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自 1990 年代以後，受到歐盟（European Union, EU）以及北美自由貿易區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進程的刺激以及 WTO 多邊貿易自

由化進程受阻的影響，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愈見明朗。但是東亞國家的速

度是相對較為緩慢的。在 2002 年以前，亞洲的主要貿易國家包括中國、日本、

韓國及台灣等均未與任何國家或地區簽署 FTA。 

受到國際間其他地區區域經濟整合速度加速的刺激下，亞洲國家開始正視

RTA 的重要性。尤其在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之後，東亞各國更深切體會到在

東亞區域內建立一套經濟合作協調機制的必要性。而自 2000 年中國提出「中

國—東協 FTA」的倡議後，更直接刺激了同屬東北亞區域的日韓，展開更為

積極的 FTA 戰略，同時中日韓共同締結 FTA 的可行性評估，也由中日韓三國

的官方智庫進行當中。 

由於台灣對外貿易中，有相當大的比重係直接與中日韓三國來往。據統

計，2005 台灣對中日韓三國的貿易額達 1,726.26 億美元，占我整體貿易總額

的比重高達至 46.5﹪；因此萬一中日韓自由貿易區形成，則台灣對外經貿所受

之衝擊恐怕遠比現行國際間任何一個 RTA 來得嚴重，因此我們的確有必要對

CJKFTA 的進程有更深的關注及掌握，並及早採取因應對策。 

本論文主旨在探討中日韓自由貿易區形成的可行性，並探討萬一中日韓

自由貿易區形成後對台灣經濟的可能影響。首先將簡要回顧區域經濟整合的

相關經濟評估，包括區域經濟整合對於成員國以及非成員國的福利影響研

究，以及檢驗 RTA/FTA 與多邊經貿體制的關係等。藉由此等領域的探討，

將有助於我們瞭解此波經濟整合趨勢對國際經貿活動的可能影響。 

其次將分析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尤其是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

源起及發展；中國、日本及韓國有關 FTA 的策略觀點，以掌握亞洲鄰近國

家經濟結盟之動態情勢，俾提供我國政府在釐訂 FTA 策略時之參考。 

經濟整合雖然是國家間經貿關係的結盟，但是 RTA 的形成絕對不是單

純經濟因素可以解釋。因此本文亦將分別自經濟及非經濟的角度來討論中

國、日本及韓國之間的政經關係，以舖陳出中日韓貿易區的可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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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論文也將就台灣與中日韓三國間貿易依存度的關係，來分析一旦

中日韓自由貿易區成立對台灣之可能影響，並就我國應如何因應區域經濟結

盟等節提出策略建議。 

綜合而言，本論文的研究發現，雖然中日韓間存在著相當緊密的經貿互

賴關係，但是中日韓合組自由貿易區的可行性，在短期內似乎仍有相當的阻

礙，其中有經濟上因素的干擾，例如敏感部門的開放問題；經濟結構差異性是

否會造成更嚴峻的貿易失衡問題，也是三國政府所憂慮者；而中日韓三國就洽

簽FTA的對象國的優先順序不盡一致，也為此一自由貿易區的形成增加變數。

除了經濟因素以外，政治、外交等非經濟因素更是制約中日韓自由貿易

區形成的最重要關鍵。諸如三國政府間的互信不足、中日競逐東亞自由貿易區

的主導權問題、以及美國的態度也將影響中日韓自由貿易區的進程 

台灣由於國際因素的干擾，在此波區域經濟整合的潮流中，面臨著被邊緣

化的危機，而中日韓占我對外貿易的比重幾達五成，中國更是我對外投資最大

的地區，因此台灣若被排除於這些自由貿易協定之外，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極

大。針對此點，本論文亦嚐試提出因應策略，包括持續提升台灣產業的競爭力；

積極地參與，進而爭取與主要貿易夥伴洽簽 FTA，其中爭取與美國洽簽 FTA，

並藉以鼓勵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或日本願意和台灣洽簽 FTA，更應是工

作重點；此外，亦可採部門別的方式，就若干較具共同利益的領域，以化整為

零的方式，尋求建立雙邊合作機制的可能性；而利用既有的區域合作組織，並

在 WTO 架構下，推動全球貿易自由化，亦可減輕 FTA 或其他型式區域貿易

協定所造成對非會員的歧視效果。 

然而，最重要的關鍵，仍在於兩岸的政經情勢。台灣如欲順利與重要經貿

夥伴洽簽 FTA 或是建立部門別的經濟合作機制，均需要有一個和緩的兩岸關

係，只有排除了中國的惡意干擾，台灣的 FTA 之路才會更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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