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新南向國家金融業商機

1、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從中國大陸轉移生產據點或轉單的需求，將使東協國

家受惠，特別是人口眾多的國家如印尼、泰國、越南等，更有內需市場的誘

因。

2、依據商業週刊2019年東協1000大台商調查，台商投資家數最多的國家依序為

越南、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若以總營收來看，則依序為新加坡

、印尼、馬來西亞、越南、印度。以下就新加坡、越南、泰國、印尼之金融

業商機做簡要介紹。



新加坡：

(1)東協國家中唯一已開發國家，新加坡國土雖小，但法治制度完備，為亞洲

金融中心之一，扮演亞洲轉運及東協資金中心的角色，加上具備先進製造

環境，一直以來都是台商及外商的重點投資國家。

(2)新加坡為東南亞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金融商品多元，涵蓋資產管理、股票、

債券、保險、外匯及衍生性商金融商品。新加坡也是東南亞最重要的聯貸市

場之一，聯貸市場活絡，包括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聯貸案亦不少由

各銀行位於新加坡分行或子行負責籌組。台資銀行除了與新加坡前三大銀行

及大型外商銀行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外，大型外商銀行主辦之聯貸案如能爭

取共同主辦，亦有助於台資銀行提高於當地之能見度。



越南：

(1)在中美貿易戰升溫，越南成近期國際投資熱點，其具有的優勢為(1)已簽署了

17個自由貿易協議，具有稅負優勢；(2)勞動人口近七成；(3)具有人口紅利，

隨著經濟起飛，內需市場潛力大。

(2)越南是東協地區台商家數最多的國家，企業投融資需求強勁，包括商用不動

產開發、營運週轉金、跨境貿易融資等業務。在國民所得提升後，房貸、信

用卡等消金業務亦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3)隨著外人投資逐年成長，越南也開始出現土地、人力成本上揚、員工流動率

提高等不利因素，打算投資越南的企業或銀行須綜合考量各種有利不利因素

。



泰國：

(1)泰國於2017年推出泰國4.0及東部經濟走廊計畫之後，成功帶起投資熱潮。泰

國政府對於鄰近的緬甸、寮國等外勞亦有完整的輸入政策，缺工問題較不嚴

重。

(2)台資銀行在泰國當地以台商之企金業務為主。供應鏈融資亦有需求。另外泰

國為東南亞國家中Fintech發展較快的國家，行動支付使用率高，消金業務具

有發展潛力。

(3)許多中資及外資銀行積極爭取台商融資業務，台資銀行須積極因應，以免台

商市場逐漸被蠶食。



印尼：

(1)印尼是東協地區人口最多的國家(約2.7億人)，具有豐沛的天然資源及龐大的

內需市場，政府也不定期推出產業優惠，例如近期印尼政府推出之LCGC  

(Low Cost Green Car)，汽車業只要80%之零件在印尼生產就可享有稅賦優惠

。

(2)印尼基礎建設嚴重不足。據悉印尼政府正在草擬總金額5,957兆印尼盾(約

4,120億美元)的基礎建設計畫，計劃於2020~2024年期間新建25座機場及新電

廠等設施。印尼規劃部正在準備相關文件，將於總統佐科威就職第二任期後

正式提交。若該計畫付諸實行，將是基礎建設融資龐大的商機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