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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助研究員。

2015年 11月 18~19日，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
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第 23
屆經濟領袖會議（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簡稱
AELM）（此後簡稱「APEC馬尼拉峰會」）。本次 APEC經濟
領袖會議係自 1996年以後，再次由菲律賓負責主辦，菲國
政府基於其當前自身經濟發展需求，特別以「包容性成長」

（Inclusive Growth）作為今年會議的主題，並公開表示要達 
成此目標係以透過在區域內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最為關

鍵。為進一步瞭解 APEC馬尼拉峰會的具體成果及其可能之
政經影響，本文除就 APEC馬尼拉峰會領袖宣言之主要內容
進行重點分析，亦將針對 APEC馬尼拉峰會進展對亞太區域
政經情勢之可能影響加以探討，並據此提出未來觀察重點與

政策建議。

APEC馬尼拉峰會領袖宣言的主要內容分析

2015年 APEC馬尼拉峰會結束後，各會員體領袖依照往
例共同發表領袖宣言，本次領袖宣言的主題為「建立包容性

的經濟體，建立更美好的世界：亞太社群新視野」（Build-
ing Inclusive Economies,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A Vision for  

2015年APEC馬尼拉經濟領袖會議 
成果與其政經影響研析

葉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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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sia-Pacific Community），歸納該宣言之主要重點有六：

一、建立包容性的經濟

為使未來區域內的經濟成長具備強勁、平衡、永續、包

容、創新驅動等特質，並且確保其能夠因應天然與其他可能

威脅，APEC將支持全面性與有企圖心的結構改革，藉此達
成正面的經濟、社會與環境結果，並推動良善治理。另外，

亦將深化區域內的金融市場，以調適因應風險。

二、培育微型、中小企業參與區域及全球市場

鑒於當前企業藉由境內與跨境合作提供許多貨品與服

務，直接使消費者受益，並創造就業機會，同時亦支持經濟

發展，為培育微型、中小企業參與區域及全球市場，APEC
將支持增進貿易之環境發展，以因應目前貨品與服務的新產

銷型態，並促進整體貿易環境的包容性。

三、建立永續與韌性的社群

在面對區域內各種天然災害環伺的現實中，APEC將致力
於建立一永續及具備因應災害韌性的經濟體。同時，對於作

為具備創造力與創新潛力中心，並為數十億人提供就業與生

活的城市，APEC也將以推動綠化、能源效率、低碳及以人
群為導向的發展方向，持續進行新型態的都市化建設工作。

四、投資人力資本發展

為加倍致力賦予區域內人民具備能自經濟成長受益及參

與經濟成長工具之能力，APEC將透過發展區域內人民獲致
產業所需技能，以有效對下一階段區域經濟成長作出具體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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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的方式，推動人力資本投資之發展。

五、增進區域經濟整合議題

在增進區域經濟整合議題部分，主要重點有二：其一，

係以全面性與系統性方式，達成 APEC整合區域社群之目
標。對此，APEC已再次確認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簡稱 FTAAP）的最終實現，係進一
步推動 APEC區域經濟整合議題的一項主要工具，而 FTAAP
應以透過建立目前正在進行之區域認諾的方式，追求成為一

個全面性的自由貿易協定。換言之，FTAAP應該以成為一
個高品質，並且包含及解決下世代貿易與投資議題的自由貿

易協定為目標。APEC經濟領袖們已注意到最近區域內自由
貿易協定在邁向 FTAAP之可能途徑上的發展，包括「跨太
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 TPP）談判
的完成。APEC經濟領袖也鼓勵「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
能夠早日完成。其二，為發展服務部門成為經濟成長與包

容性之促進者的角色，APEC經濟領袖們支持「APEC服務
業合作架構」（APEC Services Cooperation Framework，簡稱
ASCF），俾利所有 APEC地區公民能從中獲益，並為高品質
成長作出貢獻。為此，APEC經濟領袖已指示其官員於 2016
年進一步發展策略性與長期的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並採取

一組協調的行動與相互同意的目標，期盼能於 2025年加以 
落實。

六、加強合作

APEC會員體雖各具多樣性，但 APEC目前所達成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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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為各會員體如何透過合作，提升區域經濟整合並分享繁

榮提供具體標竿。準此，APEC經濟領袖將致力提升各經濟
體內部與彼此間廣泛利害關係人之合作程度，透過納入國內

與國際利害關係人之開放與包容的公共諮商過程，營造各經

濟體決策之良好協調環境，以利解決共同的挑戰。此外，

APEC也將強力支持 APEC各會員體部長、APEC過程與所
有其委員會及其他領域之具體工作，以加強彼此間之合作。

APEC馬尼拉峰會進展對亞太區域政經情勢之可能
影響

觀察本次 APEC馬尼拉峰會及其會議舉行前後相關重要
事件之演變可知，其對當前亞太區域政經情勢至少可能產生

下列兩項主要影響：

一、 美中兩強在亞太戰略、軍事與外交議題上矛盾日益升高，已
使APEC成為美中延伸其競合博弈態勢的主要競技場域之一

APEC雖係一區域「經濟」合作論壇，但從去（2014）年
APEC北京峰會舉行前後迄今，卻處處可見美中兩強藉此場
合延伸其在亞太戰略、軍事及外交議題上「鬥而不破」的競技

態勢。首先，為因應美國歐巴馬政府近幾年來力推的「亞太

再平衡」戰略，中國大陸在去年推動一系列的具體反制戰略

與作為，其中最受國際重視的莫過於為落實「一帶一路」（即

「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所發起
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
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而其中最令美國與日本感到
憂慮的，則是在亞投行的 57個創始會員國中，竟包括英國、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戰略安全研析

17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　第一二八期│

法國、義大利、澳洲與韓國等美國的傳統盟邦。不過，2015
年 10月，由美國大力主導推動，並被外界輿論普遍視為係用
來遂行美國在經濟上圍堵與削弱中方經濟影響力的 TPP，適
時完成實質談判，則又為美國在總體經貿戰略上扳回一城。

此外，2015年 10月，美國為貫徹其在南中國海海域有關
維護航行自由和貿易自由流動的基本原則，且認為應透過國

際法解決爭端之立場，以因應中國大陸近年來在南中國海存

有主權爭議的礁岩填造人工島嶼，並引發周邊國家憂慮的作

為，美方不僅派遣軍艦開往中方聲稱擁有主權的海域，亦出

動兩架 B-52戰略轟炸機飛近中方建造的人工島礁，中方則對
此提出抗議，由此凸顯美中在南海主權議題上的立場分歧更

形白熱化。

後續，中方為了避免本次 APEC峰會因觸及南海主權議
題，而出現多方施壓並損及中方政治尊嚴的不利局面，特別

於 APEC峰會召開前由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先赴馬尼拉，
要求本次會議主辦國菲律賓，不要將南中國海主權爭議問題

列入會議討論。不過，即使本次 APEC峰會最終並未將南中
國海主權議題列入正式議程，但美國總統歐巴馬在 2015年
11月 17日抵達馬尼拉後，卻先登上在南沙群島巡航的菲國
海軍軍艦，並公開表示美國將捍衛南海海域安全和航行自由

的基本立場，同時歐巴馬總統也運用出席 APEC峰會的機會
承諾將贈送菲國兩艘船艦，提升其海巡能力，由此反映出美

菲聯合在 APEC場合直接切入中國大陸避談議題的針對性態
勢相當明顯。

二、 APEC區域內不同巨型區域貿易協定的競合，將進一步加速 
亞太區域經濟的整合進程，並加大未能參與之經濟體在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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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投資利益等面向的直接衝擊

本次 APEC馬尼拉峰會討論議題十分廣泛，但其中最受
矚目者莫過於區域經濟整合議題之進展。隨著美、中、日世

界前三大經濟體紛紛各自籌組巨型RTA （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的態勢明確成形，目前 APEC 21個會員體在參與
亞太主要巨型 RTA的分組上，已出現只加入 TPP （智利、美
國、秘魯、墨西哥、加拿大）、只加入 RCEP （中國大陸、印 
尼、菲律賓、泰國、韓國）、同時加入 TPP及 RCEP （紐西 
蘭、新加坡、汶萊、澳洲、越南、馬來西亞、日本）與均

未加入 TPP及 RCEP （我國、香港、俄羅斯、巴布亞紐幾內 
亞）四類。其中，美、中兩大經濟體均未加入彼此主導或大

力支持之 RTA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凸顯出目前雙
方在戰略、外交與經濟議題上的矛盾，似難在短期內迅速化

解。儘管，中國大陸官方對 TPP的立場已從過去的質疑保
留轉為開放的態度，但在 TPP完成實質談判並公布具體條
文後，卻可看出無論在國營事業及指定的壟斷企業改革、電

子商務中之自由資訊流通、智慧財產權、勞工及環境等議題

上，以中國大陸目前的客觀條件而言皆具有短期內難以全盤

克服的挑戰存在。正因如此，中國大陸不僅在 APEC北京峰
會以大力支持 FTAAP倡議反制，同時在 TPP完成實質談判
後，中國大陸亦快速完成中國 -東協 FTA升級談判，並公開
宣示將力爭在 2016年完成其所支持的 RCEP談判作為因應。
基本上，除了只加入 TPP或 RCEP的 APEC會員體外，

目前 APEC會員體之中係以選擇同時加入兩大 RTA的經濟體
最多，由此也可看出各會員體在追求 RTA所帶來的「貿易創
造效果」，避免「貿易轉向效果」的衝擊，以及吸引長期投資

進駐等目標下，正以此種「雙軌並進，左右逢源」的策略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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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爭取各自最大的對外經貿利益。特別是在 TPP完成實質談
判後，包括已經加入 RCEP的韓國、印尼等均再度或首次表
示加入 TPP的意願，因此在 TPP正式開放第二輪新成員加入
後，勢必有其他 APEC中小型經濟體將跟進，成為同時加入
兩大 RTA自由化軌道的成員。
當然，此時均未加入 TPP及 RCEP的 APEC經濟體在此

一經濟骨牌效應的壓力下，勢必得採取具體作為加以因應方

能減低未來可能面臨的經貿衝擊，例如我國目前即尋求以雙

軌並進的方式，推動加入 TPP與 RCEP；香港目前與東協的
FTA談判亦已進行了 4個回合，並將在 2015年 12月完成第
5回合的談判，而雙方均有在 2016年完成談判的默契。當 
然，香港積極希望成為東協的 FTA夥伴，主要仍是以加入
RCEP作為目標，並期盼藉此為香港目前相對低迷的出口貿
易帶來新的成長動力。

未來觀察重點與建議

APEC自 1989年成立迄今，已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其
雖僅係一「區域性」的經貿論壇，不過基於目前 APEC 21個
經濟體在經濟規模上已逾全球 GDP總值一半以上，且會員體
境內人口涵蓋全球人口近四成，區域內之貨品貿易與服務貿

易總量更分別達全球近五成與四成之貿易量。因此 APEC於
每年峰會大力推動之經貿主題與倡議，不僅直接反映區域內

主要國家在區域經貿及投資議題上之最新動向，同時其推展

的具體行動也可能對亞太與全球經貿未來的發展帶來具體影

響，茲分別由本次 APEC馬尼拉峰會的主要進展及其可能帶
來之區域政經影響，說明未來觀察重點與政策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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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包容性經濟體係本次 APEC馬尼拉峰會的倡議
主題，由於所謂「包容性成長」強調是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

藉由機會的均等，促使各經濟體之社會成員能夠參與及分享

經濟成長的果實，因此如何藉由創造經濟機會、加強社會包

容與強化社會安全三大面向，促成APEC經濟體共同邁向「包
容性成長」的目標，即係其中關鍵。然而，面對 2015年全球
市場有效需求不振，許多亞太經濟體均面臨出口貿易顯著衰

退，與經濟成長普遍放緩的逆勢，APEC各經濟體未來一年
能否在此相對艱困的國際經貿環境中達成「包容性成長」目

標維繫根本的經濟成長動能，並安然渡過未來美國正式升息

後，引發資金回流美國對全球新興市場所造成的衝擊，仍然

有待觀察。

二、鑒於中國大陸的經貿與軍事實力不斷擴增，美、

中之間「鬥而不破」的博奕競合攻防有可能日益升高，此時

APEC作為雙方在亞太地區之主要競技場域的情況也將更加
明顯。特別是美、中之間對區域經濟整合路徑上的分歧，目

前已清晰可見。若中國大陸持續保持不加入 TPP的狀態，則
在 TPP正式生效後，為降低 TPP對中國大陸所帶來的經濟
衝擊，中國大陸很有可能會透過持續支持WTO多邊貿易體
制、在 APEC力推 FTAAP倡議、加強與周邊主要貿易夥伴
及 TPP成員國的雙邊經濟合作或整合（包括已完成中國 -東
協 FTA升級、中 -韓 FTA的簽署、持續推動中 -日 -韓 FTA
和 RCEP談判與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等）及以外壓力倒逼
國內經貿體制升級改革等多途徑方式，靈活因應美國目前推

動的「跨兩洋經濟整合戰略」（即 TPP與美 -歐盟「跨大西洋
貿易與投資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
ship，簡稱 T-TIP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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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在 TPP與 RCEP兩大區域經濟整合體先後正式
形成後，APEC會員體在經濟與政治骨牌效應的驅使下，勢
必會有越來越多的會員體將選擇同時加入兩大經濟整合體的

雙軌並進路線，屆時未能參加任何巨型 RTA之經濟體，若沒
有其他配套政策因應，將有可能面臨直接的經濟衝擊。

最後，在政策建議方面，我國尤須注意兩大重點：

一、審慎處理對美關係與兩岸關係。特別是美中兩強的

戰略博奕動態，無可避免將會成為臺灣推展對外關係的國際

結構性因素，我國除應持續注意及掌握其中變化，更宜進一

步思考如何在其中求取最大彈性與實益，加大我國對外政策

的迴旋縱深，以為臺灣經濟的長遠發展提供穩定與和平的區

域安全基礎。

二、在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方面，我國目前與其他多

數 APEC會員體相同，均採取同時推動加入 TPP及 RCEP兩
大經濟整合體之策略，然而相對於其他 APEC經濟體，我國
是目前少數仍無法加入任何巨型 RTA之 APEC會員體，未來
一旦兩大經濟整合體正式生效，並對非其 RTA成員產生排他
性與歧視性效果，則中短期內對我國出口貿易及產業發展勢

必會帶來直接衝擊，而中長期來看，亦有可能迫使國內高度

仰賴低出口關稅或海外供應鏈方能維持其生存競爭力之產業

加速外移。面對此一困境，我國除應持續加大目前積極參與

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基本政策；另外，針對當前多項WTO
架構下的複邊協定談判，包括資訊科技協定之擴大談判（ITA 
Expansion，2015年 12月已完成談判，確定將在 2016年生
效）、環境商品協定（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簡稱 
EGA）談判與服務貿易協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簡稱 TiSA）談判等亦需提高談判參與企圖心、能量及落實決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22│第一二八期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

心，俾利我國得以在多邊、區域及雙邊途徑多軌並進下，突

破與因應目前所遭遇的國際經貿逆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