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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照過來！照過來！為大家隆重介紹WTO圖書館！我們圖書館有最豐富且最完備的WTO叢

書，每期電子報介紹的新書和期刊也都找得到喔。今年更加開大專生借閱服務！還猶豫什

麼，快申辦借書證吧！另外，歐盟於近日提出改革WTO方針，究竟可不可行呢？各會員又

該如何攜手保衛WTO呢？一起來了解吧。

http://library.wto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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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我國與邦交國之貿易發展趨勢分析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許裕佳 分析師

目前我國有 18 個邦交國，包括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0 國、南太平洋地區 6 國、

非洲 1 國及歐洲 1 國。本文從貿易角度探討近 10 年 18 國與我國雙邊貿易往來情況，並

將中國大陸列為比較對象，以瞭解目前 18 個邦交國與我國及中國大陸之貿易關係發展

趨勢。

一、前言

目前我國有 18 個邦交國，包括：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10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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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南太平洋地區 6 國（吉里巴斯、馬紹爾群島、諾魯、帛琉、索

羅門群島、吐瓦魯）、非洲 1 國（史瓦帝尼）及歐洲 1 國（教廷）。本文從貿易角度探討

近 10 年 18 國與我國雙邊貿易往來情況，並將中國大陸列為比較對象，以瞭解目前 18

個邦交國與我國及中國大陸之貿易關係發展趨勢。

二、我 18 個邦交國與我國及中國大陸之貿易趨勢

我 18 個邦交國與我國及中國大陸之貿易趨勢彙整如圖 1 所示，整體來看，近 10 年

（2008 至 2017 年）我國對 18 個邦交國貿易總額和比重呈微幅上升趨勢，由 2008 年 5.24

億美元（占我國貿易比重 0.11%）上升至 2017 年 9.92 億美元（0.18%）；中國大陸對我

18 個邦交國貿易總額亦呈現成長趨勢，從 2008 年 37.31 億美元（占中國大陸貿易比重

0.15%），到 2017 年成長至 106.33 億美元（0.26%）。兩相比較可以發現，2017 年中國大

陸與我國邦交國之間的貿易規模約是我國與我邦交國的 10 倍，不過該 18 國合計占我國

和中國大陸整體對外貿易比重均不及 1%，且過去 10 年間僅分別增加 0.07 個百分點和

0.11 個百分點，顯示我邦交國均非我國和中國大陸貿易往來密切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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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貿易額為出口額加進口額。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作者整理。

圖 1 我 18 個邦交國與我國及中國大陸之貿易趨勢 2008～2017 年

（一）臺灣面向

表 1 為 2008 至 2017 年我國對 18 個邦交國出口金額及比重，以近 10 年我國對外出

口金額加總來看，18 個邦交國僅占我國整體出口比重的 0.168%。在我邦交國中，我國

出口約有八成集中在瓜地馬拉（占我國對邦交國出口比重 23.75%）、薩爾瓦多（22.99%）、

宏都拉斯（13.67%）、巴拉圭（10.88%）和尼加拉瓜（7.30%），而我國出口金額最低的

國家則是教廷、諾魯和聖文森及格瑞那丁。過去 10 年間，我邦交國占我出口比重皆沒

有明顯變化，其中比重提升最多的是馬紹爾群島（+0.042 個百分點），下降最多的是巴

拉圭（-0.012 個百分點）。

表 2 則為我國自 18 個邦交國進口金額及比重，觀察近 10 年合計資料，我邦交國僅

占我國整體進口比重的 0.095%。其中，瓜地馬拉（占我國自邦交國進口比重 27.87%）、

尼加拉瓜（27.12%）、宏都拉斯（15.60%）、薩爾瓦多（14.52%）和巴拉圭（8.36%）合

計占我國自邦交國進口比重超過九成，而教廷、吐瓦魯和諾魯為我國進口金額最低的國

家。過去 10 年間，我邦交國占我國進口比重亦均無顯著變化，比重上升最多的是尼加

拉瓜（+0.035 個百分點）和瓜地馬拉（+0.031 個百分點），下滑最多的是海地（-0.003 個

百分點）。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臺與18國貿易額 524 417 571 766 680 761 706 751 660 992

中與18國貿易額 3,731 3,813 5,947 7,145 8,117 7,886 7,968 10,638 10,588 10,633

18國占臺貿易比重 0.11% 0.11% 0.11% 0.13% 0.12% 0.14% 0.12% 0.15% 0.14% 0.18%

18國占中貿易比重 0.15% 0.17% 0.20% 0.20% 0.21% 0.19% 0.19% 0.27% 0.29%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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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對 18 個邦交國出口金額及比重 2008～2017 年

國家
金額（千美元）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加總

瓜地馬拉 74,156 80,287 111,875 106,862 109,080 116,971 1,062,873

薩爾瓦多 89,364 78,028 136,829 104,818 89,034 100,949 1,028,881

宏都拉斯 59,234 53,397 44,529 73,766 77,972 71,595 611,894

巴拉圭 59,181 55,584 54,991 52,362 26,871 35,351 487,091

尼加拉瓜 22,260 33,537 45,638 44,689 22,550 21,657 326,891

馬紹爾群島 6,804 45,623 16,568 13,268 10,382 130,290 278,334

帛琉 26,680 18,578 19,252 14,580 13,298 21,088 185,496

海地 6,423 7,597 14,864 24,489 23,547 34,493 175,147

史瓦帝尼 25,882 12,787 12,368 9,449 6,376 7,332 121,472

貝里斯 7,207 5,552 5,442 3,837 5,813 5,835 59,577

索羅門群島 1,027 2,405 3,574 5,265 10,095 9,126 51,175

吐瓦魯 4 2,209 339 44 116 184 24,941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373 399 2,698 4,312 841 739 18,396

聖露西亞 1,702 1,805 1,041 863 783 790 13,217

吉里巴斯 384 776 578 2,414 724 2,576 12,102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1,177 978 2,090 231 632 561 10,987

諾魯 397 176 3,096 116 183 291 6,538

教廷 1 30 3 0 2 0 39

18 國合計 382,256 399,747 475,775 461,367 398,300 559,828 4,475,052

全球 243,233,224 262,016,761 284,411,858 295,554,938 257,115,084 292,007,633 2,670,824,718

國家
比重（%）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平均

瓜地馬拉 0.030 0.031 0.039 0.036 0.042 0.040 0.040

薩爾瓦多 0.037 0.030 0.048 0.035 0.035 0.035 0.039

宏都拉斯 0.024 0.020 0.016 0.025 0.030 0.025 0.023

巴拉圭 0.024 0.021 0.019 0.018 0.010 0.012 0.018

尼加拉瓜 0.009 0.013 0.016 0.015 0.009 0.007 0.012

馬紹爾群島 0.003 0.017 0.006 0.004 0.004 0.045 0.010

帛琉 0.011 0.007 0.007 0.005 0.005 0.007 0.007

海地 0.003 0.003 0.005 0.008 0.009 0.012 0.007

史瓦帝尼 0.011 0.005 0.004 0.003 0.002 0.003 0.005

貝里斯 0.003 0.002 0.002 0.001 0.002 0.002 0.002

索羅門群島 0.000 0.001 0.001 0.002 0.004 0.003 0.002

吐瓦魯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0.000 0.000 0.001 0.001 0.000 0.000 0.001

聖露西亞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吉里巴斯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諾魯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教廷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8 國合計 0.157 0.153 0.167 0.156 0.155 0.192 0.168

全球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註：依 2008~2017 年平均占比由大到小排序。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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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灣自 18 個邦交國進口金額及比重 2008～2017 年

國家
金額（千美元）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加總

瓜地馬拉 28,771 71,958 68,961 57,483 74,318 111,805 655,548

尼加拉瓜 31,030 34,497 52,246 82,484 82,592 124,650 637,922

宏都拉斯 36,957 25,519 34,865 44,218 34,170 77,407 366,885

薩爾瓦多 20,014 20,114 14,328 19,018 36,365 60,397 341,419

巴拉圭 6,759 8,085 16,417 24,973 20,341 39,894 196,696

海地 9,495 6,307 4,508 3,753 2,299 3,572 46,964

索羅門群島 516 115 3,445 7,508 8,050 10,545 43,465

馬紹爾群島 1,513 995 1,668 1,194 385 693 16,336

貝里斯 621 355 3,663 1,449 1,751 1,921 16,181

吉里巴斯 2,732 1,515 2,507 776 1 17 14,925

帛琉 1,102 435 578 470 223 642 5,107

史瓦帝尼 739 404 421 666 563 179 4,348

聖露西亞 707 267 277 336 31 152 2,984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30 156 80 649 2 38 1,817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323 33 93 35 18 155 880

諾魯 53 10 29 15 100 26 345

吐瓦魯 4 0 0 8 0 2 142

教廷 0 18 12 1 0 2 119

18 國合計 141,366 170,784 204,099 245,036 261,211 432,099 2,352,084

全球 239,665,762 251,794,210 270,564,922 272,782,984 230,028,468 259,008,958 2,475,753,924

國家
比重（%）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平均

瓜地馬拉 0.012 0.029 0.025 0.021 0.032 0.043 0.026

尼加拉瓜 0.013 0.014 0.019 0.030 0.036 0.048 0.026

宏都拉斯 0.015 0.010 0.013 0.016 0.015 0.030 0.015

薩爾瓦多 0.008 0.008 0.005 0.007 0.016 0.023 0.014

巴拉圭 0.003 0.003 0.006 0.009 0.009 0.015 0.008

海地 0.004 0.003 0.002 0.001 0.001 0.001 0.002

索羅門群島 0.000 0.000 0.001 0.003 0.003 0.004 0.002

馬紹爾群島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貝里斯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吉里巴斯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帛琉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史瓦帝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聖露西亞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諾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吐瓦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教廷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8 國合計 0.059 0.068 0.075 0.090 0.114 0.167 0.095

全球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註：依 2008~2017 年平均占比由大到小排序。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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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面向

表 3 和表 4 從中國大陸面向，分別整理 2008 至 2017 年其對我 18 個邦交國出口與

進口趨勢。首先，觀察表 3 近 10 年中國大陸對外出口金額合計，我邦交國占中國大陸

整體出口比重相當低，僅 0.357%。其中，約有八成五集中在馬紹爾群島（占中國大陸對

我邦交國出口比重 30.15%）、瓜地馬拉（20.78%）、巴拉圭（16.85%）、宏都拉斯（9.04%）

和薩爾瓦多（7.73%），而出口金額最低的國家則是教廷、諾魯和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過去 10 年之中，我邦交國占中國大陸出口比重大多呈現微幅提升，不過變化不明顯，

其中比重增加最多的是馬紹爾群島（+0.103 個百分點），下降最多的是聖文森及格瑞那

丁（-0.002 個百分點）和吐瓦魯（-0.002 個百分點）。

另外，表 4 為中國大陸自我邦交國進口金額及比重，由近 10 年合計資料來看，中

國大陸整體進口中我邦交國僅占 0.046%。其中，索羅門群島（占中國大陸自我邦交國進

口比重 50.62%）、宏都拉斯（14.30%）、瓜地馬拉（11.06%）、巴拉圭（5.57%）和尼加拉

瓜（5.09%）合計占中國大陸自我邦交國進口比重達八成五，而金額最低的國家是教廷、

帛琉和諾魯。在 2008 至 2017 年間，我邦交國占中國大陸進口比重變化皆非常微小，其

中以索羅門群島（+0.012 個百分點）提升最多，聖文森及格瑞那丁（-0.002 個百分點）

減少最多。

表 3 中國大陸對我 18 個邦交國出口金額及比重 2008～2017 年

國家
金額（千美元）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加總

馬紹爾群島 456,949 1,945,044 1,828,571 1,235,642 3,974,957 3,084,565 20,864,387

瓜地馬拉 928,121 1,018,600 1,284,074 1,867,396 1,878,414 1,961,546 14,382,431

巴拉圭 758,825 1,052,654 1,336,098 1,395,159 1,166,306 1,560,814 11,658,730

宏都拉斯 321,294 322,276 1,056,363 686,699 727,246 849,978 6,255,101

薩爾瓦多 371,480 365,116 490,021 602,034 778,112 772,399 5,349,222

尼加拉瓜 253,837 299,628 467,222 568,175 629,806 625,672 4,651,457

海地 125,211 254,496 283,394 391,383 458,467 535,908 3,260,618

貝里斯 40,067 40,286 52,440 95,849 107,846 90,539 712,284

索羅門群島 11,818 28,444 36,809 49,442 103,019 99,481 495,526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58,495 73,627 29,099 37,407 17,955 41,705 474,886

史瓦帝尼 20,009 29,246 28,750 26,528 42,546 34,160 286,047

吐瓦魯 46,192 8,358 143,445 4,645 5,624 18,345 270,334

吉里巴斯 2,462 11,320 33,990 20,567 26,501 16,503 191,891

聖露西亞 6,417 8,109 28,785 29,902 17,112 15,922 164,295

帛琉 3,052 1,965 1,619 10,417 20,659 17,605 83,194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2,615 2,669 2,686 26,663 4,842 8,422 82,440

諾魯 1 22 972 2,752 1,643 420 11,973

教廷 418 3 27 3 0 84 1,613

18 國合計 3,407,262 5,461,861 7,104,365 7,050,661 9,961,053 9,734,069 69,196,429

全球 1,428,869,189 1,578,444,205 2,050,109,239 2,343,222,126 2,135,308,079 2,279,162,136 19,407,64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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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比重（%）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平均

馬紹爾群島 0.032 0.123 0.089 0.053 0.186 0.135 0.108

瓜地馬拉 0.065 0.065 0.063 0.080 0.088 0.086 0.074

巴拉圭 0.053 0.067 0.065 0.060 0.055 0.068 0.060

宏都拉斯 0.022 0.020 0.052 0.029 0.034 0.037 0.032

薩爾瓦多 0.026 0.023 0.024 0.026 0.036 0.034 0.028

尼加拉瓜 0.018 0.019 0.023 0.024 0.029 0.027 0.024

海地 0.009 0.016 0.014 0.017 0.021 0.024 0.017

貝里斯 0.003 0.003 0.003 0.004 0.005 0.004 0.004

索羅門群島 0.001 0.002 0.002 0.002 0.005 0.004 0.003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0.004 0.005 0.001 0.002 0.001 0.002 0.002

史瓦帝尼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吐瓦魯 0.003 0.001 0.007 0.000 0.000 0.001 0.001

吉里巴斯 0.000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聖露西亞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帛琉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0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諾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教廷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8 國合計 0.238 0.346 0.347 0.301 0.466 0.427 0.357

全球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註：依 2008~2017 年平均占比由大到小排序。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作者整理。

表 4 中國大陸自我 18 個邦交國進口金額及比重 2008～2017 年

國家
金額（千美元）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加總

索羅門群島 214,849 287,024 377,698 473,928 376,336 557,141 3,679,838

宏都拉斯 17,343 87,148 254,035 164,981 27,731 23,005 1,039,586

瓜地馬拉 11,796 36,053 68,519 51,904 99,381 112,232 803,849

巴拉圭 25,323 45,635 47,876 56,445 22,370 32,878 405,019

尼加拉瓜 3,466 7,118 115,353 43,568 17,831 28,289 369,955

史瓦帝尼 11,280 2,504 100,250 46,736 326 3,252 295,573

薩爾瓦多 5,947 7,468 7,364 10,472 45,776 114,193 263,961

馬紹爾群島 1 5,701 23,372 43,340 20,128 18,269 243,955

海地 7,474 5,950 9,974 15,342 6,401 7,558 88,851

貝里斯 27 257 7,657 7,255 933 412 29,578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26,199 22 2 0 62 62 26,525

吉里巴斯 0 5 173 2,902 9,493 404 17,531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143 304 134 424 440 698 3,276

吐瓦魯 0 0 0 0 26 7 1,035

聖露西亞 50 123 120 33 38 54 981

諾魯 0 0 62 13 16 85 340

帛琉 60 32 28 62 38 0 243

教廷 0 16 71 0 25 0 129

18 國合計 323,959 485,362 1,012,689 917,406 627,352 898,541 7,270,226

全球 1,131,468,686 1,393,909,267 1,817,344,026 1,963,105,197 1,524,704,086 1,789,999,733 15,916,91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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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比重（%）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平均

索羅門群島 0.019 0.021 0.021 0.024 0.025 0.031 0.023

宏都拉斯 0.002 0.006 0.014 0.008 0.002 0.001 0.007

瓜地馬拉 0.001 0.003 0.004 0.003 0.007 0.006 0.005

巴拉圭 0.002 0.003 0.003 0.003 0.001 0.002 0.003

尼加拉瓜 0.000 0.001 0.006 0.002 0.001 0.002 0.002

史瓦帝尼 0.001 0.000 0.006 0.002 0.000 0.000 0.002

薩爾瓦多 0.001 0.001 0.000 0.001 0.003 0.006 0.002

馬紹爾群島 0.000 0.000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海地 0.001 0.000 0.001 0.001 0.000 0.000 0.001

貝里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吉里巴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吐瓦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聖露西亞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諾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帛琉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教廷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8 國合計 0.029 0.035 0.056 0.047 0.041 0.050 0.046

全球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註：依 2008~2017 年平均占比由大到小排序。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作者整理。

（三）我邦交國面向

表 5 至表 8 由我邦交國面向，分別整理 2008 至 2017 年渠等對我國和中國大陸的出

口與進口趨勢。首先，表 5 為 2008 至 2017 年我邦交國對我國出口金額及比重，以近 10

年我邦交國對我出口金額合計占渠等整體出口比重來看，我邦交國中，我國占比相對較

高者（大於 1%）包括：吉里巴斯（18.32%）、帛琉（2.22%）、尼加拉瓜（1.42%）和索

羅門群島（1.17%），而我國占比最低的國家為史瓦帝尼、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和諾魯。

過去 10 年間，我國占我邦交國出口比重除吉里巴斯出現明顯下滑趨勢（-21.97 個百分

點）外，其他國家均沒有明顯變化，其中我國占比提升最多的是索羅門群島（+1.42 個

百分點）。

其次，表 6 為我邦交國自我國進口金額及比重，由近 10 年加總資料觀察，我國占

我邦交國整體進口比重相對較高者（大於 1%）包括：帛琉（4.96%）、諾魯（2.77%）、

吉里巴斯（1.38%）和薩爾瓦多（1.37%），而最低者則為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和馬紹爾群島。在 2008 至 2017 年間，我國占我邦交國進口比重皆無顯著變化，比重上

升最多的是吉里巴斯（+0.83 個百分點），下降最多的是巴拉圭（-0.26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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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我 18 個邦交國對臺灣出口金額及比重 2008～2017 年

國家
金額（千美元）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加總

吉里巴斯 1,652 1,445 1,186 .. 0 .. 10,858

帛琉 .. .. 249 236 124 .. 741

尼加拉瓜 19,764 29,286 47,437 76,436 .. .. 380,908

索羅門群島 207 61 .. 5,379 6,624 .. 32,663

海地 .. .. .. 1,152 3,061 4,002 10,185

宏都拉斯 22,981 34,162 25,356 34,818 24,739 .. 226,918

薩爾瓦多 8,016 14,684 7,748 15,610 36,354 53,416 260,888

瓜地馬拉 19,956 43,761 52,197 60,989 74,010 76,711 495,628

巴拉圭 14,849 5,226 10,561 25,239 15,391 39,536 174,049

馬紹爾群島 1,617 1,151 1,714 1,194 384 693 16,969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31 30 46 131 0 .. 789

貝里斯 0 19 450 772 1,147 1,331 6,088

聖露西亞 195 .. 17 313 281 .. 1,571

諾魯 53 10 30 15 100 26 354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4 43 20 0 .. .. 67

史瓦帝尼 .. .. 44 39 62 .. 564

吐瓦魯 .. .. .. .. .. .. ..

教廷 .. .. .. .. .. .. ..

國家
比重（%）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平均

吉里巴斯 21.97 37.11 20.39 .. 0.00 .. 18.32

帛琉 .. .. 2.77 2.07 1.90 .. 2.22

尼加拉瓜 0.78 1.59 1.04 1.54 .. .. 1.42

索羅門群島 0.09 0.03 .. 1.17 1.51 .. 1.17

海地 .. .. .. 0.90 0.87 2.31 0.93

宏都拉斯 0.74 1.10 0.54 0.77 0.61 .. 0.67

薩爾瓦多 0.17 0.33 0.15 0.30 0.68 0.93 0.51

瓜地馬拉 0.26 0.52 0.52 0.56 0.70 0.70 0.51

巴拉圭 0.23 0.08 0.15 0.26 0.18 0.46 0.22

馬紹爾群島 0.10 0.25 0.16 0.14 0.06 0.14 0.22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0.06 0.07 0.11 0.26 0.00 .. 0.19

貝里斯 0.00 0.01 0.11 0.22 0.47 0.45 0.19

聖露西亞 0.12 .. 0.02 0.17 0.23 .. 0.18

諾魯 0.04 0.02 0.03 0.05 0.44 0.10 0.06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0.01 0.13 0.04 0.00 .. .. 0.02

史瓦帝尼 .. .. 0.00 0.00 0.00 .. 0.01

吐瓦魯 .. .. .. .. .. .. ..

教廷 .. .. .. .. .. .. ..
註：1.依 2008~2017 年平均占比由大到小排序。2.表中..表示該國該年度無貿易資料。

資料來源：ITC Trade Map；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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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我 18 個邦交國自臺灣進口金額及比重 2008～2017 年

國家
金額（千美元）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加總

帛琉 .. .. 6,898 7,319 7,674 .. 30,293

諾魯 397 177 3,101 9,528 189 322 22,045

吉里巴斯 516 599 891 .. 1,785 .. 10,097

薩爾瓦多 119,207 97,754 157,436 149,148 129,645 150,294 1,339,460

史瓦帝尼 .. .. 20,729 20,588 8,698 .. 97,071

宏都拉斯 44,314 54,882 50,374 74,887 82,579 .. 577,946

瓜地馬拉 110,352 93,340 128,908 121,451 119,706 120,641 1,186,896

索羅門群島 738 1,449 .. 1,913 3,099 .. 18,704

貝里斯 5,358 4,273 4,030 3,199 5,169 6,007 43,882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344 197 1,783 2,124 .. .. 8,541

海地 .. .. .. 16,131 11,329 14,692 70,823

尼加拉瓜 18,814 16,260 22,371 29,292 .. .. 177,040

巴拉圭 49,377 33,344 52,659 42,341 30,110 34,112 408,073

馬紹爾群島 7,209 46,026 31,328 13,945 12,028 130,955 304,132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766 984 460 569 1,002 .. 7,579

聖露西亞 981 .. 1,345 798 617 .. 5,136

吐瓦魯 .. .. .. .. .. .. ..

教廷 .. .. .. .. .. .. ..

國家
比重（%）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平均

帛琉 .. .. 4.86 4.44 5.00 .. 4.96

諾魯 0.43 0.66 6.39 6.67 0.34 0.80 2.77

吉里巴斯 0.69 0.82 0.82 .. 1.52 .. 1.38

薩爾瓦多 1.21 1.16 1.53 1.42 1.32 1.42 1.37

史瓦帝尼 .. .. 1.16 1.23 0.67 .. 0.98

宏都拉斯 0.54 0.80 0.58 0.94 1.04 .. 0.81

瓜地馬拉 0.76 0.67 0.76 0.67 0.71 0.66 0.73

索羅門群島 0.22 0.33 .. 0.38 0.68 .. 0.54

貝里斯 0.64 0.61 0.48 0.33 0.54 0.66 0.51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0.11 0.07 0.79 0.79 .. .. 0.45

海地 .. .. .. 0.44 0.36 0.68 0.44

尼加拉瓜 0.40 0.39 0.37 0.51 .. .. 0.44

巴拉圭 0.55 0.33 0.46 0.35 0.31 0.29 0.38

馬紹爾群島 0.08 0.42 0.28 0.09 0.07 0.81 0.22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0.21 0.26 0.11 0.13 0.27 .. 0.22

聖露西亞 0.15 .. 0.21 0.12 0.09 .. 0.12

吐瓦魯 .. .. .. .. .. .. ..

教廷 .. .. .. .. .. .. ..
註：1.依 2008~2017 年平均占比由大到小排序。2.表中..表示該國該年度無貿易資料。

資料來源：ITC Trade Map；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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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8 個邦交國對中國大陸出口金額及比重彙整如表 7 所示，觀察近 10 年中國大陸

占我邦交國出口比重，我邦交國中有近半數對中國大陸出口比重超過 1%，包括：索羅

門群島（51.23%）、馬紹爾群島（3.08%）、宏都拉斯（1.93%）、吉里巴斯（1.45%）、貝

里斯（1.16%）、海地（1.14%）和史瓦帝尼（1.02%），而比重最低的國家為聖克里斯多

福及尼維斯、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諾魯。在過去 10 年間，我邦交國中對中國大陸出口

比重提升最多的是索羅門群島（+21.76 個百分點）和馬紹爾群島（+3.75 個百分點），下

滑最多的是巴拉圭（-1.19 個百分點）

最後，從表 8 我 18 個邦交國自中國大陸進口比重可以觀察發現，中國大陸占我所

有邦交國進口比重皆高於 1%，其中巴拉圭（28.31%）、馬紹爾群島（15.16%）、貝里斯

（11.05%）、索羅門群島（10.81%）和尼加拉瓜（10.61%）更是超過 10%，而中國大陸

占比相對較低的是諾魯、聖露西亞和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介於 1 至 2%之間。過去

10 年間，我邦交國自中國大陸進口比重皆呈現增加之勢，其中尤以馬紹爾群島（+14.34

個百分點）上升最多。

表 7 我 18 個邦交國對中國大陸出口金額及比重 2008～2017 年

國家
金額（千美元）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加總

索羅門群島 93,728 109,568 .. 263,848 273,318 .. 1,427,140

馬紹爾群島 1 5,241 23,381 43,328 20,087 18,269 241,444

宏都拉斯 33,293 101,041 122,589 92,092 18,541 .. 652,182

吉里巴斯 43 0 0 .. 7 .. 858

貝里斯 28 1,156 5,741 5,675 1,298 1,909 37,703

海地 .. .. .. 677 4,889 2,481 12,456

史瓦帝尼 .. .. 11,329 36,168 8 .. 105,934

瓜地馬拉 31,767 34,940 34,695 42,603 75,514 60,914 713,028

聖露西亞 954 .. 908 820 1,173 .. 5,963

巴拉圭 96,789 34,231 41,979 49,076 20,879 27,577 423,645

尼加拉瓜 5,352 8,242 11,123 28,086 .. .. 115,344

薩爾瓦多 7,088 3,300 3,683 5,748 6,085 47,194 127,024

帛琉 .. .. 7 24 8 .. 42

諾魯 0 0 62 13 17 85 314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0 57 22 16 9 .. 136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2 0 45 0 .. .. 51

吐瓦魯 .. .. .. .. .. .. ..

教廷 .. .. .. .. .. .. ..

國家
比重（%）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平均

索羅門群島 40.74 48.49 .. 57.54 62.50 .. 51.23

馬紹爾群島 0.00 1.16 2.24 4.99 3.27 3.75 3.08

宏都拉斯 1.07 3.26 2.61 2.03 0.45 .. 1.93

吉里巴斯 0.57 0.00 0.00 .. 0.07 .. 1.45

貝里斯 0.01 0.41 1.43 1.58 0.53 0.6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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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 .. .. .. 0.53 1.38 1.43 1.14

史瓦帝尼 .. .. 0.66 1.92 0.00 .. 1.02

瓜地馬拉 0.41 0.41 0.34 0.39 0.71 0.55 0.74

聖露西亞 0.58 .. 1.19 0.45 0.98 .. 0.68

巴拉圭 1.51 0.53 0.58 0.51 0.25 0.32 0.55

尼加拉瓜 0.21 0.45 0.24 0.56 .. .. 0.43

薩爾瓦多 0.15 0.07 0.07 0.11 0.11 0.82 0.25

帛琉 .. .. 0.08 0.21 0.12 .. 0.13

諾魯 0.00 0.00 0.06 0.04 0.07 0.34 0.05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0.00 0.14 0.05 0.03 0.02 .. 0.03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0.00 0.00 0.09 0.00 .. .. 0.02

吐瓦魯 .. .. .. .. .. .. ..

教廷 .. .. .. .. .. .. ..
註：1.依 2008~2017 年平均占比由大到小排序。2.表中..表示該國該年度無貿易資料。

資料來源：ITC Trade Map；作者整理。

表 8 我 18 個邦交國自中國大陸進口金額及比重 2008～2017 年

國家
金額（千美元）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加總

巴拉圭 2,471,486 3,433,299 3,183,560 3,078,316 2,645,337 3,671,063 30,048,074

馬紹爾群島 456,962 1,946,029 1,823,395 1,237,975 3,953,390 3,094,768 20,884,143

貝里斯 68,116 67,931 109,424 106,590 111,650 102,270 950,463

索羅門群島 18,864 54,607 .. 59,841 67,393 .. 372,097

尼加拉瓜 303,995 365,453 578,585 857,868 .. .. 4,308,094

宏都拉斯 284,601 531,751 766,968 900,222 1,146,369 .. 6,708,619

瓜地馬拉 840,468 983,652 1,264,958 1,796,889 1,846,661 1,969,972 14,189,691

海地 .. .. .. 251,707 280,589 206,541 1,236,774

薩爾瓦多 501,528 477,623 603,520 763,121 855,993 1,446,748 7,084,303

吉里巴斯 5,460 3,927 5,336 .. 11,240 .. 51,393

帛琉 .. .. 1,413 7,803 7,994 .. 25,479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9,964 20,177 13,127 21,129 19,212 .. 142,291

史瓦帝尼 .. .. 70,625 69,886 49,067 .. 376,175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3,710 3,059 4,158 7,474 .. .. 32,876

聖露西亞 7,119 .. 9,913 10,537 13,113 .. 63,478

諾魯 1 22 972 2,752 1,404 401 8,640

吐瓦魯 .. .. .. .. .. .. ..

教廷 .. .. .. .. .. .. ..

國家
比重（%）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08~2017 年平均

巴拉圭 27.36 34.22 27.55 25.30 27.12 30.92 28.31

馬紹爾群島 4.84 17.82 16.44 7.97 23.09 19.18 15.16

貝里斯 8.14 9.71 12.98 11.08 11.72 11.27 11.05

索羅門群島 5.72 12.60 .. 11.98 14.85 .. 10.81

尼加拉瓜 6.41 8.72 9.60 14.93 .. .. 10.61

宏都拉斯 3.49 7.71 8.87 11.27 14.48 .. 9.44

瓜地馬拉 5.79 7.11 7.45 9.84 10.88 10.71 8.75

海地 .. .. .. 6.93 8.87 9.61 7.71

薩爾瓦多 5.11 5.68 5.88 7.26 8.69 13.66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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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里巴斯 7.26 5.37 4.92 .. 9.57 .. 7.01

帛琉 .. .. 1.00 4.73 5.21 .. 4.17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2.67 5.32 3.26 4.88 5.11 .. 4.09

史瓦帝尼 .. .. 3.95 4.16 3.77 .. 3.78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
1.14 1.13 1.85 2.79 .. .. 1.75

聖露西亞 1.09 .. 1.51 1.60 1.96 .. 1.54

諾魯 0.00 0.08 2.00 1.93 2.49 0.99 1.09

吐瓦魯 .. .. .. .. .. .. ..

教廷 .. .. .. .. .. .. ..

註：1.依 2008~2017 年平均占比由大到小排序。2.表中..表示該國該年度無貿易資料。

資料來源：ITC Trade Map；作者整理。

三、綜合分析與結論

本文探討我 18 個邦交國與我國及中國大陸之貿易互動發展情況。就我國來說，以

近 10 年我國對外貿易金額加總來看，我邦交國占我國整體出口和進口比重僅 0.168%及

0.095%，我邦交國中無論從出口或進口面向看，均以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和巴拉圭五國與我互動往來最密切。另對中國大陸來說，近 10 年我邦交國占

其整體出口和進口比重僅 0.357%及 0.046%，與中國大陸貿易往來最密切的是馬紹爾群

島、瓜地馬拉、巴拉圭、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拉瓜等。

從我邦交國面向觀察，則臺灣對吉里巴斯、帛琉、尼加拉瓜、索羅門群島、諾魯、

薩爾瓦多等國之出口或進口重要性相對較高；而中國大陸為索羅門群島、馬紹爾群島、

宏都拉斯、吉里巴斯、貝里斯、海地和史瓦帝尼等國相對重要的出口市場，並居我所有

邦交國進口來源一定程度之重要性。相較之下，我邦交國中對我出口比重高於中國大陸

者有 7 個，包括吉里巴斯（臺 18.32%，陸 1.45%）、諾魯（臺 0.06%，陸 0.05%）、帛琉

（臺 2.22%，陸 0.13%）、薩爾瓦多（臺 0.51%，陸 0.25%）、尼加拉瓜（臺 1.42%，陸

0.43%）、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臺 0.023%，陸 0.017%）、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臺 0.19%，

陸 0.03%），而進口面向僅諾魯（臺 2.77%，陸 1.09%）和帛琉（臺 4.96%，陸 4.17%）

2 國自臺灣進口比重高於中國大陸。

上述我邦交國占我國和中國大陸貿易比重均非常低之情況，顯示我邦交國皆非我國

和中國大陸貿易往來密切的國家。但可以發現，我邦交國中與我國和中國大陸貿易關係

相對緊密的國家頗相似。此外，觀察雙向貿易金額，我國和中國大陸對我邦交國整體均

呈現貿易順差，不過中國大陸的貿易規模和順差金額較我國大許多倍，且差距有持續擴

大的趨勢。對我邦交國來說，我國和中國大陸占渠等出口重要性各有高低，但就進口來

源而言，則大多對中國大陸產品之進口需求較強。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日益強大，全

球大多數國家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往來越來越緊密乃是普遍的趨勢，我邦交國並非特例。

對我國來說，對外貿易為帶動我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動能，在積極推動強化與政策目標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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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經貿關係的同時，持續努力深化與我邦交國之雙邊經貿連結，仍具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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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歐盟提出 WTO 改革方向力阻全球經貿體系崩潰

歐盟駐 WTO 大使范海克倫（Marc Vanheukelen）於今（2018）年 7 月 24 日在 WTO

會議上主張，維持 WTO 現狀已不可行，因此 WTO 會員目前僅有兩個選項，一是共同

改革 WTO 體系；其二則是眼看 WTO 體系潰散。為此，歐盟執委會提出 WTO 改革方

案，以強化爭端解決機制並彌平 WTO 規則的缺陷及落差。整體而言，歐盟提案的改革

方向可歸納為以下三點：其一，終結美國對上訴機構新成員任命的杯葛；其二，建立新

規則以打擊非競爭性和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最後，重塑 WTO 對貿易行為的監控和審議

功能。

首先，關於第一點，由於美國自 2017 年 8 月開始便以上訴機構成員越權為由，杯

葛新成員的提名；然由於上訴機構需要至少 3 名成員以做出裁決，若美國繼續堅持其立

場，上訴機構將於 2019 年底陷入癱瘓。基此，歐盟希望 WTO 會員優先改革上訴機構運

作體制。范海克倫指出，歐盟現正制定兩階段程序，以直接且具體的方式回應美國對越

權行為的疑慮，使爭端解決機制更有效率的運作。

其次，在打擊不公平貿易行為上，范海克倫表示，WTO 會員應著手談判新的貿易

規則，重新建立貿易發展所需的競爭條件，並發展政策工具以解決非競爭性及不公平貿

易行為。其進一步指出，WTO 會員需改善補貼及國營事業營運等規則，解決服務和投

資領域的不公平貿易障礙（如強制技術轉移），以及促進數位貿易；歐盟執委會的備忘錄

則特別給予 WTO 減少強制技術轉讓的建議。該備忘錄亦指出，WTO 應擴大禁止補貼清

單，並遏止支持破產企業的政府政策。

最後，范海克倫指出，WTO 應解決長久以來的透明化問題，並確保會員有機會充

分地討論其他會員之貿易行為。長期以來，美國在 WTO 中將提高透明化程度列為優先

事項，以確保中國大陸等會員定期提交其貿易行為通知。據悉，目前提交 2015 年補貼

通知的 WTO 會員仍不到一半，且 1/3 的 WTO 會員尚未完成 1995 至 2015 年間之農業

補貼通知。有鑑於此，美國於今年 3 月提出一項方案，敦促 WTO 會員即時提供其貿易

行為的完整資訊。

針對歐盟等 WTO 會員之主張，中國大陸駐 WTO 大使張向晨亦認為，多邊貿易體

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將敦促各會員全力維護 WTO 體係之完整。另一方面，

張向晨則認為，WTO 現行規範給予中國大陸等開發中國家一定彈性，但歐盟執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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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則欲對此規範做出根本性的改變。對此，張向晨表示，中國大陸反對任何損及其於

WTO 下，身為開發中國家會員享有權利的提議；更補充道，任何對中國大陸身為開發

中國家會員身分的質疑，根本是充滿政治意圖的操作，著實讓人無法接受，因此中國大

陸將不會與歐盟就此議題達成共識。

【由吳承憲報導，取材自 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2018年 7月 25日】

▲NAFTA 曙光未能減輕美國對加拿大汽車之威脅

美國貿易代表萊泰澤（Robert Lighthizer）與墨西哥經濟部長瓜哈爾多（Ildefonso

Guajardo）於今（2018）年 7 月舉行之會議上，力促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修訂進度。萊泰澤表示，美、墨原則上正處達成協定的

階段，亦即預計於 8 月底正式達成初步協議，屆時美國勞工、農民、企業等將因此受益。

然即便 NAFTA 簽署漸露曙光，加拿大則仍未擺脫汽車關稅之威脅。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和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於 7

月 25 日表示，雙方同意協力消除多項工業產品的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且暫時不會

對兩地進口之汽車加徵關稅。對此，加拿大外交部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表示樂

見美國撤回關稅措施，否則加徵關稅極可能破壞全球經濟；然其並未就加拿大是否同樣

獲得暫時關稅豁免加以回應。部分人士即推測，川普加徵汽車關稅主要在創造其於

NAFTA 談判中的籌碼。日前 NAFTA 協商因美國取消加、墨鋼鋁稅豁免而擱置，目前協

商主要障礙尚有 5 年重新審議的落日條款及汽車部門重組倡議；加拿大至今仍未同意落

日條款。方慧蘭則對此表示，國內反對落日條款的聲浪與日俱增，認為其將干擾汽車製

造商的長期投資計畫。

川普徵收汽車及零組件關稅的威脅，持續壟罩著加拿大經濟表現。多倫多道明銀行

資深經濟學家估計，2017 年汽車部門占加拿大與美國 20%之雙邊貿易量，因此若美國對

汽車及零組件分別徵收 25%及 10%關稅，將導致加拿大 2019 年第 2 季經濟表現小幅衰

退，並且流失 16 萬個工作機會，其中安大略省即占多數。國際創新治理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資深研究員丘里亞克（Dan Ciuriak）對此表示，

近期川普政府的措施可視為期中選舉前，為鞏固川普基本盤的競選策略；然由於美國對

進口汽車是否構成國安威脅的立場並無改變，加拿大目前尚不應鬆懈。不過由此看來，

大選前美國應不會對加拿大採取關稅措施，最大的可能將是選舉期間。

加拿大豐業銀行資深經濟學家霍特（Derek Holt）認為，川普撤銷向歐盟徵收關稅的

主因來自國內壓力。丘里亞克的看法亦同，認為美國正在進行貿易內戰，如果對歐盟的

策略操作足以支撐川普的聲勢，他將憑著直覺大膽行事，就貿易上來說並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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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宜靜報導，取材自 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2018年 7月 30日】

▲歐盟放寬氣候立場以緩解與美貿易緊張關係

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於今（2018）年 7 月拜會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時，隻字未提《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相反地，其乃呼籲美國

加大與歐盟的液化天然氣貿易。雙方更於會後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建立緊密的對話

機制、舒緩貿易緊張關係、減少官僚障礙及削減成本。由此看來，歐盟為緩解與美國緊

張的貿易關係，正一改以往在氣候議題上堅硬的態度。

歐盟貿易執行委員馬姆斯壯（Cecilia Malmström）即表示，此與歐盟近期的言論有

所不同，《巴黎協議》向來比任何的貿易協議更為重要；舉例來說，日前與日本達成的自

由貿易協定中便包含相關條款。鑒於川普先前公開宣布退出《巴黎協議》，歐盟似乎也已

排除與美國談判《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的可能性。去年，歐盟各國元首經常就《巴黎協議》遊說川普，容克

亦曾公開表示川普的立場是「放棄共同行動」（abdication from common action）；然由於

目前因川普政府的貿易舉措已威脅到歐盟汽車製造商及農民，容克被迫採取較為和緩的

手段。

英國環保團體「第三代環保主義」（Third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ism Ltd, E3G）主

任喬納森（Jonathan Gaventa）亦認為，容克此行的首要目標乃緩解歐盟與美國的貿易摩

擦。為達成該目標，歐盟執委會早已偏離自身立場，減輕環境標準在貿易協定中的重要

性；此非其所樂見。另外，對於如何與川普就氣候議題達成共識，歐盟內部亦尚有分歧。

舉例而言，法國堅持對違反《巴黎協議》者採取強硬立場，但對於向美國出口大量汽車

的德國而言，其態度則相對保守。反對 TTIP 的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活動家

弗盧埃斯（Fabian Flues）亦說道，開啟新的談判標準著實令人擔憂，因為歐盟內部多數

產業早已想擺脫繁雜的環境法規。

【由郭家瑾報導，取材自 Climate Home News，2018年 7月 26日】

▲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在貿易物流上仍有明顯差距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儘管 2017 年世界各國致力於投資基礎建設、促進交通

運輸和貿易便捷化，以及發展現代物流服務業，多數國家的物流改革亦有所進展；然成

果則好壞參半。已開發國家在全球貿易物流中仍居於領先地位，且在物流績效上，高收

入國家平均得分亦比低收入國家高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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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來說，物流服務業是國際貿易的支柱，良好的物流系統可降低貿易成本；然對

開發中國家而言，建立良好物流服務勢必要改善基礎建設、海關、技術和規章等，而這

正是開發中國家最大的難題。換言之，開發中國家如欲發展物流服務則必須建立完整的

供應鏈，然此成本相對高出許多。

根據研究，國際貿易體系因全球價值鏈而日益分散，因此良好的物流體系便至關重

要；小部分價值鏈中斷將如蝴蝶效應般影響全球經貿架構。對此，世界銀行建議，開發

中國家政府必須瞭解物流、貿易與經濟成長的關聯性，以及需採取何種政策以取得成功。

除此之外，研究亦顯示，在供應鏈中占主導地位的高收入國家（如德國），其物流績效排

名亦相對較高；在收入相對較低的國家中，印度、印尼等大型經濟體，以及越南、象牙

海岸等新興經濟體則逐漸脫穎而出；而排名最低的往往是收入低、孤立、脆弱性高或正

處動亂的國家。

綜合以上，目前各國在發展貿易物流上面臨的問題有以下三點。首先，物流業勞動

力的短缺，已對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構成挑戰。開發中國家需要更多管理階層的員

工；而已開發國家則面臨藍領工人（如貨車司機）的短缺。再者，高收入國家比低收入

國家更需為網路安全制定相關辦法；最後，交通運輸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嚴重的汙染

源，因此高收入國家急需建立自然有善的物流服務業，以降低對環境的損害。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世界銀行，2018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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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擬將中國大陸列入外資審查黑名單

美國政府為加強審查外人投資對國家安全之影響，擬透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

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擴大美國外人投

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之審查權力，以

將中國大陸等國家列入特別審查名單。目前參、眾議院已就 FIRRMA 的最終版本達成協

議。未來 CFIUS 將有權審查更多型態的外人投資，包括以「外國人」身分赴美投資而取

得美國關鍵技術或基礎建設者。

原先參、眾議院對該法案持不同意見，根據眾議院先前通過的版本，其要求對「受

到特別關切的國家」擬訂一份黑名單，且該名單上的國家必須遵守禁運武器及受特定出

口限制規定，符合黑名單標準的國家有中國大陸、俄羅斯及委內瑞拉三國。至於參議院

的版本則持相反意見，除特定敏感投資須受 CFIUS 的審查外，同時主張以制定「白名

單」的方式，允許來自低風險國家的投資人可豁免國安審查，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之盟國。

不過，參、眾兩院最後已在兩院協商委員會（Conference Committee）達成共識，國

會亦將於近日通過公布該法，以作為《2019 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H.R. 5515）一部

分。根據參、眾議院最後妥協的版本，CFIUS 必須定義何種外國投資人或哪個國家將受

到嚴格審查，此審查將形成一份「黑名單」。目前美國立法及行政機關皆特別擔憂來自中

國大陸的投資；換言之，受到嚴密審查的外人投資將取決於 CFIUS 對「外國人」的定

義。此項法案要求 CFIUS 未來必須將「外國人與其母國或母國政府的連結」，以及「此

項連結是否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等因素納入考量。

資深律師拉比諾維茨（Matthew Rabinowitz）認為，與先前公告的版本相比，兩院妥

協通過之文本用語並不明確，且顯然將棘手問題留給 CFIUS 處理。然無論採取何種方

式，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勢必受到影響。此外，律師戴維斯（Christian Davis）則指出，

黑名單的分類標準將持續受到討論，而眾議院所建議的黑名單國家仍可能出現在最後公

布的法案；屆時 CFIUS 將享有作出相關決定的裁量權。

過去 CFIUS 僅著重於審查外國投資人對美國企業的控制程度，因此國會希望藉由

本次修法擴充 CFIUS 之職權範圍，確保不具控制程度的敏感性投資，未來將無法規避國

安審查。對此，眾議院的金融服務委員會（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主席亨

薩林（Jeb Hensarling）和多數立法者擔心，擴大 CFIUS 的職權恐對非敏感性的外資交易

相當不利。不過，在與多數參議員討論後，其於 7 月 23 日發表聲明，指出兩院已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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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擬訂相關計畫，除加強 CFIUS 對外資的審查權能外，將盡可能地避免政府過度干

預。

【由聶廷榛報導，取材自 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2018年 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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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外人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簡稱 FDI。係指外國的投資者在本國設立企業，或對於本國企業進行的投資，其投

資目的在於取得該企業之所有權或經營權，有別於間接投資將投資標的放在股票、債券、

票據或外匯等，以期獲得股利、利息或孳息。外人直接投資的型態根據學者的研究，可

歸類為水平 FDI、垂直 FDI 及集團式（conglomerate）FDI。水平 FDI 是為了擴展在國外

製造與本國相似的產品，產品的區別是市場結構重要因素，所以水平 FDI 是為獲取市場

擴張利益。垂直 FDI 是為取得原料，即向後聯繫效果（backward vertical FDI），或者是

取得行銷通路便利銷售，即向前聯繫效果（forward vertical FDI）。集團式 FDI 是指多國

籍企業在外國多角化經營而進行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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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ast Asia

網址： https://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I/bo3534328.html

摘要：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ast Asia, a group of esteemed contributors provides a

summary of empirical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pecifically as they pertain to

East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Japan, Korea, and Taiwan. Comprised of twelve

fascinating studie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ast Asia highlights many of the trading

practices between countries with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outside of it. The

contributors bring into focus some of the region’s endemic and external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iscuss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productivity and fostering

trade relationships.

期刊介紹

篇名： Critical Mass Agreements: The Proven Template for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he

WTO.

出處： World Trade Review, Volume 17, Issue 3, July 2018, Pages 405-426.

作者： Gary Winslett.

摘要： The expansion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 in 2015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attempt at trade liberalizat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WTO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95. Its success makes it a template for other trade liberalization

efforts. In this article, I explain how the ITA expansion came to pass and explicate

the contours of the template it provides. I highlight four factors that were crucial

to the ITA expansion's successful completion: a narrower scope without a single

undertaking approach, a negotiating group that contained many but not all WTO

members, a focus on tariffs rather than non-tariff barriers, and avoiding a

nationalistic o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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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I/bo35343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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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WTO

及 RTA 青年營

（二）國際服務貿易規則

與主要概念

李淳

 前言：服務業與服務貿易之意義

 架構、定義與範圍

 承諾表及可以承諾表排除之義務

 RTA對投資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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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國貿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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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國貿局高雄辦事處、

屏東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

會、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

額滿為止 8/7 「穆斯林市場商機與清真認證」說明會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12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中經院

衛福新南向專案辦公室、秀

傳醫療體系育成中心、工總

額滿為止 8/21
「新南向醫衛合作及產業鏈結」馬來西亞座談會

(台北場)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8696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環宇法律事務所
額滿為止 8/28 「大陸投資實務研討會」

http://www.twcsi.org.tw/infomation_detail.

php?Iid=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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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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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劉大中先生教育文

化紀念基金會、中研院、中

經院、臺大經濟系、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額滿為止 8/10 金融風暴再起？劉大中先生紀念研討會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8651

經濟部國貿局高雄辦事處、

外貿協會台中、台南及高雄

辦事處

額滿為止 8/17 「提升廠商競爭力」專題演講（台中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15

http://service.tabf.org.tw/tw/user/2018ITDP/default.asp
http://service.tabf.org.tw/tw/user/2018ITDP/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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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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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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臺大法學院亞洲WTO暨

國際衛生法與政策研究中心

額滿為止 8/27-28 2018 年臺北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

d=0&pid=243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額滿為止
8/28-

9/27

前進新南向經貿人才培訓班

越南、印尼經貿語言課程
http://site-roccoc20180828.striking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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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18 年 8 月 3 日～9 月 3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8/27 一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9/12、14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Chinese Taipei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8/2-3 四～五
ASEAN: 16th Meeting of the ASEAN Community Statistical System Sub-
Committee on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SCPC), Singapore.

8/4 六 APEC: Policy Dialogue on Women in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8/4-13 六～一
ASEAN: 25th ASEAN Labour Ministers’ Meeting (ALMM) and Related
Meetings, Malaysia.

8/4-20 六～一 APEC: Thir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and Related Meetings.

8/6 一
APEC: Seminar on Enhancing market entry for MSMEs including
smallholders in Asia-Pacific region (Japan self-funded/ PPFS 01 2018S).

8/7 二
ASEAN: 5th Working Committee on ASEAN Banking Integration Framework
(WC - ABIF) Meeting, Brunei.

8/7 二
APEC: SCSC Workshop on Transitioning APEC Member Economies to
ISO/IEC 17011:2017 for Accreditation.

8/8 三
APEC: [CTI 04 2017] Trademark-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s in a Border-
Enforcement Context.

8/8-9 三～四 APEC: Sub-Committee on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 Meeting.

8/9 四

APEC:

 ECSG-DPS Electronic Commerce Steering Group – Data Privacy Sub-
Group Meeting.

 Seminar on Increas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Sub-Committee on Customs Procedures – Friends of the Chair
Meeting.

8/12-13 日～一

APEC:

 Workshop on 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ies: Sharing and
Elevating Impacts on Women’s Workforce Participation across the
Asia Pacific.

 [EC 02 2018A] 11th Conference on 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
(GRP11).

8/13-15 一～三
ASEAN: 1st Meeting of Work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Indicators (WGSDGI), Indonesia.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29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11期（2018.08.03）

日期 星期 會議

8/13-17 一～五
ASEAN: Subseasonal-to-Seasonal Predictions Workshop for Southeast Asia
(S2S-SEA II) (by ASMC), Singapore.

8/14-17 二～五

ASEAN:

 24th ATRC and Related Meetings, Singapore.

 2nd TELSOM-ATRC Leaders’Retreat of 2018, Singapore.

8/26-29 日～三
ASEAN: Forum on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ACWC and AICHR),
Singapore.

8/26-9/2 日～日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 Related Meetings, Singapore.

9/3-7 一～五
ASEAN: 39th ASEAN Inter - Parliamentary Assembly (AIPA) General
Assembly,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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