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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陸韓FTA第6回合談判　仍未就談判模式達成共識
據1月18日日本農業新聞報導，日陸韓FTA第6回合談判於1月17日

結束。原期於本次談判就貨品關稅廢除／削減之標準及程序等，訂定共

通之規則／模式（modality），惟仍未獲共識。下回合談判訂於3月以

後，三方將續就談判模式進行諮商。

本次談判重點包括：（一）日本外務省談判相關官員於會後表示，

何時能就談判模式達成共識，依舊不明，三方在自由化水準之立場歧

異。日本及韓國在農產品市場開放有所顧慮，中國大陸及韓國則在部

分工業產品市場開放持保留態度。日本第2大農產品進口國為中國大陸

（美國為第1），即使係陸方目前尚未出口至日本之農產品，亦可能在

未來的談判中要求日本開放，因之是否能確保重要品目列為自由化例外

項目，值得關注。有關貨品之關稅廢除/削減相關談判，係於各方就談

判模式達成共識後進行，目前尚未進入具體談判。（二）日陸韓FTA未

設定談判完成期限，惟日陸韓與ASEAN等國家均參與之RCEP談判，係

以於本年中完成為目標，而日陸韓FTA之角色至為關鍵，爰盼以較RCEP

談判先行完成為目標。（三）日陸韓FTA談判分成首席談判代表層級及

副局長層級進行諮商，本次係為首席談判代表會議，目前暫訂於3月上

旬進行期中會議、4月舉行副局長會議，如進展順利，則可能於4月再

舉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

日臨時內閣通過3.5兆日圓之緊急經濟對策
據日本經濟新聞2014年12月28日報導，日本內閣府於12月17日發

表之第三季GDP速報值，經季節調整後數值為負成長0.5％，連續2季衰

退（第二季為負1.7％），安倍首相乃於12月18日迅速指示制定緊急經

濟對策，並於眾院改選第3次內閣成立後，於12月27日召開臨時內閣會

議，通過規模3.5兆日圓之緊急經濟對策，以刺激個人消費等。

上述對策內容主要可分為3大項，包括⑴支援家計及中小企業對策

約1.2兆日圓；⑵振興地方產業約0.6兆日圓；⑶加速災害復舊及震災復

興1.7兆日圓，合計3.5兆日圓，據日本政府之估算，約可達到促使實質

GDP提升0.7％之效果。至於財源方面，由於2014年度稅收約增加1.7兆

日圓，加上2013年度決算剩餘款2兆日圓，將利用該等財源加以推動。

財政政策為安倍首相推動3支箭政策之一，至今已持續每年推出緊

急經濟政策，2012年度上任之初，以公共建設為主規模達10兆日圓，

2013年度以防災減災為主，投入5.5兆日圓。本次之經濟對策則因去年

4月調漲消費稅後，景氣低迷較原先預測為嚴重，雖採寬鬆金融政策，

但第3季之個人消費僅成長0.4％，爰將重點置於喚起消費成長。相關金

額將列入2014年度之追加預算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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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內容及遊戲與食品等領域之FDI則以來自中國大陸

之投資規模增幅最大，高達147.2%。

據分析，中國大陸投資資金大幅湧入韓國之助力

係中國大陸政府推動「鼓勵進軍海外政策」，加上投

資者對陸韓FTA之期待效果。但據專家警告，來自中

國大陸之FDI於達成目的後，隨時有撤出之風險，因

此應謹慎留意。

另據指出，韓國去年FDI規模雖創歷史新高紀

錄，但金額卻仍遠低於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印

尼、泰國、及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依據聯合國貿易

及發展會議（UNCTAD）去年11月份之統計資料，過

去6年間，韓國之FDI規模更幾乎落於中國大陸等東亞

8國之末，僅領先越南，居第7位。

新加坡2014年經濟成長2.8％
據經濟部貿易局1月2日全球商情報導，新加坡

總理李顯龍發表本（2015）年元旦致詞時表示，新

加坡去（2014）年經濟成長為2.8％，低於去年11月

新加坡貿工部預估的3％。另，過去5年新加坡實際

在中國大陸資金大幅湧入韓國的助推下，2015年南韓FDI規模可望續創新高。圖為2014年10月4日，

第17屆亞洲運動會閉幕式於韓國仁川文鶴競技場舉行。

©法新社

韓2014年FDI規模創歷史新高
據韓國首爾經濟新聞1月6日報導，韓國產業通

商資源部傾發表去（2014）年外人投資（FDI）規模

統計，韓國去（2014）年全年之外人投資規模計達

190億美元（申報基準），較前（2013）年145億

5,000萬美元，大幅增加30.6%，亦較2012年162億

9,000萬美元為高，創歷史新高紀錄。而去年FDI實

際到位規模亦達115億2,000萬美元，較前年之98億

4,000萬美元，高出17.1%。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表示，韓國去（2014）年

FDI再創歷史新高主要原因係來自中國大陸之投資大

幅增加所產生「中國效應（China Effect）」。去年

來自中國大陸之投資規模計達11億8900萬美元，較

2013年4億8,100萬美元，增加3倍。

韓國去年外人投資主要特色為以併購方式之投

資，多於建設工廠、事業場之創建投資（Greenfield 

Investment）。去年併購型之相關投資規模（到位

額）為64億美元，較前年增加25%，創建投資規模

則僅增加11%。另複合型渡假村等房地產項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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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平均成長10％，不像其他發達國家陷入失業和

薪資停滯窘境。

李顯龍表示，新加坡未來將加倍努力協助提升企

業和勞工競爭力，以提高生產力。惟即便生產力提

高，未來新加坡將無法取得如過往般高經濟成長，因

新加坡經濟將轉型成生產力驅動的永續成長模式，亦

將針對某些政策（例如緊縮外勞政策）進行調整，經

濟成長速度將因而放緩。

另為實現提供新加坡人民更多保障的承諾，

新加坡去年推出肯定年長者貢獻的建國一代配套

（Pioneer Generation Package），並將於本年落實終

身健保計畫（Medishield Life）。李顯龍認為，上述

兩項計畫將給予較有需要者更多援助，使得新加坡成

為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社會。渠亦承諾將繼續重點投

資新加坡幼稚園、工藝教育學院及理工學院等教育，

進而建立完善且多元升學途徑的大專教育制度。此外

亦將繼續興建更多政府組屋（國宅），提升公共交通

基礎設施服務等。

馬來西亞對外貿易面臨嚴峻挑戰

據經濟部貿易局1月9日全球商情報導，馬來

西亞國際貿易暨工業部長慕斯達法指出，馬國去

（2014）年前11個月總貿易額為1.3229兆馬幣

（約合3,721.24億美元），較前（2013）年同期成

長6.12%；其中出口額為6,984.36億馬幣，成長

6.78%。估計去年全年總貿易額可達成5%至6%成

長目標。考量國際油價下跌、馬國預定於本（2015）

年落實消費稅措施、經常帳收支額、財政赤字、貿易

與投資等因素，估計馬國本年貿易將面臨嚴峻挑戰。

馬國去年11月份之出口額達637.27億馬幣，較

前年同期成長2.1%，較市場預期下跌0.4%為優；其

中電子與電機產品成長7.1%，表現亮眼。11月份馬

國對美國出口再取得兩位數成長（成長16%）。

港金管局強調香港發展離岸人民幣中心

三大方向

據香港大公報1月6日報導，香港金融管理局表

示，回顧香港經濟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香港的定位

一直都是順應中國大陸和全球經濟發展不斷改變而調

整和轉型。展望未來，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的進一步

發展取決於三個方面：（一）開拓更多管道讓人民幣

資金在岸與離岸市場之間流動；（二）按市場的發展

需要不斷完善離岸市場的金融基礎設施；（三）銀行

和金融業界把握政策空間，並且根據客戶的需求推出

更多人民幣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香港金管局發言人表示，2014年是香港離岸人

民幣業務發展的豐收年，因為無論在香港銀行處理的

人民幣貿易結算額、點心債發行量、人民幣銀行貸

款、CNH外匯市場的交易以及RTGS（港元即時支付

結算系統）的交易量都遠超2013年。

與其他的離岸人民幣中心相比，香港離岸人民

幣資金池規模龐大。截至2013年10月底，香港人

民幣存款餘額約1.11萬億元，這個動態資金池背後

支持著貿易、融資、投資等各種各樣的商貿和金融

活動。同時，經香港地區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

結算交易，在2014年前10個月累計達到5.07萬億

元，較2013年同期成長73%。2014年前11個月，

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幣債券近1,900億元，較2013年

全年發行量多60%。香港銀行的人民幣貸款由2013

年年底的1,156億元增加至2014年10月底的1,681億

元。

此外，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外匯和金融衍生工具市

場穩步發展。人民幣現貨和遠期外匯交易，每天平均

交易從2013年150億美元倍增至300億美元。而且香

港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近期的平均每日交易金額

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比2013年全年平均4,000億

元人民幣倍增。

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T）的統計，

香港銀行的人民幣收付交易量，占全球進出大陸和離

岸市場交易總量七成。

自上海自貿區成立以來，多家外資銀行包括香港

地區銀行向企業提供雙向人民幣資金池的業務，渠透

露，這項業務在2104年11月中旬已經有條件地複製

到大陸其他的地區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