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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巴威宣布 24 億辛巴威糧食救助及延長全國封鎖兩週 

辛巴威總統 Emmerson Mnangagwa 表示考量新型冠狀病毒確診人數持續攀升，

宣布全國封鎖將再延長兩週至本(2020)年 5 月 17 日，禁止未登記之小販營業，

禁止 50 人以上之集會，各產業開工須嚴格遵守各項防疫規定，各級學校則仍

持續關閉，返回辛巴威之居民入境後應接受 21 日隔離，另辛巴威將持續擴大

篩檢率。 

 

除延長全國封鎖，Mnangagwa 總統宣布 180 億辛巴威幣(約合 7.2 億美元)經濟振

興方案，擴大製造業產能，並提供中小企業及弱勢團體紓困資金，減緩新冠病毒

對經濟造成之衝擊；因辛巴威同時受到乾旱影響，M 總統另宣布 24 億辛巴威幣

糧食援助及 5 億辛巴威幣之中小企業援助金，以協助家戶渡過難關。 

 

                                          經濟組 摘譯(5 月 2 日 The Star) 

 

南非研議成立新國營航空 

南非國營企業部(Department of Public Enterprises)表示，政府業與工會及南非航

空(South Africa Airline)協商，將透過處分非重要資產、在市場出售部分股份及

尋找策略性夥伴等方式獲取資金，將南非航空改組為新國營航空公司，未來政

府仍為對大股東。與會者並簽署會議紀錄，承諾未來將建立以績效為主軸之經

營文化。  

先前南非航空財務危機處理小組表示南非航空須集資支付裁員遣散費用，南非

政府並拒絕再提供 100 億斐鍰紓困。分析家表示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全球航

空業瀕臨破產，而身為南非航空最大股東之政府過去數年來亦顯示不知如何經

營航空業，此時南非政府提出改組成立新航空公司之構想顯然不切實際。 

                                         經濟組 摘譯(5 月 4 日 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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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億斐鍰黑人柑橘農成長計畫 

南非柑橘農協會(Citrus Growers Association)日前宣布總金額達 3.07 億斐鍰之黑

人柑橘農經濟轉型成長方案(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Black Citrus Growers 

Programme)，提供黑人柑橘農技術訓練，並協助建立包括包裝廠、灌溉系統等

相關設施，擴大果園生產規模，預估將可創造 1,726 個工作機會，歡迎黑人股

份超過 60%之果農向該協會提出申請。 

該成長方案資金主要來自南非就業基金(Jobs Fund)之 1.18 億斐鍰、土地銀行之

1.16 億斐鍰、南非農林漁業部(DAFF)出資 3,400 萬斐鍰、農業教育暨訓練機構

(AgriSETA)出資 1,200 萬斐鍰及該協會之 2,400 萬斐鍰等。 

該協會表示，申請人除黑人持股須超過 60%外，其他申請條件包括：出口柑橘

實績、管理階層適當性、黑人果農參與程度及創造之價值等，盼本方案能協助

果農渡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衝擊。   

                                                經濟組 摘譯(5 月 4 日 The Star) 

 

國際油價驟降非洲如何恢復動力  

非洲能源協會(African Energy Chamber)表示，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導致全

球石油需求驟減，沙烏地阿拉伯及俄羅斯接續展開價格戰，奈及利亞、迦納等

非洲重要產油國被迫減產，以因應持續下跌之國際油價。國際油價終於在

OPEC、G20 國家非洲石油生產者組織(African Petroleum Producers Organization)

決議減產後恢復穩定。非洲國家應趁機思考新冠疫情結束後如何恢復各國經濟

秩序並吸引投資。 

當疫情結束後，非洲政府應思考如何簡化投資審核及稅務流程，免除進口關稅

減少中小企業財務風險，以建構友善投資環境，吸引國內外資金及技術進入南

非。吸引投資之同時，亦應思考如何理性地提升本地製造(Local Content)比例、

向本地廠商採購及強化勞工職訓，並引入大數據等創新數位管理方式，以提升

產能並促進就業。 

                                          經濟組 摘譯(5 月 4 日 The Star) 

Vodacom 啟動南非 5G 通信網絡  

南非 Vodacom 電信公司於本(2020)年 5 月 4 日宣布在普多維利亞、約翰尼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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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開普敦等三座城市啟用南非第一個 5G 通信網絡，未來計畫將擴大銷售 5G 手

機、路由器等相關產品，並將持續擴大至其他省份。 

Vodacom 原定待南非獨立通信委員會 (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South Africa, ICASA)於年底釋出 5G 頻寬後完成建置 5G 通信網路，然因全國封

鎖期間網路頻寬負擔提高，ICASA 提早同意分配新頻譜，因此加快該公司建構

5G 網絡之計畫，未來 Vodacom 行動網路速度將提高 40%，固定線路訊號速度將

提高 250%，解決網路塞車問題。 

                                          經濟組 摘譯(5 月 5 日 The Star) 

 

Morgan Stanley 將投資受新冠毅情衝擊之南非企業 

Capitalworks Investment Partners 投資公司日前宣布成立總金額達 50 億斐鍰之

Private Equity Fund 私募基金，將投資體質良好卻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導致

財務不良之南非金融、食品及健康照護業，未來將鎖定投資市值在 2.5 億斐鍰

至 40 億斐鍰間之南非企業，預期未來 3 至 5 年完成投資。Capitalworks 公司表

示，該基金之資金來自包括 Morgan Stanley 銀行之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Partners Unit(AIP Unit)、Institute Investors 及其他投資人，其中 AIP Unit 專注資

本相對不足、然具備高回收成本潛力之南非中小型企業。由於南非在新冠病毒

疫情爆發前景氣已呈現停滯，本次投資預期將可帶動另一波約 50 億斐鍰至 100

億斐鍰投資，推動包括觀光業及健康照護等產業發展。 

                                               經濟組 摘譯(5 月 6 日 News 24) 

 

肯亞研究發現防止瘧疾擴散新方法 

位於肯亞之國際昆蟲生理生態學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of Insect Physiology 

and Ecology, ICIPE)日前發表研究報告表示，在蚊子胃及性器官發現之微孢子蟲

(Microsporidia MB)可防止蚊子感染瘧疾，因此可進一步防止人類因蚊子叮咬而

感染瘧疾。 

該研究主要在肯亞、烏干達及坦尚尼亞邊境之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進行，

研究人員發現該區 5%蚊子帶有可預防瘧疾之微孢子蟲，未來預計嘗試孵育更

多帶有該微孢子蟲之蚊子，或使雄性蚊子感染該微孢子蟲後，透過交配將該微

孢子蟲傳遞至雌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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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起現有預防瘧疾方法已成功降低 40%瘧疾感染，該方式未來若能成功，

包括將可減少蚊帳及殺蟲劑使用，瘧疾治療件數將大幅降低，該中心將進一步

研究微孢子蟲如何控制瘧疾病原體。 

        經濟組 摘譯(5 月 6 日 The Star) 

 

南非計畫五年內採用更多核能發電 

南非礦產能源部 Gwede Mantashe 部長於本(2020)年 5 月 7 日向國會報告表示，

該部刻正研擬核電策略性計畫，盼未來五年繼續維持核電能量，除將以 BOT

方式興建總發電量將達 2,500 megawatts 之核能電廠外，並考慮將現有唯一一座

Koeberg 核能發電廠除役年限延長至 2024 年，並以多功能核子反應爐取代現有

之 SAFARI-1 研究用核子反應爐。 

目前南非僅有一座核能發電廠，自 2018 年南非前總統 Jacob Zuma 下臺後相關

發電設施除漸老化，南非政府亦無力負擔新電廠興建計畫，本年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更進一步弱化政府財政，爰 M 部長表示新核能電廠建案將採取 BOT 模

式，由得標廠商先興建核能發電機模組，因此初步時期無須政府出 

                                       經濟組 摘譯 (5 月 11 日 The Star ) 

 

南非本年 4 月商業交易因疫情封鎖持續衰退 

 

南非商工總會(SA Chambre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ACCI)表示受全國封鎖影

響，南非整體經營環境不佳，各行各業營收減少，經營成本增加，本(2020)年 4

月商業交易呈現衰退，不動產及部動產租賃逾期支付或要求遲延支付租金情形

不斷增加，部分食品零售業於全國封鎖初期即倒閉，4 月份新車銷售亦較前(3)

月衰退 98%，南非企業均盼政府能儘速評估風險後解除全國封鎖。 

SACCI 表示 4 月份銷售及進貨價格有衰退壓力，惟指數仍在 50 點以上，4 月商

業交易量衰退 78%、新訂單量衰退 76%，未來半年景氣預期指數下跌 10 點，

受訪企業預期未來 6 個月內供給及存貨可能減少，南非未來半年景氣恐持續衰

退。另資誠(PwC)國際會計公司表示南非全國第 5 級封鎖管制期間，商業活動

較本年 1 月至 2 月初減少 66%，預期南非本年經濟將緊縮達 13% 

                                        經濟組 摘譯(5 月 15 日 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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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赴美投資，仍根留台灣 
經濟部工業局 2020/4/30 

 

     台積電為強化全球佈局，維繫市場領先地位，規劃赴美國亞利桑那州建

造晶片廠，斥資美金 120 億元建置 5 奈米晶片廠及月產能為 2 萬片晶圓，係為

強化全球布局，鞏固客戶關係所做出之專業考量。 

     政府對此次台積電赴美投資一案，因係商業決定，樂觀其成。台灣擁有

全球最完整的半導體產業聚落，半導體將會扮演關鍵角色，推動台灣經濟發

展，並延攬與培育半導體專業人才、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使台灣成為全球半導

體產業重鎮，帶動整體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台積電持續深耕台灣與擴大投資，目前台積電在台灣的產能達其全球總

產能的 90%。台積電在台設立之 5 奈米廠已在今(2020)年上半年量產，且將持

續在台興建 5 奈米暨以下製程廠，其投資總額超過新台幣 1.2 兆元，而最先進

的 3 奈米製程更將領先全球競爭對手，預計於 2022 年量產。不論是研發中心

或是產能設置，都仍是以台灣本地為主，顯示台灣仍為台積電技術與產能的配

置重心，展現台積電根留台灣與擴大投資的決心。台積電為我國半導體產業界

的龍頭，也是全球最大的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公司營收佔全球晶圓製

造總營收約 5 成，全面涵蓋自（大於）0.5 微米製程至最先進的製程技術，即

現今的 5 奈米製程。 

 

便利商店，營業額屢創新高 

經濟部統計處 2020/5/15 

 

1. 便利商店業營業額續創新高：在綜合商品零售業中，便利商店雖單店營業面

積相對小，惟商品種類繁多、提供便捷民生服務，向為其經營特色，在業者

積極展店下，營業規模日益擴增，根據流通快訊雜誌統計，95 年底便利商

店總家數為 8,564 家，108 年底成長至 11,465 家，平均每年展店超過 200

家，為驅動營收成長之重要動能，加上近年持續改裝新型態門市，推出複合

店型，強化鮮食、現磨咖啡及現調茶飲等商品，並提供代收包裹等各式服

務，以增加來客數及顧客黏著度，營收持續成長，108 年營業額達 3,316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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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續創歷年新高。 

 

2.武漢肺炎疫情衝擊下，網路銷售成長幅度優於實體通路：今年 1 月下旬

起，武漢肺炎疫情逐漸蔓延，零售業營運大受衝擊，109 年第 1 季整體零售

業營業額年減 0.6%，惟便利商店逆勢成長，營業額達 847 億元，創歷年同

季新高，年增 5.0%，是少數未受疫情衝擊之零售業，此外，部分消費管道

轉移至網路，致 109 年第 1 季便利商店透過網路銷售之營業額大幅成長

25.0%，高於實體通路的增幅 4.7%，網路銷售占營收比重亦由 0.9%升至

1.1%，亦成為挹注營收成長的另一助力。 

 

3.109 年第 1 季便利商店營收超越百貨公司：在綜合商品零售業中，營收占

比向來居首的百貨公司，109 年第 1 季因受疫情衝擊，營收大幅滑落，占比

由 108 年之 27.9%降至 23.6%，落居第 2，便利商店則由 108 年之 26.1%升至

27.3%，躍升為第 1，成為綜合商品零售業之首要類型。 

 

4.我國便利商店密集度高於日本，低於南韓：就台、日、韓便利商店密集度

觀察，南韓密集度居冠，2018 年平均每 1,205 人就有 1 間便利商店；我國

2019 年平均每 2,058 人有 1 間便利商店，密集度居次；而少子化嚴重的日

本則因市場飽和、成長有限，平均每 2,233 人有 1 間便利商店，密集度居第

3。 

 

 

晉升亞洲 4 強 我國會展排名再躍進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020/5/13  
 

     會展產業對於我國貿易發展極為重要，全球指標性國際會議組織「國際

會議協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 ICCA）」

昨（5/12）日晚間公布 2019 年最新國際會議場次排名，我國以舉辦 163 場協

會型國際會議，排名亞洲第 4，名次較 2018 年上升 1 名，超越泰國躍升為亞洲

前 4 大會議國，全球第 26 名，充分展現我國舉辦國際會議之獨特魅力與豐沛

能量，並藉由會展產業的良好形象，再度打響臺灣優質的國際形象與知名度，

讓世界看見臺灣。根據 ICCA 公布資料顯示，2019 年我國除亞洲排名上升外，

同時有 13 個城市舉辦符合 ICCA 標準的國際會議，包含臺北、新北、高雄、臺

中、新竹、臺南、花蓮、屏東、嘉義、基隆、宜蘭、南投及苗栗。能有如此優

異表現，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業者共同努力之成果，透過客製化協助及輔導機

制，結合各地方文化特色及資源，共同打造臺灣成為國際會議首選之地。 

 

    貿易局為積極協助我國會展產業發展，規劃辦理「推動臺灣會展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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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MEET TAIWAN）」，透過辦理海外參展、推廣團、商機說明會及體驗行銷

活動等方式，邀集我國會展業者及地方政府代表共同行銷我國會展環境，同時

提供客製化競標服務，協助爭取更多國際會議來臺。除持續與 ICCA 合作辦理

競標研習活動，以協助地方發展會展城市，及提升國內組織競標能力。貿易局

引進國際會展專業認證機制，並為提升我國會展從業人員服務品質與專業技

能，輔導取得國際認證。截至 2019 年底，獲國際認證人數在亞洲排名第 2，成

績卓越，顯示我國會展人員素質已受到國際肯定。 

 

    國際會議是我國科技及醫學等軟實力展現成果的重要平臺，透過會議的舉

辦，不僅有助於產業發展，更有效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為提供優質且國際化

的會展設施，除了現有展覽館及會議中心外，未來大臺南會展中心及桃園會展

中心將陸續完工，接力開創會展新前景。使用綠電設備的大臺南會展中心，結

合當地產業聚落及文化資源，將為南臺灣產業建置全新會展平臺。桃園會展中

心則結合鄰近亞洲•矽谷創新研發中心、觀光旅館及購物中心等建設，帶動周

邊新創、觀光、交通及服務業的發展，提升我國國際形象。 

 

    ICCA 計有來自超過 90 個國家，共 1,100 餘名會員，每年針對符合標準之

協會型國際會議（與會人數超過 50 人以上、定期舉辦及於 3 個國家以上輪流

舉辦），進行統計及分析，可作為各國推動會展產業發展之參考。未來貿易局

將持續與國內公協學會及會展業者攜手合作，厚植會展產業實力，爭取更多國

際會議來臺舉辦，並匯聚業者的厚實能量，發展臺灣成為全球會展重要目的

地，藉由會展活動將我國優勢產業行銷全球，帶領臺灣航向國際。 

 

 

BERI 2020 年第一次「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台灣名列全球第三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020/5/11 

 

    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igence；簡稱 BERI) 2020 年第 1 次(4 月)的「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指出，臺灣的投資環境風險評比(Profit Opportunity Recommendation；POR)

排名居全球第 3 名(2019 年第 3 次為第 4 名)，總分 61 分(2019 年第 3 次為 63

分)；在列入評比的全球 50 個主要國家中，次於瑞士、挪威。(如附件表 1、表

2) 

  臺灣投資環境風險在本次評比列為 1C 等級，BERI 對於投資人的建議是可

增加投資行為。展望 2021 年臺灣排名全球第 3 名，評分 62 分；2025 年全球第

3 名，評分 67 分。 

臺灣在亞洲地區排名第 1 名，其他亞洲國家排名如下：新加坡與南韓(同為全

球第 5 名、58 分)、日本(全球第 11 名、54 分)、馬來西亞(全球第 14 名、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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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印尼(全球第 18 名、48 分)、印度與越南(同為全球第 20 名、47 分)、中

國大陸(全球第 23 名、45 分)、菲律賓(全球第 26 名、43 分)、泰國(全球第 38

名、39 分)。 

  BERI 於每年 4 月、8 月及 12 月發布「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針對營運

風險、政治風險及匯兌風險等 3 大指標，以跨國企業角度，評估企業在各國從

事投資可能獲利情形，作為評鑑投資環境優劣的依據。 

 

一、營運風險指標：全球第 3 名、亞洲第 1 名 

  臺灣營運風險指標排名為全球第 3 名，評分為 60 分；次於瑞士 (全球第 1

名、66 分)、美國(全球第 2 名、63 分)。在亞洲排名為第 1 名，其他亞洲國家

排名分別為：南韓(全球第 7 名、56 分)、印度(全球第 10 名、53 分)、印尼與

菲律賓(同為全球第 11 名、52 分)、越南(全球第 15 名、50 分)、馬來西亞(全

球第 17 名、49 分)、新加坡(全球第 19 名、48 分)、泰國(全球第 29 名、38

分)、日本(全球第 35 名、36 分)、中國大陸(全球第 39 名、35 分)。 

  BERI 預期我國 2021 年營運風險排名第 3 名(63 分)，2025 年排名第 2 名

(67 分)。2 月份工業生產指數比前一個月下降 2.1%。3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為

78.5。 

本次報告公布的營運風險指標 15 項副指標，臺灣排名全球前 5 名有 8 項：對

外商態度(第 4 名)、貨幣供給及通貨膨脹(第 1 名)、勞動成本與生產力比(第 2

名)、通訊與運輸(第 1 名)、國際收支平衡(第 5 名)、專業服務及合約(第 2

名)、長期貸款及風險資本(第 4 名)、貨幣兌換(第 5 名)，而國際化(第 10

名)、行政效率(第 6 名)、經濟成長(第 6 名)、合約執行力(第 8 名)、當地管

理及合作夥伴(第 6 名)、短期信貸(第 10 名)亦排名前 10 名。 

 

二、政治風險指標：全球第 13 名、亞洲第 6 名 

  臺灣政治風險指標排名全球第 13 名、評分 46 分(上次第 27 名、42 分)。

在亞洲地區排名第 6 名，次於日本(全球第 4 名、60 分)、新加坡(全球第 5

名、58 分)、中國大陸(全球第 8 名、54 分)、越南與南韓(同為全球第 11 名、

51 分)、印度與印尼(全球第 20 名、42 分)、馬來西亞(全球第 30 名、37 分)；

其他亞洲國家排名如下：泰國(全球第 36 名、36 分)、菲律賓(全球第 39 名、

35 分)。 

  BERI 預測，我國 2021 年政治風險排名第 14 名(48 分)，2025 年排名第 13

名(54 分)。 

 

三、匯兌風險指標：全球第 1 名 

  臺灣匯兌風險指標列為全球第 1 名，評分 77 分(上次第 1 名、82 分)。其

他亞洲國家排名依次為：新加坡(全球第 6 名、69 分)、南韓(全球第 7 名、68

分)、日本 (全球第 8 名、67 分)、馬來西亞(全球第 12 名、63 分)、印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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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第 21 名、49 分)、中國大陸與印度(同為全球第 26 名、46 分)、泰國(全球

第 28 名、44 分)、菲律賓(全球第 33 名、43 分)、越南(全球第 39 名、40

分)。 

今年匯兌風險評等維持第一名。2 月份商品貿易盈餘為 33.04 億美元，而去年

同月為 50.67 億美元，主要受 COVID-19(武漢肺炎)影響。 

  匯兌風險指標共有 4 項副指標，臺灣在「國際儲備」及「外匯創造能力」

及「國外負債」排名全球第 1，「外匯法令架構」則排名全球第 4。 

 

 

108 年製造業上市櫃公司研發及投資為近 5 年新高  
經濟部統計處 2020/5/5   
 

1. 製造業上市櫃公司 108 年個體營收淨額年減 2.8%：依我國上市櫃公司個體

財務報告 統計，108 年「製造業」上市櫃公司個體營收淨額 16.5 兆元，年減

2.8%，主因美中貿易戰干擾、全球景氣趨緩，以及國際原物料價格下跌，致傳

統產業營收減少，其中化學材料業、石油及煤製品業、基本金屬業營收分別年

減 18.8%、15.7%及 12.5%；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業、電子零組件業亦受終

端需求平疲影響，108 年營收分別為 8.6 兆元（年減 0.3%）及 3.7 兆元（年減

1.0%），減幅相對和緩。個體營收淨額前 3 大公司依序為：鴻海 28,497 億元、

和碩 12,648 億元、台積電 10,596 億元。 

2. 獲利(稅後淨利)年減 19.8%：製造業上市櫃公司 108 年稅後淨利 12,298 億

元，較上年大幅減少 3,028 億元，年減 19.8%，淨利率 7.5%（年減 1.5 個百分

點），其中電子零組件業稅後淨利 5,102 億元，較上年減少 1,185 億元，或減

18.9%，對製造業影響最大，淨利率 13.9%，較上年降低 3.0 個百分點，主因液

晶面板價格續跌，以及 DRAM、被動元件等因美中貿易紛爭衝擊終端消費需求，

致相關零組件廠獲利大減；化學材料業稅後淨利 1,374 億元，較上年減少 814

億元，或減 37.2%，對製造業影響居次，淨利率 15.2%，較上年降低 4.5 個百

分點，主因海外產能大量開出、國際競爭激烈，加上市場需求疲弱、石化原料

價跌所致。個體財報稅後淨利前 3 大公司依序為：台積電 3,453 億元，占整體

製造業 28.1%居首、鴻海 1,153 億元居次、台塑 373 億元居第三。 

3. 研發支出逐年成長：雖然製造業上市櫃公司 108 年營收及獲利減少，惟企

業為強化競爭優勢，積極提升研發能量，108 年研發支出為 4,608 億元，年增

7.9%，金額與增幅均為近五年新高，其中電子零組件業 108 年研發支出 2,663

億元，較上年成長 8.7%，占整體製造業 57.8%居首，其次為電腦電子產品及光

學製品業 1,238 億元，年增 6.3%，占 26.9%，兩者合計占 84.7%。個體財報研

發支出前 3 大公司依序為：台積電投入 905 億元居冠，金額續創歷年新高，年

增 6.5%，占整體製造業研發支出近 2 成；聯發科投入 369 億元居次，較上年增

加 105 億元，年增 39.5%，對製造業研發支出成長貢獻最大；緯創投入 123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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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居第三。 

 

4. 固定資產投資以台積電貢獻最大：108 年製造業上市櫃公司固定資產投資

8,312 億元，為近五年新高，年增 12.1%，其中電子零組件業投資 6,430 億

元，占整體製造業比重 77.4%居首，年增 19.4%。個體財報固定資產投資前 3

大公司分別為：台積電 4,503 億元，占整體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逾 5 成，較上

年大幅成長 51.1%，主因受惠 5G 及高效能運算需求拓展，積極布局先進製程，

投資金額續創新高；友達及群創則分別投資 212 及 199 億元分居第二、三。 

 

「1988 紓困振興專線」提供一站式諮詢服務 協助企業及民眾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20/5/2 
 

  中小企業處指出「1988 紓困振興專線」自 4 月 6 日起，行政院龔明鑫政務

委員每日召開紓困記者會後，來電量不斷攀升，平均每天超過 3,500 通來電，

剛開始僅有 40 名客服人員，趕不上民眾諮詢速度。為此，自 4 月 20 日起已陸

續增補人力，目前已達 100 席客服人員，接聽率也來到 90%以上，讓接聽率更

高，民眾等待時間更短，回復品質更佳，服務做得更好。 

  紓困方案非常多元，目前最夯的諮詢議題為艱困企業薪資及營運費用補貼

方案、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勞工生活補貼及勞工紓困貸款等，顯見迫切需

要協助的業者及民眾極多，客服人員也會根據每日民眾實際問題反映給各部

會，讓服務即時又有效果。 

  此外，1988 專線除每日針對客服人員進行教育訓練，透過蒐集整理各部會

網站、記者會簡報、新聞稿、懶人包、QA、輿情等相關資訊，宣導各部會重點

更新紓困措施，及安排各部會人員親授紓困措施內容，並不定期就時事議題對

客服人員進行考核，進行人員再訓與知識更新，持續提升客服專業與服務品

質。 

  「1988 紓困振興專線」為免付費專線，直接手機或市話撥打 1988 即可接

通客服專員。服務時間為每日 8：30~18：30，全年無休。此外，經濟部網站紓

困振興專區亦有連結智能客服，已收錄民眾常見問答，可 24 小時接受線上提

問，歡迎有需求的民眾與企業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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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國家中央銀行為因應疫情所採取利率走向預測 

      

由於 Covid-19 疫情快速擴散，世界銀行預測哈拉以南非洲將歷經 25 年來首

次衰退。非洲開發銀行（AfDB）依疫情控制情形，評估全非洲 GDP 恐衰退

0.7%至 2.8%，約將損失 221 億至 883 億美元。非洲公共債務總額可能會

2020 年恐將超過 2 兆美元。 20 集團主要國家業已在本年 4 月初同意中止世

界貧窮國家（多數在非洲）至本年底約 200 億美元之雙邊債務。世界銀行

(World Bank)亦於本年 4 月表示因預期全球經濟將發生嚴重衰退，非洲漠南

地區因衛生系統不健全、還款能力惡化，加上社會安全網存在缺陷，而承諾

將提供非洲漠南國家 1,600 億美元對抗疫情，相關資金將在未來 15 個月內，

即明(2021)年 6 月止陸續到位。該銀行表示迄本年 4 月為止，世界銀行已透

過各種管道快速協助包括非洲漠南國家在內、超過 100 個國家對抗新型冠狀

病毒。 

      此外，非洲聯盟（AU）、聯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及非洲財長目前正考慮以特殊目的機構／公司

(special-purpose vehicle, SPV) 替換非洲國家主權債務，即該等非洲國

家尋求將主權債務轉換為新的優惠債券（concessional paper），俾避免排

擠該等非洲國家須因應新冠狀病毒疫情所需資金。 聯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

表示，該機制將由信用評級為 AAA 之多邊貸方或國家中央銀行承銷，並將債

務轉換為 5 年寬限期及較低票息且較長期之票據。相較於已開發國家之低利

率環境，非洲各國之償債成本甚高於其衛生健康支出，惟目前疫情，非洲更

需資金挹注經濟復甦措施，該措施可舒緩非洲國家債務壓力。 

     非洲漠南國家各中央銀行先前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採取降息之

寬鬆貨幣政策以維持經濟動能，至於疫情過後各國中央銀行走向如何，分析

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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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迦納：目前該國平準利率 14.5%、通膨率為 7.8%，部分分析家認為迦

納將停止調降利率，部分則認為因該國目前經濟成長緩慢，為過去 37 年

以來最慢，預測將調降利率 25 個基準點以上，並將採取提供銀行指導原

則等其他擴大貨幣供給量措施，以刺激特定產業景氣。 

二、 尚比亞：目前該國平準利率為 11.5%、通膨率為 15,7%，因該國通膨率

已達過去 43 年來最高，加上該國貨幣持續貶值，預期為穩定經濟變動，

將調升利息或至少不會調整利息。 

三、 南非：目前該國平準利率 4.25%，通膨率 4.1%，因預期南非本年景氣

緊縮達 16.1%，通貨膨脹率將低於南非儲備銀行所設定區間下限之 3%，加

上國際油價仍低於南非儲備銀行預測之每桶 42 美元、南非各項經貿指數

預期不佳，考量南非仍有降息空間，分析家均預測南非將繼續降息。 

四、 奈及利亞：目前該國平準利率為 13.5%、通貨膨脹率為 12.3%，占奈國

GDP 產出大宗之石油受國際油價狂瀉影響收益不佳，亦導致奈及利亞里拉

(Naira)匯率大貶，該國通貨膨脹率高於奈及利亞央行設定之波動上限，預

期奈國將維持該利率，並持續觀察奈國及全球經貿發展決定未來走向。 

五、 肯亞：目前該國平準利率 7%、通貨膨脹率 5.6%，東非大國肯亞因受疫

情衝擊導致景氣停滯，預期本年底將進一步降息至 5%，以刺激景氣。 

六、 模里西斯：目前該國平準利率 1.85%、通貨膨脹率 4.2%，目前該國將利率

調降至過去四年來最低水準，以刺激該國觀光業及出口，預期目前將維持現

有利率水準，並持續觀察景氣恢復情況決定是否進一步調降利率。 

 

駐南非代表處經濟組 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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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產品項目 聯絡人 聯絡方式 備註 

Hung Chun 

Bio-S Co., Ltd. 
銷售 牙醫植牙產品 Nick Hsu 

Tel: 886 7 695 5369 ext.202 

網站: www.hc-bios.com 

E-mail: nick@tioneimplant.com 

臺灣臺商

徵求本地

合作夥伴 

 

Ta Tung 

Aluminium 

Co.,Ltd. 

 

銷售 鋁門窗, 鋁門, 

廚房通風門,大樓帷

幕牆 

 

Tony Wu 

Tel: 886 5 213 3099 

Fax: 886 5 213 1512  

網站: httpxxs://www.ttaltd.tw/en/ 

E-mail: gtd2020@ttaltd.com.tw 

 

Uwin 

Technologies 

Ltd. 

 

銷售 醫療口罩 

 

George 

Wu 

Tel: 886 3 578 8690 ext.331 

Fax: 886 3 578 8741 

E-mail: george@uwin.tw 

 

Nan Lun 

Industrial Co., 

Ltd. 

銷售 汽車零配件 Nan Lun 

Tel: 886 4 233 27437  

Fax: 886 4 2332 7432 

網站: www.universal-joint.com.tw 

E-mail: nanlun168@gmail.com 

 

Solomon UPS 
銷售 不間斷電源 

系統 

Herbie 

Lin 

Tel: 886 2 8791 8989 ext.2084 

網站: www.solomon.com.tw 

E-mail: herbie_lin@solomon.com.tw 

 

Lan Shan 

Enterprise Co., 

Ltd. 

銷售 淨水器系統 
Joanne 

Wu 

Tel: 886 4 733 0158 

Fax: 886 4 733 0159 

網站: http://www.lanshan.com.tw 

E-mail: sales@lanshan.com.tw 

 

台灣範美公司 銷售 呼吸器製造商 胡姝莉 

Tel: 886 2 2517 2232 

E-mail: 

jasmine@panamericahbo.com 

 

 
有關南非政府標案商機，南非政府招標網站常不定期公告各中央部會、省政府、地方政府
之採購訊息，敬請臺商多加利用。 
 
 
南非政府招標網站：http://www.gov.za/documents/tender 
 
 

http://www.solomon.com.tw/
http://www.gov.za/documents/t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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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月/季 最近 前月/前季 

關鍵指標 
經濟成長率 2019 第 4 季 -1.4% -0.6% 

失業率 2019 第 4 季 29.1% 29.1% 

通貨膨脹指數(年度增

減比) 

消費者物價指數 3 月 4.1% 4.6% 

生產者物價指數 2 月 4.5% 4.6% 

產業指標 

(年度成長率) 

新房車銷售量 4 月 -28.1% -27.0% 

新商用車銷售量 4 月 -37.2% -34.3% 

零售業 1 月 1.2% -0.5% 

批發業 1 月 1.9% 2.5% 

製造業生產總量 1 月 -2.0% -5.9% 

礦產業生產總量 1 月 7.5% 0.1% 

貿易指標 

進口總額(斐鍰) 3 月 942.0 億 954.6 億 

出口總額(斐鍰) 3 月 1184.5 億 1091.7 億 

貿易順差(斐鍰) 3 月 242.5 億 137.1 億 

黃金外匯存底 
黃金存底(美元) 3 月 64.5 億 65.3 億 

外匯存底(美元) 3 月 435.3 億 457.2 億 

類別 2020.5.1 1 個月前 1 年前 1 年最低點 1 年最高點 

匯率表 美元兌斐幣 18.09 17.82 14.32 13.87 19.07 

歐元兌斐幣 19.67 19.51 16.05 15.49 20.66 

英鎊兌斐幣 22.64 22.02 18.63 17.22 23.57 

斐幣兌日幣 16.98 16.41 12.87 12.83 17.75 

斐幣兌人民幣 0.39 0.39 0.47 0.37 0.50 

利率表

（％） 

主要利率 7.75 8.75 10.25 - - 

可轉讓定期存單

利率（3 個月） 

4.70 5.75 7.23 - - 

基準利率 4.25 5.25 6.75 - - 

原物料價格 黃金(美元/盎司) 1716 1730 1285 1271 1732 

白金(美元/盎司) 778 769 899 602 1028 

鐵礦石(美元/噸) 81.84 82.18 87.99 76.24 118.96 

原油(美元/桶) 23.70 20.63 71.85 17.32 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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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類別 2020.5.1 1 個月前 1 年前 1 年最低點 1 年最高點 

       

      

      

      

      

       

      

      

2020 年

(月)別 

貿易總值(含復運資料) 出口+復出口(臺至斐) 進口+復進口(臺自斐) 出(入)超值(含復運資料)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 (同期)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 (同期)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同期) 

1 月 79,362,746 -48.406 47,270,374 -19.136 32,092,372 -66.348 15,178,002 -141.123 

2 月 57,398,428 -6.060 36,330,547 10.165 21,067,881 -25.087 15,262,666 214.347 

3 月 76,642,894 -11.504 48,249,698 -15.025 28,393,196 -4.803 19,856,502 -26.335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累計 213,404,568 -29.226 131,850,619 -11.042 81,553,949 -46.806 50,296,670 -1,08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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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020 年 6 月商展檔期表 

資料來源：臺北世貿中心 (www.twtc.com.tw), 高雄展覽館 (www.kecc.com.tw) 

  

日期 展覽名稱 主辦單位 聯絡電話 

5/6-5/9 台北國際智慧機械暨智慧製造展 臺北南港展覽館 1 館 02 27255200 

5/15-5/18 

第 14 屆台北國際觀光博覽會(TTE))、
2020 台北兩岸觀光博覽會、2020 台北國
際郵輪旅遊展、2020 台灣觀光特產暨美
食展、2020 台北戶外休閒暨運動用品展 

臺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02 27597167 

5/21-5/24 2020 台灣室內設計、材料大展 臺北南港展覽館 1 館 02 87913391 

5/29-6/1 
TBME-第 22 屆台北國際嬰兒與孕媽咪
用品展(夏季展)  

臺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02 27597167 

6/11-6/13 台灣國際美容展 臺北南港展覽館 2 館 02 27255200 

6/11-6/13 台灣國際醫療暨健康照護展 臺北南港展覽館 2 館 02 27255200 

6/11-6/14 

第十四屆台北國際春季旅展/台灣伴手禮
觀光特產展/台北國際戶外運動休旅用品
展/台北世界咖啡大展 

臺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02 27979559 

6/17-6/20 台北國際食品展覽會暨清真產品展 臺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02 27255200 

6/17-6/20 臺灣國際生技製藥設備展 臺北南港展覽館 2 館 02 27255200 

6/25-6/28 
第 12 屆台北國際連鎖加盟創業展/2020

台北國際開店設備展 
臺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02 27597167 

6/26-6/30 

2020 第 30 屆春夏國際美容化妝品展、
2020 美甲美睫博覽會、2020 台北健康養
生展 

臺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02 86925588 

http://www.kec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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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台北國際智慧機械暨智慧製造展」延期至 9 月 9 日至 12 日舉

行 

     

受到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目前已超過 150 萬人確診、分布於全

球 167 國，為了持續服務全球有需求的參展廠商及買主，並顧及所有與會者之

健康安全，原訂本(109)年 5 月 6 日至 9 日於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 1 樓展場舉

行「2020 年台北國際智慧機械暨智慧製造展」，將延期至 9 月 9 日至 12 日舉行

原，以因應新冠狀病毒疫情。 

為維護參展廠商及觀展買主權益，謹特此通知駐地臺商先進。至於買主補

助之申請亦將延後受理。倘有興趣參加該二項展覽或擬申請買主優惠補助者，

敬請與本組聯絡，本組電郵：ecdivisiontl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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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臺商刊登廣告 

本「臺商公告欄」係專為服務我旅斐臺商而設，凡我旅斐臺商及僑胞，如

擬進行企業形象宣傳、公司產品促銷、工商情報、企業活動、慈善公益、徵才

及求職、募款及援助、二手商品轉贈或交易等皆可以電郵向本組投稿，免費刊

登廣告。 

有興趣投稿者敬請將刊登內容以電子郵件傳送本組，本組收件後會免費刊

登 1 次，如擬再次刊登需重新提出申請。 

另本組對刊登之內容保留審閱之權利，如有違中華民國國家利益或有違風

序良俗及商業道德情形將不予刊登。 

 

聯絡專線：011- 4428881  

投稿電郵：economy.taiwan@gmail.com 

 

臺斐經濟貿 e 雙週刊 第 354 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