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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美、加、墨於USMCA中，明文規定若 3國中任一方與「非市場經濟國家」洽簽 FTA，另外

2個成員即可決定退出，顯然針對中國大陸而來。面對中國大陸不公平的貿易政策，部分國

家已逐漸採取措施，想知道更多內容，就快看本週的電子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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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試析中國虛擬私人網路於 GATS 協定之歸類問題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 劉心國

中國對於網路設有審查制度，以網路長城封鎖許多境外網站，因此在中國的外國企

業常以自行建立或租用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s, VPN）的方式，越過中國

網路長城以從事跨境資料傳輸。然中國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發布「《工業和資訊化部關

於清理規範互聯網網路接入服務市場的通知》，以下簡稱《清理通知》」，規定業者若未經

電信主管部門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專線（包含 VPN）開展跨境經營活動。此舉迫

使在中國的外國企業僅能使用中國批准之 VPN，又目前中國僅有三家國有電信業者獲

得批准，故該措施造成企業經營成本增加、被中國政府監控的風險提高，以及對跨境服

務提供者之市場進入機會產生重大限制。檢視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下中國的特定承諾表，其雖未明文列入開放 VPN 服務，看似

未違反 GATS 市場進入與國民待遇之規範，然回顧過往 WTO 案例法爭端解決小組與上

訴機構的見解，必須透過服務之定義、分類與解釋，方能判斷中國是否有開放相關服務，

所以本文將以 WTO 案例法為基礎，進而判斷 VPN 服務是否能歸類於中國 GATS 特定

承諾表中。經本文分析後可得出，中國的確有在其承諾表下開放 VPN 服務，故系爭《清

理通知》之 VPN 禁令確有違反 WTO 之疑慮。

全文網址：http://www.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237/3.pdf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23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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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WTO副祕書長對 WTO 現況做出評論與建議

WTO 副祕書長沃爾夫（Alan Wolff）於今（2018）年 10 月 5 日就目前 WTO 的情況

及所需的變革提出看法，表示不斷演變的世界經濟環境與已有 23 年歷史的 WTO，已逐

步為 WTO 運作形成「不連續性」（discontinuities）與干擾。

沃爾夫指出 WTO 長期存在 3 個主要的「不連續性」問題。第一係新興經濟體的崛

起。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崛起伴隨著後來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各貿易國家將如

何組織其經濟結構以面對中國大陸不斷增強的經濟規模，使得不連續性問題愈趨明顯；

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則係中國大陸與其他貿易夥伴間要如何取得平衡。第二，美國政

府於不同政權的更迭亦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其中影響與衝擊乃取決於議題及貿易關係

的不同。沃爾夫表示，沒有人會對當今川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在貿易上的政

策及措施因與前朝不同而提出異議；不過，許多國家尚未充分適應川普政府帶來的改變，

且改變才正要開始。第三則是收入不均、薪資停滯、人民的跨境流動、自動化導致就業

機會減少，以及隨之而來的民粹主義抬頭，都對已簽署之經濟協定產生影響與壓力，且

多數國家回應改變的政策並不夠充分，甚至有誤導的情形發生。

沃爾夫表示，雖然 WTO 對於國際現況的回應較為緩慢；然由於各國在貿易上的衝

突與意見的不同，已有愈來愈多的會員開始探究於現有國際架構與規則下可能的改變，

此即可視為在衝突情況下，促進發展一個正向積極的改善系統；不過，目前尚處於高度

不穩定中。

針對 WTO 面臨的困境，沃爾夫亦提出若干具建設性的補救方法。首先，替代性措

施的改變，內容包含改善遵守國際規則的情況，如可透過獎勵性的誘因，促使會員即時

提供補貼等貿易措施的通知，提高會員間的透明化程度；這亦有助中小企業進入具有龐

大價值的貿易體系中。再者，WTO 需持續在電子商務方面努力。WTO 必須確保在電子

商務的爭議上，爭端解決機制對所有會員具有相同合法性，並且能夠發揮應有的功能。

最後，WTO 必須仔細考量如何在各會員的國內需求與加強貨品和服務貿易間取得平衡。

沃爾夫表示，在整個改變的過程中，全體 WTO 會員都必須意識到其於貿易體系中

所需肩負的責任，更進一步提出各國政府及代表都必須採取務實的態度，認為過於注重

法律層面的做法是無法達成有效的結果。WTO 需要的係切合實際狀況的建議，猶豫不

決的態度無法解決目前組織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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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彭科穎報導，取材自 Washington Trade Daily，2018年 10月 8日】

▲WTO強調數位科技對全球貿易將帶來革命性的影響

WTO 於今（2018）年 10 月 3 日發布《2018 世界貿易報告》（World Trade Report），

強調數位科技－物聯網、人工智慧、3D 列印與區塊鏈（block chain）對於全球貿易將產

生深遠影響。進一步來說，拜科技發展所賜，未來貿易成本將能夠進一步降低，全球貿

易亦將更加活絡，因此該報告預測 2016 年至 2030 年間，每年平均貿易成長率將再增加

2%，意即 2030 年時全球貿易累計成長率可望額外提升 31～34 個百分點。

WTO 秘書長阿茲維多（Roberto Azevedo）在報告的發布會上表示，貿易型態與技

術發展密切相關，技術塑造了未來貿易的方式，並以前所未見的速率演進。阿茲維多致

詞時，首先以區塊鏈為例，說明區塊鏈的本質、應用及可能產生的影響，其說道，區塊

鏈能幫助小型企業與他國的貿易夥伴建立信任關係，因為該技術將使供應鏈更加透明化，

加速貿易業務的數位化與合約交易的自動化，透過此方式貿易成本將顯著地降低，貿易

利益更將進一步提升。在《2018 世界貿易報告》中，其更預測 2030 年時，區塊鏈可為

全世界帶來 3 萬億美元的龐大收益。

除區塊鏈外，阿茲維多於發布會上亦提及未來人工智慧與物聯網應用在貿易上將有

龐大潛能，如協助公司追蹤供應鏈上的產品，並針對產品進行優化路線規劃、智慧倉儲

與自動駕駛等，進而大幅提升貿易商的效能。另一方面，對於 3D 列印，阿茲維多表示

此技術將改變人類過往的購物形式，未來人們所購買的不是最終產品而是能夠複製最終

產品的「一串代碼」，利用 3D 列印讀取代碼，「印」出所需之產品。阿茲維多說道：「藉

由 3D 列印技術賦予單一個人生產商品的能力，實現製造業自主化，大幅降低公司與企

業的進入門檻」。值得一提的是，《2018 世界貿易報告》中特別提到，3D 列印在某種程

度上將會減少離岸生產的需要，降低生產階段數目，進而影響全球價值鏈結構。

《2018 世界貿易報告》預測透過貿易成本的削減，這波新技術發展對小型企業與開

發中國家的企業特別有利。然而，阿茲維多表示，與過往相同，小型企業與開發中國家

的企業是否能受益於新技術，尚需取決於適當的配套政策；如有適當的配套措施，於 2030

年時開發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分額可能由現在的 46%增加至 57%。

除了上述對貿易成本的影響，《2018 世界貿易報告》認為數位科技亦會改變全球貿

易結構，促進服務貿易，新型態的服務業應運而生，如遠端遙控機器人與遠端手術的出

現。根據該報告，服務業份額將從 2016 年的 21%上升到 2030 年的 25%。另外，隨著新

技術的發展，該報告亦預估全球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將產生變化；人工智慧、3D 列印技

術與先進機器人將降低目前以「勞動力」作為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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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競爭力；而數位基礎建設、市場規模與法規品質（如智慧財產保護）等將成為未來

一經濟體是否具比較優勢之關鍵所在。

最後，《2018 世界貿易報告》指出，技術的進步使得部分就業機會將被取代，然新

的就業型態亦將被創造出來。因此阿茲維多強調，各國必須因應快速的結構性變化，而

非一味地誤解並認為反對全球貿易是唯一解決方案，這只會對全球貿易帶來更大的傷害。

目前，全球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經濟時代，需要新的思維，如何對科技發展趨勢做出正

確的回應係各國政府所面臨的決定性問題。

【由江文基綜合報導，取材自 WTO News, 2018 News、WTO News, Speeches List、Word

Trade Report 2018，2018年 10月 3日；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2018 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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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USMCA對成員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協定進行規範

美國、墨西哥與加拿大 3 國於今（2018）年 9 月 30 日宣布簽署「美國－墨西哥－

加拿大協定」（United States - Mexico - Canada Agreement, USMCA），取代目前現有的「北

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USMCA 除了維持 NAFTA 原有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對文化創作產業的豁免外，也

對進口至美國的自動車產業及加拿大、墨西哥跨境電子商務免稅額上限進行修改，並新

增加拿大乳製品市場開放等議題。值得注意的是，在 USMCA 第 32 條第 10 項中，USMCA

對於成員與非市場經濟國家（Non - Market Country）簽署雙邊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亦進行了規範。

USMCA 的條文規定，若任一成員欲與非市場經濟國家進行 FTA 談判，該成員必須

在談判開始的 3 個月前知會其他成員，並提供相關談判資訊。若該成員準備與此非市場

經濟國家簽署 FTA，最晚則須在簽署前 30 天交付協定的內容及附件予其他成員進行審

查，且在該 FTA 簽署後，其他兩個成員可以選擇於 60 天內退出 USMCA 協定，並自行

簽署雙邊 FTA。

由於美國與中國大陸的貿易戰仍持續進行中，若干專家認為 USMCA 條文中的「非

市場經濟國家」係指中國大陸，且於 USMCA 中加入此條款，即是避免中國大陸透過與

加拿大或墨西哥簽署 FTA，將此兩個國家作為後門（back door），使中國大陸產品得以

低關稅銷售至美國市場。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學者史劍道

（Derek Scissors）表示，若未來美國與歐盟、日本等經濟體進行 FTA 談判時，都要求在

協定中加入類似條款，中國大陸將可能會被孤立於全球貿易市場之外。

由於 USMCA 第 32 條第 10 項，形同給予美國對於加、墨兩國與中國大陸 FTA 談

判的否決權，因此有學者表示，該條文也將造成加拿大日後與中國進行任何貿易談判時，

都須先與美國進行討論。據此，部分加拿大專家反對在協定中加入此條款，並認為此條

文不當的侵害了加拿大的主權，且限制了加拿大與其他國家進行談判的權利及自由。

對此，加拿大過去在 NAFTA 的首席談判代表維克斯（John Weekes）出面緩頰，並

表示在過去的NAFTA協定中，其實早有相類似規範允許任一成員因任何原因終止協定，

USMCA 第 32 條本質上和 NAFTA 規範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且加拿大和任何國家進行自

由貿易談判的權利，也不會因其簽署或加入 USMCA 而受影響。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也表示，中國大陸在全球貿易中扮演一重要角色，加拿大會在對加拿大人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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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前提下，增進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

【由王韻潔綜合報導，取材自 Financial Post，2018 年 10 月 2 日；路透社，2018 年 10

月 3日】

▲美國有意在貿易談判中要求日本擴大農產市場開放

日本過去對於美日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多表抗拒，然而美國以提高汽車關稅作為威脅，

逼迫日本讓步，使得日本於今（2018）年 9 月同意針對降低貨品關稅展開談判。雙方於

9 月 26 日就啟動美日貨品貿易協定（Trade Agreement of Goods, TAG）達成共識，旨在

實現雙邊貨品貿易自由化，而在談判期間，美國表示不會對日本進口汽車徵收 25%的追

加關稅。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於 9 月在紐約

舉行峰會後的聲明中指出，兩國同意日本不會給予美國農產品較其既有協定更多的市場

進入條件，意即日本無意做出超過以往協定的承諾。另外，雖然安倍強調雙方討論並非

尋求達成一項全面性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但美國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10 月 4 日在華盛頓的演講中則表示，美國將與日本進行歷史性的 FTA 談

判，突顯雙方對於貿易談判似乎有認知上的差異。

美國農業部長帕度（Sonny Perdue）近日在華盛頓受訪時表示，美國有意在美日貿

易談判中，要求日本農產品市場開放程度須等同甚或高於日歐盟經濟夥伴協定（Japan-

EU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日本與歐盟在今年 7 月 17 日簽署日歐 EPA，

日本對歐盟農產品的開放，包括廢除葡萄酒關稅、降低起司、豬肉、牛肉等關稅，並以

2019 年生效為目標。帕度認為，對於日本來說，美國是較歐盟關係更為緊密的盟友，且

因日本的軍隊受和平憲法限制，其國家安全嚴重地仰賴美國。

倘美國態度強硬，日本恐將面臨嚴峻考驗；然若日本對美國進一步開放農產品市場，

則可能激怒安倍所屬之自民黨的主要支持者－農業界。對此，日本貿易部長世耕弘成

（Hiroshige Seko）於 10 月 5 日時表示，就其認知，日本與美國要討論的並非一全面性

的 FTA。就農產品而言，美國曾明確表示將尊重日本的立場，而日本過往於經濟協定中

對農產品的市場開放已是最大的讓步。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Taro Aso）亦

指出，安倍和川普的會談中並沒有提到「FTA」這個字詞。

【由許裕佳報導，取材自 International Trade Daily，2018年 10月 9日】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9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21期（2018.10.12）

▲泰國正在擁抱「平台經濟」

泰國匯商銀行（Siam Commercial Bank, SCB）、開泰銀行（Kasikorn Bank）和曼谷銀

行（Bangkok Bank）等銀行表示，泰國正面臨數位與新興科技帶來的挑戰與商機。目前，

泰國正對抗電商時代所帶來的競爭力威脅，尤其是中國大陸阿里巴巴與美國亞馬遜

（Amazon）等電商龍頭，試圖將其商業模式從過往的網路商品販售拓展至其他服務業，

如金錢放貸等。同時，泰國傳統的商業銀行亦面對金融新創企業的崛起，且新興企業很

可能超越既有銀行的經營模式。由以上可見，泰國目前正經歷「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的崛起。

為因應上述挑戰與商機，泰國銀行採取的因應策略係盡可能讓用戶從實體銀行移轉

至其於網路與手機等新平台。泰國匯商銀行與開泰銀行表示，由於手機的應用程式

（Application, APP）廣為用戶使用，故計畫關閉部分實體銀行，甚或將其轉型成處理新

型服務的中心。另外，為加速用戶從實體銀行移轉至網路銀行，泰國銀行對使用網路銀

行進行轉帳或繳費之客戶則免收服務費；然若在實體銀行交易則仍須收取服務費，藉此

提高客戶使用網路銀行之誘因。

除此之外，大數據（Big Data）的浪潮也席捲至泰國，個人資料的積累擁有高度價

值，尤其將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應用於分析每個用戶的消費習慣、產品與服務的消費偏

好等。以銀行為例，每月 16 日或 30 日，一般泰國受薪者將拿薪資本票來兌換薪水，以

支付房租、車貸等費用，因此擁有該用戶資金流動的數據，即能準確掌握其每日的消費

行為與習慣。

在泰國匯商銀行的手機 APP 上，用戶幾乎能完成所有的交易，無論何時何地，均可

快速申請貸款、信用卡、購買保險、電影票，以及網路購物等，且網路購物常常提供龐

大的折扣優惠，以吸引用戶使用網路購物平台。為搶占市場商機，泰國銀行正與各界商

業夥伴與店家合作，以因應新時代用戶的產品與服務之消費新形態。除金融服務外，該

平台也扮演類似於 Amazon、Airbnb 等網路媒合者的功能。自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

平台經濟之商業模式占全球經濟活動的比重逐年擴大。

根據埃森哲（Accenture）報告顯示，以平台為基礎的商業模式在未來幾年內很可能

成為商業策略的核心。支持者認為，模式轉型將會帶來更高的生產力，同時將低成本、

改善既有市場的無效率現象，甚至有助於開創新市場。新商業模式也賦予更多的彈性與

提高易達性，因此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可望從中受惠。然而，批評者認為，平台經濟的

崛起將惡化失業的情況，傳統的工作型態將被新技術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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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經濟所反映的數位商機，正好與新加坡在 2018 年 4 月第 32 屆東協高峰會上提

倡的數位商機一致，新加坡作為數位經濟龍頭，試圖在東協整合議程上突顯「數位經濟」

與「智慧城市」兩個新興議程，均與平台經濟緊密相關，可見平台經濟已成為當前東協

整合議程上的主旋律。

電子商務亦是「泰國 4.0」發展計畫的重要目標產業，在旗艦計畫「東部經濟走廊」

（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 EEC）之中亦針對電子商務制定許多規劃，以吸引外人投

資。2018 年 4 月，中國大陸電商巨擘阿里巴巴斥資 110 億泰銖（約 22 億人民幣）投資

EEC，欲在當地建立智慧數位中心與相關設施，使用阿里巴巴的高效處理物流數據之大

數據技術，連接全球物流系統，提升泰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貨運配送，並處理泰國與柬

埔寨、緬甸、寮國、越南等國家的邊境貿易。然有部分論者則認為，在中國大陸電商大

舉進入下，有可能會擠壓泰國本地電商的市場生存空間。

【由李明勳報導，取材自 The Nations，2018 年 10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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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正面共識決（positive consensus）與負面共識決（negative consensus）

positive consensus、negative consensus

WTO 協定中所謂的共識決（consensus），係指關於決策之方式須以所有會員之共識

為之。共識決基本上可分為兩種，亦即正面共識決（positive consensus）與負面共識決

（negative consensus），前者係指必須由所有會員表示同意，決策始為通過，例如 WTO

協定第 9.1 條「WTO 應繼續 GATT 1947 以共識做為決策的運作方式。…」即為適例。

而後者係指除非所有與會會員對該決議均表示反對，否則該決議即為通過，例如爭端解

決規則及程序瞭解書（DSU）第 16.4 條關於小組報告之通過，規定「在向會員傳送小組

報告 60 日內，除爭端當事國一方正式通知 DSB 其決定上訴或 DSB 以共識決議不予通

過小組報告外，DSB 應於其會議通過該報告，…」此處之共識決即為所謂之負面共識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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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兩岸經濟前瞻與關鍵議題

網址：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01413

摘要：
本書由兩岸學者專家共同執筆，係為 2017 年中華經濟研究院與中國社會

科學院之年度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彙編而成。內容主要探討當前中國大陸與

臺灣面臨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關鍵議題。全書共收錄 12 篇論文，除了 2 篇特邀

稿件分別探討中國大陸宏觀調控體系的變化，以及臺灣面臨全球化與人工智

慧時代的挑戰。其餘 10 篇分就中國大陸的體制創新、國際資本移動、一帶一

路倡議、扶貧、人力資本；以及臺灣的社經發展、區域經濟與科技前瞻等多元

議題進行探討。深入淺出分析當前兩岸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內涵與未來挑

戰，提供廣大關心兩岸情勢之讀者掌握關鍵經貿發展脈動。

期刊介紹

篇名： Institutional interconnections: understanding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出處：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 Volume 14, Issue 5, October 2018, Pages 853-

876.

作者： Nadia Von Jacobi.

摘要：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rconnections among institutions

and other structural factors by focusing on two features: the manifold nature of

linkag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lations being asymmetric. An analogy to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common in ecology, serves as inspiration for an innovative

methodological strategy to empirically study multiple interconnections. Focusing

on the Brazilian municipality level, the study includes 54 structural factors in a

correlation network. Empirical results include the identification of centroids,

meaning most connected factors, which tend to gain or lose importance at higher

levels of municipal development;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sitive asymmetr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uctural factors, which may inform on system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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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com.tw/products/001080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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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經濟論壇 李淳、陳馨蕙

 Taiwan’s Economic Situation

and Outlook.

 Overview-Taiwan’s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Global economic forecasts for

2018 and 2019.

 Taiwan’s economic situation

and outlook.

 Taiwan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

 Uncertainties,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ies.

 Taiwan’s economic challenges

the outlook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Introduction.

 Taiwan’s macroeconomic

structure, performance and

challenges.

 Taiwan’s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Prospect of Taiwan-ASEAN

economic relationship: new

initiatives and the role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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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10/17 德國出口管制介紹研討會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21

中經院WTO及 RTA 中心、

經濟部國貿局、外交部
額滿為止 10/26

2018 年WTO及 RTA國際研討會：

全球化與多邊貿易組織的前景與挑戰
http://www.cier.edu.tw/news/detail/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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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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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 日～11 月 12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10/15-16 一～二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10/17 三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mmittee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10/18-19 四～五 General Council

10/19 五 Working Party on 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10/22 一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10/23 二

 Committee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 Special Meeting

 Informa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Committee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 Regular meeting

10/23、25 二、四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Vanuatu

10/24 三

 Committee on Anti-Dumping Practices - Informal Group on
Anti-Circumvention

 Committee on Anti-Dumping Practices

10/25-26 四～五 Committee on Anti-Dumping Practices - Working Group on Implementation

10/29 一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10/30 二

 SPS - Thematic Session

 Sub-Committee on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Committee of Participants on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10/31 三 Informal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11/1-2 四～五 Committee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11/2 五 Informal Open-ended 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11/6-9 二～三 Informal Open-ended Negotiating Group on Rules (Fisheries Subsidies)

11/8-9 四～五 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1/12-13 一～二 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RTA

CPTPP、RCEP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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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10/8-14 一～日

ASEAN: Preparatory SOM-40thAMAF, Preparatory SOM-18thAMAF Plus
Three, 40thAMAF, 18thAMAF Plus Three, 6thASEAN-China Ministerial Meeting
on SPS Cooperation, Viet Nam.

10/14-16 日～二
ASEAN: Joint Consultative Meeting (JCM), ASEAN SOM, ASEAN Plus Three
(APT) SOM, East Asia Summit (EAS), Singapore.

10/16 二 APEC: Finance and Central Banks Deputies Meeting (FCBDM).

10/16-18 二～四
ASEAN: 9th Meeting of the CPTFWG Sub Working Group on the ASEAN
Customs Transit System (SWG-ACTS), Cambodia.

10/16-19 二～五 ASEAN: 17th Meeting of the Senior Level Committee (SLC), Malaysia.

10/17 三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FMM).

10/17-18 三～四
APEC: EC 07 2017A – Capacity Building for Managing Single Online Portal for
Regulatory Information.

10/18-19 四～五 APEC: APEC FSCF PTIN Export Certificate Workshop (SCSC 04 2018S).

10/18-20 四～六
ASEAN: 12th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ADMM) and the 5th ADMM-
Plus, Singapore.

10/20 六
APEC: APEC FSCF PTIN Workshop on Dairy Export Certification (SCSC 07
2017S).

10/22 一 WB: The Seventh Public Investors Conference.

10/22-24 一～三 OECD: Global Forum on the Circular Economy, Yokohama, Japan.

10/23-25 二～四
ASEAN: 25th Customs Procedures and Trade Facilitation Working Group
(CPTFWG), Indonesia.

10/24-25 三～四 WB: 3rd ASEAN Public Procurement Knowledge Exchange (APPKE) Forum.

10/25-27 四～六 APEC: APEC Young Entrepreneurs Networking Program.

10/29-11/2 一～五
APEC: Empowering Women as Managers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Sector
APEC Training Programme.

10/30-31 二～三 APEC: 29th Automotive Dialogue Meeting.

10/31 三 OEC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on Africa, Paris, France.

10/31-11/2 三～五 OECD: Global Perspectives Conference, Berlin, Germany.

11/1-2 四～五
IMF: 19th Jacques Polak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and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11/5-6 一～二

APEC:

 3rd Expert Meeting on Trade Facilitation Through an APEC Framework
on Food Safety Modernisation (SCSC 04 2017S).

 EC 03 2018A – Promoting Competition Assessment for Improved Market
Efficiency in Viet Nam.

11/5-9 一～五
WB: Law,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Week 2018 - Right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11/8-9 四～五
 APEC: EC 05 2018A - Workshop for Developing a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for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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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OECD: Conference on Implication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the
business sector, London, United Kingdom.

11/11-15 日～四 ASEAN: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 Council Meeting, Singapore.

11/12-13 一～二
 APEC: Concluding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CSOM).

 ASEAN: ASE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Summit, Singapore.

11/12-18 一～日

APEC:

 APEC Economic Leaders Week.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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