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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RCEP促使中國與東協的經濟整合更為緊密 

  2020年11月15日亞太地區共有十五個國家共同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它奠基於東南亞國家協

會（簡稱東協）十國所簽定的「東協區域全面經濟夥伴架構協議」之上，邀請其他五個

已與東協簽署個別的自由貿易協定的夥伴國—中國、日本、韓國、澳洲及紐西蘭。原先

印度有參與談判，最後退出，以至於簽署時會員由十六個降至十五個。RCEP成員國人口

總和約二十一億人，GDP約25.6兆美元，貿易量占全球27％。十五國在RCEP簽署後，接

著等待每個會員國的國內民意機構的批准工作。依規定，在國內審批程序方面，只要在

東協十國中有六個以上，而東協夥伴國三個以上完成，六十天後，RCEP就自動生效。 

  RCEP將成為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它將使東北亞和東南亞在技術、製造業、農業和

自然資源方面的優勢聯繫起來並更有效率。RCEP除了有助於削減和下降工業品、農林水

産品的關稅之外，另外一個意義是在數據的國際流通和知識産權處理等方面制定共同規

則。RCEP對於東協幫助很大，但獲益更大的應是中國。 

  基本上，RCEP成立所形成的制度慣性有助於中國與東協經濟整合的加速，而中國推

動的「一帶一路」則在中國與東協之間的人流、金流與物流的綿密化，提供了堅實的下

層結構基礎。例如，2020年前三季，疫情肆虐，但中國與東協之間的貿易卻逆勢成長，

中國對東協的投資比前一年同期成長70％以上，東協已成為中國第一大投資夥伴。至於

貿易，中國對東協進出口總值為人民幣3.38兆元，比前一年同期成長7.7％；東協已成為

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根據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的說法，疫情期間，「一帶一

路」的許多基礎設施和民生項目都為抗疫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地緣經濟的觀點來看，中國與東協的中南半島接壤，即便與海洋的東協國家的地

理距離與人流互動也遠比日本與南韓近且密切。因此，在亞洲地區的産業分工上，固然

日本和韓國一直處在分工的上端，而中國和東南亞同屬於中低端，但不可諱言地，在過

去的三十多年裏，隨著跨國企業大量投資於中國，區域內經濟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

中心的完整之産業鏈和價值鏈。 

  此外，「一帶一路」也和RCEP形成了相輔相成的良性之加乘效果。「一帶一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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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國與東協的地緣經濟更進一步緊密化，而RCEP可以改善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基金

的准入，通過加强交通、能源和通信聯繫，提高市場准入收益。由於RCEP是至今為止規

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RCEP的簽署被《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稱為「中國改

寫全球化規則之舉」。被《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認為，它將使中國對東南亞

的經濟影響力逐步增加，而形成區域中最重要的經濟強權。很自然地，「台灣-東協-中

國」的經貿關係將日益向中國傾斜。 

貳、RCEP對台灣傳統產業的衝擊 

  RCEP規定，成員國之間必須在十年內將九成以上出口產品降至零關稅。對於遭中國

排擠的台灣而言，此協議的衝擊主要在資通產品之外的傳統產業。根據世貿1997年、

2016年通過的資訊科技協定一版與二版，台灣作為會員，資通產品出口已達到幾乎全面

免關稅；占台灣七成的資訊通訊科技產品進出口，不會受RCEP影響。不過傳統產業如紡

織、機械、石化等行業的產品外銷到RCEP成員國將面臨平均5～15％的關稅。RCEP涵蓋

的中國、日本和東協十國，占了台灣外銷訂單約四成，以2020年上半年，中國（含香

港）占台灣外銷訂單26％、東協占9.2％、日本占5.4％。 

  事實上大部分的台商早已做好因應。他們最常見的作法就是在海外設廠或於第三地

註冊，或在當地國申請加工出口退稅、或從其他項目吸收關稅成本。自2020年以來台灣

出口呈現兩極化，電子零組件、資通訊等高科技產品出口呈現兩位數成長，創歷年同期

新高，反觀機械、塑化、紡織等產業，出口金額卻是兩位數衰退，紡織更創下歷年同期

最大減幅，這或許反映出台商的提早布局。不過，對於台商固沒有致命的傷害，但台灣

這個國家整體的內部投資以及其與RCEP國度之間經貿交流是很不利的。 

參、外溢效應讓RECP對台灣的衝擊更全面 

  就規則而言，除了關稅減免，RCEP 協議內容也涉及貨品交易、服務、經濟技術合

作、投資、智慧財產權、競爭政策等經濟相關議題。從發展的角度看，自由貿易協定簽

訂後的總體效力會慢慢產生與擴散。早期的自貿協定多限於傳統的國際貿易概念，聚焦

於貨品市場的開放、關稅高低、原產地規定、懲罰性關稅的實施條件等等，但新一代的

自由貿易協定涉及的事情尚及於「非實體」貨品的服務貿易、投資保障、糾紛仲裁、政

府採購，乃至於智慧財產、環境保護、勞工人權、數位經濟、電子商務、綠色經濟等

等。未來一旦RCEP開始運作後，除了會員國之間絕大部分的產業都可以用極低、甚至零

關稅的方式自由貿易，會員國之間的投資、服務業貿易、政府採購、電子商務、人員往

來等都有了更明確的互惠規則，會員國之間的關係連帶將更緊密。換言之，其影響所及

將不只是經貿數量，更是更綿密的經貿系統整合的深化。長期以觀，台灣與RCEP區之間

的互動會受阻，台灣將遭到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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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台灣政府可有的因應對策 

  一、化整為零 

  未來台灣在RCEP成員國之間的市場開拓相當不利，台灣企業恐將加速外移至RCEP

成員國投資設廠。只不過，RCEP並非簽署之後關稅立刻降為零，十五個成員國為了保護

國內產業，降稅設有緩衝期，期程在十年至二十年不等，因此RCEP對於台灣產業的衝擊

是慢慢的，台灣有調整對策的空間。有關「原產地」規則，RCEP規定區域含量大約是

40％，台商可將高附加價值的上游產品之研發留在台灣，固守核心產品，進而採取分散

生產據點的方式，來達到降低關稅的效應。也就是，在守住技術研發、核心產品與關鍵

零組件在台灣，而透過在中國設廠，將台灣生產的關鍵零組件在中國組裝後出口東南

亞；只要最後中國出口價格占五成以上，就可以享受RCEP的零關稅出口優惠。 

  在競爭過程，關稅對商人而言，相當在意。但如果這障礙短時間不可能去除，另謀

出路是必要之舉，而透過產業及技術交流，降低關稅的屏障，也是可行的巧門。台商如

能透過在東協國家深耕，協助當地衛星廠商熟悉操作工具機，訓練技術人才，屆時印尼

廠要買機器時，自然會採用台灣的品牌，而當台灣機台進入該國的5～15％的關稅，或許

可透過當地協力廠商跟該國工業部爭取降低進口機台的關稅優惠。 

  此外，源於中國的阻擾，台灣政府與東協政府間雖然難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但也不

是完全沒有談判與合作的空間。以產業合作的方式，化整為零，以堆積木方式一塊一塊來

談，仍是當前可以努力的方向。路是人走出來，方法是人想出來的；一枝草，一點露。 

 二、轉進策略 

  習近平在RCEP簽署之後，馬上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會上宣布中國有意參

加《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但CPTPP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貿易自

由化的多邊貿易協定，除了商品貿易關稅大幅度的降低之外，並且開放包括世界貿易組

織（WTO）沒有的服務業貿易自由化（WTO plus）。而且對國營企業的管制，智慧財產

權保障的要求，環境保護與勞工福利的保障（包括組織工會與罷工的權利），其門檻相

當的高。中國不容易達到這個標準。事實上，這本是用來排除中國介入的理由。以當前

美中對立更趨惡化的狀況觀之，美國與親美的成員國勢必會把中國阻絕於外。 

  RCEP的簽署發出了重要的政治資訊：中國要致力於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確信全球化

是國家發展的一條道路。這對於鼓吹多邊主義的拜登政府來說，勢將刺激其重返CPTPP

的前身「跨太平洋經貿夥伴關係」（TPP）。畢竟，TPP是歐巴馬倡議的，而在川普撤出

之後，CPTPP的成員已預留美國重返的空間。2月19日慕尼黑安全視訊會議後七國領袖表

示期盼透過自由貿易來重建其遭受疫情重創的經濟，同時也要對抗「非市場導向」政

策。而非市場導向所指涉者，自然是中國。CPTPP目前在日本與澳大利亞的主導下，成

員應不會對中國開綠燈，而會嚴格審查。中國參加的可能性不大。CPTPP成員國抵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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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壓力的能力大增，是台灣加入的大好機會。因此台灣對於美日的不公平貿易對待，例

如禁止美國萊豬以及日本五縣食品進口等問題，一定要堅定處理，否則台灣要加入

CPTPP將只是空談。 

 三、利用日中韓嫌隙強化台商的中介價值 

  台灣被排除在RCEP之外，將面對資本被迫外流而台灣內部就業與投資相對減少的困

境。而更具挑戰的還來自「中國與日本」、「日本與韓國」兩個新建立的自由貿易關

係。中日、日韓、日紐之間原本並沒有雙邊自貿協定，透過RCEP，這些斷裂都連結起

來，中日韓三國之間的貿易優惠因此提高。也就是說，台灣的挑戰除了在中國、東南

亞，也在東北亞。不過，由於中、日、韓總是處於同床異夢的狀態，互不信任，三國間

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台灣可從中牟利。 

 四、利用印中嫌隙強化台印關係 

  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表示，RCEP 並不符合印度的核心利益。現在中國

製造輸入印度的比例遠高於印度製造輸入中國的比例，加入RCEP將使中國廉價產品輸入

印度，擴大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威脅印度市場；2019年印度的貿易逆差中，對中逆

差占三成。同時，印度與中國不睦也出現在外交與安全上。過去幾年來，中印邊界衝突

不斷，互有傷亡。印中關係惡化將是長期的結構性現象。 

  印中矛盾為台印關係撐起一片天空。去（2020）年雙十節，中國對印度境內的台灣

事務強橫的打壓與措辭引起印度媒體記者和民間反彈，串連在社群媒體上張貼中華民國

國旗慶祝雙十，展現支持台灣對抗中國霸凌的態度。其次，台灣的高科技硬體與印度的

軟體有很高的互補性，中小企業與農業亦然。聯合國預測印度人口到2030年將達到約十

五億人，超過中國。台印合作的潛在空間很大。 

伍、結語 

  RCEP的誕生對於圈外者的台灣而言，自然有不小的損失。不過，疫情之後，整個產

業的型態產生變化，「以前產業鏈比較長，現在產業鏈比較短」。台灣的研發能力很

強，企業可以善用研發實力來鞏固產業鏈，而政府在國內投資環境也必須多著墨，畢竟

企業考慮設廠地點的因素很多，並非只是有無參與RCEP、CPTPP等組織而已，其他還包

含政治環境、基礎建設、人才技術及勞工等因素。從操之在我的角度看，積極增強台灣

新的投資環境的優勢，吸引台商回流及外資進駐，產生台灣產業的良性發展，這些才是

根本的重心。而交易行為往往涉及交易者對於對方的觀感；觀感好會讓消費者產生好

感。愛屋及烏，做好台灣自身，爭取外界的好感度，提高其品牌的價值，也是出路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