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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越南與台灣的貿易關係是從九十年代才開始發展，雖然起步較晚，但發

展得相當快速；根據越南規劃和投資部外商投資局的統計，台灣是歷年來對越南

投資金額最多的夥伴。越南從一九八六年實施經濟改革之後，便和世界各地逐漸

建立多樣化的國際貿易關係，貿易在越南經濟發展中已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目

前越南已經和一百六十五個國家地區建立貿易關係，但最初從一九八九年開始，

台商就大規模的投資越南市場，至今雙方的經貿關係愈來愈密切，而且規模和金

額令人矚目。本文主要內容是針對越臺貿易與就業的現況進行探討，評估其成果

並提出展望。 

關鍵詞：越南；台灣；貿易；就業 
 
 

_______________ 

 
＊阮玉清（通訊作者），越南社會科學研究院，漢喃研究所 研究員。 
 通訊作者電子信箱：thanhsinonom@gmail.com 

 

 

  

mailto:thanhsinonom@gmail.com


就業與勞動關係，第 4 卷，第 2 期                                             第 133 頁 

 

前言 

    回顧越南歷史，西元前一零一年漢朝入侵越南，設立交趾、九真、日南 3 郡；

迄唐朝末年，越南吳權打敗中國，終獲獨立。 西元一零一零年李朝遷都昇龍（今

河內）。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後法國控制越南，一九四五年共產黨（胡志明主席）

宣告獨立建國，並迫使阮氏王朝保大皇退位。一九四六年法越戰爭，法軍在奠邊

府大敗，但仍是南、北越對立。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越戰結束，一九七六年七

月二日南北越正式統一，建立「獨立自由民主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越南歷史鬥爭與戰爭連綿，獨立解放後，尤其一九八六年改革開放后越南經

濟相當落後。越南傳統經濟主要是農業，民智低，但有潛能吸收國外投資者。因

而越南改革開放后世界各國紛紛來越南投資，亞洲國家台灣是龍大投資者之一。 

 

一、越南和台灣的貿易關係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台灣與東南亞各國建立了穩定的關係。但是從九十

年代起越南與台灣之貿易關係才發展，雖然較晚，但這裡的關係發展得相當強大。

根據越南規劃和投資部外商投資局，在九十二個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在越南投 

資市場中台灣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者。1 

    自從一九八六年越南實施經濟改革，與世界各地逐漸建立了多樣化的國際貿

易關係后，貿易在越南經濟發展中已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至今越南已與一百

六十五個國家和區域建立貿易關係，台灣與越南已有二十多年經貿關係，自一九

八九年台商開始大規模投資越南市場，雙方的經貿關係愈來愈密切，而且規模和

金額令人矚目。台灣歷年是越南投資金額最多的夥伴。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台灣經濟的強勁發展，是越臺貿易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

因素。到二零零七年年底，台灣的國內生產總值為 375 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三十

六位（按 PPP 美元，690 億美元，排名第 18），外貿進出口總額達 466 億美元，

排名前二十位的國家和外匯儲備，至 274.7 億美元，居世界第四名。2一九九四年

李登輝政府頒行南向政策,增進與東南亞鄰邦友誼，促進中華民國外交空間，其中

外貿是個重要項目。 二零零二年五月陳水扁政府確定台灣二零零八年的挑戰，

號召台灣投資者提高台灣世界上的競爭力，把要求勞動力多的企業在國外發展。 

                                                      
1台灣是越南最大的投資者，請參見：http://www.tinkinhte.com/tai-chinh-dau-tu/tin-dau-tu-viet-

nam/dai-loan-la-nha-dau-tu-lon-nhat-vao-viet-nam.nd5-dt.137663.123126.html 
2  CIA, The World Factbook - Taiwan, 2008,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

worldfactbook/geos/t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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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數據表示，越臺貿易關係不斷增長，其中台灣主要是出口，越南偏於進

口。一九九五年-二零零六年的時段，台灣和越南的貿易平衡增三倍。這表明，台

灣出口到越南的速度越來越強大，而台灣從越南進口的增長速度非常緩慢。 

 

               表 1 台灣越南貿易金額（1990-2006）       單位：千 USD 

 
總金額 台灣 

出口 

台灣 

入口 金額 增長率(%) 

1990 118.300  62.744 55.566 

1991 232.349 96,4 152.286 80.063 

1992 404.366 72,8 278.466 122.900 

1993 655.414 63,3 501.275 154.139 

1994 961.514 46,7 742.568 218.946 

1995 1.283.913 33,5 1.013.635 270.278 

1996 1.492.050 16,2 1.175.327 316.723 

1997 1.688.600 13,2 1.297.187 391.413 

1998 1.556.290 -9,2 1.213.285 343.005 

1999 1.729.265 11,1 1.341.503 387.762 

2000 2.132.293 23,3 1.663.392 468.847 

2001 2.814.674 32,0 2.008.677 805.997 

2002 3.342.967 18,8 2.525.578 817.689 

2003 3.664.664 10,9 2.915.487 749.157 

2004 4.603.874 25,6 3.698.012 905.862 

2005 5.265.121 14,4 4.328.966 936.155 

2006 5.790.000 9,9 4.822.000 968.700 

資料來源：Văn Ngọc Thành,  International Conferece: Viet Nam, ASEAN, Taiwan: Quan he da phong 

va song phuong, Hue 2011. 

 

    二零零三年台灣與越南雙邊貿易總額為 36.6 億美元，為越南第五順位貿易

夥伴。台灣對越南出口 29.1 億美元，為越南第三大進口來源國。台灣自越南進口

7.5 億美元，為越南第八大出口市場。台灣對越南貿易享有 21.6 億美元貿易順差，

為越南第一大貿易逆差國。二零零三年台商在越南投資案件一六七件，佔越南外

資件數 25.2％，金額 3.2 億美元，佔越南外資總額 19.9％，投資件數與金額均為

外資首位。依據越南計畫投資部統計，自一九八八年至二零零三年止，台商在越

南累計投資案件達一零八四件，為外資首位，累計投資金額為 59.9 億美元，為外

資第二位，次於新加坡3。 

    越南從台灣進口的營業額都在不斷上升。如果 1993 年前，越南從台灣進口

的增長是 10％，一九九五年提高 12％，這表明台灣商品適應市場和越南消費者

                                                      
3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志鵬代表，越南經濟情況與投資機會報告，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2011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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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睞。一九九零年在 10 個出口品最多的國家與地區中台灣排名第八，但在一

九九五年躍升到第四位，第三，僅次於中國和新加坡。據菲律賓官方公佈的數據，

截至二零零七年底，台灣已投資 105 億美元約佔總註冊外商到越南投資的 12.7％。

同時，實際支出只有約 3.07 億美元，佔台灣的總註冊資本的 29.2％。臺商在越

南投資製造業為主，家數以成衣紡織業、食品及農林水產業、機械業、橡塑膠製

品業、木製家具業及製鞋業為最多 。加工業、製造業之投資金額占約 82%，不

動產業占約 6%，建築業占約 5%。投資地點遍及越南全國，南越地區係台商投

資重鎮，約占越南台商總數之 80%以上。台灣出口到越南的價值不斷增加，連續

多年，但在相反的方向，從越南進口商品，雖然價值有增但營業額增加非常緩慢

的，在 10 個國家和地區從越南進口的貨物，台灣沒有改善的位置，靜置幾乎在

最終表中的位置居。台灣排名第 9 的 10 個國家和地區。這點表示越南的企業商

品還不能答應台灣市場的要求。 

    據越南海關總局的統計，台灣目前是越南的第五大貿易夥伴，僅次於中國，

日本，美國，新加坡。據台灣稅務總局統計，參見表 2，越南和台灣之間的雙向

貿易成交額也佔了重要位置，在東南亞十個國家之中佔總數的 5.82％。在台灣與

東南亞十個國家貿易總額中越南的市場份額排在第六位，僅次於新加坡，馬來西

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 

 

         表 2 台灣與十個東南亞國的貿易金額（1991-2006）   單位：百萬美金 

 總金額 出口 進口 

 1991 2006 1991 2006 1991 2006 

Brunei 66,68 15,92 4,84 13,73 61,84 2,19 

Indonesia 2,441.53 15,92 1,207.20 2,499.41 1,234.32 5,204.25 

Cambodia 0,04 466,30 0,0012 458,49 0,04 7,81 

Laos 272 42,03 1,86 2,50 0,86 39,52 

Mianma 21,18 116,81 2,68 67,83 18,50 48,98 

Malaysia 2,874.20 10,992.85 1,464.84 4,941.33 1,409.35 6,051.51 

Philippin 1,083.32 7,259.85 848.01 4,484.34 235.30 2,775.51 

Singapore 3,849.32 14,384.94 2,403.47 9,279.40 1,445.84 5,105.54 

Thais 2,030.98 7,893.89 1,444.85 4,576.51 586,12 3,317.37 

Vietnam 232,34 5,719.16 152,28 4,869.22 80,06 849,93 

ASEAN 10 12,602.34 54,595.45 7,530.07 31,192.81 5,072.26 23,402.64 

越南占(%) 1.84 10.4 2.02 15.6 1.57 3.63 

資料來源：台灣財政部。取自：http://www.mof.gov.tw/ 

 

    自一九八八年至二零一零年，台商在越南投資案計 2,146 件，投資金額 228

億 1,440 萬美元，為第一大外資國。台商分散在越南全國各地、市投資，主要投

資地區為南越各省(如同奈省、胡志明市、平陽省等)，近年來逐漸轉向至越南北

放地區投資。台灣企業在越南主要投資產業：以製造業為主，包括交通工具業、

電子業、水泥業、成衣紡織業、食品及農林水產業、機械業、橡塑膠製品業、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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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家具業及製鞋業及服務業等，最近朝向投資於高科技產業。 

    臺商在越南較大投資案主要有製造業及營建業、服務業廠商。投資總額超過

5 億美元者包括，慶豐集團、味丹集團、台塑集團、寶成集團、及中央貿開公司、

仁寶集團、鴻海集團等。 

 

二、越南與台灣商貿關係的主要特點 

    外國直接投資可能會導致反向出口，這就是投資者將進口本身的貨物或這是

一個“三角貿易”的類型，一項原出口產品從該國成為投資的國家的進口產品，會

被許投資的國家入口。然而，一跨國公司的產業內貿易增加，各公司企業的內部

貿易就增加。這就是，外國直接投資引到投資這的進口。它也被稱為由外國直接

投資而進口。從台灣到越南的直接投資以及和越臺之間的進出口可以看出，台商

在越南的投資實踐中，以方便轉口活動，就是從越南到台灣有很多出口行業可以

直接影響到台灣在越南的投資。相反，有很少要素表明從台灣直接投資可能帶來

從台灣到越南出口的優勢。 

    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對越南投資的總資本大，投資形式多樣，分佈範圍是全

國的。台灣投資者在越南佔據第一的位置多年。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在台灣的

投資項目的數量約達 1525 項目（22.7％），總註冊資本的 8.85 十億美元。 

    台灣經歷了在東盟國家的投資，臺商在越南投資時，他們更喜歡 100％外國

投資的形式，這是投資的主要類型。然而，台灣在越南的投資仍然非常多樣，含

業務合作合同、合資公司，以及 100％外國資本等形式。 

    台灣的投資主要在越南三個地區，分佈越南 50 個城市，南方各省是台灣投

資者的首選，以投資地區、項目及金額做觀察：同奈省有 272 項目（約 250 億美

元）；胡志明市有 379 項目（約合 18 億美元），太平洋有 426 項目（15 億美元）。

至於北部省份，包括主要城市如河內、海防仍未得到台灣投資者的注意。 

 

三、越南與台灣的勞務合作  

(一)在台灣的外國工人的需求  

    台灣的經濟在勞動力結構面臨深刻的變化，由於人口轉變與人口老齡化。台

灣的人口變化，研究人員所預測的，島上的人口在二零一零至二零三零年期間會

有所下降。人口減少和延長勞動者的學習時間讓人力市場的資源受到嚴重影響。

為社會服務的需求增加，而還沒收到政府的高度重視。  

(二)非熟練勞動力合作  

    勞動者從越南到台灣主要是通過越南的勞動力中心的介紹。 

(三)越南勞動力在台灣的行業分佈情形 

    在台灣的越南勞務的特點之一是女性工人的比例明顯大於男性工人，這是因

為在台灣的越南工人的勞務結構不同，主要是病人的護理和幫忙家務（從 2004

年初到 2006 年初，這個行業的份額大於 70％），而男性勞動力密集的行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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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機械行業，建築行業，傳統和非傳統行業一般有較低的份額；致於整體的行

業分佈請參見表 3。 

(四)勞務合作通過婚姻形式  

    從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越來越多的女性勞動在越南和其他國家定來台灣定

居通過婚姻形式。越南新娘和台灣新郎之間的婚姻主要是台灣男人來越南尋找妻

子會通過媒介公司，這些公司會收尋妻費。越南妻子在幫助台灣丈夫在越南的市

場調研和業務發展有重要作用。越南 - 台灣婚姻的負面影響的是越南新娘被虐

待（占 

 

表 3 越南勞動力在台灣從事勞動之行業分佈 

 2003年12月 2004年2月 2005年3月 2006年2月 2006年11月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總計 57603 100 61222 100 93090 100 81684 100 71021 100 

大工程 185 0.32 188 0.3 431 0.5 526 0.6 561 0.79 

15 種工作 - - - - - - - - - - 

護理 39932 69.3 43388 70.9 74325 79.8 61031 74.7 47741 67.2 

做家務 465 0.8 474 0.8 590 0.6 432 0.53 312 0.4 

船員 2241 3.9 2242 3.7 1816 2 1143 1.4 727 1 

68 種工作 36 0.06 36 0.06 18 0.02 7  8  

73 種工作 1 0 1  1  1 -   

陶器 1 0 1  1 -  -   

修改及新建工廠預案 10  10 0.02 8 -  -   

高工藝區預案 - - - - - - - - - - 

危險、勞力工作 - - - - - - -  563 0.82 

主要製造工業 4036 7 3942  3409 3.7 3493 4.2 5325 5 

大建設工程 21  21  10 0.01 44 0.5 127 0.18 

定期兩年租的勞動 7926 13.8 8056 13.2 8506 9.1 9350 11.4 10164 14.3 

普通工業 2672 4.6 2815 4.6 3919 4.2 5621 6.9 7259 10.2 

高工藝製造工業 77 0.001 48 0.08 56 0.06 36 0.04 34 0.04 

資料來源：越南經濟合作與台灣在東亞經濟一體化的背景，2007 年，勞動與社會出版社，頁 166。 

 

在台灣的越南新娘 10％）。正面影響是供給一組勞動者到台灣的勞動市場。同時，

嫁給台灣在某些方面以供給越南的女勞動房子，錢財，促進越南和台灣之間的文

化交流。  

(五)勞務合作通過直接投資  

    在台資企業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分工。通常情況下，台灣是最高位置。技術管

理職位由中國專家處理，只有那直接產出勞動是越南人。越南原生於中國的勞動

這在台資企業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  

(六)越台經濟關係評估  

    上述的貿易、投資及勞務合作關係是來自越台雙方過去的努力結果，展望未

來，除了既有的合作基礎之外，特別是東南亞經濟一體化已日趨完善的條件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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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提供了一個促進越南與台灣經濟關係的有利機會。另

方面，越南和台灣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帶來了一些例如越南企業處於競

爭力劣勢的問題。同時，越南的經濟基礎設施、產業技術、企業管理、市場營銷、

技術人才等條件的相對不足，以及法律環境尚需逐步改善，均為影響越南－台灣

經濟關係的重要因素。 

 

四、越南與台灣貿易關係現狀 

    近年來，台商來越南投資的數量越來越增高，進出口業因此而增加。單就越

南近年來的進出口情況做觀察，從二零零五年到二零一零年，台灣為越南第 5 大

貿易夥伴、第 3 大貿易逆差國、第 13 大出口市場、第 4 大進口來源國。 

(一)越台進出口貿易現狀 

    越台在 2005-10 年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及成長情形，請參見表 4。 

 

     表 4 越台在 2005-10 年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及成長情形  單位：百萬美元、

% 

年別 總金額 

出口 進口 

金額 成長率(%) 金額 成長率(%) 

2005 5265 936.1 3.4 4328.9 17.1 

2006 5791.5 968.7 3.5 4822.8 11.4 

2007 8055.8 1139.3 17.6 6916.5 43.4 

2008 9764.0 1401.4 23.0 8362.6 20.9 

2009 7373.2 1120.6 -20.0 6252.6 -25.2 

2010 8419.7 1442.8 28.7 6976.9 11.6 

 

    表 4 資料顯示，越台之間在二零零八年的進出口金額最高，為 9764 百萬美

元，其中出口成長率比前年二零零七為 17.6%，進口成長率比前年為 43.4%。但

是二零零九年卻是最低的一年，而二零一零年總額的發展雖然比二零零八年還低，

但相較前一年確有成長。至於二零一一與二零一二年的出口進口情形，雖目前尚

無統計資料，但依據駐越南台北代表處網站4 的報告可知，二零一一年的出口進

口比前年為高，例如二零一一年前 10 個月越南汽車進口數量為 48,000 輛；越南

輸銷中東地區之出口金額達 24 億美元等。但也有很多行業臨困難的情勢，如磁

磚。據 VIBCA 協會丁主席光輝(Dinh Quang Huy)表示，2011 年前 10 個月越南瓷

磚庫存量為 3,000 萬平方公尺，價值約計 2 兆越盾(約折合 1 億美元)，這是由於

越南不動產市場凝滯，銷售量減少，加上生產成本及售價上漲，使得該產業之產

能降至 70%，部分磁磚廠商之產能甚至更減少至 35~40%左右5。 

    據駐越南台北代表處網站的統計顯示，二零一二年的入口進口金額資料比較

明顯，據越南統計總局統計資料顯示，二零一二年越南出口金額達 1,146億美元，

                                                      
4 駐越南台北代表處網站：http://www.taiwanembassy.org 
5資料取自：

http://www.taiwanembassy.org/ct.asp?xItem=240485&ctNode=9274&mp=226&nowPage=6&pagesize=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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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二零一一年成長 18.3%；其中越資企業之出口金額約 423 億美元，成長 1.3%，

外資企業之出口金額(含原油)約 723 億美元，增加 31.2%。這年主要出口產品包

括電話及其零件出口 126 億美元、激增 97.7%，電子產品、電腦出口 79 億美元、

成長 69.1%，機械設備及其零組件出口 55 億美元、成長 26.9%，農林產品出口

177 億美元、成長 18%，水產品出口 62 億美元。主要出口市場為歐盟，累計出

口金額達 203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22.5%；其次為美國 196 億美元，成長

15.6%；東協 173 億美元，成長 27.2%；日本 131 億美元，成長 21.4%；中國 122

億美元，成長 10%。 

 

(二)台商在越南投資現況 

   自 1988 年至 2010 年，台商在越南投資案計 2,146 件，投資金額 228 億 1,440

萬美元，為第一大外資國。台商分散在越南全國各地、市投資，主要投資地區為

南越 各省(如同奈省、胡志明市、平陽省等)，近年來逐漸轉向 至北越地區投資。 

 

         表 5 台商在越南投資統計(產業別) 1988-2010.12     單位：百萬美元、% 

排名 產業別 投資件數 占比 投資金額 占比 

1 加工業、製造業 1726 80.43 18781.95 82.32 

2 不動產 22 1.03 1407.07 6.17 

3 建築 77 3.59 1217.01 5.33 

4 農、林、水產 180 8.39 633.96 2.78 

5 藝術、娛樂服務業 8 0.37 244.84 1.07 

6 旅館、飯店 13 0.61 183.03 0.8 

7 金融、銀行、保險 8 0.37 134.2 0.59 

8 教育 4 0.19 95.3 0.42 

9 物流、行政服務 5 0.23 29.85 0.13 

10 專業項目、科技 33 1.54 25.1 0.11 

11 批發、零售 29 1.35 18.97 0.08 

12 運輸、庫存 13 0.61 15.26 0.07 

13 其他服務業 6 0.28 10.28 0.05 

14 供水、廢棄物處理 2 0.09 7.8 0.03 

15 資訊暨通訊業 12 0.56 3.95 0.02 

16 礦務開採 1 0.05 3.11 0.01 

17 電力、水、天然氣配銷暨生產 5 0.23 1.51 0.01 

18 衛生 2 0.09 1.2 0.01 

資料來源：越南計畫投資部。 

     

    台商在越南投資的投資，以產業做觀察：以製造業為主，包括交通工具業、

電子業、水泥業、成衣紡織業、食品及農林水產業、機械業、橡塑膠製品業、木

製家具業及製鞋業及服務業等，最近朝向投資於高科技產業。以家數做觀察，在

越南投資的台商家數以製造業為多，其中以成衣紡織業、食品及農林水產業、機

械業、橡塑膠製品業、木製家具業及製鞋業為最多。加工業、製造業之投資金額

占約 82%，不動產業占約 6%，建築業占約 5%。以投資地點做觀察，台商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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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全國，其中又以南越地區為台商投資重鎮，約占越南台商總數之 80%以上。

台商在越南較大投資案主要有製造業及營建業 、服務業廠商。投資總額超過 5

億美元者包括，慶豐集團、味丹集團、台塑集團、寶成集團、及中央貿開公司、

仁寶集團、鴻海集團等。 

 

五、越南與台灣經濟貿易關係展望 

    越臺經貿關係至今已獲得很大的成果，再分析越南市場的優勢與缺點如下： 

(一)越南之優勢及投資機會 

    越南積極參與國際經貿社會，享有美國、歐盟、日本、加拿大提供之多項優

惠關稅待遇（GSP），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越南正式成為 WTO 會員，市場逐步

開放。越南是 ASEAN 成員國，其輸出 ASEAN 會員國產品可享受較低進口關稅。

並且東協亦分別與中、日、韓（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

零零六年七月生效）、澳洲、紐西蘭、印度等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有助於吸引外

資投資及開拓越南出口市場。 

    越南遊經濟展望良好（二零零零到二零一零年間平均年經濟成長率為 7％,在

國際金融風暴期間（二零零八到二零零九）年仍維持 5％以上之成長率，未來 5

年（二零一一到二零一五）經濟成長率可達 7.5-8％）。政治發展穩定（已與包括

台灣在內之 43 個國家簽訂投資保障協定，有效減低政治因素對投資之不利影響）。

而且地理位置接近台灣，台越文化相近，台商極容易融入越南社會，越南治安相

對良好，越南人力素質佳且工資低廉適合於台灣投資者的需求。 

(二)越南投資環境有待改善之處 

    雖然越南投資市場有很多優勢，但仍有對外國人收取較高費用之習性，外國

企業之最低工資亦高於越資企業之標準，通貨膨脹嚴重（二零零八年上漲 19.89％；

二零零九年上漲 6.52％；二零一零年上漲 9.2％）這點對外商引起不少困難。 

    另外越南環保標準過高，水電、公路、港口等基礎建設仍明顯不足，海關、

公安暨各級行政機關行政效率（與清廉度）偏低，拆遷補償常造成糾紛，致土地

取得不易，影響建廠時程，周邊產業體系尚未建立，工業基礎薄弱，機器設備及

零配件多依賴進口，美元外匯不足，影響廠商進口原物料及機器設備也是外商要

思考的問題。 

    20 年來越南與台灣之間的經貿關係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是因為有越台雙方

政府的大力支持，企業界的一直努力和奉獻。台灣是越南最大的外國投資者，最

重要得經濟合作夥伴之一(二零一一年投資總額為 300 億美金，雙向貿易總額為

120 億美金)。越南經濟前景看好(GDP 增長年均 5-6％)，近 9 千萬人口的市場， 

具有很多優勢和商機，值得台商朋友前開發、耕耘。6 

 

結語 

    越臺貿易關係，尤其是投資領域較密切，但改善貿易逆差為越南對外貿易之

                                                      
6 台灣經濟部投資業務處：http://www.dois.moea.gov.tw/ma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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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目標，惟因產業結構因素，短期內恐難有具體可觀成果，有待政府繼續努力。

越南二零零七年加入 WTO 後逐步開放市場，充滿商機，台商應把握契機，以利

拓展市場。越南經濟成長快速，進口需求增加，臺商可善加利用當地舉辦之各項

展覽積極爭取商機。越南臺商會組織健全，臺商可建立聯繫關係，以利在越南從

事商務活動。台灣為越南第一大外資來源國，第五大貿易夥伴，未來雙邊經貿投

資關係將日益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