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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芬蘭概覽 

 
 

地理環境 

土地面積   芬蘭的正式名稱是芬蘭共和國，位於北歐。其國土
總 面 積 為 303 815平 方 公 里 ， 其 中 四 分 之 三 為
森林。該國首都及政府機關設於赫爾辛基。  

人口資料 

人口   截至 2014年 6月底，芬蘭人口約 550萬。芬蘭是歐洲
其中一個近乎由單一民族所組成的國家，主要由

原住民組成。外國居民僅佔該國總人口 5.5%，主要
來自俄羅斯、愛沙尼亞、索馬里及伊拉克。  

歷史 

併入瑞典帝國   芬蘭領土的東面邊界與俄羅斯接壤，西面邊界則與
瑞典接壤。自 12世紀起，芬蘭成為俄羅斯與瑞典的
戰場。俄瑞兩國的角力 後演變成獲瑞典支持的

羅馬天主教與俄羅斯所屬的東正教之間的宗教

鬥爭。瑞典的國王埃里克 (King Eric)於 1155年帶領
十字軍攻入芬蘭，並將芬蘭併入瑞典帝國。  

被俄羅斯佔領   瑞典於 18世紀初期喪失其強權地位，俄羅斯開始對
芬蘭施加更大壓力。芬蘭於1809年被俄羅斯佔領，
自此成為自治大公國。 (1 )  俄皇或的沙皇為大公，

並以總督為其在芬蘭的代表。在俄羅斯的控制下，

芬蘭成為一個設有其議會、選舉、地方行政、法例、

軍隊、貨幣及郵政的附屬國。  

註︰  (1)  大公國指以君主 (即大公或女大公 )為元首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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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續 ) 

芬蘭獨立   1916年，俄羅斯陷入革命，芬蘭於 1917年 12月 6日
宣布獨立，並脫離俄羅斯。法國、德國及瑞典率先

承認芬蘭為獨立國家。芬蘭於 1919年確認實行共和
政體，並以總統為國家元首。  

與蘇聯的衝突   蘇聯於 1939至 1940年冬季進攻芬蘭，該 "冬季戰爭 "
共歷時 105日。芬蘭隨後經歷了一段短暫的和平
時期，直至於 1941年夏季與蘇聯爆發 "續戰 "為止。
戰事於 1944年 9月結束，芬蘭被迫向蘇聯割讓部分
領土。  

 在冷戰時期，芬蘭一直維持中立的政治立場。儘管
如此，芬蘭於 1948年與蘇聯簽訂一項條約 (該條約
已於 1991年終止 )，當中訂明若德國或其任何盟國
經芬蘭領土進攻蘇聯，芬蘭有義務作出抵抗。  

國際合作   在 1950年代，芬蘭鞏固了其在國際社會的地位。
舉例而言，芬蘭於 1955年成為聯合國的成員國，並
於 1956年加入北歐理事會 (由北歐國家組成的
跨議會組織 )。 1990年代的歐洲統一及蘇聯解體亦
對芬蘭造成影響。芬蘭於 1995年加入歐洲聯盟
(下稱 "歐盟 ")，成為正式成員國。自 2002年 1月起，
芬蘭與另外11個國家採用歐元作為單一貨幣。 (2 )  

經濟 

本地生產總值   2013年，芬蘭是全球第 43大經濟體系，本地生產
總值估計達 2,570億美元 (19,930億港元 )。  

 芬蘭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在 2013年為 47,129美元
(365,533港元 )，位居世界第 14位。  

註︰  (2)  芬蘭是唯一一個採用歐元作為國家貨幣的北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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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續 ) 

經濟結構   2013年，按經濟活動劃分的本地生產總值分布
如下：  

(a) 農業 (3%)；  

(b) 工業 (25%)；及  

(c) 服務業 (72%)。  

 芬蘭於 1980年代及 1990年代經歷了經濟轉型，由
農業主導的經濟轉型為多元化的經濟，當中以服務

業佔很大比重。由於芬蘭十分重視研究及對教育

制度的投資，因此其經濟以知識主導，並擁有高度

創新能力。  

 製造業方面，芬蘭在資訊與通訊科技、電子、電機
工程、金屬、木材加工及化學工業具備競爭優勢。

芬蘭的高科技出口業表現尤其卓越，其醫療科技業

的成功 (90%產品均出口到海外市場 )便印證了這
一 點 。 芬 蘭 亦 是 娛 樂 媒 體 公 司 Rovio的 總 部
所 在 地 ， 該 公 司 製 作 了 大 受 歡 迎 的 手 機 遊 戲

"憤怒鳥 " (Angry Birds)。  

近期經濟表現   鑒於全球金融危機對芬蘭的出口市場及國內經濟
造成影響，芬蘭於 2008年驟然經歷經濟逆轉，本地
生產總值僅得 0.3%增長。芬蘭的經濟於 2009年
進一步衰退，本地生產總值下跌 8.5%，是芬蘭
自 1917年獨立以來 大的跌幅。芬蘭的經濟曾

於 1990年至 1993年經歷嚴重衰退，其後出現經濟
反彈，自1994年起持續錄得經濟增長，直至 2008年
至 2009年才再次出現衰退。  

 2010年，芬蘭經濟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復蘇，並在
廣泛層面錄得達 3.4%的增長。2011年，歐元區債務
危機對芬蘭的出口造成負面影響，但芬蘭在該年仍

錄得 2.8%經濟增長。事實上，由於芬蘭的銀行業
十分穩健，並較少涉足債務 嚴重的歐元區國家，

因此，債務危機對芬蘭經濟的影響較區內許多國家

輕微。  



立法會秘書處  FSC14/13-14 
 

 
 

 

 
資料研究組  第  4  頁  

 

經濟 (續 ) 

近期經濟表現

(續 ) 
 不過，由於出口表現不振及政府消費疲弱，芬蘭
經濟於 2012年出現收縮，並錄得 1.0%的負增長。
2013年，芬蘭的經濟持續不景，家庭信心疲弱、失業
人數較高，及加稅減慢私人消費增長，因此，芬蘭

的本地生產總值下跌 1.4%。  
 鑒於芬蘭政府採取緊縮財政政策，加上俄羅斯及
烏克蘭等鄰近國家的外部需求並不明朗，預期芬蘭

經濟在 2014年將只有0.2%的輕微增長。  

政府更替 

政府更替   芬蘭的比例代表制令國內出現大量政黨，而當地
多屆政府均為聯合政府。中間黨、民族聯合黨、

社會民主黨及芬蘭人黨是 4個在近年冒起的主要
政黨，它們主導了芬蘭的政局，但並無單一政黨

能夠控制國會大多數議席。  
 中間黨在 2003年的國會選舉中勝出，結束了由
社會民主黨領導的聯盟長達  8 年的執政。該黨的
領 袖 安 內 莉 · 耶 滕 邁 基 (Anneli Jäätteenmäki)成 為
總理，是芬蘭首位擔任此職的女性。  

 安內莉·耶滕邁基出任總理僅 69日，便因政治醜聞
而請辭。安內莉·耶滕邁基下台後，由馬蒂·萬哈寧

(Matti Vanhanen)接任並領導一個由 3個政黨組成的
執政聯盟，該  3 個政黨分別是中間黨、社會民主黨
及瑞典族人民黨。  

 2007年 3月，中間黨以些微差距在國會選舉中再次
勝出，萬哈寧連任總理。其後，他與民族聯合黨、

綠色聯盟及瑞典族人民黨成立一個由  4 個政黨
組成的執政聯盟。 2010年 6月，萬哈寧辭去黨魁及
總 理 的 職 位 ， 由 瑪 麗 ·基 維 涅 米 (Mari Kiviniemi)
接任。瑪麗·基維涅米是芬蘭第二位女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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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更替 (續 ) 

政府更替  
(續 ) 

 在 2011年國會選舉中，民族聯合黨取代中間黨成為
芬蘭國會中的 大政黨。該黨領袖于爾基·卡泰寧

(Jyrki Katainen)於大選後出任總理。他成立了一個
由  6 個政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包括民族聯合黨、
社會民主黨、左翼聯盟、綠色聯盟、瑞典族人民黨

及基督教民主黨。芬蘭人黨繼民族聯合黨和社會

民主黨之後，取得第三多的議席，成為主要反對黨。

 2014年 3月，左翼聯盟退出聯合政府，以抗議政府
削減開支的建議，令卡泰寧所領導的政府成為五黨

聯合政府。卡泰寧其後宣布，他將會辭去總理

一職，並將出任歐盟一個高級職位。 2014年 6月，
亞歷山大·斯圖布 (Alexander Stubb)接替卡泰寧出任
民族聯合黨主席及芬蘭總理。  

《憲法》機關  

政府三大機關   芬蘭實行總統／議會混合制，行政權力分別授予
總統和總理，總統主要掌管國防及外交事務，而

總理則主要負責所有其他範疇，包括歐盟事務。  

 紹利 ·尼尼斯托 (Sauli Niinistö)自 2012年 3月起出任
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自 2014年 6月起出任
總理。兩人均屬民族聯合黨。  

 芬蘭國會 (Eduskunta)是一院制議會，由 200位議員
組成，議員在 15個選區以比例代表制選出。除非
總統頒布命令將國會解散，否則國會選舉每 4年
舉行一次。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uli_Niinist%C3%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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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機關 (續 ) 

政府三大機關

(續 ) 
 芬蘭的司法機關分為︰  

(a) 負責審理一般民事及刑事案件的法院，包括
高法院、 6 所上訴法院及 27所區域法院；  

(b) 負 責 審 理 個 別 人 士 與 行 政 機 關 之 間 訴 訟 的
行政法院；及  

(c) 專門法院，例如勞工法院及保險法院。  

與香港的聯繫  

貿易   2014年上半年，就香港對外貿易而言，芬蘭是
香港：  

(a) 第 39大貿易夥伴；  

(b) 第 34大出口市場；及  

(c) 第 48大進口貨品來源地。  

旅遊業   2014年上半年，芬蘭訪港旅客人數較去年同期減少
9.6%至 14 249人次，佔該段期間訪港旅客總數不足
0.1%。  

投資   截至 2013年 6月，芬蘭公司在香港設立了 5間地區
總部、 10間地區辦事處及 11間本地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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