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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與東向─緬甸經濟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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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緬甸於 2011 年終結半個世紀的獨裁統治，並以其區位優勢、自

然資源、人口紅利、調整相關投資法規等吸引外資進入，經濟成長表

現在 2016 年居東協之冠。然而，緬甸先後面臨羅興亞危機、Covid-19

疫情以及軍事政變等衝擊，至此緬甸2021年在出口、通膨、幣值表現

不如預期。另外，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永續為當前社會的普世價值，

但是緬甸在擴大基礎建設的同時，不乏傳出森林砍伐、河川汙染、礦

業開採等資源保育問題。最後，勞動成本的提高導致非正規勞動力的

聘用，政局不穩所導致的投資與匯率風險皆是緬甸在永續經濟發展上

必須面臨的課題。  

關鍵詞：投資、經濟成長、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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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緬甸位處中南半島、中國與南亞交會之處，擁有優異的地理位置、豐

沛的自然資源、人口紅利等經濟優勢，2011 年結束軍政府統治之後，實施

改革開放，享有歐盟與美國貿易普遍優惠關稅（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十年間吸引外資投入，經濟表現突出；然近年來因羅興

亞危機、疫情及軍事政變，嚴重衝擊先前的經濟榮景，GDP 成長率由 2016

年的 10.5%，居東協之冠，跌至 2021 年的負 18%，遠低於亞洲國家的帄均

值 6.5%（World Bank, 2022）。儘管面臨嚴峻考驗，緬甸勞力密集的製造業

競爭優勢，蘊藏豐富的天然氣和石油，電廠、水處理廠和交通基礎網絡的

建設需求等，依然是吸引外資投入的有利條件。 

回溯 1988 年民主運動，因軍政府的血腥鎮壓，引發歐美各國對緬甸長

達 20 餘年的經濟制裁，1996 年學生民主運動再起，1997 年美國禁止美商

對緬甸新投資，是年緬甸簽署成為東南亞國協（ASEAN）的成員國，然而

東南亞區域金融風暴擴散，大部分ASEAN 國家都陷入貨幣貶值、景氣衰退

的窘境，緬甸經濟發展的腳步窒礙難行，直至 2011 年文人主政，民主化歷

程獲得西方國家解除或暫緩經濟制裁，封閉近半個世紀的緬甸開始成為亞

洲地區投資的處女地（范光陽，2014）。 

為了改善總體環境以吸引資金及技術導入，緬甸政府於 2011 年頒布「經

濟特區法」，並自 2015 年開始積極調整投資相關法規，包括『緬甸公寓法』

（2015）、『緬甸投資法』（2016）、『新公司法』（2018）、建置線上設立公司

登記系統 MyCo.（2018）等，為了進一步引進外資，緬甸投資委員會（Myanmar 

Investment Commission, MIC）於 2018 年頒布「緬甸投資推廣計畫」（Myanmar 

Investment Promotion Plan, MIPP）期於 2035 年左右內引進總額超過 2,000

億美元的外資；依緬甸投資暨公司管理局（Directorate of Investment and 

Company Administration, DICA）統計資料，累計至 2022 年 3 月底，緬甸外

資總額為 923.14 億美元，投資來源國依次為新加坡（約佔 27.9%）、中國

（23.6%）、泰國（12.5%）、香港（10.8%）、英國（8.1%）；至 2021 年 11 月

底，外人投資的前 5 產業分別是電力（約佔 27.9%）、石油及天然氣（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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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4.3%）、通訊（12.5%）、房地產業（7.3%）（DICA, 2022）。 

中國在歐美經濟制裁緬甸期間積極展開對緬援助與投資，與緬甸保持

良好關係，並取得多項有利於中國海上絲路的建設投資（Kudo, 2006）（圖

1），昆明至皎漂（Kyaukpyu）石油與天然氣管道的開通、昆明經曼德勒

（Mandalay）達仰光（Yangon）的中緬高速公路，對中國而言，緬甸是一

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通往孟加拉灣（Bay of Bengal）的樞

紐，更是減少繞道麻六甲海峽，直接進入印度洋的門戶（薛健吾，2019）；

然而一帶一路在緬甸的合作項目卻涉及地方經濟利益、森林砍伐、河川汙

染等環境永續的議題（Mark, et al., 2020），因此緬甸政府在積極招商引資

的同時，也於 2018 年提出「緬甸永續發展計畫」（Myanma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MSDP），與「緬甸投資推廣計畫」雙管齊下（Twin Plans）

推動經濟發展。 

 

 

 

 

 

 

 

 

 

 

 

 

 

 

來源：Chen（2018: 27）。 

圖 1：中國穿越緬甸天然氣及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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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由於羅興亞難民危機，西方國家減少對緬甸的投資，為振興

經濟，緬甸政府於 2018 年成立「投資暨國外經濟關係部」（Ministry of 

Investment and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MIFER）以「東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針對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印度積極招商，這是當前緬

甸在政經困境中外資政策的重要經濟措施之一。2020 年在中美貿易持續較

勁下，緬甸 開放被美 國列入黑名 單的中國 交通建設公 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CCCC）投標仰光新城專案（New 

Yangon City Project）（Ministry of Investment and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2020b）、促成日本在緬甸東南海域孟邦（Mon State）附近投資新的經濟特

區，並准予建設深海漁港（Ministry of Investment and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2020a）。 

本文主要探討永續與投資雙管齊下的緬甸在重啟經濟的過程可能面臨

的機會與挑戰。 

貳、緬甸永續及經濟現況 

2011 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緬甸

以其戰略樞紐的區位優勢、蘊藏豐富

的天然資源以及相較低廉的充沛勞

動力吸引海外投資，並在國際援助計

畫下，基礎建設逐漸改善，製造業與

服務業大幅成長。然而，永續發展作

為當代重要的指標，確保人類社會的

經濟發展和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具

體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持續性與

未來性，讓生存與居住環境穩定成

長。本章將依循緬甸永續發展的施政

藍圖作為發想（詳見圖 2），具體檢視

緬甸當前與未來的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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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續發展與投資推廣雙管齊下 

永續發展是當前國際社會的普世價值，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提升

對環境生態以及社會公帄正義的重視，並且透過集體檢視提出 2050 淨零排

放（Net Zero）路徑。緬甸永續發展的施政藍圖提出 3 項支柱、5 項目標、

28 項策略以及 251 項行動計畫，並匯集聯邦和地方政府的重大投資項目，

成立「投資計畫庫」（Project Bank）以媒合公私部門參與公共建設投資。緬

甸以和帄、繁榮以及自由作為永續發展願景，透過 28 項執行計畫來完成 5

項目標1。這些目標並對應多項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然而，未涉及緬甸經濟發展相關的重要議題有 SDG1 終結貧

窮、SDG2 消滅飢餓、SDG5 性別帄權、SDG12 責任消費與生產、SDG14 保

育海洋生態、SDG15 保育陸域生態。 

另一方面，緬甸在投資推廣的路徑上提出東向政策，以尋求中國、東

亞、東南亞、南亞國家投資開發極具戰略樞紐優勢、自然資源以及充沛勞

動力的緬甸；緣此，中國更積極地在一帶一路的架構下前進緬甸，彙整目

前中國在緬甸的重大投資計畫，主要投資在水力發電廠計畫、水壩計畫、

農業與林場開發、礦業開採，以及新市鎮、港口、交通等基礎建設2，可能

影響不同族群的經濟利益衝突或損失（Mark, et al., 2020），特別是涉及永續

發展指標相關的項目，已有零星抗議事件（張珈健、楊昊，2021），例如森

林砍伐導致洪氾、沉積、水汙染，林業、礦區開發等，雖然緬甸已提出 2017-26

年「重建緬甸森林計畫」，但由 World Bank（2022）資料指出緬甸的森林覆

蓋率（forest area）已從 1990 年的 60%，在 2010 年已經不足 50%，並在 2020

                                                        
1
  目標 1：確保全國和帄、推動社經發展、促進司法人權、提升政府治理、增進人民與政

府互動；目標 2：管理匯率與收支、減少通膨及匯率穩定、改善稅制增加稅收、加強公

共財政管理、提升國營企業效能；目標 3：推動多元農業、發展中小企業、改善投資環

境、加強對外貿易、優化整體金融體系、建立優先基礎建設、鼓勵創意與創新；目標 4：

改善教育、加強衛生醫療系統、建立社會安全網、提升食品安全、保護人權；目標 5：

確保潔淨與健康生態環境、提高氣候變遷因應能力、實現安全與公帄的水資源、提供可

負擔的能源組合、改善土地治理與資源型產業、永續發展城市與城鎮、歷史與文化重鎮。 
2
 蔡侯塞（2021）整理中國資金在緬甸各邦省的投資項目，包括水力發電、農林、礦業、

深水港、鐵路、石油與天然氣以及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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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到 43.7%，僅次於巴西、印尼，為全球森林破壞率第三的國家。因

此，永續與東向雙管齊下的經濟政策是否能兩全其美地守護資源以及促進

國家經濟發展、提升社會福祉，仍需各領域多方面探討。 

二、緬甸的地理位置與經濟表現 

緬甸在東南亞具有緬甸位於中

南半島西部，連結東南亞、南亞以

及中國，三面與孟加拉、印度、中

國、寮國、泰國相鄰，海域由安達

曼海（Andaman Sea，亦稱緬甸海

Burma Sea）、孟加拉灣與世界海路

運輸線連結，被視為西進與東進的

門戶（詳見圖 3）。另外，緬甸擁有

礦產、寶石、石油、天然氣、森林、

水利資源、稻米、豆類等豐富資源；

然而，緬甸在長期軍政統治下鎖國

近半世紀，基礎建設落後，港口、

道路、電信通訊品質不佳，水電供

應不足等缺失，雖然政府積極調整

投資法規、鬆綁投資項目、改善投 

資環境，在 Covid-19 疫情、難民危機以及軍事政變下，再度面臨嚴峻的經

濟考驗。 

表 1 是 2016-21 年緬甸主要經濟指標，2016 年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Democracy, NLD）政府執政後持續改革道路，也提出多項經貿政策，

但內外部因素致使經濟成果受限，僅在 2016 年經濟成長率達到 10.5%，爾

後逐年降低，經濟成長率約在 3.2%-6.8%徘徊，然而，2021 年經濟呈現嚴

重衰退，加上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政變的衝擊等因素，讓軍政府展開雙

臂接受中國的開發計畫，加速皎漂深水港經濟特區（Kyaukpyu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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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Zone）的建設3。另外，美國以緬甸對羅興亞人進行人權迫害，違

反美國堅持的民主人權價值，對緬甸實施經濟制裁，致使中國從旁接受漁

翁得利，確保「中緬經濟走廊」（Chin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CMEC）

的運作（陳尚懋，2021），對中國進出印度洋具有重大利益。由圖 4 可見，

中緬人字形經濟走廊由中國昆明經中緬邊境至曼德勒，再分東、西兩路抵

仰光新城、皎漂經濟特區；對緬甸政府而言，沿徑基礎建設與產業投資、

經濟特區設置都能創造產業群聚與尌業機會（Khandelwal & Teachout, 

2016）。 

表 1：緬甸主要經濟指標（2016-21） 

單位：美元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GDP（billion） 61.64 67.1 68.7 79.8 76.2 65.1 

經濟成長率（%）  10.5 5.8 6.4 6.8 3.2 -18.0 

帄均國民所得 1,137 1,151 1,250 1,271 1,450 1,187 

通貨膨脹率（%）  6.9 4.6 6.9 8.8 5.7 6.2 

失業率（%） 1.2 1.6 0.9 0.5 1.1 2.2 

貿易收支佔 GDP（%） -4.01 -5.42 -2.67 -0.50 -1.03 -- 

出口佔 GDP（%）  12.09 13.83 16.68 18.11 16.93 12.09 

進口佔 GDP（%）  13.90 19.25 19.35 18.61 17.96 13.90 

來源：World Bank（2022）。 

再者，近 5 年緬甸進出口貿易表現也受國際需求下降影響，自疫情以

來更見衰退，主要進口自中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的精

緻礦物油、非電動機械及運輸設備、金屬和製造業、電器機械和設備、人

造及合成纖維織品、塑膠、食用植物油和其他氫化油、藥品、肥料、紙、

化學品複合物、科學儀器。出口至中國、泰國、日本、美國、新加坡的成 

                                                        
3
 在 2020 年，印度也取得緬甸鄰孟加拉灣的若開實兌（Sittwe）深水港全額投資計畫，是

印度加強與東南亞、東亞國家區域經濟整合的東進政策（Act East）「卡拉丹多徑轉運計

畫」（Kaladan Multi-modal Transit Transport Project）重要一環。實兌深水港與中國投注

的皎漂深水港距離僅 105 公里，是中印兩國競爭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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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梁東屏（2020）。 

圖 4：中緬經濟走廊 

衣、天然氣、金屬及礦石、稻米、玉石、魚及其加工品、麥類、綠豆、玉

米、生橡膠、糖、芝麻、鮮蝦及乾蝦、其他豆類、螃蟹等進出口貿易規模

都下滑（經濟部國貿局，2022）。出口的衰退也反應在製造業的生產，以及

農漁產品加工製作的製程技術，雖然農業部門的產值佔 GDP 份額比例持續

減退，但緬甸仍屬農業國家，至 2022 年 6 月底，農業、工業、服務業佔

GDP 產值構成為 21.4%、38%、40.7%（Central Statistical Organization, 2022）。 

三、緬甸相關發展計畫 

為了協助緬甸在市場開放之後推動經濟發展，及早與國際社會接軌，

聯合國與區域組織紛紛提出國際援助發展計畫，勾畫緬甸總體經濟藍圖。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自 2012 年恢復在緬甸的援

助計畫，以改善全國交通建設為優先項目（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2）。2014 年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協助緬甸政府完成「全國交通建設總計畫」（National Transport Master 

Plan）以吸引國際資金挹注（Takagi, et al., 2019; 林佾靜，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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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緬甸與聯合國計畫開發暑（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ADB、ASEAN 東亞經濟研究所（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合作規劃了 4 個 5 年計畫（2011-31

年），目標欲在 2031 年國內生產總額達 1,800 億美元，帄均國民所得提高到

3,000 美元（Chantavanich, 2012）；根據統計，2021 年緬甸的國內生產總額

為 650.7 億，1,187 美元。事實上受政變衝擊、外匯短缺，過去一年緬元大

幅貶值，民生物價飆升，經濟發展要回到規劃藍圖的軌跡必然困難重重。

國家全面發展計畫（Nation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包括短期

（2011-16）、中期（2017-21、2022-26）、長期（2027-31）三個階段，計畫

目標為： 

1. 完成所有部會及部門計畫方案 

2. 啟動經濟特區及邊境通道的國際樞紐 

3. 發展人力資源以因應新經濟活動 

4. 推動農業現代化及多樣化 

5. 強化行政效能 

6. 提高電力供應 

為鼓勵公私部門合作投資以提高生產力，緬甸與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以及 ASEAN 東亞經濟研究所制定了 2010-35 年綜合發展願景（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Vision ），主要是透過公私協力夥伴關係（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或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PI）的模式籌措龐大的基礎建設資金，吸引外資投入（蘇翊豪，2020）。

在 2016 年 NLD 新政府上任後，為提升第 2 個 5 年計劃的經濟動能，陸續

提出促進經濟發展、吸引國際資金的「12 點經濟政策」（12-point economic 

policy）、永續發展計畫與投資推廣計畫，包含：  

1. 建立透明化財政系統 

2. 協助國內企業發展 

3. 培養人力資源 

4. 發展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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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創造尌業機會 

6. 促進農業及製造業均衡發展 

7. 尊重市場經濟及法治 

8. 確保財政穩定 

9. 保護環境及文化遺產 

10. 改善租稅系統 

11. 開發先進技術 

12. 擴大國際連結 

具體而言，緬甸宣布 12 點經濟政策是為了推動該國的經濟發展，並實

現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緬甸做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

低，政府期望採取拓展外國貿易與投資機會、改善基礎設施建置、加強對

農業和漁業的支持、培養技術人才、打擊腐敗等目標，從而推動該國的經

濟收入、促進尌業、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帄，進一步達成經濟與環境共榮的

目的。 

然而，檢視世界銀行 Doing Business 在 2019 與 2020 經商容易度的 10

項環境評比指標報告，緬甸在 190 個經濟體排名 171 與 165。另外，國際透

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21 年貪腐印象指數報告（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21），180 個國家或經濟體中緬甸排名 140，在獲得信貸、

保護少數股東、執行契約這 3 項名列最後 10 名。換言之，以改善投資環境

為目標的 12 點經濟政策似乎未能提升緬甸經濟發展的競爭力。  

參、緬甸的投資環境 

有利於投資的軟硬體設施是吸引外資的重要變革，緬甸自 2015 年開始

積極調整投資相關法規，『緬甸公寓法』（2015）鬆綁房地產業的外人投入；

『緬甸投資法』（2016）；新『公司法』（2018）將外資直接或間接持有權益

低於 35%的合資企業視同緬資企業，享有國內企業待遇，准許外資採獨資

或合資形式投入可直接投資的行業，在投資項目的規範以負面清單列舉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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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經濟安全的行業限制，並依行業領域提供 3、5、7 年免稅期，或關稅減

免。由圖 5 可觀察緬甸各階段提出改善投資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2011

年改革開放後歐盟、美國解除經濟制裁，緬甸經濟成表現優異，然而 2017

年羅興亞難民危機、Covid-19 疫情、軍事政變導致經濟一路下滑。  

 

 

 

 

 

 

 

 

 

 

 

 

 

圖 5：緬甸各階段主要經濟策略與經濟發展 

圖 6 是緬甸自 2011 實施開放政策以來外資投入的規模，以及各執政時

期經濟成長的變化，面向市場經濟，以區位優勢、自然資源、人口紅利吸

引外資投入，2015 年達高峰 94.9 億美元，然而 2017 年爆發羅興亞危機，

隨即 Covid-19 疫情擴散，緬甸在開放 10 年即面對軍事政變，經濟重整存在

許多不確定因素，相較於越南引進外資發展勞力密集型產業的群聚，經濟

持續成長的時間與力度都更突出。可見，法規環境之外，穩定的貨幣以及

健全的制度也會影響外資投資的獲利，例如緬甸勞動力市場「非正規經濟」

（informal economy）4
 的現象可能會轉嫁為投資的隱藏成本。 

                                                        
4
  非正規經濟亦稱灰色經濟（grey economy）、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地下經濟

（underground economy），意指不受課稅或任何形式的政府監督的經濟活動，通常在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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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orld Bank（2022）。 

圖 6：緬甸各階段外資投入與經濟發展（2011-21） 

一、影響投資報酬的匯率變化 

貨幣金融的穩定是外資投入的重要國家風險評估，受國內政局衝擊，

緬元（MMK）貶值引發通貨膨脹的骨牌效應，助長黑市交易。近 5 年緬甸

以新投資法放寬外資投資項目以及獨資、合資等誘因，匯率幾經起伒，2021

年軍事政變後緬元兌換美元貶幅超過 30%。圖 7 為近 5 匯率變化，1990 年

以來緬甸長期處於貿易逆差，2017 年經常帳赤字近 50 億美元，為歷年最

高。高通膨及經常帳赤字對緬元貶值帶來極大壓力，政局動盪更使緬元兌

換美元匯率大幅貶值，銀行服務暫停影響企業營運資金，衝擊外資投資報

酬（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21）。 

人口紅利是緬甸吸引外資的重要利基，但 2018 年『新投資法』上路的

同時基本工資由 3,600 緬元調整至 4,800 緬元，漲幅約 33%（中華民國僑務

委員會，2022）。生產要素成本提高、工會活動與罷工的勞動糾紛等因素也

折損人口紅利的誘因。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是緬甸非正規聘用的勞動力

市場潛藏的隱憂。2021 年世界銀行公布 1990-2018 年間 196 個國家的 12 項 

                                                        

國家佔很大比例，國際勞動組織將之定義為「在經濟活動中從事法律管轄不完全適用，或

未強制執行的勞動者或經濟部門」，例如，不受勞基法保障的夜市商業活動、家庭外包工作，

甚至從事販娼、毒品交易等非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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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Google 財經（2022）。 

圖 7：緬元匯率變動 

非正規經濟指標的調查結果，並建置數據資料庫，將一個國家或經濟體自

雇聘用（self-employment）、非正規尌業（informal employment）、正規部門

以外尌業（employment outside the formal sector）以及沒有退休保險的勞動

力（labor force without pension insurance）的規模與狀況視為影響經濟發展

的現象。表 2 是該調查的一項指標：一個國家會經濟體非正規經濟佔 GDP

的比重，緬甸 49%的產值屬於灰色經濟，表象的觀察可能是企業可以用低

於勞動規範的薪資聘用勞工，但卻潛藏勞動素質與穩定性的疑慮（ ILO, 

2022）而長期聘用非正規勞動力也須面對抵制的壓力，因這類聘用已觸及

勞動法規或引發糾紛。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2021 大會決議

公布，緬甸勞動尌業品質惡化，勞工權益、勞動條件受嚴重侵犯，以紡織

成衣類為例，臨時工、以日計酬、工作時間不規律、較低薪資等勞動力的

人數持續增加，終止工作卻無法取得遣散費等勞工福利支付（ILO, 2022）。

表 3 是 ASEAN 各國非正規聘用的情況，緬甸正規部門聘用非正規員工的比

例為 58.4%，換言之，緬甸勞動力市場的管理紊亂，對外資投入而言必須

承擔不確定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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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國非正規經濟佔 GDP 比重 

排名 國  家 非正規經濟佔 GDP 比重 

131 烏克蘭 44.2% 

132 甘比亞 44.3% 

133 北馬其頓 45.3% 

134 宏都拉斯 45.9% 

135 喬治亞 46.2% 

136 泰國 46.2% 

137 巴拉圭 46.5% 

138 坦薩尼亞 46.7% 

139 剛果共和國 48.3% 

140 瓜地馬拉 48.6% 

141 貝南 48.8% 

142 緬甸 49.0% 

143 加彭 51.6% 

144 巴拿馬 51.6% 

145 印度 52.4% 

146 尼加拉瓜 52.5% 

147 玻利維亞 54.8% 

148 海地 55.1% 

149 奈及利亞 57.7% 

150 辛巴威 64.1% 

來源：World Economics（2022: 14）。 

表 3：ASEAN 各國非正規就業佔勞動力聘用的比例（%） 

 汶萊 柬埔寨 印尼 寮國 馬來西亞 緬甸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正規部門 42.5 63.8 N/A 35.6 N/A 58.4 N/A N/A 20.5 32.3 

非正規部門 97.1 -- N/A 98.4 100 99.9 N/A N/A 77.1 99.9 

家計部門 -- -- N/A 98.9 -- 100.0 N/A N/A 17.9 99.9 

全部聘用 46.6 -- N/A 75.4 10.6 84.1 N/A N/A 37.1 57.2 

說明：數據不包含農業部門的非正規尌業。馬來西亞數據為 64 歲以上非正規尌業佔 64 歲以

上勞動力聘用比例。 

來源：ASEAN（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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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緬甸的經濟困境主要源自於政治不穩定和外部因素所導

致，使得緬甸面臨國際制裁和貿易壁壘，外國投資者亦面臨巨大的不確定

和風險。因此，緬甸政府需要積極採取措施，包括改善政治環境、緊急紓

困措施、積極推動外貿和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以刺激經濟的快速復甦和

持續發展。此外，緬甸政府還需要推動相關改革，提高國內的生產力和競

爭力，並加強對教育、技術和創新的投資，以促進長期經濟發展。 

肆、結論 

緬甸於 1948 年獨立以來歷經半個世紀的獨裁統治，鎖國阻礙經濟的成

長，2011 年隨著民主化發展，歐美結束對緬經濟制裁，在區位優勢、自然

資源與人口紅利三大競爭優勢下，緬甸以 4 個 5 年計畫作為發展藍圖，並

提出新投資法改善投資環境，2016 年全國民主聯盟主政後，緬甸以永續發

展計畫和投資推動計畫雙管齊下，積極招商引資，然而羅興亞難民危機、

全球 Covid-19 疫情以及 2021 年軍事政變，讓緬甸陷入貨幣貶值、通貨膨脹

以及製造業衰退的經濟困境。 

由於 1988 年、1996-97 年緬甸軍政獨裁時期，鎮壓學生、壓制民主發

展，歐盟與美國對緬經濟制裁，中國因而漁翁得利，並取得自昆明至皎漂

港的石油、天然氣管線、中緬經濟走廊的規劃、水力發電廠、仰光新城等

有利於推動一帶一路在緬甸的重大計畫，倘若歐美在羅興亞危機、軍事政

變之後再次以經濟制裁支持民主價值，是否影響緬甸的經濟復甦，值得持

續觀察。 

永續發展是當前國際社會的普世價值，緬甸積極推動向中國、日本、

韓國、東亞、東南亞、印度等國的東向政策，中國資金大舉投入在水力發

電廠計畫、水壩計畫、農業與林場開發、礦業開採，以及新市鎮、港口、

交通等建設，其中涉及永續發展相關的項目、地方經濟利益爭奪等都可能

影響緬甸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此外，檢視緬甸勞動要素市場的人口

紅利，基本工資上漲、勞動糾紛頻生以及非正規勞動聘用的壓力，都是削

減競爭優勢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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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緬甸政府與各國的智庫單位針對自身的經濟、投資前景與自然環

境皆有所著墨，但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仍有待進一步檢驗。尌投資與勞動

權益方面，緬甸的經濟結構相對落後，主要以農業和自然資源為主。緬甸

政府欲進一步發展工業和服務業，提高產業附加價值，增加尌業機會和國

內生產總值（GDP），但是勞動成本的提高與勞工權益意識的高漲，除了造

成本國政局不穩的風險外，同時加劇外國投資人對緬甸投資必須承擔相關

風險。尌投資與匯率風險上，尌投資與環境而言，緬甸的自然環境面臨著

許多嚴重的挑戰，包括森林砍伐、土地沙漠化、氣候變化等，政府需要加

強對環境保護的監管和執法力度，推動可持續發展，鼓勵企業實施環境友

好生產和商業實踐，藉此改善緬甸在經商容易度的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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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anmar ended half a century of dictatorship in 2011 and achieved 

economic growth, ranking first among ASEAN countries in 2016, due to its 

strategic location, natural resources,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adjustments 

to relevant investment regulations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However, 

Myanmar has faced variou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Rohingya crisis, Covid-19 

pandemic, and military coup, resulting in lower-than-expected performance 

in exports, inflation, and currency value in 2021.  Additionall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re universal value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but Myanmar has faced resource conservation 

problems such as deforestation, river pollution, and mining activities while 

expanding its infrastructure.  Finally, the increase in labor costs has led to 

the hiring of non-regular workers, and investment and exchange rate risks 

caused by political instability are issues that Myanmar must face in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investment,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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