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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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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戰後的台日經貿交流，依國際局勢的發展變遷可分為冷戰時期、

後冷戰時期與區域經濟整合時期等三階段。冷戰結構下的台日經貿關

係，乃是鑲嵌於美國的亞太戰略之中，屬於台美日三角貿易結構的一

環。後冷戰時期，中國市場的快速成長與個人消費能力的提升，改變

了台日間的垂直分工型態。到了區域經濟整合時期，台日經貿關係在

東亞經貿整合的發展趨勢下，逐漸發展出制度化的策略聯盟關係。  

台日雙方在建構經貿策略聯盟時，一方面擁有長期且緊密的經貿

關係、民主市場經濟的共同命運、社經文化發展的同質性等經濟共同

利益；但也同時存在的雙方進出口貿易的失衡、中國市場上的競合關

係、貿易保護政策的施行等經濟衝突利益。透過雙方的自我約束與制

度化磋商，以經貿合作基礎的堅實化、經貿合作平台的常設化以及經

貿合作架構的制度化為步驟階段，將可逐步朝向建構「台日經貿策略

聯盟」的目標邁進。此一台日經貿策略聯盟所涵蓋的領域範圍，將會

超越傳統的貿易概念，而朝向包括政治、外交、文化與安全保障領域

的全方位交流發展。  

關鍵詞：台日經貿、策略聯盟、區域經濟整合、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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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1 年 9 月 22 日，台灣亞東關係協會彭榮次會長及日本交流協會大

橋光夫會長共同簽署了『台日投資協議』。此一協議包括 26 條條文，其附

件記載台日雙方各自市場開放保留項目，協議適用的範圍則包括雙方投資

人（含自然人、法人或其他任何實體）及其投資。協議的內容主要可歸納

為三個部分。第一是促進投資（investment promotion），包括資金可自由匯

出、自由運用，不得設定使用當地原物料及零組件比例，不得限制雇用當

地董事及經理人比例，法規透明化等促進投資的相關措施。第二是投資保

障（investment protection），包括擴大投資保障標的、公用徵收應給予投資

人即時、有效、充分補償，相互給予對方投資人與投資公正待遇與安全保

障，以及建立投資人與當地國政府間投資爭端的國際仲裁解決途徑。第三

是投資自由化（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包括雙方投資人享有國民待遇與

最惠國待遇的相關條件及措施。  

根據台灣經濟部的評估，『台日投資協議』的簽定可為彼此的投資者

帶來以下的益處：首先是對台日雙方投資人於彼此境內投資提供全面性之

保護，促進雙方之投資與經貿交流；其次是提供雙方投資人穩定及制度化

的投資環境；其三是促進台日產業供應鍊更加緊密連結；其四是建立投資

爭端國際仲裁的解決途徑（經濟部，2011a）。此外，此一投資協議的簽定，

是台灣與重要貿易夥伴所簽署之第一個全面性、進步型的投資協議，不僅

在台日經貿交流上具有指標性意義，同時可進一步推動其他貿易夥伴與台

灣簽署經濟合作協議。 

眾所周知，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就一直是台灣最重要的經濟夥

伴之一。台日貿易總額在 1971 年只有 10 億美元左右，1986 年增加為 100

億美元。到了 2000 年時，雙方貿易額首度突破 550 億美元，2011 年更是達

到 700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以 2011 年為例，台灣與日本的貿易總額為 704.3

億美元，為台灣第二大貿易夥伴國。其中，出口貿易額為 182.3 億美元，為

台灣第四大出口國；進口貿易額為 522 億美元，為台灣第一大進口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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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台日經貿往來的過程中，來自於日本的直接投

資與技術轉移，不僅為日本企業帶來經濟利益，也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發展。

然而，在國際政治的制約下，過去台日經貿交流是以民間企業的往來為主，

雙方政府較少言及經貿夥伴或策略聯盟的概念。但在東亞經貿整合的發展

趨勢下，與貿易密切往來的國家發展策略合作關係，已成為台灣與日本強

化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途徑。而前述的『台日投資協議』，即是此一思維理

念的具體實現。 

事實上，當代台日經貿策略聯盟的思維理念之發展，戰後台日緊密的

經貿關係是一股拉力，而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則是另一股推力。一拉

一推之下，營造了目前台日雙方經貿策略聯盟的契機。有鑑於此，本文將

藉由對台日經貿交流的回顧，以冷戰時期、後冷戰時期、區域經濟整合時

期作為分析區隔，檢討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台日經貿關係。同時並藉由對亞

太經貿局勢發展之分析，以策略聯盟中的衝突、合作與利益等概念，針對

當代與未來的台日經貿發展，提出思考方向與政策建議。  

貳、冷戰結構下的台日經貿關係 

殖民地時期的台灣，在對外貿易上全面從屬於日本。不但依賴日本市

場，在貿易結構上與日本形成互補關係，且絕大部分的貿易活動是由日本

商社壟斷經營。二次戰後初期，台灣雖與中國大陸在經濟與貿易上產生短

暫的互補循環作用，但國共內戰所形成的政治斷裂，台灣獨自形成個別的

經濟圈，促使台灣再次與有深厚經濟關係的日本，透過通商貿易再度產生

互補關係（劉進慶等，1993）。事實上，戰後初期台灣與日本在貿易上的連

結，除了殖民時期的歷史背景因素之外，韓戰的爆發以及美蘇兩強在亞洲

地區冷戰的激化，才是構成台日經貿合作的關鍵因素。  

在冷戰架構下，美國一方面在東亞地區透過『日美安保條約』、「「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與日本、台灣共同築構亞洲的反共軍事防波堤；另一方

面則是基於『相互安全保護法』（Mutual Security Act），對台灣與日本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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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的援助。在對中國問題的處理上，台灣方面堅持「漢賊不兩立」，決

定完全斷絕與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連繫；日本則是希望仍與中

國保持經貿上的往來。例如，日本首相吉田茂於 1951 年 10 月 29 日在參議

院接受質詢時表示：日本貿易發展乃今日日本最重要的問題，因此不論外

交或是政治都將暫時置之不理，將主力放在貿易經濟上面，……因此在台

灣的在外辦事處（事務所）也是以通商關係或保護在台日人為目的，而不

在於政治關係。所以如獲中國允許的話，我認為亦不妨在上海設置在外辦

事處（張啟雄，2006）。 

然而，在美國的壓力下，吉田茂於 1951 年 12 月 24 日致函美方，發表

著名的『吉田書簡』，向美方提出日本將與台灣拓展「全面之政治和平與商

務關係」的保證。而此一保證也載明於 1952 年簽訂的『日華和平條約』之

中。事實上，早在日本正式恢復主權地位之前，台灣即曾為了擴大台日雙

方的經貿關係，而於 1950 年 9 月 6 日與盟軍總部簽訂『關於台灣與被佔領

日本間貿易協定』及『財物協定』；並同時訂定『台日貿易計劃』，作為雙

方貿易的執行依據（林鍾雄，1988；蔡偉銑，1999）。1953 年，為進一步落

實經貿交流，建立完整的官方記帳貿易架構，台日雙方簽定了『「中」日貿

易辦法』與『「中」日貿易計劃』。而台日貿易總額也在之後的 20 年間成長

36 倍，從 1952 年的 15.61 億台幣，激增至 1972 年的 570.13 億台幣（參見

表 1）。此外，除了部分時期之外，台灣對日本的貿易餘額（trade surplus），

多半處於逆差狀態；而在 1967 年以前，日本一直都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出口

國（李恩民，2001）。 

在台日經貿交流密切發展的同時，日本也開始與中國進行經貿的接觸

（権容奭，2007）。1962 年，日本的高碕達之助與中國的廖承志簽訂『日中

長期総合貿易覚書』（『LT 貿易協定』），雙方政府同意互設聯絡處、互

換常駐記者，而日本也承諾由日本國家輸出入銀行提供中國貸款。由於『LT

貿易協定』的推進，使得 1964 至 1966 年期間，日本連續三年的對中出口

貿易量，出現自 1949 年以來，首次超越日本對台出口貿易總額的現象（張

啟雄，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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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台灣對日貿易統計（1952-72） 

單位：千元新台幣 

年次  輸出總額 對日本輸出 
依存度
（％）  

輸入總額 自日本輸入  
依存度
（％）  

1952 1,467,859 771,647 52.57 1,768,210 790,246 44.69 

1953 1,984,309 903,869 45.55 2,754,305 843,528 30.63 

1954 1,450,795 737,490 50.83 3,303,678 1,105,020 33.45 

1955 1,916,930 1,140,153 59.48 3,145,998 958,322 30.46 

1956 2,931,365 1,090,488 37.2 4,799,792 1,741,573 36.28 

1957 3,674,503 1,294,901 35.24 5,259,378 1,744,751 33.17 

1958 3,861,072 1,618,378 41.92 5,604,940 2,216,628 39.55 

1959 5,708,248 2,369,131 41.5 8,419,831 3,396,629 40.34 

1960 5,965,665 2,247,038 37.67 10,796,868 3,814,611 35.33 

1961 7,812,176 2,262,035 28.96 12,894,294 3,993,144 30.97 

1962 8,734,792 2,083,499 23.85 12,173,537 4,156,965 34.15 

1963 13,282,602 4,209,210 31.69 14,483,366 4,295,985 29.66 

1964 17,361,528 5,357,690 30.86 17,161,449 5,972,045 34.8 

1965 17,987,292 5,503,947 30.6 22,296,043 8,874,878 39.8 

1966 21,450,780 5,153,578 24.3 24,956,663 10,082,849 40.4 

1967 25,629,180 4,585,932 17.89 32,313,880 13,074,588 40.46 

1968 31,567,554 5,115,541 16.21 36,221,506 14,500,648 40.03 

1969 41,974,582 6,303,116 15.02 48,629,181 21,488,297 44.19 

1970 57,131,723 8,625,019 15.1 61,110,446 26,176,596 42.83 

1971 79,906,424 9,801,162 12.27 73,941,929 33,163,605 44.85 

1972 116,648,491 15,069,528 12.92 100,791,412 41,944,672 41.62 

資料來源：李恩民（2001）。 

然而，1972 年 9 月 29 日的「日中國交正常化」之後，戰後的台日關

係面臨結構性的改變：由過去的官方交流轉變為準官方的民間交流。同年

12 月 1 日，日本在東京設立「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來維持與台灣之間的各

種「實務關係」。而台灣也於日本「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成立後的隔日，在

台北成立「亞東關係協會」，作為「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的對口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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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隨著「IMF 體制」的崩壞，日圓匯率在短期內大幅升值，加速

推動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井村喜代子，2005）。而日本對台灣的直接投資，

也從 1960 年代的 0.69 億美金，快速增加至 1980 年代的 25.67 億美金。除

了直接投資之外，台灣企業透過與日本企業的合作，也獲得關鍵技術與企

業經營的知識，強化台灣相關產業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  

因此，冷戰結構下的台日經貿關係，乃是鑲嵌於美國的亞太戰略之中，

受到美國經貿外交政策的影響。此一時期的台灣，從資本、技術、工業原

材料、關鍵零組件到企業經營模式，大多仰賴日本。台灣企業從日本輸入

原料零組件和關鍵技術，透過日本式的企業管理進行加工，再輸往美國市

場，形成了緊密的台日美三角經貿關係。 

叁、後冷戰時期的台日經貿關係 

1980 年代中期之後，在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下，部分面臨生產要素上揚

的台灣勞力密集加工與代工產業，開始前往中國沿海城市投資。此一期間，

中國民間企業尚在萌芽起步階段，產業供應體系亦未成形，這些移轉中國

以從事加工代工為主的台灣企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或中間財，大多來自

台灣中、上游廠商供應，經由組裝之後再行出口歐美與日本市場。1990 年

代之後，台灣企業對中國投資的規模與範圍擴大，部分中、上游廠商也在

此時開始移轉中國，俾以供應在地投資的下游廠商。此外，在跨國企業採

取全球供應鏈管理策略下，加速了台灣廠商在中國的產業鏈延伸（戴肇洋，

2011）。而此一時期台灣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以及藉由香港中繼的中港台三

邊貿易金額，也呈現急遽增長的態勢（參見表 2）。 

與此同時，台灣與日本之間的貿易金額依舊持續成長，但台日貿易占

台灣貿易總值的百分比，則從 1987 年的 21.3%，下降至 1997 年的 17.2%（參

見表 3）。依據雙方海關統計資料，進入 2000 年之後，日本已是台灣第 2

大貿易夥伴，而台灣則是日本第 4 大貿易夥伴。在後冷戰時期，資通訊科

技（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產業的興盛與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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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zation）的發展趨勢，使得台灣與日本在貿易分工上的關係，集中

在 ICT 製品相關的製造設備、零組件與最終消費財。若進一步分析台日貿

易品目，可以發現，日本對台灣輸出的工業製品，主要以工具機及汽車零

組件、光學零組件等上游產品；半導體與液晶面版的高精密製造設備，以

及光學、家電製品等下游消費產品為主。而台灣對日本輸出的工業製品則

以半導體製品、光學製品、電腦相關零組件等上游產品，以及電腦成品及

其週邊產品等中、下游產品為主。  

表 2：台灣對中國的直接投資（-1997） 

單位；百萬美元 

 台灣方面的統計  中國方面的統計 

年  次 件  數 金  額 件  數 金  額 

1991 年以前     237      174 3,446 2,783 

1992 年     264      247 6,430 5,543 

1993 年 1,262 (8,067) 1,140 (2,028) 10,948 9,965 

1994 年     934      962 6,247 5,395 

1995 年     490     1,093 4,778 5,777 

1996 年     383     1,229 3,184 5,141 

1997 年 728 (7,997) 1,615 (2,720) 3,014 2,814 

註：（）內的數值，為非事前申請的實際投資計畫之件數與金額。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c. 2012。）；中國商務部（c. 2012。）。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與日本的資本、設備與零組件大量集結中國，生

產最終消費財後再輸往歐美地區，是導致後冷戰時期之台・中貿易、日・

中貿易額急遽成長的主因，被認為是東亞經濟「雁行發展模式」的具體呈

現（任燿廷，2009）。然而，中國市場的快速成長與個人消費能力的提升，

也同時導致台日間產品製程及製品的分工型態，從過去的側重垂直分工，

逐漸轉為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並重，也讓當代台日經貿關係與產業合作態

樣，展現多元化與多樣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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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台灣對日貿易統計（1987-2010） 

單位：億美元 

年次 
貿易 

總金額 

占貿易總 

值（%） 
輸出金額 

占輸出總 

值（%） 
輸入金額 

占輸入總 

值（%） 

台對日 

貿易收支 

1987 187.8 21.3  69.6 13.0 118.2 34.3  -48.6 

1988 235.9 21.4  87.7 14.5 148.2 29.9  -60.6 

1989 250.9 21.2  90.6 13.7 160.3 30.7  -69.6 

1990 243.4 20.0  83.4 12.4 160.0 29.2  -76.6 

1991 280.3 20.2  91.7 12.0 188.6 30.0  -96.9 

1992 306.8 20.0  88.9 10.9 217.9 30.3 -129.0 

1993 321.6 19.9  89.7 10.6 231.9 30.1 -142.2 

1994 350.2 19.6 102.2 11.0 247.9 29.0 -145.7 

1995 434.2 20.2 131.6 11.8 302.7 29.2 -171.1 

1996 411.7 18.9 136.6 11.8 275.0 26.9 -138.3 

1997 407.1 17.2 116.9  9.6 290.2 25.4 -173.3 

1998 363.2 16.9  93.2  8.4 270.2 25.8 -176.8 

1999 424.9 18.3 119.0  9.8 305.9 27.6 -186.9 

2000 551.6 19.1 166.0 11.2 385.6 27.5 -219.6 

2001 389.6 16.6 130.25 10.3 259.3 24.0 -129.1 

2002 397.3 16.0 123.7  9.1 273.6 24.2 -149.9 

2003 451.5 16.2 124.3  8.3 327.2 25.6 -202.9 

2004 575.2 16.4 138.1  7.6 437.2 25.9 -299.1 

2005 611.6 16.1 151.1  7.6 460.5 25.2 -309.4 

2006 625.8 14.7 163.0  7.3 462.8 22.8 -299.8 

2007 618.7 13.3 159.3  6.5 459.4 21.0 -300.0 

2008 640.6 12.9 175.6  6.9 465.1 19.3 -289.5 

2009 507.2 13.4 145.0  7.1 362.2 20.8 -217.2 

2010 699.2 13.3 180.1  6.6 519.2 20.7 -339.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財政部關稅總局（c. 2012）。 

肆、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下的台日經貿關係 

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雖然促成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成立，但在東亞地區則因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而發展出雙邊

與多邊關係的經貿互助結盟，即自由貿易協定（FTA）與區域經濟整合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東南亞國協（ASEAN）率先在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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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進行協調與合作，推動「ASEAN 自由貿易區」（AFTA）。其後，中國、

日本與韓國為了維繫與強化其與東協國家的經貿關係，紛紛與東協簽署

FTA，逐漸形成以「東協加三」（ASEAN＋3）為基礎的「東亞自由貿易地

區（East Asia Free Area）」雛形。另一方面，東北亞地區的中國、日本與韓

國，在彼此經貿關係日益緊密的發展趨勢下，也於 1999 年 10 月的馬尼拉

「ASEAN+3」高峰會中，同意由中國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RC）、日

本的總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與韓國的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

共同進行「強化中日韓經濟合作」的研究，啟動「中日韓 FTA」的構想。 

 

 

 

 

 

 

 

 

 

 

 

 

 

圖 1：中日韓的貿易結合度 

註 1：貿易結合度是指一國對某一交易夥伴國的出口占該國出口總額的比重，與該

交易夥伴國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之比，為一為衡量兩國貿易依

存度的綜合性指標。貿易結合度的數值大於 1，表示兩國在貿易方面的關係

緊密。 

註 2：上排數字為 2005 年的數值，下排數字為 1995 年的數值。 

資料來源：UN Comtrade（c.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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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至 2003 年的第一階段，前述 3 研究機關的研究以「促進三國

的貿易與投資」為主題，分析中日韓 FTA 對三國總體經濟的影響。2004 年

至 2006 年的第二階段，3 研究機關的研究以「中日韓 FTA 的產業別意涵」

為主題，分析中日韓 FTA 對各國的農業、漁業、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影響。

2007 年至 2009 年的第三階段，研究的主題放在各國敏感產業的因應、雙邊

FTA 的進展與中日韓 FTA 在東亞經濟整合過程的角色定位。3 研究機關的

學術研究主張，中日韓三國締結 FTA 後，可望為中國帶來 0.4%，為日本帶

來 0.3%，為韓國帶來 2.8%的經濟成長（DRC、NIRA、KIEP，2008）。在

此一肯定論點下，中日韓的重要政府官員自 2003 年起，便多次在公開的國

際場合說明「中日韓 FTA」的重要性。2009 年 10 月的第 2 屆中日韓高峰

會中，三國同意啟動產、官、學界共同研究三方簽署 FTA，並期望於 2012

年三方領導人高峰會前完成三邊 FTA 的研究調查。2012 年 5 月 13 日，中

日韓三國領導人簽署了投資協定，並同意於年內啟動 FTA 談判，為東北亞

的區域經濟合作跨出重要的一步。  

中日韓三國對於締結雙邊 FTA 的推動均不遺餘力，但三國的 FTA 戰略

卻有些微差異。中國推動 FTA 的政治考量大於經濟考量，因此締結對象是

以周邊的發展中國家（如 ASEAN）、資源國家（如智利）與政治盟友（如

巴基斯坦）為主。而目前在洽談中的對象國，也是以波斯灣合作理事會

（GCC）、南非洲關稅同盟（SACU）等資源國家為主。日本推動 FTA 的目

的，一方面是為了維繫日本企業的生產與流通網絡，另一方面是為了確保

生產資源與市場。因此，日本除了推動商品自由化的 FTA，也強調投資自

由化、保障智慧財產權的經濟合作協定（EPA）。韓國推動 FTA 的策略，是

達至經濟最大效益為目的；因此在簽訂對象國的選擇上，是以雙方貿易依

存度的高低為優先考量。 

雖然中日韓的重要政府官員多次強調「中日韓 FTA」的重要性，並啟

動協商工作，但中日韓 FTA 仍存在著許多課題尚待解決。就中國而言，國

內的石化產業、汽車產業與機械產業的競爭力不如日韓兩國，中日韓 FTA

的簽訂，將會為相關產業帶來巨大損失。對日本而言，與韓國之間在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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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與汽車產業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係；與中國之間則有保障日本國內農

業、漁業與纖維產業的敏感問題，以及長期以來冷淡的政治關係，均不利

中日韓 FTA 的簽訂。從韓國的角度來看，FTA 簽訂後，中國廉價的農漁產

品將成為其國內相關業者的重大威脅；而與日本之間存在著的半成品、資

本財的高度依賴關係，也將隨著 FTA 的簽訂而擴大。 

即便如此，中日韓 FTA 的重要性與其未來的展望，依舊讓三國願意持

續進行相關的交涉。事實上，三國的研究學者透過各種經濟模型模擬，均

得到類似的結論，即中日韓三邊 FTA 所帶來的總體經濟效益，要比中日、

日韓、中韓雙邊 FTA 的總體效益大得多。對中國來說，日韓的市場與技術

有利於中國的石化、機械與汽車產業進行結構轉型與價值鏈的重組。而簽

訂中日韓 FTA 之後，中國將可望超越美國與歐盟，成為日本與韓國最重要

的經貿伙伴，可望強化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對日本與韓國而言，中國

13 億人口的市場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是日韓積極推動三邊 FTA 的第一個考

量。中國的稀土資源，是日韓電子產業的重要原料，如何確保此一資源的

穩定，是日韓推動三邊 FTA 的第二個考量。在敏感產業部分，日本與韓國

有很大的重疊性，如何合作以保障本國業者的利益，是日韓積極推動三邊

FTA 的第三個考量。而經濟競合對手台灣與中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ECFA）的發展，則是日韓積極推動三邊 FTA 的第四個考量。 

以 2011 年經濟部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是台灣的第 1 大出口國與第 2

大進口國，日本是台灣的第 4 大出口國與第 1 大進口國，韓國則是台灣第 5

大出口國與第 4 大進口國，三國均是台灣重要的貿易伙伴。因此，中日韓

FTA 的交涉與進展，其結果勢必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就經濟

層面而言，過去 10 年，台灣對於中國市場的出口金額雖逐年升高，但在中

國市場所佔的比率卻逐年下降；而此一比率下降的幅度，則與韓國在中國

市場所佔比率之上升幅度相同。換言之，在中國市場上，韓國已成為台灣

最大的競爭對手。中日韓三邊 FTA 一旦成立，將對台灣的出口造成重大打

擊。另一方面，由於日韓之間貿易免稅的適用範圍已超過 70%，因此，台

灣對日本的貿易逆差，並不會因為中日韓 FTA 的簽訂而大幅減緩。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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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層面而言，中日韓 FTA 一旦簽訂，在政治外交上意味著東亞共同體的

啟動。此一共同體將會以經濟安全保障為目標，以 FTA 在內的各種經濟制

度上的合作為基礎。目前，台灣已經被排除在以 ASEAN 為核心的東南亞

經濟整合過程之外，若以中日韓 FTA 為基礎的東北亞經濟整合一旦啟動，

台灣在亞洲地區的經濟安全保障與政治外交舞台勢必更為狹小。  

為因應亞洲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避免經濟孤立的可能情勢，目前台

灣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是與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簽訂 ECFA，並善用當前

政經情勢強化台灣的經貿實力；一是與亞洲其他國家交涉雙邊 FTA 的簽

訂，積極參與亞洲經濟整合。其中，包括台日 FTA 簽訂在內的「台日經貿

策略聯盟」概念自 2000 年之後，便一直是台日經貿交流的重要議題。事實

上，2010 年 6 月的 ECFA 簽訂，標誌著台灣已邁入「後 ECFA 時代」。在此

一「後 ECFA 時代」，台灣最主要的經濟目標為：加速參與亞洲經濟整合。

其中，ECFA 是透過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來參與亞洲經濟整合，台日經貿策略

聯盟則是透過與日本的經濟合作來參與亞洲經濟整合。  

伍、當代台日經貿關係的展望與挑戰 

如前所述，就總體經貿關係而言，日本自戰後以來就與台灣保持密切

的經貿往來。此一長期且緊密的經貿關係，是形成台日經濟共同利益的重

要條件。形成台日經濟共同利益的第二個條件，是台灣與日本對於自由民

主與市場經濟價值觀的重視。戰後的東亞地區，台灣與日本的經濟發展，

均曾被西方世界稱讚為「奇蹟」，而台灣與日本在政治上的民主發展，也被

視為亞洲國家的代表。為了維繫東亞地區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的價值，也

讓台灣與日本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共同命運。形成台日經濟共同利益的第

三個條件，是歷史環境下發展出的社經文化同質性。從台灣的觀點來看，

此一同質性影響台灣產業發展歷程與企業經營模式；從日本的觀點來看，

此一同質性讓台灣經常成為日本企業在亞洲投資的第一站。  

然而，在擁有經濟共同利益的同時，台日之間也存在著經濟衝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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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雙方在進出口貿易上的失衡。台日之間的貿易關係雖然緊密，但日

本長期對台灣享有 200 億美元以上的貿易順差，嚴重影響雙方經貿關係的

正常化發展。其次是台日雙方在中國市場上存在著競合關係。原本台日之

間的經貿關係呈現出垂直分工模式，但目前已有部分產業出現水平競爭模

式。特別是在中國市場，台灣與中國在 IT 產業上合作所形成「Chaiwan」

效應，是對日本企業的一大挑戰。值得一提的是，ECFA 的簽定與施行，為

台日的企業合作開啟新契機，強化雙方企業進行策略聯盟的動機（經濟部，

2011b），也實際促成多組台日企業的策略聯盟（參照表 4）。最後是台日雙

方在特定產業的貿易保護政策。例如，台灣與日本對於農業的保護，直接

反映在其經貿政策上，也形成彼此進一步合作的障礙。  

上述的六個因素，前三個屬於經濟共同利益（長期且緊密的經貿關係、

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共同命運、社經文化發展的同質性），後三個屬於經濟

衝突利益（雙方進出口貿易的失衡、中國市場上的競合關係、貿易保護政

策的施行）。這些共同利益與衝突利益的思維，是直接影響台日雙方進行相

互經貿合作考量的動因。然而，透過下列兩項作為，可緩和共同利益與衝

突利益的矛盾，正面強化台日相互經貿合作網絡關係。第一是以單方面的

「自我約束」（self-constraint），削弱自我的利己邊界。如單方面放棄某些

產業的貿易保護政策，或開放某些關鍵技術，如台日在液晶面板產業的合

作。第二是透過彼此不斷地經貿互動、協議與服從規範，形成「制度化磋

商」（institutional negotiation）模式。如簽署「台日交流合作備忘錄」（MOU）

決定經貿、產業的交流合作議題，以及履行前述之『台日投資協議』，並

藉由規範的遵循內化至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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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代表性台日策略聯盟的案例 

策略聯盟企業 策略聯盟 

專業領域 
策略聯盟的形態 

策略聯盟的效果 

（對日本企業） 日本方面 台灣方面 

DLE 
GREEN 

PADDY 

Flash Animation

的製作、銷售與
行銷規劃。 

事業合作。市場的
相互參與支援、經
營模式的分享、內
容的共同製作。 

藉由適用於大中華地
區的客製化內容，提升
大中華地區市場的競
爭力。 

Mother 

Cosmo 
業強科技 

生化乙醇酵母
與製造工廠設
備的銷售。 

事業合作。在中國
共同銷售 Mother 

Cosmo 開發的生化
乙醇酵母與製造工
廠設備。 

提升中國市場的銷售
力。降低營業額回收的
風險。 

Xiroku 晶相光電 

觸控式面板的
相機模組之開
發、製造與銷
售。 

合資事業。晶相光
電製造，以及銷售
Xiroku 開發的小型
IT 設備專用相機模
組。 

接近顧客（PC 供應商
等），以低成本量產高
品質的模組。 

Mos Food 

 服務 
東元電機 

漢堡連鎖店的
展開。 

合資事業。活用東
元電機的知名度，
提高開拓門市和獲
得人才的效率。 

與當地有力企業合
作，可實現融入當地的
企業經營，建構海外最
大的門市網絡。 

Duskin、無
印良品、樂
天等多數企
業 

統一超商 

展開甜甜圈連
鎖店、成衣連鎖
店、網路商店
等。 

多半為合資事業。
統一超商提供經
營．行銷人才和銷
售通路、物流網路
等的資源。 

活用統一超商集團的
門市網絡和人才，順利
擴大事業。 

希 華 科 技
（明電通訊
工業） 

希華晶體 

水晶元件的開
發、製造與銷
售。 

希華晶體併購明電
通訊工業。將日本
法人定位為集團的
R&D 中心，建立定
位分工體制。 

由於接受台灣資本，可
得到開發技術的產品
化通路、獲得元件原料
的安定供應商，同時亦
可展開亞洲事業。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1b）。 

目前的國際經貿情勢的發展，已讓台日間出現自我約束與制度化磋商

的發展趨勢，並以經貿合作基礎的堅實化、經貿合作平台的常設化以及經

貿合作架構的制度化為步驟階段，逐步朝向建構「台日經貿策略聯盟」的

目標邁進。各階段的具體目標與作為分述如下（參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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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台日相互經貿合作的基礎、步驟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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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貿合作基礎的堅實化階段 

如前所述，台日之間的經貿關係往來，建立在 ICT 產業的發展上；而

雙方在此一產業又存在著相互依存與相互競爭的複雜關係。為強化台日的

經貿合作基礎，首先必須整體考量此一複雜關係，並透過產業界、學術界

與政府機構的廣泛討論形成共識。在產業界方面，台灣方面的台灣工業總

會、台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工會、台灣商業總會、台灣工業協進會、台灣

工商協進會、台灣中小企業協會等六大工商團體，可定期與日本的經團連、

日本商工會議所、經濟同友會等三大工商團體交換意見，形成共識後向雙

方政府提出建言。在學術界方面，台日雙方的大學與智庫，可定期舉行學

術論壇交換彼此的研究成果。在政府機關方面，可透過單一窗口的設立，

解決台日共同面臨的經貿問題。  

二、經貿合作平台的常設化階段 

在台日產官學交流的成熟時期，即邁向經貿合作平台的常設化階段。

此一階段是雙方經貿合作堅實化的基礎上，建立常設化的合作平台。目前

台灣與日本之間的經貿關係發展正處於此一階段的初期，可以在前一階段

的基礎上進行積極作為。首先，在產業界方面，可擴大既有之「台日商務

交流協進會」組織，進一步發展成「台日企業聯盟」。在學術界方面，雙方

可合資設立「台日經濟合作論壇」的法人組織，以擴大學術交流與跨域的

產學合作。在政府機關方面，可循序將現有之台日經貿局長級會議，提升

至次長級乃至於部長級會議，定期進行雙邊意見交換與協議磋商。  

三、經貿合作架構的制度化階段 

在台日經貿合作平台常設化進行的同時，雙方可直接著手彼此經貿合

作架構的制度化協議。台日政府一方面可藉由各項雙邊協議規範的累積，

以「堆積木」的方式逐步建立台日之間的「經濟伙伴關係」；另一方面則依

循「ASEAN＋3」與 ECFA 模式，建構台日經貿合作的整體架構。在此一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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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可以漸進式的方式進行，前期將以商品貿易自由化制度的建立為行動目

標，後期則以投資自由化制度的完善為行動目標。  

陸、結論 

就國際經貿的發展趨勢與台日經貿關係的密切程度而言，台日相互經

貿合作的制度化有其必要性；就台灣與中國簽訂 ECFA 的模式，以及台日

之間經貿合作的堅實基礎來看，台日相互經貿合作的制度化有其可行性。

然而，台日相互經貿合作的制度化，意味著商品自由化與投資自由化的台

日經貿策略聯盟。對台灣而言，此一策略聯盟是機會亦是挑戰。機會在於

透過制度的建立，可強化台日經濟共同利益，創造台日雙贏。挑戰在於此

一制度的建立，亦有可能使台日之間的貿易逆差再度擴大。值得注意的是，

在台灣邁入「後 ECFA 時代」之際，台日之間的機會可透過 ECFA 的施行

而提升，挑戰亦可透過 ECFA 的施行而降低。因此，未來台日政府進行的

制度性經貿略聯盟協商，既是台日之間的雙邊經貿協議，也將是台日中之

間的三邊市場考量。 

另一方面，在參與亞洲經濟整合的思維理念下，無論是 ECFA 還是台

日經貿策略聯盟，均是達成台灣經濟安全保障的手段而非目的。若將台灣

的經貿、外交戰略視為一圍棋棋局，ECFA 是一眼，台日經貿策略聯盟是另

一隻眼；具有兩隻以上的「真眼」，台灣即使被各種敵子包圍也永遠不會被

提掉。而此一「同時性」（simultaneously）的經濟安全保障戰略，不僅可降

低國際經濟環境變化所引起的風險，更可保持台灣經濟穩定、均衡、持續

發展的狀態和能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的台日經貿策略聯盟所涵蓋的

領域範圍，將會超越傳統的貿易概念，而朝向包括政治、外交、文化與安

全保障領域的全方位交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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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cold war era, post-cold war era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ra.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was embedded in the Asia-Pacific 

strategy of U.S.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market changed the pattern of Taiwan-Japan industry coopera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eriod, Taiwan and Japan began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hip of institu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  While 

Taiwan and Japan construct economic strategic alliance relationship, the 

positive interests and the negative interests, both played important roles. 

However, Taiwan and Japan could accomplish the purpose of economic 

strategic alliance by self-constraint and institutional negotiation.  Under 

the specific procedure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economic platform 

frame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 the Taiwan-Japan strategic alliance will 

be not only a trade partnership, but also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including politics, diplom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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