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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與挑戰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 

副總談判代表曾永光 

2014年 8 月 15日 

 

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吳會長、芝加哥中華會館劉主席、中華民國駐美沈大使、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呂副委員長、在座的各位主席、會長，各位貴賓，大家好： 

今天本人非常榮幸能代表中華民國經濟部出席「推動美加僑界支持臺灣加入區

域經濟組織委員會」的成立大會。首先我要代表經濟部，感謝「全美臺灣同鄉

聯誼會」的邀請，芝加哥台聯會和中華會館籌辦這次大會的辛勞，以及北美台

灣商會與各地中華會館等僑團的參與與支持。 

「積極融入區域經濟整合」是政府目前經貿政策上最重要的工作，因為它攸關臺

灣未來的競爭力與經濟發展。在這項工作中，又以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為最優先的目標。所以今天美加僑界

成立推動委員會意義非常重大，象徵海內外上下一心，對政府政策的支持。我

謹代表經濟部，再次向各位致上最深的謝意。 

在我國的外交工作中，臺美關係可說是最重要的一環。而過去這麼長的時間中，

我國與美國能夠持續保持密切友好的關係，在座各位旅美僑界先進的努力與付

出功不可沒。在臺美關係的推展上，我們一向採取官方、民間「雙軌並進」的

方式。官方的外交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沒有各位愛鄉愛國的僑胞，從各自

崗位、各個領域為臺灣的利益發聲，政府對美工作的推展，恐怕是事倍功半，

甚至達不到預定的目標。 

在經濟部的業務中，臺美經貿關係同樣是重點工作。臺美除了共享民主自由人

權的普世價值外，雙方也擁有密切的經貿夥伴關係。我們希望，美國身為與臺

灣關係最為密切的友邦，可以繼續運用她的影響力，協助臺灣融入國際經貿體

系，特別是由美國所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因為我們都知道，如果臺

灣想要加入 TPP，美國的支持，是絕對不可或缺的。 

然而要爭取美國的支持，除了我政府目前正在進行的各項內部準備作業以及與

各國政府官方的溝通工作外，還有賴各位先進從民間大力協助。所以今天要藉

這個機會，我想向各位進一步說明，在當前的國際經濟局勢下，臺灣加入區域

經濟整合機制的必要性與迫切性，以及目前政府在推動相關工作上所做的規劃

與進展。好讓各位在了解客觀事實後，可以更有效率地協助政府創造我國加入

TPP的氛圍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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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說明臺灣加入 TPP 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必須先從貿易對臺灣的重要性講

起。貿易在臺灣的經濟成長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於臺灣是海島型經

濟，土地資源以及內需市場有限，當產業的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後，勢必要尋

找出口市場，否則產業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政府很早以前就採取自由化的經貿

政策，以吸引外資、拓展出口，維持經濟的穩定成長。民國 70、80年代，在這

樣的政策下，臺灣的出口大幅擴張，也為臺灣創造了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我

們也可以從另一個指標來理解貿易對台灣的重要性。我們倘若以貿易出口值佔

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來看，英國貿易總額占 GDP 的 31%、中國大陸是

26%、日本是 15%、美國是 14%，而我們台灣則高達 73%，這更顯示維持與拓

展海外市場對台灣的經濟是多麼重要了。 

政府在推動經貿自由化的政策時，有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加入國際經貿

組織。十多年前，臺灣經過了許多國內體制的改革以及長時間的談判，終於在

2002 年順利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使我國得以在國際經貿舞台上與其他

國家站在平等的地位交往互動。臺灣在加入 WTO以後，非常積極地參與 WTO

的相關談判，但很可惜的是，由於參加WTO杜哈回合多邊談判的國家眾多，立

場各不同，討論的議題太廣泛，始終無法聚焦，就重要議題達成共識，使得杜

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國際貿易進一步自由化無法獲得進展。 

在這個情況下，各國政府為了推動經濟成長，紛紛轉而尋找貿易夥伴，洽簽自

由貿易協定，與貿易夥伴進行更深入的自由化，以促進本國的整體經濟發展，

也因而造成了近十餘年來「區域經濟整合」的風潮。根據WTO的最新統計資料，

自 1995年WTO成立迄今，全球所簽署並已經生效的 FTA總共有 387個，其中

2004 年以後生效者約占總數的 6 成 5，顯示出近年來各國推動貿易自由化的重

點，已經由WTO的多邊場域轉移到區域經濟整合。大型的區域經濟整合，例如

TPP和 RCEP，由於涵蓋的市場規模非常巨大，加上常被視為是建立新一代國際

貿易規範的場所，影響深遠，這也是為什麼 TPP和 RCEP這些大型的區域經濟

組織的整合過程，會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 

然而，與 WTO 多邊貿易自由化不同的是，區域經濟整合的自由化是有排他性

的；只有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會員，才可以享有互利的優惠貿易措施，共同創

造 1 加 1 大於 2 的經濟效益。而對於那些沒有加入區域整合的國家，情況就不

同了。沒有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國家的企業，將被迫面對較高的關稅、較多的投

資限制、較不便利的進出口規範，其競爭力當然會大打折扣；它所屬國家的經

濟發展，當然會受到嚴重的負面衝擊。 

在這種情況下，各國政府受到國內業界的殷殷企盼，於是開始與區域內的其他

國家或是主要貿易夥伴洽簽 FTA—參加區域經濟整合。例如新加坡很早就採行

自由開放的經貿策略，迄今已經簽署 22個 FTA，如果加上目前還在洽談的 5個

FTA，新加坡的 FTA 貿易涵蓋率將可達到 87%；同樣地，日本這個為了保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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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農業，對洽簽 FTA 態度相對保守的國家，迄今也已經簽署了 13 個 FTA，並

在國內尚有爭議的情況下，毅然加入 TPP談判，我們預期未來日本在 FTA下的

貿易涵蓋率亦可高達 84%。 

但是我們最關切的，則是我國主要競爭對手－韓國。韓國從 2003年起就開始有

系統地與主要貿易夥伴簽署 FTA，目前韓國已經簽署了涵蓋 49 個國家的 11 個

FTA，另外還有 10 個 FTA 談判正在進行中。在韓國的 FTA 網絡完成後，它的

貿易涵蓋率也將超過 8成。至於我國，目前只有 9.68%貿易涵蓋率，即使把「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中尚未獲通過的服務貿易與貨品貿易這兩項也算進去，

也僅僅只有 29%的涵蓋率而已。因此，儘快加入 TPP與 RCEP這兩個重要區域

經濟組織，是我國政府當前最重要的政策。 

接下來，我想再從市場潛力以及雙邊貿易關係兩方面來說明加入 TPP 和 RECP

對台灣的重要性。從市場潛力來看，目前參加 RCEP談判的國家 (也就是所稱的

「東協 10國加六」)，其區域內的總人口數超過 34億，其 GDP總和接近全球 GDP

之 30%。至於以美國為首的 TPP，目前已經有包含澳洲、日本在內的 12個亞太

經濟體參與，參與國的 GDP 總和更接近全球 GDP 的 40%，是目前世界上經濟

規模最大的區域整合架構。不論是 TPP 或是 RCEP，如此巨大的市場規模，我

想是任何國家，包括台灣，都沒有辦法忽視的。 

如果從 TPP和 RCEP國家與我國的經貿往來來看，這兩個區域經濟整合協定，

對我們同樣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去年臺灣與 TPP 成員國的貿易往來占了臺灣

進出口貿易總額將近 35%，而與 RCEP 成員國貿易所占的比例更高達到 57%。

我國前 10 大貿易夥伴中，屬於 TPP、RCEP 成員的就佔了 7 個。並且 TPP 與

RCEP國家中，美國和日本國是我國最主要外資來源，而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則

是我國最主要投資目的地。從以上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我國與 TPP、RCEP國家間

密切的經貿關係。如果我們不能加入 TPP 與 RCEP，我國與這些成員國的貿易

與投資往來勢必會受到排擠，臺灣在亞太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將無可避免會受

到負面衝擊。也因此，儘速地加入 TPP 與 RCEP，絕對是我們在國際貿易政策

上的當務之急。 

剛剛我們是以宏觀的區域整合角度及與我國相關的統計數字，來說明加入 TPP

與 RCEP 對台灣的重要性與迫切性，現在我們來看看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對台灣

有哪些好處。 

今天我們先把焦點放在 TPP上。雖然 TPP參與國對談判內容採取了非常嚴格的

保密規範，但因談判已經進行了 20個回合，透過各種管道，我們可以大致勾勒

出未來 TPP協定的內容。TPP成員國已經明白宣示，它會是一個「高品質、高

標準」的 21世紀貿易協定典範。TPP一方面要求必須將所有的項目納入談判，

亦即除了傳統的貨品市場進入、關稅減讓、農業、紡織品等貿易協定的章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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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包括與貿易有關的新的議題，例如智慧財產權、勞工、國營企業、競爭政策、

環境等等，這樣廣泛的議題，是前所未見的；另一方面，TPP 也強調國內法規

必須和國際規範相調和，意思是加入 TPP 的國家，必須全面調整國內法規的結

構，以便和國際接軌，使成員國彼此間在經貿規範上能夠高度整合，以彼此獲

得最大的經濟效益。 

由於 TPP 要求廣泛的自由化議題及國內外法規之調和，我們認為台灣如果能夠

加入 TPP，將可以為企業開拓更大的市場、創造更好的貿易條件，也可以藉此

促進國內經貿體制的調整，使其更符合國際標準，強化臺灣在亞太經貿體制中

的地位。 

我們可以從下面三個面向來說明台灣加入 TPP的好處： 

首先，從市場面來看，TPP可消除臺灣與其他 TPP 成員間的貨品貿易關稅，使

我國的商品可以擁有較佳的競爭條件，而且透過互惠開放服務業與投資市場，

更可以進一步促進貿易往來，提供我國產業更大的成長空間，而國內總產值的

提升，也意味著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其次，從產業鏈的角度來看，由於我國具有強大的研發、設計與製造能力，已

經在亞太地區的跨國產業供應鏈中佔據一席之地。臺灣一旦加入 TPP，在 TPP

高度自由化的規範下，將可大幅消除我國與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與

投資障礙，這將可以強化我國在國際產業供應鏈中的地位。只要台灣在國際產

業供應鏈的地位越穩固，我國遭受邊緣化的風險也就越低。 

第三，從法制面來看，TPP 強調的法規一致性以及高度自由化的規範，可以由

外而內給予我國經貿體制再改造的動力，加速國內產業升級、促使國內法規與

國際接軌，使我國的經貿法制環境更符合國際規範。當我們有了一個符合國際

水準的良好法制規範，自然會提升我國經貿環境的穩定性與透明度，也自然會

提高外商來臺投資的意願。 

當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們即使清楚明白加入 TPP 的好處，但目前臺灣

在加入 TPP 的路上，恐怕還有許多障礙必須排除。在國內層面：我們知道自由

化必然會帶來衝擊，但是沒有衝擊，就沒有改變；沒有改變，就不會進步。為

了符合 TPP 的各項高標準規範，目前我們在市場開放、法規體制面上，仍然有

一些必須要調整的地方，這也是我國內各界必須體認的事實。我政府相關機關

遵照行政院江院長的指示，已於上(七)月做好經濟自由化落差的盤點工作，並將

在下(九)月以前做好自由化措施對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層面之衝擊影響評

估。這些工作都是政府為了台灣更美好的明天，正在國內積極進行的準備工作。 

然而在國際層面，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則很艱鉅。由於我國與 TPP 大多數成員國

都沒有正式的邦交關係，在尋求他們支持時，我們必然會面對許多挑戰。此外，

我們與 TPP成員缺乏雙邊的 FTA，也使得我們在推動加入 TPP的工作時或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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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增加了推動作業的難度，這也是客觀的事實。然而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TPP

談判是由美國所主導，只要我們能夠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在推動 TPP 的工作

上，就可說是已經邁出了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所以，爭取美國對臺灣加

入 TPP 的支持，是政府當前最重要的工作與任務，也是各位海外僑、學、商界

人士幫助國家進一步發展的最佳機會。 

我們很高興，在美國，我們有各位僑領做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強力後盾。各位僑

領都是美國主流社會各界的菁英，長久以來對臺灣的關心與熱愛，是督促台灣

在各方面進步、成長的重要力量。今天，各位僑領再次採取具體的行動，成立

「推動美加僑界支持臺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委員會」，表達對國家重大政策之支

持，本人謹代表政府向各位表達最由衷的敬意與謝意。當然，更希望在今天委

員會成立之後，僑界日後能夠配合駐美代表處沈大使的整體規劃，採取具體的

行動，使台灣能早日加入 TPP，並使台美的實質關係更上一層樓。 

最後我要再次代表經濟部，感謝「全美臺灣同鄉聯誼會」、「芝加哥中華會館」

推動成立委員會的辛勞與努力，以及全美各地中華會館和北美台灣商會等僑社

團體的參與和支持。也祝福各位貴賓身體健康，事業發達，家庭幸福美滿！謝

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