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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經濟整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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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經濟整合現況(1/5) 

雙邊或區域FTA較易取
得共識及做出政治決定 

 2015年3月初全球生效
之FTAs共計406個 

2001年展開WTO多邊
貿易談判迄今沒有具
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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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經濟整合現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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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區 

（27%） 
 
 

 

 

 

    (以ASEAN+為主體) 
     

CJK 
陸日韓FTA 

（21%） 

EU 
歐盟 

（24%） 

TTIP 
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 

(46%) 

 

 

TPP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P12:(38%) 
P12國家：美國、新加坡、紐
西蘭、澳洲、智利、 秘魯、汶
萊、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 、
加拿大及日本。 

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P16 (29%) 
            

RCEP16國：東協
10國、中國大陸、
日本、韓國、紐西
蘭、澳洲、印度 

PA 
太平洋聯盟 

(3%) 

目前成員：智利、哥倫比亞、
墨西哥及秘魯。 

資料來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  

註：括號內數字為該區域內各成員國占2013年全球GDP之比例 

全球主要區域整合 
僅我國及北韓 

未參與全球區域整合 



壹、國際經濟整合現況(3/5) 

韓國參與區域整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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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中國
大陸 

東協
ASEAN 

美國 

智利 

秘魯 

澳洲 

加拿大 

土耳其 

截至2015年2月底，韓國已與51

國簽署(含草簽)FTA 

 全球唯一與美國、歐
盟、東協及中國大陸
均洽簽FTA之國家 

 已加入RCEP談判，
且除日本以外，均與
RCEP其他成員簽有
FTA 

 已獲美國支持加入
TPP第二輪談判 



壹、國際經濟整合現況(4/5) 

我國與FTA夥伴貿易額占我貿易總額比例(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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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簽署FTA 洽簽中 洽簽中FTA 

9.69% 

中美洲5國FTA、 

臺紐、臺新、 

ECFA早收清單 

ECFA貨貿協議 

17.32%(扣除早收重復) 

簽署貨貿協議可使我國FTA覆蓋率達27.01% 



壹、國際經濟整合現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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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依存度(%) 

FTA覆蓋率(%) 

100 

50 

100 50 70 10 

韓國現有 

FTA覆蓋率37.95% 

我國現有 

FTA覆蓋率9.69% 

我國加入 

TPP/RCEP 

FTA覆蓋率將再提升 

陸韓FTA生效後 

FTA覆蓋率約可 

達62.6% 

完成貨貿及服貿協議 

簽署FTA覆蓋率約可 

達27.01% 



貳、陸韓FTA內容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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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韓FTA內容及影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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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領袖
於APEC會
議期間宣
布完成實
質性談判 

視韓國國會
審議時間而
定 

完成草簽
並對外公
開協定內
容 

 101年5月
14日在北
京展開首
輪諮商 

 歷經13回
合談判後
已完成實
質性談判 

103年11月10日 104年2月25日 
預計104年底 

生效? 

正式簽署 

預計104年 

上半年 



貳、陸韓FTA內容及影響(2/7) 

貨品貿易－降稅期程 

 立即降稅(協議生效，立即將關稅降為零) 

 韓方：49.9%商品項目(6,108項) 

 陸方：20.1%商品項目(1,649項) 

 分期降稅，且有部分排除項目 
 分5-20年不等，將關稅降為零，惟有部分項目不降為零 

 雙方均排除約7%左右貨品項目（如稻米、汽車整車） 

 協定生效20年後關稅降為零 
 韓方：92%貨品項目(11,272項) 

 陸方：91%貨品項目(7,42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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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韓FTA內容及影響(3/7) 

我方關切輸陸4大產業降稅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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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方現行 

稅率 

降稅幅度 降稅期程 調降後稅率 

 石化產品 

(以PVC聚氯乙烯為例)  
6.5% 調降現行稅率的35% 

每年約降0.46% 

共降5年 
4.23% 

 汽車零件 10% 
調降現行稅率的10% 

(即1%) 

每年約降0.2% 

共降5年 
9% 

 面板 5% 降至零關稅 

前8年不調降 

第9年起開始降稅 

共降2年 

每年約降2.5% 

0% 

 工具機 5~15% 

降至零關稅：15項(以
陸韓FTA降稅清單計算) 

分5-20年不等 0% 

部分降稅：11項(以陸韓
FTA降稅清單計算) 

5年內 

分不同比例降稅 
7.1~9.6% 



貳、陸韓FTA內容及影響(4/7) 

我國傳統產業處境 

 雖然我國出口至中國大陸之70%貿易額已為零
關稅（屬於大陸零關稅、ITA產品及ECFA早收
項目），惟此僅占出口品項的20% 

 其餘80%出口項目(如紡織品、鋼鐵品等陸方關
稅10%至35%)多屬傳統產業，仍面臨高關稅，
若不儘速簽署兩岸貨貿協議，會因此阻礙我國
傳統產業的發展及整體產業結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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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韓FTA內容及影響(5/7) 

服務貿易 

 陸方在兩岸服務協議中對我開放，但未開放
給韓方計有20多項，包括： 
 電信加值、零售、娛樂文化（演出場所經營）、醫

院、海運（貨物裝卸）、公路運輸、貨物運輸代理、
商標代理、殯葬設施等 

 商業服務：例如攝影、會計、建築設計、印刷、會
議和展覽等 

 陸方開放給韓方，但在兩岸服貿協議沒有給
我方者僅5項 
 法律服務業、金融、自有財產之房地產服務、專案

管理顧問(不含建築)及以合資方式提供人力仲介及
供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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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韓FTA內容及影響(6/7) 

對服務貿易之影響 

 

 針對中國大陸服貿市場，儘管我國取得之開放程
度較韓國為多，惟兩岸服貿協議若遲未通過，我
國取得的商機難以落實，韓國將搶占市場先機，
例如市場調研、環境、文化娛樂等服務業 

 

 韓國未來透過後續談判取得更多市場開放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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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韓FTA內容及影響(7/7) 

小結 

 為使陸韓FTA有效運作，雙方採全面對話機制，
成立部長級共同委員會(Join Commission)，並分
議題設立13個委員會 

 因陸韓FTA談判未結束前，外界無法掌握其開放
詳細情形，本部曾以陸韓關稅及服務業全面開放
假設下，估計對我將造成6,500億新臺幣之損失 

 經檢視陸韓FTA草簽後公布之內容，因其實際開
放程度較低且開放期程較長，將依其內容進行調
整，預計1個月內完成影響評估 

16 



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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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1/16) 

2014年經濟成長率居四小龍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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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3.3% 
3% 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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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2/16) 

2014年出口成長率為四小龍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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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4% 

-0.1% 

-2.1%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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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3/16) 

2014年物價上漲率(CPI)表現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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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4.4% 

1% 

0

1

2

3

4

5

中華民國 韓國 香港 新加坡 

% 



  我國未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 

21 

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4/16) 

15.2 

25.3 

28.02 

26.18 

11.82 

14.72  

18.98  

8.25 

6.46  
6.30  

17.63 

13.00  

11.10  

12.5 

10.96  
8.40  

5

10

15

20

25

30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中國大陸 

東協 

美國 

歐盟 

日本 

占我出口比重(%) 



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5/16) 

2000-2014我國外銷金額及海外生產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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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外銷訂單金額_美元 (百萬美元) 海外生產比 (％)
2000 153,431 13.28 

2001 135,715 16.69 

2002 150,949 19.28 

2003 170,024 24.03 

2004 215,081 32.12 

2005 256,400 39.88 

2006 299,312 42.31 

2007 345,809 46.13 

2008 351,728 47.00 

2009 322,432 47.87 

2010 406,714 50.43 

2011 436,121 50.52 

2012 441,004 50.91 

2013 442,929 51.49 

2014 472,814 52.58 



中國 

大陸 
美國 日本 

東協 

5國 
歐盟 

2000 11.33 3.33 4.72 4.90 2.78 

2008 9.13 1.73 2.86 4.39 1.53 

2014 7.76 1.74 2.99 5.50(註) 1.38 

2000-2008 -2.20 -1.60 -1.86 -0.51 -1.25 

2008-2014 -1.37 0.01 0.13 1.11 -0.15 

改善幅度 62% 
轉為 

正成長 

轉為 

正成長 

轉為 

正成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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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6/16) 

 我國出口在主要市場占有率(%) 

註：東協五國統計最新資料至2014年8月為止 



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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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FTA項目占 

出口總值各多少？ 

我國 2014年：9.69% 

2008年：0.14% 

韓國：37.95% 新加坡：76.69% 

我國在簽訂 

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ANZTEC)、臺星經
濟夥伴協定(ASTEP)

後，上升為9.55%，
成長69倍 

100% 

50% 

0 



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8/16) 

ECFA早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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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早收清單－協助中小企業站穩中國大陸市場 

 

 ECFA早收項目出口金額中小企業占近5成 

 大企業出口產品組成相當比例，由產業鏈之中小企
業提供 

 早收清單中許多成長率較高項目均為中小企業為主
之產業 

 ECFA早收清單使中小企業為主之農產品出口由大
幅逆差轉變為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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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9/16) 



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10/16) 

ECFA早收清單－協助中小企業站穩中國大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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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廠商名稱：廣美科技 

主要產品：LED車燈模組及消費性LED照明，其中LED模組適用早收(原有關稅 

      8%，早收清單生效2年後降為零， 2014每月訂單人民幣500萬元) 

頭家觀點：連續3年營收成長50%以上，員工數從49人增加到150人，ECFA讓 

     公司有膽量加速對中國大陸市場的開發，從臺灣設計主零件，再經 

     由中國大陸組裝和銷售，從「養市場」階段，轉為「搶市場」，賺 

                  中國大陸人民幣。 



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11/16) 

ECFA早收清單－協助中小企業站穩中國大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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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廠商名稱：亞獵士 

主要產品：自行車輪鋁制輪圈及高級輪組、鍛造汽卡車輪圈；其中非機動腳踏 

                  車輪圈及幅條適用早收(原有關稅12%，早收清單生效1年後降為零，  

                   2014出口額約新臺幣9,108萬元) 

頭家觀點：為全球供應量最大的專業自行車鋁合金輪圈製造廠，亦是亞洲唯一 

                  通過德國TÜ V認證企業，其自行車鋁合金輪圈產品市占率位居全球 

                  第一， ECFA 早收生效後，該公司輸往中國大陸營業額累計成長達 

                  41%；ECFA簽署前，原計劃赴大陸山東省設廠投資，也因為該協 

     議生效而決定續留臺灣。未來臺灣為主要生產高價值的生產基地，掌 

     控整個集團的生產核心技術，根留臺灣。同時整合兩岸業務、行銷通 

     路，並積極培養國內頂尖優秀研發人才，以臺灣為集團營運總部。 



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12/16) 

我國中堅企業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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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廠商名稱：佰龍機械 

主要產品：圓編針織機、橫編針織機(2014出口額約新臺幣16.68億元) 

頭家觀點：佰龍透過自動化與模組化，讓傳統的黑手產業的技術，直逼科技業 

                  的水準，成為全球針織機械領頭羊，公司目前正衝刺下一個世界冠 

                  軍，即打造「全電腦橫編針織機」，讓每部橫編針織機造價達百萬 

                  元。 



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13/16) 

我國中堅企業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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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廠商名稱：薛長興 

主要產品：潛水衣(2014出口額約新臺幣6.2億元) 

頭家觀點：薛長興掌握潛水衣製作的關鍵技術及材料，建立獨立生產線，成為 

                  全球第1大潛水衣品製造供應商，市占率65%，年產量450萬件，並 

                  為全球首家唯一達成潛水衣垂直整合廠商，加上不斷創新研發，市 

                  佔率才能維持不墜。 



31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Navigator資料庫統計數據整理。 

面臨挑戰：韓東協FTA生效後，韓國市占率大幅超越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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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14/16) 



32 
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Navigator資料庫統計數據整理。 

面臨挑戰： 即使面臨歐債危機，韓國市占率仍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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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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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lobal Trade Atlas Navigator資料庫統計數據整理。 

面臨挑戰：美韓FTA生效後，韓國市占率大幅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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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經濟表現及面臨挑戰之處(16/16) 



肆、我國因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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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因應方案(1/6) 

對外作為 

 加快推動與各國洽簽經濟合作協議 

 秉持「多元接觸、逐一洽簽」策略，持續洽簽ECA，
並採取「堆積木」策略，推動雙方先就ECA部分章節
簽署雙邊協定 

 加速完成ECFA後續協商 

   1.  ECFA早收清單生效後，對我國產業界在中國大陸 

          市場造成正面效益 

      2. 推動ECFA是為了中小企業，ECFA早收項目出口金 

     額中小企業占近5成， 足以佐證並非圖利大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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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因應方案(2/6) 

36 

產業發展目標    推動策略    主軸    

育新興--加速新興產
業推動 

展系統--建立系統解
決方案能力 

補關鍵--建構完整產
業供應鏈體系 

推高值/質--提升產
品品級及價值 

助中堅—帶動更多中堅企業發展 

育成 

新興產業 

鞏固 

主力產業 

維新 

傳統產業 推動高質化產業發展 

(即具智慧、綠色、文創之 

產業內涵) 

(2013 2020) 

製造業總產值 

13.93兆 19.46兆(新臺幣) 

高質化比重 

      42.61% 60.4% 

高質化產品出口比重  

      47.2%63.12% 

對內作為 

1. 強化競爭力－執行「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1/2) 



肆、我國因應方案(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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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作為 

1. 強化競爭力－執行「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2/2) 

 7項政策工具 

合理稅制 

創投投資 

資金取得 

科技預算 

人才培育 

土地取得 

環境建置 



肆、我國因應方案(4/6) 
對內作為 

2. 因應貿易自由化影響－執行「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  

             支援方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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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作法：為協助國內產業因應貿易自由化所產生之衝擊，政府推動因應
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自99年起以10年為期共匡列982億元新臺
幣，分振興輔導、體質調整、損害救濟3階段協助國內產業提升競爭力 

ECA生效降稅後 ECA生效降稅前 

對象 
加強輔導型、可能受

貿易自由化影響產業 
受衝擊產業 受損產業 

振興輔導： 

753.6億元 

體質調整： 

153.5億元 

損害救濟： 

75億元 
982.1億元 

99-103年 

181億元 

目前暫無受衝擊
產業，尚未動支 

目前暫無受損產
業，尚未動支 

投入產業升級轉型
輔導及低利融資 



肆、我國因應方案(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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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置專款基金-充裕方案輔導經費 

三、訂立專法-透過專法制定，彙集各方意見，凝聚共識 

二、提高政策層級及新增個別企業申請機制-完善保障機制 

對內作為 

2. 因應貿易自由化影響－執行「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 

                                               支援方案」(2/2) 

未來精進作法 



肆、我國因應方案(6/6) 

對內作為 

3.  強化溝通 
 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推動服貿協議生效 

 支持簽署貨貿協議 

4.凝聚推動自由化共識，面對全球競爭 

5.提振出口並加強優勢產業拓銷活動及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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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2014年我國經濟成長表現亮眼，出口動能的增加是推
動經濟成長的主因，顯示我國仍具備穩定且優質之經
濟基礎。 

 自由化及國際化，係促進經濟成長動能，我國為小而
開放經濟體，保護主義會降低我國際競爭力。產業在
面對自由化挑戰，與國際接軌，將有助於升級轉型，
及提升產業競爭力，使我國經濟發展更上一層樓。 

 政府近年來編列預算在因應貿易自由化及促進產業升
級，尤其在競爭力相對較弱的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
為讓更多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獲得更大市場，我們需
要把餅做大，儘速簽署兩岸貨貿協議及與貿易夥伴洽
簽FTA，融入國際區域經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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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感 謝 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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