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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越南，除了臺商朋友經商事業，更是許多國人的第二個故鄉。 

    自 1986年越南改革開放後，越南經濟快速成長，優良投資環境

吸引了大量臺資企業前來設廠，早期臺商朋友以文化相似及經濟發展

等因素考量，多選擇前往胡志明市、平陽省及同奈省等地經商。而近

年隨眾多電子大廠陸續前來越南北部設廠，周邊產業供應鏈隨之快速

進駐；另加上越南中部亦有台塑企業於河靜省投資，現越南全境都可

見到我臺商企業足跡，為臺越經貿關係創造重大貢獻。 

    臺越經貿關係日趨緊密，自我政府近年提倡「新南向政策」後，

熱度更是持續增溫，去(2020)年在全球皆受新冠疫情衝擊下，全年臺

商在越南投資金額共計金額 20億 5,840萬美元，較 2019年同期仍持

續成長 12%；而臺越雙邊貿易總額為 210億 2,250萬美元，較 2019

年成長 7.3%，越南係為臺灣重要之貿易夥伴。 

    我臺商在越投資產業多元，從早期多從事傳產、成衣及紡織加工

相關行業，近年大量電子業廠商持續進駐，復加服務業等多元型態亦

日漸增加，越南已成為臺商第二個故鄉毫無疑問，百花齊放又相映生

輝實為最佳寫照。 

    駐越南代表處為協助在越臺商，及有意前來本地投資之臺商企業，

長期整合我政府各單位相關資訊於駐處官網，除本「越南臺商投資環

境報告」外，亦歡迎至官網定期前往瀏覽，希冀能提供參考助益。 

                        

                                     駐越南代表處  大使 

                                             202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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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越南經濟概況 

一、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9,646萬人(2019) 

面積 331,410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毛額 3,406億美元(2020) 

平均國民所得 3,498美元(2020) 

經濟成長率 2.8%(2020) 

失業率 3.3% (2020) 

貿易總額 5,454億美元(2020)  

進口值 2,627億美元(2020) 

出口值 2,826億美元(2020) 

越南自全球進

口主要項目 

機械及其零件、電腦電子產品及其零件、各種汽油、布

料、鋼鐵、電話機及其零件、塑膠原料、紡織成衣鞋類

及其附件、化學原料 

越南對全球出

口主要項目 

紡織品及成衣、原油、電話機及其零件、鞋類、水產品、

電腦電子產品及其零件、機械設備及其零件、木製品、

稻米、橡膠、咖啡 

越南主要進口

國 
中國大陸、韓國、日本、臺灣、美國 (臺灣排第4) 

越南主要出口

國 
美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香港 (臺灣排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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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對外洽簽 FTA狀況 

已簽署 

 

已簽署且生效： 

1. 東協 FTA (1996年1月1日生效) 

2. 東協－中國 FTA (2010年1月1日生效) 

3. 東協－日本 FTA (2008年12月1日生效) 

4. 東協－韓國 FTA (2009年6月2日生效) 

5. 越南－日本 FTA (VJEPA) (2009年10月生效) 

6. 東協－澳洲及紐西蘭 FTA (2010年1月1日生效) 

7. 東協－印度 FTA (2010年1月1日生效) 

8. 越南－智利 FTA (2013年1月1生效) 

9. 越南－韓國 FTA (2015年12月20日生效) 

10. 越南－歐亞經濟同盟1FTA (2016年10月5日生效)  

11. 越南－歐盟 FTA (2020年8月1日生效)  

12. 東協－香港 FTA(2019年6月11日生效) 

13.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2018年12月30

日生效) 

14. 越南－英國 FTA (越南時間2021年1月1日生效) 

 

已簽署但未或尚未生效： 

15. 跨太平洋夥伴貿易協定 (TPP-12) (2016年2月4日簽

署) 

16.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2020年11月25日

簽署) 

談判中 

 

1. 越南－歐洲自由貿易協會2FTA 

2. 越南—以色列 FTA 

1：歐亞經濟同盟(Eurasia Economic Union)成員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及吉爾吉斯坦等 5國。 

2：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成員包括冰島、列支敦士登、 

相關資料引自經濟部國貿局/經貿資訊網/ https://www.trade.gov.tw/World/Detail.aspx?nodeID=45&pid=718623 

 

https://www.trade.gov.tw/World/Detail.aspx?nodeID=45&pid=71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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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越南商情資訊 

一、疫情下的越南投資情形 

    主要外資投資國持續看好越南投資，據中央社綜合越南各官媒報

導，韓國 LG 集團 2020 年底在海防市建設由 LG Electronics、LG 

Display和LG Innotek所組成的電子產品和家用電器綜合製造區後，

也計畫在中部的峴港市打造 LG集團在越南的訊息技術研發中心。 

    越南的第二大外資國日本，多數企業也表態願意持續布局越南市

場。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2 月 8 日在越南第一大城胡志明

市公布的《2020 年日本企業對外投資現狀考察結果報告》指出，有

近 47%的日本企業表示，他們將在未來一到兩年內擴大在越南的生產

經營規模。 

    至於越南第四大外資國的臺灣，不少大型科技廠近來也在越南布

局，包括鴻海集團旗下富士康正在越南北部的北江省與北寧省招募新

進員工。並在越南北部北江省斥資 2.7億美元，興建生產筆記型電腦

與平板的工廠。 

二、疫情控制程度與未來經濟發展密切 

    越南自 4 月 27 日起於各省陸續爆發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迄 6

月底已有超過 13,000 名確診案例，且尚未有明顯趨緩情形，疫情持

續情況與經濟發展將有密切關聯；據越南國家統計局(GSO)6月 29日

公布該國第二季數據，因出口和工業產值復甦強勁，抵銷了近期新冠

病毒嚴重的影響，越南第二季經濟成長加速，今年第二季 GDP 年增

6.61%，優於第一季修正後的成長 4.65%，該機構表示，由於全球繼

續復甦，越南在生產和貿易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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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多越南即時商情，請參考經濟部國貿局/經貿資訊網/各國政經

情勢/越南/當地商情： 

https://www.trade.gov.tw/World/ListArea.aspx?code=7020&node

ID=977&areaID=4&&country=b646LaK5Y2X 

  

https://www.trade.gov.tw/World/ListArea.aspx?code=7020&nodeID=977&areaID=4&&country=b646LaK5Y2X
https://www.trade.gov.tw/World/ListArea.aspx?code=7020&nodeID=977&areaID=4&&country=b646LaK5Y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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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越南臺商資訊 

 一、臺商組織 

    1994年 6月在各方的努力下，越南臺商於南、北部分別創立「越

南南部地區臺商聯誼會」及「越南北部地區臺灣商會」。將臺商活動

正式轉型為有章程規範的臺商組織。創會之宗旨除增進臺商間投資經

營經驗的交流外，也主動積極參與越南的工商活動，努力成為越南社

會經濟前進動力的一環。 

    此外，1994 年南北雙會共同參加「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成

立大會。並合組「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為代表越南的窗口，也藉

由世界商會的活動，將越南的投資環境介紹給旅居世界各地的臺商，

積極地協助越南政府吸引外商投資。 

   1997 年 10 月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正式獲越南政府頒發商會執

照，因商會的成員迅速成長，為擴大參與及服務，商會決定以地域的

範圍成立各地區分會，以就近提供完善有效的服務。目前已成立十四

個地區分會及三個專業性的聯誼會納入總會的組織架構中，分別是：

河內分會、海防分會、峴港分會、同奈分會、平陽分會、頭頓分會、

新順分會、胡志明市分會、林同分會、隆安分會、西寧分會、太平分

會、北寧分會、河靜分會。 

    越南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任期 1年，現任總會長為高國華先生，監

事長為余俊迪先生。 

二、越南北部臺商發展概況 

    越南自 1986 年採改革開放政策後，臺商即陸續赴越南投資，惟

主要皆以越南南部為投資地點，然近年隨著臺灣的前 5大電子大廠，

包括富士康、和碩、仁寶、緯創、佳世達均積極布局越南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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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臺灣電子大廠的中下游電子零組件供應商亦將跟進投資越南。 

    另近年因台塑集團於河靜省投資逾 120億美元設立鋼鐵廠，是東

南亞最大的一貫作業煉鋼廠，預計可吸引逾百家中下游廠商來越投資

設廠；越南北部臺商類別主要以產業以資訊電子、製鞋、紡織及金屬

加工等。 

三、越南南部臺商發展概況 

    臺商自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在越南投資，投資初期地點集中於胡

志明市及鄰近之同奈省、平陽省等地，包括味丹、統一、大同、錸德、

大亞、寶成及富美興開發等知名臺商，約占臺商總投資額之 70 至 

80%，企業類別多元性高，包括紡織、成衣、製鞋、汽機車零組件、

鋼鐵、食品加工、石化、輪胎、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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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數位服務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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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駐處聯繫資訊 

一、投資諮詢： 

(一)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 

1、電話：+84-24-38335510~38335512 

2、傳真：+84-24-38335509 

3、電子信箱：vietnam@moea.gov.tw 

(二)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 

1、電話：+84-28-38349196 

2、傳真：+84-28-38349197 

3、電子信箱：hochiminh@moea.gov.tw 

(三)臺灣投資窗口 

1、電話：+84-28-39272833 

2、傳真：+84-28-39272836 

3、電子信箱：taiwandesk-vn@kpmg.com.tw 

 

二、僑務聯繫諮詢： 

(一)駐越南代表處 

1、雷棋秘書： 

（1）電話：+84-24-38335501*8463 

（2）傳真：+84-24-38335508 

（3）電子信箱：rickylei@ocac.gov.tw 

(二)駐胡志明市辦事處 

1、游凱全組長： 

（1）電話：+84-28-38349176 

（2）傳真：+84-28-38349178 

（3）電子信箱：ykc1943@ocac.gov.tw 

2、何思毅秘書： 

（1）電話：+84-28-39274997 

（2）傳真：+84-28-38349178 

（3）電子信箱：fathippo@oca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