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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貿易組織（WTO）本(108)年7月3日至7月5日期間舉行第7屆全球

貿易援助檢視會議(Aid for Trade Global Review 2019)，以「貿易如何進

一步促進經濟多樣化與賦權」(Supporting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Empowerment)，重點在於透過婦女和年輕人的有效參與來消除極端貧

困。會員並藉此呼籲多邊貿易體系支持均衡貿易發展作為經濟成長之

驅動力。 

  我國出席本次會議旨在擴大宣介我援助成效，透過分享我國在電子

商務能力建構之經驗，以及對於開發中國家提供貿易援助之作法，及研

析電商法規面及執行面之問題，彰顯我國在貿易援助領域之貢獻，並瞭

解國際社會推動貿易援助之發展方向，及WTO貿易與發展議題。 

 

 

  



3 
 

壹、 會議背景 

  2005 年 12 月 WTO 香港部長會議首度提出「貿易援助」(Aid for 

Trade)倡議，並於 2007 年在日內瓦召開第 1 屆「全球貿易援助檢視

會議」，鼓勵援助國及被援助國將貿易援助政策主流化，建立貿易援

助機制及確認評估指標。歷次會議均檢視開發中國家如何融入全球

經濟之中、援助國如何協助推動進程及擴大援助的效果。 

  本(2019)年舉行第 7 屆會議，主題為「貿易如何進一步促進經濟

多 樣 化 與 賦 權 」 (Supporting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Empowerment)，重點在於透過婦女和年輕人的有效參與來消除極端

貧困。會員並藉此呼籲多邊貿易體系支持均衡貿易發展作為經濟成

長之驅動力。 

貳、 重要會議情形 

一、 開幕儀式 

(一) 第 7 屆 WTO 貿易援助全球檢視會議於 7 月 3 日舉行開幕儀

式，會員藉此呼籲多邊貿易體系支持均衡貿易發展作為經濟

成長之驅動力。本次會議主題為「貿易如何進一步促進經濟

多樣化與賦權」，重點在於透過婦女和年輕人的有效參與來

消除極端貧困。出席單位包括，20 個國際組織及發展機構、

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團體的代表及 30 多位部長和副部長出

席此次活動。 

(二) WTO 秘書長 Roberto Azevêdo 表示，經濟多樣化與賦權

（empowerment）對於經濟復甦具重要意義，有助各國增加

貿易量，以及促進價值鏈。但經濟多樣化目前仍受到多項負

面影響，包括無法獲得融資、缺乏高品質之基礎設施、性別

失衡、數位落差與環境惡劣等不利因素。 

(三) 柬埔寨首相洪森為本次活動嘉賓，渠強調柬埔寨為貿易援助



4 
 

受益國，該國並透過貿易取得重要成果。柬埔寨的出口過去

6 年期間成長一倍以上，目前更朝向更高端的商品和市場多

樣化的方向邁進，並肯定全球化和多邊規則所創造之益處。 

(四)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 Angel Gurría 表示，受到

貿易成長趨緩和外國直接投資之影響，經濟多樣化的道路變

得越來越複雜。「不確定的成長」對於發展中國家或低度開發

國家而言是最大的敵人，其無法負擔全球不確定性的代價。 

二、 我代表團安排之周邊活動(Side Event) 

(一) 本次會議由中經院李淳老師、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

劉世紘副處長及 Gmobi 公司吳柏儀董事長擔任講者，主題為

電子商務及取得性（accessibility），旨在分享我國在電子商務

能力建構之經驗，以及對於開發中國家提供貿易援助之作法，

計有寮國、日本等國代表約 50 人與會。 

(二) 會議首由我業界代表分享電子商務之運用成功發展印度微型

貸款市場，續由 ICDF 分享我國對聖文森、貝里斯、瓜地馬

拉在科技、農業、醫療等領域之協助作法，最後由李淳老師

研析電商法規面及執行面之問題。會中與會者與講者進行熱

烈交流，活動進行 1 小時後圓滿結束。 

三、 經營電子商務之挑戰 

(一) 電子商務和數位經濟的發展正以驚人的速度改變當前之經濟

格局。根據 2017 年數據顯示，電子商務銷售額年成長 13%，

達到 29 兆美元。WTO 估計，迄至 2030 年，數位科技將推動

貿易成長 34%。 

(二) 目前在整個非洲，只有 1/4 可使用網路，而在低度開發國家

剩至不到 1/10。數位差距不僅發生在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

家，亦發生在男女、農村和城市、小型和大型企業之間。 

(三) 問題的根源並非僅在於連接性，其障礙亦包括基礎設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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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費用昂貴，監管框架不足或需要新的技能和培訓。倘各

國政府認同電子商務能成為包容性的真正力量，應採取必要

行動因應這些挑戰，否則差距將會擴大。因此我們必須確保

建立必要的法規，以確保每個人都能參與。 

(四) 近年 WTO 已著手討論電子商務問題，包括電子商務聯合倡

議。現在包括 78 個 WTO 會員，佔全球貿易的 90%，已開始

就與貿易有關的電子商務問題進行談判。其所討論的問題亦

包括與發展相關之議題。與會者有興趣了解發展中國家和低

度開發國家面臨之挑戰，以及他們參與電子商務流程所需的

援助。因此，國際社會應共同努力解決數位經濟的挑戰，並

致力於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貿易體系。 

四、 2019 年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 

(一) 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是針對新科技之出現（如機器人、大數

據及物聯網等技術）對全球價值鏈之影響，並進一步研析新

科技對已開發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勞動市場及供應鏈管理的影

響。其中，自 2008 年全球受到金融危機影響，全球價值鏈的

成長趨緩，但 2017 年起重新獲得動力，為中小企業參與全球

價值鏈創造新的機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明顯。 

(二) 報告指出，數位科技可透過縮短距離降低貿易成本以協助中

小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新的科技術創新亦可鼓勵製造業接

近消費者，或透過降低裝配成本帶來生產線的擴散。 

(三) 報告另研析全球價值鏈及勞動市場的關係，並發現貿易並未

減少已開發國家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反而提高發展中國家的

就業與收入。隨著其發展，已開發及發展中國家於服務業之

就業機會亦同步增加。此外，不同地區及不同技能水平的個

人，特別是已開發國家，經濟體的結構變化可能會有差異，

因此強調各國政府需要調整相關政策，確保經濟收益以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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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分配。 

(四) 本報告最後建議各國政府需制定全面性的數位戰略，來提高

全球價值鏈的收益，並建議採用整體性的做法投資資訊科技

產業、加強人員培訓、採取措施以促進貿易開放、貿易環境

及創新。 

五、 透過永續的運輸與貿易便捷化將中亞融入世界經濟：  

(一) 聯合國及各會員均致力於永續發展的目標，而貿易扮演著確

保經濟成長、環境保護及社會包容等整合發展的引擎。倘各

國政府制定正確的貿易政策及法規，國際貿易就有可能使各

國從投資與區域整合及全球價值鏈中獲益。例如包容性綠色

經濟的過渡（the transition to an inclusive green economy），可

讓環境商品和服務增加新的出口市場，進而增加貿易機會。 

(二) 倘貿易在社會及經濟上更具永續性將可帶來更多經濟效益，

日益增長的環境商品及服務貿易、永續性標準的擴大及全球

價值鏈的綠化，都可能對就業市場、生產及跨境貿易等產生

轉向與永續發展兼容的貿易型態，對於中亞等區域是有利的。 

(三) 貿易便捷化是中亞等區域需進一步加強的領域，但貿易與永

續發展結合並非一蹴可幾，必需優先將永續發展的理念納入

目前貿易發展。貿易便捷化及自由化可使中小企業融入供應

鏈、便利貨品跨境流動，不僅節省成本，亦可減少繁複的行

政程序。 

(四) 推動貿易便捷化的具體事項包含：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減

少浪費及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節省人力與自然資源皆對於促

進綠色貿易具有正面影響。倘對於中亞等國家生產能力進行

長期投資，必需兼顧永續發展的多樣化及創新，並消除跨境

貿易程序壁壘，從而形成區域市場及區域供應鏈。 

六、 孟加拉、不丹、印度及尼泊爾（BBIN）等國連結與貿易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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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一) 本論壇由非營利組織 CUTS International 執行長 Bipul 

Chatterjee 擔任主持人，邀請 ADB 知識管理及永續發展副總

裁 Bambang Susantono、英國國際發展部門亞洲團隊副主任

Duncan Overfield、尼泊爾產業商業供給部多邊貿易及貿易合

作部門司長 Madhu Kumar Marasini、澳洲外貿部貿易援助顧

問 Sabrina Varma、ADB 經濟研究發區域合作部門主任 Cyn-

Young Park及世界銀行資深社會發展專員Gitanjali Chaturvedi

擔任與談人。 

(二) 與會者表示，貿易便捷化及與區域內國家連結為南亞國家相

關重視之議題，BBIN 國家近年來經濟成長顯著及發展多樣

化，透過加強 BBIN 國家間鐵路、空運及水路之基礎建設有

助貿易流動及經濟成長，例如 BBIN 於 2015 年簽署機動車協

議，同意各國車輛在彼此領土可自由跨越國界，此可降低南

亞國家與其亞洲國家之間貿易成本，該協議是區域貿易聯合

的第一步，其他協議包括印度與孟加拉簽署海岸運輸協定等。 

(三) 尼泊爾 M 司長表示，BBIN 使該等國家領導者其聚一堂共同

制定有利於區域內之政策，透過交通連結方式，進一步帶動

區域內外商業流動；另 BBIN 亦積極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

以英國為例，能源及交通問題為與 BBIN 國家合作重點，未

來將持續提升該地區能源、交通、金融及網路之能量。 

(四) 此外，ADB 將持續與其他區域合作以支持 BBIN 國家，例如

東協高速公路網絡(ASIAN Highway)，可使南亞做為東南亞與

與歐洲國家連結之橋樑，貿易援助將持續辦演調節南

亞等國資源以支持永續及包容性成長之主要角色。 

七、 WTO 漁業補貼協定扮演之角色 

(一) 大會主要探討 WTO 漁業補貼協定如何保護臨海地區、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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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及漁業資源保護，WTO 秘書長 Azevêdo 於致詞時引用

世界糧農組織(FAO)統計表示，超過三分之一之漁類遭過度

捕撈，全球漁類資源正在枯竭，其意味海洋資源總將耗盡，

全球數百萬以漁業為生的人將失去生計，確保海洋資源永續

為當務之急。 

(二) 秘書長 A 氏表示 WTO 正在進行之漁業補貼談判，將可為全

球漁業制定新規則，以遏制有害漁業補貼並保護海洋生態，

渠強調盼各會員國於 2019 年底完成談判，並表示協定生效

後，各國勢必面臨實際執行之重大挑戰，特別是開發中及低

度開發國家。 

(三) 聯合國海洋特使 Peter Thomson 亦強調漁業補貼談判的急迫

性，因新的規則對於健康漁業極為重要，並且為永續藍色經

濟之必要條件。 

(四) 來自緬甸、賴比瑞亞及薩摩亞代表分享該國打擊有害捕魚做

法，並對於開發中及低度開發國家盼於漁業補貼談判取得

S&D 待遇表示看法。 

八、 再生能源-貿易及基礎建設對綠色轉型之貢獻 

(一) 本論壇由 WTO 秘書處貿易及環境部門參事 Karsten Steinfatt

擔任主持人，邀請奈及利亞能源社會企業總經理 Safiya Aliyu、

國際能源組織再生能源科技分析師 Francisco Boshell、CUTS 

International 執行長 Bipul Chatterjee、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符

合性評鑑策略經理 David Hanlon 擔任與談人。 

(二)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中，能源永遠都是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其占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三分之二，與談人介紹再生能源及其

所帶來之效益，包括因技術進步再生能源成本逐年下降、再

生能源部門就業人員約 1.3 億人，其中太陽能產業就業人口

達 1 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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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國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政策，以太陽能市場為例，印度 2022

年太陽能裝機目標達 100GW，其中再生能源全球標準的發展

亦是各國關切議題，IEC 講者表示，標準或許不完整，但它

規納現有常規，爰標準及符合性評鑑應可做為產品是否達到

應有之標準，以利貿易發展。 

(四) CUTS International執行長C氏認為減少環境商品關稅及建置

能源基礎建設可推動能源貿易發展，渠認為 WTO 環境商品

協定未能完成甚是可惜，惟建議會員國仍可就協定內容擇取

適當部分推動環境商品及能源貿易。 

(五) 奈及利亞社企總經理A氏說明該公司如何在奈國推動民眾使

用再生能源，鑒於 70%奈及利亞人無法取得適當電力及能源，

因此如何教導奈國人民取得(access)及使用節淨或再生

能源是一大挑戰，爰奈國政府及非營利組織以提升人

民經濟、社會及健康等三項利益為目標及訴求，教導

人民使用節淨能源。 

九、 第二屆 WTO 入會論壇 

(一) 論壇邀請奈及利亞、賴比瑞亞、哈薩克及阿富汗等國代表分

享入會過程，該等國家入會後均積極陪養 WTO 經貿及談判

人才，並致力改善國內基礎建設及培養 WTO 法律、經貿人

才，以完備 WTO 所要求通知文件所需技術，以符 WTO 要求

及國際標準。 

(二) 賴國代表感謝 WTO、IEC 及世界銀行等單位持續給予該國家

支持，該國於入會後開放經濟並致力轉型，盼為該國青年人

創造就業機會。哈薩克代表表示，入會後面臨許多挑戰，包

括開放市場對國內市場影響、如何推動及管理改革進行經濟

轉型，惟渠認可入會帶來多項好處，包括參與全球貿易政策

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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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大陸代表發言表示，該國入會 15 年已累積相當經驗，願

協助有意加入或新加入之會員進行能力建構。主持人亦請參

與賴比瑞亞貿工部官員透過影音方式分享其參加「China 

Programme: WTO Accessions Internship Programme (AIP)」之

心得，AIP 計畫係中國大陸 2011 年與 WTO 簽署合作備忘錄

之計畫，每年提供五個名額，協助低度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官

員能力建構，增加渠等對 WTO 及其法規、國際經貿及國際

關係之認識。 

十、 利用服務業促進發展： 

ADB及其研究所ADBI發表甫合作出版 「Leveraging services 

for development」，本書研究發現產業部門與服務業的關聯日

益增加，例如製造業有 1/3 的附加價值來自於服務業。另因

服務業提供跨境服務，亦帶動製造業跨國交易，此外，WTO

規定及 RTA 使服務易於交易，致使近年來服務業與製造業產

值成長率相當，服務業亦同時帶動製造業成長，爰筆者認為

各國應思考如何利用服務業帶動發展。 

十一、 透過 TBT / SPS 法規合作促進貿易：  

(一) OECD 及 WTO 甫合作出版「透過法規合作促進貿易：WTO 

TBT / SPS 協議之案例」，其中指出滿足各國不同的貿易政策

及法規係中小企業進入新市場的主要困擾，此對於低度開發

及發展中國家、微中小企業而言無疑是最主要的貿易障礙。 

(二) WTO 關注到此等問題並認為需透過各會員加強對話與合作

彌補各國法規之差異，以降低貿易成本及增加貿易機會，並

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貿易體系。為此，WTO 透過 TBT 及 SPS

協定提供多邊體系透明的制度架構，其中各會員必需透過向

WTO 通知擬定的法規措施，並給予各會員評論及修正的機會，

避免未來出現貿易摩擦而付出高昂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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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WTO 協議鼓勵會員國根據相關國際標準制定 SPS 及 TBT 規

範，此將有助促進跨境法規的調和，減少不必要的貿易壁壘，

並呼籲 WTO 各會員切勿藉由制定法規引入貿易保護主義，

反之會員則可自由採取所需的措施來實現政策目標。 

參、 出席 WTO 相關會議 

一、 ITC Joint Advisory Group 第 53 次會議 

(一) 國際貿易中心(ITC)聯合諮詢小組會議為審查 ITC 活動並提

出有關 ITC 工作計畫與建議。本次會議分別由第 52 屆主席

Mr. Jaime Coghi Arias、第 53 屆主席 Ms. Terhi Hakla、WTO 

秘書長 Mr. Roberto Azevedo、聯合國秘書長 Mr. Mukhisa 

Kituyi、國際貿易中心執行長 Ms. Arancha Gonzalez 進行演說，

強調 ITC 未來將持續與 WTO 及聯合國合作，使貿易更具包

容性，改善全球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二) 2018 年世界貿易增長速度為 3.5%，較 2017 年的 5.4%為低，

顯示了全球增長和貿易格局面臨了不利的因素。即使在全球

最艱困的市場環境下，ITC 透過各種方式來支企業利用貿易

創造就業機會並增加收入，特別是婦女與青年。 

(三) WTO 秘書長 Mr. Roberto Azevedo 指出，全球 51％的企業是

由婦女擁有或經營，在全球經濟中賦予婦女權力是 WTO 與

ITC 合作共同推動的優先事項，因此看到這項工作取得成果

非常積極，包括通過 SheTrades 倡議。2018 年，ITC 協助培

訓將近 4,000 名女性企業家，作為 SheTrades 倡議的一部分，

幫助女性企業家提高國際競爭力。 

(四) ITC 在 2018 年實施了許多具體變革，擁有豐碩的成果，例如，

ITC 與西非的政府和地區當局合作，建立了一個全區域的貿

易障礙預警機制，幫助阿富汗制定了國家出口戰略；在塞內

加爾，部分歸功於 ITC 的支持，芒果出口商的出口量與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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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比增長了 7.7％；在盧旺達，在 ITC 倡議的幫助下，香料

行業已出口了第一批混合辣椒至印度。總體而言，ITC 透過

各種方式協助 18,500 家企業進行貿易 ，提高其國際競爭力，

是原定目標的兩倍，這些數字的背後，代表著有更多的家庭

的生活家計受這項協助的正面影響。 

(五) 此外，ITC 與 WTO 共同合作利用新的技術來進行較落後國

家的能力建構，彌補該等國家的資訊落差，例如建立 E-ping

的警示系統網站，用來增加在 SPS 及 TBT 通知的透明性及

對話，並共同開發與低度發展國家服務豁免有關的通知數據

庫。 

(六) 當前貿易局勢的動盪仍在進行，全球貿易量受到貿易限制的

打擊，倘貿易限制的措施持續增加，將威脅所有國家的就業

及增長，尤其是打擊到貧窮國家。上週在大阪舉行的 G20 峰

會，20 國領導人承諾支持茁壯、可預測、穩定的貿易及投資

環境，並認同貿易扮演成長、創造就業機會與發展的引擎角

色，並強調 WTO 改革的重要性。在 WTO 討論改革議題時，

亦需繼續關注貿易在促進發展和消除貧困方面的影響，未來

ITC 將持續與 WTO、聯合國持續合作並不斷成長茁壯，確保

在貿易取得具體成果。 

二、 WTO 會員小組討論-重回 WTO 發展進程 

(一) 本次會議係由南非、印度及 UNCTAD 共同主持，會議旨在與

會員討論多邊體系推動發展議題之進展及困境。 

(二) 會中，UNCTAD代表簡報甫發表之 2019年第 33號報告(From 

Development to Differentiation: Just how much has the world 

changed?)，並勾勒出已開發及發展中國家面臨之差距(gap)，

包括收入、非正式勞工、南北現象、債務等問題在近幾年均

有逐漸擴增的趨勢，並指出要瞭解發展問題需要與有發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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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國家充分溝通，否則如同瞎子摸象，最終無人能瞭解問

題全貌。 

(三) 中國大陸代表指出，中國被錯誤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地位」，

並遭受美國等已開發國家視為代罪羔羊，並呼籲該等國家應

重視開發中國家發展程度不一之問題。另稱中國重視WTO改

革，惟不認同透過懲罰等方式要求發展中會員完成通知義務，

並認為如繼續忽視開發中國家對於 S&D 需求，及發展議題未

續改進，改革終將會失敗。 

(四) 厄瓜多、科麥隆、美國等代表均表達對於均衡發展的重要性，

並支持 WTO 改革應重視開發中國家的需求，包括 S&D、數

位差距等議題，並盼在改變典範(paradigm)可令發展中國家的

需求受到重視，以及殷盼透過多邊體系之各國共同合作解決

發展不均問題。 

(五) 南非主席總結稱，各國應加強合作解決發展議題之重要性，

並提出新的具包容性的提案研擬出平衡的結果，以達致發展

之均衡性。 

肆、 相關拜會活動 

一、 會晤 ACWL 法律顧問公司代表 

(一) 印度調高資通訊(ICT)產品關稅爭端案(DS 582、584 案)： 

1. 我方說明本案係我國內產業公協會關切案件，並支持政府

向印度提出諮商，惟我方申請加入歐盟、日本與印度諮商，

印度以我方不具實質貿易利益為由，拒絕我國加入諮商。

印度於 WTO 相關委員會及貨品理事會立場為該等項目非

印度於 ITA-1 承諾之項目且非當時已有之技術，未認其違

反 WTO 相關規定。 

2. B 資深顧問表示未就本案進行深入研究，惟建議我方應先

釐清該等產品是否為印度GATT所承諾或 ITA-1所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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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倘屬 ITA-1 附件 A 之產品，需進一步分析稅則號列

及產品之描述，以決定是否可能為 ITA-1 所規範之產品。 

3. 另倘因技術進步增加新功能或新產品，需考量產品描述是

否符合 ITA-1。 

(二) 中國大陸非市場經濟地位(MES)爭端案(DS516)： 

1. 本案中國控訴歐盟之反傾銷法規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

體，不符合 WTO 規範，惟本案之最終調查報告因中國撤

案而未公布調查結果。 

2. B 資深顧問表示，歐盟 2016 年 12 月底新公告之反傾銷調

查方式規章，仍將中國大陸視為非市場經濟之批發價

(wholesales non-market pricing)。惟本案歐盟係調整所有反

傾銷案之成本價格計算方式，對各國做法均一致，對中國

大陸作法未具歧視性。 

3. B 資深顧問另表示，中國透過補貼造成市場扭曲之現象，

係 WTO 眾多爭端案件面臨之價格調整（cost adjustment）

的問題，由於中國撤案使得無人瞭解判決的結果及論述內

容，類似案件為印尼及澳洲 A4 影印紙爭端案（DS 529），

該案預計於 2019 年底前小組報告會出爐，或將成為未來

參考之重要案例。 

4. 另倘因技術進步增加新功能或新產品，需考量產品描述是

否符合 ITA-1。 

(三) 全球貿易保護興起及區域整合重要進展： 

1. 我方表示近來由美國帶動之貿易保護主義(如美中貿易戰)

已影響全球發展，惟近日亦有重大之 RTA 進展，包括歐盟

與南方共同市場、歐盟與越南、全非洲大陸 FTA，ACWL

如何看待此等現象。 

2. M執行長表示，兩者應可併行存在，因關稅減讓是一回事，

不保證非關稅貿易障礙就此消失，此問題應由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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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答較佳。 

(四) ACWL 盼瞭解外交部籌組訪團來日內瓦之目的： 

1. 我方說明 WTO 代表團於貿易援助全球檢視會議籌辦電子

商務系列活動，邀請中經院李淳老師、國合會柳副處長世

紘及我商通用移動電腦(GMobi)吳執行長柏儀擔任講者。 

2. 吳執行長分享 GMobi 於印度提供行動支付服務之經驗，

看準印度信用卡普及率低惟使用手機機民眾持續增加之

市場特性，開發行動支付 App 並與印度 mom-and-pop 商

店合作，提供行動支付服務並提供短天期(15-30 天)小額借

貸，現已有 150 萬客戶開發行動支付 App。渠預測印度及

中國大陸應是未來使用行動支付快速成長之國家。ACWL

執行長與 B 資深顧問對此議題甚感興趣，並表示將出席我

方活動。 

二、 會晤 WTO 秘書處理事會與貿易談判委員會參事談話重點 

(一) 3 日上午拜會 WTO 秘書處理事會與貿易談判委員會 

(Council and TNC Division)負責電子商務業務之參事 Zainab 

Mchumo、貿易政策分析官員 Stefania Gallo，及服務業貿易與

投資處(Trade in Services and Investment Division)負責電子商

務參事 Lee Tunhill、服務業參事 Martin Roy 等，就電子商務

相關議題交換意見。WTO青年學者(Young Professional) Kasek 

Ishmael Galgal 在座。 

(二) M 參事首先簡介目前 WTO 架構下之電子商務工作計畫仍持

續進行，目前討論焦點為上(第 11)屆部長會議決議續延長電

子傳輸暫免課徵關稅至本年底，會員需討論是否繼續延長。

近來 WTO 召開會議討論印度、南非之提案(有關電子商務暫

免課徵關稅與對開發中國家意涵)，惟尚未有結論。 

(三) 另一方面，78個WTO會員 2019年 1月在瑞士達沃斯(DA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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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電子商務共同聲明，展開與貿易相關的 WTO 電子商務

談判，目前會員已提出 16 份條文提案或概念文件，許多內容

係參考 CPTPP、USMCA、雙邊 FTAs、及 WTO 之 GATT、

GATS、TFA 等協定。會議以區分主題方式分 6 組進行技術性

討論，由協調人(3 倡議國新加坡、澳洲、日本及墨西哥、加

拿大擔任)主持，就條文對照比較表探討相似性與理由，同時

亦提出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LDCs)面臨之機會與挑戰。會

議歡迎所有 WTO 會員出席，盼有越多會員加入，最終能以

WTO 多邊化方式適用電商規則。目前討論先聚焦於實質內容，

尚未觸及法律架構。 

(四) 我方詢及電子傳輸課徵關稅議題涉及重新定義貨品，例如實

務上軟體跨境傳輸是否屬貨品、如何課徵關稅。秘書處表示

目前會員對「電子傳輸」之定義與範圍、是否包含傳輸之內

容尚無共識。 

(五) 我方另關切會員有不同開發程度與企圖心，如何就不同條文

提案使談判進展，及談判時程對企業界之誘因。秘書處表示

未來協定之法律形式可能有多種選擇，本年 7 月第 3 次會議

後會員或可嘗試設定建立規則之基準(benchmark)，使符合

WTO 架構；此外私部門有其發展方式，WTO 亦辦理許多活

動促進各界瞭解。 

(六) 我方分享過去調查，國內微型企業透過仲介或代理，或許較

不易感受全球電商貿易之障礙。秘書處表示許多非洲國家認

為其尚缺乏足夠之電商基礎建設、線上支付系統、獲取資源

之管道等，無法與已開發國家相較；電商協議或許可參考貿

易便捷化協定模式，給與開發中國家較多彈性。 

(七) 雙方另就服務業分類、RTA 中會員市場開放承諾方式、人工

智慧(AI)與隱私權保護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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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及建議 

一、 WTO 會員仍相信多邊貿易體系可作為經濟成長之引擎∶ 

本次會議觀察到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均高度重視發展

面向，已開發國家則持續透過多邊體系協助/援助全球包容性

貿易，另當前貿易衝突情形加劇，大多數會員仍支持並盼

WTO 多邊體系能發揮其功能，以作為貿易發展及經濟成長的

驅動力。 

二、 WTO 當前重視「發展議題」∶ 

WTO 有 164 個會員，其中自我宣稱為已開發國家者僅 10 餘

國，大多數為開發中國家、36 個為低度開發國家，因此「發

展議題」為多數會員所強調，亦為目前討論各項議題時，被

要求納入考量之項目。本次會議活動充分顯示多邊貿易體系

對於發展議題之重視，協助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融入全球

貿易體系之重要性。 

三、 透過協助開發中及低度開發國家能力建構，以爭取支持∶ 

另觀察中國大陸在多場會議均強調發展議題與會員須保有政

策空間，極力拉攏開發中會員形成盟友。我國在參與 WTO 議

題討論時，亦應考量此點，以共同促進會員包容性參與及爭

取該等會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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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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