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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區域經濟整合風潮日漸蓬勃發展，十餘年前在中國大陸倡議下，與東

協共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該自貿區內擁有 19 億人口，區域生產

總值近 6 兆美元，貿易總額達 4.5 兆美元，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在

雙邊歷經多年談判，即將正式成立自由貿易區的時點上，印尼卻發聲要求延遲實

施「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CAFTA），便使人感到疑惑與不解。究竟東協

各國對於區域經濟整合的態度為何？印尼政府和企業是否做好了產業衝擊的評

估報告，並提出因應之道？ 

  印尼國內自 2009 年中起感受到自貿區成立後將對國內產業帶來巨大衝擊，

紛紛透過媒體和國會等管道，要求印尼政府暫緩全面實施零關稅。印尼政府亦評

估將有 228 項產品會受到中國大陸產品的嚴重衝擊，而向東協秘書處遞函要求重

新協商。嗣後自身考量重新協商曠日廢時、耗費大量勞力物力又緩不濟急，轉而

尋求與中國大陸直接對話，雙邊就貨品關稅調降、貿易不均衡的處理方式及促進

兩國產業合作等進行討論，最終獲得七項共識，其中中國大陸承諾當貿易不均衡

的情況發生時，出超國將有義務增加對入超國的進口，並且協助對方產品的行銷

推廣。印尼政府與中國大陸的直接對話所獲得的共識，普遍得到印尼國內的肯

定，讓先前爭議問題暫時平歇。然印尼國內更關注協議的實際運作狀況，能否真

正發揮效用，亦有待時間的考驗。 

  綜觀此次爭議，印尼官方和民間過往忽視產業的升級和轉型、未提前做好自

貿區的因應準備，導致臨屆成立之日，才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印尼擁有豐富的

自然資源及充沛的勞動力，可說是未來經濟發展的耀眼新星，如能把握自貿區成

立後的契機，結合中國大陸的技術及資金，雙邊進行優勢產業互補合作，兩國未

來的發展將無可限量。2015 年 TPP 及 RCEP 即將成立，屆時中國大陸、東協都

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印尼如能做好完善的準備，相信將能乘著兩大區域貿易組

織的翅膀，飛向更璀璨耀眼的明天。 

 

關鍵字:區域經貿整合、國家競爭力、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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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問題與目的 

  近十多年以來，區域主義（regionalism）再次興起，尤其是區域貿易協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蔚為風潮，更為世界各國帶來新的對外經濟戰

略環境。截至 2014 年 1 月，共有 583 個區域貿易協定向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

或世界貿易組織（WTO）登記，377 個區域貿易協定在執行，且這個數字仍持續

增加中。1「東亞」更是這波區域主義蓬勃發展的核心地區，除了雙邊的自由貿易

協定外，東亞區域的多邊自由貿易協定（plurilateral FTAs）也已如火如荼展開，

包括東協自由貿易區（AFTA）、 東協加一（CAFTA）、東協加三、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等。 

    各國之所以如此積極對外洽簽區域貿易協定，其原因可分為兩大項：經濟與

政治的考量。從經濟上來看，如果對外洽簽區域貿易協定的對象是該國的主要貿

易夥伴，將有助於提升該國的經濟，促進貿易創造。其次，洽簽區域貿易協定有

助於締約國擴大市場及整合生產要素，促進經濟一體化，消除貿易壁壘，允許貨

品與服務在締約國間自由流動，並且有助締約國企業的發展與吸引更多的外人投

資。第三，洽簽區域貿易協定也有助於締約國自身的經濟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建

立。第四，洽簽區域貿易協定將可避免被邊緣化、被排除在區域經濟整合之外，

避免在區域競爭中處於劣勢。 

  而從政治的角度而言，簽署區域貿易協定將有助於促進區域和平與安全。彼

此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則將有助於區域貿易協定締約國間建立互信與共同的經貿

利益，使各國傾向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2其次，區域貿易協定將強化締約國

                                                      
1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TO,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 
2 根據 Edward D. Mansfield 與 Jon C. Pevehouse 的研究，如果區域貿易協定的會員之間貿易擴

大，他們爆發武裝國際衝突的機會平均減少 50％。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Trade, Reg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5),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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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整體的協商能力，進而在雙邊或多邊的協商談判中發揮集體的影響力。總而言

之，區域貿易協定將可達成兩項目標：經濟發展與區域穩定。這是世界各國趨之

若鶩的根本原因。 

  身為亞洲新興崛起的大國，中國評估全球化、多極化、市場經濟、和平發展

是構成其戰略機遇期的要件，且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仍為時代主流，故此，

2000 年 11 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決定加強與周邊國家的貿易往來，

以形塑有利於中國國家長期發展的安全穩定因素，並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中國

－東協領導人會議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構想，獲得東協全體

國家的認同；隨後於 2002 年 11 月，中國與東協十國正式簽署了《中國與東協全

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並於 2010 年正式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

六個主要成員國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汶萊及印尼等國，一致

同意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對東協內部物流供應實施零關稅政策。其餘東協國家

包括越南、寮國、柬埔寨及緬甸等國則於 2015 年將 98.86%東協內部交易商品關

稅降至 0%至 5%。 

  然「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推動與形成並非一帆風順，2010 年自貿區

成立之初，便傳出印尼國內部分產業將受到巨大衝擊，因此要求延遲實施「中國

－東協自由貿易協定」（CAFTA）以減少影響，甚至有聲浪傳出要求政府重啟談

判；3而印尼籍的 PECC 共同主席 Jusuf Wanandi 和印尼學者 Raymond Atje 也指

出，印尼政府迫於壓力提出要與中國政府就「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

判，而這個壓力不僅來自私營企業界，還來自議會成員，甚至是政府內部。4但

印尼工業部長 Mohamad Suleman Hidayat 表示，重啟談判的可行性不高，印尼政

府將研議不違反 CAFTA 規定之保護國內產業措施，以減低對於印尼國內產業的

衝擊。5     

                                                      
3 印尼將研議正式通告東協其他會員國要求延遲實施「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協定」，印尼經貿商情 

 月報，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經濟組，2009 年 12 月份，http://goo.gl/CoLLCK. 
4 Jusuf Wanandiand Raymond Atje,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倡議：印尼的視角，http://goo.gl/Ztcp7b. 
5 印尼政府及公協會對東協+1 自由貿易協定（CAFTA）生效之近期最新反應，印尼經貿商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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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第一個由中國倡議的多邊經濟協定，對於中國

來說別具意義，尤其成立後該自貿區內擁有 19 億人口，區域生產總值近 6 兆美

元，貿易總額達 4.5 兆美元，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6 而身為東協國

家中人口最多、國土面積最大、資源最豐富的印尼，長期與中國有著密切的貿易

往來。2003 年雙邊貿易量僅 38 億美元，2009 年則已突破 361 億美元，7中國成

為印尼第二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同時也是印尼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

於日本和新加坡。8基於全球化、消除關稅障礙及擴大雙邊貿易往來，印尼早已

與第一、二大貿易夥伴的日本及同屬東協成員國的新加坡締結 FTA，與中國洽簽

自由貿易協定也是預料中事。然在中國與東協歷經多年談判，即將成立自由貿易

區的時點上，印尼卻發聲要求延遲實施「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CAFTA），

便使人感到疑惑與不解。究竟東協各國對於區域經濟整合的態度為何？政府端和

企業端是否做好了產業衝擊的評估，並提出因應之道？ 

  為進一步探索上述課題，本研究擬就東亞經濟整合和「中國－東協自由貿易

區」的形成與因應策略進行探討，並以印尼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針對「中國－東

協自由貿易區」的沿革、歷年中國與印尼的投資和貿易概況，以及兩國在自由貿

易區協議的內容、國內對中印兩國簽署自由貿易區協議的爭議，及其對國內產業

的衝擊為何？政府對於可能之衝擊提出的因應之道為何？最終歸納出印尼面對

區域經濟整合後，在中國大陸的競爭之下，對國內產業提出哪些因應對策，以降

低對產業的衝擊。職是之故，本文的研究目的乃嘗試以區域經濟整合理論理解「中

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沿革及發展歷程，並運用麥克.波特(Michael Eugene Porter)

的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為理論基礎，用以探尋

對中國與印尼的衝擊及印尼的因應之道。 

                                                                                                                                                        
報，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經濟組，2010 年 01 月份，http://goo.gl/6yTgYb. 
6 十年功成嶄新起點 中國東協共創自貿時代，中國新聞網，2010 年 1 月 1 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gncj/news/2010/01-01/2050136.shtml. 
7 Alexander C. Chandra and Lucky A. Lontoh , "Indonesia – China Trade Relations: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mid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1. 
8 2009 年印尼貨物貿易及中印雙邊貿易概況，中國大陸商務部貿易報告，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18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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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的研究動機與問題緣起，本文研究目的在探討以下的問題： 

一、東協經濟整合的沿革與發展為何？ 

二、印尼國內對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爭議有哪些？ 

三、印尼面對區域經濟整合後，在中國大陸的競爭之下，對國內產業提出哪些因

應對策，以降低對產業的衝擊？ 

  為理解上述問題，本文嘗試以東協經濟整合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

沿革與內容為基礎，探討印尼面對競爭與衝擊下，政府提出哪些因應策略，以降

低對產業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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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 研究架構 

  綜合以上文獻回顧，本文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中國與印尼，為本文

的主要行為者，並運用區域經濟整合理論，嘗試描繪出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模式。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對於中國和印尼促進貿易、中國與印尼之間則是合作

與競爭的關係。如圖 1-1。 

 

 

 

 

 

 

圖1-1 關係模式 

透過釐清各行為者之間的關係後，理解東亞經濟整合和「中國-東協自由貿

易區」的形成與發展，以及與中國和印尼的互動。同時，「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的成立對中國與印尼也帶來了衝擊；本文將運用 Porter 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及鑽

石模型，試圖從印尼的角度，解釋當印尼政府面對中國大陸的競爭，如何掌握機

會與優勢來應對衝擊，並與國內的產業產生互動，透過政策引導的方式，協助產

業強化體質、進行技術創新和升級。如圖 1-2。 

 

 

 

 

 

 

 

 

 

面對與中國

競爭下印尼

的機會 

企業策略、結構 

及競爭對手 

要素條件 

相關及支援的產業 

需求條件 

政府 

圖 1-2 變因 

 

中國-東協自貿區 

中國 印尼 

合作與競爭 

促進貿易 促進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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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本文建立下列三項研究假設： 

（一）東協與亞洲各國的區域合作，將促進彼此的貿易往來與經濟發展。 

（二）「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將為中國大陸與印尼帶來衝擊。 

（三）面對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與中國大陸的競爭，印尼政府與國內的產業互動與

因應對策，將影響「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未來發展。 

本文暫定上述三項研究假設，將據此收集資料證實這些假設存在的合理性。 

二、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研究來提取所需的資料的方法，並對

於文現作客觀而有系統的描述的一種研究方式。文獻分析在方法上是注重客觀、

系統及量化的一種研究方法；在範圍上，不僅分析文獻內容，更是分析整個文獻

的學術傳播過程；在價值上，不只是針對文獻的內容作描述性的解說，並且是在

推論文獻內容對整個學術傳播過程所發生的影響。9 

  本文透過系統性蒐集、整理並分析現有的各種檔案、資料，對於特定時空的

歷史脈絡進行深入的瞭解，釐清事件的因果關係及發展脈絡，對於過去歷史事件

建立綜觀的認識，亦作為預測未來的基礎。文獻資料來源包括政府出版品、相關

的專書、期刊論文、大眾媒體資料等。本研究將蒐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之相關資料，包括「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沿革記實、雙邊協議與公報、相關

新聞、官方政策說明、專書、期刊論文等，以期掌握「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的發展歷程與現況，對於行為者在歷史事件中的互動過程進行描述與分析。 

（二） 個案分析法 

  個案研究是針對單一組織、計畫或歷程進行研究，釐清當中導致特定個人、

團體、機構之狀態或行為的變數，以及變數之間的關係。研究者透過文獻與歷史

分析、訪談，深入描繪該現象之細節與特殊性。個案研究關注單一的，相對範圍

內的單位。案例研究可以採用的記述種類繁多，包括定量和定性的證據蒐集、分

析，這種靈活性是案例研究的重要特質。 

                                                      
9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等，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台北：台灣東華，1989 年），頁 

 90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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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欲研究「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作為東亞標誌性的區域經濟整合，

為東亞經濟注入了活水，給中國和東協十國帶來的經濟、貿易上的合作，但同時

衝擊也隨之而來，探索各國政府和產業如何制定因應對策以減低衝擊，便為本文

核心之所在。因此，本文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尋找一組具有代表性、指標性和影

響性的個案。以下為本文個案的選取原則： 

1、代表性：「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中國與東協所簽署之區域經濟整合協議，

故此中國理所當然為個案研究對象之一；而印尼為東協十國中經濟總量及人口數

居冠的國家，同時也是東協主要的領導國，其一舉一動都動見觀瞻。因此，挑選

中國和印尼為本文的比較個案。 

2、指標性：2010 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即將成形前夕，印尼國內卻傳出要

求延後實施的聲浪，因為擔心一旦全面開放，將導致中國商品大量傾銷，對印尼

國內產業造成重大威脅，而此一聲浪也衍生出本文的研究動機。爰此，選擇印尼

作為本文研究對象，具有指標性意義。 

3、影響性：中國與印尼兩國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中，無論人口和貿易總

量都位居前列，其一舉一動都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其他國家。因此，探究中國與

印尼的衝突和矛盾點，並探尋印尼政府和產業的因應之道，對於「中國-東協自

由貿易區」的永續發展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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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為了使本研究順利推動，作者根據方法論中的研究流程分為以下七個步驟進

行，它們依序為：1.研究問題，2.文獻資料收集、閱讀與現象觀察，3.研究問題

行程，4.研究途徑，5.設立研究假設，6.資料收集，7.論文撰寫與完稿。 

1. 

 

 

 

 

 

 

 

 

 

 

 

 

          

              ：代表步驟 

                圖 1-3 研究流程 

1、 疑難點：中國對印尼的衝 

擊與因應之道？ 

2、區域經貿整合與國家競爭

優勢文獻檢閱與現象觀察 

3、研究問題形成： 

（1）東協經濟整合的沿革與發展為何？ 

（2）印尼國內對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爭議有那些？ 

（3）印尼政府與企業的因應之道？ 

4、研究途徑：區域經貿整合、產業競爭力：國家競爭優勢 

5、研究架構 

（一）東協與亞洲各國的區域合作，將促進彼此的貿易往來與經濟發展。 

（二）「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中國大陸將為印尼帶來衝擊。 

（三）面對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與中國大陸的競爭，印尼政府與國內的產業的互動與因應 

   對策，將影響「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未來發展。 

 

 
6、資料蒐集：（1）文獻資料  （2）實地觀察 

7、論文撰寫：（1）研究假設驗證 （2）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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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試圖回答「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對於中國和印尼的產業會

帶來那些衝擊，以及兩國政府和產業如何制定因應策略，基於上述研究主旨與目

的，本研究共有五章，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研究動機並提出研

究問題，並進行文獻回顧，敘述研究架構與方法，最後擬定研究流程章節規劃；

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理論探析，將回顧及梳理過往有關於中國與印尼等相關研究，

其次爬梳區域經濟整合與國家競爭優勢的理論背景與目的，並說明兩者的理論發

展、內容、特點，以及如何和個案相互結合呼應；第三章東協經濟整合之沿革及

內容，探討東亞經濟整合的沿革與發展，從東南亞國家協會開始，再到東協+1、

東協+3、RCEP 及 TPP 的未來走向，說明各個經濟整合的背景、目的及其發展基

調，並試圖描繪東亞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及核心的理念價值；第四章中國與印尼

總體經濟的發展與變化，將歸納分析「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於 2010 年生效前

後，中國與印尼兩國的整體發展與未來展望，以及比較兩國總體經濟數據、進出

口表現、失業率、人均所得等數據的變化；第五章將分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成立後印尼產業及企業的聲音、印尼政府的因應策略兩大部分，並就印尼政府公

報、國內外經濟統計數據、期刊文獻、新聞資料等進行整理分析，並分別探討之；

第六章結論，將總結說明政策評估與研究發現中的事實發現，並從個案研究與經

驗研究中探討各自的意義，最後總結研究發展。 

一、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問題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第三節 研究流程  

  第四節 章節安排 

二、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探析 

  第一節 文獻回顧與評述 

  第二節 區域經濟整合的起源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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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國家競爭優勢與鑽石模型的理論背景 

三、第三章 東協經濟整合之沿革及內容 

  第一節 東南亞國協的起源與發展 

  第二節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沿革與內容 

  第三節 東協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背景與現況 

  第四節 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未來走向 

四、第四章 中國與印尼總體經濟的發展與展望 

  第一節 中國的總體經濟發展 

  第二節 印尼的總體經濟發展 

  第三節 2010 年後中印總體經濟發展與未來展望 

五、第五章 印尼對後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衝擊與調適 

  第一節 印尼國內的反彈聲浪 

  第二節 印尼國內的調整與因應策略 

  第三節 政策效果與未來展望 

六、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政策評估與研究發現 

  第二節 研究意義與未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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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探析 

  本章將回顧及梳理過往有關於中國與印尼等相關研究，其次爬梳區域經濟整

合與國家競爭優勢的理論背景與目的，並說明兩者的理論發展、內容、特點，以

及如何和個案相互結合呼應。 

第一節 文獻回顧與評述 

  本文之研究基礎乃奠基於眾多的先行者的心血累積，因此作者為更進一步了

解先前中國大陸與台灣（以下簡稱兩岸）學界是否有從事類似研究？以及其研究

的趨向為何？檢閱兩岸學界目前就有關「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中國-印尼雙

邊關係」之學術論文及期刊研究文獻後，發現到兩岸學界各自在「中國-東協自

由貿易區」或「東協+1」的研究領域上，已有近 1700 餘篇的學術及期刊論文成

果；關於「中國-印尼雙邊關係」的部分，兩岸學界目前也有近 340 餘篇的產出。 

表 2-1 先前研究文獻數量統計（學術論文及期刊） 

主題 

區域/類別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東協＋1 
中國-印尼雙邊關係 

台灣 
論文 102 篇 12 篇 

期刊 85 篇 21 篇 

中國 

大陸 

論文 313 篇 25 篇 

期刊 1221 篇 283 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分析 

  以下則進一步分析，兩岸學界的研究趨向及各自關注層面與議題： 

表 2-2 先前研究文獻之關注層面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東協＋1 
中國-印尼雙邊關係 

台灣 

區域經貿整合策略、中國與東

協關係、中國外交戰略、中國

對外洽簽 FTA 之發展、自由貿

易區對台灣之影響及因應策

略、水資源爭議、中美在東亞

的競合、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直接投資的前後變化、南海爭

端、中國威脅論、中國-東協農

人文藝術、海嘯災後重建「中印

友誼村」、中印詐騙模式分析、印

尼中國城的建築特徵、中印的能

源合作、印尼的華人政策、中印

雙邊關係發展、綠色和平組織在

中印的行動策略、後冷戰時期的

中印政經分析、外籍配偶的婚配

問題探討、地方文化資源、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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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貿易分析 前後的意象變遷 

中國 

大陸 

服務貿易、經濟效益評估、地

緣經濟分析、農業合作、貿易

與投資、產業合作研究、法律

建制、貿易效應實證、地方政

府角色、貨幣清算、爭端解決

機制、自由貿易區與華商、比

較優勢分析、產業因應對策、

南海主權議題、產品出口競爭

力分析 

中國與印尼長期的經貿合作、漢

語教學、華人文化認同、領土問

題、印尼華僑安置問題、中國印

尼雙邊關係中的華人因素、中國

印尼雙邊的政經關係發展、能源

合作、中國印尼雙邊貿易、中國

東協自由貿易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分析 

一、「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１」之研究 

  兩岸總計在此領域，包含學術論文及期刊文獻，已產出近 1700 篇的研究論

文。從中可以發現到台灣學界的研究趨向，主要關注在區域經貿整合策略、中國

與東協關係、中國的外交戰略、中國對外洽簽 FTA 發展、自由貿易區對台之影

響及因應策略、水資源爭議、中美兩國在東亞的競合、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中國

-東協直接投資的前後變化、中國-東協農產品貿易分析、南海爭端、中國威脅論

等研究議題上，其中有許炳堃(1999)10、謝燕堂（2009）11、胡凱程(2011)12等篇

論及「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對台灣的影響及因應策略；而在中國大陸

學界的研究趨向中，探討方向基本與台灣學界一致，但有更廣的研究視角及實用

性，有從服務貿易、貨品貿易、產品出口競爭力分析、地緣經濟分析、農業合作、

貿易與投資、法律建制、貿易效應實證、地方政府角色、貨幣清算、雙邊爭端解

決機制、自由貿易區與華商、比較優勢分析等角度切入，與台灣學界的研究相較，

更為全面、廣泛地探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實施前後的各種面向、議題及

因應對策，以提供主政者在施政時的參考及調整依據。 

 

 

                                                      
10 許炳堃，「東協自由貿易區形成對我國經貿之影響-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台北：國立政治 

  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 
11 謝燕堂，「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與台灣因應之道」，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9 年。 
12 胡凱程，「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對台灣政經之影響」，台北：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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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印尼雙邊關係之研究 

  當前台灣學界在中國-印尼雙邊關係上的研究僅為中國大陸學界的十分之

一，此研究領域合計的篇數亦僅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研究的五分之一。

然印尼與中國和台灣的雙邊關係都十分緊密，且中國與印尼皆為世界上數一數二

的人口大國，又加上資源豐富、內需市場廣大，未來發展潛力無限，因此，可以

想見在此領域上，仍有極大空間可供日後的兩岸學界研究者發揮。 

  從當前的研究趨向來看，台灣學界關注的層面很廣，有對於南亞大海嘯災後

重建「中印友誼村」的研究、印尼中國城的建築特徵、中國與印尼的能源合作、

印尼的華人政策、中國-印尼雙邊關係發展、綠色和平組織在中國與印尼的行動

策略、中國與印尼政經分析，及外籍配偶的婚配問題等眾多議題；中國大陸學界

的關注則分為兩大部分，一為旅居印尼的華人研究及中華文化的延續與發展，從

漢語教學、華人文化認同、印尼華僑安置問題、中國印尼雙邊關係中的華人因素

等相關議題中便可看出，二則為關注中國與印尼雙邊的政經關係、雙邊貿易往

來、能源安全合作等經濟資源層面，其中有徐叇宇(2010)13、葉中堅(2013)14等篇

論及「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開啟中國與印尼雙邊合作的新契機。 

三、現有文獻的不足 

  從上述文獻回顧中可以發現到，儘管當前兩岸學界對於「中國-東協自由貿

易區」的研究甚多，但是從成員國的角度去分析和比較衝擊影響及因應策略，僅

有少數研究從中國或是從台灣第三方角度進行觀察，並未有從成員國內做對比探

討的相關研究，因此仍有待研究補強之處；其次，當前學界對於中國與印尼的雙

邊關係研究上，投入的心力仍有不足，且多關注在印尼的華人問題、中華文化及

中國與印尼的雙邊經濟合作和能源合作問題上，針對「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的討論幾乎沒有，更遑論從中國與印尼兩國的角度去研析衝擊影響及因應策略。

故此，本文試圖從「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員國間的兩相比較下，歸納分

析衝擊影響評估及因應策略，希冀為當前研究遺缺填補上一小塊拼圖，此便為本

文的研究價值之所在。 

                                                      
13 徐叇宇，「CAFTA 合作框架下中國與印尼的貿易效應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碩士論文，2010 年。 
14 葉中堅，「中國·印尼經貿合作區發展對策研究」，廣西：廣西大學國際商務學系碩士論文，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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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區域經濟整合的起源與發展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美國的協助下，從歐洲開始重建復興，帶動各國致

力發展經濟、振興國家，並伴隨著資通訊科技的突破，經濟全球化的腳步也逐漸

加快。在此一過程中，區域經濟整合的風潮一波波的產生，歐盟各國的不斷深化

合作；北美自由貿易區的推動；東亞各國的急起直追下，都為全球區域經濟整合

發展帶來新的局面與契機。 

  區域經濟整合的宗旨是合作共贏、互利互惠，它對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發揮著

積極作用。加強區域合作和區域經濟整合，依靠地區優勢提高國際競爭力，成為

當前世界經濟領域的一個重要趨勢15。隨著區域經濟整合的方興未艾，各界也密

切注意此一趨勢發展對全球經貿體系的影響。本節將說明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和

發生的原因，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的經濟影響評估。 

一、 區域經濟整合之定義與類型 

  「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通常是指國家間在貿易、金融或稅務

等經濟合作政策的協調過程，其目的乃希望藉由經濟整合促使國家的經濟繁榮與

持續成長。16學者Karl W. Deutsch 亦認為，區域內的國家因為社會文化和歷史、

地理、經濟政策的牽連、政治及社會制度的相似或所有上述因素之混合，而推動

其團結一致進行經濟整合。17學者Bela Balassa在《經濟整合理論》一書中指出，

「經濟整合」乃指國與國之間去除彼此在貨品、服務及生產要素上的種種限制與

障礙，使貨品、服務與生產要素市場逐漸合而為一的過程。18 

  劉碧珍、陳添枝與翁永和19指出，區域經濟整合依據成員國整合程度深淺來

看，將區域經濟整合分為5個階段，可依序分為五大類：（一）簽訂優惠性貿易

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二）自由貿易區(Free Trade Area, 

FTA)、（三）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s, CU)、（四）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

及（五）經濟同盟(Economic Union)，分述如下： 

                                                      
15 高長，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趨勢方興未艾，台商電子報，第 0501 期，2005 年。 
16 R. F. Sannwald & J. Stohler, Economic Integration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38. 
17 Karl W. Deutsch 原著，李其泰譯，國際關係的解析（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mel Hampstead: Prentice-Hall, 1968。台北：黎明出版社，1971)，頁293-294。 
18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報告，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發展對台灣的影響，經濟部研究 

發展委員會委託，2004 年 12 月，頁 11。 
19 劉碧珍、陳添枝、翁永和，國際貿易導論（台北：雙葉書廊，2003 年），頁 28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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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簽訂優惠性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  

  優惠貿易協定乃是指「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國家中簽定了某些協議，使得在成

員國生產之商品的關稅低於成員國之外生產之商品關稅」。也就是說成員國的一

方授予另一成員國某一部門別的產品能夠享有優惠貿易之待遇，然而卻不將此項

待遇授予非成員國。例如：美國「加勒比海盆地經濟復甦法」(Caribbean Basin 

Economic Recovery Act)，即是美國授予加勒比海地區國家的優惠關稅政策，此政

策的受惠國可免稅把其產品出口至美國市場；此外，有歐盟對非洲、加勒比海及

太平洋地區(ACP)之發展中國家之洛美協定（Lome Convention）、美洲對非洲國

家之優惠待遇等，都屬於優惠貿易協定之範疇。  

（二）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FTA)  

  自由貿易區是指數個國家的結合，成員國相互去除全部或大部分的貿易障

礙，但每一個成員國對非成員國仍保有獨立自主的貿易政策。由於成員國可自行

訂定對非成員國的關稅水準，當非成員國欲將其產品出口至區域內成員國時，可

先將其產品銷售至區域內關稅最低的國家，再經由這個國家把產品銷售至區域內

其他的成員國。這種貿易轉向（trade deflection）行為，會對成員國間的貿易造

成扭曲，進而影響成員國的福利水準。為避免此一現象，在籌組自由貿易區的同

時，成員國間均會併同協商原產地規定的限制。唯有符合原產地標準者，20方得

享有區域內之免關稅優惠待遇。歐洲自由貿易協會（EFTA）及北美自由貿易協

定均為具代表性的自由貿易區。 

（三）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s, CU) 

  指數個國家結合在一起，不僅成員國間的商品貿易完全免除關稅，且對非成

員國採取共同一致的對外關稅（Common external tariffs, CET）。在關稅同盟的情

況下，前述貿易轉向的情形即可避免。由於建立共同的對外關稅障礙需要成員國

的共同決策，因此個別成員國獨自制定貿易政策的能力就因為需要取得共識而減

                                                      
20 當產品的生產涉及兩個國家以上時，通常係依據「實質轉型標準」（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criterion）來認定其原產地。由於原產地規定的實施，須經過繁雜的行政程序，因此常被視為

一種非關稅貿易障礙。Shibata認為原產地規定雖可限制貿易轉偏向，然而這種貿易轉向對非成

員國的傷害不大，反而有助於生產面與消費面的效率提升；而Krishna & Krueger與Feenstra則

從資源配置的觀點認為，原產地規定提高了自由貿易區的保護程度，對非成員國有負面影響，

劉碧珍等，國際貿易導論（台北：雙葉書廊，2003年），頁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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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了，但這並不代表喪失國家主權。1957 年組成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即為典型的

關稅同盟。 

（四）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 

  根據 Richard Gibbs 的看法，共同市場的必要組成要素之一乃是「成家立業

的自由」（Freedom of establishment），意思是指任一成員國的國民都有自由申請

在各個共同市場成員國之間就業或經商的權利，而不僅限於在母國就業或經商。

成員國除彼此免除貨物的關稅及採取共同對外關稅外，並允許生產要素（如人

員、資金）在成員國間自由流動。如此一來，商品、服務乃至生產要素均整合成

為一個單一市場。 

（五）經濟同盟(Economic Union) 

  各成員國間會相互協調財政、貨幣、產業等經濟政策，如採用共同的匯率。

此乃經濟合作之最高境界，擁有共同的貨幣與共同的中央銀行。完全經濟同盟的

主要特點乃是建立了超國家的機構（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這些機構擁有立

法權，且「超國家的法律」（Supranational Laws）淩駕於單一國家的法律之上，

因而完全經濟同盟大大削弱成員國的國家主權。其中以比利時、荷蘭及盧森堡等

三國於1947 年組成的Benelux 和1972 年以後的歐洲共同體最具代表。 

  各類型之整合層次與需求要件整理如表 2-3： 

表 2-3 各類型之區域經濟整合 

降低區域內 

產品關稅 

成員國間廢除

關稅與 

非關稅障礙 

對外採取 

一致的關稅 

與貿易效策 

允許生產要素

自由流動 

制定共同的 

貿易、貨幣、

財政與社會福

利政策 

優惠性貿易協

定（如安地斯

貿易優惠法） 

    

自由貿易區（如 EFTA、NAFTA）    

關稅同盟（如 BENELUX）   

共同市場（EEC、CACM、MERCOSUR）  

經濟同盟（EU） 

資料來源：Yoonsun Hahn, “Analysis of China’s FTA Policy and Its Economic Determinants”, 

          (Master degre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005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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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 

  根據 Edward D. Mansfield 及 Helen V. Milner 的分析，全球的區域化大致可 

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在 1850 年起的歐洲，其啟動源自工業化的刺 

激，並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告中止；第二階段始自 1920 年，主要乃以 

優惠性待遇的方式出現，通常出現在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第三階段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以後，為區域化最蓬勃發展的時期。2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區域貿易協定的發展，仍可分幾個時段來觀察。22可從

1950 年代的西歐；由歐洲煤鋼組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與歐

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企圖整合西歐地區為單一市場。

同時，拉丁美洲與非洲的開發中國家也紛紛仿照西歐模式，以關稅同盟為主的方

式進行整合。例如：1960 年代中美洲共同市場及拉丁美洲自由貿易協會；1966

年的中非關稅同盟；1970 年西非經濟共同體等。但是在其後的 20 年間，這些區

域經濟組織除了歐洲共同體外，其發展均不甚順利，或陷於停滯狀態，或被迫解

散。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此一時點全球經歷了二次石油危機，加上這些地區的市

場經濟發展尚未發展健全，成員國間的經貿關係不高，又加上國內政治紛爭和外

部環境的干擾，以致阻礙了區域經濟整合的推動。23 

  1980 年代中期以後，區域經濟整合的風潮再起。美國於此時確立「多邊」

（WTO 烏拉圭回合談判）與雙邊（FTA）雙軌並進（dual track）的貿易外交策

略，以及 WTO 多邊貿易自由化談判的停滯等，都強化了世界各國締結雙邊 FTA

的動機。歐洲各國依據 1985 年的歐洲單一法案，共同創建一個統一的、相對封

閉的經濟聯盟（EU），並分別於 2004、2007 年兩段完成東擴計畫。截至 2014 年

4 月，已有 28 個成員國。美國也與加拿大在 1988 年簽署「美加自由貿易區協定」，

隨後又於 1994 年納入墨西哥，建立北美自由貿易區；在中南美洲，阿根廷及巴

西等國於 1991 年籌組南方共同市場。美洲各國原預計於 2005 年成立一個北起阿

拉斯加，南迄阿根廷的美洲自由貿易區，然遭到巴西、阿根廷、巴拉圭、烏拉圭、

                                                      
21 George W. Noble, “Explaining Regionalism: A Brief Overview＂, ISS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Project,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Tokyo, 2005/ 5/3. 
22

 廖舜右，「台灣的FTA戰略」，2004APEC議題論叢（台北：中華台北APEC研究中心， 

   2005年），頁121-122。 
23

 伍貽康、張幼文主編，三足鼎立?全球競爭體系中的歐美亞太經濟區（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 

   版社，2001 年），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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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拉等五國的反對，而陷入停滯狀態。亞洲地區則由東協十國於 1992 年簽

署東協自由貿易區，1989 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成立，近年來更以東協

十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和紐澳為主軸，預計 2015 年成立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RCEP)。24 

表 2-4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現況---國家一覽表 

國家 洽簽對象及狀態 

日本 已生效：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墨西哥、智利、印尼、
汶萊、東南亞國協25（ASEAN）、瑞士、越南、印度、秘
魯。 

已完成談判，尚未簽署：澳洲。 

談判中：韓國（現已中斷）、海灣合作理事會26（GCC）、蒙古、加
拿大、哥倫比亞、中日韓 FTA、歐盟、TPP27、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RCEP）28。 

研議中：土耳其。 

韓國 已生效：智利、新加坡、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亞太貿易協
定（APTA）、ASEAN、印度、秘魯、美國、歐盟、土耳
其(貨品)。 

已簽署、尚未生效：哥倫比亞、澳洲。 

已完成談判，尚未簽署：加拿大。 

談判中：日本（現已中斷）、墨西哥、海灣合作理事會（GCC）、紐
西蘭、中國大陸、印尼、越南、中日韓 FTA、RCEP、土
耳其(投資、服務)。 

研議中：ASEAN+3、南方共同市場29（MERCOSUR）、以色列、中
美洲（目前韓國-巴拿馬-哥斯大黎加 FTA 已完成共同研
究）、蒙古、馬來西亞。 

                                                      
24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報告，我國因應中國大陸與東協建立自由貿易區之研究（台北：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2004 年 11 月），頁 26。 
25 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成員包括汶萊、柬埔寨、印

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越南。 
26 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成員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安曼、

巴林、卡達及科威特。 
27 新加坡、紐西蘭、汶萊及智利 4 國於 2005 年 6 月共同發表簽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簡稱 TPSEP 或 P4）之聲明，協定自 2006 年 5 月    

1 日起陸續生效。TPSEP 列有開放條款，即「本協議開放給任何 APEC 會員及任何國家加入，

前提是全體簽署國同意該經濟體或該國加入」。2008 年 9 月美國宣布將成為繼 P4 後，第 5 個

加入 TPSEP 擴大後參與談判的國家。自美國加入後，TPSEP 之名稱即縮減為「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目前共有 12 國參與談判，計有：新加坡、

紐西蘭、汶萊、智利、美國、澳洲、越南、秘魯、馬來西亞、加拿大、墨西哥與日本。 
28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目前共有 16 國

參與談判，計有：東協 10 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及紐西蘭。 
29 南方共同市場（Mercado Común del Sur, MERCOSUR），成員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  

拉圭及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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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洽簽對象及狀態 

中國大陸 已生效：香港、澳門、亞太貿易協定（APTA）、ASEAN、巴基斯
坦、智利、紐西蘭、新加坡、秘魯、哥斯大黎加、海峽兩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已簽署、尚未生效：瑞士、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冰島。 

談判中：澳洲、海灣合作理事會（GCC）、挪威、海峽兩岸貨品貿
易協議、韓國、中日韓 FTA、RCEP。 

研議中：印度、哥倫比亞。 

東南亞國協 

（ASEAN） 

已生效：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中國大陸(ACFTA)、韓國
(AKFTA) 、 日 本 (AJCEP) 、 澳 洲 + 紐 西 蘭 +ASEAN

（ANNZFTA）、印度（AIFTA）。 

談判中：歐盟、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研議中：美國、加拿大、巴基斯坦、ASEAN+3（EAFTA）、ASEAN+6

（CEPEA）、亞太自由貿易協定（FTAAP）、南方共同市
場（MERCOSUR）、香港。 

新加坡 已生效：東協自由貿易區30（AFTA）、紐西蘭、日本、歐洲自由貿
易協會（EFTA）、澳洲、美國、印度、約旦、韓國、巴拿
馬、跨太平洋策略經濟夥伴協定（TPSEP）、秘魯、中國
大陸、海灣合作理事會（GCC）、哥斯大黎加、中華民國。 

已完成談判、尚未簽署：歐盟。 

談判中：加拿大、巴基斯坦、烏克蘭、TPP、墨西哥、RCEP。 

泰國 已生效：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秘魯（早期收穫協定）、印度、
澳洲、紐西蘭、日本。 

已簽署，尚未生效：智利。 

談判中：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美國(2006 年起暫停談判)、
印度（CECA）、智利、歐盟(2013 年 5 月)、孟印緬斯泰經
濟合作組織（BIMSTEC）、RCEP。 

研議中：巴基斯坦、加拿大、韓國、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 

菲律賓 

 

已生效：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日本。 

談判中：RCEP。 

研議中：美國、巴基斯坦、歐盟。 

                                                      
30 東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AFTA），成員即為東南亞國協之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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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洽簽對象及狀態 

印尼 已生效：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日本、巴基斯坦（係優惠貿易
協定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簡稱 PTA，著重在部分
貨品貿易關稅減免，於 2013 年 10 月實施）。 

談判中：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韓國、印度、澳洲(印尼於
2013 年 12 月 9 日宣布暫停與澳洲後續諮商)、RCEP。 

研議中：美國、智利。 

馬來西亞 已生效：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巴基斯坦、日本、D8、紐西
蘭、回教組織會議（OIC）成員國之貿易優惠系統、智利、
印度、澳洲。 

已簽署、尚未生效：土耳其。 

談判中：美國、TPP、歐盟、EFTA、RCEP。 

研議中：海灣合作理事會（GCC）、韓國、敘利亞。 

越南 已生效：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日本、智利。 

談判中：TPP、歐盟、韓國、俄羅斯-哈薩克-白俄羅斯三國關稅同
盟、RCEP。 

研議中：EFTA（已有共識，尚未展開談判）。 

汶萊 已生效：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日本、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
協定（TPSEP）。 

談判中：TPP、RCEP 

緬甸 已生效：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孟印緬斯泰經濟合作組織

（BIMSTEC）。 

談判中：孟印緬斯泰經濟合作組織（BIMSTEC）、RCEP。 

柬埔寨 已生效：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孟加拉。 

談判中：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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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洽簽對象及狀態 

寮國 已生效：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 

談判中：RCEP。 

印度 已生效：南亞自由貿易協定31（SAFTA）、阿富汗、新加坡（CECA）、
智利（PTA）、南方共同市場（PTA）、孟印緬斯泰經濟合
作組織（BIMSTEC）、亞太貿易協定（APTA）、韓國
（CEPA）、ASEAN（FTA in goods）、日本（EPA）、馬來
西亞（CECA）、斯里蘭卡(FTA)、模里西斯(PTA)。 

談判中：歐盟、海灣合作理事會（FTA）、泰國（CECA）、南部非
洲關稅同盟（PTA）、紐西蘭、加拿大、以色列、EFTA、
印尼、RCEP。 

研議中：中國大陸、埃及、澳洲、俄羅斯、土耳其。 

中華民國 已生效：巴拿馬、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宏都拉斯、薩爾瓦多、海
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紐西蘭、新加坡。 

已簽署、尚未生效：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談判中：多明尼加。 

研議中：美國、歐盟、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國、TPP、RECP。 

紐西蘭 已生效：澳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SEP）、泰國、新
加坡、中國大陸、澳洲+紐西蘭+ASEAN（FTA）、馬來
西亞、香港、中華民國。 

已完成談判、尚未簽署：海灣合作理事會（GCC） 

談判中：韓國、印度、TPP、俄羅斯、RCEP。 

研議中：日本。 

澳洲 已生效：紐西蘭、新加坡、美國、泰國、智利、澳洲+紐西蘭+ASEAN

（FTA）、馬來西亞。 

完成談判，尚未簽署：日本。 

已簽署，尚未生效：韓國。 

談判中：中國大陸、海灣合作理事會（GCC）、TPP、印度、太平
洋島國緊密經濟關係協定、RCEP、印尼(印尼於 2013 年
12 月 9 日宣布暫停與澳洲後續諮商)。 

                                                      
31 南亞自由貿易協定（South Asia Free Trade Agreement, SAFTA），成員包括印度、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孟加拉、尼泊爾、不丹及馬爾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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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洽簽對象及狀態 

美國 已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32（NAFTA）、新加坡、澳洲、智利、
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33（CAFTA-DR）、秘魯、阿曼、以
色列、約旦、摩洛哥、巴林、韓國、哥倫比亞、巴拿馬。 

談判中：TPP、歐盟 TTIP34（2014 年 3 月結束第四回合談判，2014

年 5 月於華盛頓舉辦第 5 回合）、泰國(2006 年起暫停談
判)、馬來西亞(2008 年最後一次談判)。 

加拿大 已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智利、以色列、哥斯大黎
加、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哥倫比亞、秘魯、約旦、
巴拿馬。 

已簽署、尚未生效：宏都拉斯（2013 年 11 月 5 日簽署）。 

已完成談判、尚未簽署:韓國（2014 年 3 月 11 日）。 

已達成原則性協議、尚未簽署:歐盟。 

談判中：南美安地斯集團、加勒比海共同體35（CARICOM）、加拿
大與中美洲 4 國（CA436）、多明尼加、新加坡、歐盟、摩
洛哥、印度、烏克蘭、擴大 TPP、日本、哥斯大黎加(自

由 貿 易 協 定 現 代 化 Negotiations to Modernize the 

Canada-Costa 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研議中：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泰國、土耳其。 

                                                      
32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成員為美國、加拿大

及墨西哥。 
33 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Dominican Republic-Central America FTA，CAFTA-DR，或簡稱

CAFTA），成員包括中美洲 5 國（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

瓜）、美國及多明尼加。 
34 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談判國為美國

與歐盟，於 2013 年 7 月 8 日至 12 日在美國華府舉行首回合談判。 
35 成員包括，安地卡與巴布達、巴哈馬、巴貝多、貝里斯、多明尼加、格瑞那達、蓋亞那、海

地、牙買加、聖克里斯多福、聖露西亞、聖文森、蘇利南及千里達。 
36 係指 Central America 4，成員包括宏都拉斯、尼加拉瓜、薩爾瓦多與瓜地馬拉等 4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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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洽簽對象及狀態 

歐盟 已生效：南韓（2011 年 7 月生效）、東南非洲國家（辛巴威、模里
西斯、馬達加斯加及塞席爾）、加勒比海共同體
（CARIFORUM）、巴布亞紐幾內亞、安第斯共同體-秘魯
（2013 年 3 月部分生效）及哥倫比亞（2013 年 8 月部分
生效）、中美洲聯盟協定 AA-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及巴拿
馬（2013 年 8 月生效）、哥斯大黎加及薩爾瓦多（2013

年 10 月生效）、瓜地馬拉（2013 年 12 月生效）；墨西哥
（2000 年 10 月生效）、南非（2000 年生效）、智利（2003

年 2 月生效）、關稅同盟（安道爾、聖馬利諾、土耳其）、
法羅群島、挪威、冰島、瑞士、馬其頓、阿爾巴尼亞、蒙
特內哥羅、波士尼亞及赫塞哥維納、塞爾維亞）、阿爾及
利亞、埃及、以色列、約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
自治區、敘利亞、突尼西亞、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
安地卡及巴布達、貝里斯、巴哈馬、巴貝多、多米尼克、
多明尼加共和國、格瑞那達、蓋亞那、海地、牙買加、聖
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蘇
利南、千里達及托巴哥、伊拉克 PCA。 

已簽署、尚未生效：新加坡（2012 年 12 月完成談判，2013 年 9 月
20 簽署，待投資保護章節完成談判，2014 年底生效）、摩
爾多瓦及喬治亞聯盟協定 AA（2013 年 11 月完成草簽） 

已完成談判、尚未簽署：亞美尼亞 DCFTA（2013 年 7 月完成技術
談判）、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國家臨時 EPA-象牙海
岸、喀麥隆、東非共同體（EAC）、迦納及非南開發共同
體（S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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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洽簽對象及狀態 

 已達成原則性協議、尚未簽署：加拿大（CETA－2013 年 10 月達
成政治協議，雙方技術性協商團隊仍保持密切聯繫，以期
將政治方面之突破納入法律條文，並底定尚未達成共識之
技術及法律議題。目標設定為 2014 年上半完成協商）。 

談判中：美國（TTIP - 2013 年 7 月 8 日啟動，2014 年 3 月結束第
四回合談判，預計 2014 年 5 月於華盛頓舉辦第 5 回合）、
中國大陸投資協定 BIA（2013 年 11 月啟動，2014 年夏季
舉行第 3 回合談判）、泰國（2013 年 3 月啟談，第 4 回合
於 2014 年 4 月 8-10 舉行）、越南（2014 年 3 月於河內舉
行第 7 回合，第 8 回合訂於 6 月 23-27 日舉行，雙方皆盼
能盡快完成談判）、馬來西亞（2012 年 4 月第 7 回合，歐
盟認為馬國應於 2013 年 5 月大選後展現提升諮商進展之
抱負）、印度（2007 年啟談，目前已完成 11 回合談判，
雙方目前以小型會議取代正式談判，以解決未達成共識議
題）、摩洛哥 DCFTA（2013 年 3 月啟談，2014 年 1 月第
3 回合）、南方共同市場（2014 年 3 月 21 日，雙方談判總
長商議市場進入條件）、東非共同體（EAC）、非南開發共
同體（SADC）、日本（2013 年 4 月啟談，2014 年春季第
5 回合）、哈薩克（2014 年 5 月第 6 回合）、亞塞拜然 AA、
厄瓜多(2014 年 1 月 13-17 日啟談)。 

研議中：突尼西亞 DCFTA(2012 年 10 月舉行第 2 次籌備會)、埃及
DCFTA（2013 年 6 月對話）、約旦 DCFTA(已於 2013 年
11 月舉行過第 3 次籌備會)、玻利維亞、利比亞（2011 年
2 月 23 日暫停，初步考慮重啟談判）、關稅同盟(俄羅斯、
白俄羅斯、哈薩克)。 

已暫停：東南亞國協 ASEAN（2009 年 3 月暫停）、海灣合作理事
會 GCC（2008 年談判暫停，但仍有非正式討論）、以色列
(服務貿易及公司設立自由化談判)、烏克蘭 DCFTA（2011

年 12 月完成談判，簽署暫停）、伊朗(2005 年暫停談判)、
俄羅斯(2014 年 3 月 6 日，歐盟決定暫停為取代現有 PCA

之新協定談判)。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及作者自行整理 

  分析自 1980 年代以來所興起的區域主義，有以下幾項特徵：第一，FTA 以

前所未見的速度蓬勃發展中；第二，參與的成員國已突破地理限制，出現跨洲際

發展的趨勢；第三，目前 FTA 的簽署已有凌駕經濟利益的考量，無法單純地以

經濟來觀察，必須同時納入國家的戰略與外交變數；第四，成員國間的異質性愈

趨明顯。以往參與經濟整合的國家常以政治社會制度相同、經濟發展階段類似等

為合作前提，但自從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成立後，南北國家的經濟整合

已出現契機；第五，區域協定的內容不僅僅是貨品的關稅減讓和壁壘的撤除，更

擴及服務貿易、投資、智慧財產權、勞工權益等領域；第六，成立過程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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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國家間的競爭性，許多國家洽簽的動機在於害怕落後或是被邊緣化，而遭受不

利影響，因此許多 FTA 的簽署相互刺激著，各國洽簽的過程也越來越快。由於

這些特性，經濟學家 W. J.Either 等，遂將此波具濃厚開放性質、議題多元化區域

經濟整合風潮稱為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37 

三、 區域經濟整合發生的原因 

  一國選擇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動機有很多，且隨著各國政治經濟環境的不同

而有所差異，這些動機有以下幾點：38 

（一）尋求新的市場及貿易機會 

  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將使一國的市場擴大，不僅可以創造規模經濟，更可加強

專業化生產，進而吸引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促進經濟成長。此一動機乃為大多數參與區域經濟整合國家的

主要考量。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例，在 2003-2012 年間，成員國間的出口

貿易總額自 618.37 億美元增加至 3505.12 億美元，而進口貿易總額也自 810.8 億

美元增加至 3829.41 億美元，出口及進口總額分別成長了 5.67 倍和 4.72 倍。39 

（二）地緣戰略及政治利益 

  雖說經濟利益是國家間簽署區域協定的重要考量，但也不可忽略政治、戰略

及安全等因素所扮演的地位。例如澳洲與美國簽署 FTA，便著眼於希冀藉此與美

國維持緊密的戰略夥伴關係，而美方則在於回饋澳洲在反恐及伊拉克戰爭中對美

國的支持；同樣的布希政府在 911 事件後與巴林、約旦簽訂的 FTA 也是考量戰

略安全的利益。40 

（三）強化對外貿易安全 

  選擇與大國或占其出口比例較高的國家簽署經貿協定，將可促使該國的出口

市場獲得保障，而不致受到貿易保護主義或是關稅壁壘的威脅。例如墨西哥加入

                                                      
37 W.J.Ethier,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Economic Journal, 108,1998, pp.1149-1161. 
38 Oil Brown, Faisal Haq Shaheen, Shahhen Rafi Khan, Moeed Yusu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Promotiong conflict or building pea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http://www.iisd.org/pdf/2005/security_rta_conflict.pdf. 
39 中國統計年鑑(2001-2013 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陸耀新、盧品慕主編，中國 

東協商務簡史（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13 年），頁 34-35; ASEAN Statistical Publication,  

http://www.asean.org/resources/category/statistical-publications. 
40 劉德海，「南韓自由貿易協定策略之研究」，WTO 研究，第四期，2006 年 3 月，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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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FTA 的目的，即在於免除美國策略性或管理性貿易政策對其出口的干擾41；

而加拿大當初與美國締結 FTA 的目的，亦在於避免美國對其出口產品課徵反傾

銷稅及平衡稅。42 

（四）提高議價能力 

  多個國家或關稅領域組成經濟聯盟，在國際經貿談判中採取一致的行動，將

可較個別國家取得更有利的議價地位，並在國際社會中爭取更大的發言權。 

（五）多邊貿易協商進展緩慢 

  隨著 WTO 會員國數目的增加，截至 2013 年 3 月已多達 159 個會員國，多

邊貿易協商的困難度也跟著提高，又因 2001 年以來杜哈回合談判屢次受挫，因

此愈來愈多的國家轉而與重要貿易夥伴或周邊國家協商區域貿易協定的洽簽，以

期達成貿易自由化。43 

（六）國際政治協商 

  在區域貿易協定的談判上，協商的對象與議題是可以選擇的，協商雙方對彼

此立場、制度、開放市場後可能產生的影響較容易相互理解，可以預期協議結果，

避免搭便車（free rider）的情形發生，也較容易找到雙贏的方案。如因為開放政

策而需要補償或另行規劃調整措施，雙方亦可以充分溝通、尋找解決方案，因此

較多邊貿易協商更容易達成協議。44 

（七）國家間的競爭 

  當參與區域貿易協定簽署的國家愈來愈多，將會產生所謂的骨牌效果，促使

原先未洽簽的國家，面對落後甚至被邊緣化的可能，也跟著積極地與主要貿易夥

伴尋求洽簽的可能性。45近年來東亞各國對外洽簽 FTA 風潮的興起，相當程度

反映了面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即將

形成的防禦動機。46 

                                                      
41 石雅如，「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觀察」，台灣國際研究季刊（台

北），2012 年秋季號，第八卷第三期，頁 78-79。 
42 林俊宏，「NAFTA 架構下「美國對自加拿大進口鎂反傾銷及平衡措施落日檢討案」之評析」， 

 貿易政策論叢（台北：2010 年 8 月，第三期），頁 156-158。 
43 劉大年; 杜巧霞; 林培州; 張榮豐等，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報告，「全球 FTA/RTA 整合發展

趨勢及我國因應策略」，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2004 年，頁 7-10。 
44 同前註，頁 15。 
45 同前註，頁 80-90。 
46 杜巧霞、葉長城，「TPP 與 RCEP 區域整合對台灣之影響與因應」，經濟前瞻（台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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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區域經濟整合的經濟影響 

表 2-5 區域經濟整合論點整理 

 論點 學者 

支持論 
區域經濟整合確實有助於經濟成長與

國民所得的提升。 

Badinger、Italianer、Henrekson、

Brada and Mendez、Torstensson、

Kutan and Yigit、Cuaresma 

否定論 

經濟整合對於經濟成長的推升並無顯

著影響，追求經濟成長必須有積極性與

就業導向的政策，不能僅依靠市場整

合。 

Button and Pentecost、Ziltener、

Vamvakidis、Vanhoudt、

Sala-i-Martin 

中立論 

區域經濟整對於經濟成長確實有推動

的效果，但效果不如區域外貿易的增長

幅度。 

Wooster 

經濟整合對於成員國同時有正反兩面

的差異性效果。 
Aristotelous 

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協議的國家必須視

其比較優勢才能斷定是否受益。 
Venables 

資料來源：羅至美，檢視區域經濟整合的效益：德國、法國、英國的歐盟經驗，2013 年，頁 8-13。 

  有關區域經濟整合是否可以創造更好的經濟福祉？學界已有相當多的辯

論。持肯定論的學者認為，區域經濟整合確實有助於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的提

升。如：Badinger 的研究47便指出，歐洲經濟整合於 1950-2000 年間為歐盟整體

經濟貢獻了 20-40%的所的增長。Italianer48、Henrekson49、Brada and Mendez50、

Torstensson51、Kutan and Yigit52、Cuaresma53等多人的研究亦指出，歐洲經濟整

合有助於經濟成長，儘管學者們對於經濟成長的估計數值因計算模型的差異而有

                                                                                                                                                        
年 1 月，第 145 期，頁 59-65。 

47 H.Badinger, “Growth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U member state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Vol.141,No.1,2005,pp.50-78. 
48 A.Italianer, “Whither the gains from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vue  

  Economique,Vol.45,No.3,1994,pp.689-702. 
49 M.Henrekson and Torstensson, “Growth effec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wan Economic  

  Review,Vol.41,1997,pp.1537-1557. 
50 J.C.Brada and J.A.Mendez, “An estimate of the dynamic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70, pp163-168. 
51 R.M.Torstensson, “Growth, Knowledge transfer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pplied  

Economics,Vol.31,1999, pp.97-106. 
52 A.M.Kutan and T.M.Yigit,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real converge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51,2007, pp.1370-1395. 
53 J.S.Cuaresma, D.Ritzberger-Grunwald, and M.A.Silgoner, “Growth,Convergence and EU  

membership”, Applied Economics, Vol.40, 2008, pp.64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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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以及對於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是來自貿易還是投資，或是科技移轉效

果等因素，彼此看法不一。持否定論者，如 Button and Pentecost54、Sala-i-Martin55、

Vanhoudt56、Vamvakidis57、Ziltener58等人則認為，歐洲經濟整合對於經濟成長的

推升並無顯著影響，追求經濟成長必須有積極性與就業導向的政策，不能僅依靠

市場整合。持中立看法者，如：Wooster59等人認為，區域經濟整對於經濟成長確

實有推動的效果，但效果不如區域外貿易的增長幅度。Aristotelous60的研究則指

出，歐洲經濟對於成員國同時有正反兩面的差異性效果。Venables61則認為，參

與區域經濟整合協議的國家必須視其比較優勢才能斷定是否受益。 

  其他學者則針對區域經濟整合對生產活動的影響進行研究。如：Molle62的研

究指出，歐洲經濟整合使得產業生產更為集中化。而對於那些成員國、產業部門

和企業會受益或受害於區域經濟整合？學界則有兩種看法，一是認為科技落後的

國家應參與經濟整合，進而督促其能加速國內產業提升與技術創新；另一種則認

為科技落後的國家應保護其國內廠商，容許其一段時間以追趕其他國家。63 

Corcoran64認為競爭力較弱的成員國，其失業率也相對較高。以產業而言，Mayes65

認為，起始點決定了該產業如何掌握整合所帶來的機會。以企業而言，學者們則

認為企業是否受益於經濟整合，要視其原有的市場佔有率、公司大小而定。 

                                                      
54 K.J.Button and E.J.Pentecost, “Testing for convergence of the EU regional economics”, Economic  

Inquiry, Vol.33, No.4, pp.664-671. 
55 X. Sala-i-Martin, “Regional cohesion: Evidence and theories of  regional growth and converge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0, No.6, 1996, pp.1325-52. 
56 P.Vanhoudt, “Did the European unification induce economic growth? In search of scale effects and  

persistent changes”,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Vol.135, 1999, pp.193-220. 
57 A.Vamvakidis,”regional trade or broad liberalization:which path leads to faster growth?”, IMF Staff  

Papers, No.46,March, 1999, pp.42-68. 
58 P.Ziltener,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European Single Market Project:projections,  

simulations-and the real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1, No.5, 2004,  

pp.953-79. 
59 R.B.Wooster, T.M.Banda and S.Dude, “The contribution of intra-regional and extra-refional trade to  

growth: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Vol.23, No.1,2008,  

pp.161-182 
60 K.Aristotelous, “Are there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currency unions on  

trade? Evidence from EMU”,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4, No.1, 2006, pp.17-27. 
61 A.J.Venables,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13, No.490, pp.747-761. 
62 W.Molle, The Econo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Theory, Practice,Policy,Aldershot, UK &  

Brookfield, USA:Ashgate. 
63 G.Tichy,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heterogeneity of Europe”, in H.D.Kurz ed.,United Germany and  

New Europe,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US:Edward Elgar,pp.163-180. 
64 J.Corcoran, “The economic limi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B.H.Moss and Michie eds.,The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 in National Perspective:A Community in Crisis?,1998, pp.168-180. 
65 D.Mayes,P,Hart,D.Matthews and A.Shipman, The Single Market Programme as a Stimulus to  

Change:Comparisons between Britain and German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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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區域經濟整合理論現有之文獻後，學界就有關區域經濟整合是否可以創

造更好的經濟福祉，已有相當多的辯論。持肯定論者認為，區域經濟整合確實有

助於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的提升；否定論者則認為，歐洲經濟整合對於經濟成長

的推升並無顯著影響，追求經濟成長必須有積極性與就業導向的政策，不能僅依

靠市場整合；持中立看法者則說區域經濟整對於經濟成長確實有推動的效果，但

效果不如區域外貿易的增長幅度。也有其他學者針對區域經濟整合對生產活動的

影響進行研究。歸納出兩種看法，一是認為科技落後的國家應參與經濟整合，進

而督促其能加速國內產業提升與技術創新；另一種則認為科技落後的國家應保護

其國內廠商，容許其一段時間以追趕其他國家。 

  儘管學界對於經濟整合是否及如何帶來經濟成長的討論甚多，但卻未形成共

識。同時，觀察既有的研究與討論後，發現大多屬於針對區域經濟整合成效的總

體面向或某一特定產業活動的評估。而較少見到針對以個別成員國為對象的個體

層面評估。缺少對個別成員國參與經濟整合後的評估，因而成為相關研究中一個

明顯的缺口。有鑑於此，作者試圖以中國與印尼兩國為研究個案，評估「中國-

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對個別成員國帶來哪些衝擊，以及其因應之道，希冀透

過對個體成員國的評估與比較，補充區域經濟整合中對個體層面研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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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家競爭優勢與鑽石模型的理論背景 

一、 國家競爭優勢 

  國家競爭優勢，又稱鑽石模型、鑽石理論、菱形理論等。由美國哈佛大學商

學院教授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其代表作《國家競爭優勢》66（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所提出的概念，屬於國際貿易理論之一。國

家競爭優勢屬於競爭力理論的分支，其試圖解釋如何才能發展並保持可持續的相

對優勢。 

（一） 從競爭力理論談起 

  「競爭」是企業成敗的核心，它決定了企業的創新、文化凝聚力、執行效率

等，與整體表現息息相關的各種活動67，而想要在競爭過程中獲得存活或有利之

地位需擁有一定的「競爭優勢」，這就是競爭力的基本概念。68 

  學者Francis、Tharakan69認為「競爭力」的意義包含三種不同層級，第一個

層級是企業競爭力(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第二個層級是產業競爭力(industry 

competitiveness)，第三個層級是國家競爭力(national competitiveness)，三種不同

層級的競爭力關係圖，如圖1-1所示，例如：企業的競爭力關心的是獲利能力與

市場佔有率、產業競爭力的研究主題則是產業生產力、技術創新能力與產業生命

週期；而國家競爭力則除了經濟層面的考量外，更強調社會福祉(welfare)之提高

70。 

 

 

圖 2-1 三種層級競爭力的關係圖 

                                                      
66 麥克.波特著，李明軒，邱如美譯，「國家競爭優勢上、下」（台北：天下文化，1996 年） 
67 Porter, M.E., “Competitive advantage: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Free Press(1985). 
68 Bruce, Kogut., “Knowledge of the Firm and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4(4),1985, pp.625-645. 
69 Francis, A. and P. K. Tharakan. ,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uropea  Indust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70 Scott, B.R. , “Competitiveness: Self-Help for a Worsening Proble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89(4),1989, pp.115-121; Grein, A.F. and Craig, C.S. , "Economic Performance over Time: 

Does Porter's Diamond Hold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38(3),1996, 

pp.303-322. 

企業競爭力 產業競爭力 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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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響因素： 

1、生產要素 

  包括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資源、基礎設施和知識。生產要素又分為基

本要素和進階要素兩類。基本要素是指一個國家先天所擁有的自然資源和地理區

位條件等。進階要素則是指社會和個人透過投資和整體發展而創造的因素。一個

國家若要取得競爭優勢，進階要素遠比基本要素來得重要。 

2、需求因素 

  國內的需求條件是特定產業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Porter 認為，國內需求對競爭優勢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本國市場上有關

產業的產品需求如大於海外市場，則擁有規模經濟，有利於該國建立該產業的國

際競爭優勢。二是如本國市場消費者需求層次較高，則對相關產業取得國際競爭

優勢有利。因為要求高的消費者會促使本國公司改進其產品品質、性能和服務

等。三是如果本國需求具有超前性，為它服務的本國廠商也就自然地走在世界其

他廠商的前面。 

3、產業因素 

  一個企業的經營要透過合作、適時生產和資訊交流與眾多的相關企業和行業

保持聯繫，並從中獲得和保持競爭力，如果這種接觸是各方的主觀意願，那麼產

生的交互作用就會相當顯著。一個國家要想獲得持久的競爭優勢，就必須在國內

獲得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供應商和相關產業的支持。 

4、企業競爭 

  乃指一國國內支持企業建立、組織和管理的條件。各類企業作為國家經濟的

細胞，有其不同的規模、組織形式、產權結構、競爭目標、管理模式等，這些特

徵的形成和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所面臨的各種外部

環境。此外，國內市場的競爭程度，對該國產業取得國際競爭優勢有重大影響。

國內市場的高度競爭會促使企業改進技術和進行創新，從而有利於該國國際競爭

優勢地位的確立。 

  除上述四個因素外，一國的機會和政府的作用，對建立該國的國際競爭地位

有其相當的作用。機會包括重要發明、技術突破、生產要素供需狀況的重大變動

(如：石油危機)以及其它突發事件等。政府因素則指政府透過政策調節來創造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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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優勢。Porter 認為以上影響競爭的因素共同發生作用時，將促使或阻礙一個國

家競爭優勢的形成。 

（三）發展階段： 

  Porter 認為，國家經濟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為生產要素導向階段、投資導

向階段、創新導向階段和富裕導向階段，其中前三個階段是國家競爭優勢發展的

主要動能，通常會帶來經濟上的繁榮，第四個階段則是經濟上的轉捩點，國家有

可能因此而走下坡。 

1、生產要素導向階段 

  在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幾乎所有的成功產業都是依賴基本生產要素。這些

基本生產要素可能是天然資源，或是適合作物生長的自然環境，或是不匱乏且又

廉價的一般勞工。這個階段中的鑽研體系，只有生產要素具有優勢。在這種條件

下，只有具備相關資源的企業才有資格進軍國際市場。 

2、投資導向階段 

  在這一階段中，國家競爭優勢的確立以國家和企業的投資意願和投資能力為

基礎，並且越來越多的產業開始擁有不同程度的國際競爭力。企業有能力對引進

的技術實行消化、吸收和升級，是一國達到投資導向階段的關鍵所在，也是區別

要素導向階段與投資導向階段的標誌。 

3、創新導向階段 

  在這一階段，企業在應用並改進技術的基礎上，開始具備獨立的技術開發能

力。技術創新成為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主要因素。處於創新導向階段的產業，在生

產技術、行銷能力等方面居領先地位。有利的需求條件、供給基礎及本國相關產

業的發展，使企業有能力進行不斷的技術創新。在重要的產業群中開始出現世界

水準的輔助行業，相關產業的競爭力也不斷提高。 

4、富裕導向階段 

  在這一階段，國家競爭優勢的基礎是已有的財富。企業進行實業投資的動機

逐漸減弱，金融投資的比重開始上升。部分企業試圖通過影響和操縱國家政策來

維持原有的地位。大量的企業兼併和收購現象是進入富裕導向階段的重要跡象，

反映了各行業希望減少內部競爭以增強穩定性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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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研究 

   關於產業及國家競爭力等相關研究，國內外學者均有所涉入，有從經濟層

面著手，或是從管理層面切入，因不同的研究方向所形成的結論也多有所不同。

以經濟層面而言，主張由經濟成長與產品出口競爭力來探討產業和國家競爭力，

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研究報告中71從提昇出口競爭力的角度來討論產業

競爭力，認為可從該產品在世界市場之佔有率、出口成長幅度、貿易依存度等衡

量變數來進行觀察。 

從管理層面探討產業及國家競爭力的相關研究，學者 Dunning72認為基礎建

設、人力資源素質與經營管理能力等創造性資源是建立國家競爭力之本。學者

D'Cruz and Rugman 的研究73中發現，上游供應商和市場規模對國際競爭力的提昇

具相當重要性，並強調廠商為追求競爭優勢，也應維持與下游客戶的互動性。

Porter74提出鑽石模型體系(diamond model)來解釋競爭優勢的來源，其主張國家競

爭優勢來源分別為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和支援產業、企業策略、結構和競

爭對手四個關鍵因素及政府和機會兩個角色。此六個因素將各國的相關產業形成

群聚，群聚愈強，愈鞏固，則國家競爭優勢愈大。 

綜合以上各學者觀點，發現探討提昇國家競爭優勢的相關因素，有的從經濟

層面，或是從管理層面著手，其中以 Porter 所提六項因素之鑽石模型體系，涵蓋

範圍為最廣，故本文以 Porter 的觀點作為探討國家競爭優勢之基礎，以下將進一

步剖析 Porter 之國家競爭優勢與鑽石模型。 

 

 

 

 

 

 

 

                                                      
7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研究所，我國IC產業國際競爭力研究報告（新竹，1997年）。 
72 Dunning, J.H. , “Internationalizing Porter's Diamond”,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33 

(2),1995, pp.7-15. 
73 D'Cruz, J.R. and Rugman, A.M. ,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Five 

   Partners Model”, Business Quarterly, 58(1993), pp.60-72. 
74 Porter, M.E. ,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otions”(New York: Free Press Macmilla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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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鑽石模型 

（一）理論背景 

  Porter 認為國家競爭優勢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否成為某一產業的發展基

地。換句話說，某一個地區或國家，如能具備某些特殊的條件，使得某一產業能

夠蓬勃發展。Porter 所提的國家競爭優勢分析，基本上是在產業層次，他認為一

國經濟是由不同產業構成，產業不同，所需的條件或環境也會存在差異，故 Porter 

提出鑽石體系之模型，為某一特定產業為何能在某特定國家或地區擁有競爭優

勢，提供一個具有普遍解釋能力的理論架構。 

  根據 Porter 之鑽石體系模型，一國的某種產業在國際競爭上是否具備優勢，

取決於該國環境中四個關鍵因素及政府和機會兩個角色能否有較佳總體表現，如

圖 2-2 所示。 

 

圖 2-2 國家競爭優勢模型（鑽石模型） 

資料來源：Porter, M.E.,1990 

  Porter 的鑽石模型中，其中四個要素及兩個環境因素，分別敘述如下： 

1、 要素條件：指一個國家所提供特定產業競爭中與該產業生產投入方面有關的 

表現，如：人力資源、天然資源、知識、資本與基礎建設等。 

2、需求條件：指本國市場對某特定產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之需求規模及型態， 

包括國內市場的性質、客戶的需求型態與特質、國內市場的需求規模與成長

速度、從國內市場需求轉換為國際市場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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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關和支援產業：指該項產業的相關產業和上下游產業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力。 

在許多產業中，一個企業的潛在優勢是因為相關產業和周邊支援產業具有競

爭優勢，因為相關產業的表現和能力，自然會帶動上、下游產業的發展。而

具國際競爭優勢的相關產業可以幫助產業進行技術創新、增加生產效率、提

昇產品性能、降低成本以及爭取生產時效。 

4、企業策略、結構和競爭對手：乃指企業在一個國家的策略目標、管理模式和 

組織型態，以及國內市場競爭對手的表現。激烈的國內競爭有助於促使國內

廠商不斷改進各種技術或進行技術創新，以維持其競爭優勢，無形中也強化

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5、政府：為產業提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政府透過補貼、教育、保護、制 

訂標準、及創造需求等政策的制定來影響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和支援

產業及企業策略、結構和競爭對手等。 

6、機會：指無法被企業或國家所預先控制的事件，形成機會而影響產業競爭的 

情況，大致又分為下列幾種： 

(1)新興科技的發明與創新 

(2)傳統技術出現斷層，例如：微電子科技或生物 

(3)生產成本突然提高，例如：全球能源危機 

(4)全球金融市場或匯率的重大變化，例如：金融海嘯 

(5)全球或區域市場需求遞增 

(6)外國政府的重大決策 

(7)戰爭或天然災害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 

（二）相關應用研究 

  學者陳裕田75根據 Porter國家競爭優勢鑽石模型概念分析台灣 LED產業有無

競爭優勢形成的條件、了解台灣 LED 產業面臨的環境後，針對台灣 LED 產業

的未來發展提出策略建議。學者陳世輝76則以 Porter 的鑽石理論作為產業分析工

具，五力分析和 SWOT 分析作為結論，探討台灣 IC 產業為何能在世界上佔有一

席之地，並找出具有決定性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尋找出弱點與威脅，擬定因應對

策，強化對世界其他各國之相對競爭力。   

  學者劉炳慶77以鑽石理論，探討產業結構中各項機制的運作方式，以及台灣

IC 產業目前所具有的優劣勢。學者張欽宗78利用 Porter 的鑽石模型分析台灣輕軌

產業的整體競爭優勢，分析了解台灣輕軌產業環境面臨的競爭力強弱，並將如何

把注意力集中在潛在競爭者的威脅，當成策略的重點，最後以 SWOT 分析來探

討台灣的輕軌產業結構是否理想，以避免與國外高階產品正面對抗作為策略之主

軸。學者姜水傳79藉由次級資料及深度訪談資料，從國家競爭力及產業結構角度

出發，以 Porter 鑽石模型及 SWOT 分析，探索台灣產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再依

核心競爭能力做台灣的競爭分析，企圖尋找出各廠商在產業中合適的競爭策略。 

  學者龍仕璋80從建立國家競爭優勢觀點，探討台灣光復初期之後產業的發展

政策，以及當時美國提供援助的角色，並藉此說明鑽石理論中政府與機會的兩大

因子，如何影響光復初期台灣各地的建設及經濟發展等。學者華國媛81則從新加

坡政府扶植生醫產業的例子中，說明政府政策和發展策略是新加坡生物醫學的產

業群聚(biomedical clusters)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也因此吸引了國際生醫產業大廠

大力投資新加坡。 

                                                      
75 陳裕田，「我國發光二極體產業競爭優勢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學系工管組技術管理學程碩士論文，2000 年，頁 157。 
76 陳世輝，「我國IC 設計業競爭因素分析」，台北：台灣大學商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頁 178。 
77 劉炳慶，「台灣半導體產業競爭優勢之研究」，新竹：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年，頁182。 
78 張欽宗，「台灣輕軌運輸市場及輕軌產業發展策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1年，頁5。 
79 姜水傳，「台灣多功能事務機廠商的競爭策略分析」，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所博士論    

 文，2002 年，頁 155。 
80 龍仕璋，「台灣光復初期經濟發展之鑽石理論分析」，發表於臺灣議政史料研究發展研討會 

 論文（台中：台灣省諮議會，2005 年 6 月），頁 10。 
81 華國媛，「新加坡生醫產業之政府政策與策略」，台北：國立台灣大學管理學院高階公共管理 

 組碩士論文，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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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現有文獻的檢視 

  從現有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及鑽石模型相關文獻中，支持論者認為鑽石模型

是一個雙向化的系統。六個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影響、相互輔助，構

成一個激勵創新的動態競爭環境。當企業獲得鑽石模型中任何一項因素的優勢

時，也會幫助它創造和提升其他要素上的優勢。擁有鑽石模型中的每一項優勢，

並不等於擁有了國際競爭優勢。要能將這些要素交互運用、形成企業自我強化的

優勢，才是國外競爭對手無法模仿。持否定論者則認為，儘管 Porter 的分析方法

提供了新的理論分析架構，但在現實環境下，不同國家和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中

的適用性並不一致。Porter 的鑽石模型用來分析美國、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的國際

競爭力來源很有說服力，這些國家擁有良好的國內環境，企業可以依託在此，進

而建立起競爭優勢。而對於開發中國家和未開發國家來說，其現實的經濟環境不

一定能符合 Porter 的鑽石模型，通常他們缺乏足夠大的市場、資本及技術等。究

竟這些國家要如何創造他們的競爭優勢，Porter 則沒有足夠的說明。 

  有鑒於此，作者將試圖蒐集各類資料及統計數據，用以解釋中國與印尼兩個

開發中國家，在面對區域整合的衝擊之下，如何在既有的國內條件中運用各種策

略，減低對國內產業的衝擊，並找出自身的競爭優勢。一來對於 Porter 所未能描

述之部分加以解釋；二來整理和歸納出面對中國大陸的競爭下，印尼如何應對區

域經濟整合後所帶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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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東協經濟整合之沿革及內容 

  本章將探討東亞經濟整合的沿革與發展，從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1、東協

+3 到 RCEP 及 TPP 的未來發展走向，逐一說明各個經濟整合的背景、目的及其

發展基調，並試圖描繪東亞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及核心的理念價值。 

第一節 東協的起源與發展 

一、東協的成立與茁壯 

  東南亞在 1960 年代，成為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制約下的後殖民時期原物料供

應地區，同時也是冷戰對抗體制下的緩衝區。82東協的創立，與當時冷戰期間，

東南亞所處的政經情勢有極大關係。事實上，在 Lyon(1973)83提到的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東南亞地區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裡，美國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相當明顯。

而美國對東南亞地區的政策主要是基於其政治和戰略考量。美國之所以支持東南

亞的區域合作，乃因為在美方看來，東南亞國家的區域合作可以形成一個緊密團

結抵禦共產主義影響擴張的整體，進而保護美國在東南亞的利益。84 

  另一促使東南亞各國加速進行合作與整合的動能，來自於經濟集團化趨勢的

壓力。後冷戰時期的國際秩序，最明顯的就是經濟層面的重視程度增加，「以軍

事力量對決」轉變成「用經濟力量競爭」，85各區域集團間的經濟競爭成為形塑

國際新秩序的主要課題。戰後經過 40 年發展而成的國際貿易，加深各國經濟的

相互依存關係。861980 年代以後，國際經濟的特徵是區域內經濟整合的區域主義

                                                      
82 John Bastin and Harry J. Benda, A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Colonialism,National,and  

Decolonization,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68. 
83 Peter Lyon, “ASEAN and the Future of Regionalism”, in New Direc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The Great Powers ans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Lau Teik 

Soon,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3. 
84 Chintamani Mahapatra, American Role in the Origin & Growth of ASEAN, ABC Publishing 

House,New Delhi,1990. 
85 Frank Frost, “Introduction:ASEAN since 1967-origins, Evolution and Recent Development”, in 

ASEAN into the 1990s, edited by AlisonAboinowski,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90, p.1. 
86 Paul Bowles, “ASEAN, 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acific Afairs, Vol.70, No.2(summer),  

pp.21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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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1985 年，歐洲簽訂『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決議在 1992 年

12 月 31 日完成「單一市場」，加強歐洲政治和財經的合作。1988 年，美國和加

拿大簽署「北美自由貿易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1992 年墨西哥亦加入該協定，1994 年 1 月 1 日正式生效。1989 年，亞太地區國

家創設「亞太經濟合作理事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並

舉辦領袖高峰會議。在經濟趨於全球化的同時，經濟集團化的趨勢同時出現。世

界形成美、日、歐等三大經濟集團，各國對經濟邊緣化感到憂慮。因此，在區域

層次組建經濟集團，是各國因應經濟集團化和避免邊緣化的一項戰略選擇。國家

之間組成區域性經濟組織，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促進彼此間合作、減少貿易障礙及

摩擦，以及加強經濟往來。東南亞各國深切體認到，深化區域經濟的合作程度，

可以強化東協在世界上的發言權，東南亞的廣大市場有利於吸引外資，刺激經濟

活動，在面對全球化發展時，可以強化東南亞的經濟競爭力，而這些都又賴於東

南亞國家進一步的經濟整合。87 

  在東協創立之前，實際上東南亞地區即存有類似的區域組織，例如 1961 年

7 月成立的「東南亞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以及 1963

年 8 月成立的「馬、菲、印組織」（Maphilindo），這兩個組織最後皆無疾而終，

但也由於這兩個組織的失敗經驗，使後來的東協引以為戒，避免重蹈失敗的覆

轍。88觸動決心創立東協的主因，係泰國在調停菲律賓、馬來西亞和印尼之間的

歧異獲得成功，營造出創立東協的信心。89泰國外長柯曼（Thanat Khoman）向

印尼外長馬里克（Adam Malik）提出設立新的區域合作組織的構想，並獲得贊同。

1966 年 6 月，印尼正式提出這個構想，蘇哈托希望藉由區域合作，改善印尼軍

人執政的國際形象。此一構想在提出時，實際上並未獲得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支持

和認同。菲律賓希望創立自行提議的新組織，以樹立威望，馬來西亞則對印尼的

動機抱持疑慮，認為「東南亞協會」已經足夠，1965 年新獨立的新加坡則是置

                                                      
87 徐遵慈主編，東南亞區域整合－台灣觀點，台北：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 

   協會研究中心，2012，pp.46-51。 
88 Johan Saravanamuttu, “Imperialism,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ASEAN Reg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16, No.2,1986, pp.204-222. 
89 吳祖田，「東南亞國家協會」組織之發展與回顧，問題與研究，37卷 8期，頁 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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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事外。90泰國外長經過 1 年多的居中協調，1966 年經馬來西亞和印尼進行初步

會談，加上各國考量上述東南亞區域內外情勢的變化，咸認創立一個新組織的必

要性，終於在 1967 年 8 月 8 日由印度尼西亞、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和泰

國等五國外長為防止共產主義擴散、促進區域經貿交流及合作，91於泰國曼谷集

會，簽署並發表「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宣示成立東協，全稱「東

南亞國家協會(ASEAN)」。92依據該宣言所示之宗旨，東協成立之目的在於促進

區域間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合作與發展，並希望維持區域間的和平及穩定，為了

達到這個目的，所有政策的制定，均以確保這個最高目標為依歸。93此外，東協

亦係為解決區域內政策分歧之論壇。具體歸納為： 

 以平等與合作精神共同促進東南亞地區之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及文化發展。  

 遵循正義、國際關係準則及聯合國憲章促進東南亞地區之和平與穩定。  

 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技術及科學等問題之相互合作與支援。  

 在教育、專業、技術及行政訓練和研究設施方面相互支援。  

 充分利用農業和工業，擴大貿易，改善交通運輸及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方面進

行更有效之合作。  

 促進對東南亞問題之研究。  

 與具有相似宗旨和目標之國際或區域組織保持密切和互利之關係，以探尋與

其更緊密合作之途徑。  

 

 

                                                      
90 Frank Frost, “Introduction:ASEAN since 1967-origins, Evolution and Recent Development”, in   

 ASEAN into the 1990s, edited by AlisonAboinowski,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90, p.6. 
91 Ananda Rajah, “Introduction to Section IV”, The ASEAN Reader, compiled by K.S.Sandh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92 5 位簽署宣言的外長分別是印尼外長馬里克（Adam Malik）、菲律賓外長羅慕斯（Narciso R.  

Ramos）、馬來西亞外長敦拉札克（Tun Abdul Razak）、新加坡外長賈古瑪（Shanmugan 

Rajaratnam），以及泰國外長柯曼（Thanat Khoman）。ASEAN(2004), “The Founding of 

ASEAN.”(http://www.aseansec.org/7069.htm) (2014/6/16). 
93 Khaw Gaut Hoon, “ASEA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Politics in the ASEAN states, edited by  

Diane K.Mauzy, Kuala Lumpur: Marican & Sons,1984, pp.22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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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 年，東協會員國在印尼峇里島舉行首屆東協高峰會（The First ASEAN 

Summit），會中並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簡稱 TAC），再次確立東協各國間的基本原則，包括： 

● 互相尊重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整與國家認同。  

● 每一國家具有領導國家生存、避免外界干預、顛覆與強迫之權利。  

● 彼此對內部事務互不干預。  

● 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或糾紛。  

● 放棄威脅或使用武器，彼此有效合作。  

  此後，東協的成員國陸續增加，汶萊於 1984 年 1 月 8 日加入，越南於 1995

年 7 月 28 日加入，寮國和緬甸於 1997 年 7 月 23 日加入，柬埔寨於 1999 年 4

月 30 日加入，總計共有 10 個成員國。目前唯一尚未加入的東帝汶，亦於 2006

年 7 月提出入會申請，容納所有東南亞地區國家的理想已然不遠。成立以來，至

今已有四十餘年之歷史，區域內人口約 6.25 億，面積 443.5 萬平方公里，國內生

產毛額總計為 2.4 兆美元，貿易額為 2.51 兆美元。94 

  其發展歷程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東南亞國家協會發展歷程 

年度 說明 

1961 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於曼谷成立「東南亞聯盟」 

1967 
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五國外長在曼谷舉行會議，

於 8 月 8 日發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東協成立。 

1976 

於峇里島舉行之首屆東協高峰會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東

協協調一致宣言》，即《峇里第一協約》，確定東協宗旨和原則，成

為東協發展之重要里程碑。 

1984 汶萊獨立後獲准加入東協，成為東協原始六國。 

1995 越南加入東協。 

1997 
寮國、緬甸加入東協。 

東協與中、日、韓三國建立會晤機制。 

1999 柬埔寨加入東協。 

                                                      
94 Selected basic ASEAN indicators as of 15 July 2014, ASEAN Statistics, 

http://www.asean.org/images/resources/Statistics/2014/SelectedKeyIndicatorAsOfApril/Summary%

20table_as%20of%2015Jul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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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馬尼拉舉行之東協非正式高峰會（ASEAN Informal Summit）上，

共同發表「東亞合作聯合聲明」。 

2002 

中國與東協簽署「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同時，日本

與東協發表加強全面經濟合作的「共同宣言」，東協並向韓國提議開

始談判建立自由貿易區。 

2003 
中、日、韓三國領導人簽署「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並針

對簽署三方「自由貿易協定」，而開始啟動對話協商機制。 

2005 
首屆東亞高峰會於吉隆坡舉行，第一次正式討論東亞共同體的問

題，使得東亞區域整合框架初步顯現。 

2006 東帝汶提出申請加入東協，巴布亞紐幾內亞申請為觀察員。 

2007 
慶祝東協成立四十周年，並特定 8 月 8 日當天為東協日。 

東協十國元首齊聚新加坡簽署《東協憲章》。 

2008 日本－東協經濟合作夥伴協定簽署。 

2009 韓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簽署。 

2010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東協－印度自由貿易區亦開始全

面實施。 

2011 

東協加六發表聯合聲明，將組成工作小組，在 11 月東協領袖會議前

提出關稅自由貿易化、海關程序、促進投資及商品服務貿易之經濟

合作建議書。 

2012 

11 月 18 日，東協十國簽署了象徵人權領域合作成果的《東協人權

宣言》。《宣言》旨在保障本區域人民的人權，以作為未來人權合作

的基本框架。 

2013 

5 月，東協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印度等 16 個

國家已展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第一回合談判，也

意味著 RCEP 正式取代 CEPEA 之地位。 

2014 

目前為止，RCEP 已完成 5 回合談判，第五回合談判於 2014 年 6 月

21 日至 27 日在新加坡舉行。第六回合談判則訂於 10 月中旬，於印

度舉行。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中心、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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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協模式(ASEAN way) 

  東協成立後，一度不被看好，被認為可能又是一個失敗的東南亞區域組織。

然而，其初期的運作卻超乎預期，在沒有條約約束下，各國仍憑藉著參與東協加

強本身的區域影響力，1976 年首次高峰會後，東協高峰會更成為國家領袖所重

視的外交場合。95探究其由來，這些都與東協的建制發展與運作原則符合當時東

南亞區域情勢和需求息息相關，一方面當時各會員國基於內外安全的考量，希望

建立一個新的溝通平台，透過外交諮商來預防衝突的發生，並尋求共同利益以發

展合作關係，最大特色便在於不直接碰觸安全或敏感性政治議題，而透過各國間

及多邊非正式途徑，增加合作的可能，以促進區域和平穩定。96另一方面，強調

這些合作的推動，會在主權平等與互不干涉的兩大原則下進行，97以相互支持並

鞏固各國政權穩定。 

  在組織目標與區域秩序建構原則確立後，東協緩和了各會員國之間的緊張關

係，並使綜合且多面向的功能性合作得以展開，其核心要件在於特殊的政治合作

過程，即所謂的「東協模式」。98其特色分述如下： 

（一）非正式、非法律的外交途徑 

各會員國之間不同層級的政府官員，透過多層次、多面向、高頻率的非正式密切

諮商，包括高峰會、外交部長、經濟部長及其他功能性部長會議、資深官員會議

等，培養東協各國之間合作與相互諮詢的習慣，進而避免在無預警或無溝通的情

況下爆發衝突。而這樣的非正式、非法律的外交途徑，所產生的結論對於會員國

並不具有約束力，因而在執行上各國可以依國家能力，彈性調整政策的步伐，使

各國在沒有履行條約義務或政治承諾的壓力下進行合作。99 

 

                                                      
95 林若雩，「東協模式與東協安全體建構之連結：以柬埔寨問題為例」，收錄於宋鎮照、陳欣 

 之編，變遷中的東南亞區域整合：過程、挑戰、發展（台北：五南），2006 年，頁 19-26。 
96 Noordin Sopiee, “ASEAN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Mohammed Ayoob(ed.),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Croon Helm, p.229. 
97 Nischalke, Tobias Ingo., “Insights from ASEAN’s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The ASEAN way, a 

Real Spirit or a Phanto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2(1),2000, pp.89-112. 
98 Kusuma Snitwongse, “Thirty Years of ASEAN: Achievements through Political Cooperation, ”  

Pacific Review, Vol.11, No.2, 1998, pp. 184-185. 
99 J.N.Mark, “The ASEAN way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Arms Register?”  

K.L.conference, 1995,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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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識決 

共識決並非投票行為，也不是零合的協商談判，而是透過非正式的外交諮商討論

共同關切的問題，協調不同意見並尋求共識，再於年度正式會議中做出一致的決

定。當各國間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時，各國會以維持彼此間的和諧關係為優先考

量，尋求共同可以被接受的最小立基做為進一步合作的基礎，對東協會員國來

說，這個原則比各持己見，圖謀單邊最大利益還要來的重要，同時也可以避免因

權力結構因素造成相對強國在集體決策中出現專斷的情形。 

（三）雙邊、多邊議題分開處理 

對於領土紛爭或是敏感議題，各國傾向透過雙邊途徑來處理，但對於區域性、功

能性合作問題則在東協架構下討論；如此一來，無論雙邊衝突是否獲得解決，會

員國仍可利用多邊外交平台，謀求區域和平。當東協在制度設計上缺乏第三方監

督、執法或解決衝突的功能時，討論雙邊敏感議題將只會損及東協各國建立起來

的互信。100 

  東協之所以能夠化解成員國間的分歧，101進而促進組織的有效運作，一般將

其歸因於「東協模式」，以主權平等、互不甘涉、和平解決爭端、不使用等國際

規範為原則，並強調非正式諮商、包容、共識決、不具強制性的集體決策模式。

然而，「東協模式」在 1990 年代卻遭遇區域內外的衝擊和挑戰，認為有重新修正

檢討的必要，過去所堅持的原則已無法適應現實複雜多變的環境 

  回顧東協 40 年的經營發展，「東協模式」確實有其歷史意義和價值，但「東

協模式」是否依然會是未來東南亞共同體的信守規範，並在推動區域一體化中發

揮作用則不無疑問，成員國間的政經差距，以及棘手的跨國區域問題，將會是「東

協模式」運作的主要考驗，對組織的長遠運作亦造成影響，適當的涉入干預和多

數決的引進是東協思索改革的選擇方向。 

                                                      
100 Alan Collins, Security and Southeast Asia: Domestic,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2003, p.153. 
101 Rodrigo Tavares, Regional Security: The Capacity o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Routledge, 2010,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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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沿革與內容 

表 3-2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發展歷程 

年度 說明 

1991 
7 月，中國時任外長錢其琛出席第 24 屆東協外交部長會議開幕式，

為中國與東協首次接觸。 

1992 1 月，第四次東協領袖高峰會正式提出建立東協自由貿易區。 

1996 
3 月，中國提出希望成為東協全面對話國，這個倡議得到東協各國

的積極回應。7 月，獲東協外長會議一致同意。 

1997 中國和東協簽署聯合聲明「邁向二十一世紀東協－中國的合作」 

2000 

10 月，中國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新加坡舉行的中國與東協領袖

會議上，提出在 WTO 承諾基礎上，建立更加互惠的中國-東協自由

貿易區倡議。 

2001 

11 月，中國與東協各國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在當年 10+1

領袖會議上，中國與東協達成了共識，並宣佈十年內建成自由貿易

區的目標。 

2002 

11 月 4 日，在第六次中國－東協領袖會議上，雙方簽署了《中國與

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確定了 2010 年成立中國－東協自由

貿易區的目標。 

2003 

10 月，第七次中國－東協領袖會議期間，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與東

協各國領袖簽署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中

國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2004 中國-東協正式簽署《貨物貿易協議》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 

2007 
1 月 14 日，中國與東協在菲律賓宿霧簽署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服務貿易協定》。 

2009 8 月 15 日，中國與東協共同簽署中國－東協《投資保障協議》。 

2010 
1 月 1 日，擁有 19 億人口、GDP 接近 6 兆美元、世界最大的自由貿

易區—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中心、作者自行整理 

一、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過程 

  中國大陸在鄧小平上台後，對多邊協議的認知和政策，已從過往的謹慎、懷

疑逐漸轉為樂觀和熱情。過去將多邊協議視為其他國家對中國主權的挑戰和政策

限制，現在則將之視為有用的外交平台，可用以達成中國的外交政策目標，例如：

爭取區域影響力和提高國際地位等。另一方面，中國實力日漸茁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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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對備受衝擊的東協各國給予貸款援助，有助

於各國穩定國內經濟情勢，皆使東協各國對中國在經濟合作方面轉而持以正面態

度，應以合作代替對抗。102  

  1991 年，中國時任國務院外交部長錢其琛受邀參加東協部長會議，這是東

協加強和中國關係的開始。1994 年「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成立，邀請中國以諮商性夥伴身分參加。1995 年，中國成了東協的對話夥伴。

1997 年，中國和東協簽署聯合聲明「邁向二十一世紀東協－中國的合作」

（ASEAN-China Cooperation towards 21st Century），發展雙方友誼和合作關係。103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在 2000 年 11 月中國－東協領袖高峰會，提議建立「中

國-東協自由貿易區」。2001 年 3 月，針對中國與東協的經濟整合，成立了專家研

究團隊（Expert Group），報告指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朝東亞經濟整

合前進重要的一步」和「包括東協、中國、日本、南韓的東亞自由貿易區之基石」。

緊接著在 2001 年 11 月，東協和中國承諾 2010 年前完成自由貿易區的建立。2002

年 11 月舉行的第八屆東協高峰會，東協和中國簽訂「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提出了中國與

東協加強和增進各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投資合作；促進貨物和服務貿易，逐步

實現貨物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並創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資機制；為各成員國

之間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開闢新領域等全面經濟合作的目標。雙方亦同意在 2010

年，完成中國和東協六國（汶、印、馬、菲、新、泰）的自由貿易區；2015 年

完成其餘四國（柬、寮、緬、越）和中國的自由貿易區。104 2010 月 1 日生效後，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約 19 億的人口和 6

兆美元的 GDP。105與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區，並稱為世界上三大自由貿易區。 

                                                      
102 C. Kuik, “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spi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7 (1), 2005, pp. 102-122. 
103 宋興洲，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24 期，2005 年，頁 1-48。 
104 J. Y. Cheng, “The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Genesis and Implic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8(2), 2004, pp.257-277.  
105 C. Daniel, and E. Lim, “ASEAN and China to Form the World’s Largest Free Trade Area,” Intertax,  

33(3), 2005, pp.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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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概況及優惠內容 

（一）發展概況 

  中國與東協各國自 2002 年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後，2004 年元旦

實施「早期收穫清單」，下調農產品的關稅，同年底，亦完成「貨物貿易協議」

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簽署。2005 年 7 月共有 7000 種產品開始降稅。2007

年完成「服務貿易協議」、2009 年完成「投資保障協議」之簽署後，旋即於 2010

年元旦正式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從 2002 年所簽署的「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議」106中可以觀察，雙

邊的合作發展方向大約涵蓋以下六大領域107： 

 貿易與投資便捷化措施，具體內容包括提高透明度、消除非關稅貿易壁壘、

簡化海關程序、相互標準認證、促進商務人員往來等 

 對東協成員特別是新成員，加強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能力建構 

 在符合 WTO 規範的基礎上，給予東協中非 WTO 成員額外的考量 

 擴大金融、旅遊、農業、人力資源開發、中小企業、產業合作、環境之合作 

 為東協的新成員提供特別優惠與執行上的靈活度 

 建立合適的組織機制，以執行架構協定。 

  其中貨品貿易是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重心108，除涉及國家安全、人類健康、公

共道德、文化藝術保護等 WTO 允許例外的產品以及少數敏感產品外，其他全部

產品的關稅和貿易限制措施都應逐步取消。服務貿易和投資也將逐步實現自由

化。在經濟合作方面，雙方亦協議未來將以農業、資通訊產業、人力資源開發、

相互投資及湄公河開發等五個領域為發展重點，並逐步向其他領域拓展。 

 

 

 

 

 

                                                      
106 協定全文請見 http://www.aseansec.org/13196.htm. 
107 賀聖達，中國大陸─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構與我們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收錄於東亞區域經濟  

   合作研究（2002），中國大陸社會科學出版社。 
108 劉大年，「東協加一」發展前景及政經意涵，後 SARS 時代兩岸暨國內外政經情勢研討會，   

   2003 年 8 月 14 日，台北市企業經理協會，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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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惠內容 

1、降稅模式： 

  貨品貿易的關稅調降分為三種，早收清單產品、正常產品及敏感產品。考量

東協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東協六個成員國（星、馬、泰、汶、菲、印）應

於 2012 年前將多數產品降至零關稅，僅能保留 5%以內敏感產品關稅；剩餘的東

協四國（越、柬、寮、緬）則延後至 2018 年前將多數產品降至零關稅，並僅能

保留 5%以內敏感產品關稅。 

2、開放服務貿易： 

  中國大陸在 WTO 入會承諾的基礎上，在建築、環保、運輸、體育和商務等

部門，允許東協各國設立獨資或合資企業，放寬設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內容。東

協各國亦做出新的開放承諾：新加坡開放商務、分銷、教育、金融、醫療、娛樂

和體育休閒、運輸等部門；馬來西亞開放商務、電信、建築、金融、醫療、旅遊

和運輸等部門；泰國開放建築及工程、教育、旅遊和運輸等部門；菲律賓開放商

務、電信、建築及工程、環境、旅遊等部門；汶萊開放旅遊和運輸等部門；印尼

開放建築及工程、旅遊和能源。此外，其餘的東協四國則因經濟發展程度尚淺，

在商務、電信、建築、金融、旅遊和運輸減少了市場准入限制。 

3、投資自由化： 

  參照東協投資區框架協定(AIA)，為促進區域內投資自由化，中國-東協自貿

區自 2010 年起，對區域內所有成員國的投資者適用國民待遇原則，並向成員國

開放所有產業。2020 年起則適用於所有投資者，並推動資本、技術人員、專家

及技術的自由移動。對於東協四國（越、柬、寮、緬）亦給予適當的寬限調整期。 

4、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 

  中國與東協各國針對過往雙邊貿易中的障礙因素提出改善方法。未來將落實

產品規格的齊一化，減少海關行政成本、提高效率；並且進一步鬆綁跨域的人力

流動，讓區域內的專業人才可以自由流通；另針對金融合作，雙邊將建立區域監

督機制、貨幣互換、東亞外匯儲備庫等制度，並結合結算體系、評級機構的設立，

推動區域內金融的自由化、便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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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貿易區的未來發展 

（一）雙邊貿易將有更大的成長，貿易規模進一步擴大 

  中國與東協的貿易總額將會持續成長，此乃因雙邊經貿互補性高。2010 年

中國平均對外關稅為 9.8%，對東協的平均關稅則從當年 1 月 1 日起降為 0.1%，

將有效地促進雙邊貿易往來。109雙邊貿易中，化學周邊產品、機械及運輸設備都

呈現較高的互補性，由於雙邊貿易依存度高，這也將成為雙邊貿易中的主力產品。 

  投資合作部分，受惠於「中國－東協投資保障協議」的實施，雙邊將開放投

資市場、改善投資環境、降低投資壁壘等，為雙邊創造更多投資機會。由於中國

與主要貿易夥伴仍正洽簽 FTA，這些國家也會利用與東協既有的 FTA 架構，憑

藉著東協與中國間「零關稅」的優惠，進一步開拓中國大陸的市場。 

（二）區域產業分工將更加明顯 

  中國在機電產品、高科技產品、能源及礦產探勘及開採等產業較東協國家具

有比較優勢，這樣的技術優勢剛好和東協各國資源稟賦及需求形成優勢互補，有

利於形成更細緻的產業鍊內部分工。110透過垂直或水平分工，中國與東協各國可

以結合各自的比較優勢，形成規模經濟，一來可以共同行銷歐美國家、一則可以

在國際市場上避免因出口類似產品而引起惡性競爭。 

（三）經濟合作領域將日益拓寬 

  隨著自由貿易區的正式啟動和實施，雙方的經濟合作將進入一個全面發展的

新階段。服務貿易的比重也將進一步加大，投資合作方式將可以更加多元化。另

外，金融和科技領域的合作也隨之展開，特別是隨著「清邁協議」的實施111和「電

子化東協」112的啟動，中國與東協在金融、保險與電信領域的合作將越來越密切。

雙邊在基礎設施的合作上也將可以加快步伐，並跟著帶動相關次區域經濟合作的

進展，提升雙邊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福祉。113 

                                                      
109 林建山，東協共同體架構正式邁開重要的第一步，台商張老師，第 135 期，2010 年。 
110 江啟臣，「東協－中國 FTA」與台灣應有之策略思維，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四期，2005 

   年，頁 18-21。 
111 吳泰毅，東協加三清邁倡議多邊化貨幣互換協議生效，中央社，2010 年 3 月 24 日。 
112 謝秉儒，東協對區域內外經貿整合之回顧與展望，東亞經貿投資研究季刊，第 23 期，2004 

年，頁 6。 
113 Chia Show Yue & Lee Tso Yuan, “Sub-regional Economic Zones: A New Motive Force in Asia- 

Pacific Development,” in C.Fred Bergsten and Marcus Noland,eds. Pacific Dynamism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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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東協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背景與現況 

一、東協發展 FTA 的背景 

（一）「東協經濟共同體」向外延伸觸角 

  近來南海爭端再起，身處戰略要地的東南亞地區，夾在中國大陸、日本及美

國等大國利益衝突之間，一方面顯得左右為難，另一方面卻也因此獲得外交斡旋

的較大空間，利弊得失非一時所能估計。反應在經貿策略方面，受到地緣政治的

影響，在大國平衡的概念之下，早在 1967 年，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

新加坡及泰國等五國便成立東協，欲藉由彼此團結合作的力量，對外強化發聲管

道與影響力。隨後，汶萊、越南、寮國、緬甸及柬埔寨於 1984 年至 1999 年之間

加入，約定每年固定由當年度輪值國主辦東協高峰會議，建立目前東協十國合作

的基本架構。 

  2003 年 10 月於印尼峇里島舉辦的高峰會上，成員國決議於 2020 年共同建

立「東協共同體」，以區域經濟整合為目標，隔年起草「東協憲章」，提供正式的

制度架構。114自東協成立加上每年固定召開高峰會，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迅速提

高，2005 年起擴大舉辦「東亞高峰會」，以東協國家為主，納入中國大陸、日本、

南韓、印度、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等國家與會，成為東亞地區一股無法忽視的力量。

由於東協運作順利，2007 年會員國決議加速於 2015 年前建立「東協經濟共同

體」，並於 2009 年簽署「2009~2015 年路徑圖宣言」。在路徑圖的規劃下，有鑑

於成員國大都具有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特色，因此，東協經濟共同體努力的四大方

向為：創造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成為具備高競爭力的經濟區域、平衡的區域經

濟發展，以及與全球經濟體系整合。115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Institu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3). 

114 楊昊，「新憲章規範下的東協區域主義：回顧與展望」，台灣東南亞學刊，第五卷第一期， 

   2008 年 4 月，頁 162-172。 
115 李瓊莉，「東南亞區域整合之基調、特色與挑戰」，收錄於徐遵慈編，東南亞區域整合－台 

   灣觀點（台北：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2012 年 10 月）， 

   頁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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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國平衡與經濟現實下的務實選擇 

  在與全球經濟體系整合一項中，主要著眼於全球化的政經環境下，為使東協

更具有競爭力，在全球生產供應鏈上成為重要且關鍵的一環，必須對外發展、加

強經貿關係。基於內部已形成建立共同體的共識，因此對外也應保持一致的態

度，以東協整體為對象，對外發展、開拓區域經濟合作關係。在路徑圖內容中，

明訂對外發展經濟關係需朝向「東協中心主義」為主，積極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FTA）及全面性經濟合作夥伴協議。 

  就東協角度看對外發展 FTA 的重要背景，除推動東協經濟共同體本身的需

要外，還包括以下三大因素：首先，在大國平衡的原則下，透過東協整體力量向

外拓展區域經濟範圍，將有助於刺激原先對於簽署相關協定意願較低的國家如：

日本，在避免被邊緣化的考量下，態度轉趨正面，因而提高洽簽 FTA 的成功機

率。其次，在 WTO 體系下的杜哈回合談判觸礁後，區域經濟合作成為另一條出

路，包括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中美洲共同市場、西非經濟共同體、海灣合作

理事會等體系分頭進行，116亞洲國家卻因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較大，以及中、日、

韓等大國抱持觀望態度下，進展較為落後。而東協的崛起對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

合作適時提供平台，透過「以東協為中心」，暫時規避大國之間的主導爭議。第

三，經歷全球金融風暴後，全球經濟版圖出現變動，在歐美國家經濟低迷之際，

中國大陸、印度及東協等地區經濟卻持續成長，累積實力之餘，對外拓展貿易版

圖的需求也跟著成長，因而強化多方洽簽 FTA 的動機。117 

二、東協向外拓展 FTA 的戰略分析 

（一）採取「東協加 N」的擴張模式 

  東協對外拓展 FTA 的基礎，乃為 1992 年東協本身所建立的東協自由貿易區

（AFTA），自此內部對於強化區域經濟合作的共識逐步升高，進而嘗試向外發展

區域合作範圍的各種可能性。向外發展主軸以地緣關係及政治因素為優先考量，

1997 年首度邀請中國大陸、日本及南韓代表參與東協高峰會，為東協加三暖身。

                                                      
116 Richard Stubbs,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Versus Globalization,” in William Coleman and  

   Geoffrey Underhill,eds. Regionalism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Routledge,1998) ,  

   pp.68-69. 
117 王玉主，東盟 40 年：區域經濟合作的動力機制(1967-200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第一版，2011 年，頁 13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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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舉辦首屆「東協加三」高峰會，以東協身分對外公布東亞合作宣言，逐

步強化東協與外部進行貿易談判實力。 

  與中、日、韓成功建立東協加三的對話模式後，東協在區域經濟架構中已佔

有一席之地，突破以往單一國家經濟規模小，對外從事經貿談判較難發揮的困

境。隨著新興國家在全球經濟的實力持續擴張，東協的觸角加速延伸至鄰近國

家，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印度，除與個別國家洽談雙邊合作的項目外，更企

圖擴大聯合中、日、韓、澳、紐、印等國，塑造「東協加 N」，不只有助於深化

東協在亞太地區經貿往來，也可提高東協在亞太地區的經貿談判地位。118 

  另一方面，東亞兩大經濟體中國大陸與日本，對於「東協加 N」的發展卻不

完全樂觀其成。基於經濟、政治及軍事上的因素，中、日兩國在東南亞各國深耕

多年，包括投資與貿易都有深厚的基礎。在東協發展區域經濟合作之初，由於中、

日兩國本身尚無立即洽簽區域經濟合作協定的迫切性，將之視為東協內部的經貿

整合，抱持關心但不深入的態度。然而，全球各地各種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快速興

起，促使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腳步也必須加快，就經濟實力而言，中、日兩國才

是首選，且中、日兩國對於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主導權都具有高度的實力與意

願，形成拉鋸的局面。而南韓近年來經濟實力也大幅提高，亦成為影響東亞區域

經濟整合的關鍵。119總的來看，東亞各國皆相投入區域整合可說是中國大陸積極

參與後所激起的效應。120 

（二）多元化發展區域經濟合作關係 

  東協在區域經濟合作的推動上，採取大國平衡策略，與大國交好，巧妙平衡

大國在東協的勢力，不至產生傾斜。有鑑於此，加上中、日、韓主導意願上升，

東協開始將目光投向西方國家，美國及歐盟基於本身經濟戰略的需求，也提高與

東亞進行區域經濟合作的意願。美國與歐盟向來是東亞地區最重要的出口目的

地，過去在保護本國產業及維持區域平衡的前提下，區域整合的進展緩慢，但東

亞各國經濟蓬勃成長，美、歐不得不正視這股新勢力的崛起。尤其在全球金融風

暴後，開發新興市場的需求上升，東協掌握此一契機，與美、歐展開合作。 

                                                      
118 蔡東杰，「東協加三對東南亞區域整合之影響」，收錄於徐遵慈編，東南亞區域整合－台 

   灣觀點（台北：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2012 年 10 月）， 

   頁 95-102。 
119 同上註，頁 108-109。 
120 黃兆仁，「試析東亞經濟整合趨勢與台灣定位」，台灣經濟論衡，2(12)，2004 年 

   頁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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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部分，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TPP）為代表，TPP 是 2002

年由 APEC 成員所發起，最初參與談判的國家為汶萊、智利、紐西蘭及新加坡等

四國，後有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秘魯、美國及越南等五國陸續加入。美國總統

歐巴馬於 2011 年的 APEC 領袖高峰會上力推 TPP，一般認為原因有三：一是宣

示美國重返亞洲的基調，在「東協加 N」迅速發展的同時另起爐灶，以維持美國

在亞太的經貿影響力；二是基於美國出口的需求，在全球金融風暴後，需要另闢

出口市場；三是制衡中國大陸對美國大幅出超，改善貿易失衡問題。   

  在歐洲部分，2007 年 5 月東協與歐盟針對 FTA 啟動會談，原計畫於隔年進

入正式談判，然因雙方經濟發展背景差異過大，經多次洽談未果，2009 年觸礁，

雙方宣布暫停，改由歐盟與東協個別成員國進行貿易談判，以符合各自利益需

求。對於東協成員國而言，本於各國條件與歐盟洽談自由貿易協定，可有效降低

本國敏感性產業受衝擊程度，以國際化程度較高的新加坡最為積極，在 2009 年

東協與歐盟暫停談判後，立即啟動新加坡與歐盟之間的談判，另馬來西亞、越南、

泰國等國也分別與歐盟啟動談判，顯示出各會員國在策略運用上靈活的一面。 

三、東協簽署 FTA 的進程 

以東協整體為對象，目前已簽署生效的區域貿易協定共有五個，包括中國大

陸、日本、南韓、澳紐，以及印度。就時間點來看，自東協與中國大陸於 2002

年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以來，對外發展自由貿易協定的腳步開始加快，於

2007 年至 2010 年密集完成五個重要「東協加一」FTA 的簽署，成功樹立東亞區

域經濟整合中心的地位。個別成員國中則以新加坡最為積極，至今簽署的雙邊

FTA 已超過十個，成績斐然。（參見表 3-3、表 3-4） 

（一）中、日、韓相互較勁意味濃厚 

中、日、韓與東協簽署 FTA 的態度，初期並不積極，其中，日、韓基於保

護國內產業，對於簽署 FTA 後農業可能產生衝擊的國家，如中國大陸、東協等，

更是謹慎。然而，區域經濟整合具有所謂 Domino 效應，一旦鄰國簽署雙邊貿易

協定，被排除在外的國家可能因貿易轉移效果而受到波及，基於不被邊緣化的考

量下，將轉而加速進行區域合作的談判。在東協與中、日、韓 FTA 的發展過程

中，即可明顯看到 Domino 效應的發酵。121 

                                                      
121 Junichiro Koizumi,“Dead on Arrival,” Economist, Vol. 377, No. 8457（December 17, 2005）,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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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東協五個FTA的發展與特色 

國家 發展時間 特色 

中國 

大陸 

2001 年首度提出 

2002 年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

構協定 

2004 年開始實施早收清單 

2004 年簽署商品貿易協定 

2007 年簽署服務貿易協定 

2009 年簽署投資保障協定 

採取分階段方式，分梯完成重要協定的簽署。 

正常產品自 2005 年 7 月開始降稅，2007 年及 2009

年分別再降，至 2010 年 1 月降為零關稅。 

延長東協新成員緩衝期，至 2015 年方降至零關稅，

並給予柬埔寨、寮國、緬甸較優惠的降稅時程安排。 

敏感產品不降至零關稅，依敏感程度再區分出高敏

感性產品，並分別設定稅目及金額之上限。 

日本 

2003 年成立經濟夥伴關係 

2008 年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

構協定，內容包括商品貿易、

服務貿易、投資協定及經濟合

作等。 

一次到位，完成重要協定的簽署。 

降稅模式採取分產品、分國別，於 6 至 18 年內逐步

降稅。 

南韓 

2005 年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

構協定 

2006 年簽署商品貿易協定 

2007 年簽署服務貿易協定 

2009 年簽署投資協定 

採取分階段方式，分梯完成重要協定的簽署。 

正常產品自 2006 年 1 月開始降稅，至 2010 年 1 月

降為零關稅。 

但泰國特別提出部分產品延至 2008 年 1 月才開始降

稅，至 2017 年降為零關稅。 

延長東協新成員緩衝期，其中，越南至 2015 年 1

月降至零關稅，柬埔寨、寮國、緬甸至 2018 年 1 月

降至零關稅。 

敏感產品不降至零關稅，依敏感程度再區分出高敏

感性產品，並分別設定稅目及金額之上限。 

紐澳 

2009 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東協對外簽署的第一個全面性自由貿易協定。 

依降稅模式區分為：零關稅、保留關稅、關稅配額

及不降稅等四類產品。 

印度 

2003 年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

構協定 

2009 年簽署貨品貿易協定 

東協對外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中，自由化程度較低。 

依最終降稅目標區分為五大類產品：正常產品（降

至零關稅）、敏感產品（降至 4%~5%）、特殊產品（降

至 37.5%、45%、50%）、高度敏感產品（降至 50%及

以上）及除外產品（完全不降稅）。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中心、作者自行整理 

 

 

 

 

                                                                                                                                                        
王勇「『東亞共同體』地區與國家的觀點」，外交評論，第 83 期（2005 年 8 月），頁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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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紐、印度自由度恰成對比 

  東協與澳大利亞及紐西蘭於 1970 年代即開始建立對話夥伴關係，2005 年

紐、澳先後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但直到 2009 年才完成三方自由貿易協

定，也是感受到東協陸續與中、日、韓完成 FTA 的壓力。雖然東協與澳、紐談

判耗時，但協定內容涵蓋最廣，是東協對外簽署的第一個全面性 FTA，內容除一

般的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協定外，還納入金融服務、電信服務、電子商務、

自然人移動、智財權及經濟合作等多樣化議題。122 

表 3-4 東協簽署的區域貿易協定（RTA） 

生效時間 地區 國別 

年 月 東協整體 東協各成員國 

1992 1 東協自由貿易區  

2001 1  新加坡-紐西蘭 

2002 11  新加坡-日本 

2003 
1  新加坡-歐洲自由貿易區 

7  新加坡-澳大利亞 

2004 1  新加坡-美國 

2005 
1  泰國-澳大利亞 

8  新加坡-約旦、新加坡-印度 

2006 

3  新加坡-南韓 

7  
新加坡-巴拿馬 

馬來西亞-日本 

2007 
7 東協-中國大陸  

11  泰國-日本 

2008 

1  馬來西亞-巴基斯坦 

7  印尼-日本 

7  汶萊-日本 

12  菲律賓-日本 

12 東協-日本  

2009 

1  新加坡-中國大陸 

8  新加坡-秘魯 

10  越南-日本 

2010 1 

東協-南韓 

東協-澳大利亞-紐西蘭 

東協-印度 

 

                                                      
122 吳泰毅，東協-澳紐自由貿易區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經濟日報，2010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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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加坡-哥斯大黎加 

2011 9  馬來西亞-印度 

2012 
2  馬來西亞-紐西蘭 

5  馬來西亞-澳大利亞 

2013 
7  新加坡-中華民國 

10  印尼-巴基斯坦 

資料來源：WTO 區域貿易協定資訊系統（RTA-IS）、作者自行整理。 

至於與印度之間的進展，源自於印度採取「東進政策」，加上東協與大國之

間簽署 FTA 的刺激，印度決定加強與東協之間的經貿合作。2003 年雙方簽署「東

協－印度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同年印度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之後

於 2009 年完成簽署商品貿易協定。然而，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印度國內

的保護主義興起，對於降稅的限制較多，是東協對外簽署的 FTA 當中，自由化

程度最低的一個，與澳紐之全面性開放成為對比。123 

（三）個別成員國中新加坡進度超前 

個別成員國中，新加坡最有斬獲，簽署對象除周邊的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印

度外，還包括突破地理限制與南美、中東，以及其他東亞國家較少觸及的美國與

歐洲自由聯盟。另從對手國角度看，日本是與東協個別國家發展自由貿易關係最

積極的一國，先後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汶萊、菲律賓及越南等七

國完成雙邊 FTA，除傳統區域產業分工上的考量，更著眼於未來東南亞各國深具

潛力的內需市場，因而提早投資布局。 

四、未來東協發展 FTA 的可能方向 

由東協對外發展 FTA 的軌跡觀察，由於中、日、韓等國主導意願增強，東

協過去夾在大國利益之間，暫時充當核心角色的時代將回歸正常，由經濟實力較

強的中國大陸、日本取而代之。此外，東協傳統上大國平衡的概念仍將影響對外

發展的走向，除與中、日、韓等東亞大國持續進行合作外，也進一步發展與東亞

以外大國整合的可能性，且不侷限於「東協加 N」的模式，選擇以靈活的結盟方

式擴大區域合作範圍。 

                                                      
123 東協分別與印度、澳紐完成自由貿易談判，貿易救濟動態通訊月刊，第 100 期，經濟部貿易 

  調查委員會，http://www.moeaitc.gov.tw/moeaitc/home/epaper/search.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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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地位逐步釋出 

東協先前營造「東協加 N」的合作模式，隨著區域整合的範圍逐漸擴大、參

與的大國數量增加，FTA 簽署的實質成效升高，勢必有所轉變。從經濟實力而言，

中、日才是東亞地區最具有主導實力的區域大國，過去東協作為東亞整合的核心

地位，只是暫代性質，由中、日接手乃經濟現實之必然，而南韓近年經濟實力大

幅提升，加上對外發展 FTA 進展順利，對於東亞經濟整合的重要性與影響力與

日俱增。但在合作的形式上，或許還將延續的「東協加 N」名稱，但實質上主導

權必然易手，由中、日、韓等國擔當談判主角。124 

（二）「東協加 N」不再是第一優先選項 

  除中、日、韓等國主導意願轉強，迫使東協在東亞經濟整合的中心地位旁落，

其他外力介入及東協內部矛盾，也令東協發展 FTA 的方向必須做出調整。在外

力部分，美國有意強化在亞太地區的經貿戰略地位，積極主導 TPP 的發展，成

為「東協加 N」以外的另一選項，對於亞太國家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歐盟方面，

評估與東協整體簽署 FTA 的難度太高，轉而採取與會員國個別談判方式，以獲

取雙方最大利益，正持續進展中，一旦有重大突破，亦將引發連鎖效應。125 

  在東協之內，一方面「東協加一」陸續生效後，部分成員國提出檢討，如印

尼於東協與中國大陸 FTA 生效後立即反悔，認為緩衝期不夠，希望能暫緩加入；

126而越南也傳出中國大陸大量廉價商品湧入，國內產品難以與之競爭的負面批

評。127另一方面，東協成員國之間也存有矛盾，從南海爭議中可見大國在背後介

入的痕跡，提高合作的複雜度。128因此，未來各國對於發展 FTA 的策略，應不

侷限以「東協加 N」為優先，轉以分進合擊的靈活手腕，不排斥任何區域合作的

型態，如馬來西亞在 2011 年之後至今，已成功洽簽三個獨立的 FTA，未受「東

協加 N」暫停進度的影響。就洽簽對手國而言，單一成員國的經濟規模雖然較小，

但可因此累積類似的談判經驗，並產生擴散效應，談判意願也有逐漸提高的趨勢。 

                                                      
124 Michael Kugelman, “US Eng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July 8,2008. 
125 Tuli Sinha, “Southeast Asia-US Relations: Strategic Shifts,” Institute of Peace & Conflict  

  Studies,#2829, March 9,2009. 
126 鄺耀章，印尼實行中國東盟自貿協議的矛盾，印尼僑聲雜誌，第 91 期，2010 年。 

  http://ioca.freeinterchange.org/zh_tw/0125-017.htm. 
127 中國-東盟自貿區遭受挑戰，BBC 中文網，2010 年 1 月 6 日，http://goo.gl/8ON9ZC. 
128 宋鎮照等著，當代中國的東亞外交策略與關係：區域霸權興起？（台北：五南），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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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未來走向 

  區域經貿整合近年來蓬勃的發展，而被視為全球新經濟動能的東亞地區，雙

邊及多邊 FTA 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兩大新區域經貿組織 TPP 及 RCEP 看準

東亞地區的潛力，也紛紛在此區域競逐。根據表 3-5 可以發現，TPP 與 RCEP 兩

者在全球人口數、GDP 及進出口金額中皆占有一定份量，如果談判順利完成，

將可促進東亞與環太平洋地區的經濟發展。而東協國家在兩大組織中皆有參與，

如能把握機會，發揮整合及搭橋的功能，拉近兩大經貿組織的距離，將成為最大

的受益者。 

表 3-5 2013 年 TPP 與 RCEP 經濟體之人口、GDP、貨品貿易占全球比重概況 

國別 
人口數 

(億人) 

占全球

人口之

比重 

GDP 

(億美元) 

占全球

GDP 之

比重 

出口金額 

(億美元) 

占全球 

出口金額 

之比重 

進口金額 

(億美元) 

占全球 

進口金額 

之比重 

TPP 

十五國 
10.1445 14.48% 296,309 40.06% 51,703.90 28.73% 59,522.17 31.7% 

TPP 

十二國 
7.9852 11.40% 277,499 37.52% 43,282.66 24.05% 51,208.38 27.27% 

RCEP 34.2524 49.04% 212,684 28.76% 53,908.17 29.96% 53,021.17 28.23% 

全球 70.0462 100.00% 739,614 100.00% 179,945.39 100.00% 187,796.66 100.00% 

說明：TPP 十五國乃指現參與 TPP 談判之 12 國成員，加上菲律賓、泰國與韓國等潛在成員。 

資料來源：整理自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資料庫與 ITC Trade Map 資料庫。 

一、 從東協+6 到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一） RCEP 談判緣起與背景 

  東協雖然透過五個「東協加一」，129加強與東亞、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經濟

整合，然因為五個「東協加一」的自由貿易開放程度有所不一，必須適用複雜且

不同的進口關稅及各國法國限制，而談論多年的「東協加三」及「東協加六」又

遲無具體談判進展，加上 TPP、中日韓 FTA、中韓 FTA 的快速成形，都給東協

                                                      
129 東協-中國、東協-日本、東協-韓國、東協-紐澳、東協-印度等五個 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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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以 ASEAN 為主體的整合模式帶來巨大壓力。 

  故此，為化解「東協加三」及「東協加六」的政策歧見，2011 年 11 月，第

十九屆東協高峰會通過「東協區域全面性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架構」（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文件，期望能以五

個「東協加一」FTA 為基礎，進一步推動以東協為核心的區域經濟整合，加強深

度與廣度，擴大區域經濟整合之綜效。而在 2012 年第二十一屆東協高峰會上，

各國宣布將自 2013 年起展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之談判，成

員涵蓋東協十國與六個 FTA 夥伴國，包括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印度、紐西

蘭及澳洲，目標將以五個「東協加一」FTA 為基礎，整合各自自由化承諾及資源，

並以 2015 年底完成談判為目標，建立一個占全球年生產總值 28.76%，擁有超過

30 億人口、GDP 逾 21 兆美元的區域經貿組織。130 

  在第二十一屆東協高峰會上，也通過了「RCEP 談判指導原則與目標」的政

策文件，內容提及 RCEP 乃以追求現代化、全面性、高品質且以互利互惠為目標

之 RTA，並盼透過 RCEP 加速兼顧成長與公平之經濟發展，深化區域經濟整合。

同時亦闡明未來談判的主要特性，包括強調與 WTO 原則一致；各成員國的貿易

自由化程度應高於東協已對外簽署之 FTA；不與現有雙邊或多邊 FTA 牴觸；談

判完成後經全體會員國同意後，開放其他外部經濟夥伴加入；並同意根據各國經

濟發展程度不同，保持一定的彈性措施等。 

（二） RCEP 的談判進展 

  2014 年 3 月 RCEP 第四回合談判開幕致詞上，中國大陸的代表團團長商務

部部長助理王受文提到，131目前 RCEP 各成員國在關稅減讓、原產地證明、通關

與貿易便捷化等方面已達成初步共識，並成立貨品貿易、服務、投資保障、經濟

技術合作、智慧財產權、競爭政策、爭端解決等七個工作小組，同時在貨品貿易

下另成立「原產地規定」和「通關程序與貿易便捷化」兩個工作小組。RCEP 各

回合談判時間與討論議題簡介如下： 

                                                      
130「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簡介、目前辦理情形及未來推動方向(2014/05/30) ，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http://goo.gl/J7fl4V. 
131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第四輪談判開幕，中國商務部網站，2014/03/31， 

    http://goo.gl/UYB2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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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 年 5 月 RCEP 第一回合談判：5 月 9 日至 13 日在汶萊舉行，成員國在

會議中確認 RCEP 談判範圍、方式，並針對關稅減讓及其他障礙進行討論。貨品

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談判工作小組都在此回合當中正式展開工作。 

2、2013 年 9 月 RCEP 第二回合談判：9 月 23 日至 27 日在澳洲舉行，會議中各

國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以順利討論原產地證明、通關程序、貿易便捷化、非關

稅障礙等議題。在此回合談判中，各委員會主要討論議題包括貨品貿易、服務貿

易與投資自由化之模式。成員國亦在此回合中提出如智慧財產權、經濟與技術合

作、爭端解決、貿易競爭等新議題，於下一回合進行討論。 

3、2014 年 1 月 RCEP 第三回合談判：1 月 20 日至 25 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

成員國持續針對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領域之技術性議題展開磋商，同時為

有效推動各領域的對話和談判，各國也決定成立智慧財產權、競爭政策、經濟技

術合作及爭端解決等四個工作小組。 

4、2014 年 3 月 RCEP 第四回合談判：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在中國廣西南寧舉

行。在前三輪的談判基礎上，各國續就各項議題進行協商。在貨品貿易方面，討

論重點在於關稅、非關稅措施、法規調和、通關程序與貿易便捷化、原產地規則

等議題；服務貿易方面，就談判範圍、市場進入等議題進行討論；在投資方面，

則針對投資模式的相關文件和投資章節內容進行探討。另新成立的智慧財產權、

競爭政策、經濟技術合作工作小組也分別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5、2014 年 6 月 RCEP 第五回合談判：6 月 23 日至 27 日在新加坡舉行，本回合 

談判聚焦廢除關稅議題，鑒於 RCEP 以 2015 年底完成談判為目標，各談判成     

員國希望在 2014 年 8 月 23 至 30 日於緬甸舉行之 RCEP 第 2 屆部長會議前能   

就廢除關稅水準、方式，及關稅談判等整體進行方式達成初步共識，以利繼續就

個別品項進行談判而於本次會議集中進行該等內容之討論，會後日方代表透露

「雖已釐清論點，但能否在 8 月部長會議前達成共識，仍不樂觀」，可見未來交

涉仍困難重重。 

6、第六回合談判，預定於 2014 年 10 月中旬在印度舉行。並預計 2015 年 12 

月底完成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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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RCEP 的後續觀察 

  各國在首輪談判中，除承認東協在 RCEP 中扮演核心角色外，也再次重申

2015 年年底前完成簽署的目標。然而，在完成上述進程目標前，各國仍有許多

問題有待克服。首先，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一，彼此間存在著個別和多樣的經濟

環境與發展差異，如何考量各國的發展程度，進而提出合宜的特殊與差別待遇條

款，將是 RCEP 談判的主要挑戰。其次，東協與其 FTA 夥伴國所簽署的五個 FTA

皆已生效，加上內部成員彼此間所簽署生效的 FTA 至少多達 23 個。132在目前

RCEP 設定將以對現有成員國之既存 FTA 加以改善，而非重新洽簽一個新的 FTA

作為談判基礎的前提下，未來 RCEP 將面臨必須兼顧各國國內需要，又得面對思

考如何整併和調和眾多雙邊 FTA 之難題。 

  最後，雖然形式上東協乃作為 RCEP 之核心，但中日兩大經濟體的走向，可

說更具實質影響力，未來東協如何協調成員國間的矛盾和緊張關係、中國大陸如

何透過具體政治外交途徑解決與周邊國家領土主權紛爭、以及中國、日本及韓國

間歷史和主權問題是否牽動中日韓 FTA 以及 RCEP 的談判，皆是日後須多加留

意的主要評估重點。 

二、 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一） TPP 談判緣起與背景 

  TPP 的前身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SEP)，原由紐西蘭、新加坡、智利與汶萊「太

平洋四國」(Pacific 4, P4)於 2005 年簽署的第一個連結亞洲、太平洋及拉丁美洲

地區的區域貿易協定。而追溯 TPP 最初的緣起背景，可從 1990 年代末的亞洲金

融風暴期間談起，當時美國因未能積極協助亞洲國家處理金融風暴，同時仍欲在

區域內推動部門別自由化的政策，引發包括日本、中國大陸、韓國與東協國家的

不滿，並決定轉而發起「東協加三合作」，來因應區域經濟的新衝擊。 

  美國為反制亞洲國家的行動，重新確立貿易自由化議程的重要性，亦協同新

加坡在 1998 年發起「太平洋五國協定」的倡議，希望能聯合新加坡、紐西蘭、

澳洲、智利與美國等國之力，再度為亞太區域貿易自由化注入新的動力。不過，

                                                      
132 葉長城、陳建州，「全球主要區域經濟整合概況」，經濟前瞻，第 154 期，2014 年 7 月， 

  頁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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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當時美國柯林頓政府未能順利取得國會的貿易談判授權，最後僅有紐西蘭及新

加坡持續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2002 年 10 月，在「紐西蘭與新加坡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ANZSCEP)簽署

生效後，智利也表達希望加入的意願。經過多次談判，2005 年 7 月，三國正式

簽署 TPSEP，汶萊隨後於同年八月加入。2008 年 9 月，美國趁著 TPSEP 為履行

其最終條款，在生效後兩年內繼續就未納入的投資與金融服務專章進行談判之

時，決定正式加入該協定。自美國加入後，TPSEP 也改稱為 TPP，成員國也隨

之擴增，除原有之 P4 與美國外，包括澳洲、秘魯、越南、墨西哥、加拿大與日

本共十二個成員國亦相繼加入，並成為一個占全球 GDP 達 37.52%（詳見表 3-8）

的大型經濟整合體。 

（二） TPP 的談判進展與爭議 

  在美國大力主導下，TPP 自 2010 年 3 月開啟擴大後的首輪談判，至今已進

行 19 回合。為加速談判的進行，2014 上半年已連續召開三次部長級會議，希望

在仍存有重大分歧的談判議題上，縮小各國歧見，並尋求具體的談判共識。 

  回顧 TPP 過去四年多的談判歷程便可知，TPP 乃為一個具備全面性市場進

入、整合區域供應鏈發展、涵蓋跨領域貿易議題、與時俱進等特徵的高品質 RTA。

觀察其可能涵蓋的 29 個主要談判議題，除一般傳統的 FTA 貿易議題，如貨品市

場進入、跨境服務貿易、技術性貿易障礙、競爭政策（含國營企業議題）、智慧

財產權、投資、政府採購、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關務、原產地

規則、紡織品與成衣、貿易救濟、商務人士暫准進入與爭端解決等，也包括不少

新興貿易議題，如：合作與能力建構、電子商務、環境、金融服務、電信、勞工、

競爭與貿易便捷化、透明化、法規一致性與中小企業等。 

  基本上，TPP 在談判進行的模式上，採取高標準及「單一認諾」的「一步到

位」方式進行，亦即各項談判議題須在全體談判參與國家對所有事項一致同意

後，方能使該項議題正式獲得通過。至於在貨品貿易市場開放標準上，主要將以

消除各成員國所有貨品關稅為最終目標。不過，以目前 TPP 內美日兩大主要經

濟體的雙邊談判在開放日本稻米、小麥、牛豬肉、乳製品與糖等五大類農產品的

分歧立場來看，美國行政部門已體認，要日本消除所有農產品的關稅將難以達

成，但仍希望與日本進行雙邊協商，以改善日本農產品的市場進入條件，使 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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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放程度更具商業上的意義。133 

  目前考量各成員國的實際狀況可知，未來 TPP 若完成談判並簽署生效後，

各成員國或品零關稅的比例或許無法達到 100%，但至少也須有 90%以上必須立

及降為零關稅，另外，剩餘 10%的產品，多數也必須於五至十年內降為零關稅，

而且只有極少數約 1-2%的產品可以予以排除，實際的開放程度仍有待各成員國

最終的談判。至於在服務業的市場開放與投資議題的談判方面，TPP 則將以開放

程度較大的「負面表列」方式處理。 

  談判爭議方面，截至 2014 年 5 月 TPP 部長會議結束時，TPP 各國已在 TPP

共計 29 個章節中的近 20 個章節裡，確認出有可能達成協議的部分。不過，仍在

智慧財產權、環境、競爭政策與市場進入等議題上，各國存有較大歧見。 

（三）TPP 的後續觀察 

  自美國加入後，TPP 的經濟實力不斷擴大，隨著日本的加入，TPP 更因此近

一步提升自己在區域經貿及政治上的影響力。從經濟戰略的觀點來看，TPP 是美

國歐巴馬政府宣示貫徹其「亞洲再平衡政策」的重要經濟工具，也是美國一邊與

歐盟推動洽簽「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另一邊加大其在亞太地區拓展經貿與外交影響力的雙翼布局。 

  藉由此一經濟整合活動，各成員國不但強化了彼此在經貿上的連繫，同時也

增強了彼此在政治外交及經濟安全關係上的聯結。在產業發展及對外貿易發展

上，TPP 各國將受惠於零關稅及原產地原則的規定，進一步推動和加速各成員國

產業供應鏈的整合；在吸引投資方面，TPP 的成型也將提高投資者的投資意願，

進而帶動新一波的區域內外投資熱潮。 

 

 

 

 

 

 

                                                      
133 葉長城，「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之談判進展及其對台灣對外政經關係之可能影響與因 

  應」，經濟前瞻，154 期，2014 年，頁 32-3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4 

第四章  

中國與印尼總體經濟的發展與展望 

  本章節將歸納分析「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於 2010 年正式生效前後，中國

與印尼兩國的經濟發展與未來展望，以及比較兩國總體經濟數據、進出口表現、

失業率、人均所得等數據的變化，並試圖探究區域經濟整合後，對於中國和印尼

的影響。 

第一節 中國的總體經濟發展 

一、 回顧過往 

  自從 1979 年中國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地發展，其中雖經歷過

數次國內外政經濟情勢的重大衝擊，如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1997 年的亞洲金

融風暴及 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但中國中國大陸始終維持相當高的經濟成長。

這樣的改革經驗可說是非常特殊，一方面是龐大經濟體系的改革本身；另一方

面，計畫經濟體制轉軌成「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的實質內容為

何，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暸解，既使是鄧小平也承認中國大陸發展的經驗可說是

「摸著石子過河」的最佳寫照。 

  大致上來說，最主要幾項改革包括：1979 年採取改革開放措施，選擇四個

城市為特區吸引外資；1984 年採取財政包幹制度，強化地方政府與集體企業努

生產的誘因；1993 年採行宏觀調控政策；1994 年實施分稅制；1995 年開始的九

五計畫中，中國大陸積極進行國內法律體制的改革，主要目的在希望將國內經濟

體制與國際接軌，以因應加入 WTO 的需要；2001 年 11 月通過 WTO 入會申請，

12 月 11 日將成為 WTO 第 143 個正式的會員國。134 

  在過去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大陸以年平均 10%的經濟成長率高

速成長著，人均 GDP 的平均成長率亦高達 8.8%，2013 年已突破 6,747 美元，進

入到中等收入國家。雖然，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已取得相當的成就，但同時也存有

不少的問題與隱憂在內，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一）產業結構的調整，三十年的

                                                      
134 林祖嘉，「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困境與挑戰」，國政研究報告，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2001 年 12 月，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TE/090/TE-R-090-0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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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由出口外銷的製造業，隨著中產階級的茁壯後，而逐步重視

到內需產業的重要性，開始大力推動服務業的發展，目標讓中國從「全球的工廠」

轉變成「全球的市場」。（二）缺工及所得分配問題，在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沿

海的缺工以及新資問題，成為企業的頭等大患。新資被迫年年提高，過往低廉的

勞動力不再，且隨著中西部地區的發展，越來越多人不願意離鄉到沿海工作，導

致企業即使有錢也請不到工人。（三）城鄉差距的惡化，因為改革開放的發展戰

略最早是從東南沿海各省開始，然後再到長江三角洲，最後才是開發大西部。由

於開發時間的不同，也造成各地區發展的明顯不同，以及各地區所得分配的差

異。學者林祖嘉利用中國大陸各省級的所得資料發現，中國大陸各省之間的所得

分配的確出現惡化，若分為六大地區，或分成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中國大陸不

同地區的所得分配都出現惡化的狀況。135此外，Knight and Song 也利用中國大陸

各城市的資料，發現中國大陸的城市也有出現得分配惡化的現象。136不過隨著中

國大陸推動「城鎮化」後，城鄉差距問題逐漸獲得改善，越來越多人可以就近工

作、就學，而不用再離鄉背井。（四）負責任大國的挑戰，全球金融海嘯時，中

國大陸扮演了穩定國際金融的角色，在國際上的地位日趨重要，未來如何強化國

際組織的參與和建構，將是中國大陸邁向「負責任大國」的重要課題。 

二、 加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後 

  2000 年 11 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決定加強與周邊國家的貿易往

來，形塑中國大陸長期發展的安全穩定因素。並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中國-東

協領導人會議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構想，獲得東協全體國

家的認同；隨後於 2002 年 11 月，中國大陸與東協十國正式簽署了《中國與東協

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並於 2010 年正式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

六個主要成員國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汶萊及印尼等國，一致

同意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對東協內部物流供應實施零關稅政策。其餘東協國家

包括越南、寮國、柬埔寨及緬甸等國則於 2015 年將 98.86%東協內部交易商品關

稅降至 0%至 5%。 

                                                      
135 林祖嘉，「中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地區所得分配」，政治大學學報，第 77 期，1998，頁 

    237-266。 
136 Knight, J., and L. Song ,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Oxford  

Bulletio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3,1991, pp.12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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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2009-2013 年中國與東協貿易變化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統計年鑑（2009-2013）、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從圖 4-1 及表 4-1 中可以發現到，中國大陸與東協的貿易總額在自貿區生效

後，呈現大幅度的成長。2010 年的貿易總額較 2009 年增加近 800 億美元，成長

率為 137%；2013 年與 2009 年相比，更大幅增加了 2,305.3 億美元，成長幅度超

過 200%。 

表 4-1 2009-2013 年中國與東協貿易情況  (單位：億美元) 

年份 貿易總額 成長率 出口 成長率 進口 成長率 

2009 2130.00  100% 1062.90  100% 1067.10  100%  

2010 2927.80  137% 1382.07  130% 1545.69  145%  

2011 3623.30  170% 1698.60  160% 1924.70  180% 

2012 4000.93  188% 2042.72  192% 1958.21  184% 

2013 4435.30  208% 2441.30  230% 1994.00  187%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統計年鑑（2009-2013）、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至於進口總額（表 4-1）也從 2009 年的 1,067.1 億美元，成長至 2013 年的

1,994 億美元；出口總額（表 4-1）亦從 2009 年的 1,062.9 億美元，成長至 2013

年的 2,441.3 億美元。中國大陸與東協的雙邊貿易額年年創下新高，東協已經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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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三年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中國亦

連續四年成為東協第一大貿易伙伴。2014 年 1 至 7 月，雙邊貿易穩定成長，達

到 2600 多億美元。另從表 4-1 中亦可觀察到，2011 年之前，中國大陸對東協原

為貿易逆差（即進口大於出口），然從 2012 年開始，中國大陸對東協已開始出現

貿易順差（即出口大於進口），且順差數額逐年擴大。 

 

圖 4-2 2009-2013 年中國主要貿易夥伴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統計年鑑（2009-2013）、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圖 4-2 為中國大陸加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前後的主要貿易夥伴。從

圖中可以發現到，2013 年與 2009 年相比，中國大陸的主要貿易夥伴序列變化不

大，多為歐盟、美國及中國大陸周邊國家；但比較貿易總額後，中國大陸與前五

大貿易夥伴在短短五年內，都各有 125%至 220%不等的成長，成長速度飛快，

其中中國大陸與東協、香港、澳洲的貿易成長幅度都超過 200%。在揮別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陰霾後，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穩步走揚，與主要貿易夥伴關係更

加緊密，並成為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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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2009-2013 年中國人均 GDP 變化  (單位：美元；成長率)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統計年鑑（2009-2013）、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 

  2008-2009 年因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也受到了阻礙，

所幸在四萬億政府公共建設需求的帶動下，保住了經濟的成長。2009 年人均 GDP

來到 3,749 美元，也進入了學界所俗稱的「中等收入」。過往有部分國家的經濟

發展到此一時段，便開始出現停滯和衰退，因此，全球的學界也特別關心中國大

陸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圖 4-3 中，可以觀察到 2010 年至 2013 年，中

國大陸的人均 GDP 持續走揚，以平均年增率 15%的速度來成長，2011 年更有 23%

的成長。同時 2011 年，也是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調結構最具象徵性的起始年，十

二五經濟建設計畫正式啟動，代表中國將從高度成長轉向和緩成長，GDP 成長

率目標值甚至可能只設在 7%，不再是以往的二位數成長率，2012-2013 年的人

均 GDP 也因此跟著同步走緩，2013 年的人均 GDP 來到 6807 美元。 

  2009-2013 年期間，適逢中國大陸領導班子的接班，在胡溫兩人的「保增長、

擴內需、調結構」經濟總基調下，順利度過全球金融危機，穩住了中國大陸的經

濟發展，順利交棒給習李二人。2014 年習李也提出了「穩增長、促改革、調結

構、惠民生」四大目標，點出了中國大陸未來幾年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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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前經濟與未來展望 

表 4-2 中國大陸基本經貿資料 

人口 13 億 5,404 萬人 

面積 957 萬 3,000 平方公里 

平均國民所得 6,807 美元 

經濟成長率 7.7%(2013) 

失業率 4.1%（2013）（城鎮） 

外匯存底 3.82 兆美元（2013） 

進口總額 1 兆 9,493 億美元（2013） 

出口總額 2 兆 2,107 億美元（2013） 

主要進口項目（2013） 積體電路、石油原油及從瀝青礦物提取的原油、鐵礦

砂及其精礦、液晶裝置、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

客之機動車輛、電話機，發送或接收聲音、圖像等數

據用的設備、大豆、石油及從瀝青礦物提取的油類及

其製品；廢油、半導體器件等；已裝配的壓電晶體、

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部件等 

主要出口項目（2013） 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自動 

資料處理設備及其零件、積體電路、液晶裝置、金屬 

或包貴金屬制的首飾及其零件、其他家具及零件、針 

或鉤織女西便服套裝,上衣,裙,裙褲,長短褲、變壓器、

靜止式變流器及電感、半導體器件等 

主要進口來源（2013） 南韓、日本、台灣、美國、德國、澳大利亞、馬來西

亞、瑞士、巴西、沙烏地阿拉伯 

主要出口市場（2013） 香港、美國、日本、南韓、德國、荷蘭、英國、俄羅

斯、越南、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 

中國中國大陸外人投資 1,175.86 億美元（2013） 

633.3 億美元（2014/1~6 月） 

主要外人投資來源 香港、中華民國、新加坡、韓國、日本（2014/1~6 月） 

中國中國大陸對外投資 901.7 億美元（2013） 

308.1 億美元（2014/1~5 月） 

主要對外投資地區 香港、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印尼（2012） 

資料來源：中國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中國中國大陸商務部、World Trade Atlas 

http://www.gtis.com/gta/secure/htshts_wta.cfm?commodity=_Total&comparison=YE&impexp=I&stat=V&year_=2013&month_=12&country=China&partner=Saudi%20Arabia&orderby=V3%20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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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習李接替胡溫成為中國大陸新一代領導班子，2014 年習李兩人便提

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作為其接下來的施政目標。2014 年除

了繼續維持經濟成長率在 7-7.5%外，更要推動各項改革措施，鬆綁和簡化以往官

僚體制對於經濟的禁錮，並逐步調整經濟發展的結構，從外需為主的產業調整為

內需為主的產業，最後更要讓所有人一起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而不只是鄧小平

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已。 

  無論是 2013 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或是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改革都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習近平親自領導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

導小組，更顯示習近平改革的決心。在改革勢在必行的背景下，2014 年中國大

陸的經濟情勢走向，改革與經濟持續成長間的平衡成為關注的重點。137 

（一）改革、就業與成長間的平衡，並穩定彈性的經濟成長 

  近年來，中國中國大陸改革紅利、人口紅利、對外開放的優勢逐漸不在，為

因應全球金融海嘯，2008-2009 年四萬億公共建設的帶動下，造成信用貸款的急

速擴張，導致產能過剩，資金效率低落的後遺症；長期粗放型代工生產的產業發

展，造成的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衝擊到人民的居住空間及環境品質。然而 2014

年將是中國大陸人口紅利（15 歲-65 歲）的高峰期，之後的若干年間，中國大陸

將持續面臨為數龐大的新增勞動力所帶來的就業壓力。既要面對龐大的就業壓

力，又要為推進改革創造時間和空間，因此，中國大陸強調宏觀調控底線，保持

經濟在合理的區間中彈性調整。中國大陸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及有關方面表

示，要保證每年新增就業 1,000 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在 4%左右，需要 7.2%的

經濟成長率的支撐。換言之，在此範圍內，中國大陸將彈性地讓經濟成長放慢，

以此為改革提供空間。 

（二）2014年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增幅有限 

  展望 2014 年中國大陸的經濟表現，在 2013 年的經濟呈現穩定成長，全年增

長 7.7%的基礎上，整體仍呈溫和上漲的趨勢，有利 2014 年的經濟發展。不過由

出口、投資、和消費等經濟指標觀察下，則呈現成長動能增幅有限的可能。138 

                                                      
137 史惠慈，「2014 年中國中國大陸經濟情勢展望」，亞太和平月刊，第 6 卷第 1 期，2014/1/17。 
138 張榮豐等，「2014 年中國中國大陸經濟情勢分析」，中共研究，第 48 卷第 2 期，    

   2014 年 2 月，頁 117-156。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mode=&search_value=%E4%B8%AD%E5%85%B1%E7%A0%94%E7%A9%B6$&la=ch&requery=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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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口方面，2014 年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經濟已緩慢復甦，全球總體需

求可望上升，加上中國大陸產業發展與轉型的競爭力提升等因素影響，將有利於

中國大陸的出口成長。但隨著傳統比較優勢的弱化、人民幣持續穩定升值、要素

價格改革帶來的成本上升壓力，將影響出口競爭力。投資方面，當前中國大陸的

投資增長乃由基礎設施和房地產主導，而連年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的弊端已

現，三、四線城市的住房已呈現供過於求，加上政府政策控管，將促使相關投資

增速放緩。因此，政府主導的投資仍將在「穩增長」中扮演重要角色。消費方面，

在基本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體制和稅收體制不變下，消費出現大幅度成長的可能

性低。同時，2014 年「八項規定」、「六項禁令」限制公款消費等因素以及中

國的反貪腐措施的持續進行，消费增長也難以大幅提振。139 

（三）推動改革需付出短期陣痛代價 

    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提出未來 10 年改革藍圖，外界預期改革將可望成為中國未來 5-10 年

支撐經濟的主要動力，簡政放權、金融改革與財稅改革等將成為 2014 年的改革

重點。儘管結構性改革雖有利於實現永續且高品質的成長，如單獨二胎、城鎮化、

國企改革等，但隨之也會帶來短期不利的影響；行政改革和鼓勵民間投資等措施

也將是新一波成長動力；金融業的重組、資源要素價格改革、社會保障體系的完

善等改革，在短期內的影響較小。而限制政府支出規模、減少國有企業產能過剩，

對短期的經濟成長將有負面影響。 

  2014 年是中國大陸習李推動改革關鍵的一年，在預期全年中國大陸的出口、

投資與消費成長不會出現大幅提升下，改革所帶來的好處也難於短期內完全兌

現，但短期可能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則將陸續浮現，以及改革、增長、與就業

的平衡考量下，中國大陸政府與相關智庫專家預估 2014 年 GDP 的成長目標仍會

維持在 7.5%上下，並視情況保持彈性的調整。 

(四)中國-東協自貿區的未來展望 

  2014 年第 13 次中國-東協經貿部長會議上，中國大陸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表

示，中國-東協雙邊貿易穩定成長，2013 年雙邊貿易額達到 4,436 億美元，成長

11%，東協已經連續 3 年成為中國大陸第三大貿易夥伴、第四大出口市場及第二

                                                      
139 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人民網，http://goo.gl/XGis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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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進口來源地。據東協統計，中國大陸已連續 4 年成為東協第一大貿易夥伴。有

鑒於此，中國大陸意欲擴大與東協的互利合作，並提出升級版的中國-東協自由

貿易區以及四點合作建議：（一）攜手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二）進一步

提升雙方貿易投資便利化水準；（三）加快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四）加強區

域經濟一體化方面合作。140 

  升級版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納入了習李所倡導的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

濟帶及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概念。顯示中國大

陸對於自身自信心的提高與看重，進一步展現大國的經濟實力及爭取話語權的企

圖心。可遇見的，中國大陸將持續加強與周邊鄰國的經貿合作，並打造穩定的周

邊關係，促使中國大陸國內有較好的發展空間與機會。  

第二節 印尼的總體經濟發展 

一、回顧過往 

  印尼與諸多的東南亞國家一樣，都曾被西方國家殖民過，其多屬初級產業，

國內工業發展落後。二戰結束後，印尼在蘇卡諾的領導下與殖民母國荷蘭作戰成

功，而終於獲得承認獨立。1960 年代，因政治持續不穩定、政府執政經驗不足、

經濟國家主義導致嚴重貧窮飢荒，蘇卡諾下台時，經濟相當混亂，年通貨膨脹率

達 1,000%、出口緊縮、基礎建設不足、工廠僅達最低產量，投資更是微乎其微。 

  隨後政變上台的蘇哈托所帶來的「新秩序」政策，為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

貨幣、重組外債、吸引外商投資等帶來一定的解決模式，也成為之後 30 年印度

尼西亞經濟實質成長的重要因素。印度尼西亞曾經為東南亞唯一的石油輸出國組

織成員國，1970 年代因石油價格上漲，而獲取大量出口收入，並於 1968 年至 1981

年平均經濟成長率達 7%；141在 1980 年代末期進行國內結構性改革後，142外資紛

紛湧入，投資標的主要為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為主，1989 年至 1997 年間的平均經

                                                      
140 大陸東協自貿區升級版談判啟動，中央社，http://goo.gl/Pmxb0N. 
141 A. Schwarz,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 in the 1990s,” Westview Press, 1994, pp.52-57. 
142 由於過度管制及依賴石油出口，於 1980 年代石油價格跌落時經濟成長趨緩，1981 年至 1988 

間年經濟成長率為 4.3%，後於 1980 年代末期已入一系列經濟改革，包括印尼盾貶值以加強出 

口競爭力及撤銷對財政部門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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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率亦超過 7%，當時前景一片看好的印尼，與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被

譽稱為亞洲四小虎。143 

  然而蘇哈托獨裁傾向的「新秩序」政策，被指責作為其自身家族及親信貪污

腐敗和壓制反對勢力的工具。1997 年，印尼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國內經濟遭受

重創，更引發大規模群眾對「新秩序」政策的不滿，144並引發接二連三的排華運

動，使印尼遭到巨大損失，印尼盾由 2,600 印尼盾兌換 1 美元貶至 14,000 換 1

美元的低點，經濟衰退了 13.7%，之後則穩定在 8,000 至 10,000 印尼盾換 1 美元。

爾後雖有短暫且重要的經濟復甦，但經濟改革的牛步及貪汙腐敗的嚴重減緩了整

體經濟復甦的速度。145經過十年的休養生息與結構性的改革後，自 2007 年起，

印尼開始以每年約 6%的經濟成長率，在國際經濟與投資市場上大放異彩，甚至

在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竟未受重創，仍不斷吸引外資持續流入。146 

二、 加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後 

  有鑒於全球化及區域經貿整合的趨勢，東協十國早已籌組自由貿易區，並開

放和尋求外部成員加入。2000 年 11 月 25 日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中國－東協

領導人會議上，東協與中國達成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並獲得全體

國家的認同；隨後於 2002 年 11 月，中國與東協十國正式簽署了《中國與東協全

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並於 2010 年正式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

六個主要成員國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汶萊及印尼等國，一致

同意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對東協內部物流供應實施零關稅政策。其餘東協國家

包括越南、寮國、柬埔寨及緬甸等國則於 2015 年將 98.86%東協內部交易商品關

稅降至 0%至 5%。 

                                                      
143 Indonesia country brief,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indonesia, 2014/08/10. 
144 Delhaise, Philippe F, “Asia in Crisis: The Implosion of the Banking and Finance,” Systems,Willey, 

 1998, pp.123. 
145 Poverty in Indonesia: Always with them, The Economist, 2006/12/26,  

 http://www.economist.com/node/7925064?story_id=7925064. 
146 方文章，「為台灣印尼雙邊搭起經貿橋」，國際商情雙周刊，外貿協會（台北），393 期，   

   2014 年，頁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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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2009-2013 年印尼與中國貿易變化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印尼國別貿易報告(2009-2013) 

  由圖 4-4 中可以發現，印尼與中國大陸的貿易總額，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

區生效前後呈現大幅度的成長，2010 年與 2009 年相比，增加了 106.16 億美元，

成長率為 142%；2011 年更增加為 491.53 億美元，成長率為 136%；2012-2013

年雙邊貿易總額維持在 510-520 億美元附近，成長幅度則縮為 5%以內。 

表 4-3 2009-2013 年印尼與中國及東協貿易情況  (單位：億美元) 

年份 貿易總額 對東協出口 對中國出口 從東協進口 從中國進口 
進出口差額

（對東協） 

進出口差額

（對中國） 

2009 778.67 246.24 114.99 277.42 140.02 -31.18 -25.03 

2010 1085.03 333.48 156.93 390.38 204.24 -56.9 -47.31 

2011 1425.52 420.99 229.41 513 262.12 -92.01 -32.71 

2012 1467 418.31 216.6 538.22 293.87 -119.91 -77.27 

2013 1471.12 406.3 226.01 540.31 298.5 -134.01 -72.49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印尼國別貿易報告(2009-2013) 

  由圖 4-4 中可以發現，印尼與中國大陸及東協的貿易總額，在中國-東協自

由貿易區生效前後呈現大幅度的成長，2013 年與 2009 年相比，增加了 692.45

億美元，成長率為 188.92%。從東協進口額（表 4-4）由 277.42 億美元，成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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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31 億美元；出口額（表 4-4）亦從 246.24 億美元，成長至 406.3 億美元。從

中國進口額（表 4-4）由 140.02 億美元，成長至 298.5 億美元；出口額（表 4-4）

亦從 114.99 億美元，成長至 226.01 億美元。印尼與中國大陸及東協貿易額年年

創下新高，其中對於中國大陸的進出口幅度略大於對於東協的進出口。另從表

4-4 中亦可觀察到，在 2010 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生效之前，印尼對中國大陸

及東協即為貿易逆差（即進口大於出口）。自貿區生效後，印尼對東協的貿易逆

差數額逐年擴大，2013 年達到 134.01 億美元。然而，印尼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雖

呈現增加的趨勢，但在 2011 年出現較前一年大幅縮小的現象，推測與 2010 年自

貿區生效後，印尼啟動與中國就關稅減讓延遲一事進行協商有關。印尼貿易部表

示，2010 年時任商務部長的陳德銘去訪印尼時曾於雙方協議中保證，一旦雙方

貿易出現不平衡時，印尼產業受到中國大陸產品的衝擊過大，中國大陸將有義務

採取進口措施，增加購買印尼的產品來減輕衝擊。147 

 

圖 4-5 2009-2013 年印尼主要貿易夥伴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印尼國別貿易報告(2009-2013) 

                                                      
147 中國對印尼貿易出超將增加從印尼進口，經濟部/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2010/4/12， 

   http://www.trademag.org.tw/News.asp?id=532557&url=/NewsSearch.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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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 2009 年至 2013 年的印尼主要貿易夥伴(圖 4-5)後，可以發現到，這幾

年間印尼主要貿易夥伴次序出現了改變。中國大陸一舉超越日本及新加坡，成為

印尼的最大的貿易夥伴，雙邊貿易總額來到 52,451 百萬美元，成長幅度達 206%；

其中與新加坡的雙邊貿易總額亦成長 164%、馬來西亞成長 192%、泰國成長

214%，成長幅度皆大於與日本的 163%、與歐盟的 137%、與美國的 138%。這樣

的結果，推測與 2010 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正式生效有關，印尼與中國及

東協五國 99%的貨物皆降為零關稅，其餘東協國家包括越南、寮國、柬埔寨及緬

甸等國亦將於 2015 年將 98.86%東協內部交易商品關稅降至 0%至 5%。因為關稅

減讓的全面實施，促使中國-東協雙邊貨物可以在區內自由的貿易往來，而不再

受到關稅壁壘的障礙，企業也因此轉向區內來採購各項物資，進而大大促進企業

的投資與生產，帶動自由貿易區的繁榮。 

 

圖 4-6 2009-2013 年印尼人均 GDP 與失業率  (單位：美元；%) 

資料來源：world bank(http://data.worldbank.org/) 

  從圖 4-6 中可以觀察到，印尼的人均 GDP 自 2009 年起有大幅度的成長，尤

其是 2010 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該年度的人均 GDP 較上一年成

長 30%，來到 2,947 美元，2012 年更創下 3,551 美元的新高點。2013 年則因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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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及印度經濟成長放緩，及原物料國際價格與需求下降的因素所影響，導致印

尼的出口下滑 3.9%，僅達 1,826 億美元。出口縮減是由於其他國家對印尼天然資

源的需求疲弱，尤其是煤及棕櫚油，此也凸顯印尼仰賴原物料出口作為其貿易主

力的重大弱點。148 

  此外，亦從中發現到 2009 年到 2012 年失業率連年降低，2012 年更來到

6.1%，為印尼十五年來的新低點。2013 年儘管印尼經濟表現平穩，就業人口穩

定增長，但失業率卻微幅上升至 6.2%。印尼經濟統籌部長哈達指出，最低工資

政策是導致 2013 年失業率上升的原因，149工人和雇主之間屢次在勞資關係發生

磨擦，糾紛不斷，一些企業更因為此最低工資的不斷調升而被迫裁員關廠。然印

尼工會仍多次發動罷工，要求調高最低工資。爭取將最低工資調至 370 萬印尼

盾，但雅加達特區政府只同意 2014 年加到 240 萬印尼盾。150隨著經濟成長、

通貨膨脹的日益加劇下，勞資關係在未來幾年仍將面臨嚴峻挑戰。  

三、 當前經濟與未來展望 

  根據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 2014 年國際比較計畫（ICP）統計數據指出，依照

購買力平價（PPP）標準來計算，印尼已超越南韓、新加坡，躋身全球第 10 大

經濟體，僅次於美國、中國大陸、印度、日本、德國、俄羅斯、巴西、法國以及

英國，對全球經濟產出貢獻 2.3%，並預計在 2030 年成為世界第 7 大經濟體。151 

  在 2008 至 2009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中，印尼並未再遭受如 1997 年亞洲金融

風暴的經濟嚴重衰退，152乃因印尼是全球人口第四大國，其中產階級人數在近年

來快速增長，具有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與強勁原物料出口成長的支持，持續而穩

健地成長，在 2011 年國內生產總值成長了 6.5%，153於同年恢復了於 1997 年被

降級的投資評等，154此外，2012 年在國際領域上，印尼因當年度經濟產值占全球

                                                      
148 印尼市場概況，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http://goo.gl/RFwutd，2014/2/28 
149 印尼 2013 年失業率上升 最低工資政策是導致原因，雅加達環球報，2013/11/8，  

 http://finance.sina.com.hk/news/ -18-6273963/1.html 
150 ILO：去年降至 6.14%‧印尼失業率創 15 年最低，印尼星州日報，2013/4/6， 

  http://indonesia.sinchew.com.my/node/38552?tid=5 
151 印尼躋身全球第十大經濟體，中央社，2014/05/05，http://goo.gl/z7EOJH. 
152 Indonesia’s Choice of Policy Mix Critical to Ongoing Growth, IMF Survey Magazine: Countries &  

Regions, 2009/07/28,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9/car072809b.htm. 
153 Jimmy Hitipeuw, Indonesian Economy Grows at Top Clip Since '90s, KOMPAS.COM, 2011/09/06,  

http://goo.gl/1bLi6L. 
154 Fitch Upgrades Indonesia’s Rating to Investment Grade, Jakarta Globe, 2011/12/15, 

http://goo.gl/bBLi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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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名，獲邀進入 20 國集團（G-20），2014 年印尼更擠升全球第 10 大經濟體。

然隨著印尼經濟起飛，國民所得日益提高，中產階級逐漸成型下，所得分配的差

異也跟著擴大，在 2013 年，1 億人民，仍在貧窮與接近貧窮線過生活，且失業

率達 6.2%。155印尼總統尤多約諾亦指出，印尼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必須持續

減少失業人數，以及降低貧窮人口比率，讓更多人民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至

於，未來如何讓貧富差距不再持續拉大，將是 2014 年十月份新總統佐科威上任

後的重要課題。 

表 4-4 印尼經貿資料 

人口 2 億 5,000 萬人(2013) 

面積 191 萬 9,317 平方公里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3,475 美元 (2013) 

經濟成長率 4.5%(2009) 、 6.1%(2010) 、 6.5%(2011) 、 6.23% (2012) 、

5.78%(2013) 

失業率 6.2% (2013) 

進口值 1,866 億美元(2013,-2.7%) 

出口值 1,826 億美元(2013,-3.9%) 

主要進口項目 輕油及其配製品、石油原油、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鐵或

非合金鋼半製品、小麥或雜麥、有線電話、直升機，飛機及

其他航空器、載貨用機動車輛、類比或混合自動資料處理機、

無線電廣播接收/傳輸器具 

主要出口項目 天然氣、石油原油、棕櫚油、煤、天然橡膠乳膠、銅礦石、

石油殘餘物、椰子油、棕櫚仁油、錫、紙及紙板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新加坡、日本、馬來西亞、南韓、美國、泰國、

澳洲、沙烏地阿拉伯、台灣 

主要出口市場 日本、中國大陸、新加坡、南韓、美國、印度、馬來西亞、

泰國、台灣、澳洲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經貿資訊網、World Trade Atlas 

  印尼近年經濟成長率(表 4-4)除 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僅 4.5%外，

2010-2012 年經濟成長率皆維持在 6%以上。2013 年則因下半年金融市場大幅震

盪，儘管來自出口成長超乎預期、政府支出增加及民間消費維持暢旺等支撐，仍

使得印尼 2013 年全年經濟成長率下滑至 5.78%。但總體而言，其經濟表現仍超

                                                      
155 印尼約一億人口‧仍生活在貧窮線，印尼星洲日報，2013/05/13，http://goo.gl/HsLj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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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許多新興國家，成長幅度更為 G20 國家中僅次於中國大陸。156世界銀行亦預估

2014 年印尼的經濟成長率為 5.3%，並表示下調印尼 2014 年經濟成長預測乃反應

該國短期經濟，中長期而論，印尼國內龐大消費力道將為經濟成長帶來支撐。此

外，如印尼能吸引充沛的外人直接投資，將可抵消經常帳赤字擴大而導致經濟成

長趨緩的影響。世銀並建議印尼增加如後勤、創意產業及基礎建設等方面的產出

來刺激經濟成長，以及加強政策之執行，排除投資人之疑慮來吸引更多外資。157  

  總體而言，雖然印尼經濟前景看好，但其未來發展仍存在一些隱憂及挑戰。

首先，印尼亟需改善其投資環境。根據世界銀行經商便利度指標(World Bank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顯示，印尼的經商便利度在 2012 年全球 189 個國家及地

區中排名第 128，2013 年雖較前次調查略有進步，上升至第 120 名，但仍遠不及

東協其他主要競爭國。如：馬來西亞從去年的第 8 名升為第 6 名，菲律賓在前次

調查仍低於印尼，但今年卻躍升第 108 名，而泰國保持在第 18 名，越南排第 99

名，印尼僅比排名 137 名的柬埔寨稍好。在評定經商便利度的 10 項因素中，印

尼僅有 1 項因素得分上升，即貸款管道便利度。印尼在其他因素上的得分都下

降。雖然印尼在經商環境上有些進步，但在全球排名上仍屬後段班而待改革。 

  其次，近來印尼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有復甦的趨勢。學者邱

奕宏指出，158印尼對外資採取諸多保護主義的措施，而近來印尼政府對外資投資

原物料、能源等初級產業增加諸多限制，亦顯示其「資源民族主義」（resource 

nationalism）的復辟跡象。其推測可能是 2014 年印尼國會大選及總統大選的逼

近，致許多政治人物與政府官員必須朝向民族主義傾斜，進而獲得較多的政治支

持。然而，印尼趨向保守的保護主義經濟政策將可能導致外來投資者的卻步及資

源的浪費與錯置，而使得印尼經濟前景蒙上一層不確定的因子。 

  其三，雖然印尼持續吸引許多外資，但印尼繁複的法規仍對外資造成諸多的

限制。根據 OECD 的外資限制指標(FDI Restrictiveness Index)，在 2013 年 58 個

國家中，印尼排名第 4 個對外資最嚴格限制的國家，該名次僅次於中國大陸、緬

甸、沙烏地阿拉伯。159此結果亦顯示印尼如欲持續吸引外資進駐，如何大幅簡化

                                                      
156 印尼 2013 年全年經濟成長率達 5.78%，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2014/02/17，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bizsearchdetail/7402905/C. 
157 世界銀行預估印尼 2014 年經濟成長率為 5.3%，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2013/10/21，

http://goo.gl/9oXzl6.. 
158 邱奕宏，「評析興起中的印尼保護主義」，中印尼文經協會會刊，2012 年，頁 28-34。 
159 2013 FDI regulatory restrictiveness index by country, OECD Investmen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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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投資法規與繁瑣行政程序，將是印尼政府的當務之急。160 

  其四，印尼勞動生產力的低落也是印尼未來發展的隱憂之一。根據麥肯錫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 年的報告指出，印尼勞工生產力是鄰近國家馬來

西亞的一半；161美國國際發展總署(USAID)在 2013 年的報告亦指出，相較於泰

國、越南、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印尼經濟的主要弱點在於其

低於水平的勞動生產力。162 

  其五，雖然印尼經濟成長率連續幾年突破 6%，國民所得也不斷攀升，但貧

富差距問題卻日益嚴重。儘管印尼政府持續調升勞工的最低工資水準，但印尼調

升工資的政策乃主要基於政治考量，而非因勞動生產力提升或是物價飛漲的因

素。163再加上近年來印尼勞工意識高漲，經常大規模罷工抗議，也致使印尼國內

勞資衝突越演越烈。 

  其六，2013 年 1 月一場突如其來的豪大雨侵襲印尼雅加達，加上河水暴漲，

造成逾 20 人死亡，3 萬多人流離失所，市區垃圾堆積如山，經濟損失高達 32 兆

印尼盾（約 33 億美元）。豪大雨之後的大淹水也凸顯印尼經濟急速起飛的背後，

基礎建設的落後程度。除了水災，「塞車」也是許多印尼人及國際人士的夢魘。

統計資料顯示，雅加達塞車與環境汙染造成燃料浪費所產生的社會成本，每年累

計達 68 兆印尼盾（約 70 億美元）。對於講求效率的經濟及商業活動而言，這也

是一項相當棘手的難題。164 

  整體而言，儘管印尼經濟前景被大家所看好，但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進行改

革和調整，才能繼續獲得外資的挹注和推動國家發展。從改善外人投資環境，透

過簡化過度複雜的法規體系，使市場運作更有效率；強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落

實契約規定、及有效消弭貪污及賄賂的惡習；落實基礎建設，改善居住環境，讓

印尼逐步走向先進國家；最後，經濟快速發展也帶來勞資問題，妥善解決和協調

勞資雙方，才能繼續推動國家發展。 

                                                                                                                                                        
http://www.oecd.org/daf/inv/ColumnChart-FDI_RR_Index.pdf 

160 Peter Drysdale,“Indonesia’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strategy,” East Asia Forum, May 14, 2012. 
161 The archipelago economy: Unleashing Indonesia's potential,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09,  

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asia-pacific/the_archipelago_economy. 
162 Labor Productivity And Employment In Indonesia, USAID Report, 2013/07/19, 

http://goo.gl/3LvRFT. 
163 Kodrat Wibowo, “Indonesia and the minimum wage: inflation vs. productivity,” East Asia Forum,  

 December 29, 2012. 
164 印尼經濟快速起飛下的隱憂，中央社，2013/04/07， 

 http://www.cna.com.tw/newssubject/5/201304070035-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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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010 年後中印總體經濟發展與未來展望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自 2010 年正式啟動後，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自由貿易區，在產值上更僅次於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之第三大自由貿易區，也

是第一個開發中國家為多數的自由貿易區，其運作方式及發展備受關注。隨著零

關稅的實施，將有助於刺激區內的貿易創造，促使區內國家原先對歐美市場的出

口轉移至區域內，亦可擴大區域內的消費，讓「亞洲內需」逐步替代「亞洲出口」，

有利於區域推動經濟轉型。165這樣的區域經貿整合，不僅讓中國對東協展現出軟

實力的外交能力，對東亞區域的貿易發展造成衝擊，甚至對世界經貿秩序也會有

相當程度的影響。166尤其對於東協多數國家而言，仍屬於開發中國家，國內產業

結構及技術尚未建全下，面對中國大陸生產優勢的產品傾銷，將受到嚴重衝擊。 

一、 自貿區成立後對中國與印尼經貿的影響 

  根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及中國大陸海關資料顯示，2001 年的貿易總額為 510

億美元，到 2009 年已達到 2207.5 億美元，9 年間成長近 4.3 倍，再到 2013 年已

達到 4,435.3 億美元，在 12 年間成長 8.7 倍；2001 年中國大陸對外貿易伙伴中，

東協所占的比重為 8.3%，但 2013 年已升高至 10.65%，這表示雙邊貿易關係仍

是穩定的加深之中（參見表 4-5、表 4-6）。目前中國是東協的第一大交易夥伴，

東協是中國第三大交易夥伴、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同時，中國

與東協相互投資不斷擴大，截至 2014 年 6 月底，中國與東協雙向累計投資總規

模近 1200 億美元。 

  一般兩國或多國間簽訂 FTA，都預期簽約國間的貿易關係將會加強，並排擠

到非簽約國對簽約國的出口貿易；也就是說，「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會加

強東協與中國大陸間的貿易關係，並排擠其他國家對「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的出口。然而，實際貿易數據是否會支撐此一預期仍存有變數，因為可能存在一

些因素抵銷簽訂 FTA 的效果，例如：若東協在前述的國際競爭力或產業競爭力

方面出現下降的趨勢，則東協對中國大陸的實際出口可能無法出現預期的成績。 

 

                                                      
165 高燕輝，「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起飛與翱翔」，觀察，第二期（2010 年），頁 15。 
166 鄭永年、張弛，「國際政治中的軟力量及對中國軟力量的觀察」，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 

第七期，2007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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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中國大陸與全球及東協進出口金額統計 

國別 

時間(年) 

出口 進口 

全球 東協 10 國 全球 東協 10 國 

金額（億美元） 

2001 2,664.03 185.59 2,435.63 232.30 

2002 3,256.42 235.74 2,953.03 311.93 

2003 4,384.73 309.35 4,130.96 473.50 

2004 5,936.47 429.03 5,608.11 629.55 

2005 7.623.27 554.59 6,602.22 750.17 

2006 9.693.24 713.25 7,917.94 895.38 

2007 12,181.55 942.43 9,562.61 1,083.81 

2008 14,288.69 1,141.39 11,314.69 1,169.33 

2009 12,016.10 1,062.30 10,059.20 1,067.10 

2010 15,777.50 1,382.10 13,962.50 1,545.70 

2011 18,983.80 1,700.80 17,434.80 1,927.70 

2012 20,487.10 2,042.70 18,184.10 1,958.20 

2013 22,090.10 2,441.30 19,499.90 1,994.00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中國大陸海關 

表 4-6 中國大陸與全球及東協進出口比重統計 

國別 

時間(年) 

出口 進口 

全球 東協 10 國 全球 東協 10 國 

比重% 

2001 100 7.0 100 9.5 

2002 100 7.2 100 10.6 

2003 100 7.1 100 11.5 

2004 100 7.2 100 11.2 

2005 100 7.3 100 11.4 

2006 100 7.4 100 11.3 

2007 100 7.7 100 11.3 

2008 100 8.0 100 10.3 

2009 100 8.8 100 10.6 

2010 100 8.8 100 11.1 

2011 100 9.0 100 11.1 

2012 100 10.0 100 10.8 

2013 100 11.1 100 10.2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中國大陸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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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2001 年至 2013 年中國大陸的進出口貿易數據來看，中國大陸對東協 10

國的出口占整體出口的比重（參見表 4-6），從 2001 年的 7.0%低點，之後大致呈

現上升的走勢，扣除 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波動因素，至 2013 年升至 11.1%。 

  若將觀察期間分成 2001 年至 2009 年及 2010 年至 2013 年（自貿區成立後）

兩階段來觀察（參見表 4-7），第一階段對東協出口平均成長 23.1%，高於整體的

20.2%成長；第二階段對東協出口成長 23.2%，也高於整體出口的 16.8%成長。

但中國大陸對東協的出口成長領先整體的差距，在第一及第二階段分別為 2.9%

及 6.4%，顯示第二階段的差距有擴大，亦表示中國大陸應有受益於「中國－東

協自由貿易區」。 

表 4-7 中國大陸與全球及東協進出口成長率統計 

國別 

時間(年) 

出口 進口 

全球 東協 10 國 全球 東協 10 國 

成長率% 

2001 6.9 7.1 8.2 4.7 

2002 22.2 27 21.2 34.3 

2003 34.6 31.2 39.9 51.8 

2004 35.4 38.7 35.8 33 

2005 28.4 29.3 17.7 19.2 

2006 27.2 28.6 19.9 19.4 

2007 25.7 32.1 20.8 21 

2008 17.3 21.1 18.3 7.9 

2009 -16 -6.9 -11.2 -8.8 

2010 31.3 30.1 38.8 44.8 

2011 20.3 23.1 24.9 24.7 

2012 7.9 20.1 4.3 1.5 

2013 7.8 19.5 7.2 1.9 

2001 至 2009 平均 20.2 23.1 19.0 20.3 

2010 至 2013 平均 16.8 23.2 18.8 18.2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中國大陸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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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觀察印尼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生效之後的進出口貿易，發現到印

尼於區內的貿易總額有大幅度的成長。2013 年印尼對東協及中國（以下簡稱東

協+1）的貿易總額來到 1471.12 億美元，較 2009 年成立自貿區前，增加 692.45

美元，成長 189%（表 4-8）。 

表 4-8 印尼與全球及東協+1 進出口金額統計 

國別 

時間(年) 

出口 進口 

全球 東協+1 全球 東協+1 

金額（億美元） 

2005 856.60 224.87 577.01 231.72 

2006 1007.99 268.27 610.65 260.16 

2007 1141.01 319.68 744.73 323.50 

2008 1370.2 388.08 1291.97 562.39 

2009 1165.1 361.23 968.29 417.44 

2010 1577.79 490.41 1356.63 594.62 

2011 2034.97 650.4 1774.36 775.12 

2012 1900.31 634.91 1916.91 832.09 

2013 1825.52 632.31 1866.29 838.81 

  從 2005 年至 2013 年印尼的進出口貿易數據來看，印尼對東協+1 的出口占

整體出口的比重（參見表 4-9），從 2005 年的 26.25%，逐步提升至 2013 年的

34.64%，成長近 8.39%。此亦顯示印尼受惠於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而推升國內產

業的對外出口貿易額。 

表 4-9 印尼與全球及東協+1 進出口比重統計 

國別 

時間(年) 

出口 進口 

全球 東協+1 全球 東協+1 

比重% 

2005 100 26.25 100 40.16 

2006 100 26.61 100 42.60 

2007 100 28.02 100 43.44 

2008 100 28.32 100 43.53 

2009 100 31.00 100 43.11 

2010 100 31.08 100 43.83 

2011 100 31.96 100 43.68 

2012 100 33.41 100 43.41 

2013 100 34.64 100 44.95 

資料來源：印尼國家統計局（http://www.bps.go.id/）、中國大陸商務部貿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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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將觀察期間分成 2006 年至 2009 年及 2010 年至 2013 年（自貿區成立後）

兩階段來觀察（參見表 4-10），第一階段印尼對東協+1 出口平均成長 13.3%，高

於整體的 9.0%成長；第二階段對東協+1 出口成長 16.4%，也高於整體出口的

13.5%成長。顯示印尼應有受益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表 4-10 印尼與全球及東協+1 進出口成長率統計 

國別 

時間(年) 

出口 進口 

全球 東協+1 全球 東協+1 

成長率% 

2006 17.7 19.3 5.8 12.3 

2007 13.2 19.2 22.0 24.3 

2008 20.1 21.4 73.5 73.8 

2009 -15.0 -6.9 -25.1 -25.8 

2010 35.4 35.8 40.1 42.4 

2011 29.0 32.6 30.8 30.4 

2012 -6.6 -2.4 8.0 7.3 

2013 -3.9 -0.4 -2.638 0.8 

2006 至 2009 平均 9.0 13.3 19.1 21.2 

2010 至 2013 平均 13.5 16.4 19.1 20.2 

資料來源：印尼國家統計局（http://www.bps.go.id/）、中國大陸商務部貿易報告 

  而中國與印尼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於 2010 年生效後，雙邊貿易量

也連年突破新高（表 4-11），從 2009 年的 255.01 億美元成長至 2013 年的 524.51

億美元，成長了近 210%。在 2010 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生效前，印尼對

中國大陸即為貿易逆差（即進口大於出口）；「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生效後，

印尼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數額逐年擴大，2012 年一度來到 77.27 億美元，2013 年

小幅縮小至 72.49 億美元。總體來說，印尼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雖呈現增加的趨勢，

但在 2011 年出現較前一年大幅縮小的現象，推測與 2010 年「中國－東協自由貿

易區」生效前後，印尼啟動與中國就關稅減讓延遲一事進行協商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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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印尼與中國進出口數據 

年份 對中國出口 從中國進口 進出口差額（對中國） 

2009 114.99 140.02 -25.03 

2010 156.93 204.24 -47.31 

2011 229.41 262.12 -32.71 

2012 216.6 293.87 -77.27 

2013 226.01 298.5 -72.49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印尼國別貿易報告(2009-2013)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與印尼皆受惠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生效後所帶

來的區內貿易成長，雙邊貿易總額亦有倍數的提升。然東協各國與中國大陸之間

的經濟發展差異性很大，且所產生的貿易衝突也非常多，167尤其，中國大陸與印

尼之間存在一些相互競爭性很強的產業與相關產品，印尼且多從中國大陸進口生

產設備及成品，致使印尼對於東協與中國大陸的入超數額逐年增加，產生競爭不

平衡的現象。 

  2010 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生效前後，印尼國內產業便對於中國大

陸生產優勢的產品來襲感到憂心忡忡，出現貿易逆差的擴大更加深印尼國內產業

的憂慮。2010 年印尼與中國大陸就關稅減讓的協商會議中，中國大陸的商務部

長陳德銘表示，一旦中國大陸與印尼雙邊貿易出現不平衡時，印尼產業受到中國

大陸產品的衝擊過大，中國大陸將有義務採取進口措施，增加購買印尼的產品來

減輕衝擊，這似乎在 2011 年及 2013 年發揮作用（如表 4-11）。然雙邊貿易差額

仍持續擴大當中，這樣的承諾是否具有減輕衝擊的效果，未來還需要多加觀察。 

二、 未來展望 

  自 1990 年代起，國際政經情勢的改變，促使東協各國對區域經濟合作的態

度轉為積極，168推動東亞地區朝向更深層次的經濟整合。基於地緣關係，東協積

極地與周邊國家簽署區域貿易協定，並以東協為主要核心，串聯東亞各國，以期

打造東亞共同體(AEC)。進入戰略機遇期的中國大陸亦採取睦鄰政策，挾著其龐

大的經濟成長動能，與東協建構經濟合作關係，拓展其在東南亞區域的政經力

                                                      
167 吳建華，東亞現代化與中國（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年）。 
168 林欽明，「東協區域經濟整合」，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5(7)，2002 年，頁 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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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扮演東亞區域發展經貿整合的領頭羊。學者趙銀亮(2003)169的研究指出，建

立「中國-東協自由貿易區」不但有助於東亞地區合作日益加強，更有助於中國

大陸拓展與東協關係。吳福成(2002)170的研究亦顯示，中國大陸與東協推展自由

貿易區，勢必引起其他區域、國家的注意，加快區域整合的發展速度。中國大陸

與東協進一步建立自由貿易區，不但引起國際的關注，更將帶動東亞地區，甚至

亞洲各國建立經濟合作，而深化了東亞區域經貿整合的層次。171 

  2010 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正式生效成立後，東協六國與中國大陸

99%的關稅皆調降為零，剩餘的東協四國也將於 2015 年達成零關稅的目標。本

有論者指出，東協各國與中國大陸間的經濟發展差異性和貿易衝突皆大，尤其，

雙邊貿易上存在著相互競爭性很強的產業與相關產品，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將使

中國大陸與東協之間出現競爭不平衡的局面，東協各國將因此而受害。當時中國

大陸面對此一局勢，積極對外反駁「中國威脅論」，強調中國大陸經濟成長雖快，

但經濟發展仍處於較低的水平，屬於發展中國家，聲明中國大陸和世界各國一

樣，將會與周邊國家加強建立友好、合作的關係；亦強調中國大陸與東協各國的

經濟結構、產品結構不盡相同，爲了加速與東協經濟整合的進展，中國大陸將積

極消除東協各國對其的疑慮。對東協各國而言，為促進經濟發展，加強區域經貿

合作是必要的選擇，與中國大陸推動全面性的經濟合作亦屬時勢所趨172。 

  觀察這幾年的統計數據後，中國大陸與東協的雙邊貿易在「中國－東協自由

貿易區」生效前後呈現大幅度的成長，雙邊貿易額年年創下新高，東協已經連續

三年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中國亦連

續四年成為東協第一大貿易伙伴。然也可以發現到，2011 年之前中國對東協原

為貿易逆差（即進口大於出口），然自 2012 年開始，中國對東協已出現貿易順差

（即出口大於進口），且順差數額逐年擴大，來到 447.3 億美元。這似乎印證了

先前對於中國大陸將挾著龐大的競爭優勢，大量對東協各國傾銷輸出的說法，雙

邊貿易的不平衡將可能影響自由貿易區的日後發展。2013 年 10 月中國大陸的國

                                                      
169 趙銀亮，「建構東亞經濟合作的新視角--中國-東盟自由貿易區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東南亞 

   研究，第 6 期，2002 年，頁 44-49。 
170 吳福成，「亞洲的新震撼--中國-東協自由貿易區」，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5(7)，2002 年，頁 

47-53。  
171 陳欣之，「東亞經濟整合對台灣政經之影響」，全球政治評論，第 7 號，2004 年，頁 19-46。  
172 鄭富霖，「『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之爭端解決機制評析」，展望與探索， 

  3(2)，2005 年，頁 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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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院總理李克強更在中國-東協領袖高峰會上提出打造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升

級版」的建議，但面對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南海主權爭議等問題甚待解決，中國

大陸和東協雙邊要更進一步的發展，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173 

  展望未來，東協十國就東協經濟共同體（AEC）的談判進程已完成 76.5%，

預計 2015 年東協經濟共同體將成立，屆時關稅障礙的消除、服務貿易自由化、

改善商業環境與競爭性政策、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縮減發展差距都將逐步推

動。再加上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也預計在 2015 年底能夠達成

協議。總總利多下，也讓信用評等公司穆迪（Moody's）指出，東協在 2015 年經

濟可望成長 5%以上，主要是受惠於 2015 年底前，東協各國的經濟整合會更加嚴

密，貿易障礙降低，進而嘉惠整個地區。而中國大陸也會因此跟著受惠，雙邊貿

易量將有機會再創新高，中國對外貿易促進委員會甚至認為，2015 年雙邊貿易

額將超過 5000 億美元，有望超過歐美成為大陸第一大貿易夥伴。然中國大陸與

東協在未來雙邊發展上，仍存在著領土爭端、政局不穩、雙邊經貿不平衡等衝突

有待解決，尤其是政治上的問題，將影響雙邊經貿能否持續穩定發展。中國大陸

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 2014 年中國-東協博覽會開幕致詞上，便開宗明義地提出

雙邊應大力深化「政治互信」，可看得出彼此之間的分歧，有很多東南亞國家對

於中國大陸「海上絲綢之路」經濟之外的意涵有政治上的隱憂，更因東協國家背

後的歷史和親美因素，造成中國大陸與東協部分國家齟齬不斷。未來雙邊能否穩

定發展，仍端看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之間的協調和互動能否順暢，處理好政治上

的問題，雙邊在經貿上的發展才能夠進一步「升級」和「茁壯」。 

 

 

 

 

 

 

 

 

                                                      
173 陸與東協自貿區 22 日升級談判，中時電子報，2014/9/20，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920000990-2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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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印尼對後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衝擊與調適 

  本章將分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印尼產業界的聲音、印尼政府

和產業的因應策略兩大部分，並就印尼政府公報、國內外經濟統計數據、期刊文

獻、新聞資料等進行整理分析，並分別探討之。 

第一節 印尼國內的反彈聲浪 

  2002 年，中國與東協簽訂「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後，雙邊預定了在 2010

年成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此後在此框架下，雙方進一步簽訂「貨物貿易協定」、

「服務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為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奠定基礎。依照 2004

年中國大陸與東協雙邊所簽署的貨物貿易協定，全部貿易產品分為四大類，即一

軌產品、二軌產品、一般敏感產品和高度敏感產品，不同類別的產品有不同的降

稅時程。2010 年起，中國與東協六個成員國的一軌產品進口關稅要全部降至零。

對印尼而言，一軌共有 7306 種產品進口關稅將會被取消，占該國 8738 種進口產

品的 83.61%。在此之際，印尼國內對於是否如期履行自貿區協議，展開了激烈

的爭論。印尼政府在國內產業界及國會的壓力下，打算向「中國-東協自由貿易

區」提交異議，要求推遲履行降稅期程，並就協定的部分內容重新展開談判。 

 

一、背景與起因 

（一）自貿區生效前 

  自 2009 年的年中開始，隨著「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生效日的逼近，印尼

的工商界開始感受到壓力及恐慌，不斷透過國會、產業企業協會、報章媒體等管

道發出呼籲，要求印尼政府暫緩實施「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部分產品的關稅

減讓，並對有爭議的產品項目與中國大陸方面重新談判。2009 年 12 月 15 日，

印尼的朝野國會議員更聯名致函蘇西洛總統，要求印尼政府重啟談判（如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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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新聞報導匯總表(生效前) 

日期 資料來源 報導內容 

2009/08/04 雅加達郵報 

 Lingkaran Survei Indonesia 公司調查顯示，55.1- 57.3%的

印尼民眾認為東協-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協定對印尼不利。 

 印尼學界指稱，印尼製造業競爭力低落，尚未做好因應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須改善基礎設施、改革官僚

作風、提高科技水準以及人力資源。 

2009/08/18 
台灣駐印尼代

表處經濟組 

 印尼工業部長 Mr. Fahmi Idris 表示，為保護國內的紡織、

機械及鋼鐵等三大產業，印尼必須延遲實施 2010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之「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 

 印尼貿易部長 Mrs. Mari Elka Pangestu 則表示，如要求延

遲實施，將導致印尼被處罰。在自由貿易協定下，並不

允許採取預防措施保護國內製造業者，印尼政府將可在

證明國內製造業者受到進口品湧入而遭受損害以後，啟

動進口防衛機制。 

2009/12/07 財華網 

 印尼紡織協會秘書長 ErnovianIsmy 指出，中國與印尼的

紡織品和服裝貿易逆差為 8.6 億美元，在自由貿易協定

生效後，中國對印尼的紡織出口將出現增長、逆差擴大，

將對印尼紡織品製造商構成威脅。 

2009/12/15 中央社 

 印尼主管工業的國會第五委員會警告印尼政府，自由貿

易區全面上路後，有 10 個行業處於危險中，包括紡織

品、食品和飲料、石化、農業設備、鞋類、化學纖維、

電子、機械、工程服務、鋼鐵。 

2009/12/16 英國金融時報 

 根據東協＋1 所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印尼必須取消

6682 種中國產品的進口關稅。印尼官員表示，儘管政府

打算請求延期取消部分產品關稅，但印尼財政部已計畫

發佈相關規定，在 2010 年 1 月 1 日前取消所有關稅。 

 印尼經濟統籌部工業和貿易局助理 Edy Putra Irawadi 表

示，印尼仍將遵守自由貿易協定，但會向東協理事會提

交信函，請求延期取消其中 303 項產品的關稅。 

2009/12/21 印尼商報 

 印尼工業部秘書長 Agus Tjahayana 指出，將為食品和飲

料、紡織品、鞋子、電器、鋼鐵、石油化工、無機化學

和傢俱等行業，提出展延自由貿易協定。每一個感到國

內工業受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威脅的國家，可以提出

不同意的書面聲明。並根據東協貿易協定第 23 條，要求

暫時修改或展延。 

2009/12/29 中央社 
 印尼擔心中國大陸的鋼鐵和石油化學產品將大量傾銷，

而試圖延後協定的落實。中國大陸商務部參贊張克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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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只是某些產業的意見，不代表印尼政府的觀點。」 

2009/12/31 工商時報 

 儘管區域貿易自由化的意義相當顯著，但是中國和東協

之間同質性過強，以及非關稅壁壘逐漸浮現等問題，未

來仍可能影響自由貿易區的成效。像是印尼就傳出希望

暫緩鋼鐵製品、紡織品、石化產品、電子產品等項目零

關稅的聲音。 

2009/12/31 中央社 

 歐盟智庫歐洲國際政府經濟研究中心（Europe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主管 Razeen Sally 指

出：FTA 導致關稅降低，但對能帶來更大貿易利益的非

關稅障礙項目著墨不多，這項協定對印尼與菲律賓高關

稅產業的衝擊將甚於其他東協國家。 

 印尼政府已想方設法安撫各項產業，其中包括可能遭受

重創的紡織、食品與電子業。印尼紡織協會副主席 Ade 

Sudradjat 指出，印尼必需重新協商，隨著低價中國產品

湧入，本國製紡織品佔印尼市場比重恐腰斬 50%。 

 印尼經濟協調部長 Hatta Rajasa 指出，印尼政府正籌組工

作小組，監控貿易行為。並要求中國的服飾、電器、鞋

子、玩具與食品進口需逐一貨櫃檢驗後，才能進入印尼。 

2009/12/31 中央社 

 自貿區成立，對和中國競爭傳統產業的印尼和馬來西

亞，衝擊較為明顯；尤其是印尼，成衣紡織業、鞋業、

傢具業等都紛紛受到打擊。 

 印尼科學院（LIPI）經濟學家 Agus Eko Nugroho 指出，

自貿區零關稅制政策，受損的是印尼國內的製鞋工業。

且印尼有 90%屬於中小微型企業，生產的價格難與中國

競爭。部分產業公會已在遊說政府，希望能讓印尼與中

國自由貿易措施延後實施，保護印尼民族工業。 

 印尼貿易部國際貿易合作協會總幹事 Gusmardi Gustami

日前指出，印尼政府有意和中國商討，延後 FTA 撤除貿

易壁壘的實施日期。印尼企業家協會也呼籲，即使會造

成印尼聲譽受損，但與中國的 FTA 應該延後 3 年實施。

然該建議已遭中國駐印尼大使章啟月否決，她認為，FTA

相關措施已從 2005 年逐步實施，要延後相當困難。 

資料來源：雅加達郵報、印尼商報、英國金融時報、工商時報、中央社、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及 

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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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2 中有來自印尼政府、學界、產業界及國際方面等角度面向，分析印尼

國內所考慮的議題。四大面向中，印尼政府內部對於是否暫緩關稅減讓、向東協

理事會提交重新協商，各部會有不同意見；財政部及貿易部傾向如期實施，工業

部及經濟協調部則認為應尋求管道提出救濟方案。產業界則普遍認為，中國大陸

低價商品將對產業造成衝擊，就算將致印尼聲譽受損，但與中國大陸的 FTA 應

該延後實施。學界則認為印尼國內尚未做好因應措施，生產價格難與中國大陸競

爭，政府應持續改善基礎建設、提升工業及人力資源水準，以因應未來的挑戰。

國際方面亦認為儘管自貿區的成立帶來零關稅，但對能帶來更大利益的非關稅障

礙項目著墨不多。零關稅的實施，對印尼與菲律賓高關稅產業的衝擊將高於其他

東協國家。中國大陸方面則回應印尼國內的反彈聲音，並不代表印尼政府的立

場，仍須待印尼政府的正式表態，且貨品關稅的調降從 2005 年起已逐步實施多

年，如今貿然提出延後實施的要求，將是相當困難。 

表 5-2 各界意見統整（生效前） 

印尼政府 

 工業部表示為保護國內弱勢產

業，應根據中國-東協貿易協定第

23 條，要求暫時修改或展延自由

貿易措施。 

 貿易部認為如要求延遲實施，將導

致印尼被處罰。應在確認國內製造

業者受到進口品湧入而遭受損害

後，再啟動進口防衛機制。 

 財政部表示已計畫發佈相關規

定，並在 2010 年 1 月 1 日前取消

多數產品之進口關稅。 

 經濟協調部表示，印尼仍將遵守自

由貿易協定，但會向東協理事會提

交信函，請求延期取消其中 300

餘項產品的關稅。並要求中國大陸

的服飾、電器、鞋子、玩具與食品

進口需逐一貨櫃檢驗後，才能進入

印尼。 

 印尼國際貿易合作協會指出，印尼

政府有意和中國商討，延後 FTA

撤除貿易壁壘的實施日期。 

產業界 

 紡織協會指出，印尼與中國的紡織

品和服裝貿易逆差為 8.6 億美元，

印尼必需重新協商，一旦自由貿易

協定生效後，大量低價中國產品湧

入，本國製紡織品佔印尼市場比重

恐腰斬 50%。雙邊紡織品的逆差

勢必擴大，將對印尼紡織品製造商

構成重大威脅。 

 印尼企業家協會亦呼籲，即使會造

成印尼聲譽受損，但與中國的 FTA

應該延後 3 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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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中國大陸認為提出延後實施自由

貿易協定，只是印尼國內所傳出的

聲音，並不代表印尼政府的觀點；

駐印尼大使亦認為 FTA 的相關措

施已從 2005 年逐步實施，要延後

將是相當困難。 

 歐盟智庫認為儘管自貿區的成立

帶來零關稅，但對能帶來更大利益

的非關稅障礙項目著墨不多。零關

稅實施，對印尼與菲律賓高關稅產

業的衝擊將高於其他東協國家。 

學界 

 由於印尼國內 90%屬於中小型企

業，且製造業長期競爭力低落，尚

未做好自貿區實施的因應措施，生

產的價格難與中國競爭。 

 印尼政府必須改善基礎設施、改革

官僚作風、提高科技水準以及人力

資源，以因應自貿區所帶來的衝

擊。 

資料來源：雅加達郵報、印尼商報、英國金融時報、工商時報、中央社、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及 

作者自行整理 

（二）自貿區生效後 

  2010 年 1 月 1 日「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正式生效後，印尼國內的產業企

業界及各協會公會代表，仍多次利用媒體及國會等管道，向印尼政府喊話要求暫

緩；印尼的國會議員亦與印尼五個負責經濟事務的部長進行溝通之後，敦促印尼

政府就開始實施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通知中國，要求就關稅減讓內容重

新談判。時任印尼的經濟統籌部長 Hatta Radjasa 表示，印尼政府內部經過開會討

論後，僅考慮針對印尼國內 228 項尚無法與中國大陸商品競爭的產品，重新與中

國大陸進行關稅協商，其中包括 114 項鋼鐵產品、53 項紡織品、10 項機器產品、

7 項電器產品、7 項無機化學品、5 項石化產品及 5 項傢俱產品。 

  印尼政府原打算選擇延期執行「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關稅調降，並對可

能帶來損失的 228 項產品進行重新協商，但後來轉而選擇和中國大陸進行特別協

商的方式。乃因為進行重新協商的費用太高，且如印尼政府採用重新協商，就必

須依照「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條款方式來進行。再者，印尼政府希望重新

協商的項目多達 228 種，每個項目又必須詳細探討，此將會影響印尼的國際形

象，導致外人不敢前來投資。如果選擇和中國單獨協商，印尼就不需要通知其他

東協國家，當然也不需向這些國家賠償損失，對各種項目的協商時間也較短，亦

無需向中國賠償損失。 

  印尼國內各界有關自貿區生效之意見，請參表 5-3 新聞報導匯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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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新聞報導匯總表(生效後) 

日期 資料來源 報導內容 

2010/01/03 自由時報 

 印尼石化塑膠產業公會秘書長 Fajar Budiyono 表示，

政府如沒有與企業討論最後協議內容，產業將受到重

創。印尼鋼鐵產業公會代表 Hidajat Triseputro 說，印

尼鋼鐵已受到中國大陸極大威脅，延緩免稅措施勢在

必行，鋼鐵業才有時間改善競爭力。 

 印尼化妝品產業公會主席 Putri K Wardani 對中國進口

化妝品與原料的安全及品質感到擔心，市場半數為低

價中國進口商品，這些商品標示不清、品質堪慮。 

 印尼家具業代表指出，中國的低價黑心商品將威脅國

內市場，並且破壞價格。隱性的非關稅措施將成為印

尼政府保護當地產業的最後手段。 

 印尼食品飲料業公會主席 Thomas Dharmawan 不擔心

食品業的開放。外國廠商必須通過食品藥物的認證，

這樣的非關稅障礙非常有效。 

2010/01/05 亞洲紡織聯盟網 

 印尼企業家協會主席 Sofjan Wanandi 表示，已與政府

組成聯合小組針對預期造成之不利衝撃進行研議。 

 印尼鋼鐵產業協會理事長 Hidajat Triseputro 表示，該

協會轄下熱軋鋼卷及冷軋鋼卷為最需緊急處理的 2 項

產品，倘持續進口，將導致鋼鐵產業崩潰。 

 印尼紡織協會副主席 Ade sudrajat 表示，雖早已提出

延緩實施零關稅之要求，但支持政府，政府的作法將

是最好的折衷方案。 

2010/01/05 印尼星洲日報 

 印尼經濟統籌部長表示，在實施中國東協自貿區協議

後，政府已採取多項應對策略，最重要的是，這項協

議將不會使我們的工業受損。 

2010/01/06 BBC 中文網 

 印尼紡織協會執行秘書表示：「我們對政府說，你要

麼拒絕這個自由貿易協定，否則就得解決內部的問

題。協議的關鍵是產品的競爭力。」 

 東協中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和柬埔寨等國的紡

織、鞋類和鋼鐵等行業對外來廉價進口產品的衝擊承

受力相對較低。根據協議，每個國家可以規定 150-250

種產品屬於「敏感產品」，不包括在零關稅產品之列。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教授孫來祥表示，印尼實際

上是希望把自己認為具有相對優勢的種類在免稅時

間表上提前，把一些它認為沒有優勢的種類延後。 

2010/01/13 中央社  印尼貿易部表示，已在去年底送出協商通知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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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 228 項零關稅項目討論調整。工業部發言人

說，需要延緩 2 年執行零關稅的項目，包括電子，機

械，傢具，鋼材，紡織品和化學品等產業。 

2010/01/14 自由時報 

 印尼雇主協會會長表示，許多產業已承受不了中國低

成本服飾、玩具、電子產品的競爭，若取消關稅，將

完全無法競爭，勢必得關閉廠房。 

2010/01/15 法新社 
 印尼鞋業聯合會主席表示，進口的中國鞋市占率將由

目前的 40%上升至 60%，使印尼損失 4 萬個就業。 

2010/01/18 印尼星洲日報 

 政府致力於工業領域的 228 項關稅稅率重新磋商，亦

與印尼工商會館設立聯合小組，防止不公平交易、反

傾銷、走私、補貼及其他行徑。 

2010/01/27 中國紡織網 

 印尼外交部長表示，印尼仍承諾東協和中國簽署的自

由貿易協定，但將解決工業界的憂慮。印尼政府上周

向東協提出延遲 228 類專案的關稅削減。 

 印尼專家認為印尼在 2005 年開始自由貿易協定時，

有時間提高基礎設施，但從來都沒有進行，這是由於

缺乏意願，政府缺乏遠見。 

 中國駐印尼大使章啟月清楚表明，重新磋商是不可能

的，因為關稅削減安排進程逐步進行，最早從 2005

年開始，從 2010 年 1 月 1 日全面執行零關稅。 

2010/01/27 國際日報 

 印尼經濟統籌部長表示，最近幾年印尼決心實施東協

-中國自貿區，未來將會感受到貿易出口的成長。但仍

有 228 種關稅需要政府的協助，如鋼鐵業。 

2010/02/10 印尼星洲日報 

 鋼鐵業業者要求政府磋商展延 535 項鋼鐵關稅，並制

定保護國內產品的貿易法案，設有反傾銷、保護主義

及補貼，以及與國內外企業進行戰略性聯盟。 

2010/02/20 印尼星洲日報 

 印尼工業部長表示，希望與中國攜手發展工業，邀請

中國具潛力的公司，前來印尼發展。雙邊共同拓展產

品，並鼓勵利用印尼豐沛的勞動力，投入工業區或支

援基礎建設。 

2010/03/18 中國經濟觀察網 

 2009 年底，印尼 13 家商會向印尼政府提出相關建議，

擔心中國產品傾銷，希望暫時延後零關稅一年甚至更

長，並獲得印尼工業部長的支持。但印尼仍按照原定

的時間表，對 90%以上的中國商品實施零關稅。 

 印尼總統蘇西洛表示，CAFTA 的落實是印尼經濟發

展的好機會，促進印尼出口復甦，而不是威脅。 

 印尼國會第六委員會決定，將給印尼政府 6 個月時間

完成自貿協定的重新談判。屆時政府如沒有積極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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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將成立委員會監督重新談判過程。 

 分析人士認為，為促使中國-印尼經貿的穩健發展，應

儘早進行行業對接。雙方對等的行業協會進行交流與

共同商討，有利於找出互補優勢進行產業鏈整合，形

成新的生產力，從而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010/03/23 印尼星洲日報 

 印尼經濟觀察家表示，如果印尼單方面退出自貿協

議，將蒙受損失。銷往中國與東協的產品，亦將因被

課徵關稅而失去競爭力。 

2010/04/02 中國網 

 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表示， 2010 年自貿區成立後，1

至 2 月雙邊貿易額比去年同期成長 80%。中國將繼續

鼓勵企業擴大進口印尼有優勢的產品，改善貿易結

構。並擴大雙方投資合作，鼓勵中國有實力的企業增

加投資，同時推動雙方優勢互補產業合作。 

2010/04/05 
台灣駐印尼代表

處經濟組 

 印尼經濟統籌部長 Harta 表示，印尼若不參與「中國-

東協自由貿易區」，將落後其他東協國家。 

2010/04/08 
台灣駐印尼代表

處經濟組 

 印尼貿易部表示，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來訪印尼時，

簽訂協議中載明，當貿易不平衡時，具出超方面有義

務採取提高進口措施。在初步階段，中國將協助促銷

與提高競爭力，提高從印尼的進口。工作小組也將監

督鋼鐵、紡織品及鞋子產品領域的發展情況，並負責

鑒定有可能受「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影響之工業。 

2014/04/19 
中國駐印尼使館

參贊處 

 印尼工業部公佈製造業部門的顯性比較優勢（RCA）

計算， 12 項製造業均擁有優勢產品，有能力和中國

市場的同類產品競爭。其中 202 種產品比中國產品更

有競爭力。顯示示印尼工業產品仍擁有競爭力。 

2014/04/23 
中國駐印尼使館

參贊處 

 印尼貿易部外貿合作司主任表示，印尼政府仍優先考

慮雙邊合作來克服出口衰退的問題。比起與東協其他

成員國協調，直接與中國對話更能減少自貿區的負面

影響。印尼國內工業部門希望儘快解決問題，因此政

府選擇不透過東協機制，而是直接與中國協商。 

 在中印兩國的會談中，至少已達成 11 項共識：包括

成立工作組、資訊交流、加強印尼的基礎設施和工業

基礎等。兩國同意尋求達成貿易決議，只是尚未詳細

討論 228 項產品關稅問題。 

2010/04/27 
台灣國貿局 

新聞稿 

 中國-東協自貿區自本年全面實施後，因印尼國內業界

反彈聲浪不斷，印尼政府原擬依貨品貿易協定條款第

6 條規定，與中國大陸就 228 項敏感性產品重新談判

關稅減讓之修正。然印尼政府評估協議對印尼衝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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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後，已於本年 4 月表示，將如期全面實施。 

2010/04/28 國際商報 

 印尼總統蘇西洛表示，面對中國-東協 FTA 的啟動，

印尼已制定了戰略性應對措施，包括推動國內工業提

高競爭力、有利於工廠企業的政府決策，帶動業界合

理利用自貿協定，吸引更多投資。 

2010/05/07 
台灣駐印尼代表

處經濟組 

 印尼貿易部長指出，如要重新協商「中國-東協自由貿

易區」不只需要大量的費用，還須牽涉其他的東協國

家，故選擇和中國進行雙邊協商的方式。 

 由於須重新協商的項目太多，每個項目又必須詳細探

討，將會影響印尼的國際形象，導致外人不敢前來投

資。如果選擇和中國單獨協商，印尼就不需要通知其

他東協國家，當然也不需向這些國家賠償損失，對各

種項目的協商時間也較短，亦無需向中國賠償損失。 

2010/05/24 
台灣駐印尼代表

處經濟組 

 印尼貿易部表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實施後，

提供國內企業招商機會。工業部亦表示，國內電子產

品商深信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實施後能夠自由

競爭。且中國電子產品進入印尼，並不會打擊當地電

子產品的銷售。 

資料來源：印尼星洲日報、BBC 中文往、法新社、國際日報、國際商報、亞洲紡織聯盟往、中

國紡織往、中國經濟觀察往、自由時報、台灣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台灣國貿局、中國駐印尼參

贊處及作者自行整理 

 

  2010 年元旦，「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後，印尼各界依舊對於自

貿區全面零關稅所帶來的衝擊仍十分擔憂。鋼鐵、石化、家具等產業公會持續呼

籲政府必須重新談判，但部份公會表示不受影響或態度出現軟化，甚至願意支持

政府，相信政府會盡一切努力來保護印尼國內產業。學界則認為這是印尼官民聯

合起來的討價還價，企圖為印尼爭取更好的條件；同時亦有學者批評 2005 年起

貨物關稅便開始調降，印尼國內慢半拍導致應變不及，政府與產業界都難辭其

咎。印尼政府在 2010 年前後的處理方式也出現轉折，原已向東協理事會提出重

新談判的請求，嗣後考量重新談判曠日費時又耗費龐大的人力物力，因此轉向直

接與中國大陸對話，在印尼-中國經貿聯席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會中中國大陸

的商務部長承諾，當貿易不平衡時，出超者有義務採取提高進口措施。同時亦將

持續加強雙邊產業合作、協助印尼提高競爭力，並輔導有可能受「中國-東協自

由貿易區」影響之工業及注意整個貿易是否有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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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各界意見統整（生效後） 

印尼政府 

 印尼總統蘇西洛認為自貿區的落實是

印尼經濟發展的好機會，而不是威脅。 

 印尼國會第六委員會 1 月下旬決定，將

給印尼政府 6 個月時間完成 CAFTA 自

貿協定的重新談判。屆時政府如沒有積

極動作，將成立工作委員會監督重新談

判過程和中國-東協自貿協定總體框架。 

 印尼經濟統籌部長表示，近年印尼決心

實施東協-中國自貿區，未來將會感受到

貿易出口的成長。但亦承認部分行業還

沒有做好準備，尤其是中小企業目前度

日維艱，難以為繼。且有 228 種關稅需

要政府的協助，政府應該對此重新談

判，修改協定某些內容。 

 印尼外交部表示，印尼仍承諾東協和中

國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但將解決業界

擔心因中國產品流入而受到傷害。 

 印尼工業部長表示，希望與中國攜手發

展工業，邀請中國具潛力的公司，前來

印尼發展。雙邊共同拓展產品，並鼓勵

利用印尼豐沛的勞動力，投入工業區或

支援基礎建設。 

 印尼貿易部已於去年底向東協提出協

商，要求針對這 228 項零關稅項目討論

調整。印尼更注重不涉及東協的雙邊談

判，直接與中國對話更能減少自貿區的

負面影響，將優先考慮雙邊合作來克服

出口衰退的問題。 

 印尼貿易部長馮惠蘭也表示，中國商務

部長來訪印尼簽訂協議中載明，當貿易

不平衡時，出超者有義務採取提高進口

措施。中國亦將協助印尼促銷與提高競

爭力。雙邊的工作小組也將監督鋼鐵、

紡織品及鞋業的發展，並輔導有可能受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影響之工業及

注意整個貿易是否有逆差。 

產業界 

 印尼石化產業公會表示，政府如未謹慎

看待協議實施，產業將受到重創。 

 印尼鋼鐵產業公會強調，印尼鋼鐵已受

到中國大陸極大威脅，該會轄下熱軋鋼

卷及冷軋鋼卷為最需緊急處理的 2 項產

品，倘持續進口，將導致鋼鐵業崩潰。 

 印尼化妝品產業公會對中國進口化妝

品與原料的安全及品質感到擔心，市場

半數為低價中國進口商品，這些商品標

示不清、品質堪慮。 

 印尼家具業指出，指責政府未能創造公

平競爭的舞臺，中國的低價黑心商品將

威脅國內市場，並且破壞價格。呼籲政

府以非關稅措施進行保護。 

 印尼鞋業聯合會主席表示，進口的中國

鞋市占率將由目前的 40%上升 60%，使

印尼損失 4 萬個就業。 

 印尼企業家及雇主協會表示，許多產業

已承受不了中國低成本產品的競爭，若

取消關稅，將完全無法競爭，勢必得關

閉廠房。已與政府組成聯合小組針對預

期造成之衝撃進行研議。 

 印尼食品飲料業公會不擔心食品業的

開放。外國廠商必須通過食品藥物的認

證，這樣的非關稅障礙非常有效。 

 印尼紡織協會表示，雖已提出 100 項產

品延緩實施零關稅，但會支持政府，因

為政府的作法將是最好的折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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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中國駐印尼大使清楚表明，重新磋商是

不可能的，因為關稅削減安排進程逐步

進行，最早從 2005 年開始，從 2010 年

1 月 1 日全面執行零關稅。 

 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表示， 2010 年自

貿區成立後，1 至 2 月雙邊貿易額比去

年同期成長 80%。中國將繼續鼓勵企業

擴大進口印尼有優勢的機械電子、天然

橡膠、棕櫚油、熱帶水果、礦產和輕工

產品，改善貿易結構。並擴大雙方投資

合作，鼓勵中國有實力的企業增加投

資，同時推動雙方企業在紡織、鋼鐵、

水泥等領域合作，透過優勢互補提升相

關產業競爭力。 

學界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教授孫來祥

表示，印尼實際上是希望把自己認為具

有相對優勢的種類在免稅時間表上提

前，把它認為沒有優勢的種類延後。 

 印尼專家認為在 2005 年開始自由貿易

協定時，有時間提高基礎設施，但從來

都沒有進行，這是由於缺乏意願，政府

缺乏遠見。 

 另有專家認為，為促使中印經貿的穩健

發展，應儘早進行產業對接。雙方對等

進行交流與共同討論，找出互補優勢進

行產業鏈整合，形成新的生產力，進而

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印尼經濟觀察家表示，如果印尼單方面

退出自貿協議，將蒙受損失。銷往中國

與東協的產品，亦將因被課徵關稅而失

去競爭力。儘管自貿協議對銷往中國的

印尼產品打開市場，但印尼中小企業也

應該提高競爭力，特別是紡織品、鞋類

及兒童玩具。 

資料來源：印尼星洲日報、BBC 中文往、法新社、國際日報、國際商報、亞洲紡織聯盟往、中

國紡織往、中國經濟觀察往、自由時報、台灣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台灣國貿局、中國駐印尼參

贊處及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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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反彈聲浪的來由 

2010 年前後，印尼國內要求推遲履行或重新談判協議，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印尼國內經濟成長減緩 

  2005 到 2008 年間，印尼年平均有 6.5%的經濟成長，然 2008-2009 年受全球

金融風暴影響，外資減少、外部需求下降導致出口大減，致使印尼經濟成長減緩，

2009 年印尼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率降為 4.5%。製造業和出口受到的影響較

大，出口較 2008 年下降 24.7%，2009 年上半年流入印尼的外國直接投資(FDI)

為 54 億美元，比 2008 年減少 47.6%。174製造業是印尼最大的經濟部門，2008 年

占印尼 GDP 的 27.9%，2009 年印尼大中型生產企業平均成長率從 2007、2008

年的 5.57%和 3.01%下降到 1.33%，製造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隨之降到 26.4%。製

造業對 2009 年經濟成長的貢獻只有 13.3%，顯著低於先前幾年的水準。175印尼

的失業率在東協十國中也一直較高，2005-2008 年，印尼的平均失業率為 8.4%，

同期其他東協成員國的平均失業率只有 3%。176印尼每年有大約 250 萬新增勞動

力進入就業市場，但每年新增加的就業職缺卻遠低於這個數字。 

（二）印尼國內害怕來自中國的競爭 

  印尼為開發中國家，仍處於積極發展工業的階段，1991 年製造業在其經濟

中的比重才首次超過農業。雖然製造業已是印尼最大的部門，但過度偏重於資源

密集型產業，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仍非主力，初級產品、勞力密集型產品依

然是印尼出口的主要產品。2007 年印尼十大出口產品中資源產品占九項，其中

初級產品占很大比重。出口較多的製成品是煤礦、木材、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紡

織、鞋等勞力密集型產品，以及傢俱、紙等資源密集型產品。 

  根據 Friedrich-Ebert-Stiftung 基金會駐印尼代表的研究結果顯示177，中國-東

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對印尼總產出將有負面影響，主要影響印尼的重工業。印尼

的鋼鐵工業以國營鋼鐵公司 Krakatau Steel 為主，該公司的產量占全國鋼產量的

86%，具有高度的壟斷性。但近年印尼進口鋼材市場增長快速，2009 年進口產品

                                                      
174 Indoonesia Data 2005-2014,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indonesia. 
175 趙玉敏，「理性應對印尼重開中國-東盟自貿區談判的訴求」，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 

研究院，國際經濟合作，2010 年第四期，頁 15-19。 
176 Indonesia Unemployment rate, world bank,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jobs/country/indonesia. 
177 Ivan Lim, Philipp Kauppert, Facing a Political Lock-In Situation with the ACFTA  

Which options for Indonesia? , FES Jakarta, March 2010,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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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占全國消費的 25%。全球的經濟衰退亦對印尼鋼鐵業造成打擊，2009 年全年

鋼鐵產量下降 6.7%。保護主義的壓力也有一大部分來自鋼鐵業。178時任印尼工

業部長 Mohamad Suleman Hi-dayat 認為，印尼對自由貿易協定最敏感的部門就是

鋼鐵，而印尼工業部提出重新談判的 228 個產品中有 114 個屬於鋼鐵產品。179 

  在紡織業部分，印尼也不甚樂觀。印尼紡織協會(Indonesia Textile Association)

的研究指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在總體上對印尼的出口雖具有正面效益，但

與其他東協國家相比影響有限。印尼全國紡織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Red-ma Gita 

Wirawasta 認為，有 500 個產品的降稅時程需要重新談判。時任印尼合作和中小

企業部長 SyariefHasan 亦認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給印尼的中小企業造成

損害，這些企業總共雇用了 909 萬名工人，占印尼勞動力總數的 97%，印尼全年

有一半以上的 GDP 產值都是由其所創造的。180 

  印尼國會更列出需要政府提供保護的 15 個行業的名單，181它們是紡織、食

品飲料、石化產品、農用機械設備、鞋、合成纖維、電子產品、電纜和電力設備、

機械、鋼鐵、汽車零部件件、化妝品和傳統中草藥、傢俱、橡膠產品，以及工程

採購建築服務業。 

（三）政府決策易受利益集團影響 

  1998 年，印尼推翻長達三十年的蘇哈托獨裁統治後，開始朝向多黨制前進，

成立了 550 席的人民代表機構(眾議院)和 128 席的地區代表委員會。在這樣兩院

制的制度中，人民代表機構的權力更大，它由各黨派代表組成，擁有批准新法律、

任命政府官員的職能。目前由 21 個黨派組成，佔有較多席次並具有影響力的黨

派至少有五個，前總統蘇西洛所領導的政府是一個鬆散的、分裂的多黨聯合政

府。前總統梅加瓦蒂領導的印尼民主黨則是最大的反對黨，該黨代表印尼底層社

會的利益和呼聲，也正是印尼民主黨的議員 Ario Bhima 在印尼國會的聽證會上，

182堅持要求印尼政府應推遲實施「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並重新談判。此外，

印尼的新聞媒體擁有極大的自由度，且非常活躍，對公共輿論有較大的影響。  

                                                      
178 Winarno Zain, The pain, gain from ACFTA , Jakarta Post, 2011/4/25, http://goo.gl/6Z1DFg. 
179 印尼計畫延後東協－中國 FTA 有關鋼鐵之降稅時程至 2018 年，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 

   2010/2/11，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bizsearchdetail/2538210. 
180 Indonesia : Indonesian textile imports from China surge post-ACFTA, Indonesia Textile  

   Association, 2012/03/17, http://goo.gl/koacGm. 
181 經濟部/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印尼擬延緩實施 2010 年起生效之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協定 

 （ACFTA），2009/12/22，http://goo.gl/35SoiS. 
182 Terkait ACFTA, Lima Menteri Ekonomi Dipanggil DPR, hukumonline.com, http://goo.gl/3L6X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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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擔心中國商品大量傾銷 

  近年中國出口暢旺，2000 年以來，中國與印尼的雙邊貿易以年平均 19.7%

的速度成長。印尼作為中國出口市場的地位日益重要，出口年平均成長率為

24%，比進口成長速度高 9%。2007 年之前，中國對印尼貿易一直是處於逆差，

然從 2007 年起中國對印尼貿易開始出現順差，當年順差額為 2.78 億美元，2008

年劇增到 28.6 億美元，為 2007 年的 10 倍。2009 年上半年，中國對印尼出口已

占印尼進口市場的 17%以上，全年順差額也有近 25 億美元，一躍成為印尼的第

一大進口來源國。183雖然全球金融危機造成中國出口下滑，但在全球市場的比重

不減反增。印尼國內有聲浪認為，全球金融危機導致歐美消費市場急劇萎縮，中

國出口不順，產品過剩嚴重。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很可能利用「中國-東協自

由貿易區」向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大量低價傾銷紡織、鞋、電子消費品等過剩產品，

結果使得印尼本地產業遭受到致命打擊，最終只剩下出口自然資源的企業。184 

 

 

 

 

 

 

 

 

 

 

 

 

 

 

 

 

 

                                                      
183 The Impacts of ACFTA to Indonesia‐China Trade, ICRA Indonesia Comment, 2011/05/20,  

http://icraindonesia.com/uploaded/The%20Impacts%20of%20ACFTA%20020511.pdf. 
184 Indonesia – China Trade Relations: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mid uncertainty?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1, http://goo.gl/DbGd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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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印尼國內的調整與因應策略 

  本節運用 Porter 的鑽石理論模型，評估印尼國內產業面對中國大陸競爭之下

是否具備優勢，取決於印尼政府和機會兩個環境要素以及四個關鍵因素（區域經

貿整合、與中國大陸直接對話、國家的因應與調整及企業的因應策略）能否充分

發揮綜效，形塑出較佳的總體表現。 

 

 

 

 

 

 
 

 

 

圖 5-1 印尼國內的應對策略 

一、區域經貿整合 

  21 世紀開始，區域經貿整合在亞洲如火如荼的展開，東協十國亦基於全球

化、消除關稅障礙及擴大雙邊貿易往來，挾著團體作戰的優勢，積極對外洽簽。

2010 年正式生效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便是東協第一個區域經貿整合的

代表作。成立後該自貿區內擁有 19 億人口，區域生產總值近 6 兆美元，貿易總

額達 4.5 兆美元，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而身為東協國家中人口最多、

國土面積最大、資源最豐富的老大哥印尼，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舉足輕重，如

何扮演好領頭羊、居中協調和團結東協十國，以及協助國內產業轉型與世界接

軌，對於印尼都是極大的考驗。 

 

面對與中國

競爭下印尼

的機會 

與中國大陸 

直接對話 

區域經貿整合 

國家的因應與調整 

企業的因應策略

略 

印尼政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4 

  2009 年底印尼政府為因應「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全面生效，頒佈了

幾項措施，以為因應：重新評估及修正所有已過時之印尼國家標準規定，並將於

通知 WTO 後實施；積極處理貿易夥伴國疑似傾銷或補貼案件及抑制進口品氾

濫；預先準備貿易夥伴國可能對印尼採取傾銷或補貼等調查案件之應對；彈性調

整貨品關稅，提高投資及競爭力；加強海關查緝，遏阻走私及非法產品進口等。

185儘管如此，印尼的產業界仍對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全面零關稅實施後

所帶來的衝擊感到憂心。 

  身為東協老大哥的印尼，所要考量的不只是國內利益，更要關注東協十國的

和諧及共同利益。儘管印尼國會和產業界要求暫緩對中國商品降稅，保護印尼的

弱勢產業，但印尼政府基於與東協其他成員國的貿易一致性，經審慎考量後仍決

定如期實施。印尼曾致函東協秘書處，要求讓印尼 146 項產品的降稅措施延後一

年實施，另 60 項延後兩年實施，還有另外 22 項產品更要延到 2018 年才進行。186

然考量重新談判此舉勞師動眾、討論過程曠日廢時又耗費龐大的人力物力，甚至

影響其他東協成員國的權益，轉而與直接與中國大陸進行協商對話，就印尼產業

界的憂慮進行協商討論，為印尼國內產業爭取更多時間和空間以提升競爭力。 

二、啟動與中國大陸的直接對話 

  有鑒於印尼國內部分產業的反彈聲浪及訴諸東協大會決議的時間冗長和緩

不濟急，印尼政府轉而啟動與中國的雙邊協商機制，盡速就印尼的部分產品關稅

進行協商。2010 年 4 月 2 日，中國-印尼經貿聯席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在印尼日惹

舉辦，雙邊針對「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上路後的相關問題進行討論，會後並

簽署了「中國-印尼關於進一步加強貿易投資合作會談紀要」，重申基於 2005 年

所簽訂的戰略夥伴關係基礎上，繼續全面履行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的決心，

並將在雙邊經貿合作框架下，加强兩國在基礎建設、融資、雙邊投資、產業及貿

易資訊交換分析等合作，並鼓勵企業利用自貿區的優惠措施，提升雙方產業競爭

力，促進兩國經濟的共同發展。187同年 4 月 5 日，時任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和印

尼貿易部長馮慧蘭舉行會面，就「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下印尼產業所受到的

衝擊與影響進行雙邊會談，最後與中國達成了數點共識（參見表 5-5），其中談到

                                                      
185 印尼經貿商情月報，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2010 年 1 月，http://goo.gl/jihEK4. 
186 溫家寶送禮 大陸借印尼 20 億美元，經濟日報，2010 年 4 月 5 日。 
187 兩國平穩發展 印中展望貿易額創新高，印尼星洲日報，2010 年 4 月 3 日， 

  http://indonesia.sinchew.com.my/node/16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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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雙邊貿易中出現不均衡現象，那麼出口過大國應採取相應對策，擴大進

口，並對夥伴國提供必要幫助，縮小不均衡現象」、「雙方同意在 2 個月內成立工

作小組，負責分析雙向貿易資訊資料，在鋼鐵業、紡織品和成衣方面、鞋業等方

面提供建議和協助措施」、「強化雙方產業協會間的對話及雙方優勢互補產業的合

作，提供資金支援印尼的基礎建設」等重大宣示。188印尼貿易部長馮慧蘭亦表示，

樂見中國與印尼的雙邊貿易持續發展，但雙邊都存在著弱勢產業，需要政府的關

心與協助，未來將繼續緊盯中國與印尼雙邊貿易是否平衡，一旦出現對印尼不利

的情況，將立刻啟動應變機制，維護印尼整體利益，縮小印尼與中國間貿易不平

衡之現象。 

表 5-5 中印雙方達成之共識 

 重申 2005 年簽訂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全面實施互利的中國-東協自由

貿易協定，並採取必要的戰略性措施。 

 雙方同意持續推動雙邊貿易。若貿易出現不均衡現象，出口過大國應採取

相應措施，提高進口額度，並對夥伴國提供必要幫助，以縮小不均衡貿易。 

 雙方同意組成工作小組。分析雙邊貿易資訊，針對特定產業提供必要協助，

尤其是鋼鐵業、紡織業、成衣業、鞋業等。 

 雙邊將在優勢互補的產業中加強對話與合作，並鼓勵中國大陸的企業支援

印尼的基礎建設、金融機構提供資金供給和貸款融資，以滿足印尼國內的

資金需求，進一步推動雙邊相關行業協會間的合作。 

資料來源：中國-印尼經貿合作網、作者自行整理 

  印尼工商界對於印尼政府與中國大陸直接對話後所獲之共識，大致表達認

同。但雙邊所達成之協議能否有效運作，仍端看日後兩國貿易發展的實際狀況。

印尼工商界亦希望協議中所組成的工作小組能夠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一旦出現貿

易出現不均衡的現象時，雙邊能立即採取有效的貿易措施，緩解貿易不均衡所帶

來的衝擊，如此對於整體的工商界才有實際的效用189。同時，印尼工商界亦對於

加強中印雙邊優勢互補產業之合作表達歡迎。長期以來，印尼產業界欠缺競爭，

導致生產技術及效率落後於其他國家、銀行資金又不願挹注等問題。因此樂見中

國大陸鼓勵企業和金融業來印尼投資基礎設施、設立生產基地及提供貸款融資等

                                                      
188 印中致力雙邊貿易高速增長 馮慧蘭和陳德銘部長達成七點共識，印尼國際日報，2010 年 4 

 月 6 日，http://goo.gl/sCDyiE. 
189 印尼工商界：利用自貿區契機，擴大雙邊合作，印尼星洲日報，http://goo.gl/Vic9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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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為印尼的產業界注入新活水190。一來可有效運用印尼龐大的人力資源，減

少印尼國內的失業率；二來亦將紓解中國產品大量傾銷印尼的疑慮。印尼工商界

相信藉由雙邊的優勢互補與合作，將推動印尼國內產業持續發展與升級，對於未

來迎向其他區域經濟整合的挑戰將更具實力與信心。 

三、國家的因應與調整 

(一)改善基礎設施建設 

  長期以來，印尼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2004 年，全國只有 55%的道路為瀝

青柏油路面。全國鐵路系統僅只有 10%的路段是雙軌，30%以上的火車機車運行

超過三十年。蘇西洛政府上台後，積極將改善基礎設施作為提升經濟發展戰略的

核心任務，2011 年宣布推動 MP3EI(2011─2025 年加速與擴大印尼經濟發展中長

期總體規劃)，191計畫重點放在促進基礎建設的大量投資及改善投資環境政策。

印尼政府預計在未來 14 年內投資基礎建設的金額，將達 4,000 兆印尼盾(約 4,685

億美元)，其中 544 兆印尼盾(約 637 億美元)的資金由印尼政府的公務預算支應，

836 兆印尼盾(約 979 億美元)則由國營企業提供，剩餘金額則尋求外國援助及投

資。基礎建設計畫其中包含水電及太陽能電廠、大型鋼鐵廠、高速公路、礦產開

採及鋪設寬頻網路等建設。192 

  2014 年新上任的印尼副總統卡拉指出，印尼新政府將延續前任的主要經濟

建設計劃，特別是「2011─2025 年加速與擴大印尼經濟發展中長期總體規劃

（MP3EI）」。印尼自 2011 年開始實施 MP3EI，重點建設「六大經濟走廊」，已展

現初步成果。且符合佐科威總統提出的「海上高速公路」、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

發展國內戰略性部門、提升國家經濟自主性等重要戰略，有利於印尼經濟的持續

成長與發展，因此印尼新政府將繼續落實 MP3EI 的優先項目，包括建設公路、

機場、港口、水利灌溉和電力等基礎設施。193 

 

 

                                                      
190 中國大陸企業與金融業增加對印尼投資，經濟部經貿商情，http://goo.gl/Ehm38u. 
191 印尼政府公布 2011-2025 年]經濟發展計畫(MP3EI)，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2011/06/24， 

   http://www.taiwantrade.com.tw/CH/bizsearchdetail/4980956. 
192 范光陽，印尼與汶萊產業發展及商機探索，初版（台北：外貿協會，2014 年 10 月），頁 

   38-39。 
193 新政府將繼續 MP3EI 建設，印尼國際日報，A1 版，2014/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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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繼續推動和強化愛用國貨運動 

  自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起，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便表示：「在這危機

之際，國內市場已變得極為重要，可作為吸納已失去國外市場之國產品，並提醒

國內工業應保持競爭力，而勿使用愛國主義作為效率低之藉口，而「愛用國貨」

並非只是一項口號。如果國內工業能在國內銷售相關產品，並滿足國內需求，印

尼便無需害怕全球經濟衰退。如能強力發展國內工業，在未來 10 年內，印尼的

經濟與市場必將逐漸強勁，而不再擔憂全球經濟不景氣，因此必須繼續提升國內

工業的競爭力，以使國內外市場均能接受194。」 

  為了促使印尼國內產品在市場中繼續佔據主導地位，抵消「中國-東協自由

貿易區」帶來的不利影響，2010 年起，印尼政府要求所有部會和地方政府繼續

支援使用國內產品，並希望以此帶動印尼人民對國產品的使用偏好。印尼合作和

中小企業部部長 Syarifudin Hasan 亦認為，公部門的該項措施將有助於支持國內

產品與外國產品競爭。195 

(三)推行印尼國家標準政策 

  印尼自 2007 年 9 月起，針對 34 項產品，如肥料、省電燈泡、麵粉、輪胎、

部分電器用品、汽車用安全玻璃及部分水泥產品等實施國家標準認證(Standard 

National Indonesia/SNI 認證)規定並列管，上述規定適用於所有規範內國產及進口

產品，未通過國家標準認證( Standard National Indonesia/SNI 認證)之產品，將予

禁售，已流入市面之產品將予強制下架撤出。1962009 年 4 月起，更針對 202 種鋼

鐵產品實施新的進口管理措施，只有登記註冊過的製造商才能進口槽鋼、鋼片等

202 種印尼可自己生產的鋼鐵產品。1972010 年 1 月起，印尼更頒佈 62 號貿易部

長條例，規定企業必須於 7 月 1 日起，在生產商品以及進口商品貼上印尼文簡要

說明，且企業應事先將生產商品或進口商品印尼語簡要說明的樣品提交給有關機

構備查。該條例涉及的產品包括：家用電器、電機和資訊商品、建築材料設備商

品、汽機車零組件等商品、其他類型商品。條例同時規定在商品的簡單說明中，

                                                      
194 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經濟組，印尼政府提倡愛用國貨，印尼經貿商情月報，2009 

   年 2 月，頁 10。 
195 印尼提倡愛用國貨，印尼星州日報，2009 年 5 月 6 日。 
196 Standard National Indonesia , http://www.bsn.go.id. 
197 經濟部國貿局，國外貿易投資壁壘資訊月報，第 3 期，2009/4/9；影響我國之貿易障礙資訊 

   資料庫，http://db.wtocenter.org.tw/barrier-China.asp?selcountry=Indonesia.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8 

應記載有關商品和企業身分的相關資料；若涉及消費者健康及環保安全，應記載

用法和危險符號或提出警告。對於違反的企業，印尼政府將按照 1999 年第 8 號

有關維護消費者條例法令予以懲處。198 

  印尼工業部長 Hidayat 表示，為提升產品品質，以迎接 2015 年年底東協經

濟體（AEC）之成立，計畫於 2015 年前新增 66 項需強制符合印尼國家標準 SNI

之產品，其中包括食品飲料、電子產品及紡織相關產品等。強制實施 SNI 除可

保護消費者外，亦可限制國外劣質產品之進口，並藉由實施 SNI 可促使企業主

提升產品品質，以利競爭。截至 2014 年 3 月，印尼工業部已經針對 94 項產品實

施強制 SNI，包括 6 項農產品、12 項食品及飲料、25 項基本金屬及鋼鐵產品、

12 項肥料及石化產品、3 項運動鞋及皮革品及 1 項紡織品等。199 

 

(四)強調公平貿易 

  印尼前總統蘇西洛曾在發表印尼國內政策時多次強調，印尼希望與大家合

作，推動公平貿易而不是自由貿易。200而對於產業界要求保護的呼聲，蘇西洛總

統回應印尼國內要求，不要使「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自動生效的呼聲時說，

經過評估，確有必要對某些內容重新展開談判。201印尼工業部認為中國給予出口

企業 14%的退稅，印尼將此當作中國政府給予出口商的補貼，而印尼政府對出口

商沒有給予如何補貼。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使印尼面臨不

公平競爭。202對於重新談判，蘇西洛總統表示要妥善處理，一方面，要保護國家

的公共利益，加強經濟中的相關部分，另一方面將繼續與東協和其他夥伴合作，

不希望被外界認為破壞了這個東協各成員共同完成的協議。203 

 

 

 

                                                      
198 經濟部國貿局，國外貿易投資壁壘資訊月報，第 12 期，2010/1/18；影響我國之貿易障礙資 

訊資料庫，http://db.wtocenter.org.tw/barrier-China.asp?selcountry=Indonesia. 
199 印尼政府計畫增加強制符合印尼國家標準（SNI）之產品項目，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2014 

年 4 月 8 日。 
200 印尼總統蘇西洛重申公平貿易的重要，印尼商情月報，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2010 年 1 月。 
201 印尼計劃推遲實施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2009 年 12 月 16 日。 
202 印尼工業部將研究出口補貼政策，印尼商情月報，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2010 年 2 月。 
203 趙玉敏，理性應對印尼重開中國―東盟自貿區談判的訴求，國際經濟合作月刊，中國商務部

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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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國內稅-進口產品增值稅204 

  根據印尼財政部的估算，由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實施，2010 年的

平均進口關稅將從 2009 年的 1.82%下降到 1.58%，印尼政府將因此減少 1.6 兆印

尼盾的關稅收入。205為了彌補關稅的損失，印尼政府打算提高國內稅中進口產品

的增值稅率。印尼財政部長便指出 2010 年印尼進口增值稅的總收入將提高

50%，即從 2009 年的 66.3 兆印尼盾，增加到 102.2 兆印尼盾。2010 年全年印尼

國內的增值稅預估將可達到 167 兆 4000 億印尼盾，高於 2009 年的 148 兆 1000

億盾，此一措施將可以彌補因關稅降低所造成的稅收損失。206 

(六)建立貿易預警機制 

  根據 2010 年 4 月中國大陸商務部長陳德銘與印尼貿易部長馮慧蘭所達成的

雙邊協議中指出，一旦中國大陸對印尼發生貿易不平衡時，中國大陸將有義務採

取提高進口措施，如協助印尼促銷產品與提高競爭力等方式，以提高從印尼的進

口。透過此類的措施，以減低對印尼國內產業的衝擊。207此外，印尼政府也建立

起「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會員國的進口預警機制，一旦自貿區會員國的進口

成長較去年同期超過 8%，印尼政府將會研議採取相關行動，以保障印尼國內產

業的生計與發展。 

四、企業的因應策略 

(一)強化及提升企業體質 

  長期以來，印尼國內產業受到政府保護，企業營運日漸保守、失去創新、積

極改善的動能，跟不上國際產業和企業的快速發展。一旦撤除所有關稅貿易障礙

後，印尼的產業和企業將遭受重大打擊、甚至倒閉。因此，自 2005 年中國-東協

自貿區開始分階段降稅時起，印尼政府與產業便開始試圖強化企業體質，以因應

2010 年全面零關稅可能帶來的衝擊。 

  印尼國內企業呼應蘇西洛總統的號召，逐漸將原先以成本效率的企業營運模

式，轉型為專業化的產品生產鏈，並將企業整體的生產營運融入全球產業鏈當

                                                      
204 進口增值稅：指根據國際慣例，進口貨物徵收關稅後，可視為未徵收國內稅之產品，因此貨 

   物進口後還應繳納國內稅，凡進口增值稅、消費稅的應稅產品，除另有規定外，均應徵收。 
205 印尼可能延後 ACFTA 的降稅時程，國際商情雙周刊，外貿協會，2010 年 1 月 6 日。 
206 財長：自貿協議實施後‧增值稅收入將提高，印尼星洲日報，2010/1/21。 
207 中國對印尼貿易出超將增加從印尼進口，經濟部/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組，2010/4/12， 

   http://www.trademag.org.tw/News.asp?id=532557&url=/NewsSearch.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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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時在基礎設施、企業投資和政府的工業政策支持下，打造企業新的發展戰

略，為停滯不前的印尼國內產業增添活力，為印尼經濟可持續增長注入生機。208

此外，針對印尼國內的中高階人才短缺問題，印尼政府與企業亦攜手積極培養人

才，補助優秀學子出國進修、與企業建教合作等方式，共同提升印尼國內人力資

源的水平，讓更多人才可以為印尼國內所用。209 

(二)爭取外人投資合作 

  為有效發揮「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的效益，提振印尼產業的持續

發展與轉型。印尼政府自 2010 年起研討擬定外人投資的獎勵措施，2011 年推出

的 MP3EI 中，便有策略性產業免稅措施規定，印尼政府將提供符合標準的策略

性產業 5 至 10 年的免稅優惠，優惠對象以大型、策略性及高科技產業為主，如

鋼鐵、煉油、石化、機械、再生能源及電信業等。210 

  由於這些免稅優惠，印尼政府規定必須有國內企業一定的持股比例，促使印

尼國內企業有機會與外商公司攜手合作，共同推動印尼各項重大的公共建設和產

業投資。一來印尼國內企業可以吸取外商在國際營運、生產、投資上的寶貴經驗，

有助於轉化為自身營運上的參考；二來印尼政府亦可在外資及本土企業的協助

下，更快速推動國家基礎建設和經濟發展。 

(三)加強產品區隔及行銷 

  面對自貿區成立後，中國大陸大量低價商品傾銷，市場上將面臨嚴峻的競

爭，印尼的企業積極尋求突破。印尼國內專門設計的木製家具商，針對其重要貿

易夥伴－中國的零售商訂出銷售策略。印尼家具工業和手工業協會主席 Ambar 

Tjahyono 指出中國大陸本地零售商將逐漸轉變成為合作夥伴，共同合作提升產品

的技術層面、附加價值，放棄單純製造代工的方式，試著建立自我品牌，以設計

感、服務取勝，重新找回市場利基，並且積極參與中國和東協所舉辦的商品博覽

會，透過國際交流的平台，讓其他國家看見印尼的產品，打開產品的知名度。211  

 

 

                                                      
208 印尼急需更合適的工業發展戰略，雅加達郵報，第 7 版，2010/8/13，http://goo.gl/tO6ZlZ. 
209 亞洲開發銀行認為阻礙印尼經濟發展的三大因素，經濟部經濟透視網，http://goo.gl/qc6rpi. 
210 東協取代中國大陸吸引外資轉向之分析，東亞經貿投資季刊，第 59 期，財團法人中華經濟 

   研究院，頁 6。 
211 印尼家具業者針對中國市場訂出銷售策略，經濟部經貿透視網，http://goo.gl/isG2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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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政府保持密切合作 

  因應自貿區成立後將對印尼國內產業帶來衝擊，印尼政府自 2009 年起推動

一系列政策，協助國內企業面對衝擊，如：愛用國貨運動，鼓勵印尼民眾購買國

內產品；推動國家標準化政策，要求國內外產品皆須標示印尼文簡要說明才准予

上市，運用非關稅障礙提高進口產品的販售成本；對於進口產品課徵進口徵值

稅，以徵收國內稅的方式拉大國內外產品的售價，為國內業者爭取緩衝；建立貿

易預警機制，一旦會員國的進口成長較去年同期超過 8%，印尼政府將立即採取

行動，以保障印尼國內產業的生計與發展。 

  諸如此類的政策陸續推動，印尼國內的企業皆表支持與贊同，並宣示將依循

印尼政府的政策與法令，讓國內企業所生產的產品符合規範，對於與進口產品在

市場上競爭亦更具信心。此外，亦將協助政府監控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往來狀況，

與政府單位保持密切聯繫，共同應對貿易上的可能出現的突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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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策效果與未來展望 

  幾乎所有貿易協定的簽署都會遭到來自國會及國內產業的反對。在東南亞發

生這種情況並不鮮見。自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東協各國始終強調中國大

陸的崛起對東南亞構成的競爭壓力，但同時中國大陸這個龐大的經濟體，也正是

東南亞地區保持活力的機遇所在。因此，印尼政府儘管面對來自國內的反彈聲

浪，但也不敢輕易破壞東協各國與中國增加往來貿易的機會。透過一系列的政策

的推動和實行，研商中國與印尼貿易不平衡的調整機制、改善印尼國內經商環

境、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持續吸引外人前來投資，讓「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從印尼的威脅轉變成印尼的經濟成長動力。 

一、 政策效果 

  2009 年中開始，印尼國內出現中國大陸將嚴重衝擊印尼產業的聲浪，造成

工商界人心惶惶，工商界代表更多次利用報章媒體、國會議員等管道，向印尼政

府施加壓力，要求暫緩實施「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所規定之部分產品零關稅。

印尼國會議員亦與印尼五個負責經濟事務的部長進行溝通之後，致函蘇西洛總統

敦促政府與中國就部分產品之關稅重新談判。印尼經濟統籌部長 Hatta Radjasa

則表示，印尼政府僅考慮針對 228 項尚無法與中國大陸商品競爭的產品重啟關稅

協商。然身為東協老大哥的印尼，所要考量的不只是國內利益，更要關注東協十

國的和諧及共同利益。儘管印尼國會和產業界要求暫緩對中國商品降稅，保護印

尼的弱勢產業，但印尼政府基於與東協其他成員國的貿易一致性，經審慎考量後

仍如期實施。印尼曾致函東協秘書處，要求讓印尼 146 項產品的降稅措施延後一

年實施，另 60 項延後兩年實施，還有另外 22 項產品更要延到 2018 年才進行。

後因考量此舉將勞師動眾、討論過程曠日廢時，將影響其他東協成員國權益，因

而退而求其次，轉而啟動與中國的雙邊協商機制，就印尼的產品關稅調降期程進

行協商，以為印尼產業爭取更多時間來提升自身競爭力。 

  印尼與中國雙邊亦於 2010 年中國-印尼經貿聯席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共同

簽署了「中國-印尼關於進一步加強貿易投資合作會談紀要」，達成七項共識。其

中包含「若在雙邊貿易中出現不均衡現象，那麼出口過大國應採取相應對策，擴

大進口，並對夥伴國提供必要幫助，縮小不均衡現象」、「雙方同意在 2 個月內成

立工作小組，負責分析雙向貿易資訊資料，在鋼鐵業、紡織品和成衣方面、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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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提供建議和協助措施」、「強化雙邊產業協會間的對話及雙方優勢互補產業

的合作，提供資金支援印尼的基礎建設」等重大宣示（如表 5-3）。印尼貿易部長

馮慧蘭亦表示，樂見中國與印尼的雙邊貿易持續發展，但雙邊都存在著弱勢產

業，需要政府的關心與協助，未來將繼續緊盯中國與印尼雙邊貿易是否平衡，一

旦出現對印尼不利的情況，將立刻啟動應變機制，維護印尼整體利益，縮小印尼

與中國間貿易不平衡之現象。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生效四年多以來，印尼的經濟每年以 5-6%持續成

長，印尼與中國的雙邊貿易，也由 2009 年的 255 億美元成長至 2013 年的 524

億美元，截至 2014 年 9 月為止更來到 479 億美元，預估全年將可突破 600 億美

元。212而在投資部分，2005-2009 年中國對印尼投資累計為 5.68 億美元，2010 年

一舉突破 6 億美元，2011 年增加為 12 億美元，2012 年突破 20 億美元，2013 年

累計為 27.9 億美元，213投資範圍從基礎設施到能源、礦產、交通運輸、通訊、家

電、機械、化工、金融、保險、農業、漁業等諸多領域。產業合作方面，由於中

國與印尼雙邊在產業和產品結構上具有互補性，表現在進出口產品上，機電產品

在中國對印尼的出口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中國從印尼進口的主要是初級產品。有

鑑於此，雙邊展開在紡織、鋼鐵、水泥等領域的合作，透過優勢互補提升相關產

業競爭力，中國並鼓勵企業擴大進口印尼有優勢的食品、機械電子、天然橡膠、

棕櫚油、熱帶水果、礦產和紡織產品等，改善與印尼之間的貿易結構。 

  然儘管中國與印尼雙邊努力改善貿易不均衡的狀態，但觀察兩國進出口金額

（表 4-11）上仍可以發現到，印尼自 2010 年開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逐漸拉大，

其間雖有小幅回落，但 2013 年貿易逆差仍來到 72.49 億美元，2014 年 1-9 月逆

差更一舉突破 95 億美元，雙邊貿易似乎越來越不均衡，印尼學界甚感憂慮。對

此，中國-東協商務理事會常務秘書長許寧寧214則表示：「貿易逆差不一定是壞

事。這個問題要從印尼對全球貿易情況中去考慮。中國生產的原料及半成品具有

高性價比的特點，印尼大量進口中國產品，逆差由此產生。印尼對中國產品進行

再次加工，擁有成本優勢，再利用自由貿易區零關稅的便利，將製成品出口到印

                                                      
212 中國印尼經貿合作進入歷史最好時期，中國貿易新聞網，2014/11/06， 

   http://www.chinatradenews.com.cn/html/maoyixinxi/2014/1106/8535.html 
213 吳崇伯，中國與印尼經濟關係的發展與對策，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14 年第一期，頁 

39-43。 
214 印尼欲制定貿易法 主動傾聽中國聲音，中國貿易新聞網，2014/02/12，     

   http://www.acfsmc.cn/html/2014/02/12/16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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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韓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印尼產品在國際市場便極具競爭力。資料顯示，

2013 年印尼對全球貿易呈現順差，此即表示印尼整體經濟仍持續成長獲益中。」 

二、 未來展望 

  2010 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後，推動東亞地區進一步地走向合

作互利，強化及推昇中國與東協的雙邊貿易。東協國家中的領頭羊印尼，因為本

身擁有的豐沛資源及龐大人口市場等，成為帶動東協持續發展的重要動能，其與

中國大陸之間的雙邊貿易關係是否能穩健發展，對於東協國家亦具有影響力。因

此，如何促進兩國經濟合作和消彌貿易糾紛，將是兩國未來的重要課題。 

（一）把握兩國的戰略機遇期 

  進入 21 世紀後，無論是雙邊或是區域經貿合作，都已成為國家或區域組織

規劃戰略聯盟和爭取區域話語權的工具。對東協而言，與中國大陸簽訂自由貿易

協定就是一種防禦機制，避免東協在大國相互競逐間而被邊緣化。目前東協已經

與中、日、韓、澳、紐、印度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2015 年底將更進一步建立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東協正是利用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方式，一方面使

彼此競爭的大國進入同一競合區域，形成相互制衡的狀態，削弱可能出現的某一

特定大國的強勢主導力量；另一方面由於東南亞國家個別力量太小，更必須群策

群力，透過東協這個區域組織一起簽訂這些協定，提高自身實力與影響力，增加

在區域中的分量和話語權。 

  印尼是東協十國的領頭羊，亦是東協區域戰略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儘管印尼

國內在自由貿易區正式上路後，產業界反彈聲浪四起，在國會及產業界的壓力

下，促使印尼政府提出與中國大陸重新協商的要求。但由於印尼是東協主要成員

國之一，無權脫離東協的協商機制，單方面要求與中國重啓談判，促使印尼轉而

與中國就雙邊貿易進行協商，研擬相關措施妥善解決雙邊貿易不均衡的問題。 

  中國大陸與印尼雖同屬發展中國家，但雙邊在許多產業上都有合作的空間，

結合中國大陸的資金與技術以及印尼的豐沛資源與人力，中國大陸與印尼雙邊的

經貿發展將是無可限量。因此，面對印尼最關切的貿易不均衡問題上，更需要中

國大陸與印尼的官方及產業界不斷的溝通和對話，推動兩國的產業合作與對接、

增進投資合作等方式，消彌雙邊貿易不均衡，促使兩國走向互利共榮的雙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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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互惠互利、合作共贏的夥伴關係 

  中國大陸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除了鞏固邦鄰外，更看中雙邊經貿往來的潛

力，加上中國大陸近年推動「走出去戰略」，制定了相關的政策支持本土企業進

行全球布局，同時發展中國和國際市場。故此，加強與印尼的經貿往來，洽商投

資機會及產業對接等均有利於中國大陸方面。然投資印尼既是機會也是挑戰。外

來投資在印尼是一個敏感話題，2007 年印尼國會通過了排外的經濟法案，限制

外資特定行業領域的持股比重不得超過 50%。全球金融危機後，歐美各國的外來

投資不如以望，印尼轉而期待中國的資金能夠彌補歐美各國投資下降的部分，幫

助印尼經濟的持續發展，啟動下一階段的成長。中國大陸應該把握這樣的機會，

結合印尼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及消費市場、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充足的年輕勞動

力，推動中國大陸和印尼兩國繼續發展與成長。 

  尤其是中國大陸在能源建設、管理、設備製造以及技術、資金等方面，都具

有競爭力，印尼則在能源資源開發和市場拓展上具有較大的空間，雙邊可以透過

優勢互補，提升產業競爭力。此外，印尼製造業的發展落後於中國大陸，中國大

陸如能藉由產業對接和技術投資移轉等方式，協助印尼提高工業化水準，將有利

於消除部分印尼企業對中國大陸低價貨品傾銷的顧慮，促使「中國-東協自貿區」

持續穩定地推動。從長遠來看，印尼龐大的中產階級及消費市場，將撐起未來的

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的企業亦可藉由「走出去戰略」的幫助下，強化雙邊合作及

投資，促進雙邊貿易持續成長。加上中國大陸與印尼在產業和產品結構上的互補

性非常強，表現在進出口結構上，機電產品在中國大陸對印尼的出口中佔有重要

地位，而中國從印尼進口的主要是初級產品，中國大陸應繼續鼓勵企業擴大進口

印尼有優勢的食品、機械電子、天然橡膠、棕櫚油、熱帶水果、礦產等產品，改

善雙邊的貿易不平衡現象，促使雙方都能在自由貿易區的架構下得到好處。 

（三）建立貿易爭端早期預警機制 

  為了使「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能夠平穩順利地實行，除了協議中已有的

保障機制外，還應該增加「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監測、報告、合議等機制。

透過定期的報告機制，協助兩國隨時掌握貿易、投資動態，及時發現問題，防患

於未然，也有利於雙方相關部門對影響貿易投資發展的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做出及

時的反應，還可以對企業提供管理營運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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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政策評估與研究發現 

一、政策評估 

  綜觀東亞經濟整合的沿革與發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歷經多年談判，

於 2010 年元旦正式上路，貨物零關稅的實施、服務業及人員流動的開放，推動

區域內新一波的經濟成長。中國與東協十國展開更緊密的合作，物流、金流和人

員流動都將更加頻繁和便利。然因為東協成員國的經濟發展程度不一，自貿區生

效後也伴隨著衝擊而來，印尼國內正因有這樣的疑慮，而滋生暫緩實施零關稅的

聲音。所幸印尼政府審時度勢，採取與中國雙邊協商的方式，合議出七點共識。

如：建立貿易預警機制，即時應對雙邊貿易不均衡之現象；針對印尼的弱勢產業

（鋼鐵業、紡織品和成衣業、鞋業）提供發展建議和協助」、推動雙方優勢互補

產業的合作，提供資金支援印尼的基礎建設等，用以維護雙邊經貿合作的平衡和

永續，減少經貿往來的衝擊和摩擦。 

  印尼政府同時亦針對國內產業發展提出數點措施，如：推行印尼國家標準、

宣導愛用國貨政策、輔導產業強化體質、持續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海關貨品

查驗等，提升整體產業的體質及水平，並輔以非關稅措施，進而降低中國大陸貨

品大舉進入後對印尼國內產業的衝擊。2014 年新任總統佐科威上台後，亦宣示

將延續前任政府 MP3EI（2011-2025）國家總體發展方針，以期打造印尼成為更

廉潔、有效率、國際化的國家。 

二、研究發現 

（一）區域經濟整合確實提升印尼整體利益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自 2010 年元旦正式啟動後，隨著貨品零關稅的實

施，進而刺激區域內的貿易創造效果，促使區域內國家原先對歐美市場的出口轉

移至區域內，亦擴大了區域內的貿易和消費，讓「亞洲內需」逐步替代「亞洲出

口」，有利於區域內的成員國推動經濟轉型。 

  根據本文統計資料(表 4-3)顯示，印尼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生效之

後，與東協彼此間的貿易總額連年創新高，2013 年來到 946.61 億美元，出現近

180%的成長，東協更成為印尼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量也從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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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255.01 億美元成長至 2013 年的 524.51 億美元，成長了近 210%，中國更躍

升成為印尼最大的貿易夥伴。顯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生效，確實帶動

印尼貿易總額的增加。圖 4-6 亦顯示，印尼的人均 GDP 也從 2009 年的 2272 美

元，逐年提升到 2013 年的 3475 美元，其中 2009-2011 年的 GDP 成長幅度最大，

高達 153%，接連帶動印尼經濟及消費的持續攀升。整體而言，「中國－東協自由

貿易區」生效後帶來的區域內貿易成長，區域間的貿易總額及人均 GDP 也都有

顯著提升。印尼身為成員國之一亦跟著受惠。 

（二）印尼與中國的直接對話獲得進一步的保障 

  印尼政府鑒於國內產業的反彈聲浪，以及訴諸東協全體成員國大會決議的時

間冗長、緩不濟急，轉而啟動與中國的雙邊協商機制，盡速就雙邊貿易不均衡的

問題進行協商。2010 年 4 月，在中國-印尼經貿聯席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雙邊

達成了協議，並簽署「中國-印尼關於進一步加強貿易投資合作會談紀要」，重申

履行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的決心，加强雙邊的基礎建設、融資、雙邊投資、

產業等合作，提升雙邊產業競爭力，推動兩國經濟的共同發展。 

  兩國也就如何處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下印尼產業所受到的衝擊與影

響，達成了 7 項共識，其中談到「若在雙邊貿易中出現不均衡現象，那麼出口過

大國應採取相應對策，擴大進口，並對夥伴國提供必要之幫助，縮小貿易不均衡

現象」、「雙方同意在 2 個月內成立工作小組，負責分析雙邊貿易資訊之資料，並

在鋼鐵業、紡織品和成衣業、鞋業等方面提供建議和協助措施」、「強化雙方產業

協會間的對話及雙方優勢互補產業的合作，提供資金支援印尼的基礎建設」等重

大宣示。印尼的貿易部長亦表示，樂見印尼與中國的雙邊貿易持續發展，但雙邊

都存在著弱勢產業，需要政府的關心與協助，未來將繼續緊盯雙邊貿易是否平

衡，一旦出現對印尼不利的情況，將立刻啟動應變機制，維護印尼整體利益，縮

小雙邊貿易不平衡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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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意義與未來研究 

一、研究意義 

（一）梳理印尼欲延遲自貿區生效之原因 

  回顧過往，2000 年時任中國大陸總理的朱鎔基提出自貿區構想後，獲得東

協全體成員國的支持；2002 年簽署自貿區的框架協議及早收清單；2004 年完成

貨品貿易協議後，2005 年元旦 7000 項產品關稅減讓開始生效，分年分期調降關

稅。2009 年 8 月完成自貿區談判，並預定 2010 年元旦，東協六國（星、馬、泰、

印、菲、汶）零關稅生效；剩餘的東協四國，因考量其經濟發展，延至 2015 年

零關稅生效。由此可觀之，貨品關稅的減讓自 2005 年便開始，東協六國包含印

尼有近五年的時間可以調整和因應。 

2009 年中至 2010 年元旦，數月間，印尼國內傳出一波波反對自貿區生效的

聲音，其認為中國大陸的產品將挾著強大的生產、成本優勢，大舉入侵印尼國內

市場，對印尼產業將造成巨大衝擊，進而引發企業倒閉潮、失業潮。故印尼國內

產業、企業，聯合國會議員上書時任總統蘇西洛，懇請暫緩實施零關稅，並要求

與中國及其他東協成員國重啟談判。 

  探究印尼國內如此懼怕來自中國大陸的競爭，可以發現到印尼的經濟成長在

2008-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海嘯影響，製造業的應變能力不足，因而受到重創，

對於經濟成長的貢獻也不如預期，一旦中國大陸產品大舉進入，將重創印尼國內

產業；其次，印尼國內產業以資源、勞力密集型產業為主體，如石化、鋼鐵、紡

織等，生產成本高且生產效率仍未提升，而中國大陸卻在這些產業具有高技術水

平、生產和成本優勢，印尼國內產業十分擔憂，自貿區零關稅實施後，將面臨來

自中國大陸產品的激烈競爭；其三，印尼國內政局紛亂，執政的蘇西洛總統無法

單一取得國會多數，而必須組成執政聯盟，在顧及各黨派利益下，政策推動便無

法立竿見影，必須耗費精力與執政聯盟及反對黨溝通協調。 

  綜合以上所述，印尼之所以有延遲自貿區生效的聲音，無非是印尼國內產業

的發展跟不上中國大陸的腳步，致使競爭力不足，無法與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品競

爭；另一方面，印尼國內政局的多元，沒有任一黨派取得國會多數下，必須花費

更多精力和時間在折衝樽俎上，必須尊重各黨派的意見和聲音，以致朝野要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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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都需耗費頗長一段時間，甚至遲遲無法達成共識。這些都在在影響著印尼參

與自貿區，也成為印尼政府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阻礙。 

（二）分析印尼的應對策略 

1、直接與中國大陸進行談判 

  由於印尼國內所擔心的衝擊來自中國大陸；再者印尼身為東協的重要成員，

一舉一動都洞見觀瞻，且訴諸東協成員國會議緩不濟急，甚至無法在會議中取得

共識下，印尼政府轉而尋求直接與中國大陸談判，以為印尼爭取更多的緩衝空

間。2010 年 4 月間，兩國談判後取得了七點共識，其中談及雙邊一旦出現貿易

不平衡，應立即採取應對措施，來縮小這樣的不平衡狀態；兩國日後也將就現有

產業進行交流和對接，共同提升兩國的產業發展；中國大陸亦允諾加強對印尼在

基礎建設的投資和合作。 

  印尼政府選擇了一條可行又立即有效果的方式，解決印尼國內產業對於來自

中國大陸衝擊的疑慮。然中國大陸雖允諾處理雙邊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增加印尼

產品的進口，但這樣的方式還是無法解決中國大陸對印尼年年出超，印尼國內的

憂慮仍持續存在。印尼政府不應只依靠他國的承諾，亦必須持續提升國內產業的

競爭力，如此才能有效縮減印尼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逆差。 

2、提升國內體質、運用非關稅措施 

  長期以來，印尼相當倚靠外來投資，從事初級產業、資源型產業等相關產業，

儘管經濟及人均 GDP 逐年提升，但在基礎建設、工業技術上能與各國有不小落

差。因此前任總統蘇西洛便提出「2011─2025 年加速與擴大印尼經濟發展中長期

總體規劃（MP3EI）」，將用十五年的時間重點建設「六大經濟走廊」，提升基礎

建設及推動印尼主要島嶼相互之間的往來。新任的總統佐科威也宣示將打造「海

上高速公路」、提高工業生產率和競爭力、發展國內戰略性部門、提升國家經濟

自主性等重要戰略，以有利於印尼經濟的持續成長與發展，未來並將繼續落實

MP3EI 的優先項目，包括建設公路、機場、港口、水利灌溉和電力等基礎設施。 

  同時，印尼政府也試圖扭轉過去高度依賴著外人投資，國內產業結構未獲得

適當調整，而以獲利為目標的外資又大多流入農礦部門，經濟高度依賴原物料商

品出口。在過去的 10 多年，印尼向印度、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大量出口煤炭、棕

櫚油等原物料商品，但因為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致使原物料商品價格下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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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出口表現受到衝擊，經濟成長也跟著減慢。與此相比，印尼的工業部門較能穩

定持續，能創造大量就業，帶來更多附加價值，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將

推動印尼的工業升級，以國際生產大國為目標，全面提升資本、技術、設備，促

使工業生產部門成為推動印尼經濟成長的主力。 

  面對全面零關稅後，中國大陸及東協國家的商品大量進口將可能衝擊印尼國

內產業，印尼政府自 2007 年起便推動國家標準認證計畫，針對指定產品，要求

廠商貼上印尼文簡要說明，且企業應事先將生產或進口商品印尼語簡要說明的樣

品提交給有關機構備查。2010 年起更擴及鋼鐵、紡織、家用電器、電機和資訊

商品、建築材料設備商品、汽機車零組件等商品、其他類型商品。藉由一連串的

國家政策，增加外國產品進口程序、手續、規則等，以非關稅的方式提高外國廠

商的進入成本，進而為印尼本國的企業爭取更多緩衝，因應全面零關稅後的衝擊。 

  綜合上述印尼政府所推動的政策，主要目標就是提高本國的體質和基礎建

設，為日後印尼與他國爭逐經貿利益上奠定基礎；並針對非關稅貿易障礙上，印

尼也提出自身的國家認證方式，提高外國廠商的進口成本，也為本國企業爭取更

多調整的時間與空間。 

二、未來研究 

（一）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持續發展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自 2010 年元旦生效以來，雙邊貿易穩定成長，2014

年 1-9 月雙邊貿易額已達 3465.97 億美元，全年度上看 4600 億美元。東協已連續

三年成為中國大陸第三大貿易夥伴、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而中

國大陸已連續四年成為東協第一大貿易夥伴。 

  2014 年在緬甸奈比多舉行的第 13 次中國－東協經貿部長會議上，中國大陸

商務部長高虎城提出，將推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升級版，中國大陸願意擴

大與東協的互利合作，並提出四點合作建議：攜手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進一步提升雙方貿易投資便捷化；加快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區域經濟

整合。會後發表的聯合新聞公報亦提及，與會部長皆同意中國－東協自貿區升級

是中國－東協建設性關係的有力明證，這有利於透過互利方式深化雙方的經濟利

益。並歡迎中國大陸提出建設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的倡議，還歡迎東協－香港自貿區開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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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此，未來應持續關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相關變化。尤其是中國大陸

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對亞洲整體戰略的重新布局及看重，與美國在此區

域的競逐將日漸白熱化，且 2015 年底前 RCEP 預計要完成協議、正式成立下，

中國大陸與東協的關係都將走向新階段，也將牽動亞洲經濟是否可以持續發展。 

（二）中國-印尼的貿易關係是否漸趨穩定 

  中國及印尼自 2010 年來的經濟數據都持續成長，雙邊與東協國家間的貿易

也有年平均 20%的成長，整體而言「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確實對於區內貿易

總額的提升有顯著影響。中國與印尼的雙邊貿易也是呈現此一趨勢，雙邊的貿易

往來日漸密切，然在貿易往來中，印尼卻年年出現貿易逆差，從 2010 年的 47

億美元，2011 年降為 32 億美元，2012 年 77 億美元、2013 年 72 億美元，2014

年更劇增為 140 億美元。雖有政府官員解釋，印尼對中國出口的產品主要是自然

資源型的產品，比如煤炭、棕櫚油等；而從中國進口超過 90%的進口產品是機械、

資本型產品和其他半成品，因此而導致印尼對中國出現貿易逆差。但有學者憂

心，這樣年年擴大的貿易逆差，是否代表著中國與印尼間所達成的共識已徒具形

式？因此，未來印尼政府除了繼續監測雙邊貿易往來，也必須提出有效縮減雙邊

貿易逆差的具體方法，甚至再次與中國進行協商對談，以具體的行動化解學者及

產業界的對年年貿易逆差擴大的擔憂。 

（三）印尼國內對於 FTA 是否漸趨認同 

  先前幾年，印尼傳出因考量自身經濟發展而暫時沒有加入 TPP 的打算，國

內對於洽簽 FTA 也興趣不高。然 2014 年根據一份印尼主要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

中心（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y，CSIS）所做的調查顯示，印尼

國內對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零關稅後所帶來的效益感到滿意，業者反應

在實施 FTA 後，原物料及半成品之取得在某些國家（例如中國大陸）更為便利

且供應情形更加穩定。並認為簽署 FTA 將有助增加商機、提高經營效率、擴大

市場佔有率、吸引外人投資等，態度上轉趨支持政府對外洽簽 FTA。但是產業界

也建議政府應當於 FTA 洽簽前、進行中及簽署後與相關企業團體作好充分溝通

並獲得支持，以利 FTA 的簽署。由此顯見印尼國內受惠於 FTA 後，態度開始有

些轉變，日後亦可針對產業界的轉變繼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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