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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隨著美國近日公布第二波報復清單，美中戰火逾趨猛烈，並逐漸延燒至與兩國貿易依存度高

的國家。本期專欄將從臺灣及香港的角度出發，探討兩者於貿易戰中可能受影響的產業，再

從全球產業鏈著手，完整呈現對整體經貿發展之可能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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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美中貿易戰對香港和臺灣經貿之可能影響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靖心慈 副研究員

美中貿易戰由原先的鋼鋁產品擴及至各類品項，並已直接對中國大陸製造業產生負

面衝擊，同時亦將透過供應鏈關係波及其他國家。香港做為金融和轉口貿易中心，貿易

及物流業和銀行業將是此貿易戰中，受到較大衝擊的業別。臺灣在貿易和投資上與中國

大陸緊密相連，所以製造業、貿易和銀行業所受之衝擊亦令人擔憂。因此臺灣應積極向

美國游說，降低其對我國重要產品加徵關稅的可能性，並且協助國內企業利用美國法規，

合法地降低納稅成本，同時更要投入數位科技藉此降低企業成本並提高競爭力。

一、美中貿易戰產生背景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出錢、出力、出市場，與其他國家共同建立國際經貿組織網，

以解決全球因使用提高關稅以實施貿易保護，所產生的經貿問題。經貿組織包括：世界

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以及 WTO。上

述組織執掌業務分別如下：（1）為開發中國家資本項目提供貸款；（2）監察貨幣匯率和

各國貿易情況、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確保全球金融制度運作正常；（3）監督會員間各

種貿易協議得到執行；即融資－貨幣－貿易三位一體的機構。目前，中國大陸在這三方

面都挑戰了美國既有的權利，於融資方面，透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開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發展；於貨幣匯率方面則

是長期貨幣操縱國；於貿易上乃長期貿易順差和採取歧視性非關稅貿易限制措施之國家。

再者，中國大陸只要看中哪個產品或行業之發展，就會利用其國內市場和採取歧視性措

施扶植自有業者，並進而破壞全球市場之行情，打擊其他國家之業者。

美國白宮關鍵報告指出中國大陸經濟侵略威脅美國及全球科技和智慧財產權，美國

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曾於今（2018）年 4 月 24 日警告，中國大陸計畫成為全

球科技樞紐的「中國製造 2025」計畫勢必危及美國的智慧財產權。因此，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採取了應對措施，美中貿易戰就此引發。

二、美中貿易戰進展內容

自今年 1 月起，美國政府陸續主張反傾銷、反補貼和侵害智慧財產權，對中國大陸

進口產品加以課稅。美國依《1962 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認定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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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安全，決定於 3 月 23 日起，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徵關稅。中國大陸於 3 月

26 日根據「防衛措施協定」於 WTO 中向美方提出貿易補償磋商請求，美方拒絕答覆，

中方即於 3 月 29 日向 WTO 通報中止減讓清單，決定對自美國進口 128 種產品加徵 15%

或 25%關稅。

4 月中，美國和中國大陸仍舊持續以各種理由對進口產品加徵關稅；5 月起則開始

以安全為由阻礙彼此產品之進口與販售。美中雙方貿易代表團於今年5月進行二次磋商，

並於聯合聲明中表示，雙方已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並停止互相加徵關稅。中國大陸

5 月公告降低 1,449 種日用消費品的最惠國稅率，新的投資負面清單除開放金融和汽車

領域外，並將在能源、資源、基礎設施、交通運輸、商貿流通、專業服務、專業服務等

領域取消或鬆綁外資限制。

美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6 月 20 日公布 301 制

裁清單，第一波 818 項對涉及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 HS）二位碼 9 章之商品，課徵 25%關稅，總金額約 340

億美元，7 月 6 日生效。中國大陸提出將對等值的美國農產和汽車等商品課稅。同日，

USTR 亦確認公布第二波 284 項涉及 HS 二位碼 13 章之商品，課徵 25%關稅，金額約

160 億美元，8 月 23 日生效。美國貿易代表萊泰澤（Robert Lighthizer）4 月時曾表示，

美國要對中國大陸商品課徵關稅，主要係針對「中國製造 2025」計畫之相關產業。對此，

中國大陸商務部宣布自 8 月 23 日起，對 160 億美元共 267 項的美國醫療設備和能源產

品等商品加徵 25%關稅。

USTR 7 月 6 日提出第三波共 6,031 項涉及 HS 二位碼 79 章之商品，課徵 10%關稅，

金額約 2,000 億美元。8 月 1 日美國貿易代表宣布，川普要求 USTR 探討以 25%關稅作

為選項，並計畫自 8 月 20 日起召開公開聽證會，且 9 月 6 日是提交聽證後反駁意見的

截止日期。中國大陸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 8 月 3 日宣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 5,207

個稅目約 6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25%、20%、10%以及 5%不等之關稅。

WTO 成立前，美國政府以援引《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作為美方處理對外貿

易糾紛的依據和工具。1995 年 WTO 成立後，「301 條款」的主要功能轉為替經由 WTO

授權的貿易報復提供法定的權力。

三、美中貿易戰對香港經貿之可能影響

（一）從商品角度

香港是自由港並奉行自由經濟和開放政策，批發及零售業發展主要由市場主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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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亦盡量作出最少的干預，以便民營機構因應市場作出有效回應。因此，香港轉口貿易

占整體出口貿易的比重高達 98%；加上，中國大陸和美國分別是香港第一大和第六大進

口來源地，以及香港第一大和第二大出口市場，2017 年經香港轉口之中美貿易量即有

3,507 億港幣，相當於香港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 13%。廣東

省科技院士專家企業工作中心主任廖仕明認為，香港政府的財政支出越來越配合中國大

陸的財政措施，在國際上被視為中國大陸關稅區體制的一部分。中國大陸對美國貿易順

差，有 1,000 億美元差價，主要係通過香港以及其它貿易中轉站出口。

所以，美中貿易戰目前著重在商品貿易的加徵關稅，對於幾乎沒有製造業的香港來

說，其經貿發展因貨品關稅所受的衝擊將大幅度降低。但是，貿易戰同樣可能抑制中國

大陸對香港的貿易流量並改變原有商流流程，對香港 4 大主要行業（金融服務、旅遊、

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之一的貿易及物流行業會產生直接且負面的影

響。貿易戰也會影響中國大陸與亞洲貿易夥伴間的貿易流程，間接衝擊香港貿易及物流

行業。2016 年香港貿易及物流行業之就業人口約 73.07萬人（占香港總就業人數 19.3%），

為香港創造近 21.6%的 GDP。根據資產管理公司施羅德（Schroders）報告指出，美國第

一波關稅措施，香港已損失近 1%的 GDP。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7 月 16 日

表示，第二波（預計 8 月 23 日生效）加徵 160 億美元之關稅措施，很可能直接影響其

GDP 的 0.1%至 0.2%。

2017 年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總值約 5,056 億美元，第三波加徵關稅將使多數中國大

陸對美出口商品受到顯著的影響，進而影響整體產業鏈。因為中國大陸需要進口大量的

原材料、半成品等方能將最終產品出口至美國市場。如果中國大陸出口美國市場受阻，

將連帶影響全球－香港－中國大陸間貿易鏈結。

（二）從金融角度

香港製造業多數投資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美國實施 301 制裁將影響投資中國大陸

廠商之信譽評級，繼而產生融資問題，因此美國落實第三波制裁對香港之影響將更為全

面。

美國制裁內容的不確定性高且風險大，資金流因此產生避險走勢。預期在工業 4.0

和避險雙重力量下，高科技和高利潤項目會流向美國，也可能使美元升值，而且港幣匯

率同美元掛鉤，其亦將隨之上揚；然當港幣利率無限趨近於美元利率時，使得需要營運

資金之民間業者從香港銀行取得融資之成本上升，進而可預期銀行業之貸款業務將遭到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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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本市場隨著中國大陸持續改革開放吸引外資，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投資需

求，預期其國內資本流動會增加，使香港金融管理局維持港幣穩定的難度增加；如今美

中貿易戰帶動的匯率和資金流改變，也將不利於香港銀行業之發展。據統計，2016 年香

港金融服務業就業人口約 25.31 萬人（占總就業人數的 6.7%），所創造的價值更占香港

GDP 之 17.7%。如此一來，加上前述受影響的貿易及物流業，香港總就業人口的 26.0%

將因而受到不利影響，甚至間接衝擊占 14.0%總就業人口的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

由於美國落實第三波制裁對香港影響將更為全面，部分投資策略師研判，未來香港

經濟和銀行業務之成長將不再如過去仰賴出口導向策略，轉而依賴中國大陸內部消費和

到港旅遊。市場上亦有部分人士討論港幣是否改為釘住人民幣，然就中、短期發展來看，

這個選項可能性不大。

四、美中貿易戰對臺灣經貿之可能影響

我國經濟發展高度仰賴進出口貿易，但當前面臨的問題是（1）未能與主要貿易對手

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降低關稅和非關稅障礙，加上市場開放和國內法規不如部分競

爭對手國，導致國內資金、人才、技術快速向外流出。（2）需於美歐日－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聯盟、中國大陸－東協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聯盟間選邊站。（3）中國大陸在國

際場域中，不斷封鎖我國的活動空間，使國內在政治和經貿上都產生兩級化，有動蕩耗

損之虞。在此困難局面之下，美中貿易戰會進一步透過貿易和投資面向對臺灣經貿帶來

影響，預期製造業、貿易業和銀行業會受貿易戰較大的衝擊。

在貿易上，政府過去致力於多元化我國仰賴的國外市場，但長年發展下來的貿易結

構，中國大陸及美國仍占相當大的比重，以 2017 年為例，我國總出口值為 3,172 億美

元，其中流向中國大陸、香港和美國分別占 28.0%、13.0%及 11.6%，計共占 52.6%；進

口總值約 2,593 億美元，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美國分別占比 19.3%、0.6%及 11.7%，

共占 31.6%。美中貿易戰第一波涉及 HS 二位碼（無機化學品、橡膠及其膠品、機器及

機械用具、電機設備、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光學－照相－電影－計量

－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之商品，第二波之商品比第一波多增加涉及潤

滑油－潤滑製劑－潤滑油添加劑、乙烯等塑膠及其製品、石英玻璃棒，然而以上大部分

係為我國出口的主力商品。因此，我國除無法避免美中貿易戰透過產業供應鏈帶來的間

接影響，製造業和貿易業亦會受到不利之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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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資面向上，我國 2007～2017 年之核備對外投資共 1,945 億美元，中國大陸和香

港分別占對外總投資比重 61.2%和 1.8%。投資中國大陸製造業占 70.5%、金融及保險業

10.7%、批發及零售業 8.1%，製造業主力是電子零組件（20.1%）、電腦、電子產品及光

學製品（13.1%）、電力設備（5.0%）、非金屬礦物製品（4.8%）、化學材料（4.5%）、機

械設備（3.6%）。投資香港製造業占 12.9%、金融及保險業 54.4%、批發及零售業 14.2%，

製造業主力是電子零組件（6.9%）、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2.2%）、電力設備（1.6%）。

我國透過中國大陸和香港投資帶動的三角貿易也非常多，美中貿易戰必然對臺商投資之

產業造成相當大的威脅，進而對銀行業貸款產生影響。

五、台灣的因應建議

因為我國在投資和出口貿易上高度傾向中國大陸，為避免在美中兩個貿易大國交火

時遭受池魚之殃。臺灣應積極向美國游說，避免其對我國影響重大的產品徵收報復性關

稅，政府也應協助企業借助原產地規則，重新調整製造流程，把產品的官方原產地從香

港或中國大陸轉為另一個不受加徵關稅影響的國家。我國 2007～2017 年於非大陸和香

港之亞洲地區其核備對外投資占總投資比重的 17.0%，可見臺商已經佈局分散風險，且

製造業的主力商品乃電子零組件、基本金屬、化學材料。

政府應該與專家協助企業利用美國法院於 1988 年制訂的「首次銷售規定（first sale

rule），該規則容許美國買家在沒有減少離岸供應商利潤下，降低納稅成本。即美國進口

商從中間商買貨，而中間商則與任一中國大陸工廠簽訂合約以生產相關貨物，該貨物就

會根據中間商與工廠之間的售價來估價，關稅加徵的金額將因此減少。

我國必須在戰略上選擇方向，目前若是以加入 CPTPP 為重，就必須展現應有的態

度，在各項政策措施上也宜以務實及永續方面思考。例如，透過跨國結盟發展或搭上現

有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運用於物流解決方案和跨境貿易上，使我國業者更有效和

更具競爭性地面對挑戰。目前美國業者運用區塊鏈技術開發物流解決方案已進入亞太地

區，新加坡電子政務集團亦運用區塊鏈技術開發聯繫東協與中國大陸的與跨境貿易，因

此可預期區塊鏈將改變亞太地區的貿易速度和強化連結性。我國在申請加入 CPTPP 之

際，更應該由政府帶頭投入數位經濟帶來的改變，協助強化業者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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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加拿大不排除與美墨再啟三方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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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thizer）正就汽車原產地之區域價值含量，以及部分爭議性議題進行磋商。因本次內

容主要聚焦於強化汽車含量規則，加拿大並未參與談判。今（2018）年 8 月 9 日加拿大

駐美大使麥克諾頓（David MacNaughton）便於受訪時對此表示，美國與墨西哥已進行數

週的雙邊談判，若能藉此消弭雙方於汽車製造議題上的分歧，加拿大即不排除與美墨重

啟三方會談，就更多膠著議題加以討論。其並認為，倘若三方皆願意於談判中展現彈性，

達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即指日可待；

然加拿大再度重申其反對美國提出的「5 年落日條款」，並且希望於協定下設置獨立的爭

端解決程序。

稍早，瓜哈爾多向記者表示，此次磋商將根據議題之複雜程度，採循序性方式解決，

因此落日條款將是最後磋商的議題。該條款規定，除非經締約三國同意更新協定，否則

NAFTA 將於 5 年後自動終止。對此，加拿大及墨西哥的商業團體皆表達嚴正抗議，認

為此條款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已阻礙企業擬定經營策略。

至於汽車關稅，相關人士透露，美國雖已原則上同意墨西哥現有車廠可免除基於

《1962 年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所加徵之 25%關稅；然此並不適用於未來在墨西哥設

立之汽車工廠。美國認為此舉可有效阻止為打入美國汽車市場及享有關稅優惠，因而選

擇於墨西哥境內設廠之公司。

除此之外，部分產業消息指出，美國和墨西哥已著手討論特定部門別之「投資人對

地主國爭端解決制度」（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並表示，美國雖於談判

初期提出各國應退出 ISDS，不過有鑒於 ISDS 可大幅降低外國政府對美國企業採行不公

平待遇之可能性，因此包含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海契（Orrin Hatch）在內等重要

國會成員，均認為國會將不會通過未更新 ISDS 之 NAFTA 協定。

【由李宜靜綜合報導，取材自 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2018年 8月 10日；路透社，

2018年 8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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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銀發布《2030 策略》以因應亞太地區多樣發展需求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於近期發布《2030 策略》（Strategy

2030）中，揭示該行最新的長期策略與願景，藉此因應亞太地區多樣化的發展需求。根

據 ADB 研究，半世紀以來，亞太地區國家已在減貧和經濟增長上取得重大進展；然許

多發展議題仍尚待完成。為此，《2030 策略》預計結合資金、知識管理，與合作夥伴攜

手消除極端貧困的情形，目標使亞太地區發展為一繁榮、具包容力及適應力，並且注重

永續發展的地區。

《2030 戰略》被 ADB 視為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阿迪斯阿貝巴行動議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以及《仙台減災綱領》（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

2030）等目標之重要利器。根據 SDGs，實現全球發展議程必須適時地依據當地情況改

變策略，ADB 即將採取以個別國家為重點的方式，推動創新技術之應用，結合各領域的

專業能力，加強公私部門合作，以提供綜合性計畫支助。此外，ADB 亦將深化對亞太地

區最貧困與最脆弱國家之援助，藉由因地制宜的方式滿足不同國家之多樣化需求；如脆

弱及受衝突影響的地區、小島開發中國家、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以及中高收入國家。

整體而言，落後地區，以及貧困和脆弱地區被列為首要援助對象。

具體而言，《2030 戰略》針對 7 大部分提供援助。包括（1）解決剩餘貧困問題，消

除不平等待遇；（2）加速推動性別平等；（3）因應氣候變化，增強對氣候和災害之適應

能力，提高環境永續性；（4）使城市更適宜居住；（5）推動農村發展，促進糧食安全；

（6）加強治理和建構能力；（7）促進區域合作與整合。以上，ADB 將優先著重於投資

基礎建設，特別是具永續性、包容性及適應性的綠色投資。同時，除擴大社會部門的業

務（如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外，更將擴大私部門業務，並預計 2024 年前提高該

部門於 ADB 之業務占比至 1/3。

ADB 總裁中尾武彥（Takehiko Nakao）表示，ADB 亦將強化公私合作關係，希冀在

2030 年實現長期聯合融資大幅增長，意即每 1 美元私部門融資對應 2.5 美元之長期聯合

融資。為此，ADB 將與開發中國家緊密合作，提供最適之服務，並且積極參與研究，提

供有效的政策建議，加強協助各國提升建構能力以深化知識合作關係。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亞洲開發銀行，2018年 7月 26日】



10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13期（2018.08.17）

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對中國大陸發布第二波懲罰清單

美國於今（2018）年 3 月底，就中國大陸強制技術轉移、竊取智慧財產權等行為公

布「301 調查報告」；其結果顯示，中國大陸對美國企業在其境內之經貿活動採取不公平

貿易政策。為此，美國貿易代表署（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 6 月 15 日公布

懲罰清單，對價值 500 億美元的中國大陸進口產品加徵 25%關稅，該清單預計分兩階段

實施。首先，第一波清單已於 7 月 6 日實施，對價值 340 億美元，共 818 項中國大陸產

品加徵關稅；隨後 USTR 於 8 月 7 日公布第二波產品清單，此次預計加徵 25%之關稅，

共計 279 項產品且總價約 160 億美元，並明訂自 8 月 23 日起生效。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曾表示，美方加徵關稅之範圍係聚焦於對「中國製造 2025」有重要影響之工業

科技。

針對第二階段之懲罰清單，美方表示基於公眾評論與公聽會之意見，已將產品清單

由原先 284 項刪減至 279 項；刪除部分包括多式聯運集裝箱（貨櫃）、浮船塢、用於木

材等硬物處理的切片機、小型切片機，以及衍生自海藻並用於藥品、紡織品印刷和牙科

印模的海藻酸。最終產品清單則涵蓋各種塑膠材料、化學製品、火車與其零件，以及電

子產品等。

電子產品部分，日前舉行的聽證會上，已出現反對將半導體產品納入清單的聲浪，

亦有議員就此致函美國貿易代表萊泰澤（Robert Ligthizer）表達不滿；美國半導體協會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更對此舉感到失望。SIA 指出，2017 年美

國從中國大陸進口半導體總額約 25 億美元，一旦加徵關稅，半導體成本將隨之上揚，

美國企業的製造成本也相對提升。因此，SIA 主席紐佛（John Neuffer）警告，加徵半導

體關稅乃損及國內而非中國大陸業者的利益，更無益於阻止中國大陸的不公平貿易政策。

為回應美國的報復清單，中國大陸決定對 160 億美元之美國進口產品加徵 25%關

稅，更揚言與美方同步施行。中國大陸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也於隨後表示，其將就「第

二份對美加徵關稅之產品清單」作適度調整，此清單所涉及的 333 項產品，共包含煙煤、

瀝青、汽油、各類金屬碎料、汽車、引擎、柴油型貨車等。

面對美中貿易戰火不減反增，美國商會副主席布里連特（Myron Brilliant）呼籲，無

論農民、漁民或工人均須意識到，就長期來看關稅措施將妨礙美國經濟成長。同時，美

國內部已有諸多商業團體和議員表明反對以關稅作為平衡美中貿易問題之方式，並敦促

政府應與貿易上的盟友合作，迫使中國大陸坐上談判桌，以談判的方式處理兩國貿易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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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吳承憲綜合報導，取材自 Inside U.S. Trade，2018 年 8 月 7 日；Reuters，2018 年

8月 8日】

▲美國力促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日本依舊堅持 TPP

今（2018）年 7 月，美國貿易代表萊泰澤（Robert Lighthizer）於參議院舉行之聽證

會上表示，美國對日本長期存有貿易逆差，其斷定係因日本對美國採行不公平貿易措施

所致。根據美國商務部資料顯示，2017 年美國對日貿易逆差約為 688 億美元，為美國貿

易逆差國家中第三大。為此，今年 8 月 9 日，萊泰澤和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茂木敏充

（Toshimitsu Motegi）於華府舉行部長級貿易投資協商會議，即把重點聚焦在汽車產業

及農業市場之開放上。

會議期間茂木敏充對萊泰澤表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為兩國最適宜的貿易協議；其亦援引萊泰澤先前的談話，透露美國欲進行雙邊貿

易談判。此次協商會議開始前，萊泰澤已於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舉行之聽證會上，再次強調其將極力促成美日自由貿易協定，再再顯示美國

欲推動雙邊貿易協定之決心。特別注意的是，會後茂木敏充並未證實萊泰澤是否同意推

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亦拒絕就日本未來是否將開放其汽車及農業市場，減緩對美貿易

順差一事多加評論。茂木敏充補充道，日本與美國已就促進貿易的方法上有所共識；然

萊泰澤認為，本次會議乃基於國家利益而展開。對此，外界認為兩者發言皆缺乏實質內

容，且貿易觀念相去甚遠；一邊乃極力透過雙邊談判以撬開對方市場，藉此削減貿易逆

差；另一邊則重視多邊貿易體系，如 TPP 等。

雖然美日雙方於會中皆未做出實質讓步，然根據日本媒體分析，日本最終仍會選擇

退讓以換取更大的談判空間。首先，就經濟層面來看，美國進口汽車市場中，日本製汽

車即占 30%，因此部分人士揣測，日本同意參與協商會議，乃期藉此獲得美國進口汽車

關稅豁免。再者，區域安全上，日本與南韓皆仰賴美國軍事支持，然川普（Donald Trump）

上台後就不斷揚言從日本撤軍，加上「川金會」後朝鮮半島局勢稍加緩和，美國撤軍之

可能性不斷攀升，故外界推測美方欲以維持日本兵力布署以提高日後談判之籌碼。

至於美國是否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外界皆認為其可能性不大。當初川普退

出 TPP 並轉而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主要係基於保護美國本土產業，雖然今年 1 月

時，其曾對外表示願意在「對美有利」之條件下，重回 TPP，但就目前看來，多邊貿易

體系似乎與美國當前的貿易策略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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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理威、蔡昀臻綜合報導，取材自 The Mainichi，2018年 8月 10日；共同網，2018

年 8月 12 日】

▲日本於強化個資保護與發展數位貿易間取得完美平衡

一直以來，歐盟在強化貿易體系及個人隱私保護上可說是全球的領航者，於今（2018）

年 5 月開始施行的《一般資訊保護規章》（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即

是一例。該規章賦予歐盟對外國電子商務公司進行罰款和監管的權力，藉此保護歐盟公

民免於非法的線上監控。部分人士因此認為，GDPR 如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的保護主義般，要求外國企業在歐盟境內設立伺服器，並以嚴峻的罰款和繁複的條文對

其施加壓力。因此 GDPR 的實施儘管有著象徵性的突破；然亦代表數位保護主義（Digital

Protectionism）正在興起。

據統計，2017 年全球電子商務銷售額達到 2.3 兆美元，顯示網際網路發展已對國際

貿易產生重大影響。對此，相關人士表示若 GDPR 全面實施，則可能抑止歐洲貿易和經

濟成長；華盛頓郵報即估計，歐盟國家其國內生產總值將因此下降 0.4%。特別注意的是，

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等以往對資訊流通加以控制的國家，可能仿效 GDPR 的內容並用於該

國法律中，以作為市場進入的限制。反觀日本，不同於歐盟對數據流通所持的保留態度，

其係於數位貿易所涉及的「個人隱私保護」及「貿易保護主義」間取得完美平衡。此外，

日本已於 2017 年 5 月修訂新的隱私法，規定在未取得當事人的同意下，個人資訊不可

作為商業用途。

然而相較於 GDPR 允許歐盟可對違法取得個人資訊，以及濫用個人資訊之境外公司

加以懲處，日本新修訂之隱私法效力則僅限於日本企業。雖然如此，日本仍承認國際組

織所頒布有關「跨境數據流通」之證書；例如，由設立於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下之「跨境隱私保護體系」（Cross 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 CBPR System）所頒發之證書，以強化國內企業與國際對接的能力。

另外，當初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時，日本即

時挺身而出，並發展出後來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就數位貿易上，CPTPP 內

容維持原 TPP 規定，禁止不合理的電子商務歧視。除此之外，近期簽署的日歐經濟夥伴

協定（Japan-EU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中，亦可看出日本在數位貿易領

域的開放；即使談判過程中歐盟試圖軟化日本開放數位串流的態度，卻遭日本堅決反對。

日本認為，任何於非歧視性規則上的妥協勢必對未來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 CPTPP 的

終極目標係促使中國大陸開放國內數據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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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歐盟和日本對數據流通所持的態度不同，歐盟仍讚許日本的隱私保護政策，且

於日歐 EPA 下，雙方將逐步取消對資訊流通之限制，意即位於歐盟或日本的公司將可自

由地於兩地間轉移個人資訊。在美國保護主義抬頭的情形下，歐盟雖看似全球貿易體系

的領導者，然日本更能在個人隱私保護和貿易保護主義間尋求恰當的平衡點。

【由彭科穎報導，取材自 The Washington Post，2018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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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物流服務業之友 Friends of the Logistics Services

係指杜哈回合服務業談判中，包含臺灣、澳洲、加拿大、智利、吉布地、歐盟、香

港、冰島、日本、韓國、列支敦斯登、模里西斯、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

秘魯、新加坡、瑞士以及美國等二十個會員組成之談判集團，呼籲會員致力推動物流服

務業的自由化，認其有助於貿易與經濟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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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古蘭似海：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真諦

網址：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58616

摘要：
西方與伊斯蘭世界衝突愈演愈烈之際，各式各樣關於「伊斯蘭」的報導充

斥著媒體版面。狂妄暴力的極端分子成為關注焦點，深化主流輿論對伊斯蘭的

抨擊與偏見，同時，為伊斯蘭平反之聲也日益顯著。美國記者卡拉‧鮑爾兒時

曾隨父親旅行伊朗和阿富汗，在她心中留下對伊斯蘭的親近之情。面臨現今西

方與伊斯蘭世界撕裂衝突的局面，她決定展開行動：當瞭解伊斯蘭成為必要，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討論《古蘭經》呢？為此，鮑爾開始和以挖掘歷史上四千名

重要的女性穆斯林而聞名全球的印度裔伊斯蘭學者阿卡蘭（Mohammad Akram

Nadwi）共同研讀這本神聖經典，站上跨文明對話的最前線，找尋對話的可能。

期刊介紹

篇名： China –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Measures on Broiler Produc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Recourse to Article 21.5 of the DSU b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Broiler Products (Article 21.5 – United States)), DS427

出處： World Trade Review, Volume 17, Issue 3, July 2018, Pages 541-545.

作者： Kholofelo Kugler.

摘要： This dispute concerns the challenge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measures taken by

China to comply with the rul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 in the original proceeding China–Broiler Products. Based on a

redeterminat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MOFCOM), China

continued to impos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imports of broiler

products from US producers (Keystone, Tyson, and Pilgrim's Pride). Overall, the

compliance panel concluded that China failed to bring its measures into conformity

with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AD Agreement) and 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SCM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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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5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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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國際非關稅貿易規

則之主要概念

顏慧欣

 多邊貨品非關稅措施規範來源

 多邊主要非關稅措施規則－TBT 及

SPS

 雙邊貨品非關稅措施規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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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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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協進會、九州經濟連合

會、九州經濟國際化推進機

構、台日交流協會

8/17 8/30 「2018 台日（九州）經貿產業合作論壇」

http://www.cnaic.org/zh-tw/news-

21108/%E3%80%8C2018%E5%8F%B0%E6

%97%A5%E4%B9%9D%E5%B7%9E%E7%B

6%93%E8%B2%BF%E7%94%A2%E6%A5%

AD%E5%90%88%E4%BD%9C%E8%AB%96

%E5%A3%87%E3%80%8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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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經協會、澳台工商委員會 8/17 8/31 第 32 屆台澳經濟聯席會議

http://www.cieca.org.tw/zh-tw/product-

604961/%E7%AC%AC32%E5%B1%86%E5

%8F%B0%E6%BE%B3%E7%B6%93%E6%B

F%9F%E8%81%AF%E5%B8%AD%E6%9C%

83%E8%AD%B0-

2018%E5%B9%B48%E6%9C%8831%E6%9

7%A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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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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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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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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額滿為止 9/4-6 清真市場產品研發管理班
http://train.firdi.org.tw/tsci/Doc/LLH/2018-

299-1.pdf

http://service.tabf.org.tw/tw/user/2018ITDP/default.asp
http://service.tabf.org.tw/tw/user/2018ITDP/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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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18 年 8 月 17 日～9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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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 四
 Informal Open-ended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 Special Session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9/13、17 四、一 Informal Open-ended Negotiating Group on Rules (Fisheries Subsidies)

9/18-19 二～三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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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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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31 四～五
ASEAN: 5th Meeting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WGSITS).

9/3-4 一～二
APEC: Second Meeting of the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9/3-6 一～四
APEC: Enhancing Green MSMEs’ Competitiveness for a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Asia-Pacific (Phase 1: Tourism and Food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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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二～三 OECD: Blockchain Policy Forum, Paris, France.

9/5 三
APEC: Symposium on Champions to Promote Women’s Economy
Empowerment and Gender Inclus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9/6-7 四～五
IMF: Third IMF-Atlanta Fed Workshop "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9/10-11 一～二 APEC: MSME and Innovation Summit.

9/12-13 三～四 APEC: 47th SMEWG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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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9/13-14 四～五
IMF: Sovereign Debt: A Guide for Economists and Practitioners,
Washington, D.C.

9/17-21 一～五 ASEAN: 2018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Seminar on ICT Startup,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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