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縣金寧鄉民代表會出國考察報告表 

101年 9月 3日至 14日計 12天觀光考察新加坡、印尼等地區 

報告人：李正騰 101年 9月 30日報告 

 

    新加坡該國位於馬來半島南端，毗鄰馬六甲海峽南口，其南面有

新加坡海峽與印尼相隔，北面有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相隔，並以長堤

相連於新馬兩岸之間。新加坡的國土除了本島之外，還包括周圍數

島。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的移民國家，也是全球最國際化的國家之

一，在國內居住的居民有 42%不是新加坡公民，是全球第六高的比

率，服務業有 50%是外國勞工。新加坡同時也是亞洲重要的金融、服

務和航運中心之一，是繼倫敦、紐約和香港之後的全球第四大金融中

心。整個城市在綠化和保潔方面效果顯著，故有「花園城市」的美稱。 

新加坡亦是世界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國家，僅次於摩納哥。 

    棉蘭市（印尼語：Kota Medan），印度尼西亞北蘇門答臘省首府，

位於該省北部，是印度尼西亞僅次於雅加達和泗水的第三大城市，亦

是蘇門答臘最大城市。華人約有 50萬，也有頗具規模的泰米爾人社

區。 

    泗水即蘇臘巴亞（Surabaya），是印尼第二大城市，位於爪哇島

東北角，臨馬都拉海峽和泗水海峽，與馬都拉島相望，也是東爪哇省

首府。另外關於泗水的地名的由來，也很有趣。泗水，爪哇語蘇臘巴

亞（Surabaya），原意是鯊魚鱷魚，因此地原為荒涼的沼澤而名。華

人感其拗口，先諧成「泗里木」，再進一步雅化便成地道的漢名「泗

水」。 

 



一、經濟本質及產業結構 

印尼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創嚴重，加上政局不穩，金融

風暴以後經濟復甦的程度不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目前總體經濟情勢雖

有好轉，但政府赤字仍逐年升高，加上外債龐大及貧富差距未獲改

善，已成為印尼當前重要的經貿課題。 

    由於印尼農、漁、礦產資源豐富，加上人力充沛且成本低廉，因

此工業發展甚早，範圍也相當廣泛，從農、林、水產到輕工業及煉油

業等均具基礎，其中尤以石化、合板、橡膠、製鞋、紡織、電子、汽

車零配件及機器與電機設備等為最具備代表性之產業。 

    紡織業是印尼僅次於電子電機的第 2大產業，惟近年來面臨機器

老舊及原料進口關稅偏高等原因，產量逐漸減少。 

    另製鞋業及家電業也面臨與紡織業類似的問題，過去都是印尼規

模最大的勞力密集型代表性產業，如今都因亞洲供應鏈的改變而不再

居於絕對優勢競爭地位。  

二、經濟發展沿革 

    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風暴，印尼受創嚴重，其 GDP成長率由 7%

跌至 -13%，而國民所得則由 1,100 美元掉落至 430 美元，經濟濱臨

破產，社會動蕩不安，終於在 1998 年 5 月爆發動亂，對國家造成巨

大傷害。  

    1998年動亂之後蘇哈托政府垮台，結束長達 32年的強人統治。

隨後歷經哈比比及瓦希德之後，梅嘉娃蒂於 2001 年擔任總統。三年



多來，印尼政局堪稱穩定，景氣逐漸復甦，印尼盾匯率趨於穩定，而

通貨膨漲亦獲得控制；而新任總統蘇希洛於 2004 年 9 月上台後亦繼

續推動改革，使得印尼經濟恢復生機，每年皆能維持穩定成長。  

三、經濟前景預測 

    印尼政府深知經濟成長率不到 6％以上，不足以解決失業問題及

消除貧窮，因此近年來積極致力於經濟發展，以紓解上述問題。按目

前印尼人口 2 億 1,170 萬人，其中失業人口為 4,270 萬人，比例高達

20％，而印尼平均一日所得低於 2美元的人口為 1億 1,300萬人，比

例高達 53％。龐大的失業以及貧窮人口已成為印尼經濟及社會最大

的隱憂。  

四、重要經濟政策 

    為振興經濟，印尼政府提出「整體經濟政策白皮書」。白皮書三

大重點為：（1）維持總體經濟穩定，（2）改革金融部門，及（3）

增加投資、出口與就業機會。據國際貨幣基金（IMF）認為，上述經

改方案若獲致進展，印尼未來之經濟發展將得以在穩定中成長。 

五、消費市場特性 

    貧富懸殊，市場消費兩極化是印尼消費市場的最大特色。印尼全

國前 10％較高收入所得人口約 2,000萬人，係真正具有消費能力之人

口，其餘 90％中低收入者則以價格為購買取向。  

    印尼華人約有 726 萬人，雖僅占印尼總人口之 3.4%，但卻是高

所得及高消費族群。印尼華商多從事煙、米、油（尤其棕櫚油）、糖



及麵粉等生意，並壟斷傳統內銷市場，另在金融、貿易、百貨超市及

交通運輸等領域亦居於主導地位，主宰印尼商業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