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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峰會正式簽署　成立經濟共同體

綜合11月22日媒體報導，東南亞國家領袖11月22日在吉隆坡正式

簽署成立經濟共同體，期望與中國大陸和印度競爭。新成立的東協經濟

共同體，規模比歐洲聯盟或北美都要大許多。

東南亞這個多元差異區域，東協經濟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構想起自2002年，東協10國領袖此時在高峰會期

間，簽署正式成立聲明。主辦國馬來西亞總理納吉（Najib Razak）說，

東協將可取消彼此間關稅壁壘，未來貿易將更自由流通。他指出，東協

各國的總GDP可在2020年達到4.7兆美元（約152.8兆元台幣），預估最

快可在2030年達到成為全球第4大經濟體的目標。

美聯社報導，東協經濟體已是真實情況，許多基本原則已在區域內

實施，如取消關稅和簽證等等；另外，也促成更大的政治文化合作。不

過，由於開放農業、鋼鐵、汽車生產和其他保護產業等政治較敏感領域

尚未達成協議，東協經濟體12月31日正式成為法律實體後，要完全發

揮功能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過去10年來，區域內貿易約佔東協整體全球貿易24%，遠低於歐

盟的60%。路透社報導，東協經濟體（AEC）涵蓋政治、安全和社會文

化層面，成員國從越南共產政府到緬甸半軍事治理政府，及汶萊王國和

菲律賓的民主體制。

根據美聯社報導，許多基本原已在東協經濟共同體內實施，如取消

關稅和簽證等。但由於開放農業、鋼鐵、汽車生產和其他保護產業等尚

東南亞國家國協（ASEAN）高峰會11月22日正式簽署成立「東協共同體」。此後

總人口6億2500萬、經濟總值達2.6兆美元的東協，將成為全球第7大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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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成協議，東協經濟體要完全發揮功能仍有很長一

段路要走。

東協總人口6億2,500萬，經濟總值達2.6兆美元，

目前是全世界第7大經濟體，過去10年來區域內貿易

約佔全球貿易24%，遠低於歐盟的60%。東協預估，

15年後將追上大陸與印度，成為全球第4大經濟體。

2015年APEC經濟領袖宣言：
實現包容性成長

據中央社11月19日報導，為期2天的第23屆亞太

經濟合作會議（APEC）經濟領袖會議11月19日在菲

律賓馬尼拉落幕，發表2015年領袖宣言。領袖宣言

同意透過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達到區域經貿整合的

目的，進而實現雨露均霑的「包容性」成長。

今年APEC主題為「建構包容經濟、打造美好世

界」，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韓國總統朴槿惠、澳洲總理特恩

布爾、菲律賓總統阿奎諾及馬來西亞首相拿督斯里納

吉等各國元首及政要均出席。為呼應今年APEC打造

包容性經濟，建設更美好世界的會議主題，企業高峰

會將議題類歸為六大方向，包括創新／網際網路、教

育／技職教育、全球暖化／環保、支持全球貿易開放

以及一帶一路。整體而言，中小與微型企業依然是

APEC高度重視的關鍵部門。

領袖們認同，發展不均阻礙了整體經濟成長，即

使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讓許多民眾受惠，但區內仍有

數以千萬計的民眾仍深陷貧窮。

宣言說，「為實現包容性成長，我們認知所有社

會層面全面參與的重要性，特別是婦女、青年、殘障人

士、原住民、低收入族群，以及微型、中小企業。」

領袖們堅定支持打造一個開放、可預測、以法治

為基礎及透明的貿易與投資環境，讓人民都有獲取經

濟機會的管道。

宣言再次確認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的承諾，作為「進一步推動APEC區域經

濟整合的主要工具。」領袖們表示已注意到區域多個

自由貿易協定以及FTAAP可能路線的進展，包括TPP

談判的完成，也鼓勵儘早完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RCEP）的談判。

本屆領袖宣言罕見地觸及非經濟議題，譴責了

包括巴黎連環恐怖攻擊在內多宗恐攻事件。明年的

APEC系列會議將由秘魯主辦。

南韓對中國大陸貿易依存度增加　

對日本貿易比率降至新低

據中國網2015年11月3日報導，韓國媒體指出，

南韓2015年前3季貿易額中，對中國大陸貿易額比率

逾23%，而同一時期對日本的貿易額所比率重降至

近半世紀以來新低。

南韓統計廳和產業通商資源部發布的數據：

2015年1至9月，南韓對大陸出口額達1,021億美元，

在出口總額（3,969億美元）中的比率從2014年同期

的25%提高到25.7%。

而同期對日出口額比率則從2014年的5.7%下降

為4.9%，創下開始進行相關統計（1965年）以來的

新低。韓國媒體稱，近年來對日出口比率逐年遞減源

於日本安倍政權推行日元貶值政策，且韓日圍繞歷史

問題矛盾加深。

儘管南韓的出口整體低迷，但對大陸出口表現

相對良好。南韓10月份出口額跌幅創下6年來之最，

其中對大陸出口下降8%，而對美、歐出口分別下降

12.5%和11.4%，對日出口更下跌25.6%。

對大陸出口比率提高推高對大陸貿易依存度，南

韓2015年前3季貿易額為7,276億美元，其中對大陸

貿易額比率為23.2%，較2014年同期提升1.8%。南

韓國際貿易研究院方面表示，南韓需將對大陸出口重

心轉向消費和服務領域，並在中長期謀求出口市場多

元化。

泰國支持特許經銷商進軍國際市場

據泰國世界日報10月29日報導，泰國商業部制

定目標，3年內推動300家特許經經商邁向東盟和全球

市場，要求各部門配合政府工作，全力支持該計畫。

泰國商業部商業發展廳長蓬攀女士表示，為促進

泰國經濟發展，鞏固經濟基礎，商業部將聯合民營企

業推出泰國傑出特許經經商計畫，而有著約2,000億



392015年12月號／288期

亞
太
經
貿
消
息
輯
要

銖價值、占泰國零售業總產值9%的特許經營業，是

這次計畫中的首批受益行業。

目前泰國商業部與民營企業制定了兩種方案，第

一是擴大特許經營業務種類，覆蓋更多的業務，例如

社會企業，增加新的服務模式；第二是加大出口力度，

如果要成功完成目標，必須靠政府和民營企業的大力

合作。尤其是今年年底東盟經濟共同體建成後，東盟

市場將成為泰國特許經經商未來重點推動的市場。

 泰國商業部還制定了推動泰國特許經經商走向

世界計畫，3年內（2016∼2018年）不低於300家企

業，擴大國外加盟點不少於1,800個，預計可帶來收

入大約63億銖。目前泰國有1519家特許經營企業，

其中法人企業有1,230家，自然人企業有289家，分

為零售業務占38%，食品飲料業占28%，服務業占

23%，教育類占6%，美容和SPA行業占5%。特許

經營行業總註冊資本大約595.02億銖，年收益約為

6457.98億銖。

TPP會員國同意對越南移除78∼95%貨品之
進口稅

據經濟部國貿局全球商情11月10日報導，越南

財政部頃公布在TPP生效後之降稅清單。該部表示，

TPP會員國承諾在TPP生效後，將對越南大幅開放約

78%至95%貨品之進口稅將被移除，其餘項目將在

5至10年內移除，不包括敏感項目。除了木製家具、

電子產品與橡膠外，幾項越南出口至TPP國家之主要

項目如農產品、海產、成衣、紡織與鞋類等，均將在

3至5年內降為0%。

進口稅方面，越南承諾對TPP國家適用共同關稅

稅率，其中65%之進口關稅將被移除，包括動物飼

料、牛奶、稻米、皮革，而不包括皮革製品、棉花、

成衣、紡織、肥料等，而化妝品、機械設備、木製家

具亦將降稅，約98%之關稅將於10年後移除，其餘

貨品將依10年以上之路徑圖或適用關稅配額降稅。

在出口稅方面，越南承諾移除大部分貨品之出口

關稅，期間為5至15年，某些較重要項目將繼續維持

該關稅稅率。

該部表示，TPP會員國已完成技術審查與所需

程序，以準備於明（2016）年初官方預定之時間簽

約。

香港營商指數3年新低
據香港文匯報11月3日報導，香港生產力促進

局公布2015年第四季「渣打香港中小企領先營商指

數」調查結果，綜合營商指數較第三季下跌5.2至

44.4，是3年來新低，反映普遍中小企業展望前景趨

悲觀。渣打香港高級經濟師劉健恆估計，環球經濟最

遲在2016年初到達谷底，然後將會開始穩定下來，

料屆時中小企業的營商信心會回升。

調查在9月至10月訪問806家香港中小企業的決

策人。結果顯示，綜合營商指數為44.4，按季減少

5.2，按年則跌3.5，是3年來新低。綜合營商指數是

由五個分項組成，本次所有分項指數均錄得下跌。當

中，「投資意向」達48.9，是自指數推出以來，首次

跌破50；「環球經濟」按季跌13.2至27.1；「營業

狀況」和「盈利表現」分別報43.3和41.3；「招聘意

向」緊守50分界線，達50.2。

對於中小企業對香港經濟前景的看法及相關應

對措施，61%受訪企業認為香港正經歷經濟寒冬，

24%受訪企業甚至認為現時的經濟狀況較2008年

金融風暴時期更差。不過，71%認同當前經濟處於

寒冬的企業表示沒有任何應對方法，其他企業考慮

凍薪或減薪（14%）；裁員（8%）；面臨結業壓

力（2%）。另外，有中小企業表示會開拓新業務

（8%）；開拓網上銷售或推廣管道（5%）；員工

再培訓（4%)，以應對營商困局。

劉健恆表示，2015年第三季人民幣貶值、股市波

動，以及大陸經濟進一步放緩，帶來不穩定的市場環

境。美國暫緩啟動加息，大陸、歐洲和日本的央行最

近持續寬鬆或計劃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都反映宏觀

經濟和市場仍然面對相當挑戰，需要大量政策支持。

他估計，環球經濟於第四季或2016年首季到達

谷底，然後回穩，並且持續一至兩季。相信2016年

整體環球經濟數據會有所改善，隨著環境經濟數據公

布，料香港中小企業信心會回升，惟預期有滯後情況

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