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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會閉幕通過大阪宣言　打造自由貿易體制
據中央社 6月 29日報導，日本主辦的 20國集團（Group of 

Twenty，G20）領導人第 14次峰會 28日在大阪開幕，與會各國
領導人就全球經濟、貿易與投資、創新、環境與能源、就業、女

性權益、發展以及健康等議題展開討論。峰會期間，舉行雙邊和

多邊會見、會談；29日閉幕並通過「大阪宣言」，內容包括努力
打造自由貿易體制。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本屆峰會聚焦貿易領域，大阪宣言明文

「應為達成開放市場，實現自由公平且平等、具透明性與可預測

的安定貿易及投資環境而努力」。對包括爭端解決機制在內的世

界貿易組織（WTO）改革，宣言中也強調應儘速進行。
據新華社報導，大阪宣言中表示，當前全球經濟顯現出回穩

之勢，預計今年下半年至 2020年將溫和增長。但是，經濟增長
依舊低迷，並存在下行風險，貿易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

宣言強調，國際貿易和投資是增長、生產、創新、就業和發

展的重要引擎，各方致力於實現自由、公平、非歧視性、透明、

可預見、穩定的貿易和投資環境，並保持市場開放。

宣言支持發展中國家為按時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在諸

多領域做出的努力。宣言還提到，G20成員中應對氣候變化的《巴
黎協定》簽署方，在本次峰會上重申將嚴格執行這一協定。

G20成立於 1999年，成立初期其運行機制為財長和央行行
長會議機制，即參與方財長和央行行長定期對話。2008年國際金
融危機後，G20升格為領導人會議，並於當年 11月 15日在華盛
頓舉行了首次峰會。G20領導人第 15次峰會將於 2020年在沙烏
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舉行。

日本宣布管制 3項科技原物料出口至韓國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網站 7月 11日報導，

日本經濟產業省於 7月 1日公告中表示，考量日本與韓國近來在
出口管制議題上的信賴關係減弱，經濟產業省決定對部分產品及

相關科技之現有出口或轉運執照核發政策及程序進行調整，並將

適當地執行及落實日本之出口管制規範。由於經濟產業省認為目

前有部分敏感性產品，在不適當的管理架構下被出口至韓國，因

此經濟產業省宣布將使用更嚴謹的過程來控管該類產品及相關技

術，並將自 7月 4日起就三項出口至韓國之產品進行出口管制，
並考慮把韓國從可信賴之友好國家「白色國家清單」（White 
countries）中除名。
專家表示，日本此次決定對韓國採取措施的主因，乃是因韓

國最高法院判決日本企業須對在二戰期間被迫強制勞動之南韓勞

工進行賠償，並不排除凍結日企資產以保全債權行使；雖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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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在今年 6月底的 G20大阪峰會，就強迫
勞動勞工的賠償問題與韓國進行會談，但卻未

能獲得南韓方面的相關回應。除此之外，日、

韓間也因韓國持續限制日本 8縣水產品進口、
雙方軍艦發生火控雷達照射等事件而有齟齬。

日本經濟產業省在 7月 1日的公告中表
示，自 7月 4日起，從日本出口至韓國的氟
化聚醯亞胺（Fluorinated polyimides）、光
阻劑（Photoresist）以及氟化氫（Hydrogen 
fluoride）等三種半導體加工材料，都須個別向
日本政府申請出口許可，而不再享有過去免出

口申請許可待遇。依照規定，業者須在申請許

可時載明產品之使用目的、方法、數量等詳細

內容，並須簽署承諾書保證相關原料不會被用

於武器或軍事用途；而日本政府也將逐案對出

口許可申請進行審核，審查時間最長將花費 90
個工作天。

據了解，氟化聚醯亞胺主要使用於智慧型

手機的面板製程，而氟化氫及光阻劑則為半導

體製程的重要原料。根據統計資料顯示，韓國

於 2019年 1月至 5月，共自日本進口 1億美
元以上的光阻劑、2,844萬美元的氟化氫，以
及 1,214萬美元的氟化聚醯亞胺。有專家表示，
由於半導體製作需經過多項步驟，任何一個步

驟缺漏都可能對產品品質造成嚴重影響；此外，

因日本為全球前述三種產品的最大出口國，一

旦日本停止對韓國出口，韓國在找尋替代廠商

時也將面對重大挑戰。

除了對以上三種科技產品進行出口管制之

外，經濟產業省 7月 1日的公告中也表示，將
針對把韓國從可信賴之友好國家「白色國家清

單」除名之舉，進行公眾意見蒐集。「白色國

家清單」係指參與出口管制機制組織、簽署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相關條約，並對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以及傳統武器以「滴水  」（Catch-all）管
制措施進行嚴格出口管理之國家；目前日本白

色國家清單上共有包含美國、加拿大、英國、

韓國等在內的 27個國家。若日本將韓國自「白
色國家清單」除名，未來日本政府若認為出口

至韓國產品涉及武器相關應用，也可額外要求

日本出口商申請出口許可。

據韓國朝鮮日報 7月 14日報導，自 7月 1
日對韓國採取出口管制措施至今 2週以來，韓
國股市因擔憂韓國主要產業集團受日本出口管

制措施之影響，變動較大。專家認為，韓國與

日本之衝突若長期無法解決，恐有多數之業種

受嚴重影響。若日本長期限制出口韓國生產半

導體及顯示器必要之氟化氫等 3項材料，恐將
嚴重影響韓國 IT廠商之生產。

 G20峰會各國領袖合照。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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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位於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簡稱西港）經

濟特區。該經濟特區為「一帶一路倡議」下中

國大陸與柬埔寨的重要合作項目之一，也是首

個簽訂雙邊政府協定、建立雙邊協調機制的經

貿合作區。

在美中貿易摩擦下，從今（2019）年 5月
開始，美國對中國大陸出口之商品陸續加徵懲

罰性關稅。但有部分中國大陸企業透過更換產

地之方式試圖規避關稅。日前越南海關表示，

發現許多出口商非法將中國大陸的商品貼上

「越南製造」的標籤以規避美國對中國大陸商

品加徵的關稅，和中國大陸貿易關係密切的柬

埔寨也出現相同情況。

中國大陸是柬埔寨第一大援助國也是投資

國，近年來更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投資數

十億至柬埔寨，其中亦包括援助貸款。西港經

濟特區主要生產商品為紡織品、成衣、袋子與

皮製品等，之後中國大陸將利用該特區臨港優

勢，擴展至五金和建材等商品。

對此，美使館發言人 Arend Zwartjes表示
美國國土安全部已進行檢查並對將商品轉道柬

埔寨以規避關稅的企業進行罰款。不過，柬埔

寨外交部及海關並未對此有所回應，西港經濟

特區更以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有限公司之名義

發出聲明，否認園區內 29家出口美國之企業
有因此受罰。

柬埔寨之所以成為中國大陸企業轉道規避

關稅的國家，除了有中柬合作的西港經濟特區

且兩國貿易關係密切外，柬埔寨和美國也有良

好的貿易關係。2016年柬美兩國達成普遍優惠
制（Generalis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

之貿易協議，此協議允許柬埔寨

向美國免關稅出口商品，其中包

含袋子和行李箱等旅行產品。

世界銀行 2019年 4月表示，
柬埔寨經濟去年增長 7.5%，主要
就是受益於對美國出口的增加。

越南與歐盟完成 FTA簽署

據經濟部貿易局全球商情 7月 8日報導，
歐盟理事會於 6月 25日正式宣布，批准「越
南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EVFTA）和「越南
與歐盟投資保護協定」（EVIPA），同時授權
執委會於 6月 30日在越南河內市完成簽署。
最快將在今年內生效。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

中心網站 7月 11日報導，越南是繼新加坡之
後，第 2個與歐盟簽署 FTA的東協會員國，歐
盟與越南自 2012年 6月開始談判，經過 14輪
談判後，於 2015年 12月對外宣布達成共識。
歐越 FTA涵蓋雙邊高達 99%之出口貨品，對歐
盟而言，出口至越南的貨品中 65%將在生效後
立即享有減稅優惠，其他貨品將於 10年內全
面減稅；至於越南出口至歐盟的貨品中，則有

71%之貨品立即減稅，其餘也將在 7年內全面
減稅。除了關稅調降外，EVFTA亦涵蓋有關勞
工權益、安全、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等協定。

同時，EVIPA將為歐盟對越南投資提供更
大保障，使越南成為歐盟企業在東南亞地區重

要海外駐點之一。

美國懲罰透過柬埔寨洗產地以規避關稅

之企業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網站
6月 27日報導，美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官員日前
透露，美國政府已針對數家透過柬埔寨經濟特

區出口商品以規避美國關稅的企業開罰。這些

 位於柬埔寨的西亞努克港
經濟特區

圖／西港經濟特區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