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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基本資料表 

自  然 人  文 

地 理 環 境 

中東歐內陸國，西鄰奧地利，北與捷克及波蘭接壤，東

鄰烏克蘭，南接匈牙利。多瑙河流經其西南部，境內多

山，地勢北高南低。  

國 土 面 積 49,036平方公里 

氣 候 大陸型氣候，夏季炎熱，冬季低溫可至零下15度左右。 

種 族 
斯洛伐克人佔80.65%，匈牙利人佔8.49%，羅姆人（吉

普賽人）佔1.96%。 

人 口 結 構 

全國人口544.31萬人（2018），其中0至14歲幼年人口占

15.3%，15至64歲人口占72%，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

12.7%，男女比率為48.7比51.3，女多於男。 

教 育 普 及 程 度 15歲以上具讀寫能力者占總人口之99.6%，教育普及。 

語 言 
官方語言為斯洛伐克語，另有10.7%人口諳匈牙利語。

德語、英語及俄語為主要使用之外語。 

宗 教 
羅馬天主教徒占62.08%，基督教徒占5.86%，希臘正教

徒則占3.83%。 

首 都 及 重 要 城 市 

首府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位於斯國西部，接近奧

京維也納，為斯國第一大城（人口約60萬人），第二大

城為斯東之Košice（人口約79萬人）。 

政 治 體 制 議會民主政體，總統為國家元首（任期5年），總理為最



 

 

高行政首長（由國會多數黨領袖擔任）。 

投 資 主 管 機 關 
投資暨貿易發展局（ Slovak Investment and Trade 

Development Agency, SARIO） 

經  濟  概  況 

幣 制 自2009年元月1日起正式改用歐元為單一貨幣。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902億歐元（2018） 

經 濟 成 長 率 4.1%（2018） 

平 均 國 民 所 得 1萬6,058歐元（2018）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2.51%（2018） 

外 匯 存 底 457億歐元（2018） 

匯 率 
斯國於2009年1月1日加入歐元區 

可查歐元兌換匯率網址：www.finance.yahoo.com 

利 率 央行重貼現率：N.A. 

通 貨 膨 脹 率 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2.51%（2018） 

產值最高前五種產業 汽車、電機電子、機械、金屬加工、石化 

出 口 總 金 額 798億歐元；成長6.6%（2018） 

主 要 出 口 產 品 
汽機車及其他自動車、電視接收器、汽機車零配件、電

話及電報設備、輪胎（of rubber） 



 

 

主 要 出 口 國 家 

德國（22.2%）、捷克（11.9%）、波蘭（7.5%）、法國

（6.3%）、英國（5.2%）、奧地利（5.7%）、匈牙利

（5.54%）、義大利（5.7%）、西班牙（2.83%）、荷蘭

（2.18%）。 

進 口 總 金 額 773億歐元；成長7.7%（2018） 

主 要 進 口 產 品 
汽機車零件、電話及電報設備、汽機車及其他自動車、

石油及其產品、天然氣。 

主 要 進 口 國 家 

德國（17.7%）、捷克（10.2%）、中國大陸（5.83%）、韓

國（5.74%）、匈牙利（5.74%）、波蘭（5.47%）、俄國

（5.25%）、義大利（3.36%）、法國（3.06%）、奧地利

（3.03%）  

謹註：斯洛伐克統計局2019年2月1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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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自然人文環境 

一、自然環境 

斯洛伐克地處中東歐的地理中心，是西歐進入東歐的門戶，於2004年5月1日正

式加入歐盟。斯國面積計4萬9,036平方公里，其鄰邦北有捷克與波蘭，邊界分別長

達215公里及444公里；南有匈牙利，邊界達677公里；西有奧地利，邊界僅為91公

里；東則與烏克蘭接壤，邊界達97公里。2007年12月31日斯國開始執行申根公約

（Schengen Agreement）後，其與烏克蘭邊關已成申根最東界。 

斯國境內多山，地勢北高南低，歐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經其西南部。斯國屬四

季分明之大陸型氣候，夏季炎熱，惟冬季低溫可至攝氏零下15度左右。 

二、人文及社會環境  

斯國近年人口成長緩慢，2018年人口544.31萬，平均每平方公里僅，110人，

密度不高。其中0至14歲幼年人口占15.3%，15至64歲人口占71.5%，65歲以上老年

人口占13.2%。斯國女性人口多於男性，所佔人口比率分別約為51.3%與48.7%。在

人口組成方面，以斯洛伐克人佔多數，約為總人口的80.65%，其次為匈牙利人約

為8.49%，其餘則分別有羅姆人（吉普賽人）佔1.96%、捷克人0.8%、烏克蘭人

0.7%及其他人種1.3%。在宗教部分，多數人信奉天主教，約佔人口的62.08%，其

次為基督徒約為5.86%、希臘正教信徒3.83%，其他為非教徒。斯國民風純樸，對

外人尚稱和善。惟因地處內陸，一般商旅往來仍以歐盟國家為主，對亞洲較為陌

生。 

斯國官方語言為斯洛伐克語，另有10.7%人口諳匈牙利語。德語、英語及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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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使用之外語。斯國教育普及，15歲以上具讀寫能力者占總人口之99.6%。 

斯國自2002年1月1日起將全國分為8大自治區（Higher Regional Units），各區

行政中心與區同名，各行政區之人口數量分別為：Bratislava區（首府區，人口為

61萬8,380人）、Košice區（第二大城區，人口為79萬4,756人）、Prešov區（人口為81

萬8,916人）、Nitra區（人口為68萬6,662人）、Žilina區（人口為69萬420人）、Banská 

Bystrica區（人口為65萬6,813人）、Trnava區（人口為55萬7,608人）以及Trenčín區

（人口為59萬2,394人）。 

三、政治環境 

斯洛伐克屬議會民主政體，總統為國家元首，任期5年；總理則為最高行政首

長，由總統任命國會多數黨領袖擔任。斯國總統選舉於2014年3月15日進行初選，

各黨派及無黨籍人士共有14人參選。由於無候選人獲過半支持，爰須由得票最多之

兩名候選人—執政黨「方向黨」現任總理Robert FICO以及無政黨色彩之創業家

Andrej KISKA於3月29日進行第二回合決選。斯國中央選舉委員會於隔（30）日公

佈大選結果：斯國合格選民共4,409,793人，計有2,223,812人前往投票，有效票

2,200,906票，投票率為50.5%。兩名候選人中現任總理Robert FICO獲893.841票

（40.61%），另一無黨無派候選人Andrej KISKA獲1,307,065票（59.38%），由K候選

人獲勝，任期5年，並成為斯國史上首位無黨派總統；並由Smer黨Robert FICO擔任

總理，籌組內閣。 

2018年2月底，斯洛伐克 27歲新聞記者Jan Kuciak因調查並報導斯國官商勾結

醜聞，致其與未婚妻雙雙於住所遭到槍殺身亡，引發斯國民眾對於貪污醜聞之憤

怒，發動中歐擺脫共產主義將近25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運動。斯國總統Kiska在

輿論壓力下，2018於3月15日在總統府接受Fico總理辭職，並諭令Pellegrini副總理

籌組新內閣。 

斯洛伐克2019年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於當地時間3月30日晚間22時正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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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斯洛伐克統計局發布最新資料，女性獨立候選人Zuzana Caputova贏得58.40%

選票，擊敗執政聯盟最大黨方向黨提名候選人Maros Sefcovic（得票率41.59%），成

為斯洛伐克首位女性總統；本次總統投票率達41.79%（2014年為50.48%）。Zuzana 

Caputova為親歐自由派律師，雖缺乏從政經驗，但反貪立場獲選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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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經濟環境 

一、經濟概況 

斯國自歐債危機後，經濟逐漸復甦成長，其經濟成長動能主要受惠出口成長及

內需市場增強。斯國2016年至2018年分別成長3.3%、3.2%及4.1%，成長力道仍不

及同屬V4之波蘭、捷克、匈牙利。 

斯國自2009年加入歐盟及歐元區後，外人投資即為斯國經濟成長之主要動力，

斯國近年經濟成長亦多仰賴外投資（多國籍企業）所帶動的強勁對外貿易。由於

2015年係歐盟基金之階段計畫最後一年，斯國2016年之公共投資低於2015年。斯國

2017年第二季投資雖然減少，尤其是公共投資衰退12%，但是第三季由於汽車製造

業等大型投資計畫以及智慧建築需求增加，尤其是汽車相關工業的發展，所以第三

季投資以及對外貿易再度反轉向上，確保投資以及勞動就業等的改善，使得前三季

投資較前一年成長4.2%，整體固定投資成長3.7%。另由於民眾購屋、建屋的需求

增加，提高不動產市場產值升高，也導致私部門以及貿易需求增加。斯洛伐克的投

資在2018年達到高峰，主要是汽車產業的投資，捷豹（Jaguar Land Rover）在斯國

設廠，帶動汽車產業之發展，造成勞動力缺乏、薪資上漲，國會又通過2019、2020

連續2年提高公務員薪資各10%，增加勞動成本之壓力，但也促進消費，提升經濟

成長。再加上2018第4季歐盟資金的注入，更使得當季公共投資成長，所以2018年

經濟成長率 高達4.1%，高於前2年的表現。 

根據OECD的評估報告，斯洛伐克人民生活水準已經逐漸追上較高所得之國

家，接近OECD平均水準，相對貧窮率為8.5%，低於OECD國家平均值11.7%。該

國金融體系健全，銀行資金、清算能力強勁。 

在貿易方面，2018年斯國出口達798億歐元；較2017年同期成長6.6%；進口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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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達773億歐元，較 2017年同期成長7.7%；2018年享有貿易順差達 25億歐元，略

低於2017年的30億歐元。主要出口項目包括：汽機車及其他自動車、電視接受器、

汽機車零配件、電話及電報設備、輪胎。主要進口項目包括：汽機車零件、電話及

電報設備、汽機車及其他自動車、石油及其產品、天然氣。歐盟各會員國仍為斯國

主要貿易夥伴，主要出口國家為德國（22.2%）、捷克（11.9%）、波蘭（7.5%）、法

國（6.3%）、英國（5.2%）、奧地利（5.7%）、匈牙利（5.54%）、義大利（5.7%）、

西班牙（2.83%）、荷蘭（2.18%）；主要進口來源國家為德國（17.7%）、捷克

（ 10.2%）、中國大陸（ 5.83%）、南韓（ 5.74%）、匈牙利（ 5.74%）、波蘭

（ 5.47%）、俄羅斯（ 5.25%）、義大利（ 3.36%）、法國（ 3.06%）、奧地利

（3.03%）。 

在投資方面，斯國2018年共促成34件投資案，增加投資金額約3.5億歐元，增

加4,850個就業機會。 

在就業方面，斯國2012年失業率高達14.4%，經改善產學落差、長期失業人口

（提供優惠社會福利予月薪低於800歐元之就業者，以鼓勵就業），失業人口逐漸降

低，2018年經濟持續成長，失業率已降為6.19%（斯洛伐克投資貿易局SARIO資

料），平均薪資超過1,100歐元（低技術678歐元、高技術1,250歐元），薪資年成長率

約為6%，2019年1月更攀升至1,123歐元。斯洛伐克前五大薪資行業如下：資訊

業、電信業、金融業、醫藥業、航空服務業。 

二、天然資源 

斯洛伐克總面積為49,035平方公里，其中可耕種農地佔地49.7%，其餘則屬森

林區（40.8%）及丘陵地與河川等。與鄰近中東歐國家比較，斯國農地面積較少。

依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研析，斯國務農人口僅約8萬人，較2000年銳減45%，

減幅高居全歐第三位，僅次於愛沙尼亞（-55%）及保加利亞（-48%），然斯國農民

所得卻增加51.7%。斯國天然資源不虞匱乏，蘊藏煤礦、銅礦、錳礦、鈾礦及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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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三、產業概況 

（一）汽車產業： 

汽車業為斯洛伐克傳統的工業強項，亦為斯國最重要部門及經濟主導

力量，過去20年來已成為外人直接投資重要來源。斯洛伐克為全世界20

大汽車生產國之一，年生產超過100萬汽車，2018年斯國年產超過108萬

輛汽車，創該國最新紀錄。過去幾年，斯洛伐克每千人汽車生產量仍續

維持全球第一，2018年斯洛伐克平均每千人生產198輛汽車，預測2020年

將達249輛。斯國汽車工業情形重點如下： 

１、直接受僱於汽車生產業人數達15萬4,000人。 

２、直接及間接由汽車業所僱用人數超過27萬人。 

３、占GDP比重達12%。 

４、占工業總產量44%。 

５、占總工業出口40%。 

６、所產生之出口金額超過318億歐元。 

投資斯洛伐克汽車業之10大理由： 

１、斯國具有龐大出口潛力的歐洲策略性地理位置。 

２、汽車部門廣泛的供應商網絡。 

３、政治經濟穩定。 

４、中東歐少數使用歐元國家。 

５、於中東歐國家中勞動生產力領先。 

６、具成本效益、熟練及受過教育的勞動力。 

７、擁有許多技術學校及實施雙軌技職教育。 

８、穩定發展的研發中心及創新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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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對汽車業具吸引力的投資獎勵措施。 

10、完善的基礎設施。 

斯洛伐克汽車製造大廠概況： 

１、Volkswagen Slovakia： 

成立年份：1991年 

產量（2016年）：38萬8,687輛 

營業額：76億歐元 

員工數：1萬4,000名 

車款：Vlokswagen Touareg、Volkswagen Up! & e-Up!、Audi Q7 & Q8

、Skoda Citigo、SEAT Mii、Porsche Cayenne 

２、KIA Motors Slovakia 

成立年份：2004年 

產量（2016年）：33萬9,500輛 

營業額：55億6,000萬歐元 

員工數：3,800名 

車款：Kia cee’d、Kia cee’d、Kiacee’d Sportswagon、Kia pro_cee’d、

GT、Kia Sportage、Kia Venga 

３、PSA Peugeot Citroen Slovakia 

成立年份：2003年 

產量（2016年）：31萬5,050輛 

營業額：55億1,000萬歐元 

員工數：3,500名 

車款：Citroen C3、Picasso Peugeot 208、new Citroen C3 

４、Jaguar Land Rover 

成立年份：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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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營運：2018年 

產能：30萬輛 

預計員工數：2,800人 

車款：Discovery及其他premium SUVs 

宣布投資額：新生產設施投資額達15億歐元 

斯洛伐克汽車供應商： 

１、斯國並非僅以3家成熟汽車製造商為核心，其具有完善且高品質的供

應商網絡；第一級及第二級供應商亦出口其產品到周圍歐洲車廠及其

他海外地點。 

２、斯洛伐克有超過300家汽車供應商（第一級供應商占28.5%、第二級

占28%、第三級占43.5%），以長期累積的代工經驗為基礎進行營運。

預期Jaguar Land Rover之投資將大大擴展汽車供應商網絡，該網絡且

擴及斯國中部及東部。 

３、彈性及成熟的供應商網絡顯示斯國可提供除汽車業以外廣泛行業的

巨大潛力，如塑料及化學工業、電子工程、機械工程、複合材料、鋼

鐵工業、鋁業、紡織業及設計工程等。 

合格的生產勞動力： 

１、由於斯洛伐克汽車部門具較高及穩定成長之生產力，該行業之生產

不再被歸類為低成本，其在區域及歐洲層面仍具成本競爭力，實際

上，斯洛伐克的勞動力向以彈性、優越條件及高生產力聞名。 

２、斯洛伐克大學具技術背景，許多公司因此得以找到適合工程師從事

研發工作。 

３、斯洛伐克有5所科技大學、32所技術學院、3萬8,316名技術領域學生

及1萬3,485名技術領域畢業生。 

４、斯國有超過100所技職中學、3萬3,000名技術領域學生及8,109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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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畢業生。 

５、斯國正加強推展技職教育，目前有340所技職中學已與約140家公司

進行合作。 

成長的研發及創新網絡 

由於斯洛伐克市場具成長潛力，有越來越多的分包商將其研發部門轉

移到斯國，重新配置及建立研發部門的決定不僅可節省成本，同時亦有

助於公司靈活地回應客戶需求，另一方面公司也由高素質的工程師及專

家中受益。 

汽車研發成功案例包括：ADIENT（座椅系統）、LEONI（汽車電纜

系統）、YANFENG（內部設計工程中心）、ZKW SLOVAKIA（照明系統

創 新 ）、 CONTINENTAL AUTOMOTIVE （ 煞 車 系 統 ）、 INA 

SCHAEFFLER（滾動軸承及滾珠軸承開發）。 

投資獎勵措施 

１、投資獎勵措施主要為鼓勵投資者投入新計畫於失業較高地區及吸引

附加價值較高計畫。新投資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可由創造就業獲得證

明，該獎勵措施增加學校畢業生找到工作的機會，並為當地公司創造

新的創業機會。 

２、最低投資額、創造新就業機會數目及投資新技術比重等標準，係根

據投資所選擇地區之失業率及投資者要求補助型式而定。 

３、工業投資若申請所得稅減免，就特定地區而言須符合以下標準： 

（1）投資額600萬歐元及60%投資於新技術。 

（2）投資額300萬歐元及50%投資於新技術。 

（3）投資額150萬歐元及40%投資於新技術。 

（4）投資額20萬歐元及30%投資於新技術。 

（5）擴張包括產量或營業額增幅至少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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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科技中心投資若申請所得稅減免須符合以下標準： 

（1）所有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額至少為20萬歐元。 

（2）至少創造20個新就業機會。 

（3）最低薪資須為該地區新員工平均薪資的1.7倍 

５、共享服務中心投資若申請所得稅減免須符合以下標準： 

（1）至少創造50個新就業機會。 

（2）最低薪資須為該地區新員工平均薪資的1.5倍。 

斯洛伐克汽車產業協會（ZAP）於2019年1月10日記者會中表示，人們應瞭解

汽車產業不久將面臨重大變化，2019年充滿嚴峻挑戰，包括生產低排放汽車的壓

力、缺少合格勞工、商業環境不穩定性及低預測性等；另少量的研發活動、學界及

業界間合作發展不足等均為障礙。 

ZAP估計2019年斯洛伐克汽車生產量將達115萬輛，2018年底位於Nitra市的

Jaguar Land Rover新廠投入生產，預期將對該預期數字有所貢獻。 

為維持競爭力，電動車已為不得不然的發展趨勢，目前斯洛伐克福斯

（Volkswagen）為斯國唯一生產純電動車之車廠，其他計劃生產電動車的尚包括位

於Trnava市的PSA集團、KIA Motors及Jaguar Land Rover。 

（二）電子產業： 

資通訊（ICT）產業為斯國經濟主要支柱之一，約有52家公司，該產

業產值約佔4.5%斯國生產毛額，約當35億歐元，整體產業約僱用5萬人

（主要為電腦程式設計、資訊顧問等），其中通訊產業約佔1萬人。 

依據斯國GfK Temax Slovakia市場調查公司報告，斯國2017年消費性

電子產品市場達10.49億歐元，較2016年成長1.65%。其中，通訊產品2.49

億歐元，衰退10.11%；資訊科技產品2.54億歐元，成長3.25%；大型家電

2.39億歐元，成長8.64%；一般消費電器產品（電視及音響）1.56歐元，

成長3.31%；小家電1.12億歐元，成長10%；辦公室設備產品0.21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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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4.55%；數位相機0.16億歐元，與前一年相當。 

該產業亦多屬外人投資之國際企業，如德國西門子（Siemens）、日本

新力（ Sony ）、韓國三星（ Samsung ）及我國台達電子（ Delta 

Electronics）、友達光電（AUO）及鴻海精密（Foxconn）均已來斯設廠。

另惠普（HP）、戴爾（Dell）及聯想（IBM/Lenovo）等亦在斯國設有區域

營運或客服中心。 

中資「華為公司」最早在歐洲地區拓展業務係於瑞典設立研發中心，

以波蘭為中、東歐及北歐之銷售及行銷基地，以匈牙利專精於製造（美

商Flextronics及Foxconn為其主要EMS供應商）及物流運作，以羅馬尼亞

為歐洲地區之客戶技術支援中心。總計該公司在歐洲地區僱用約9,000名

員工，在斯洛伐克僱用約75名員工。 

華為以顧客導向之商業模式及低勞動成本作為生產網絡之策略，並企

圖建立該公司之規格標準（standards），以取得未來行動通訊市場之優

勢。該公司並藉由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所提供之低利優惠貸款，取

得財務優勢。運用這些低成本優勢，華為逐步擴大全球通訊設備之市占

率，並被視為世界最大之通訊設備供應商之一。該公司宣稱，其已經供

應全世界前50大通訊公司之37家，歐洲4G通訊設備約有一半由其供應。

歐洲主要電訊公司之一的Vodafone電訊公司於2014年宣布與華為公司簽

約，合作進行在歐洲、非洲地區15國之網路升級工程；其後，華為並在

中、東歐分別與T-Mobile、Orange等電訊公司進行合作。 

華為公司於2006年在斯洛伐克設立分公司，營業項目為設計、製造、

安裝、修理資通訊設備及提供解決方案（Solutions）。該公司在歐洲地區

經常通過建教合作方式，與當地大學合作培養其所需之資通訊人才。另

於2016年3月與斯洛伐克Zilina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進行建教合作，並曾

於2014年10月與布拉提斯拉瓦科技大學合作更新斯洛伐克網路交換（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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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vak Internet eXchange）系統。華為公司近來在斯洛伐克鋪貨甚為積

極，相信未來仍然會積極以銷售資通訊設備為主要業務目標。 

（三）化學產業 

化學工業為斯洛伐克經濟傳統主要產業之一，主要領域包括石油提

煉、化學肥料、橡膠及塑膠產品，以塑膠而言，化學材料與斯國強大的

汽車與電子生產緊密相連；許多化學企業的營業額與原油價格、原物料

在國際市場之發展息息相關。斯洛伐克化學產業的產出雖由一種產品或

少數產品所組成，但卻包括數百種不同產品的多元化組合，其範圍由石

化產品、農化產品、初級有機/無機化學品，到橡膠、塑膠產品、藥品及

接種疫苗。斯國化學產業營業額達94億歐元、僱用人數達4萬6,000人、占

製造業13.8%、占出口約20%。 

１、斯洛伐克化學相關領域概況： 

（1）橡膠及塑膠產品： 

A. 公司家數：196家 

B. 營業額：41億985萬歐元 

C. 員工數：2萬8,917人 

（2）焦炭及精煉石油產品： 

A. 公司家數：3家 

B. 營業額：34億2,897萬歐元 

C. 員工數：2,489人 

（3）化學產品： 

A. 公司家數：50家 

B. 營業額：16億4,340萬歐元 

C. 員工數：7,60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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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藥品： 

A. 公司家數：16家 

B. 營業額：2億344萬歐元 

C. 員工數：2,186人 

２、斯洛伐克化學產業著名企業 

（1）Slovnaft： 

A. 斯洛伐克營業額第3大企業，為斯國唯一之煉油廠；該公司之研發

中心擁有超過100位工程師。 

B. 營業額：34億1,600萬歐元 

C. 員工數：2,389人 

（2）Duslo： 

A. 肥料製造商 

B. 營業額：4億6,100萬歐元 

C. 員工數：2,015人 

（3）Continetal： 

A. 橡膠、塑膠及輪胎製造商 

B. 營業額：8億9,454萬歐元（橡膠及塑膠）、5億2,140萬歐元（輪胎

） 

C. 員工數：1,565人（橡膠及塑膠）、1,256人（輪胎） 

（4）De Micln： 

A. 消費化粧品製造商 

B. 營業額：1億1,433萬歐元 

C. 員工數：560人 

（5）Chmosvit Folie： 

A. 擁有廣泛之化學產品組合，為斯國東部大型雇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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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營業額：9,259萬歐元 

C. 員工數：945人 

３、斯國著名塑膠製造商 

（1）Soyon E-Hwa Automotive 

A. 韓國多種汽車塑膠及塑料緊固件第一級供應商 

B. 營業額：1億5,750萬歐元 

C. 員工數：634人 

（2）Magna Slovteca 

A. 加拿大內部及外部汽車塑膠零組件製造商 

B. 營業額：1億3,483萬歐元 

C. 員工數：455人 

（3）Jasplastik： 

A. 汽車及電視塑膠零組件製造商 

B. 營業額：6,468萬歐元（電視塑膠零組件）、2,124萬歐元（汽車） 

C. 員工數：600人 

（4）Thermoplastic： 

A. 斯國第一級供應商，產品包括射出成型、汽車外部及內部塑膠零

組件 

B. 營業額：1,563萬歐元 

C. 員工數：125人 

（5）Sluzba Nitra： 

A. 產品包括用於電子、保險絲盒車用塑料零組件、內部及外部照明

設備 

B. 營業額：1,708萬歐元 

C. 員工數：2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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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斯洛伐克化學產業受3個重要因素影響，即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與

斯洛伐克兩個國家、由東方市場轉向西方已開發國家及私有化。部分化學公司成功

轉型且得以倖存，有些企業則被外國投資者收購，另有些企業因未紮根於新的市場

環境，跟不上環境變動只得退出市場。 

21世紀的第1個十年斯國化學產業呈現穩定、融入歐盟市場及外來投資增加。 

斯洛伐克之工業生產主要位於斯國西部（Bratislava、Trnava、Trencin及Nitra

市），西部地區占斯洛伐克GDP 60%，化學產業亦集中於西部。 

斯洛伐克擁有有5所科技大學、6所化學產業導向之學院，另有4家私人研發機

構，研發領域包括化學技術、石化產品、塑膠及人造纖維等。 

斯國雖計劃加強推展化學產業研發，惟至目前為止，相關應用研發仍有待政府

大力支持。 

（四）機械工程業 

斯洛伐克為歐盟最工業化國家之一，其工業生產占GDP超過20%，機

械工程部門為斯洛伐克經濟重要支柱，其具有強大的歷史背景且於斯國

產業中維持穩定地位。機械工程不僅對GDP及對外貿易有貢獻，也有助

促進整體就業。斯國機械工程業受僱人數占產業界勞工33%（年增率達

5%）、公司家數達735家、銷售收入達330億歐元（年增率達13%）、占工

業產值42%（年增率達3%）、占總工業出口50%（年增率達3%）、產業附

加價值達50億歐元（年增率達10%）。 

1995年斯洛伐克工業生產占GDP比重為歐洲第3大，與德國、奧地利

或捷克之傳統工業中心相當。機械工程方面，前捷克斯洛伐克在經濟互

助委員會（COMECON）下發展為整個東方集團的傳統製造國及出口

國，1989年以後專注於發展重工業，軍事科技則改為其他生產計畫。 

悠久的歷史背景仍對斯洛伐克工業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職業學校、

工業園區及其他配套基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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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機械工程業次級部門如下： 

１、汽車裝配廠及供應商（74%） 

２、金屬加工（13%） 

３、機械及設備（12%） 

４、其他運輸工具（1%） 

機械工程領域的區域分佈分佈於斯國全境，有些地區因以前存在的大

型工程資產而有優良傳統，汽車產業為機械工程最強領域，該產業主要

集中在斯國西部地區。 

斯國各地區機械工程業占工業生產比重如下： 

１、Zilina地區（66%） 

２、Trnava地區（44%） 

３、Bratislava地區（41%） 

４、Trencin地區（28%） 

５、Presov地區（27%） 

６、Kosice地區（24%） 

７、Nitra地區（20%） 

８、Banska Bystrica地區（18%） 

工程產品及主要製造商實例： 

１、防禦系統：DMD Group、Way Industries、MSM Martin、Konstrukta 

Defnce、ZTS Mtalurgy 

２、加熱鍋爐：Vaillant Industrial Slovakia、Protherm Production、Hoval 

３、鐵路貨車：Tatravagonka、ZOS Trnava、ZOS Vrutky、Lokotrans 

４、液壓系統及壓縮機：Embraco、Secop、Danfoss Power Solutions 

５、食品加工機器：TOMRA Sorting、IMC、Marel、Rademaker、PSS 

Svid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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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金屬成型機械：MicroStep、LVD S3、Kablschlepp Systemtechnik、

Konstrukta、H.M. Transtech、Matador Industries 

７、生產線設備：Energyco、VUKOV Extra、Manz、MAKS-D、MTS、

Glunz & Jnsen、KUKA 

８、變速箱：Bauer Gear Motor、Spinea、Hrinovske strojarne、ZTS 

Sabinov 

９、冷卻通風設備：Hanon Systems、Vertiv（Emerson）、Danfoss、

Camfil、Nissns、IMOS-Systemair 

斯洛伐克機械工程業大型企業（不含汽車裝配廠）（來源國/營業額/

員工數/主要業務） 

１、Mobis Slovakia（韓國/12億6,073億歐元/1,830人/軸、 

控制面板生產、剎車系統） 

２、Schaeffler Slovensko（德國/9億6,535萬歐元/9,109人/軸承） 

３、Johnson Controls International（美國/6億2,615萬歐元/2,743人/內部系

統） 

４、Faurecia Slovakia（法國/6億1,200萬歐元/1,966人/內部系統、排放控制

系統） 

５、SAS Automotive（德國/6億1150萬歐元/463人/控制面板組裝） 

６、ZF Slovakia（德國/3億8,225萬歐元/2,298人/動力總成模組、底盤部

件、懸架技術） 

７、Magneti Marelli Slovakia（義大利/3億7,554萬歐元/604人/儀表板、引

擎組件） 

８、Yura Corporation Slovakia（韓國/3億1,421萬歐元/2,787人/電纜線束） 

９、Hanon Systems（韓國/2億9,568萬歐元/529人/空調） 

10、Vaillant Industrial Slovakia（德國/2億9,472萬歐元/628人/加熱裝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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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斯洛伐克雖成功地由中央計劃經濟轉型為現代市場經濟，但其工業發

展仍充滿挑戰，尤其機械工程業目前面臨諸多問題，包括勞動力嚴重不

及、長期忽視教育體制改革以符合就業市場需要、官僚主義造成業主負

擔、研發活動支持度低及公私部門合作不足等，斯國刻正加強整合國家

經濟政策及主動接觸廠商，以共同尋求改善之道。 

智慧製造為全球趨勢，斯洛伐克目前亦積極進行工業4.0轉型，而工

業4.0要求加強大學、研究機構及企業間之合作，須更加重視研發，以發

揮創新潛力。 

斯洛伐克為歐洲製造基地，該國機械工程公司為跟上當前趨勢，刻正

加強投資應用研究發展及高科技服務，以進一步改善生產力及附加價

值。 

雙邊重要經貿活動 

我國與斯國遲至2003年下半年才互設經濟與文化辦事處，故在此以

前，我國廠商甚少有機會進入斯國各類產品市場。臺斯雙方工商團體及

企業之經貿往來與互動亦不多。近幾年雙邊重要經貿交流活動臚列如

次： 

１、2012年1月我標準檢驗局（BSMI）與斯國標準、度量衡暨測試局

（SOSMT）簽署「合作瞭解備忘錄（MOU）」。 

２、2012年9月斯國教育部科技資訊中心（SCSTI）院長Jan TURNA率團

參加我「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並與我工研院簽署臺斯可移轉技

術合作備忘錄（MOU）。 

３、2013年4月23日斯國國會議員兼友台小組前主席Mr. Ivan Stefanec一行

5人拜會立法院洪副院長秀柱，「中華民國與波蘭、匈牙利、捷克和斯

洛伐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會長林郁方委員、王進士委員、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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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萬來、秘書處處長莊麗珍等人陪見，雙方就斯國政府支持我國免申

根簽證案、臺歐盟簽署經濟合作協議（ECA）案、臺斯青年打工度

假協議等案交換意見。 

４、2013年8月28日斯國國會議員Mr. Andrej Kokesik等5人拜會卓次長，雙

方就9月卓次訪斯案、臺斯洽簽MOU案、中小企業合作等議題交換意

見。 

５、2013年9月13日本部卓次長訪斯，拜會斯國經濟部前政務次長Pavol 

Pavlis（現任部長）以及斯國工商總會會長Peter Mihok，就促請斯國

支持臺歐盟ECA案、臺斯雙邊貿易投資關係以及恢復召開第12屆臺

斯民間經濟合作會議等議題交換意見。 

６、2014年5月26日至30日斯國財政部關政司長Marian Kačmar訪華參加我

財政部「2014國際關務研討會」。 

７、2015年1月15日斯國國會經濟委員會主席Jan Hudacky一行7人拜會卓

政務次長，雙方就臺商擴大在斯國投資、臺斯洽簽MOU案、臺歐盟

ECA、觀光合作等議題交換意見。 

８、2016年6月27日科技部蔡政務次長明祺率我國大學院校科技專家團與

斯洛伐克科學院（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SAS）針對網路安全

（Cyber Security）、工業4.0暨自動化（Industry 4.0/Automation）、網

路及智慧城市（Internet and Smart City）等議題進行雙邊科技諮商

會。 

９、2016年12月12日經濟部國際合作處江處長文若偕朱科長文伶訪斯會

晤斯國外交部亞太司Tomasik司長、經貿二司STOS司長、斯國經濟部

政務次長室首席顧問Csabay及創新及應用研發司Svoboda司長，洽談

臺斯雙邊經貿諮商平台之建置及臺斯雙邊經貿及產業合作之領域及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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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7年2月20斯國外交部經貿總司Ingrid Brockova總司長率團一行8人

訪華，雙方就臺斯簽署經濟合作MOU、汽車產業合作、智慧城市合

作、教育合作及臺斯經貿合作展望等議題交換意見。 

11、2017年11月2日外貿協會於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辦理貿協

「2017巴爾幹半島及中歐貿易市場拓銷團」貿易洽談會。 

12、2018年6月1日，經濟部王美花次長率團訪問斯洛伐克，拜會斯國經

濟部次長Chovanec，雙方並達成簽署經濟合作備忘錄之共識。臺斯雙

方並在2019年4月1日在臺北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由雙方大

使簽署，並由經濟部部林次長及外交部謝次長武樵共同見證。 

四、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及經濟展望 

（一）重要經濟措施 

１、斯洛伐克對外所洽簽之雙邊國際協定以避免雙重課協定及保護非歐

盟國家至斯國投資之協定為最優先：根據斯洛伐克外交部消息指出，

斯洛伐克對外所洽簽之雙邊國際協定以避免雙重課協定及保護非歐盟

國家至斯國投資之協定為最優先。其他如跨境鐵路運輸協定、學歷互

相承認協定均是重點。2016至2017年，斯國計簽署99件雙邊協議，53

件國際協定。 

２、斯洛伐克首府Bratislava提出2030年智慧城市藍圖：斯洛伐克首府

Bratislava提出2030年智慧城市藍圖，揭櫫減少自駕車比例自目前之

40%達至20%，市公共運輸系統將於2050年汰除柴、汽油車。 

３、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瓦推出共享單車服務：斯洛伐克首府布拉

迪斯拉瓦市自本2018年6月起，推出共享單車服務，計有50輛自行車

及90個站點。市府將提供50萬歐元預算，Slovnaft油公司亦提供150萬

歐元預算支持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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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斯洛伐克核三及核四廠接近完工：斯洛伐克電力公司Slovenske 

Elektrarne刻正興建位於Mochovce之核三廠已接近97%完工，另核四

廠之進度已接近85.1%完工。 

５、斯洛伐克政府與工會達成協議，政府部門公務人員2109、2020年連

續2年，各加薪10%：斯洛伐克政府與頃工會達成協議，政府部門公

務人員2109、2020年連續2年，各加薪10%，此舉將增加國庫15億歐

元之支出。 

６、斯洛伐克於聯合國「2018電子化政府發展指標評比」排名49：根據

聯合國所公布全球「 2018 電子化政府發展指標 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dex（EGDI）評比」，在193個受評比國家中，斯洛伐

克排名第49。該項評比評估各國之上網連線、電信基礎設施、人力資

源等層面之發展情形。 

７、斯洛伐克發行10年及50年期政府公債總計籌款15億歐元：斯洛伐克

頃發行政府公債總計籌款15億歐元。其中10年期政府公債年利率為

1%，籌得10億歐元；另首度發行之50年期政府公債年利率為2.25%，

籌得5億歐元。 

８、斯洛伐克全國計有 450處快速電動車充電站：配合歐盟執委會將在

歐盟境內建立電動車充電網之計畫，斯洛伐克亦宣布將加速興建全國

超高速及快速電動車充電站之基礎設施。目前斯洛伐克全國計有450

處快速電動車充電站，較2014年全國僅有50處快速電動車充電站改善

許多。另斯洛伐克計劃在2021年5月前，興建完成超高速電動車充電

站8座。斯洛伐克全國約有250萬輛車，其中電動車數量約為3,800

台。 

９、洛伐克核能發電佔斯國電力總供應量之60%：斯洛伐克經濟部發布新

聞指出，在斯洛伐克第三、第四核能廠Mochovce加入運轉後，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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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輸出多餘之用電。目前斯國用電總量約7%係自國外輸入。核能

發電佔斯國電力總供應量之60%。 

10、斯洛伐克飛天車製造公司Aeromobil首台可垂直起降之飛天車預計在

2020年出廠：斯洛伐克飛天車製造公司Aeromobil頃完成改良其飛天

車為可垂直起降無需短程跑道，首台可垂直起降之飛天車預計在2020

年出廠，售價為120萬歐元。斯洛伐克飛天車製造公司Aeromobil總裁

Juraj Vaculik曾表示，該公司第四版飛天車（需要有短程跑道）備有

汽油及電力雙重引擎，飛行最遠里程為750公里，將在2020年前量

產，每台售價在120萬歐元至150萬歐元間。Aeromobil已向歐盟申請

550萬歐元補助。該公司第三版飛天車於2016年試飛時，不幸墜毀。

斯國政府迄今已補助Aeromobil公司600萬歐元。 

11、國定假日停止營業：斯洛伐克國會於2017年3月通過斯國15個國定假

日，所有商家（餐飲、旅館、交通運輸業除外）將停止營業：斯洛伐

克國會頃通過斯國15個國定假日，所有商家（餐飲、旅館、交通運輸

業除外）將停止營業。之前，斯國商家每年僅在復活節、聖誕節、新

年這三天停止營業。 

12、最低工資：斯國2018年法定最低工資自2016年之405歐元調高至520

歐元。 

13、斯洛伐克揭櫫獎勵外人投資新方向：斯洛伐克經濟部部長Peter Ziga

表示，未來斯國對於外人投資獎勵的重點將著重於外資是否運用自動

化、機械人製造、建立供應鏈體系以及是否能提高產業附加價值與競

爭力。 

14、斯洛伐克刪除獎勵外人投資條款中須創造斯國人就業機會乙項：斯

洛伐克政府頃通過該國獎勵外人投資條款中將刪除外資投資於工業生

產須創造斯國人之工作就業機會乙項。另在外資投資於設立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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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業服務中心時，亦不再堅持須僱用固定比率之大學畢業生，而是

規定須付給員工高於該地區平均水準之薪資。新法於2018年4月1日生

效。 

（二）經濟展望 

１、斯國國家銀行於2018年12月提出經濟報告書指出，斯國2018年下半

年經濟持續擴張，主要成長動力是投資與消費支出；第三季雖然就業

成長從前一季的2.1%緩和至1.9%，但是濟經濟成長率較前一年同期

達到4.6%，也較前一季高出1.1%；第4季雖然有Jaguar Land Rover正

式投產，但由於淨出口值減少以及淨進口增加，經濟成長趨緩至

3.6%，平均薪資持續成長5.8%（私人部門高於政府部門及教育界）。

全年物價指數上漲2.51%，政府支出及家用支出均增加，因此消費持

續成長。 

２、根據OECD評估，國經濟持續擴張，新的汽車產能提升出口表現，財

務及財政政策健全，勞動市場上升、實質投資成長、以及歐盟基金之

注入，內需市場將持續強勁。薪資將持續增加，預料物價指數將上漲

達3.0%。斯國貧富差距相對較低、就業率上升，斯國政府為達成歐

盟的財政要求標準，國際收支計畫在2020年達到平衡，但是人口逐漸

老化仍然對於斯國長期財政支出造成極大壓力，國會目前討論的退休

年金制度將是一項重大挑戰。 

３、OECD預期斯國將維持經濟成長，新的汽車產能將擴張輸出，由於低

利率、商業信心增強、外資投產於汽車部門提升斯國的投資。就業率

成長、失業率快速下滑，工作職缺達到新高紀錄，造成勞動力短缺現

象，限制了部分部門的生產。家庭貸款，尤其是房屋貸款增加快速，

通貨膨脹率將上升至3%左右。 

４、斯國央行在2017年，持續緊縮信用額度來緩和家庭債務之上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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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用擴張仍然偏高；惟清算能力以及強勁的經濟成長將財政赤字拉

低至歷史新低（佔GDP的0.8%），預期在2020年達到財政平衡。但是

斯國政府決定2019-2020連續2年調升公務員薪資各10%，預期將增加

可觀的內需壓力，斯國政府如不採用較緊縮的財務政策，對於該國以

外銷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開放型經濟，遭遇國際貿易情勢的緊張、

不穩定，經濟將很容易受到傷害。另一方面，OECD建議斯國應持續

改善稅收、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教育水準。 

５、OECD預測斯國2019年由於新的汽車產能加入，驅動出口增加，經濟

成長將達到4.3%，但是由於整體外在經濟情勢變化，2020年經濟成

長將放緩至3.6%。但是產能增加也提高經濟過熱風險，伴隨較高的

通貨膨脹，並削弱競爭力。OECD也提出警告，斯國產業主要仍然集

中在下游、低附加價值的生產，如汽車組裝；經濟僅依靠汽車業及電

子產業，將來極容易受到經濟情勢變化的傷害。 

五、市場環境分析及概況 

斯洛伐克市場環境SWOT分析表 

Strength（優勢） 

一、自1998年以來斯洛伐克兩任政府致

力於政經改革，落實民營化與經貿

法令之修改。廢除公司紅利稅，外

人獲利可全數匯出，無任何限制。 

二、2004年5月加入歐盟以及2009年1月

起採用歐元，提供穩定的商業及投

資環境。且位處中歐優越地理位

Opportunity（機會） 

一、由於韓國起亞、法國標緻及德國福

斯、英國捷豹汽車在斯國投資設廠，

斯國已成為汽車製造大國，順勢帶動

汽車零組件及相關產業出口，對斯國

經貿發展繼續挹注成長動力。 

二、日本新力、韓國三星及我商友達等相

繼來斯投產，斯國已成歐洲液晶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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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生產及維修服務重鎮。 

Weakness（弱勢） 

一、斯國人口僅543.52萬，市場規模有

限，產品以外銷為主。 

二、技術勞力短缺，尤其機械理工人

才。 

三、行政效率不彰，貪污情況普遍

（OECD報告）1。 

Threat（威脅） 

一、斯國經濟依賴外人投資甚鉅，其中製

造業仍以組裝為主，創新及研發能力

不足。 

二、公司營所稅為 21% ，係高堡 4 國

（V4）中最高者。 

三、工業用電及工資均較鄰近中歐V4國家

高2。 

六、投資環境風險 

在斯國投資應注意事項：斯國屬歐盟會員國，相關法規制度多依循歐盟政策及

規範政治，因此，赴斯國投資之政治、社會及經商等投資風險較低，惟仍住意下列

事項： 

（一） 行政效率不彰：公務行政機構之官僚氣息文化導致行政效率低落，採購

透明程度低亦是最受批評之處。 

（二） 語言、文化隔閡：斯洛伐克與我國地理區隔遙遠，歷史文化背景殊異，

日常生活習慣亦差異甚大。臺商在此設立公司需考慮派駐人員對差異懸

殊之文化背景及生活習慣之適應能力；另一方面，英語環境普及率不高

，英文資訊及商業訊息亦不多，因此語言甚易形成另一種障礙。此外，

公務機關多不接受英文文件，往往要求翻譯成斯洛伐克文。 

                                                 
1 

多數外商認為斯國政府貪瀆及執法不彰是阻礙外人對斯投資之重要因素。 
2 

斯國工業用電價格高於歐盟平均值0.089歐元，亦高於鄰近中歐V4其他國家，波蘭0.083歐元、捷

克0.076歐元、匈牙利0.071歐元。另依據歐盟統計局斯國平均時薪為10.1歐元，係中歐V4四國最

高，捷克9.9歐元、匈牙利7.5歐元、波蘭8.6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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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宜委任專業代理人：斯洛伐克本地申辦公司登記註冊等，均須用斯

洛伐克文，相關文件係外文者，多要求翻譯並公證，加上本地商業登記

手續繁複，稅務結報等均須委託專業人士（例如會計師等）專人處理為

宜。 

（四） 技術勞工短缺：由於大型計劃以及汽車廠的設立，已造成斯國勞力短缺

現象，加上英國Jaguar Land Rover車廠將僱用員工4,000人（註：2016年招

聘建廠並於2018年營運生產），未來機械理工勞力短缺暨缺工問題恐更加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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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外商在當地經營現況及投資機會 

一、外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依據斯國投資貿易發展局SARIO統計，SARIO於2018年協助促成34件投資案

（包括增資），促成增加投資金額為3.5億歐元，增加4,850個就業機會。 

（一）汽車業 

汽車業是斯洛伐克傳統的工業強項，而且已經成為重要的出口工業以

及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也是過去20年外資主要的投資項目。斯洛伐克

現有三大汽車廠VW（福斯汽車）、PSA（製造Peugeot、Citroen、DS 

Automobiles、OPEL、Vauxhall等汽車）、KIA（起亞汽車）以及第一層零

件供應廠（Tier 1 Suppliers）直接僱用員工即達8萬人，汽車工業直接、間

皆僱用員工更高達20萬人；汽車業產生附加價值高達25億歐元，總產出

佔全國工業產值43%；汽車及零配件出口直達170億歐元，佔斯洛伐克總

出口值35%。 

斯洛伐克之汽車工業自1992年起持續成長，千禧年以後更加速成長，

在2015年年產量已經過100萬輛汽車（每千人產量178輛），超越義大利、

波蘭，成為世界前20大汽車生產國。估計到2020年，年產量更將達到135

萬輛（每千人產量249輛）。另依據斯國投資貿易發展局2012年汽車產業

介紹3，斯國汽車產業群聚之供應工廠約有274家，除上述如Continental, 

Johnson Controls, Getrag Ford, Visteon之外，尚有INA, Mobis, Magneti 

                                                 
3 

各零配件廠商名單可逕上網參考該報告第6至7頁：或http://www.sario.sk/en/invest/sectorial-
analyses/automotive-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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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elli等零組件供應商。依據斯國產業統計資料，位在斯洛伐克首都

Bratislava之德國VW汽車廠生產38.54萬輛；位於Žilina的韓國KIA廠生產

33.96萬輛；位於Trnava的法國PSA廠生產31.5萬輛。合計斯國三大汽車製

造廠2016年之汽車總生產量為104萬輛，較2015年103.85萬輛略微成長。

汽車係斯國首要產業，汽車產業產值佔斯國總產值之44%，汽車出口佔斯

國出口總額亦高達40%。斯洛伐克汽車產業供應鏈總計僱用12.58萬人。 

此外，英國Jagar Land Rover公司計畫設立工廠於2016年動工興建，

預定2018年9月投產，預期年產量可達15萬輛至30萬輛；該投資案可為斯

國增加2,000至4,000個就業機會。 

（二）資訊電子業 

斯國資通訊（ICT）產業約有52家公司，該產業產值約佔4.5%斯國生

產毛額，約當35億歐元，整體產業約僱用5萬人，其中通訊產業約佔1萬

人。該產業亦多屬外人投資之國際企業： 

１、歐盟會員部分 

以德國電子大廠西門子（Siemens）僱用3,471名員工為最多，

2013年營業額達5億970萬歐元，較2012年衰退4.2%，其中西門子軟

體事業群，即Siemens Program and System Engineering，所雇員工亦

達1,102人，分別在Žilina、Piestany及Košice等三地設有營運據點。由

於西門子集團自2007年2月1日起將旗下資訊科技領域之相關子企業合

併為西門子資訊科技解決方案及服務集團（Siemens IT Solutions and 

Services, Siemens IT Sas），其在斯國前所設立之西門子商業服務

（Siemens Business Services, SBS）亦隨之更名。其他資通訊之歐商

公司則多集中在電信服務業，如德商T-Systems約僱用2,592名員工、

法商Orange Slovensko僱用1,333名員工及捷克商O2 Slovakia僱用396

名員工，其他尚有IT系統整合服務公司如法商Atos IT Solu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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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僱用341名員工。 

２、非歐盟會員部分 

（1）美商 

美國資訊科技大廠惠普（HP）、戴爾（Dell）及IBM皆在斯國

首府-Bratislava設有區域營運中心，約聘僱4,000人。依據2010年

國際數據資訊（IDC）公司之調查資料，惠普在斯國桌上型及筆

記型電腦市場佔有率高達21%，為斯國第一品牌，總計銷售5萬

5,000台，年成長率達24%。技術協助等服務，約聘僱2,100人。另

IBM在斯戴爾前已於2003年在斯國設立營運據點，主要業務包括

：提供會計、行銷、人力資源及國首府之營運中心之業務亦不斷

成長，目前僱用員工已達5,000人。 

（2）日商 

日本新力（Sony）為調整產業布局，關閉原在斯西Trnava之

舊廠，將該廠之液晶電視產線全部移至Nit ra新廠。Nitra新廠已自

2008年4月起全面量產，每年約生產200萬台。Nitra新廠規模已超

越西班牙巴塞隆納廠，成為歐洲製造Bravia液晶電視之最大生產

基地，2009年Nitra新廠僱用員工計達2,500人，現為我商鴻海科技

集團（Foxconn）併購。 

新力在斯國之投資，已成功吸引其協力廠如韓商Daidong投資

約1,050萬歐元進駐同一工業區並開始試行生產液晶電視塑膠配件

。另西班牙之Farguell亦接踵於該工業區投資約570萬歐元，生產

液晶電視金屬支架。 

（3）韓商 

根據駐斯洛伐克韓國大使館報告指出，目前位於斯洛伐克之

90家韓國公司總投資額為10億歐元，約有2,000個韓國僑民旅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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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2012年韓國受惠韓歐盟FTA，韓斯雙邊貿易成長達33.3%（註

：以進口取代加工製造）。韓國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

早於1998年左右即前來斯國設廠，其在斯國西部Galanta鎮的工廠

，目前員工已高達4,478人，其中外籍員工約為1,876人，三星

Galanta廠已成該公司歐洲第一大廠。2007年3月三星又投資約3億

3,000萬歐元，在斯國西部大城Trnava南郊之Voderady鎮設廠製造

液晶電視後端模組（LCM）。該廠亦於2008年1月7日開工，計創

造1,000個工作機會。該投資案斯國政府計提供約8,100萬歐元之投

資優惠（總投資額之24%），同時斯國將挹注約4,800萬歐元，以

供改善當地基礎建設及支應土地開發，三星電子相對亦須給予所

僱勞工765歐元之最低保障月薪。2010年三星銷售額計達32億

5,000萬歐元，較2009年成長2.6%，其中液晶電視產量已近600萬

台。三星自2009年第1季起，出口值已超越福斯汽車，成為斯國

最大出口商。除電視機外，該厰亦生產Blue-ray及DVD放影機與

衛星接收器。 

另依斯國經濟部之估算，三星新廠加計擬併同進駐之7家韓國

協力廠如Samsung CHEIL（液晶模組塑膠配件）、Shinwha（液晶

模組濾光片）、Samjin（塑膠配件沖壓）、Hansol（液晶模組塑鋼

配件）4及Fine DNC（模組鋼架）等，可再創造4,500個工作機會

，總投資額約3億歐元。 

（4）陸商 

中國大陸聯想集團（Lenovo）於2006年11月在斯京設立營運

中心，就近服務歐洲、中東及非洲地區（EMEA）客戶。該營運

                                                 
4 

韓商Hansol Technics Europe於2011年大幅裁員1,400人，以因應歐美LCD TV市場需求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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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可提供客服、技術支援、物流及財務等服務，僱用員工約

638名。 

（三）物流業 

由於前述三大汽車廠先後前來斯國投產，亦吸引相關跨國物流業來斯

設立物流中心，如英國Wincanton物流公司已前來斯國設立據點，並代為

管理固特異（Good Year）輪胎公司在整個中東歐地區之物流。法國

GEFCO物流公司配合標緻汽車集團在斯設廠，就近於Trnava地區建立運

銷中心。此外，韓國三星亦在其位於斯國西部Galanta鎮之工廠，增設物

流及配銷中心。日本新力亦於Nitra新廠之工業區內投2,700萬歐元設立歐

洲物流中心。另鑒於奧地利維也納國際機場作業空間有限，且面臨削減

夜間班機之要求，全球快遞服務業巨擘-DHL Express業將原在維也納機場

承運之貨物逐步轉移至斯京Bratislava國際機場。 

（四）金融銀行服務業： 

１、歐元（Euromoney）雜誌頃選出斯國4家銀行（VUB、Rothschild、

CSOB、Tatra Bank）為斯國個人理財管理最佳銀行。另據斯國國家

銀行2014年報告，斯國2013年銀行貸放總額達196.2億歐元，其中房

屋貸款金額為 148.7億歐元，消費者信用貸款金額為28.1億歐元。 

２、歐盟自2013年3月起對資產逾300億歐元之銀行，實施更嚴格之金融

監理措施。根據此項規定，斯洛伐克下列5家銀行將援用新金融監理

規範：Slovenska Sporitela、Tatra Bank、VUB、UniCredit Bank、

CSOB。此外，斯國央行頃公告，斯國前 3大銀行（Slovenska 

Sporitela, Tatra Bank, VUB）自2014年4月起接受該行金融監理檢查，

檢查項目包括：資本適足率、壞帳率、貸款組合等。之前，該3大銀

行之金融監理業務係由歐洲央行直接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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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由於我國與斯國遲至2003年下半年才互設經濟與文化辦事處，故在此以

前，我國廠商甚少有機會進入斯國各類產品市場。目前在斯洛伐克投資或設有

營運據點的臺商計有4家5（包括台達電2014年底併購之Eltek斯國廠及2017年1

月自友達光電另成立之達運精密有限公司），渠等投資概況如下： 

（一）台達電子（Delta Electronics）： 

１、主要營業項目包括：通信、資訊電子、工業自動化及醫療設備使用

之電源系統、太陽能電池及風力渦輪機之變流器（inverter）、大型顯

示器（或稱LED walls，可供醫療用途或監控室使用）。公司投資總額

約5,350萬歐元，僱用員工約700人。 

２、成立背景及發展：（1）台達電子（Delta Electronics）於2003年7月間

以泰國分公司-泰達電（Delta Electronics Thailand）名義，併購位於斯

國Trenčín之瑞士Ascom公司能源系統部門，並與當地斯商ZTS 

Elektronika ES合作生產電源設備；且自2005年為歐洲客戶產品維

修。（2）2006年為配合歐亞洲整體布局規劃，增資3,300萬歐元在

Trenčín市東北郊之Dubnica nad Váhom鎮（距斯京141公里）另建新

廠，於2007年5月正式生產通信、資訊電子、工業自動化及醫療設備

使用之電源系統，產品項目逾160種。（3）2007年斯國廠開始為特定

客戶進行制訂化設計（Custom Design Business Unit, CDBU），包括主

要IT及電信大廠，提供電源供應系統，如IBM、Motorola、Slovak 

Telecom、ABB、SIEMENS、Ericsson、CISCO、T-Mobile等。（4）該

廠自2011年又陸續增資2,050萬歐元，擴建廠房，以供生產太陽能電

                                                 
5 

倘將友達光電2017年1月1日另成立之達運精密有限公司及貿聯控股公司2017年1月宣布併購歐商

LENOI集團之電器線束事業部門，均納入計算，則我業者在斯國投資廠商家數應為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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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及風力渦輪機之變流器（inverter）。 

３、經營現況與展望：2015年營收達1.18億歐元，未來落實歐盟工業4.0，

將持續執行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自動化、數位通訊、智慧運輸

等，以期在2020年達到2億歐元營收。2016年可望出口首批電動車之

快速充電器（Ultra Fast Charger）。目前斯國廠已取得之主要產品認證

包括車用產品之TS16949、醫療產品之ISO13485及社會責任標準認證

SA8000等。 

４、其它：（1）Eltek佔全球電源供應器市佔率約 2.6%，2013年全球排名

第7大，Delta自2014年併購之後，Delta電源供應器之全球市佔率將自

17.1%增加至19.7%，將更加鞏固Delta集團在電源供應器市場之領導

地位。該廠之營運未來亦可能轉移至Trenčín廠，以精簡經營管理之

程序與成本。（2）Delta 2016年4月29宣布，以26億臺幣（7,200萬歐

元）併購LOYTEC集團，因此，原在維也納LOYTEC之營運未來可能

併入斯國Trenčín廠。（3）Delta目前尚在評估是否在斯國設立「研發

中心」據點。 

（二）鴻海科技（Foxconn Technology）： 

１、主要營業項目包括：代工生產Sony品牌液晶電視及生產電視機上盒

（set-top boxes）。公司投資總額約5,500萬歐元（2011年增加生產線增

資約1,000萬歐元），僱用員工約1,500人至2,000人。 

２、成立背景及發展：（1）鴻海科技集團於2010年3月底以4,500萬歐元併

購日商新力斯國Nitra廠及歐洲配銷中心，代工生產Sony品牌液晶電

視，深化鴻海在歐洲之投產布局。鴻海集團與新力公司並於同年7月6

日完成經營權移轉事宜（其中鴻海持股90%，新力持股10%）。鴻海

集團續於2016年4月1日完成100%股權收購。（2）乙盛ESON公司2008

年配合日本客戶Sony公司，於斯國西北部之Partizánske設廠生產液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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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金屬及塑膠套件，就近供應Sony公司，投資額約1,400萬美元，

雇工約250人。該公司於2009年併入我商鴻海科技集團（Foxconn 

Technology Group），惟歐洲數位電視市場逐漸萎縮，以致Foxconn公

司陸續裁員，並另增闢電腦維修服務，以增加廠房利用率。而併入鴻

海Foxconn集團之乙盛ESON公司生產部門，亦因而於2013年3月結束

營業。（3）2012年受市場景氣影響，鴻海Foxconn斯洛伐克廠解僱約

600名員工；究其因係Foxconn代工客戶Sony公司受景氣影響，損失

約達34%市佔率，而導致影響Foxconn斯國之產出。為改善公司營運

績效，Foxconn業向Sony公司爭取全歐洲Sony電視代工，此外，該公

司亦額外獲電視數位機上盒（set-top boxes）生產訂單。因此，

Foxconn已自2013年下半年改善公司營運績效。 

３、經營現況與展望：（1）現況：2015年底正式員工為782人，倘納入旺

季臨時工，則僱用員工總人數約達2,000人。2015年營業額達11.70億

歐元，較2015年成長約2.8%，預估2016年可微幅成長至11.82億歐

元。在產品線方面，由於電視機上盒（set-top boxes）無關稅障礙，

且亞洲生產成本較低，因此，2015年已停止生產電視機上盒。在液晶

電視類別方面，由於平板電腦盛行，進而影響小尺寸電視市場，且電

視汰換大尺寸之趨勢，以致44吋以下電視之市場大幅衰退。因此，

2015年產量30.54萬台，低於2014年34.26萬台，惟2015年之營業額仍

微幅成長2.8%（註：大尺寸電視佔營收比率增加）。（2）困境：英國

Jaguar Land Rover車廠將進駐Nitra工業區，接鄰Foxconn廠區，其廠

區規模約Foxconn廠8倍大，預計僱用員工4,000人（註：2016年招聘

建廠並於2018年營運生產），未來機械理工勞力短缺暨缺工問題恐更

加嚴重。由於缺工問題係目前斯國投資廠商所面臨共同困境，因此，

Foxconn除自去年開始聘僱外籍勞工（羅馬尼亞籍），Foxconn擬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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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將部分產線改採自動化，同時符合智慧生產暨工業4.0概念。（3）

展望：鴻海集團併購SHARP後之歐洲佈局策略，因目前SHARP電視

委由斯國UMC集團公司銷售合約，尚有3至5年（註：UMC自2014年

底取得SHARP波蘭廠，UMC同時自2015年1月取得SHARP歐洲唯一

銷售代理：http：//products.umc-slovakia.sk），因此，SHARP之歐洲

生產銷售等佈局均已著手規劃。SHARP並於2016年12月22日公布，

SHARP已與UMC集團母公司SKYTEC集團進行策略聯盟，由SHARP

以8,500萬歐元取得SKYTECK UMC 56.7%股權，將UMC納為SHARP

子公司，以重新取得SHARP在歐洲液晶電視市場之主控權。因此，

UMC斯國公司亦將間接成為SHARP或我鴻海集團公司之孫公司。此

外，富士康斯國廠除持續為SONY代工生產液晶電視，亦自2016年籌

設新事業開發處（New Business Division），於2017年增加二條新產品

生產線，增加投資金額約200萬歐元，約再增聘員工160人。此外，為

提升客戶維修服務並增加廠房利用率，Cosmo公司亦將在Foxconn廠

區承租部分廠房，負責電視及面板維修。 

４、因應斯國缺工情形，目前正進行設立智慧工廠之可行性評估。 

（三）友達光電（AUO）： 

１、主要營業項目包括：液晶電視及液晶顯示器面板暨數位電視面板歐

洲維修中心以及車用塑料配件等零組件如車燈燈罩等生產；投資金額

約40億臺幣；僱用員工人數約250人至300人。 

２、成立背景與發展：（1）由於面板模組免關稅，電視成品方需課徵14%

關稅，友達光電（AUO）於2011年4月在斯西Trencín市建廠完工，當

年5月生產液晶顯示器後端模組（LCM）。原規劃投資1億9,100萬歐

元，2012年投資金額約40億臺幣（1億多歐元），惟因歐債危機及市場

不確定性因素，致使面板市場嚴重受影響，而致投資未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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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鑒於市場之不景氣，AUO廠房利用率持續偏低，公司員工自原

規劃3,000人（原僱用約700人）縮減2013年之200人，斯國政府爰無

提供任何投資補助（註：政府補助款係依據公司僱用員工人數）。

（3）AUO為提升廠房利用率（註：AUO購地並自建廠房，廠房面積

達20萬米平方公尺），AUO將部分廠房轉租予其他公司包括：生產車

用空氣濾清器AAF國際公司、汽車座椅製造商Johnson Control集團之

研發部門（作為研發汽車座椅系統、儀表板等汽車組件之技術研發中

心）、Continental輪胎公司、車用塑料Veeser公司等。 

３、經營現況與展望：（1）AUO自2013年積極轉型代工生產汽車零組

件，並於2014年初取得車用零組件產品ISO／TS 16949/2000認證；已

於2015年陸續成功進入德國HELLA車燈供應鏈以及BMW、VW、

Ford等車廠二線或三線之車用零組件供應鏈。（2）在電視面板本業方

面，為提升廠房利用率，AUO同時發展該廠作為液晶顯示器及電視

面板之歐陸維修服務中心。目前每月電視面板維修量約5,000片，簽

約合作之主要電視面板公司包括三星、鴻海富士康（Sony電視）、冠

捷、緯創、達運等。（3）未來展望：盼能與我車用零組件業者合作，

進行策略聯盟，協助我出口廠商作為歐陸維修服務中心，共同拓展歐

陸市場。此外，友達光電斯國廠未來亦將分割為汽車零組件及面板

廠．目前面板廠亦積極拓展「公共資訊顯示器（Public Information 

Display）」利基市場。 

（四）達運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對外增資馬來西亞Darwin Precisions（L）

Corp.400萬歐元，間接於2017年在斯洛伐克設立Darwin Precisions（

Slovakia）s.r.o.公司，以拓展斯國PMMA建築材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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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機會 

（一）適合國內廠商投資之產業： 

依據資誠（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財會企管顧問公司所作新

興市場投資環境研究，斯洛伐克在全球20大新興市場服務業長期投資最

佳地點評比中居首，製造業則名列第7，次於智利、保加利亞、馬來西

亞、中國大陸、波蘭及印度，顯示斯國近來經濟發展快速、政治穩定及

投資風險較低廣受外資青睞。 

斯國投資暨貿易發展局（SARIO）進一步分析，機械、精密工業、

汽車、冶金與金屬加工、電子、化工及製藥產業固為斯國傳統主力產

業，亦為目前外人直接投資之青睞對象，惟配合斯國經建目標朝高科技

及策略性產業發展之趨勢觀之，未來從事資訊科技、軟體開發、技術中

心、企業流程委外（BPO）、及區域營運總部之企業及投身研發、設計及

創新活動者，可獲得較高之政府補助。 

綜上，資訊科技及汽車零配件產業（含車用電子業-Autotronics）應

是最適合臺商來斯投資的產業。我商可配合歐盟東擴，將其生產基地、

產品及服務由西歐市場向東延伸，亦可考慮同步在中東歐成立研發中

心。然若欲與已在斯國投產的日韓廠商一較短長，最好能與協力廠商共

同進駐，俾在斯國及中東歐地區發展成產業聚落（cluser），如此方能有效

整合臺商在歐洲乃至全球的供應鏈/價值鏈，並可維持臺灣的國際競爭

力。 

此外，近期我商友達公司（AUO）租賃廠房予AAF國際公司（車用

空氣濾清器）及Johnson Control集團公司（汽車座椅製造商）；另日商

AKEBONO（煞車系統供應商）亦於本年初在AUO廠房比鄰處開始動土

興建廠房，該工業區之汽車零組件聚落已逐漸形成。因此，我商亦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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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運用我在斯國投資廠商如AUO（註：AUO今年初已取得車用零組件產

品ISO／TS 16949/2000認證）協助我商拓展歐陸汽車零組件市場，尤其目

前AUO轉型維修服務，我商可利用AUO作為歐陸維修中心，以「亞洲製

造、歐洲維修」加強其產品行銷特色。 

（二）適合臺商投資或拓展之產業分析： 

１、汽車零組件：相較於鄰近歐盟會員國，斯國人口約543萬，市場規模

較小，未受我商青睞。惟汽車產業佔斯國國民生產毛額約30%，係斯

國最主要產業。我國出口至斯國之汽車零組件為重要出口產品，我汽

車零組件或車用產品在斯國市場極具拓銷空間與潛力。 

２、節能產品：斯國經濟部於2014年6月23日公佈能源效能之微量補助措

施（De Minimis）。補助預算經費500萬歐元，最低補助額5,000歐

元；單一計畫在三個會計年度內（第一階段申請期限至2014年9月16

日止），申請補助經費不得超過20萬歐元。自然人或註冊登記之法人

均得以申請，惟受補助之公司法人僅限於中小企業；工業或商業活動

建築物之重建或現代化，包括更新現代化現有公共建築之冷暖空調系

統、熱水系統、照明等各種能耗設備、降低能耗之測量及管理方式。

此外，斯國至2023年將自歐盟區域發展基金獲得22億歐元，其中12億

歐元將投入研發、創新及輔導中小企業提升競爭力，另外10億歐元將

投入改善能源效能及推廣再生能源。再者，斯國經濟部將簡化住戶連

接小型10kW再生電源供應之申請。此外，斯國經濟部於2014年5月5

日公告，對於自然人及中小企業改善500平方公尺以上建築物能耗之

投資（如建築物加熱系統、控溫自動化設備），經濟部將補助50%，

最高補助金額達5,000歐元。因此，有助改善建築物節能之產品，如

LED照明設備、降低建築物能耗之空調系統、綠能設備（屋頂式太陽

能板）等均具拓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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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實驗室設備：斯國經濟部與教育部於2015年1月下旬聯合公告「斯國

2014至 2020年研發與創新之行動計劃（Operational Programm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該計畫係延續2007年至2013年之「研發創

新、競爭力及經濟成長」計劃；總經費超過22億歐元，由歐盟結構及

投資基金（European Struc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 ESIF）資助，自

2014年至2020年為期7年，其中75%經費將挹注於加強創新及研發，

其餘25%經費將協助中小企業提升市場競爭力。盼能創造一穩定且友

善的創新環境，以加強產業競爭力。由於斯國政府體認中小企業研發

創新能量不足之主要原因在於研發資源之落後與不足，導致技術落差

（Technological Gap）惡性循環。因此，該計畫將補助各學術研究機

構及大學院校汰換老舊實驗室設備或效能低落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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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投資法規及程序 

一、主要投資法令 

斯洛伐克政府於1999年3月發佈「鼓勵外人投資辦法」，奠定外人來斯國投資優

惠措施的基礎，而隨著外人投資的逐漸增加及持續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等業務的需

求，斯國因應現況接續修改其「國家補助法案」（State Aid Act，No.231/1999）等

相關法規。另為健全有關外人投資優惠措施，斯國政府並先後於2001年及2004年通

過「投資獎勵法」（Law on Investment Incentives，No.565/2001）及「就業服務法」

（Law on Services for Employment，No.5/2004）兩項重大法案。該等法適用於外人

前來斯國投資時，可依規定由國家直接或間接提供的補助。另為簡化投資獎助申請

及核撥流程，有效整合相關法令措施以提高透明度，斯國政府前於2007年8月15日

提出「投資優惠法」（Act on Investment Aid，No.561/2007），將原有之「投資獎勵

法」及「國家補助法案」合併修訂，並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斯國政府另為均衡

地區發展、提高生產附加價值及支持中小企業，復於近期提出「投資獎勵法修正

案」，並於2011年8月間獲國會通過。修正法案主要重點包括門檻金額減半及將租稅

優惠期由5年延長至10年。 

另配合歐盟規定，斯國政府自2007年1月1日起，對外來投資者核撥國家補助

（State Aid）優惠措施，係按歐盟執委會於2006年3月及10月發布之「2007年至

2013年歐盟國家區域補助指南」（Guidelines on national regional aid for 2007-2013, 

2006/C 54/08）及第1628/2006號指令辦理。歐盟執委會續    於2013年7月23日公

告以2013/C 209/01通知書公告斯國及各會 員國2014年至2020年區域補助指南

（Guidelines on regional State aid for 2014-2020：http： //eur-lex.europa.eu/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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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13：209：0001：0045：EN：PDF）。 

二、投資申請之規定、程序、應準備文件及審查流程 

外國人來斯可以獨資或合夥方式在斯國從事商業活動，一般均是透過企業法人

（即公司）方式進行。依照斯國商業法（Commercial Code, No. 513/1991）之規

定，公司可以四種型式設立，包括一般合夥公司（General Commercial Partnership, 

v.o.s.）、有限合夥（Limited Partnership, k.s.）、有限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s.r.o.）及控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 a.s.）等。一般而言，外國人在斯國所設

立之公司多屬有限公司（s.r.o.）及控股公司（a.s.），其中前者最低登記資本額

（minimum registered capital）為5,000歐元，後者則為2萬5,000歐元。公司需於登記

後始得營運。 

以斯國最普遍之有限公司為例，相關設立程序簡便，約一個月即可完成6。其

流程如下： 

（一）備妥公司組織大綱（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Founding Deed）：敘明公

司名稱、從事商業活動項目、公司代表、股東人數等基本資料。有限公

司執行董事（Executive Director）或創辦人（Founder）可為一人或多人，

惟其簽名須經公證確認。 

（二）取得交易執照（Trade License）：年滿18歲、無受法律上能力限制且最近3

個月內無犯罪紀錄者可向斯國交易執照局（Trade Licensing Office）提出

申請從事不受限制之交易活動（free activities）。申請時須註明公司所在地

。通常提出申請7日內交易局即會核發執照。 

（三）公司登記：取得交易執照後可即向商業登記處（Commercial Register）申

請公司登記。公司（1至50人之有限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之最低

                                                 
6 

國人若擔任申設公司之首席執行董事者，須先取得斯國短期居留證明。如此申設公司整體流程約

需2至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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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為5,000歐元，創辦人至少先繳交押金至少750歐元。惟若公司僅有

一名創辦人，則需全數分攤。登記之資本到位後5天內，法院將通過登記

申請，並由登記處登錄。（上述登記程序及格式可逕至斯國法務部網站下

載：http：//www.justice.gov.sk/kop/or/or.htm） 

（四）繳稅登記：公司完成登記後30日內需向稅捐機關提出所得稅登記。其中加

值稅（VAT）部分非屬強制登記，凡12個月內公司營業額不逾4萬9,790歐

元者可不登錄。 

三、投資相關機關 

斯國為吸引外人投資，促進經貿發展，於2001年10月在經濟部下成立斯洛伐克

投資暨貿易發展局（ Slovak Investment and Trade Development Agency, SARIO），

主導爭取外人前來投資的相關策略與措施，並為處理外人前來斯國投資的單一窗

口。 

該局設有局長及副局長各一名，局長為政治任命，直屬經濟部部長督導，其下

並設有三個部門，其一為外人直接投資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ection），其

二為對外貿易組（Foreign Trade Section），其三為歐盟發展基金組（EU Structural 

Funds Section）。每組設置組長及副組長各乙名。其中外人直接投資組負責協助外

人前來考察投資環境，協助聯絡尋找投資設廠地點，協助外人申請歐盟建設基金以

及進行投資相關之後續協調聯絡工作。 

為加速外人前來斯國投資之作業流程，該局在斯國全境設有六個分局，職司該

局與地方政府之協調工作。另為擴大爭取日本產業前來斯國投資，該局於2003年與

日本海外投資局（Japanese Overseas Investment）簽訂合作協定，主動提供協助處

理日本高科技公司就相關投資斯國所可能涉及之事宜進行事前評估及蒐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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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資獎勵措施 

斯國政府基於投資帶動就業以促進均衡經濟發展之考量，將全國依失業率高低

分為西部、中部及東部等三大區塊。其中，西部地區〈包括Trnava、Trenčín及Nitra

等三個自治區〉可適用之投資補助最高額度（maximum intensity of investment 

assistance）自2014年7月起不得超過投資總額之25%，中部及東部地區〈包括

Banská Bystrica、Žilina、Košice及Prešov等四個自治區〉則為35%。至首府所在之

Bratislava自治區因個人所得已超過歐盟平均水準而不適用獎勵措施。另投資者若

屬小型企業，投資補助最高額度可再增加20%，屬中型企業者，可增加10%。此外

為鼓勵高科技及研發產業進駐，再將適用投資優惠之產業類別分為製造業、研發中

心、策略服務業中心及旅遊服務業等四項7。簡言之，投資失業率較高地區，所獲

補助亦高；從事投資業別技術密集度愈大，可獲補助亦多8。 

斯國政府提供之國家補助，透過直接補助（cash grant）購買有形及無形資

產9、10年所得賦稅減免（income tax relief）、2年就業補助（contribution to new 

jobs）及以低於市價之地權移轉（real estate discount）等四種方式進行10。 

 

                                                 
7 

斯國政府獎勵投資依據各產業別設定相關補助門檻：工業類別之投資額最少需達300萬歐元（中

小企業150萬歐元）且創造40個新就業機會；技術中心之投資額需達50萬歐元，所雇員工7成須具

有大學學歷，且創造創造40個新就業機會；策略性服務業中心之投資額需達40萬歐元，所雇員工

6成須具有大學學歷，且創造40個新就業機會；旅遊服務業之投資額需達300萬歐元，且創造40個
新就業機會。 

8 
甫由國會通過之投資優惠修正法案將前揭補助最高額度按失業率之高低分為5區，Zone A為失業

率超過全國平均之150%，Zone B為全國平均之125%至150%之間，Zone C為全國平均之100%至

125%，Zone D為全國平均之75%至100%之間，Zone E則為全國平均之75%以下。其中，在Zone 
D及E投資製造業者，無法獲得直接補助，僅能適用賦稅減免。2010年全國平均失業率計達

12.48%。 
9 

依據「2007年至2013年歐盟國家區域補助指南」（Guidelines on national regional aid for 2007-
2013）之規定，有形資產（tangible assets）係指土地、建物及機器設備。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則指經由取得專利、使用執照、製程或專技知識之技術移轉。 

10 
依據斯國經濟部之統計，2008年斯國政府提供之投資優惠補助總計4,260萬歐元，其中以賦稅減

免為主，占77.4%。2009年1至5月份斯國政府提供之補助計達890萬歐元，其中賦稅減免仍為大

宗，占46.4%，次為就業補助之33.6%，直接補助則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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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同法，投資前述四類產業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可獲得國家補助。其中： 

（一）工業／製造業（Industrial projects） 

舉凡興建新廠、擴建原廠、產品項目增加或變更及購併經營困難之公

司等均屬之。投資額最少需達300萬歐元（中小企業150萬歐元）且創造

40個新就業機會。 

（二）技術中心（Technology Centers） 

係指因機械用具、電機/電子設備及光電機具（HS號列84、85及90

章）等成品、製程及使用技術之改良或變更，所設立之新型技術中心或

擴建現有之技術中心。投資額需達50萬歐元以上，所雇員工7成須具有大

學學歷，且創造創造40個新就業機會。 

（三）策略性服務業中心（Shared Service Centers） 

舉凡軟體開發中心、專案解決中心（expert solution）、高科技維修中

心、客服中心及跨國企業總部等屬之。投資額需達40萬歐元，所雇員工6

成須具有大學學歷，且創造40個新就業機會。 

（四）旅遊服務業（Tourism） 

係指設立能提供住宿、餐飲及多種活動（如滑雪、游泳、運動、藝

文、觀光及休閒服務）之旅遊綜合服務中心（complex tourism centers）。

投資額需達300萬歐元，且創造40個新就業機會。 

另在投資獎勵審核方面，從申請至核准至少約需4個月。其流程如下： 

（一）提出申請：先向斯國經濟部「投資暨貿易發展局」（SARIO）表明投資意

願，並提出投資計畫書草案交其研復。嗣向斯國經濟部提出正式計畫書

（investment/business plan），載明投資金額、申請國家補助項目、財務、

經濟與環境影響評估及檢附相關認證文件。 

（二）初步審查：SARIO向經濟部提出專家意見供其審查參考，並視需要就計

畫書內容與投資人聯絡，要求補件或進行諮商。初步審查約需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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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部會審查：初步審查完成後，申請案繼提交斯國財政部、勞工部、建築

暨區發展部及環境部等進行跨部會審核，需時約30天。 

（四）提出補助要約：跨部會審查通過後30天內，斯國經濟部將書面通知申請人

並提出補助要約（offer of investment incentives），敘明同意之補助項目、

金額及適用條件。 

（五）確定補助需求：申請人在收到經濟部前項通知後60天內需提出正式補助申

請（formal application），並提供其在斯公司登記之相關人員資料。 

（六）申請定案：前開資料經核屬實，斯國經濟部應向斯國內閣提出核准建議，

並在內閣會議通過後15天內通知申請人。另投資額逾5,000萬歐元之大型

投資申請案須再交歐盟執委會核准。斯國經濟部應在內閣會議通過後15

天內向歐盟提請審查，並於歐盟核准後15天內通知申請人。 

綜上，在申請投資獎勵優惠之實務上，投資業者提交經濟部審查之投資計劃

書，其評估內容事項包括：（1）計畫書內容簡述及產業別；（2）投資型態：工業生

產/策略服務中心/科技中心/觀光；（3）是否為中小企業；（4）投資地點；（5）投資

總金額及申請投資補助金額；（6）投資可創造之就業機會；（7）擴大投資時所創造

之就業機會；（8）投資可創造之間接就業機會及其及內容；（9）新員工之平均總工

資；（10）新員工之學歷；（11）研發部門在投資案所僱用之人數及研發部門內容；

（12）擴廠時擬增加之產量；（13）出口數佔總產量之比重；（14）過去二年內，斯

洛伐克供應商之總數；投資計畫完成後，斯洛伐克供應商之名單及其供應內容；

（15）過去二年內，斯洛伐克買主之總數。投資計畫完成後，斯洛伐克買主之名

單；（16）投資計畫之教育訓練內容與成本；（17）是否願意提供學校職業訓練，願

意接納職訓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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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租稅及金融制度 

一、租稅 

斯洛伐克目前所課稅賦種類計有，個人所得稅、公司稅、預扣稅（withholding 

tax）、營業加值稅、菸酒及燃料等貨物稅、房地稅、汽機車稅及印花稅等。遺產稅

及贈予稅均在2004年1月1日起廢止，房地產過戶稅亦於2005年1月1日起廢止（註：

改納入資本利得之所得稅）。 

（一）所得稅及公司營所稅：公司營所稅之稅率2014年1月1日自23%降至22%；

2017年1月1日起，公司營所稅自22%降至21%；個人所得稅及各種預扣稅

（如利息interest、權利金royalities等）或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s tax）

均為19%（註：公司股利dividends原不課稅，惟自2017年1月1日起，公司

支付個人股利，須課徵稅7%11），惟個人年所得超過35,022.31歐元者，自

2015年調整稅率為25%12。此外，自2014年3月1日起對非避免雙重課稅之

締約國之外國人之個人薪資課徵35%所得稅，倘若其在斯洛伐克居留時間

未超過183天／年（註：斯國已與我國、美國、韓國、日本及澳大利亞等

62國簽有「互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協定）。此外，自營商（Individual 

entrepreneur）年度免稅額於2017年自5,040歐元調增至2萬歐元（或支出總

額60%）。 

 

                                                 
11 

倘股利所得來源非屬「避免雙重課稅締約國」登記之公司，則須課徵35%（if dividens are from 
foreign sources of non-contacting state）。 

12 
根據斯國Focus Agency問卷調查報告，斯國69%民眾贊成新政府廢除單一所得稅率，改採用累進

稅率，使高所得者負擔較高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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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值稅：公司年營業額（連續12個月）超過49,790歐元者必須辦理加值稅

登記；加值稅或銷售稅則依不同貨品或服務類別予以課徵，多數貨品及

勞務均課徵20%；圖書及多數醫療服務及產品（藥品或器具）課徵10%；

金融服務及保險服務免課徵加值稅。 

（三）房地稅：包括土地稅及房屋稅，土地稅依地區政府土地估價之基準課徵

0.25%；房屋稅則依建築物之建地使用面積，每平方公尺課徵0.03歐元至

0.33歐元，課徵稅率則依地方政府規定。 

（四）貨物稅：特定商品另課徵貨物稅，包括烈酒、葡萄酒、啤酒、菸品、電、

煤炭、天然瓦斯、礦物油品。 

（五）其他特定產品稅：汽機車之路稅。自2017年課徵汽車登記稅：依據引擎大

小課徵33歐元至3,900歐元不等。 

（六）另配合斯國於2004年5月1日加入歐盟，其關稅也在當日起適用歐盟的統一

調和關稅，進口人或公司在貨物進入斯國後的10天內需向主管當局繳交

關稅，繳款期限不得超過30天。 

（七）課徵7%股利所得稅（dividend tax）13等。 

（八）其他重要稅法之修定情形包括： 

１、雇主分擔醫療保險之基礎於2014年1月自3,930歐元增加至4,025歐元； 

２、公司執照稅自2014年依營業額及加值稅區分480歐元、960歐元及

2,880歐元等三類； 

３、加值稅之線上登記（交易報告transaction report）必須在每季隔月之第

25日提報（如第4季則須在1月25日前提報），倘延遲提報需繳交

10,000歐元罰鍰。 

４、折舊抵減之分類及折舊年限：自2015年1月1日起折舊物品自4類修訂

                                                 
13 

倘股利所得來源非屬「避免雙重課稅締約國」登記之公司，則須課徵35%（if dividens are from 
foreign sources of non-contacting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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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6類。其中：電腦及辦公室設備之抵減年限維持4年不便；壓縮機家

具及其他電器設備維持6年不便；發電機、電力供應設備及空調設備

另區分為一類，折舊年限自12年調降為8年；貨櫃及船則維持12年；

建築物另區分工程建築（如道路、橋）折舊年限維持20年；其他住

宅、旅館、行政大樓及文化娛樂用途（如戲院）之折舊年限改為40

年。 

５、折舊抵減之金額限制：汽車折舊金額之上限（奢侈限制Luxury 

limit）為48,000歐元。 

６、利息成本之稅捐抵減限制：信用及貸款之成本（利息支出）最高僅

能折抵稅捐25%。 

７、稅損（tax loss）年限：公司虧損得於未來四年內予以抵減，且未來

四年內每年抵減上限不得超過當年虧損金額之25%。 

８、旅居斯國之外國人預扣稅率（withholding tax）為35%：即針對居住

在斯國超過183天且該國未與斯國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者，則該外

國人之預扣所得稅稅率為35%。 

９、薪資所得免稅額度：薪資所得之每人免稅額度為316.94歐元，每月子

女之扶養免稅額為21.41歐元，即每年免稅額256.92歐元。 

10、基於國際稅務協調與合作，跨國公司依據國際協議及條約，有義務

提交其合併財務報表供斯國財稅機構稽查。因此，斯國修訂其第

442/2012號稅法，並自2017年3月1日起生效。規定在斯國年營業額超

過7.5億歐元之多國籍企業，必須每年3月底之前，提報公司聲明報告

（announcement）及公司提報母公司上一年度之營收報告（Country-

by-Country Report）。倘若未提報聲明報告者，則將罰以3,000歐元；

若未提報Country-by-Country Report，則將罰以10,000歐元。 

11、此外，斯國政府亦規劃自2017年7月1日起強制實施電子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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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D）及電子通信制度（mandatory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在斯

國擔任公司法人代表者倘非斯國國民或無永久居留權者，亦可自2017

年 3 月 1 日 起 ， 向司 國 內 政部 申 請 替代 辨 識 卡（ alternative 

identificator，具有個人隱私安全保護之BOK晶片卡），俾便使用公務

電子信箱。 

二、金融 

斯國於1998年起將其國營銀行進行民營化，而大部分的銀行即為西歐國家，例

如奧地利、比利時、義大利等國之銀行所併購。目前斯國共有15家商業銀行，外銀

即有7家，其中以SLSP〈為奧地利Erste金融集團成員〉、VÚB〈屬義大利Banca 

Intesa集團成員〉、ČSOB〈為比利時KBC集團成員〉及Tatra Banka〈屬奧地利RZB

國際金融集團成員〉等銀行規模較大。由於斯國總體經濟表現不錯、貸款壞帳額低

及銀行獲利能力提高，國際信評機構-穆迪（Moody’s）爰將斯國銀行業之展望評等

（outlook）自負面（negative）調升至穩定（stable）。穆迪復進一步指出，斯國經

濟雖逐步向西歐水準邁進，但其銀行業之榮枯仍端視其國內大型企業之表現而定。 

依據斯洛伐克中央銀行（NBS）公布之資料，斯國2011年商業銀行股權92.4%

由外資掌控，2010年為91.6%；成長主要原因為J&T金融集團取得部分Postova銀行

股權。又2011年斯國銀行業共僱用19,527人，較2010年增加214人，較2008年僱用

21,698人，減少約10%。斯國中央銀行2011年業務損失7,670萬歐元，主要損失係衍

生性金融商品之匯兌損失。在民間金融業方面，斯國2011年金融業盈餘6.74億歐

元，較2010年增加34%。其中利息盈餘增加7%，手續費盈餘成長5%。主要盈餘成

長皆來自銀行傳統業零售業務，壞帳部分自2010年的6.2%降為去年的5.96%。惟專

家分析斯國2012年金融業，將因經濟前景（歐債危機）看淡，盈餘降低。 

此外，斯國保險業同業公會（Slovak Association of Insurers, SAP）調查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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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斯國保險市場仍為外商天下，其中以德國安聯集團（Allianz-SP）居首，市場

占有率高達29.7%，保費收入（insurance premiums）為6億1,598萬歐元。奧地利維

也納保險集團（Vienna Insurance Group）旗下之Kooperativa居次，保費收入4億

6,777萬歐元；荷蘭PPF集團與 義大利Generali集團合組之Generali Slovensko排名第

三，保費收入2億442萬歐元。 

三、匯兌 

為配合斯國於2009年1月1日正式加入歐元區，斯國訂定歐元啟用規定法案

（General Act），以妥善處理屆時面臨之兌換及適用問題。2009年元月1日正式啟用

歐元後，斯朗與歐元並行流通16日，自元月17日起，交易給付統改以歐元為主。依

法定折算率（conversion rate），1歐元可兌換30.126斯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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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基礎建設及成本 

一、土地 

斯洛伐克工業區平均土地購置價格或租金（2019年5月）： 

租金（每年.每平方米）：市區1~4歐元；郊區0.5~3歐元；偏區0.15~2歐元 

售價（每年.每平方米）：市區35~80歐元；郊區25~55歐元；偏區15~40歐元 

依據Colliers International（http：//www.colliers.com/en-gb/slovakia）國際房地產

開發顧問公司調查報告，2016年底斯京Bratislava較優質辦公租賃地區（office stock 

of A and B Class quality）約160萬平方公尺，餘屋比率降至6.6%，優於2015年

8.8%。其中A級區之辦公室租賃地約佔59%，B級租賃地約佔41%，又其中16%，約

24.8萬平方公尺，具有綠能／永續發展認證，如LEED或BREEAM綠色建築認證。

在租金方面，A級區租金每月每平方公尺約11.5歐元至14.5歐元約11.5歐元；B級區

租金每月每平方公尺約11.5歐元至14.5歐元約11.5歐元。2017年另有10萬平方公尺

新建案完工，如Zuckermandel, Uniq Staromestska, Blumental, Panorama Business 

Center II等，進一步活絡斯京辦公室租賃市場。 

斯國工業用地約有132萬平方公尺。Colliers International進一步分析指出，斯國

全境目前工業倉儲用地總計約達1,494.8萬平方公尺，其中69%位於斯京地區，次為

Trnava之21.5%。該等用地之所有權主要集中在3大開發商之手，依序為美商

ProLogis（佔30.3%）、CTP中歐地產集團s（佔12%）及Pointpark Properties地產公司

（佔12%）。位於工業區之辦公室每月每平方公尺租金約為7.5歐元至8.5歐元，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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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每月每平方公尺約3.65歐元至4.3歐元。 

依據斯洛伐克中央銀行統計，斯國2016年房價平均每平方米1,279歐元，2015

年則為1,227歐元，成長4.23%（斯國房價於2008年達到高峰約1,511歐元/平方米）。

2016年斯京平均每平方米為1,790歐元，居斯國首位，較2015年成長5.73%；最低為

Nitra地區，平均每平方米587歐元，亦較2015年成長5.58%。此外，斯京Bratislava

辦公室租賃行情及實際空屋案件亦可參閱斯京房地產顧問公司研究論壇（BRF：

http：//www.officefinder.sk/）之市調資料。 

二、能源 

斯國能源產業從業人員雖僅占斯國就業人口1%，但其對GDP之貢獻度卻逾

6%。斯國能源業多由法國、德國及義大利之企業所掌控，如斯國瓦斯公司

（SPP，斯國國有財產基金持股51%，德國E.ON Ruhrgas與法國GDF Suez合組之集

團持股49%）及斯國電力公司（SE，義大利Enel擁有股權66%）等2家企業營收即

為斯國本業總和過半，所創造之附加價值更達本業之70%。 

有關未來石油及天然氣供應中斷之可能因應措施（因烏克蘭危機事件），斯國

經濟部於2014年4月16日對外表示：斯國目前天然氣庫存尚有140天使用量（17億立

方公尺），原油及石油產品約有150天之庫存量（高於安全庫存量97天），此外，目

前Adria油管管線之年容量約350萬噸，未來改建擴增管線流量，將可達到600萬

噸。 

斯國電力來源以核能為主（55%），次為火力（29%）及水力（16%）發電。

倘依能源來源區分則，其中核能佔55%，煤氣（gas）佔9%，斯國自有煤氣約佔

3%；煤碳（coal）約佔17%，斯國自有煤炭約有79%，除供發電之外，另主要用途

供生產暖氣（heating）；油料（oil）約佔3%，自有煤氣約2%，每年進口約550萬

噸；其他再生能源則約佔16%。目前位於Mochovce及Jaslovske Bohunice有兩座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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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均有4個發電機組。基於斯國對核電之高依賴度14。斯國認為核能廠係安全

的；斯國無其他天然資源可替代，肯定核能未來仍是斯國的主要電力來源。依據斯

國媒體之民調顯示：66%斯國人民認為核能係安全；依據歐盟對會員國的普查：

71%斯國人民認為核能係安全。 

斯洛伐克屬歐盟會員國，其再生能源政策須依循歐盟政策（http://ec.europa.eu/ 

energy/en/topics/renewable-energy）暨達到歐盟2020政策目標；再生能源佔能源總消

費量在2020年前須達到20%；車輛燃料使用生質燃料之比率增加至10%等。因此，

斯國配合歐盟政策之會員國目標：依據歐盟議會及理事會「推廣使用再生能源」之

第2009/28/EC號指令（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 

32009L0028&from=EN），斯洛伐克2005年再生能源佔能源總消費量比率6.7%，對

照歐盟2020之20%目標，斯國須在2020年達到14%。斯國政府預估2020年電力總消

費量約500千兆焦耳（PJ）或11.94百萬噸油當量（Mtoe），因此，斯國2020再生能

源之目標量必須達70千兆焦耳（PJ）或1.67百萬噸油當量（Mtoe）。 

在推廣再生能源方面，斯國於2009年6月19日通過推廣再生能源及高效能熱電

聯產（High efficiency Cogeneration）第309/2009號法案，並自2014年12月1日生效

（ http://jaspi.justice.gov.sk/jaspiw1/htm_zak/jaspiw_mini_zak_zobraz_clanok1.asp?kotv

a=k1&skupina=1）。主要規範：（1）再生能源之來源包括：水力發電、太陽能、風

能、地熱能、生質能、生質瓦斯、生質甲烷、氣熱能、水熱能等；（2）發電來源須

源自再生能源，以及再生能源之認證規範；（3）再生能源電廠之註冊規範；（4）生

質甲烷及生質燃料之原產地認證；（5）再生能源發電廠之認證；（6）行政罰則，依

抵觸相關法規之嚴重性，處以500歐元至20萬歐元不等之罰緩。 

關於再生能源價格收購制度，依據斯國2014年1月28日提報歐盟執委會有關執

行再生能源推廣政策之執行成果報告（http://ec.europa.eu/energy/en/topics/renewable-

                                                 
14 

斯國核電約佔55%總電力，在歐盟會員國中排名第3，僅次法國及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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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progress-reports或https://ec.europa.eu/energy/sites/ener/files/documents/2013_arti

cle_progress_reports_inenglish_language_0.zip，斯洛伐克尚未提報2015年報告），透

過歐盟結構基金提供2007年至2013年「競爭力、經濟成長及環境保護」計劃之補助

，斯國2012年提供再生能源之收購價格（每百萬瓦時MWh）：（1）水力發電：61.7

歐元至109.8歐元；（2）太陽能：194.5歐元；（3）風力能；79.3歐元（4）地熱能：

190.5歐元；（5）生質能（biomass）：112.2歐元至144.9歐元；（6）生質瓦斯：112.2

歐元至136.3歐元。斯國2012年再生能源收購電價費用支出2,700萬歐元。 

林業係斯國重要產業之一，其林業廢棄物係發展斯國生質能（biomass）之主

要來源。在政府財政緊縮情況下，對太陽能、風力能之政府補助有限，林業亦係斯

國發展產業多元化之重點產業（目前過度依賴汽車產業）爰此，斯國再生能源未來

發展重點應以生質能（包括地熱能等）為主。斯國截至2015年6月底之生質瓦斯廠

（Biogas plan）計有111家，較2014年增加4家。其產能為103MW，總發電量約

810,526MWh；其中規模最大係KOMPALA廠，其電力產能約7,030MW。斯國生質

瓦斯廠提升產能之主要來源包括：增加廢水處理場（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生

質瓦斯之供應；增加現有生質瓦斯廠加強運用有機廢棄物（bio-waste），包括屠宰

場廢物及生質柴油場之廢料等，以提升產能。 

在太陽能方面，斯國地理位址位於北緯48度至50度，平均每平方公尺之太陽輻

照流量（solar radiation flux）最高發電值約1,050kWh。斯國之太陽能光電多屬小型

架高式太陽能板（模板矗立於建築物平頂或地面架設，ground mounted segment）。

依據歐盟太陽能光電產業協會（European Photovoltaic Insustry Association, EPIA）

年度報告（http://www.epica.org/news/publicaitons）顯示，斯國無產業發展政策，惟

依據歐盟各會員國之再生能源計畫（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ction Plan, 

NREAP），斯國2020年前之太陽能光電產能須達到300MW。斯國近幾年太陽能產

業近期快速成長之主因係政府提供補助措施，例如一般住戶之補助措施：補助每戶

住家每平方公尺200歐元，最高可 補助8平方公尺；公寓型住家每平方公尺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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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歐元，每戶公寓最高可申請3平方公尺之補助。 

斯國2009年至2011年太陽能光電市場規模分別為2MW、145MW、321MW。由

於2010年至2011年斯國太陽光電市場需求激增，為降低補助預算之負擔，斯國政府

於2011年下半年停止上述住戶之太陽能光電安裝補助；此外，在供電補助方面，補

助上限亦降低至100kW，且每kWh電力補助費降至0.2歐元（補助年限仍維持15

年）。因此，在補助措施修正後，斯國2012年市場立即衰退至約90MW。在未來市

場展望方面，由於斯國已提前達到NREAP之2020年目標，2011年之累積產能已達

468MW（註：2012年約達558MW），因此，歐盟太陽能光電產業協會評估斯國未

來市場成長會較為趨緩，惟預期在2020年前，其累積總產能可達2,100MW。 

斯國經濟部於2014年5月5日公告，對於自然人及中小企業改善500平方公尺以

上建築物能耗之投資（如建築物加熱系統、控溫自動化設備），經濟部將補助

50%，最高補助金額達5,000歐元。此外，自2015年補助斯國住戶安裝小型再生能

源設備（供電10千瓦產能以下之設備），相關預算將由歐盟基金支付1億歐元，斯國

政府另編1,500萬歐元，合計補助經費共1億1,500萬歐元。斯國經濟部創新能源局

（Slovak Innovation and Energy Agency, SIEA）未來將負責執行該補助計畫，SIEA

評估未來住戶安裝再生能源設備之申請案應約有7萬件。 

斯國經濟部創新能源局（SIEA）續於2015年8月17及27日能源入口網站公告斯

國補助一般住戶之實行細則。主要內容包括：（1）該項補助措施係首次將歐盟基金

及政府預算適用在一般住戶民眾，並於2015年秋季正式實施。（2）補助措施將實施

至2020年，總預算補助經費為1.15億歐元，其中由歐盟基金補助1億歐元，斯國政

府另編列1,500萬歐元預算。（3）第一階段將先實施補助4,500萬歐元，預期可補助

安裝15,000套小型再生能源設備。（4）補助原則：將以kW為單位，每單位依不同

再生能源補助一定金額，並設定最高補助金。以太陽能集熱器為例，住戶倘採購

2.9kW之300公升容量太陽能熱水器（註：目前市價約3,100歐元），則住戶在申請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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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後將獲得政府補助1,450歐元補助款（500*2.9=1450）。（5）各項再生能源設備補

助標準及限額如下：太陽能板（PV panel）：1,200歐元／kW，最高補助限額為

2,550歐元；太陽能集熱器（Solar collector）：500歐元／kW，最高補助限額為1,750

歐元；熱泵熱水器系統（Heat pump）：370歐元／kW，最高補助限額為3,700歐

元；生質能蒸氣系統（Biomass boiler）：100歐元／kW，最高補助限額為1,500歐

元；風力能渦輪（Wind turbine）：1,500歐元／kW，最高補助限額為3,000歐元。

（6）本補助案及申請程序及格式等資訊可逕至本補助案網站查閱：www.zelenad 

omacnostiam.sk。鑒於節能產品之市場特殊性，我商如擬拓銷節能或綠能產品，可

透過斯國能源服務廠商（ESCO）進入市場，斯國ESCO清單可逕至下列網站下

載： 

http：//zelenadomacnostiam.sk/sk/zhotovitelia/zoznam-zhotovitelov/ 

http：//zelenadomacnostiam.sk/wp-content/uploads/Zhotovitelia/zoznam/zoznam-

opravnenych-zhotovitelov-Zelena-domacnostiam-01-04-2016.xls。 

（一）水費： 

水價（含加值稅）Euro/m3：1.1071 - 1.4391歐元（2019年5月）。廢水

之處理費同垃圾費及下水道費（sewage）每立方公尺為1.1463-1.1943歐

元。斯國首府水費主管機關為 BVS 公司（ http ： //www.bvsas.sk/sk/ 

zakaznicka-zona/cennik/），垃圾收費為OLO〈係奧地利OLO公司在斯國之

子公司〉。 

（二）電費 

斯國能源監管機構（URSO） 15於2016年年底，居家用瓦斯價格自

2017年1月1日起調降1.2%（註：居家用戶之固定電費為0.78歐元／MES另

加0.0419歐元／kWh）。斯國依據消費族群區分為居家（households）、商

                                                 
15 URSO（www.urso.gov.sk）：成立於2001年，專責電、瓦斯、熱氣及水之獨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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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business）及工業（industrial）等三大類。其訂價政策另依該等類別

再細分不同等級類別： 

１、居家類：依據電力使用之種類（供照明、暖氣、烹煮、其他一般電

器）及用電量多寡，區分DD1、DD2、DD3、DD4、DD5等不同類

別，例如單一使用用途者（single-band rate）歸類為DD1，其2015年

電價為 0.1771€/kWh ， DD2 至多用途之 DD5 電價分別依序為

0.1771€/kWh 、 0.1379€/kWh 、 0.1374€/kWh 、 0.1168€/kWh 、 及

0.1225€/kWh。 

２、商業類別僅開放予公司行號2012年資料，爰該資料僅以2010及2011年

作為比較。基本上，商業類別之用電亦依據其單一用途或多重用途、

用電量多寡等因素再細分DMP1、DMP4及DMP6等類別。 

３、工業類：由於工業用電電量較大，故採客制化服務，業者可與斯國

電力公司以個案方式進行議價，惟其年電力消費量須達250MWh以

上。 

另依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發布之調查報告顯示，2015年斯國工

業用電費率每千瓦/小時（度）為0.1081歐元，居家用電費率每千瓦/小時

（度）為0.1506歐元。歐盟28國平均值分別為工業用為0.089歐元，居家用

電為0.2078歐元。（註：斯國工業用電價格高於歐盟平均值0.089歐元，亦

高於鄰近中歐V4其他國家，波蘭0.083歐元、捷克0.076歐元、匈牙利

0.071）。 

依據斯國貿易暨投資局（SARIO）2019年5月提供之資料顯示，斯國

電費（含電費及輸送費）約為90.91-95.91歐元/MWh（西斯洛伐克）、

92.37-97.37歐元/MWh（中斯洛伐克）、96.66-101.66歐元/MWh（東斯洛伐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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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瓦斯費 

斯國能源監管機構（URSO）亦於2013年底公告，家庭用瓦斯價格明

年也降低約0.23%；小型企業用瓦斯價格則大幅降低約6.53%。 

斯國一般用戶依使用量多寡，工業用戶亦依使用量分8級收費（M1至

M8），2019年每千瓦（kWh）之瓦斯費約0.0460（M8）-0.0660（M1）歐

元；每月固定費用約2.89（M1）-285.39（M8）。相關費用需另加20%增值

稅。 

三、通訊 

斯國通訊費用較昂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近期發布之「2009年

電信產業展望報告」（OECD Communications Outlook 2009）指出，斯國寬頻16上網

（broadband internet，傳輸速度每秒12至32mb）用戶每月平均支付170美元，居

OECD所有會員國之冠。另外，衛星電視UPC（為奧地利公司）在斯國之有線及無

線電視市場佔有率甚高。手依據斯國貿易暨投資局（SARIO）2019年5月提供之資

料顯示，斯國機通話費約0.09歐元/每分鐘，歐盟區通話費約0.2257歐元/每分鐘。 

斯國電信公司（Slovak Telekom）已於2014年5月底對Bratislava及Kosice二大主

要都市提供第四代行動電話（4G）服務。ORANGE電話公司預計於2020年至2024

年間建置5G設施。 

                                                 
16 

斯國2008年寬頻（fixed broadband）覆蓋率僅達10.9%，在歐盟28個會員國中敬陪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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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輸 

斯洛伐克位居歐洲中心，近年來跨國物流業均前來斯國投資，如從海路進入斯

國可從德國漢堡、荷蘭鹿特丹及羅馬尼亞之黑海港口Constancia走鐵路、陸路或多

瑙河（如從鹿透丹則需經萊茵河）前來斯國；經由多瑙河需時7天，經由陸路則需3

至5天，鐵路也需7天。如經空運，則需經由鄰近之奧地利維也納國際機場（Vienna 

International Airport）轉運，甚為方便。 

依據歐盟之調查，斯國高速公路網絡密度甚低，居全歐盟第19位，平均每千平

方公里僅有6.4公里之高速公路，此與西歐各國之17公里相去頗遠，惟近10年來斯

國全境之高速公路密度已提升兩倍。另按照斯國交通部之規劃，至2014年底前興建

130公里之高速公路。其中聯結首府Bratislava至斯中大城Banská Bystrica之R1快速

道路（expressway）已於2011年10月底完工通車。斯京至斯東Košice（斯國第2大

城）之高速公路則在2017年通車。 

斯國境內主要國際機場則有首府機場（M.R. Stefanik Airport in Bratislava, 

BTS）及東部之Košice國際機場，其中後者已順利完成民營化。首府機場則歷經多

次周折，當局最後決定由政府編列預算及透過貸款，協助完成機場擴建工程。機場

出境大廳新廈業於2010年6月9日啟用，年營運量可提高至350萬人次，俟第二期工

程結束後，營運量可再增至500萬人次。擴建工程所需經費約9,600萬歐元。首府國

際機場2010年客運量計達167萬人次，較2009年衰退2.6%，全球經濟危機是造成旅

遊人數驟減之主因。2011年1至9月份客運量則為132萬人次，亦較去前一年同期減

少2%。惟斯京機場拜DHL Express新增斯京至德國萊比錫（Leipzig）定期航線之

賜，2010年1至9月份首季航空貨運量卻逆勢成長16%，計達1,517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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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勞工 

一、勞工素質與結構 

依據歐盟統計局之研析，以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 Standerd, PPS）為單位

以及歐盟28國平均值為100基準來計算，2015年斯洛伐克勞工生產力（ labor 

productivity per hour worked）為77PPS（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tab 

=table&init=1&language=en&pcode=tec00114&plugin=1），維持2014年水準，優於鄰

近之匈牙利（68）及波蘭（69），低於捷克（87）。另如以斯國就業人口之教育水準

分布來看，依據斯國統計局（SU）之分析,具大學學歷者占15.7%，高中學歷者

40.4%，職校學歷者37.2%，中小學歷者6.7%。根據斯洛伐克Profesia公司所布新聞

指出，斯國前五大薪資行業如下：資訊業、電信業、生醫業、電力業、金融業。 

工資方面，依據斯國統計局前揭資料，2017年失業率為8.6%，平均薪資超過

1,000歐元，薪資年成長率約為5.2%，2018年1月更攀升至1,052歐元（斯洛伐克投

資貿易局SARIO資料），平均薪資超過1,100歐元（低技術678歐元、高技術1,250歐

元），薪資年成長率約為6%，2019年1月更攀升至1,123歐元。斯洛伐克前五大薪資

行業如下：資訊業、電信業、金融業、醫藥業、航空服務業。 



斯洛伐克投資環境簡介  

66 

二、勞工法令 

斯國有關勞工方面之法律主要有三，其一為勞工法（Slovak Labor Code Act 

No. 311/2001 Coll, as amended）規範斯國勞資關係、勞工薪資及每週最低工時，該

法於2011年7月13日七度修正通過，並於同年9月1日開始施行17。其二為勞工社會

保險法（Social Insurance Act No.461/2003 Coll, as amended）係規範斯國勞工保險與

福利。其三為有關斯國勞工退休後之福利與撫恤之法規（Act No. 123/1996 Coll., on 

additional pension insurance, as amended），茲綜述如下： 

（一）工作時數：每週正常工時、加班及待班（standby time）合計不得超過48

小時，如雇主需要員工加班，原勞工法規定強制性之加班時數每年不得

超過150小時，非強制性加班每年最高不得超過250小時，惟2013年修訂

年度總加班時數不得超過400小時。此外，夜間加班（22：00至06：00）

雇主必須支付額外20%基本薪資即本俸薪資120%。此外，超過33歲之員

工必須給予每年20日之年度休假（或含假日合併計算之25日休假）。 

（二）退休年齡：62歲屆齡退休，男女適用。 

（三）平均及最低工資：斯國2017年法定最低工資自2016年之405歐元調高至435

歐元。2018年1月更攀升至1,052歐元（斯洛伐克投資貿易局SARIO資料）

，平均薪資超過1,100歐元（低技術678歐元、高技術1,250歐元），薪資年

成長率約為6%，2019年1月更攀升至1,123歐元。 

（四）遣散費：倘若僱用員工已工作長達2年，則雇主通知終止僱傭關係時，必

須依員工之工作年資核發遣散費：2年至5年年資，應發2個月平均薪資；

5至10年年資，應發3個月平均薪資；15至20年，應發4個月平均薪資；超

                                                 
17 

本（2011）年9月1日施行之斯國新勞工法主要內容包括引進彈性工時（flexi-account）、集體合

約（collective agreement）涵蓋內容擴大、經理級人員聘僱試用期延長及依據受僱年資調整解僱

通知期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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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20年年資，應發5個月平均薪資。 

（五）工會：斯國儘管有工會存在，一般而言遊行示威非常罕見18。不過2007年

修正之勞工法卻賦予工會較大權限，規定企業員工參與工會人數低於50

人者，該企業需給付員工所屬工會代表每月4小時之薪酬；參與工會人數

達100人者，該企業需給付工會代表每月12小時之薪酬；參與工會人數逾

百人者，企業需給付工會代表每月16小時之薪酬。 

（六）社會安全及醫療保險：斯國加入歐盟後，其社會安全及醫療保險以及雇主

及自雇（Self-Employed）相關規範悉按歐盟執委會EEC No. 1408/71之指

令辦理。其中員工自付額為薪水之13.4%，雇主則分攤薪資之35.2%。社

會保險包括退休保險、殘障險、病假險、失業險、健康保險、受傷險、

退撫基金等，詳如下表。 

斯國社會保險涵蓋項目及負擔分配 

社險項目 員工負擔（%） 雇主負擔（%） 

退休險 4% 14% 

殘障險 3% 3% 

病假險 1.4% 1.4% 

失業險 1% 1% 

退撫基金 0% 4.75% 

強制險 0% 0.25% 

                                                 
18 

惟2010年6月韓商Yura Eltec位於斯南Rimavska Sobota之汽車線材廠卻爆發工會發動罷工圍廠事

件，係近年來較大之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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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險項目 員工負擔（%） 雇主負擔（%） 

傷險 0% 0.8% 

健保19 4% 10% 

總額 13.4% 35.2% 

 

 

 

                                                 
19 

自2017年1月1日起，醫療保險上限金額為52,98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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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簽證、居留及移民 

一、簽證、居留及移民相關規定 

我國人民如因商務需要前來斯國投資設廠或成立分公司，依照「外國人居留

法」（Act No 48/2002 Coll）之規定，須先取得斯國短期居留證（permit for 

temporary stay）20。其程序如下： 

國人應向斯國駐臺辦事處（臺北市基隆路1段333號24樓，2410室，電話：02-

8780-3231）提出申請。繼由該處轉請斯國內政部外事警察局（Border and Foreign 

Police Department）審批。外事警察局於收件後90天內作出核發決定，並通知斯國

駐臺辦事處。須出具之證明文件計有： 

（一）載明停留目的（如經營商務）； 

（二）無不良素行：斯國及我國政府出具之無犯罪證明（extract of the criminal 

record）； 

（三）財力證明：為營商目的者，其每月財力負擔至少需達斯國最低工資之4倍

，即1,740歐元，全年合計為20,880歐元（2017年）； 

（四）斯國健康保險證明：須向斯國當地醫療保險公司投保； 

（五）住居證明：斯國住屋產權證明（Ownership Certificate Extract）或房屋租賃

契約； 

（六）照片3張〈3 x 3.5公分〉； 

（七）護照。 

                                                 
20 

歐盟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如日本及韓國）公民則不受此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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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居留一般效期2年，期滿得向斯國警察局申請延長21。 

二、聘用外籍員工 

依據斯國就業服務法（Act No. 5/2004 Coll. on Employment Services）之規定，

非歐盟會員國之外籍員工來斯工作，須先向工作所在地之斯國勞工局申請工作證

（Working permit）及向居留地之斯國警察局外事處申請短期居留證。工作證之核

發雖無法定要項，惟斯國勞工單位基本上以申請人將從事之職務，斯國失業人士可

否勝任為考慮要件。工作證效期最長2年，期滿得予延長。 

三、外商子女可就讀之教育機關及經營情形 

此間外商子女多就讀斯國首府之國際學校，其概況詳如下表： 

校名 地址/網址 校長 
學生

數 

授課

語言 
學費/學年 

英國國際學校

British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ratislava 

Peknikova 6, 84102 Bratislava 

  

Matthew 

Benjamin 

Fathing 

700 英語 15,018-

20,521歐

元 

美國國際學校 

QS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ratislava 

Karloveská 64, 84104 

Bratislava 

 

（www.qsi.org/slovakia/svk/） 

Robert 

Hinman 

184 英語 21,500美

元 

                                                 

21 
國人若來斯從事商務考察，半年內在斯國停留不超過90天者，可適用申根免簽證待遇，不必申請

居留。 



簽 證 、 居 留 及 移 民 
 

71 

校名 地址/網址 校長 
學生

數 

授課

語言 
學費/學年 

劍橋國際學校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School 

 Uprkova 3, 84110 Bratislava 

http：

//www.cambridgeschool.eu/en 

Peter 

Radojai 

135 英語 11,500-

13,750歐

元 

法國學校 Ecole 

Française de 

Bratislava 

Cádrova 23, 83101 Bratislava 

  

Ivan 

Saudreau 

90 法語 4,500-

5,200 

歐元 

德國學校Deutsch-

Slowakishe 

Begegnungsschule 

Bratislava 

Palisády 51, 81106 Bratislava 

  

Elisabeth 

Lutz 

50 德語 6,852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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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玖章  結論 

目前西歐及日、韓等國外商前來斯國投資，皆著眼於斯國位於中東歐的地理中

心，是西歐進入東歐的門戶，雖然工資，土地成本逐步攀高，但是仍有歐盟市場進

入（market access）之優勢。投資的產業以汽車及資訊電子產業為主，其中汽車業

更是斯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鑒於臺斯雙邊貿易我國輸出大宗為金屬製品、電子及電子零配件、車輛零配件

等產品，此即可反應出斯國及中東歐各國對臺灣金屬、電子、機械產業產品的需

求。目前業有台達電子、友達光電、鴻海集團、達運精密等公司前來斯國投產，就

近供應歐盟市場的需求外，並取得歐盟境內免關稅之待遇，利於進入歐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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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我國在當地駐外單位及臺（華）商團體 

駐斯洛伐克代表處經濟組 

 Economic Division,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ratislava  

 Mostová 2, 811 02 Bratislava, Slovak Republic 

 電話：+421-2-5825-3228 

 傳真：+421-2-5825-3212 

 電郵：slovakia@moea.gov.tw、ecodiv@taipei.diatelecom.sk 

 職掌：臺斯兩國經貿推廣及投資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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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當地重要投資相關機構 

斯洛伐克投資暨貿易發展局 

 Slovak Investment and Trade Development Agency（SARIO） 

 Martinčekova 17, 821 01 Bratislava 

 電話：+421-2-5826-0100  

 傳真：+421-2-5826-0109 

 職掌：吸引外人來斯投資及拓銷斯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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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當地外人投資統計 

斯國投資貿易發展局SARIO公告2017年外人投資統計資料如下： 

年度 投資件數 投資金額 增加就業機會 備註 

2018 34 3億5,000萬歐元 4,850  

2017 33 4億9,000萬歐元 900  

2016 29 9億3,000萬歐元 7, 500  

2015 25 1億7,400萬歐元 7, 400  

2014 25 1億7,000萬歐元 4,700  

2013 18 4億4,200萬歐元 4,200  

2012 3 1億5,000萬歐元 800  

2011 26 5億1,780萬歐元 4,300  

2010 20 1億2,300萬歐元 2,350  

2009 8 2億4,400萬歐元 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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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我國廠商對當地國投資統計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對外投資統計，1952-2018年底，我對斯洛伐

克投資計1件，421萬6,000美元。目前實際在斯洛伐克投資或設有營運據點的臺商

計有4家（包括台達電2014年底併購之Eltek斯國廠及2017年1月自友達光電另成立

之達運精密有限公司），總投資額約1億8,250萬歐元，惟據斯洛伐克中央銀行提供

之資料顯示，臺商於2017年申請減資6,000萬歐元。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地    址：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1 號 8 樓 
電    話：+886-2-2389-2111 
傳    真：+886-2-2382-0497 
網    址：http://www.dois.moea.gov.tw 
電子信箱：dois@mo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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