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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輯 

從「東協加一」看我國之因應 
 
一、前提 

在 2001年 11月於汶萊舉行的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ASEAN)、中
國大陸高峰會議上，東協同意與中國大陸成立自由貿易區(FTA)，即所謂的
「東協加一」。此舉不但震撼亞洲政經勢力的分配，引起日本及美國的緊張，
也使東協頓時成為亞洲其他國家爭相拉攏的對象。除了日本及美國外，包括
我國、印度、澳洲也都相繼表態欲與東協或東協個別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
定。然在我國與各國協商有關FTA事宜時卻百般遭到中國大陸阻饒，於是有
關我國將被邊陲化的說法便甚囂塵上。為因應此一情勢，我國政府在 2002
年的大溪會議上揭櫫將儘速推動與主要貿易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再度
重申「南向」政策。對此，本文將首先簡述「東協加一」的內容與意義，其
次說明為何我國要加速推動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與重提「南向」政策的
內涵。 

 
二、東協加一 

1.背景: 一般認為中國大陸提出東協加一，而非東協加三(指中國大
陸、日本、韓國)主要動機是政治考量多於經濟考量。中國大陸希望
趁日本經濟已衰退長達十多年，取代日本而成為亞洲的領導者，以及
降低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至於東協為何會接受提議，從 1994
年到1999年流入東協的FDI從200.37億美元降至160.19億美元。
同一時期，東協佔全球FDI投資比例亦自8%降至 1.9%。反觀流入中
國大陸的FDI從1994年的330.79億美元，到1999年達400.4億美
元，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於2002年更突破500億美元關卡，
高達527億美元，成為新興市場國家中第一大吸引FDI國家。顯示中
國大陸這些年來經濟快速開發，已對鄰近國家造成重大的影響。而東
協國家也因此對中國大陸有了「中國大陸威脅論」或是「中國大陸經
濟威脅論」。然在中國大陸提出東協加一計劃後，東協也基於中國大
陸 2008年的北京奧運，以及上海萬國博覽會等未來龐大商機，以及
可增加未來與其他國家談判籌碼，並對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歐盟的
影響力，而同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為了安撫東協國家不安的心，在
簽署<中國大陸/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之前，中國大陸高層官
員一再向東協示好指出，外界對中國大陸的出口和製造能力對鄰國造
成壓力產生誤解，其實中國大陸也是主要進口國，同樣需要週邊國家
原材料工業，外資進入中國大陸也會嘉惠於鄰國，故中國大陸經濟的
持續發展將為東協提供巨大的市場和更多合作機會。 

 
2.進程: 中國大陸與東協於2000年雙方開始探討建立中國大陸/東協自
由貿易區的可行性，於 2001年 11月雙方宣佈將用 10年時間建成自
由貿易區，並於2002年11月在柬埔寨所舉行的中國大陸與東協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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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上簽署<中國大陸/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3.內容: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架構是建構在東協本身已組成的
自由貿易區( FTA)基礎上，並沿用許多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制度安排，
因此才稱此為「東協加一」。在<中國大陸/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
議>中，中國大陸與東協雙方達成協議，同意於2010年先與東協6國
(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實施FTA，東協四
個新成員國越南、緬甸、寮國及柬埔寨則延至2015年再實施。而在
2002年11月簽署<中國大陸/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後，中國大
陸與東協雙方隨即從2003年開始到2004年6月30日就雙方貨物貿
易的關稅減讓進行談判。並在「提早收成」(early harvest)的方案
下，中國大陸將自 2004年起減讓部分東協的進口貨物關稅。同時中
國大陸同意自 2004年開始提供寮國、柬埔寨、緬甸三個最不發達的
東協國家600多項農畜水產品特別零關稅優惠待遇，並擴大參與大湄
公河流域全面開發合作計劃。 

 
4.願景:「東協加一」成立後，將成為全球最大規模自由貿易區，擁有
17億消費者，近1.8兆美元國內生產總值，以及1.23兆美元的貿易
總額。而根據中國大陸東協經濟合作專家用 GTAP模型估算，在自由
貿易區成立後，東協國家的GDP增幅約為0.9%，總量增長54億美元；
而中國大陸的增幅為0.3%，總量增長22億美元；東協對中國大陸出
口將增長 48%，中國大陸對東協的出口則將增長 55.1%。而中國大陸
也認為，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使雙方更有效地實現
優勢互補，開拓新的發展機遇，可以共同防範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風
險。 

 
5.挑戰: 就東協而言，從東協自由貿易開始談判至今年1月1日第一階
段的實施，迄今已過了 10年。就此漫長的整合過程，即可看出東協
各會員國因經濟發展程度相差很多，加上政治上的分歧，以及普遍缺
乏經濟生命共同體的意識，因此都不太有興趣及能力排除非關稅障
礙，而拖延FTA的進程。在東協自身不能充分合作的情況下，儘管已
與中國大陸簽署<框架協議>，東協秘書長席佛尼諾仍憂心表示，如果
要與中國大陸競爭，東協國家在經濟方面的整合將會是首要任務。而
投資銀行摩根史坦利大中華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在亞洲金融危
機的五年後，東協仍未能弄清楚自己的問題在哪裡，也釐不清未來的
道路，而除非東協的決策者能大力整頓問題，否則雖然其具競爭力的
產業，如天然資源、觀光業及農業可以支持生活水準不致持續下降，
但卻無法創造足夠的競爭力以謀取進一步的成長。而中國大陸方面則
認為，雙方預計在一年半內完成全部貨物貿易談判，這將不易達成，
尤其單就貨物貿易的原產地規則之確定即非常耗時又耗力。除此之外
雙方關稅迅速調降，也考驗各國能耐。目前各國平均關稅為10%，東
協則為15-17%，而雙方要在這7年或12年內將大部分產品實行零關
稅，取消非關稅措施，實現雙方貿易自由，將考驗著各國財政承受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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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之因應 
 

1.儘速與主要貿易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面對東協加一的起跑，使我國更深感受到全球自由化及亞洲地區經濟勢
力的重整。為確保在這場競爭中，我國仍保有國際競爭優勢，並不至被孤立
或是被邊陲化，在2002年8月的大溪會議上我國政府揭櫫將加速與美、日、 
星、紐等主要貿易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也許有人質疑，既然我國在辛苦了
12年之後終於於2002年成為WTO會員國後，為何又要致力於簽署FTA?對此，
前行政院長蕭萬長先生做了一個非常貼切的比方，他表示，加入WTO就像取
得一場音樂會的普通入場券，可以和其他人一樣進場聽音樂，但還不能坐到
前排；而區域合作(RTA)或是 FTA就像張貴賓券，讓參與合作或簽署 FTA協
定的對象享有更多的優惠。因為自由貿易區內成員間的關稅與非關稅貿易障
礙幾近零，而非成員國只能享有最惠國(MFN)關稅待遇。同時 WTO僅要求其
140多個會員在一定期間削減一定比率的關稅稅率，但 FTA的簽署則是以五
年、十年為期，便將局部或全面關稅全數降至零，自由化的速度甚於 WTO，
簽署FTA的兩國之間貿易，就像境內貿易一般，因此對未簽署FTA的國家，
很自然便會形成排擠效應。因此目前全球各國競相邀集欲加入或簽署自由貿
易協定，以提高本身國際競爭力。截至 2001年 9月止 WTO會員國間，已有
240個區域或雙邊的貿易協定成立，其中有 134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生
效，其所涵蓋的市場規模已近全球的9成。 

 

近來FTA的發展，已超出貿易的範疇，包括投資、勞工的移動、智慧財
產權、傾銷等議題都是協商討論內容。因此FTA的談判日益複雜，若市場互
補的兩個結盟國固然較容易，就如新加坡與日本簽署FTA相當迅速順利，即
因新加坡沒有農業保護問題，但如果產業水平相當，又處於競爭狀態的兩
國，其談判恐將曠日費時。 

 

但 FTA確實帶來相當豐碩的成效，以 1994年開始執行的北美自由貿易
區協定(NAFTA)觀之，1992年墨西哥的貨品在美國市場佔有率僅有 6.47%，
但至2001年其佔有率已升至11.5%。因此在我國加入WTO後，為因應全球化
競爭及作全球佈局時，與各主要貿易夥伴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將是當前最重
要的課題。 

 

而且面對「東協加一」等多個區域自由貿易的提倡中，中國大陸刻意排
除我國的威脅，為避免未來在國際經貿版圖上我國為中國大陸所孤立並確保
我國國際競爭力，我國在 2002年 8月份的大溪會議上將與主要貿易國家簽
訂FTA協定，甚至整合成自由貿易區，作為我國當前經濟安全戰略的重要一
環。對於中國大陸的刻意圍堵，我國固然要謹慎因應，但也無須過於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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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我國就將因此為中國大陸所邊陲化。須知中國大陸雖然成長相當快速，
人口又多，但它離全球最大經濟體的路仍然很遠。目前中國大陸的GDP佔全
球比例不及 4%，而美國則佔全球的 33%；美國與歐盟的GDP分別為 10兆美
元，超過日本的兩倍，將近中國大陸或亞洲國家的十倍。而儘管中國大陸無
論是在「東協加一」或「東協加三」都刻意將我國摒除在外，但只要我國的
經貿實力堅強無須擔心被邊陲化。因為它們不是我國唯一的出路，我國仍可
以與其他國家簽署FTA，以擴大我國經貿安全網。換言之在我國「全球佈局」
策略中，中國大陸僅是我國全球佈局當中的一部份，而非全部。目前我國政
府正積極推動與美、日、東協部分個別國家等重要貿易夥伴簽署自由貿易協
定。就如以往，在這過程中又遭到中國大陸百般的打壓與阻撓，對我國而言
要在全球貿易自由化中為自己謀一條出路真是不容易，但這卻是我國能否永
續生存與繁榮發展的關鍵。 

 

而為厚實談判籌碼，對內我國政府計劃全面提昇產業競爭力、強化金融
體質、培養人才、鼓勵投資並改善投資環境，進而得以全面提昇總體競爭力，
而這也就是在大溪會議上所作出的其他結論。總而言之就是要「深耕台灣，
佈局全球」。行政院副院長江丙坤也曾表示，面對我國的挑戰，在短期內自
然要以恢復國人信心為優先，中程目標則應該強化經濟體質，包括促進金融
革新、健全財政收支、改善投資環境等，最終目標則是提昇國家競爭力。 

 
2.持續推動南向政策 

 

面對中國大陸的磁吸效應，我國政府再度提起「南向」政策，欲藉此提
醒我國企業及台商在全球佈局中，可以有另一個選擇，以分散在中國大陸市
場上的風險，並擴大市場。此政策在提出之際即遭許多人質疑，認為在1994
年時我國政府提出此政策，即因遭逢亞洲金融危機而告失敗，為何還要老調
重彈? 但基於國家對其百姓與企業的責任與義務，在目前的情勢下，我國政
府有必要提醒百姓不要將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要分散風險。1994
年我國政府提出此政策，是為了降低對中國大陸的投資熱，然目前，在我國
諸多企業都已西進中國大陸市場後，基於企業風險以及國家經濟安全考量，
政府的確有責任與義務提醒國內企業及台商要注意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風
險，以及降低我國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故建議分散投資於東南亞國家。 

 

為何需要注意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風險呢?近年來各國投資人爭相進入中
國大陸市場，尤其在其加入WTO後，更是絡繹不絕，準備先卡位以分食其龐
大市場商機，但卻忽略中國大陸在發展過程中所突顯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
城鎮貧窮差距加大、全國失業問題嚴重，東西發展不均、國有銀行龐大呆帳、
以及政府腐敗、法令朝令夕改等。也許有人認為近年來中國大陸GDP成長率
都達7%以上應可應付這些問題，但實際上這需要釐清一個觀念，不能僅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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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相。亦即，一個國家經濟開始發展時經濟成長率通常較高，而隨著基期
逐漸提高，及經濟發展逐漸成熟，成長率將又逐漸下降。過去我國經濟發展
到中國大陸目前的每人平均所得(1,024美元)階段時，我國 GDP成長率常是
在10%以上，而不僅是中國大陸的7%而已。因此對於中國大陸目前的經濟成
長率實在無須有過多樂觀的預期，應視其經濟、社會、金融改革成果再做審
慎評估，否則這些問題將成為中國大陸經濟未來繼續發展的絆腳石。因此在
此之際，我國政府適時提醒企業分散風險，不要將中國大陸視為投資的全
部，而需有全球佈局的計劃也是應該的。 

 

當然我國政府提出此建議也是基於國家經濟安全考量，自 2002年起我
國對中國大陸出口超過對美國出口，中國大陸成為我國第一大出口國。根據
陸委會估計，2002年我國對中國大陸出口 294.84億美元，佔我國總出口之
比重自1990年的6.54%升至22.6%，而我國對美國出口規模則為267.7億美
元，佔我國總出口的 20.4%。就任何一個看重國家經濟健全發展的國家，都
會注意到應該適時分散出口市場，不要過度倚靠、集中於單一市場，況且我
國與中國大陸兩岸特殊的政治情勢。因此為了降低對中國大陸的倚靠，在目
前階段提出分散市場風險，鼓勵企業轉向東南亞國家投資也是有其必要性。 

 

而為何選擇東南亞國家作為我國企業分散風險的標地，而非其他國家呢?
這一方面是由於東協十個會員國擁有龐大的內需市場，達5億人口，並且這
些國家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並可以提供與中國大陸相當的廉價勞工，對我國
也沒有政治威脅。同時，東協部分國家仍享有歐盟、美國等國對其提供的固
定貿易配額等優惠貿易政策，例如越南即與美國簽署最惠國待遇。加上在經
歷亞洲金融風暴，及中國大陸磁吸效應的衝擊後，東協投資環境已大有改
善。在金融風暴期間，東南亞貨幣嚴重貶值，工資幾乎打對折，越、緬等地
的工資，和中國大陸沿海相差不多，而且貨幣貶值有助於出口競爭力的提
昇。加上未來「東協加一」起跑，其市場更是誘人。另一方面，我國與多數
東協國家有簽署投資保障協定、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等，能為我國企業提供較
多的法律保障。而且東協國家由於擔心低階勞動密集產品的外銷市場將為中
國大陸所侵蝕，而我國在成功將經濟轉型以電子產業為主的經濟後，成為東
協國家效法的模範，故東協國家為學習我國經驗，而對我國南向政策都予以
歡迎。故綜合觀之，東協的確有作為我國企業或台商另一個再出口基地的利
基。 

 

目前我國與東協貿易往來情況:2002我國對東協十國的貿易總額 324.8
億美元，較2001年成長5%，較1998年時成長32%，較1994年時成長61%，
佔我國總貿易量的比例也自1994年的11%略升為13%。而我國對東協各國的
投資佔我國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則自1994年的15%降至2002年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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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面對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中國大陸/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形成，以及全
球各國的FTA談判競賽，我國雖也欲在此競賽中為自己謀得最好的盤局，卻
礙於中國大陸的百般阻饒。加上中國大陸經濟近來快速成長的迷思，更加助
長邊陲論的疑慮。在這般情勢下，我國政府於2002年 8月的大溪會議上作
出十項結論，其中第一項即要盡快與主要貿易國家簽署 FTA，作為當前國家
經濟安全的首要策略。這是正確且積極的做法，要知道中國大陸目前不是最
大的經濟體，也不是唯一的經濟中心。雖然它與東協計劃建立自由貿易區，
並有意將我國摒除在外，但我們無須害怕，我們仍可與其他國家簽署 FTA，
擴大我國經貿網絡。雖然在這些協商談判中，屢遭中國大陸百般的打壓與威
脅，加上國際政治的現實，要走出去對我國而言的確不容易，但為求我國可
以永續存在及繁榮發展，這卻是必須要走的路，要打的戰，也是我國政府在
全球佈局必須下的棋。對內，我國政府也欲進一步提高我國產業競爭力，進
而創造國家競爭力，好為在談判桌上增加我方的籌碼。對企業而言，我國政
府則再度提出南向政策，提醒台商要分散風險，沒有必要將所有的雞蛋都放
在中國大陸這個藍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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