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的製造業是其經濟的基石，在貢獻

印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主要產業中位
居其一。該國持續吸引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

（FDI）進入製造業，這主要得益於其龐大
的內需市場、具競爭力的勞動成本以及有利

的政府激勵措施。

為了促進外資投資，印尼政府推出了一

系列改革和政策，旨在改善投資環境。主要

措施包括簡化法規、提供稅收優惠、建立特

殊經濟區以及支持基礎設施發展。這些舉措

共同將印尼塑造成為外國公司尋求製造業機

會的理想目的地。

越來越多扣件製造商正在探索東南亞的

事業拓展機會，而印尼已成為主要目的地。

憑藉其不斷增長的經濟、戰略位置、政府激

勵措施以及原物料的可獲得性，印尼為工業

發展提供了競爭環境。本文探討為何在印尼

設立工廠對扣件業而言是一項戰略性舉措，

並為製造商提供可行的見解。

經濟穩定性與增長潛力

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也是該地區增長最快的國家之

一。世界銀行預測，2024年印尼的 GDP將增長 3.4%，這得益於
內需消費增加、年輕的人口以及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此增長創

造了穩定的經濟環境，對於製造業的長期投資至關重要。

此外，「印尼製造 4.0」計劃透過整合數位化和先進製造技
術專注於工業現代化，包括扣件行業。與此願景相一致的扣件製

造商可以獲得政府支持並進入現代工業生態體系。

有競爭力的勞動成本與人力資源發展

勞動力是製造業中成本最高的環節之一。印尼是亞洲其中一

個最具成本效益的勞動市場。印尼製造業工人的平均月薪顯著低

於鄰國有如 :泰國和馬來西亞。

然而，成本優勢並不以品質為代價。印尼政府正在大力投資

於技能發展，以確保勞動力能夠滿足工業自動化和先進製造的需

求。製造商可以與當地培訓機構合作，建立量身訂製的人力資源

計劃，確保穩定供應熟練的勞動力。

戰略地理位置

印尼的位置是另一個關鍵優勢。該國位於全球主要貿易路線

上，並位於東盟的中心，使其成為製造和經銷的天然樞紐。在印尼

設廠的扣件製造商可以減少對區域和國際市場的交期和運輸成本。

此外，該國在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體制下日益增加的貿
易協定，使製造商能以減稅方式向其他成員國出口產品，打開了越

南、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市場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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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激勵措施與產業政策

印尼政府積極支持外國在製造業中的投資。對

於在主要工業區域建立據點的公司，可享受免稅

期、原物料和資本財免徵進口關稅以及簡化許可

流程等激勵措施。

扣件製造商可以特別受益於這些激勵措施，

尤其是在「印尼製造4.0」藍圖下確認的優先領域。
政府還在基礎設施方面進行投資，包括 :港口、
鐵路和工業園區，藉此建立整合型製造樞紐，簡

化物流。

原物料的可獲取性

印尼擁有豐富的原物料，如 : 鋼鐵、鎳和
鋁 ...等，這些都是扣件生產所必需的。該國強大
的礦業和金屬工業提供了可靠的供應鏈，減少對

進口及相關成本的依賴。

此外，政府鼓勵在國內增加附加價值，為製造

商提供機會以本地採購原物料並促進下游產業發

展。扣件製造商可以探索與當地供應商建立夥伴

關係，以確保取得穩定且具成本效益的材料供應。

提供給扣件製造商的見解

1. 將營運當地化
透過採購當地原物料和雇用當地勞動力，製

造商可以顯著降低成本。在當地設立據點還能幫

助公司調整產品以滿足印尼及整個東盟地區的特

定市場需求。

2. 採用永續性作為
永續性正成為全球製造的焦點。印尼提供了

將可再生能源以及環保作為與製造融合的機會。

扣件製造商可以順應這些趨勢，以提升品牌聲譽

並符合新興國際標準。

3. 善用數位化
隨著印尼政府推動工業 4.0，製造商有機會將

自動化和數位化技術整合到工廠中。這可以提高

效率、減少浪費並在品質和交期上創造競爭優勢。

4. 加入成為產業聚落的一員

印尼的工業區旨在促進企業之間的合作。扣

件製造商可以從這些聚落的共享基礎設施和夥伴

關係中受惠。

需考量的挑戰

印尼儘管擁有優勢但也面臨一些挑戰，包括：

• 法規複雜性：要熟悉印尼複雜的法規框架可能會很繁瑣。聘請
當地顧問或法律顧問可以簡化合規過程。

• 基礎設施缺口：儘管印尼政府在基礎設施發展方面取得了進展，
但某些地區仍可能面臨物流瓶頸。製造商應仔細評估據點距離港

口和工業樞紐多遠。

• 環境法規：隨著印尼推進氣候目標，公司需要確保遵守更嚴格的
環境標準。這需要對永續實踐和技術進行投資。

給扣件製造商的建議 

1. 進行可行性研究 
在投資之前，製造商應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以確定最佳位

置、評估勞動力可用性並了解市場需求。

2. 投資於員工培訓
為確保營運效率，扣件製造商應投資於培訓計劃，以培養熟練

勞動力，特別是自動化和品保相關的職員。

3.與政府合作
與當地政府機構建立良好關係，可以幫助製造商更有效熟悉法

規並受惠於激勵措施。

4. 採納循環經濟
透過結合回收再利用的策略，製造商可以降低材料成本並符合全

球永續發展趨勢。此外，在要求環保產品的市場中也能產生競爭優勢。 

結論

印尼為外國投資者 (包括台灣公司 ) 提供有利的環境，其政策允
許外資在許多產業擁有完全的所有權。政府提供各種優惠措施，如：

稅務減免，特別是在經濟特區 (SEZ)，所有符合資格的外國投資者均
可享受。

台灣投資者沒有受到特定的限制。然而，根據中國投資者近期

的經驗，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轉變可能會影響投資獎勵和法規的應用。

最近印尼政治版圖的轉變已引起一些中國投資者對政府支持和政策

可能變化的疑慮。因此，台灣投資者應隨時瞭解任何可能影響投資

環境的政治發展。

儘管許多行業對外商投資開放，但某些行業仍有限制，或可能

需要與當地實體合作，如「禁止投資清單」所列。台灣公司應檢閱

此清單，並諮詢當地專家，以確保符合規定。

台灣與印尼的經濟關係密切，台灣投資者已在各產業取得成功。

透過徹底的盡職調查、與當地主管機關接洽，以及善用雙邊關係，

台灣企業可以有效地掌握印尼的投資環境。

總括而言，印尼仍是吸引台灣投資的目的地。雖然印尼沒有特

定的限制，但隨時更新政治發展及特定產業的法規消息，將有助於

確保投資過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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