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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參議會及眾議會通過支持我國加入 TPP決議 

內容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眾議會 5 月 26 日通過第 35 號決議案(House 

Resolution No. 35)及參議會通過第 80 號決議案(Senate Resolution No. 

80)，表彰臺路雙邊經貿關係及支持我國加入 TPP、臺美簽署 FTA、雙

邊投資協定。 

 

標題 美國德州眾議院通過支持我國加入 TPP決議案 

內容 

德州眾議會 5 月 22 日通過第 2500 號友我決議案(H. R. No. 2500)，表達

支持德州政府在臺灣設立貿易辦事處(Texas trade office in Taiwan)，以

及支持臺灣擴大參與國際社會，特別是簽署臺美雙邊投資協定、自由

貿易協定及支持臺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等。 

 

標題 亞特蘭大市長支持賦予歐巴馬總統快速授權立法以利對外貿易談判 

內容 

亞特蘭大市長 K. Reed 表示國會不應對於 TPA 法案猶疑。TPP 包括全

球 40%GDP，全球 95%的消費者都在美國境外，因此出口競爭力對美

國非常重要。美國不應忽視世界新興地區市場未來將成為全球經濟成

長主要動能之趨勢，特別是亞洲地區。美國不能處於恐懼狀態，渠堅

信歐巴馬總統已經贏得了美國人的信心。 

 

標題 美國眾議院將於 6月 2日當週審議 TPA並進行表決 

內容 

一、依據 Lexology 法律刊物及華盛頓 CATO 智庫本年 5 月 26 日及 27

日報導，美國眾議院將於 6 月 2 日當週就該案進行表決，需 218

同意票通過，將考驗眾議院歲計委員會主席 Paul Ryan、議長 John 

Boehner 及歐巴馬總統之說服力，且須力求通過與參議院相同版

本，避免需要兩院協調而再次表決。目前估計支持該法案之民主

黨議員不超過 25 位，同時 25 至 50 位共和黨議員恐因不信任歐巴

馬總統或更新 TAA 法案提出反對。 

二、此外，TPP 談判似乎已進入最後階段，然仍未確定此談判階段將

持續多久，美國國會最快可於 2016 年初投票表決 TPP，故 TPP 可

能於新舊總統交接期間、甚至下一任總統和第 115 屆國會生效。 

 

標題 洛杉磯郡經濟發展局支持臺灣加入 TPP 

內容 

一、「洛杉磯郡經濟發展局」(LAEDC)與洛杉磯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Los Angeles, WTC-LA)6 月 3 日在洛杉磯長堤市(Long 

Beach)舉行第 10 屆「世界貿易展望」(International Tade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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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型早餐會活動，由 LAEDC 局長 Bill Allen 及 WTC-LA 董事

長 Stephen Cheung 共同主持，並邀請國際經濟學家 Ferdinando 

Guerra、LAEDC 首席經濟學家 Robert Kleinhenz 及麥肯錫全球研

究院董事 Jonathan Woetzel 等專家擔任主講。 

二、會中國際經濟學家 Ferdinando Guerra 大力推銷臺灣，詳加介紹臺

灣經濟奇蹟及現況，強調臺灣是亞洲的運輸樞紐及物流中心，係

亞太產業供應鏈不可或缺的一環，爰 TPP 在追求區域經濟整合的

過程中絕不能忽視臺灣，TPP 必須要有臺灣的參與，而臺灣也需

要加入 TPP，臺灣早日加入 TPP 將可確保美國及亞太地區整體經

濟之快速成長。 

 

標題 日媒報導越南將成為 TPP最大受益國之一 

內容 

一、日本讀賣新聞 5 月 19 日報導，TPP 談判進入最終階段，然而各談

判成員國均有其盤算及國內須解決之難題，而越南將成為 TPP 生

效後之最大受益國之一。 

二、越南成為繼中國大陸、義大利之後，全球第 3 大鞋類出口國，被

視為 TPP 最大受益國之一。依據越南當地媒體報導，主要受惠產

業包括製鞋及成衣業，依美國學者試算，TPP 生效後，2025 年越

南之輸出將成長 6 倍，金額達 1,650 億美元。 

三、除增加出口利益，越南經濟學者表示，只要擴大與 TPP 成員國之

貿易往來，即可降低中國大陸對越南之重要性，有助強化越南之

外交及安全保障。然而，適用 TPP 關稅減免產品須符合「原產地

規則」，目前各談判成員國刻正檢討原產地規則須達 70-80%之提

案，惟越南國內原物料比率約為 30-40%，而輸入部分則多倚賴中

國大陸，仍屬越南尚待克服之挑戰。 

 

標題 日媒報導紐西蘭國內對 TPP談判延長新藥保護期間出現反對聲浪 

內容 

日本讀賣新聞 5 月 21 日報導，紐西蘭學名藥之市占率達 7 成，對 TPP

談判可能延長新藥保護期間，而有礙紐國民以較便宜之價格取得學名

藥，出現反彈。另一方面，具國際競爭力之紐國酪農產業則主張，TPP

可擴大紐國輸出，對紐國整體將帶來正面效益，支持 TPP 談判。紐國

貿易部長 Groser 表示「所有談判成員國均被要求某種讓步」，TPP 談判

進入最終階段，惟各談判成員國均有其須解決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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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日本双日總合研究所發表「經濟外交之焦點-AIIB及 TPP為中心」演講 

內容 

一、日本双日總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吉崎達彥 6 月 3 日參加「每日

21 世紀論壇」例會，以「經濟外交之焦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AIIB)及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為中心」為題發表演講，指出

AIIB 及 TPP 成敗左右區域經濟發展趨勢，中國大陸主導 AIIB 雖

有政治安全考量，但主要目的還是在於相關地區之基礎建設開

發、為其過剩之生產設備擴大輸出及多元化運用外匯準備等經濟

面向，從而提升其國際地位及影響力，惟根據多家日媒報導日本

民調認為並不急於參加 AIIB。 

二、TPP 雖暫以本年內完成談判為目標，惟除日美談判仍殘留稻米及

汽車零組件議題外，現階段多在觀望美國貿易授權法案（TPA）

是否儘快生效。隨美國政治時程進入 2016 總統大選年，TPA 之批

准生效程序亦可能延至 2017 年 1 月新政府成立之後。 

三、AIIB、TPP 倘成功生效運作對區域政經最有利。惟兩者均失敗，

為最壞之情況，將造成基礎建設投資低迷，及貿易自由化進展遲

滯。 

 

標題 加媒報導澳洲要求比照加歐盟 FTA酒類市場進入待遇 

內容 

一、加拿大媒體 The Canadian Press 5 月 31 日刊載「澳洲在 TPP 談判中

對加拿大施壓提供更大酒類市場進入」專文報導，該報根據政府

內部備忘錄指出，澳洲正要求加國比照提供「加-歐盟全面性貿易

暨經濟協定(CETA)」酒類產品市場進入條件，惟加國極力抗拒。

根據該備忘錄指出，加國外貿部已徵詢各地方政府意見，僅卑詩

省政府已表達原則上不反對給予其他 TPP 談判國最惠國待遇(等

同 CETA)，但未提及其餘省政府之立場。 

二、倘加國可以同時加入 TPP 及 CETA，將使加國享有極為特殊之優

勢，成為全世界唯一同時擁有進入歐洲與太平洋市場優惠貿易待

遇之國家。因此，加拿大加入 TPP 不應該是困難的決定，即便聯

邦大選將屆，它亦不應該受制於政黨政治，而應該積極參與 TPP

談判，為加拿大出口商爭取進入國外市場更佳的待遇。 

 

標題 加拿大新聞媒體評論影響 TPP談判關鍵五因素 

內容 

加拿大 National Post5 月 28 日刊登公關公司 Ensight Canada 國貿業務

主任 Adam Taylor 所撰「影響 TPP 談判關鍵五因素」之評論，內文指

出臺灣與南韓據信未來積極爭取參與 TPP，而「未來中國大陸是否參

與」、「歐巴馬政府是否獲得 TPA 授權」、「加拿大、日本農業產品開放



104 年動態分析週報 

5 

 

議題」、「美加能否藉此改善過去 NAFTA 問題」、「TPP 是否維持高標準

之目標」等五大因素將影響 TPP 未來發展，若 TPP 確是如同其預期的

21 世紀新協定，則近期內將可看見劃時代的改變。 

 

標題 澳洲與中國大陸將於 6月 15日簽署 FTA 

內容 

一、澳洲時報 5 月 28 日報導澳洲與中國大陸將於 6 月 15 日簽署 FTA，

屆時協定文本將對國會公開並接受質詢。前揭簽署儀式之準備工

作係於 TPP 談判停滯期間進行。另澳洲官員仍相信一旦美國通過

TPA，TPP 談判最後細節將可迅速完成。 

二、TPP 談判過程保密及其可能對澳洲健保價格給付制度影響引起澳

洲工黨、綠黨及民間團體強烈抨擊，R 部長仍強調政府不會簽署

不利健保給付或業者之協議。 

 

標題 菲律賓將透過簽署雙邊 FTA推動加入 TPP 

內容 

一、菲律賓貿工部次長 Adrian S. Cristobal Jr.於 5 月 27 日在投資署(BOI)

對媒體表示，菲國目前推動簽署雙邊 FTA，將可增加被邀請加入

TPP 之機會。菲國目前僅與日本簽署雙邊 FTA，渠表示菲國已與

墨西哥、加拿大、秘魯及智利等 TPP 會員開始進行雙邊會談，這

些 FTA 正在研究階段，無論如何這些雙邊 FTA 對菲律賓將帶來明

顯利益。 

二、C 次長表示透過 APEC 會員體的影響力及與 TPP 會員洽簽雙邊

FTA，將有助於了解對方的要求及我方之需求，菲律賓將有更好

機會被納入 TPP。同時，簽署雙邊 FTA 亦可檢視菲國是否符合 TPP

對會員要求之高標準。即使目前 TPP 談判尚未對新會員開放，貿

工部對於 TPP 持續表達參與之興趣，並積極與加拿大及墨西哥洽

簽投資保護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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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RCEP 相關動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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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韓國媒體報導 RCEP可能於 2015年 11月完成談判 

內容 

一、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於 6 月 2 日向韓國新政治民主聯合議員室提

交資料中顯示，RCEP 16 個參與國將於 6 月 8 日至 13 日在日本舉

行第 8 回合談判，並預定於 8 月在緬甸舉行第 9 回合談判後，在

馬來西亞舉行第 3 屆部長會議，最終第 10 回合談判擬於 10 月在

韓國舉行，可望在 11 月 RCEP 峰會中達成最終協議。尤以 11 月

將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 APEC 峰會及部長會議，極有可能在 APEC

會議時達成協議。另中國大陸則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擴大在金融面影響力，並以 RCEP 擴大在貿易之影響力等，甚受

各界注目。 

二、據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分析，RCEP 關稅減讓即使

在中間程度達成協議時，韓國在 RCEP 生效 10 年後，實質 GDP

亦可成長 1.31％。 

 

標題 澳洲與紐西蘭將支持日本提案於 RCEP諮商中納入電子商務專章 

內容 

一、日本於 2 月中 RCEP 第 7 回合諮商提議納入電子商務專章，並主

張印度應改善電子商務法規，提供外國投資人最惠國待遇及國民

待遇，並降低投資門檻及障礙。據悉澳洲與紐西蘭將於 6 月 8-13

日日本舉行之第 8 回合諮商中支持日方說服印度開放電子商務市

場，澳洲另表示現階段不期待印度立即解除外人投資電子商務市

場之限制，惟盼印度同意於諮商協定納入電子商務章節，俾做為

未來協商逐步開放市場之基礎。 

二、印度目前已開放外人直接投資 B2B 模式之電子商務市場，B2C 模

式尚未開放。印度已於本年 2 月對日方提案表示反對，並強調電

子商務市場之開放攸關印度產業發展結構、業者生存與國家利

益，在未形成具體政策前，無法於 RCEP 諮商中進行討論及提供

任何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