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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與歐盟簽定自由貿易協定（FTA），成為亞洲第一個與歐盟簽署此類協定的國家，此舉將衝擊亞

洲各國，而這次特別列為進口關稅減免重點的產業，亦將對台灣造成影響。隨著韓歐盟FTA上路，台

灣政府也上緊發條，希望協助業者迎接新變局。
◎ 撰文╱鄭芬芳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台韓競爭新局面

韓歐盟FTA上路，台灣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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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國 歐 盟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FTA）今年7月1日生

效，這是歐盟與亞洲國家首度簽

署此類協定，目的在促進韓國與

歐盟的貿易發展。在此協定中，

立即削減了70%的進口關稅，且

表明在未來5年內，免關稅的比

例還將持續增加至98.7%。

根據該協定，韓國也必須同

步削減對歐洲汽車、服裝和紡織

品的進口關稅，並針對歐洲品牌

實行必要的智慧財產權保護。雙

方還將消除對加工產品、3C電子

產品、農產品和服務業方面的貿

易壁壘，市場對於韓歐盟FTA的

經濟效果相當看好，甚至有專家

預估中期效益可望倍增。

果不其然，韓國和歐盟的

FTA才上路就傳來捷報，根據外

電報導，南韓和歐盟「自由貿易

協定」生效才兩周，雙方的進出

口額均顯著成長。

韓歐盟FTA 衝擊日本汽車業

據南韓關稅廳表示，南韓

2 0 0 6 年 與 歐 洲 自 由 貿 易 協 會

（EFTA）國家之間的FTA開始生

效，雙方2005年的貿易為29億美

元，2010年增加為92億美元，增

幅為3.17倍。但自韓歐盟FTA正

式上路後，光是7月1日起算至7

月13日止，南韓對歐盟出口額就

已達到14.8億美元，進口額則達

到16.5億美元。

另以南韓和歐盟自由貿易

協定利用率言之，出口55%，

進口13%，也高於南韓和東協

自由貿易協定（29%、68%）和

南韓與印度全面經濟合作協定

（17.7%、45.8%）。 

南韓關稅廳指出，儘管歐盟

財政危機仍存在不確定性，但自

由貿易協定對推動南韓對歐盟貿

易擴大仍有直接助益，南韓政府

對此案相當關注，在和歐盟自由

貿易協定生效之前，就開始積極

宣傳，並對進出口貿易公司提前

發放出口認證。

韓國在外貿市場上積極佈

局，不單和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

已從7月正式生效，就連美韓的

FTA也可望在年底上路，面對台

灣主要外貿競爭對手韓國的積極

佈局，台灣產業界面臨的強大競

爭壓力，可想而知，不過業界推

估，衝擊最大的還是日本廠商。

當台灣產業還在思考問題

的嚴重性時，日本企業已率先發

出警語。才剛由311大地震供應

斷鏈危機中站起來的日本汽車產

業，近期更是明顯感受到南韓製

造商帶來的壓力，根據統計，南

韓現代汽車公司，連同集團內

的起亞汽車在內，今年前6個月

在美國市場共賣出56.79萬輛汽

車，較去年同期成長33%，現代

加上起亞的美國車市總市占率在

今年前6個月增至9%，逼近同期

間日本豐田汽車的12.8%及日本

本田汽車的9.6%。  

推估日車敗陣下來的原因，

除了供應鏈尚有待修復外，強勢

日圓也是日本競爭力大減的原

因，日本石川島播磨重工業株式

會社（IHI）的主管說：「當前匯



率讓我們的報價比南韓業者高出

約30%。」此外，南韓商業用電

的價格僅約為日本商業用電價格

的40%。此外，南韓的實質企業

稅率僅24%，也遠比日本近40%

的稅率低了很多，如今再加上

FTA的助威，外在情勢的不利，

已逼使日本企業領導人不得不在

日前拉高分貝，向日本政府喊

話，呼籲趕快想出解決方案。

台灣1,500項產品受威脅

韓國靠著FTA大舉提升競爭

力，除了藉以擺脫日本的技術

控制，對於牽一髮即動全身的亞

洲四小龍而言，衝擊也不小，特

別是身為南韓首要競爭國的台

灣，FTA的生效，是否會牽動國

際產業分工布局的結構性改變，

特別是對此次被列為進口關稅減

免重點產業，包括電子、紡織、

塑化、汽車及汽車相關零組件、

金屬、機械產業等，是否帶來不

利？衝擊有多大？台灣產業該如

何因應？一波接一波的問題，都

隨著韓國與歐盟FTA的上路後，

將一一面臨考驗。

為了協助廠商順利跨過韓歐

盟FTA所帶來的威脅，經濟部趕

在韓歐盟FTA上路首日出具評估

報告，經評估，歐盟有23.59%

比重產品原本即零關稅，韓歐

盟FTA正式生效後，歐盟將有

93.94%產品立即降為零關稅；至

於韓國，有15.61%產品原本即

零關稅，協定正式生效時，韓國

將有81.71%的產品立即降為零

關稅。至於台灣可能受到威脅的

品項達1,500項，總金額更高達

52.65億美元，約合新台幣1,527

億元，占台韓競爭產品金額的

36%，以2010年統計來看，占台

灣對歐盟出口總值的16.8%。

對於韓歐盟FTA生效，針對

電子產業，經濟部官員推估，雖

然台韓出口產品類似，70%均集

中在資訊電子、機械製品及汽車

相關產品，但由於台灣已經加入

資訊科技協定（ITA），大部分

輸歐產品早已已經是零關稅，台

灣電子產品在歐洲市場應該不會

被韓國取代，可能受創的產業還

是以傳統產業為主，經濟部還特

別點名紡織業、塑化業、機械設

韓國是歐盟首度與亞洲國家簽署此類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市場對於韓歐盟FTA的經濟效果十分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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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電機、鋼鐵、汽機車業以及

平面顯示器業，可能是重點影響

的行業。

為降低韓歐、韓美FTA生效

後衝擊，經濟部日前也建議對平

均進口關稅達4.3%以上的部分原

料或是關鍵零組件，實施出口退

稅措施，不過，此案現仍由工業

局正與財政部研議中，尚未正式

定案。

單點突破 逐步擴大簽署國 

對於政府對外洽商自由貿易

協定（FTA）步調太慢，也有產

業界大老發出不平之鳴。金仁寶

集團董事長許勝雄表示，台灣對

外簽署FTA，難度確實不低，除

政治因素，也與很多部會沒有準

 

 

備好有關，在台灣對外洽簽FTA

數量不夠多的情況下，廠商只能

被迫到世界各地佈局，以便就地

利用當地FTA資源。

許勝雄也建議政府可採單點

突破的方式，跟較容易簽署FTA

國家趕快簽署，與世界各國逐一

建立FTA。來自政府的協助緩不

濟急，為了緩解韓歐盟FTA的衝

擊，產業界早已先行就個別狀況

進行分析，並提出針砭之道。

儒鴻為國內目前最大的針織

布廠，及亞太地區最大的萊卡圓

編彈性針織布製造廠商，對於韓

歐盟的FTA簽訂以平常心以對，

儒鴻董事長洪鎮海推估，韓歐盟

FTA簽訂對於早就展開全球化布

局的紡織業者來說，影響應該不

至於太大。

對國際紡織業影響有限

洪鎮海強調，韓歐盟FTA簽

訂的影響性可以分二個層面來

看，對生產基地都在台灣的業者

來說，確實有影響，因為台灣尚

未與歐盟簽訂FTA，相對來說，

廠商的競爭力會受到打壓，但對

已佈局海外的企業言之，就可透

過國際分工，將部分訂單轉往已

有簽署FTA的國家出貨，連帶也

化解掉FTA所帶來的關稅壁壘影

響。以儒鴻言之，目前僅有布類

產品在國內生產，成衣有95%全

數在海外生產，影響確實有限。

主要出貨地在美國的成衣廠

聚陽也強調，今年非美地區出貨

日本汽車產業剛從311大地震危機中站起來，近期卻又受到南韓汽車製造商所帶來的競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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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韓國同為美國前10大進口國，若韓美FTA順利簽署，

台灣產業勢必將面臨更強大的競爭壓力。

將增加3%至5%，未來3年亞洲區

的出貨占營收比重亦將從今年

的8%擴大至20%。面對韓歐盟的

FTA，聚陽不怕，原因在於部份

廠設於免關稅的柬埔寨，享有柬

埔寨等東協國輸歐免稅的優惠，

未來面對韓國低價競爭，聚陽仍

可以免稅之競爭力先馳得點。

工具機業憂心競爭力降低

同時被點名可能是韓歐盟

FTA受累產業的鋼鐵業龍頭中

鋼，強調目前產品銷往歐洲的比

重不高，主要是輸往歐洲的冷、

熱軋鋼品，由於早已降為「零關

稅」，南韓歐盟簽署FTA對於鋼

鐵上游產品並無影響，可能受到

影響的是鋼鐵的「再製品」，例

如工具機、螺絲等業者。

相較於紡織和鋼鐵等大廠，

工具機業者對於韓歐盟FTA的確

顯得憂心忡忡。

全球工具機市占率第一的台

灣大高鋒集團總裁沈國榮擔憂地

指出，「韓國與歐盟簽訂FTA，

對機械產業的衝擊真的很大！」

以高鋒為例，銷歐營收占比最

好時曾達到三成，但在FTA簽定

後，韓國產品銷往歐盟進口關稅

瞬間降為零，等於一舉少掉17%

的進口關稅，相較之下，台灣銷

往歐洲的高階機械仍要付出17%

的關稅，就連中、低階機械的平

均關稅也達2%∼4%，稅率所衍生

的競爭力消長，可見一斑。

韓美FTA將上路  

我應加緊布局

雖然韓歐盟FTA已經令台灣

心生畏懼，但緊跟著要在今年底

或是明年初上路的韓美FTA問題

似乎也不小。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

指出，2007年至2010年歐盟自韓

國進口金額已是台灣的1.57倍至

1.8倍，預估隨韓歐盟FTA降稅開

始，台灣在歐盟市占率將進一步

被韓國取代，雙方出口差距將進

一步拉大，至於美台和美韓的貿

易關係似乎也呈現相同的狀況，

雖然台、韓都列入美國前10大主

要進口來源國，但近幾年美國自

韓國進口金額明顯高於台灣，推

估至少比台灣多了100億美元，

金額為台灣的1.24倍至1.38倍，

可見在FTA簽署前，韓國對美國

的出口成長原本就優於台灣。

相對來說，台灣在美國市

場的重要性和地位都不如韓國，

對於日後台政府要與美方洽簽

FTA，似乎也是相對不利，政府

確實有必要利用最後半年的時

間，加緊佈局，以免再落入棋差

一著的困境。■

南韓目前正積極與各國簽署貿易協定，韓美FTA即將於今年底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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