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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在2015年有了重大突破，其

中又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成立影響最大。TPP是高標準的新形態區域貿易

協定，完成簽署生效後，區域內及區域外的國家除了

將面臨不同的關稅之外，在服務貿易及投資等方面將

因開放程度不同，而逐步改變當前亞太地區經貿分工

體系及國際投資活動，對於沒有加入TPP的亞太地區

國家及正在推動的區域貿易協定，均造成國內及區域

內經貿進一步自由化的壓力。

位處亞太地區的台灣，一直希望融入亞太區域經

濟整合，並在過去8年中，陸續與新加坡、紐西蘭等

亞太國家完成區域貿易協定，展望亞太區域整合新

局，如何在2016年初始為台灣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

合盡一份心力，2016年已成為台灣參與區域整合的

關鍵年。

TPP率先達陣　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投下
震撼彈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於2015年10月4日

完成簽署，12個亞太成員國家參與談判，除了包括

美國及日本兩大經濟體之外，加拿大、墨西哥、智

利、祕魯等美洲環太平洋國家亦包含在內，此外，

TPP成員與東協加六成員高度重疊，包括新加坡、馬

來西亞、汶萊、越南、澳洲、紐西蘭、日本等，台

灣、中國大陸、北韓與香港等少數未加入，TPP率

先簽署完成，已為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投下新的震撼

彈。

若從TPP文本內容觀察，TPP開啟區域貿易協定的

自由化新頁。TPP共計30章，1 除了貨品貿易、紡織

品與成衣、原產地規則等傳統貿易議題之外，事實上

亦包含金融服務業、電信、電子商務、勞工、環境、

合作和能力建構等新興貿易議題，且TPP在貨品貿易

及服務貿易開放上採取負面表列方式，開放幅度均較

各國WTO程度為優。

以貨品貿易為例，所有農工產品都納入關稅減讓

表減讓範圍之中，關稅自由化比率達99.27%，平均

12國農工產品立即降稅比重為87.36%，除了新加坡

百分之百立即降稅之外，加拿大及紐西蘭九成五的貨

品將立即降稅，既使是立即降稅比率最低的越南，亦

有六成四的貨品立即降稅，由此可見TPP成員對於貨

品貿易自由化的共識。

TPP透過彈性的降稅期程及種類，讓發展程度不

同的TPP成員能夠達成貨品貿易負面表列全面開放的

共識，消弭歧見之外，亦可以在中長期達成全面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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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的目的，可做為日後其他區域貿易協定的重要

參考。市場開放程度見上表。

此外，TPP關注到新興貿易議題對於貿易的影

響，並希望打破新興貿易議題所遇到的經貿自由化障

礙。舉例而言，TPP觀察到金融服務業的跨境限制，

將大幅放寬TPP成員之間金融服務業在跨境及投資上

的市場進入限制，此舉可以提升TPP成員中金融服務

業之跨境服務，並進而在區域內促進金融服務業跨境

連結的效率。而在電子商務發展迅速的現況之下，

TPP亦將進一步促進成員之間網際網路及數位經濟的

自由流通，除了禁止電子傳輸課徵關稅之外，亦鼓勵

以無紙式交易，並合作協助中小企業利用電子商務及

鼓勵推動個人資料保護、線上消費保護、網路安全等

政策，均體現TPP希望進一步推動更深層經貿自由化

的想法。

TPP促進亞太地區合縱連橫及經貿自由化
TPP的成立，對於成立許久的東協加六造成若干

域內經貿進一步自由化的決心。

另東北亞方面，3年多未舉辦的中日韓領導人峰

會於2015年11月重新舉行，並在東北亞和平合作聯

合宣言中強調未來將加快中日韓FTA，加上陸韓FTA

在2015年年底生效，東北亞亦在深化經貿緊密程

度。

此外，中國大陸雖未加入TPP，卻在歐亞大陸成

功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以下簡稱亞投

行），2016年1月中旬正式於北京開業，成員多達57

個，配合2015年3月28日公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

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以下

簡稱一帶一路路線圖），結合歐亞地區資源，透過共

商共建共享，促進歐亞非大陸之經濟合作。

2016年做好台灣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
之準備

有鑑於鄰近國家為台灣主要貿易夥伴，面對TPP

完成簽署及亞太地區持續深化經濟合作的決心，台灣

資料來源：整理自TPP各國之貨品貿易關稅減讓表基本說明。

表：TPP市場開放幅度

TPP國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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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合作用，相較於目前東協加六成員正在

推動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

TPP經貿自由化的決心遠大於東協國家及

RCEP。在貨品貿易方面，RCEP同意協定生

效後立即開放65%的產品，生效後10年達

成80%，較TPP開放程度為低，另在服務貿

易部分，雖最終希望列出負面清單，然而過

渡期間仍同意成員以正面表列方式提出開放

項目，亦無法比擬TPP採用服務貿易負面表

列的大幅度開放。

雖然RCEP開放程度不若TPP，然而TPP

完成簽署之後，RCEP亦有儘速完成及擴大

開放的壓力，2015年11月RCEP領袖高峰會

中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力爭2016年完成談

判。而東協十國除了持續推動RCEP之外，

亦在2015年11月23日簽署吉隆坡宣言，

於同年12月31日正式啟動東協經濟共同體

（AEC），做為東協面對TPP簽署完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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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爭取連結主要貿易夥伴

市場商機的機會。

(一)	以TPP做為台灣開放與鬆綁法規之基準
台灣目前平均關稅為6.4%，雖然工業產品平

均關稅僅4.2%，然而農產品平均關稅仍達14.7%，

在進一步貿易自由化的趨勢下，台灣不管是要加入

TPP、RCEP或是與其他國家洽簽FTA，都將面對農工

產品調降關稅及經貿法規鬆綁的壓力。

由於TPP在貨品貿易及服務貿易開放上採取負面

表列方式，開放幅度不僅比各國的WTO承諾大，在

新興貿易議題的開放上亦屬創新，台灣應以高標準的

TPP作為開放及鬆綁法規的標準，有助於提早盤點市

場開放現況，做好開放與貿易救濟的準備，並縮短台

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時程。

(二)	成立TPP溝通辦公室　促進參與區域
	 整合的了解與共識

台灣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有助於台灣在經貿

自由化的過程中受益，對於台灣總體經濟亦屬有利，

然而對於台灣個別產業或企業而言，經貿自由化表示

將面對全球企業競爭，以往保護較多的廠商需要輔導

強化競爭力及貿易救濟度過難關，其間需要透過不厭

其煩的溝通才能降低社會歧見，找出台灣內部融入區

域經濟整合的共識。

政府近日已成立TPP溝通辦公室，希望強化內部

溝通工作，此舉有助於降低政府與企業、民眾之間之

溝通障礙，對於降低黑箱負評有其正面積極的效益，

在爭取加入TPP的過程中，同步促進國內對於加入TPP

的了解與共識，進一步亦可做為談判團隊與國內各界

溝通的重要平台。

(三)	正視兩岸經貿正常化　加快台灣融入

	 區域整合時程

中國大陸已在去（2015）年10月TPP正式簽署時

表達希望參與加入TPP，並與TPP成員國中的紐西蘭、

澳洲、智利、秘魯等完成FTA，加上中國大陸是東協

加六成員，亦參與RCEP談判，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已

在進行準備加入TPP的相關工作。

台灣無論是未來想要加入TPP或是RCEP，甚至其

他亞太經貿組織，都很難否認兩岸經貿正常化，是台

灣融入區域經濟整合的關鍵因素。因此，2016年儘

速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妥適處理海峽兩岸服務貿

易協議生效事宜，以及突破海峽兩岸貨品貿易協議的

瓶頸，將有助於台灣爭取加入TPP第二輪談判，以及

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中。

(四)	研議台灣加入亞投行及參與一帶一路

因應中國大陸新區域經濟整合策略，台灣應維

繫兩岸關係之和平發展，並進一步推動台灣加入

亞投行，找尋一帶一路商機。在新任蔡英文總統提

出新南向政策之際，有鑑於一帶一路策略中的海

上絲綢經濟帶與東南亞國家息息相關，進入亞投

行有助於台灣金融服務業進入亞投行資金互聯體

系及參與國際聯貸，台灣應研議台灣加入亞投行及

參與一帶一路，不但可以提高新南向政策成功的機

率，亦可做為另一個深化與東協國家經濟合作的多

元管道。

（本文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新興市場發展研究中心

主任）

1 TPP章節共計30章，包括初始條款及一般定義、貨

品貿易、紡織品和成衣、原產地規則、海關管理及

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

（SPS）、技術性貿易障礙（TBT）、貿易救濟、投

資、跨境服務業、金融服務業、商務人士短期進入、

電信、電子商務、政府採購、競爭政策、國營企業及

指定的獨佔企業、智慧財產、勞工、環境、合作和能

力建構、競爭力和企業促進、發展、中小企業、法規

調和、透明度及反貪腐、管理及制度條款、爭端解

決、例外、最終條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