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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24 日 

 

我國與加拿大完成投資協議談判 

 

我國與加拿大於本日共同宣布「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rrangement)相關談判順利完

成，這是加拿大於 2021 年修訂其對外洽簽投資協議之範本後，首

個完成談判的雙邊投資協議，也是繼台加 2016 年「避免所得稅雙

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議」後，又一個重要台加雙邊經貿協議，有

助台灣企業全球投資布局。 

 

台加投資協議是近年來國際各國間所簽訂的投資協議中，提供投

資人最完整的保障，可預測性及便利度最高，並充分考慮中小企

業、婦女、原住民的權益，是一份高標準的協議，全文及附件大約

會有 70 餘條文，充分彰顯雙方符合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 

 

台灣、加拿大互為重要經貿夥伴，2022 年雙邊貿易總額約為 58 億

美元，台灣更為加拿大在亞洲的第 6 大貿易夥伴。累計至 2022 年

底，台灣對加拿大投資金額近 6 億美元，加商來台投資金額近 10

億美元。 

 

我國企業在加拿大投資經營規模穩健成長，主要投資業別為 IC 通

路、再生能源、資通訊、生技製藥、運輸、金融、零售等，台加投

資協議將進一步協助我國中小企業拓展加拿大市場。加拿大則有

北陸能源、魁北克退休管理機構來台投資離岸風電計畫，助益台

灣達成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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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將於 2024 年擔任 CPTPP 輪值主席國，為美、加、墨自由

貿易協定及 CPTPP 的重要成員，在國際經貿議題的討論上，一向

扮演領導的角色，且極為重視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及政策的包容性，

對婦女、原住民、中小企業及環境的保護等均會要求明確列入與

他國簽署的協議中。加國為全球第 10 大經濟體，是七國集團(G7)

國家成員，在 G7 國家，加拿大人口成長最快、金融穩定度最高，

且為企業新增投資稅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台加雙方係於今年 2 月由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政務

委員鄧振中與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共同宣布啟動本項談判。

在開啟談判前，雙方已先就協議內容的主要概念經過一年的探索

性討論，確認彼此理念一致，因此在充分準備下，雙方談判過程

相當順利，起談後歷時不到一年即獲得豐碩成果。過程中，我方

亦與產業界及利害關係人舉行論壇及視訊會議，獲得相當支持。 

 

雙方談判團隊將繼續進行協議條文文字的法律檢視，協議將以中、

英、法三種語文版本均具同等效力，爰還有相關翻譯及 3 種語文

版本之確認等工作，俟雙方各自行政程序完成後，即可正式簽署。 

 

 

附件一、台加投資協議主要內容 

附件二、台加雙邊經貿關係 

附件三、加拿大對外關係及經貿策略 

 

新聞聯絡人 : 蕭振榮 執行秘書 (02)2389-1999、0919-20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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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加投資促進暨保障協議主要內容 

 

台加投資促進暨保障協議比照近期國際間簽署的投資協定，不僅

納入完整的投資保障規範，地主國除了經雙方同意已提出保留的

項目，不可進一步增加投資限制措施，以確保投資者享有可預測

與穩定的投資環境，但同時地主國仍保有依照國內政策目標進行

規範的權利，並認同企業社會責任、文化多樣性、環境保護、性別

平等、勞工權益、包容性成長等價值，係一高標準的投資協議。協

議主要內容如下： 

 

 平衡投資者權益與地主國規範權利的包容性協定： 

 雙方政府保有為實現健康、安全、環境、性別平等、原住

民族權利、文化多樣性等合法政策目標而進行規範的政策

空間。 

 對國家安全及原住民族之保護訂有例外條款，不須遵循協

議規範。 

 鼓勵婦女、中小企業、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參與投資活動。 

 

 提供完整的投資保障規範： 

 涵括核心投資保障條款，如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損失

補償、徵收、資金移轉等。 

 給予投資者公平公正、非歧視之待遇，以及人身安全之完

整保障。 

 投資法規之制定與施行須遵守透明化要求。 

 優先以友善協商的方式解決投資爭端，若協商不成且地主

國與投資人均合意時，可進入國際仲裁。 

 

 不可增加投資限制措施，提供投資者可預測、穩定的投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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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雙方可繼續維持或放寬現行與投資相關之限制措施，惟不

可進一步擴大限制。 

 對於未來可能採取擴大限制之業別，經雙方同意可提列於

附件之保留清單。 

 禁止限制雙方企業之高階經理人、董事會人員之國籍，並

禁止要求採用特定比例之當地原物料進行生產，不得限制

出口比例或強制技術移轉。 

 

 投資促進及便捷化： 

 雙方提供對彼此投資人更有利之投資環境。 

 地主國對投資者提出許可申請之程序應明確且透明。 

 申請投資許可之相關費用應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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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台加雙邊經貿關係 

 2022 年台加雙邊貿易總額約為 58 億美元（台對加出口 33 億

美元、進口 25 億美元）。依據加拿大全球事務部於 2022 年 8

月 1 日公布報告 State of Trade 2022 The Benefi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我國為加國 2021 年出口成長最快六個市場之一

（僅次於美國、日本及南韓）。 

 

 累計至 2022 年底，我對加直接投資金額近 6 億美元。主要投

資金融保險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以及批發零售業。 

 

 累計至 2022 年底，加商來台投資金額近 10 億美元。主要業

別包括：不動產、批發零售、金融保險、資通訊、製造業、

再生能源等。 

 

 依據加拿大亞太基金會於 2022 年 6 月 23 日公布的 2022 年投

資監測報告，加國 2021 年對亞太各國投資排名，我國躍升第

3 位（28 億加元），次於澳洲 153 億加元與印度 34 億加元

（中國則跌落為第 8 位）。 

 

 對加投資之主要台商：台積電、能元科技、台達電、鴻海、

研華、華碩電腦、宏碁電腦、趨勢科技、緯創、文曄科技、

保瑞藥業、杏輝藥廠、中華航空、長榮航空及海運、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等。 

 

 對台投資之主要加商：北陸能源（Northland Power 

Inc.,NPI）、安大略教師退休基金計畫(OTPP)、魁北克退休管

理機構(CDPQ)、Sierra Wireless、龐巴迪（Bombardier）、

Roots、Lululemon、Medicom、GaN Systems、Sidense、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state-trade-commerce-international/2022.aspx?lang=eng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state-trade-commerce-international/2022.aspx?lang=eng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state-trade-commerce-international/2022.aspx?lang=eng
https://investmentmonitor.ca/insights-reports/investment-monitor-2022-post-pandemic-recovery-and-canada-asia-fdi-rebound
https://investmentmonitor.ca/insights-reports/investment-monitor-2022-post-pandemic-recovery-and-canada-asia-fdi-rebound
https://investmentmonitor.ca/insights-reports/investment-monitor-2022-post-pandemic-recovery-and-canada-asia-fdi-re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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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light Software、Steripro。 

 

 加拿大在 G7國家中投資環境優異，積極吸引國際企業深耕

布局 

 

 依據加拿大招商機構 Invest Canada 資料，加國為全球第 10

大經濟體，是七國集團(G7)國家成員，在 G7 國家，加拿大

人口成長最快、金融穩定度最高，且為企業新增投資稅率

最低的國家之一。 

 加拿大具有世界級之數位科技、先進製程、人工智慧產業

聚落，且聯邦政府及各主要省政府均爭相提供投資獎勵吸

引國際企業，協助外資企業在加拿大取得資金、技術、人

才、合作夥伴，以協助企業於加拿大深耕，從而布局全球。 

 台加雙方於 2016 年已簽有「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

稅協議」，現又與加拿大完成投資協議談判，有助台灣企業

全球投資布局。 

 

 台加均以對外貿易及吸引外資為重要經濟政策，將致力在高

標準的經貿協定下互惠互利 

 台灣的民主法治、經濟實力、中小企業活力與高素質的人

才，尤其在疫情期間所展現的韌性與良善力量，獲得理念

相近國家一致肯定，因此加拿大與台灣在歷經數次的探索

性討論之後，雙方決定啟動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談判，並

已順利完成。 

 依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23 年世界投資

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22 年加拿大為全球第 7

大投資目的地、第 8 大投資來源國，我國與加拿大簽署投

資促進及保障協議後，將更能彰顯我國接受高標準的國際

經貿規則的意願，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強化吸引加拿大



 
新  聞  稿 

 
 

7 

企業來台投資，並有助我企業在加進行國際布局，擴大雙

方投資貿易活動。 

 

 台加雙邊關係穩定成長，經貿與投資在後疫情時代持續加溫 

 台加在經貿、科技、供應鏈、文教及原住民族等多項領域交

往緊密，疫情期間，加拿大對運動器材、手提電腦、電子設

備、半導體等需求旺盛，而我國防疫有成，製造工廠受疫情

影響小，供應鏈相對穩定，且相關產品質優價廉，台灣知名

度大幅上升，為台加經貿關係打了一劑強心針。 

 依據加拿大公布的資料，加拿大 2021 年對亞太各國的投資

排名，我國躍升為第 3 位，僅次於澳大利亞及印度，我國

亦為加國 2021 年出口成長最快六個市場之一。 

 擔任國機國造領航者的漢翔公司 2023 年 8 月舉辦

「Challenger 系列商務客機後機身第 1000 架交機典禮」，蔡

總統親自出席盛會。漢翔透過與加拿大龐巴迪公司的合作，

讓臺灣的航太產業進軍國際，這第 1000 架飛機不僅是雙方

25 年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更見證台加間深厚且互相信賴的

航太技術合作。此外，舉世知名的 101 大樓中的金色大球

抗風阻尼器就是由加拿大公司設計、台灣製造，一樣彰顯

台加間的互補合作。 

 我國企業在加拿大投資經營規模迅速擴大，涉入之產業類

別相當廣泛，相關企業包括台積電與趨勢科技等資通訊業、

台泥集團之能元科技與東元電機等製造業，以及生技、金

融、運輸與零售業等，全球第四大 IC 通路商文曄科技於

2023 年 9 月宣布併購加拿大電子元件通路商 Future 

Electronics。加國企業在臺投資代表企業則有北陸能源、

GaN Systems，為我國離岸風電及化合物半導體產業的重要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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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除了在加國首都渥太華設有代表處，東、西岸各設有

多倫多及溫哥華辦事處，我國新設在加拿大魁北克省首府

蒙特婁（Montréal）市的辦事處將於 2023 年底前正式掛牌。

加拿大卑詩省政府也於 2023 年 5 月在台設立投資貿易辦

公室，將台灣視為重點出口市場，顯見雙方關係日益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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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加拿大對外關係及經貿策略 

 加拿大活躍於國際經貿舞台，積極引領國際經貿規則討論 

 加拿大在國際經貿議題的討論經常扮演引領者的角色，呼

籲各國遵守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引領渥太華集團

（Ottawa Group）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亦積極領導各

項倡議，在發展對外貿易方面，加拿大一向注重健全國際

貿易秩序，秉持自由化與全球化的精神，增進貿易夥伴間

的互惠與互利。 

 加拿大是七國集團(G7)國家成員，更是 2018 年 11 月跨太

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 11 個簽署國，並將在

2024 年擔任 CPTPP 輪值主席國。 

 加拿大與美國、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

重新談判後於 2020 年 7 月生效並更名為美墨加協定

（USMCA；加拿大則稱之為 CUSMA），也為全球經貿規

則寫下新的篇章。 

 

 加拿大強調包容性的成長，與我國一樣重視婦女、原住民

族、中小企業的發展 

 面對全球化浪潮對社會經濟帶來的衝擊與反思，加拿大期

盼與理念相近貿易夥伴，加速推動包容性貿易與成長，共

同促進國際社會對婦女、原住民族、中小企業與環境等議

題討論。 

 加拿大將於 2024 年擔任 CPTPP 輪值主席國，在國際經貿

議題的討論上，加拿大一向扮演領導的角色，相當重視雙

向投資的促進與保護，所以在汲取了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

定及 CPTPP、USMCA等雙邊或多邊協議下的經驗，在 2021

年公布了對外洽簽投資促進與保障協議的範本，藉由以規

則為基礎的雙邊協議，創造一個穩定的雙向投資環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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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眼於包容性的成長，注重婦女、原住民及中小企業能共

同受益。 

 台灣與加拿大近年亦一同致力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提倡上述議題，台灣更在 2022 年 3 月與加拿大、紐西蘭、

澳洲共同成為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 Indigenous 

People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IPETCA）的創始成員。 

 

 加拿大的印太戰略重視與區域的經貿投資及供應鏈韌性合作 

 國土同時橫跨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加拿大，相當重視其太平

洋門戶的開放與暢通，以及與印太區域國家的交流及合作。

加拿大政府於 2022 年 11 月底發布印太戰略報告，強調印

太地區的未來，無論是安全、經貿、尊重國際法及人權、

民主價值、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等議題，均對加拿大至關

重要，尤其強調在印太區域提升貿易、投資及供應鏈韌性。 

 報告多處提及台灣，指出加拿大將持續深化台加關係的多

面向交往，就經貿、科技、供應鏈、公衛、民主治理及反

制假訊息等領域深化合作，並在支持台灣韌性的同時，提

升台加經貿以及人民對人民的連結。 

 加拿大在其印太戰略下，加國眾議院於 2023 年 3 月發布

「加拿大與台灣：動盪時局中的強健關係」報告，對深化

台加雙邊外交、安全、經貿等各項議題交流做出具體建議，

其中更言明台灣的未來只能由台灣人民決定，這份報告隨

即由國會議員訪團親自帶到台灣來，且加國聯邦政府亦於

9 月正式回應同意大部分建議內容。同年 7 月及 10 月加國

國會議員陸續組團造訪台灣，加拿大國會所代表的民意，

對我國的強大支持，不曾間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