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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呼～呼～天氣一下子變的冷颼颼的，還伴隨著降雨， 

實在太想賴在被窩裡不想起床出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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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動態評析 

【國際交流】The Highlights of the seminar on “Digital Trade, 

Supply Chains, and Economic Security: Perspectives from Taipei 

and Washington”, co-organized by CIER & CSIS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Taiwan WTO & RTA Center of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CIER)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jointly held a one-day seminar on “Digital 

Trade, Supply Chains, and Economic Security: Perspectives from Taipei and Washington” on 

October 19, 2023. 

The seminar comprises three sessions, each featuring expert speakers representing views 

from Washington and Taipei. The seminar addressed topics such as U.S.–Taiwan cooperation 

on digital trade issues, global trends in supply chain reform and Taiwan’s role, and ways in 

which allies and partners could collaborate to deter economic coercion by China. 

1. Background 

Taiwan WTO & RTA Center of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CIER)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jointly held a one-day seminar on “Digital 

Trade, Supply Chains, and Economic Security: Perspectives from Taipei and Washington” on 

October 19, 2023.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5 

WTO 及 RTA 電子報 第 810 期（2023.12.1） 

 

本刊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編纂發行， 

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The seminar comprises three sessions, each featuring expert speakers representing views 

from Washington and Taipei. The seminar addressed topics such as U.S.–Taiwan cooperation 

on digital trade issues, global trends in supply chain reform and Taiwan’s role, and ways in 

which allies and partners could collaborate to deter economic coercion by China. 

2. Enhancing the Digital Economy: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and 

the 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Trade 

The first session titled “Enhancing the Digital Economy: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and the U.S. -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Trade,” moderated by Erin Murphy, 

Deputy Director at CSIS. The speakers shared their views on how Taiwan and the U.S. can 

work closer through the 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Trade or IPEF on digital trade 

issues, and the prospects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rough IPEF. The key views from the 

discuss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 Given that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increasingly engaged in non-binding trade 

deals without the need for congressional involvement, there is flexibility in 

negotiations, but concerns are also raised about the sustainability of such deals. 

⚫ While the Congress emphasizes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offering an 

opportunity to overcome diplomatic constraints, it also hints at potential stricter 

conditions in future Taiwan-US negotiations. 

⚫ To expedite the trade negotiation process, Taiwan should align its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the U.S. Congress to exert pressure on the administrative branch of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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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 Taiwan should signal its preparedness to engage in trade agreements with a high 

level of commitment, demonstrating its willingness to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o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y emphasizing its dedication to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s, Taiwan can navigate the complex terrai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s more effectively and strengthen its position on the global stage.  

⚫ Taiwan prioritizes digital trade through internal initiatives like DIGI+, focusing on 

development, innovation, governance, and inclusion. Externally, it engages in digital 

trade negotiation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U.S. and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forums like 

APEC and the WTO.  

⚫ To enhance digital cooperation, policymakers should prioritize critical trade issu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integrating non-binding DEPA principles into binding 

regulations, focusing on areas like Business Facilitation and Data Security. While not 

part of IPEF, Taiwan can collaborate on digital trade through APEC forums, 

establishing U.S.-Taiwan Joint Committees and IPEF contact points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ctive engagement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can position Taiwan 

a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or to global digital trade and safety measures, solidifying its 

rol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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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versifying and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The second session titled “Diversifying and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moderated 

by Dr. Huai-Shing Yen, Senior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at the Taiwan WTO & RTA Center, 

CIER. The session aimed at exploring key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 impacts and direction of 

global supply chain reform, Taiwan's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and its role in 

supporting the IPEF supply chain agreement. The observations drew from the session are 

underlined as follows: 

⚫ Taiwan strategically focuses on de-risking and fortifying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diversifying investments away from China. While 80% of outbound FDI was once 

directed to China, recent data shows a substantial decrease to $ 4 billion from 14.14 

billion. 

⚫ Taiwan’s export trade flow reflects a surge in investments in the Indo-Pacific and 

ASEAN regions, demonstrating efforts to establish a more diversified and resilient 

global presence.  

⚫ Taiwan’s trade policies align with economic security,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and cultivating alliances for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ositioning itself as a 

critical player in the evolving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 Prioritizing resilience and agility, Taiwan aims to contribute to smart manufacturing, 

EVs, personal health,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By offering cutting-edge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Taiwan positions itself as a key player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epitomizing the “Smart Taiwan Value” and advocating its inclusion in the IPEF. 

⚫ Qualcomm emphasizes pro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upply chain initiatives, which 

positions Qualcomm as a key player, ensuring resilience and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through industry experience and dynamic adaptability. 

⚫ Despite TSMC's dominance, Mediatek thrives by nurturing its workforce, showcasing 

Taiwan’ s commitment to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aiwan excels in crisis 

management, emphasiz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evolving tech landscape 

prioritizes skilled engineers, and Taiwan's focus on talent development cement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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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as a global hub for innovation and a key player in the tech supply chain. 

4. Responding to Economic Coercion 

The third session “Responding to Economic Coercion,” was moderated by Bonny Lin, 

Senior Fellow at CSIS. Two dimensions of issues were addressed: (1) The tools available to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eter economic coercion; (2) examining various forms of coercion 

exercised by China. Summaries of the panelists' views are underlined below: 

⚫ China’s coercive measures towards Taiwan take various forms, such as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the manipulation of extraterritorial 

censorship, as well as punitive actions against Taiwanese private firms in China. 

⚫ Taiwan’s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China primarily focus on building resilience and 

ensuring economic security. Examples include visa-exempt measures to attract 

tourists from ASEAN countries, diversifying export market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mplementing strategic high-tech export controls. These measures have proven 

successful in safeguarding Taiwan's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 There are two schools of thought within the U.S. regarding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1) an economic NATO; (2) resilience-building efforts 

and relief measures. Moreover, there are ongoing policy discussions at the G7 and 

the EU’s proactive steps,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collaboration a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countering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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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reason why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has proven ineffective 

is its reluctance to impose large-scale restrictions, as doing so could risk antagonizing 

Taiwanese society as a whole. The resilience of Taiwanese society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ountering external pressures and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 The exploration of hybrid threats by China could signify a potential escalation of 

hostilities. Such moves may entail an escalation in economic coercion, irrespective 

of its impact on China’s domestic economy. 

5. Conclusion 

In concluding remarks, Dr. Huai-Shing Yen from CIER and Erin Murphy from CSIS 

encapsulated the insights from each session, shedding light on pivotal points. Erin Murphy 

underscored the potential of referencing from the DEPA, the strengths of Taiwanese SMEs, the 

platform provided by the forthcoming APEC meeting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build a more 

resilient and inclusive environment for digital economy to prosper. Moreover, Dr. Huai-Shing 

Yen emphasized that Taiwan should be included in multilateral conversations like the IPEF. 

Particularly Taiwan’s participation will serve for interests of both Taiwan and IPEF countries. 

She sugges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play a more "bridging" role in this regard.  

Both speaker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de-risking from China to counter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s. They both agreed that whether establishing an “economic NATO” or 

offering emergency relief for countries targeted by China,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implement policies with determination, while not neglecting the impact of market dynamic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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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country’s competitiveness, to address risks posed by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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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IPEF僅剩貿易支柱談判仍陷膠著 

「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舊金山部長級會議於

2023 年 11 月 13 至 14 日展開；根據美國商務部公布之 IPEF 新聞聲明，澳洲、汶萊、斐

濟、印度、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泰國、美國及越南等 14 個

IPEF 成員國，宣布已實質性完成潔淨經濟支柱、公平經濟支柱，以及 IPEF 協定

（Agreement o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談判，並簽署於 9 月

公布的 IPEF 供應鏈協定；惟貿易支柱因勞工、環境及數位貿易立場分歧，使得談判仍

陷入膠著。 

IPEF 成員國將根據 IPEF 協定設立理事會（IPEF Council）及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以確立制度並持續合作；理事會將審理影響四大支柱相關協定運作事項，

並考慮增加新成員或新協定的可能性。針對已實質完成之談判，成員國將採取必要步驟，

進行國內諮詢與法律審查，以準備協定最終文本；待確定後，按成員國國內程序進行簽

署或批准。 

對於尚未完成的貿易支柱，IPEF 成員國承諾將持續對話，但美國副貿易代表畢昂琪

（Sarah Bianchi）表示，並無達成協定的時間表。菲律賓貿工部副部長魯道夫（Ceferino 

Rodolfo）則認為，儘管談判官員將於 2023 年底前再次舉行虛擬會議，然而美國即將舉

行大選，又將卸任 APEC 主辦國，對於 2024 年 IPEF 談判是否仍能維持動能帶來不確定

性。 

根據媒體報導，美國產業團體對於貿易支柱談判現狀感到沮喪，認為 IPEF 貿易支

柱有獨特架構，但制定具體貿易規則的進展卻停滯不前。美國對外貿易委員會（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主席科文（Jake Colvin）表示，要確保美國企業與勞工公平參與

全球經濟，自願性架構不能取代具有約束力的承諾。此外，部分企業團體不滿拜登政府

先是推翻長期在 WTO 的數位貿易立場，不再堅持跨境數據自由流通、禁止資料在地化

及審查軟體原始碼，後又暫停 IPEF 貿易支柱下的數位貿易談判，認為此舉違背過去美

國在跨境數位議題的一貫政策；IPEF 其他成員國亦對美國立場游移表達擔憂。 

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亞洲計畫資深研究員墨菲（Erin L. Murphy）表示，貿易支柱不涉及市場進入議題，對於

成員國吸引力有限，同時又須對勞工、貿易便捷化、監管實踐等議題做出具有約束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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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加上美國民眾對於大型科技公司在跨境數位領域的影響力有所擔憂，此意謂著談

判更難以完成。 

【由羅絜綜合報導，取材自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23 年 11 月 16 日；CSIS，

2023 年 11 月 22 日；Inside U.S. Trade，2023 年 11 月 22 日】 

▲美、英聯合發布全球首份「安全人工智慧系統開發指引」 

今（2023）年 11月 26日， 美國國土安全部網路安全暨基礎設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CISA）與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NCSC）聯合發布「安全人工智慧（AI）系統開發指引」（Guidelines for 

Secure AI System Development），以解決人工智慧與網路安全。 

該指引旨在協助所有開發 AI 系統的人員，在開發過程中的每個階段做出明智的網

路安全決策，以防止 AI 技術遭濫用，確保客戶和廣大公眾的安全。這份指引是由美國、

英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智利、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法國、德國、以色列、

日本、尼日利亞、挪威、波瀾、韓國和新加坡等 18 個國家共計 21 個機構與部門聯合制

定，同時也是全球首份以網路安全為核心的 AI 系統開發指引。 

「安全 AI 系統開發指引」依循著「從設計上保障安全」的原則，針對 AI 系統開發

的生命週期的四個階段：設計、開發、部署以及運作和維持，提供一般性建議。具體內

容包括在開發階段審查軟體供應商，在部署階段保護數據不被篡改，在運作和維持階段

監控和記錄 AI 系統以避免其被濫用，以及在發布 AI 模型前要經過適當的安全測試等。

然而，該指引並不具有約束力，且並未解決諸如 AI 的適當用途或如何收集 AI 模型所需

的數據等問題。 

事實上，近年來各國皆致力於制定 AI 監管規則，以支持安全、可靠和可信賴 AI 技

術的發展，其中立法速度最快的當屬歐盟的《AI 法案》（AI Act）。法國、德國和義大利

亦於近日達成一項 AI 監管協議，支持 AI 供應商透過制定「行為準則」以所謂的 AI 基

礎模型實施具有約束力的「自我規範」，並對其遵守情況進行監管和評估。美國則由於國

會未能就如何監管 AI 取得共識，使其在立法方面進展甚微；儘管如此，美國總統拜登

仍於今年 10 月公布一項行政，要求對國家安全、經濟、公眾健康或安全構成風險的 AI

系統開發商，在向公眾發布之前，必須與美國政府分享安全測試的結果。此外，該行政

命令還指示國土安全部，必須在全球推廣 AI 安全標準，保護美國網路和關鍵基礎設施，

減少 AI 被用於制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風險，以及打擊與 AI 相關的智慧財產權盜竊。

而「安全人工智慧（AI）系統開發指引」即美、英等國在支持安全、可靠和可信賴 AI 技

術發展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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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哲融綜合報導，取材自 Reuters，2023 年 11 月 27 日；CISA，2023 年 11 月 26

日】 

各國消息剪影 

▲先進封裝製造或將成美、中科技競爭另一戰線 

美國商務部於今（2023）年 11 月 20 日公布「美國先進封裝製造計畫願景」（The 

Vision for the National Advanced Packaging Manufacturing Program, NAPMP），規劃投入

30 億美元用於投資晶片先進封裝製造，並預計於 2024 年開始針對半導體材料與基板之

投資案，啟動首輪融資申請。 

「美國先進封裝製造計畫」源於拜登政府 2021 年檢討美國半導體供應鏈，該檢討

報告指出，美國具有先進封裝製造產能不足、依賴外國資源，以及對中投資增加等風險。

為解決該等問題，美國國會於 2022 年通過《晶片及科學法》，給予商務部 500 億美元的

美國晶片基金，而「美國先進封裝製造計畫」則為美國晶片基金預計使用的主要補貼措

施之一。 

若將整個半導體製造供應鏈簡單區分為晶片設計、晶片製造、晶片組裝、封裝與測

試（assembly, test and packaging, APT），由於晶片封裝與測試這類後端（back-end）製程

利潤相對低，因此過去數十年製造重心已由美國轉往亞洲與中國大陸。商務部次長兼國

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院長羅卡西奧

（Laurie Locascio）於今年 11 月 20 日，在巴爾的摩州立大學演講時，宣布啟動 NAPMP；

羅卡西奧指出，美國現今具備的晶片封裝能力僅占全球的 3%。根據美國統計，隨著多

年投資，目前中國大陸在全球半導體 APT 的市占率約為 38%。 

隨著技術進展，被視為半導體製造鐵律的摩爾定律（Moore's Law）已逐漸失準，且

晶片製造工藝逼近物理極限，因此主要半導體企業皆在找尋突破摩爾定律的方式。近年

小晶片（chiplet）與晶片堆疊（Chip on Wafer on Substrate, CoWoS）等先進封裝技術逐漸

成熟，復以資料中心、人工智慧加速器和消費性電子產品等領域皆對高性能晶片具有龐

大需求，因此原先視為缺乏創新與低附加價值的晶片後端製程，成為半導體產業投資重

心。基此，為免在此領域落後中國大陸，NAPMP 聚焦於六項半導體相關技術領域：材

料和基板；設備、工具和製程；電力傳輸和熱管理；光子學和連接器；小晶片；以及針

對測試、修復、安全性、互通性和可靠性的協同設計方法，以加速美國晶片製造工藝的

重新復興及創建產業聚落與生態系。 

商務部宣布啟動 NAPMP 之舉，亦引發各界揣測，懷疑美國政府是否將複製近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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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晶片製造前端製程的管制作為，運用出口管制工具管制後端製程市場，以達到限制

中國大陸技術進步的戰略目的。此一推測具有的合理性在於，中國大陸在全球 APT 市

場具有極高市占率，因此可能藉由發展先進封裝技術，從而突破美國的晶片管制戰略；

而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9 月於國會作證時亦曾指出，美國急需提高自身的

先進封裝製造能力。人工智慧對於高性能晶片的大量需求，也是美國政府注重先進封裝

製造的主要考量因素。惟 NIST 隨後澄清雷蒙多的發言，表示將不會介入管制 APT 市

場，而理由正是因為中國大陸在 APT 供應鏈重要性極高且缺乏替代來源。 

【由黃禾田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Bloomberg News，2023 年 11 月 21 日】 

▲日本積極擴大電動車及晶片關鍵原料之供應來源 

由於中國大陸近期加緊出口管制，致使仰賴中國大陸的日本公司正擴大其電池和半

導體關鍵原料的來源，如在電動車鋰離子電池的負極製造中極為關鍵的石墨。 

中國大陸政府決定從今（2023）年 12 月 1 日起，部分石墨出口需獲得許可證。儘

管許可證的要求並未達到禁令的程度，但此舉可能會減少中國大陸的石墨出口，而日本

使用的天然石墨有超過 80%來自中國大陸。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因電動車更為

普及，全球石墨產量在 2022 年達到 130 萬噸，同比成長 15%。在此其中，中國大陸佔

據 70%的產量，並且還大量生產人造石墨，因此中國大陸係這兩種材料以低成本出口的

主要國家。 

如果日本石墨進口受到干擾，日本三菱化學集團考慮加強在中國大陸山東省的電極

材料生產。此外，該公司亦與澳洲探討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在莫桑比克和挪威生產石墨，

以實現供應來源之多元化。日產汽車則是考慮從其他地區採購石墨和其他電動車之關鍵

材料。而松下電器的電池子公司「松下新能源」（Panasonic Energy）目前與一家加拿大

石墨公司進行共同研究，以實現電極材料的大規模生產。在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與

加拿大政府簽署有關強化電池供應鏈之協定後，松下新能源獲得了更多的支持。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還生產鎵和鍺兩種稀有金屬，其用於製造電子元件和半導體，

也是受到關注的關鍵礦物，而中國大陸於今年 8 月加強對此兩種稀有金屬的出口限制，

導致其出口大幅下降。同時，中國大陸更在 11 月初宣布對稀土採取更為嚴格的管制，

而這種稀土用於電動車馬達之生產，新管制將持續兩年。 

在中國大陸實施一連串的管制措施之下，日本製造商也開始為那些不受中國大陸出

口管制的關鍵原料尋找更多供應來源。例如「関東電化工業」（Kanto Denka Kogyo）正

在對來自南美洲等地區的鋰化合物進行測試，以製造電池電解質；此外，該公司亦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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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金屬礦山」（Sumitomo Metal Mining）聯手測試從廢棄電動車電池中回收鋰的技術。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亦積極通過外交和國家援助政策，確保關鍵材料供應之穩定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於今年 11 月 16 日，在舊金山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兩國

達成建立新的雙邊出口管制對話平台之共識，未來兩國高級貿易官員將定期針對出口管

制進行協商。 

另一方面，日本經產省將在 2023 財政年度的補充預算中，提供 2,600 億日圓（約

174 億美元），支持國內儲能電池的製造；該資金一部份可能用於投資生產人造石墨的公

司。事實上，去年的補充預算中，日本政府即提供了約 2,000 億日圓，用於支持關鍵礦

物之採礦、提煉和加工，並提供最多 50%的補貼支援在海外投資稀有金屬生產的公司。 

【由黃以樂綜合報導，取材自 Nikkei Asia，2023 年 11 月 28 日】 

▲美中聯手遏止毒品流通 

為防止毒品全球流通，美國與中國大陸於今（2023）年 11 月 15 日達成吩坦尼

（Fentanyl）協議；美國總統拜登（Biden）呼籲國會批准更多資金，並立法管制吩坦尼

販運，期與各國共同遏止毒品橫行。 

吩坦尼係一合成鴉片類藥物，毒性較海洛因（Heroin）強近 50 倍，常與其他非法藥

物混合使用，吸食後會造成嚴重後果。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指出，美國每天有超過 150 人因服用過量合成鴉片類藥物

而死亡，吩坦尼的致命性及此類毒品引發之公共衛生危機實需受到重視。據了解，墨西

哥販毒集團主要自中國大陸進口原料製造吩坦尼，再銷售出口，故墨中對吩坦尼之氾濫

難辭其咎。 

拜登於 2023 年 11 月 21 日宣布，其與中國大陸主席習近平在今年亞太經濟合作

（APEC）會議期間簽訂吩坦尼管制協議，此舉不僅為美中會談之重大成果之一，亦是

一項須集結各國力量共同達成之全球行動，而美國國會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事實上，

美國白宮曾緊急撥款 12 億美元給國土安全部，用以管控吩坦尼販運，惟在烏克蘭援助

和移民政策方面存有分歧，致使該計畫擱置許久。同時，拜登也積極呼籲國會修改《受

管制物質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確保非法吩坦尼物質列於該法之附表一，此

可作為美國緝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用來區別無醫療用途與具高度濫

用可能性物質之重要依據。其進一步表示，修法及重整附表將能更有效限縮碎藥機和其

他藥物生產方式之分銷。 

另在中國大陸方面，習近平承諾將嚴懲吩坦尼及相關化學藥品之製造商與出口商，



16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WTO 及 RTA 電子報 第 810 期（2023.12.1） 

本刊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編纂發行， 

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並針對相關藥物進行嚴格法律控管；同時，也會與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針對防制毒品由西南邊境流通進行深度會談。對此，美國考慮撤銷對

中國大陸公安部鑑識科學研究所之制裁，該機構係一國家犯罪實驗室網路，其遭指控侵

犯新疆維吾爾族人權。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美中兩國均認為在吩坦尼議題上取得顯著進展，但拜登計畫撤

銷制裁之舉卻遭國內共和黨人士批評，認為美國尚未從中國大陸獲得確切保證，倘若中

方不履行承諾，美國政府是否會重新考慮對該違法之研究所予以懲處。此外，若干共和

黨總統候選人也質疑拜登的危機處理能力，表示美國應對中方採取更強硬態度，包括部

署美軍打擊墨西哥販毒集團，以及中斷美中經濟關係等，將有助於完全遏止毒品肆虐。 

【由羅婉甄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2023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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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國際合作與發展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指促進國際之間政府與民間組織合作事業，從事發展和經濟技術交流等事項，國際

金融組織的資金支援，並採取多種合作方式，協助開發中國家和低度開發國家經濟環境

之改善。除了援助問題外，並同時著眼於貿易、投資、和平維持等其他政策領域，綜合

性地尋求國際之間永續而良好之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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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中小企業白皮書=White Paper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aiwan 

網址： https://tinyurl.com/2ubpxhdu 

摘要： 
【詳細內容請至本院圖書室參閱】 

期刊介紹 

篇名：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FORMED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出處： https://tinyurl.com/mpajtfj9  

作者： Eirik Bjorge 

摘要： 
In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in Article 38(1)(c)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ne 

question has given rise to an inordinate amount of controversy: does this category 

of principles include principles formed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or 

does it embrace only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national legal systems? In the draft 

conclusions adopted on first reading in 2023, the ILC accepts the existence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formed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but only in 

a very narrow manner. Prominent commentators have argued that such a narrow 

approach is correct. It has been contended, furthermore, that the category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formed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is an innovation of 

the ILC's, and one that lacks any real support in State practice. These views are 

based on assumption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traditional view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Article 38(1)(c) was that it referred only to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derived 

from national legal systems. The present article takes issue with these assumptions. 

It seeks to prove, by an analysis of the position in 1920 when the Statute was 

drafted, of the practice of States, both before and after 1920, and the writings of 

leading commentators, that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formed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are no less part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than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derived from national legal systems. 

■本中心圖書室新到 WTO 及 RTA 相關書籍及期刊，歡迎查詢及利用。謝謝！ 

https://tinyurl.com/mpajtfj9
https://web.wtocenter.org.tw/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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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 線上學習平台 

※歡迎進入線上學習平台修習更多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主講人 課程大綱 

112 年-「產業經貿研討

會經貿議題系列課程

(2023 年)」-當前國際經

貿新情勢研討會 

王健全、陳中舜、顏

慧欣 

⚫ 主題演講（一）：全球及臺灣經濟情

勢之動態與展望 / 中華經濟研究院 

王健全 副院長 

⚫ 主題演講（二）：降低工商團體碳焦

慮、強化臺灣出口競爭力 / 中華經

濟研究院 綠色經濟研究中心 陳中

舜 助研究員 

⚫ 主題演講（三）：國際因應經濟脅迫

之策略發展 /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顏慧欣 資深副

執行長 

⚫ 【綜合討論】 

https://taiwanlife.org/local/school/singlelist.php?id=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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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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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中華經濟研究院東協中心 逕自洽詢 12/13 
東南亞經貿工作推廣平臺第十六次會議「揭開東帝汶

的神秘面紗－加入東協進程與對臺灣的商機」 

https://www.aseancenter.org.tw/post/tascc

onference20231213  

https://www.aseancenter.org.tw/post/tascconference20231213
https://www.aseancenter.org.tw/post/tascconference202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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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貿相關活動 

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逕自洽詢 12/13 
第 337 場工商講座「個資法新制對企業之影響與資

安治理規劃」 
https://www.cnaic.org/news/e17df7  

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逕自洽詢 12/18 氫能與燃料電池國際交流論壇：荷蘭、瑞士 https://tinyurl.com/5n89de95  

https://www.cnaic.org/news/e17df7
https://tinyurl.com/5n89de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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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及 RTA 電子報 第 810 期（2023.12.1） 

本刊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編纂發行， 

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3 年 12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11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12/6 三 ⚫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12/7 四 
⚫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Overview of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Environment 

12/7 四 ⚫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12/11 一 ⚫ Annual Agriculture Symposium “Illicit Trade in Food and Food Fraud” 

RTA 

CPTPP、RCEP 

APEC 及其他國際組織 

12/1 五 ⚫ The World Bank：Fiscal Polic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資料來源：WTO、IMF/World Bank、OECD、APEC、ASEAN、USTR 等各組織行事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