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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半年兩岸經貿情勢研析 

 

今(2016)年初以來，國際油價受到供給面因素出現反彈，然在歐元區經濟持

續緩慢復甦、日本因復甦動能不足而呈現停滯，以及中國大陸仍維持新常態經濟

等所引發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不僅波及以出口為主的韓國與東協國家經濟表現，

原先相對穩健美國經濟也連帶受到影響。整體而言，全球景氣走弱使得貿易明顯

放緩，進而影響到兩岸進出口表現，今年累計進出口數據皆呈現衰退。 

細究兩岸經濟表現，中國大陸產能過剩問題仍未解決、雖然房地產市場因一

連串寬鬆貨幣政策降低房貸利率，刺激民眾購房意願的回升，但出口數據萎縮導

致固定投資難有正面表現，今年第 1 季經濟成長率為 6.7%，創下近 7 年以來單

季最差的表現。而在臺灣部分，也因全球經濟復甦緩慢，伴隨中國大陸紅色供應

鏈崛起等因素，年初迄今的出口表現呈現衰退，連帶衝擊國內廠商投資意願，民

間消費亦轉趨保守，主計總處公布今年第 1季經濟成長率減幅達 0.7%。 

由於國際預測機構對 2017 年全球經濟及貿易成長率看法均優於今年，顯示

下半年將會有利於兩岸貿易及產業情勢產生，不過經濟前景還是潛藏若干不確定

因素，例如，國際經濟走向、中國大陸經濟政策動向，以及國際油價後續走勢等，

將影響 2016年下半年甚至全年的經濟表現。以下本文就 2016年上半年兩岸個別

經濟及兩岸貿易進行回顧，並展望 2016 年下半年國際情勢及兩岸經濟表現，以

及影響兩岸經貿發展的可能因素。 

一、2016年上半年兩岸經貿情勢 

在全球需求不足、經濟不確定性持續蔓延及各國改革步調放緩之下，全球經

濟陷入低成長陷阱之中，也影響到全球貿易量成長，衝擊 2016 年兩岸對外貿易

表現。而在臺灣部分，除了全球前景不明因素外，還有紅色供應鏈的挑戰，尤其

中國大陸歷經十一五及十二五規劃的產業發展後，隨著部分機器設備及工業半成

品的自製能力提高，原先需從臺、日、韓進口的部分已被中國大陸境內生產取代，

而減少對我國進口。根據財政部統計，自 2015 年 2 月起，臺灣對外出口持續衰

退，迄今呈現連 17 個月負成長，打破金融海嘯期間的紀錄，創下史上最長衰退

紀錄。 

雖然今年 4月起我國出口的年減幅已降至個位數，但累計上半年出口 1,313.3

億美元仍較去年同期減少 9.1%。其中基本金屬及其製品減少 16.4億美元最多(較

去年同期衰退 12.5%)、其次依序為光學器材、塑橡膠及其製品、資通與視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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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品，分別減少 16.3億美元(-24.4%)、12.9 億美元(-11.8%)、12.8億美元(-8.3%)

及 12.5 億美元(-19.5%)等。若以地區別，對中國大陸出口 328.2億美元，減少 47.8

億美元最多(較去年同期衰退 12.7%)，其次依序為對東協、日本及美國分別減少

23.8 億美元(-8.9%)、3.8億美元(-3.9%)及 13.2 億美元(-7.6%)，而對歐洲出口 129.8

億美元，反而增加1.8億美元(+1.4%)。同期間，進口額為1,073億美元，年減10.7%。

雖然進口減幅大於出口，使得出超相對增加，但貿易額銳減，仍讓實質經濟面臨

挑戰。 

在中國大陸貿易部分，同樣受到國際需求不振影響出口表現，觀察 2015 年

2月以來期間，除 2015年 2月份及 6月份，及 2016年 3月份呈現正成長1外，其

餘各月出口數據皆呈衰退，累計今年前 6月出口金額 9,854.8億美元，年減 7.7%。

在進口方面，由於官方持續調控產能過剩，以及提升製造實力，減少對外進口工

業原料及半成品，致前 6月的進口額為 7,271.9 億美元，年減 10.2%，出超 2,582.9

億美元。其中中國大陸對亞洲國家的進口普遍呈現兩位數值的衰退，對臺進口減

少 9.5%，對韓國及新加坡分別有 10.1%及 16.9%的減幅。 

在兩岸投資部分，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統計，2016 年上半年核准對中國大陸

投資件數及核准投(增)資金額含補辦為 159 件及 43.3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減少

21.4%及 11.5%(不含補辦)。其中，主要投資在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金融保險、電

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及批發及零售業。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來臺投資

部分，2016 年上半年核准投資件數及金額為 78 件及 1.6 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成

長 21.9%及 239.1%，自 2009年累計至 2016年 6月底，投資金額計 16.0億美元，

其中以批發零售業、銀行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港埠業投資最多。 

二、2016年下半年兩岸經貿展望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7月份所發布新

的全球貿易展望指標(World Trade Outlook Indicator，WTOI)為 99，此意味著全球

貿易將持續低迷到第 3季。目前各主要預測機構也認為全球經濟前景仍未明朗，

IMF、EIU 及 UN 三機構所作的最新預測為例，除 EIU 較上一次預測調升 2016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 0.1 個百分點外，其餘機構皆下修 0.1 至 0.2 個百分點，

其中帶動全球景氣復甦的地區除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如美國、歐洲及日本等經濟

持續降溫，也將壓抑 2016年全球景氣復甦空間。 

                                                 
1 此 3個月出口正成長原因分析如下：2015年 2月出口較上年同月成長 48.2%，主要受外貿企業

春節前集中出口，節後陸續開工習慣所致；同年 6月出口成長 1.5%，係對孟加拉、巴基斯坦、

以色列、沙國和埃及等國有 2位數成長；2016年 3 月出口成長 10.7%，主要因 2015年 3月基

期較低，及人民幣貶值帶動出口，同時對巴基斯坦、孟加拉、埃及、印度和俄羅斯等國出口相

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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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及 2017年全球及主要國家經貿數據預測 

單位：年增率 % 

機構名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2016/4(2016/1) 

經濟學人(EIU) 

2016/6(2016/5) 

世界銀行(WB) 

2016/6(2016/1) 

2016 2017 2016 2017 2016 2017 

全球 3.2(3.4) 3.5(3.6) 2.3(2.2) 2.6(2.6) 2.4(2.9) 2.8(3.1) 

美國 2.4(2.6) 2.5(2.6) 2.0(2.0) 2.3(2.3) 1.9(2.7) 2.2(2.4) 

歐元區 1.5(1.7) 1.6(1.7) 1.6(1.5) 1.6(1.6) 1.6(1.7) 1.6(1.7) 

日本 0.5(1.0) -0.1(0.3) 0.5(0.5) 0.5(0.1) 0.5(1.3) 0.5(0.9) 

中國大陸 6.5(6.3) 6.2(6.4) 6.7(6.7) 6.0(6.0) 6.7(6.7) 6.5(6.5) 

全球貿易 3.1(3.4) 3.8(4.4) 2.9(2.9) 3.5(3.6) 3.1(3.8) 3.9(4.3) 

資料來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 2016/4，2016/1)、EIU(Country Forecast World, 2016/6，

2016/5)、WB(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16/6，2016/1)。 

 

在兩岸個別經濟表現方面，中國大陸官方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及過剩產能調控

持續，不過穩增長下的寬鬆貨幣及財政政策，包括降息、地方政府的公共建設項

目及非住宅房地產投資增加，激勵房地產銷售、新開工及建設數量的成長，繼而

對第 3季的經濟成長略有幫助。此外，IMF 因中國大陸民間消費擴張，服務業成

長略微有效填補製造業低迷走勢，故 4 月份將 2016 年經濟成長率預測上調 0.2

個百分點至 6.5%，而 EIU及WB皆維持預測數 6.7%。 

在臺灣經濟方面，受到國際市場需求不振、中國大陸供應鏈自主化效應、及

原料價格持續下跌影響，今年第 1 季經濟成長率概估值為-0.7%，主要係第 1 季

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出口衰退 12.1%，包括以往表現較佳的電子與機械產品出口分

別衰退 4.5%、9.1%，其餘各主要品項均呈兩位數減幅，導致外部需求對國內經

濟成長貢獻為-2.6，成為拖累上半年經濟成長率的主因。而下半年因外需成長持

續疲弱及民間投資成長調低影響，主計總處 5 月份預測 2016年國內實質 GDP 成

長率為 1.06%，較 2 月預測下修 0.41 個百分點。以下本文就兩岸 2016 年經濟組

成項目(如表 2所示)，分別以主計總處及 EIU 的預測數據加以比較說明兩岸經貿

情勢，以進一步展現全貌。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4/02/weodata/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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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年兩岸總體經濟重要指標預測 

單位: %，元 

 
GDP 

民間 

消費 

固定 

投資 
輸出 輸入 

消費者 

物價 
匯率 

臺灣 
1.06 

(1.47) 

1.46 

(1.36) 

1.52 

(2.57) 

1.34 

(2.53) 

2.06 

(2.97) 

1.09 

(0.69) 

32.84 

(33.66) 

中國大陸 
6.7 

(6.5) 

7.0 

(7.3) 

5.8 

(5.4) 

3.8 

(3.6) 

3.1 

(2.8) 

2.3 

(2.1) 

6.59 

(6.37) 

註：( )表示上次的預測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5，2016/2)、EIU(Country Report, 2016/7，2015/12)。 

 

在消費部分，由於我國政府去年所推出的「消費提振措施」發酵，累計今年

前 5 個月零售及餐飲業營收皆較去年同期成長 2%，且部分措施期限延至今年上

半年，加上第 1季國人出國旅遊人數高達 13.7%，推升上半年民間消費，惟國內

就業及實質薪資成長趨緩，以及景氣走疲致消費者信心不足，限縮消費成長力道，

主計總處預估民間消費僅成長 1.46%，較 2月預測上修 0.1個百分點。 

而在中國大陸方面，雖然經濟改革的步伐緩慢未能將上升的債務水準有效控

制，EIU仍認為今年民間消費仍會相對保持強勁，惟中長期仍持悲觀的看法，因

而下調民間消費預測值，從 7.3%減少至 7.0%。其中，今年 4月份上海市宣布今

年基本薪資漲幅 8.4%，創下 7 年新低，顯示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緩已開始產

生實質影響，今年基本薪資漲幅低遠於過去 6 年平均 13%，漲幅創下 2009 年金

融海嘯凍漲基本薪資後的新低。不過美國經濟學家 Branko Milanovic 新書《全

球不平等》指出中國大陸家庭從 1988-2008 年 20 年間收入大增 70%，遠高於

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僅 4%增幅，麥肯錫諮詢公司也預測 2022 年中

國大陸主要城市中產階級年收入可達 9,000-34,000 美元2，此將成為民間消費新

的一股力量，帶動零售、餐飲及觀光業發展。 

在投資部分，雖然臺灣的半導體及相關產業欲維持製程領先優勢，及適應物

聯網、車用電子等智慧新興應用需求，延續高階產能投資，加上航空業者擴編機

隊，支撐機器設備與運輸工具投資的成長，惟營建工程投資因房市降溫而續呈疲

弱，影響民間投資整體表現，主計總處預測 2016 年民間投資實質僅成長 1.09%，

較2月下修0.89個百分點。然政府及公營事業投資年增率分別為3.42%及2.38%，

反成為支撐今年固定投資動能，主計總處預估 2016 年整體固定資本形成成長率

                                                 
2 李家如(2016.4.25)，＜美民眾怨貿易收入不均！中國家庭收入大增七成 美國僅增 4%＞，鉅亨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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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52%，較 2月預測時減少 1.05 個百分點。 

在中國大陸固定投資部分，根據官方公布今年首 5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年

增率為 9.6%，其中民間投資因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導致利潤成長減速，加上民

營借貸困難等因素影響投資意願，年成長 3.9%，而中央及地方政府投資分別成

長 10.4%及 9.6%，高出民間投資成長率甚多，這表明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

動效果愈來愈弱。EIU預測 2016年中國大陸固定投資將從 5.4%增加至 5.8%。在

房地產市場部分，官方自 2014 年末起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各地方政府配合解

除房屋限購管制，以及調降首購族 20%的頭期款、調整房地產交易環節契稅和營

業稅等3措施，已帶動一波不動產市場行情，今年前 5個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

商品房銷售面積及新開工面積年增率分別為 7.0%、33.2%及 18.3%，EIU認為不

動產市場的熱絡已為支撐今年中國大陸固定投資及 GDP 成長最重要的動能之

一。 

另一方面，根據中國大陸商務部公布《商務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

提出 26 個重大工程項目，作為十三五時期商務發展的要務，其中包括實施自由

貿易試驗區、商務綜合監管執法體系、電子商務進農村、智慧供應鏈創新行動、

國際消費城市建設、重要產品追溯體系、培育外貿品牌、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

服務貿易創新發展、國家級經開區創新發展、境外經貿合作區創新等工程項目，

以及京津冀市場一體化建設、長江經濟帶商務等，這些重大工程項目後續進展對

固定投資影響亦值得後續加以關注。 

在貿易部分，今年以來我國進出口逐月減幅已有縮小之勢，累計今年上半年

以美元計價的進出口表現仍衰退 10.7及 9.1%。由於 IMF 及 WB皆下調世界貿易

量成長預測為 0.3 及 0.7 個百分點，顯示國際需求依舊疲弱，不利我國出口，加

上中國大陸傾力扶植供應鏈自主，與我國競爭漸擴及至資本密集與中高階科技產

品，對我國出口的排擠壓力日益升高。因此，主計總處預測出口要至今年第 3季

起才有可能擺脫連續 6季負成長，實質輸出預測成長 1.34%，較 2月預測下修 1.19

個百分點；輸入方面雖受惠國際原物料價格低迷，但出口與內需引申需求仍持續

不振，預測輸入實質成長 2.06%，較 2月下修 0.91個百分點。 

在中國大陸貿易方面，2016 年因國內製造業產能過剩，以及面臨產業轉型

升級，工業零組件在地生產比例提升，導致進口農工原料及工業製品總額減少，

                                                 
3 房地產交易環節契稅和營業稅優惠政策：1.購買 90 平方米及以下家庭唯一房屋減按 1%的稅率

徵收契稅；90平方米以上為 1.5%。2.購買 90平方米及以下的家庭第二套改善性房屋減按 1%

徵收契稅；90平方米以上按 2%。3.個人對外銷售購入不足 2年的房屋則全額徵收營業稅；若

購買 2年以上(含 2年)者則免徵營業稅。4.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僅執行個人購買家庭唯一

住房的契稅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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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中國大陸積極擴大與周邊鄰近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議，並鼓勵企業進行海外投

資之下， EIU預測輸出及輸入分別成長 3.8%及 3.1%，均較 5月預估上調 0.2個

百分點。 

在物價及雙率部分，臺灣由於天候因素影響國內食物價格漲勢，以及年初以

來國際原油供給下滑帶動油價回升，推升物價走高，因此主計總處預期 2016 年

CPI 成長率為 1.1%，較 2月預測數據調高 0.4 個百分點。另在匯率方面，由於主

計總處預測今年第 3 季起出口將有可能擺脫連續 6 季負成長，對 2016 年新臺幣

兌美元的匯率預測由原 2月份的 33.66元升值至 32.84元，貶值幅度由 5.2%縮小

至 2.8%。而利率方面，因應美國 6 月份宣布升息腳步暫緩，加上國內景氣低迷

及英國脫歐衝擊全球經濟下，央行為維持動態穩定的貨幣政策，於 6 月 30 日宣

布再調降利率半碼，重貼現率調整為 1.375%、擔保放款融通利率 1.75%、短期

融通利率 3.625%，並自 7 月 1 日起實施，以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可能波動

與衝擊。 

在中國大陸方面，同樣受到全球不景氣及原物料價格低迷影響，2016 年物

價成長仍維持低檔震盪， EIU 預測 2016 年 CPI 漲幅為 2.3%，較上次預測值小

幅回升 0.2 個百分點。以中國大陸今年上半年 CPI 漲幅約 2.1%來看，與官方訂

定的 3%目標有不小差距，顯示中國大陸國內需求持續疲弱。同時 6 月生產者物

價指數(PPI)下跌 2.6%，連續第 51個月下跌，顯示使中國大陸產能過剩陰影仍未

消散，製造業成長壓力猶在，預期中國人民銀行將維持 2015 年寬鬆貨幣政策走

向，持續透過降準降息或公開市場操作來刺激經濟。而在匯率方面，人民幣在歷

經 2015 年 8 月匯率改革往市場化邁進，預期未來人民幣雙向波動將更為明顯，

加上未來美國聯準會可能升息，將為人民幣帶來貶值壓力，EIU 預測 2016 年人

民幣匯率將從 1美元兌 6.37元人民幣貶值至 6.59元人民幣。 

三、未來可能影響兩岸經貿因素 

綜合上述分析，國際預測機構皆認為 2017 年全球經濟及貿易表現將優於

2016 年，顯示未來半年全球經濟轉佳的機率正增溫中，此亦有利於兩岸外貿表

現，但後續仍有若干不確定因素影響兩岸經貿。首先，6月份英國通過脫歐公投

對全球經濟影響，以及美國聯準會是否在下半年啟動升息循環，後續升息幅度及

速度都將影響全球匯率走勢，進而增添貿易風險。 

其次，中國大陸經濟政策動向，包括寬鬆貨幣政策下的 L型經濟走勢及啟動

的十三五規劃綱要等，在官方大力推展供給側結構改革而進行製造實力提升等政

策，皆會影響兩岸貿易情勢，因此臺灣當局應持續關注中國大陸因應經濟局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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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相關對策。 

第三為能源價格的跌勢是否持續回穩，若油價持續下跌之勢再起，在價量雙

雙減少下，將不利相關產業貿易表現。最後，臺灣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議進度，

面對全球經貿自由化的趨勢，以及臺灣對外貿易主要競爭對手韓國所洽簽自由貿

易協議的數量，使得臺灣對外貿易壓力有增無減，2016 年能否積極對外拓展，

都將對臺灣接下來的經貿表現造成影響。 

(一) 國際經濟走向 

6 月 23 日英國脫歐公投過關，除了短期衝擊到全球金融市場，更將影響全

球經濟表現，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GI)預估英國脫歐會使今年經濟成長率下

降0.2個百分點，但由於兩岸對英國出口比重分別在1.3%-1.4%，以及2.4%-2.6%，

顯示出貿易所受到的直接衝擊相對較小。惟仍須留意英國脫歐可能對全球主要貨

幣走勢產生影響，引發熱錢流竄新興或穩健的亞洲市場，造成一波股市、匯市及

債券市場的波動。 

在美國降息方面，根據 Fed 6月公布之褐皮書內容，美國經濟自今年 4月底

以來在全國多數地區呈現穩定且適度的成長，薪資、就業機會也小幅增加，顯示

勞動市場持續回溫。雖然 5月就業人口增幅遠低於預期，主要是電信業罷工，營

建業因天氣不佳導致新聘勞工人數減少，均屬特殊因素，加上美國通膨逐漸接近

政府設定的目標，因此，未來仍需持續關注相關經濟數據對聯準會政策動向的影

響。 

另一方面，雖然整體 CPI 成長表現相對疲弱，但核心 CPI 成長率已超過 2%

的 Fed 通膨目標，加上國際油價反彈至 50 美元附近徘徊，使得市場仍預期 Fed

在年內仍將會再有一至兩次升息的動作。未來隨著美元走強，而兩岸經濟的復甦

力道薄弱，兩岸央行反而推動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得新臺幣及人民幣在 2016 年

呈現貶值趨勢，且波動較大。 

(二) 2016年中國大陸經濟政策動向 

中國人民銀行 2月底宣布 3月 1日起將調降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 2

碼(0.5 個百分點)至 17%，為去年 2 月來第 5 度降準，同時這也是連續 2 年在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會議)前推出貨幣寬鬆措施。由於中國大陸「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中，明訂「去槓桿」做為 2016 經濟工作五大任務其中之一，如今面對經

濟成長下滑及金融動盪困境，人行再次下調存款準備率，等於變相鼓勵信貸進一

步擴張，此舉雖可穩住當前經濟情勢不致崩壞，但也使得未來中國大陸經濟改革

所需時程將進一步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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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日前指出未來中國大陸經濟將呈現 L型走勢，

表示過去中國大陸經濟高速成長的榮景不再，目前經濟可能維持一段較長時間，

與先前兩會及十三五規劃所設定的經濟成長目標相符。而未來十三五規劃的實施，

如支持 18 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包括十二五規劃力推的新能源汽車等 6 大

產業，以及最新的先進半導體等 12 大產業，都為中國大陸未來 5 年發展的戰略

性領域。 

由於中國大陸近年大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實施

「中國製造 2025」戰略，以提高製造業創新能力和基礎能力為重點，推動資訊

技術與製造技術深度融合，促進製造業朝高端、智能、綠色、服務方向發展，達

到 2025 年中國大陸從「製造大國」蛻變為「製造強國」。 

對於臺灣而言，上述中國大陸政策施行成效，及對其經濟成長的衝擊，都將

影響未來兩岸經貿發展。尤其是近期陸資企業與官方聯手布局半導體產業，像是

買下美商在中國大陸和馬來西亞的封測廠，以及收購美國晶圓封裝供應商等的封

測產業整併，還有中國大陸官方傾全力打造 4組，類似我國半導體上中下游組合

的國際產業聯盟體系等。4隨著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中國製造 2025」政策，其半

導體及封裝產業發展迅速，臺灣雖然在晶圓代工與封測領域方面有技術優勢，但

可預期的未來仍將受到強大的競爭壓力，中國大陸產業供應鏈崛起後，會再衝擊

包括韓國、日本與臺灣廠商，直接影響我對中國大陸貿易表現。 

(三) 國際能源價格跌勢是否持續回穩 

今年國際油價出現反彈，布蘭特、西德州、杜拜原油價格均升破去年高點，

除了帶動全球主要股市同步反彈外，顯示油價下跌已有觸底跡象，未來油價能否

持續向上成為市場關注焦點。但即便是短期油價觸底確立，油價漲勢仍受許多變

數影響。 

其中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帶頭談的凍產協議的影響較為深遠，雖然兩國已

達成維持 1月份產量的協議，但因無實質約束力，以沙國 2月狂搶中國大陸原油

市場，出口成長 36%，而俄國 1月單日原油生產量達 1,088萬桶達歷史新高，以

及伊朗拒絕協議內容等。再者，凍產協議在短期內雖可能成功地讓油價止跌反彈，

但美國頁岩油產業也會限制油價漲勢的持續5。由於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國家對原油產量協議意見不一，未來

                                                 
4 劉佩真(2016.5.27)，＜專家傳真－兩岸封測戰役 已全面升級＞，中時電子報。 
5 張詠晴(2016.3.3)，＜油價 2週爆衝 30% 要觸底反彈了嗎？＞，天下雜誌，網址：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4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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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反彈態勢可否延續，將牽動未來全球景氣復甦走向。 

(四) 臺灣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經濟合作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ECA)進度 

面對「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成員國已於 2015 年 10月完成第一輪談判，今年 2月

簽署協定，為使臺灣產品順利出口至全球各地，加速經貿自由化腳步刻不容緩。

由於加入 TPP 推動工作涉及跨部會整合與協調，政府規劃將由行政院主管經貿

事宜之政務委員統籌負責，重組我國外談判隊型。由於貿易皆是臺韓在經濟發展

上的重要角色，面對韓國對外洽簽 FTA 的進度，臺灣未來的出口壓力自然是有

增無減。 

此外，去年底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中新

加坡、越南、馬來西亞、汶萊等 4 國已完成達洽簽 TPP 共識，「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則預計於 2016

年完成談判，加以東協各國經濟成長快速，中產階級興起，擁有廣大內需及區域

市場，已成為臺灣必須爭取重要市場之一。國際間區域經濟整合已成趨勢，接下

來臺灣是否能完成與主要貿易夥伴的 FTA/ECA，減少廠商對外出口的關稅及非

關稅障礙，將影響中長期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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