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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願景2030 (Vision 2030)」與臺灣可能之機會 

一、「願景 2030」計畫內容重點﹕ 

（一） 沙烏地國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釋出少於 5%股份，成為

全球最大上市公司，並利用該筆資金成立全球最大主權財富

基金進行轉投資(預估至少 2兆美元)。 

（二） 增加非石油收入，自每年 435億美元提高至 2,670億美元，

減少對石油依賴。 

（三） 加強發展吉達、塔邑夫機場及聖地麥加周邊土地，將宗教旅

遊人數自每年 800萬提高至 3,000萬人次。 

（四） 提高外人直接投資(FDI)金額占 GDP比例由 3.8%至 5.7%。 

（五） 增加婦女就業率(自 22%增為 30%)並降低失業率(自 11.6%降

為 7%)。 

（六） 推動國防產業，建立 100%屬於政府之國防工業控股公司，

預計本年底推動並上市。 

（七） 沙國經濟規模將由目前全球第 19名提升至前 15名； 

（八） 國家競爭力指數將由目前第 25名前躍升至前 10名； 

（九） 提高非石油產品出口額由目前 GDP之 16%提高至 50%； 

（十） 私部門對 GDP之貢獻由 40%提高至 65%； 

（十一） 增加中小企業對 GDP貢獻比例從 20%至 35%； 

（十二） 提高政府效能指數由目前第 80名進步至第 20名； 

二、 臺灣潛在之貿易拓銷及投資促進機會： 

（一） 貿易拓銷： 

1. 再生能源產業(太陽能)：沙烏地政府計畫投資 300-500 億

美元於再生能源，除減少對石油依賴，亦盼使沙烏地成為

全球再生能源領導者並出口再生能源，而臺灣係全球太陽

電池及太陽能板等產品重要生產國，雙方有極大合作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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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化產業：沙烏地係全球最大石油生產國，擁有大量石油

化學原料，其中沙烏地基礎工業公司(SABIC) 係全球最大

石化、肥料、塑膠及金屬生產者之一，同時是海灣地區最

大上市櫃公司，沙國欲加強發展 SABIC公司以減少依賴石

油，臺灣擁有專業石化產業技術，發展結構高度互補(謹註：

沙烏地係次於美國及中國大陸全球第 3大乙烯供應國)。 

3. 電子商務：根據沙烏地阿拉伯消費者保護協會(Consumer 

Protection Society, CPS)秘書長 Abdulrahman Al-Qahtani指

出，上(105)年沙烏地阿拉伯電子商務交易金額達沙幣 22.5

億里雅(約 6億美元)，惟較缺乏電子商務技術及金融服務，

臺灣可在技術方面提供支援。 

4. 資通訊產業：資通訊產品係沙烏地每年自臺灣進口重要品

項，臺灣資通訊產業發達，雙邊極具合作潛力，譬如利用

資策會於科威特設立之「臺科資通訊服務推廣辦公室

(KILO)」做為我國資通訊產品進軍沙烏地市場基礎，發揮

臺灣資通訊優勢(包括硬體、軟體與服務)拓展商機。 

5. 汽車及其零配件：根據策略諮詢顧問公司 Strategy&研究報

告，海灣地區道路事故死亡率較全球平均值高，造成經濟

損失約 2.5%-4.5%該地區 GDP，而沙烏地係我國小轎車全

球最大出口目的國，爰在煞車皮、避震系統或汽車零配件

等產品具拓銷空間。 

6. 醫療相關產業：提升宗教旅遊人數係願景 2030目標之一，

穆斯林每年至麥加朝覲人數眾多，衍伸對醫療救護器材之

需求；另根據投資銀行 EFG Hermes針對研究報告指出，

多數投資者認為健康照護(health care)是本年中東北非地

區最有發展潛力產業。 

7. (精密)機械：沙烏地重視產品品質勝於價格，惟石油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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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跌稍連帶影響沙烏地人民消費模式，而臺灣(精密)機械

產品品質不遜於歐美日等國，價格卻低於該等國家產品，

具有競爭潛力。 

( 二 ) 投資促進： 

1. 沙烏地願景 2030強調高附加價值產業對 GDP貢獻、透過

公共基金及私人銀行支持協助國內中小企業發展；同時利

用國內豐富初級原料，包括石化(petrochemicals)、金屬

(metals)及磷酸鹽(phosphates)等，逐漸發展完整上下游產業，

因而衍生許多投資機會。 

2. 該組前拜會沙烏地總資總署(SAGIA)表示，倘我商有興趣

籌組訪團至沙國進行投資考察，SAGIA可簡報廠商有興趣

之投資項目，亦可協助加速簽證申請程序，俾利促進雙邊

投資合作，共同實現願景 2030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