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
應全球區域經貿整合趨

勢，過去幾年來我國政府

加速與他國洽簽經濟貿易合作協

議，2013年下半年繼與中國大陸

完成簽定「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以及與紐西蘭洽簽「臺紐

經濟合作協定」（ANZTEC）之

後，2013年11月7日再與新加坡

完成簽署「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ASTEP），並於當年12月27日

在立院審議通過，進一步深化臺

灣經貿自由化程度。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

副總談判代表介文汲指出，臺灣

在歷經長達10年的努力談判，

終於在2002年成功進入世界貿

易組織（WTO），讓臺商在全球

市場能與國際競爭對手站在同一

立足點上，維持臺灣的競爭力，

如今，隨著WTO組織的影響力不

再，新一輪區域整合形態正在成

形，於此之際，臺灣必須加速與

他國洽簽經貿協議，而ASTEP的

完成簽定，為臺灣經貿自由化布

局推進一大步。

終極目標》 

加速我國進入TPP、RCEP

觀察臺灣與新加坡之間的貿

易關係，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

公室楊副總談判代表珍妮指出，

新加坡是我國第5大貿易夥伴、第

4大出口市場；我國則是新加坡的

第8大貿易夥伴、第10大出口市

場，2012年雙邊貿易額達282億

美元，顯示新加坡是我國非常重

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完成簽署，不僅有助於臺商藉由新加坡接軌東協與印度等重要市場，更

進一步宣示臺灣進行經濟自由化的決心，有利於加入TPP、RCEP的發展進程，對我國「連結亞太、布

局全球」的總體策略，帶來實質助益。

◎撰文／劉麗惠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加速臺灣連結東協 深耕亞太市場

臺星經濟夥伴協定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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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兩國之間的

貿易關係甚為密切，因此簽訂經

貿協定將對雙方帶來利多與更緊

密的交流。

另一方面，新加坡位處東南

亞貿易樞紐地位，在東南亞的貿

易布局完整，目前已與31個貿

易合作夥伴簽署20個區域及雙

邊FTA，因此包括日、美、韓、

澳、紐、歐盟等經濟體，都選擇

新加坡做為東南亞國家第一個洽

簽FTA的對象，藉以了解東協經

貿政策。對台灣而言，由於東南

亞也是我國重要的市場，因此完

成與新加坡洽簽經貿協定，有利

於臺商在東南亞的營運布局。

「ASTEP是我國和東南亞國

家中第1個簽署的經濟合作協定，

對於臺灣邁向區域經濟整合注入

一劑強心針。」經濟部部長張家

祝指出，簽署ASTEP對臺灣朝經

濟自由化發展及進入區域經濟整

合具有指標性意義，象徵我國朝

向融入區域整合、連結亞太、布

局全球的政策目標，再往前跨出

重要的一步。

確實，由於新加坡經濟規

模不大，且是高度開放自由化國

家，原本已有很多貨品貿易為零

關稅，因此臺灣與新加坡簽定

ASTEP，其重點不在雙方貿易往

來的關稅減讓，而是臺灣在亞洲

市場的布局。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指

出，ASTEP的簽訂對臺灣而言，

基礎的高品質、高標準自由化協

議，具體內容共計17章，涵蓋

議題包括貨品貿易、原產地規

則、關務程序、跨境服務貿易、

投資、政府採購、技術性貿易障

礙、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

檢疫措施、電子商務、競爭、智

慧財產權合作、爭端解決、體制

性安排及一般共通議題等。 

其中，最受臺商關心的貨品

貿易關稅減讓內容，未來我方列

入降稅的稅項將達99.48%，並依

照產品對自由化的敏感程度，分

為5種降稅期程，另外包括稻米、

大蒜、香菇、紅豆、去殼花生以

及液態乳等40項產品，列為排除

降稅項目，將我國在自由化後可

能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楊副總

談判代表強調，對於部分以內需

為主或產業競爭力較弱的產品，

例如冷氣、洗衣機、冰箱、微波

爐、電視機等家電產品，或是車

輛用引擎、車輛零件、機車、毛

更長遠的意義在於其可做為前進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

基礎，因為ASTEP不僅代表我國

在與他國洽簽經貿協議時的政治

困擾逐漸下降，同時也可望加速

臺灣與東南亞其他國家洽簽經濟

協議。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

也強調，積極參與區域及跨區域

經濟整合，可為我國經濟發展營

造有利條件，也是臺灣經濟發展

一定要走的一條路，尤其加入TPP

與RCEP跨區域整合是目前臺灣

積極努力的方向，由於新加坡無

論是在TPP或RCEP皆扮演重要角

色，因此藉由簽署ASTEP可增加

各國對我國的信心，也成為我國

加入TPP與RCEP的重要基礎。

長期效益》 

提高總產值達421.34億元

吳中書進一步指出，一如

ANZTEC，ASTEP也是以WTO為

臺新雙方原本就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隨著「臺星經濟夥伴協定」簽署，帶來利多政
策， 更能深化兩國的貿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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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以及棉製服飾等，我方爭取到

較長的調適期。

反觀新加坡對臺承諾項目，

ASTEP將現有6項酒類產品降為

零關稅，使得新加坡產品的關稅

約束為零關稅，較新加坡在WTO

的承諾更為優惠。經濟部經貿談

判代表辦公室蕭談判代表振寰表

示，以往臺啤銷往新加坡的啤酒

一公升要課稅約新台幣19元（以

臺啤酒精濃度5%試算），未來

在ASTEP架構下將可免關稅，有

助我國拓展其啤酒市場，根據統

計，臺灣2012年對星國的啤酒出

口值為101.4萬美元。

至於服務貿易部分，雙方協

議以負面表列方式，以確保高度

自由化原則。除了雙方目前所採

取的限制措施或較為敏感的部門

列入保留項目，其中我方提出項

目包括電信、運輸在內的30類服

億元，受惠產業包括研發服務、

倉儲服務等；農業則估計增加

4.45億元。

蕭振寰指出，當年臺灣加入

WTO之後曾與5個中南美貿易國簽

訂4個經貿協議，讓我國對外貿易

總額納入自由貿易範圍的比例達

0.2%，2013年7月簽訂的ANZTEC

則讓比例增加到0.5%，如今再加

上ASTEP，可讓臺灣對外貿易總

額納入自由貿易範圍的比例衝破

5.2%，足見ASTEP對我國出口的

貢獻度將比想像中來得高。

實質重製與轉型 

才符合原產地規則

與其他所有經貿協議一樣，

為避免造成第3國產品搭ASTEP便

車，享受關稅優惠將產品輸入臺

灣或新加坡，ASTEP也同樣訂有

一般原產地規則。

「原產地規則可避免新加

坡鄰近國家的農產品自新加坡轉

口到我國，對我國農業造成影

響。」行政院農委會簡任技正林

家榮指出，儘管新加坡不是農業

國家，但是新加坡臨近的馬來西

亞與越南都是農業大國，為了避

免這些國家的農產品經由新加坡

銷售商品到臺灣，因此我國在協

議談判過程中，提高對原產地證

明的訴求，藉以阻擋低價農業與

加工品進入臺灣。

當然，臺灣產品出口到新

加坡也受到原產地原則限制，因

務業，新加坡提出包括健康、商

務、運輸在內的35類。雙方在

ASTEP的服務業開放範圍，均較

WTO承諾更加廣泛，其中新加坡

開放綜合工程服務業、景觀服務

及研發相關服務業等；我方則開

放海運服務業與環境服務業。

總體來看，根據中華經濟研

究院依照ASTEP談判結果的研究

顯示，ASTEP簽署生效並執行15

年期滿後，將使我國GDP增加7.01

億美元，總出口值增加7.82億美

元、總進口值增加7.19億美元，

增加6,154個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長期下來將可增

加國內總產值約新台幣421.34

億元，其中製造業估計將增加

346.20億元，受惠產業包括半導

體、光電材料及元件、電子零組

件、印刷電路板組件、通訊傳播

設備等；服務業估計可增加70.7

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架構下，新加坡對台承諾項目中，將現有6項酒類產品降為零關
稅，有助於台灣廠商拓展其啤酒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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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臺商必須對規則內容有具體了

解。楊副總談判代表分析，如果

在締約一方領域內裝配的工業產

品，具重製性質，又或者締約一

方從第三方輸入原產材料至締約

國加工製成特定貨品，如原產材

料占成品價值的45%，即符合原

產地原則。林家榮舉例，臺灣從

中國大陸進口青島啤酒，然後在

分裝成臺灣產品出口到新加坡，

這一模式不符合原產地規則，所

以這樣的產品銷售到新加坡不能

享受關稅優惠，反之，如果臺灣

從菲律賓進口芒果，然後製成芒

果汁再出口到新加坡，因為符合

區域內產值含量比率原則，則符

合原產地規則。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科長張志忠則提醒臺商，未來

協定生效後，出口商或製造商必

須以英文簽具原產地聲明書，好

讓貨品進口時，進口商得以申請

適用優惠待遇。

藉由ASTEP接軌東協  

臺商停看聽   

在經濟部舉辦的多場ASTEP

論壇中，許多臺商都表示，原本

臺灣多數產品銷往新加坡就是零

關稅，因此對於ASTEP的簽訂，

企業目光的焦點不完全為了拓展

新加坡市場，而是希望可透過新

加坡接軌東南亞市場。會昌實業

總經理孫翕泰指出，該公司確實

希望透過ASTEP將市場延伸到新

加坡。

藉此在東南亞規畫更完善的產業

分工機制，提高自身競爭力。

就服務廠商而言，臺商也

有不小的利基。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李淳分

析，由於新加坡的服務業非常成

熟，因此未來臺商可以ASTEP為

基礎，將新加坡當成服務業的金

流、物流與運輸核心，前進新加

坡之後進一步擴大在東南亞各國

的布局。

總而言之，面對區域經濟趨

勢愈演愈烈，內需市場較小且以

出口為導向的臺灣，必須加速自

由化進程的腳步，才能為臺商營

造有利的經商條件，藉由ASTEP

的簽署，為臺灣進入新一輪區域

整合趨勢拿下一張重要的入門

票，未來，臺灣產官各界都必須

更加努力邁向自由化，才能與競

爭者站在同一立足點上，爭戰全

球市場。■ 

不過，如何藉由ASTEP接軌

東協的具體做法為何，國內某生

技公司也表示，如果商品可直

接從新加坡銷售到東南亞市場，

ASTEP確實可對臺商布局東協市

場帶來很大的幫助，但是，因為

原產地規則的限制，臺商要藉由

新加坡將產品出口到東南亞市

場，可能還要在當地尋找合作夥

伴、設廠等，牽涉層面甚廣，必

須再經過謹慎的評估。

儘管如此，工業局副組長

胡貝蒂仍強調，由於新加坡與東

南亞各國簽有非常綿密的經貿網

絡，因此臺商可藉由ASTEP強化

在東南亞的產業分工鏈。舉例來

說，新加坡目前與印尼、馬來西

亞等國都簽有共同開發雙邊貿易

協議，依照其協議內容，在印

尼、馬來西亞等地生產的產品，

可視為新加坡產品進行出口，因

此，在ASTEP基礎之下，臺商可

降稅期程
全部產品 占自星進口全部產品

總值的百分比項數 百分比

立即降為免稅 7,414 83.03% 97.75%

5年等幅降為免稅 421 4.72% 1.23%

10年等幅降為免稅 1,006 11.27% 0.57%

15年等幅降為免稅 41 0.46% 0.00%

5年等幅調降20% 6 0.07% 0.44%

排除降稅 40 0.45% 0.01%

總數 8,928 100% 100%

臺灣出口新加坡產品之降稅期程

資料來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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