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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Taiwan? 

• 139th 土地面積 
 

• 52th 人口 (成長率 172nd ) 

 

•20th
 貿易值 



3 

2012年世界
第四大ＩＣ及
電子設備出口
國 

Source: WTO, 2013 

單位：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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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世界
第八大電信設
備出口國 

Source: WTO, 2013 

單位：十億美元 



世界第八大化
學品出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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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WTO, 2013 

單位：十億美元 



亞太地區原本就已高度整合： 

區域內貿易比例全球第一 

Source: WTO, 2013 

區域外 

區域內 



台灣的產業向來就是以全球為戰場 

 全球經濟消長影響整體經濟動能 

 中小企業在全球市場中茁壯成長 

 偏重中間產品（零組件），是亞太地區供應鍊中堅

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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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參與經濟整合的迫切性 

 

 



經貿政策之核心目標與政府角色 

產業升級 

提升競爭力 

障礙移除 

強化產業連結 

維持供應鍊地位 

出口拓銷 

多元化市場 

 

台灣貿易依存度超過110％ 

＝進出口總值，超過國民總
所得 

 

 



區域整合趨勢及台灣邊緣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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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秘魯 
美國 
加拿大 
墨西哥 

澳洲 
紐西蘭 

日本 

汶萊 
越南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柬埔寨 
寮國 
緬甸 

中國大陸 
韓國 

印度 

21個APEC成員還沒加
入者：俄羅斯、PNG、
台灣… 

香港 



韓國 v.s. 台灣

的FTA佈局 
(每一個紅點代表一個

已簽署或洽談中之FTA) 

韓國 

台灣 

資料來源：WTO Database 



FTA及區域整合協定之雪中送碳功能 

Korea Japan China Taiwan 

歐盟全體貨品進口成
長率 

-3.6  -1.9  -2.5  -12.2  

受惠於韓歐盟FTA貨品
之進口成長率 

16.5  -1.1  -0.3  -3.5  

未受惠於韓歐盟FTA貨
品之進口成長率 

-22.1  -3.1  -5.2  -19.4  

Source: Kyung Tae Lee, 2013. Roadmap for Korea’s Trade Liberalization  

2011-2012歐盟進口自亞太主要國家之成長率比較 



2015至2016年，是台灣加入TPP/RCEP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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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生效 TPP簽署？ 

 七合一選舉 

美國期中改選 

RCEP 

簽署 

中韓FTA 

簽署 

TPP開放 

第二波成員 

RCEP 

生效 

服貿協議 

審議通過 
貨貿協議 

簽署 



國內改革挑戰 

“Adam Smith’s economy grows to its ‘full 

complement of riches’ as permitted by its 

law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ere it rests.” 

Arthur W. Lewi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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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深度整合自由化趨勢 

A國 B國 

邊境上的自由化 

(On the border) 

B國 

跨境的自由化 

(Across the border) 

A國 

金
流 資

訊
流 

人
才
流 

整合程度 

時
間 

A國 B國 

境內的自由化 

(Behind the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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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自由化：FTA之法規透明化義務 

 公布法案草案及立法理由 

 給予利害關係人評論機會 

• 對於擬採行措施應於全國性官方刊物公告，宜給予不少於
40天評論期  

• 目前我國為7天 

• TBT法規預告提供至少60日之預告評論期 

 公開重要公眾評論意見，並說明如何處理該等意見 

 金融 

• 有關金融行政指導（喝咖啡）書面化義務及網站公布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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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與跨境自由化之其他議題 

 投資：開放專業服務業事務所、學校之投資 
 

 法規調和機制 

• 鼓勵法規影響評估（RIA或法評）之制度化，兼顧多
元利害關係、消除不必要之法規 

 第三方機構進行法評、建立法評程序及評估項目 

 

 郵政競爭規則、電信監管法改革、智財權、投資保護 
 

 跨境自由化：不得有強制本地/本國處理要求、資訊流
之跨國自由流動 



加入TPP/RCEP之意義 

 

同等重要 

取得貨品、服務及

投資的公平立足點 

避免產業斷鍊、

外移風險 

推動國內法制革新及

國際接軌的外部壓力 



後學運時代的經貿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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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自由化政策需要的 

四個信心建立面向 

經貿 

夥伴 

  

中國大陸 

社會整體、

受影響之

產業/族群 

政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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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貿政策面對的困境與信心建立（一） 

    政策邏輯 
 

先兩岸經貿正常化，
再談區域整合 
 

 

先依據ECFA共識，
加速完成服貿、貨貿 

 

台灣取得中國商機、
加入區域整合，避免
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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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挑戰 
 

誰決定的大前題？不
能調整？ 
 

Z>B，但經濟安全風
險為何？是否為政治
整合鋪路？ 
 

兩岸經濟整合，就能
加入區域整合？ 

大
前
題 

小
前
題 

結
論 

共識方向 
 

透過兩岸對話，改變
大前題之設定 

 

政府做出政治承諾，
管理並分散風險，重
建社會信心 

 

•台灣加速自由化準備
及兩岸對話 

•中國立場 

•美國立場 

 

 



台灣經貿政策面對的困境與信心建立 

（二）超越經濟議題的影響評估 

 歐盟之「貿易永續性影響評估」(Trade 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  

• 經濟效益 

• 社會影響：所得分配、貧富差距、教育、醫療 

• 環境影響：自然資源 

 

 美國、紐澳之「國家利益影響評估」(Nat’l Interest 

Assessment) 

• 國家/經濟安全 

• 文化影響 

 



台灣經貿政策面對的困境與信心建立 
（三）廣泛的溝通與配套 

 
 

 蒐集利害關係人意見，作為政策制訂之基礎，不是為

了說服 

 藉由擴大贏者圈、協助受影響族群，凝聚共識 

• 內部多元溝通，化解疑慮，導正誤解，尋求多數民意
支持 

• 解決分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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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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