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塞爾維亞（Serbia）經貿檔 

2024.3.6 

一、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6,641,197 人(2023.1) 

面積 88,499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633.89 億美元(2022) 

平均國民所得 9,537.7 美元(2022) 

經濟成長率 2.5%(2023 初估) 

工業成長率 6.9%(2024.1) 

失業率 9.1%(2023Q4) 

消費者物價指數 12.1%(2023) 

幣制 Serbian Dinar（RSD） 

外債 474 億美元(2023.9) 

進口值 398.38 億美元↓3.2%(2023) 

出口值 309.35 億美元↑6.5%(2023) 

主要進口項目 機械及運輸設備 (6.7%)、石油及石油製品 (6.6%)、運輸工具

(4.6%)、醫藥製品(3.95%)、一般機械(3.91%)(2023) 

主要出口項目 機械及運輸設備(12.6%)、動力引擎(5.9%)、金屬製成品(5.5%)、

電力(4.4%)、一般機械(4.1%)(2023) 

主要進口來源 德國(13.1%)、中國(12.2%)、義大利(7.3%)、土耳其(4.7%)、俄羅

斯(4.3%)(2023) 

主要出口市場 德國(15.1%)、波赫(6.9%)、義大利(6.2%)、匈牙利(5.5%)、羅馬

尼亞(5.1%)(2023) 

資料來源：塞爾維亞統計局：https://www.stat.gov.rs/en-US、世界銀行 WB：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serbia/overview#3 

CEIC: 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cator/serbia/external-debt 

 

https://www.stat.gov.rs/en-US
https://www.worldbank.org/en/country/serbia/overview#3
https://www.ceicdata.com/en/indicator/serbia/external-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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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

及展望 

1. 經濟現況： 

(1)經濟發展漸趨復甦： 

2023 年塞爾維亞因投資及消費大幅下降，促使第 1 季及第 2 季經濟表

現疲軟，GDP 成長率各為 0.9%及 1.6%。其中上半年隨能源進口減少

及非能源進口需求降低，淨出口表現亮眼；財政稅收亦受惠於較高企

業稅及社會捐，財政赤字轉為盈餘，約占 GDP0.6%，政府赤字約占

GDP56%；外匯存底達到 226 億歐元，創新紀錄。至第 3、4 季 GDP

成長率 3.6%、3.8%超出市場預期。依據塞國統計局數據，全年經濟成

長率初估為 2.5%  

2023 年塞爾維亞對外貿易總額為 707.73 億美元，較 2022 年成長 

0.8%。出口金額為 309.35 億美元，成長 6.5%；進口金額為 398.38

億美元，衰退 3.2%。歐盟成員國占對外貿易總額之 59.7%，其次係中

歐自由貿易區國家，塞國對外貿易逆差為 89.03 億美元，主要出口機

械及運輸設備、動力引擎、金屬製成品、電力及一般機械等產品。 

 (2)外人投資扮演結構改革之推動力： 

塞國在西巴爾幹地區吸引外資排名第 1，2023 年塞國 FDI 金額達 45

億歐元，不僅創新高紀錄，更較 10 年前成長 4 倍；自 2017 年以來共

吸引超過 420 億歐元之外人直接投資。過去 10 年受惠於新創及中小

型企業興起，共計創造 55 萬個工作機會﹔2023 年並核發 5 萬 2,000

件外籍勞工之工作許可。 

2023 年 FDI 主要投資國為德國 17.0%、義大利 11.1%、美國 7.7%、奧

地利 6.2%、中國 5.9%、法國 4.9%、斯洛維尼亞 4.6%等；主要投資業

別為：汽車製造 17%、農業食品飲料 15.2%、紡織成衣 7.5%、電子電

機 6.2%、營建工程 5.0%、機械設備 4.7%、木材家具 4.3%等。 

塞國總理Ana Brnabic 2024年 2月出席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假英

國倫敦舉辦之西巴爾幹投資峰會表示，塞國具備專業勞工，政府亦較

過往更致力於投資教育及公共設施，並舉出英國 Financial Times 曾刊

登塞國 6 個地方政府躋身為前 10 大最佳投資據點，並感謝 EBRD 援

助建立許多塞國科技園區，期許塞國經濟可隨科技研發驅動起飛。 

(3)物價受國際能源及糧食價格而上漲 

塞國多年前通貨膨脹率偏低，2014 至 2020 年連續 7 年平均 1.6%，中

長期朝向 3%目標前進。隨國際油價及俄烏戰爭影響，2023 年 3 月 CPI

年增率已逾 16.2%，5 月稍降為 14.8%，全年通膨為 12.1%。預計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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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恢復目標範圍，年底前回到 3%左右。塞國央行(NBS)經 15

個月連續逐步上調基準利率後，近 5 次會議均未升息，自 2023 年 7

月以來基準利率維持在 6.5%，預計未來幾個月將維持不變。 

2. 經濟展望： 

參據世界銀行(WB)、IMF 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分析，塞國無

法免受俄烏戰爭間接影響，包括出口歐元區市場放緩，影響塞國大型

製造業；全球食品及能源價格上漲，對家庭、國有企業及財政預算造

成壓力。 

2023 年 12 月 IMF 審查報告指出，塞國經濟成長復甦，通貨持續緊縮，

經常帳赤字縮小，外匯存底創歷史新高。2024 年政府預算可望提供為

所需公共投資助益。能源國有企業(SOE)財務狀況已趨穩定，能源產

業企業之結構性改革、國有企業治理及財政管理進展順利；並預估塞

國 2024 年 GDP 年增率達 3.0%，通膨達 5.3%。  

2024 年 1 月塞媒引述德國 IFO 研究所及瑞士經濟政策研究所調查顯

示，預估 2024 年全球 GDP 平均成長率為 2.6%，塞爾維亞在歐洲成長

規模中排名中間，預計落在 2.5%至 3%。塞國銀行分析師預估，2024

年塞國經濟將微幅復甦，通膨緩減，逐步降息，惟經濟成長仍將低於

疫前水準。 

重要經貿

政策 

1. 持續努力加入歐盟及 WTO： 

依據歐盟執委會統計資料，2021 年塞國為歐盟第 26 大貿易夥伴。2009

年塞國提出申請加入歐盟，2014 年展開入歐談判，與歐盟正式對話，

其中談判內容包含雙邊貿易合作項目，盼能於 2025 年加入 EU。 

至有關加入 WTO 談判部分，目前塞國主要問題在於農業議題，尤以

禁止基因改造農產品 BMO-ban，以及貿易障礙等問題，為主要障礙。 

2. 積極吸引外人投資： 

塞國政府與地方政府合作鼓勵投資，提供建地補助、最長 10 年公司所

得稅減免、社會捐減免等投資獎勵措施。其中投資金額超過 850 萬歐

元，創造超過 100 個工作機會，給予最長 10 年公司所得稅減免，或至

公司開始獲利為止。 

有利塞國經濟成長因素包括：位於東南歐策略位置、相對廉宜之技術

勞力，15 個自由貿易區(豁免加值稅及進口原物料關稅)、以及已與歐

盟、俄羅斯、土耳其、EFTA、美國、CEFTA、白俄羅斯、哈薩克、

中國等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已簽署 65 個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3. 科塞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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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 年 12 月間科國在塞裔社區逮捕一名塞裔前警察，再引發兩國軍

事緊張，復經美歐斡旋暫停爭端。另科國總理 Albin Kurti 及塞國總統

Aleksander Vucic 應歐盟敦促，開啟關係正常化之和解商談。然而 K

總理無意賦予境內塞裔城市自治權，塞國 V 總統也忌憚承認科國為事

實上主權國家，以致談判並無成果。加以 2023 年 4 月科國舉行地方政

府補選事件 K 總理未能妥處，引發以美首之西方諸國與中俄同聲譴責

科國當局之作為不當。 

(2) 2023 年 6 月塞國拘捕 3 名科索沃警察，致科國政府於同月 14 日表示

為維護安全而實施緊急措施，禁止塞國牌照汽車進入科國，同時並禁

止輸入塞國貨品。原先來自塞國的乳製品、糖果、瓶裝水及藥品等被

北馬其頓、希臘、克羅埃西亞及阿爾巴尼亞等國高價產品取代。塞國

截至 6 月中旬封鎖以來已蒙受 1 億歐元損失，科國亦重度缺乏食品及

藥品等民生必需品。 

4. 塞匈合作： 

(1) 2021 年 9 月匈牙利總理 Viktor Orban 與塞國總理 Ana Barnabic 於布達

佩斯會晤後公布，兩國簽署策略夥伴合作協定(strategic agreement of 

friendship and partnership)，匈塞將長期推動經濟合作，並宣布匈塞「布

達佩斯－貝爾格勒」高速鐵路高速鐵路建案預計於 2025 年可竣工。

2022 年 3 月部分路段階段性通車。2023 年 9 月傳出因逢通膨成本攀

升，及傳出中方撤資疑雲。繼匈國政府 3 月追加投資 200 億福林，9

月 21 日續增 54 億福林預算，建造匈國「塞格德-羅斯克(Röszke，匈

塞邊界城市)」路段工程。 

(2) 2021 年 9 月塞國 Barnabic 總理帶領相關部會首長於布達佩斯簽署經

濟、創新科技、農業、邊境巡邏等 7 個合作協定。匈塞高層會議自 2014

年起迄今已舉辦 6 屆，2020 年因 COVID-19 疫情停辦。Barnabic 總理

表示，匈國為塞國申請加入歐盟以來最堅定之支持國。 

(3) 2022 年 6 月匈塞兩國簽署能源合作協議，同意在再生能源領域執行共

同開發案，將匈國技術應用於塞國電廠，確保塞國在冬季擁有穩定天

然氣供應，也確認匈牙利之安全能源供應角色，並達成天然氣儲氣協

議延長至 2023 年。2023 年 4 月兩國外長續宣布將籌備新建石油及天

然氣輸送管道﹔匈國能源公司 MVM 及塞爾維亞天然氣(Srbijagas)將

規劃成立合資企業，共同承接天然氣商業計畫項目，增進兩國在中東

歐能源市場之影響力。 

5. 實施全面性的公共行政改革及財政重整計畫（Comprehensiv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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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Reforms and Fiscal Consolidation）。 

6. 免除部分產品稅捐： 

(1) 塞國政府將加值稅(VAT)訂為 20％，民生必需品之例外項目為 10％。

建築材料、能源、交通、汽油等免 VAT。 

(2) 設備、建築材料及原料免關稅。 

7. 企業租稅負擔中等： 

(1) 社會捐項目，退休及失能保險金 14%、健保 5.5%、失業保險 0.75%。 

(2) 企業所得稅 15%、股息股利及資本利得 20%。 

(3) 自營商所得稅 10%、個人所得稅 10%-15%、智慧財產及博弈所得稅

20%。 

洽簽自由

貿易協定

概況 

1. 已與 CEFTA、EFTA、歐盟、EAEU、俄羅斯、土耳其、美國、英國、

中國等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2. WTO 觀察員，2005 年開始申請加入 WTO。 

3. 歐盟候選會員(2014 年 1 月開始加入歐盟談判)，根據 2018 年 2 月公告

之歐盟西巴爾幹策略（EU Western Balkans Strategy），塞爾維亞應於

2025 年完成所有加入歐盟之準備程序。 

4. 2023 年 9 月 4 日簽署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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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塞爾維亞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1,916 萬美元(2023 年↓5.21%) 

2,021 萬美元(2022 年↑4.42 %) 

1,936 萬美元(2021 年↓5.23%) 

2,043 萬美元(2020 年↓39.60%) 

3,382 萬美元(2019 年↓23.33%) 

我國進口值 1,322 萬美元(2023 年↑6.63%) 

1,240 萬美元(2022 年↑42.34%) 

871 萬美元(2021 年↑6.12%) 

821 萬美元(2020 年↑4.80%) 

784 萬美元(2019 年↓31.84%) 

雙邊貿易總值 3,238 萬美元(2023 年↓0.71%) 

3,261 萬美元(2022 年↑16.18 %) 

2,807 萬美元(2021 年↓1.97%) 

2,864 萬美元(2020 年↓31.25%) 

4,165 萬美元(2019 年↓25.09%) 

主要出口項目 

(4 位碼) 
通訊設備、積體電路、電腦及其附屬單元、合成橡膠、機器零件

(8470-8472)、磁片磁帶、其他鋼鐵製品、配製試劑、不銹鋼扁軋

製品、機械零件(2023) 

主要進口項目 

(4 位碼) 
洗滌製劑、銅礦石及其精砂、玻璃器、腳踏車零組件、新橡膠氣

胎、調製動物飼料、原料菸葉、菸及菸葉、成衣、液體泵(2023) 

我國對塞國投資 經濟部投資審議司統計：0(經濟部投資審議司 2024 年 1 月更新) 

貿聯集團 BizLink 於 2017 年收購塞國 Leoni Technology SRB 

d.o.o.電器線束事業部，生產家用電器和電器設備的電纜系統，

並於 2018 年建獨立廠房，其面積達 9000 平方公尺。 

塞國對我國投資 無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 無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貿易統計系統、經濟部投資審議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