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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經貿趨勢

• 全球化潮流下，多邊經濟體系(如WTO)面臨瓶頸，區域經濟整合
(Regional Integration)則逐漸變成主流，FTA/ECA在全球貿易體系的重
要性不斷提升。

• 區域整合具有排他性(僅區域內成員享有優惠)，對我國而言，面對
全球經貿整合主流趨勢，必須加速腳步積極加入並強化國內產業競
爭力、吸引外人投資。

• FTA/ ECA (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經濟合作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

• 係指二個或二個以上國家，為相互開放市場而取消大部分進出口貿
易的限制措施，包括關稅和非關稅障礙，互相給予締約國優惠的市
場進入所簽署的協定。

• 自由貿易區之成員國相互同意消除彼此間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
但成員國仍可保有其各自對外獨自的關稅及貿易政策。



WTO
• 至2021年10月31日止，已通知WTO且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RTA）共351個。



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 (Oct. 2016)

註：括號內數字為該區域內各會員國占2016年全球GDP之比例

全球整合現狀

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區

（28.37%）

CJK
陸日韓FTA

（23.50%

EU歐盟

（22.15%）

TTIP
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47.03%)

TPP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P12:(38.28%)
美國、新加坡、紐西蘭、澳洲、智利、
秘魯、汶萊、馬來西亞、越南、墨西
哥、加拿大及日本。

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P16 (31.87%)

RCEP16國：東協10國、中
國大陸、日本、韓國、紐西
蘭、澳洲、印度

PA
太平洋聯盟

(2.35%)

智利、哥倫比亞、
墨西哥及秘魯。

(以ASEAN+為主體)

TPP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P12:(38.28%)

美國、新加坡、紐
西蘭、澳洲、智利、
秘魯、汶萊、馬來
西亞、越南、墨西
哥、加拿大及日本。

CJK
陸日韓FTA

（23.50%

FTAAP
亞太自由貿易區 (59.85%)

澳洲、汶萊、加拿大、
智利、中國大陸、香
港、臺灣、印尼、日
本、韓國、馬來西亞、
墨西哥、紐西蘭、巴
布亞紐幾內亞、秘魯、
菲律賓、俄羅斯、新
加坡、泰國、美國及
越南。

FTAAP
亞太自由貿易區 (59.85%)

ASEAN
東協

(3.27%)

東協10國：印尼、
越南、菲律賓、
泰國、馬來西亞、
緬甸、寮國、柬
埔寨、汶萊、越
南。

資料來源：依IMF ,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6.資料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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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以貿易興國，必須正視國際
局勢變化隨時因應調整，以開創
市場活路。
目前我國洽簽FTA/ECA的成果包
括：中美洲5國FTA(巴拿馬、尼加
拉瓜、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
都拉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ECFA)、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ANZTEC)、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ASTEP)、臺巴(拉圭)ECA、臺史
(瓦帝尼)ECA、臺貝(里斯)ECA、
臺馬(紹爾)ECA。



區域整合

加入區域整合之重要性包括：

• 排除障礙、拓展貿易

• 增加投資及就業

• 深化區域間產業連結

• 提升產業競爭力

• 促進經濟成長

•
未能加入區域整合之影響則包括：

• 降低我產品出口競爭力

• 影響來台投資之意願

• 影響我體制改革動能

• 全球產業鏈邊緣化之風險



2. 三大對台經貿協定



RCEP
•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於2020年11
月15日在RCEP領袖峰會以視訊方式簽署共計15
個成員國。



• RCEP成員是我主要出口市場及投資地區，依據我國經
濟部國際貿易局統計，2019年我國對RCEP15個成員
國出口金額共計2,168億美元，占當年度我國出口總
額(3,292億美元)的比重高達65.9%。

• 另我國對RCEP成員之累計投資額占我國對外投資額高
達8成，其中我國為東協國家第7大外資來源國。我國
已與東協建立緊密產業分工體系，我電子、資通訊、
生化醫療及汽車零組件等，均係亞太區域供應鏈不可
或缺之一環。

• 我國出口到RCEP成員國的商品中，有7成是零關稅的
資通訊產品，其餘3成產業中，鋼鐵、汽車零組件業
主要銷售至歐美，紡織中下游業者早已在海外布局，
受到的影響應有限，未來將透過產業轉型及提高產品
附加價值，積極協助我國產業因應區域經濟整合的情
勢發展。



RCEP與台灣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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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灣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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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受災重



貿易





失業率



4. 結論
• 歷史總會有驚人的相似

• 雙循環是國際大戰略

• 十四五改變世界格局

• 兩岸重回經濟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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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終會過去，留下的難題是貧富不均，世代不公。
 全球流動性氾濫。寬鬆貨幣政策，資金行情持續左右市

場，金融市場走勢與經濟基本面背離，貧富差距擴大。
 全球債務更加劇。債留子孫，世代不公；債券融通債務

是主旋律。

• 疫情造成經濟嚴峻。
• 鏖戰瘟疫的同時，許多新
的機會也在慢慢形成。

• 畢竟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
短期的，相信瘟神一過，
經濟一定反彈，重回繁榮
的軌道。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url=http://www.ucxinwen.com/image/16796602355.html&psig=AOvVaw2HveIyk6xQ8UGpA7R-wvs1&ust=1582935723580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Ii9w6L98ucCFQAAAAAdAAAA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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