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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0 年之後，全球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正蓬勃發

展，亞太區域的區域經濟組織也方興未艾，這其中對我國影響最大的是中國在亞

太區域所推動的封閉式經濟組織，不但排除我國加入，並全面阻擾我國在亞太地

區內外和其他的國家簽定 FTA。 
國內有些學者專家認為如果沒有改善之道，或者是沒有突破這種困境，我國

將會被邊緣化，我國經濟發展也會受到負面的影響。本文想從我國對外總體的投

資與貿易數據分析，迄 2004 年底，中國對我國簽訂 FTA 的策略圍堵仍未造成我

國被邊緣化的現象，且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嚴重。但東協加

一、加三及其他亞洲的 FTA 的簽訂是否對我國經濟上造成具體的影響，可能需

要更進一步深入的研究及分析。 
本文首先將探討亞太區域經濟組織體的最近發展。再者，在全球經貿架構

下，分析台灣在全球的經貿與投資的分佈現狀，試圖從此間梳理出我國過去及現

在的貿易與投資模式及其轉變。然後，檢驗在中國經貿磁吸下，我國經濟發展和

中國市場的高依存度，以及這種情況是否和我國及中國加入 WTO 有相關聯。最

後，將提出我國經濟發展出路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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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論 

2000 年之後，全球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正蓬勃發

展，亞太區域的區域經濟組織也方興未艾，這其中對我國影響最大的是中國在亞

太區域所推動的封閉式經濟組織，不但排除我國加入，並全面阻擾我國在亞太地

區內外和其他的國家簽定 FTA。 
FTA 是自由貿易（對成員）與保護主義（對非成員）的結合，會員國之間

基本上適用優惠或零關稅，而非會員國則只能享受最惠國待遇（MFN）關稅（如

果都是 WTO 會員），兩者之間的差別待遇也代表著保護程度的高低。非會員國

所面對的「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成本將會提高。如果台灣被重要的經貿

伙伴們排除在貿易區塊之外，就必須面對甚至承受上述不利影響。這對有形商

品、服務業及其他領域之經濟合作會有極大的影響及衝擊。尤其中國崛起以後，

東亞的地緣經濟產生變化，中國陸續成為韓國、日本、東協、甚至台灣最重要的

經貿伙伴，因此導致地緣政治面臨向中國傾斜的經濟權力重分配，而兩岸關係將

因此會產生何種變化，更是值得觀察。 
國內有些學者專家認為如果沒有改善之道，或者是沒有突破這種困境，我國

將會被邊緣化，我國經濟發展也會受到負面的影響。本文嘗試想探討，並經由貿

易及投資的數據分析，迄 2004 年底中國對我國的 FTA 的圍堵，對我國的全球貿

易及投資上尚未造成我國被邊緣化的現象，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沒有想像中的那

麼嚴重。但數據顯示，在 2001 及 2002 年雙邊加入 WTO 成為會員國之後，我國

出現貿易及投資對中國加速傾斜的現象。這種傾斜在短期可能影響不嚴重，但

ASEAN 加中國及 ASEAN 加三如果成立，而我國還沒有因應策略的話，那麼影

響可能會非常巨大。因此我國尚有時間仔細思考以推出適切的經濟策略，但必須

要積極地思考，而且時間尚在流失中。 
 

貳、亞太區域經濟組織的發展 

目前亞太區域經濟組織體共有三種主要模式，第一個是經濟論壇的模式，例

如 APEC。APEC 成立於 1989 年，重要進展是在 1994 年 11 月的部長級會議，當

時高峰會議在茂物（雅加達郊區之避暑地）舉行，與會成員共達 18 個。會後發

表的「茂物宣言」，明白宣示已開發國家在西元 2010 年，開發中國家在 2020 年

完成貿易自由化，揭示了亞太地區成為亞太共同體的遠景。到了 2002 年在墨西

哥召開，會員已經到達了 21 個國家。 
第二個模式是準關稅領域模式，例如 ASEAN。東協（ASEAN）在 1967 年

8 月份，由六個國家，在泰國曼谷簽署「東南亞國家聯盟宣言」正式成立。到了

1999 年，增加到了 10 個會員國。東協在 2003 年已完成自由貿易區的建構，各

成員國的關稅降到 0 至 5％，至於剛加入的國家，例如緬甸、柬埔寨、越南、寮

國，可以延緩到 2006 年至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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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的內部整合已開始由 FTA 逐步往關稅同盟，甚至往東協共同經濟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邁進。2003 年 10 月 7 日在印尼峇里島召

開的第 9 屆東協高峰會中簽署「峇里協約二號（Bali Concord Ⅱ)」，東協各國表

示希望在 2020 年以前能強化彼此的整合關係，以轉型成為東協經濟共同體。而

東協各成員國也開始以東協的共同名義，對外洽簽各種經貿合作協定，因此，東

協目前的發展可以「準關稅同盟」視之。 
第三個模式是最近蓬勃發展起來的 FTA。FTA 發展，除了雙邊的 FTA（例

如：美國與新加坡 FTA；新加坡與日本 FTA）外，還有一些正在談判協商中的多

邊區域自由貿易區，包括「東協加三」及「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區」。 
在 1999 年 WTO 總理事會議在西雅圖舉行，因多邊協商進展不順利，很多

國家只好利用 FTA 進行雙邊的經貿協商。在這種趨勢下雙邊的 FTA 也在亞洲蓬

勃發展，日本、韓國、中國、新加坡、泰國、紐西蘭、澳洲及香港皆和亞洲區域

內或區域外的國家皆有洽簽 FTA（詳見表 1）。這裡頭最積極和主動簽定雙邊 FTA
的是新加坡，但從 2002 年之後，日本也在積極的迎頭趕上。最有策略的應屬韓

國和新加坡；而對我最排斥和不利的是中國所推動的多邊 FTA。 
一、雙邊 FTA 

新加坡與日本皆積極推動 FTA，意欲成為雙邊談判的亞洲樞紐（hub），以成

為區域中心。新加坡是亞洲區域推動 FTA 最活躍、最有成果的國家之一，除了

本身即屬東協集團一員之外，更已經與日本、紐西蘭、歐洲自由貿易協會、澳洲、

美國等簽訂雙邊貿易協定，此舉應有戰略層次的考量。日本則是在這幾年轉而積

極推動 FTA，目前已與新加坡、墨西哥簽訂 FTA，日本並與 ASEAN、泰國、菲

律賓、馬來西亞、韓國、智利、印尼、汶萊、中國、韓國等研議成立 FTA 或自

由貿易區的可行性。  
韓國雖然沒有與日本一樣積極地推動 FTA，但是韓國非常有策略地佈署

FTA。韓國為了要在 NAFTA 成為 FTAA 之前，先和智利簽訂 FTA，透過智利當

窗口，不但能夠享受南方共同市場的利益，當 FTAA 成立之後，更可以透過智利

這個窗口和 FTAA 的會員國享受貿易的便捷化與投資優惠。因此可以說智利是韓

國在美洲區域經濟的窗口。再來為了要打入歐盟市場，韓國和北歐四小國簽訂

FTA，利用北歐四小國作為韓國的貨品進入歐盟的跳板。然後韓國和新加坡簽訂

FTA，其用意也是想利用新加坡作為韓國的貨品進入到 ASEAN 及 ASEAN 加中

國 FTA 的市場。 
新加坡在簽訂 FTA 上也是非常有策略，在歐洲方面和歐盟簽訂 FTA，在美

洲方面和美國及智利也都簽訂 FTA，目前也正和加拿大及墨西哥洽簽中；這些

FTA 是新加坡在美洲的窗口。然後新加坡在亞洲和主要的三個強國，和日本及韓

國已簽有 FTA，和中國的 FTA 也正研議洽簽中。和韓國比起來，新加坡能夠這

麼樣順利在三大經濟圈裡頭佈署 FTA，主要是因為新加坡沒有農業的考量，因此

新加坡模式並不是任何國家可以模仿的（詳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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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亞洲區域經濟整合國家一覽表 

日本 已簽署：新加坡、墨西哥 
洽簽中：泰國、馬來西亞、印度、菲律賓 
研議中：ASEAN、智利、印尼、汶萊、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韓

國、澳洲、ASEAN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 
韓國 已簽署：智利、新加坡、北歐四小國 

洽簽中：加拿大、ASEAN 
研議中：ASEAN、中國、日本、美國、紐西蘭、ASEAN 中日韓

自由貿易區 
新加坡 己簽署：日本、紐西蘭、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澳洲、美

國、約旦、韓國、巴林、吉爾吉斯、智利、汶萊；「紐、新、智、

汶萊」4 國 FTA 
洽簽中：加拿大、墨西哥、印度、伊朗；「新、智、紐」”太平洋

-3”FTA 
研議中：歐盟、中國 

紐西蘭 已簽署：澳洲、新加坡、「紐、新、智、汶萊」4 國 FTA 
洽簽中： 中國、泰國；CER 澳紐緊密關係協定；「新加坡、智

利、紐西蘭」”太平洋-3”FTA；香港 
研議中：韓國、智利 

澳洲 已簽署：紐西蘭、新加坡、泰國、美國 
洽簽中：CER 澳紐緊密關係協定 
研議中：日本 

香港 已簽署：中港 CEPA 
洽簽中：紐西蘭 
研議中：中、港、澳(門)自由貿易區 

ASEAN 已簽訂：東協自由貿易協定(AFTA)、ASEAN+CHINA 自由貿易

區 
洽簽中：CER 澳紐緊密關係協定 
研議中： ASEAN+Japan 、 ASEAN+Korea 、 ASEAN+India 、
ASEAN+EU、美國 

泰國 已簽署：巴林、澳洲 
洽簽中：智利、墨西哥、秘魯、印度、日本、紐西蘭 
研議中：美國 

中國 已簽署：中國-香港 CEPA、中國-澳門 CEPA 、上海合作組織 
洽簽中：ASEAN+China 自由貿易區、紐西蘭、智利 
研議中：中、港、澳(門)自由貿易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中韓

自由貿易區、中國印度自由貿易區、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區 
資料來源：國貿局網站，台經院整理。2004 年 6 月。 
說明：本表業經比對 WTO 網站資料，修訂而成。 

 
二、多邊 FTA 

在亞洲地區最積極推動多邊 FTA 的是中國和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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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 10 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尤其是亞太地區的經濟活動，他們經常立

場一致，發表他們的看法，為 ASEAN 爭取權益。1997 年爆發東南亞金融危機後，

為了迎接未來的經濟發展和全球化、區域化的挑戰，東協國家改變其經濟戰略，

加強與所有東亞國家─尤其是該地區的大國─和經濟強國，例如中國、日本、韓

國的團結與合作。東協把同東亞的合作視為重要的對外戰略，因此在 1997 年 12
月，促成東協和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的會晤機制的建立。到了 1999 年 12 月

份，東協與中、日、韓簽署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確定了東亞國家全面的長

期合作框架。 
根據中國學者陳喬之的看法，「東協加三」會議實際上是道道地地、以東協

為中心的國際論壇，是東協的擴大會議，是東南亞對東北亞的深入利用，是金融

危機後東協為求生存而實行的「外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下我們就多邊的

FTA 進行簡要分析。 
(一)沒有領導中心而且互懷鬼胎的「東協加三」 
東協與中日韓（「十加三」）領導人會議是指東協 10 國加上中國、日本、韓

國三國領導人舉行的會議，雖然從 1997 年成立發起，已經經過了七次重要的會

議。在這七次的會議當中，以 1999 年 11 月 28 日第三次東協與中日韓領導人會

議比較有具體的建議和主張，該次會議結束時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其

餘的會議則毫無重大的進展或突破。 
根據本文的看法，推動東協與中日韓（「十加三」）的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困難，

除了經濟發展情況差距很大；產業結構南轅北轍；政治結構很不一樣；經濟制度

差異也大；文化、宗教、語言也不一樣。 
在這些不利條件的情況下，東協與中日韓「十加三」合作能否有效推進，其

一關鍵在於中日韓三國之間是否真正有誠意合作，以目前情形來看尚有很大的問

題。其二是東亞合作難於有效推進，關鍵是缺乏核心的國家來發揮積極的推動作

用。如果缺乏能起核心作用的國家，這樣的合作不可能有更大的進展，只能停留

在論壇階段。按理，中、日兩國都可以做為核心，在「十加三」合作中發揮主導

作用，但由於種種原因，目前中日兩國都不願出來主導東協與中日韓「十加三」

的合作。根據中國學者的看法，為了擺脫這種尷尬的情況，他們建議讓東協成為

該組織的主要核心國。其實，中國學者也知道東協本身就欠缺成為該組織主要核

心國的條件。其三是缺乏約束機制，「十加三」合作要取得實效，必須朝向機制

化方向發展，但目前仍沒有走到這地步。因此，「十加三」成立至今 8 年來仍處

於「經濟論壇」階段，難於繼續向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方向發展。 
（二）積極發展推動的「東協加中國」 
在東協和中國為主導的次區域經濟體中，以「東協加中國」發展最為積極，

其進度正在加速當中，合作的項目也非常明確，目前是亞洲次區域經濟體最受到

矚目的一個。根據東協秘書處官員 Thitapha Wattanapruttipaisan 的看法，「東協加

一」因為降低關稅的原因，中國對東協的進口需求每年將增加 10％，即從 2000
年的 222 億美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335 億美元。如果東協官方的計算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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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那麼對於為什麼雙方會熱衷於成立「東協加中國」，就不足為奇了。 
事實的發展狀況是自 1995 年起，中國與東協的雙邊貿易額以年均 15％的幅

度增長。以 2002 年為例，中國與東協的雙邊貿易額達 547.7 億美元，與 2001 年

同比增長 31.7％；2003 年達 782.5 億美元，2004 年更達 1,059 億美元；據中國商

務部統計，2005 年前三季雙邊貿易額更達 945.5 億美元。目前，東協已繼歐盟、

美國與日本之後成爲中國第四大貿易夥伴，中國則成爲東協的第六大貿易夥伴。  
目前，在東協加三的三種模式中，以東協與中國（「十加一」）領導人會議最

為積極，達成的經貿協議也最多。 
（三）以中國為主導的次區域經濟體：正在推動中的「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

區」 
『中日韓推進三邊合作聯合宣言』是中共總理溫家寶在 2003 年 10 月 7 日在

印尼峇里島參加中日韓領導人第五次會議簽署的。中共總理溫家寶並就今後三國

合作提出四點建議：一、盡早成立「三方委員會」，根據「聯合宣言」對三國合

作進行協調和規劃；二、繼續深入研究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問題，中方支持三

國研究機構，下一步著手研究三國自由貿易區可能產生的產業影響；三、深化三

國部門間合作，中方希望盡快建立流通、特別是物流合作機制，繼續探討建立質

量監督檢驗檢疫合作機制，逐步擴大促進三國貿易便利化的措施，支持三國媒體

加強合作；四、2004 年在中國舉辦一次「中國振興東北」與東北亞合作研討會，

中國開始實施「振興東北」戰略，是否將為三國合作提供新的機遇，是值得觀察

的。 
以上這些自由貿易區有下列幾個特色：第一、以中國和東協為主導地位；第

二、排除美國；第三、日本與韓國也不過是被動的角色；第四、東協加一（中國）、

或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區，皆是中國布局亞洲、包圍亞洲的策略，東協加一（中

國）是由亞洲的南方包圍亞洲，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區是由亞洲的東北亞包圍亞

洲。因此當東協加一或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區任何一項成功，皆可樹立中國在亞

洲的主導權。當中國的主導權在亞洲確立之後，台灣就可能被邊緣化。在建議台

灣的因應之道之前，本文首先分析台灣在全球貿易與投資的狀況。 
 

參、全球架構下台灣的經貿與投資的分佈現狀 

一、我國的全球貿易 
根據表二，我國的全球貿易總額在 1995 達到 2152 億美金，在 1997 年增加

到 2365 億美金，成長 9.8％。但在 1998 年又衰退到 1995 年的水準。2000 年我

國的貿易總額增長達到 2883 億美金，但在 2001、2002 因為國際貿易的不景氣又

往下滑，一直到 2003 才又達到 2714 億美金，和 1995 年相比增長 20.7％。根據

行政計處「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2005 年 5 月），我國的進口佔世界比例 1987
－1991 是 1.61％，1991－1996 是 1.93％，1997－2001 也維持 1.93％，到了 2002
年只佔 1.71％，2003 年更下滑到 1.67％。在出口方面，我國出口佔世界比例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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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是 2.12％，1992－1996 是 2.18％，1997－2001 是 2.15％，到了 2002 下

滑到 2.03％，2003 年更減少到 1.93％。雖然在貿易總額方面我國的進出口總額

呈現上升的趨勢，但所佔的世界比例方面呈現下降趨勢，這表示其他國家的貿易

成長比我國成長還要快。 
 

表二  我國進出口貿易變動情況，1995－2004 年 
單位：千美元 

年度 出口 進口 進出口總額 出超(+)或入超(-) 

1995 111,658,800 103,550,044 215,208,844 8,108,756 
1996 115,942,064 102,370,021 218,312,085 13,572,043 
1997 122,080,673 114,424,665 236,505,338 7,656,008 
1998 110,582,293 104,665,312 215,247,605 5,916,981 
1999 121,590,945 110,689,863 232,280,808 10,901,082 
2000 148,320,561 140,010,636 288,331,197 8,309,925 
2001 122,866,261 107,237,394 230,103,655 15,628,867 
2002 130,596,781 112,530,093 243,126,874 18,066,688 
2003 144,179,522 127,248,508 271,428,030 16,931,014 
2004 174,014,163 167,889,814 341,903,977 6,124,349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財政部統計月表）（2005）。 
 
現就我國和其他主要區域經濟體及國家的貿易狀況進行分析。 
（一）台灣對歐盟(東擴前 15 國) 貿易額                          
我國和歐盟(東擴前 15 國)在 1995 年的貿易總額達到 295 億美元，佔我國該

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的 13.7％；1998 年雙邊貿易額達到 361 億美元，佔我國當年

貿易總額的 16.77％。到了 2000 年是我國和歐盟貿易達到最高峰，貿易總額達到

376 億美元，佔當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 13.04％。之後，我國和歐盟的貿易額

下滑，至 2002 年僅存 289 億美元，但到了 2004 年又增加到 375 億美元，雖然在

貿易總量上又恢復到 2000 年的水平，但因我國在 2004 年的貿易總額達到 3419
億美元，因此，台灣和歐盟的貿易總額僅佔我國貿易總額的 10.96％（參閱表三）。 

雖然歐盟在 2003 年擴張為二十五個會員國，但因為我國和新增的十國貿易

量並不大，因此東擴後的二十五國和我國的貿易總額所增加的幅度有限。例如

2003 年東擴後我國和歐盟二十五個會員國的貿易總額是 328 億美元，佔我國當

年對外貿易總額的 12％；2004 年雙邊的貿易額達到 389 億美元，佔當年我對外

貿易總額的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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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對歐盟貿易額 
單 位 : 美 元 

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值表   報表名稱 :FSC3030R 貿易值表   查詢期間 : 1995 年至 2004 年 

國家(地區) : 歐盟(東擴前 15 國)(EU-15)  

貿易總值 出口 進口 出(入)超值 

增減比% 增減比% 增減比% 增減比% 年(月)別 
金額 

(同期) 
金額 

(同期) 
金額 

(同期) 
金額 

(同期) 

1995 29,521,029,913 18.614 14,592,342,821 21.63 14,928,687,092 15.808 -336,344,271 -62.36 

1996 32,416,406,396 9.808 15,800,713,094 8.281 16,615,693,302 11.3 -814,980,208 142.305 

1997 35,083,678,928 8.228 17,181,315,066 8.738 17,902,363,862 7.744 -721,048,796 -11.526 

1998 36,103,414,173 2.907 18,472,253,394 7.514 17,631,160,779 -1.515 841,092,615 --- 

1999 33,482,983,905 -7.258 19,060,160,189 3.183 14,422,823,716 -18.197 4,637,336,473 451.347 

2000 37,643,729,339 12.426 22,162,118,080 16.275 15,481,611,259 7.341 6,680,506,821 44.059 

2001 31,194,630,414 -17.132 18,366,633,386 -17.126 12,827,997,028 -17.14 5,538,636,358 -17.093 

2002 28,921,200,519 -7.288 16,922,374,696 -7.863 11,998,825,823 -6.464 4,923,548,873 -11.105 

2003 32,815,696,991 9.277 19,481,492,233 9.672 13,334,204,758 8.707 6,147,287,475 11.825 

2004 38,927,119,088 18.623 22,246,851,988 14.195 16,680,267,100 25.094 5,566,584,888 -9.446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2005）。 
註：1990～2002 年是東擴前 15 國的資料，2003～2004 年則是東擴後 25 國的資料。 

 
（二）台灣和中南美洲的貿易情況 
1995 年我國和中南美洲的貿易總額是 51.6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貿易總額

的 2.4％。1999 年中南美洲和我國的貿易總額共達到 48.5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

的 2％，2000 年雙邊的貿易總額達到 60.2 億美元，也大約是 2％，到了 2004 年，

台灣和中南美洲雙邊的貿易額達 69.6 億美元，也是維持在 2％左右（參閱表四）。 
 

表四  台灣對中南美洲貿易額 
單位：美元 

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值表 報表名稱：FSC3030R 貿易值表查詢期間 : 1995 年至 2004 年 

國家(地區)：南美洲+中美洲  

年份 貿易總值 累計 出口 進口 出(入)超值 累計 

1995 5,166,302,411 23,752,910,049 2,767,868,949 2,398,433,462 369,435,487 1,442,380,525 

1996 5,067,293,941 28,820,203,990 2,901,790,736 2,165,503,205 736,287,531 2,178,668,056 

1997 6,126,201,357 34,946,405,347 3,585,639,544 2,540,561,813 1,045,077,731 3,223,745,787 

1998 5,190,235,729 40,136,641,076 3,218,517,699 1,971,718,030 1,246,799,669 4,470,545,456 

1999 4,854,050,133 44,990,691,209 2,940,716,844 1,913,333,289 1,027,383,555 5,497,929,011 

2000 6,024,577,882 51,015,269,091 3,921,458,214 2,103,119,668 1,818,338,546 7,316,267,557 

2001 4,751,041,921 55,766,311,012 3,222,348,653 1,528,693,268 1,693,655,385 9,009,922,942 

2002 4,810,843,741 60,577,154,753 2,919,290,919 1,891,552,822 1,027,738,097 10,037,661,039 

2003 5,262,022,985 65,839,177,738 2,870,370,590 2,391,652,395 478,718,195 10,516,379,234 

2004 6,967,051,315 72,806,229,053 3,389,771,085 3,577,280,230 -187,509,145 10,328,87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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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2005）。 
 
（三）台灣和北美洲的貿易情況 
1995 年我國和北美洲的貿易總額是 502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貿易總額的

23.3％。1999 年北美洲和我國的貿易總額共達到 534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的

23％，2000 年雙邊的貿易總額達到 630 億美元，大約是 21.9％，到了 2004 年，

雙邊的貿易額達 525.8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貿易總額的 15.3％左右（參閱表五）。 
 

表五  台灣對北美洲貿易額 
單 位 : 美 元 

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值表                   報表名稱 :FSC3030R 貿易值表       查詢期間 : 1995 年至 2004 年 

國家(地區) : 北美洲(NORTH AMERICA)  

貿易總值 出口 進口 出(入)超值 

增減比% 增減比

% 
增減比

% 
增減比% 年(月)別 

金額 
(同期) 

金額 
(同期) 

金額 
(同期) 

金額 
(同期) 

1995 50,203,024,793 11.341 27,838,020,493 7.915 22,365,004,300 15.922 5,473,016,193 -15.84 

1996 49,593,521,968 -1.214 28,264,853,313 1.533 21,328,668,655 -4.634 6,936,184,658 26.734 

1997 55,970,735,953 12.859 31,150,397,048 10.209 24,820,338,905 16.371 6,330,058,143 -8.739 

1998 51,788,411,185 -7.472 30,950,135,653 -0.643 20,838,275,532 -16.044 10,111,860,121 59.744 

1999 53,469,549,351 3.246 32,652,596,388 5.501 20,816,952,963 -0.102 11,835,643,425 17.047 

2000 63,098,811,771 18.009 36,696,967,497 12.386 26,401,844,274 26.829 10,295,123,223 -13.016 

2001 48,444,733,707 -23.224 29,219,817,602 -20.375 19,224,916,105 -27.183 9,994,901,497 -2.916 

2002 47,336,826,893 -2.287 28,297,648,844 -3.156 19,039,178,049 -0.966 9,258,470,795 -7.368 

2003 45,311,581,212 -4.278 27,412,991,521 -3.126 17,898,589,691 -5.991 9,514,401,830 2.764 

2004 52,586,817,725 16.056 29,756,734,741 8.55 22,830,082,984 27.552 6,926,651,757 -27.198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2005）。 
 
（四）台灣和東南亞的貿易情況 
1995 年我國和東南亞的貿易總額是 520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貿易總額的

24.16％。1999 年東南亞和我國的貿易總額共達到 548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的

23.6％，2000 年雙邊的貿易總額達到 696 億美元，大約是 24.1％，到了 2004 年，

雙邊的貿易額達 709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貿易總額的 20.7％左右（參閱表六）。 
 

表六  台灣對東南亞貿易額 
單 位 : 美 元 

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值表   報表名稱 :FSC3030R 貿易值表  查詢期間 : 1995 年至 2004 年 

國家(地區) :東南亞(S.E. ASIA)  

貿易總值 出口 進口 出(入)超值 年(月)別 

金額 增減比% 金額 增減比% 金額 增減比% 金額 增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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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 (同期) (同期) (同期) 

1995 52,016,017,260 24.163 40,002,893,310 25.253 12,013,123,950 20.667 27,989,769,360 27.33 

1996 53,445,125,310 2.747 40,989,892,511 2.467 12,455,232,799 3.68 28,534,659,712 1.947 

1997 58,416,248,733 9.301 43,555,699,435 6.26 14,860,549,298 19.312 28,695,150,137 0.562 

1998 49,432,408,790 -15.379 35,269,359,096 -19.025 14,163,049,694 -4.694 21,106,309,402 -26.446 

1999 54,824,813,440 10.909 38,692,005,832 9.704 16,132,807,608 13.908 22,559,198,224 6.884 

2000 69,634,968,352 27.014 47,734,075,346 23.369 21,900,893,006 35.754 25,833,182,340 14.513 

2001 57,208,379,629 -17.845 39,825,581,067 -16.568 17,382,798,562 -20.63 22,442,782,505 -13.124 

2002 61,926,056,181 8.246 44,081,692,995 10.687 17,844,363,186 2.655 26,237,329,809 16.908 

2003 61,463,207,472 -0.747 42,761,079,711 -2.996 18,702,127,761 4.807 24,058,951,950 -8.303 

2004 70,934,316,710 15.409 49,212,136,525 15.086 21,722,180,185 16.148 27,489,956,340 14.261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2005）。 

 
（五）台灣和中國、韓國、日本的貿易情況 
1995 年我國和中國的貿易總額是 225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貿易總額的

10.45％。1999 年中國和我國的貿易總額共達到 258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的 11
％，2000 年雙邊的貿易總額達到 312 億美元，大約是 10.8％，到了 2004 年，雙

邊的貿易額達 616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的 18％左右（參閱表七）。從 2000 年

到 2004 年，我國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從原來佔我國全球貿易額的 10.8％增加為

18％，共增為 8％。這可以從 2001 年中國加入 WTO 後，我國對中國的貿易總額

直線上升，由 278 億美元增加為 2002 年的 374 億美元，2003 年的 463 億美元，

以及 2004 年更增加到 616 億美元（參閱表七），可看出我國在全球貿易模式上的

變動，和中國在 2001 年加入 WTO 有相當大的關係。 
 

表七：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額 
單位(Unit):百萬美元(US$million) 

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值表  報表名稱 :兩岸貿易金額之各種統計(陸委會估算)  查詢期間 : 1995 年至 2004 年 

國家(地區) : CN-中國大陸(CHINA)  

貿易總值 出口 進口 出(入)超值 

年(月)別 
金額 金額 金額 金額 

1995 22525.20 19433.80 3091.40 16342.40 
1996 23787.10 20727.30 3059.80 17667.50 
1997 26370.60 22455.20 3915.40 18539.80 
1998 23951.40 19840.90 4110.50 15730.40 
1999 25834.70 21312.50 4522.20 16790.30 
2000 31233.10 25009.90 6223.30 18786.60 
2001 27847.90 21945.70 5902.20 16043.50 
2002 37412.50 29465.00 7947.70 21517.30 
2003 46319.70 35357.70 10962.00 243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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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61639.10 44960.40 16678.70 28281.70 
資料來源：國際貿易局，2005。 

 
1995 年我國和韓國的貿易總額是 69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貿易總額的 3.2

％。1999 年韓國和我國的貿易總額共達到 98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的 4.2％，

2000 年雙邊的貿易總額達到 129 億美元，大約是 4.5％，到了 2004 年，雙邊的

貿易額達 170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貿易總額的 5％左右。 
1995 年我國和日本的貿易總額是 434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貿易總額的

20.16％。1999 年日本和我國的貿易總額共達到 425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的 18.3
％，2000 年雙邊的貿易總額達到 551 億美元，大約是 19.1％，到了 2004 年，雙

邊的貿易額達 568 億美元，約佔我國當年貿易總額的 16.6％左右。 
總結台灣和歐盟、北美洲、中南美洲、東南亞、中國、日本、韓國的貿易模

式如下，在 1995～2004 年間，我國全球貿易模式的轉變大致以 2000 年為一分水

嶺，並可區分為以下幾種狀況： 
（一）在 2000 年以前和我國的貿易持續增長，但在 2000 年以後和我國的貿

易持續下降，而且往上升的趨勢不強。例如我國和北美的雙邊貿易。 
（二）在 2000 年以前和我國的貿易持續增長，但在 2000 年以後和我國的貿

易有下降的趨勢，但在 2004 年左右又恢復了 2000 的水平。例如我國和東南亞及

歐盟的雙邊貿易。 
（三）在 2000 年以前和我國的貿易持續增長，但在 2000 年以後和我國的貿

易有下降的趨勢，但在 2004 年和我國的貿易大幅增長，超過 2000 年的水平。這

種國家例如日本、韓國，和中南美洲。 
（四）在 2000 年以前和我國的貿易是小幅增長，但在 2000 年以後和我國的

雙邊貿易呈現大幅增長，這種國家例如中國。 
由以上的幾種全球貿易模式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的主要貿易夥伴是歐盟、北

美洲、東南亞等區域經濟，及日本、韓國、中國等國家。因此，證明我國的貿易

其實是分散的，而非以中國為主要的市場。這種分散的市場會因為沒有在亞太簽

訂 FTAs 而有負面影響，目前尚看不出來。 
雖然在 2000 年以後，我國和中國的貿易有大幅的增長，但這同樣也發生我

國和韓國、日本及中南美洲的貿易；再者，我國和歐盟及東南亞的貿易雖然 2000
年稍微下滑之後，但在 2004 年又急速的恢復原先的貿易水平，因此可以說明雖

然我國尚未在亞太地區有任何 FTA 的簽訂，但對我國的全球貿易目前並沒有太

大的影響。 
    再者，2005 年我國的貿易模式也出現了新的現象，1-7 月我國對外貿易總額

2094.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8.9%，其中出口增加 6.6%，為 1051.1 億美元，

進口成長 11.2%，為 1043.6 億美元，出進口相抵，計出超 7.5 億美元，較去年同

期減少 84.3%。但 2005 年 1-7 月我國對加強拓銷目標國家之貿易，以我國對印

度出口成長 52.3%最高，對巴西出口成長 39.0%次之，對俄羅斯出口值增加

26.2%，對越南出口值增長 24.8%，對泰國出口值增長 13.4%，表現相當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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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國對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的出口量，佔我國對全球出口量的比例不是很

高，但這樣的數據也說明了我國的部份全球貿易已經轉移到一些有實力的新興發

展中國家。 
 

二、我國的全球投資 
我國的全球投資也是可以以 2000 年為一分水嶺，根據表八的資料顯示，我

國在東協的投資從 1994 到 1997 都維持 43 到 49 億美元左右的投資額，對美洲的

投資在 1996、97 年也維持 14、19 億美元的投資，在 1998、99 年也維持在 22、
26 億美元的投資。以 1999 年為例，我國對外投資以東協、歐洲、美洲為總合的

話，達 42.8 億美元，但在中國的投資只有 12.5 億美元。2000 年，我國對外投資

以東協、歐洲、美洲為總合，達 53.3 億美元，但在中國的投資是 26 億美元。 我
國對其它地區的投資是我國對中國投資額的兩倍。 

自我國與中國加入 WTO 之後，我國對中國的投資節節上升，從 2000 年的

26 億美元增加到 2001 年的 27.8 億美元；到 2002 年的 38.6 億美元；到 2003 年

的 46 億美元；到 2004 年的 69.4 億美元。反觀我國對東協及美洲的投資反而節

節下降，以 2004 年為例，我國對東協、歐洲及美洲的投資總額是 37 億美元，這

種情況正好和 2000 年的情況相反，我國對中國的投資是我國對其他地區投資額

的將近兩倍。這表示我國投資趨勢或模式的改變，明顯受到中國加入 WTO 的因

素影響。但這並不表示我國在以往的投資沒有全球佈局的觀念，只是中國的崛起

造成我們這種觀念的改變，這也是值得我國在對外全球投資策略上重新檢討。 
 

表八  我國的全球主要投資狀況 
金額單位(UNIT)：千美元 (US$1,000) 

核准對外投資年分區統計表     

年度 北美洲 歐洲 中南美洲 中國 美洲 東協七國 
1995 248,213 59,868 538,892 787,105 4,307,000 
1996 272,404 11,875 1,170,549 1,442,953 4,501,000 
1997 589,685 58,508 1,326,263 

1,092,713 
1,229,241 
1,614,542 1,915,948 4,849,000 

1998 621,049 33,828 2,015,972 1,519,209 2,637,021 1,423,000 
1999 464,222 60,982 1,803,488 1,252,780 2,200,000 2,019,000 
2000 866,559 62,225 3,079,462 2,607,142 3,946,021 1,330,000 
2001 1,341,730 45,594 2,119,172 2,784,147 3,460,902 1,418,000 
2002 588,614 123,416 1,886,961 3,858,757 2,475,575 693,000 
2003 468,401 77,436 2,262,869 4,594,985 2,731,270 937,000 
2004 562,754 62,104 1,318,625 6,940,663 1,881,379 1,754,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對外投資統計年報（2004）。 
說明：本表「中南美洲」是將美洲扣除北美洲所得金額 

 
如果以累計的投資額來看，根據我國政府的官方統計數據，自 1991 至今年

八月為止，我國在中國的投資，經官方核備核準的，累計達 448.42 億美元，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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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約有五萬多家。而根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的資料，從 1991 年至今年 6 月為止，

我國在東協七國的累計投資額約達 406.8 億美元，廠商雖然沒有像在中國那麼

多，但約有兩到三萬多家。這個數據顯現出我國的中小企業基本上已經在亞洲地

區分散投資，因此這些廠商是可以充分利用在中國、東協或亞洲其他國家（例如

日本）的投資而充分享受亞太地區的所有 FTA，不管是 ASEAN 或 ASEAN 加中

國或 ASEAN 加三。 
再者，我國的主要貿易都是在亞洲發生的。例如，在 2004 年我國和東南亞

的貿易總額佔我國對全球貿易總額的 20.1％；在 2004 年我國和中國的貿易總額

佔我國對全球貿易總額的 18％；在 2004 年我國和韓國的貿易總額佔我國對全球

貿易總額的 5％；在 2004 年我國和日本的貿易總額佔我國對全球貿易總額的 16.6
％。如果扣除中國不算，我國 2004 年和東南亞國家、韓國及日本的總貿易額達

到 41.7％，如果再加上中國則約達到 60％，這是我國的主要貿易地區。雖然這

個地區目前所推動的 FTA 把我國排除在外，但我國的企業已經在這個地區作了

妥適的佈署及分散投資，因此對我國已在此地區投資的企業影響不會太大，但對

我國的貿易及沒有在此地區投資的廠商影響會比較大，尤其是當 ASEAN 加中

國、ASEAN 加三成立之後。 
 

肆、我國加入 FTA 的障礙及對中國經濟的依存狀況 

中國是我國和其他亞太國家簽訂 FTA 的主要障礙。在亞太地區，我國已經

和新加坡、澳洲、紐西蘭分別完成 FTA 的諮商，但最終仍無法簽訂 FTA，主要

是來自中國的反對。我國和美國及日本也在進行 FTA 的諮商，但關鍵的進展都

受到阻礙，這也是因為中國的因素。即使是鬆散的經濟論壇像 APEC，中國也是

百般地阻撓我國在其中的角色、功能，並對我國派去參加領袖高峰會的特使也常

加干涉，可見我國和其他國家簽訂 FTA 的困難度。雖然如此，中國卻對台灣的

貿易與投資加劇了磁吸的作用，尤其是加入 WTO 之後，結果造成我國對中國加

速投資並加深我國對其的貿易依存度。 
一、我國製造業對外直接投資(F.D.I)集中在中國大陸地區 

從表八的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對中國的投資從 1999年的 12.5億美元，到 2001
年的 27.8 億，2002 年 38.6 億，2003 年的 45.9 億，2004 年 69.4 億美元，每年以

10～20 億美元的量在成長。 
除了金額的大量成長之外，我國對中國的投資已由傳統製造業到最近一兩年

提升為高科技業的投資，這可以從我國近年來資訊硬體產業的生產總值在海外生

產比重快速的提升看出一些端倪。根據表九，我國資訊硬體產業的生產總值在海

外生產比重由 1997 年 37.4%增加到 2003 年的 79.1%；其中在中國生產的比重由

1997 年 22.8%增加到 2003 年 63.3%。這其中以筆記型電腦的生產總值佔最大，

由 1997 年 66 億美金增加到 2003 年 162 億美金，平均年增長率達到 16.1%；液

晶監視器也在最近幾年快速的急起直追，在中國的生產總值由 2000 年 19 億美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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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到 2003 年的 97 億美金，年增長率達到 72.2%（參閱表九）。以上資料顯示，我

國的電子及電器產品在中國的投資比重在最近幾年快速增長。 

再者，根據表十的資料，在 1991 至 2004 年間，我國電子及電器產品製造業

在中國投資的累積件數達 6,009 件，金額是 140 億美金佔我國投資中國總金額比

重 34.05%。該產業佔我國對中國投資製造業金額比重，在 1992 年是 12%，到 2001
年增加到 49.8%，2002 年也達到了 43.1%。從 1991 至 2002 年該產業在中國的投

資佔我國對外製造業投資總金額比重平均達 35.9%1。由以上數據看出我國的電子及

電器產業太集中在中國投資，而這個產業又是我國比較有競爭力的產業，其科技

成份含量也是比較高的產業。 
 

表九  近年我國資訊產業概況 
單位：億美元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997-2003 

年增率(％) 

資訊硬體產業生產總值 302 338 399 470 428 484   568   11.1 
  海外生產比重(％) 37.4 43.0 47.3 50.9 52.9 64.3  79.1     - 
    中國大陸地區比重(％) 22.8 29.0 33.2 31.3 36.9 47.5  63.3     - 
  筆記型電腦 66 84 111 136 122 139   162   16.1 
  監視器 79 75 94 102 84 106   135    9.3 
    液晶監視器 - - - 19 31 60    97   72.2 
  桌上型電腦 54 65 72 78 69 70    82    7.2 
  主機板 38 43 49 57 56 57    65    9.4 
  光碟機 10 14 17 23 24 31    31   20.8 
  數位相機 - - - 6 8 10    15   

25.72003         海關出口商品總值 1,221 1,106 1,216 1,483 1,229 1,306 1,442    2.8 
  電子、資訊與通信產品 325 307 370 512 393 419   452    5.7 
         核准對外投資總額 72 53 45 77 72 101 101     - 
  電子及電器產品 14 13 13 21 27 32 23     - 
     對中國大陸投資比重(％) 62.5 59.6 42.2 69.6 46.4 83.0 89.9     - 

資料來源：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經濟部（2003）。 
 

                                                
1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中華民國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對外投資及對大陸間接投資統計月

報」。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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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臺灣對大陸投資統計──行業別 

單位(Unit)：百萬美元、% 
1991-2004 年 2005 年 1-4 月 

Jan.-Apr.  2005 
累計 

 
期間 

 
行業 

件數 
 

金額 
 

佔總金

額比重 件數 金額 
佔總金

額比重 件數 金額 
佔總金

額比重 
電子及電器產品製造業 6,009 14,043.9 34.05 93 575.0 39.15 6,102 14,618.9 34.22 
基本金屬製品製造業 2,841 3,703.7 8.98 31 153.3 10.44 2,872 3,857.0 9.03 
化學品製造業 2,023 2,801.3 6.79 22 140.7 9.58 2,045 2,942.0 6.89 
塑膠製品製造業 2,697 2,584.9 6.27 16 39.0 2.65 2,713 2,623.9 6.14 
食品及飲料製造業 2,467 1,933.9 4.69 7 19.4 1.32 2,474 1,953.3 4.57 
紡織業 1,187 1,445.6 3.50 11 65.6 4.46 1,198 1,511.1 3.54 
非金屬及礦產物製品製

造業 
1,435 2,144.5 5.20 9 56.1 3.82 1,444 2,200.6 5.15 

運輸工具製造業 1,058 1,580.3 3.83 11 47.8 3.25 1,069 1,628.1 3.81 
機械製造業 1,319 1,321.1 3.20 29 52.1 3.55 1,348 1,373.2 3.21 
綪密器械製造業 2,998 2,202.3 5.34 28 86.6 5.89 3,026 2,288.8 5.36 
農林及漁牧業 533 208.9 0.51 1 0.1 0.01 534 209.0 0.49 
服務業 1,869 1,428.5 3.46 69 65.2 4.44 1,938 1,493.7 3.50 
其他產業 6,719 5,850.4 14.18 81 168.0 11.44 6,800 6,018.3 14.09 
合計 33,155 41,249.2 100.00 408 1,468.8 100.00 33,563 42,718.1 10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04、2005）。 
 
二、出口方面我國對中國貿易依存度高 

如上面所提到的，在表八的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對中國的投資從 1999 年到

2004 年，每年以 10～20 億美元的量在成長，投資的成長當然會帶動貿易的成長，

其結果是出口方面我國對中國貿易依存度高。  
我國對中國出口總體貿易依存度，根據中國貿易磁帶資料統計結果，由 2000

年的 17.25%增加到 2004 年的 37.21%。依照行政院主計處標準工業分類中分類

項目計算，台灣出口到中國產品的出口依存度，發現 2003 年對中國出口比重超

過五成以上的產業依次為精密機械製造業（78.70%）、化學材料製造業

（67.04%）、金屬基本工業（66.36%）、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56.67%）、皮革

毛製品製造業（52.00%）及電子零組件業（50.75%）。 
在 2004 年，我國對中國出口主要產品前十位是：電機設備及其零件、光學、

照相等儀器及其零附件、機械用具及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鋼鐵、有機化學產

品、人造纖維絲、銅及其製品、工業用紡織物及人造纖維棉等。其中第一位是電

機設備及其零件，金額是一百四十億美金，佔我國對全球出口比重 25.1%，與 2003
年比成長 25.7%；第二位是光學、照相等儀器及其零附件，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金

額是五十七億美金，佔我國對全球出口比重達 51.3%，與 2003 年比成長 80.7%。

這些前十位主要產品，有很多是含有高科技技術成份在內，而且對中國的貿易依

賴程度相當高。 
對中國這麼高的出口依存度，整體產業平均高達 37.21%，個別產業有高達

78.70%（精密機械製造業），這都顯現出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在與貿易相關

的高科技技術的移轉上是否受到保護，如果沒有適當的相關法律規範及保護，則

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大隱憂。 
從以上的兩岸貿易與投資關係可以看出兩個重要的現象。第一個現象、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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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方面對中國貿易依存度過高，尤其是技術含量高的產品，包含電子電器、光

學、精密機械、有機化學、人造纖維等等；第二個現象、我國製造業對外直接投

資(F.D.I)太集中在中國，主要的投資產品包括電子電器、精密機械、化學製品等

等。目前除了 TFT-LCD 的上游產品的製造技術尚未至中國投資外，其他所有產

品基本上都已投資中國。在經濟學理與實踐上，經濟如果太依賴另一個國家，其

風險是很高的，尤其是兩岸政治緊張的情況下，兩岸的貿易與投資關係及台灣未

來的發展道路是值得探討。 
 

伍、結論 

一、全球貿易部份 
（一）由本文所蒐集到的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的主要貿易夥伴是歐盟、北美

洲、東南亞等區域經濟體，及日本、韓國、中國等國家。因此，證明我國的貿易

其實是分散的，而非以中國為主要的市場。 
（二）雖然在 2000 年以後，我國和中國的貿易有大幅的增長，但這同樣也

發生我國和韓國及日本的貿易；再者，我國和歐盟及東南亞的貿易也在 2000 年

稍微下滑之後，但在 2004 年又急速的恢復原先的貿易水平，因此可以說明雖然

我國尚未在亞太地區有任何 FTA 的簽訂，但對我國的全球貿易暫時並沒有太大

的影響。 
（三）再者，2005 年我國的貿易模式也出現了新的現象。但 2005 年 1-7 月

我國對加強拓銷目標國家之貿易，以我國對印度出口成長 52.3%最高，對巴西出

口成長 39.0%次之，對俄羅斯出口值增加 26.2%，對越南出口值增長 24.8%，對

泰國出口值增長 13.4%，表現相當亮麗。然我國對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的出口量，

佔我國對全球出口量的比例不是很高，但這樣的數據也說明了我國的全球貿易部

份已經轉移到一些有實力的新興發展中國家。 
（四）本文論述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在亞太地區有任何 FTA 的簽訂，且對我

國的全球貿易並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本文無法推論當 2010 年 ASEAN 加中國的

FTA 完成所有的關稅減讓後，或中國、日本、韓國的 FTA 如果達成的話，對我

國國際貿易及投資直接造成的影響將會如何。 
二、全球投資部份 

（一）2000 年或在這之前，我國對外投資以東協、歐洲、美洲為主要對外

投資地，我國對中國的投資是我國對這些地區投資額的一半。 
（二）2000 年之後，尤其是 2004 年，我國對東協、歐洲、美洲的投資大量

減少，我國對中國的投資則大幅增加，我國對後者的投資是前者投資額的兩倍。  
（三）以上第二點所揭露的訊息是，我國在 2000 年之後太集中對中國的投

資，增加了我國總體經濟的風險，但對我國的企業，尤其是已經在中國或東協進

行投資的企業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因此，我國所要思考的是政府的因應對

策，及國內尚未在中國或東南亞地區投資的企業所受到的影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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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在東協及中國投資的企業在亞太經濟組織體中，不管是中國和香

港的 CEPA 或 ASEAN 和中國的 FTA，都是受益者。因為他們都可以利用 CEPA
或 FTA 為他們創造企業貿易的附加價值。例如在中國的台商可以很順利地利用

ASEAN 加中國的 FTA，把產品從中國賣到東協，反之亦然。目前我國約有 5～6
萬家的台商在中國投資，有 2～3 萬家的台商在東協投資，這些台商是可以享受

FTA 的好處。惟一會受到影響的是在國內沒有到其他任何國家投資的企業才會受

到影響，但如果扣除已到美洲、歐洲、日本、韓國投資的台商，其實所剩不多。

因此，我國在沒有與任何亞太國家簽訂 FTA 的情況下，事實上對我國的企業影

響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嚴重。但這並不表示如果我國不尋求突破的管道，對我國

長期就沒有所謂信心影響及總體經濟發展的問題。 
 

三、我國的選擇 
在目前的情況下，台灣的選擇事實上有以下幾條道路： 
第一條路是繼續走全球化的道路。我國在 2000 年之前就是走這條道路來發

展經濟的。本文上述有關經貿及投資的數據，都顯示出在 2000 年之前我國在貿

易和投資方面，分散在歐盟、中南美洲、北美洲及東南亞等區域。這條道路雖在

2000 年之後，因中國經濟的崛起而有所弱化或減弱，但這條路是無法放棄的，

所要思考的是要如何強化這條路的走法。 
第二條道路是謹慎運用中國的市場發展我國的經濟。根據本文的數據分析，

這條道路傾斜的程度比較嚴重。如何安全地運用這條道路，在投資和貿易不再繼

續傾斜的情況下，如何保護我國台商在中國投資的果實及維持兩岸正常的貿易管

道也是值得思索的。第一條道路和第二條道路如何取得一個平衡點並善加利用是

值得研究和觀察的。 
第三條路，加強金磚三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的經貿關係。根據經濟

部國貿局的數據，2005 年 1-7 月年我國的貿易總額 2094.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 8.9%。其中和金磚三國的貿易量增加最快，我國對印度出口成長 52.3%最

高，對巴西出口成長 39.0%次之，對俄羅斯出口值增加 26.2%，表現相當亮麗。

這一條路是可以繼續培養和經營的。 
要同時走這三條路，我國也必須一、善用 WTO 的平台；二、注意歐盟繼

續東擴及 NAFTA 成為 FTAA 的進展；三、可參考韓國 FTA 佈局的策略，如果

要走這條道路的話，那麼新加坡尤其是韓國的 FTA 佈局策略就值得我國思考；

四、加速我國內部產業結構的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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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year of 2000, free trade agreements have been blooming globally.  The 
Asia Pacific takes a ride of this new trend.  Among those ongoing regional FTA’s, 
the one promoted by China has most negative impacts on Taiwan.  China did not just 
exclude Taiwan to sign any FTA with Asian countries, but also block out any 
possibility by political intervention.  Some Taiwanese scholars are worried that if 
Taiwan fails to t break through those barriers, it may be marginalized sooner or lat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ccording to Taiwan’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global investment 
data, there is no sign for Taiwan being marginalized.  In fact, Taiwan’s economic 
situation has not been affected by the fact that no FTA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has 
been so far.  Nonetheless, this short article is not intended to show how ASEAN plus 
one and three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Taiwan directly.  Certainly, it requires further 
studies. 

This paper will firstly describ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investment and 
trade, we try to analyze Taiwan’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the two.  After that, this paper will review how Taiwan’s trade and 
investment have been dependent upon China.  Since China has long been trying to 
block Taiw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we will endeavor to discern 
whether Taiwan’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entrance of Taiwan and China into the WTO.  And finally, we will come out with 
some suggestions on possible economic ways out fo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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