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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 APEC 評估服務業環境之資料蒐集技巧能力建構研討會」於 11 月

5 日至 6 日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由美國政府自費辦理，利用 2 天的研討會提升

APEC 經濟體評估服務業法規環境之蒐集及採用資料的能力，此研討會係依據去

年舉辦「APEC 服務業貿易指標資料研討會」(APEC Trade in Services Index Data)成

果建議而來，並呼應 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ASCR)第 13 項行動計畫發展服

務業統計資料以衡量路徑圖執行成效。本次研討會計有澳洲、智利、大陸、印尼、

日本、馬來西亞、巴紐、秘魯、菲律賓、美國、越南及我國等 12 個經濟體參與，

出席者及工作人員總計 38 人，我方由本局派員與會。 

本次活動美國政府全程委由美國 APEC 高階區域整合技術援助計畫(US-

ATAARI)負責執行，席間由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經濟官 Stephanie Moniot (Economic 

Officer)開幕致詞，美國國務院對外事務官 Jessica Mazzone (Foreign Affairs Officer)

及來自 WTO、OECD 與 APEC 經濟體專家擔任講者。 

評估服務業環境之資料蒐集技巧研討會的目的係加強經濟體工作階層官員

評估服務業環境所使用資料之能力，會議第一天主要說明服務業的重要性、衡量

服務貿易之方法及介紹國際現有的服務貿易統計資料庫，如 WTO 服務貿易資料

庫及 OECD 貿易附加價值 TiVA(Trade in Value Added )統計，第二天說明 APEC 服

務業工作小組(GOS)下進行 APEC Index 專家會議之進展，並介紹 OECD 服務貿易

限制指標(STRI)資料庫之應用，美方數次強調 APEC STRI 宜參考 OECD 版本為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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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時間 

107 年 11 月 5 日至 6 日 

 

貳、 會議地點 

菲律賓馬尼拉半島酒店二樓會議室(The Peninsula Hotel, 2F Conservatory 

Room)。 

 

參、 會議目的 

評估服務業環境之資料蒐集技巧研討會的目的係加強 APEC 經濟體工作階

層官員評估服務業法規環境時，所需蒐集及採用資料的能力。此研討會係依據去

年舉辦「APEC 服務業貿易指標資料研討會」(APEC Trade in Services Index Data)之

成果建議而來，並呼應 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ASCR)第 13 項行動計畫發展

服務業統計資料以衡量路徑圖執行成效。 

肆、 會議議程 

2018 年 APEC 評估服務業環境之資料蒐集技巧能力建構研討會議程 

2018 年 11 月 5 日(一) 

09:00 – 09:20 

開場致詞: 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經濟官 Ms. Stephanie Moniot (Economic Officer) 

09:20 – 09:45 

活動說明: 美國 APEC 高階區域整合技術援助計畫(US-ATAARI)負責執行，本次

活動由計畫主持人 Mr. Alex Ginn(Associate, US-ATAARI)說明會議進行方式及分

組討論進行方式。接續請與會者自我介紹。 

09:45 – 11:00 

第 1 場次 介紹服務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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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重於服務貿易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包括點出阻礙外人投資和服務出口的

政策障礙，以及經濟自由化和消除服務出口壁壘所帶來的益處。 

講者 1: 美國發展貿易顧問團主任 Dr. Ben Shepherd  

講者 2: WTO 研究員 Ms. Justin Lan 

11:00 – 11:30 休息 茶點時間 

11:30 – 12:00 

第 2 場次 「分析服務貿易第 1 部分」 

本場次聚焦如何定義和衡量服務貿易，以及衡量服務貿易面臨的挑戰與困難。 

講者: 美國國務院對外事務官 Jessica Mazzone (Foreign Affairs Officer)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4:15 

第 3 場次 「分析服務貿易第 2 部分」 

在前一場次的基礎上，介紹國際組織在服務貿易統計的工作，如 WTO 的服務

貿易資料庫及 OECD 貿易附加價值 TiVA(Trade in Value Added )統計。 

主持人: 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PECC)秘書長 Mr. Eduardo Pedrosa 

與談人 1: 美國發展貿易顧問團主任 Dr. Ben Shepherd  

與談人 2: WTO 研究員 Ms. Justin Lan 

與談人 3: OECD 貿易統計組長 Dr. Fabienne Fortanier 

14:15 – 15:30 

第 4 場次 APEC 經濟體案例分析分享 

邀請澳洲、印尼及秘魯政策專家分別就旅遊觀光、資料開放及電信法規及資料

透明化分享使用資料改變政策的經驗。 

主持人: 美國發展貿易顧問團主任 Dr. Ben Shep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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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 1: 澳洲對外事務及貿易部一等經濟秘書 Ms. Jenni McEwin 

與談人 2: 印尼電信監管機構委員 Dr. Taufik Hasan 

與談人 3: 秘魯電信法規監管機構副理 Mr. Marco Vilchez 

15:30 – 16:00 休息 茶點時間 

16:00 – 17:30  

第 5場次 分組討論:促進服務貿易政策改革 1 

與會者進行分組討論，分享國內不同業別進行改革之現況及該業別資料的蒐集

及使用方式。 

17:30 – 18:00 

結語 (計畫主持人 Mr. Alex Ginn 回顧今日的課程) 

2018 年 11 月 6 日(二) 

09:00 – 09:10 

開場 計畫主持人 Mr. Alex Ginn 回顧昨日的課程 

09:10 – 09:45 

第 6 場次  APEC 服務業工作之進展 

報告 APEC 服務業工作小組(GOS)下，APEC 指標專家小組之進展。 

講者: APEC 秘書處政策支援小組(PSU)分析師 Mr. Andre Wirjo 

09:45 – 10:45 

第 7 場次 衡量服務貿易法規環境 

介紹 OECD 服務貿易限制指標(STRI)，包括建立 STRI 目的，以及介紹 STRI 方

法論及工具。 

講者: OECD 貿易政策分析師 Mr. Janos Feren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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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 11:15 休息 茶點時間 

11:15 – 12:30 

第 8 場次 改善法規透明化及促進政策改革 

本場次聚焦學習利用 OECD STRI 指標改善法規透明化之訓練，以及檢視政策改

變後對指數的影響。 

講者: OECD 貿易政策分析師 Mr. Janos Ferencz 

12:30 – 13:45 午餐 

13:45 – 15:30 

第 9 場次 分組討論:促進服務貿易政策改革 2 

與會者進行分組討論，分享國內不同業別進行改革之現況及該業別資料的蒐集

及使用方式。 

15:30 – 16:00 休息 茶點時間 

16:00- 16:30 總結 

 

伍、 會議過程 

一、 美國政府舉辦研討會之動機 

美國舉辦本次活動之動機，係遊說經濟體在選定 APEC 服務貿易基礎指標上，

以 OECD 服務貿易限制指標(STRI)為主，透過加強經濟體工作階層官員認識

OECD STRI 指標，進而提升經濟體官員評估服務業環境使用資料之能力。會議第

一天主要說明服務業的重要性、衡量服務貿易之方法及介紹國際現有的服務貿易

統計資料庫，如 WTO 服務貿易資料庫及 OECD 貿易附加價值 TiVA(Trade in Value 

Added )統計，第二天說明 APEC 服務業小組(GOS)下進行 APEC Index 技術小組會

議之進展，並介紹 OECD 服務貿易限制指標(STRI)資料庫之應用，美方數次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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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STRI 宜參考 OECD 版本。 

本次研討會計有澳洲、智利、大陸、印尼、日本、馬來西亞、巴紐、秘魯、

菲律賓、美國、越南及我國等 12 個經濟體參與，出席者及工作人員總計 38 人，

我方由本局多邊貿易組陳雅玲二等經濟秘書出席與會。 

本次活動美國政府全程委由美國 APEC 高階區域整合技術援助計畫(US-

ATAARI)負責執行，席間由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經濟官 Stephanie Moniot (Economic 

Officer)開幕致詞，美國國務院對外事務官 Jessica Mazzone (Foreign Affairs Officer)

及來自 WTO、OECD 與 APEC 經濟體專家擔任講者。 

 

二、 評估服務業環境之資料蒐集技巧能力建構研討會 

（一） 開幕致詞 

本次研討會由美國政府駐菲律賓大使館經濟官 Stephanie Moniot (Economic 

Officer)開幕致詞，M 經濟官首先說明本研討會目的係加強 APEC 經濟體工作階

層官員評估服務業法規環境時，所需蒐集及採用資料的能力。此研討會係依據去

年舉辦「APEC 服務業貿易指標資料研討會」(APEC Trade in Services Index Data)之

成果建議而來，並呼應 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ASCR)第 13 項行動計畫發展

服務業統計資料以衡量路徑圖執行成效。 

M 經濟官續說明美國對服務貿易非常重視，願意與 APEC 經濟體一同加強服

務貿易之出口，APEC 正在發展服務貿易衡量指標，伊強調美國大力推薦 OECD

服務貿易限制指標(STRI)作為 APEC 服務貿易基礎指標之版本。接續 M 經濟官介

紹本次活動由美國 APEC 高階區域整合技術援助計畫(US-ATAARI)負責執行，由

美國國務院出資贊助。最後期盼與會官員在 2 天研討會後都能滿載而歸，學以致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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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場次會議重點： 

1. 服務業的重要性：側重於服務貿易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包括點出

阻礙外人投資和服務出口的政策障礙，以及經濟自由化和消除服務出

口壁壘所帶來的益處。由美國發展貿易顧問團主任 Dr. Ben Shepherd 

及 WTO 研究員 Ms. Justin Lan 主講，會議重點如下: 

(1) 服務業在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以 APEC 區

域為例，1990 年服務業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約 50%，到 2015 年服

務業佔 GDP 達 60%。在勞動就業市場方面，APEC 區域在 1995 年服

務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超過 50%，到 2015 年服務業就業人口佔

總就業人口接近 65%。服務業成長通常會帶動國家經濟成長，服務

業通常也是外人直接投資的標的，提高服務貿易的交易性可增加貿

易及就業機會，因此，創造一個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及環境成

為近年來各國政府思考的方向。 

(2) 服務貿易受到邊境後之措施(behind the border measures)也就是國內

規章的規範。由於不透明的規範會造成不可預測性，給企業帶來不

必要的負擔，並阻礙投資。因此國內規章透明化成為吸引服務業投

資及發展服務貿易的關鍵。 

(3) 經濟自由化的過程，需要有良好的國內規章輔助才能達成真正有意

義的自由化。國內規章可以在下列方面輔助經濟自由化: 

a. 透明化及可預測性。 

b. 建立獨立的監管機構並確保有足夠的資源，以有效地執行規範。 

c. 監管機構間需有良好的協調，以實現預期的公共政策。 

(4) 服務業改革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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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服務業措施所造成的結果，往往不是短期內就能取得評估分析，

這類資訊的缺乏使得服務業是否需要改革或繼續受保護，變得

難以分析。 

b. 服務業涵蓋許多行業，每個行業有其特殊性，改革方式不盡相

同，必須依照該行業發展現況量身訂製適用的法規。 

c. 過度管制影響服務業發展及毫無規範造成不公平現象，兩者之

間需取得平衡。 

(5) 儘管服務業改革困難，但是改革所產生的效益卻會提升競爭力，尤

其當改革的業別為經濟骨幹如電信業、交通運輸業、能源等時，創

造的效益及影響力十分可觀。以 APEC 經濟體電信業改革為例，馬

來西亞、越南、菲律賓及我國在完成電信改革後，該產業均大幅成

長超過 10%。 

(6) 2010 年至 2017 年間，APEC 區域成長最快的業別分別為電信、電

腦、資訊業成長 60%，其他商業服務業成長 48%，金融服務業成長

42%，觀光旅遊業成長 33%。 

(7) 在數位時代下，服務業議題因科技的創新變得更加複雜及多元，講

者列舉包括:WTO 規範、市場進入、競爭、貿易便捷化、暫免課徵電

商關稅、貿易發展、網際網路開放、資料傳輸、資料在地化、隱私

及個資保護、政府資料開放、標準及法規調和、事先許可、透明化、

線上消費者保護、防治垃圾郵件、網路安全、電子簽章/電子合約、

電子支付、責任和管轄權、原始碼/營業秘密、科技條件等議題都應

納入考量。 

2. 「分析服務貿易第 1 部分」：聚焦如何定義和衡量服務貿易，以及衡

量服務貿易面臨的挑戰與困難。由美國國務院對外事務官 Jessica 

Mazzone (Foreign Affairs Officer)主講。會議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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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講者分析服務貿易具有看不見的特性，所以在資料蒐集方面會比商

品難多了，商品的價值固定容易計算，但服務卻僅能靠估計來推算，

商品貿易有明確的進出口以追蹤，服務貿易要找出消費者及供應商

則較難追蹤。但是即使有這些困難，國際間如 WTO 及 OECD 仍在

服務貿易的資料蒐集上做了很多努力。 

(2) 美國服務貿易資料蒐集主要來自 1)大量的基礎問卷調查、2)國際投

資及服務貿易問卷調查法(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Services 

Survey Act)授權的法定問卷調查及 3)降低紙本作業法 (Paperwork 

Reduction Act)之行政調查等三方來源。其中以美國經濟分析局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執行國際投資及服務貿易問卷調

查法授權的法定問卷調查所蒐集的資料最完整，因為該項資料包括

各行服務業的國際收支平衡統計及跨國企業活動，由於填寫法定問

卷調查是強制性措施，未能完成填寫的企業將依法受罰款處分，而

企業所提供予美國政府之資料均列為機密保存。 

(3) 在美國貿易問卷調查通常集中在金融服務業、交通運輸服務業、保

險服務業、特別選定的服務業及智慧財產權。美國經濟分析局每 5

年會進行一次產業普查並建檔，每年及每季則抽樣調查，無須建檔

的公司資料則依照過去企業自動提報機制存入最近趨勢資料中。 

(4) 問卷調查的資料會經過會計及經濟專家檢視後才存檔，專家們會比

對企業過去的表現、與填報人溝通及其他資料來源(如組織圖表、法

定填報事項、金融報表及其他經濟分析局的調查)等方式檢視，以確

認資料之真實性。綜合上述問卷調查、行政資料、產業報告及對手

國資料製作成服務業資料，主要分類為保養及維修服務業、交通運

輸服務業、旅遊業(含所有目的包括教育)、保險服務業、金融服務業、

智慧財產權使用費、電信電腦及資訊服務業、其他商業服務業、政

府商品及服務等。蒐集上述資料的目的就是在衡量服務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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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資料也只能反映現實世界的大部分服貿統計，不能代表全

部。 

(5) 評估障礙:評估貨品貿易的障礙可以直接看關稅，就算是非關稅貿易

障礙也可以用約當關稅來估算。但是評估服務貿易的障礙則顯得難

多了，因為服務規格往往比商品規格複雜。服務取決於品質、速度、

語言等等複雜之異質因素，因此以供應模式互動來看的服務貿易到

底是可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也顯得複雜。儘管服務貿易有容易隱藏難

以辨認的特性，我們還是要試圖將隱藏的服務貿易找出來。弔詭的

是服務貿易限制指標可能會比服務貿易統計更容易顯示。 

3. 「分析服務貿易第 2 部分」：在前一場次的基礎上，介紹國際組織在

服務貿易統計的工作，由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PECC)秘書長 Mr. 

Eduardo Pedrosa 擔任主持人，並與美國發展貿易顧問團主任 Dr. Ben 

Shepherd、WTO 研究員 Ms. Justin Lan、OECD 貿易統計組長 Dr. 

Fabienne Fortanier 等專家與談。會議重點如下: 

(1) WTO 服務貿易資料庫: 

a. WTO- UNCTAD-ITC Trade in Services Datasets 

此資料庫由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及國際貿易中心之統計資

料合製，目前服務貿易統計部分已與貨品貿易統計併入 WTO 資料入口網

(data.wto.org/en) ， 需 在 左 邊 指 標 (indicator) 項 下 點 選 國 際 貿 易 統 計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商業服務貿易統計(trade in commercial services)

才會顯示。此資料庫顯示之商業服務出口和進口符合國際收支服務分類

（EBOPS 2010），且以國際貨幣基金(IMF)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手冊第六版

（BPM6）為基礎，並更詳細。以 APEC 2015 年至 2017 年商業服務貿易統

計為例，搜尋出的資料如下: 

表一 2015-2017 APEC 商業服務貿易出口額(單位: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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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 

Economy 

報告經濟體 

Product 產品/Sector 業別 
Partner 

Economy 

Year 2015 2016 2017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商業服務業 BOP6 - SOX - Commercial services1 World 1,900,733 1,913,621 2,019,499 

貨品相關服務業 BOP6 - SPX4 - Goods-related 

services2 

World 

68,154 74,504 76,887 

-在他人擁有的貨品上進行製造服務業

BOP6 - SA - Manufacturing services on physical 

inputs owned by others 

World 

28,429 30,425 30,473 

-保養及維修服務業 BOP6 - SB - Maintenance 

and repair services n.i.e. 

World 

39,725 44,079 46,414 

交通運輸服務業 BOP6 - SC – Transport World 342,949 317,996 335,340 

-海運 BOP6 - SC1 - Sea transport World 160,951 142,092 146,875 

-空運 BOP6 - SC2 - Air transport World 143,165 137,629 146,748 

--客運航空 BOP6 - SC21 - Passenger (Air) World 84,427 81,391 

 

--貨運航空 BOP6 - SC22 - Freight (Air) World 24,995 23,972 

 

旅遊業 BOP6 - SD – Travel World 535,639 553,375 569,495 

其他商業服務業 BOP6 - SOX1 - Other 

commercial services3 

World 

953,991 967,746 1,037,777 

營造業 BOP6 - SE - Construction World 50,486 43,775 55,389 

保險及年金服務業 BOP6 - SF - Insurance and 

pension services 

World 

38,622 37,070 40,804 

                                                      
1 依據該資料庫技術文件(technical note)顯示，全部服務業(total services)分為在他人擁有的貨品

上進行製造服務業、保養及維修服務業、交通運輸服務業、旅遊業、營造業、保險及年金服務

業、金融服務業、智慧財產權使用費、電信電腦及資訊服務業、其他商業服務業、個人文化及

娛樂服務業、政府商品及服務等 12 類。商業服務業(commercial services)包括上述前 11 項，不

包括政府貨品及服務。 
2 貨品相關服務業包括在他人擁有的貨品上進行製造服務業、保養及維修服務業等二項。 
3 依據該資料庫技術文件(technical note)顯示，其他服務業(other services)包括營造業、保險及年

金服務業、金融服務業、智慧財產權使用費、電信電腦及資訊服務業、其他商業服務業、個人

文化及娛樂服務業、政府商品及服務等 8 類。其他商業服務業(other commercial services)包括上

述前 7 項，不包括政府貨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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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 BOP6 - SG - Financial services World 174,479 172,156 183,895 

智慧財產權使用費 BOP6 - SH - Charges for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n.i.e. 

World 

185,084 186,939 199,285 

電信電腦及資訊服務業 BOP6 - SI - 

Telecommunications,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World 

104,874 111,916 119,341 

電腦服務業 BOP6 - SI2 - Computer services World 54,787 60,926 65,582 

資訊服務業 BOP6 - SI3 - Information services World 10,073 10,423 12,208 

其他商業服務業 BOP6 - SJ - Other business 

services 

World 

388,931 403,908 426,363 

研究及發展服務業 BOP6 - SJ1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rvices 

World 

52,964 57,415 60,795 

專業及管理諮詢服務業 BOP6 - SJ2 - Professional 

and management consulting services 

World 

144,786 157,303 160,453 

建築服務業 BOP6 - SJ311 - Architectural services World 5,116 4,275 2,235 

工程服務業 BOP6 - SJ312 - Engineering services World 

 

31,717 18,468 

科學及其他技術服務業 BOP6 - SJ313 - Scientific and 

other technical services 

World 

 

16,700 11,240 

個人、文化及娛樂服務業 BOP6 - SK - 

Personal,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services 

World 

11,140 11,620 12,355 

視聽相關服務業 B OP6 - SK1 - Audiovisual and 

related services 

World 

4,070 4,603 4,727 

其他個人、文化及娛樂服務業 BOP6 - SK2 - Other 

personal,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services 

World 

7,070 7,017 

 

未分類服務業 BOP6 - SN - Services not 

allocated 

World 

373 356 344 

全部服務業 BOP6 - S - Memo item: Total 

services 

World 

1,933,633 1,944,919 2,05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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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業 BOP6 - SPX1 - Memo item: Other 

services 

World 

986,891 999,045 1,069,949 

政府貨品及服務 BOP6 - SL - Memo item: 

Government goods and services n.i.e. 

World 

32,900 31,298 32,172 

 

表二 2015-2017 年 APEC 商業服務貿易進口額(單位:百萬美元) 

Reporting 

Economy 

Product/Sector 

Partner 

Economy 

Year 2015 2016 2017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商業服務業 BOP6 - SOX - Commercial services World 1,952,734 1,968,313 2,084,981 

與貨品相關服務業 BOP6 - SPX4 - Goods-

related services 

World 

49,509 50,320 52,191 

交通運輸業 BOP6 - SC - Transport World 445,285 429,416 465,477 

旅遊業 BOP6 - SD - Travel World 621,239 640,403 669,873 

其他商業服務業 BOP6 - SOX1 - Other 

commercial services 

World 

836,701 848,173 897,440 

全部服務業 BOP6 - S - Memo item: Total 

services 

World 

1,986,435 2,002,325 2,120,626 

其他服務業 BOP6 - SPX1 - Memo item: Other 

services 

World 

870,402 882,186 933,086 

政府貨品及服務 BOP6 - SL - Memo item: 

Government goods and services n.i.e. 

World 

33,701 34,013 35,64 

 

b. WTO I-TIP Database 

WTO 整合貿易商情入口資料庫(the Integrated Trade Intelligence 

Portal, I-TIP)，網址 http://i-tip.wto.org/services/default.aspx，此資

料庫包括查詢 WTO 會員在服務貿易協定(GATS)下的承諾、區

域經濟協定(RTA)下的承諾、提供有關影響外國服務提供者市場

http://i-tip.wto.org/servic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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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和運營條件的措施 (Applied Regimes)、服務貿易統計

(Statistics)及綜合上述訊息的匯報(Report)等 5 大項。 

此資料庫的服務貿易統計與WTO- UNCTAD-ITC服務貿易統計

的最大區別在於行業別的分類是採用 WTO 120 服務業分類文

件方式進行，與 GATS 承諾表之服務業分類一致，包括:1)商業

服 務 業 (Business Services); 2) 通 訊 服 務 業 (Communication 

Services); 3)營造業及相關工程服務業 (Construction & related 

engineering services); 4)配銷業(Distribution Services); 5)教育服

務 業 (Educational Services); 6) 環 境 服 務 業 (Environmental 

Services); 7)金融服務業(Financial Services); 8)健康相關及社會

服務業(Health related and Social Services); 9)觀光及旅行相關服

務業(Tourism and Travel related Services); 10)娛樂文化及運動服

務業(Recreational, Cultural and Sporting Services); 11)交通運輸服

務業(Transport Services)等 11 項分類。 

c. 其他服務貿易實驗性資料-Trade in Services data by mode of 

supply 

此資料庫係依據服務供給模式而進行分類，由 WTO 執行，歐

盟出資，預計於 2019 年公布，涵蓋的年份 2005 年至 2017 年，

內容包括 70 項國際收支平衡服務分類(EBOPS) 及外國子公司

統計(Foreign Affiliates statistics, FAT)14 項級別。 

以 2014 年為例，4 種模式的服務貿易占比約為模式一跨境提供

27%，模式二國外消費 15%，模式三商業據點呈現 53%，模式

四自然人呈現 5%。 

(2) OECD-WTO 平衡版國際服務貿易統計資料庫 (Balanced Trade in 

Services Database, B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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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創造的就業人口及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在多數

國家均有很高的比例(約 50%~70%)，隨著資通訊產業的發展及全球

價值鏈(GVC)的出現，服務貿易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交易物已逐漸

由實體商品轉化為服務，強調的不是製造的商品，而是做出的服務。

但是傳統貿易統計卻無法反映這些變化。 

由於服務是無形且多變化，目前各國服務貿易統計數據來源和彙編

方法差別很大，最佳做法是結合使用各種商業調查（針對企業提供

的服務）、旅行/旅遊調查、估算（針對某些金融服務）、運輸調查（主

要運輸服務業提供商）、行政數據（例如增值稅登記冊）和對手國統

計來源等進行綜合彙編，但這些方法仍取決於國內資料來源的可用

性，以及用於統計目的的法源依據。此外，參考他國統計也經常發

生資訊不對稱的情形。 

為解決數據缺失及不對稱問題，OECD 及 WTO 合作編製平衡版的

國際服務貿易統計資料庫(Balanced Trade in Services Database)，簡稱

BaTIS ， 網 址 : http://www.oecd.org/trade/its/balanced-trade-in-

services.htm 該資料庫建構在各國統計機構及國際組織合作的基礎

上，使每個機構對整個系統的不同組成皆有貢獻。其資料涵蓋 1995

年至 2012 年，全球 190 個經濟體。該資料庫服務業分類係依據 2002

年國際收支服務分類法（EBOPS 2002），主要特徵是高度透明化，在

平衡表中的每個數據點都可以追溯到原始來源和所做的精確計算；

及獨立模組化，建構平衡交易數據庫的每一步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單

獨的模組，如果有新的見解，方法或數據可以單獨更新。 

(3) OECD 附加價值貿易 TiVA(Trade in Value Added)統計 

跨國企業的運作，增加國際生產的分割，產品零件可能分由不同國

家生產，最後再送到某一國組裝，這樣的現象使得中間產品的貿易

http://www.oecd.org/trade/its/balanced-trade-in-services.htm
http://www.oecd.org/trade/its/balanced-trade-in-servic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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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增，不僅帶動了相關服務供應商的增加，也促成了服務貿易需

求的增長，但是傳統貿易統計數據並未反映出這一點。 

圖一 全球價值供應鏈圖示 

說明:5、6、7 原料加工地送至 4 生產為中間產品後，再送至 1 與 2

及 3 之中間產品合併組裝為最終產品，銷往最終消費地。 

由於傳統貿易統計不能反映出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GVC)在

就業及技能的提升，容易造成誤導性的觀念，產生評估風險，使政

府做出不完善的政策，如針對錯誤的部門進行出口成長策略，影響

整體競爭力，或是錯估雙邊貿易形勢，形成保護主義政策，可能損

害自身國內上游產業和競爭力。 

因此 OECD 及 WTO 合作彙編附加價值貿易 Trade in Value Added 統

計資料庫，簡稱 TiVA，網址: http://oe.cd/tiva，該資料庫包括 64 個

經濟體 36 項行業別 ，資料期間自 2005 年至 2015 年。TiVA 統計旨

在透過深入了解每個經濟體和行業在全球貨品貿易和服務貿易下所

創造的附加價值，進而瞭解全球化的運作過程。TiVA 統計利用跨經

濟投入產出表 Inter-Economy Input-Output Table (ICIO) ，網址

 

http://oe.cd/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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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e.cd/icio，追踪跨行業的投入和產出關係，其服務業分類採用

ISIC 第 4 版為分類依據。 

(4) 比較目前 WTO 及 OECD 現有服務貿易統計資料庫，如下表: 

資料庫名稱/ 

比較項目 

WTO- UNCTAD-

ITC Trade in 

Services Datasets 

WTO I-TIP 

Database 

OECD-WTO 

BaTIS 

OECD-WTO 

TiVA 

資料期間 2005-2017 1995-2013.01 1995-2012 2005-2015 

服務業分類法 EBOPS 2010 WTO120 EBOPS 2002 ISIC Rev.4 

經濟體 249 165 190 64 

行業別 12 11 11 36 

是否納入我國

統計數據 

有納入 有納入 有納入 有納入 

特點 彙編各國提報之

服務貿易統計資

料 

以查詢會員在

GATS 承諾為

主，統計之分

類與 WTO120

文件一致。 

解決數據缺失及

不對稱問題，具

高度透明化。 

了解每個經濟

體和行業在全

球貨品貿易和

服務貿易下所

創造的附加價

值。 

 

4. APEC 經濟體案例分析分享：邀請澳洲、印尼及秘魯政策專家分別就

觀光服務業(以教育為目的)、資料開放及電信法規及資料透明化分享

使用資料改變政策的經驗。由美國發展貿易顧問團主任 Dr. Ben 

Shepherd 擔任主持人，澳洲對外事務及貿易部一等經濟秘書 Ms. Jenni 

McEwin、印尼電信監管機構委員 Dr. Taufik Hasan、秘魯電信法規監管

機構副理 Mr. Marco Vilchez 等 3 位專家與談。會議重點如下: 

(1) 教育服務業數據促成澳洲國際教育國家戰略政策 

講者: 澳洲對外事務及貿易部一等經濟秘書 Ms. Jenni McEwin 

講者說明澳洲國際教育出口對經濟的貢獻是非常顯著地。2016 年澳洲

教育是全球第 3 大提供者，僅次於美國和英國。依據澳洲統計局（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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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數據顯示，國際教育(教育服務業)出口值高達 218 億美元，較上

年成長 17%，已是澳洲第三大出口產品。同時，超過 70 萬國際學生在

澳洲消費，估計直接或間接創造了約 13 萬的就業機會，尤其高等教育

畢業生，後續以技術移民方式留在澳洲工作，使得澳洲高等教育的勞動

比例增加了 3％。 

澳洲政府於 2016 年發布了 2025 年國際教育國家戰略政策（National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5）4確認了國際教育 (教育服務業)

出口的重要性足以影響澳洲未來的經濟繁榮。因此在該戰略政策中，澳

洲政府強調要保持澳洲教育機構品質，以吸引國際學生赴澳讀書，並特

別開放高等教育留學生畢業後在澳洲就業之機會，以繼續保持教育服

務業的增長。該政策還提到國際教育軟實力的重要性，透過學生和研究

員的雙向交流計畫，一方面將澳洲的教育價值擴及其他國家，另一方面

為推動未來專業人士資格相互認許鋪路，進一步推動全球勞動力流動。 

2017 年澳洲觀光服務業出口為 417 億美元，其中以教育為目的出口服

務高達約 232 億美元，創歷史新高。由上可知，澳洲制定有關國際教育

的國家戰略政策是走在正確的道路。 

 

 (2) 資料流通法規支持數位經濟發展 

講者:印尼電信法規機構 TAUFIK HASAN 博士 

2017 年當全世界電商平均成長率為 14%且亞洲電商成長率 28%時，印

尼電商將是全球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高達 78%。印尼政府預估數位經

濟的成長將快過實體經濟成長，印尼政府依據世界銀行統計推估，印尼

實體經濟會從 2016 年 8760 億美元成長至 2020 年 1 兆 1940 億美元，

                                                      
4 進一步資料請參閱網址 https://nsie.education.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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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成長率 8%，但是印尼數位經濟將從 2016 年 650 億美元成長至 2020

年 1440 億美元，年均成長率 22%，屆時印尼將成為東協國家數位經濟

規模最大的國家。 

印尼政府自 2017 年頒布電商路徑圖總統令，目的在建構數位基礎、數

位平台及數位生態系，這是印尼 4.0 國家計畫中，所列 10 項優先計畫

之一，不僅創造了印尼開放資料"One Data"，同時也預備了印尼隱私及

資料保護法的誕生，預計將於 2019 年實施。 

印尼政府過去對資料流通的政策是要求所有資料中心(Data Center)必須

在地化，不論資料的類型及資料擁有者，期盼透過在地化要求發展在地

產業，沒有明確定義資料的法律主體性，結果對 GDP 產生了負面衝擊，

增加了投資及經商的成本，這些衝擊包括某些資料保護機制無法適用

全部類型的資料，對低度重要性的資料付出高成本的保護機制，由於不

當的保護及管控造成具戰略重要性的資料被誤用，且違反規定無罰則

造成投資者怯步。 

印尼政府於是針對上述現象大步改革，目前的資料流通政策已改為強

調資料如何被使用，而非資料中心在地化，並賦予資料擁有人、資料蒐

集人及資料處理人明確的法律規範及定義。依據資料蒐集及處理可能

產生的衝擊及風險予以分類，明確部門別主管法規者的地位，並將資料

依戰略重要性及風險高低進行分類，避免不需要及高成本的資料管理，

雖然原則上資料必須在印尼管理、處理及儲存，但在特定情況下，當資

料的管理、處理及保存單位能確保資料保護及利益符合印尼法律及安

全執行，則資料可以在印尼以外的地區管理、處理及儲存。新法的實施

營造有利電商投資的環境，鼓勵資料保護法規的誕生，促進資料蒐集、

處理、儲存及管理的透明化，維護了國民資料的主權性，並增訂違反罰

則。印尼法規改革後創造了三贏明確法規主管單位的角色，國民資料主

權獲保障，創造有利投資人發展的電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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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秘魯電信法規監管機構開放資料促進電信產業競爭 

講者: 秘魯電信法規監管機構副理 Mr. Marco Vilchez  

秘魯電信法規監管機構(OSIPTEL)是規範相關電信法規及標準的官方

機構。鑒於秘魯電信業已完全開放外人投資，目前電信業者多有外資背

景包括老牌的西班牙商 Telefonica Movistar、墨西哥商 Claro、智利及美

國合資商 Entel 及越南商 Viettel 等，OSIPTEL 的目標是促進電信市場

競爭，提升電信服務品質和強化用戶對電信服務要求的能力。 

OSIPTEL 持續以高效和及時的方式公布各家電信業者的基本費率、市

占率及各項民調，藉此加強用戶知的權利及要求電信業者提升服務品

質，使市場在用戶方的參與下，變得更為競爭，改變過去僅由幾家電信

業者獨霸的局勢。 

近年來數位經濟的發展為電信市場建立了新環境，越來越多電信業者

提供的服務融合了 OTT5、物聯網、機器學習、大數據管理等，雖然目

前實施的政策已被證明是成功的，但未來的重點將是賦予消費者權力，

例如告知消費者有使用更好計畫的可能性，建立有關服務品質和消費

者使用趨勢等新關鍵績效指標，以保持電信市場的競爭強度。 

OSIPTEL 期望透過不斷評估市場的實際狀況，密集使用數據，提供真

正訊息，以便未來能發展出可以保持或增加競爭的新政策。Vilchez 副

                                                      

5 OTT 服務是指「over-the-top」服務，通常是指內容或服務建構在網路基礎服務之上從而不需

要電信運營商額外的支援。該概念早期特指音訊和影片內容的分發，後來逐漸包含了各種基於

網際網路的內容和服務。典型的例子有 Skype、Google Voice、微信、網際網路電視等。 

OTT 服務需要通過網際網路作資訊傳送，過往需要申領牌照的行業如電信、電視、電台等媒

體，如服務基於網路，在很多國家都不會被規範。但隨著 OTT 服務被廣泛使用，有些國家如中

國大陸近年已嚴格規管。https://zh.wikipedia.org/zh-tw/OT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4%BF%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2%E8%81%94%E7%B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Skyp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Google_Voic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4%BF%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2%E8%81%AF%E7%B6%B2%E9%9B%BB%E8%A6%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4%E8%8C%83
https://zh.wikipedia.org/zh-tw/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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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結語表示，秘魯透過上述模式持續發展一套良好的監管架構和流程，

以確保電信市場的發展不被扭曲，而是處在健康良性的競爭環境。 

5. 第 1次分組討論：與會者進行分組討論，分享國內不同業別進行改革

之現況及該業別資料的蒐集及使用方式。我國與會者與印尼及菲律賓

出席者同組，本小組分享重點如下: 

(1) 我國以金融監理沙盒(Digital Sandbox)及金融科技創新園區(Fintech 

Space)為例，強調政府因看到未來金融創新的重要性，且發現我國現

行法規之限制會阻礙金融科技的發展，所以政府進行法規調整，並

結合民間力量成立 Fintech 園區，目前園區提供輔導對話及法規諮詢

服務，有超過 40 家 Starups 接受輔導，雖然成效尚未顯著，但這是

一個金融改革的起點，是結合政府及民間資源及力量促成的政策。

從我們的經驗發現，雖然服務貿易資料能反映部分事實，最重要的

還是要回歸民間需求，政府在規劃政策的時候不能忘記這點。 

(2) 菲律賓表示該國物流業缺乏統計資料，以至政府無法確實掌握物流

業的實際規模，進而影響國家規劃基礎設施如交通建設的優先次序，

菲律賓正在進行這方面的資料蒐集，需要民間業者的配合參與，也

希望參加與物流業相關之統計資訊研討會，以加強能力建構。 

(3) 印尼分享蒐集製作模式 3(投資)有關外資關係企業統計(FATS)之困

境，包括無連續的統計，缺乏資料，需花費大工程進行普查等，製

作 FATS 的目的除了解外國人在本地投資之情形外，亦能分析對當

地國經濟的影響，作為國家談判之方向。本案由印尼國家統計辦公

室負責，屬中長程計畫，需要政府與民間協力完成。 

(4) 小結:本小組討論所涉及的業別雖不盡相同，但都涉及到一個核心概

念，就是不論在統計資料的蒐集還是政策的決定，民間團體都扮演

重要的角色，一定要將他們的需求、意見及力量資源納入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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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小組推派我國出席人陳秘書進行口頭報告，上述觀點獲在場

多數經濟體認同。 

6. APEC 服務業小組辦理 APEC Index 之進展：APEC 政策支援小組

(PSU)Andre Wirjo 經濟分析師說明 APEC 服務貿易限制指標(STRI)

及技術小組之進展。會議重點如下: 

(1) 背景: 2015年 11月APEC服務業合作架構(APEC Services Cooperation 

Framework, ASCF)獲領袖採認，2016 年 5 月舉辦 APEC 衡量服務貿

易法規環境(能力建構)研討會，2016 年 11 月 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

徑圖(APEC Services Competitiveness Roadmap, ASCR)獲領袖採認，

2017 年 8 月 APEC 衡量服務貿易法規環境下一步工作提案獲採認並

執行。 

(2) 技術小組的成立及目標: 2018 年 3 月成立技術小組，包括澳洲、智

利、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秘魯、新加坡、美國、

越南及我國計 12 個經濟體及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ECD)、世界銀行、

政策支援小組(PSU)等共同參與。技術小組由韓國 June Dong Kim 博

士擔任主席，技術小組的目標是發展 APEC 指標草案(draft APEC 

Index)，決定先導計畫實施細節，並由自願經濟體優先參與實施，經

修正檢討後確認最終版 APEC 指標並納入所有 APEC 經濟體實施，

APEC 指標將成為衡量經濟體服務貿易限制之主要工具，俾了解經

濟體改善服務業法規之具體進展。 

(3) 技術小組於 2018 年開過 2 次會議，第 1 次會議以發展 APEC 指標進

行探索性工作，先了解國際間現有服務業相關指標，並就採用現有指

標還是建立新指標、部門別參與是逐步擴散還是全面一步到位、政策

領域需改進或增加、評分方式及權重等問題進行意見交流。第 2 次

會議討論 APEC 指標之目標，及對 OECD、世界銀行 2008 年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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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WTO2016 年所製作之服務貿易限制指標(STRI)進行深度比較，

如下表。 

 OECD 世界銀行 2008 年 世界銀行/WTO2016 年 

經 濟

體 的

涵 蓋

範圍 

44 個經濟體，其中 APEC

經濟體有 11 個(澳洲、加拿

大、智利、中國大陸、印尼、

日本、韓國、墨西哥、紐西

蘭、俄羅斯及美國)涵蓋在

內，並預計馬來西亞及泰國

將分別於 2018 年及 2019

年完成。 

103個經濟體，其中APEC經

濟體有 16 個(澳洲、加拿大、

智利、中國大陸、印尼、日

本、韓國、馬來西亞、墨西

哥、紐西蘭、秘魯、菲律賓、

俄羅斯、泰國、美國及越南)

涵蓋在內。 

58 個經濟體，其中 APEC

經濟體 19 個(澳洲、加拿

大、智利、中國大陸、香港、

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

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

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

我國、泰國、美國及越南)涵

蓋在內。 

資 料

庫 組

成 

直接蒐集及分析法律規範。

費時 5-6 年決定出措施清

單。約 16000 項法律及規

範，並維持更新。 

非 OECD 經濟體:由當地律

師事務所完成問卷。 

OECD 經濟體:採用公開可

取得資料如 WTO 貿易政策

檢視、國際貨幣基金年報等。 

加強措施分類與 OECD 使

用之分類維持一致性。對非

OECD 經濟體由當地律師

事務所完成問卷。 

OECD 經 濟 體 則 採 用

OECD STRI 資料庫。 

指 標

建構 

每 2 年評分一次。 

評分由 0 至 1，0 表示開放

無限制，1 表示限制最多。 

考慮市場結構和監管制度

的變化設立不同的評分系

統。 

評分分為 0、25、50、75、100

分。 

每個部門的總限制會考慮主

要限制，並避免重複計算。 

評分分為 0、0.125、0.25、

0.50、0.75、1 分。 

每個部門的總限制會考慮

主要限制，並避免重複計

算。 

部 門

別 權

重 分

配 

每項業別由 30-50 位專家

審議，決定各業別 5 大政策

領域(外資進入限制、自然

人移動限制、其他歧視性措

施、競爭力障礙、法規透明

化)之權重。 

各業別經與該業別民間代表

及法規制定者諮詢後訂定權

重。 

各業別經與該業別民間代

表及法規制定者諮詢後訂

定權重。 

最 惠

國 待

遇 及

有反映經濟體一般最惠國

待遇及優惠政策機制。 

有反映經濟體一般最惠國待

遇，惟優惠政策機制反映有

限。 

有反映經濟體一般最惠國

待遇及優惠政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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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惠

政策 

但是，目前對 APEC 經濟體

具體政策措施的資訊範圍

不一致。 

資 料

庫 更

新 情

況 

自 2014 年起，每年定期更

新。 

2008 年之後尚未更新。 2016 年是最近一次更新，

目前尚無定期更新之規劃。 

 

(4) 2018 年第 2 次技術小組會議結果:經濟體雖在基礎指標及政策領域

的選定沒有達成共識，但在執行方式從少數業別開始逐漸擴大到全

部業別，各經濟體需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提供優先業別及參與先導

計畫6之意願。預計基礎指標的選定可能於 2019 年第 3 次技術小組

會議完成，並於 2019 年實施先導計畫。 

(5)講者另以 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第 8 項有關推動教育合作及第

12 項推動觀光策略工作行動計劃為例，政策支援小組(PSU)以 APEC

經濟體在 APEC 區域內洽簽教育標準及職業認許方面相互認許協議

(MRA)的數量來衡量各經濟體推動教育合作的情形，其中以澳洲洽

簽 17 個 MRA 最高，智利僅 2 個 MRA 最少，我國7、日本及秘魯皆

僅有 3 個 MRA；另外，在推動觀光策略工作上，PSU 以各經濟體人

民出國赴 APEC 區域需申請的電子簽證(eVisa)及實體簽證數量來衡

量各國推動觀光策略工作之成效，其中加拿大及美國人民在 APEC 經

濟體旅行所需辦理的簽證最少(分別為電子簽證 2國、實體簽證 3國)，

中國大陸人民在 APEC 區域旅行所需辦理的簽證數量最多(電子簽證

3 國、實體簽證 14 國)，日韓人民則需辦理 5 國簽證(電子簽證 4 國、

實體簽證 1 國)，我國人民雖與菲律賓人民一樣須辦理 12 國簽證，但

                                                      
6先導計畫是讓 APEC 尚未有服務貿易限制指標(STRI)的國家預先實施。 
7我國對外簽署之 MRA 以電腦、資訊科技教育等認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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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電子簽證達 9 國實體簽證 3 國，仍較菲國人民(電子簽證 2 國、

實體簽證 10 國)便利。 

 

7. 衡量服務貿易法規環境指標：由 OECD 貿易政策分析師 Mr. Janos Ferencz

介紹 OECD 服務貿易限制指標(STRI)，包括建立 STRI 目的，以及 STRI

方法論。會議重點如下: 

(1)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在高收入已開發國家比重高約 72~74%，在

低收入低度開發國家比重低約 47%，過去 10 年來變化差異不大。但

是在 APEC 區域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呈上升狀態，從 2007 年 50%

成長到 2017 年 60%。 

(2)OECD 建立 STRI 指標之目的包括: 

a.找出服務貿易的障礙並將障礙分類； 

b.為出口商提供有用即時的工具； 

c.對改革造成經濟及社會之影響進行分析； 

d.協助政府決策官員做出最好的政策。 

(3)OECD STRI 資料庫發佈於 2014 年，蒐集 44 個經濟體 22 項業別，

計達蒐集 16,000 多項法律及規範，每年約 88,000 件觀察評估，目前

資料庫涵蓋 2014 年至 2017 年資料，並每年定期更新，2018 年資料

預計於 2019 年 1 月更新。STRI 指標介於 0 至 1，越接近 0 表示越開

放，越接近 1 表示限制越高。目前業別範圍包括 1) accounting 會計; 

2) architecture 建築; 3) engineering 工程; 4) legal 法律; 5) motion 

pictures 動作照片/電影; 6) broadcasting 廣播; 7) sound recording 錄音; 

8) telecom 電信; 9) air transport 空運; 10) maritime transport 海運; 11) 

road freight transport 公路貨運; 12) rail freight transport 鐵路貨運; 13) 

courier 信差/快遞; 14) distribution 配銷; 15) commercial banking 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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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16) insurance 保險; 17) computer 電腦; 18) construction 營造; 19) 

logistics-cargo handling 物流 -貨物裝卸 ; 20) logistics-storage and 

warehouse 物流-倉儲; 21) logistics-freight forwarding 物流-貨運代理; 

22) logistics-customs brokerage.物流-報關行等 22 項。 

(4) OECD 考慮市場結構和監管制度的變化設立不同的評分系統。每項

業別從外資進入限制、自然人移動限制、其他歧視性措施、競爭力障

礙、法規透明化等 5 大政策領域去檢視，每項政策領域之權重由 30-

50 位專家審議後而訂定。上述指標有反映經濟體一般最惠國待遇及

優惠政策機制。 

 

8. 改善法規透明化及促進政策改革：接續上場次，OECD 貿易政策分析師

Mr. Janos Ferencz 續說明學習利用 OECD STRI 線上工具改善法規透明化，

以檢視政策變化對指數的影響。會議重點如下: 

(1) F 分析師說明從 OECD STRI 發現下列重要事項: 

a.服務貿易障礙會阻礙服務業出口； 

b.貿易限制造成的成本將由消費者及企業買單； 

c.法規合作能減少貿易成本； 

d.服務貿易十分依賴專業人士移動提供服務； 

e.服務貿易是支撐數位經濟發展的要素之一； 

f.服務業的改革能造就中小企業的成長； 

(2) F 分析師說明 OECD STRI 線上工具包括各國比較、政策模擬、法規

資料庫，同時 STRI 已列入 OECD 統計資料庫內，目前也有專屬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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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 手機版 APP，F 分析師向與會者解說各資料庫的使用方式並帶領

與會者實際操作，摘要如下： 

a.各國 STRI 比較(Compare your country): 網址 http://oe.cd/stri-cyc，以

全球地圖為底，有製作 STRI 的國家上有圓點，點出圓點後會出現該

國 22 項業別的 STRI 指標。 

b.政策模擬(Policy simulator):網址 http://sim.oecd.org，這套系統可查詢

國別及業別，並依據外資進入限制、自然人移動限制、其他歧視性措

施、競爭力障礙、法規透明化等五大政策領域的提問給予評分，讓使

用者輕易了解某國某項業別是否開放的提問及細部評分狀況。 

c.法規資料庫(Regulatory database) :網址 http://oe.cd/stri-db，這套系統可

查詢國別、業別及限制措施之法源依據，法源依據有連結，可看到該

法的原文資料。 

d. OECD STRI 已納入 OECD 統計系統(STAT):網址 http://oe.cd/stri-stat，

使用者亦可透過該統計系統查詢 STRI。 

e.專屬 OECD STRI 手機版 APP 亦可在 Apple’s App 商店及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 

9. 分組討論:與會者進行分組演練，實際操作資料庫，並得出所需之分析資

料。本小組討論重點如下: 

(1) 我國與會者與印尼及菲律賓出席者同組，由於我國及菲律賓尚無

STRI 指標，因此選定印尼及日本的物流報關服務業作比較及討論。 

表三 2017年印尼及日本物流報關服務業 STRI之比較表 

經濟體 印尼 日本 

項目 評分 指數 評分 指數 

外資進入限制 5 0.074 2 0.03 

自然人移動限制 6 0.05 3 0.025 

http://oe.cd/stri-cyc
http://sim.oecd.org/
http://oe.cd/stri-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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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歧視性措施 3 0.03 1 0.01 

競爭力障礙 0 0 0 0 

法規透明化 8 0.105 7 0.092 

總計 22 0.259 13 0.156 

(2) 經討論發現印尼的評分及指數皆較日本為高，代表印尼的限制措施

較多，例如在外資進入限制部分，印尼要求報關行的經理人需有印

尼國籍及對外國人在土地及房產取得和使用上設限等，這些條件在

日本均為開放，此外，在自然人移動限制方面，印尼對跨國企業員

工、履約人士及獨立專業人士均設限，且停留時間最多介於 12 至 36

個月；反觀日本僅對跨國企業員工及履約人士設限，對獨立專業人

士是開放，上述三類人員均可在日本停留超過 36 個月，因此總體而

言，日本的物流報關服務業較印尼相同行業為開放。 

(3) 此外，本小組假設印尼改變政策，開放上述現有措施後，整體數值

產生變化，開放措施越多，指數調降幅度越大。經由本次演練過程，

與會者充分了解政策改變對 STRI 數值的影響，進而激發大家思考

為什麼當初要設這些限制? 設限是否真的有保護到國內行業還是阻

礙了該行業的發展? 為什麼別的經濟體沒有這些限制該行業一樣能

發展得好等等一連串思考。 

 

陸、 綜合觀察及建議 

一、 本次會議第一天主要討論服務貿易統計資料，第二天討論服務貿易限制指

標(STRI)。美國舉辦的真正目的是希望 APEC 經濟體了解 OECD 的服務貿

易統計及服務貿易限制指標，進而直接採用這套制度在 APEC 區域內應用，

而不是再創一套指標，美方在標題方面只列 APEC STRI 而不用 APEC Index，

即可反映其心態。此外，美國與中國大陸在發展 APEC TiVA 已有共同提

案及共識就是引用 OECD TiVA 為主要參考標的，但在發展 APEC 服務貿

易限制指標(STRI)方面，美國大力推薦 OECD STRI，陸方迄今尚未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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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可說尚未有共識，主因係中國大陸及香港皆認為 APEC Index 不應該

是 OECD STRI 的擴大，應該依據 APEC 經濟體情況有所調整，此分歧立

場能否於 2019 年 2 月的 APEC Index 技術專家小組會議達成共識，仍有待

觀察。 

二、 鑒於 OECD TiVA 已有納入我國相關統計，但是 OECD STRI 我國尚未建

立任何相關指標，經查 OECD 將陸續於 2018 年及 2019 年完成馬來西亞

及泰國之 STRI 研究，我國出席人員向 OECD 分析師 Ferencz 詢問，OECD

選擇經濟體進行 STRI 研究的決策程序為何?馬來西亞及泰國是否有負擔

經費? F 分析師表示，通常係經濟體先向 OECD 表達有進行 STRI 研究之

意願，OECD 經內部會議通過後再安排研究時程，如果我方有意願請

OECD進行STRI研究宜正式遞函表達意願，至於費用分攤可由兩造續談，

就 F 分析師了解，馬來西亞及泰國皆有負擔部分費用。本案程序可供日後

我國辦理 STRI 作為參考。 

三、 本次活動與印尼服務業談判代表 Silvi Sumanti 互動良好，伊表示 2019 年

印尼有意舉辦有關建立模式 3 投資統計資料之研討會，擬爭取我方支持，

會後印方來電郵請我方就該研討會之概念文件提供意見，我方經洽國內相

關單位意見後，已於日前同意連署該案，促成我國與印尼在 APEC 服務業

小組合作。 

四、 本次活動計有 12 個經濟體出席，9 個經濟體未派員出席。APEC 有關服務

貿易統計之能力建構活動，每年會舉辦至少 1 次，如印尼已提案於 2019

年辦理模式 3 投資統計研討會，建議我國應持續派員出席，並鼓勵其他部

會同仁參與，除能透過討論交流了解其他國家對某些議題的看法及立場外，

亦對同仁的專業知識與能力建構培養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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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 

上課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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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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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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