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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我國自 2002 年加入 WTO 後，除積極履行入會承諾義務、參與杜哈回

合九大議題談判以外，更由於 WTO 所轄協定廣泛，相關規範繁多，與貿易

有關的爭端、例會以及國際性會議頻仍，WTO 成為我國參與國際經貿事務

最重要的場域之一。中華經濟研究院於 2003 年起成立台灣 WTO 中心，協

助政府推動各項與 WTO 相關之經貿政策，加強國內各界對 WTO 之認知、

協助培訓經貿談判人才，同時也深化對國際經貿的研究、辦理國際研討會、

加強國際交流。經過數年的努力，各項工作與研究成果皆具體在案。  

有鑑於未來 WTO 對我國的重要性有增無減。而國際間由於全球化及區

域化所形成的經貿競爭日益激烈，導致主要經貿國家晚近均大力推動雙邊與

區域經濟整合，加以雙邊貿易談判的困難度日益提高，因此我國在 WTO 與

區域整合的參與及互動勢必更加重要，相關的研究、推廣與培訓工作亦必須

持續強化。  

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自 2003 年開始執行以來，依據主政機關需求，計畫的任務主要

有四項，分別為針對 WTO 多邊、FTA 雙邊與其他國際經貿政策議題，進行

「政策研究」與「諮詢服務」，同時執行「資料庫建置與維護及電子報」，

以及「國際經貿人才培訓與國際交流」，以支援政府經貿政策之規劃與決策

之執行，包括強化各界對 WTO 之瞭解，深化我國國際經貿參與能量與厚植

談判人力。  

然國際經貿競爭日益激烈，國際談判的重要性與困難度日益提高，同時

國際經貿情勢也變換頻仍，上述任務與目標之達成不但須有研究人員長期的

投入，研究範圍與深度也必須隨著國內外情勢而即時調整。為了強化研究能

量與人力，同時也提供主政單位各種不同需求，本計畫在執行方面主要將工

作分為年度的專題研究，半年以內的即時性議題研究以及一個月以內的諮詢

服務三類。在專題研究方面，主要針對多邊與雙邊經貿體系與議題，分析國



 

 
2

際發展趨勢與政策意涵，並藉由與主政機關之密切聯繫互動，提供中長期政

策建議，提供政府決策參考。在即時性議題研究方面，主要為因應 WTO 與

雙邊協商談判的動態發展，針對具時效性的議題進行即時研究，提供政策建

議。在諮詢服務方面，則針對更短期的法律、經貿議題提供意見，並配合出

席國際會議、工作分組會議，支援政府部門積極參與 WTO 等國際經貿事務。 

為了強化我國經貿事務參與能量，本計畫除了針對 WTO 與雙邊經貿關

係重要議題進行深入研析外，在充分了解國際經貿情勢、蒐集資訊以及進行

質化分析時，也運用量化評估模型與資料庫，提供分析研究成果。此種以經

濟理論為基礎，針對國內外經貿情勢與政策變化所進行的專業性分析，必須

仰賴堅強的研究團隊與完整的資料庫，在研究人員長期投入，同時具備理論

與實務面的素養，始能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下，及時完成交付的任務；積極

建構及開發 WTO 與 FTA 專業知識、持續更新資料庫、充實人才培訓、加強

宣導與國際交流。  

在加強人才培訓之目標方面，其核心為配合我國經貿政策發展方向與協

商談判需求，強化多、雙邊傳統與新興議題之培訓課程規劃與執行，以強化

各主政機關與談判人員對各項議題之深入瞭解。特別是晚近各國對國際經貿

利益的重視，以及各種新興議題之興起，使得國際經貿談判的困難度大幅提

高，因此談判人才的培養也格外重要。此外，談判進展一再延宕，又顯現多

邊貿易談判的談判規則極待改善，故一旦杜哈回合完成談判，WTO 貿易體

制之維護、多邊貿易談判機制之改革等可能成為 WTO 下一階段的重要工

作，因此我國參與國際經貿事務之能量也必須持續強化。  

三、計畫整體架構與重點 
本研究計畫自 2003 年起均由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執行，並

透過每 2~3 年一次公開競標方式取得執行權。本期執行期間為自民國 99 年

起至 101 年止，涵蓋三個年度，第一年研究已經完成（請參閱 99 年度執行

成果報告書）。本年度之執行，係依據當前及未來國際經濟情勢，建立整體

計畫架構，並具以提出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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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經濟發展情勢 

展望今（2011）、明兩年，全球經濟仍處於金融海嘯過後，已開發國家

金融規範重建，經濟復甦仍舊疲軟的整體趨勢，以致目前所出現的經濟失衡

現象仍將為國際經貿論壇的重要議題。雖然主要國家企圖刺激內需，恢復經

濟成長，同時要求新興市場國家承擔更多責任，縮減失衡，但各國因所重視

的問題不一，且經濟發展程度不同，各有必須面對的問題，使得經濟失衡的

修正程度仍然有限。另一方面，多邊貿易杜哈回合談判也步履闌珊的邁入第

10 年，為達成全球貿易自由化之長遠目標，WTO 秘書長拉米（Pascal Lamy）

與 G-20 高峰會領袖，積極呼籲各會員加強合作，以政治力量推動談判，營

造適宜談判的政治氛圍。然而於今年 12 月於日內瓦召開之第八屆 WTO 部

長會議，並未針對主要談判議題達成協議。  

然而在已開發國家仍將受困於景氣復甦無力之情況下，金融市場失序的

危機繼續存在，故預期未來多邊貿易談判進展，除非有新興市場國家大幅讓

步以外，很難達成具有企圖心之結果；如果必須顯示成果，其結果亦可能是

各方妥協讓步的結果，故市場開放程度可能相當有限。由於杜哈回合多年的

努力未有突破性的發展，可能使得 WTO 會員繼續投入區域及雙邊自由貿易

協定。  

金融海嘯對全球經濟成長動力、金融市場規範、以及已開發國家與開發

中國家間貿易摩擦問題等，帶來重要的影響，全球經濟的再平衡，中美貿易

摩擦、人民幣匯率、新興市場國家興起與應承擔之國際責任等，將成為國際

經濟論壇中的重要議題；但相互滿意的妥協很難在短期內達成，因此雙邊貿

易談判、區域主義、區域經濟整合浪潮預計持續發燒。此外，國際間屬於全

球性的氣候變遷、能源短缺、加強金融市場監督與恢復金融市場流動性等問

題，亦將透過國際功能性組織加以協調及探討；如何縮減已開發國家與開發

中國家差距、如何協助低度開發國家發展等，則持續為國際政治經濟領域的

重要議題。  

基於杜哈回合談判議題日趨複雜，會員國間利益交錯、決策程序僵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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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2008 年金融危機爆發後，所併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和貿易保護主義浪

潮，使得談判自「2008 年七月套案」失敗以來關鍵議題欠缺實質突破，而

呈現停滯狀態。2010 年間，各談判議題透過「全面盤點」會議，並按會員

共識以「雞尾酒法」同時進行多邊、雙邊以及水平的密集諮商後，仍因諸多

政策與技術問題無法打破僵局，但 WTO 會員於 2010 年底決議，於今（2011）

年上半年展開密集協商，而如歐盟、美國與印度、中國大陸等主要國家，亦

表示將致力於今年完成談判之立場。  

第八屆 WTO 部長會議已於今（2011）年 12 月舉行。對此，主要 WTO

會員（G7 及 G11 集團）於今年 5 月非正式會議中，針對杜哈回合談判未來

方向提出三個可能方案。方案一為持續推動談判以縮小差距，完成最終套

案。方案二則朝向縮小對農業市場進入、工業產品關稅及服務業企圖心，完

成「簡化版套案」（Doha lite package）。而方案三則認為 12 月部長會議應

以達成「暫時協議」（interim deal）為目標。當時包含美國在內之部分會員

認為，本次 2011 年底 WTO 部長會議至少可就已有共識部分達成暫時協議，

而其內容可能多為如貿易便捷化、爭端解決機制改革及漁業補貼等規則議

題。而 WTO 秘書長拉米亦致力於推動「簡化版套案」。  

然而 2011 年 6 月 22 日舉行之 WTO「貿易談判委員會」（TNC）會議

中，各會員對將於 2011 年部長會議提出之套案內容，尚未達成共識，但迄

今尚無共識之農工服務業市場進入議題，可能不會列入 12 月套案中。此外

WTO 會員於 6 月 TNC 會議中，均支持將低度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列為 12 月 WTO 部長會議優先議題。不過依據 WTO 秘書

處於 10 月所歸納之會員提案，亦僅包含如入會案確認、貿易政策檢討機制

(TPRM)改革、貿易援助、免關稅免配額(DFQF)之透明化議題、DSU 檢討、

政府採購協定(GPA)檢討、豁免人道主義糧食援助(G20)等，以及包含貿易及

匯率、食物安全、能源、氣候變遷在內之所謂「21 世紀議題」，並無涉及

市場進入之議題。  

又我國已於 2010 年 6 月正式與中國大陸簽定《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並於 2010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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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未來兩岸自由貿易協定（FTA）、投資保障、經濟合作等談判將陸續

展開，兩岸關係的制度化與國際化將成為影響台灣國際事務參與的重要因

素。同時，我國也與新加坡政府開啟洽簽雙邊經合協定（ASTEP）談判，亦

宣布與紐西蘭展開經濟合作協議之可行性評估，預計未來可能會與更多的貿

易夥伴展開區域經濟合作談判。再加上東亞經濟整合持續發展，如韓歐盟

FTA 已於今年 7 月生效，而美韓 FTA 亦通過美國國會批准，預計於 2012 年

一月生效，其他如東協加三 FTA、東協加六 FTA 以及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等發展迅速，雙邊及區域自由貿易協定將成為我國在 WTO 之外，

參與國際經貿活動的另一重要領域。準此，本計畫今年度的研究重點，同時

包含多邊、雙邊與區域研究，以期進一步深化我國經貿外交談判能量，加速

達成我國區域參與之目標；在輔助及支援活動方面，則包括資料庫之維護與

建置、人才培訓、產業宣導及國際交流等。  

（二）整體研究架構 

為配合我國 FTA 雙邊與區域談判所需，本中心今年度特別強化雙邊貿

易資訊的提供與分析，包括針對東亞國家、我國重要貿易夥伴以及與我國經

貿具有互補、可能與之展開雙邊貿易談判的對象國，進行相關 FTA 之評估

及建立重要之資料庫、充實研究能量與加強國際交流與互訪。針對雙邊貿易

談判研究方面，又可以分為有特定對象與無特定對象之 FTA 議題研究。在

有特定對象之 FTA 研究方面，主要是進行 FTA 之經濟影響評估、可能協議

內容、推動策略，以及 FTA 執行成果之檢視。在無特定對象 FTA 之研究方

面，則針對 FTA 中之重要議題進行跨協定比較、區域整合發展趨勢、我國

FTA 政策推動環境與配套措施等加以研究。  

在輔助及支援多邊貿易談判方面，則主要在已經建立的人力資源與軟硬

體設備基礎上，進一步充實與維護資料庫，加強宣導與國際交流之外，同時

提供即時與深入的國際經貿資訊與分析。  

綜合多邊、雙邊、區域研究與各項輔助及推廣活動，整體而言，本計畫

執行工作涵蓋我國整合貿易政策進一步且更深入之分析。研究範圍與架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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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 1 表示，其中輔助及支援活動部分則同時支援多邊、雙邊與區域研究。 

 

圖 1  整體研究規劃 

（三）本年度研究方向 

固然杜哈回合談判進度在 2011 年再度未能達成結論，但本計畫今年度

之研究基本面向，仍以 WTO 議題發展作為主軸之一，以維持智庫能量。此

外，區域整合發展方興未艾；除我國與新加坡已正式開啟 FTA 談判外，韓、

日、星等我國主要競爭對手，仍持續積極對外洽簽雙邊或區域性經貿協定，

而在 APEC 架構下推動之「亞太自貿區」（FTA-AP），亦隨著「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TPP）參與成員大幅增加，出現與「東協＋N」架構二足鼎立

的架構，亦成為本計畫今年度的執行重心。  

多邊貿易  
談判研究  

軟硬體設備  
之強化  

雙邊與區域貿易

談判研究  

軟硬體設備  
之強化  

（同多邊貿易談

判研究）  

加強與產業界互動、掌握產業優勢  

深化我國參與國際組織之研究  

維護與加強資料庫之建置  

加強人才培訓與產業宣導  

強化國際交流  

有特定  
對象  

無特定

對象  

推動策略  

FTA可能內涵  

重要經濟議題之深入  
研究  
經濟影響評估  
FTA重要議題比較

國際區域經濟整合研究

國內配套措施  

強化多邊談判

之政策建議  

強化我國參與

國際活動能量  

強化FTA政策

實施環境  

深化我國參與區

域經濟整合程度  

研析多邊貿易談判重要議題  

軟硬體設備  
之強化  

區域經濟整合之正反面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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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1）年原本被視為完成杜哈談判的新機會之窗。對此，WTO 秘

書長拉米於 2010 年 11 月 30 日宣布，WTO 自今（2011）年 1 月 10 日起展

開密集談判。然而第八屆部長會議之提案內容，仍僅限於貿易政策檢討機制

改革、貿易援助、免關稅免配額(DFQF)之透明化議題及所謂「21 世紀議題」，

並無涉及市場進入之議題，因此幾乎可以確定第八屆部長會議無法達成實質

進展。面對此一發展趨勢，我國在各項議題中如何擬定立場，參與討論，並

掌握杜哈回合未來發展方向之可能改變及對我國之影響，以達成經貿利益極

大化成果，成為本年度之重點工作項目。  

其次，亞太地區雙邊與區域性優惠經貿協定亦持續發展。除我國與中國

大陸、新加坡已正式開啟雙邊經貿協定之談判外，我國主要競爭對手，仍持

續積極對外洽簽優惠性經貿協定；其中韓國與歐盟之 FTA 於 2011 年 7 月 1

日正式生效，而美韓 FTA 亦已獲得美國國會批准，預計於 2012 年元月生效；

又中日韓自由貿易區談判，亦有加溫的趨勢。此等發展對我國之影響及政策

意涵，亦為本計畫整體研究之核心方向。  

此外，2010 年 APEC 領袖宣言中，明白指出 APEC 經濟體將致力於強

化 APEC 區域貿易自由化與經濟整合，依據茂物目標（Bogor Goal）之要求，

在 2020 年以前，完成亞太地區的貿易與投資之自由化與開放的目標。伴隨

本次領袖宣言的三份領袖聲明中，亦以檢視茂物目標進展，以及達成亞太自

由貿易區（FTAAP）的可行途徑作為主軸。特別是在「達成 FTAAP 的可行

途徑」這份 APEC 領袖聲明中，除了明確指出應以「東協+3」、「東協+6」，

以及「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等現有機制，作為推動的 FTAAP 基礎

外，並強調未來 FTA-AP，應注重於解決「下世代」的貿易與投資議題。而

在 2011 年之 APEC 領袖高峰會之場合，美國等國家亦宣布 TPP 可望於 2012

年完成談判之進展。  

對此，本中心在今年度除持續地掌握 WTO 的最新談判進展，動態協助

政府參與多邊談判與智庫工作外，亦積極透過研究、諮詢與國際交流等工作

項目，支援政府參與亞太地區經濟整合，並透過跨議題之資源整合，發揮政

策支援之綜效。  



 

 
8

（四）工作重點項目 

在前述之背景下，今年度本中心仍依據各項 WTO 議題分組之架構，強

化對 WTO 杜哈回合談判與其他議題進展之掌握，並適度擴充對貨品、農業

及服務貿易重點談判項目之人力投入。此外，有鑑於拓展雙邊經貿關係為我

國當前之重要政策，因此亦持續關注參與雙邊經貿關係之相關議題研究與交

流工作，探討與重要國家洽簽經貿協定之可行性與關鍵議題，以期掌握動態

發展，即時提供政策意見及其他智庫服務。  

又為配合政策發展，本年度透過校園及產業宣導、座談會、研討會等方

式，舉行多場次活動，向社會各界說明及宣導經貿自由化政策之內容與意

義，強化各界之認知與瞭解。而為因應 2012 年我國入會十週年，本年度亦

已與主政機關就相關紀念活動規劃之方向與內容先期作業進行討論。  

最後在因應談判方面，本中心繼續整合即時性議題研究（1~6 月之研究

工作）和諮詢服務工作（約 2 週之研究工作），強化跨議題整合與研究報告

品質，以因應政府各單位之不同需求。在即時性議題研究及諮詢案件數量

上，共執行即時研究 20 件以及諮詢服務 48 件。  

準此，具體歸納本年度之工作重點，根據主政機關需求與本中心執行經

驗，本年度完成之工作項目可分為以下四大項：  

（1）完成 12 件專題研究案；  

（2）提供即時性議題研究 20 件、諮詢服務 48 件，以及出席會議 52 人

次；  

（3）資料庫建置與維護及電子報；  

（4）人才培訓、校園及產業宣導，與進行國際交流。  

茲分別簡述本年度計畫執行之重點工作成果如下。  

1. 政策研究  

在政策研究方面，主要工作內容為透過理論與實務兼具之研究分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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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政府決策與談判，協助政府參與 WTO 與雙邊貿易談判，及其他國際經貿

組織相關之議題研究，以強化我國參與國際經貿事務之能量與因應對策。在

研究範圍上，包括經濟、法律、產業、政治等各經貿相關領域。又研究的分

類依其性質與時間，可分為一年期之專題研究與 1 至 6 個月的即時性議題研

究二種。對此，今（2011）年度完成專題性研究 12 案，而即時性研究報告

則共計執行 20 件。  

2. 諮詢服務  

中心第二個主要功能，為提供政府諮詢服務。其主要工作內容又可分為

以下 3 項：  

1. 我國參與 WTO、OECD 及其他國際組織、以及 FTA 相關事務之短期

研究諮詢；  

2. 出席工作分組會議，提供諮詢；以及  

3. 會同出席 WTO 等國際組織之相關會議，提供諮詢。  

今（2011）年度共計執行 48 件諮詢案，並出席相關會議 52 人次。  

3. 資料庫建置與維護及電子報  

中心第三個主要功能為建置並維護經貿政策相關資料庫，同時發行電子

週報，以提供即時資訊。參與國際經貿事務活動，特別是貿易談判協商，極

為依賴經貿統計資料與經濟分析之支援，以利談判者在充分掌握貿易談判

正、負面衝擊資訊之情況下，研擬談判立場與因應對策。此外，舉凡 WTO

會員國的關稅資料、爭端解決案例、WTO 文件之分送與處理、專題研究成

果等，均已建立相關網站及資料庫。其次本項任務亦包含建立與充實 WTO

圖書資源，以達經驗傳承及培養談判人才之目的。  

準此，今（2011）年度資料庫與電子報建置與維護的主要工作成果包括： 

1. 建置國際經貿資料庫並發行電子報，充實政策及學術研究之基礎環境 

（1）維護及更新本計畫歷年來建置之網站及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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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週發行 WTO 電子週報  

（3）充實圖書館圖書  

2. 建置我政府開發援助（ODA）資料庫之輔導上線、諮詢及教育訓練  

4. 人才培訓、政策宣導與國際交流 

中心第四項功能為人才培訓、政策宣導與國際交流。本項任務之目的在

於強化我國經貿專業人才之教育訓練，同時透過與國際相關機構之互動交

流，促進我國在國際經貿議題之參與。今（2011）年度工作成果，包括透過

系統化人才培訓方案及電子化教學平台，充實現有人力資源與專業素養，同

時建立 WTO 人才庫及師資庫，以強化我國對國際經貿事務之參與能力，並

動態配合政策發展，強化對校園及產業之宣導工作。另一方面則透過國際交

流活動，發展國內外組織網絡關係，以增進我國經貿、法律專家之國際參與

度，掌握國際脈動，並促進與國際組織之互動與資訊交換。  

（五）執行架構與組織 

為確保本計畫目標之達成，各分項子計畫主持人均由 WTO 中心專職人

員擔任（表 1）。  

表 1 計畫（與子計畫）主持人列表 

計畫項目  計畫主持人  
100 年度國際經貿事務研究中心計畫  吳中書  
子計畫一：專題研究  李淳  
子計畫二：即時性議題研究  吳佳勳  
子計畫三：諮詢服務  蘇怡文  
子計畫四：資料庫建置與維護及電子報  劉芳英  
子計畫五：人才培訓與宣導  李欣蓁  
子計畫六：國際交流  吳柏寬  

又本計畫涵蓋層面廣泛，除了需要有足以勝任之研究與執行之人力外，

更需有一完善之推動機制，針對於此，WTO 中心根據過去推動計畫所累積

的經驗，在已建立之組織架構下，充分有效地執行本計畫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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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推動本計畫之各項業務，本中心已針對 WTO 重要議題已組成相

當陣容之研究團隊，此外再配合中經院既有的研究資源、人力與行政體系，

共同執行各項工作。研究團隊按議題別分組（表 2），針對各項議題均有專

人每日持續關注議題進展並進行相關分析。  

WTO 中心除了設立執行長外，復將各項工作依據其類別分成經貿研

究、法律分析、資訊輔佐及培訓宣導等四組，分別由專長合宜之資深研究人

員擔任組長，再輔以其他副研究員、助研究員、研究輔佐及行政輔佐等多人，

以利執行。為使業務推廣更為周延，本中心亦成立諮詢委員會，負責對本中

心業務之推動事項進行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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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議題分組 

負責議題  主要小組  
召集人  主要小組成員  

1. FTA/區域貿易協定  杜巧霞  杜巧霞、靖心慈、徐遵慈、李淳、顏慧欣、  
王儷容、陳孟君  

2. 服務業  
(經濟與統計 ) 

靖心慈  靖心慈、徐遵慈（文創）、李淳（電信）、  
王儷容（金融）、溫麗琪（環境）、吳佳勳（醫

療）、林長慶、陳孟君  

3. 爭 端 解 決 、 貿 易 便 捷 化 、

WTO 組織運作、新會員入

會  

徐遵慈  徐遵慈、顏慧欣（DSB）、吳玉瑩  

4. OECD 相關議題  徐遵慈  徐遵慈（OECD 整體、法規）、  
王儷容（OECD 金融）、陳信宏（OECD 科技）

5. 其他 WTO 議題  徐遵慈  徐遵慈（勞動、文化、健康、相關國際組織、

ILO、WB 等，其他相關議題：性別、人權）、

李淳（競爭政策）  

6. 複邊協定  靖心慈  靖心慈、李淳（政府採購）、徐遵慈（政府採

購、ITA）、林長慶、陳孟君  

7. 非關稅措施議題  
（技術性貿易障礙(TBT)) 

李淳  
顏慧欣  

李淳、顏慧欣（NTB）、陳孟君  

8. 服務業（法律）  
電子商務  

李淳  李淳（國內規章）、靖心慈、顏慧欣、陳孟君

9. 貿易規則  
（反傾銷、防衛與補貼）  

顏慧欣  顏慧欣、徐遵慈、吳柏寬  

10. 貿易政策檢討機制  李淳  
顏慧欣  

李淳、顏慧欣、陳信宏、陳孟君  

11. 非農產品市場進入  
（NAMA）  

吳玉瑩  吳玉瑩、李淳（法律）、顏慧欣（法律）、  
李欣蓁、陳孟君  

12. 投資  顏慧欣  顏慧欣（法律、BIT）、王儷容（經濟）  

13. 模型組  吳佳勳  吳佳勳、李欣蓁  

14. 貿易與環境  葉長城  溫麗琪、葉長城、吳玉瑩  

15. 農業  
SPS 

陳逸潔  
吳佳勳  

陳逸潔、吳佳勳  

16. 貿易與發展  王俊傑顧問

葉長城  
王俊傑、葉長城、靖心慈、蘇怡文  

17. 智慧財產權  李淳  李淳、顏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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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題研究概述 

（一）專題研究執行架構 

關於專題研究之執行安排上，本中心共有 17 個議題工作分組，分別針

對核心多邊與雙邊經貿議題設置召集人與研究小組成員。以此一議題分組為

基本架構，安排專業且經驗豐富並與研究主題契合之研究人員擔任 12 項專

題研究之計畫主持人，並由不同議題之研究人員相互支援，參與各項研究工

作，以期深化議題討論之完整性，並強化研究人員對相關議題之掌握程度。

關於本年度專題研究之分工安排，參見下表 3 之歸納。  

表 3 專題研究子計畫執行安排 

編

號  
研究題目  屬性  主持人  研究團隊  

1 
我國服務業因應區域服務貿易自

由化之策略研析  
多邊與雙

邊經貿  
靖心慈 林長慶、張嘉芬、

鐘綉婷  

2 
WTO 政府採購協定談判之影響與

談判立場研析  
多邊經貿  李淳  顏慧欣、陳孟君、

李韋廷  

3 
貿易便捷化發展趨勢及我國之貿

易利益研析與因應作法  
多邊經貿  吳玉瑩  徐遵慈、李欣蓁、

姜博瑄、許裕佳  

4 
從產業競合關係論中、日、韓經濟

整合與對我國區域參與之政策意

涵  

區域整合  杜巧霞  吳佳勳、姚鴻成、

李宜靜、梁逸韵  

5 
WTO 與自由貿易協定爭端解決機

制規範與實務運用之比較：主要國

家之策略與經驗  

多邊與雙

邊經貿  
徐遵慈  姜博瑄、吳泰毅、

葉俊廷  

6 

中國大陸國內市場相關法令規範

及實務與 WTO 法制之符合性研究

雙邊經貿  顏慧欣  李淳、王煦棋、  
史惠慈、吳國威、

李韋廷、王煜翔、

陳孟君  
7 【密件】     
8 【密件】     
9 【密件】     

10 【密件】     
11 【密件】     
12 【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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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專題研究屬性歸納 

基於服務貿易的複雜性與重要性愈來愈高，而我國未來經濟發展重點將

以服務業為主，未來與服務業相關的議題將相對增加，因此本年度便針對我

國服務業現況、重要發展趨勢與因應區域化與自由化之策略進行研究（專題

1）。  

其次，我國於 2009 年 7 月正式成為政府採購協定（GPA）第 41 個締約

會員，同時並加入 GPA 市場進入談判，為了解 GPA 談判對我國可能之影響

與爭取我國應享之利益，本年度亦已針對 WTO 政府採購協定談判之影響與

談判立場加以研析（專題 2）；而貿易便捷化議題近年來在各國際組織與多

邊貿易或雙邊貿易談判中亦迭有進展，為了解各國際組織與雙邊貿易協議中

對貿易便捷化的實際作法，以有效掌握談判脈動，本年度深入研究（專題 3），

以爭取於我有利之經貿利益。  

在 FTA 議題方面，本年度同時進行加入區域整合與雙邊經濟整合的相

關研究，在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方面，中、日、韓經濟整合則因其在 2010 年

5 月邁入新的發展階段，未來三國經濟整合談判可能加速發展，一旦達成協

議，對我國經濟與 FTA 策略都有重要影響（專題 4）。  

整體而言，本年度專題研究可大略分為三大主軸，分別是多邊經貿議

題、雙邊經貿議題與區域整合。其中亦有部分題目，如我國服務業因應區域

化之策略研析（專題 1）、WTO 與自由貿易協定爭端解決機制規範（專題 5），

跨越多邊與雙邊性質。其中又以多邊以及雙邊經貿議題為重點研究項目，各

有 4 題，而區域整合議題與跨越多雙邊議題之研究，則各有 2 題。茲歸納本

年度專題研究性質群組如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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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0 年度專題研究屬性群組歸納 

 

（三）專題研究方向與內容概述 

具體而言，12 項專題研究之主要研究內容如下，其具體研究內容成果

及政策建議，請參見各計畫之研究報告書。  

專題研究 1：我國服務業因應區域服務貿易自由化之策略研析 

 研究內容與預期效益  

本專題研究檢視區域服務貿易自由化發展趨勢、我國商品貿易與各區域

之連結和我國服務業核備投資三方面分析國際服務業情勢，進而探討亞洲區

域之中日韓與東協經貿和投資環境與策略，並結合多邊與區域服務業市場開

放，瞭解我國業者潛在服務行業之國際商機。針對亞洲各國之潛在商機，召

 

雙邊經貿議題群組（4 題） 
 （專題 8、9、10）  
 （專題 6）中國大陸國內市場相

關法令規範及實務與 WTO 法制

之符合性研究  

區域整合議題群組（2 題） 
 （專題 7）  
 （專題 4）從產業競合關係論

中、日、韓經濟整合與對我國

區域參與之政策意涵  

多邊經貿議題群組（4 題） 

 （專題 2）WTO 政府採購協定談判之影響與談判立場研析  
 （專題 3）貿易便捷化發展趨勢及我國之貿易利益研析與因應作

法  
 （專題 11）  
 （專題 12）  

跨議題研究（2 題） 

 （專題 1）我國服務業因應區域  
化之策略研析  

 （專題 5）WTO 與自由貿易協定爭端

解決機制規範與實務運用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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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者座談會，尋求瞭解：（1）企業是否已經或計畫進行服務貿易或對外

投資；（2）我國進一步對中國大陸或其他國家開放服務行業，對企業之影

響；（3）亞洲他國於自由貿易協定服務業進一步開放，對企業之影響；（4）

協助我國強勢服務行業拓展海外市場之策略，評估我國業者進入其市場之可

行性和研擬政府配套因應措施；（5）協助我國弱勢服務行業之策略，如何

使用我國現有產業調整支援方案。  

本研究分析區域服務貿易自由化趨勢、伴隨商品貿易成長之服務貿易、

及服務業對外雙向投資情形，發現亞洲地區為近年發展區域貿易自由化最為

積極之地區，也是我國互動往來密切和具有服務貿易潛在優勢之區域。因此

針對亞洲地區中，我國重要之貿易夥伴、近年簽署區域貿易協定較多之國

家，選擇中國大陸、日本、韓國、新加坡、馬來西亞、印尼、泰國、菲律賓

與越南等九國，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包括該九國服務業國內概況及推動

政策措施，對外多邊或區域貿易談判之服務業開放承諾情形；也針對我國服

務業現況、發展策略、鼓勵服務業別、對外談判承諾開放情況進行分析，期

能在了解亞洲各國服務業市場貿易自由化下，研議我國該有之因應策略與措

施。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有以下幾點結論：  

（一）多邊與區域貿易談判開放情況作法  

中日韓與東協六國在亞太地區雙邊（區域）自由貿易協定所作出的服務

業市場開放和國民待遇承諾，W120 使用 12 大項服務行業都涉及至少 25%

小項目承諾開放。中日韓與東協六國整體而言，在其他服務、旅遊觀光、教

育、環境四項開放較多，涉及至少 52%小項目承諾開放；運輸、休閒文化運

動兩項開放較少，涉及 25%-27%小項目承諾開放。日韓星三國開放項目數較

多，比中印馬泰菲越六國在運輸、休閒文化運動多出 4 倍以上，配銷及其他

服務多出 3 倍以上，金融、健康及社會、環境多出 2 倍以上，其於大項服務

行業也是 1 倍多以上。中日韓東協各國推動服務業發展和市場開放承諾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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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只有觀光旅遊服務是各國都重視的項目，其餘視其國內需求、產業發展

狀況、原先承諾開放程度的差異，在政策上選擇不同服務行業進行推動與決

定不同程度的市場開放。  

（二）中日韓東協六國推動服務業作法  

中國大陸推動服務業作法，國務院指出工業成長快速，積極發展生產性

和流通性服務業；十二五規劃還重視(1)提升生活性服務業、(2)完善服務業

發展；鼓勵外商投資特定項目與地區；對外談判主要開放商業、醫院、體育

和其他娛樂、運輸。日本推動服務業作法，改善服務業創新與生產力、人力

資源發展、編製顧客滿意指數、認證制度-產業標準使服務內容與品質有形

化、運用 IT、障礙-鼓勵外資-貿易協商以國際化、投資服務業、編製統計資

料；推動新成長戰略－創造科學技術、就業及人才、環境能源、健康(醫療

及照護)、觀光及活絡地方經濟、拓展亞太市場六大領域新需求；對外談判

主要開放商業、通訊、營造及相關工程、健康社會、休閒文化運動、運輸、

別處未包括的其他服務。韓國推動服務業作法，以政府力量主導選定以知識

為基礎，服務業支援製造業的模式發展，以提升國民所得為目標；設定投資

優先項目和對外談判搭配政策做開放。新加坡推動服務業作法，採行企業自

由與門戶開放政策；聚焦發展高價值、知識密集產業；設定投資優先項目和

對外談判搭配政策做開放。菲律賓推動服務業作法，貿工部 2011 年投資優

先計畫提供各種優惠措施；成立投資促進行動中心；重用研究單位附予不同

功能；設定投資優先項目和對外談判搭配政策做開放。泰國、印尼、馬來西

亞和越南推動服務業作法，比較重視在特定或整合型之服務行業。  

（三）篩選服務業適用自由化配套措施之機制  

對於內需型、競爭力較弱、易受貿易自由化影響之多邊或雙邊（區域）

談判開放之產業，予以「振興輔導」；以及對於公務統計資料異常下降且經

專家訪談確認確有受衝擊之產業，協助「調整體質」。振興輔導依我國公務

相關統計資料評估，輔以量化模型和服務業者實際座談與訪談之質性評估來

篩選。調整體質以自由化產業別之範圍為準，使用：（1）財政部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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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之每月各服務業營利事業家數、（2）財政部統計資料庫之每月各服務業

銷售額、（3）主計處受僱員工統計調查之每月受僱員工人數、（4）主計處

受僱員工統計調查之受僱員工每月平均薪資；利用上述四種量化資料，採用

12 個月移動平均值每季（必要時每月）計算變動量來篩選。  

兩方案之實施，應經由篩選適用之行業別、提報與啟動方案、相關單位

應提供之配套措施、以及輔導期間與輔導期間過後定期追蹤成效等流程進

行；對於政府未來可行的主要配套措施，建議應以協助拓展外銷市場為優

先，其次為產業升級轉型輔導、協助中小企業群聚發展、提供中小企業融資

信用保證，再者為產業技術升級和勞工就業相關服務，其他方面則亦可考慮

針對協助服務業者連結各國代理商並建置本國授權平台、協助服務業者包裝

服務行業後整體對外行銷、建立品牌並加強國際行銷及曝光、服務網絡建

構、法規再鬆綁等方面進行規劃，以有效協助競爭能力較弱、無法適應服務

貿易自由化腳步的產業與業者因應大環境之變化。  

建議項目有五點：（一）建立服務知識庫；（二）建立亞太地區服務商

情和業者資訊庫以利商貿配對；（三）增加投入服務業之國家預算；（四）

建立篩選適用政府協助弱勢服務業者之機制；（五）全力完成杜哈回合談判

減少 FTA 對我之影響。  

針對增加投入服務業之國家預算建議，我們提出：（1）投入研究明確

政策方向；（2）投入多使用人力之技術服務研發；（3）強化商會蒐集民間

業者意見角色以利政策之制定；（4）強化單一半官方單位從事全面性服務

貿易推廣工作；（5）鼓勵研發服務流程、供應模式創新；（6）建立國際接

軌之專業證照。  

專題研究 2：WTO 政府採購協定談判之影響與談判立場研析 

 研究內容與預期效益  

我國於 2009 年 7 月正式成為 GPA 第 41 個締約會員，並因此同時加入

前述進行中之 GPA 市場進入議題談判。2009 年 11 月，我國已通知 WTO，

將以加入 GPA 時之涵蓋承諾作為我國參與談判之初始承諾。準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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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在於透過 GPA 市場進入談判之進展與主要議題分析、市場進入談

判之進展、水平涵蓋承諾談判之進展與分析，以及美、歐、日、韓、星與中

國大陸等主要國家初始與修正承諾分析，探討參與談判之可能立場與因應之

道。  

本研究之效益，包含掌握 GPA 協定修正之談判進展與各國立場、瞭解

2007 年 GPA 修正草案之主要修正方向與內容、掌握 GPA 市場進入談判之進

展，以及各國之承諾情形、探討水平議題與可能之發展、瞭解對我國之影響

與因應之道，最後並提出具體談判策略與立場分析，作為施政參考。  

 結論與建議  

我國於 2009 年 7 月加入 GPA 協定，並同時加入進行中之 GPA 市場進

入議題談判。2009 年 11 月，我國已通知 WTO，將以加入 GPA 時之涵蓋承

諾作為我國參與談判之初始承諾。本報告透過 GPA 市場進入談判之進展與

主要議題分析，以及歐盟、美國、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國家之政府採購市

場現況、GPA 市場進入談判之初始與修正承諾分析，探討對我國之影響，

以及未來參與談判之可能立場與因應之道。同時，由於我國之最主要經貿伙

伴 中 國 大 陸 ， 亦 於 2007 年 底 向 GPA 委 員 會 提 出 加 入 申 請 (accession 

application)，故除現有 GAP 會員之談判承諾分析外，本報告亦於第四章分

析中國大陸之政府採購制度及其申請加入 GPA 之談判承諾。在政策建議方

面，本報告提出以下之建議：  

1. 積極參與水平議題討論：歸納本報告所分析之四個水平議題，無論

是中小企業決議提案、技術規格及安全性、永續採購及採購金額門檻，對我

國擴展海外市場，以及對包含中國大陸在內之新申請會員之談判上，均有實

際上之利益，故採取正面支持之基本立場外，亦可積極參與討論，落實我國

經貿利益。  

2. 歐盟開放協商建議：在歐盟成員國中，盧森堡完全排除我國參與附

件一機關之採購，建議應作為最優先檢討開放之對象，並應請歐盟說明原因

同時解除限制。而波蘭排除比例亦偏高，故亦應列為優先檢討對象。歐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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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承諾之附件三中，將新增之鐵路運輸事業開放部分，排除包含我國在內之

GPA 會員。歐盟若不願對我開放，建議我國亦應考慮於清單中加列排除歐

盟廠商參與我國鐵道運數項目之採購。又歐盟對我國之要求事項，經徵詢主

政機關意見，目前對於此等產品並無開放空間。  

3. 中國大陸開放協商建議：對於中國大陸之修正入會承諾部分，其他

會員以及北京美國商會「政府採購白皮書」對中國大陸之市場開放承諾，提

出之建議，包含（1）採取與現有 GPA 成員國的承諾一致的採購金額門檻；

（2）擴大涵蓋到大部分中國大陸政府、國營事業和相關機構（包含中央及

地方層級）；（3）以負面表列方式涵蓋大部分服務業；（4）大幅減少被排

除之例外項目，以及（5）立即啟動加入進程，而無過渡期等，建議我國均

可採取正面支持之態度。  

4. 美國大陸開放協商建議：美國協定中所為之市場開放承諾相當有

限。僅占美國總政府採購市場的 3.2%。相較於歐盟對 GPA 參與國開放將近

15%的政府採購市場，以及我國的 27%，顯示出美國整體政府採購市場之開

放幅度的確明顯偏低，有改善之空間。又如美國附件二之地方政府範圍，一

方面並未涵蓋所有地方政府，且納入清單之地方政府，多數開放之附屬機構

亦相對有限，建議應視其他會員之動態，探詢美國多所保留之目的。又由於

美國開放程度偏低，因此雖然「購買美國國貨」條款應符合國民待遇原則，

但對於為承諾開放之市場部門，即無適用餘地。建議亦應視其他會員之動

態，支持美國消除此類歧視性限制之規定。  

5. 日、韓、星開放協商議題：以日本經濟及政府規模大小觀察，其附

件一所開放之機關數量，明顯低於其他會員及我國，而附件二之機關數量亦

有同樣之問題。顯示其尚有相當之開放空間。其次，在本次修正承諾附件三

之其他機關清單中，日本刪除日本酒精公司。但目前資料顯示該公司仍為公

營，因此建議可與日方確認刪除之原因。韓國於修正承諾中進一步限縮韓國

電力公司與韓國天然氣公司所為之服務採購範圍，此部分似有承諾倒退之情

形，建議應予以釐清。又固然韓國修正承諾中開放範圍明顯增加，但其仍然

於其修正承諾中保留對中小企業優惠待遇之排除條款，建議可視水平議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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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小企業決議」之提案發展，建議韓國應確保其給予中小企業之優惠

待遇，符合國民待遇原則，抑或至少將歧視性待遇改為有時間限制之過渡性

規定。最後由於新加坡為前述門檻金額改善水平議題之主導提案會員，故或

可建議其藉由降低其採購金額門檻，做為推動該提案之最佳範例。然而需注

意者，為我國之金額門檻與新加坡相同，故新加坡亦可能藉此邀請我國一起

調降。  

專題研究 3：貿易便捷化發展趨勢及我國之貿易利益研析與因應  
作法  

 研究內容與預期效益  

研析國際組織貿易便捷化發展趨勢及我國重要貿易夥伴對外洽簽 FTA

時在此議題之立場與協議中的相關內涵，進而探討其對我國貿易利益的影響

及我國如何在此議題發展趨勢下拓展貿易利益。  

本計畫的預期效益有下列幾點：  

1. 透過探討相關國際組織，如 WTO、World Bank、WCO、UNCTAD

以及 APEC 等之貿易便捷化發展，以瞭解該等國際組織於推動及執

行貿易便捷化的政策、實際工作與重要 TACB 計畫範例，俾掌握國

際間貿易便捷化事務之發展方向，進而提供我國未來因應與研提對

策之參考。  

2. 檢視亞太區域 RTA、FTA 內容之發展趨勢，及其貿易便捷化規範之

具體內容進行討論分析；並透過新加坡、紐西蘭以及韓國等國家對

外洽簽的主要 FTA/RTA 中貿易便捷化之條款，進行更詳細的檢視，

以瞭解渠等國家在 FTA/RTA 貿易便捷化議題之實質條文內容與可

能談判策略，以歸納其發展趨勢，提出我國爭取參與區域或雙邊貿

易便捷化事務的政策參考，及我國未來與重要貿易夥伴洽簽經濟合

作協議時，貿易便捷化條款應納入之重點內涵與所涉利益。  

3. 透過星、紐、韓三國對外所執行之 TACB 的途徑與方式，以及我國

在貿易便捷化相關領域之發展成果，研析我國可提供與貿易便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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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 TACB，並由我國重要貿易對象及邦交國中挑選我國可提供

TACB 之潛在國家（越南、菲律賓、宏都拉斯）及其可能需求，由

供需兩方面分析如何運用我具優勢產業以提供 TACB，或建立經濟

合作關係，拓展我國經貿利益，作為我國未來在多邊談判場域或洽

簽雙邊經貿協議時策略規劃之參考。  

4. 透過量化分析，探討我國與重要貿易對手國在執行貿易便捷化之各

項措施後，對我國經貿利益之影響。  

 結論與建議  

推動貿易便捷化已成為國際間經貿政策發展之趨勢。針對貿易便捷化對

我國貿易流量之影響，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我國前 50 大貿易對手國的「通

關日數」和「通關交易成本」皆顯著影響我國進出口。另外，貿易便捷化對

我國總體經濟、進出口貿易量變化，以及對各產業的實證評估，GTAP 模擬

結果顯示，貿易便捷化有助於改善我國總體經濟成長、提升我貿易順差。本

研究建議未來我國推動貿易便捷化 TACB 計畫可包括資通訊科技（ICT）與

運輸物流之軟硬體建設及人才培訓，並可以菲律賓、越南及宏都拉斯做為我

國提供貿易便捷化 TACB 重點國家。  

本研究參考國際間貿易便捷化之發展趨勢及主要國家執行相關 TACB

之策略與內涵等，並評估貿易便捷化經濟效益，研擬我國因應貿易便捷化議

題及提供 TACB 之整體政策與配套措施。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 持續積極參與多邊談判，以爭取全球貿易便捷化對我國的經貿利

益；  

2. 協助我貿易與投資密集的開發中國家提升貿易便捷化，以利我拓展

海外市場；  

3. 爭取在 WTO 未來成立的貿易便捷化常設機制下扮演積極角色；  

4. 積極參與及推動「標準與貿易發展機構基金」（STDF）下之國際

合作與 TACB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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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主要國際機構的「精神會員」自我期許，志願性遵循貿易便捷化

相關國際標準與規範；  

6. 將貿易便捷化列為我國談判 ECA 之重要議題，並與「經濟合作」、

「TACB」等章節進行連結；  

7. 搭配 ECA 下便捷化談判，引進企業參與「公私合夥機制」（PPP）； 

8. 在我整體援外政策下，制定貿易便捷化之 TACB 策略、目標、執行

原則與資源配置；  

9. 制定我國推動貿易便捷化之運作機制，強化相關機構職能與效率； 

10. 以成本效益規劃、評估我國執行便捷化國際合作與 TACB 整體策略

與個別計畫；  

11. 研究與便捷化相關組織、援助機構合作，共同執行 TACB 計畫；  

12. 推動具有我國發展特色的 TACB 成功案例，並加強國際宣傳。  

專題研究 4：從產業競合關係論中、日、韓經濟整合與對我國區域

參與之政策意涵  

 研究內容與預期效益  

本項專題研究之主要方向，包含歸納中日韓 FTA 共同研究之最新進展、

探討對東亞經濟整合之意涵，研析台灣與日、韓產業在中國大陸市場之競合

分析，以及對我國總體經濟、產業產出以及進出口貿易之影響等為研究重

點，最後則針對台灣加入之可能性與策略提出建議。  

具體而言，本研究達成以下效益：  

1. 了解構想形成之主要因素，以利掌握其未來可能進展。  

2. 了解東北亞經濟整合對東亞、以至亞太經濟整合之意涵。  

3. 了解對我國可能之影響。  

4. 瞭解我國產品相對日韓在大陸市場之競合關係，進而研擬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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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東亞經濟整合之策略。  

 結論與建議  

中、日、韓經濟整合的效益，對參與成員的正面影響都是具體而明顯的。

雖然短期內對中國大陸的效益較小，但是長期下透過外資流入與資本累積的

效益，中國大陸受益的程度即大幅度提高。然而中日之間、日韓之間宿有領

土主權之爭，政治關係又偶爾會有摩擦，因此可能影響推動經濟整合的意願

與力道。  

然而是東亞經濟整合能否順利發展的重要關鍵，在 TPP 與亞太自由貿易

區發展愈來愈具體之下，相信東亞區域主義會促使東亞自由貿易區進一步發

展，以致東亞國家會給中、日、韓一些壓力，促使早日啟動。一旦完成，我

國在總體經濟發展、對外貿易與產業發展上均可能受到最大的負面影響。除

了關稅減讓的負面影響以外，長期而言對吸引外資更是不利。  

台、日、韓產品在中國大陸市場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商品，都是相互競爭

的，當成型之後，我國所面對的關稅的不公平待遇，將使我國出口受到排擠，

市占率可能下降。而中國大陸目前存在的關稅，以車輛零組件、調製食品、

鞋帽、雜項製品、紡織品、石料玻璃器等最高，對我國影響將最大。  

針對如何加入東亞經濟整合，不論是基於 ECFA 或避免因為東亞經濟整

合對我國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皆應該早日完成兩岸 FTA/ECA。除了兩岸

FTA/ECA 之外，分別與日本、韓國簽署 ECA 或融入亞太經濟整合中亦是可

能的思考方向。然而台灣之參與區域整合，最重要者仍在於與中國大陸關係

之改善，而兩岸關係中又以九二共識為關鍵，因此面對未來，我國的因應策

略可以由幾個層面來看。首先兩岸關係是否能不斷改善，以致台灣可以如願

的與目標對象國加強經濟整合；其次是在無法與對象國進行制度面的整合

下，是否有其他可以減少負面衝擊的次佳辦法。第三是可否藉由 ECFA 而局

部參與中日韓整合。  

（一）兩岸關係持續改善之下爭取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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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中各表、九二共識及兩岸簽署 ECFA 之模式下，可爭取分別與日本

及韓國簽署 ECA，加強台日與台韓經濟整合，其中台日 ECA 應優先於台韓

ECA。其次，與 TPP 會員國分別加強與其正式或非正式的整合，以逐步融入

亞太經濟整合。  

（二）在無法與對象國順利整合之下的次佳策略：  

如果兩岸互信無法持續強化，可以依據 FTA 內涵之重要議題，以雙邊

諮商及堆積木方式逐步消除非關稅障礙，同時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加強吸引

外資進入，以加速台灣產業升級速度。在展開雙方諮商時，如果對象國願意

以互免關稅方式開放市場，亦可同步展開，惟最後協商結果仍必須適用最惠

國待遇原則。  

（三）藉由 ECFA 加入中日韓經濟整合：  

由於中日韓 FTA 是中日韓合作願景的一部分，以目前中國大陸對一中

的立場來看，藉由 ECFA 加入中日韓經濟整合的方式，最可能與最有利的情

況是在經貿部分局部參與中日韓經濟整合。  

專題研究 5：WTO 與自由貿易協定爭端解決機制規範與實務運用

之比較：主要國家之策略與經驗  

 研究內容與預期效益  

本專題研究之重心，在於針對北美、亞洲、歐盟地區現已完成簽署或生

效執行，且對台灣貿易、投資及產業競爭發展具重要性之 FTA，就其爭端解

決機制與相關條文與實際運用情形等，進行深入研究。其次，本研究亦從其

與 WTO《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之差異，探討相關國家之策略作法，

及對台灣之影響等。  

本計畫預期效益如下：分析、整理主要國家之 FTA 爭端解決機制之設

計與規範，以了解各協定設計及爭端發生時之處理方式；分析、整理主要國

家之 FTA 爭端解決機制之條文與 WTO《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之差

異，探討其對當事國及 WTO 之影響；從法律、政治、外交、經濟等多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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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分析主要國家，如美國、歐盟等之 FTA 爭端解決機制之設計、談判與實

務運用，與其對國家利益之影響；提出我國未來簽署 FTA 或經濟合作協定

(ECA)時，關於爭端解決機制之設計與規範之參考與政策建議。  

 結論與建議  

經本研究分析選定區域或國家參與多邊與雙邊爭端解決機制的策略與

實際作法，可以發現雖然歐盟、美國對於在 WTO 與 FTA 運用爭端解決機制，

以維護貿易權益的企圖強烈，但在 FTA 下除 NAFTA 國家外，歐盟利用 FTA

或 RTA 解決爭端情形甚少；至於日本、韓國在 WTO 下主要係以已開發國家

為目標，韓國亦則集中於美國、歐盟、日本，兩國在 WTO 下均鮮少對開發

中國家提出指控案件，在 FTA 下則迄今未曾出現具體個案。惟韓國與歐盟、

美國過去在 WTO 下互提指控情形頻繁，在韓國─歐盟、韓美 FTA 陸續生效

後，彼此是否會選擇在 FTA 機制下處理貿易爭端，值得繼續觀察。  

研究歸納國際間有關爭端解決機制之發展，對我國的啟示與可能產生之

影響包括：（一）WTO 仍為當前國際間解決貿易爭端之最有效與迅速之場

域，但 FTA 爭端解決機制仍有其重要性不可偏廢，我國應謹慎設計 FTA 下

之爭端解決機制；（二）我國決定選擇在 WTO 或 FTA 下進行爭端解決程序

時，應考慮因素包括：訴訟的時效性、公平性；與對手國之經貿關係與外交

關係；我國與對方是否具有適當且專業的爭端小組成員或仲裁人選；訴訟結

果是否對於 WTO 法律之釐清具有重要意義等；（三）對於我國貿易對手國，

及可能洽簽 FTA 或 ECA 之對象國，應深入研究其 FTA 談判策略下對於爭端

解決機制採取之立場，與實務上對 WTO、FTA 或其他爭端解決場域之政策

偏好，提供我國後續談判之參考；（四）鑑於 WTO 與 FTA 解決爭端之重要

性，我國應即刻培養相關國際法律人才，建立充足之人才庫，俾能建立我國

在 FTA 下兼具理論與實務之仲裁小組成員名單。  

最後，並提出我國因應與政策建議：（一）關注 FTA 之發展對於 WTO

爭端解決機制運作與司法實務之影響；（二）研究我主要對手國選擇在 WTO

或 FTA 下進行爭端解決之策略與實際裁決結果對其之意涵；（三）以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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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解決為基礎，並參考先進國家條文規定，設計我國 FTA 中的爭端解決

專章與相關程序性規定；（四）積極培養相關法律專家，作為未來 FTA 專

家小組名單的培植人選；（五）持續進行 WTO 下爭端個案裁決報告之蒐集、

整理，並按議題別進行整體性之研析，擴大爭端個案裁決報告資料庫之利用。 

專題研究 6：中國大陸國內市場相關法令規範及實務與 WTO 法制

之符合性研究  

 研究內容與預期效益  

本研究之主要方向，在於研析中國大陸之國內市場規範及執行對台商之

營運障礙，並以台商由出口轉營中國內銷市場面臨的困難與挑戰為研究重

點。其次，本研究針對掌握台商參與中國大陸採行的各項擴大內需政策之困

難與障礙，以及轉營內銷市場後不同營運模式及投資布局調整可能面臨的法

規及實務障礙問題，研析造成前述障礙之法規及實務與其他 WTO 會員慣行

作法之差異及 WTO 適法性，並針對前述障礙事項研提我政府因應建議。  

本研究效益計有下列四點：  

1. 瞭解台商轉營內銷市場主要面臨的法規面與經營面障礙。  

2. 瞭解台商參與中國大陸擴大內需方案之法規及經營面障礙。  

3. 對於中國前述措施確認其 WTO 適法性，並瞭解其他主要 WTO 會員

常見作法。  

4. 根據以上研究成果，從 WTO 等場域可採用作法與其他具體建議事項

兩方面，提出具體政策建議供政府參考。  

 結論與建議  

有鑑於先進國家市場之萎縮，以及中國大陸內需市場之發展，再加上中

國大陸本身十二五經濟發展計畫及如新三十六條等，以提昇民間資本參與產

業發展之政策方向等背景下，本報告之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台商在中國大陸

市場面臨之規範面與經營面之營運限制與障礙，俾作為我國政府未來協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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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解決與因應之政策基礎。具體而言，對於本報告研究範圍之各項議題，提

出以下之政策建議：  

1. 中國大陸有若干法令與 WTO 承諾及義務不符：透過本報告分

析結果，歸納出中國大陸在直銷服務、電信服務、金融服務與

鐵路運輸服務四個行業，有與其 WTO 市場開放承諾不一致之

問題；至於註冊資本額要求、經營期限、資質認定以及投資審

批程序等四項，則有未記載於 WTO 承諾表之歧視性措施存在。

至於涉及其他 WTO 義務之項目部分，則主要集中於與 TRIPS

及 TBT 協定義務不一致之項目。  

2. 優先以兩岸平台解決台商問題：解決上述中國大陸與其 WTO

開 放 承 諾 有 所 落 差 之 可 能 疑 慮 ， WTO 場 域 與 兩 岸 所 簽 署 之

ECFA 及其後續協議，特別是依據 ECFA 所建立之兩岸「經濟

合作委員會」之協商，皆為可能之管道。然而，若以 WTO 做

為平台，則針對台商所面臨之歧視性（亦即違反國民待遇）措

施，例如審批程序、資本額、經營期限、資質認定等問題提出

質疑之場合，一為利用中國大陸進行貿易政策檢討之場合，一

為利用爭端解決機制。對於前者，因無法律之拘束力，效果較

低，而後者固然具有拘束力，但勢將引發其他會員之注意及參

與。特別是若最後爭端解決小組果真認定中國大陸違法，則其

若非需要修改其 GATS 承諾表（各會員可提出補償要求），就

是必須修正其違法之措施。由務實面考量，一方面我國對於中

國大陸，事實上亦尚未完全落實 WTO 之開放承諾，故藉由 WTO

提出以上質疑，固然在法律上可行，但亦有暴露我國本身不符

合性措施之疑慮，他方面若導致中國大陸修正承諾，則並無法

進一步爭取台商利益之維護；而若中國大陸修改其違法措施，

則各國業者均可與台商享有相同利益，均非政策上之最佳選

項。準此，若由提升台商利益之務實考量出發，以兩岸經貿協

議及協商機制，作為解決台商問題之方式，則中國大陸可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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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涉台法律，給予台商（優於其他國家業者）之國民待遇，

應為較佳之解決方式。  

3. 分階段解決台商問題  

（1）短中期階段：應先行解決違法 WTO 義務之市場開放限制及歧

視性國內法規，同時確保自主市場開放承諾。特別是對於自主市場

開放承諾部分，目前有若干服務業（例如新聞網站與網路視聽服

務、出版業服務等）雖不屬於中國大陸在 GATS 之承諾開放範圍，

但在其吸引外國資金之政策下，已納入外商投資指導目錄之開放投

資項目，惟可能設有中外合營等投資模式要求）。但由於外商投資

指導目錄為中國大陸國內法，其隨時可根據其政策需求而單方面修

改、禁止。但此等行業即可以開放，意味著對於國內市場之衝擊有

限，且敏感度為中國大陸所可接受者。因此在兩岸推動服務業進一

步自由化時，應優先協商消除歧視性待遇，並針對自主開放項目轉

化為具體承諾，以產生鎖住(lock-in)效果。  

（2）長期計畫：中國大陸法制目前對於我國及其他外國業者造成

最大之困難與障礙者，為其普遍適用之投資及執照取得許可審批制

度；其次為監管制度，而兩者皆與中國大陸相關制度過於繁複有

關。從國際趨勢來看，朝向消除不必要之投資審批程序或簡化監管

措施之要求，均為中國大陸發展之政策方向。惟此二者均涉及體制

改革之問題，但卻是解決台商所面臨障礙之核心關鍵議題，故建議

應作為長期兩岸合作之重要項目，並可透過經驗交流及資訊交換，

彼此學習經驗，逐步引導中國大陸制度與我國或各國趨勢作法，逐

漸調和與接軌。  

4. 持續對台商有高度商機之產業進行調查：本報告主要針對中國

大陸市場開放之「法規面」議題，以及基於中國大陸制度與執

行等法制面因素造成之「經營面」整體性障礙問題，加以分析，

至於個別外資與台商因市場需求、私人經營糾紛等障礙，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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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研究範圍。在本報告文獻資料分析，以及實地訪談台商

後發現，基於中國大陸幅員遼闊，不同地方政府對台商所造成

之經營障礙之方向及程度，均有所差異。準此，本報告建議政

府應持續針對台商在中國大陸有高度商機之產業，以台商聚集

之特定區域或經濟特區，針對地方政府之措施進行調查貿易障

礙與法律面限制，以瞭解實際問題，並作為支援兩岸 ECFA 協

商時具體案例基礎。  

 



 

 
31

五、即時性議題研究與諮詢服務概述 

（一）計畫內容 

今（2011）年度之執行架構，原則上仍依據 2010 年之規劃，但略作修

正，預定執行案件數部份，分別為即時研究 20 件、諮詢服務 45 件（實際執

行案件則為即時研究 20 件、諮詢服務 48 件）。  

即時研究服務之研究題目，原則上由委託單位依據需求機動提出。每項

即時研究案執行時間視需要以 1 至 6 個月為度，以確保本項計畫之機動性

質，以及將其與中長期之專題性研究予以區隔。除此之外，本中心亦配合國

際經貿情勢之發展與脈動，適時向主政單位建議適合之研究題目。  

至於書面諮詢服務部份，則以 7 至 30 天為工作時限。在諮詢服務部份，

其主要服務項目包含：1.我國參加 WTO 及其他國際組織之經貿議題，以及

FTA 相關事務之書面諮詢報告至少 45 件；2.出席工作分組會議，提供諮詢；

3. 會同出席 WTO 等國際組織之相關會議，提供諮詢（第 2、3 項工作至少

45 人次）。  

（二）執行成果摘要 

1.即時性議題研究 

今（2011）年度執行之即時議題研究共計 20 項，如下表 4 所示。即時

性議題多集中於區域貿易協定議題為主，計有 12 件（含跨議題）之多，其

他議題則佔少數（表 5）。提出需求單位以貿易局為多，共計提出 12 件即

時性議題研究案；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提出 3 件、行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提出

2 件，其他單位提出需求相對較少（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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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1 年度台灣 WTO 中心接受即時性議題研究列表 

編號  需求  
單位  議題  研究題目  主要研究人員  執行進度簡述  

10001 貿易局雙一

組  
區 域 貿 易

協定  
（#10001_密件）  杜巧霞 , 姚鴻成 , 

吳佳勳 , 李宜靜 , 
梁逸韵  

1. 2011/4/12 回覆初稿。  
2. 已於 2011/11/2 結案。  

10002 貿易局多邊

組  
其他  入會後我國經貿自由化程度之研析  杜巧霞 , 靖心慈 , 

李淳 , 顏慧欣 ,  
吳佳勳 , 吳玉瑩 , 
陳逸潔  

1. 2011/4/15 回覆初稿。  
2. 已於 2011/10/26 結案。  

10003 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貿易規則  （#10003_密件）  洪志銘 , 吳柏寬 , 

陳逸潔  
1. 2011/9/1 回覆初稿。  
2. 研究團隊依據委託單位及各單

位意見修改報告中。  
3.已於 2011/12/8 結案。  

10004 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區 域 貿 易

協定  
我 國 對 外 洽 簽 自 由 貿 易 協 定 對 漁 業 之

影響評估  
張靜貞 , 陳逸潔  1.已於 10 月初回覆初稿。  

2. 已於 2011/12/20 結案。  

10005 貿易局多邊

組  
其他  台灣加入 WTO 十年成果檢視之研究  吳佳勳 , 徐遵慈 ,

吳玉瑩 , 葉長城 , 
吳子涵 , 姜博瑄 , 
陳建州 , 許裕佳  

1.2011/3/31 回覆初稿。  
2.經過多次與委託單位開會與修

正，於 2011/9/14 結案。  

10006 貿易局雙二

組  
區 域 貿 易

協 定 ,貿 易

發展  

（#10006_密件）  顧瑩華 , 楊書菲 , 
高君逸  

1.2011/8/12 回覆初稿，並於

2011/8/25 於貿易局進行簡報。  
2. 研究團隊依據委託單位意見修

改報告，於 2011/11/23 結案。  

10007 貿易局雙二 區 域 貿 易 （#10007_密件）  顧瑩華 , 楊書菲 , 1.2011/8/12 回覆初稿，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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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  
單位  議題  研究題目  主要研究人員  執行進度簡述  

組  協 定 ,貿 易

發展  
高君逸  2011/8/25 於貿易局進行簡報。  

2. 研究團隊依據委託單位意見修

改報告，於 2011/11/23 結案。  

10008 貿易局雙二

組  
區 域 貿 易

協 定 ,貿 易

發展  

台歐盟 ECA 進攻與防守策略之研析－

以韓歐盟 FTA 歐盟與韓國服務業市場

開放部分分析  

李淳 , 顏慧欣 ,  
陳孟君 , 王煜翔 , 
李韋廷  

1.2011/8/29 回覆初稿，並於

2011/8/30 於貿易局進行簡報。  
2.已於 2011/11/8 收到修正意見後，

修正報告結案。  

10009 貿易局雙二

組  
區 域 貿 易

協 定 ,貿 易

發展  

台歐盟 ECA 進攻與防守策略之研析－

韓歐盟 FTA 對非關稅貿易措施之規範

內容分析  

李淳 , 顏慧欣 ,  
陳孟君 , 王煜翔  

1.2011/8/29 回覆初稿，並於

2011/8/30 於貿易局進行簡報  
2.已於 2011/11/8 收到修正意見後，

修正報告結案。  

10010 貿易局雙邊

二組  
貿易環境  （#10010_密件）  葉長城 , 溫麗琪 , 

吳佳勳 , 吳玉瑩 , 
李欣蓁 , 陳建州 , 
許裕佳  

1. 已於 2011/5/31 繳交初稿。  
2. 已於 2011/9/19 結案。  

10011 貿易局多邊

組  
貿 易 便 捷

化  
WTO 貿易便捷化談判結果對我國經濟

效益之量化評估  
徐遵慈 , 吳佳勳 , 
吳玉瑩  

1. 已於 2011/8/1 繳交初稿。  
2. 研究團隊依據委託單位意見修

改報告，於 2011/12/2 結案。  

10012 農委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

局  

SPS,農業  「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主要規

範及其對我農產品輸美之影響」研析  
徐遵慈 , 吳佳勳 , 
吳子涵 , 姜博瑄  

1. 已於 2011/8/1 繳交初稿。  
2. 已於 2011/11/7 結案。  

10013 標準檢驗局  技 術 性 貿

易障礙  
FTA/TBT 專章與 WTI 架構下洽簽商品

檢 驗 相 互 承 認 (MRA)協 議 之 推 展 策 略

與產業衝擊分析  

李淳 , 羅時芳 ,  
顏慧欣  

1. 已於 2011/11/15 繳交初稿。  
2. 研究團隊依據委託單位意見修

改報告，於 2011/12/8 結案。  



 

 
34

編號  需求  
單位  議題  研究題目  主要研究人員  執行進度簡述  

10014 經貿談判代

表辦公室  
區 域 貿 易

協定  
（#10014_密件）  徐遵慈 , 吳佳勳 , 

吳玉瑩 , 吳泰毅 , 
李欣蓁  

1. 已於 2011/6/16 繳交初稿。  
2. 已於 2011/10/6 結案。  

10015 經貿談判代

表辦公室  
區 域 貿 易

協定  
（#10015_密件）  杜巧霞 , 靖心慈 , 

顏慧欣 , 李宜靜 , 
梁逸韵  

1. 已於 2011/6/24 繳交初稿。  
2. 已於 2011/8/22 結案。  

10016 貿易局雙邊

二組  
區 域 貿 易

協 定 , 貿

易投資  

我國與 EFTA（歐洲自由貿易協會）洽

簽 FTA 之經濟效益評估    
杜巧霞 , 吳佳勳 , 
吳玉瑩 , 李宜靜  

1.已於 2011/10/28 完成並繳交初稿。 
2. 已於 2011/12/12 結案。  

10017 貿易局雙邊

二組  
區 域 貿 易

協定  
日歐盟 FTA 對我國經濟及產業之影響

評估  
顧瑩華 , 楊書菲 , 
高君逸  

1.本研究案於 12 月中完成。  
2. 已於 2011/12/23 結案。  

10018 農委會國際

處  
農業  （#10018_密件）  張靜貞 , 陳逸潔  1.本研究案於 11 月 30 日完成。  

2.已於 2011/12/16 結案。  

10019 貿易局雙邊

二組  
區 域 貿 易

協定  
美韓 FTA 對我貿易影響評估及因應措

施  
顧瑩華 , 劉大年 , 
楊書菲 , 馬毓駿 , 
禤慧芸 , 高君逸  

1.本研究案於 11 月 30 日完成。  
2. 已於 2011/12/16 結案。  

10020
撤案  

貿易局多邊

組  
其他    本案於 10 月 26 日通知撤案。  

10021 經貿談判代

表辦公室  
區 域 貿 易

協定  
（#10021_密件）  杜巧霞 , 吳佳勳  1.已完成研究報告。  

2. 已於 2011/12/16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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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1年度台灣WTO中心接受即時性議題研究「議題別」

統計表 

議題別  件數  

區域貿易協定  7 

農業  1 

貿易規則  1 

貿易便捷化  1 

貿易環境  1 

技術性貿易障礙  1 

區域貿易協定 , 貿易發展  4 

區域貿易協定 , 貿易投資  1 
跨

議

題  
SPS, 農業  1 

其他  2 

總計  20 

 

表 6 2011 年度台灣 WTO 中心接受即時性議題研究「需求單

位別」統計表 

需求單位別  件數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多邊貿易組  3 

雙邊貿易一組  1 

雙邊貿易二組  8 
 

12 

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  3 

行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2 

行政院農委會國際處  1 

行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 

總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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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於 2008 年度新增「整合專家平台」制度，依據議題性質由專家

名單中委請合適之專家學者共同參與執行，以擴大研究之深度與廣度。今年

度之即時性議題研究，由院外專家執行之案件有 5 件（表 7）。未來仍會繼

續視議題之需求與性質，尋求適切院外專家學者參與研究之執行。  

表 7 2011 年度即時性議題研究由專家平台之專家參與執行之統計表 

編號  需求單位  研究題目  計畫主持人
參與研究之  

專家平台學者  

10001 經濟部國際

貿易局雙邊

貿易一組  

（#10001_密件）  杜巧霞  姚鴻成：擔任研究顧問，

提供研究指導與參與研

究  

10004 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我國對外洽簽自由貿易協定對

漁業之影響評估  
張靜貞  張靜貞：擔任計畫主持人

10017 貿易局雙邊

二組  
日歐盟 FTA 對我國經濟及產

業之影響評估  
顧瑩華  陳添枝：擔任研究顧

問，提供研究指導  

10018 農委會國際

處  
（#10018_密件）  張靜貞  張靜貞：擔任計畫主持人

10019 貿易局雙邊

二組  
美韓 FTA 對我貿易影響評估

及因應措施  
顧瑩華  陳添枝：擔任研究顧

問，提供研究指導  

 

2.諮詢服務  

今（2011）年度諮詢服務從 1 月 11 日簽約日開始運作，已執行之諮詢

案件共有 48 件，出席工作分組會議共計已達 35 場次，55 人次。  

今年度已執行 48 件之諮詢服務案件中，諮詢議題分布仍以區域貿易協

定議題為最主，有 16 件之多。其他議題如市場進入與服務貿易各占 5 件、

農業議題 3 件（表 8），其他議題則僅佔少數。提出諮詢服務需求單位以國

際貿易局與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為多，各提出 19 件與 18 件諮詢案需求；其

他單位提出諮詢服務需求仍相當有限（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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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1 年度台灣 WTO 中心接受諮詢服務「議題別」統計表 

議題別  件數  

區域貿易協定  16 

服務貿易  5 

市場進入  5 

農業  3 

貿易發展  2 

政府採購  2 

SPS 1 

技術性貿易障礙  1 

防衛措施  1 

原產地規則  1 

貿易環境  1 

貿易競爭  1 

電子商務  1 

SPS, 貿易規則 , 農業 , 技術性貿易障礙 , 市場

進入  (1) 

市場進入 , 技術性貿易障礙  (1) 
跨議題  

市場進入 , 區域貿易協定  (1) 

3 

其他  5 

總計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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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1 年度台灣 WTO 中心接受諮詢服務「需求單位別」統計表 

需求單位別  件數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國際貿易局  2 

國際貿易局 ECFA 小組  1 

國際貿易局多邊貿易組  12 

國際貿易局雙邊貿易一組  4 
 

19 

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  18 

外交部  

外交部北美司  2 

外交部經貿司  2 
 

4 

行政院新聞局  2 

交通部航政司  1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 

農委會國際處  1 

總計  48 

 

今（2011）年度之諮詢服務，由院外專家參與執行之案件有 3 件（表

10）。後續諮詢服務仍視議題之需求與性質，繼續尋求院外專家學者參與研

究執行之機會。  

表 10 2011 年度諮詢服務由專家平台之專家參與執行之統計表 

 研究計畫名稱  計畫  
主持人  

參與研究之  
專家平台學者  

諮詢

1000302 
我國就美方提案文件(TN/TE/W/78)
之研析意見及回應立場  

施文真  施文真：擔任研究計畫

主持人，撰寫研究內容

諮詢

1000501 
請研析如何透過民間團體之力量，

順利推動「洽簽 FTA」政策，並研

擬我國可參考之可行作法  

姚鴻成  姚鴻成：擔任計畫主持

人  

諮詢

1000806 
韓歐盟 FTA 農產品市場開放模式之

研析   
陳逸潔  張靜貞：擔任顧問提供

研究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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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料庫建置與維護及電子報概述 

（一）計畫內容 

資料庫及電子報的建置與維護劃分為二個子計畫執行，分別為（1）建

置國際經貿資料庫並發行電子報，充實政策及學術研究之基礎環境、（2）

建置我政府開發援助（ODA）資料庫之輔導上線、諮詢及教育訓練。  

1.建置國際經貿資料庫並發行電子報，充實政策及學術研究之基礎

環境  

本項工作分為「維護及更新本計畫歷年來建置之網站及資料庫」及「每

週發行 WTO 電子報」、「充實圖書館圖書」等三大部分。  

首先在「維護及更新本計畫歷年來建置之網站及資料庫」2011 年的工

作內容包括：（1）維持網站及資料庫運作環境之安全防禦功能；（2）WTO

最新文件的擷取、處理與轉寄；（3）更新及擴充已完成的 7 個「網站」、

「文件型資料庫」及「經濟統計型資料庫」內容與功能。  

在「每週發行 WTO 電子報」，2011 年則有：（1）維護 WTO 電子報內

容與品質、建構與各界合作之平台、（2）定期發行 WTO 電子報，維護 WTO

電子報功能、（3）加強 WTO 電子報宣導，增加訂戶數量及（4）WTO 電子

報專題分析彙編編印等 4 個工作項目。  

最後，「充實圖書館圖書」將在過去（2010）年度基礎上持續朝四個工

作項目規劃，有軟硬體事務經營；彙整並蒐購最新相關國際事務的出版物，

以充實圖書館館藏；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加強宣傳圖書館，以提升普及度等。 

2.建置政府開發援助（ODA）資料庫之輔導上線、諮詢及教育 
訓練  

在建置我政府開發援助（ODA）資料庫之輔導上線、諮詢及教育訓練部

分，2011 年工作內容包括有：  

 維護及更新 ODA 系統：包括有網路版系統上線與元件更新、根據

使用者需求維護更新 ODA 系統功能與內容、根據 OECD 公佈 ODA



 

 
40

提報系統相關更新資訊調整我 ODA 系統之對應內容；  

 教育訓練及諮詢服務：則有舉辦教育訓練及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二）執行成果摘要 

1. 建置國際經貿資料庫並發行電子報，充實政策及學術研究之基

礎環境  

截至 12 月底止，已陸續完成本計畫歷年來建置之網站及資料庫在今

（2011）年的維護及更新作業。首先，在「維持網站及資料庫運作環境之安

全防禦功能」，完成依 WTO 議題分類進行議題群組化的權限控管的工作，

並且設置一入侵偵測防護系統（IPS）及網路防火牆（Firewall），以保護網

頁應用程式的安全；在資料庫密碼更新作業方面，已於 8 月完成 61 個部會

的資料庫密碼更新作業，更新後的「資料庫碼保管人名冊」已於 11 月以公

文寄送至經濟部國際貿易局留存。  

在「WTO 最新文件的擷取、處理與轉寄」工作成果方面，則每日進行

WTO 最新文件的擷取、處理與分送工作，總計今（2011）年已經分送 2,563

份信件；另外，為了確保新承辦人員能夠正確收到 WTO 相關文件，中心除

了隨時接受國際經貿策略聯盟布局工作小組成員名單的異動，並於 10 月底

完成轉寄名冊的更新作業，總計完成 82 個部會的資料更新，而更新版的轉

寄名冊亦已於 11 月寄送到各議題的主政單位。  

在更新及擴充已完成「網站」、「文件型資料庫」及「經濟統計型資料

庫」的工作成果中，採取機動性維護方式及依據資料屬性，分別進行日、週、

月、年的個別維護計畫，陸續完成 1 個網站及 7 個資料庫的資料新增或更新

作業，各項網站及資料庫的的維護週期表，見表 11。  

最後，配合經濟部國際貿易局辦理「台灣入會十年－自由化的機會與挑

戰」系列活動，中心於今（2011）年針對我國入會十年建置「台灣加入 WTO

十週年」網站，於 10 初步完成後，於 10 月 4 日與經濟部國際貿易局進行簡

報，正式上線日期則於 12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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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WTO 中心網站與各項資料庫維護週期表 

維護週期  網站／資料庫／工作項目  

日  1. WTO 最新文件的擷取、處理與分送  

2. WTO 中英文專屬網站  

3. WTO 知識專家系統  

4. TBT 通知文件暨強制性商品檢驗規定資料庫  

5. 單機版文件資料庫  

週  1. WTO 與國際組織會議行事曆資料庫  

月  1. 爭端案件資料庫  

季  1. 影響我國之貿易障礙資訊資料庫  

半年  1. 主要國家關稅查詢系統  

註：以上網站、資料庫及工作項目除了上述的維護週期外，同時機動性的配合資料的

提供，即時性進行維護更新。  

 

其次，「每週發行 WTO 電子報」今（2011）年度截至 12 月底止，WTO

電子報已發行 50 期，專欄部分計有專題分析 29 篇，轉載 19 篇，特別報導

2 篇，名家訪談 1 篇，國際交流 3 篇，人才培訓 3 篇，以及產業宣導 3 篇；

新聞部分刊載 331 則，其中 WTO 相關消息計有 166 則，主要貿易國活動 165

則。另外，配合貿易局 4 月 18 日貿多字第 10003503390 號文，在專題分析

部分已包含「經貿自由化系列專題」9 篇。  

為維持讀者新鮮感，於今年 4、5、7、12 月設計 4 款電子報新樣版，總

樣版數達 13 款，截至 12 月底已使用 12 款，將延續一至二個月更新一次電

子報樣版之頻率。  

在電子報宣傳與讀者互動方面，已於 6 月份完成編印《WTO 電子報專

題分析彙編 二○一○年》，並已於 6 月底完成寄送工作，截至 11 月底止，

寄送及後續索取共送出 350 本；另在讀者反饋部分，累計收到 10 則讀者意

見，皆對電子報表示讚賞，認為內容豐富實用。  

目前電子報訂戶近一萬五千人，以學術訂戶為大宗（54.12%），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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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37.01%，政府單位佔 6.84%，組織團體佔 2.02%。由各月累積瀏覽量增長

情形觀之，可知電子報已擁有固定讀者群，期可為推展我國 WTO 與相關經

貿知識發揮作用。  

最後，「充實圖書館圖書」的執行成果，在資料的蒐購方面，今（2011）

年度持續採購 WTO 組織、相關國際組織以及各大出版商 2011 年所出版的

最新出版物。持續上網下載 WTO 網站上最新的文件，依議題分類存檔。並

繼續引進相關重要資料庫，例如 LexisNexis Database、Market Access Map、

OECD iLibrary Database、World Bank E-Library 等。在採購國內政府單位所

發行的相關出版品上，仍以上網或出版書目等各種管道獲取政府出版資訊，

再透過索贈或購買方式徵集入館。為提供更多元的圖書資料且能貼近政府部

門的需求，不定期將蒐集到的新書書目資料清單，以 E-mail 方式傳送給政

府部門有辦理借書者，以供其推薦圖書。  

截至今（2011）年 12 月底止，總計已徵集 349 本圖書、29 種紙本期刊、

16 種資料庫、6,951 筆 WTO 文件、281 件報告及諮詢案件。建館迄今（2011）

年 12 月底為止已累計 4,792 本圖書、59 種紙本期刊、16 種資料庫、100,710

筆 WTO 文件、3,502 件報告及諮詢文件。  

在館藏目錄服務方面，為了滿足政府單位、中心研究同仁，以及社會各

界人士能方便參閱或借閱圖書資料以及資料保存的安全性，由中華經濟研究

院免費提供給中心圖書館使用的「圖書館自動化查詢系統」於 2010 年度更

換新系統，中心圖書館的查詢系統也隨之更新而提供更為便利功能更強的館

藏查詢系統，以服務政府單位及社會各界人士。對內提供「WTO 中心各級

政府資訊文件查詢系統」，以服務中心研究同仁，並確保資料在利用上的便

利性及安全性。  

在圖書館的服務方面，持續提供寬敞且舒適的服務空間、維護館藏資

料、館藏目錄線上檢索服務、資料庫檢索服務、電子期刊檢索服務、熱門期

刊目次檢索服務、最新期刊通報服務、新書選介圖書借閱服務、圖書到館通

知服務、圖書借閱到期通知服務、館際複印服務，以及館內影印服務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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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維護並更新圖書館專屬網頁，透過該網頁不僅可獲知有關圖書館各項資源

及相關消息，並可以此網頁為窗口，進而利用圖書館提供的各項服務等。  

在圖書館的服務績效上，除了繼續藉助各類研討會及說明會等場合宣導

外，上網使用中心圖書館資源的人次截至今（2011）年 12 月底止達到 17,365

人次，展現圖書館虛擬服務已具有明顯的成效與成果。  

2.建置政府開發援助（ODA）資料庫之輔導上線、諮詢及教育 
訓練  

2009 年建置完成之我國政府開發援助（ODA）提報系統，主要分為外

交部與國合會使用之網路版以及其他單位所使用之單機版共兩套系統；網路

版系統已分別於 2009 與 2010 年度安裝於外交部與國合會之內網，並於去

（2010）年透過舉辦教育訓練之機會，將單機版系統發送予部分外交部外之

ODA 業務承辦部會單位。今（2011）年度亦將持續針對加強使用功能、操

作介面中文化、配合 OECD 新公佈之內容以及其他使用者需求進行系統之調

整與更新，並協助檢視與排除系統運作異常之情形。  

為協助 ODA 資料庫相關使用人員及新承辦人員得以順利操作系統，已

於去（2010）年度舉辦 4 場教育訓練課程，參與者總計有 62 位；而今（2011）

年亦延續將配合外交部經貿司推廣 ODA 系統之填報時程，分別於 2011 年 3

月 23 日與 12 月 14 日辦理兩場教育訓練，對象為外交部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參與人員為共計 22 位。此外，中心團隊除持續與外交部經貿司保持密切聯

繫溝通，亦提供其他 ODA 系統使用者資料庫相關諮詢服務；截至 12 月底，

各部會總計使用 7 次的諮詢服務，使用該項服務之部會單位包括衛生署國際

合作處、財政部、經濟部商業司、經濟部公開金鑰基礎建設（PKI）推動專

案辦公室、外交部亞太司與農委會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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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1 年資料庫建置與維護及電子報執行成果概況表 

使用次數  工作內容／網站／  
資料庫  2011 執行成果  資料處理

量  2011 年  2010 年  成長率（％） 
維護及更新本計畫歷年來建置之網站及資料庫  
維持網站及資料庫運作

環境之安全防禦功能  
 完 成 密 碼 變 更 及 帳 號 ／ 密 碼 保 管 人 資 料 的 年 度 確 認 作

業，總計 61 個部會。  
 更新後的「資料庫密碼保管人名冊」寄送至經濟部國際貿

易局留存。  

61 
（筆）  

－  －  －  

WTO 最 新 文 件 的 擷

取、處理與轉寄  
 每日擷取 WTO 最新文件、分類及寄送，總計處理 6,679

份文件，總計寄送 2,563 份信件。  
 處理 17 位布局工作小組成員的接收議題別之異動。  
 完成「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文件轉寄名冊」年度資料的

更新增補工作，總計 82 個部會，307 位。  
 更新完成後轉寄名冊寄送給各議題的主政單位留存。  

9,242 
（筆）  

－  －  －  

WTO 專 屬 中 英 文 版 網

站  
1. WTO 專屬網站（中文網站）：  

 更新「中心組織」的研究人員相關資訊。  
 新增 2 本中心出版品的相關資料。  
 配合 World Trade News 登錄，更新網頁內容。  
 新增 245 至 294 期（總計 50 期）的電子報清單及專題、

新聞與辭典的索引清單的網頁內容。  
 更新「WTO 議題」的 39 項議題的議題簡介、知識庫的

文件分類架構、相關網站及專家庫資料。  
 調整「首頁»電子報»作者索引」網頁選單功能。  
 調整「兩岸貿易議題」功能選單與新增「ECFA 早收清

單查詢」功能。  
 加強及調整首頁的樣版及功能，新舊首頁的功能與內容

差異性見表 4。  
2. WTO 專屬網站（英文網站）：  

 即時更新「WTO Document」及「World Trade News」

網頁內容。  
 新增 9 篇研討會及演講之英文翻譯與登錄作業。  

365 
（日）  

3,055,333 2,043,713 49.40 



 

 
45

使用次數  工作內容／網站／  
資料庫  2011 執行成果  資料處理

量  2011 年  2010 年  成長率（％） 
 完成 2010 年專題研究題目之翻譯及登錄作業。  

台灣加入 WTO 十週年

網站  
 完成網站架構及版面設計。  
 完成「落實開放」、「經貿收穫」及「國際表現」的內容

提供。  
 完成「入會十週年系統活動」下的 4 個項目的內容提供。

 上傳 87 筆歷史紀要。  

87 
（筆）  

－  －  －  

WTO 知識專家系統  每日登錄 WTO 最新文件，配合電子週報發刊、諮詢案之授

權登錄，進行新聞與其他知識文件登錄作業，總計新增 6,679
筆 WTO 與其他相關文件。  

6,679 
（筆）  

2,996,514 3,195,268 -6.22 

爭端案件資料庫   新增 9 篇新爭端案件的相關資訊。  
 新增 13 篇 Panel Report 爭端解決程序（文件編號：WT/DS

編號 /R）。  
 新增 5 篇 Appelate Body Report 爭端解決程序（文件編號：

WT/DS 編號 /AB/R）。  
 新增 6 份貿易調查委員會提供的爭端解決研究報告。  

33 
（筆）  

423,556 376,442 12.52 

TBT 通知文件暨強制性

商品檢驗規定資料庫  
 新增 1,744 筆 TBT 通知文件資料。  
 新增 1,365 筆由標準檢驗局提供之中文摘要。  
 新增 37 筆歐盟對中國通知文件評論之資料。  
 新增 12 名與調整 1 名使用者申請免費寄送「各國技術性

法規通知文件」。  
 配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承辦業務人員的異動，調整資料庫

網頁上相關聯絡人的資訊。  

3,158 
（筆）  

783,112 617,380 26.84 

WTO 與 國 組 織 會 議 行

事曆資料庫  
配合每週五電子報的發刊，新增會議資料，總計新增 724 筆。 724 

（筆）  
1,994 1,251 47.74 

單機版文件資料庫  完成新增 2011 年的 WTO 與其他相關文件，總計 6,679 筆。 6,679 
（筆）  

－  －  －  

影響我國之貿易障礙資

訊資料庫  
 
 

 新增 4 份的 2011 年貿易環境報告書，總計 1,819 筆，內

容中文化成 177 筆資料。  
 新增 1 份的 2010 年貿易環境報告書，總計 354 筆。  
 持續 2010 年以前的貿易環境報告的內容中文化，總計 80

2,633 
（筆）  

98,821 6,092 15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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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次數  工作內容／網站／  
資料庫  2011 執行成果  資料處理

量  2011 年  2010 年  成長率（％） 
筆。  

 新增經濟部國際貿易局提供的 2010 年各國對台貿易障礙

報告彙編，將分類後，總計 203 筆。  
 新增「障礙有效日」一欄，並調整相關網頁內容。  

主要國家關稅查詢系統  更新 102 個國家的稅率資料。  3,099,443
（筆）  

1,391,139 838,714 65.87 

每週發行 WTO 電子報  
發行 WTO 電子報   總計發行 50 期 WTO 電子報。  

 刊登專欄 60 篇、新聞 331 篇、WTO 大辭典 98 篇、新書

介紹 100 篇、新進相關期刊介紹 50 篇、線上學習平台課

程介紹 93 篇。  
 設計 3 款新樣版。  

785 
（筆）  

 

維護更新電子報索引搜

尋功能  
 新增專欄 60 篇、新聞 331 篇、WTO 大辭典 98 篇。  489 

（筆）  
28,286 23,123 22.33 

電子報訂閱戶   2011 年新增 314 名電子報訂閱戶。  
 刪除 781 名不存在或是連續 5 期電子信箱已滿的電子報訂

閱戶。  

781 
（筆）  

14,811 15,278 -3.06 

WTO 電 子 報 專 題 分 析

彙編編印  
完成《WTO 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二○一○年》編印工作，

總計印製 372 本，累計送出 350 本。  
350 

（筆）  
 

充實圖書館圖書  
圖書館藏書增長  徵集 349 本圖書、29 種紙本期刊、引進了 16 種資料庫、報

告及立場文件（含諮詢表）281 件、WTO Documents 6,951
件。  

7,626 
（筆）  

7,626 7,840 -2.73 

服務績效與推廣成果   訪問使用中心圖書館網頁達到 17,365 人次。  
 持續提供 「 熱門電子 期 刊目次查 詢 系統」， 總 點閱次數

16,849 次。  
 持續提供「電子期刊查詢系統」以及「資料庫查詢系統」 ，

服務人次達到 4,336 人次。  
 服務推廣及圖書服務，到館參閱讀者 69 人次，辦理借書

證有 10 張，辦理借書 513 冊，還書 443 冊，發送新書通

42,875 
（筆）  

42,875 45,065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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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次數  工作內容／網站／  
資料庫  2011 執行成果  資料處理

量  2011 年  2010 年  成長率（％） 
報 3,290 人次。  

維護更新 ODA 系統  
  針對整體 ODA 系統（含網路版及單機版），完成維護更

新，總計 22 個功能。  
 勘誤與檢 核 資料庫內 現 有之所有 已 填報資料 內 容，總計

1,175 筆。  
 舉辦 2 場教育訓練，總計訓練 22 人。  
 提供 7 次的諮詢服務。  

1,326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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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才培訓與宣導概述 

（一）計畫內容 

為因應 100 年度本中心人才培訓計畫預算調整，暨配合經濟部指示辦理

我國加入 WTO 十周年相關活動，本中心規劃之人才培訓工作內容包括開設

訓練課程，培養國際事務人才，並辦理校園和公務方面的宣導，以增進各界

對 WTO 及其相關國際經貿事務的瞭解。就公務培訓、校園紮根和產業宣導

三方面之具體項目如下：  

1.公務培訓方面  

– 歐盟研習專班–歐盟經濟整合現況與前瞻課程。  

– WTO 相關議題專題演講。  

– 線上學習（e-Learning）課程。  

2.校園紮根方面  

– 第八屆青年 WTO 研習營。  

– 台灣入會十年–經貿自由化校園講座。  

3.產業宣導方面  

– 台灣入會十年–貿易自由化的機會與挑戰系列座談會。  

– 「2011 年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研討會。  

– 「國際經貿趨勢與我國產業新契機」研討會。  

100 年度之工作項目，主要參照經濟部「國際經貿事務人才培訓」細部

計畫中之短、中期方案所要求之配合事宜及各單位之需求，暨配合預算調整

辦理 15 場訓練班，其中有 2 場次邀請外國專家授課。相關人才培訓與宣導

活動請參見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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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計畫合約規定之活動  
★ 為本中心主動納入之活動  
 

圖 3 人才培訓與宣導之全部工作項目 

產業宣導  
 
 

 「台灣入會十年–經

貿自由化的機會與挑

戰」系列研討會  
 「2011 年當前國際經

貿新情勢」研討會  
 「國際經貿趨勢與我

國產業新契機」研討會

課程規劃小組  

知識傳播  
 
 

 配合國際經貿脈動，經由媒體提供即時資訊  

台灣 WTO 中心  

公務培訓  
 
 

 「二十一世紀區域主

義與 WTO」專題演講  
 歐盟研習專班–歐盟

經濟整合現況與前瞻

課程  
 「自由貿易協定推動

策略」專題演講  
 「WTO 杜哈回合農漁

業談判之展望」專題演

講  
 第 52 期司法人員參訪  
 「歐盟的未來」專題演

講  
 「從台紐展開 ECA 可

行性研究看 WTO 杜哈

回合談判之前景」專題

演講  
 線上學習（e-Learning）

課程  

校園紮根  
 
 

 第八屆青年 WTO
研習營  

 「台灣入會十

年–經貿自由化

校園講座」–東華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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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師資多樣性，豐富授課內容，今年非本中心之專家學者及非政府

官員之師資，包括：公務培訓七個場次 17 小時、青年 WTO 研習營 7 小時、

產業宣導 3 小時，共 27 小時，佔今年總執行時數 78 小時的 35%，符合外部

講師超過 30%以上的規定。  

在 安 排 外 國 專 家 授 課 方 面 ， 今 年 本 中 心 分 別 邀 請 日 內 瓦 高 等 研 究 所

Richard Baldwind 教授、馬來西亞貿工部 APEC 司 Natchimuthu Vasudevan 總

司長、墨西哥經濟部多邊暨區域談判司 Roberto Zapata 司長、歐洲國際政治

經濟研究中心 Fredrik Erixon 主任進行多場專題演講，並邀請歐洲經貿辦事

處 Tamas Maczak 處長與歐洲商務協會 Olivier Rousselet 副理事長擔任歐盟研

習專班講座。  

（二）執行成果摘要 

在人才培訓與宣導的工作進度，分別依照三個子工作項目陸續完成各項

工作內容。  

公務培訓方面，辦理 WTO 相關培訓課程共計 9 場、總計培訓時數 22

小時，培訓人次共計 314 人次；其中，歐盟研習專班–歐盟經濟整合現況與

前瞻課程共辦理 3 場，培訓時數 9 小時，培訓人數 117 人次；專題演講辦理

5 場與司法官學員參訪 1 場，培訓時數 13 小時，培訓人數 197 人次。至於

線上學習（e-Learning）平台，目前提供 70 門課，總註冊人數 2,659 人，今

年度新增上線課程共 13 門課，31 小時，新增註冊人數 67 人。  

校園紮根方面，第八屆青年 WTO 研習營於 7 月份辦理，共有 57 人參

與，並舉辦 1 場台灣入會十年–經貿自由化宣導講座，吸引 49 位學生參加。 

產業宣導方面，本中心與全國工業總會及台灣服務業聯盟協會合辦 2 場

研討會，總計 315 位業者出席；而 4 場「台灣入會十年–經貿自由化的機會

與挑戰」系列研討會亦吸引 386 位有興趣之民眾參加。  

本年度執行成果請見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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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1 年度人才培訓與宣導執行成果 

 活動名稱  場次  
（場）  

時數  
（小時）  培訓人次  

「二十一世紀區域主義與 WTO」

專題演講  1 2 47 

歐 盟 研 習 專 班 – 歐 盟 經 濟 整 合

現況與前瞻課程  3 9 117 

「 自 由 貿 易 協 定 推 動 策 略 」 專 題

演講  1 2 30 

「WTO 杜哈回合農漁業談判之展

望」專題演講  1 2 36 

司法官訓練所學員參訪  1 3 8 

「歐盟的未來」專題演講  1 2 48 

公務培訓  

「 從 台 紐 展 開 經 濟 合 作 協 議 可 行

性研究看 WTO 杜哈回合談判之

前景」專題演講  
1 2 28 

第八屆青年 WTO 研習營  1 
3 天 2 夜  

共 35 小時  
57 

校園紮根  
「 台 灣 入 會 十 年 – 經 貿 自 由 化 校

園講座」東華大學 
1 3 49 

「 台 灣 入 會 十 年 － 貿 易 自 由 化 的

機會與挑戰」系列研討會  4 12 386 

「2011 年當前國際經貿新情勢」

研討會 
1 3 151 產業宣導  

「 國 際 經 貿 趨 勢 與 我 國 產 業 新 契

機」研討會 
1 3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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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際交流概述 

（一）計畫內容 

2011 年國際交流活動規劃內容依照委託單位之工作需求為：  

1. 配合我國加入 WTO 入會十週年舉辦自由化系列活動，以「自由

化之路－政策決定、策略擬定與成果」為主題舉辦國際研討會，

藉以宣傳貿易自由化的概念。  

2. 配合各部會之需求，規劃與執行個別議題之研討會、專題演講與

座談會。  

3. 持續加強與其他國際組織、研究智庫的交流與合作，並選擇重要

國家之智庫進行實質往來，俾逐漸建立研究合作關係。  

（二）執行成果摘要 

在國際交流的進度方面，「自由化之路－政策決定、策略擬定與成果」

國際研討會已於 6 月舉辦；並配合委託單位之要求，執行 4 場台灣入會十年–

經貿自由化宣導講座，吸引 318 位學生參加。  

舉辦個別議題之國際專題演講及研討會方面，分別邀請韓國、日本之專

家學者出席，辦理 1 場專題演講與 1 場座談會，並協助辦理 2 場 WTO 國家

級研討會。  

而在與其他國際組織、研究智庫的交流與合作方面，除與印度國際經濟

關係研究委員會簽訂研究合作備忘錄，與上海 WTO 事務諮詢中心進行雙邊

座談交流、出席 WTO 第八屆部長會議之非政府組織（NGOs）會議，並接

待 7 場外國貴賓拜會行程。本年度執行成果請見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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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11 年度國際交流執行成果 

編  
號  活動名稱  內容說明  邀請對象  

或參加人員  
舉辦  
日期  

參加  
人數  

（一）國際研討會  

1 「經貿自由化

之路–政策決

定、策略擬定與

成果」國際研討

會  

由美國、新加坡、韓國與我

國四位學者報告該國國家

貿易自由化的經驗。  

美國貿易代表署 Peter 
F. Allgeier 前副貿易

代表、淡馬錫基金會

貿易與談判中心

Deborah Elms 主任、

韓國仁荷大學靜石物

流通商研究院 Inkyo 
Cheong 院長與台灣大

學經濟系陳添枝教授

6/28 117 人

2 台灣入會十

年–經貿自由

化校園講座  

與國立政治大學、國立中正

大學、私立東吳大學，以及

國立中山大學合作，共同舉

辦四場經貿自由化為主題

的講座。  

國貿局張俊福副局

長、本院劉碧珍、杜

巧霞研究員。  

6/1、6/7 
6/7、9/21 

318 人

（二）舉辦個別議題之國際專題演講及座談會  

1 「韓國 FTA 策

略及其對商業

之影響」專題演

講  

介紹韓國在準備簽署 FTA
與進行貿易自由化的過程。

韓國仁荷大學靜石物

流通商研究院 Inkyo 
Cheong 院長  

2/24 27 人

2 「日本對外經

貿政策及推動

援助開發計畫」

座談會  

探討日本參與 FTA/EPA 策

略、因應 WTO 杜哈回合談

判及推動亞洲綜合開發計

畫等經驗，並介紹震災後日

本對外經貿政策之最新動

向。  

日本損害保險株式會

社石毛博行顧問  
5/12 20 人

3 WTO／SPS 國

家級研討會  
「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

防疫檢疫措施協定（SPS 協

定）」訓練課程  

WTO 農業暨貨品處

Marième Fall 參事與

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

陳俊儒經理  

9/27–29 142 人

4 WTO／RTA 國

家級研討會（諮

詢案）  

「區域貿易協定(RTA)」訓

練課程  
WTO 貿易政策檢討處

Rohini Acharya 參事

10/12–13 75 人

（三）加強與其他國際組織或智庫進行交流  

1 參訪印度國際

經濟關係研究

委員會  

與 ICRIER 合辦「台印關係

之現狀與願景」研討會，並

簽署兩院研究合作備忘錄。

本院蕭代基院長、徐

遵慈副研究員、吳玉

瑩助研究員等人  

1/15–20 30 人

2 上海 WTO 事務

諮詢中心參訪

暨演講座談會  

由上海 WTO 事務諮詢中心

王新奎理事長兼總裁進行

專題演講，並研究交流。  

上海 WTO 事務諮詢

中心王新奎理事長兼

總裁等九人  

1/25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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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活動名稱  內容說明  邀請對象  

或參加人員  
舉辦  
日期  

參加  
人數  

3 紐西蘭國會議

員霍建強拜會  
雙方針對紐西蘭及台灣之

經濟貿易關係進行密切的

討論。  

紐西蘭國會議員霍建

強  
5/30 N/A 

4 布吉納法索與

多明尼加駐

WTO 大使拜會  

雙方針對未來 WTO 的發展

情勢與棉花議題進行意見

交換。  

布吉納法索駐 WTO
大使 Prosper Vokouma
與多明尼加駐 WTO
大使 Luis Manuel 
Piantini Munnigh 

8/22 N/A 

5 「台紐經濟合

作發展」座談會

針對紐國農業經濟如何國

際化與現代化發表演說，並

進行意見交流。  

紐西蘭貿易企業局前

執行長利斯．科莫先

生等六人  

8/24 N/A 

6 WTO 法務處馮

雪薇參事拜會  
針對現今 WTO 貿易爭端案

例、中國處理貿易爭端案例

的立場轉變及未來 WTO 的

發展情勢進行意見交換。  

WTO 法務處馮雪薇參

事  
9/16 N/A 

7 國際貿易暨永

續發展中心梅

林德執行長拜

會暨演講  

以「全球經濟治理：二十一

世紀面對之挑戰」為題進行

專題演講，並進行意見交

換。  

國際貿易暨永續發展

中心梅林德執行長  
10/25 N/A 

8 澳洲阿德雷德

大學國際貿易

學院 Andrew 
Stoler 院長拜會

雙方針對我國多元推動對

外洽簽經濟合作協議工

作，以及加強與我重要亞太

貿易夥伴進行對話等議題

進行意見交換。  

澳洲阿德雷德大學國

際貿易學院 Andrew 
Stoler 院長  

11/1 N/A 

9 加拿大國際貿

易法庭 Rose 
Ritcey 處長拜會

就反傾銷等 WTO 相關議題

進行意見交流。  
加拿大國際貿易法庭

Rose Ritcey 處長  
11/14 N/A 

10 出席 WTO 第八

屆部長會議  
參與非政府組織（NGOs）

會議。  
本院吳中書院長、徐

遵慈副研究員  
12/15–17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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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立學者專家平台 
為納入更多精通國際經貿法律及 FTA 之專業人士，共同為本計畫提供

質量具佳之研究及政策建議。專家平台之運作方式如下：  

（一）專家之遴選 

專家資格：在國際經貿法律及 FTA、WTO 及其他國際經貿領域，學有

專精，並擁有碩士以上學位，同時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1)擔任大學助理教

授以上；或(2) 具承作政府相關委託研究案經驗；或(3) 於研究機構 3 年以

上研究經驗；或(4) 具有處理國際經貿事務實務經驗者。  

在遴選工作方面，執行單位應遴選符合資格之專家至少 5 人，平台內專

家名單定案後應送委辦單位備查；專家名單倘有變動時，應隨時通知委辦單

位。另由各主政單位推薦專家名單，本中心於獲得專家同意後列入專家平台

名單。今（2011）年度收到貿易局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農委會漁業署、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推薦共計 13 位專家名單；獲得同意有 11 位，已加

入 100 年度專家平台名單。專家平台上共有 46 位專家，均已主動邀請並取

得專家們之同意。（表 15）  

（二）專家平台之運作 

1. 方式  

 執行單位在指定專家進行研究時，應考量其專長，交付適格之專家

進行研究。  

 相關研究需求單位必要時得指定平台內之任何專家（不限於 1 名）

進行研究。  

2. 本計畫之執行成果有 30%以上係由平台專家參與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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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2011 年度專家平台名單（依姓名筆畫排序） 

◎：表示 2011 年度期初會議後相關單位來函建議新增 
 專家姓名  現職  專長  重要經歷  備註  

1.  王俊傑  國 立 中 山 大 學

政 治 經 濟 系 助

理教授  

政治經濟學、

經濟發展、產

業組織、賽局

論、貿易與發

展  

–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  
–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顧問  

 

2.  王冠雄  國 立 師 範 大 學

政 治 研 究 所 副

教授  

國際政治、海

洋政策、國際

組織、國際法

– 行政院海巡署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委

員  
– 台北市政府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 中華民國國際法協會理事  

99 年度

漁業署

推薦  

3.  王煦棋  現任東吳大學

法律學系專任

教授  
東吳大學

WTO 研究中

心主任  

金融法、跨國

公司法、國際

投資法、金融

法規、商事法

總論及公司法

– 台北市市政府勞資爭議仲裁委員會委

員  
– 美國麻州政府財經委員會專門研究員  
– 台灣證券交易所『有價證券上市審議委

員會』外部審議委員  
– 證券櫃臺買賣中心外部審議委員  
–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評選委員  
–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金融局採購案

評選委員  
– 全國工業總會賦稅與金融政策委員會

顧問  
– 金融研訓院講師  
–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境外結構

型商品審查委員  

 

4.  王震宇  國 立 台 北 大 學

法 律 學 系 助 理

教授  

英美法、國際

法、國際經貿

法  

–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研究員  
– 中國文化大學法律系專任助理教授   
–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  

 

5.  丘志威  輔 仁 大 學 食 品

科學系教授  
食品安全、發

酵學  
機能性食品  

–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顧問   
–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退休基金監督

管理委員會委員   
–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外籍勞工政策協商

諮詢小組委員   
–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就業安定基金管理

委員會委員   
–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法規小組委

員   
–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政管理諮

詢小組委員   
–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北區職

業訓練與就業服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 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金管理委

員會委員  

99 年度

衛生署

推薦 

6.  成之約  政 治 大 學 勞 工

研究所教授  
政治經濟、勞

資關係、勞工

政策、人力資

源、勞動政治

–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顧問  99 年度

勞 委 會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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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姓名  現職  專長  重要經歷  備註  
7.  何思因  政 治 大 學 政 治

系教授  
國際政治經濟

學、比較政

治、政治學實

証分析  

–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主任  
– 國科會政治學門諮詢委員  
– 中國政治學會理事長  

 

8.  吳必然  協 合 國 際 法 律

事務所  
不良債權處

分、企業併

購、高科技法

律、國際經濟

法 (WTO 及國

際投資 ) 

– 美國紐約州律師   
– 東吳大學法學院兼任副教授  
– 香港理工大學 CMBA 客座教授  

 

9. ◎  李後晶  國 立 台 灣 大 學

昆蟲學系教授  
植物檢疫輸入

管制系統、昆

蟲行為的控制

機制  

– 國立台灣大學昆蟲學系副教授、教授  
–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  
– 美國密蘇里大學歌倫比亞分校碩士  

100 年

度  
防檢局

推薦  
10.  李貴英  東吳大學法律

學系專任教授  
政治大學法律

學系兼任教授  

國際經濟法、

國際貿易法、

國際投資法、

歐洲聯盟法、

仲裁法、政府

採購法  

– 中原大學財經法律學系專任副教授  
– 東吳大學法律學系兼任副教授  
–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副教授  
– 政治大學法律學系兼任教授  
– 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國際仲裁研究

委員會委員  
– 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北區諮詢服務

團委員  
– 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貿易投資

審議會委員  
– 「我國參與國際經貿事務專案小組」貿

易規則分組及投資分組法律顧問  
– 外交部諮詢委員  
–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顧問  

 

11.  汪威錞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台 灣 WTO
中心顧問  

國際海洋法、

國際經濟組織

法  

–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顧問  
–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教授、海洋 (法學 )研

究所所長、訓導長  
– 經濟部參事、法規委員會執行秘書、商

業司長、國際合作處處長   
– 經濟部駐德國貿易辦事處主任  
– 駐美國波士頓商務組組長  

 

12.  辛炳隆  台 灣 大 學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所 副

教授  

勞動經濟學、

勞工政策、人

力資源管理經

濟學、社會保

險  

–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3.  林江峰  商管聯合

EMBA 執行長  
國際貿易學系

暨國際企業學

研究所副教授  

世界貿易組織

相關規範、國

際商事法、證

券金融法規、

國際企業投資

– 文化大學法律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 我國赴 WTO、OECD 談判代表團顧問  
– 淡江大學教師申訴委員會執行秘書  
– 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貿易救濟諮詢

服務團北區委員  
– 四川西南財經大學國際商學院、EMBA

教育中心客座教授  
– 四川西南財經大學國際商學院 /財經法

律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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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姓名  現職  專長  重要經歷  備註  
14.  林克昌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顧問  
公共行政、政

策規劃、行政

法  

– 中華經濟研究院顧問  
–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秘書  
– 中央警察大學行政管理研究所兼任副

教授  

 

15.  林家慶  南 華 大 學 管 理

經 濟 學 系 暨 經

濟 學 研 究 所 專

任助理教授  

反傾銷、對外

直接投資、中

國大陸經濟、

實質選擇權、

可計算一般均

衡模型  

– 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兼任助理教授   
– 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 國立嘉義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兼任助理

教授  
–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貿易學系兼任助教  

 

16.  林培州  景 文 科 技 大 學

理 財 與 稅 務 規

劃系副教授  

國際經濟、國

際金融  
– 景文科技大學理財與稅務規劃系副教

授  
–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理研究員  

 

17.  林德昌  國 立 中 山 大 學

中 國 與 亞 太 區

域 研 究 所 教 授

兼代所長  

國 際 政 治 經

濟、中國大陸

經濟體制、國

有企業改革、

對 外 經 濟 援

助、中國大陸

區 域 經 濟 發

展、國家與社

會關係、兩岸

政經關係、中

國大陸政經發

展、中共對外

政策、比較政

治、非政府組

織與國際政治

經濟發展  

– 國立中山大學大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四

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所長   
– 國立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

心主任   
– 外交部諮詢委員   
–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

委員   
– 國家文教發展基金會諮詢委員   
– 亞太公共事務論壇諮詢委員   
–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諮詢委員   
–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委員   
– 高雄市政府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   
– 兩岸共同市場基金會諮詢委員   
– 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諮詢專員  
– 國立東華大學大陸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 輔仁大學兼任副教授  

 

18.  姚鴻成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台 灣 WTO
中心顧問  

韓國經濟  – 駐韓國台北代表經濟組組長 (經濟參事 ) 
– 台灣駐南韓代表部經濟組組長  
– 韓國檀國大學法律研究所博士班結業  
– 韓國中央大學行政碩士  
– 國立台灣大學法律系  

 

19.  施文真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國 際 經 營 與 貿

易學系副教授  

計國際經濟與

貿易法、國際

環境法、發展

學、環境法  

–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專任副

教授   
– 國立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專任助

理教授   
– 花蓮縣環保科技園區審查委員會委員  
– 台大 WTO 研究中心院外學術諮詢委員  
– 花蓮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委員  
– 花蓮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 花蓮縣復審審議委員會委員   
–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生物多樣性推動小

組委員   
– 經濟部國貿局「我國參與國際經貿事務

專案組貿易與環境工作分組」委員   
–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生物多樣性國家報

告編輯委員會委員   
– 英國倫敦大學亞洲非洲研究學院法律

系客座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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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姓名  現職  專長  重要經歷  備註  
20. ◎  柯俊成  國 立 台 灣 大 學

昆蟲學系教授  
檢疫防疫重要

農業害蟲鑑定

技術之開發及

農業昆蟲多樣

性  

– 國立台灣大學昆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國立台灣大學博士  

100 年

度防檢

局建議  

21. ◎  洪挺軒  國 立 台 灣 大 學

植 物 病 理 學 與

微 生 物 學 系 副

教授  

植物病毒學與

類病毒學、柑

桔黃龍病與病

毒病害、香蕉

病毒病害、分

子診斷探針之

備製與應用、

開發植物病毒

快速偵測技

術、重沒病毒

病害之病蟲協

同防制  

–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訪問學者  
– 美國北卡羅來納大學訪問學者  
– 國立台灣大學博士後研究  
– 國立台灣大學助理教授  
– 國立台灣大學副教授  

100 年

度防檢

局建議  

22.  倪貴榮  國 立 交 通 大 學

科 技 法 律 研 究

所副教授  

國際經貿法、

國際環境法、

經貿與環境、

生 物 科 技 法

律 、 國 際 公

法、英美法  

– 美國耶魯大學法律學院訪問學者  
– 經濟部國貿局「我國參與國際經貿事務

專案小組貿易與環境工作分組」委員  
– 台大法律學院 WTO 研究中心院外學術

諮詢委員   

99 年度

漁業署

推薦  
 

23.  孫寶年  國立海洋大學

講座教授  
食品化工、水

產加工化學  
– 美國羅格斯大學博士  
– 國立海洋大學講座教授  
– 美國食品科技學會「院士」  
– 國際食品科技聯盟「院士」  
– 中華民國十大傑出女青年  

99 年度

衛 生 署

推薦  
 

24.  徐世勳  台 灣 大 學 農 業

經 濟 系 教 授 兼

系主任  

數量方法、生

產經濟學、國

際農產貿易、

資源經濟學  

–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委員肥料價格審議

小組委員   
– 行政院金融重建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  
– 金融重建基金管理委員會委   
– 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委員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Trade and and Development 編輯顧問  
– 台灣農村經濟學會期刊主編農業經濟

論叢主編   
– 國立台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永續

發展與經社衝擊組組長   
– 美國普渡大學全球貿易分析中心

(GTAP)研究中心  Research Fellow   
–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國際

農業經濟學會發行 (IAAE)編輯顧問   
– 行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評審委員會委

員   
– 行政院主計處統計委員會研究員   
– 國立台灣大學副教授農業經濟學系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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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姓名  現職  專長  重要經歷  備註  
25. ◎  張照勤  國 立 中 興 大 學

獸醫學系教授  
動物疾病風險

評估、傳染病

流行病學、分

子流行病學、

病媒傳染病

學、人畜共通

傳染病學、抗

藥性細菌流行

病學  

– 國立中興大學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

究所副教授、教授  
–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後研究

員  
–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流行病學研

究所博士  

100 年

度防檢

局推薦  
 

26.  張靜貞  中 央 研 究 院 經

濟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農業資源規劃

全 球 氣 候 變

遷、農產貿易

政策、農業政

策 之 經 濟 評

估、生產力分

析  

–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顧問  
–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 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  

 

27. ◎  莊慶達  國 立 台 灣 海 洋

大 學  海 洋 事

務 與 資 源 管 理

研究所  教授  

海洋經濟與產

業、海洋社會

科學研究、

WTO 與環境

生態、海洋休

閒與社區發展

– 台灣海洋保育學會理事長  
–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

理研究所所長  
– 台灣漁業經濟發展協會常務監事、理事

長  

100 年

度  
漁業署

推薦  

28. ◎  許耀明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法律系副教授  
WTO 法、國際

法、歐盟法、

國際公法  

– 法國馬賽三大國際法與歐體法中心公

法博士  
100 年

度防檢

局推薦  
29.  陳坤銘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國 際 經 營 與 貿

易學系副教授  

國際貿易、產

業經濟  
–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理研究員、副研究員

– 中央大學財務管理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 政治大學國際貿易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 政治大學國際貿易學系副教授  
– 財團法人經濟資訊推廣中心董事  
– 財政部關稅稅率委員會委員  

 

30. ◎  陳貞如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法 律 系 助 理 教

授  

國際公法、國

際海洋法與國

際貿易法  
 

– 德國馬克斯普朗克國際研究院海洋事

務研究所暨漢堡大學法學博士  
100 年

度防檢

局推薦  

31. ◎  陳郁蕙  國 立 台 灣 大 學

農 業 經 濟 學 系

教授  

農產運銷、農

產價格、農產

貿易、農業政

策  

–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農經博

士  
100 年

度防檢

局推薦  

32.  陳財家  龍 華 科 技 大 學

國 際 企 業 系 助

理教授  

國際經貿法、

國 際 貿 易 政

策、大陸財經

制度、台商商

務研究  

– 龍華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助理教授  
– 龍華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助理教授兼

系主任  
– 輔仁大學進修部經濟學系兼任助理教

授  
–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 WTO 中心顧問  
– 政治大學商學院國際經貿政策研究中

心國際經濟研究小組  
– 台灣國際物流協會監事  
– 教育部九十五年度「技術學院改名科技

大學後訪視」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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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姓名  現職  專長  重要經歷  備註  
33.  陳添枝  台 灣 大 學 經 濟

系教授  
國 際 貿 易 、 經

濟發展  
– 國立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委 

–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 

– 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所所長 

– 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所研究員 

 

34.  陳陸宏  食 品 工 業 發 展

研究所副所長  
食品科技、食

品衛生管理  
– 台灣大學農化係博士  
–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處長  
– 行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組長  

99 年度

食 品 藥

物 管 理

局推薦  
35.  陳樹功  食 品 工 業 發 展

研究所所長  
食 品 安 全 法

規、衛生行政

管理  

– 美國喬治亞大學食品科學系博士  
–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所長  
–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處長  
– 行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局長  

99 年度

食 品 藥

物 管 理

局推薦  
36. ◎  曾國欽  國 立 中 興 大 學

植 物 病 理 學 系

教授  

SPS 協定及國

際防疫檢疫措

施標準研究、

作物細菌性病

害之診斷與管

理、重要作物

病原細菌之特

性與偵測技術

研究、作物葉

表細菌之生態

特性與對植物

之影響  

–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  
– 植物保護協會理事  
– 植物保護協會監事  
– 植物病理學會監事  
– 植物病理學會理事  
– 國立中興大學植物病理學系主任  
– 國立中興大學植物病理學系教授  
– 動植物保護科技基金會執行長  
– 動植物防疫建議局諮議委員  

100 年

度防檢

局推薦  

37.  黃文鴻  陽 明 大 學 衛 生

福 利 研 究 所 教

授  

我國加入世界

貿易組織之藥

品相關議題因

應策略  

– 國立陽明大學衛生福利研究所所長  
– 行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局長  
– 行政院衛生署藥政處處長  
– 行政院衛生署藥政處副處長  
– 行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技正  
– 行政院衛生署指示藥品審議委員會主

任委員  
– 台灣藥學會理事長  
–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理事  
– 財團法人生物產業發展協會理事  
– 行政院經濟部工業局技術審議委員會

委員  
– 行政院經濟部兼任科技顧問  
– 行政院開發基金管理委員會技術審議

會委員  
– 台灣藥學會理事、常務理事、理事長  
–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理事、常務理事  
–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理事  
–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常務理事  
– 財團法人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理事  

99 年度

食 品 藥

物 管 理

局推薦  

38. ◎  楊平政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動 物 科 技 研 究

所所長  

SPS 協定、輸

入動物及其產

品風險量化及

質化評估  

– 財團法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副所長  
–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動物及其產品輸入風險評估小組召集

人  

100 年

度防檢

局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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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姓名  現職  專長  重要經歷  備註  
39.  楊光華  政 治 大 學 國 際

經 營 與 貿 易 學

系教授  

財經法、商事

法  
–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 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國際經貿組織暨

法律研究中心主任  
–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貿易發展委員

會學者委員  
– 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小組候選

成員  
– APEC 電信暨資訊工作小組（TEL）第

二十八次會議，WTO 研討會  主席  
– 交通部電信總局  顧問  
– Board of Visitors of the Faculty of Law,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 
Member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金會「第四屆證券暨期貨金椽獎」

評審委員會學術論文組  評審委員  
– 國立台灣大學法律學院 WTO 研究中心

院外學術諮詢委員  
– 國立交通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兼任副

教授  
–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中華民國參與國際

經貿事務專案小組「投資議題工作分

組」顧問  
–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顧問  
– 經濟部「中華民國參與國際經貿事務專

案小組─服務貿易工作分組」  專家學

者  
–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諮詢委員  

99 年度

漁業署

推薦  
 

40.  楊聰榮  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僑教與海

外華人研究組

助理教授  
 
泰國 (曼谷 )台

灣教育中心主

任  

亞太研究、族

群研究、語言

社會學、歷史

社會學、文化

人類學、比較

社會學  

–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理事  
– 台灣客家研究學會理事  
–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諮詢委員  
– 外台會監事  
– 台灣師範大學國際事務處開發組組長  
– 國立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文所助理教

授  
– 國立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兼任

研究員  
– 香港城市大學研究統籌員  
–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助理教授  
–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 澳大利亞亞洲協會 (AsiaLink)理事  
– 澳大利亞國立大學南方華裔研究中心

顧問  

 

41. ◎  劉振軒  國 立 台 灣 大 學

獸醫學系教授  
SPS 協定及國

際防疫檢疫措

施標準研究、

獸醫神經病理

學、獸醫腫瘤

病理學  

– 國立台灣大學獸醫學系教授  
–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比較病理學

博士  

100 年

度防檢

局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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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姓名  現職  專長  重要經歷  備註  
42.  劉復國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國 際 關 係 研 究

中 心 美 洲 暨 歐

洲 研 究 所 研 究

員兼所長  

亞 太 安 全 研

究、美、中、

台政策研究、

兩岸關係和平

研究  

–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 美國布魯金斯研究院訪問學者  
– 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訪問學者  
–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

訪問學者  
– 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兼任副

教授  
– 行政院「對外漁業合作暨漁船在外被扣

處理專案小組」人員  
–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兼任講師  
– 政治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 行政院僑務委員會科員  

 

43.  鄭慧文  台 北 醫 學 大 學

藥學院教授  
食 品 安 全 管

理 、 生 物 製

劑、藥物分析

– 美國加州大學舊金山分校 UCSF、台北

醫學大學藥學院教授、行政院衛生署食

品衛生處處長、副處長  

99 年度

衛 生 署

推薦  
44.  鄧中堅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外交學系教授  
國際關係、國

際 政 治 經 濟

學 、 外 交 政

策 、 拉 丁 美

洲、國際談判

– 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  
– 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45.  魏百谷  政 治 大 學 俄 羅

斯 研 究 所  助

理教授  

俄國經濟、俄

羅斯對外經貿

關係、俄羅斯

能源  

– 俄羅斯國立莫斯科大學經濟學院政治

經濟系博士  
– 淡江大學俄羅斯研究所專任助理教授  

 

46.  蘇義淵  國 立 中 興 大 學  
科 技 法 律 研 究

所  專 任 助 理

教授  

國際公法、國

際環境法、氣

候變遷法、國

際經濟法  

– 東吳大學  法律系兼任助理教授  
– 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 (CSCAP) 
– 氣候變遷與區域安全小組專家學者成

員  
– 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 (MacArthur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MCSS)非傳

統安全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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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進度概述 

為加強專家平台上之專家與研究團隊之聯繫，研究團隊已主動將 WTO

電子報寄送給各位專家，同時後續年度研究案仍將主動邀請專家參與 WTO

中心舉辦之各項研討會、演講會與研究案。今（2011）年度基於研究之實際

需要與專家們之專業領域，分別邀請 14 人次專家參與相關研究案件（見表

16），參與度達 31.69%（見表 17）。  

表 16 2011 年度專家學者參與各項研究工作執行情形 

 研究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參與研究之專家平台學者

專題  從產業競合關係論中日韓經濟整合

與對我國區域參與之政策意涵  
杜巧霞  姚鴻成：擔任研究顧問，提

供研究指導與參與研究  

專題  中國大陸國內市場相關法令規範及

實務與 WTO 法制之符合性研究  
顏慧欣  王煦棋：擔任研究人員，參

與撰寫研究內容  

專題  專題 9（密件）  杜巧霞  張靜貞：擔任研究顧問，提

供研究指導  

楊聰榮：擔任研究顧問，提

供研究指導與參與研究  

專題  專題 10（密件）  吳佳勳  徐世勳：擔任研究顧問，指

導模型建構  

專題  專題 11（密件）  蘇怡文  王俊傑：擔任研究人員，撰

寫研究內容  

即時 1 （#10001_密件）  杜巧霞  姚鴻成：擔任研究顧問，提

供研究指導與參與研究  

即時 4 我國對外洽簽自由貿易協定對漁業

之影響評估  
張靜貞  張靜貞：擔任計畫主持人  

即時 17 日歐盟 FTA 對我國經濟及產業之影

響評估  
顧瑩華  陳添枝：擔任研究顧問，

提供研究指導  

即時 18 （#10018_密件）  張靜貞  
陳逸潔  

張靜貞：擔任計畫主持人  

即時 19 美韓 FTA 對我貿易影響評估及因應

措施  
顧瑩華  陳添枝：擔任研究顧問，

提供研究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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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參與研究之專家平台學者

諮詢

1000302 
我 國 就 美 方 提 案 文 件 (TN/TE/W/78)
之研析意見及回應立場  

施文真  施文真：擔任研究計畫主持

人，撰寫研究內容  

諮詢

1000501 
請研析如何透過民間團體之力量，

順利推動「洽簽 FTA」政策，並研

擬我國可參考之可行作法  

姚鴻成  姚鴻成：擔任計畫主持人  

諮詢

1000806 
韓歐盟 FTA 農產品市場開放模式之

研析   
陳逸潔  張靜貞：擔任顧問提供研究

諮詢  

 

表 17 2011 年度「學者專家平台」執行參與度 

子計畫項目  佔 研 究 計 畫 整

體權重  （A）  總研究件數

專家平台學者參與件數

 （B） 
（A）×（B）

一、專題研究  55.38% 
12
5

 ＝  41.67% 23.08% 

二、即時性議題  30.77% 
20
5

 ＝  25% 
7.69% 

三、諮詢服務  13.85% 
45
3

 ＝  6.67% 
0.92% 

合計（計算至 2011/6/28） 100.00%  31.69% 

註 1：（A）表示該子計畫項目佔研究計畫之比重佔研究計畫整體權重，以研究計畫經費

比重計算。  

計畫項目  金額（萬元）  權重(A) 

一、專題研究  1800 1800/3250＝55.38% 

二、即時性議題  1000 1000/3250＝30.77% 

三、諮詢服務  450 450/3250＝13.85% 

合計  32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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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執行效益 
WTO 中心計畫非一般性的課題研究案，而是我國參與 WTO 事務的關鍵

配套方案，以期能強化我國參與 WTO 潛在利益和減緩可能負面影響的重要

工作。在 WTO 中心計畫之執行效益上，本年度本團隊除提供 WTO 及國際

經貿政策研究所需之各種軟、硬體設施之外，還特別建立專屬網站、建構資

料庫、進行專題研究、提供法律諮詢服務、提供人才培訓課程、支援後勤各

種工作等，並將此等工作項目整合形成決策知識管理系統、支援談判體系、

建立整合平台，最終達成 WTO 及國際經貿政策研究支援服務之知識化、系

統化、國際化、多元化與網路（絡）化等四個效益。  

 

 

圖 4 WTO 中心執行效益面向 

知識化  

系統化  

國際化  

多元化  
網路（絡）

化  

 專題研究  
 即時性議題  
 諮詢服務  
 資料庫建置與 維護  
 人才培訓與宣 導  
 國際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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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

人力資源

 

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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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化 

WTO 事務不僅龐雜而且相當專業，必須仰賴專業技能、知識與跨領域

的整合，方能切合政府政策及國內、外互動所需。本團隊以專業研究人員，

利用資訊科技之專業能力進行各項事務管理，以專業的研究分析、決策諮詢

與支援能力，建立網路連結能力。在資訊加值、服務內容、與人力資源方面

三管齊下，強化政府及國內其他利害關係人從事 WTO 相關活動，擴大知識

的累積。  

（二）系統化 

WTO 事務涉及國內、外諸多利害關係人，本團隊已建立將 WTO 中心朝

決策知識管理系統、支援談判體系、整合系統平台等三個主要機制，將服務

內容、分析觀點、和網絡關係等方面，以系統化的方式與觀點建立政府推動

WTO 事務所需之知識管理機制和各種層次支援服務。 

（三）國際化 

WTO 事務具有強烈的國際屬性，本團隊已透過搜尋國際資訊、掌握國

際趨勢與分析能力，發展國際網絡關係，並結合對國內外資源，協助政府制

定妥善因應國內外相關發展的政策。  

（四）多元化與網路（絡）化 

本團隊的規劃在資訊載具與人力資源相互連結，同時服務內容多元化的

網路（絡）機制下，強化產、官、學界在 WTO 事務決策過程中之互動。  

綜合而言，本計畫達到以下所列各項總體效益：  

1. 提供政府參與國際經貿事務決策所需之經濟模型分析及貿易統計資料。 

2. 協助政府研析與 WTO 及 FTA 相關之議題，與其他國際經貿組織相

關經貿議題之發展趨勢，以研擬我國參與國際經貿事務之策略與未

來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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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行即時性議題研究，適時提供政府支援。  

4. 提供政府 WTO 與 FTA 相關法律及經貿諮詢服務。  

5. 整合國際經貿資料庫及維護 WTO 中心計畫專屬網站，提供各界即時

經貿資訊。  

6. 透過系統化人才培訓方案，培養國際經貿談判人才及處理國際經貿

事務人才。  

7. 增進我國國際經貿實力及經貿法律專家之國際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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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年專題研究列表 

1. FTA/RTA 領域（15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4 專題研究  全球 FTA/RTA 整合趨勢及我國因應策略  國際貿易局  

2005 專題研究  FTA/RTA 相關議題基礎研究  國際貿易局  

2006 專題研究  全球區 域經 濟 整合對 我國 之 經濟影 響及 因 應策略 研析 -
市場開放與原產地累積觀點  

國際貿易局  

2007 專題研究  台灣與歐盟洽簽 FTA 或經貿合作協定之研析及對我經

濟之影響  
國際貿易局  

2007 專題研究  美韓洽簽 FTA 之研析  外交部  

2008 專題研究  洽簽 FTA 中重要領域雙邊協議之可行性研究  經 貿 談 判 代 表 辦 公

室  

2008 專題研究  韓歐盟 FTA 對我經濟可能之影響及台歐盟 FTA 可行性

研究  
國際貿易局  

2010 專題研究  印度與各國洽簽 FTA 對我之影響研究  外交部  

2010 專題研究  東協對外洽簽 FTA 之策略及對我國在東協市場之影響 國際貿易局  

2010 專題研究  【密】專題 12 經 貿 談 判 代 表 辦 公

室  

2011 專題研究  【密】專題 9 外交部亞太司  

2011 專題研究  【密】專題 8 經 貿 談 判 代 表 辦 公

室  

2011 專題研究  【密】專題 7 國際貿易局  

2011 專題研究  【密】專題 10 外交部亞太司  

2011 專題研究  從產業競合關係論中、日、韓經濟整合與對我國區域參

與之政策意涵  
國際貿易局  

2. 服務貿易領域（13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4 前瞻性研究  服務貿易統計之編製  國際貿易局  

2005 前瞻性研究  服務貿易統計之編製  國際貿易局  

2006 專題研究  服務貿易統計之編製  國際貿易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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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6 專題研究  加強對我國服務業國際化條件之檢討，以因應全球經濟

區域化趨勢  
外交部  

2006 專題研究  【密】專題 8 外交部  

2007 專題研究  GATS 第 6.4 條「國內規章準則」之制訂與對我國相關

法規之影響分析  
國際貿易局  

2007 專題研究  海運服務業貿易統計試編  國際貿易局  

2008 專題研究  完成服務貿易統計指導手冊  國際貿易局  

2009 專題研究  拓展我國服務貿易出口目標市場與特定項目之  
研究  

國際貿易局  

2010 專題研究  世界主要貿易國家之服務業貿易障礙調查與分析  國際貿易局  

2010 專題研究  由「服務業發展方案」研析我國服務業國際化 (含 WTO
服務業談判 )之具體策略  

國際貿易局  

2010 專題研究  依據 97 年編制之「完成服務貿易統計指導手冊」試編

資訊服務業之統計資料  
國際貿易局  

2011 專題研究  我國服務業因應區域自由化之策略研析  國際貿易局  

3. 貿易與發展（9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4 專題研究  我國在新回合談判之「特殊與差別待遇」立場及策略－

原擬於坎昆會議通過之 28 件提案初探  
外交部  

2005 專題研究  根據 WTO 協定檢討我國對特殊與差別待遇提案立場及

策略  
外交部  

2005 專題研究  我國如何利用 WTO 與貿易相關之技術援助及能力建構

（TRTA）機制及捐助 WTO TCB FUND 以進行經濟援

助  

外交部  

2006 專題研究  我對 WTO 小型經濟體議題立場與策略之研究  外交部  

2007 專題研究  WTO 貿易援助之意涵與我國可參與的途徑  外交部  

2008 專題研究  我國貿易援助資源庫建立之研究  外交部  

2009 專題研究  如何依 2005 年『巴黎援助成效宣言 (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之原則，建立我國雙邊援助計畫之

審 核 (appraisal) 機 制 及 監 督 與 評 估 (monitor & 
post-evaluation)機制  

外交部  

2010 專題研究  WTO 各集團之特性及其參與貿易與發展議題之研究  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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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11 專題研究  【密】專題 11 外交部  

4. WTO 談判（6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4 專題研究  WTO 杜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 DDA）

各項談判及檢討議題之研析  
國際貿易局  

2005 專題研究  研擬我國對 WTO 杜哈回合談判各項議題之因應對策與

後續工作  
國際貿易局  

2006 專題研究  民間部門參與貿易談判決策機制之研究  國際貿易局  

2006 專題研究  WTO 新回合談判對我國財政收入之影響  財政部  

2007 專題研究  中國大陸執行加入 WTO 承諾之分析與展望  國際貿易局  

2010 專題研究  WTO 杜哈回合談判進展之盤點及對我國影響分析  國際貿易局  

5. 經濟評估（5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4 前瞻性研究  WTO 新回合談判對我國經濟之影響評估  國際貿易局  

2005 前瞻性研究  WTO 新回合談判對我國經濟之影響評估 -計量模型分析 國際貿易局  

2005 專題研究  入會後三年對我國經濟所造成之實際影響  國際貿易局  

2006 專題研究  中國崛起對中南美國家的經貿衝擊  外交部  

2007 專題研究  中、日、韓與東南亞經濟整合之最新發展與因應  外交部  

6. 貿易與環境（5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5 專題研究  我國在 WTO 主張各國環保貨品完全自由化之利弊分析 國際貿易局  

2006 前瞻性研究  貿易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模型及實例分析。  國際貿易局  

2007 前瞻性研究  貿易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模型及實例分析  國際貿易局  

2007 專題研究  環保法令之貿易效果研析－以歐盟四個環保指令為例 國際貿易局  

2009 專題研究  我 主 要 貿 易 夥 伴 國 與 降 低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有 關 環 境 措 施

對市場進入之影響  
國際貿易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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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貿易規則（5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6 專題研究  WTO 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規範適用與策略運用之研究 國際貿易局  

2007 專題研究  研析各國如何確保反傾銷措施之有效執行  貿易調查委員會  

2007 專題研究  各國防衛措施調查案件中有關措施擬議及採行之研究 國際貿易局  

2008 專題研究  WTO 各會員執行反傾銷較低稅率原則之研究  貿易調查委員會  

2009 專題研究  研析禁止性補貼及其撤銷之規範與爭端  國際貿易局  

8. 其他 WTO 議題（5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6 前瞻性研究  研析 WTO 規範與其他國際協定之關聯性及相關之衝擊

因應分析。  
國際貿易局  

2007 前瞻性研究  研析 WTO 規範與其他國際協定之關聯性及相關之衝擊

因應分析  
國際貿易局  

2009 專題研究  我擴大參與 WTO 及其他國際組織相關技術援助之途徑 外交部  

2010 專題研究  【密】專題 3 外交部  

2011 專題研究  【密】專題 12 外交部  

9. 兩岸（5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6 專題研究  近年海峽兩岸與歐盟經貿關係之比較  外交部  

2008 專題研究  中 國 入 會 後 重 要 外 貿 體 制 調 整 對 兩 岸 經 貿 之 影 響 － 出

口退稅與加工貿易改革之研析  
國際貿易局  

2009 專題研究  【密】專題 8 國際貿易局  

2009 專題研究  兩 岸 經 濟 整 合 談 判 中 我 方 應 爭 取 之 重 要 利 益 研 究 系 列

－中國內銷市場與台商經濟利益之研析  
國際貿易局  

2011 專題研究  中國大陸國內市場相關法令規範及實務與 WTO 法制之

符合性研究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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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AMA（3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6 專題研究  區域漁業協定及管理措施與 WTO 規範之互動關係對我

國之政策意涵  
外交部  

2008 專題研究  主要國家 NAMA 談判策略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  經 貿 談 判 代 表 辦 公

室  

2009 專題研究  【密】專題 9 工業局  

11. 非關稅措施（4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4 前瞻性研究  非關稅措施（NTM）之量化分析及諮詢意見（第一年）國際貿易局  

2005 前瞻性研究  非關稅措施（NTM）之量化分析及諮詢意見（第二年）國際貿易局  

2009 專題研究  MRA 效益評估方法之研析－兼論兩岸洽簽 MRA 之可

行性  
標準檢驗局  

2010 專題研究  研析兩岸洽簽相互承認 (MRA)之效益分析  標準檢驗局  

12. 農業（3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7 專題研究  WTO 農業關稅配額管理議題與重要國家實際執行方式

之研析  
農業委員會  

2008 專題研究  WTO 農業爭端案例對農業政策之啟示  經 貿 談 判 代 表 辦 公

室  

2008 專題研究  美國、歐盟及日本農業改革政策與 WTO 農業談判互動

關係之研究  
經 貿 談 判 代 表 辦 公

室  

13. 爭端解決（3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5 專題研究  爭端解決案例之研究  外交部  

2007 專題研究  研析 WTO 主要會員執行爭端案件裁決與相關報復之作

法與策略  
國際貿易局  

2011 專題研究  WTO 與自由貿易協定爭端解決機制規範與實務運用之

比較：主要國家之策略與經驗  
經 貿 談 判 代 表 辦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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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OECD 準則（3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9 專題研究  【密】專題 1 外交部  

2009 專題研究  從 OECD 公司治理準則等多邊規範準則論強化外資之

引進  
投資業務處  

2010 專題研究  從 OECD 貿易政策準則對多邊規範準則論強化我國之

貿易  
國際貿易局  

15. 投資（2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6 專題研究  我國在中美洲國家投資策略之研究  外交部  

2008 專題研究  BIA 及 FTA(投資專章 )等投資協定之我國立場分析及因

應  
投資業務處  

16. 技術性貿易障礙（2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8 專題研究  國家標準涉及智慧財產權之研究  標準檢驗局  

2010 專題研究  WTO 技 術 性 貿 易 障 礙 研 究 — 各 國 有 機 農 產 品 管 理 法

規、管理機制及我國因應策略  
農業委員會  

17. 貿易政策檢討（1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05 專題研究  WTO 貿易政策檢討之研析及我國貿易政策檢討國家報

告之擬撰  
國際貿易局  

18. 政府採購（1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11 專題研究  WTO 政府採購協定談判之影響與談判立場研析  國際貿易局  

19. 貿易便捷化（1 項）  

年度  分類  題目  提案單位  

2011 專題研究  貿 易 便 捷 化 發 展 趨 勢 及 我 國 之 貿 易 利 益 研 析 與 因 應 作

法  
國際貿易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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