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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中國在「2018 年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為此，本期專題將帶大家

了解中國具體的開放措施及程度。另外，美國近期則對加拿大動作頻頻，難道想藉此逼加拿

大重談NAFTA？想知道更多的內容，快從本期電子報裡面找答案吧！還有，第十五屆 WTO

及 RTA青年研習營報名開跑！有興趣的趕快來報名喔！

http://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08080&nid=17435
http://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pid=308080&nid=17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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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2018 年博鰲亞洲論壇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吳明澤 副研究員

2018 年博鰲論壇是習近平十九大後首次主場大型會議，也是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的

敏感時刻，因此備受矚目。本次會議中習近平除了再次宣示中國大陸大陸會繼續開放外，

也暗批美國的保護主義，並提出開放四大舉措，此外論壇也發布三份研究報告，中國大

陸人行新任行長亦提出金融開放政策與時間表，本文將探討本次論壇之重點觀察。

一年一度的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於 2018 年 4 月 8 日至 11 日召開，

該會是澳洲前總理霍克、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細川護熙和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所提議成

立，類似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亞洲論壇」，1999 年拉莫斯、霍克與胡錦濤在北

京議定籌設，於 2001 年於海南博鰲成立大會，2002 年舉行第一次年會，至今已舉辦了

17 次年會。本次年會恰為海南建省 30 周年，且是中共十九大後中國大陸大陸首個主場

外交活動，中國大陸大陸官方因此而拉高層級。

歷次博鰲亞洲論壇均會設定一個主題，2018 年的主題是「開創創新的亞洲，繁榮發

展的世界」，中國大陸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並進行開幕致詞。由於本次論壇正好是中美

貿易戰最為火熱的時刻，因此習近平的致詞有關對外開放的四大舉措上，似乎有向美國

遞出橄欖枝的意味，本文將整理並討論本次博鰲論壇之重點內容與可能影響。

習近平開幕致詞重點

習近平在博鰲論壇的致詞重點大致上可分為四部分。由於 2018 年恰為中國大陸改

革開放 40 周年與海南建省 30 周年，故習近平先細數了中國大陸大陸改革開放 40 年來

的成果，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年均成長 9.5%、對外貿易年均成長 14.5%、脫貧人數占同時

期全球減貧人口總數的 70%以上等。此外，習近平特別強調改革開放是中國大陸和世界

共同發展進步的偉大歷程，中國大陸在對外開放中展現大國擔當，從引進來到走出去，

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共建「一帶一路」，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作出重

大貢獻，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成長貢獻率超過 30%，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主要穩定器和

動力源。他自豪的說「改革開放這場中國大陸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大陸，

也深刻影響了世界」。

第二部分則是對當期與未來全球情勢發表其看法，認為當前世界有三大潮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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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流是和平合作，在此潮流下妄自坐大或獨善其身只能四處碰壁。只有堅持和平發展、

攜手合作，才能真正實現共贏、多贏。第二大潮流是開放融通，他指出開放帶來進步，

封閉必然落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日益相互聯繫與影響，推進互聯互通、加快融合發展

成為促進共同繁榮發展的必然選擇。第三大潮流則是變革創新，變革創新是推動人類社

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誰排斥變革，誰拒絕創新，誰就會落後於時代，誰就會被歷史

淘汰。面向未來，習近平提出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走對話而不對

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不搞唯我獨尊、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不搞以鄰

為壑、恃強凌弱的強權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實現持久和平。在字句中似有暗

批川普「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心態，頗有針對美國對中國大陸大陸提起的貿易紛爭而

對美國總統川普叫陣的意味。

第三部分，習近平則是提出中國大陸大陸未來的政策原則與方針，包括深化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進精

準扶貧、精準脫貧。在對外開放上，將繼續擴大開放、加強合作，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

贏的開放戰略，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推動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

放格局，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探索建設中國大陸特色自由貿易

港。針對近來中國大陸大陸經濟勢力大幅提高，而可能主導世界經貿規則改變的疑慮，

習近平強調「無論中國大陸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們都不會威脅誰，都不會顛覆現行國際

體系，都不會謀求建立勢力範圍。中國大陸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

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第四部分，習近平提出在擴大開放方面的四個重大舉措，包括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

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與主動擴大進口。詳細內容如下：

（一）大幅放寬市場准入

1. 服務業部分（尤其著重在金融業）：包括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比限

制要落實，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

構在華業務範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

2. 製造業方面：汽車、船舶、飛機等少數行業，現在已經具備開放基礎，要儘快放

寬外資股比限制特別是汽車行業外資限制。

（二）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

1. 加強同國際經貿規則對接，增強透明度，強化產權保護，堅持依法辦事，鼓勵競

爭、反對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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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與其他新的機構，對現有政府機構作出大幅度調整，

堅決破除制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3. 2018 上半年將完成修訂外商投資負面清單，落實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

理制度。

（三）保護智慧財產權

1. 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加大執法力度，提高違法成本，充分發揮法律威懾作

用。

2. 鼓勵中外企業開展正常技術交流合作，保護在華企業合法知識產權，同時也希望

外國政府加強對中國大陸知識產權的保護。

（四）主動擴大進口

1. 相當幅度降低汽車進口關稅，同時降低部分其他產品進口關稅，增加人民需求較

集中的特色優勢產品進口。

2. 加快加入 WTO《政府採購協定》進程，希望先進國家放寬對中高技術產品出口

管制。

3. 2018 年 11 月在上海舉辦首屆中國大陸國際進口博覽會，提供一個大平台，未來

亦每年舉辦。

此外，習近平強調上述的舉措將儘快落地，「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在「一帶

一路」倡議部分，強調「中國大陸不打地緣博弈小算盤，不搞封閉排他小圈子，不做凌

駕於人的強買強賣」，「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就一定能增進合作、

化解分歧，把一帶一路打造成為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的最廣泛國際合作平台，讓共建一

帶一路更好造福各國人民」。

本屆博鰲論壇之其他重點

除了習近平在開幕的致詞引起各國的關注外，本次博鰲論壇發布了「亞洲競爭力報

告」、「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與「新興經濟體報告」等三份報告，亦召開了 34 個分論壇

與許多的 CEO 圓桌會議等，討論的內容範圍十分廣泛，因篇幅有限，本文僅挑選若干

重點進行討論。

（一）三份報告之重點結論

本次的「亞洲競爭力報告」針對 2017 年亞洲除了澳門、緬甸等 16 個經濟體（因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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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小或數據難以取得）的另外 37 個經濟體進行競爭力的排名，整體而言排名結果變化

不大，前五名分別為新加坡、香港、韓國、臺灣與澳洲，與 2016 年之排名均相同。中國

大陸大陸排名第 9，自 2013 年以來亦無改變。

「亞洲經濟一體化報告」則發現 2016 年亞洲的貿易依存度指數均有不同程度的下

降，尤其是中國大陸大陸對亞洲經濟體的貿易依存度持續走低，但亞洲各主要經濟體對

中國大陸大陸的貿易依存度均大於 10%。在直接投資（FDI）依存度部分，亞洲對自身

FDI 的依存度超過 50%，而中國大陸大陸對亞洲 FDI 的依存度最高，且亞洲國家對中國

大陸大陸的 FDI 依存度也最高，顯示亞洲各國與中國大陸大陸的直接投資非常密切。最

後是金融部分，2016 年亞洲資產組合投資的目的地以美國最多，比重達 33.14%，其次

是歐盟 15 國（20.19%），亞洲僅占 14.23%，而在亞洲內部，資產投資組合的主要流向為

中國大陸大陸與香港。

最後是「新興經濟體報告」，其新興經濟體是以二十國集團（G20）中的 11 個新興

經濟體（E11），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國大陸、印度、印尼、韓國、墨西哥、俄羅斯、

沙烏地阿拉伯、南非與土耳其為研究對象，對其經濟成長、就業與所得、物價與貨幣政

策、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大宗商品、債務與金融市場進行分析，亦對 2018 年經濟

形勢進行展望。研究指出 2017 年 E11 經濟復甦情況優於預期，以各國購買力平價換算

之經濟成長率達 5.1%，其中中國大陸對全球經濟成長貢獻了三分之一強。

當前 E11 擁有良好的經濟成長表現，但勞動生產率、技術進步、青年失業率、收入

分化、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公共和私人債務、金融泡沫以及川普稅制改革的外溢

效果等因素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仍不可忽視。展望 2018 年，新興經濟體經濟有望繼續保

持良好成長態勢，但仍需防範各種風險和挑戰，挖掘經濟成長的內生動力，為經濟長期

穩定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中國大陸大陸金融開放 12 項措施與不會以貶值應對中美貿易摩擦

新任中國大陸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出席博鰲論壇有關「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分論壇

中，呼應習近平開幕致詞中對於金融業開放的宣示，主動提出相關的金融開放政策，並

具體提出了時間表。易綱在會中提出，將在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原則、金融業的

對外開放和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改革進程要相互配合與在開放的

同時，要重視防範金融風險等三項原則下，提出了 12 項開放措施，包括：

1. 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內外資一視同仁，允許外國

銀行在中國大陸境內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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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人身險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

51%，三年以後不再設限。

3. 不再要求合資證券公司境內股東至少有一家證券公司。

4. 為進一步完善內地和香港兩地股市互聯互通的機制，從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把互

聯互通每日的額度擴大 4 倍。

5. 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國投資者來華經營保險代理業務和保險公租業務。

6. 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的範圍，與中資機構一致。

上述六項措施預計將於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大部分到位，另外

1. 鼓勵在信託、金融租賃、汽車金融、貨幣經濟、消費金融等銀行業金融領域引入

外資。

2. 對商業銀行新發起設立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和理財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不設上

限。

3. 大幅度地擴大外資銀行的業務範圍。

4. 不再對合資證券公司的業務範圍單獨設限，內外資一致。

5. 全面取消外資保險公司設立前需開設兩年代表處的要求。

6. 爭取在 2018 年內開通滬倫通。

（三）降低進口汽車關稅，並放寬外商投資持股比例限制

雖然習近平在論壇開幕致詞時提及的四大舉措並非針對某特定產業，但在放寬市場

准入與主動擴大進口的宣示均提及到汽車，顯示汽車將為降低關稅和放寬外商持股比例

的樣板，對於汽車產業是一個大利多。目前中國大陸大陸對於汽車產業外商投資的規定

是要求中外合資之中方股份比例不得低於 50%，未來將出現外商持股比例超過 50%甚至

是外國在中國大陸大陸獨資汽車廠的情況。

降低汽車關稅亦是習近平口中主動擴大進口的重點，中國大陸大陸當前對進口汽車

設定的關稅為 25%，而汽車進口數量在 2001 年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僅 7 萬

多輛，到 2017 年已經猛增至 121.6 萬輛，顯示中國大陸大陸進口汽車之需求龐大，降低

關稅勢必使中國大陸大陸對於進口汽車的需求更為增加。另外，2018 年首次舉辦進口博

覧會，且未來將會年年舉辦，此符合中國大陸大陸希望由外向型經濟轉變為開放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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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也可因此而擴大對國際的影響力。

（四）海南省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並探索海南推進自由貿易港建設

本次博鰲論壇前，中國大陸內部即傳出在論壇上習近平將會宣布在海南省成立自由

貿易試驗區與自由貿易港，結果卻是在博鰲論壇後的 4 月 13 日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 30

周年會議上宣布此項消息，而海南省未來將成為第 12 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且可能為第

1 個自由貿易港。

根據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的解釋，自由貿易港是設一國境內關外、貨物資金人員

進出自由、大多數商品免徵關稅的特定區域，是目前全球開放水準最高的特殊經濟功能

區。而自由貿易試驗區目前雖然豁免關稅，且搭配一系列金融、土地、營商環境開放優

化政策，但貨物在區內的流動仍受約束，而自由貿易港則大幅簡化第一線申報手續，達

成貨物不報關、不完稅，轉口貿易亦不受限制，其開放程度較自由貿易試驗區為高。

結語

本次博鰲論壇是中共十九大後首次主場的大型國際會議，也是在習近平透過修憲而

獲得未來可能長期掌握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後的大型活動，習近平在博鰲論壇的致詞引發

各國關注。另外，此次論壇時間恰好是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的致詞

對美國而言有硬亦有軟，硬的是批評「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心態，軟的則是釋放出許

多開放的措施，而該些措施甚至得到川普的肯定，顯示中國大陸大陸在經貿外交手段的

兩面手法運用已愈來愈成熟。

另外，本次博鰲論壇也宣示中國大陸大陸開放進程可能會愈來愈快，雖然許多開放

措施並無新意，但在推動上一直沒有太大進展，本次由習近平口中說出來，且具體點名

金融業與汽車業，顯示該些產業將會加快其開放速度，如中國大陸人行行長即馬上提出

金融開放的重大政策與時間表。

整體而言，本次博鰲論壇時間點的巧合，也因此使本次論壇獲得更多的關注，以論

壇所發布的報告也可知中國大陸大陸在亞洲的地位日益提升，而中國大陸大陸做為一個

亞洲大國，未來亦將負起更多的大國責任，無論是對外開放、經濟成長、金融穩定、減

少貧窮、生態文明發展等領域，我國身為亞洲地區之一員，應嚴肅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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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議題

▲世界銀行報告：碳市場自瓦解邊緣中復甦

根據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在歷經數年低檔徘迴後，碳交易最近的進展提供了發

展該市場所亟需之動能，使得全球碳市場自崩潰邊緣中回復。其中，中國大陸近來在新

建碳市場之進步幅度顯著，當這些市場完成後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此外，歐盟

正在進行中的碳交易體系改革也已對價格造成影響。

雖然這些努力的成果尚待觀察，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將有許多碳市場浮現。目前

全球除了國家級碳市場外，還有 20 多個地區級的碳市場已經建立，且迄今已有 88 個國

家完成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的第一階段，總計占全球排放量一半以上。同時，

這 88 個國家更表示，目前已經使用或計劃使用「碳定價」作為政策工具。

在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中，去年各國政府透過碳交易或碳稅取得約 330 億美元的收

入，與前一年相比增加了 50%。2017 年全球碳市場和碳稅的價值為 520 億美元，並可能

於今（2018）年增長至 820 億美元。世界銀行氣候變化資深主管羅梅（John Roome）表

示「各國政府開始意識到碳定價除削減碳排放，更可增加其他政策收入。並且，經證明，

碳定價為履行巴黎協議承諾的重要工具」。此外，國際排放交易協會（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首席執行官福里斯特（Dirk Forrister）針對該報告內容表

示，碳定價已經被廣泛應用以達到巴黎協議的目標，且碳交易市場正開始加速運作。在

即將於 2020 年開始營運的中國和國際航空市場中，我們預估其經市場定價的碳排放量

將成長兩倍以上。

長期以來，碳定價一直被視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關鍵方法，經過多年努力後，碳

權利的市場已漸趨成熟，並透過總量管制碳權利分配來限制其排放量。經濟學家認為，

1997 年《京都議定書》中所規定的碳交易是一種有效的政策工具，可以鼓勵企業以最具

成本效益的方式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然而，問題在於，做為碳市場的主要創造者，部

份國家一直不願意為其產業增加減碳成本。因此，碳排放管制上限通常訂得太寬鬆，導

致碳價格太低，進而無法產生強烈的市場信號。

【由汪哲仁報導，取材自 The Guardian，2018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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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饑餓和衝突問題決議

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於今（2018）年 5 月 24 日通過饑

餓和衝突問題決議，重申保障糧食生產和農村生計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即使在極端暴力

和不穩定的條件下，各國也必須以保障糧食生產和農村生計為優先。

根據聯合國的研究報告，全球饑餓人數在經歷近 10 年的下降之後，近期內又開始

攀升，2017 年約有 1.24 億人需要依靠援助來維持生命和生計，此一數字在 2016 年為

1.08 億人，而衝突正是導致饑餓人數再次上升的主要原因，目前約有 60%的饑餓人口乃

是居住在受衝突影響的國家裡。由於農業和糧食系統受到了衝突和不穩定的負面影響，

因此各國必須建立強大的防禦系統，以保護人民的生計不至於受到威脅；包括保護他們

賴以生產或獲取食物的途徑，例如農場、市場、水資源系統及運輸工具等。

安理會此項決議的宗旨即在於號召衝突中的各方不要破壞平民的作物、牲畜及其他

重要資產，以免危及人民的生存。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FAO）對該決議的通過表示歡迎，並認為其明確揭

示武裝衝突對於饑餓問題所造成的影響；例如衝突常常導致大量人口被迫離開耕地、牧

區和漁場，還破壞了糧食庫存和農業資產，並且擾亂了糧食市場，而這些現象都對人民

的生計安定造成嚴重的影響。FAO 將持續和包括聯合國其他機構在內的合作夥伴，共同

致力於為衝突中的國家提供糧食安全和生計支援，透過這些措施持續致力於維持和平，

其中亦包含管理自然資源和提供社會保障等工作。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 FAO，2018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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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要求 WTO 就加拿大酒品進行爭端調查

美國於今（2018）年 5 月 25 日要求 WTO 就加拿大卑詩省雜貨店銷售葡萄酒的限制

性措施成立爭端解決小組調查。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表示，美國

於 2017 年 1 月 18 日就加拿大雜貨店酒類產品銷售措施，正式向 WTO 爭端解決機構提

告，要求與加國進行諮商；但諮商並未能真正消除美國對加國酒類產品販售之歧視性要

求的擔憂。

加拿大各地方省政府對酒類販售有不同的管理規定。卑詩省於 2015 年開始允許符

合規模及其他規定之部分雜貨店得以於貨架上陳列並販售本省酒類產品，但進口酒類產

品僅得以「店中店」（store-within-a-store）專區模式販售，即有各自的收銀檯，實務上與

雜貨店分區獨立；不過，店中店專區內同時也可販售本省酒類產品。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於聲明中表示，卑詩省的歧視性法規，讓美國酒產品無法陳

列在雜貨店貨架上，此舉是不可接受的。再加上，雜貨店為該省葡萄酒銷售之主要零售

管道，此歧視性措施無疑限制了美國酒類的銷售機會，為加拿大該省葡萄酒提供實質性

的競爭優勢。因此這些法規似乎違反加拿大在 WTO 下的承諾，並對美國酒類生產者造

成不利的影響。美國眾議院歲計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布萊迪

（Kevin Brady）也讚揚美國要求成立爭端解決小組調查的行為，並認為，透過具有約束

力的爭端解決機制，以確保美國的貿易協定完全實施。

2017 年美國出口 5,600 萬美元的酒類產品至該省，於該省市佔率達 10%；倘若美國

獲勝，將可能迫使卑詩省減少酒類限制，有利於美國嘉露酒莊、星座集團、伯朗佛門公

司、康爵酒莊等酒類生產商。酒類產品一直是 NAFTA 談判眾多敏感議題之一，因此部

分人士認為，美國尋求 WTO 爭端調查的背後原因可能是想藉此對加拿大施壓，以重新

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萊特海澤曾表示，透過 NAFTA 處理加拿大的歧視性酒類措施，優於透過 WTO 爭

端解決；如今，美國要求 WTO 進行爭端調查，即顯示美國想透過「自由貿易談判」解

決的立場有所轉變。

【由李宜靜綜合報導，取材自 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 2018 年 5 月 29 日；Washington

Trade Daily 2018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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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宣布將依據 232 條款對進口汽車展開調查

美國於今（2018）年 5 月 23 日發表聲明，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指示將依

《1962 年貿易法》第 232 條之規定，對進口汽車是否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進行調查；若

調查結果確認進口汽車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影響，川普依法得對此採取適當措施，如課

徵關稅、進口配額或禁止進口等。

美國商務部表示，汽車製造向來是美國技術創新之重要來源，因此調查內容將涵蓋

研發部門、技術勞工、燃料電池及自動駕駛等高階製造技術，以檢視美國汽車產業之衰

退是否會弱化美國經濟之發展。此外，商務部亦承諾將儘快公布公聽會日期，並尋求公

眾評論。

對此，各國紛紛表示關切，特別是日本與韓國，日韓兩國於 2017 年在美國進口車

總量中分別占 21%與 8%之比例，故美國對進口汽車一旦採取限制措施或課徵額外關稅，

對日韓勢必造成相當之衝擊。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Hiroshige Seko）認為，美國

此舉可能引起世界汽車產業市場之混亂，並導致基於 WTO 規範而建立之多邊貿易體系

面臨崩潰。韓國方面，則於思考對應措施的同時，召集汽車製造商與汽車產業公會組建

工作小組，以檢視美國此舉對當地汽車產業潛在的影響。

除日韓兩國外，中國大陸亦對此表達其反對立場。中國大陸商務部反對美國濫用國

家安全條款，且強調此種貿易保護方式將破壞多邊貿易體制。相對於美國種種保護手段，

中國大陸不但於日前宣布將調降汽車進口關稅，隨後更進一步表示將降低多項日常消費

產品之進口關稅，且最快將於 7 月 1 日開始實施，以藉此向各國開放其國內市場。此外，

德國占美國進口汽車總量 11%，故德國亦高度關注美國是否對進口汽車採取措施，以確

定川普政府對進口汽車採取之措施是否會對德國經濟產生衝擊。

另一方面，有分析指出，由於墨西哥與加拿大兩國分別占美國進口汽車總量之 24%

和 22%，且汽車原產地規則一直以來都是 NAFTA 談判的核心議題與主要障礙。因此，

美國對進口汽車採取此行動，其用意可能在於迫使加拿大與墨西加速完成北美自由貿易

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之談判。

然而，美國此行動亦引發國內反對聲浪。美國國際汽車經銷商協會主席盧斯克（Cody

Lusk）表示，對美國消費者、經銷商和經銷員工們而言，將會是一場由美國親手造成的

經濟災難。美國國家外貿委員會主席耶爾夏（Rufus Yerxa）亦指出，川普政府已進入全

面保護主義，使美國成為第一個在經濟成長良好情況下發動貿易戰的國家。

【由吳承憲報導，取材自 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2018 年 5 月 25 日】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13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02期（2018.06.01）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定》最新進展

非洲 44 國組成的《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greement，

AfCFTA）已於今（2018）年 3 月完成簽署，內容包括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和爭端解決協

定。第二回合談判預計將於今年 8 月展開，且此次談判將著重於競爭、投資和智慧財產

權等議題上。

今年 3 月 21 日，由非洲 55 國組成的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在盧安達吉佳利

（Kigali, Rwanda）舉行特別領袖會議，其中 44 國的領袖簽署了《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

定》，內容包含架構協定、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和爭端解決協定，另加附件與法律文件。

由 44 國組成的 AfCFTA，成為 WTO 之外參與國家數目最多的集團，且根據統計，此 44

國人口合計超過 10 億人、生產總值為 3.4 兆美元，同時 AfCFTA 預計向非洲所有國家

（總計 55 國）開放，預計未來將有更多國家加入。

根據 AfCFTA 規定，須要有 22 個成員國完成國內批准，該協議才能生效。批准程

序則因國家而異，但皆必須得到立法機構的批准和行政部門的同意。一旦國內批准程序

完成後，各國官員還必須向位於衣索比亞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 Ethiopia）的非洲

聯盟委員會主席（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Chairperson）提交文書。目前由該委員會作

為 AfCFTA 條約的存放機關（depository），衣索比亞總理也表達了希望盡快批准條約的

意願。

截至目前為止，盧安達為第一個完成 AfCFTA 國內批准程序的國家，其下議院已在

2018 年 4 月 24 日投票批准 AfCFTA，但尚未向條約存放機關遞交相關文書；肯亞與迦

納已完成國內批准程序，並於 5 月 10 日在阿迪斯阿貝巴舉行遞交儀式，成為首批遞交

文書的國家。奈及利亞雖然最初支持 AfCFTA，然隨後決定重新評估協定造成的影響，

並繼續協商各方利益，至今尚未簽署 AfCFTA。熟悉情況的專家表示，一旦奈國國內的

利益相關者轉為支持，奈及利亞將可能隨時加入 AfCFTA。值得注意的是，另一區域經

濟大國－南非仍未簽署 AfCFTA，原因在於，需先完成符合國際協定之國內法修法工作，

然南非政府至今亦尚未公佈完成國內程序的時間表。

【由吳安琪報導，取材自 BRIDGES，2018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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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非洲聯盟 African Union

簡稱 AU。成立於 2002 年 7 月，宗旨在協助消弭非洲的貧窮和結束非洲地區的戰

爭，其前身為 1963 年成立的「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on, OAU)，轉

型為區域整合機構。該組織以成立歐洲聯盟為目標，以推動經濟整合為優先後，對提高

非洲的國際政治地位以及對非洲區域整合與發展有重要的貢獻。 非洲聯盟的組織架構

與下屬單位計有：大會(Assembly)、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uncil)、和平與安全理事會

(Peace and Security Council)、非洲法院(African Court of Justice)、非洲中央銀行(African

Central Bank)、非洲貨幣基金(African Monetary Fund)、非洲投資銀行(African Investment

Bank)、以及非洲議會(Pan-African Parliament)等機構。 非洲聯盟目前共有五十三個會員

國，占全世界國家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因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十席非常任理事國中，三席

特別保留給非洲國家，因此在國際政治上具有重要影響力。此外，在國際經貿議題上，

儘管大多數的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上仍屬於開發中國家，但藉由在重要的國際經貿談判

中表達「共同立場」(common position)，也漸發揮對歐、美等經貿大國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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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World Tariff Profiles 2017

網址：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world_tariff_profiles17_e.htm

摘要：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tables are followed by one-page profiles for each

economy, with a detailed breakdown of tariffs by product and the tariffs imposed by

major trading partners. This is followed by a section on the use of non-tariff

measures, which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期刊介紹

篇名： Slamming the Door on Trade Policy Discretion? The WTO Appellate Body’s

Ruling on Market Distortions and Production Costs in EU–Biodiesel (Argentina).

出處： World Trade Review, Volume 17, Issue 2, April 2018, Pages 195-213.

作者： Meredith A. Crowley and Jennifer A. Hillman.

摘要： This paper presents a legal–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Appellate Body's decision in

EU–Biodiesel (Argentina) that the WTO's Anti-Dumping Agreement (ADA) does

not permit countries to take into account government-created price distortions of

major inputs when calculating anti-dumping duties. In this case, the EU made

adjustments to the price of biodiesel's principal input – soybeans – in determining

the cost of production of biodiesel in Argentina. The adjustment was made based

on the uncontested finding that the price of soybeans in Argentina was distorted by

the existence of an export tax scheme that resulted in artificially low soybean

prices. We analyze the economic rationale for Argentina's export tax system,

distortions in biodiesel markets in Argentina and the EU, and the remaining trade

policy options for addressing distorted international prices. We also assess whether

existing subsidies disciplines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in addressing this problem

and conclude that they woul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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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world_tariff_profiles17_e.htm
http://192.83.168.142/toread/o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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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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臺灣參與區域

經濟整合之機會與挑戰」

研討會

Michael Mugliston、

Milton Churc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ustralia's experience

 FTAs: AANZFTA, TPP/TPP-11,

RCEP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Lessons and Chanllenges

 Next Steps – Key Issues

 TPP 11 (CPTPP) – How

Important?

 RCEP – Potential Importance

 Taiwa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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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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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國際商

貿文化交流協會、新加坡駐

臺北商務辦事處、台北市電

腦商業同業公會、新興市場

研究協會、中華經濟研究院

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

心、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

工業自動化協會、台灣區電

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額滿為止 6/7
「2018 臺新智慧產業合作論壇：合作再升級 智慧

造雙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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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ail.aspx?newsid=76&nats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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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中華經

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

會研究中心、台北市電腦商

業同業公會、印度台北協

會、國際商貿文化交流協

會、台印交流聯盟

額滿為止 6/8 第七屆台印度合作論壇（ITCF）
http://www.aseancenter.org.tw/newNewsD

etail.aspx?newsid=77&natsid=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

處、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

務中心、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管理屏東分處、

高雄市進出口同業公會

額滿為止 6/9 貿易管理說明會-高雄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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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中華經濟研究院國

際經濟所
6/22 6/25

促進與新南向國家的創新成長夥伴關係- 東協及南亞

國家科研活動及展望研究計畫/第二階段成果發表會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8586

https://goo.gl/NGa9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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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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額滿為止 6/28
「全球政經變局下的東亞經濟整合 ─對我國新南向

政策之影響與因應」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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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ail.aspx?newsid=78&natsid=3

台灣綜合研究院、現代財經

基金會、費景漢先生紀念文

教基金會、臺灣省商業會

額滿為止 6/29
「2018 年下半年度台灣及主要國家經濟展望」

研討會
http://www.tri.org.tw/action/events.php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

處、行政院雲嘉南區聯合服

務中心、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管理屏東分處、嘉義市

（縣）進出口同業公會

額滿為止 6/29 貿易管理說明會-嘉義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07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 中心、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外交部

6/15 7/23-25 第 15屆WTO及 RTA 青年研習營
http://web.wtocenter.org.tw/Page.aspx?nid

=17435&pid=30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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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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貿易教育基金會 額滿為止 7/3-8/9
【紮好基礎，輕鬆成專才】國貿實務分析與操作應用

班第 1期

http://www.itbs.org.tw/itbs/Content03.asp

x?cour_no=DT06MC021070061&cour_na

me=%e6%88%91%e8%a6%81%e5%a0%b

1%e5%90%8d&ParentSortPage=frmGrd_C

urPage!!2**frmGrd_SortColumn!!**frmGrd_

Sort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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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bs.org.tw/itbs/Content03.aspx?cour_no=DT06MC021070061&cour_name=%e6%88%91%e8%a6%81%e5%a0%b1%e5%90%8d&ParentSortPage=frmGrd_CurPage!!2**frmGrd_SortColumn!!**frmGrd_SortDir!!&
http://www.itbs.org.tw/itbs/Content03.aspx?cour_no=DT06MC021070061&cour_name=%e6%88%91%e8%a6%81%e5%a0%b1%e5%90%8d&ParentSortPage=frmGrd_CurPage!!2**frmGrd_SortColumn!!**frmGrd_SortDir!!&
http://www.itbs.org.tw/itbs/Content03.aspx?cour_no=DT06MC021070061&cour_name=%e6%88%91%e8%a6%81%e5%a0%b1%e5%90%8d&ParentSortPage=frmGrd_CurPage!!2**frmGrd_SortColumn!!**frmGrd_SortDir!!&
http://www.itbs.org.tw/itbs/Content03.aspx?cour_no=DT06MC021070061&cour_name=%e6%88%91%e8%a6%81%e5%a0%b1%e5%90%8d&ParentSortPage=frmGrd_CurPage!!2**frmGrd_SortColumn!!**frmGrd_SortDir!!&
http://www.itbs.org.tw/itbs/Content03.aspx?cour_no=DT06MC021070061&cour_name=%e6%88%91%e8%a6%81%e5%a0%b1%e5%90%8d&ParentSortPage=frmGrd_CurPage!!2**frmGrd_SortColumn!!**frmGrd_SortDir!!&
http://www.itbs.org.tw/itbs/Content03.aspx?cour_no=DT06MC021070061&cour_name=%e6%88%91%e8%a6%81%e5%a0%b1%e5%90%8d&ParentSortPage=frmGrd_CurPage!!2**frmGrd_SortColumn!!**frmGrd_Sort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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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7 月 1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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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14 二、四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Colombia

6/18、20 一、三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Norway

6/19 二

 29th Round of the Director General's Consultative Framework
Mechanism on Cotton - Cotto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forma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6/19-20 二～三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6/20-21 三～四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6/22 五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6/27 三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formal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6/27、29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Uruguay

6/28 四 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RTA

CPTPP、RCEP

6/25-29 一～五 RCEP: Inter-sessional Trade Negotiating Committee.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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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C: Riding the Wave of the e-Commerce Trend: Emerging and
Expanding Business Options for M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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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 二～五 APEC: Second Senior Finance Officials' Meeting, Papua New Guinea.

6/7-8 四～五
APEC: APEC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on FTA Utilizations by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Viet 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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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15 四～五

APEC: High-level Policy Dialogue on Enhancing 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 to Reduce Food Losses and Waste for a Sustainable APEC
Food System.

6/18-22 一～五 WB: Finance in the Digital Era, Washington, D.C.

6/20 三
OECD: Global Forum on Steel Excess Capacity Ministerial Meeting, Paris,
France.

6/20-21 三～四 OECD: Global Forum on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Paris, France.

6/25 一
WB: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Political Incentives and Development Outcomes.

6/25-26 一～二 IMF: The Euro at 20, Dublin, Ireland.

6/27-29 三～五
APEC: The 10th APEC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s Technology
Conference and Fair (APEC SMETC).

6/28-29 四～五
OECD: Skills Summit: Building National Skills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Porto, Portugal.

7/1-3 日～二
ASEAN: 10th ASEA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E-Commerce (ACCEC),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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