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 

（出國類別：專業訓練） 

 

 

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舉辦之「實用
貿易政策分析專門課程」報告 

 

 

 

 

 

 

 

 

 

               服務機關：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 

               姓名職稱：李國際經貿專業諮詢師ㄧ鑫 

               派赴國家：瑞士日內瓦 

               出國期間：104年 7月 18日至 104年 7月 30日 

               報告日期：104年 9月 7日 



1 
 

摘   要 

 

本次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秘書處舉辦之「實用貿易政策分析專門課程」，旨在瞭解

從何收集各種貿易相關資料、如何選用最適方法來分析貿易數據與政策、學習相關之貿

易計量模型與 Stata統計套裝軟體的應用。該培訓課程共 7天，內容豐富，講師依序向

學員介紹各種貿易數據指標的計算與資料來源、貿易政策內涵與分析方法、引力模型與

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建立與應用、以及線上貿易分析軟體介紹與應用等，並於最後一

天讓學員們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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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實用貿易政策分析專門課程」報告 

壹、 參訓時間： 

104年 07月 20 至 07月 28日。 

貳、 參訓地點： 

瑞士日內瓦。 

參、 主辦單位： 

世界貿易組織（WTO）。 

肆、 參訓人員： 

參訓人員共 29 名，分別來自美國、英國、牙買加、希臘、阿根廷、孟加拉、巴

西、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斐濟群島、印尼、約旦、哈薩克、

肯尼亞、利比里亞、馬達加斯加、摩爾多瓦、緬甸、納米比亞、巴拉圭、俄羅斯、

聖露西亞、斯里蘭卡、泰國、千里達與托巴哥、辛巴威，以及我國等不同的區域

經濟體，多具經濟、商業、貿易相關背景。學員名單與背景資料詳如附件 1。 

伍、 我國參訓人員：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李國際經貿專業諮詢師一鑫。 

陸、 授課講座： 

本次課程著重於貿易資料收集、貿易數據與政策分析之相關計量方法與 Stata統

計套裝軟體應用之訓練，爰分成(1)貿易分析理論授課、(2) Stata統計軟體應用，

以及(3) 分組報告等三部分（詳參課程內容及安排如附件 2）。 

柒、 參訓目的與過程： 

一、培訓主題與目的： 

本次培訓主題為「實用貿易政策分析專門課程(Thematic Course on the Practical 

Guide For Trade Policy Analysis)」，係WTO第二次舉辦的實用貿易分析課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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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為從事貿易政策研究與分析之政府官員及學者(教授或博班學生)，培訓目的在增進

參訓人員瞭解從何收集貿易數據資料、如何選擇最適途徑與模型來解答貿易政策研究之

相關問題，並分析執行成果。因此WTO秘書處之經濟研究與統計所顧問Marc Bacchetta、

Roberta Piermartini、Cosimo Beverelli及Jose Monteiro，與德雷克賽爾大學商學院

Yoto Yotov副教授於本次培訓中，除講授相關理論課程外，亦包含了統計軟體的教學與

應用，並將參訓人員分為六小組，每組分別研究一個貿易政策課題，再於最後一天分享

成果報告。 

二、培訓過程及課堂內容概述： 

    本次訓練課程共進行 7天，前 6天之授課規劃皆以上午教授各相關理論，下午運

用 Stata統計軟體執行實務應用與練習的方式進行，並分別由 WTO秘書處經濟研究與統

計所的 Marc Bacchetta、Roberta Piermartini、Cosimo Beverelli 及 Jose Monteiro

等顧問，以及德雷克賽爾大學商學院 Yoto Yotov 副教授來擔任講師；最後一天則為小

組成果報告。開幕式由 Mr. Bacchetta向所有學員致歡迎詞，閉幕式則由 WTO秘書處經

濟研究與統計所主任 Bob Koopman、楷同 Mr. Bacchetta與 Ms. Piermartini 主持並頒

發結訓證書與團體紀念照。課程內容概述如下： 

1. 07月 20日(一) - Opening Ceremony 與 Stata統計軟體教學 

第一天的主要活動包含開幕式與 Stata統計軟體的初步教學及應用。首先，由 WTO

秘書處經濟研究與統計所顧問 Marc Bacchetta 向所有參訓人員致歡迎詞，並讓參訓人

員自我介紹及說明參訓之目的與期許，讓學員彼此瞭解，並做分組。最後扼要說明本次

課程之規劃及培訓目標，並要求學員做自我學前評鑑。 

    接著從第二堂課開始至下午最後一堂，則由秘書處 Jose Monteiro 詳細介紹基本

Stata運作模式與相關指令，教授內容包含 Stata 界面的基本介紹與運作模式、原始資

料輸入、資料整理(含建立新變數、刪減變數、不同資料間的垂直與水平合併等)、基礎

描述統計、繪圖、回歸模型、輸出資料與執行結果等指令的程式撰寫方式。 

2. 07月 21日(二) - Analyzing trade flows 

第二天開始即正式進入各分析主題，首先教授的是貿易數據分析，包含如何分析一



3 
 

國的貿易表現、有哪些分析指數、資料可從何收集、以及收集與分析資料時該注意哪些

問題。 

衡量一國貿易表現的重點在於瞭解一國的貿易額(量)多寡(how much does it 

trade)、貿易產品為何(what does it trade)及與誰貿易(with whom)。而貿易額(量)

的多寡與一國的貿易開放度、其融入全球貿易的能力或其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的角色有

關。而貿易產品則與一國原本擁有的技術及資源、經濟的規模與多樣性、及市場結構等

因素相關，體現的是一國出口多元性的能量，當然有時也會受地理或政治等外在因素影

響。最後，貿易夥伴則攸關一國可從貿易活動中獲益，進而促進經濟成長的程度，這將

與一國的地理位置、基礎設施建設、雙邊協議簽署狀況等有關聯，通常以引力方程式

(gravity equations)為分析工具。因此，衡量貿易表現的指標就被分為四大類：(1)

貿易開放度；(2) 貿易組成；(3) 比較競爭優勢；(4) 區域貿易。 

於貿易開放度方面，除了比較常見的貿易依存度指標1外，還有可計算出口的進口

含量與中間財貿易(如離岸外包、垂直專業化分工)等指標，以瞭解一國融入全球貿易的

程度或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如何，但通常出口的進口含量與中間財貿易這兩指標計算困

難，因需廣泛的資料，且有些計算須用到產業關聯表，但產業關聯表不是每個國家都有，

或也不是每年都會更新。 

貿易組成指標涵蓋如產業部門間及區域間的貿易計算，如計算各出口產品占一國總

出口之比例、一國對各貿易夥伴之出口量占該國總出口之比重、產業內貿易狀況、出口

多元性與滲透率、出口成長性及其邊際分解等指標，並藉這些指標來瞭解一國出口之強

項與其主要貿易出口國為何，出口商品在市場上被運用的程度，某段時間出口的變化，

以及在主要貿易國家之進口市占率趨勢等，以作為貿易政策與推廣之依據。注意的是，

產業內貿易狀況在解釋上需特別小心，因其計算易受產品不同的整合方式所影響，通常

經濟規模相當的國家，產業內貿易狀況較為頻繁；另外，雖然增加出口多元性，可降低

受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影響，但不一定保證可促進經濟成長。 

在分析比較競爭優勢上，除了較為常見的顯示性比較利益指標外，尚有出口專業化

                                                      
1
貿易依存度旨在瞭解國內供給(需求)仰賴國外需求(供給)程度，該資料亦可從 PWT(Penn World Tables)

中獲得。惟需注意的是，該數據不能單獨拿來做國家間的比較，因其與多種國家特性(如經濟規模大小、

所得高低)有關。若要比較，須將各國特性納入考量，並以回歸模型來執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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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顯示性技術含量與顯示性要素密集度等指標可計算，以瞭解一國較具優勢的產業

/產品、生產技術及要素資源為何，進而決定與他國貿易的可能性與形式(產業/產品垂

直對接或水平合作)。一般而言，出口專業化程度指標若小於 1，表示該產業/產品不具

比較競爭優勢，若大於 1 則表示該產業/產品在該國具專業性(有比較競爭優勢)；另在

顯示性技術含量與要素密集度指標方面，高所得之經濟體的技術含量成分較高，且其比

較競爭優勢會在技術而不是勞動成本，即屬技術密集而非勞動密集型。這些分析指標之

數據可從 WITS(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資料庫取得。 

最後，在區域貿易方面，則可討論區域內的進口狀況、貿易集中度與互補性等指標。

貿易集中度大(小)於 1，表示雙邊貿易量大(小)於預期；貿易互補性衡量二國為自然貿

易夥伴(natural trading partners)的程度，亦即一國出口的產品正是另一國需要的產

品。該數值介於 0~100 之間，若為 0，表示沒有產品被一國出口或被另一國進口，若為

100，表示進出口比重相當，一國的進口需求與另一國的出口供給相互匹配。區域貿易

資料來源可自 WTO、世界銀行、及 Anatomy的資料庫取得。 

於教授貿易指標後，講師亦於課堂最後簡單介紹稅則號列系統概況，HS code與 SITC

的差別與轉換，及在計算各項貿易指標時，如何解決原始資料缺失等問題，如資料有缺

失時，最好能逐案判斷缺失之資料是屬於輸入錯誤，或原本即為零進口，以決定是否可

利用插補法或補零的方式來修補缺失的資料。另外，注意的是，通常進口值被認為是較

為可靠的貿易量依據，所以在討論雙邊貿易時，最好以進口值為計算基準。 

表 1、各類貿易指標公式 

貿易指標 

分類 
指標 公式 

貿易開放度 

貿易依存度 (出口額 + 進口額)/GDP 

出口產品之進口含量 

(∑ 𝜇𝑗𝑡𝑧𝑗𝑘)/𝑌𝑘𝑡

𝐽

𝑗=1
 

𝜇𝑗𝑡 =
產品 j 的進口量

產品 j 的國內消費量
 

𝑧𝑗𝑘 = 產業 k 購買產品 j 的量(中間財) 

𝑌𝑘𝑡 = 產業 k 的產量 

中間財貿易(離岸外包) 
產業 k 進口的生產要素

產業 k 生產的總投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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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財貿易 

(垂直專業化分工) 
進口的生產要素

總產量
出口值  

貿易組成 

部門或地區之 

貿易導向 

 產業部門：產品 j 之出口額占國家總

出口額之比重 

 地區：國家出口至某一國占其總出口

的比重 

產業內貿易(GL指數) 

1 −
|𝑋𝑗

𝑖𝑑 − 𝑀𝑗
𝑖𝑑|

𝑋𝑗
𝑖𝑑 + 𝑀𝑗

𝑖𝑑
 

𝑋𝑗
𝑖𝑑 = i 國產品 j 出口至 d 國的金額 

𝑀𝑗
𝑖𝑑 = i 國產品 j 自 d 國進口的金額 

出口多樣化 
∑ (𝑠𝑖)2

𝑘
 

𝑠𝑖 = 國家 i 產業 k 占出口或進口之比重 

出口市場滲透率 
𝐼𝐸𝑀𝑃𝑖 =

∑ ∑ 𝑌𝑖𝑗𝑑𝑑𝑗∈𝛺𝑖

∑ ∑ 𝑍𝑗𝑑𝑑𝑗∈𝛺𝑖

 

Y=1 若出口國 i出口產品 j至 d國 

Z=1 若進口國 d有進口產品 j 

出口成長分解 

總出口變動量=出口變動+新產品(或新

市場)延伸的邊際變動量-產品退出的邊

際變動量 

比較競爭利

益 

顯示性比較利益(RCA) 

(
i 國 j 產品出口額

i 國所有產品出口總額
)

(
j 產品之全球出口額

全球所有產品之出口總額
)

 

出口專業化程度 

(
i 國產品 j 出口額

i 國所有產品出口總額
)

(
d 國產品 j 進口額

d 國所有產品之進口總額
)

 

顯示性技術要素 

 對產品 j出口國的人均 GDP進行加權

來估計該產品的技術含量，其中權重

為出口國該產品之顯示性比較利益指

數(RCA)：∑ 𝑅𝐶𝐴𝑘
𝑖 𝑌𝑖

𝑖  

顯示性要素密集度 

 產品 k資本密集度：∑ 𝜔𝑘
𝑖 𝑘𝑖

𝑖  (𝑘𝑖：勞

動人均資本存量，𝐾𝑖/𝐿𝑖) 

 產品 k人力資本密集度：∑ 𝜔𝑘
𝑖 ℎ𝑖

𝑖  

(ℎ𝑖：勞動人均資本存量，𝐻𝑖/𝐿𝑖) 

 𝜔𝑘
𝑖：調整過的權重比例總和為 1的 RCA

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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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貿易 

貿易集中度 

(
i 國出口至 d 國之總額

i 國出口總額
)

(
全球出口至 d 國之總額

全球出口總額
)

 

貿易互補性 
 衡量二國成為自然貿易夥伴的程度：

100[1 −
∑ |𝑚𝑘

𝑖 −𝑥𝑘
𝑑|𝑘

2
]；k為產業別 

3. 07月 22日(三) -- Analyzing trade policy (貿易政策分析) 

第三天由 Cosimo Beverelli 為大家講授分析貿易政策的量化工具，亦即介紹如何

描述、整合與量化貿易政策，主要為關稅與非關稅的相關議題討論。 

貿易政策有許多不同的執行措施，如課徵進口稅或出口稅、限制國際貿易的數量、

出口補貼及其他；通常可簡單將其分為二大類：關稅與非關稅措施。在執行上，政府通

常對每幾千項進口或出口產品實施不同組合的措施。即使同樣行關稅措施，對不同產品

亦可設定不同級別的稅制。基本上，關稅計算類型有五種：從價關稅、從量關稅、復合

關稅、混合稅率、及技術性稅率(見表 2)，而最常用的方式即為從價關稅。另外，若要

將從量關稅轉換為從價關稅可由𝜏從價稅 = 100(𝜏從量稅 𝑝)⁄ 公式計算而得，公式中之𝑝為產

品一單位的國際價格，通常會因時間與國家的不同而變動2。從價關稅較從量關稅應用

廣泛，因它們更易於彙整比較，亦較透明，於國家關稅承諾談判時尤為重要。 

表 2、關稅計算類別 

類型 計算案例 

從價關稅(Ad valorem) 5% 

從量關稅(Specific) 每公斤新台幣 45元 

復合關稅(Compound) 10%+每公斤新台幣 30元 

混合稅率(Mixed) 
10%或每公斤新台幣 30元  

(視哪一個比較高) 

技術性稅率(Technical) 8.3% + EA MAX 18.7% + AD S/Z 

在建構一國關稅型態時，需要考慮最惠國關稅稅率(MFN)與特惠關稅(Preferential 

tariff)，以及約束關稅(Bound tariff)與實施關稅(Applied tariff)的區別3。於特定

                                                      
2
 世界銀行的 WITS資料庫提供 4種計算𝑝的方式。 
3
 (1) 最惠國關稅稅率(MFN)：WTO 成員承諾給予所有其他與他們沒有簽署優惠協議的 WTO 成員的進口優

惠關稅；特惠關稅(Preferential tariff)為給予有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夥伴國、海關聯盟或其他優惠

貿易協定成員的進口優惠，相對其他國家更有可能是零關稅；(3) 約束關稅係指政府承諾實施的最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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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稅目中，約束關稅須高於或等於實施的最惠國關稅，而最惠國關稅也應高於或等於

特惠關稅。通常先進國家的約束關稅會等於或非常接近實施關稅。而發展中國家的約束

關稅通常皆高於實施關稅。 

而在貿易談判中，關稅減讓的方式有三： (1)甘迺迪回合：  𝜏新稅率 = (1 −

減讓比例)𝜏基礎稅率；(2) 東京回合(瑞士降稅公式)：𝜏新稅率 = (𝑎 ∙ 𝜏基礎稅率)/(𝑎 + 𝜏基礎稅率)，

其中 a為「瑞士係數」。若基礎稅率無限大，新稅率將趨近 a (最大被同意課徵之關稅)，

若基礎稅率趨向零，則新稅率將趨近基礎稅率(即無改變)；(3) 杜哈回合：排除敏感產

品後，非農產品市場進入適用瑞士降稅公式，農部門適用分段降稅公式 (仍在談判)。 

另外，在分析關稅組合方面，關稅可以不同方式進行匯總來加以分析，如使用簡單

的算數平均或加權平均。但二者皆有其優缺點，如簡單算數平均，雖計算簡單，但對沒

有進口或大量進口的產品賦予了相同的權重，而加權平均法雖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此種

偏差，但有時也會有對高關稅賦予低權重，對禁止性關稅賦予零權重的情況發生。所以

最好方式是分析時亦將關稅組合的零關稅比例、最大值、最小值、離散值等資訊納入考

量。 

再者，由於關稅可提高國內生產商之進口競爭產品的價格，藉此保護國內生產商的

利益，因而有了有效保護稅率(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ERP)的計算，用以估

計一特定部門對國內生產商整體關稅結構的淨保護效應。有效保護稅率可是正數，亦可

為負數。為避免有效保護稅率為一負值，最終商品的關稅須高於中間商品的關稅。 

接著，在非關稅部分，非關稅措施通常屬質化分析，如許可證、技術壁壘、出口限

制、原產地限制、邊關管理、檢疫防疫措施、反傾銷措施等，數據不易取得。而量化非

關稅措施的方式有三種：(1) 價差法：[(國內價格 國際價格⁄ ) − (1 + 國際運輸利潤 +

從價關稅)]，惟該計算會受內外部價格計算方式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估計值；(2) 頻率

指數：特定產品種類中具非關稅障礙之占比；(3) 涵蓋率：特定產品類別中具非關稅障

礙之產品進口占比加總。 

最後，在介紹完關稅與非關稅議題後，講師則於下午時段介紹 WTO 貿易政策審查報

告(Trade Policy Review，TPR)，以及關稅與非關稅的資料來源。由於貿易政策指標多

                                                                                                                                                                     
關稅的關稅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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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彙整不同產品之貿易政策 (統稱為貿易政策立場，Trade Policy Stance)，並做國

際比較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而 WTO提供的 TPR即為一個很好的範本。講師亦於最後

一堂課，親自示範如何利用 Satat程式跑出 TPR 的貿易數據分析表格。而貿易政策資料

可從 WTO資料庫(TAO：Tariff Analysis Online、TDF：Tariff Download Facility)、

世界銀行的 WITS(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與 TPP (Trade, Production and 

Protection)及 TBT 資料庫、國際貿易中心及國際信息與未來研究中心的 MAcMap 

(Market Access Map)、聯合國的 COMTRADE與 TRAINS資料庫、GTA (Global Trade Alert)

以及 Anatomy等資料庫取得。 

4. 07月 23日(四) -- 引力模型理論與估計(Gravity model: Theory and 

Estimation) 

第四天開始則由德雷克賽爾大學商學院 Yoto Yotov 副教授與 WTO 秘書處 Roberta 

Piermartini帶學員們進入貿易計量模型的分析課程，主要以介紹引力模型的理論與實

務為主。 

引力方程式的二大組成為貿易經濟體規模與貿易成本。於實務上，貿易經濟體規模

通常以國家的 GDP來表示，貿易成本則常以國家間的距離、關稅與非關稅障礙、文化或

語言隔閡、是否曾為殖民關係、是否分享同一邊境、是否簽署 FTA或 RTA、以及國家是

否屬內陸國家或海島型國家等來表示。且因該貿易資料屬縱橫斷面資料(如每一國、每

一年資料)，通常會利用固定效果模型或隨機效果模型來跑回歸方程，再以 Hausman 檢

定來選擇最適模型。另於分析時，最好加入進口國、出口國之虛擬變數，或加入出進口

國配對之虛擬變數，儘管在固定效果模型中，如此一來會無法估計如文化或語言隔閡、

是否曾為殖民關係等固定特性等對進口量變化的影響，但若研究主題關切的是關稅政策

或非關稅政策、或 FTA 對進口量之影響，則即使無法估計那些固定特性的影響亦無所

謂。 

於分析實證結果時須注意的是，進口量(應變數)、關稅率與距離(自變數)通常會以

對數方式呈現，解釋上是以百分比的變動(即彈性概念)來陳述，如二國距離增加多少百

分比，會使進口量變化多少百分比。但對虛擬變數的解釋，則須將估計出來的係數值轉

換為指數(如：exp(估計係數)-1)，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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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解釋非關稅措施對一國進口量影響上，則須將非關稅措施(如是否限制配額)

之係數值轉換為等值之從價關稅後(亦即須算出限制配額的影響相當於是關稅增加多少

百分比的影響)，再作解釋，其公式為：exp(非關稅之估計係數/關稅之估計係數)-1。 

於下午最後一堂，講師則以 Rose (2004)文章為應用示範，探討國家加入 WTO的效

益。有趣的是，與其他文章之結論不同，這篇文章的實證結果指出，加入 WTO並不會使

一國之貿易量增加。而會有這樣的結果，是因為該文於回歸模型中，沒有將國家間與產

業部門間的不對稱考量在內，也沒有妥善處理貿易量為零的數據。若將這些考量納入模

型，將會發現加入 WTO 對一國貿易有正面影響。 

5. 07 月 24 日(五) – 一般均衡之貿易政策分析--引力模型(General 

equilibrium trade policy analysis with gravity) 

接續第四天之議題，第五天仍由德雷克賽爾大學商學院 Yoto Yotov 副教授與學員

講授引力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結構。 

在引力模型的結構估計式中，除包含經濟體之需求規模與貿易成本外，尚須加入控

制貿易成本對商品流動的多邊阻力(multilateral resistance; MR)，包含對內阻力(即

消費者面對之價格)，與對外阻力(即廠商面對之價格)。在靜態分析中，探討的是，在

既定的雙邊貿易成本、產量、與支出下，簽署雙邊或區域 FTA，如何影響貿易成本的變

動，使消費者與廠商面對的商品價格變動，進而影響貿易需求量及社會福利(消費者剩

餘)的變動。 

於動態模型中，所有要素都會隨時間改變，如產量不再只是一既定常數，而是勞動

與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函數。因此，除了探討簽署雙邊或區域 FTA後，貿易成本、消費者

與廠商面對的商品價格、及貿易需求量及福利(消費者剩餘)會如何變動，還可進一步探

究產量、就業、投入資本以及所得會如何變化。 

在分享完理論基礎後，講師於下午時段分別以 NAFTA 與 TTIP 為例，帶學員利用

Stata統計軟體來操作實證分析。在 NAFTA例子中，實證結果顯示，美國從 NAFTA中的

獲益程度最小，墨西哥最大。另簽署 TTIP，對歐洲之就業與經濟成長有益，可幫助歐

洲國家脫離危機，逐步復甦。另一方面，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亦可從 TTIP 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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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因為 TTIP 將擴大歐盟與美國的消費市場需求，而當歐美市場需求增加，即會增

進他們與亞洲經濟體間的貿易(進口更多亞洲產品)。 

6. 07 月 27 日(一) -- 選擇適當分析方法(Choosing the Appropriate 

Methodology)、介紹一般均衡模型(Introduction to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modelling)、部分均衡之貿易政策分析(Partial 

equilibrium trade policy analysis: Welfare effects)  

第六天則由 WTO 秘書處之經濟研究與統計所顧問 Marc Bacchetta、Roberta 

Piermartini、及 Cosimo Beverelli 分別講授貿易分析方法的選擇、CGE模型簡介及部

分均衡分析的軟體應用。 

首先由 Marc Bacchetta 回顧這幾天所提及之貿易分析方法，並講授在既定的條件

限制下(如：時間與資源限制、沉入成本或其他)，應如何選擇適當的方法來解答想研究

的議題。基本上，跟據不同的研究議題，可考慮的四個分析步驟為：是否需要運用 (1) 

描述統計或模型分析；(2) 事前模擬或事後分析；(3) 傳統計量模型或模擬模型；(4) 分

析部分均衡或一般均衡(見圖 1)。 

 

 

 

 

 

 

 

 

圖 1、貿易分析方法論的思考面向彙整 

接著由 Roberta Piermartini 介紹 CGE 模型。簡單來說，CGE 模型的基本架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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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包含三個行為主體(家計、生產、政府部門)、三個全球性部門(世界其他地區、

全球銀行、全球貿易與運輸部門)以及五種生產投入要素(土地、資本、技術性勞動、非

技術性勞動、自然資源)。家計與政府部門可將其可支配所得4用於消費支出(國產品、

進口品)與儲蓄，以求其效用最大。家計與政府的儲蓄將透過全球銀行來做各項投資。

生產部門會透過原始投入要素生產中間商品或終端產品來滿足國內需求或外銷至其他

國家/區域，以求其利潤最大。每個行為主體與部門之效用、生產要素與中間和終端產

品組合皆可以數學式表示之，透過聯立方程式求得各模擬情境的最佳解。 

 

 

 

 

 

 

 

     資料來源：WTO「實用貿易分析專門課程」上課講義(2015.07.27)。 

圖 2、CGE模型架構 

CGE模型主要在比較政策改變前後的差異，而該差異即為政策效果。最受歡迎的 CGE

模擬軟體為 GTAP，其涵蓋全球 140個國家/地區，57類產品的雙邊貿易資料，亦包含貿

易政策相關資訊(如 GATT/WTO 多邊自由化、區域貿易、環境政策等)，目前該資料庫更

新至 2011 年。儘管 GTAP 有些限制，如其「市場為完全競爭，且資源利用率 100%」的

假設，與一些國家中的某些產品市場不符；屬靜態分析；公共支出與稅制間亦無直接相

關，致使無法分析貿易政策的改變對政府支出結構的影響等等，但一些假設也慢慢再被

修正與改善。而從一些利用 GTAP資料庫建構 CGE模型來評估杜哈回合效益的文章來看，

                                                      
4
 家計單位的可支配所得為稅後之勞動與資本/土地租金收益；政府部門收入則為扣除政府對企業或個人

補貼之後的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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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他們的假設與情境設定有些許不同，但這些研究的基本結論皆為：多邊貿易自由化

體制可使全球受益，尤其開發中國家的潛在獲益程度大；消除補貼對淨食品進口國會造

成損害。Roberta Piermartini 講完後，則由 Cosimo Beverelli 教授部分均衡分析的

SMART軟體模擬應用，並讓學員實際操作。 

SMART為世界銀行開發的實用部分均衡模型分析軟體，可藉由軟體中的情境選擇及

供需彈性設定，讓決策者可在短時間內獲得政策改變對一國貿易量變化(進口前後比較)、

貿易創造效果、貿易移轉效果、稅收、社會福利影響等的初步資訊。執行步驟如下： 

1. 註冊登入 WITS網站  點選「Tariff and Trade Simulations」中的 SMART  進

入如下畫面 

 

 

 

 

 

 

2. 選擇一進口(出口)國家及年分，設定進口彈性、替代彈性等值 

 

 

 

 

 

 

自行輸入名稱，並選擇
TRAINS資料庫，然後點選
Proceed

選擇國家與年份，再選擇產品與情境設定

可接受模型設定，或依自己經驗值來改變設定



13 
 

3. 選擇分析的產品項目： 

 

 

 

 

 

 

4. 設定分析情境： 

 

 

 

 

 

 

4.1 進入新情境設定畫面如下： 

 

 

 

 

 

 

選擇新設情境

• 輸入情境名稱，按Add

• 接著選擇要分析的貿易夥伴與產品

• 產品選擇方式有自行輸入特殊HS

code、從產品樹選擇、按照HS 

code的章節(2、4、6位碼)來選、
透過UNCTAD/WTO定義的產業
群組來選、或自訂產業群組

• 選好後輸至右方空白框，再按
Proceed

選擇以HS code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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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好情境名稱後，選擇貿易夥伴： 

 

 

 

 

 

4.3 接著選擇產品： 

 

 

 

 

 

 

4.4 按 Proceed後，會回到一開始設定情境的畫面，來設定貿易政策(關稅減讓方式)： 

 

 

 

 

 

 

 

• 貿易夥伴選擇方式有自國家清單選擇、國家群
組(如歐盟25國、LDC國家、OECD國、WTO成
員國等等多種群組)、或自訂

• 選好後輸至右方空白框，再按Proceed

• 設定新關稅率(若是新政策或簽署FTA

後是免關稅則於New Rate 處輸入0，
亦可自行選擇其他減讓方式)

• 最後按Pro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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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按 Proceed後，會看到如下畫面，請將剛設好的情境名稱選至右方框中 

 

 

 

 

 

5. 按 Proceed後，會回到最一開始的畫面，可確認是否輸入之資訊無誤，接著按「Save 

& Submit」 

 

 

 

 

 

 

6. 接著會到呈現結果的畫面，等到「Status」顯示為 Complete時，即可按「Download」，

再點選「Download Data」至 Download畫面。 

 

 

 

 

 

選擇設定的情境至右方空
白框中，按Proceed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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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至 Download畫面後，點選「Save」，將壓縮檔儲存。 

 

 

 

 

8. 於壓縮檔中會有 6個 EXCEL檔案，顯示政策改變後總進口量如何變動、各國因政策

改變引發的貿易創造效果與貿易移轉效果為何，稅收如何變化以及消費者剩餘(社

會福利)如何變動等資訊。 

 

 

 

 

 

 

 

 

7. 07月 28日(二) -- 小組報告與閉幕式 

最後一天為小組報告。報告主題包括(1)計算各國之離案外包與垂直專業化分工指

標，並做比較；(2) 計算各國關稅與非關稅之描述統計資料，並做比較；(3) 估計區域

貿易協定對一國貿易之影響(含進口量變化、貿易創造、貿易移轉等值)；(4) 利用引力

模型探討非關稅障礙對一國貿易(進口量)的影響；(5) 利用 CGE模型估計北美 FTA區域

貿易協定的效益；(6) 利用 SMART軟體估算泰國與歐盟簽署 PTA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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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的小組被分配到第 4題，即運用引力模型來探討非關稅障礙對一國貿易(進口量)

的影響，並計算出非關稅障礙之等值從價關稅率，最後再探討不同的模型設定對結果之

影響，如利用一般回歸與固定效果模型(含貿易夥伴配對或進出口國特性變數)所跑出的

結果是否有差異。 

於小組分工中，職主要負責整個實證分析的部分，包括撰寫 Stata 程式，跑資料與

做回歸分析與製作實證結果表格等；文獻收集部分則由小組其他成員分工完成。報告方

式，由本組組長 Thomas Samuel 報告，職則負責回應有關實證部分之問答。本組之簡報

美觀且內容完整，問題回應得宜，因此頗受講師與同學們之讚賞。 

小組報告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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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式： 

 

 

 

 

 

捌、 參訓心得與建議 

非常感謝有學習貿易實務的機會，這次培訓加深職對貿易指標與政策的瞭解，亦對

貿易模型的結構與內涵有更深入的認知。而職覺得最開心的就是學到如何善用世界銀行

的 WITS 資料庫與其開發的模擬軟體 SMART 了，尤其是 SMART 軟體，對須即時分析政策

變化成效，又還來不及請智庫做深度研究的單位來說，是非常實用的模擬軟體，至少可

先得到一個初步效益數據，來作政策參考依據。 

可惜的是，該課程為 WTO秘書處第二次舉辦，課程的整體規劃與組織尚在試運作階

段，雖然培訓時間已較第一次舉辦為長(多二天)，亦應第一次評鑑要求增加課程內容，

使這次的培訓課程相當豐富，但也因內容太多，許多內容講師只得快速帶過，於當下實

在難有消化吸收的時間。 

實用分析的重點在於應用，原本在課程規劃上，下午有二堂應用課，一堂先由講師

帶領學員實際操作軟體與寫程式，另一堂則由講師出題，學員自己學習應用，但因上午

理論部分常常到下午才講完，加上很多學員從來沒用過 Stata統計軟體(整班 29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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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僅 6人對操作 Stata 熟悉)，講師得一個個程式解說，使很多應用題都沒有機會自己實

際操作到。 

因此，許多學員認為該課程至少應為二星期的課程(一星期講授理論，一星期應用，

或將理論部分放上 e-Learning，未來申請人需先通過 e-learning課程，再來上應用課

程。另外，應用主題應多以如 TPP、RCEP、TTIP、杜哈回合等更多當下討論之議題為主)，

對此職亦有同感。不過，相信未來這堂培訓課的規劃一定會越來越好，也期待未來還能

有機會上更多類似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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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參訓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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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課程內容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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