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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Perú）國家檔 

一、基本經貿資料                                                                                 110年10月8日 

人口 3,255萬人(2020) 

面積 128萬5,216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1,978.6億美元(2020) 

平均國民所得 6,559美元 (2020) 

經濟成長率 -11.1%(2020) 

失業率 7.4%(2020) 

幣制 索爾(Sol)，1美元約3.8索爾(110/5/26) 

貿易總值 
866億3,300萬美元(2019) 

731億300萬美元 (2020；衰退15.6%) 

進口值 
401億9,000萬美元 (2019) 

337億9,200萬美元 (2020；衰退15.9%) 

主要進口項目 

煤油、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石油原油及自瀝青

質提煉出之原油、飼料用玉蜀黍、攜帶式自動資料處理機、

其他石化油類、提煉黃豆油所產之油渣餅、飼料用豆渣餅

（大豆餅）、口罩、小客車、人用藥劑製品、其他輕油及其

配製品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美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德國、哥

倫比亞、印度、加拿大、日本、西班牙、台灣(第20名) 

出口值 
464億4,300萬美元 (2019) 

393億1,000萬美元 (2020；衰退15.4%) 

主要出口項目 

銅礦石及精砂、其他未鍛造黃金、陰極及陰極形精煉銅、鋅

礦石及精砂、魚粉、鐵礦石及其精砂、葡萄、鋅礦石及精

砂、鮮藍莓、鉛礦石及精砂、酪梨、未焙製咖啡、銀礦及其

精砂、液化天然氣、冷凍貝類、錫，非合金者 

主要出口市場 
中國大陸、美國、加拿大、韓國、日本、荷蘭、瑞士、西班

牙、印度、智利、巴西、臺灣(第24名) 

 

 

二、主要經貿情勢 

經濟現況及展望 
1. 秘魯屬開發中國家，為 WTO第57大進口國，向支持自由貿

易，已簽署20餘個貿易協定，同時為 CPTPP 及太平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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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區域經濟之成員，銷往中國大陸、美國、歐盟、英

國等60餘國享免稅待遇，其 FTA涵蓋率達90%以上。 

2. 秘魯近十年平均 GDP成長為4.5％，從2009年起，該國為拉

美地區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惟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影

響，2020年為秘魯近來最慘淡的一年，衰退幅度高達

11%，為拉丁美洲計委內瑞拉之後，衰退幅度第二嚴重的

國家，主要衰退產業為觀光及餐飲(-51%)、交通(-27%)、服

務業(-20%)、貿易(-16%)等。 

3. 新冠肺炎於2020年3月初抵達秘魯國門，秘魯政府雖當機立

斷採行鎖國政策，但在無任何規劃下無差別封鎖各行各業

長達百日之久無疑重創經濟發展，更摧毀秘國多年來降低

貧窮的努力，又因秘魯有超過7成的非正式勞工，因此無法

推估實際失業情形，僅可粗估首都失業人數達113萬人，失

業率超過63%。 

4. 新冠肺炎除重創秘魯經濟，然鎖國亦未達到舒緩疫情的作

用，該國一度為全球第五高感染國，除了經濟及衛生雙重

打擊，該國的政治情勢則在行政及立法部門的權力鬥爭

下，擴大混亂的局面。 

政治概況 
1. 秘魯新政府於7月28日上任，新總統為極左派「秘魯自由

黨」Pedro Castillo，渠為偏鄉教師，無行政經驗，亦為支持

率最薄弱之政府。渠在首輪選舉僅獲15%投票，而第二輪

亦僅以4.4萬票略勝對手，其所屬政黨在130席次的國會僅

占37席次。 

2. 由於 C 總統係極左派激進人士，渠於選前聲稱倘當選將國

有化私有企業，引發右翼人士及企業家極度恐慌；惟渠於

就職演說時表示，將採行「具責任之轉變」以利經濟發

展，並強調選前諸多言論均係誤解，承諾不會國有化個人

資產及私有企業，將尊重央行運作，並採納自由市場機制

振興經濟。 

3. 雖然 C 總統就職演說展現之論調已自激進左派轉為中間溫

和路線，然而渠挑選之新任內閣名單再次令各界譁然，其

中包括內閣總理 Guido Bellido Ugarte 曾因鼓吹恐怖主義遭

檢方調查、新任外交部長 Héctor Béjar Rivera曾於古巴接受

游擊隊訓練並參與秘魯游擊組織，其他具爭議的尚有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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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及交通部長等。 

4. 專家指出，C 總統內閣人事佈局部分人選極不適任，國會

恐將出手抵制，國人亦將抗議不承認其合法性，因此秘魯

未來政經情勢將進入極度混亂之局勢。 

重要經貿措施 

 

1. 持續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2. 深化已生效之自由貿易協定 

3. 支持多邊經貿體系 

主 要 產 業 概 況 

及未來發展策略 

1. 農業：2020年秘魯農業產值89億美元，農產品出口總額75

億美元。秘魯近年來出口重點產品包括咖啡，葡萄、酪

梨、藍莓、蘆筍及芒果等。 

2. 漁業：秘魯漁業平均國內產值約6億美元，出口額約35億美

元，其中魚粉出口佔42%，其他產品如冷凍海鮮、貝類及

魷魚類加工品出口額佔38%。秘魯漁業重要捕撈品種依序

為鯷魚(佔總產量84%)、鯖魚(1.8%)、鱈魚(1.4%)，主要以

冷凍海鮮形式出口，次以罐頭及醃製品形式出口。 

3. 礦業：魯礦產資源十分豐富，蘊藏總量居全世界第7位，主

要礦產有銅、鉛、鋅、金、銀、鐵、鎢、錳、錫、銻等。

銀產量居世界第1位，銅、鋅產量居世界第2位，錫、鉍、

銻居第3位，鉛居第4位，黃金居第5位(拉美第1位)。 

4.   紡織業：秘魯紡織業以採用天然原料生產紡織品為其特

色，該國目前為世界最大之羊駝(Alpaca)和小羊駝(Vicuna)

纖維生產國，亦是重要針織棉織品之出口國，紡織廠及成

衣廠合計超過1萬家，其中9成係10人以下之微型企業，僅

100家左右是僱用超過100名員工之企業。秘魯紡織成衣業

生產超過300種產品外銷至世界各地，主要出口市場為美

國、智利及哥倫比亞。 

洽簽自由貿易協

定概況 

已生效： 

(1)安地諾集團(Comunidad Andina)、(2)智利(3)美國(4)加拿大

(5)新 加 坡(6)中 國 大 陸(7)古 巴(8)南 方 共 同 市 場

（MERCOSUR）(9)歐洲自由貿易協會(8)韓國(9)泰國(10)墨西

哥(11)日本(12)巴拿馬(13)歐盟(14)哥斯大黎加(15)委內瑞拉(16)

太 平 洋 聯 盟 架 構 協 定(17)宏 都 拉 斯(18)澳 洲(19)英 國

(20)CPTPP(2021年7月21日批准，9月19日生效) 



 

4 

 

已簽署尚未生效：瓜地馬拉、巴西(2016年4月29日簽署)、 

談判中：薩爾瓦多、土耳其、印度、阿根廷 

研議中：印尼 

 

三、臺秘雙邊經貿關係 

雙邊貿易總值 
5.74億美元(2018年↑1.6%) 

4.73億美元(2019年↓17.5%) 

4.17億美元(2020年↓11.7%) 

4.15億美元(2021年1-9月↑45.51%) 

我國出口值 
2.86億美元(2018年↑22.5%) 

2.29億美元(2019年↓19.5%) 

1.88億美元(2020年↓18.2%) 

1.93億美元(2021年1-9月↑59.06%) 

我主要出口項目 
聚縮醛、苯乙烯之聚合物、礦物或化學鉀肥、不鏽鋼製品、塑

膠製自粘性板、新橡膠氣胎、空白光學媒體(儲存裝置)、丙烯

聚合物、機動車輛零件 

我國進口值 
2.88億美元(2018年↓13.4%) 

2.43億美元(2019年↓15.6%) 

2.29億美元(2020年↓5.7%) 

2.22億美元(2021年1-9月↑35.49%) 

我主要進口項目 
鋅、液化天然氣、魚渣粉、銅線及銅條、冷凍海鮮、葡萄、羊

駝毛、貝類、鋁廢料、蘆筍及藜麥等（註：我自秘魯進口前10

大項目佔總進口9成） 

我對秘魯之重點

商機及建議合作

方式 

(一) 食品加工業： 

1. 秘魯為農漁產大國，各式安地斯山特有農產如黎麥

（quinua）、卡尼豆（canihua）、馬卡（maca）、雪蓮果

（yacon）、印加果（sacha inchi）、紫玉米（maíz morado）

等，均為出口亞洲之熱門產品。 

2. 秘魯政府亦推動「秘魯超級食糧」（Superfoods Peru）商標協

助農產出口，而我國具備食品加工之設備及技術，加以為數

眾多的中小企業近年發展出食品結合文創之新創意與概念，

倘能結合秘魯特色農產及我國技術與行銷，將可大幅提高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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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附加價值，強化出口。 

(二) 養殖業及漁產加工：秘魯漁業產值近80億美元，主要產品

有魚粉、冷凍海鮮、鮮魚片及魚類加工品，主要捕撈魚種為鯷

魚、鯖魚、鱈魚，主要以冷凍海鮮形式出口，次以罐頭及醃製

品形式出口，我國養殖技術成熟，對漁產加工技術亦有多年發

展經驗，倘國內業者有興趣，可結合秘魯生產部之漁業國家發

展計畫，共同拓銷秘魯及周邊國家養殖及食用魚類產品市場。 

(三) 綠色能源產業：秘魯政府鼓勵發展綠能產業，盼吸引我商

太陽能光電產業組裝廠、資訊產品組裝廠、生質能源如棕櫚種

植及棕油加工等來秘投資，以秘魯的豐富天然資源與地理便利

位置作為拓銷南美市場的中繼站，而我國綠能產業如水資源循

環利用、LED 照明、太陽能發電等產品及技術領先全球，產品

價格合理，可對秘魯市場進行拓銷或可尋求雙邊技術合作與策

略聯盟機會。 

雙邊投資 
(一) 我商投資秘魯情形 

依據秘魯投資推廣局（ProInversion）及我投審會統計，尚無我

商在秘魯投資。由於臺商多經由厄瓜多、智利等其他國家輾轉

來秘投資，故臺秘雙方投資主管機關均無我國在秘投資案件之

完整統計數據。 

據駐處洽詢駐地臺商，旅秘投資之臺商約20餘家，累計投資金

額預估約1億美元，多為個人獨資。產業別涵蓋：貿易業(經營

項目包括：汽機車零組件、工業用縫紉機及零配件、資訊產

品、玩具禮品、自行車、農漁產加工等)、服務業(船務代理、

旅行社、飯店業等)與地產開發等，大部分在首都利馬市。 

(二)華僑及秘商來台投資情形 

依據本部投審會資料，截至2021年7月核准秘魯商在臺投資累

計件數達9件，金額為15.3萬美元。分別為製造業(1)、批發及

零售業(3)、住宿及餐飲業(2)、資訊及通訊傳播業(1)、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1)、其他服務業(1)。 

重要官方會議 無 

重要民間會議 
臺秘經濟聯席會議：我國經協會與利馬商會互為姐妹會，雙方

於2020年7月21日以視訊方式舉行「第14屆經濟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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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經貿協定 
駐秘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秘魯國家競爭防衛及智慧財產權

保護機構(INDECOPI)於2015年簽署之「公開金鑰基礎建設合

作諒解備忘錄(PKI MOU)」。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投審會、秘魯國家統計局、駐秘魯代表處經濟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