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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維亞國家檔 

一、 基本經貿資料                                 110 年 07 月 22 日 

人口 1,167 萬人(2020) 

面積 1,098,581 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69 億美元(2020) 

平均國民所得 3,559 美元(2020) 

經濟成長率 -11%(2020) 

失業率 、8.3%(2020) 

通貨膨脹率 0.45%(2020) 

進口值 71 億美元(2020, ↓27%) 

出口值 69 億美元(2020, ↓22%) 

主要進口項目 機械和機械設備、化工產品、石化產品、車輛、資通訊產品、

食品、塑膠製品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22.32%)、巴西(16.89%)、阿根廷(10.10%)、美國

(7.98%)、秘魯 (7.74%)、智利 (4.35%)、日本 (2.61%)、印度

(2.61%)、墨西哥(2.50%) 

主要出口項目 天然氣、鋅、大豆、黃金、銀、栗、藜麥 

主要出口市場 巴西(15.73%)、阿根廷(14.78%)、印度(10.40%)、日本(7.65%)、

秘魯 (6.50%)、哥倫比亞 (5.95%)、中國大陸 (5.15%)、美國

(4.30%)、阿拉伯聯合大公國(4.02%)、荷蘭(3.09%) 

 

二、 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玻利維亞過去十年中，經濟增長平均年增率達 4%以上，

為美洲成長率最高國家之一，但 2014 年底開始的全球油

價下跌對玻利維亞出口及天然氣價格產生影響，連帶導致

經濟成長率下降。2020 年 COVID-19 疫情對玻利維亞經濟

造成嚴重影響，依據玻國中央銀行發表之最新統計資料，

2020 年玻利維亞經濟嚴重衰退達 11%，經濟活動及生產力

受到玻國政府各項社交隔離措施影響，尤其是建築、礦業

等行業等玻國重要產業，受創嚴重。 

2. 另依據玻利維亞對外貿易協會（IBCE）研究，玻利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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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經濟表現將下滑幅度為 1953 年以來最大，尤其對

外貿易大幅衰退，玻國最重要之天然氣出口減少 25%，礦

產出口減少 33%，顯示玻國對外貿易非常脆弱。另外，疲

弱的經濟表現將使玻國將增加逾 30 萬名失業人口。 

3. 2021年經濟預測部分，雖然玻國COVID-19疫情仍嚴峻，

但各國際經濟組織均認為拉美地區經濟已開始反彈，玻

國經濟亦將開始成長，聯合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

委員會（CEPAL）預測 2021 年經濟將成長 5.1%，國際貨

幣基金預測成長 5.5%、世界銀行預測將成長 4.7%。 

重要經貿措施 

 

1. 玻利維亞國家發展係依前總統莫拉雷斯(Evo Morales)提出

2025 年國家發展議程，作為國家發展方針，該議程納入

13 項支柱，包括消除極端貧困、提供玻國人民基本服

務、加強衛生及教育、強化科技主權發展、反對金融資

本主義、內部多元發展、國有化自然資源、糧食自主、

環境保護、人民品格提升、公共治理透明化(減少貪腐)；

提升人民幸福、重新取得海洋主權。 

2. 玻利維亞前總統莫拉雷斯實施反市場主義的經濟政策，

其任內將許多天然資源，包括電力、石油、天然氣、水

等相關透過收購股權等方式逐漸國有，投資方面亦強調

國家介入規劃，以國內投資優先於外國投資的政策，強

調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干預。 

3. 玻利維亞新任總統阿爾塞於 2020 年底上任，尚未提出新

的經濟振興措施，僅針對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對

於經濟造成的影響提出對弱勢的補助，以維持人民生

活，現任政府屬前總統莫拉雷斯領導之政黨，應會延續

其強調國家干預之經濟政策。 

主要產業概況 1. 礦業： 

    礦業一直是支撐玻利維亞經濟的根本，玻利維亞是散裝

礦石和精礦的全球重要供應商，包括銻、鉍、鉛、銀、錫、

鎢和鋅等。採礦業 2016 年貢獻玻國 GDP 的 7.2%。採礦主要

集中在鋅和鉛的提取上，其次是錫，2016 年此 3 種礦物合計

占採礦總產量的 95%以上；少量提取的其他礦物有鎢和銅等。 

    儘管玻利維亞的黃金和天然氣產量並未躋身世界主要生

產國之列，但這些礦產品是玻利維亞出口的重要貢獻者。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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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亞亦蘊藏有全球重要的鋰資源，在烏尤尼鹽沼（Salar de 

Uyuni）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鋰儲量之一。據估計，世界上 50%

的鋰儲藏在玻利維亞領土上。鋰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原材

料，因其被用於製造高科技產品（如行動電話和電動汽車的

電池）。2016 年 8 月玻利維亞出口第一批 10 噸碳酸鋰。據玻

國主管機關表示，2016 年期間電池級碳酸鋰、氯化鉀、硫酸

鉀和氯化鎂等產品的開發亦有進展。 

   玻利維亞是礦物的淨出口國，採礦貿易餘額從 2006 年的

8.9 億美元增至 2015 年的 23.61 億美元，礦產在 2015 年佔貨

品總出口的 28.2%。玻利維亞目前是世界領先的鋅生產國之

一，2015 年鋅的出口占礦物出口的 68%。 

2. 天然氣產業： 

     天然氣（碳氫化合物）產業是玻利維亞經濟中最重要的

產業之一，受憲法及碳氫化合物相關法令所管轄。憲法修改碳

氫化合物的所有權制度，並規定無論以何種狀態或形式存在，

碳氫化合物都是玻利維亞人民的不可剝奪的財產。國營玻利維

亞國家石油和天然氣公司 Yacimientos Petrolíferos Fiscales 

Bolivianos(YPFB)成立於 2006 年。玻國「碳氫化合物法」要求

所有民營公司必須將提取的全部碳氫化合物售予 YPFB，出口

天然氣前須先滿足國內市場需求，並將整個運輸和銷售鏈收歸

國有。 

      玻利維亞平均每日生產近 6,000 萬立方公尺（mm3/d）

天然氣，是阿根廷和巴西的重要天然氣供應國。玻利維亞的大

部分天然氣生產和儲量位於 Tarija 省。數家國際公司與 YPFB

一起在玻利維亞從事天然氣的勘探、生產和分銷，包括巴西石

油公司(Petrobras)、雷普索爾(Repsol)、英國天然氣公司(British 

Gas)和英國 BP、美國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 Corp.)。 

3. 農業： 

    農業為玻利維亞主要經濟活動之一，過去 10 年來年均成

長率接近 3%，約佔 GDP 的 13%。農業使用約 34%的國家領

土，主要生產蔬菜、穀物、水果和塊莖類產品，其次是畜牧

產品和工業農產品。大豆和穀物佔農業總產值約 7 成。大豆

為最主要工業農產品，主要用於出口，其他重要工業作物包

括甘蔗、向日葵種子和芝麻等。玻利維亞是農產品淨出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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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農業貿易從 2006 年的 3.51 億美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7.93 億

美元，佔出口總額的 17%。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1.已簽署並已生效： 

安地諾集團(CAN)、墨西哥、智利（經濟互補協定）、與古巴

及委內瑞拉之貿易協定、美洲人民玻利瓦聯盟(ALBA)、拉丁

美洲統合協會(ALADI)、發展中國家全球貿易優惠制(GSTP，

部分優惠關稅協定)；另美國、加拿大、日本、挪威、瑞士及

歐盟等提供普遍優惠關稅（GSP）。 

2.談判中：薩爾瓦多(部分優惠貿易協定) 

 

三、 臺玻雙邊經貿關係 

我國出口值 689 萬美元(2019 年↓19.03%) 

665 萬美元(2020 年月↓3.05%) 

我國進口值 311 萬美元(2019 年↓14.92%) 

555 萬美元(2020 年↑78.45%) 

雙邊貿易總值 1,218 萬美元(2018 年↑32.53%) 

1,004 萬美元(2019 年↓17.79%) 

1,220 萬美元(2020 年↑21.51%) 

主要出口項目 電腦零配件、橡膠或塑膠加工機、沖印軟片、腳踏車燈、油料

種子、調製黏著劑、鋼管、儲存裝置 

主要進口項目 錫、芝麻、藜麥、咖啡、鋁廢料、腰果、木材、棕櫚樹芯 

我對玻國投資 無統計資料 

玻國對我投資 無統計資料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無 

雙邊經貿協定或

瞭解備忘錄 

1. 中華民國與玻利維亞 (共和國 )間國際快捷郵件協定

(1989.6.1) 

2. 中華民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玻利維亞國家科學院

科技合作協定(1993.4.28) 

資料來源：駐智利代表處經濟組、國際貿易局貿易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