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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緬甸聯邦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政體：聯邦總統制，總統任期5年

總統：廷覺（Htin Kyaw）



壹、自然人文
 面積：676,578平方公里(第40位)

 氣候：熱帶季風氣候，3-5月暑季，6-10月雨季，11-2月涼季。

 人口：51,486,253人(第26位)

 人口密度：76人(每平方公里)(第125位)

 人類發展指數：0.536 (148位)

 種族：緬族68%、撣族9% 、克倫族7% 、若開族3.5% 、華人
2.5%、 孟族2%、克欽族、1.5% 、印度人1.3% 、欽族1%、克
耶族5.8%及佤族、羅興亞族等135族

 宗教：佛教87%、基督教6.2%、回教4.3%、汎神論0.8、印度教
0.5%

 行政區劃：7個state及7個region

 重要城市：Naypyidaw (首都100萬人)、Yangon (最大工商城
市520萬)、Mandalay(第2大城市100萬人)





貳、經濟概況
2014 2015 2016

GDP (US$ billion) 63 59 66

經濟成長 (%): 8.0 7.3 6.3

平均民國所得( US$) 1,227 1.148 1,269

國內生產佔比 27.8(農)

34.5(工)

37.7(服)

26.7(農)

34.5(工)

38.7(服)

26.3(農)

27.5(工)

46.2(服)(2016 est.)

通貨膨脹率(%): 5.9 11.4 9.8

利率(%) 固定利率10%、最低存款利率8%、最低貸款利率13%

重要天然資源 天然氣、石油、煤、石灰石、銅、鉛、鋅、金、銀、
玉及寶石，林木及漁產

主要產業 農業、製造及加工業、能源業、旅遊業及礦產業



參、重要政經政策
 2010年緬甸民主改革，結束軍政府50年統治，11月舉行國會大選。

 2011年總統登盛上台，實行全面經濟改革，放寬投資政策，改革稅率
及法律制度。

 2105年翁山蘇姬領導之全國民主聯盟(NLD)贏得國會兩院過半數席次。

 2016年3月緬甸國會舉行總統選舉，翁山蘇姬長期戰友廷覺(Htin
Kyaw)當選總統，翁山蘇姬領擔任國政顧問。

 新政府三大要務：民族融合、民主改革、經濟發展

➢ 21世紀彬龍會議

➢ 2011-2030國家全面發展計畫(NCDP)

➢ 12項經濟政策(12 points of Economy Policy)

 經濟目標：達成(1)維持平均經濟成長率7.2%；(2)2030年GDP1800億
美元；(3)2021年FDI流入80億美元；(4)2030年人均GDP3000美元；(5)
改善政府治理評等；(6)改善民生，以達於中等收入國家。



 緬甸自1995年1月起成為WTO成員。1997年成為東協成員，緬
甸透過東協區域自貿易協定與中國大陸、南韓、澳洲、紐西蘭、
印度5國間有自由貿易協定關係，並與英國、新加坡、馬來西
亞、泰國、印度、寮國、越南及南韓簽訂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緬甸對外貿易由海外(oversea)及邊境(border)貿易組成，2016-17

年海外貿易總值213.62億美元，邊境貿易總值74.39億萬美元，
貿易總值288.16億美元，相較2015-16年277.14億美元，增加
10.8億美元。

 緬甸2016-17年出口總值為116.2億美元，其中包括海外70.18億
美元，邊境46.02億美元，較前一年度總出口111.36億美元，微
增4.8億美元。

 出口主要商品：天然氣、木製品、豆類、水產品、稻米、成衣，
以及包括玉石和寶石之礦產品。主要出口市場：中國大陸
(37.7%)、泰國(25.6 %)、印度(7.7 %)及日本(6.2 %)。

肆、對外貿易現況(1)



 緬甸2016-17年進口總值為171.8億美元，其中包括海外
143.43億美元，邊境28.36億美元，較前一年度總進口
165.77億美元，增加6.02億美元。

 進口商品：紡紗纖維布料、石油產品、肥料、塑塑產
品、機械、運輸設備、水泥、建築材料、食品及食用
油，主要進口來源國為中國大陸(42.2 %)、泰國(18.5 %)、
新加坡(11 %)及日本(4.8 %)。

 緬甸貿易逆差近年持續惡化，據商務部統計，2012-13年
度貿易逆差曾一度好轉至僅0.91億美元，此後於2013-14

年又躍升至25.55億美元，並逐年由41.09億美元、54.41億
美元至2016-27年55億5990萬美元，逆差持續擴大，迫使
緬甸政府採行數項措施，如限制進口，尤其是奢侈品進
口，平衡貿易逆差遂成為緬甸積極努力之目標。

肆、對外貿易現況(2)



 緬甸2016-17年度，核准外人投資(FDI)案138件，金額66億4,981萬美
元。自1988 -89至2016-17年度共29年間，外人投資累計1,246件，總
金額703億5,089萬美元。

 中國大陸( 185.54億美元)為最大投資國，以次為新加坡(168.84億美
元)、泰國(109.23億美元)、香港(75.63億美元)、英國(41.29億美元)、
南韓(35.55億美元)、越南(20.79億美元)、馬來西亞(19.32億美元)、
荷蘭(9.94億美元)及印度(7.32億美元)。

 外資項目主要集中於石油及天然氣(224.10億美元)、電力(205.94億美
元)、交通及通訊(81.54億億美元)、製造業(77.59億億美元)、不動產
(37.54億美元)、礦業(28.97億美元)及旅館及觀光業(28.50億美元)等
部門。

 緬甸政府為促進及便利外商與國內投資，並開放更多投資領域，將
自2017年4月實行新投資法，以取代「外人投資法」及「緬甸國民投
資法」，預期可為外資及國內投資者提供更具便利及公平經商環境。

伍、外人投資現況



 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自1952年至2016年10月，
對緬甸投資計有11案、總額達1億1,585萬美元。同期，
緬甸對我國投資案計有18案，合計約112.6萬美元。

 據DICA統計，2016-17年我國計有3項投資，金額1,045萬
美元。自2013-14年度迄今累計11件投資案，總金額
2,500萬美元，在緬甸49投資國中名列28位。緬甸自2013
年始解除不與我直接通商之禁令，在此之前，我國對緬
投資均需透過第三國進行。

 保守估計，臺商來緬投資已超過200家，金額愈3.5億美
元。投資項目包括農產、光學電子、成衣、製鞋、建材、
鋼構、鋁材、木材、餐飲、銀行金融及人力資源等。

陸、臺緬經貿關係(1)



 臺緬2016年雙邊貿易總額為2.81億美元，我出口2.12億美
元，進口6,974萬美元，相較2015年貿易總額2.7億美元，
成長4.24%，緬甸為我國第64大貿易夥伴，在東協會員國
排名第9之貿易夥伴。

 我國主要銷緬產品項目為合成纖維絲紗梭織物、羽毛及
羽絨、鍍面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針織品、
金屬加工用綜合加工機、橡塑膠加工機械等。我國自緬
則輸入精鍊銅、含油質種子、乾豆類蔬菜、光纖及光纖
束、木材、甲殼類動物、未經光學加工玻璃器、寶石等。

陸、臺緬經貿關係(2)



機會及優勢
 土地廣闊、天然資源豐富

 勞力資源充沛、成本相對低廉---緬甸勞動人口37.15 

million (2016 est.) ，排名全球第18位

 高經濟成長率---7.7%(2017)、8.0%(2018)

 低度開發國家(LDC)、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RCEP)

 連結中國大陸、印度及週邊28億人口市場之樞紐

柒、緬甸投資營商之機會與風險(1)



障礙及風險
 基礎建設不足：電力、道路交通、港口、通訊網路等不足

 經商便利性待提升：世界銀行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 排名第170名(190經濟體)

 EoDB 10項評比指標排名：開辦企業(146)、申請建築許可(66)、
電力取得(149)、財產登記(143)、獲得信貸(175)、保護少數股
東(179)、繳納稅款(119)、跨境貿易(159)、執行契約(188)及破
產處理(164)。

 物流支援待建立：世界銀行「物流績效指數」(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 LPI)名列第113名(160個國家)。

 LPI 6項評比指標排名：海關效率項目排名第96，基礎建設品質
項目排名第1051，價格競爭力運輸項目排名第144，物流服務
與品質項目排名第119，追蹤貨物能力項目排名第94，即時性第
112位。

柒、緬甸投資營商之機會與風險(2)



緬甸競爭力概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新南向國家投資境安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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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風險概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新南向國家投資境安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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