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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本周日就是母親節了，祝福全天下的媽媽們母親節快樂！這週專題將帶大家

分析臺灣各邦交國的經濟與產業型態進而找出可能的經貿合作方式。大家在

慶祝母親節同時也歡迎邀請媽媽一起瀏覽本週的電子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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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析

我國邦交國總體經濟、主要生產重點產品與

雙邊經貿投資合作建議研析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葉長城 助研究員、汪哲仁 輔佐研究員、

郭家瑾 輔佐研究員

維繫與邦交國之關係對於我國而言具有重要政治意義，故與各邦交國開展和深化經

貿投資合作實有其必要性。本文發現，儘管我國與各邦交國存在地理環境差異，優勢不

一，但與我國部分產業仍存在互補性，藉由雙方之比較利益強化雙邊經貿合作，將成為

我國與各邦交國加強雙邊經貿投資合作之重要課題。本文針對我國不同地區邦交國研提

加強與其雙邊經貿投資關係之建議方向，包括：強化我國與南太平洋各邦交國之海洋資

源開發合作；持續推動我國與非洲及拉美地區邦交國雙邊技術合作、經貿拓銷及投資考

察訪問團；透過經濟合作協定（ECA）與自由貿易協定（FTA）的洽簽與落實，全面深

化雙邊經貿投資等。透過上述途徑，不僅有助於鞏固我國與各邦交國之關係，亦將帶動

國內業者與各邦交國產業交流，創造我國與各邦交國互利雙贏局面。

一、前言

長期以來，我國所建立與維繫之對外邦交關係，對於國家整體對外發展具有重要政

治意義，而深化與邦交國之政經關係亦為我國必須長期投入的施政重點之一。為此，本

文主要針對我國與 18 個邦交國（教廷非本文研究範圍）1可推動之經貿投資合作關係進

行研析，透過檢視和分析各邦交國之總體經濟結構，提供我國與各邦交國未來深化雙邊

經貿投資合作之建議。除第一部分前言，本文第二部分將彙整分析各邦交國之基本資料，

如人口、經濟規模、人均 GDP 水準以及經濟結構概況等，藉此了解各邦交國之經濟發

展現況；第三部分，則是深入盤點我國各邦交國主要生產產品，以檢視各邦交國之產業

結構與重要生產產品情況；第四部分，將根據上述內容歸納出我國未來與各邦交國加強

1 本文未分析教廷，係教廷為宗教實體，情況與我國其他邦交國不同。教廷目前約 800 人（以神職人員為

主，其中約 450 人具公民資格，其餘為長期居留者）。不同一般國家，教廷並無進出口貿易；財政收支

主要分三部分，包括：一、教廷：歲入（主要來自教友捐獻及資產收益）；歲出（主要用於工作人員的

人事費用及採購物品與服務）。 二、梵蒂岡城：歲入（主要來自梵蒂岡博物館等收益）；歲出（主要用

於採購物品與服務及工作人員的人事費用）與三、慈善專款：歲入（主要來自各界捐款）；歲出（多用

於慈善濟助、部分用於人事費用）。轉引自中華民國外交部，「邦交國家相關資訊：教廷」，

http://www.mofa.gov.tw/CountryInfo.aspx?CASN=FB01D469347C76A7&n=9C9CC6640661FEBA&sms=26
470E539B6FA395&s=FDC3BA2C714CD75F（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30 日）。

http://www.mofa.gov.tw/CountryInfo.aspx?CASN=FB01D469347C76A7&n=9C9CC6640661FEBA&sms=26470E539B6FA395&s=FDC3BA2C714CD75F
http://www.mofa.gov.tw/CountryInfo.aspx?CASN=FB01D469347C76A7&n=9C9CC6640661FEBA&sms=26470E539B6FA395&s=FDC3BA2C714CD7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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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雙邊經貿投資合作之建議；第五部分則為本文之結語。

二、我國邦交國基本資料概述

我國目前有 19 個邦交國，除了位於歐洲地區的教廷，其中有 10 個位於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包括貝里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

圭、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與聖文森及格瑞那丁）；6 個位於亞太地區（包括

吉里巴斯共和國、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諾魯共和國、帛琉共和國、索羅門群島與吐瓦魯

國）以及 2 個位於非洲地區（包括布吉納法索與史瓦濟蘭）。

茲分別就各邦交國人口、經濟規模、人均 GDP 水準以及經濟結構概況，扼要說明

如下（如表 1 所示）：

首先，在人口數量方面，臺灣邦交國多數人口相對較少，且差異較大。其中，以位

於非洲的布吉納法索人口最多，達 2 千萬餘人；人口最少的是諾魯共和國，僅約 1 萬人。

其次，在經濟規模上，瓜地馬拉係邦交國中最大經濟體，其 2016 年 GDP 約為 687 億美

元，最小的則是吐瓦魯國，GDP 僅約 3,422 萬美元。在人均 GDP 水準方面，以聖克里

斯多福及尼維斯最高，達 1 萬 6 千餘美元；最低的則是布吉納法索，僅 627 美元。其餘

邦交國人均 GDP 水準多介於 1,000~9,400 美元之間，反映其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普遍偏

低。

最後，在經濟結構方面，各邦交國差異亦大。在農、工、服務三級產業中，有一半

的邦交國農業部門產值占 GDP 比重超過 10%，不但凸顯農業部門在我國多數邦交國中

的重要性，亦反映其經濟結構尚未脫離產業發展的初級階段。2其中農業部門產值占比最

高的前三個邦交國依次為索羅門群島（34.3%）、布吉納法索（31.9%）與吉里巴斯（26.3%）；

工業部門產值占 GDP 比重最高的三個邦交國則為史瓦濟蘭（45%）、諾魯（33%）與聖

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30%）；服務業部門產值占比最高者則依次為馬紹爾群島（85.7%）、

聖露西亞（82.8%）與帛琉（78%）。

2 一般已開發國家因發展重心多以工業與服務業部門為主，農業部門產值占 GDP 比重大多低於 2%，例

如美國（1.1%）、日本（1.2%）、德國（0.6%）、英國（0.6%）、法國（1.7%）均係如此，而我國農業部門

產值占 GDP 比重亦僅為 1.8%。詳請參閱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GDP – Composition, by Sector

of Origin,”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
factbook/fields/2012.html#us（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30 日）。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012.html#us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012.htm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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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邦交國基本資料

國別 人口(人)
GDP

(百萬美元)
人均 GDP

(美元)

農、工、服務業部門產值占 GDP 比重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區域：亞太地區

吉里巴斯共和國 110,136 181.55 1,587.1 26.3% 9.2% 64.5%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72,191 194.50 3,665.2 4.4% 9.9% 85.7%

諾魯共和國 10,000 102.06 7,821.3 6.1% 33% 60.8%

帛琉共和國 17,000 310.25 14,428.1 3% 19% 78%

索羅門群島 599,000 1,202.13 2,005.5 34.3% 7.6% 58.1%

吐瓦魯國 10,072 34.22 3,083.6 24.5% 5.6% 70%

區域：非洲地區

布吉納法索 20,107,509 11,693.24 627.1 31.9% 22% 46.1%

史瓦濟蘭 1,451,428 3,720.65 2,770.2 6.5% 45% 48.6%

區域：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貝里斯 353,000 1,741.10 4,744.7 9.7% 13.8% 62.2%

薩爾瓦多 6,520,000 26,797.47 4,223.6 10.6% 24.6% 64.9%

瓜地馬拉 16,510,000 68,763.26 4,146.7 13.2% 23.6% 63.2%

海地 11,000,000 8,022.64 739.6 21.9% 20.8% 57.3%

宏都拉斯 8,300,000 21,516.94 2,361.2 13.8% 28.4% 57.8%

尼加拉瓜 6,380,000 13,230.84 2,151.4 15.5% 24.4% 50.8%

巴拉圭 6,780,000 27,424.07 4,077.7 17.9% 27.7% 54.5%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56,183 909.85 16,596.8 1.1% 30% 68.9%

聖露西亞 163,922 1,667.08 9,364.8 2.9% 14.2% 82.8%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102,300 768.22 7,006.6 7.1% 17.4% 75.5%

註：標示灰色網底者，表示該國農業部門產值占 GDP 比重超過 10%。

資料來源：

1. 各邦交國之人口、GDP、人均 GDP 數據係參考世界銀行開放資料(World Bank Open Data)網站：https://data.worl

dbank.org/與外交部，「邦交國家相關資訊」，http://www.mofa.gov.tw/AlliesIndex.aspx?n=0757912EB2F1C601&sms=26

470E539B6FA395（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2 日）。部分國家之最新數據非為 2017 年。

2. 各邦交國農、工、服務業部門占 GDP 比重係參考：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GDP–Composition, by Sector

of Origin,”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012.html#us（最後瀏覽

日：2018 年 5 月 2 日），部分國家之最新數據非為 2017 年。

三、我國邦交國主要生產產品研析

（一）亞太地區

區域內邦交國主要生產產品概述。我國亞太地區 6 個邦交國雖然各自國土面積不大

（除索羅門群島外，其餘亞太地區邦交國陸地領土面積均不到 850 平方公里），但由數

http://www.mofa.gov.tw/AlliesIndex.aspx?n=0757912EB2F1C601&sms=26470E539B6FA395
http://www.mofa.gov.tw/AlliesIndex.aspx?n=0757912EB2F1C601&sms=26470E539B6FA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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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個島嶼組成、涵蓋水域遼闊，地形獨特且多樣。全部亞太邦交國的人口總數不到八十

萬人且大多數邦交國所面臨的問題類似，即島嶼小而多、與主要市場距離遙遠、本地市

場淺薄、易受天災影響。雖然農、林、漁、礦（磷礦）等天然資源豐富，特別是以椰子、

棕櫚油、可可相關產品與漁獲等產品為大宗，但在製造業品項上多以農漁產品初級加工

為主。

亞太各邦交國主要生產產品分析。吉里巴斯共和國主要生產產品為海參、魚翅、近

海活魚；另有海藻養殖、椰油椰乾與漁獲（鮪魚）為主要出口產品。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則以椰油、椰乾等椰子製品、冷凍鮭魚、熱帶魚產品、手工藝品（裝飾用貝類和珊瑚）

為主要生產及出口產品。諾魯共和國具有大量磷礦，為該國主要外銷產品。帛琉共和國

經濟因以觀光旅遊為主要收入，工業與製造業發展相對受限。主要生產農產品包括椰子、

芋頭及樹薯、高級魚類（大目鮪魚、黃鰭鮪魚及少量黑鮪魚）；工業僅有少量鋁礬土和磷

礦生產；在製造業部分則有部分手工藝品及木雕品製造。索羅門群島農、林、漁、礦等

天然資源豐富，經濟活動以初級產業為主。農產品主要為漁獲產品、椰子、棕櫚與可可

豆。工業產品部分，因索國島嶼較大且覆蓋大片森林，故該國之木材（含原木及鋸木）

產品成為在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先後限制原木輸出後，國際間主要的

木材來源地之一。另外，索國雖蘊藏黃金、鋁土、銅、鎳、鈷及白銀等礦藏，但目前僅

有金、銀礦出產。至於製造業產品部分，主要產品則包括椰乾及椰子油、可可及棕櫚油

與加工食品（鮪魚罐頭）等。吐瓦魯國工業生產貧乏，境內亦無礦產生產，在農產品方

面係以鮪魚、椰子為主；另有郵票與手工藝產品生產。

（二）非洲地區

區域內邦交國主要生產產品概述。我國於非洲的兩個邦交國雖然都是內陸國，但地

理環境與氣候差異較大。在農產品生產方面，史瓦濟蘭氣候屬南半球亞熱帶型，降雨較

豐，農產品項較為多元，並以生產食用農產品居多；布吉納法索屬熱帶大陸性氣候，炎

熱乾旱，多沙岩地形，因此以種植耐旱經濟作物為主。至於工業產品方面，布國以礦產

（特別是黃金）見長，史國則以木材相關產品為主；兩國在製造業產品方面均以民生及

輕工業產品為大宗。

非洲各邦交國主要生產產品分析。布吉納法索的國土面積雖大，達 27 萬 4,200 平方

公里；但是雨水不豐，土地多沙岩而貧瘠，作物以耐旱的棉花、芝麻、乳油木果（Karité）

為主。其中布國乳油木果產量為居全球第三，且乳由木果為提煉美容保養品之主要原料。

在肉品方面，布國生產以牛肉與雞肉為大宗。在工業產品方面，布國主要生產金、鋅、

錳礦；製造業產品則因普遍缺乏設備與技術，僅生產飲料、肥皂、香煙、紡織品等輕工

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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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瓦濟蘭在農產品生產方面，主要以蔗糖、柑橘、玉米、鳳梨、棉花、牛肉及豬肉

為大宗。其中，牛肉與豬肉多供內銷使用（67%），外銷則以莫三比克與歐盟為主。在工

業產品生產方面，主要產品以木材、紙漿、煤礦居多；製造業產品方面，主要產品則為

糖製品、飲料濃縮液及加工食品（水果罐頭及果汁、肉品）、紡織成衣及家具為主。其中，

史國紡織成衣過去雖以輸往美國的牛仔褲與 T 恤為主，但 2015 年 1 月 1 日因暫停適用

美國「非洲成長暨機會法案」（AGOA）之輸美免關稅待遇，其競爭力已難與低成本且具

競爭力之東南亞國家競爭，需轉而製造高品質產品及開拓非洲南部市場。

（三）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區域內邦交國主要生產產品概述。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由於過去西班牙與葡萄

牙殖民經濟的遺緒，長久以來仍以歐美國家作為主要輸出地，農業部門比重普遍偏高，

製造業多以民生相關工業為主。其中，農產品生產以香蕉、甘蔗、咖啡、可可、稻米、

椰子、魚蝦最為普遍。工業產品則以天然資源（木材）、原油與礦產品生產為主。在製造

業產品生產部分，多以民生相關或可就近出口美國市場之產品為主，包括紡織成衣、加

工食品、飲料、紙製品、紙版、紙箱與塑膠製品等。

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區各邦交國主要生產產品分析。貝里斯除了香蕉、可可、柑橘、

蔗糖等農產品與食品加工外，水產養殖蝦以白蝦為主，其他水產品則有龍蝦與海螺；原

油產量每天約 2,000 桶。另外，成衣與木材也占一席之地。薩爾瓦多的農作物以蔗糖、

咖啡、基本穀類（玉米、麥類、稻米、豆類）、蜂蜜為主；工業則集中在石油、化工製品

及肥料產品生產；製造業產品有紡織成衣、塑膠、紙製品（紙板）、食品、飲料等。瓜地

馬拉在農產品生產上係以咖啡、蔗糖、香蕉、荳蔻、蔬菜及熱帶水果為主；工業生產中

的原油產量每天約 8,977 桶，亦另有生產橡膠；其他主要製造業產品則包括成衣、加工

食品（食用油、調味醬料，穀類製品、食品罐頭）、飲料、家具等。

海地的主要農作物有芒果、咖啡、可可、香蕉、稻米等；工業產品以鋁礬土、花崗

石、水泥為主；製造業產品有紡織成衣、塑膠製品、食品加工、建築材料等。宏都拉斯

在主要農產品方面以生產香蕉、糖、咖啡、棕櫚油、棉花、可可為大宗。其較特殊作物

為菸葉，宏國生產之雪茄在中美洲與尼加拉瓜齊名。工業產品生產上則有木材；製造業

主要生產食品加工製品（製糖）、紡織成衣（編織與針織服裝）、木製品與雪茄等。尼加

拉瓜在農產品生產方面主要有香蕉、咖啡、牛肉、蝦子、吳郭魚、龍蝦、玉米、棕櫚與

菸草等。在工業產品方面，則有金礦、銀礦、石油精煉製品、化工產品與木材等；製造

業產品方面，包括食品（含肉品、乳品）、飲料、食用油、皮革、電線束製造與雪茄等。

巴拉圭是我國在南美洲中重要的內陸邦交國，主要農產品有黃豆、棉花、小麥、玉米、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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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牛肉等。工業產品則有石灰石、石膏、大理石、水泥、木材及鋼鐵；製造業主要產品，

包括加工食品（糖製品）、紡織成衣、飲料、木製品與基本金屬製品等。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與聖文森三者皆屬於島國。其中，聖克里斯多福

及尼維斯的主要農產品為糖、稻米、山藥、蔬菜、香蕉、香蕉與魚等；工業產品部分有

鹽製品；製造業產品主要包括蘭姆酒、飲料、棉花加工、椰子乾、紡織成衣與鞋類等。

聖露西亞在農產品生產上，主要係以香蕉（重要出口農產品）、椰子、蔬菜、柑橘、根莖

類食物及可可為大宗；在工業產品部分，則以生產石灰加工製品為主。在製造業產品方

面，主要生產成衣、電子零組件、飲料、紙箱、柑橘加工品以及椰子加工品等。聖文森

及格瑞那丁在農產品生產方面係以香蕉、芋頭、葛粉（Arrowroot）、蔬菜及椰子為主；

工業產品有水泥；製造業產品則包括麵粉、米製品、啤酒、家具、成衣、鋁門窗、鐵皮

屋與辣椒醬等。

有關前述我國各地區邦交國主要生產重點產品說明，詳如表 2 所示：

表 2 我國各地區邦交國主要生產重點產品

國別 農業 工業 製造業

亞太地區

吉里巴斯
海參、魚翅，活魚，海藻

養殖、漁獲(鮪魚)
椰油椰乾

馬紹爾群島

共和國
冷凍鮭魚、熱帶魚

椰油、椰乾等椰子製品，

手工藝品(裝飾用貝類和

珊瑚)

諾魯共和國 磷礦

帛琉共和國

椰子、芋頭及樹薯、高級

魚類(大目鮪魚、黃鰭鮪

魚及少量黑鮪魚)

少量鋁礬土和磷礦 手工藝品及木雕品

索羅門群島
漁獲產品、椰子、棕櫚與

可可豆
木材、金礦及銀礦

椰乾及椰子油、可可及棕

櫚油、加工食品(鮪魚罐

頭)

吐瓦魯國 鮪魚、椰子 郵票、手工藝品

區域：非洲地區

布吉納法索

棉花、芝麻、乳油木果、活

體動物及肉類(牛肉、雞

肉)

金、鋅、錳礦 飲料、肥皂、香煙、紡織品

史瓦濟蘭
蔗糖、柑橘、玉米、鳳梨、

棉花、牛肉及豬肉
木材、紙漿、煤礦

糖製品、飲料濃縮液及加

工食品(水果罐頭及果汁、

肉品)、紡織成衣、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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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農業 工業 製造業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貝里斯

香蕉、可可、柑橘、蔗糖、

水產養殖蝦(白蝦為主)、

龍蝦與海螺

原油、木材 成衣、食品加工

薩爾瓦多

蔗糖、咖啡、基本穀類

(玉米、麥類、稻米、豆

類)、蜂蜜

石油、化工製品、肥料
紡織成衣、塑膠、紙製品

與紙版、食品、飲料

瓜地馬拉
咖啡、蔗糖、香蕉、荳蔻、

蔬菜及熱帶水果
原油、橡膠

成衣、加工食品(食用油、

調味醬料，穀類製品、食

品罐頭)、飲料、家具

海地
芒果、咖啡、可可、香蕉、

稻米
鋁礬土、花崗石、水泥

紡織成衣、塑膠製品、食

品加工、建築材料

宏都拉斯
香蕉、糖、咖啡、棕櫚油、

棉花、可可、雪茄菸葉
木材

食品加工製品（製糖）、紡

織成衣（編織與針織服

裝）、木製品、雪茄

尼加拉瓜

香蕉、咖啡、牛肉、蝦子、

吳郭魚、龍蝦、玉米、棕櫚

與菸草

金礦、銀礦、石油精煉製

品、化工產品與木材

食品(含肉品、乳品)、飲

料、食用油、皮革、電線束

製造與雪茄

巴拉圭
黃豆、棉花、小麥、玉米、

稻米、牛肉

石灰石、石膏、大理石、水

泥、木材、鋼鐵

加工食品 (糖製品)、紡織

成衣、飲料、木製品與基

本金屬製品

聖克里斯多

福及尼維斯

糖、稻米、山藥、蔬菜、香

蕉、香蕉與魚
鹽

蘭姆酒、飲料、棉花加工、

椰子乾、紡織成衣、鞋類

聖露西亞
香蕉、椰子、蔬菜、柑橘、

根莖類食物及可可
石灰加工製品

成衣、電子零組件、飲料、

紙箱、柑橘加工品以及椰

子加工品

聖文森(及格

瑞那丁)

香 蕉 、 芋 頭 、 葛 粉

(Arrowroot)、蔬菜及椰子
水泥

麵粉、米製品、啤酒、家

具、成衣、鋁門窗、鐵皮

屋與辣椒醬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四、我國與邦交國之雙邊經貿投資合作建議

我國邦交國受限於地理環境差異，各國的優劣勢不一，再加上地理位置相距甚遠，

影響經貿往來以及產業合作互動。但雙邊產品大致上仍呈現互補性，例如亞太地區的邦

交國，海洋資源豐富，而拉美與非洲地區邦交國則以農產品與礦產等農林漁牧初級產品

生產為主，因此如何透過不同區域的比較利益來強化雙邊貿易投資合作，成為拓展雙邊

經貿關係時的重要課題。

傳統上我國與邦交國的官方經濟關係大概可以分成對外援助與對外採購兩方面。對

外援助通常以配合當地特色產品或當地市場需求為主，例如在邦交國推動醫療援助、漁

業、園藝與畜牧養殖等技術合作案等，這些都是以滿足當地市場需求為主。對於出口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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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或是產品推廣則大多透過外貿與產業相關公協會帶領廠商赴當地採購方式推動。基於

過去的合作已具相當規模，未來依不同地區特性，加強我國與邦交國雙邊經貿投資合作

之建議方向，主要有三：

（一）強化對我南太平洋邦交國海洋資源之開發合作：我南太平洋邦交國雖然海洋資源

豐富，但島嶼土地小、人口分散、醫療資源匱乏，又距離主要市場遙遠，因此雙邊

合作除了醫療資源提升與生產技術輔導外，可就擴大海洋資源的利用進行經貿投資

合作。除了傳統的漁業捕撈、漁產品加工外銷外，南太平洋邦交國有豐富的海上觀

光資源，建議可與邦交國合作，鼓勵旅行社推出特惠旅遊套裝行程，推動吉里巴斯、

諾魯、索羅門群島等邦交國的海洋生態觀光。

（二）持續推動我國與非洲及拉美地區邦交國雙邊技術合作與經貿拓銷及投資考察訪問

團：非洲及拉美地區有豐富農產品，對於國內市場所需的農產品，如咖啡、肉品等，

可透過產業投資暨採購團的運作模式，對該地區的農產品進行採購。除可協助業者

開發新貨源及供應商以提升採購品質外，也可降低採購風險。此外由於我國廠商在

食品加工業具技術優勢，可輔導廠商進行投資，利用當地豐富的農產品，加工生產

可外銷的加工食品，除可思考以投資帶動經貿深化雙邊合作外，也可透過當地市場

進入區域經貿整合市場（如南美洲國家的南方共同市場），擴大對鄰近國家的出口。

（三）透過經濟合作協定（ECA）與自由貿易協定（FTA）的洽簽及落實，全面深化雙

邊經貿投資：我國目前與邦交國已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主要有五，分別為臺瓜（瓜

地馬拉）FTA、臺尼（尼加拉瓜）FTA、臺薩（薩爾瓦多）、臺宏（宏都拉斯）FTA

以及臺巴（巴拉圭）經濟合作協定（ECA）等。過去由於語言與地理位置的隔閡，

國內對於中南美洲國家的市場資訊相對較少，且貨物運送必須負擔高成本的運輸費

用或保存成本。但由歷年雙邊經貿發展情況可知，多數中南美友邦在和我國簽署

FTA 生效後與我國之雙邊經貿更顯活絡，特別是對提升其貨品貿易出口至我國市場

有正面影響。不過對我國而言，由於與這些簽署 FTA/ECA 邦交國之雙邊貿易總額

占臺灣進出口的比重相對較小，且短期內亦難大幅提高，故未來我國若欲進一步促

進與其雙邊經貿投資及合作關係，似可考慮納入其他更廣泛之合作議題（例如中小

企業、發展與合作及能力建構等），以增進雙方的經貿合作及夥伴關係。

五、結語

我國邦交國由於地理環境差異大，經濟發展程度多數仍處於初級階段，大多仰賴天

然資源與農漁牧生產，同時依不同地理特徵而產生不同的經濟型態。以亞太地區邦交國

而言，其國家特色是島嶼多而小、國土面積不大、距主要市場遙遠、本地市場淺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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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天災的影響，但大多擁有充分的海洋資源。漁獲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加上出產少許的

礦產，而製造業則以手工業為主。

非洲地區的邦交國以棉花、蔗糖等經濟作物和牛豬牲畜為主要農產品，在礦產方面

呈現多元豐富的蘊藏，包含黃金、鋅、錳等礦。在工業產品方面，以輕工業為主，如紡

織與食品加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邦交國的農業部門比重較高，農作以香蕉、甘

蔗、咖啡、可可、稻米、椰子、魚蝦為主；製造業多以民生相關工業為主，如天然資源

（木材）、原油與礦產品；製造業多以民生相關或可就近出口美國之產品為主，如紡織成

衣、加工食品、飲料、紙製品、紙版、紙箱與塑膠製品等。

在雙邊經貿投資合作上，建議宜針對各區域之比較優勢進行不同面向之合作。首先，

對於具豐富海洋資源的南太平洋友邦，應強化與其在漁獲及海上觀光資源之合作開發。

其次，對於過去已有廠商進行貿易與投資的拉美與非洲友邦，宜持續推動我國與該地區

邦交國雙邊技術合作與經貿拓銷及投資考察訪問團，鼓勵廠商投資以擴大雙邊經貿投資

基礎，此外亦可思考透過當地管道進入區域整合市場以擴大對鄰近國家的出口。最後，

針對目前已簽署 FTA/ECA 的邦交國除應落實協定外，亦可考慮納入其他更廣泛之合作

議題，以增進雙方的經貿合作及夥伴關係。

參考資料：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GDP–Composition, by Sector of Origin,”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0

12.html#us.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

 外交部，「邦交國家相關資訊」，https://www.mofa.gov.tw/AlliesIndex.aspx?n=075791

2EB2F1C601&sms=26470E539B6FA395。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各國投資環境簡介」，https://www.dois.moea.gov.tw/Home/inv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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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議題

▲若美國不永久免除歐盟的鋼鋁關稅，歐盟將採取反制措施

美國白宮於今（2018）年 4 月 30 日發布總統公告表示，暫時延長對歐盟、加拿大、

墨西哥等國的鋼鋁關稅豁免期限至今年 6 月 1 日，將與三國繼續展開 30 天談判，協商

永久性豁免。歐盟近日表示，若美國不永久免除歐盟的鋼鋁關稅，將採取反制措施。

美國自今年 3 月 23 日起對進口鋼鋁分別加徵 25%和 10%關稅，當時獲得暂時關稅

豁免的經濟體，包括歐盟、阿根廷、澳洲、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韓國等，暫時豁免

期僅持續至今年 5 月 1 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 4 月 30 日宣佈，再給歐

盟、加拿大和墨西哥 30 天時間（即延長豁免期限至 6 月 1 日），繼續協商鋼鋁關稅的永

久豁免；另外，美國與阿根廷、澳洲和巴西已達成原則性協議，故決定繼續豁免該等經

濟體的鋼鋁關稅，暫不設關稅豁免截止日期，惟未列為「永久豁免」，倘後續不能與美敲

定協議，美國亦可能恢復徵收關稅；至於韓國則因「同意對美開放汽車產業」和「用配

額自主限制對美鋼鐵出口」，獲得鋼鐵關稅永久豁免，不過對美出口鋁品自 5 月 1 日起

亦被加收 10%關稅。

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 5 月 2 日呼籲美國應給予歐盟無條件

和永久性（unconditional and permanent）豁免，並警告川普政府不應將此事與美歐跨大

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掛勾。

此外，歐盟執委會發言人布里維奧（Enrico Brivio）在 5 月 4 日表示，針對美國 232 鋼

鋁關稅措施，歐盟與美方在各個層級都持續保持聯繫。在美方宣布延長對歐盟鋼鋁關稅

豁免期限後，雙方的討論亦持續進行，但歐盟不會在受威脅情況下同美國進行談判。倘

若美國不永久豁免歐盟鋼鋁關稅，將在 WTO 框架下對美採取反制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報告指出，以 2017 年數據來

看，目前仍獲得川普政府鋼鐵關稅豁免的 7 個經濟體中，有 5 個經濟體（加拿大、巴西、

歐盟、韓國和墨西哥）為美國鋼鐵進口前十大來源國，且此 7 個經濟體對美出口鋼品總

量占美國總進口量近七成。令外界質疑，美國對主要鋼鐵進口國均給予豁免的同時，如

何能達到保護國內鋼鐵產業之目的。

【由許裕佳綜合報導，取材自 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2018 年 5月 7日；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2018 年 5月 3日；第一財經日報，2018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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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糧農組織報告，食品價格指數連續第二個月上漲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最新發布的報告指

出，今（2018）年 4 月的食品價格指數基本上與 3 月維持持平的狀態，但卻較去年同期

上漲 2.7%。

儘管 4 月大多數穀物和乳製品的價格繼續上漲，但是糖的價格卻有所下滑，且植物

油和肉類市場的價格亦同樣持續下探。進一步而言，植物油價格的下跌主要反映出棕櫚

油、豆油和葵花籽油的市場動態；國際棕櫚油（為指數權重最大的油類）報價因需求增

長放緩和東南亞在本季可望增產而走低。與此同時，豆油價格進一步走弱，主要原因來

自於生產大國持續大量榨油的影響；反之，葵花籽油價格在全球出口供應預期緊縮的影

響之下，持續保持穩定。在肉類市場方面，價格僅小幅下降 0.9%，其中主要是牛肉和豬

肉的價格小幅下跌，羊肉和禽類肉品的價格則保持穩定；而牛肉價格下滑的主因在於美

洲擴大出口，豬肉則是進口需求放緩導致價格下挫。

另一方面，乳製品的價格已連續第三個月上漲，價格上漲反映出所有乳製品的進口

需求強勁，同時由於紐西蘭的牛奶產量降幅超出預期，造成市場對於紐西蘭之出口有所

擔憂之故。

最後，在糖類的價格方面，4 月的價格比 3 月下跌 4.8%，且比去年同期下跌多達

24%。細究糖價自去年 12 月起下跌之主因，乃是糖類市場供應過剩所致，特別是泰國和

印度的產量刷新紀錄，再加上世界最大生產國巴西之巴西幣（雷亞爾）兌美元貶值等因

素所影響。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聯合國，2018年 5 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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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對巴西分別徵收鋁關稅及實行鋼鐵配額

根據巴西兩個部委表示，美國已單方面中斷與巴西的談判，並要求巴西的鋼鐵與鋁

部門必須在關稅或配額之間作出選擇。為因應美方要求，巴西外交部以及發展、產業暨

貿易部在 5 月 2 日的聯合聲明中，表示其鋁部門將選擇關稅，而鋼鐵部門則選擇配額。

上述聯合聲明提到美國在 4 月 26 日就已通知巴西中斷有關鋼鐵及鋁的任何談判進

展，且美國決定立即對鋼鐵與鋁分別課徵 25%與 10%關稅或者是實行配額限制。因此，

就巴西所發出的聲明來看，此結果與美國先前宣布與巴西達成原則性協議，取消因國家

安全理由而對鋼鐵與鋁課徵關稅的說法互相矛盾。

該聲明稿進一步指出，巴西政府希望美國最終不會對其鋼鐵與鋁實施進口限制措施，

取而代之的是維持目前的雙邊貿易流量。另一方面，巴西政府也表示已經準備好在雙邊

上或透過多邊組織採取必要行動，以保護其國內利益，顯示巴西極可能針對美國的關稅

與配額限制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控訴。

產業方面，巴西鋼鐵部門代表認為，對巴西鋼鐵出口而言，美國實行配額措施的影

響會較課徵 25%關稅來得小。巴西鋼鐵協會主席羅培茲（Marco Polo Lopes）對此解釋

「以 2017 年數據而言，巴西出口之鋼鐵有 80%為半成品，美國若針對其採取每年 350

萬公噸的配額措施，僅造成巴西半成品鋼鐵出口減少 7.4%；然而，倘若美國對巴西成品

鋼鐵採取每年 49.6 萬公噸的配額限制，依產品類型不同，將造成巴西成品鋼鐵出口量下

降 20~60%」。羅培茲（Marco Polo Lopes）也提到巴西每年有三分之一的鋼鐵銷往美國，

面對美方「關稅或配額」的提議，巴西也只能接受，選擇衝擊較小的選項。

相較於配額，巴西鋁部門代表則指出，巴西鋁產業承受 10%的關稅是衝擊較小的選

擇。巴西鋁業協會執行祕書瑞高（Milton Rego）對此補充「假如美國依照 2013~2017 年

平均自巴西鋁的進口量來實行配額措施，亦即採取 4.1 萬公噸之配額限制，將造成原本

巴西 2018 年預計出口到美國 6 萬公噸的鋁減少 32%，因此衝擊不容小覷」。

值得一提的是，巴西發展部在 5 月 2 日另外發出聲明澄清，美國對巴西鋁及鋼鐵進

口之關稅與配額限制措施將在美方政府正式作出官方決定時生效。在美國作出決定之前，

先前對巴西鋁與鋼鐵的豁免待遇將無限期延續。

【由江文基報導，取材自 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2018年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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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預告對美大豆課徵關稅，已造成進口承諾總數下滑

中國大陸尚未對美國大豆課徵進口關稅，但最新貿易資料顯示，中國大陸貿易商已

經先行取消來自美國的出貨。根據美國農業部今（2018）年 5 月 3 日公布的每週數據來

看，中國大陸在 4 月 26 日前取消了進口承諾，自 9 月起算的農作物行銷年度承諾總數

為 2,870 萬公噸，比上一年度減少 133,700 噸。

自 2015 年以來，這是頭一遭承諾總數在三週內連續出現下滑。數據證實了糧食貿

易巨頭邦吉公司（Bunge Ltd.）首席執行長施羅德（Soren Schroder）的看法，他認為中

國大陸基本上已經在 5 月 2 日停止向美國採購，所有貨物都不是來自美國。中國大陸從

加拿大和巴西購買豆類，尤其是巴西，但刻意不從美國購買任何東西。在中國大陸 4 月

預告要對美國大豆出口課徵關稅後，儘管貿易商和貨主們希望中美兩國間緊張關係能夠

緩解，貿易能夠將持續下去，但是跡象已經顯示出中國大陸採購棄美國而去。

在每年這個時節，隨著區域性收成萎縮和農作物可直通港口，南美國家大豆運輸居

於全球主導的地位。美國大豆主要出貨時間一般為 10 月至 1 月期間。愛荷華州 INTL

FCStone 顧問布萊克福德（Mike Blackford）認為，這意味著美國農民已經準備好應對季

節性的沉寂，但美國大豆仍可能以迂迴的方式進入中國大陸，即美國大豆可能會填補中

國大陸大豆進口之貨源空窗期。美國農業部在 5 月 3 日的出口報告中提到，有 66,000 噸

美國大豆貨物的出口目的地從中國大陸轉移至越南。

中美兩國貿易談判將繼續進行。美國國務院表示，由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和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率領的美國團隊於 5 月 3 日上午抵達北京，

並於當天下午與中國大陸官員會面與晚宴。

為因應世界最重要豬肉生產國和消費國之大規模養殖的持續擴張，豆粕做為養殖飼

料之需求亦隨之上升，所以 2017 年中國大陸大豆進口量攀升至紀錄性高點。雖然美國

將中國大陸視為最大的市場，但亞洲國家從巴西購買更多的大豆。據美國農業部估計，

巴西數年來一直都是世界最重要的大豆出口國，預計在 2017 至 2018 年間出口將大幅度

超越美國。

美國全國農業廳協會（National Farmers Union）會長強森表示，川普政府和立法者

除了口頭表示愛國的農民可以善加利用外，但更應該設法幫助處於貿易角力戰中的美國

農業擺脫困境。

【由鐘綉婷綜合報導，取材自 Washington Trade Daily，2018 年 5月 3日；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2018年 5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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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將對進口鋼鐵產品展開防衛措施調查

土耳其在今（2018）年 5 月 3 日向 WTO 提出通知，指出該國自 4 月 27 日起，決定

對國內 21 項進口鋼鐵產品展開防衛措施調查，並考慮採取暫時性關稅作為因應對策。

根據土耳其初步防衛措施調查結果顯示，土耳其國內在 2013～2017 年間的鋼鐵進口總

量約增加 22%，但進口產品價格在 2013～2016 年間卻呈下滑趨勢。為進一步了解國內

鋼鐵產業受損情形，土耳其已於官方通知公告之日起 30 日內，發布線上調查問卷供利

害關係人填覆意見，預計在完成意見蒐集後作成期中審查報告。此外，土耳其亦指出，

考慮到歐盟為關稅同盟的成員之一，未來土耳其如確定將對受調查產品採取防衛措施時，

土國將額外考量對來自歐盟的產品予以豁免。

近日來，全球高舉貿易保護主義，例如美國早在今年 3 月 8 日發布總統公告，宣布

自 3 月 23 日起針對進口鋼鐵、鋁材加徵 25%及 10%的高關稅。歐盟隨後則自 3 月 26 日

起，以全球鋼鐵產能過剩及因應第三國採取貿易保護措施為由，針對 26 項鋼鐵產品之

進口增加情形，展開為期 9 個月的全球防衛調查。有鑑於此，土耳其政府亦於日前宣布，

於今年 4 月開始對國內 21 項進口鋼鐵產品實施防衛措施調查程序。

事實上，全球興起鋼鐵保護浪潮始於美國。美國主張，其對於進口鋼鐵、鋁材提高

關稅之措施，係根據《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第 21 條所允許之國家安全例外，以及美國《1962 年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規定，如進

口產品有損美國國家安全時，美國總統有權實施貿易限制。由於美國此舉已大幅影響各

國鋼鐵業對美出口，因此包括中國大陸、歐盟、印度、俄羅斯及土耳其在內等 WTO 會

員，均主張系爭措施屬於防衛措施，並相繼依據 WTO《防衛協定》第 12.3 條向美國提

出諮商請求。

其中，土耳其於 4 月 20 日向美國提出諮商請求，主張美國對進口鋼鐵加徵關稅之

措施，已對土耳其多家鋼鐵生產業者造成嚴重影響，土國盼依照《防衛協定》之規定，

與美國進行諮商並研議可能之補償方式。然而，美國在 4 月 23 日對土耳其諮商請求所

提出之回應中，聲明美國加徵關稅之行為並非防衛措施，因此拒絕土耳其的諮商要求。

此外，美國對於其他 WTO 會員一律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拒絕該等國家防衛措施之主

張及諮商請求。同時，美國表明其無義務參與防衛措施之討論，但仍願意在 WTO《防衛

協定》架構之外，討論美國對進口鋼鐵、鋁材加徵關稅之措施及其他衍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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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此項主張引發各國不滿。特別是，中國大陸日前已向 WTO 提起爭端解決程序，

並言明將對美國 128 項產品徵收約 6 億 1,150 萬美元的報復性關稅。另一方面，由於土

耳其對美國實施 232 條款的諮商請求遭到美國拒絕，土耳其決定採取其他因應手段，包

括參加中國大陸的 WTO 爭端解決程序，以及對國內進口鋼鐵展開防衛措施調查。

【由吳承憲綜合報導，取材自 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2018 年 4月 23日、5月 4日；

G/SG/183，2018年 4 月 20 日；G/SG/184，2018年 4月 23日；G/SG/N/6/TUR/24，2018

年 5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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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國別配額Country Quota

又稱選擇性配額或分攤性配額，為進口配額來源方式之一，係指進口配額係按照國

別或地區別分配，各國或各地區僅能使用被規定的配額量，超過該配額的出口將不為進

口國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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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圖解聚焦東協：剖析各國實力與趨勢，掌握最新經濟布局關鍵

網址：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6303

摘要： 本書由日本三大金融集團之一──瑞穗（みずほ，Mizuho）金融集團旗下的知

名智庫瑞穗綜合研究所提供詳實清晰的情報解析，針對擁有多樣文化、社會特

性的國家所集結而成的東協全區，橫向概觀其經濟、政治、消費市場的實況與

可能風險，也包括「對中關係的風險」這項熱門話題，以求幫助讀者在研擬商

業策略時能掌握東協地區的全貌。全書共計 60 項議題，讀者不僅可透過比較

統觀全區、亦可深入掌握各國實情，立體且多元地了解東協，充分掌握經商、

投資關鍵與風險。

期刊介紹

篇名： Russia–Tariff Treatment: Identifying Systematic Violations of WTO Law

出處： World Trade Review, Volume 17, Issue 2, 23 April 2018, Pages 291-312.

作者： Kara M. Reynolds and Boris Rigod.

摘要： In October 2014, the European Union requested consultations with Russia under

the WTO's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regarding Russia's tariff treatment of various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s. Although most of the measures

challenged by the EU were individual tariff lines, the final measure in its complaint

was a ‘more general measure’ referred to as the systematic duty variation. A WTO

Dispute Panel eventually ruled that the EU failed to establish the systematic nature

of the duty treatment afforded by Russia to certain products.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Dispute Panel's ruling, as well as how claims of systematic non-

compliance are treated in other legal settings. We conclude by exploring whether

future WTO Panels should instead consider statistical evidence of systematic

treatment to promote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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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92.83.168.142/toread/opac


20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599期（2017.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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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歐盟在WTO之制度

及政策面向之參與」專題演講

Frank

Hoffmeister

 Introduction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EU membership

in the WTO

 Policy contributions of the EU to the

WTO

 Conclusion

http://training.wto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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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外貿

協會
額滿為止

3/29-

10/27

2018 年新南向系列臺灣形象展（印尼、印度、越

南、泰國、馬來西亞）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2018Tai

wanExpo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

處、臺東大學育成中心、

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

額滿為止 5/15 「清真認證與穆斯林市場商機」研討會（臺東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01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5/9 5/16 「貿易管理」說明會（花蓮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03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 中心、中華民國全國工

業總會、台灣服務業聯盟

協會

額滿為止 5/22 「2018 年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研討會－竹科場
http://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

=307063&nid=17435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外貿

協會
額滿為止 5/23-31 印度、菲律賓市場分析與商機探索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inph10

705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

處、外貿協會臺灣清真推廣

中心、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

5/27 5/28 「穆斯林市場商機與清真認證」說明會（高雄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0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2018TaiwanExpo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2018TaiwanExpo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01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01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03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03
http://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07063&nid=17435
http://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07063&nid=1743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inph1070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w/inph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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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

國家協會研究中心
額滿為止 5/28

「2018 年馬來西亞大選後政經情勢與臺馬經貿

關係」研討會

http://www.aseancenter.org.tw/newNewsD

etail.aspx?newsid=74&natsid=1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 中心、中華民國全國工

業總會、台灣服務業聯盟

協會

額滿為止 5/30 「2018 年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研討會─高雄場
http://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

=307680&nid=17435

歐洲聯盟、歐洲經貿網、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5/30 6/5

European Innovation Week in Taiwan

歐盟創新週
https://eu-taiwan-2018.b2match.io/home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額滿為止 6/20-22 2018 年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美國馬里蘭州） https://goo.gl/NGa9NJ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屏東分

處、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6/21 6/22
「反傾銷及貿易商務糾紛預防及因應」研討會

-屏東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04

https://goo.gl/NGa9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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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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台灣金

融研訓院
5/3

6/1-

11/29
2018 年國際化金融人才培育計畫（ITDP）

http://service.tabf.org.tw/tw/user/2018ITD

P/default.asp

亞洲WTO暨國際衛生法與

政策研究中心
4/30 6/30

Call for Papers

2018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

d=0&pid=236

臺灣農村經濟學會 4/20 7/11
2018 年 REST-KAEA 台日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徵

稿

http://www.rest.org.tw/ch/01_news_page.a

sp?num=20180222161107&page=1

http://service.tabf.org.tw/tw/user/2018ITDP/default.asp
http://service.tabf.org.tw/tw/user/2018ITDP/default.asp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d=0&pid=236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d=0&pid=236
http://www.rest.org.tw/ch/01_news_page.asp?num=20180222161107&page=1
http://www.rest.org.tw/ch/01_news_page.asp?num=20180222161107&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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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18 年 5 月 11 日～6 月 11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5/14-17 一～四 Informal Open-ended Negotiating Group on Rules (Fisheries Subsidies)

5/15 二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Belarus

5/16 三 Informa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5/17 四
Committee of Participants on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5/28 一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Informal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5/29、31 二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Guinea and Mauritania

5/30 三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6/5-6 二～三 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6/8 五 Working Group on Trade/Debt and Finance

6/11-12 一～二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6/11-14 一～四 Informal Open-ended Negotiating Group on Rules (Fisheries Subsidies)

RTA

CPTPP、RCEP

5/25-29 五～二 RCEP Inter-sessional Trade Negotiating Committee in Tokyo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5/7-11 一～五

ASEAN: 16th ASEAN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Responsible for
Information (SOMRI), 14thConference of ASEAN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Information (AMRI) and Related Meetings

5/8-10 二～四

ASEAN:

 45th ASEAN Senior Transport Officials Meeting (STOM)

 27th Meeting of the ASEAN Directors-General of Customs

5/8-11 二～五
ASEAN: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ST74) and COST Retreat, Viet Nam.

5/9-12 三～六
ASEAN: 10th ASEAN Fisheries Consultative Forum and 26th Meeting of
the ASEAN Sectoral Working Group on Fisheries

5/11-24 五～四 APEC: Secon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and Related Meetings (SOM 2)

5/13-15 日～二 OECD: Social Policy Ministerial, Montréal, Canada.

5/14 一 World Bank: Harnessing Islamic Finance for a Gree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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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5/14-17 一～四 World Bank: PSLO Agriculture Mission to Côte d’Ivoire

5/15-16 二～三

APEC: Workshop on Gender Smart Workplaces: Building and Promoting
Workplace Health, Safety and Inclusivity to Enhance Women’s
Economic Participation and Productivity

World Bank: World Bank/FinSA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PL
Resolution

5/15-18 二～五

ASEAN: 43rd Meeting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echnical Matters for
the ASEAN Single Window, Myanmar

(TWG)

5/16 三 OECD: Compendium of Productivity Indicators, Paris, France

5/16-18 三～五
ASEAN: 8th ASEA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E-Commerce (ACCEC),
Indonesia

5/17 四 World Bank: The 2017 Global Findex and the Fintech Revolution

5/17-18 四～五 ASEAN: 15th ASEAN-Russia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ARSOM), Russia

5/17-18 四～五
APEC: First Meeting of the Policy Partnership of Women and the
Economy (PPWE)

5/18 五

APEC: Developing a Best Practice Global Value Chain Framework on
Fisheries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Framework in The
APEC Region

5/18-19 五～六

APEC: Developing a Best Practice Global Value Chain Framework on
Fisheries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Framework in The
APEC Region

5/21-22 一～二

APEC:

 Second Expert Meeting - Trade Facilitation Through an APEC
Framework on Food Safety Modernisation (SCSC 04 2017S)

 HRD 03 2018S – Workshop on the APEC Report on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5/21-26 一～六
ASEAN: 90th ASEA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Services (CCS) and
Related Meetings, Singapore

5/25-26 五～六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Meeting

5/28 一
OECD: 10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aris, France.

5/29-30 二～三 OECD: OECD Forum, Paris, France.

5/29-31 二～四
OECD: Global Forum on Environment: Plastics in a Circular Economy,
Copenhagen, Denmark.

5/29-6/1 二～五
ASEAN: 6th Round of Negotiations on ASEAN-EU Comprehensive Air
Transport Agreement (CATA), Belgium.

5/30-31 四～五

APEC: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est Practice Guidance of Effective
Coalbed Methane (CBM) Recovery Technologies for APEC Developing
Economies (EWG 17 2016A)

6/4-5 一～二
ASEAN: 34th High Level Task Force on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HLTF– EI),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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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6/4-7 一～四
ASEAN: ASEAN SOM, ASEAN Plus Three (APT) SOM, East Asia Summit
(EAS) SOM, and ASEAN Regional Forum SOM, Singapore.

6/11 一
IMF: CALL FOR PAPERS: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Regulation and
Inclusive Growth, Pari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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