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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基本資料表 

自  然 人  文 

地 理 環 境 

位於非洲大陸東北端，西面與利比亞為鄰，南與蘇丹交

界，東臨紅海並與巴勒斯坦、以色列接壤，北臨地中

海。 

國 土 面 積 1,001,450平方公里 

氣 候 

全境乾燥少雨。北部沿海地區屬地中海型氣候，1月平

均氣溫12℃，7月26℃；平均降水量50—200公釐。其餘

大部分地區屬熱帶沙漠氣候，氣溫可達40℃，年平均降

水量不足30公釐。 

種 族 

主要人種有東方哈姆族（埃及阿拉伯人、科普特人、貝

都因人、柏柏爾人）占99%，努比亞人、希臘人、亞美

尼亞人、義大利人後裔和法國人後裔占1%。 

人 口 結 構 
106,622,753人（2024.4.1），40歲以下者占70%，男女比

例51:49，勞動人口2,800萬。 

教 育 普 及 程 度 每年大學畢業人數約60萬人，識字率75% 

語 言 阿拉伯語為官方語言，國際商業活動英文普及 

宗 教 
約90%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遜尼派，約10%的人口信仰

基督教的科普特正教、科普特天主教和希臘正教等。 

首 都 及 重 要 城 市 
行政首都為開羅、其他重要城市有亞歷山大、吉薩、蘇

伊士、盧克索、賽德港、坦塔等 



 

 

政 治 體 制 總統制，為國家元首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 

投 資 主 管 機 關 General Authority for Investment and Free Zones（GAFI） 

經  濟  概  況 

幣 制 埃及鎊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US$ 3,984億（2023） 

經 濟 成 長 率 3.8%（2022/23） 

平 均 國 民 所 得 US$ 3,770（2023） 

匯 率 US$1＝47.1埃及鎊（2024.4） 

利 率 央行重貼現利率27.75%（2024.3） 

通 貨 膨 脹 率 35.2%（2024.3） 

產值最高前五種產業 農業、運輸服務、礦業、汽車業、石化業 

出 口 總 金 額 US$ 420.55億（2023）  

主 要 出 口 產 品 
原油和石油產品、棉花、紡織品、金屬製品、化學品、

農產品 

主 要 出 口 國 家 
1. 土耳其8.9% 2. 義大利7.4% 3. 沙烏地阿拉伯6.3% 

4.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5.2%   

進 口 總 金 額 US$ 831.59億（2023） 

主 要 進 口 產 品 

石油產品、鋼鐵原材料、初級形狀的塑料、原油小麥。

其他商品為有機和無機化學品、醫藥品、玉米、大豆、

乘用車 



 

 

主 要 進 口 國 家 
1. 中國大陸15.%  2. 美國6.4%  3. 沙烏地阿拉伯6.2% 

4. 俄羅斯5.9%  5. 德國4.3%  

 

  



 

 

 



自 然 人 文 環 境 

1 

第壹章 自然人文環境 

一、自然環境 

埃及國土面積100.145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排名世界第三十位，94%國土為

沙漠。地跨亞、非兩洲，東臨紅海並與巴勒斯坦、以色列接壤，西與利比亞為

鄰，南與蘇丹交界，北臨地中海。海岸線長約2,900公里。尼羅河縱貫南北，全長

6,700公里，在埃及境內長1,530公里。 

按自然地理，埃及可分為4個主要部分：尼羅河谷和三角洲地區地勢平坦，

開羅以南通稱上埃及，以北為下埃及，面積約為3.3萬平方公里；西部靠利比亞的

沙漠是撒哈拉沙漠東北部分，呈現南向北傾斜的高原，在東邊的西奈半島面積約

6萬平方公里，大部分為沙漠地形，至於南部山地有埃及最高峰聖卡特琳山，海

拔2,629米，北部的地中海沿岸則為沙丘地形。 

埃及全境乾燥少雨，尼羅河三角洲和北部沿海地區屬亞熱帶地中海氣候，其

餘大部分地區屬熱帶沙漠氣候。開羅地區年降雨量約18毫米，夏季平均氣溫最高

34.2℃，最低20.8℃，冬季氣溫最高19.9℃，最低9.7℃；地中海沿岸城市亞歷山

大年平均降雨量約200毫米；南方地區夏季平均氣溫最高42℃，最低20.8℃，冬季

平均氣溫最高25.8℃，最低9.6℃，早晚溫差較大。 

二、人文及社會環境 

（一）行政區劃分： 

埃及的一級行政區劃分為27個省，全國依照經濟活動範圍，可以區

分為8個區域，而每個區包括一個或數個省，如下表。 



埃及投資環境簡介 

2 

表：埃及8大區域，27個省 

區域 省 省府 

上埃及10省 

亞斯文省（ةѧѧѧѧوان محافظѧѧѧأس） 亞斯文 

艾斯尤特省（ةѧѧѧѧيوط محافظѧѧѧѧѧѧأس） 艾思尤特 

貝尼蘇韋夫省（ةѧѧѧѧني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ويف بѧѧѧѧѧѧس） 貝尼蘇偉夫 

法尤姆省（ةѧѧѧѧوم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ѧѧالفي） 法尤姆 

吉薩省（ةѧѧѧѧيزة محافظѧѧѧѧѧѧالج） 吉薩 

盧克索省（ةѧѧѧѧر محافظѧѧѧѧѧѧالأقص） 盧克索 

明亞省（ةѧѧѧѧا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المني） 明亞 

基納省（ةѧѧѧѧا محافظѧѧѧѧѧقن） 基納 

東部省（ةѧѧѧѧرقية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ѧѧالش） 宰加濟格 

索哈傑省（ةѧѧѧѧسوهاج محافظ） 索哈傑 

下埃及7省 

布海拉省（ةѧѧѧѧيرة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ѧѧالبح） 達曼胡爾 

代蓋赫利耶省（ةѧѧѧѧة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ѧالدقهلي） 曼蘇拉 

杜姆亞特省（ةѧѧѧѧاط محافظѧѧѧدمي） 杜姆亞特 

西部省（ةѧѧѧѧة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ѧѧالغربي） 坦塔 

謝赫村省（ةѧѧѧѧر محافظѧѧѧѧѧѧيخ كفѧѧѧѧѧѧѧѧѧالش） 謝赫村 

米努夫省（ةѧѧѧѧة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ѧѧѧالمنوفي） 希賓庫姆 

蓋盧比尤省（ةѧѧѧѧة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ѧѧѧѧѧѧѧѧѧالقليوبي） 本哈 

中部 開羅省（ةѧѧѧѧاهرة محافظѧѧѧѧالق） 開羅市 

北部 亞歷山大省（ةѧѧѧѧكندرية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ѧѧالإس） 亞歷山大市 

西部 馬特魯省（ةѧѧѧѧمطروح محافظ） 馬魯特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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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省 省府 

新河谷省（ةѧѧѧѧوادي محافظѧѧѧد الѧѧѧѧѧѧالجدي） 哈里傑 

東部 紅海省（ةѧѧѧѧر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ر البحѧѧالأحم） 胡爾加達 

西奈半島 
南西奈省（ةѧѧѧѧوب محافظѧѧѧيناء جنѧѧѧѧѧѧѧѧس） 圖爾 

北西奈省（ةѧѧѧѧمال محافظѧѧيناء شѧѧѧѧѧѧѧѧس） 阿里什 

運河區 

伊斯梅利亞省（ةѧѧѧѧماعيلية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ѧѧѧѧالإس） 伊斯梅利亞 

塞得港省（ةѧѧѧѧعيد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ѧѧѧبورس） 塞得港 

蘇伊士省（ةѧѧѧѧويس محافظѧѧѧѧѧѧѧѧالس） 蘇伊士 

 

（二）首都： 

埃及首都開羅，位於尼羅河三角洲頂點以南14公里處，北距地中海

200公里，是埃及的政治、經濟和商業中心。開羅省、吉薩省、蓋勒尤

比省所組成的大開羅區，人口已超過2,300萬，是阿拉伯和非洲國家人口

最多的城市，是世界第十六大都會區。古埃及人稱開羅為“城市之

母”，阿拉伯人把開羅叫做“卡海勒القاهرة ”，意為征服者或勝利者。 

（三）其他工商業中心： 

１、亞歷山大市：是埃及第二大城市、亞歷山大省省會，地中海岸的重

要港口也是非洲重要的海港，人口約400萬。 

２、十月六日城及齋月10日城：此二大工業區，分別位於大開羅地區的

溪邊與東北邊，為相當重要的工業區，擁有許多製造工廠及加工

廠。 

３、觀光重鎮：盧克索、亞斯文、胡爾加達、沙姆沙伊赫（Sharm el 

Sheikh）為埃及最重要的觀光城市，其中更以西奈半島南部的沙姆

沙伊赫市的海邊渡假區聞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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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族： 

主要人種有東方哈姆族（埃及阿拉伯人、科普特人、貝都因人、柏

柏爾人）占9成以上，努比亞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義大利人後裔

和法國人後裔占1%。 

（五）語言： 

埃及官方語言為阿拉伯語，大多數國民亦視作母語；科普特語（由

古埃及語演變而來）僅在埃及的科普特人基督教堂的儀式中使用。另

外，英語及法語在大城市及旅遊區通用。 

三、政治環境 

埃及永久憲法於1971年9月11日經公民投票通過，而2014年4月14日，時任國

防部長塞西宣布參加5月26日舉行的總統大選，並贏得96.91%的選票，當選埃及

總統。2018年3月塞西再次高票當選總統。2019年4月24日，修憲案經全民公投通

過，規定總統任期，從現任開始按6年一任計算，可連任一次。2023年12月18日

埃及舉行總統選舉，現任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以89.6%得票率當選，

再展開為期6年的總統任期，這已經是賽西的第三個任期，直到2030年。 

主因為賽西總統緊握對政府其他部門的控制，在軍隊支持和民眾對再度引發

不穩定的厭惡，將確保賽西總統持續掌握權力。總統是國家元首兼武裝部隊最高

統帥，由人民議會提名，公民投票選出，，擁有任命副總統、總理及內閣部長，

以及解散人民議會，在特殊時期可採取緊急措施；在人民議會（立法機關）閉會

期間，還可通過頒布法令進行統治。 

人民議會（國會下議院）是最高立法機關。議員由普選產生，任期5年。議

會的主要職能是：提名總統候選人；主持制定和修改憲法；決定國家總政策；批

准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及國家預算、決算，並對政府工作進行監督。下屆國會選

舉預計於2025年12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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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機構的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上訴法院、中央法院和初級法院以及行政法

院，開羅還設有最高憲法法院。2008年起，埃及在開羅等主要省份開始設立經濟

法庭。檢察機構包括總檢察院和地方檢察分院。 

埃及總統為武裝力量最高統帥，對軍隊擁有絕對控制權，對國防事務擁有最

終決策權。國防部長為武裝部隊總司令，是總統之下的最高軍事首長，武裝部隊

參謀長是第二號軍事首長，負責軍隊作戰訓練工作，協調各軍種關係等。武裝部

隊最高委員會是國防事務最高決策機構，主席由總統擔任，成員包括國防部長、

武裝部隊參謀長、各軍種司令、各二級部部長等。埃及武裝力量由正規部隊、準

軍事部隊、預備役部隊組成，正規部隊有陸軍、海軍、空軍和防空軍四個軍種，

總人數約50萬，被認為是阿拉伯世界中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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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經濟環境 

一、經濟概況 

埃及地處歐亞非三洲交界處，境內蘊藏石油與天然氣等資源，並握有蘇伊士

運河通航權，但埃及本身因與國際局勢連動性高，經濟易因地緣政治與國際局勢

等變化而受牽動。埃及近年積極進行產業轉型發展製造業，尋求外資技術轉移並

提供投資優惠，主要產業有觀光、交通服務、紡織成衣、農及畜牧、汽車製造、

通訊及能源。2023年產業結構中，農業、工業及服務業占GDP產值分別為

12.1%、22.9%、65%。 

（一）總體經濟 

短期內，經濟活動和實際收入預計將受到重疊的全球危機的不利影

響。雖然關鍵行業繼續蓬勃發展，尤其是天然氣採掘（受益於全球價格

上漲），以及通信、農業和建築行業，但其他活動的表現低於預估，包

括製造業。因此，繼2021/22財年6.6%的強勁反彈後，2022/23財年增長

將放緩至3.8%。由於通貨膨脹對實際收入的影響，貧困率可能會上升。 

（二）對外貿易及國際收支 

2023年埃及全年進口金額831.59億美元，較上一年度衰退了11%；

全年出口金額420.55億美元，較上一年度衰退18%，貿易赤字411億美

元。2023年底外匯存底為352億美元。 

2023年埃及出口額達420.55億美元，衰退 11% ，出口最多的產品

為天然氣，約為100億美元，占五分之一；化肥出口33億美元，和原

油、石油產品60億美元，成衣25億美元，水果20億美元，18億美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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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是埃及最大出口市場，2023年埃及對其出口40億美元，其次為西班

牙37億美元、義大利34億美元、沙烏地阿拉伯25億美元。埃及政府已確

定重點發展食品、紡織、製藥、金屬等9個行業，並推出一系列鼓勵措

施，希望未來4年內將年出口額提高至1,000億美元，減少進口依賴，縮

小貿易逆差。 

儘管埃及政府強力推動信用狀管制，但埃及進口在2022年還是出現

成長，進口額為944億美元，而2021年同期為807億美元，增加137億美

元，成長17%，主要是受到烏俄戰爭影響，擴大對糧食與戰略物資的採

購。 

主要進口前五大商品分別為：1. 石油產品 64 億美元。2 不鏽鋼 

42億美元。3.小麥37億美元。4.天然氣33億美元。5 醫藥品32億美元。

其次為玉米、乘用車。  

中國大陸成為埃及2023年最主要的進口來源，總價值為129億美

元。緊隨其後的是美國，進口價值53億美元，阿拉伯公國的進口總額為

52億美元。俄羅斯和德國也分別進口價值為49億美元和40億美元。意大

利和印度同樣值得一提，埃及從這兩個國家進口了價值32億美元的商

品。此外，巴西的進口金額為30億美元，而土耳其和科威特的進口分別

價值28億。 

俄烏戰爭搗亂全球供應鏈，加上埃磅嚴重貶值，進口不易，汽車銷

售自2022出現放緩埃及。根據汽車商業協會數據（Automotive Marketing 

Information Council AMIC），埃及2023新車成交數與2022年比，幾乎砍

半，2023僅成交6萬9,175輛，而2022年為13萬3,857輛，萎縮幅度達

48%；公共汽車銷量也減少了一半，達到了8,461輛，而不是2023年的1

萬7,344輛，降幅為51.2%。卡車銷量下降了62%，從3萬3,570輛減少到了

1萬2,723輛。總體而言，汽車、公共汽車和卡車的銷量出現了顯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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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2023年總共銷售了9萬359輛車，而2022年為18萬4,771輛，銷量下降

了51.1%。 

（三）外債情況及外匯存底 

2023年埃及外匯存底352億美元，埃及外匯儲備中的外幣包括美

元、歐元、英鎊、日元和人民幣。 

外債為1,647億美元。埃及在2024年上半年需支付145.9億美元，下

半年146.3億美元，財政部表示2022/2023財會年度的債務-GDP比率估計

值將從97%降至95.6%。 

（四）財政情況 

埃及三大外匯來源因以巴衝突崩盤，飽受外匯短缺之苦，導致埃及

貨幣兌美元匯率大跌，通膨飆升。為了重振該國萎靡的經濟，埃及政府

向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出售西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塊土地，總價值350億

美元。2024年3月6日埃及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IMF）達成協議，宣布

取消貨幣管制並調升基準利率後，由IMF提供80億美元貸款支持埃及經

濟，較先前協商的30億美元多出1倍以上，顯示埃及提出的財政改革獲

得IMF肯定，儘管埃及鎊因此重貶。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自2023年12月第三度連任以來，始終堅持貨幣管制以穩定國內物

價。儘管如此，埃及鎊兌美元匯率自2022年3月以來依舊貶值超過50%，

使國內通膨持續飆漲。以巴衝突爆發以來，中東地緣政治動盪不斷打擊

投資人信心，使埃及經濟一厥不振。國際債權人不斷向埃及政府施壓，

要求埃及推動財政改革，終於讓塞西妥協決定取消貨幣管制。然而，政

策宣布後埃及鎊兌美元匯率隨即暴跌38%。3月7日埃及鎊兌美元匯率約

在49埃及鎊兌1美元。埃及投資與自由區管理總局首席執行官Hossam 

Heiba表示，到2022/23財年末，埃及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量同比

增長10%。而埃及在2021/22財年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金額為89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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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3年以來實施的主要措施一覽： 

１、減少國家（軍方）在經濟活動中的參與 

宣布計畫提供數十家國有企業的股份進行私有化。政府公布了

兩家軍方所有的公司——銷售和分銷石油產品的Wataniya和生產瓶

裝水的Safi於2023年3月15日啟動公開發售程序。 

２、靈活的匯率 

3月6日IMF提供埃及貸款後，埃及政府宣布匯率自由浮動，因

此埃及磅瞬間崩盤，從1美元兌30埃及鎊，暴跌到50埃及鎊，下降

幅度達40%。 

３、利率 

為了抑制高通膨，埃及必須大幅提高利率，3月更將利率上調

至27.25%。然而，即使如此，埃及加息的效果並不明顯。這是因為

埃及經濟大部分受到外資控制，導致埃及缺乏自主調控經濟的能

力。僅依靠貨幣政策，顯然難以解決埃及所面臨的問題。 

４、石油價格 

由於俄烏戰爭與加薩衝突持續推升石油價格，埃及石油部2024

年3月宣布調漲油價，與全球油價上升趨勢保持一致。柴油價格已

從每公升8.25埃及鎊上漲至10埃及鎊。汽油價格每公升調高1埃及

鎊。80汽油每公升11埃及鎊。92汽油定價為每升12.50埃及鎊，95汽

油上調至每升13.50埃及鎊，比之前的12.50埃及鎊有所增加。此

外，國內使用的12.5公斤瓦斯桶價格將從75埃及鎊增加到100埃及

鎊。 

５、融資來源 

埃及公共債務目前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0%以上，資金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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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兌美元匯率狂跌，種種負面因素促使這個擁有超過1.09億人口

的埃及經濟處於2011年革命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學家形容

埃及當前經濟處在彌留階段。然而埃及因人口規模和地緣政治地

位，特別是由於加薩衝突和蘇丹的局勢，沒有人希望埃及崩盤。

2024年3月初埃及與IMF達成80億美元的融資計畫。緊接著歐盟伸出

援手，原因是歐盟擔心埃及的經濟壓力和衝突可能會迫使周邊更多

移民前往歐洲，於是歐盟宣布向埃及提供80億美元的援助計畫。埃

及擁有得天獨厚位置，一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的避難所，是一

個絕佳避風港，根據2024數據顯示，埃及已經接收超過800萬移

民，尤其以蘇丹最高，有400萬移民。此外，財政艱辛也讓埃及借

由土地開發計畫吸引資金。埃及西北角的Ras El Hekma半島位處地

中海沿岸，一直是埃及富人的旅遊熱點，埃及政府宣布和阿拉伯公

國簽署350億美元的投資協定，計畫開發面積超過170平方公里的土

地，包括住宅區、旅遊度假村、學校、大學、工業區、中央金融和

商務區、國際旅遊遊艇碼頭，以及城市南部的國際機場。 

６、抑制通脹計畫 

根據CAPMAS和CBE最近公布的計算結果，由於全球通脹飆升

和埃及鎊 貶值，埃及二月通膨率高達36%，各種民生必需品價格大

漲，白糖、白米、洋蔥和雞蛋等重要民生商品的供應和價格管理面

臨重大挑戰。還有商品價格高漲了100%，尤其是白糖，價格大漲且

缺貨。市場上的食用白糖價格從2023年中的25埃鎊（約新臺幣17

元）飆升至現在每公斤55埃鎊（約新臺幣37.5元）根據egyptian 

streets報導，埃及政府已在2月初宣布一項號稱埃及史上最大的「緊

急社會保護計畫」，編入金額高達1,800億埃鎊預算，以應對通貨膨

脹。埃及央行也一口氣升息6%，試圖緩解通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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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貨幣和財政改革 

埃及債務壓力依舊十分沉重，但埃及政府已計畫通過壓縮財政

支出的方式減輕債務負擔。埃及財政部長馬伊特表示，該國將在

2024/25財年對公共投資設定1萬億埃鎊的嚴格上限，同時也限制公

共債務。財政收支的基本盈餘以及出售國有資產股份收入的一半將

用於減輕政府債務負擔，在未來三年內目標是將債務占GDP的比例

降至80%以下。 

二、天然資源 

水資源方面：埃及降雨量每年僅有約為18毫米，而全國水源有97%仰尼羅

河，埃及與蘇丹分別於1929年、1959年簽訂尼羅河水資源分配協議，規定尼羅河

每年大約840億立方米水量中，埃及使用555億立方米，蘇丹使用185億立方米，

剩下100億立方米計作蒸發流失。目前年用水需求為800億立方米，實際可用水量

為600億立方米，其中555億立方米來自尼羅河水，其餘來自深層地下水、海水淡

化和少量降雨等。埃及人均用水量不足600立方米，低於聯合國確定的人均用水

標準（1,000立方米），屬於“缺水國家”。為彌補供水不足，埃及加大對農業用

水的再利用（達130億立方米），並加大對尼羅河谷地及三角洲地區地下水的利用

（達65億立方米）。灌溉用水占埃及用水量的90%。 

天然礦產：據英國石油公司（BP）統計，埃及石油和天然氣探明儲量分別位

居非洲國家第六位和第三位。其中，探明石油儲量為31億桶（4億噸），探明天然

氣儲量2.1萬億立方米，占全球總量的0.2%和1.1%，儲採比分別為12.3%和

32.9%，根據有關媒體報導，埃及近幾年在地中海海域接連發現幾個儲量較大的

氣田，比如祖哈爾（Zohr）氣田探明儲量高達8,500億立方米，以及儲量可觀的

Noor、Atoll等氣田。另外，已探明磷酸鹽儲量約70億噸，鐵礦6,000萬噸。此外還

有錳、煤、金、鋅、鉻、銀、鉬、銅和滑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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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以哈衝突影響，2023年埃及石油及天然氣出口皆衰退。 

三、產業概況 

（一）觀光業 

作為古埃及文明遺跡、無與倫比的浮潛和潛水聖地、沙漠探險之旅

等等的故鄉，它仍然是西方和阿拉伯遊客持續感興趣的源泉。觀光業為

埃及重要創匯產業，隨著疫情舒緩，為爭取觀光客源，目前入境落地簽

證費用仍維持25美元（電子簽證亦然），並規劃提供線上申辦一年多次

觀光簽證，最多可申請5年多次簽證，另針對紅海與西奈半島等特定觀

光地區，有提供區域觀光，入境免簽證費的優惠，顯示埃及政府在面對

觀光收入的壓力下，也更希望外國人來往埃及經商便利，維持經濟發

展。 

2023年，隨著疫情趨緩世界各國紛紛解除旅遊限制開放國門，埃及

也陸續宣布多項措施以重振旅遊業、提升觀光經濟。其中包括改善旅遊

體驗、支持航空業和加強投資環境。目標是將博物館和文物的支出增加

一倍，以改善旅遊體驗。2023年遊客人數將達到1,430萬，最多為德國

160萬名；俄羅斯人150萬名。此外為促進旅遊業發展，埃及旅遊和文物

部於2023年3月宣布，針對已可獲得落地簽的180個國家的公民將可申請

簽發為期五年的多次入境簽證，費用為700美元。 

2023年旅遊業收入成長，比2022增長近17%，將136億美元，多達

1,430萬遊客訪問該國，比去年增長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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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埃及近五年觀光收益統計   

年度 觀光收益 觀光客人次 

2023 136億美元 1430萬 

2022 112億美元 627萬 

2021 45億美元 370萬 

2020 40億美元 360萬 

2019 130億美元 1300萬 

（資料來源：Central Bank of Egypt，開羅台貿中心整理） 

 

（二）交通服務業 

蘇伊士運河也是是埃及重要外匯來源之一，係通往地中海連接歐洲

港口的捷徑，可避免繞行非洲以減低航行時間及油料成本，使蘇伊士運

河的地位得以屹立超過130年，埃及蘇伊士運河由Suez Canal Authority

（簡稱SCA）於1956年開始經營管理。 

2015年8月「新蘇伊士運河」竣工，係埃及政府於原蘇伊士運河北

端闢增航道之工程，可接受世界上最大的貨船，載有23,000個貨櫃的

Megamax 24等級，期能加大過往船隻流量，提高過河費收入。而位於地

中海和紅海的新航道長9.5公里，深18米，目的是將船舶的航行時間從大

約18-22小時減少到11小時，並將船舶的等待時間從之前的8到11小時減

少到3小時。依當局表示，在2020年間，每日平均可以接受70艘船通過

埃及蘇伊士運河。目前世界貿易量有大約12%通過蘇伊士運河，被認為

是連接紅海和地中海連接非洲，亞洲和歐洲的最重要和最快的航道。 

2023年全年過河費收入為94億美元，而2022年為79.32億美元。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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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宣布，將提高蘇伊士運河的各類船舶的通行費，此舉可能會進一

步加劇全球通膨擔憂。埃及蘇伊士運河管理局（SCA），自2024年1月15

日起，多類船舶通過蘇伊士運河的船隻的過境費將上漲5%-15%。原油

運輸船、成品油運輸船、液化石油氣運輸船、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化學

品運輸船和其他液體散裝貨船、貨櫃船、車輛運輸船、遊船、特殊浮動

設施的通行費將上漲15%。此外，乾散貨船、一般貨船、滾裝船和其他

船隻的通行費則將上調5%。 

此外埃及政府也大力發展境內交通建設，境內新增多條高速公路以

及長途道路，以因應工業發展長途運輸所需，但因為埃及下雨機率很

低，所以道路通常不會設計排水系統，只要逢大雨便會淹水，所幸埃及

每年大雨天數不多，政府採機動抽水來因應。另外，受限城鎮市區既有

道路之設計，早期多為小區域封閉式規劃，跨區交通路線無可選擇；且

路口多使用圓環、迴轉、只限右轉等舊式疏導機制，原欲以空間緩衝代

替紅綠燈，現今已不合時宜，但卻難以更動，不但造成常態性交通嚴重

堵塞，亦大量浪費汽車油耗，加上政府能源補貼的政策，埃及油價僅為

臺灣的半價、而大眾運輸工具規劃設計不完善、許多小型私人巴士四處

流動、駕駛習慣不佳及路邊亂停車的習慣等諸多因素惡性相乘，導致埃

及交通運輸系統相當無效率，為該國經濟發展的一大隱憂。 

（三）汽車製造業 

儘管人口眾多，但埃及的新車市場相對較小，平均一年新車銷售市

場規模約26萬輛汽車，主要是因為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低所致。俄烏戰爭

搗亂全球供應鏈，加上埃磅嚴重貶值，進口不易，汽車銷售自2022出現

放緩埃及。根據汽車商業協會數據（Automotive Marketing Information 

Council AMIC），埃及2023年新車成交數與2022年比，幾乎砍半，2023

年僅成交6萬9,175輛，而2022年為13萬3,857輛，萎縮幅度達48%；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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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銷量也減少了一半，達到了8,461輛，而不是2023年的1萬7,344輛，

降幅為51.2%。卡車銷量下降了62%，從3萬3,570輛減少到了1萬2,723

輛。總體而言，汽車、公共汽車和卡車的銷量出現了顯著下降，2023年

總共銷售了9萬359輛車，而2022年為18萬4,771輛，銷量下降了51.1%。

2023年小客車銷售冠軍為日產、中國大陸奇瑞汽車及雪佛蘭，這三個品

牌就占了37.3%的市占率。在外匯緊缺的情況下，埃及推出了一項新政

策，允許居住在國外的埃及人及其家人將一輛自用車運到埃及而無需支

付關稅或稅款，包括增值稅（VAT）。只不過需要以外幣形式存入關稅的

價值，然後在五年後以埃及鎊的形式返還。 

埃及擁有許多汽車裝配廠和設施，希望將自己定位為非洲新興汽車

市場的關鍵參與者。埃及積極與國際車廠簽署合作協議，因為這是埃及

自給自足生產的唯一道路。 

2023年11月，埃及與德國大眾汽車公司簽署了一項協議，研議共同

打造總值為2.4億美元的東方蘇伊士汽車工業區（EPAZ）。埃及簽署方包

括蘇伊士運河經濟區（SCZONE）、埃及主權基金（TSFE）和東方蘇伊

士發展公司（EPSD），預計將創造6,100個就業崗位。大眾汽車計畫拓展

埃及市占率來擴大其在埃及市場上的存在，大眾汽車集團南非分公司總

經理兼董事長瑪蒂娜•比埃內表示。 

另外，埃商Ezz El Sewedy汽車工廠與投資與自由區總局（GAFI）、

財政部環保汽車工業金融基金以及內閣汽車工業單位簽署了框架協定，

每年在埃及代工製造5萬輛馬來西亞品牌馬騰汽車（Proton）。埃及與印

度的汽車製造合作亦引人注目，埃及計畫與印度最大的公司之一Hinduja 

group合建一個電動和柴油汽車製造工廠，其產能可達6,000輛汽車。該

工廠將與埃及國有的El-Nasr汽車製造公司合作。 

2023年1月，印度總理莫迪和埃及總統賽西達成協議，要將兩國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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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貿易額增加到未來五年內達到120億美元。印度是埃及產品的五大進

口國之一，包括原油、液化天然氣、鹽、棉花、無機化學品和油籽等。

印度對埃及的主要出口產品包括棉紗、咖啡、香料、菸草、扁豆、車輛

零部件、船舶、船隻和電氣機械。根據印度外交部的資料，已有50多家

印度公司在埃及經濟的各個領域投資了約31.5億美元，包括化學品、能

源、紡織品以及農業和零售業。 

埃及電動車市場預計在2023年至2027年的預測期內將實現強勁增

長。埃及政府當局和眾多公司正在與中國大陸公司就電池技術、電機技

術等簽署諒解備忘錄，以便在啟動階段推出該車輛。不斷的技術進步，

降低電池成本預計將推動電動汽車市場的增長。同時，政府將至少投資

4.5億埃鎊，鋪設使電動汽車在埃及道路上可行所需的基礎設施。預計到

2025年道路上將有40-50k輛電動汽車，高於目前的1,500輛。2024年2月

埃及雷亞汽車（Raya Auto）是雷亞金融投資控股（Raya Holding for 

Financial Investments）的子公司，宣布與中國大陸小鵬汽車（XPENG）

簽署合作夥伴協議，計畫引進最新符合歐洲規格的的小鵬車款（符合歐

洲規格）進入埃及。 

（四）紡織成衣業 

埃及的紡織製造業是第二大產業，4.6%的出口收入來自紡織業占

GDP的20%。埃及擁有非洲大陸最大和最高產的棉花和紡織集群，整個

生產過程從原材料（主要是棉花）的種植到紗線、織物、長絲紗線和纖

維的製造，以及成品的生產-製作服裝都在埃及本土。埃及的另一個重要

因素是它的地理位置。該國擁有通往歐洲、非洲和中東的便利交通網

絡，使其成為紡織業的理想所在地。此外，多項自由貿易協定使埃及成

為向歐洲（EFTA）、阿拉伯世界（阿加迪爾）、美國（合格工業區）和非

洲（COMESA）出口的樞紐。Mahalla el Kobra是埃及紡織業的中心。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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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2024年二月開設由政府實體棉紡織工業控股公司在El Mahalla El Kubra

建立的最大紡紗廠，該工廠占地62,500平方公尺，擁有超過182,000個紡

錘，日均產粗紗和細紗約30噸。根據2022年埃及官方統計，針對

HSCODE的60、61、62、63等四項主要紡織品出口，埃及2023年出口額

超過27億美元。 

埃及的主要出口產品是牛仔布、其他機織物、棉紗和無紡布。埃及

的主要出口地區是亞洲（包括土耳其）、歐盟、中東和非洲其他地區。

其中埃及棉花出口在烏克蘭戰爭和衝突對價格的影響中受益匪淺，利用

全球價格上漲和美國競爭產品供應不足的機會，導致對埃及棉花的需求

增加，為埃及帶來了更高的收入。根據Alexandria Cotton Exporters 

Association協會統計，2023-2024年的棉花出口量達到4萬噸價值5.2億美

元，中國大陸和印度是世界市場上埃及棉花的主要進口國。但該國缺乏

穩定的農業政策，特別是根據全球和當地市場的需求進行棉花作物生

產。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埃及棉花和工業的附加值，已經制定了多項機

制，主要是發展紡紗和紡織業，以增加埃及的出口並創造更多的就業機

會，以減少失業和增加埃及的國民收入。埃及的垂直整合價值鏈、傳統

紡織業和經驗豐富的熟練勞動力使該國成為非洲理想的採購中心。另一

個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廉價勞動力，但是大部分紡織品生產仍由傳統手工

業企業組織，生產現代化和自動化面臨挑戰。遵守勞工標準和環境法規

對許多公司來說也是一個挑戰。 

埃及的服裝和紡織業在2024年再顯復甦，埃及服裝出口委員會主席

瑪麗•路易士•比沙拉（Marie Louis Bishara）宣布，2023年1月至11月

期間服裝行業的出口額達到22億美元。比沙拉補充說，該產業對歐盟的

出口在2023年1月至11月期間增長了6%，達到4.67億美元，是埃及成衣

的第二大市場，而2022年同期為4.39億美元。西班牙是服裝進口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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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歐洲國家，在2023年前11個月的價值為1.16億美元，而2022年同期為

8,700萬美元，增長了33%。埃及服裝行業對荷蘭的出口額也增加了5%，

在2023年1月至11月期間達到6,200萬美元，而2022年同期為5,900萬美

元；而對土耳其的出口額則從1.4億美元增加到2.15億美元，增長了

54%。該產業對阿拉伯國家的出口也有顯著增長，以沙烏地阿拉伯為

首，2023年1月至11月期間的出口額增長了68%，達到8900萬美元，而

2022年同期為5,300萬美元。此外，對利比亞的出口額也創紀錄地從

3,300萬美元增加到6億美元，增長了82%。 

但該國缺乏穩定的農業政策，特別是根據全球和當地市場的需求進

行棉花作物生產。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埃及棉花和工業的附加值，已經

制定了多項機制，主要是發展紡紗和紡織業，以增加埃及的出口並創造

更多的就業機會，以減少失業和增加埃及的國民收入。 

埃及的垂直整合價值鏈、傳統紡織業和經驗豐富的熟練勞動力使該

國成為非洲理想的採購中心。另一個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廉價勞動力，但

是大部分紡織品生產仍由傳統手工業企業組織，生產現代化和自動化面

臨挑戰。遵守勞工標準和環境法規對許多公司來說也是一個挑戰。 

（五）冷凍加工食品 

就埃及冷凍加工食品而言，大致可分為冷凍蔬果加工、冷凍麵團食

品、冷凍海鮮肉類及冰品等幾大類，而其中冷凍蔬果是埃及非常重要的

產業，畢竟農業是埃及的國本之一，2023年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達到

15%，全國近四分之一的就業人口與農業領域有關，而農產品中，水果

蔬菜是其出口創彙的重要來源之一，其中又以冷凍草莓與柑橘為主力要

產品，光是柑橘，2023年的出口就有200萬噸。據埃及伊藤日本商社表

示，近幾年商社大力與埃及進口冷凍草莓至全家便利商店，用以補足日

本草莓較貴的缺口。其他外銷農作物有棉花、柑橘和稻米，近年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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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氣候變化，歐洲市場的農作物產量下降，對冷凍蔬果的需求量增加

了，埃及的冷凍蔬菜產品質量方面具有競爭優勢，加上有機種植需求正

在不斷增加，使埃及的冷凍蔬果出口有明顯變化，在近三年間都有持續

成長，主要出口市場都集中於波灣地區及歐盟為主。根據EastFruit的報

導，埃及已成為2022年歐盟市場冷凍蔬菜、水果和漿果的首要出口國，

無論在數量還是品質上都超過了競爭對手。從2023年1月到9月向歐盟出

口的冷凍產品數量超過了整個2022年的出口量。草莓仍是埃及向歐盟出

口冷凍產品的主要類別，占據了體積的75%到80%。在2018年至2022年

期間，歐盟國家從埃及的冷凍草莓進口量翻了一倍以上。其他冷凍水果

和蔬菜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的增長率。除了草莓外，埃及還向歐盟出口冷

凍朝鮮薊、青豆、各種其他蔬菜和蔬菜混合物。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在

向歐盟出口的兩個主要領域中仍然保持著領先地位。因此，自2019年以

來，埃及一直是冷凍草莓向歐盟市場的領先出口國，而之前的領導者是

摩洛哥。自那時起，摩洛哥的冷凍草莓出口量一直停滯在每年56至64萬

噸左右，而埃及的供應量則每年平均增加了21%。 

在冷凍朝鮮薊出口國排名中，埃及的優勢更加壓倒性。埃及供應商

向歐盟國家（不包括歐盟內貿易）提供了約90%的冷凍朝鮮薊進口量。

在2022年，歐盟從埃及進口了2萬噸冷凍朝鮮薊，而秘魯（第二大供應

國）的出口量僅為1.6萬噸。在近三年間都有持續成長，主要出口市場都

集中於波灣地區及歐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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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埃及近5年冷凍蔬果出口金額 

年度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出口金額 

（百萬美元） 
318 337 457 282 358 

資料來源：埃及海關統計、開羅辦事處整理 

 

2023年埃及出口到我國金額6,763萬美元，相較於2022年的1.52億美

元，衰退近55%，而造成埃及出口衰退的主要產品（含四碼 HScode）

為2711石油天然氣相關產品，值得一提的是埃及出口大蒜至我國，2023

年有爆炸性成長，我國自埃及進口大蒜（HSCode 070320）比起2022年

的534萬美元，呈現113%爆炸性成長的金額達到1,211萬美元，原因是因

為西班牙遭逢乾旱，沒辦法出口。反而讓埃及占盡先機，2023年1月到

11月，從埃及出口到臺灣的大蒜就達8,900萬噸。埃及大蒜目前出口第一

名為臺灣、再者為歐盟。9029的生產計數器、出租汽車計費表、里程紀

錄器亦有157%成長，7019玻璃纖維（包括玻璃絨）及其製品則有823%

成長。整體而言，出口至我國主力產品以石油、天然氣為主，其次為大

蒜及成衣產品。 

（六）通訊產業 

埃及的電信市場發展趨勢相當良好，就用戶而言，是該地區最大的

市場之一。根據分析，在基礎設施方面，埃及的水平略低於北非國家摩

洛哥、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遠遠落後於阿聯酋、沙烏地和以色列等

地區領先國家。根據計畫和經濟發展部公布的實際GDP數據，繼2022年

增長20%之後，通信行業在2023年增長了28%。埃及電信市場按服務

（有線、無線）、數據和訊息服務、OTT和付費電視服務細分。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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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2026年的預測期內，埃及的整體電信和付費電視服務收入將以3.1%

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到2026年將達到70億美元。  

埃及主要電信公司，包括埃及電信、Vodafone、Orange、Etisalat 

Egypt和易立信，該國正在加快從4G過渡到5G，由主要電信運營商與政

府合作，在全國範圍內部署5G網絡。巴賽隆納舉行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

（MWC 2024）期間，埃及電信與中國大陸華為攜手合作，一起打造5G

網路。除了電信合作外，還拓展到製造業到遠端醫療和教育，2024年1

月，埃及電信以1.5億美元獲得國家電信監管局（NTRA）的5G網路服務

許可證。 

另外，由於與其他非洲國家相比，埃及的OTT訂閱價格較低（如

NETFLIX一般用戶只需要新臺幣80元）因此行動用戶的增加將顯著對

OTT和PayTv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未來五年付費電視服務收入將下

降，轉為Netflix、OSN Streaming、Starzplay和Amazon Prime 等OTT服

務提供商為客戶提供點播影片，將進一步推動埃及電信市場的增長。

2022年6月底，已擁有1,170萬移動用戶，環比增長16%。 

埃及第一家的線上購物網站為「Souq」，已被亞馬遜收購，並在

2021年開始強勢宣傳，屬於歐非合資，為目前埃及電商市場龍頭

「Jumia」互別苗頭，雖然埃及很多企業也推出自有的企業網站，銷售自

家或代理品牌，但Jumia及Souq此二者仍為埃及電商市場的代名詞，合

計約9成以上市占率。此外，埃及的外送服務相當發達，速食店、超市

及自營的雜貨商都廣泛的搭配外送服務，且Uber計程車也是開羅地區最

方便的叫車系統，這些應用更加速刺激埃及手機的普及化。 

（七）能源 

１、核能 

埃及第一座核電廠是與俄羅斯國營Rosatom核能合作的Dabaa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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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位於馬特魯省的 El Dabaa。該工廠將擁有四個 VVER-1200 反

應爐，使埃及成為該地區唯一擁有第三代預計將為埃及約10%的能

源消耗提供支援，年產電量高達370億千瓦。 

２、電力環境 

電力管理部門主要為埃及電力控股公司（EEHC）。其旗下有六

個發電公司，一個輸電公司（EETC）和九個配電公司；國家輸電

公司（EETC）負責500/400千伏、220/132千伏高壓輸電線路和變電

站的運行管理；地區配電公司負責132/66千伏及以下電網的運行控

制和配電業務。2017年，埃及電力系統啟動了機構一系列改革，將

原來由EEHC管理的輸電公司（EETC）獨立運營，與EEHC並列成

為電力部直屬單位，實現發電、輸電和配電的運營分離。 

埃及當地企業具有一定的電力項目建設能力和輸變電設備製造

能力。其中，土建施工、設備安裝調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設備製造方面已逐漸具備從380V低壓到500kV高壓輸變電設備製造

的能力。其中，實力較強的當地企業包括：XD-EGEMAC、

SEWEDY和ELMACO等。來自歐洲、韓國、中國大陸和印度等國的

設備製造企業也積極參與埃及市場，包括：GE阿爾斯通、ABB、西

門子、韓國現代、三星和大宇，中國大陸的西電、特變電工、平高

電氣、新東北、山東電力、泰開、思源電氣和正泰電氣等，設備市

場價格逐年降低。 

３、氫能 

埃及2023年成立國家綠色氫能委員會並啟動《國家綠色氫能戰

略》，目標是到2035年將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提高到42%。目前，

埃及正在籌備中的綠氫項目有21個。2024年2月，埃及政府與國際

開發商簽署了7項諒解備忘錄，計畫在蘇伊士運河經濟區開發綠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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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再生能源專案。埃及規劃和經濟發展部部長哈拉·賽義德表

示，預計這些項目試點階段的投資額約為120億美元，第一期投資

約290億美元，該專案的推進有助於實現埃及國家綠氫戰略目標。

2024年1月，電力和再生能源部宣布，家用電價上漲16%至26%，即

0度至50度的用電量，每度電費由0.48埃鎊漲為0.58埃鎊。工業用電

價則上漲約20%。 

四、政府之重要經濟措施及經濟展望 

（一）重要經濟措施 

１、烏克蘭危機引發全球經濟震盪，埃及政府正在積極應對外匯危機，

為節省外匯，埃及央行於2022年3月對進口進行限制，要求進口必

須用信用狀支付。這一要求減緩了進口，並導致大量的美元需求積

壓。同時，這一規定也被認為是埃及港口貨物積壓的原因之一。因

此12月29日，埃及銀行宣布取消作為進口條件的信用狀制度，恢復

進口貨物跟單托收制度。措施生效後，滯留海關但已完成清關手續

的貨物將准予放行，因未取得信用狀而無法完成海關手續的投資者

和進口商免于繳納罰款，食品類貨物和其他貨物准予在海關停留時

間從一個月分別延長至四個月和六個月。此前埃及進口商支付各類

清關費用取得提單後，需向銀行提交“表格4”（Form 4）用於取得信

用狀，但獲取信用狀耗時很長。新政策施行後，銀行將為進口商出

具臨時說明，證明正在處理表格4，則海關據此予以清關並直接與

銀行協調，日後接受信用狀。 

在有效解決外匯短缺問題之前，預計新措施將僅適用於滯留在

海關的貨物。此舉是邁向正確方向的一步，但不足以解決進口危

機。於是埃及財政部宣布降低150多種生產投入品適用的進口關稅



經 濟 環 境 

25 

稅率，旨在推動國家工業發展，提高當地生產化並促進就業。受惠

於關稅稅率下調的商品包括生產投入品、農業設備以及藥品和醫療

用品。主要調整包括： 

（1）用於處理農作物、稻草和飼料的設備，以及分揀水果和雞蛋的

設備適用進口關稅稅率從5%降至2% 

（2）錳、鐵、鋁、銅和鉛礦石等原材料適用稅率由10%降至5% 

（3）水泥行業的生產投入品適用稅率從10%降至0-5%不等 

（4）煤炭、肥料和種子適用稅率均從5%降至2% 

（5）進口車輛和零部件稅率由目前5%至40%下調至2% 

（6）天然氣驅動的汽車適用稅率從30%下調至2% 

（7）拖拉機、船舶、飛機和鐵路設備適用稅率為2% 

２、自2021年7月開始全面施行Advance Cargo Information System（貨品

預報系統） 

該作業程序簡單而言，進出口商談妥交易條件後，於出貨前，

由埃及進口商向該系統平台註冊，預報貨物資料以獲取ACI 

Number，再將該號碼提供給出口商，將該號碼註記於運送文件上

（此（ACI）Number要求強制顯示在提單上和艙單上），否則貨物

抵達時，海關將不予放行，未來出口埃及的業者要提醒進口商買

主，留意此訊息。此項措施確實有助於後續處理的效率改善，但目

前臨的問題關鍵在於系統平台的效能、穩定度，且造成進口商的作

業程序與時間成本增加，同時也影響到出口商的作業時間管控，在

實施的初期應該會帶需要一段時間適應，應多注意。 

３、部分進口產品須先行登記生產工廠 

自2016年3月1日起，部分進口產品如乳製品（嬰兒奶粉除

外）、零售水果罐頭及水果乾、食用油、巧克力及其他含可可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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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糖類、麵食、果汁、飲用水、礦泉水、汽水、化妝品、護膚產

品、牙齒護理用品、除臭劑、衛浴用品、香水、肥皂、清潔劑、地

板材、餐具、廚具、浴缸、洗手臺、馬桶、衛生紙、面紙、尿布、

瓷磚、玻璃桌、鐵具、爐具、炸鍋、空調、風扇、洗衣機、攪拌

器、熱水器、傢俱、辦公傢俱、自行車、摩托車、電動車、鐘錶、

家用照明設備、玩具等，其生產工廠須先向埃及進出口局

（GOEIC）登記。登記方式為：由生產廠商的代表人、品牌所有者

或前兩者的委託人完成，通常就是有經銷權的埃及代理商代為登

記，所需資料如生產商營業執照影本、代表人經營範圍證件、生產

商自有品牌及其代理或授權的品牌資訊、工廠申請並獲得的品質監

管認證、符合環境標準和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的證明、以及國際實驗

室認可合作組織（ILAC）的認證等，且須同意接受埃及政府隨時對

工廠安全生產和環境進行檢查。 

４、取消進口產品貨款及資金轉入轉出限制，改以文件約束 

2016年1月1日，除醫藥、醫療設備、化學品、奶粉、機械設備

及零件、生產原料及中間產品、電腦及零組件、軟體外，以及埃及

工廠為生產所需不再轉賣之進口品項亦除外，貨款全額必須以D/P

託收方式進行之規定至2018年已取消，過往埃及政府為遏止外匯流

失，對於資金轉入或轉出，採取多項嚴格管制及限制措施。至2017

年底幾乎已全部取消及放寬，但仍以文件流程把關，雖然已無金額

及次數限制，不過遇有特殊情勢，仍會限制外幣提領上限，例如

2020年疫情開始之後，目前限定每日每人當地幣的提領上限為15萬

埃鎊或等值美金（約3,100美金）。 

５、商品及服務課徵14%增值稅（VAT） 

自2017年7月起，埃及政府對境內所有「商品銷售」、「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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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課徵14%增值稅（VAT），此稅前名為銷售稅（Sale Tax），之

前僅10%，此項VAT對消費者產生負擔，特別為餐飲服務業，還須

外加服務費10～12%，相當於在外用餐需支付26%的高額消費附加

稅，同時，對於許多進口商而言，除關稅之外，也必須先支付

14%VAT，相對大幅增加進口成本，也同時讓內需消費者選擇不開

立發票避稅，故對政府稅收之實質助益有限。 

６、埃及政府強力推動進口替代政策，促進制造業投資提升產能、拉動

出口、賺取外匯，讓政府擺脫外匯不足、債務高企等一系列經濟問

題的重要措施，例如設立投資與自由區總局（GAFI）為統籌投資事

務的“單一窗口”-投資服務中心，賦予工業發展局（IDA）獨立經

濟實體地位和自主制定工業發展政策的權力等，逐步消除政出多門

的弊病，促進註冊、審批便利化；法律方面，不斷更新《投資

法》、《工業許可法》、《破產法》，修訂《公司法》、《所得稅法》等

法律，健全覆蓋企業設立、運營、退出全生命周期的法律體系；園

區建設方面，新設“黃金三角”經濟特區、蘇伊士運河自由經貿園

區，提高投資承載能力；市場準入方面，通過頒布一系列法案，向

私人資本開放天然氣銷售、電力、鐵路建設等壟斷領域。另外，埃

政府還表示，對於當前亟需發展的紡織、汽車制造、油氣化工等重

點領域，將規劃額外的扶持政策，大型都會開發計畫，原本是2020

年政府工作的亮點，表現出埃及政府吸引投資，特別是旅遊業、不

動產開發是經濟二大動力，但疫情影響國際旅遊，因而在2021年的

發展方向上，政府將推動新首都開發、積極發展綠能科技與鼓勵進

口替代，所有皆以發展製造業領域設為重點，而最大挑戰將是實務

執行上基層作業效率是否可以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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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展望 

2023年，埃及經濟受到俄烏戰爭與以哈衝突衝擊面臨三大主要挑

戰：一是美元短缺。自俄烏戰爭以來，總計約250億美元的外國間接投

資逃離埃及市場，至2023年2月埃鎊對美元貶值幅度將近100%。二是通

貨膨脹。根據CAPMAS和CBE最近公布的計算結果，由於全球通脹飆升

和埃及鎊 貶值，埃及二月通膨率高達36%，各種民生必需品價格大漲，

白糖、白米、洋蔥和雞蛋等重要民生商品的供應和價格管理面臨重大挑

戰。還有商品價格高漲了100%，尤其是白糖，價格大漲且缺貨。市場上

的食用白糖價格從去年中的25埃鎊（約新臺幣17元）飆升至現在每公斤

55埃鎊（約新臺幣37.5元）根據egyptian streets報導，埃及政府已在2月

初宣布一項號稱埃及史上最大的「緊急社會保護計畫」，編入金額高達

1,800億埃鎊預算，以應對通貨膨脹。埃及央行也一口氣升息6%，試圖

緩解通膨。 

三是債務問題。埃及債務壓力依舊十分沉重，但埃及政府已計畫通

過壓縮財政支出的方式減輕債務負擔。埃及財政部長馬伊特表示，該國

將在2024/25財年對公共投資設定1萬億埃鎊的嚴格上限，同時也限制公

共債務。財政收支的基本盈餘以及出售國有資產股份收入的一半將用於

減輕政府債務負擔，在未來三年內目標是將債務占GDP的比例降至80%

以下。 

展望未來，要恢復政府債務與GDP比率的下降趨勢需要在幾個方面

同時進行改革：（1）持續的財務整頓以及精簡支出和增加收入（2）採

取積極措施以監測、報告和控制公共部門的融資需求來增加財政和債務

透明度（3）經濟增長將有助於確保有利的債務動態（4）更廣泛的結構

改革以改善公共部門的治理並減少其財政支出。 

外部條件：儘管當前國際形勢微妙，但埃及外交部在埃及與一些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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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國家、美國和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的關係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最

突出的就是與希臘簽署劃定專屬經濟區協議，提升雙邊關係水準，從石

油資源中受益，以及在英國退出歐盟後簽署的埃英夥伴關係協定，以規

範雙方在各個領域的關係。以及由石油和礦產資源部協調協助籌備、最

終正式簽署建立東地中海天然氣論壇章程的進展。另一方面，埃及外交

部熱衷於通過推動合作領域來加強與非洲兄弟的合作，無論是在雙邊關

係還是透過非洲聯盟和其他非洲組織和集團的各種機制。此外，繼續努

力維護水資源利益，提高國際社會對埃及水資源狀況和埃及在該領域面

臨的挑戰的認識，並繼續與國際參與者溝通並參與推進談判衣索比亞復

興大壩進程，以達成公正和平衡的解決方案，實現埃及、衣索比亞和蘇

丹的利益。 

制度和政策趨勢：現在和將來的政府將努力簡化官僚機構並增強公

職人員的責任感。他們還將尋求縮小公共部門的規模，這意味著私營部

門參與經濟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將是發展該國基礎設施和改善公共服務

的關鍵。針對埃及於2022年10月底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協議就的融

資計畫，條件之一包括國家從多個生產部門退出，以支持本地和外國私

人投資者進入國家壟斷行業。2023年2月埃及宣布將出售32家上市公司

的國有股權，以調動預算資源，補充國庫，重振經濟。政府將出售的32

家國企，涉及的領域從銀行到石油產品分銷，房地產、酒店，保險業和

港口。它們將採取首次公開募股、向戰略投資者大宗出售或這兩種模式

結合的形式。由於政府中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的存在以及商業遊說團體

和軍隊對國家的強大影響，這種改革將是緩慢而持久的。 

長期表現：全球食品和燃料價格居高不下，對埃及的對外賬戶產生

了重大影響，令埃鎊承壓並助長了通貨膨脹。這促使政府進入另一個

IMF計畫，重點是大規模私有化和資產出售以及2023-27年的經濟穩定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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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五、市場環境分析及概況 

（一）一般市場情況 

埃及市場貧富差距懸殊，消費呈現兩極化的趨勢，就整體而言，仍

是一個價格為主的消費市場，一般消費品自中國大陸尋求低價商品，高

端消費品傾向選擇購買歐美大品牌，以做為簡單辨識品質之方式。 

（二）競爭對手國在當地之行銷策略 

各國在埃及市場行銷模式，約可歸類如下： 

１、ODA模式限制性獨占： 

此類行銷方式通常為歐、美、日、中國大陸等大型國家採用，

這些國家常提供埃及相當金額經濟援助，因此許多政府標案限向經

援國家廠商採購，排除了他國產品參與競爭的機會，此現象普遍建

於埃及的大型都市開發基礎檢設項目，特別是水處理、電力系統

等。另一種情況是，埃及重要投資來源國如歐美、阿烏地阿拉伯等

投資者，在本身的採購方面，自然優先向母國或母廠採購，因此投

資帶動貿易也通常是獨占或寡占的行銷策略。 

２、政府居中協助： 

此種行銷方式通常由出口國政府與埃及簽約，提供埃及買方特

定優惠交易條款。此外如義大利、德國等工業化國家也提供埃及買

主優惠貸款，以推銷其資本設備及機械產品等亦是常見行銷手法。

韓國透過KOTRA，扶植設立物流公司，對拓展埃及市場有興趣之

韓國公司主動參加要求物流服務，再補助韓國公司定額行銷費用。 

３、低價傾銷： 

埃及人口消費差距大，如中國大陸、印度產品提供埃及人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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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的價格，大量於本地市場銷售，搶占低消費市場。 

４、品牌行銷： 

埃及人對於高端或重視品質之消費品，傾向選擇購買歐美大品

牌，以做為簡單辨識品質之方式。高端之埃及消費者收入甚豐，且

多出身歐美體系之國際學校，平日以歐洲生活型態自居，因此歐洲

品牌產品在本地占有一定市場，加上歐洲品牌業者多採取投資設廠

模式，賺取品牌、生產、通路等多重利潤。 

六、投資環境風險 

（一）總體投資環境優點 

１、龐大的國內市場（1.04 億人口）以及中東和非洲市場之間的戰略地

位。 

２、經濟相對多元化——外匯來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氣、旅遊業、蘇伊士

運河收入、工人匯款和製造基地。 

３、國際關係普遍良好，包括海合會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 

４、社會治安良好，且工資尚稱低廉、勞力充沛、土地及廠房便宜。 

５、相關不利工業法展的法規如環保等，限制不嚴。 

６、凡是位於Free Zones定義地區之工廠，享有多項免稅及進出口優

惠。 

（二）總體投資環境缺點 

１、艱難而漫長的政治過渡減緩了經濟改革和績效。 

２、貧困和缺乏工作前景，這兩個背後的社會不滿是政權更迭壓力的根

本原因，並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３、對旅遊業、蘇伊士運河收入和匯款的高度依賴在全球經濟低迷時期

造成外部流動性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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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公共債務困境和國際收支危機的高風險。 

５、營商環境薄弱，主要是貿易自由度的惡化以及缺乏有效捍衛產權能

力的司法系統。 

６、高利率帶來多重風險。由於高融資價格，進而影響企業獲得建設工

廠和擴張所需的當地融資的能力。 

７、由於外匯短缺，外國投資者擔心進入當地市場將使資金難以轉移到

國外。 

８、政經情勢長期遭受區內各方衝突事件（例如衣索比亞水壩事件、利

比亞內戰等）牽引，經濟發展易受干擾。 

９、產業結構不完整，上游原料、半成品及周邊產品常須仰賴進口。 

10、人民絕大多數信奉回教，正常工作時間內必須中斷以便祈禱禮拜，

齋月期間且需縮短工時，影響工作效率。 

11、政府機關行政效率低落。 

12、受到過去國際恐攻事件影響，導致埃及政府對外國人居留及工作申

請審理嚴謹，加上原本行政效率低落，相當耗費申請之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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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外商在當地經營現況及投資機會 

一、外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根據埃及中央銀行之統計，在上一個財政年度，即2022-2023年，埃及的外國

直接投資達到11年來的最高水平，達到120億美元。這有助於將埃及轉變為更具刺

激性的生產和出口中心。至於投資項目，60%集中在石油天然氣方面，而投資來源

方面，以歐洲國家為主、其次為海灣國家，且前五大主要投資國為義大利、英國、

美國、阿拉伯酋長國，至於來自亞洲地區的投資者，則以中國大陸為主，但也未能

列入前10大國。 

表：近十年外人投資額表現 

年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FDI

（US$bn） 

（淨額） 

4.1 6.4 6.9 7.9 7.7 8.2 7.4 5.4 8.9 

 

12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二、臺商在當地經營現況 

我國在埃及投資極少，較大的投資臺商有：3家外銷成衣紡織廠分別位於開羅

10thofRamadan與AlexandriaFreeZone、陽明海運埃及分公司、萬海船運代表辦公

室、1家從事家具與辦公室的組裝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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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瑞智精密（Rechi），已於2024年4月正式與埃及ElarabyGroup合資設廠生產

空調壓縮機工廠，該項目旨在滿足當地市場的需求，並將50%的產品出口到區域和

國際市場。除此之外，該工廠還將生產1.5至3馬力的空調壓縮機，50%的零組件在

埃及採購，並計畫逐步增加。 

由於埃及華人相對於其他地區少，加上語言及文化差異，臺商在埃及經營倍感

吃力，政府機關行政效率差、可靠的合作夥伴難尋、勞工人力不足及工廠管理為普

遍面臨的問題。另我國陽明海運在埃及亞歷山卓與開羅都設有辦公室並派員，技

嘉、長榮及萬海海運透過代理商在開羅營運。相對地，中國大陸由天津泰達、中非

基金與埃及政府合作在蘇伊士城成立埃及泰達工業園（蘇伊士經貿合作區），提供

中資企業便利的工作及生活環境，投資鉅大。 

三、投資機會 

埃及內需市場不小，其外銷市場也很廣闊，加上近年來埃及政府大幅降低關稅

及所得稅、簡化進口流程、國營企業民營化等措施，投資環境已較過去改善，但對

我國廠商而言，因為語言、文化背景的差異，在當地投資仍有相當大的困難度。 

埃及工廠缺工情況相當嚴重，加上勞工素質較差，勞工問題為我國業者投資設

廠時可能面對的問題。此外，埃及政府行政機關效率差，對於投資進度與工作證居

留申辦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我商在前往埃及投資前，應先有所認知，而好的當地

合作夥伴對投資有相當大的助益，不過要尋找可靠的合作夥伴往往也是我商投資時

一大重要課題。 

國人前往埃及投資，可以根據目標市場選擇投資地點（例如以外銷市場為導向

的投資案宜設在Free Zone），工業區內勞工是否容易取得，勞工通勤之交通費用、

海外勞工住宿安排等，可能增加成本負擔，也應事前評估。 

可投資產業型態或產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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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產養殖業 

埃及魚蝦貝類水產每年需求量約100萬公噸，其中自給量僅約三分之

一，大部分還是仰賴進口。其實埃及除了陸上養殖外，地中海及紅海應該

也有開闢為海上養殖的潛力，成品除了內銷埃及外，也可開拓歐洲、中東

等市場。 

（二）製造產業鏈的完整性 

埃及人口多，對民生用品需求量相對也大，此外，汽機車市場有龐大

的消費市場與潛力，目前國家製造工業基礎正在發展中，加上政府獎勵進

口替代並鼓勵出口，在當地製造業技術及產能均未能達到國際水準之際，

對於模具、生產加工、品質管理技術方面尚有不足，臺灣產業鏈經驗與技

術完整，值得技術合作，突破進口關稅障礙，共同開發當地市場及拓銷周

邊國家。 

（三）紡織成衣業 

埃及出產棉花品質優良、勞工便宜、治安良好，發展棉紡織工業有其

利基。此外埃及紡織品於QIZ貿易協定下出口美國免稅，成衣業可利用在

埃及代工出口。 

（四）小型家電組裝生產 

埃及龐大的消費人口市場加上政府強力推動大型都市開發計畫，帶動

家用消費電器的需求增加、在政府加強進口管制的措施下，業者被迫加速

國內生產製造的比例，採用本地生產或組裝的方式，較有利於在埃及建立

品牌及長期發展。 

（五）食品加工產業 

烏俄戰爭衝突後，糧食價格飆漲，加上政府極力鼓勵國內生產造的刺

激下，埃及業者對於食品加工產業的投入意願增加並帶動相關設備的需求

增加，但埃及對於食品進口管制甚多，加上回教清真規範，長期而言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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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製造是相對較有機會。 

（六）電動車產業 

埃及電動車產業的現狀又以電動巴士的製造較有具體化的發展及成

績。隨著電動巴士需求量不斷上升，產業即將進入成長期，持續突破關鍵

技術成為電動巴士浪潮的關鍵課題之一。臺灣的電動巴士產業因政策明確

建立完整產業鏈，如能開拓埃及市場攜手打造完整產業生態系，將能開創

我國電動巴士藍海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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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投資法規及程序 

一、主要投資法令 

埃及與投資直接相關的法律主要有：1981年頒布的《公司法》及其實施細

則、修訂案，2002年頒布的《經濟特區法》及其實施細則、2015年修訂案，2017

年頒布的《投資法》及其實施細則。 

其中《公司法》適用於所有內外資投資者，是設立公司的基本法律依據，其

作用在於明確公司註冊形式、相關程序和經營規範。主要內容包括：公司註冊、

公司組建形式和要求、公司治理等。 

《投資法》及其實施細則（英文版下載位置：https://www.investinegypt.gov.eg

/flip/library/LawsAndRegulations/PDFs/Law72_and_Exec_reg_en.pdf）於2017年頒布

實施，替代1997年8號《投資保障和鼓勵法》，適用於所有內外資投資者和大多數

生產、製造、研發類產業，具有明顯的投資保障和獎勵性質。該法全面統一了投

資管理體系、簡化公司註冊審核程序、暢通申訴渠道，彙整各方面投資獎勵政策

等。《投資法》針對不同地區製定了相應的稅費減免、投資成本返還、土地劃撥

、外籍用工等優惠政策，例如：對上埃及等較為落後的A類地區製定的支持政策

包括：在7年內得以最高50%投資額為稅基，免除企業所得稅、地價優惠甚至免費

劃撥土地、政府出資進行項目公共基礎設施聯通工作等。法律頒布前已註冊的投

資項目所需進口設備的關稅、增值稅等稅賦不變。目前，外資企業大多選擇在《

投資法》下註冊公司，以享受相關便利化和稅收返還政策。實施細則對根據《投

資法》向投資者提供一般性或特殊投資優惠條件、項目許可獲得程序、以電子方

式設立公司所需程序、項目用地控制及分配形式、投資區、自由區以及經濟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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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組織工作、向外國投資者提供居所、僱傭外籍員工以及項目撤資等方面做出具

體規定。 

《經濟特區法》對經濟特區的管理體系和投資政策做出明確規定，藉由通關

便利化和投資獎勵等政策，建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特區，兼顧國內市場需求。目

前，埃及有2個經濟特區，分別為蘇伊士運河經濟特區和2017年新建的黃金三角

經濟特區，均可享受《投資法》關於A類地區返還50%投資成本的優惠政策，但

在所得稅率上沒有特殊待遇。 

與投資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還有： 

2005年《關於外國商品復出口時退還海關稅和銷售稅的決定》、 

2007年《對抵離埃及者實行海關申報措施的決定》  

2016年8月新頒布的《蘇伊士運河特別經濟區法律框架》。 

2017年頒布的《工業許可法》《破產法》等 

2018年的新破產法 

2020年的新海關法、 

二、投資申請之規定、程序、應準備文件及流程 

（一）公司企業的註冊類型 

在埃及註冊公司時，可選擇依照《公司法》或《投資法》註冊，

《投資法》下分為境內投資和自由區投資，資產公司依照《資本市場

法》（1992年95號法）管理；在經濟特區內註冊的企業依照《經濟特區

法》（83號法）管理。一般外資在埃及設立企業的形態主要有5種：有限

責任公司、股份公司、合夥公司、個人獨資公司、分支機構等。 

（二）註冊企業的受理機構 

在埃及註冊公司的受理機構是埃及投資和自由區管理總局（GAFI）

的投資者服務中心（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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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註冊企業的主要程序 

在埃及投資申請成立公司採取一站式服務，依據公司型態，委請律

師備妥相關文件後，前往埃及投資和自由區管理總局（GAFI）送件申

辦，註冊企業的主要程序包括安全審查、商業註冊、開立銀行賬號、稅

務登記、社保登記等。其中最耗時的步驟為埃及政府會依投資股東國別

進行安全查核，耗時1至3個月不等，其他的程序通程在15工作天左右可

完成： 

程序 備註 

1. 向GAFI申請公司名稱查核與

登記 

 

2. 向GAFI遞送申請公司註冊文

件 

 

應備文件： 

公司名稱申明書、銀行開戶證明、公

司股東授權書、股東身分證明文件、

公司會計師證明、申請表 

3. 股東身分安全審查 依據國別會有不同的查核時間，臺灣

國籍長達3個月。 

4. 商公會簽發證明   依規定企業須入會並交付會員費。 

5. 核發公司成立許可證明 會進行驗資，視公司型態與外籍股東

工作證之需要，要求不同資本金 

6. 完成公司註冊登記並給予公

司登記證 

 

7. 稅務登記： 

申請公司稅號登記及加值稅

（VAT）號 

公司稅號，每年申報營利所得 

VAT稅號，每月申報收入所得VAT 



埃及投資環境簡介 

40 

程序 備註 

8. 員工社保登記 耗時7~15工作天，取得公司設保帳

號，每月匯款交納 

 

三、投資相關機關 

（一）投資與自由區管理總局（GAFI）：埃及投資事務的主要管理機構是投資

與自由區管理總局（GAFI），於2019年12月內閣改組時從原“投資與國

際合作部（MIIC）”剝離，成為獨立部門，直接向內閣和總理負責。該

機構職責包括：制定並實施吸引投資政策、全國商業註冊活動、內外資

項目審核和管理、投資者服務、自由區管理、實施《投資法》、改善投

資環境等。其總部設在開羅，而在齋月十日城、伊斯梅利亞、亞歷山

大、蘇哈格和艾斯尤特設有5個分局，在各省設有10個辦公室和9個代表

處；為便利投資者就近辦理手續，該局在全國設立11個投資者服務中心

（Investor’s Service Center，以下簡稱ISC），為投資者提供一站式投資

服務。2017年底，GAFI發布埃及投資地圖和全新的投資服務網絡平台：

“www. investinegypt.gov.eg/English/Pages/default.aspx”，提供企業在線

註冊，投資項目查詢，政策發布等功能。 

（二）工業發展局（IDA）：工業發展局隸屬於貿工部，是埃及工業生產活動

的主要管理部門。2017年新頒布的《工業許可法》賦予工業發展局統籌

管理工業生產活動的權利。其職責包括：工業發展戰略規劃、審批工業

許可、實施《工業許可法》、工業區管理、協調工業用地、工業項目服

務等。2018年4月，政府頒布法案，授予IDA獨立的公共經濟實體地位。

法案規定，IDA可在央行單獨開設賬戶，直接接受中央審計部門監督，

預算獨立且盈餘可以跨年累計，允許其自行與其它經濟實體簽署合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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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可從國有資產中劃撥土地或其它資產用於行政活動，制定實施土地

開發政策等。網址： www.ida.gov.eg/webcenter/portal/IDA 

（三）蘇伊士運河經濟區管理局（SCZone）:蘇伊士運河經濟區管理局負責管

理461平方公里的蘇伊士運河經濟特區。根據2002年83號《經濟特區

法》，在經濟區內，除外交、司法、國防和內務外，原本分屬其他各部

委的權力都集中在管理局手中，在項目審批、行政管理等方面效率更

高，程序更簡便。 

（四）財政部：埃及稅務和海關部門均隸屬於財政部，涉及投資者獎勵政策、

徵稅、退稅、商品和貨物清關等事項。為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財政部

在2018年新成立了投資者保護部門，專責解決稅務、海關方面的行政糾

紛。財政部網址： www.mof.gov.eg/english/pages/home.aspx 

（五）跨部委員會機制：2020年1月，政府決定成立部際委員會以促進外國投

資，成員包括中央銀行行長、旅遊文物部長、計畫和經濟發展部長、國

際合作部長、財政部長、地方發展部長、住房部長、農業部長、貿工部

長、蘇伊士運河經濟區管理局主席、投資和自由區總局執行主席。該委

員會主要職能範圍為鼓勵投資、解決投資者問題、提出促進投資的機

制、制定外資准入政策等，並根據跨部委員會會議解決爭端或作出促進

投資的政策決定。該委員會將至少每月召開一次會議，並將邀請其他有

關人員參加。 

四、投資獎勵措施 

《投資法》提供的保障和獎勵政策分為四個層次，所需條件由寬到嚴，依次

為：投資保障、一般獎勵政策、特殊獎勵政策、附加獎勵政策。此外，對一些投

資額比較大的項目，埃及有關政府部門還會根據項目具體情況，提供投資者所需

的其它獎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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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資保障 

１、國民待遇，根據對等原則給予外國投資者優惠待遇。 

２、居留許可。條件包括：申請者是公司的發起人、股東或合夥人、或

企業主；居留期限不得低於一年，不得超過項目運營期限。填寫總

局的表格提出居留申請。在獲內政部批准後，總局董事會按照公司

經營範圍的級別、期限、投資額、員工人數、經營所在地，依據董

事會發布決定規定的原則和條件准許居留。 

３、項目權益保障。投資項目不得實行國有化。投資者財產不得被欺占

和歧視。只有因公共利益需要，並事先支付合理補償後，方可剝奪

投資項目財產的所有權。補償額應相當於決定剝奪所有權時被剝奪

財產的公平價格。補償金額應能夠不受限制地自由轉移。 

４、資金流動。與第三方權利不衝突，投資者有權設立、建設、擴建投

資項目；沒有任何限制以外幣向境外融資；投資者有權擁有、管

理、運營、處置投資項目；獲取利潤，匯出境外；進行項目清算，

並將全部或部分清算所得匯出。國家允許有關外國投資的現金使用

可自由兌換的貨幣自由地、立即地匯入項目所在地或匯出國外。同

時，國家允許毫不拖延地將當地貨幣兌換為可自由使用的貨幣。 

５、進出口經營權。與有關進口的法律、法規和規定不衝突，本法條款

涉及的投資項目有權自行或通過第三方進口項目設立、擴建或運營

所需的原料、生產必需品、機器、零部件、與經營活動相匹配的運

輸工具，而無須進行進口商登記；有權自行或通過他人出口自產產

品而無須申領許可和進行出口商登記。 

６、外籍員工比例。當本地員工不具備必要技能時，投資項目有權根據

本法實施條例闡述的原則和條件，在項目用工總額的10%之內，僱

傭外籍工人。最多不應超過項目員工總額的20%。最高投資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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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頒布決定，對部分具有特殊戰略重要性的投資項目，在充分重視

本國員工培訓的情況下，可不受上述比例限制。 

（二）一般獎勵政策： 

在《投資法》下設立的投資項目，除依據自由區機制設立的項目之

外，均享受一般性獎勵政策。包括：投資項目自商業註冊登記起5年

內，免除公司或機構成立合同、與公司經營有關的信用便利合同、抵押

合同的印花稅和公證費；公司或機構為設立公司簽訂的土地登記合同免

除上述稅費。項目適用於1986年186號海關豁免法第4條規定，即為設立

公司而進口的必要機器、設備、儀器，按照貨值2%的統一稅率繳納海關

關稅；同樣，公共設施工程公司進口設立和完善公司所需的必要機器、

設備和儀器，適用上述統一稅率。與1963年66號海關法規定的臨時放行

規定不衝突，本法條款涉及的工業投資項目短期用於商品加工，隨後復

出口的進口模具以及類似生產必需品，進口時免徵關稅。放行和復出口

依據到貨單進行。總局在與財政部協調後設立專門登記簿，對進境和復

出口貨物進行專項登記。 

（三）特殊獎勵 

１、行業獎勵政策 

准許在《投資法》下享受一般獎勵政策的行業包括： 

【工業領域】將原料和材料通過化合、攪拌、處理、塑形、製

備，改變其形態，將各個部件、材料進行組合和安裝，以生產出中

間產品或最終產品的工業活動；設計和加工機器、設備、生產線，

項目的運行管理，工廠架構重建；電影工業活動，包含設立或租賃

或運營製片廠、影片生產車間、放映場所；工業區的全面工業開發

或補充性開發、招商、工業園區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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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畜牧業、家禽、漁業生產】荒地、沙漠的開墾、種

植；牲畜、家禽、魚類飼養；動植物遺傳工程項目。 

【貿易】促進國內貿易領域的投資的貿易中心、批發商業、零

售商業、供應鏈建設。條件為，須以埃及股份公司的形式開展上述

任一活動。設立在邊遠地區以及新城區的公司和企業可不受上述條

件約束。 

【教育】設立、管理和運營大學、學校、職業技術教育學校和

學院。 

【衛生領域】設立醫院、診療中心。 

【運輸】城市或城區之間以及城區內部的集體運輸；使用埃及

國旗的船隻從事內河、海洋、沿海或遠洋運輸；空運以及與此直接

有關的服務；陸路貨物運輸，包括過境運輸、鐵路運輸；貨物的冷

藏、冷凍運輸；用於保存農產品、工業產品、食品原料的冷庫；集

裝箱站、糧倉，上述經營包括擁有和租用貨物的冷藏冷凍運輸工

具、用以儲存農產品、工業產品以及食品原料並進行冷藏冷凍的冷

庫、集裝箱站、保存和倉儲糧食的糧倉。 

【旅遊領域】包括賓館、遊艇、旅館、度假村、旅遊營地、旅

遊運輸類項目。 

【住宅建設】全部房間用於出租的居住非辦公住宅項目，項目

涉及的房間數量不得少於50套；集體住宅項目，面向有限收入階層

的住宅項目；在新城區、邊遠地區、老河谷之外的地區進行不動產

投資；飲用水、生活污水排放、電力、道路、通訊、多層停車場、

計時停車場、地鐵線路、軌道交通線路、汽車隧道、供水泵站等基

礎設施。 

【體育】在體育領域提供的所有服務，包括管理、招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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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運營等。 

【電力和能源】包括設計、建設、運營、管理、維護、製造各

種能源的發電站和供電網絡，進行銷售。 

【油氣和其它自然資源】石油鑽井、勘探的支援性服務；設立

或管理天然氣站、二次氣化站、天然氣配送站，通過專用車輛或管

道，建設天然氣供應網絡；天然鹽場或工業鹽場或岩鹽有關的活

動。 

【供水】設立、管理、運營、維護淡化水站、淡水處理站、供

水網絡、運輸管道，進行水處理和水循環。 

【通訊、信息科技】信息、通訊技術項目、計算機系統及其開

發、投資開發知識產權項目，其中包括發明專利、工業模型、圖

紙。 

２、地區獎勵政策 

根據投資地圖，以投資成本相應比例為稅基，從應稅淨利潤中

免除企業所得稅，實例：投資者如投資1000萬美元，在A類地區

（50%核減比例）實際可獲得的最高免交企業所得稅的金額為112.5

萬美元。 

【A類地區】核減額度最高為投資成本的50%。區域為根據中

央信息統計中心的統計報告，確定為急需開發的區域。包括蘇伊士

運河經濟特區、黃金三角經濟特區以及內閣確定的、需要大力開發

的其他區域。具體條件為：1.經濟發展水平低、地方GDP低、非正

式擴充進A類地區；2.經營水平低、就業機會低、失業率高；3.社會

指標包括人口密度明顯增高、教育質量水平低、文盲比例增加、醫

療水平低、貧困指數高。 

【B類區域】核減額度最高為核減額度最高為投資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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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包括國內其餘的、滿足一定的發展指數要求、可利用本區域

和相鄰區域發展的機會吸引投資的區域內，設立的以下產業項目：

大量用工項目；小微項目；使用新能源、再生能源的項目和能源生

產項目；最高投資委員會確定的國家級和戰略性項目；最高投資委

員會確定的旅遊項目；內閣總理根據有關部長、電力部長和財政部

長的聯名報告發布決定確定的發電和輸變電項目；出口產品的項

目；汽車及其配套工業；木材加工工業、家具、印刷、包裝、化工

工業；抗生素、藥品、抗腫瘤藥物以及化妝品工業；糧食、農產

品、農業廢物利用項目；工程機械、冶金工業。 

大量用工項目的條件為：根據業主社會保險名冊紀錄，員工人

數不少於500名埃及員工；直接工資成本超過運營總成本的30%。減

稅期限自開始經營之日起，不超過7年。 

享受特殊獎勵須具備以下條件：（1）設立新公司或機構承建投

資項目。（2）公司或機構應在本法實施條例生效之日起最長3年內

設立。根據有關部長的報告，內閣可做出決定，將上述日期延長相

同期限。（3）公司或機構應設立正規賬簿，每個分公司應設立獨立

賬簿。（4）任何股東、合夥人或企業主在設立、組建享受獎勵機制

的投資項目時，均不得提供、使用本法條款生效時業已存在的公司

或機構的實物資產。 

2019年8月，埃及發布《投資法》修正案，允許已註冊的公司

通過實際增資擴產的方式享受投資成本核減政策。 

（四）附加獎勵政策：政府內閣可作出決定，對投資項目或擴建項目給予附加

獎勵如下：1.與財政部長協商後，允許投資項目設立進出口貨物專門海

關窗口。2.在項目運營以後，投資者承擔的公共設施連接到投資項目的

費用可由國家承擔。3.國家可承擔員工技術培訓的部分費用。4.工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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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自接收土地後兩年內投產，國家將返還一半的土地款。5.根據法律規

定的條件，一些戰略性項目免費劃撥土地。當確有必要時，根據有關部

長的報告，內閣可做出決定，新增其他的非稅獎勵。 

享受附加獎勵政策的條件為滿足下列任意一條：（1）埃及為產品的

主要產地之一；或公司生產的產品，主產地為埃及；（2）經核准，其融

資為根據中央銀行規定的原則，通過一家埃及銀行，從境外匯入的外

匯；（3）其產品出口境外的比例不低於50%；（4）公司經營活動涉及高

新技術領域；向埃及轉移先進技術；致力於支持配套工業；（5）項目產

品的地方配套比例較高。根據工業發展局現行的規定，當地材料及部件

的使用比例不低於50%；（6）公司經營採用的是設立在埃及境內研究項

目所產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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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租稅及金融制度 

一、租稅 

埃及稅務年度，起於每年1月1日，止於12月31日。納稅人需在經營活動開始

4個月內到稅務部門申報。一般稅須每年5月1日前繳納稅申報表、相關文件和原

始財務報表，並同時繳納稅款。公司所得稅應於每年4月3日前繳納。增值稅和印

花稅按照發生時間，於當月繳納。稅務局負責對納稅申報表進行審核，並根據報

表評估徵稅金額。在經營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通知稅務部門。 

根據2023年8月27日公告，以埃及策略性行業為對象的工業項目將可受惠於

新優惠措施。這些優惠計畫包括免稅、土地價值補償以及有效期長達10年的黃金

許可證，具體細節按項目績效和規模而定。如果項目在3年內營運，各種稅項

（增值稅除外）的免稅期可長達5年。如果項目達致特定的外商投資目標，免稅

期可再延長5年。其他優惠措施包括，如項目較原定期限早一半時間完成，可獲

補償高達50%的土地價值，而當局也會簽發黃金許可證。詳情有待埃及內閣公

布，新措施將特別惠及中小企業。 

（一）稅務一般規定 

• 居民或在埃及設有常設機構的非居民支付給埃及非居民的款項按

20%徵稅，不扣除任何費用。 

• 財政部支持CBE的債券收益率應按32%徵稅，不扣除任何費用。 

• 居民公司就其在國外取得的利潤繳納的外國稅款，應當從其依法應

納稅款中扣除。而在國外發生的損失不得從在埃及繳納的稅款中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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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法律免除了服務於製造活動的特許權使用費。 

• 埃及公司向非居民個人和公司分配利潤的總豁免。 

• 法律對埃及居民公司的利潤徵稅，無論其活動地點是在埃及境內還

是境外。 

• 國際公司或股東從當地子公司產生的利潤中獲得的利潤無需納稅。 

• 在其中一名會計師或審計師提交表明滿足某些條件的報告後，允許

扣除壞賬。 

• 虧損可以結轉並用於抵扣未來最多 5 年的利潤。 

• 新稅法取消了國家財政資源開發稅。 

（二）一般免稅條件 

• 土地複墾或種植場所的利潤，為期10年。 

• 家禽生產、養蜂、養牛、育肥欄、漁業和拖網漁船項目的利潤，為

期10年。 

• 在埃及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證券投資利潤。 

• 在埃及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各類債券和金融債券的權益。 

• 個人取得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股

本分紅。 

• 投資基金發行的投資證券的股息。 

• 存款、儲蓄賬戶等的回報。在埃及銀行。 

• 由社會發展基金資助設立的新項目實現的利潤，為期5年。 

• 政府從國外來源獲得的貸款和信貸便利的利息。 

• 從埃及中央銀行發行的證券中獲得的利息。 

• 撰寫和翻譯宗教、科學、文化和文學書籍和文章的收入。 

• 大學、研究所和其他機構的教職員工從他們的書籍和彙編中獲得的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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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藝術家協會成員從攝影、雕塑和藝術作品的製作中獲得的收

入。 

• 在其專業領域註冊為工會活躍成員的自由專業人士的收入，為期3

年。 

（三）免稅實體 

• 部委和政府行政部門 

• 非營利教育機構 

• 根據2002年第84號法律成立的非政府組織 

• 從事社會、科學、體育或文化活動的非營利實體 

• 1975年第54號法律規定的私人保險基金的利潤 

• 國際組織 

• 受政府監管的教育機構 

居民外國人（即在一個日曆年內在埃及逗留超過183天）享受與當

地人相同的稅收待遇。另一方面，非居民外國人得到不同的待遇。非-居

民外籍雇員按10%的稅率徵稅，沒有任何扣除。外國分支機構享受與當

地企業相同的稅收待遇。 

（四）企業收入率 

新法 稅 

大多數公司 20% 

蘇伊士運河利潤 40% 

埃及石油管理局 40% 

埃及中央銀行 40% 

石油勘探和生產公司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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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所得稅 

2023年5月29日，埃及議會批准了《所得稅法》等修正案。個人所

得稅免稅額將從24,000埃鎊提高到36,000埃鎊；年收入120萬埃鎊以上的

稅率從25%提高到27.5%。“法案提高了免稅門檻和高收入個人稅負，旨

在實現社會正義。”財政部長馬伊特指出，這次稅改將使國庫損失100

億埃鎊，但對高收入者提高稅率將產生約40億埃鎊稅收，“因此這些免

稅的淨成本是60億埃鎊”。法案包括對納稅人的激勵和獎勵措施：使用

新電子發票系統的個人將獲得5%的獎勵；舉報逃稅犯罪將獲得追繳金額

10%的獎勵。法案還對年營業收入小於1,000萬埃鎊的小型企業簡化了稅

制。此外，埃及議會批准對國庫券、債券投資收益和資本利得給予稅收

豁免，旨在支持資本市場投資和鼓勵股市交易。馬伊特表示，財政部正

在與商界和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對話，以便儘快統一所得稅法，不會提高

目前22.5%的企業所得稅率。 

（六）防止雙重徵稅條約 

埃及與多個國家締結了防止雙重徵稅條約，包括：奧地利、巴林、

白俄羅斯、比利時、保加利亞、加拿大、中國大陸、塞浦路斯、捷克共

和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荷蘭、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亞、

伊拉克、意大利、日本、約旦、韓國、黎巴嫩、利比亞、馬耳他、摩洛

哥、挪威、巴基斯坦、巴勒斯坦、羅馬尼亞、俄羅斯、新加坡、塞爾維

亞和黑山、南非、蘇丹、瑞典、瑞士、敘利亞、突尼斯、土耳其、阿聯

酋、烏克蘭、英國、美國和也門。在沒有稅收協定的情況下，可以通過

扣除而不是稅收抵免的方式獲得單邊稅收減免 

二、金融制度 

埃及金融服務業相對欠發達，在獲得銀行產品的管道有限、保險的接受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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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主要分配給貨幣市場基金的投資。目前市場上的一般貸款利率在19.5~27%之

間，而政府為獎勵生產製造，對於購買設備可提供5%的低利融資，在存款方面，

活期利息在2%~4%，長期定存的利息則可在7.5%~9.25%之間。 

自2023年6月16日起，埃及批准了一項稅收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幾項變化。 

對於投資管理行業尤為重要的變化有： 

（一）取消了之前對向非居民借款人發放期限為三年或以上的貸款所得的埃及

境內利息收入免徵20%扣繳稅的豁免（不包括之前發放的貸款利息）。 

（二）外國納稅人只能間接申請埃及境內發生的任何利息的稅收協定優惠，即

最初適用國內20%稅率，然後在收到後提出退稅申請。 

另外資企業可在埃及商業銀行申請開立外匯賬戶，絕大多數銀行均可開立美

元或歐元賬戶，同時也允許外匯匯進和匯出，但必須以真實交易為基礎，需向開

戶行提供業務往來證明文件。而外資企業的合法利潤經審查後可以匯出，匯出時

除交納5%的利潤匯出稅外，以前還需向銀行交納2‰-3‰的手續費。至於攜帶現

金出入境規定，自2012年起，埃及禁止攜帶5,000埃鎊和1萬美元以上現金出入

境。 

由於美元欠缺，埃及持續對美元管制。在國外使用埃及信用卡的用戶，必須

在出發前至少48小時前前往最近的分行並提供旅行證明。這使得銀行可以在其旅

行期間為其信用卡設定適當的限額。銀行要求提供幾份檔以進行申請海外外幣使

用，包括有效護照、確認的往返機票、有效簽證（如需要）以及銀行認為必要的

其他檔案。外幣信用卡，每月的購買或現金取款限額為250美元。 

三、匯率 

以巴衝突爆發以來，中東地緣政治動盪不斷打擊投資人信心，使埃及經濟一

厥不振。國際債權人不斷向埃及政府施壓，要求埃及推動財政改革，終於讓塞西

妥協決定取消貨幣管制。然而，政策宣布後埃及鎊兌美元匯率隨即暴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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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7日埃及鎊兌美元匯率約在49埃及鎊兌1美元。埃及投資與自由區管理

總局首席執行官Hossam Heiba表示，到2022/23財年末，埃及的外國直接投資

（FDI）流入量同比增長10%。而埃及在2021/22財年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金額

為89億美元。根據埃及1994年38號《外匯法》規定，投資公司可在銀行開設美元

賬戶並保留美元利潤，外匯自由兌換。《投資法》也保證投資資金和利潤可以自

由匯出，公司清盤時所有資金可以一次性匯回；其他情況下，可以分5次在5年內

匯完。目前，埃及政府對外匯公司實施了新的限制措施，要求外匯經紀商出售外

匯時必須核實客戶身分和交易原因。個人必須提供兌換理由，包括身分證、工作

場所信息、具有有效簽證的護照和機票；公司還必須提供商業註冊信息，居住在

埃及的外國人必須出示有效的居留簽證，外交官則必須在驗證通過工作場所後才

能獲得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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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基礎建設及成本 

一、土地 

根據投資法規定，外國人可購買住家、商辦等不動產，同時根據購買金額給

予不同的居留簽證，10萬美元以上的不動產投資，可以獲得一年期居留，每年更

新。此外，政府為獎勵投資，全國各區設有各類型工業區，經濟特區與自由貿易

區，各有不同用途規劃，總數達數百個之多，同時工業區內也有標準廠房，可供

投資廠商租用或購買。其租金依各工業區或特區地理位置而異，土地每平米售價

一般為50~60美元，廠房為每平米60~150美元，廠房租價為每平米每月2~4美元。

購買土地於5年內須動工建設。在埃及，商辦大樓的租金行情相當好，一般地段

每平方公尺月租金約為20美金~30美金，靠近都會精華地區租金較高，每平方公

尺之月租約40至60美元，而埃及因為貸款利息偏高，一般都以購置方式較為合

算，購置價格依地方不同而有差異。 

埃及公共自由貿易區的土地只能租用，租金比一般工業地塊高，需根據投資

項目單獨洽談價格。如在現有的私人項目申請為私人自由區，其土地性質不發生

變化。經濟特區的土地只能租用，最長租期50年。 

關於政府規劃的工業區、產業特區及投資專案等訊息，都會定期公布更新於

GAFI的網站（https://www.investinegypt.gov.eg）。 

二、公共資源 

在較成熟的工業區中，基礎設施相對齊備，向主管部門申請即可接通排水、

用電等管線。至於一些由私人承包開發的新工業區中，開發商提供的土地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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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除給水、排水、用電、道路和通訊等設施由開發商提供外，投資者需自行

進行土地平整、接通公共基礎設施等。 

水費方面：工廠用水價格每噸9埃鎊左右，不同地區存在略微差異。水處理

公司每月上門收費，用水量自當月1日起計算至月末最後一天。參考價格如下

表： 

項  目 單價（埃磅/立方公尺） 

民生用水 0.65 ~ 3.15 

民生廢水（%） 依水費加收75% 

工業用水  13 ~ 26 

工業廢水（%） 依水費加收98% 

特定區域工業用水（Sinai ,Red Sea, Matrouh） 13（unified price） 

工業廢水（%） 依水費加收50% 

開羅台貿中心整理 

 

油價方面：由於俄烏戰爭與加薩衝突持續推升石油價格，埃及石油部2024年

3月宣布調漲油價，與全球油價上升趨勢保持一致。柴油價格已從每公升8.25埃及

鎊上漲至10埃及鎊。汽油價格每公升調高1埃及鎊。80汽油每公升11埃及鎊。92

汽油定價為每升12.50埃及鎊，95汽油上調至每升13.50埃及鎊，比之前的12.50埃

及鎊有所增加。此外，國內使用的12.5公斤瓦斯桶價格將從75埃及鎊增加到100埃

及鎊。 

電價方面：居民和商業用電採分級階梯式計價，且埃及政府自2016年開始逐

步減少電價補貼，上調電價。目前，電力公司每月初收取上月電費，居民可以自

行前往電力局申請智能電錶，通過向電卡充值繳納電費，較老式的電錶更方便安

全。而工業用電根據電壓不同，須按照1,000埃鎊/KW的費率繳納裝機費用。2024

年1月，電力和再生能源部宣布，家用電價上漲16%至26%，即0度至50度的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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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每度電費由0.48埃鎊漲為0.58埃鎊。工業用電價則上漲約20%。 

非民生用電費率參考如下表： 

範圍 單價 埃鎊 美元（1:47） 

0 to 100 kWh, 0.65 0.014 

0 to 250 kWh, 1.36 0.028 

0 to 600 kWh 1.5 0.032 

600 to 1,000kWh 1.65 0.035 

1,000 kWh 1.8 0.038 

開羅台貿中心整理 

 

瓦斯氣價：工業用天然氣（依產業不同）價格為4.75-12美元/MBTU。至於居

民用的天然採階梯式氣價計費，按月收取，具體如下表： 

用氣量（立方米） 價格（埃鎊） 

0~30 2.35  LE 

31~60 3.1   LE 

61以上 3.6   LE 

此外，埃及有大量居民使用罐裝煤氣，每罐約100埃鎊左右。 

三、通訊 

埃及的電信市場發達，是該地區最大的市場之一。由於政府收取的開發費增

加以及對SIM卡銷售的控制越來越嚴格，2018年手機訂戶數量急劇下降，下降了

約9%，至9,380萬。然而，根據通信和信息技術部（MCIT）發布的最新數據，

2021年已恢復達到9,660萬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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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技術部門視為未來五年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之一，其中包括發展新

的ICT產業鏈，例如蘇伊士運河經濟區中擬建設的技術谷，也計畫在新的行政首

都（將在開羅以東建造）安裝一個價值24億美元的電信網絡，這也將有助於ICT

行業的擴張，實務上，ICT近年來已成為埃及經濟中增長最快的產業之一。在2020

年期間，疫情促使上網的使用量激增。目前固網線路仍由國營電信商主管（WE 

Egypt https://te.eg/），相對手機普及後，對於市話固網線路的使用大幅減少，改為

申請安裝ADSL或光纖網路使用，且市話固網通話費相當便宜，大約0.1埃鎊，市

話撥手機則約為0.25埃鎊每分鐘，移動通訊營運商在埃及有Vodafone Egypt（https

://web.vodafone.com.eg/）、ETISALAT（https://www.etisalat.eg/etisalat/portal/home）

、ORANGE（https://www.orange.eg/en/）等多家電信商，通話費率與上網費用各

不相同，可以參考各營運商網站。 

四、運輸 

（一）公路 

埃及公路交通運輸體系頗具水平，公路總里程約18萬公里，尼羅河

兩岸及紅海沿岸是其公路網的主幹道，連接南至阿斯旺、北至亞歷山大

的尼羅河沿岸各大城市。以開羅為中心，向尼羅河三角洲區域輻射的公

路網絡也較為發達和便利。公路交通是居民最主要的出行方式，約有

94%的貨物運輸是通過公路運輸完成。隨著人口的快速增長，各大城

市，特別是開羅的交通擁堵情況愈發嚴重。2014年起，埃及開始實施國

家道路建設項目，建成了包括開羅-艾斯尤特、開羅-蘇伊士等高速公

路，全球道路質量排名已從118位提升至2019年的73位，國家級高速公

路長度從2014年的2.4萬公里增長至2019年的4.9萬公里，跨尼羅河公路

橋建成6座，還有10座仍在建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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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鐵路 

埃及是早期便進行鐵路建設的國家之一，正式運營的鐵路始於1854

年。2019年埃及擁有鐵路里程超過1萬公里，總車站數量近800個，但國

家鐵路局運營的線路僅有40%左右為雙線，約60%的鐵路仍舊為單線客

貨混合的鐵路。埃及整個鐵路系統設備陳舊，運輸效率低下，亟待升

級。85%的鐵路信號系統尚未實現自動化，每年發生1,000多起火車交通

事故。由於基礎設施陳舊，鐵路貨運能力不斷下滑，貨運總量僅占鐵路

運輸的4%。在城市公共交通方面，地鐵建設主要集中在開羅。1987年10

月開始運營的的開羅地鐵現有3條線路，2012年3號線一、二期正式開

通，三期、四期還在建設中。4號線、5號線、6號線均已規劃。埃及國

家隧道管理局擬在2032年前新建6條地鐵線路，以將大開羅地區與周圍

郊區相連接。 

（三）航空業 

埃及共有22座機場，其中10座為國際機場。2018-2019年全球競爭力

報告中埃及空港競爭力指數排全球第52位。埃及開羅國際機場是非洲地

區第二繁忙的機場。第二和第三航站樓分別於1986年和2009年投入商業

運營，大大增加了機場的旅客運送能力。目前所有埃及機場尚未開放特

許經營權。開羅國際機場占埃及航空總客運量的37.8%，沙姆沙伊赫機

場占6.5%，赫爾格達機場占11%。國內航班人數為410萬人次。 

（四）河運及海運 

埃及境內的尼羅河全線可通航，加上灌溉用的河渠，可通航水道總

長約3,500公里，但利用率不高。較為常用的線路有開羅至阿斯旺航線，

長度980公里；開羅至亞歷山大，長度205公里；開羅至杜米埃塔，長度

241公里。政府2009年制訂了內河航運發展規劃，主要是河道疏通和內

河港口建設，發展目標是實現阿斯旺至尼羅河入海口全線通航。另蘇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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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運河長190.25公里，寬280-345米，水深22.5米，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

繁忙的運河之一，全世界10%的海運貿易需經過蘇伊士運河。每年帶來

約60億美元的收入。 

政府曾於2021年大張旗鼓地對運河中斷進行了拓寬工程，使該運河

2022至2023年期間的創收打破歷史紀錄，這之間蘇伊士運河的收入達90

億美元。2023年10月，葉門「青年運動」叛軍以聲援巴勒斯坦為由，

2023年10月下旬開始襲擊往來紅海商船。蘇伊士運河管理局（SCA）局

長奧薩馬·拉比表示，一月份的收入同比下降了40%。。埃及堪稱紅海危

機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該國正處於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中，而蘇伊士運河

使用費收入是其外匯主要來源之一。作為糧食進口大國，埃及需要用外

匯購買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以養活超過1.1億的埃及人口。 

在海運方面，埃及海岸線總長2,900公里，有7條國際海運航線，現

有亞歷山大、塞得港、杜米亞特、蘇伊士等62個港口，年吞吐總量為

800萬集裝箱，海港貿易量為1.01億噸。蘇伊士運河是溝通亞、非、歐的

主要國際航道。亞歷山大是埃及最大港口。塞得港正成為埃及最大的集

裝箱轉運樞紐。蘇科納（Ein El Sokhna Port）港口位於蘇伊士運河南面

入口約30海裡處。可直接從Sokhna港口保留蘇伊士運河通道，避免錨定

在蘇伊士前。距離埃及首都開羅（Cairo）只有110公里，港毗鄰蘇伊士

西北經濟區。近年來，埃及港口建設不斷發展，吞吐能力逐年增加，長

期困擾埃及港口的壓港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埃及還擬加大港口建設，

將貨物吞吐能力由目前的2.3億噸增至3.7億噸（至2030年），其中重點建

設的港口是塞得港和亞歷山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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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勞工 

一、勞工素質及結構 

（一）埃及因為出生率高達2.36%，每年有近200萬人口增加，基礎勞動力供應

充裕，惟產業仍仰賴農業生產為主，高階製造技術工人缺乏，往往需自國

外引入。 

（二）埃及人口1.04億，16歲以下者視為童工，總勞動人口規模逾2,930萬人，失

業率為7.2%，在勞動人口中，男性比例高達80%，高等教育（大學以上）

的比例占34%。 

二、勞工法令 

（一）法源 

埃及勞動力市場受2003年新統一的第12號勞動法的監管。新法律包括

257條條款，涉及規範埃及勞動力市場的所有法律方面。新法律旨在增加

私營部門的參與，同時實現雇員和雇主權利之間的平衡。新法律解決的最

重要問題之一是雇主解僱雇員的權利及其相關條件，以及賦予雇員根據新

法律規定的控制和程序進行和平罷工的權利。 

（二）外籍員工聘用比例 

任何機構中的非埃及雇員人數不得超過非技術或半技術工人總勞動力

的10%。對於技術工人，埃及勞動力的限制是25%。此外，外國雇員的總

薪酬不得超過企業總工資的35%。根據2024年5月1日規定，埃及勞工最低

薪資上漲為6,000埃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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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休假 

雇員每工作滿一年，可享有至少21天的帶薪年假，服務期少於一年，

則按比例給假。員工連續工作10年或年滿50歲後，該年假可增加至一個

月，每週休息日和法定節假日不計入年假。 

員工在法定假期工作，員工有權加班，但須按正常工資的兩倍支付。 

另依《勞動法》第51條規定，因意外原因請假每年不得超過6天，每次最

多2天，該休假計入職工年休假。 

１、病假：依《勞動法》規定，由相關醫療負責人出具證明，生病的雇員

有權申請病假，並應根據《社會保險法》獲得補償（每年最多6個月

的帶薪病假，病假期間補償薪資可依正常工資的75%支付）。用人單

位不得因病終止勞動者的服務，勞動者未用完上述期限的除外。 

產假和育兒假Ｌ為雇主服務滿10個月的女性有權享受90天的產

假，包括分娩前的全額工資。女雇員在其工作期間不得享受兩次以上

的產假。在分娩之日後的24個月內，有權每天休息兩次（每次30分

鐘）來哺乳。 

２、僱傭合約：必須以書面形式為之，共一式三份並以阿拉伯語書寫。僱

傭合同可以是固定期限或無限期的。勞工與用人單位在期滿後，無合

約而繼續僱用者，視為無限期續簽合同，另勞動合同應當註明試用期

且不得超過三個月，亦不得在同一用人單位多次試用。 

３、工作時間：員工每天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或每週工作6天不得超

過48小時。大多數私營部門員工每週工作5天，通常是周日至週四。 

４、社會保險和公共健康保險：2022年公告每月基本工資為2,400 LE，

2024年調高至6,000 LE（US$125），上漲約71%。雇主和雇員負擔分

別為26%和14%；超過基本工資者，分別為雇主和雇員的24%和

11%。 



簽 證 、 居 留 及 移 民 

63 

第捌章 簽證、居留及移民 

一、居留權之取得及移民相關規定及手續 

埃及對於入境簽證相當寬鬆，於機場支付簽證貼紙費用後（目前為25美

元），即可入境停留30天，延長可至移民局申請3個月的展延停留或於離境時繳付

逾期罰款（每月500埃鎊，逾期未滿3個月，按3個月計價，之後按月計價）。亦可

申請電子簽證，費用一樣是25美金。2023年3月，埃及宣布將首次提供700美元的

五年多次入境簽證以促進旅遊業。 

目前外國人取得居留權的方式常見者如下： 

（一）購置不動產，金額10萬美元者，可申請一年期居留，20萬美元者，可申

請二年期，依此類推，相關程序可以委請律師代辦。 

（二）公司股東身分，依照公司型態分為一年期或三年以上。從事一般貿易、

顧問等分生產事業者，可申請為一年期的工作證與居留簽證，生產製造

業者，可申請三年以上長期工作與居留簽證。 

（三）專業人士，依照合約、公司規模等不同條件，可以申請一年期或一年以

上之工作與居留證。 

（四）依親居留：依配偶條件，檢附相關文件並經大使館認證後之有效文件，

可由其配偶申請，可申請長期居留證。 

（五）學生居留：申請本地高等教育合法教育機構核發的入學證明，可申請學

生居留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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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聘用外籍員工之規定 

埃及對於聘用外籍工作者，有10%的聘用比例，相當於每10位員工中，僅有

一位可為外籍人士，其聘用程序與文件，依工作內容、合約、企業內擔任職務與

身分而有差異，細節可以請律師代辦較為省事。 

三、外商子女可就讀之教育機關經營情形 

埃及臺商不多，大部分聚集於開羅、亞歷山大等都會地區，子女就讀學校依

照經濟能力與居家所在，大學或專科以下，會分別就讀附近的公私立學校，其中

大學以下之公立學校費用相當便宜，相當於免費，至於私立學校分為二類，非國

際性的學校，每年學費平均約2萬至5萬埃鎊之間，至於國際性的學校，則為10萬

埃鎊以上。 

埃及的學齡與作息制度與英國相似，簡單分類及受歡迎的國際學校如下： 

學制 年齡 平均每班人數 

Pre-primary 4-5 36 

Primary level 6-11 27 

Secondary level 12-17 16 

（一）CAC – Cairo American College     https://www.cacegypt.org/  

（二）MET – Metropolitan School        https://metropolitanschooleg.com/en/  

（三）DEO Kairo – Deutsche Evangelische Oberschule（German School）     

https://deokairo.com/home.html  

（四）MBIS – Maadi British International School  https://www.mbisegypt.com/  

（五）BISC –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chool, Cairo   https://www.bisc.edu.eg/  

（六）Lycée français du Caire     https://www.lfcai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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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MES – Modern English School 

https://www.mescairo.com/index202012.asp  

（八）AISE –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Egypt 

https://www.aisegypt.com/page.cfm?p=3605  

（九）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houeif  https://isccairo.sabis.net/  

（十）MCE – Malvern College Egypt https://malverncollege.edu.eg/ 

若是大學或專科的高等教育，目前埃及的選項也不少，其中10大熱門學校名

稱與網站如下，但多數臺商子女多會考慮美國大學： 

Top 10 Universities in Egypt: 

（一）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AUC）  https://www.aucegypt.edu 

（二）German University in Cairo（GUC） https://www.guc.edu.eg  

（三）British University in Egypt（BUE） https://www.bue.edu.eg  

（四）French University in Egypt  https://ufe.edu.eg  

（五）Egypt-Jap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s://ejust.edu.eg  

（六）Cairo University  https://cu.edu.eg/Home  

（七）Ain Shams University  https://www.asu.edu.eg  

（八 Modern Sciences and Arts University（MSA）

https://msa.edu.eg/msauniversity/  

（九）October 6 University（O6U） https://o6u.edu.eg/default.aspx?id=70  

（十）Arab Academ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 Maritime 

https://www.aast.edu/e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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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玖章 結論 

一、埃及投資之優、缺點 

（一）優點 

１、快速發展的基礎建設： 

埃及各項基本建設發展相當快速，鐵公路、航空、海運及港口

等交通建設已備基礎提建，能配合經濟發展需要外，政府持續加大

公共建設。 

２、勞力充沛： 

全國40歲以下人口占7成，雖為穆斯林國家，但男女平等，基

礎教育水準佳，低層次之勞工供應無缺，較適合勞力密集產業之投

資。 

３、治安環境及教育制度良好： 

埃及一般社區居家治安環境良好，高級住宅區之生活環境不遜

於歐美國家；國際性的教育機構相當多，各私立學校對學生之行為

規範及教育水準已具國際水準。 

４、可拓銷週邊國家市場： 

位臨地中海及紅海，加上與歐盟、非洲、海關國家都簽有貿易

協定，貨物進出方便且免關稅優惠，適合做為生產配銷的區域中

心。 

（二）缺點 

１、勞工效率不彰且假日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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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雖以穆斯林為主，但仍有部分基督教徒，當地假日兼顧二

方，除齋月期間會調減每日工外，還有回教新年等連續長假，有效

工時相對變少，加上工作效率差，必需採用自動化生產，控制僱用

本地員工數量因應。 

２、週邊工業支持待改善： 

埃及近年強調本國生產製造，但缺少機械及其精密零主件週邊

衛星工業之支援，生產機器設備之零配件大都需進口，必須保持一

定零件庫存量，以免在緊急需要時亦易造成停工影響生產。 

３、賦稅高及高匯率風險： 

埃及有14%VAT，外加企業營業稅20%以上，致使廠商之營運

成本提高，加上埃幣值近年來貶值波動甚大，埃及銀行外匯存底不

多且外債多，經常有匯率波動與管制之風險。 

４、申辦居留工作簽證耗時： 

埃及雖然鼓勵外資，但亦同時設定1:10的本地員工僱用比例，

讓外商引進專業技術人員及經理管理人員受限，且申辦外人工作與

居留作業時，必須進行身分國安審查，耗時數月，對投資人自海外

聘用專業人才造成困擾。 

二、結論 

埃及作為投資目的地具有許多優勢：地緣戰略位置、土地可用性、太陽能和

風能發電能力、熟練的人力資本以及龐大的國內市場。它很容易成為非洲和中東

和北非地區的製造中心。這些都是有形資產。投資者還需要對無形資產，尤其是

投資便利化感到放心。 

投資便利化政策已成為健全和可持續投資環境的一個日益重要的方面。投資

者需要看到的是常識性的政策和法規。換句話說，投資者需要： 



結 論  

69 

（一）可預測性和透明度 

（二）簡化授權程序，確保快速處理申請 

*聯絡點（一站式服務），以促進投資者與行政部門之間的互動； 

*投資制度的法律確定性，包括稅收和激勵措施。 

此外，這必須與堅實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公平快速的爭端解決機制相結合。

穩定的商業和法律環境以及私營和公共部門之間的公平競爭環境是在埃及吸引新

投資的必要條件。 

埃及一直在朝著這個方向邁出重要的一步。在2022年10月的經濟會議上，總

理確認改善投資環境仍然是埃及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政府將做出巨大努力透

過監管改革和升級基礎設施來吸引投資—如蘇伊士運河經濟區的發展是埃及經濟

發展的一個很好的例子。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的協議以及最近宣布的經濟改

革和政策舉措，例如國家所有權政策、競爭中性原則、即將出台的新工業和氫能

政策，都指向埃及的新投資框架。 

走向轉型總體經濟指標給埃及社會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因此，在2023年及以

後，政府有望做出一些及時的決定，包括： 

（一）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轉變為私營部門的推動者、監管者和支持者，幫助

其發展並提高競爭力。透過包括但不限於數字化轉型在內的多種方式，

全面加快結構改革和優化效率水平。使該國成為對國際投資者更具吸引

力的商業目的地，這可以在不同的經濟部門產生外國直接投資而不僅是

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 

（二）使公共支出合理化，並將重點放在教育和衛生等部門。透過投資於埃及

具有競爭優勢的關鍵部門和行業（例如旅遊業）來改變出口收入。 

（三）除了努力減少國家債務外，還要利用跨境貿易。 

展望未來，埃及面臨著安全和地緣政治風險，這些風險主要與鄰國，特別是

利比亞、蘇丹和衣索比亞潛在的不穩定蔓延有關。除此之外，埃及總體上有著良



埃及投資環境簡介  

70 

好的國際關係，特別是與海灣合作委員會的關係，埃及將在未來幾年需要並獲得

海灣合作委員會提供的財政支持，以補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 

2024年對埃及而言，預計將是艱難的一年，但埃及政府必需認真因應此些挑

戰。透過加強發展工業和旅遊業、增加出口與外匯收入來源來實現，而目前埃及

鎊兌美元的匯率在1:47區間震盪，未來是否可以回穩，將會對整個經濟穩定有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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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我國在當地駐外單位及臺（華）商團體 

一、駐外單位 

開羅臺灣貿易中心（Taiwan Trade Centre, Cairo） 

地址：4FL, Plot No.69,  Sector 1, South 90th St. 5th Settlement, New Cairo, 

Egypt 

Tel:（202）28133511   Fax:（202）28133514 

E-mail:cairo@taitra.org.tw 

二、臺（華）商團體 

（在埃及無相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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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當地重要投資相關機構 

投資與自由區管理總局（GAFI）： 

https://www.investinegypt.gov.eg/English/Pages/AboutUs.aspx 

No. 3, Salah Salem St. 

Nasr City, Cairo, 11562, Egypt 

Email: investinegypt@gafi.gov.eg 

Tel : 20 -16035  本地專線電話 

該機構職責包括：制定並實施吸引投資政策、全國商業註冊活動、內外資項

目審核和管理、投資者服務、自由區管理、實施《投資法》、改善投資環境等。

其總部設在開羅，而在齋月十日城、伊斯梅利亞、亞歷山大、蘇哈格和艾斯尤特

設有5個分局，在各省設有10個辦公室和9個代表處；為便利投資者就近辦理手

續，該局在全國設立11個投資者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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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當地外人投資統計 

表一、2023年埃及FDI投資金額 

國家地區 FDI（百萬美金） 

EU 6805.6 

Arab Countries 7289.9 

USA 2304.1 

Other Countries  4652.0 

Total 21051.6 

表二、來自歐洲地區的前10大投資國 

排名 歐盟國家 FDI（百萬美元） 

1 Italy 2630.6 

2 The Netherlands 1126.9 

3 Luxembourg 830.9 

4 France 591.3 

5 Belgium 557.6 

6 Germany 355.7 

7 Spain 161 

8 Ireland 133.3 

9 Portugal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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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歐盟國家 FDI（百萬美元） 

10 Sweden 108.9 

 總計 6504.3 

表三、來自其他地區國家之FDI投資 

排名 其他地區 FDI（百萬美元） 

1 Switzerland 943.3 

2 China 956.7 

3 Singapore 432.8 

4 South Korea 173.9 

5 Turkey 167.2 

6 Canada 113.5 

7 India 106.8 

8 Bermuda 97.1 

9 Japan 68.4 

10 Chile 63.9 

11 Taiwan 4.5 

資料來源：埃及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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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我國廠商對當地國投資統計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司核准對外投資統計，截至2023年底，尚無我國廠商赴

埃及投資案件。 

 

  



埃及投資環境簡介  

76 

附錄五 參考資料 

網站： 

1. GAFI：https://www.investinegypt.gov.eg/english/Pages/default.aspx 

2. 埃及美國商會：https://www.amcham.org.eg/amcham-egypt/about-us 

3. EIU：https://viewpoint.eiu.com/analysis/geography/XN/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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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投資促進司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 82 號 3 樓 

電話：+886-2-2389-2111 

傳真：+886-2-2382-0497 

網址：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 

電子信箱：dois@moe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