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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增進成員國相關經貿官員對(1)貿易政策分析工具之最新發

展、(2)貿易相關資料之來源、(3)貿易數據與政策之最適分析方式、(4)貿易引力模型之應

用，以及(5)如何應用 Stata 軟體撰寫相關程式等之瞭解，於本(112)年 6 月 22 日至 30 日

舉辦為期 7 天之「進階貿易政策經濟分析課程」。該課程主要由 WTO 秘書處經濟研究

與統計處之顧問與經濟學家教授。講師除向學員介紹當前最常使用之貿易數據指標的計

算與資料來源、貿易政策的內涵(關稅與非關稅障礙)與分析方式、傳統引力模型及結構

引力模型之差異、建立與應用等之外，也藉由分組報告，讓學員們分享學習成果。此次

課程共計有 23 位學員參訓 (學員名單詳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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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 增進學員對貿易政策分析工具之選擇與應用的瞭解，以提升學員之分析能力，強

化學員進行貿易政策研究與決策之品質； 

二、 讓學員瞭解貿易流量與貿易政策數據的來源(以商品貿易為主)，並學習解釋不同

貿易流量指標與貿易政策分析之結果； 

三、 讓學員透過實踐練習，學習如何使用Stata統計套裝軟體來進行資料的匯入與整理，

計算貿易指數與關稅結構，以及建構貿易分析模型。 

貳、 訓練過程 

一、 課程架構 

本次培訓主題為「進階貿易政策經濟分析課程（Advanced Course on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rade Policy）」，爰課程著重教授貿易數據與政策分析之相關量化方法及Stata

統計套裝軟體之應用，係WTO第七次舉辦的進階貿易政策經濟分析課程。課程主要分成

(1)貿易數據、政策及模型分析理論、(2) Stata統計軟體應用，以及(3)分組討論及報告等

三個部分（詳參課程內容及安排如附件2）。 

本次訓練課程共7天，前6天之授課規劃皆以上午教授理論，下午教授Stata統計軟體

之方式進行，並分別由WTO秘書處經濟研究與統計處的顧問及經濟研究人員，如 Stela 

Rubínová、Ankai Xu、Marc Bacchetta、Michael Blanga-Gubbay、Roberta Piermartini及Jose 

Monteiro等來擔任講師；第7天上午為小組成果報告，下午則進行學習評鑑及閉幕。本課

程之開幕式係由WTO副總幹事(Deputy Director-General) Anabel González向所有學員致歡

迎詞，閉幕式則由WTO首席經濟學家暨經濟研究與統計處處長Ralph Ossa楷同Jose 

Monteiro主持並頒發結訓證書與團體紀念照。 

二、 課程內容 

(一) 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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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內容主要以 WTO 秘書處經濟研究與統計處顧問、研究人員及大專院校之專

家學者等所共同撰寫之三本指南為基礎： 

 實用貿易政策分析指南 Practical Guide to Trade Policy Analysis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practical_guide12_e.htm) 

 進階貿易政策分析指南(結構引力模型) Advanced Guide to Trade Policy 

Analysis. The Structural Gravity Model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advancedguide2016_e.htm) 

 實用非關稅措施經濟分析指南 Practical Guide to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

Tariff Measures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non_tariff_measures_e.htm) 

(二) 貿易流量分析 (Trade flows analysis)：內容包含貿易表現可透過哪些指數呈現、資

料可從何處收集、以及收集與分析資料時之注意事項等 

衡量一國貿易表現，可從其貿易的導向與成長力道、出口多元化程度、出口複雜度、

出口之邊際成長及貿易附加價值等面向來看。 

1. 貿易導向與成長力道(trade orientation and growth)：一國貿易導向與成長力道可由其

進出口及順逆差表現、主要貿易品項/國家、貿易依存度、顯示性比較競爭優勢、

貿易密集度、貿易互補性等方面來觀察。例如： 

 透過一國之進出口與順逆差表現可瞭解一國融入全球貿易之情況，及哪些產業

/產品之國內供需過剩或不足。值得注意的是，順逆差本身雖可作為一國參與國

際市場的指標，但不能代表一國經濟的好壞。 

 貿易依存度(trade openness)：旨在瞭解國內供需仰賴國外需供之程度。惟該數據

不宜單獨用來進行國際比較，因各國的經濟規模大小、所得高低等國家特性均

會影響一國貿易開放程度。爰進行國際比較時，應將各國特性納入考量，並以

計量模型來進行分析為佳。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practical_guide12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advancedguide2016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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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一國貿易品項之分析與計算顯示性比較競爭優勢指標(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主要衡量一國產品相較於全球出口競爭力之強弱)，可瞭解該

國有哪些產品具出口競爭力，哪些產品則傾向為弱勢，以作為政策制定者未來

決定產業發展政策或如何進行產業多元化的依據。惟須注意的是，RCA 對那些

具有顯示性比較利益的產業，其值沒有上限，但對缺乏比較顯示性利益的產業，

其值可能為零。所以有些學者會把它標準化，使其值介於-1~1 之間。 

 透過瞭解一國之主要貿易夥伴、計算貿易密集度(Trade intensity)及貿易互補性

(Trade complementarity)等指標，可檢視一國之貿易夥伴國是否為其自然貿易夥伴

(如一國之供給可 100%滿足另一國之需求)，以及體現一國對其貿易夥伴(或貿易

夥伴對一國)之重要性高低，進而讓政策制定者得以評估與某夥伴洽簽雙邊貿易

協定或加入區域貿易協定是否對其具潛在利益。 

2. 出口多元化指標： 

 透過一國出口之品項數及國家數多寡、出口產品/出口市場之集中度高低(如計

算 Herfindahl index 赫芬達爾指數)及市場滲透率之高低(Index of export market 

penetration)等指標，來瞭解一國出口是否多元。通常先進國家傾向有更多貿易夥

伴及出口更多產品。 

 注意的是，雖然出口產品過於集中常被視為是不利的貿易政策，且出口多元化

可降低商品價格波動對一國出口之影響，並降低該國出口風險，但強化出口多

元化不保證一定可以促進經濟成長。 

3. 出口成熟度(export sophistication)：主要在瞭解一國經濟發展之程度及其在全球供應

鏈的位置。例如： 

 將出口產品之技術含量進行分類(如分為技術含量高、中、低，及初級產品與資

源型產品等五類)，分別分析五類產品之出口狀況，以瞭解一國之經濟發展狀況。 

 計算顯示性技術含量(Revealed technology content)與顯示性要素密集度(Rev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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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intensity)等指標，以瞭解一國係屬技術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貿易，進而決

定經貿發展與推廣之方向。一般而言，高所得國家的技術含量較高，比較競爭

優勢會偏向技術而非勞動成本。 

4. 出口成長的邊際變動 (Margins of export grwoth)：新市場的開發及新產品的推出對

促進一國貿易及經濟發展有助益，爰瞭解一國出口表現如何變化至關重要。例如：

透過拆解出口成長或衰退之變化(Export growth decomposition，如成長/衰退是因為

既有產品在既有市場的出口增減，或是既有產品在新市場或新產品在既有市場的

增減，抑或是既有產品因競爭力下滑而退出市場等所造成之結果)，來找出真正成

長或衰退的原因，以決定貿易擴展之政策方向應如何修正，以擴大出口機會。 

5. 附加價值(Trade in value added，TiVA)： 

 在科技不斷創新、跨境障礙持續降低及金融市場自由化與全球化等趨勢下，生

產形式已從過去產品全權由一國/地區生產的方式轉為跨區/跨國生產，這使中間

商品貿易、加工貿易、產業內貿易興起，進而引發對新國際貿易衡量方式之需

求。據此，WTO 及 OECD 也共同建構了 TiVA 資料庫，供各國參考，以彌補傳

統貿易統計之不足處。 

 TiVA 係以國內外生產活動所創造之附加價值為編制基礎，可將傳統貿易流量之

價值創造分為國內附加價值與國外附加價值，以真實呈現各國參與貿易活動對

一國經濟之貢獻。TiVA 分析亦有助增進一國對自身強項、在全球供應鏈所處位

置與參與程度、自身與夥伴國之貿易連鎖關係等的瞭解。從 TiVA 統計中亦能

體現服務業對貿易的重要性，協助決策者做出正確的發展政策。 

6. 貿易相關資料來源： 

 貿易統計：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貿易統計指引(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OTs)；聯合國的商品貿易統計資料庫(UN Comtrade)、CEPII 的基礎商品分析

(BACI)、CEPII 機構的貿易、生產及貿易保護資料庫(TP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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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分類：世界海關組織 (WCO)訂定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代碼 (Harmonized 

System Code，HS)，以及聯合國制定的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 

 產業/產品分類：聯合國標準產業分類(SIC)、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產品分類

中心(CPC)、NACE(EU)、北美行業分類系統(NAICS)、聯合國廣義經濟分類(BEC)

與 Rauch classification 等。 

7. 貿易數據衡量之注意事項：計算各項貿易指標時，倘有資料缺失，應逐案判斷缺

失資料之性質，如是輸入錯誤，或是原本就無進口，以決定是否利用插補法、補

零、或使用出口國資料等方式來修補缺失資料。另外，通常進口值是較為可靠的

貿易量依據，因為各國海關對出口之監測嚴謹度不如進口，因此以進口值來分析

雙邊貿易關係為佳。 

表 1、常用貿易指標公式 

指標 公式 

貿易依存度 (出口額 + 進口額)/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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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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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密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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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多元化 
∑ (𝑠𝑖)2

𝑘
 

𝑠𝑖 = 國家 i 產業 k 占出口或進口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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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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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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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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貿易政策分析 (Trade policy analysis) 

1. 貿易政策之定義：會影響貿易水準的政府干預措施。 

2. 貿易政策工具的類型：如關稅與非關稅措施、基於價格或基於數量限制的措施、

進口或出口限制措施、邊境與境內管制措施等。 

3. 貿易政策評估問題：貿易政策的評估經常缺乏詳細且全面的資訊與資料，爰難以

系統性的衡量跨產品、跨產業、跨地區等的影響。另外，貿易政策具內生性(貿易

政策影響經濟發展，但也可能是經濟發展狀況之結果)，且當預計某國將實施新

貿易限制措施時，廠商可能在實施前先做出反應(如提前拉貨)。 

4. 關稅措施： 

 關稅係於邊境對進(出)口貨品徵收的稅，可使進(出)口產品之價格高於國際(國

內)市場價格。 

 關稅計算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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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其他四種類型又稱非從價關稅(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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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關稅計算類型 

類型 計算案例 

從價關稅(Ad valorem) 5% 

從量關稅(Specific) 每公斤 5 美元 

復合關稅(Compound) 10%+每公斤 2 美元 

混合稅率(Mixed) 
10%或每公斤 2 美元  

(視哪一個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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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從量關稅轉換為從價關稅之公式為𝜏從價稅 = 100(𝜏從量稅 𝑝)⁄ ，其中𝑝為一單位

產品之國際價格，常因時間與國家的不同而變動。由於從價關稅較為透明，且

更易蒐集與比較，爰應用廣泛，在一國談判市場開放議題(關稅減讓)時尤為重要。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與世界銀行及國際貿易中心的市場進入地圖

(Market Access Map)均有提供 NAV 相關數據資料。 

 至今仍有許多國家採用 NAV，且通常用於農產品，目前有 19 國在其超過 10%

的農產品稅號上採用 NAV，其中瑞士、挪威、泰國及美國更有 1/3 稅則號列以

NAV 方式課稅。儘管各國對工業產品比較不會採用 NAV 方式徵收關稅，但如

瑞士、泰國、俄羅斯、印度及阿根廷仍有 200 多個稅則號列採用此方式。 

 關稅架構：在討論一國關稅架構時，其最惠國關稅稅率(MFN，如 WTO 成員給

予其他 WTO 成員之優惠關稅)與優惠關稅(Preferential tariff，如與夥伴國洽簽 FTA

時給予之優惠關稅)，以及約束關稅(Bound tariff，一國承諾實施 MFN 之關稅上

限值)與實施關稅(Applied tariff)等的區別是關注重點。一般而言，約束關稅應高

於或等於最惠國關稅，而最惠國關稅則會高於或等於優惠關稅。通常先進國家

的約束關稅多等於或非常接近其實施關稅，而開發中國家的約束關稅則多高於

實施關稅。 

 關稅配額(Tariff rate quota，TRQs)：對配額內進口課徵較低(或零)的關稅稅率，超

過配額量雖仍可進口，但超過的部分將須負擔較高的稅率。目前仍有 43 個 WTO

成員國實施關稅配額措施，且超過 80%的 TRQs 集中在水果和蔬菜、肉類、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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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乳製品、油籽五大品項。 

 關稅架構分析：可計算簡單算數平均或加權平均。惟二種計算方式各有其優缺

點，如簡單算數平均，其不論進口多寡，對每項產品均賦予相同權重，計算恐

受極端值影響而有偏差；加權平均法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簡單算數平均的問

題，但有時也會因對高關稅而進口少的產品賦予低權重，對禁止性關稅賦予零

權重等的情況發生，而使計算出現偏差。爰分析時亦應瞭解各種關稅級距之比

例(如 0%比例、0-5%比例、5-10%比例、5%以上之比例等)、最大最小值、離散

程度等資訊。 

 有效保護稅率(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ERP)：一國對某產品課徵關稅的用意在

於藉由提高國內生產商之進口競爭產品的價格，來保護國內廠商利益。ERP 可

用來估計特定部門對國內廠商整體關稅結構的淨保護效果，其值可正可負。欲

避免 ERP 為一負值，最終商品關稅須較中間商品關稅為高。 

 貿易談判之關稅減讓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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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哈回合(不含敏感產品)：非農產品市場進入採用瑞士降稅

公式，農業部門採用分段降稅公式。 

5. 非關稅措施： 

 如配額、許可證、技術壁壘(TBT)、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

出口限制、反傾銷措施等均係非關稅措施的範圍。儘管非關稅措施為貿易保護

主義，但也有解決市場失靈、供需資訊不對稱的功能。 

 非 關 稅 措 施 之 量 化 分 析 方 式 ： (1) 價 差 法 (Price-gap approach) ：

[ (國內價格 國際價格⁄ ) − (1 + 國際運輸利潤 + 從價關稅) ] ； (2) 頻 率 指 數

(Frequency ratio)：具非關稅障礙產品之項數占總產品項數之比重；(3) 涵蓋率

(Coverage ratio)：具非關稅障礙之產品的進口額占總進口之比例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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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限制指數：將貿易政策量化的指標，如將非關稅措施及從量稅轉化為從價

關稅(即約當關稅)，再透過進口需求彈性等資訊來做為權重所計算出的貿易限

制指數，包含衡量各國貿易政策對自身造成之貿易扭曲情形的貿易限制指數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es，TRI)、衡量各國貿易政策對對夥伴國造成之貿易扭

曲情形的總體貿易限制指數(Overall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es，OTRI)以及衡量

各國出口商是否面臨統一關稅措施的市場進入之總體貿易限制指數(Market 

Access OTRI，MA-OTRI)。 

 貿易政策資料來源：WTO 資料庫(如 WTO Stat、Integrated database (IDB)、Tariff 

Analysis Online(TAO) 、 Tariff Download Facility TDF) 、 Consolidated Tariff 

Schedules(CTS)、I-TIP、Trade Monitoring Database(TMDB)、RTAs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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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MAcMap (Market Access Map) 、 聯 合 國 的

COMTRADE 與 TRAINS 資料庫；GTA (Global Trade Alert)等資料庫。 

(四) 引力模型在貿易方面的應用(Gravity model in international trade)：引力模型是衡量貿

易政策對貿易創造與貿易移轉效果最好的工具。 

1. 貿易引力方程式與牛頓的引力定律相似：主要包含經濟規模(如牛頓引力公式中

的兩物體的質量)與貿易成本(如牛頓引力公式中的兩物體間的距離)。於實務上，

經濟規模通常以 GDP 來表示，貿易成本則常以國家間距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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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經濟規模越大者，

雙邊貿易量越多；兩國距離越近，彼此間的貿易量也越大(如美墨加)。 

2. 多邊阻力(Multilateral Resistance Term，MRT)：例如美墨加三國與其他國家距離較

遠，爰三國彼此間的實際貿易量恐較以傳統引力模型估計得多，而與其他國家之

貿易量恐較估計的少，因此經濟學家認為，在引力模型的結構估計式中，除包含

經濟體規模與貿易成本外，還應加入控制貿易成本對商品流動的多邊阻力(如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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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變動的運輸成本、貿易組成等)，亦即在實證模型中加入進口國-年份、出口

國-年份固定效果，及進出口國配對固定效果等虛擬變數來控制多邊阻力與內生

性問題，並建議採用卜瓦松擬最大概似法 (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PPML)來進行估計，以處理零值、誤差異質變異等導致的問題。於估計

時也應納入國內貿易數據及縱橫斷面資料(如每國每年資料)，以評估國家非歧視

性政策、特定政策及國際化程度(如加入 WTO 或區域整合，簽署 FTA 或 RTA 等)

等之影響，以更好詮釋政策改變之衝擊。 

3. 實證結果說明注意事項：於計量模型中，通常會將進口額(應變數)、關稅與距離

(自變數)等取對數後再進行迴歸分析，爰其係數係以百分比變動(即彈性概念)的

方式來陳述，如二國距離增加多少百分比，會使進口量變化多少百分比。但針對

估計出來的虛擬變數係數，則須先轉換為指數(exp(估計係數)-1)，再作說明。在解

釋非關稅措施對一國進口變化的影響上，則應將非關稅措施(如是否限制配額)之

係數轉換為等值之從價關稅(exp(非關稅之估計係數/關稅之估計係數)-1，計算限

制配額的影響相當於是關稅增加多少百分比的影響)後，再作解釋。 

(五) 一般均衡及部分均衡之貿易政策分析--引力模型(General and Partial equilibrium trade 

policy analysis with gravity)： 

1. 一般均衡之貿易政策分析可分為靜態模型及動態模型兩種：靜態模型主要分析在

某一時點既定的雙邊貿易成本、產量、與支出情況(不考慮時間因素)下，貿易政

策的改變將如何影響貿易成本及商品價格的變動，進而影響貿易量及經濟福利

(economic welfare)的變動。然於動態模型中，所有要素均將隨時間改變(如產量是

勞動與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函數，而非一固定常數)，除可研擬貿易政策的改變對

貿易成本、商品價格、貿易量及經濟福利的影響外，亦可於模型中加入投資、支

出所得、國際借貸等函數方程式，以探討政策改變對總體經濟數據(如 GDP、投

資、就業等)的影響。 

2. 一般均衡與部分均衡模型之差異： 



11 
 

 一般均衡主要用於事前分析(如從準備階段、開始談判至簽署但未生效階段)；

部分均衡分析則主要用於簽署後但未生效的事前分析及生效後或實施階段

的事後分析。 

 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架構包含經濟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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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結構、主體及要素於各情境的反

應，來模擬政策改變對關鍵總體經濟指標(如 GDP、產、就業、產品價格等)

的影響。 

 部分均衡則主要以經濟學的供需法則為基礎，模擬政策改變對特定市場之衝

擊，並忽略該市場與其他市場的相互作用關係。部分均衡模型最適合用於政

策改變對特定市場/產業的影響評估。國際機構建有部分均衡模型供公眾使

用，如世界銀行開發的關稅減讓對經濟福利及貿易移轉/創造變化的模擬器

(WITS)、聯合國專為農業貿易政策開發的模型(ATPSM)、及靜態政策模擬模

型(SWOPSIM)等。 

(六) 小組報告 

1. 小組報告主題：包括(1)選定一國，計算其貿易流量的相關指標(含附加價值計

算)；(2) 計算各國關稅與非關稅之描述統計資料，並分析關稅與非關稅障礙對一

國之影響；(3) 估計區域貿易協定對一國貿易之影響(含貿易創造與貿易移轉變

化)；(4) 利用引力模型探討貿易政策(非關稅障礙)對一國貿易之影響，並計算非

關稅障礙之等值從價關稅率；(5) 利用一般均衡模型估計區域貿易協定(尤其是

NAFTA)對進出口貿易、GDP、商品價格等之影響。 

2. 職的小組被分配到第 5 題，除了須整合三個資料來源，並提供資料當中各國雙邊

貿易(含境內貿易)之描述統計分析(如平均值、標準差、最大最小值等)及繪製國

際貿易易與國內貿易值的長條圖之外，亦須比較各國在其簽署各項 RTAs 的前後

五年的貿易量變化。接著以 PPML 估計方式，分析 WTO、RTAs 及 NAFTA 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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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貿易及簽署國貿易之影響。最後以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倘美墨加沒有簽署

NAFTA，對各國經貿及美墨加經貿之影響。 

3. 本組模擬結果顯示，倘世界無 NAFTA，加拿大的損失最大，其次為墨西哥與美

國，GDP 將分別減少 5.34%、4.3%及 0.52%，而前五大受益者為巴拿馬、玻利維

亞、厄瓜多、哥斯大黎加及塞內加爾等國，主要因為當有 NAFTA 時，美加墨彼

此貿易關係會更加緊密，其他國家與之的貿易機會降低，但當沒有 NAFTA 時，

反而讓距離美墨加也不遠的其他中南美洲國家有機會與之貿易。 

4. 小組分工：職主要負責第 5 議題中的子題 2、4、及 5 的 Stata 程式撰寫、釋出模擬

結果與製作小組簡報。另由智利與厄瓜多組員負責子題 3 的程式撰寫及子題 5 各

國經濟影響之地圖繪製；由肯亞同學負責子題 1；由馬爾地夫同學負責各項模擬

結果之簡報文字說明。 

5. 報告方式：由各小組成員自行分配，但每位組員均需上台報告 2-3 分鐘。 

6. 小組報告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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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訓心得與建議 

透過這次培訓，職對貿易指標與政策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對貿易模型的結構與內涵

亦有新的認知，尤其讓職覺得最開心的就是被分配到第五小組，有應用一般均衡模型分

析的體驗，尤其在小組討論中，也從其他組員中學習及釐清許多知識與觀念。 

可惜的是，因培訓課程內容太多，許多內容講師只得快速帶過，於當下實在難以吸

收，尤其在一般均衡模型的 Stata 程式撰寫上，講師雖有範本，但因程式複雜，僅能陳

述基本情境與模擬情境迴歸式之設定，但於求解基本情境與模擬情境後，對於廠商價格、

產值、貿易、消費等變化之整個模擬過程的程式撰寫則無法一一陳述，是職覺得本次課

程規劃美中不足之處，盼未來能有專門針對一般均衡模型的進階訓練課程。 

另外，課程使用練習資料與議題多已過時，例如主要運用 1986-2006 年資料，分析

美墨加 NAFTA 的效益，惟美墨加之區域協定早已更新(USMCA)，且當前亦有許多新議

題，例如 CPTPP、印太戰略等，爰除了演練既有協定之效益外，亦應讓學員練習如何模

擬未來協定之潛在效益。再者，過去很多協定多專注在關稅減讓議題，爰許多國際機構

建構之模擬模型亦以降低關稅障礙的效益為主，但現今更多的協定係以談判貿易規範為

主，無市場開放議題，爰未來課程規劃及模擬練習亦應將如何衡量貿易規範之改進效益、

如何將規範的改進以量化方式呈現等內容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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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參訓人員名單 

 

 

 

 

 

 

 

 

 

 

 

 

 

 

 

 

 

 

 



16 
 

 

 

 

 

 

 

 

 

 

 

 

 

 

 

 

 

 

 

 

 



17 
 

附件 2：課程內容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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