)、德國(14.6%)、中國大陸(8.7%)、印度(8.3%)、

義大利(5.3%)、法國(5.1%)、英國(3.7%)、西班牙(3.6%)、奧

地利(2.7%)、香港(2.7%) (2021) 

二、 主要經濟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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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成長: 

瑞士聯邦經濟國務秘書處(SECO)2022 年 5 月 31 日公布，

瑞士本年第 1 季 GDP 較上一季(2021 年第 4 季)成長

0.5%。私人消費成長 0.4%，政府公共支出成長 1.4%，機

器設備投資減少 3.1%，營建投資減少 0.7%，貨品出口成

長 1.4%，貨品進口成長 6.1%，服務出口減少 5.2%，服務

進口減少 1.2%。 

(2) 進出口貿易: 

依據瑞士聯邦海關總署資料，瑞士 2022 年 1 至 5 月進出

口貿易總額為 3,137.38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 9.8%

出口金額為 1,665.76 億美元，成長 9.3%；進口金額為

1,471.62 億美元，成長 10.5%。 

主要出口產品為:化學製藥品、機械及電子產品、手錶、

精密儀器。主要進口產品為:化學製藥品、機械及電子產

品、能源產品、金屬製品、交通工具。 

(3) 通貨膨脹: 

瑞士 2022 年 5 月通貨膨脹率為 2.9%，瑞士與鄰國物價變

化差異甚大，通貨膨脹率明顯較鄰國為低，例如本年同期

德國通貨膨脹率為 7.9%。在食物方面瑞士整體平均價格

變化較小，瑞士一般家庭之日用品及食物約有四分之一仰

賴進口，由於近期瑞郎匯率持續上升，以致瑞士該類商品

價格上漲幅度明顯較鄰國小。 

(4) 就業情況: 

瑞士聯邦經濟國務秘書處(SECO)本年 6 月 8 日公布，5

月份失業率為 2.1%，比上一月減少 0.2%，另與 2021 年

同期相比則減少 31.4%。 

瑞士聯邦統計局(BFS)公布，瑞士本年第一季就業人數比

去年同期成長 2.5%，與上一季相比成長 0.5%，全職工作

者增加 2.6%。 

(5) 基準利率調升: 

瑞士央行為穩定物價宣布自本年 6 月 17 日起調升基準利

率，由目前的-0.75%調整至-0.25%。 

2.經濟展望： 

(1) 由於受到烏克蘭戰爭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瑞士聯邦

經濟國務秘書處(SECO)本年 6 月 15 日調降瑞士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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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GDP 成長率預估，由原先的 2.8%調降為 2.6%。其

中民間消費成長 3.5%，政府消費成長 0.3%，建築投資減

少 1.9%，設備投資成長 2.3%，出口成長 4.7%，服務輸出

成長 8.0%，進口成長 7.3% (該統計不含貴金屬、藝術品)，

服務輸入成長 7.5%。 

(2) 瑞士其他經濟機構對瑞士 2022 年 GDP 預測：瑞士洛桑

大學景氣研究中心（Créa）+2.3％、瑞士信貸銀行（Credit 

Suisse）+2.5％、瑞士經濟研究所（KOF）+2.8％、瑞銀

集團（UBS）+2.5％、BAK Economics 經濟顧問公司+2.5

％。 

(3)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預測瑞士 2022 年的經濟成

長率為 2.5%，低於原先預測的 3%；2023 年的經濟成長

率為 1.3%，低原先預測的 1.8%；預估瑞士 2022 年通貨

膨脹率為 2.5%，2023 年將為 1.8%。 

重要經貿政策 1. 因應新冠病毒疫情危機，繼續實施企業縮短工時補助制

度至本年底，避免大量裁員，造成失業率增加。 

2. 持續推動洽簽 FTA，在 EFTA 框架內擴大瑞士之自由貿

易協定網絡。 

3. 加強瑞美經貿關係，推動洽簽瑞美自由貿易協定。 

4. 推動數位化經濟，配合歐盟數位化單一市場策略，推動

消除電子商務的障礙，建立泛歐洲的數位化基礎設施。 

5. 致力維續與歐盟良好政經關係，努力完成與歐盟之「雙

邊框架協議」（Rahmenabkommen）談判。2021 年 5 月 26

日瑞士聯邦委員會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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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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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持續推動稅制改革，以提供企業以瑞士作為其創新

研發中心之誘因，及減輕企業租稅負擔以留住瑞士企業

並創造本地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發展。 

8. 瑞士 2020 年 11 月 29 日公投「加強企業責任案」雖未獲

通過，但瑞士政府仍配合推動該案部分內容，因此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大型瑞士企業須主動加強其業務活動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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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供在環境、社會、及勞工等領域之風險、人權及

反貪腐報告，尤其是在禁止僱用童工或開採部分特殊礦

產等議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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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出口值 4 億 3,338 萬美元(2022 年 1~5 月↑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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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億 9,159 萬美元(2022 年 1~5 月↑7.81%) 

22 億 4,632 萬美元(2021 年↑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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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億 2,496 萬美元(2022 年 1~5 月↑21.03%) 

30 億 756 萬美元(2021 年↑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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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位碼) 

不鏽鋼扁軋製品；車輛零件；變壓器；積體電路；電話機；

鉑族金屬；電腦產品零件；儲存裝置；生產半導體機器(2021

年) 

我國主要進口項

目 (4 位碼) 

黃金；貴金屬膠；免疫產品；非貴金屬製手錶；貴金屬製手

錶；醫藥製劑；栓塞及減壓閥；醫療用具；理化分析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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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飾(2021 年) 

我國對瑞士投資 2 億 1,001 萬美元（本部投審會統計自 1970 至 2022 年 2 月） 

瑞士對我國投資 383件，10億 2,172萬萬美元（本部投審會統計自 1970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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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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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20 日本處與瑞士瑞亞商會(SACC)共同辦理

臺瑞經貿論壇(Taiwan Trade and Investment Forum)，瑞士

經濟部官員、國會議員、產業公協會、瑞商、學者、律

師及會計師等逾 40 位代表出席。 

4. 2018 年 10 月 20 日歐洲臺灣生物科技協會（ETBA）、瑞

士生物技術協會(SBA)及瑞士駐臺商務辦事處(TOSI)在

台北舉辦「2018 瑞士臺灣生技領導人論壇」，促進臺瑞生

醫業者交流合作。 

5. 2019 年 6 月 13 日駐瑞士代表處辦理「瑞臺商會

(Swiss-Taiwan Chamber of Commerce) 成立酒會」，協助建

立瑞臺廠商交流合作平臺，計有 15 位瑞士國會議員參

加，以及瑞士聯邦政府經濟部和財政部官員，以及臺瑞

兩國廠商等共約 70餘人出席，進一步加強臺瑞經貿關係。 

6. 2019 年 11 月 22 日歐洲台灣生物科技協會(ETBA)與瑞士

生物技術協會(SBA)共同舉辦「2019 瑞士台灣生技領導人

論壇」，加強臺瑞兩國專業人士交流及我國對外攬才。 

7. 2021 年 1 月 12 日駐瑞士代表處與瑞士智庫 Avenir Suisse 

共同舉辦「Covid-19 疫情影響及臺瑞未來合作機會」視

訊研討會，加強促進雙邊經貿關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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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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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舉辦臺瑞電動車電池產業視訊會議。 

9. 2022 年 6 月 14 日本處與瑞士醫療技術協會(Swiss 

Medtech)共同舉辦瑞士數位醫療日會議活動，我國唐政務

委員鳳並擔任主題國之貴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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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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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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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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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駐瑞士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局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