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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PP生效　人口逾 5億經濟圈誕生
據日本共同社 2018年 12月 29日報導，包括日本在內 11

國參加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台灣稱 CPTPP，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於 12月 30日生效。
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13％、擁有逾 5億人口的新經濟圈
誕生，未來將撤銷區域內農產品及工業品逾 95％品種的關稅，在
美陸互相加徵關稅等全球保護主義擴大的當下，力爭建立能與之

抗衡的自由貿易區。2019年 2月日本與歐盟（EU）的《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EPA）也將生效，日本的貿易戰略將迎來新局面。
共同社指出，CPTPP的生效對於日本而言，將推動汽車等工

業品出口，也有望實現食品價格下調。但以牛肉和豬肉為中心的

廉價農產品流入，會對國內農業造成考驗。

在 CPTPP加盟國之中，日本、墨西哥、新加坡、加拿大、新
西蘭、澳大利亞 6個國家將撤銷和下調工業品及農產品的關稅，
還將啟動有關貿易及投資的共同規則。其餘各國也在陸續推進手

續。今後將力爭擴大參加國，提高在全球的存在感。

CPTPP生效後，日本包括工業品及農產品在內全部品種的逾
95％將撤銷關稅。農產品中的大米、小麥、牛豬肉、乳製品、砂
糖（糖料作物）這 5個敏感領域被排除在撤銷關稅對象之外。日
本之外的各國未來將對全部品種的超過 99％撤銷關稅。
共同社報導說，2019年將啟動美日關稅雙邊談判，牛肉和豬

肉、汽車等將成為主要議題。2017年退出 TPP的美國，其農作
物不能享受區域內關稅下調的好處，相較歐洲產地處於不利。

2018年泰國投資促進申請總額達 9千億泰銖　年增 43%

據 Siam News １ 月 18 日 報 導， 泰 國 副 總 理 頌 奇 (Dr. 
Somkid)在與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舉行 2019年投資促進
政策會議後表示，去 (2018)年投資促進申請案計 1,626件，較上
年增加 3%，投資總額達 9,017.7億泰銖，亦同成長 43%；其中申
請投資東部經濟走廊 (EEC)特區金額超過 6,800億泰銖，主要包
括大型石化及電動汽車（EV）的投資生產計劃。
此外，上述 2018年投資促進申請總額 9,017.7億泰銖，亦超

過原預定目標值之 25%(約 7.2億泰銖 )，其中大部分為目標促進
產業，投資總額達 7,580億泰銖，比重高達 84%；整體而言可分
為新目標促進產業如數位產業、醫療照護、生質燃料及生物化學、

自動機械與產業用機器人、航空與物流產業，總投資金額 5,390
億泰銖；以及原目標促進產業如精緻農業、智慧電子、新一代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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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與零組件、高附加價值觀光及食品產業，相

關投資金額約 2,190億泰銖。
泰國 BOI秘書長 Duangjai表示，2019年

BOI將持續聚焦在吸引更多有助於創造高附加
價值及提升產業技術之投資營運活動，為此已

制定一系列吸引外人投資優惠政策，目標鎖定

日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韓國、美國及

歐盟等主要國家企業，將對外積極說明泰國促

進投資政策，促使外商加速作出投資決定。

新加坡漸入無現金「掃碼時代」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 2018年 12月 31日報導
指出，新加坡全國共用 QR碼「SGQR」於 2018
年 9月正式推出以及跨行轉帳服務「PayNow」
普及，新加坡社會正逐漸步入無現金「掃碼時

代」。目前 SGQR共支援 27種付款應用軟體，
不同應用軟體使用者皆能掃描同一 QR碼完成
交易，SGQR係全球首個統一付款 QR碼，係新
加坡電子支付進程之重要一步。

SGQR碼預計今 (2019)年上半年將逐漸取
代新加坡全國商家張貼之逾 1萬 9,000個各類
QR碼，「QR碼滿天飛」亂象將成為歷史。該
系統目前支援 10種付款方式，包括信用卡、
易通卡和 CEPAS儲值卡等。至今年 8月，將可
支援 20種付款模式。
另新加坡企業發展局 (ESG)、建屋發展局

(HDB)、國家環境局 (NEA)和裕廊集團 (JTC)亦

將在咖啡店、小販中心和工廠食堂等推行統一

電子付款系統，每攤位將免費獲得星網電子付

款公司 (NETS)提供之付款終端機和一 SGQR
碼，食客可選擇在終端機觸卡或掃碼付款。

NETS資料顯示，目前新加坡全國逾 4,000個小
販和食堂攤位接受掃碼付款，去年 NETS QR碼
交易量較前 (2017)年同期增加逾 100倍。
隨著新加坡電子付款日漸普及，打造一開

放透明、相容互通生態圈，亦成為監管機構要

務。為確保付款系統安全，新加坡政府將於本

年下半年推行付款服務法令，以更佳監管傳統

和新式付款業者，強化對消費者保護，提升網

路安全。

2018年越南逾 9萬家企業登記停業 
增加近五成

越 南 Vietnam Net News 網 站 1 月 6 日
報導，越南統計總局 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GSO) 發 布 最 新 報 告 顯 示，2018 年 越 南
有 131,000 家企業新設立，較 2017 年成長
3.5%，而暫停營業之企業則有 90,600家，增加
49.7%，其中有 27,126家登記停業並註明歇業
期，較前年增約 25.1%，另有 63,525家則無期
限歇業正待解散，增幅約 63.4%。
如此大幅之歇業企業已引起業界擔憂，預

估至 2020年有 100萬家企業之目標將難以達
成。經濟學家 Le Dang Doanh表示，如此大幅

圖／東方 IC

▲ 2018年底生效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1月 19日在東京召開首次部長級會議，除了討論備受矚目的新
會員入會程序之外，還有加盟國糾紛處理程序及 TPP運作規則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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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企業顯示既存問題，需全盤考量。他說，

雖然營商環境已改善，問題仍舊存在，包括法

規缺乏透明性、缺乏足以吸引企業成長之政策

等，尤其有很多法律規章重複，造成矛盾現象，

加重企業營商之負擔。

自由貿易協定 (FTA)及經濟整合已使越南
企業面臨問題，屆時外國產品將湧入越南市場，

造成越南企業更多經營上的壓力。

另據越南統計總局統計，2018年越南 GDP
成長 7%，創 11年來最高成長率紀錄，其中農
業、林業及水產品成長 3.7%；工業及建築業成
長 8.8%；服務業成長 7%。

2018年越南工業生產指數較 2017年成
長 10%，其中，加工製造業貢獻最大，成長
12%，雖低於 2017年水準，但仍高於 2012至
2016年之平均水準；能源及電力成長 10%；供
水、垃圾處理及水資源處理等合計成長 6.3%；
礦業減少 2%。
此外，2018年加工製造業銷售指數較

2017年成長 12.4%（2017年成長 10%），庫
存指數較 2017年成長 14%，平均庫存比率達
64%，為近幾年來最低水準。

印尼 2019年 10月實施清真認證法
據經濟部貿易局全球商情 1月 7日報導，

印尼食品飲料產業發展蓬勃，然業者卻相當憂

慮即將在今 (2019)年 10月上路的清真認證法，
恐影響產業的正常運行，清真認證法由前總統

蘇西洛於 2014年 10月頒布，廣泛要求食品、
飲料、藥品、化學、生物、基因改造等產品，

皆需獲得清真認證，所有上述產業的廠商需在

法律頒布後 5年內完成清真認證程序，換言之，
所有廠商僅剩 10個月的時間來完成程序。
印尼食品飲料公會表示，政府應考量印尼

現有 350萬家食品飲料生產商大多為中小企
業，認證費用造成不小的負擔，且需等候數月

才能獲得認證，質疑為何清真認證法規定不論

產品是否宣稱清真皆需獲認證而無例外，清真

認證恐實質上演變為上市許可，僅能負擔認證

成本的大企業才能進入市場，無法負擔成本的

中小企業只能被逐出市場，有違扶植印尼清真

產業的立法宗旨，且外國的業者多有能力負擔

費用，而本地的業者卻少有能力負擔，造成國

際競爭的不公平劣勢。

清真認證法規定，該法頒布 3年內宗教部
應成立清真認證局 (BPJPH)，負責監管印尼清
真認證事務，並頒布施行條例據以執行。清真

認證局已如期於 2017年 10月成立，惟施行條
例迄今仍未有下文。清真認證局表示，施行條

例草案已於 2018年 6月 30日送陳總統批准，
惟相關部會有反對意見，目前仍討論協商中。

僅管如此，印尼國家計畫發展

局仍樂觀看待印尼清真產業的未來

發展，並將頒布清真展業發展計畫。

印尼有 2億穆斯林，約佔全球清真
消費人口的 10%，2017年全球清真
食品市場達 8,070億美元，印尼即
佔 1,700億美元，然印尼卻無法擠
入全球前 5大清真出口國的行列，
就算在未加工食品，也無法與大量

出口清真雞肉的巴西、以及全球最

大清真牛肉生產國的澳洲相比擬，

清真食品雖早已在印尼業界流行，

但因政府遲遲未有發展扶持計畫，

導致印尼目前成為清真食品的淨進

口國。

圖／歐新社

▲ 印尼的穆斯林人口超過 2億，是全球最大穆斯林市場，商機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