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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海基會邀請經濟部施部長於2月22日舉辦之「2010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中，就「兩岸經

濟協議之內涵及可能影響」發表專題演講，向台商朋友說明兩岸經濟協議之相關事宜，編輯部綜合整理

施部長專題演講之內容如下，以供讀者饗宴。 

推動洽簽兩岸經濟協議（ECFA）的必要性 

一、RTA/FTA是什麼? 
定義：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泛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同意採取互降關稅、開放服務業市場及經濟合作等措施，以提高締

約國經濟利益的國際協定。 

特性：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資料，目前153個會員的平均關稅稅率約10.39% 。 FTA締約國彼

此間適用的零（或較低）關稅等措施，並不適用於非締約國。因此，FTA對非締約國的貿易及投資，會造

成不利的影響。部分WTO會員的FTA ，除經貿議題外，更納入勞動標準、環境保護、智慧財產權，技術

移轉及國際援助等條款，並改稱為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 ，或其他名稱，

但仍具備FTA的特性。 

二、各國洽簽FTA的動機 
已開發國家：由於WTO多邊談判進展緩慢，已開發國家希望透過洽簽FTA來開拓服務貿易、智慧財產

權、投資等領先產業的國外市場。 

開發中國家：希望促進與締約國的貿易、增加消費選擇、穩定物價、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與技術移轉

等。 

由於非締約國可能面臨貿易及投資移轉的負面效果，出口受到衝擊、擔心被邊緣化，因此，很多國

家均積極與其他國家或區域（例如：東協）洽簽RTA/FTA。 

三、區域經濟整合盛行 
由於WTO杜哈回合談判發展緩慢，未來進程充滿不確定因素，造成國際間雙邊FTA蔓延，全球區域經

濟整合加速深化。近年來國際間簽署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蔚為風潮，依據WTO之統計，自GATT時代

至2009年10月1日止，共有266個RTA/FTA生效實施，且近年來發展迅速，自2000年至2008年間，每年約有

11～24個RTA/FTA生效實施，這9年生效的RTA/FTA共計有148個，已超過前述總數的1/2。 

近年來東協分別與中國大陸、韓國、日本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已陸續生效實施，東協與澳紐、印度

亦分別於2009年2月、8月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預訂2010年初生效，東亞成為全球最熱衷洽簽RTA/FTA之區

域之一。 

迄今我僅與中美洲5國簽有雙邊FTA，其僅占我全球出口總額之0.187%，對於占我出口總額達到88.7%

的美、歐與東亞國家，則尚無法簽訂任何雙邊FTA，我商陷於極不利地位。 

四、全球各區域經濟整合已對台灣產生負面影響 
自2004年起我國進出口佔世界比重有逐漸降低的趨勢，我國近年進出口佔世界總進出口的比例詳見表

一： 

表一：我國近年進出口佔世界總進出口的比例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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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東亞國家FTA對台灣產生之負面影響 
近年來韓國、日本先後與多國或區域簽訂FTA，這些舉措對我國貿易發展已產生影響，以韓國為例，

韓國與東協、韓國與新加坡、韓國與智利簽訂FTA後，皆顯示獲得可觀的貿易利益，並對我國產生排擠效

應。 

韓國於2007年6月與ASEAN簽訂 FTA之生效前，我對ASEAN10出口平均成長20.1%，韓國只成長

16.6%；協定生效後，我對ASEAN10平均成長變成11.8%，韓國卻大幅成長24.0%。 

韓國於2006年3月與新加坡簽訂 FTA之生效前，我對新加坡出口平均成長20.4%，韓國則成長20.9%，

雙方相當；協定生效後至2008年，我對新加坡出口平均成長變成13.2%，韓國卻大幅成長30.1%。 

六、東協－中國大陸FTA對台灣之衝擊已浮現 
從大陸進口來源觀察，2005年東協－中國大陸FTA開始降稅，大陸自東協進口值首度超越台灣，2008

年已達1,169億美元。大陸自台灣及東協10國進口分析，詳見表二： 

表二：大陸自台灣及東協10國進口分析                 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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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來東亞地區FTAs/RTAs對我潛在影響 
研議中的FTAs/RTAs包括：東協+3（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東協+6（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印度+澳

洲+紐西蘭）、中國大陸+日本+韓國FTA、韓國+中國大陸FTA（於2008年6月已進行5次產官學聯合研

究）、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上述研議中的各項措施台灣目前均尚未參與，對於我國日後產業國

際競爭力將產生負面影響。 

八、為何需與中國大陸洽簽兩岸經濟協議 
第一，我國為資源貧瘠，國內市場較小，以出口為導向的島國型經濟體，對外貿易極為重要。 

第二，中國大陸目前是我最大貿易對手、最大對外投資目的地、最大順差來源，2008年我對全球的貿

易順差是148億美元，對中國大陸和香港貿易的順差即高達667億美元。 

第三，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與雙邊FTA，已實質構成我商行銷全球，布局全球的市場障礙，該項實質市

場障礙的負面效果已很明顯，2010年1月1日更加擴大，未來10年將再進一步擴大，我國的國際競爭條件惡

化，競爭危機擴大。綜此，我有必要持續積極與各重要貿易夥伴洽簽FTA，掌握兩岸和緩友善時機，洽簽

兩岸經濟協議。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一、何謂架構協議 
架構協議不是一步到位的FTA，僅先制定架構及目標，具體內容日後再協商，處理較有彈性。並且以

漸進方式逐年適用協議內容，可以化解一般FTA立即且全面開放之壓力，提供國內凝聚共識與政策調整的

時間彈性。至於較急迫的產品，可以搭配「早期收穫」條款，對雙方最急迫且獲有共識的貨品與服務

業，進行關稅減免與市場開放，提早實現優惠利益。 



二、洽簽兩岸經濟協議的指導原則 
第一，對等原則：不採港澳模式、不會出現一國兩制，不涉及統獨及政治問題。第二，由易到難：

分階段、分步驟推進。第三，擱置爭議，共創雙嬴：不開放大陸勞工來台工作、不進一步解除農產品管

制。第四，先處理互補性高、具急迫性、高共識性的項目，有爭議的項目，留待日後處理。 

三、洽簽兩岸經濟協議的重要策略 
第一，以早期收穫搭配調適期，兼顧短中長期需要。第二，開放項目與保留措施雙軌推進，保留政

策調整之彈性。第三，建立風險管理機制：強化大陸商品進口監測機制、建立兩岸貿易救濟制度、建構

不安全商品通報機制。 

四、 兩岸經濟協議規劃之內容 
兩岸經濟協議考慮兩岸經貿關係特性，並參照東協與中國大陸、韓國、日本、印度等國所簽訂的架

構協議。納入「早期收穫」條款，規定未來要推動的後續協議、開始協商的時間、協商內容的大綱以及

主要的經濟合作事項等。 

目前兩岸尚未進入協商階段，因此以下所提供的，只是我方暫時擬定的兩岸經濟協議內容大概，至

於最終的具體條文，需要等到未來協商後才能確定。  
序言 

 

‧表達透過兩岸經濟協議推動經貿合作關係制度化

的長期願景及基本原則  

 

總則 

 

‧總則的性質類似一本書的大綱 

‧將參照國際間其他經貿協議的作法，規定協議所

追求的目標、具體經濟合作與自由化的範圍與措

施，以及應該給予對方的基本對待方式等 

貨品貿

易、服務

貿易、與

投資 

 

‧可能包含三個部分，主要是針對未來所需要繼續

推動的個別協議，例如貨品貿易協議、服務貿易

協議與投資協議等，訂出協商的範圍與主要事

項，以及推動的基本時間表 

 

早期收穫 

 

‧早期收穫是兩岸經濟協議的重要項目之一，主要

是規定雙方可以在現階段提早享有降稅與服務業

開放利益的項目 

‧沒有納入早期收穫範圍的貨品降稅與服務業開

放，將會在未來的後續協議，再透過協商來決定

開放的程度與方式 

‧為降低中國大陸的早期收穫項目對台灣產業可能

之衝擊，將同時規定早期收穫降稅與服務業開放

的相關臨時性配套措施  

   ◎臨時性貿易救濟規則（如反傾銷、防衛措施） 

   ◎臨時性原產地規則，以避免其他國家搭便車享有 

兩岸經濟協議利益 

 

經濟合作 

 

‧經濟合作是兩岸經濟協議的重要項目之一，目前

政府規劃的現階段合作範圍，包括關務合作、智

慧財產權保護及產業合作等領域，確切項目，仍

有待雙方協商後才能確定 

‧對於現階段尚未納入兩岸經濟協議的合作事項，

未來倘通過雙方同意，也可以納入兩岸經濟協議

的範圍 

 

其他 

 

‧主要規定在落實兩岸經濟協議內容的相關配套安

排，可能包含的主要內容有 

   ◎例外條款 

   ◎爭端解決機制 

   ◎終止條款 

 

五、洽簽兩岸經濟協議的步驟 
第一，雙方個別研究；第二，雙方共同研究；第三；協商；第四簽署；第五，送國會審議通過；第

六，生效實施。 

目前進展：第4次江陳會談已將兩岸經濟協議列為第5次江陳會談之主要協商議題。兩岸已於99年1月

26日展開第1次正式協商。 



簽署兩岸經濟協議的效應及政府的因應措施 

一、簽署兩岸經濟協議對台灣的效應 
正面效應包括：第一，根據本部委託中經院研究結果顯示，簽署兩岸經濟協議對台灣經濟的正面影響

包括：國民所得(GDP)上升1.65%1至1.72%；出口增加:約 5%；整體就業人數增加約 26萬人。 

第二，有助於產業持續投資台灣：一旦中國大陸大部分工業產品對台灣的關稅降為零，將有助於產業

持續投資及根留台灣，繼續創造就業機會。 

第三，加速台灣發展成為產業運籌中心：利用大三通增加貨物及人員流通的便利性，配合兩岸貨品

降稅及消除非關稅障礙等效益，可重新塑造台灣成為兼具轉口、物流配銷、終端產品加工等全功能運籌

中心。 

第四，有助於中國大陸台商增加對台採購及產業競爭力：中國大陸進口關稅降為零後，自台灣進口

相對成本降低，台商可增加自台灣採購的數量。同時因品質較佳及成本降低，有利於提升台商在中國大

陸的競爭力。 

第五，吸引外商增加投資台灣：兩岸簽署ECFA後，台灣銷往中國大陸產品之關稅優惠、再加上台灣

對智慧財產權保護較為周全、兩岸開放大三通的便利、政府補助企業在台設立研發中心之優惠措施等，

將有助於（1）歐美日企業選擇將台灣作為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門戶。（2）優先與台商合作研發及生

產，將區域研發、生產或營運總部設在台灣，讓台灣成為跨國企業「全球創新中心」及「亞太經貿樞

紐」的第一選擇。 

第六，取得領先競爭對手國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優勢：台灣銷往中國大陸大部分工業產品之關稅降

為零，台灣將較日韓等競爭對手國更早取得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優勢，進而取代日韓之地位。以石化原

料為例，2007年中國大陸進口總值約763億美元，台灣占15 ％，韓國占20 ％，日本占18 ％；如將中國大陸

平均進口關稅6.17％降為零，將有助於我國取代日韓原有38％之市占率，約380億美元。 

第七，有助於台灣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FTA，與振興國內經濟，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國民所得。 

產業負面影響包括：我國對於中國大陸農工產品的進口限制項數，目前仍有2,200多項（農產品830

項、工業產品1,380多項），不論已開放或管制大陸物品進口，國內仍有部分屬內需型、競爭力較弱、易

受貿易自由化影響之產業。未來如開放或調降關稅，可能對該等產業產生負面衝擊，將運用談判策略，

爭取有利條件，並給予適當輔導，協調轉型升級，提升競爭力。 

二、政府因應措施 
在產業方面，將推動「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根據產業與勞工所受之各種可能影

響，未來10年編列總經費 950 億元，採行下列3種調整支援策略： 

第一，振興輔導：包括輔導產業升級轉型、提供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協助中小企業群聚發展、

協助拓展外銷市場。 

第二，體質調整：輔導產業升級轉型、提供廠房及設備更新低利融資、就業安定協助。 

第三，損害救濟：協助業者轉換業種與產品、協助轉業再就業。 

在就業方面，將協助就業安定，提供在職勞工薪資補貼、職務再設計補貼、協助事業單位人力資源

提升、建立就業服務單一窗口、主動提供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訊息。 

結語 
兩岸簽署ECFA可以建立兩岸穩定的經貿合作架構，開啟兩岸良性互動的機制；強化台灣在國際市場

的競爭力，促進台灣經濟穩定成長；推動台灣成為全球創新中心、亞太經貿樞紐、台商營運總部，幫助

台灣面對競爭、開創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