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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魏副局長可銘應邀出席二００一年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貿易
政策論壇（TPF）「區域貿易協定之現狀及未來發展」研討會情形說明如后：
一、本研討會係於本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泰國曼谷舉行，共有PECC
會員體及亞洲開發銀行（ADB）等組織代表七十餘人與會。中華台北
由PECC貿易政策論壇國際協調人│魏副局長可銘，及台經院徐遵慈
出席，魏副局長並擔任六月十二日第六場次綜合座談主講人之一。

二、魏副局長發言要點如后：
    RTA的發展雖已成潮流，但並不能解決世界貿易的所有問題，例如：

農、漁業等敏感項目的反傾銷、原產地規定、貿易便捷化等，並
不能透過目前大多數RTA的內容予以解決。而亞洲各國紛紛轉向
RTA，亦將使APEC的功能、發展受到影響，對亞太經濟發展並非
好事。此外台灣正積極發展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基於以下原因，
台灣應係東亞地區極其自然的FTA夥伴，亞太各國在積極討論RTA
合作之際，不應將台灣排除在外，歡迎各國在時機成熟時，能與
我國加強合作：（一）位居亞太樞紐地位，在兩個小時內可抵大陸
及鄰近地區最主要城市，係廠商進入東亞市場之入口。（二）具有
卓越的產品製造能力，故為東協及中國最重要的投資及技術供應
來源。（三）海、空運輸設施完善，擁有基隆及高雄等南北兩大國
際港。

三、魏副局長與會心得如后：
（一）本次會議共有三十餘位學者、專家提出有關RTA之論文，其中

竟無一人提及台灣，顯見我國在各國推動
RTA過程中有被邊陲化之危機。（二）中共學者在報告中說明，中
共辦完本年APEC活動後，未來重心將置

於RTA，並將排除紐、澳及所有西方國家加入其所推動之RTA，而以
中國市場之潛力及未來APEC以中國為主

體之經濟發展型態觀察，上述說法，另人側目。（三）由於 FTAA
之簽署、EU的擴大及東亞自由貿易區之

發展，各種貿易區塊型態逐漸形成，對於台灣之發展可能造成衝擊，
以台灣目前狀況而言，要加入他國推動

之RTA恐仍有困難，故仍以加強參與WTO、APEC等多邊貿易體系對
我最為有利（例如：香港模式）。倘若多

邊體系之自由化無法進一步推動，則應續加強參與R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