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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加入 CPTPP的重要性與挑戰 

2021.09.28 

梁豐綺（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我國於上週三（9 月 22 日）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稱（註一）正式申

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下稱 CPTPP），向 CPTPP 文件存放國紐西蘭遞交了申請

函。此前不到一週，中國大陸於 9月 16 日亦提交了加入 CPTPP 的申請。繼中國大陸之

後台灣才遞件申請引起議論，主要是質疑政府步調太慢讓對岸先發制人。對此，行政院

則表示，由於在 CPTPP 審核入會申請時若遭遇阻力，將難以再次提出申請，為了避免

出現變數，必須投入相當時間與既有會員國進行非正式諮商，有把握後才提出申請；（註

二）目前立法院針對 CPTPP 的高標準規範所提出的 12項修法中，也已完成「郵政法」

等 9項。然而，其餘的「專利法」、「商標法」、及「著作權法」三項法案修正，先前

即因為引發爭議而受到擱置，是否能順利在近期過關，仍有待追蹤。 

  究竟，何謂 CPTPP？加入 CPTPP 對台灣有何重要性？台灣申請加入時除了修法以

外還可能會面臨哪些挑戰？本文將嘗試針對這三個問題進行說明。 

一、 CPTPP簡介 

  CPTPP的前身是由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主持的《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下稱TPP），

該協定之目的多謂是制衡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逐步擴張的經貿影響力，對貿易自由化

有相當高的門檻，以九成以上貿易項目零關稅為目標。TPP會員國原本於 2015 年 10 月

宣布完成談判，並於 2016 年 2 月簽署協定，惟 2017 年 1 月川普在上任美國總統的第

一天宣布退出 TPP，對於 TPP 造成重大衝擊。然而，在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積極推

動之下，美國以外其餘的 11 個 TPP 會員國（包括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新加

坡、馬來西亞、越南、汶萊、墨西哥、智利、秘魯）於 2017 年 11 月將其改組為 CPTPP，

但其大致維持 TPP 之內容，僅暫停適用 22 項先前應美國要求而納入之條文。（註三）

CPTPP 會員國於 2018 年 3月簽署協定，CPTPP 於 2018 年 12 月 30日生效。 

二、 加入 CPTPP對台灣的重要性 

  CPTPP會員國的人口規模將近 5 億（佔全球 7%），總 GDP 超過 11兆美元（佔全

球 13.1%），其貿易值相比 TPP時期佔我國對外貿易額的三成以上有所下降，但仍佔我

國貿易額超過 24%。其次，台灣出口佔整體 GDP 比重達六成以上，對外貿易可謂我國

經濟發展之命脈。再者，作為出口產品大宗的電子零組件（約 40%）、資通與視聽產品

（約 15%），這些產業毛利較低、差異化程度不高之問題，亦有待透過 CPTPP 降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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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為其打開市場。特別是，台灣已經錯失了由東協（ASEAN）10國及中國大陸、日本、

韓國、澳洲、紐西蘭於 2020 年 11月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加

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進度相比主要競爭對手韓國又略顯遲滯，加入 CPTPP 對於我

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乃至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更形重要。 

三、 台灣加入 CPTPP 的挑戰 

  雖然 CPTPP 這屆輪值主席國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對於台灣申請加入一事表達歡

迎的立場，不過台灣加入 CPTPP 仍可能會因為自 2011 年福島核事故以來針對日本福

島等五縣食品的進口管制而遭遇阻力。對此，我國政府如何根據科學數據與國際標準，

向國內民眾進行溝通，以解除或至少放寬管制，將是一項需要正視並盡快解決的課題。

其次，由於 CPTPP 新成員的加入必須以既有 11個會員國的共識決定，與中國大陸在經

貿關係密切的會員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亦可能會出自政治因素的考量否決

台灣的加入申請，（註四）畢竟中國大陸官方在我國正式申請入會的隔日便表示：「中

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與台灣進行官方往來，堅決反對台灣地區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

議和組織」，即使我方實際上是以經濟體而非國家的身份進行申請。最後，除了國際層

次的問題外，因為農產品、汽車等內需產業較可能在 CPTPP 的開放下受到衝擊，政府

在針對較為弱勢的產品盡力爭取排除零關稅、及延長降稅期程之餘，尚需設法協助這些

產業進行準備。總的來說，加入 CPTPP 對台灣而言確實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但上述這

些挑戰仍有待政府真正付諸實踐加以應對！ 

 

註一：經貿談判代表鄧振中表示，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提出申請，是因為該名稱爭議最小。事

實上，「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同為我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籍名稱；我國亦多以

此名義與其他國家簽訂經貿協定。不過，我國加入亞太經合會（APEC）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則是使用「中華台北」作為名稱。 

註二：根據 CPTPP章程，在正式提出入會申請前，必須與每一個會員國展開「非正式諮商」，取得會

員國支持或「不反對」的回應，才能獲得執委會一致同意成立「入會工作小組」，展開入會的實

質談判程序。就此而言，相對於台灣，從日本、澳洲對中國大陸提出入會申請的質疑反應來看，

中國大陸可能並未完成非正式諮商。 

註三：這些美國在 TPP 時期要求納入的條文涵蓋「投資人及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智慧財產權保

護」、及「政府採購」等議題。CPTPP 會員國僅選擇「暫停適用」而非「刪除」這些條文，其

考量可能是希望藉此保留會讓美國願意回歸的誘因。 

註四：台灣遞交加入 CPTPP 的申請後，中國官媒「環球網」隨即以「搗亂」為題發表文章。報導引述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的話稱：台灣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必須以一個中國原則為前提，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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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我建交國與台灣地區商簽具有主權意涵和官方性質的協議。中國外交部 9 月 23日也表示：

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與台灣進行官方往來，堅決反對台灣地區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議和組

織」。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任何立場，目的只是希望引導大家交流討論，也竭誠歡迎回饋: 

star8903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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