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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南非商情 

南非太陽能板將開始缺貨 

「南非光電產業協會」（South Africa Photovoltaic Industry Association, 

Sapvia)日前表示，南非太陽能版等光電設備將逐漸缺貨，家戶及中小企業

短期內恐無太陽能板可以安裝。 

該協會表示由於南非大規模限電，加上 2023年 4月起電費大幅調漲

18.56%，推動家戶及中小企業對太陽能發電需求，受限於國際貨運及有限

之南非國內物流，預期需數個月後始能達成供需平衡，唯南非國內具合格太

陽能板及設備安裝證照之廠商仍不足，長期而言將會是太陽能產業發展瓶

頸。 

為推動太陽能發電，南非財政部宣布自 3月起安裝太陽能板之納稅人可

申請最高 25%、最高 1.5萬斐鍰退稅，南非政府將提供中小企業太陽能板安

裝補助，另南非銀行預計將提供出租太陽能設備廠商融資。 

經濟組 摘譯(3月 28日 The Star) 
 

南非新任電力部長訪視 Eskom國營電力公司 

南非新任「電力部長」(Minister of Electricity) Kgosientsho Ramokgopa

日前訪視 Eskom國營電力公司 14座發電廠後表示，由於部分發電廠恢復供

電，Eskom國營電力公司日前將停電等級恢復至 2級，部分時段甚至停止停

電措施，為上(2022)年聖誕節以來首次，未來停電等級將不會高於 6級(減

少 6000MW供電量)。 

「南部非洲鋼鐵工業聯盟」(Steel and Engineering Industries Federation 

of Southern Africa)表示，缺電為該產業目前面臨之最大挑戰，該聯盟 34.2%

會員廠商表示產能因缺電下降，並且必須裁減部分員工，79.2%會員廠商已

經採取發電替代方案，相關費用預估達 9.85億斐鍰，平均每月營運成本至

少增加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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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表示由於南非面臨缺電危機，預期 2023年經濟成長率僅有

0.2%，2023年第 1季經濟成長率可能為-0.5%，接續 2022年第 4季經濟成

長率為-1.3%，南非恐面臨技術性經濟衰退。 

經濟組 摘譯(3月 27日 The Star) 

 

「國際貨幣基金」(IMF)將南非 2023年預期經濟成長率自 1.2%調

降至 0.1% 

「國際貨幣基金」(IMF)日前將南非 2023年預期經濟成長率自 1.2%調

降至 0.1%，主要原因為 Eskom國營電力公司連續限電措施、通貨膨脹及全

球景氣不佳。 

IMF表示南非面臨多項國內外不利因素，導致 2023年景氣將呈現停

滯，例如供電危機使得產業及物流業者面臨營業瓶頸，此外全球景氣持續低

迷，使南非景氣受到影響，另氣候變遷亦提高南非面臨天災之機會。 

惟南非外債不高、政府仍持有足夠資產、經濟體多樣化發展、擁有穩定

之金融體系、外匯管制措施極具彈性及「南非儲備銀行」(SARB)持續採取

緊縮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且南非政府積極解決結構性問題，例如取消自

用發電門檻、開放民間企業參與輸配電建設以及完成頻譜競標，IMF認為南

非若能解決缺電問題，經濟仍具動能，預期 2023年後經濟成長率可達

1.5%。 

經濟組 摘譯(3月 23日 The Star) 

 

南非貿工競爭部說明 2022年第 3季業務推動成果 

「南非貿工競爭部」(Department of Trade, Industry and Competition, 

Dtic) Ebrahim Patel 部長日前向國會報告該部 2022年第 3季業務推動成果時

表示，南非面臨全球景氣衰退及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經濟成長面臨挑戰。為

積極解決缺電問題，該部「投資司」(Invest SA)積極招商引資投入再生能源

建設、提供 13億斐鍰能源復興計畫協助產業渡過缺電危機，並擴大製造業

產能及出口動能。 

推動投資方面，該部成功協助民間業者擴大投資至少 1兆斐鍰，包括北

開普省 115億斐鍰太陽能發電場、豪登省 Ekurhuleni市 11億斐鍰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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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太陽能發電計畫及豪登省 Tswane市汽車工業區 36.2億斐鍰投資，另協

助業者投資 3億斐鍰在德班市設立企業服務中心及金援豪登省某工業區。 

P部長另表示南非 2022年第 3季汽車產能較 2021年同期增加 26%，前

三季汽車產能較 2021年同期增加 15%，2022年第 3季汽車出口較 2021年

同期增加 31%，2022年前三季汽車出口較 2021年同期增加 26%，2022年

第 3季汽車出口值及國內新車銷售值共計 870億斐鍰。 

另該部持續招商引資，2022年第 3季創造 2.6萬個工作機會，並透過各

產業行動計劃確保 65萬個工作機會，該部「產業發展公司」(IDC)則透過

「社會就業基金」(Social Employment Fund)創造 4.43萬個就業機會。 

經濟組 摘譯(3月 23日 Dtic新聞稿) 

 

全球外派人士調查擔心南非治安問題 

慕尼黑外籍人士網路公司 InterNations日前公布 2022年全球外派人士

調查結果，全球 52個國家中，南非名列第 46名全球外派人士宜居國家，其

中生活品質指數名列第 43名，主要原因為旅遊轉機及治安問題指數太低，

另 43%受訪者認為南非政治不穩定，指數名列倒數第二，僅優於香港。 

受訪者表示，南非治安問題相當嚴重，主要原因為社會不平等及貧窮所

導致，此外考量治安問題，在南非生活難以步行或騎自行車上街，此外南非

極度欠缺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使得外派人士在都會區內或城市間移動必須自

行駕駛汽車。 

此外，受訪者表示南非提供外派人士薪資待遇不高，職場未來難有前

景，外派人士認為南非房價可負擔，惟購置住宅所有權登記移轉等政府服務

效率相當低落。儘管有許多負面評語，若干受訪者仍表示南非自然環境及氣

候良好，風景秀麗，戶外運動盛行且場地充足，且南非人民友善，相當容易

進行社交往來。 

經濟組 摘譯(3月 23日 Internations) 

 

南非 2023年 1月礦業產出減少，可能使南非經濟陷入技術性衰退 

「南非國家統計局」(Statistics SA)日前公布 2023年 1月礦業產值較上

年同期減少 1.9%，由於礦業產出已連續 12個月呈現衰退，而礦業在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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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占比高，該局表示若南非第 1季 GDP成長率繼 2022年第 4季後再衰

退，則南非可能陷入技術性景氣衰退。 

該局表示 1月礦業產值減少主要原因為白金礦產出較上年同期減少

15.2%，另銅礦、錳礦及鑽石等礦產產出亦減少。至於煤礦及鐵礦產出雖然

分別增加 4.1%及 12.1%，仍不足推高礦業整體產值。 

由於南非礦業為用電大戶，Eskom國營電力公司大規模限電措施仍然

持續，將對礦業產出造成嚴重影響。 

經濟組 摘譯(3月 15日 The Star) 

 

南非 2023年第一季農業信心指數下跌至 44 

「南非農業企業協會」(Agbiz)日前公布 2023年第 1季農業信心指數

（Agribusiness Confidence Index,ACI)為 44，較前一季減少五個點數，為

2020年疫情以來最低。 

該協會表示 ACI指數降低主要原因為 Eskom國營電力公司大規模限

電、生產成本持續增加、出口市場採取貿易保護措施、烏俄衝突阻斷國際供

應鏈、利率升高增加財務壓力以及地方市政府農業部門未履行職責，顯示農

場業者對整體經濟環境不甚滿意。 

受訪者表示若要改善整體經濟環境，建議政府積極開拓外銷市場、強化

防檢措施，並盼地方市政府農業部門改善效率，切實履行職責。分析家表示

若整體經濟環境仍然不佳，畜牧業將首當其衝，預期本年表現可能衰退，至

於生鮮蔬果仍有足夠外銷市場，應不至於衰退。 

經濟組 摘譯(3月 14日 The Star) 

 

南非輪胎製造商受中國進口輪胎傾銷威脅 

「南非國際貿易管理委員會」(ITAC)上(2022)年 1月公告對中國進口輪

胎展開反傾銷調查，並自上年 9月 9日至本(2023)年 3月 8日止課徵半年

38.3%臨時反傾銷稅，由於該委員會尚未公告落日調查結果，「南非國家稅

務局」(SARS)將自本年 3月 8起停止對中國進口輪胎停徵臨時反傾銷稅。 

本案係由「南非輪胎製造商協會」(SATMC)向南非政府提出反傾銷調

查申請，「南非國際貿易管理委員會」依據初步資料認定有傾銷事實，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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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損害。該委員會表示目前本案尚在調查中，待最終調查報告出爐將提交

貿工競爭部長核定。 

「南非輪胎進口商協會」(TIASA)表示，若「南非國際貿易管理委員

會」決定對中國進口輪胎課徵反傾銷稅，明顯係為達成保護國內產業目的，

因國內產能僅能滿足 20%市場需求，其他 80%輪胎需求仍仰賴進口。 

經濟組 摘譯(3月 13日 Money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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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 非洲商情 

 
非洲持續推廣一國一優先產品 

「聯合國國際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於 2021年公布「一國一優先產

品倡議」(One Country One Priority Product Initiative, OCOP)，每個國家選

定具特色之優先農產品，以促進農業經濟發展，並維護糧食安全。目前已有

超過 80個國家表達意願盼加入該倡議，其中包括 27個非洲國家。 

目前非洲國家依據所在地理位置、農業技術及當地文化，提出包括酪

梨、夏威夷豆、肉品等特色優先農產品，例如馬拉威政府之農民及地方政府

與 OCOP倡議研商後，選定香蕉作為特色優先農產品，將作為非洲地區第

一輪農產品示範，彰顯 OCOP倡議與非洲國家合作模式，未來可作為其他

非洲國家借鏡。 

FAO表示 OCOP倡議可協助各國整合各項可用資源，建立農業產業價值

鏈，並確保食品安全及健康飲食，促進永續農業經濟發展及生態多樣化。

OCOP倡議將提供非洲國家各項技術支援、能力建構及融資，協助農民生產

特色農產品。 

經濟組 摘譯(3月 28日 Africa Press News) 

 

「東非共同體」(EAC)將推動共同貨幣時程從 2024年延至 2031年 

「東非共同體」(EAC)貨幣事務委員會於 3月 17日召開常會，各會員

國中央銀行行長均出席，與會人士表示，原先預期在 2024年可推動實施共

同貨幣，惟前述時間點受到相關配套措施限制尚不可行，目前調整為在

2031年推動。 

貨幣事務委員會表示，此次會議中盤點目前達成之里程碑，包括協調貨

幣和匯率政策、協調監管框架、實施加強區域支付系統的措施以及加強網路

安全框架。該委員會指出，在跨境支付系統領域仍有許多須調整之處，並持

續加強協調各會員國支付現況。 

另在全球供應鏈限制趨緩及持續公共投資之背景下，會員國工業與服務

業強勁增長，與會各會員國中央銀行行長表示，在農業復甦、服務業持續表

現不凡及審慎貨幣與財政政策之支持下，東非區域經濟成長可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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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東非共同體」（East African Community，EAC）係由肯亞、烏干達、

坦尚尼亞、蒲隆地、盧安達、南蘇丹及剛果民主共和國（2022年 2月 26日

最後加入）等 7個東非國家於 1967年首次組成之區域性國際組織，後於

1977年解散。二度於 2000年成立，總部位於坦尚尼亞的阿魯沙。目標在於

東非貨幣統一與之後組成一個聯邦，擁有共同的憲法、總統與會議等。 

經濟組 摘譯(3月 27日 EAC新聞稿) 

 

「東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場」(COMESA)區域糧食會議  加強該地

區農業食品資訊系統整合 

「東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場」(COMESA)於 3月 14日在尚比亞召開為

期三天之區域糧食會議，旨在加強該地區農業食品資訊系統整合，促進主要

參與者內部間之包容性資訊共享及相關政策改革。 

會中倡議加速數位與先進分析技術的應用，為東部及南部非洲地區主要

糧食商品之生產、貿易、價格、庫存與消費等方面提供資訊及預測。上述資

訊可為有關糧食安全、農產品貿易與投資政策提供重要參考數據。 

尚比亞農業部農業經濟學家 Bernard Mumba在會上敦促各國積極參

與，渠表示各會員國政府、民間相關部門需要開放並共享相關數據，俾利制

定相關農業政策與商業決策。 

註：「東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場」(COMESA)成員國包括蒲隆地、葛摩、剛

果民主共和國、吉布地、埃及、厄立垂亞、衣索比亞、索馬利亞、肯亞、利

比亞、突尼西亞、馬達加斯加、馬拉威、模里西斯、盧安達、塞席爾、蘇

丹、史瓦帝尼、烏干達、尚比亞、辛巴威等 21國，秘書處位於尚比亞。 

經濟組 摘譯(3月 22日 COMESA新聞稿) 

 

「東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場」(COMESA)裁定暫停模里西斯政府對

模國國家貿易公司 (State Trading Corporation) 提供補貼 

「東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場」( COMESA)法院 (COMESA Court of 

Justice) 上訴庭就模里西斯政府補貼案，裁定暫停該國政府對模里西斯國家

貿易公司 (State Trading Corporation) 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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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國食品進口商 Agiliss Ltd 表示，模國政府於 2022年 6月 7日決定向

模里西斯「國家貿易公司」(State Trading Corporation)提供 5億模里西斯盧

比（約合 1070萬美元）補貼，Agiliss稱，該補貼違反「東部及南部非洲共

同市場」(COMESA)協定中有關競爭、貿易救濟與保障相關條款。模國政府

則表示，此舉旨在促進以可負擔之價格向公眾生產與銷售食用油。 

上訴庭認為，Agiliss已充分證明，若不禁止模國政府之補貼，該公司恐

遭無法彌補之損失，此等損失將無法獲得充分補償。上訴庭表示，將適時舉

辦聽證會。 

經濟組 摘譯(3月 14日 COMESA新聞稿) 

 

「東非共同體」(EAC)舉辦農藥風險評估研討會 

「東非共同體」(EAC)於 3月 6日至 9日舉辦農藥風險評估研討會，為

期四天，討論主題係農藥註冊之申請評估、農藥風險評估與效果試驗報告評

估等，與會人士包括東非共同體(EAC)農藥技術組與各會員國監管機關。 

該研討會主要目標是加強主管機關能力建構與強化農藥相關行政流程，

以保護共同體區域內人民之健康與環境。內容涵蓋環境風險評估、毒理學、

職業與飲食風險評估等方面，亦有消費者安全與貿易課程。 

「東非共同體」(EAC)秘書處主任 Jean Baptiste Havugimana 表示，本

研討會旨在促進對保護農產品風險原則、方法及標準之重要性。研討會討論

之內容將加強監管機構做出合於科學方法之決策，從而確保該地區農民能獲

得安全與優質之作物，亦提高食品安全及產量。 

經濟組 摘譯(3月 13日 EAC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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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臺灣商情 

工業局打造紡織業減碳方案 邁向低碳排產業 

工業局 2023/3/25 

因應國際紡織非營利組織紡織交易所(Textile Exchange, TE) 2030年全

球紡織供應鏈需減碳倡議，國際知名運動暨戶外休閒服飾品牌愛迪達

(Adidas)、耐吉(Nike)要求供應鏈減碳須達 30 %，加強減碳為紡織業須面對

之重要課題。為加速紡織產業低碳轉型，工業局推動紡織業淨零減碳相關工

作，協助業界建立減碳認知，評估分析工廠碳排放量；另透過減碳技術觀

摩，提升紡織業者減碳意識。 

111年透過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等 6大公會推薦紡

織相關產業廠商，並與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共同訪視、進行初步製

程碳排放量評估，完成廠商訪視諮詢 123家次；同時，完成盤查紡織產業上

中下游（如紡絲、加工絲、紡紗、織造、染整至不織布）各製程工段碳排放

量盤查，涵蓋上游產業 7家、中游產業 14家、下游產業 15家。 

為加速國內企業低碳轉型，參考國內外紡織大型企業如台灣化學纖維、

新光合纖、遠東新世紀、Kuraray、INDORAMA VENTURES等之減碳作

法，歸納出「原料替代」、「製程優化」、「設備優化」、「能源優化」及

「設計優化」5大紡織產業減碳技術，完成國內紡織產業減碳路徑分析，提

供給產業界參考。另為擴大推廣減碳技術成效，工業局於 111年 11月 15日

協助大統新創公司辦理節能減碳成果觀摩會，分享減碳策略及低碳製程推動

步驟，實地觀摩包含低浴比染色機應用、天然氣鍋爐、太陽能板設置，共計

23家廠商 49位業者與會，反應熱烈。 

112年將持續透過紡織產業低碳轉型計畫，運用補助與輔導資源並行，

推動紡織產業「先低碳、後淨零」。以大帶小策略串聯紡織低碳聯盟，透過

訪視諮詢與個案評估，打造專屬減碳方案。技術法人將偕同公會以家數倍增

方式擴大參與，促使紡織業邁向低碳排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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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衛星展 SATELLITE 2023 盛大舉行 臺灣低軌衛星產業精

銳搶攻國際商機 

工業局 2023/3/17 

全球規模最大的衛星展會 SATELLITE 2023，於 3月 14至 16日在美國

華盛頓盛大舉行，來自全球包括 SpaceX、OneWeb、Kuiper System與

Virgin Orbit等超過 350家廠商共襄盛舉。經濟部工業局與國科會轄下國家

太空中心再次攜手合作，帶領 14家臺廠參展，組成「Taiwan Space臺灣形

象館」，本年展示內容以凸顯我國太空產業鏈能量為主軸，涵蓋衛星關鍵元

件與材料、下世代通訊關鍵模組與元件、遙測酬載次系統、地面通訊終端設

備與快速測量校準系統等超過 35項最新產品。而工業局近 2年透過主題式

補助計畫，支持企業組隊投入低軌衛星終端設備與關鍵技術開發，包含家

用、車用、海事、航空器等衛星終端設備，如創未來、鐳洋、耀登、芳興、

稜研、昇達科等公司已有具體研發突破，此次展示終端設備系統整合能力，

顯現臺廠正往高附加價值的供應鏈角色邁進。 

此次展覽臺廠產品精銳盡出，在衛星通訊設備部分，創未來科技首度發

表最新移動式車用玻璃平板衛星終端設備，並展示其最新合成孔徑雷達

(SAR)與衛星通訊酬載解決方案，搶攻未來龐大車用終端與衛星通訊酬載市

場需求；鐳洋科技鎖定衛星商用市場，展示可高度客製化的相位陣列天線與

低軌衛星固定式終端設備；國內少數具有太空飛行履歷的芳興科技，也推出

一體式(All-in-One)的海事天線系統、地面遙測控制基站與衛星端螺旋天

線；稜研科技今年則發表具低損耗、高可靠性、高耐用性的新型毫米波雙極

化晶片天線（AoC）解決方案，以及研發中的航空陣列天線等，展現臺灣充

沛的創新技術能量。 

此次衛星展除了展現政府近期推動太空產業的成果外，多家關鍵零組

件、次系統領域業者也展示旗下最新技術規格產品，包括也翔國際的小型地

面終端(VSAT)、家用衛星通訊(DTH)規格天線、泰藝電子的衛星通信計時

模組、全訊科技的毫米波功率放大器、譁裕實業的衛星連網 IoT技術、捷揚

航電的先進衛星影像處理技術、星宇移動的微型太空高速數據記憶體、宏誠

動力的多層抗輻射金屬保護層、富世達的衛星鉸鏈等；此外，本次展覽也首

次展示臺廠在檢測端的能量，如歐姆佳的 10倍速相位陣列天線快速量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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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校正系統、衛普科技的雷達射頻接收天線測試校準等，未來將可協助衛

星產品快速量產與檢測校正。 

此次展覽期間，臺灣館每日也舉辦多場一對一交流媒合活動，安排多家

國際知名航太廠商(如 OneWeb、Airbus、Kymeta等)與臺廠進行商談交流。

政府也將持續協助業者拓展海外行銷，推升臺廠扮演更關鍵的供應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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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臺斐雙邊貿易金額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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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70,745 -12.481 50,502,860 -15.266 98,867,885 -10.987 -48,365,025 -6.031 

2月 169,189,014 18.609 43,080,944 -30.394 126,108,070 56.168 -83,027,126 340.253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累計 318,559,759 1.674 93,583,804 -22.973 224,975,955 17.284 -131,392,151 8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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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臺灣展覽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