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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國經濟最近三十年的每年經濟增長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 

2013 年前，中國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10 年前，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 

2014 年底世界銀行估算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而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

世界最大的經濟國。 

而本組藉由研究中國、美國的進出口貿易及分析中美兩國的貿易關係，和兩國所

主導的區域經濟整合來判斷未來這兩大國未來經貿的趨勢。 

 

 

 

 

 

 

 

 

 

 

 

 

關鍵字：  

貿易概況、世界區域整合、產業轉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

伴關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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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annual growth rate in the last 30 years has been about 10%. 

2013 Years ago, China had surpassed Japan to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2010 Years ago, China had been the world's biggest exporter.  

At end of 2014, World Bank estimated that China will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and China will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We research the situation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analysis their trade 

relations, and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hese two powerful future business trends with the 

reg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ll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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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貿易現況 

按官方公布的 2014 年數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同時也是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在過去三十年來年均增長率近

10%。在中國東部沿海區域的省份一般是工業化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則相對落

後。隨著中國經濟變得越來越重要，經濟的良性發展和結構優化受到的關注度越

來越高。 

世界第一大工業國 

世界第一大農業國 

世界第二大服務業國 

中國是世界最大貿易國 

世界最大的出口國 

世界第二大進口國 

中國近年貿易量折線圖 

 

2013 年中國貿易概況 

2013 年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盤點中國大陸的十大貿易夥伴 

中國大陸 2013 年可望如願榮登全球貿易大國的王座，據陸媒調查，在 2012 年小

輸美國逾百億美元後，從 2013 年的數據發現，中國登上全球貿易總額頂峰，殆

無疑義，這也將是中美兩國經濟競賽的重大里程碑。 

目前中國是 126 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以及 79 個國家的第 2 大貿易夥伴，

依據 2013 年的數據，終於將達成「全球外貿進出口第一大國」。 

中國海關總署統計的 2013 年前 11 個月，中國貨物進出口總值累計為 3.77 兆美

元，美國商務部資料顯示，美國貨物貿易總值前 10 個月累計為 3.26 兆美元。以

往年經驗和成長幅度來看，保守估計 2013 年中國全年進出口總值為 4.14 兆美

元，這也是中國貿易總額首度突破 4 兆美元的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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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中國進出口總表 

 
2 0 1 3 年  成 長 比 率  佔 全 球 比

例  

出 口 總 值  2 . 2 1 萬  
7 . 9 %  1 1 . 8 %  

進 口 總 值  1 . 9 5 萬  
7 . 3 %  1 0 . 3 %  

進 出 口 總

額  

4 . 1 6 萬  
-  -  

順 逆 / 差  順 差  
-  -  

單位:億/美元 

 

2013 年中國進口主要商品 

商品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億/美元) 比上年成長(%)

大豆 萬噸 6,338          379.8 8.6

食用植物油 萬噸 810             80.8 -16.7

鐵礦砂及其精礦 萬噸 81,941        1057 10.4

原油 萬噸 28,195        2196.7 -0.5

成品油 萬噸 3,959          319.3 -3.5

初級形狀的塑料 萬噸 2,462          491 6.3

鋼材 萬噸 1,408          170.5 -4.2

未鍛造的銅及銅材 萬噸 454             353.9 -8.3

汽車和汽車底盤 萬輛 119             486.3 2.7

*機電產品 - - 8400.8 7.3

*高新技術產品 - - 5581.9 10.1  

2013 年中國進口主要商品（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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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國出口主要商品 

商品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億/美元) 比上年成長(%)

紡織紗線、織物及製品 - - 1069.4 11.7

服裝及衣著配件 - - 1770.5 11.3

鞋類 頓 4,674,571             507.6 8.4

家俱和其零件 - - 518.3 6.2

自動數據處理設備 萬台 187,167                1821.7 -1.7

手持或車載無線電話 萬台 118,588                951 17.4

集裝箱 萬個 270                       78.8 -6.4

液晶顯示板 萬個 326,577                358.6 -1.1

汽車(包括整套散件) 萬輛 92                         119.9 -5.4

機電產品 - - 12655.3 7.3

高新技術產品 - - 6603.3 9.8  

 

 

2013 年中國出口主要商品（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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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國貿易概況 

2014 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達 43030.4 億美元，其中，出口 23427.5 億美

元；進口 19602.9 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一，中國的出口和進口分別增長 6.1%

及 0.4%，貿易盈餘為 3,824 億美元。 

2014 年，中國十大出口市場為美國、香港、日本、南韓、德國、荷蘭、越南、

英國、印度及俄羅斯。

同年，中國對這十大市

場的出口合計約佔出口

總額 59%。 

中國前 10大貿易夥伴進

出口額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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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產品：  

機電產品，塑料製品，光學醫藥產品，化學製品，鋼鐵等。 

 進口產品：  

機械產品，石油，塑料製品，光學醫藥產品，化學製品，鋼鐵等。 

2014 中國主要進口商品  

商 品 名 稱  
計 量

單 位  

數 量  增

長  

( % )  

金 額  

( 億

美

元 )  

增 長  

( % )  

大 豆  萬 噸  
7 1 3 9 . 9  1 2 . 7  4 0 2 . 9  6  

食 用 植 物

油  

萬 噸  
6 5 0 . 2  - 1 9 . 7  5 9 . 3  - 2 6 . 5  

鐵 礦 砂 及

其 精 礦  

萬 噸  
9 3 2 5 1 . 5  1 3 . 8  9 3 6 . 4  - 1 1 . 8  

原 油  萬 噸  
3 0 8 3 7 . 7  9 . 5  2 2 8 3 . 1  3 . 9  

成 品 油  萬 噸  
2 9 9 9 . 7  - 2 4 . 2  2 3 4 . 3  - 2 6 . 8  

初 級 形 狀

的 塑 料  

萬 噸  
2 5 3 5 . 1  3  5 1 5 . 7  5  

銅 材  萬 噸  
1 4 4 3 . 2  2 . 5  1 7 9 . 1  5  

未 鍛 造 的 萬 噸  
4 8 2 . 5  7 . 4  3 5 6 . 5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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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 及 銅 材  

汽 車 及 汽

車 底 盤  

萬 輛  
1 4 2 . 4  1 9 . 3  6 0 7 . 8  2 4 . 4  

機 電 產 品  
－  －  －  8 5 4 3 . 4  1 . 7  

高 新 技 術 產 品  －  －  －  5 5 1 4 . 1  - 1 . 2  

 

 

2014 中國主要出口商品 

商品名稱 計量單位 數量 增長(%) 金額(億美元) 增長(%) 

紡織紗線、織物及製品 － － － 1121.4 4.9 

服裝及衣著配件 － － － 1862.8 5.2 

鞋類 萬噸 488 4.5 562.5 10.8 

家具及其零件 － － － 520.2 0.4 

自動數據處理設備 萬台 191835.5 2.6 1817.2 -0.2 

手持或車載無線電話 萬台 131199 10.6 1153.6 21.3 

集裝箱 萬個 302 12.1 9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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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顯示板 百萬個 2450.8 -2.5 317.9 -11.4 

汽車及汽車底盤 萬輛 90.2 -2.7 126.2 4.7 

機電產品 － － － 13109 3.7 

高新科技產品 － － － 6605.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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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貿易現況 

美國基本進出口資料 

 

美國出口項目比率 

 
 

 

進口值 US$ 2兆3,451億(2014) 

主要進口項目 石油原油及自瀝青礦物提出之原油、 

小客車及其他機動車輛零附件、醫藥製劑、積體電路及微組件 

主要進口來源 中國大陸、加拿大、墨西哥、 

日本、德國、韓國、英國、 

沙烏地阿拉伯、法國、印度、義大利、台灣 

出口值 US$ 1兆6,234億(2014) 

主要出口項目 大豆、小麥、民用航空器、引擎及零件、 

石油及提煉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原油除外、 

小客車及其他機動車輛、機動車輛之零附件、醫療器械、鋼鐵 

主要出口市場 加拿大、墨西哥、中國大陸、日本、英國、德國、 

韓國、荷蘭、巴西、香港、比利時、法國、新加坡、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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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進口項目比率 

 

 

2013 年美國出口地區排行 

 

從國家來看，2013 年美國對加拿大、歐盟 27 國、墨西哥、中國和日本的出口額

分別占其出口總額的 19.0%、16.6%、14.3%、7.7%和 4.1%，其中對歐盟和日本

出口下降 1.3%和 6.9%，對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出口增長 2.6%、4.7%和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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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美國進口地區排行 

自中國、歐盟 27 國、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的進口額分別占美國進口總額的

19.4%、17.1%、14.7%、12.4%和 6.1%，其中自日本進口下降 5.4%，自中國、歐

盟 27 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增長 3.5%、1.5%、2.5%和 1.0%，美國前四大逆

差來源地依次是中國、日本、德國和墨西哥，2013 年逆差額分別為 3184.2 億美

元、733.9 億美元、672.0 億美元和 543.0 億美元，中國和德國增長 1.1%和 12.2%，

日本和墨西哥下降 4.0%和 11.9%，美國的貿易順差主要來自中國香港和荷蘭，分

別為 368.2 億美元和 234.3 億美元，增長 15.0%和 27.6% 

 

 

 

 

 

 

 

 

 

 

 

 

2014 年美國出口地區排行 

分國家來看，2014 年美國對加拿大、歐盟 28 國、墨西哥、中國和日本的出口額

分別占美國出口總額的 19.2%、17.0%、14.8%、7.6%和 4.1%，增長 3.5%、5.6%、

6.3%、1.9%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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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美國進口地區排行 

自中國、歐盟 28 國、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的進口額分別占美國進口總額的

19.9%、17.8%、14.8%、12.5%和 5.7%，其中自日本進口下降 3.3%，自中國、歐

盟 28 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增長 6.0%、7.8%、4.1%和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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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關係現況 

2013 中國對美國貿易概況 

商務部網站１日發佈消息，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初步統計資料，2013 年中

國已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2013 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 4.16 萬億美

元，其中出口額 2.21 萬億美元，進口額 1.95 萬億美元。 

在 2013 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總值達到５２１０億美元，保持著美國第二大貿

易夥伴的地位。 

相較於２０１２ 

在進口方面，機電產品類種比重下降，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高於平均總成本，在

服裝衣著、家具零件、紡織品都有增長６％～８％的００００趨勢 

在進口方面，飛機進口比例明顯增加，同時糧食的進口下降了將近１０．２％ 

 

２０１４中國對美國貿易概況 

2014 年美國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 5906.8 億美元，增長 5.1%。其中，美國

對中國出口 1240.2 億美元，增長 1.9%，占美國出口總額的 7.6%，下降 0.1 個百

分點；美國自中國進口 4666.6 億美元，增長 6.0%，占美國進口總額的 19.9%，

提升 0.5 個百分點。美方貿易逆差 3426.3 億美元，增長 7.5%。中國是美國第二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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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 

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以機電產品為主，電機和電氣產品進口 1270.9 億美元，增

長 8.1%；機械設備進口增長 4.8%。傢俱玩具、紡織品及原料和賤金屬及製品分

別居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位，2014 年進口額 507.5 億美元、411.8

億美元和 242.3 億美元，占美國自中國進口總額的 10.9%、8.8%和 5.2%，增長

5.1%、1.2%和 10.7%。中國的傢俱玩具、鞋靴傘等輕工產品和皮革製品箱包占美

國進口市場的 59.6%、67.0%和 59.3%，具有絕對競爭優勢，中國的競爭者主要

來自墨西哥、越南和義大利等國家。中國同時也是美國機電產品、紡織品及原料、

塑膠橡膠和光學鐘錶醫療設備的首位來源國，占市場份額的 36.4%、37.2%、26.0%

和 14.4%，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 

 

2013 年美國出口至中國 

美國對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為機電產品、運輸設備和植物產品，2013 年出口 235.7

億美元、230.4 億美元和 171.0 億美元，占其對中國出口總額的 19.3%、18.9%和

14.0%，機電產品和運輸設備增長 11.1%和 48.2%，植物產品下降 1.4%。運輸設

備增長較快，主要原因是其中的航空機器出口 126.2 億美元，增長 50.9%；車輛

及零附件出口 102.9 億美元，增長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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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美國從中國進口 

美國自中國的進口商品以機電產品為主，2013 年進口額 2179.8 億美元，占其自

中國進口總額的 49.5%，增長 3.9%。其中，電機和電氣產品進口 1175.3 億美元，

增長 6.2%；機械設備進口 1004.5 億美元，增長 1.3%。在自中國的進口商品中，

傢俱玩具、紡織品及原料和金屬及製品分別居第二、第三和第四位，進口額 482.9

億美元、406.7 億美元和 217.0 億美元，占自中國進口總額的 11.0%、9.2%和 4.9%，

增長 3.2%、3.5%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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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美國出口至中國 

美國對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為運輸設備、機電產品、植物產品和化工產品，2014

年出口 272.6 億美元、245.0 億美元、174.9 億美元和 96.8 億美元，占其對中國出

口總額的 22.0%、19.8%、14.1%和 7.8%，化工產品出口下降 0.8%，運輸設備、

機電產品、植物產品出口增長 18.3%、3.9%和 4.6%。對中國運輸設備出口增速

較快，其中航空器對華出口 139.2 億美元，增長 10.6%；車輛及其零附件出口 132.1

億美元，增長 28.1%。 



  

世界龍頭之爭：中美貿易 

                                           16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5) 

 

2014 年美國從中國進口 

美國自中國的進口商品以機電產品為主，2014 年進口額 2323.4 億美元，占美國

自中國進口總額的 49.8%，增長 6.6%。其中，電機和電氣產品進口 1270.9 億美

元，增長 8.1%；機械設備進口 1052.6 億美元，增長 4.8%。傢俱玩具、紡織品及

原料和金屬及製品分別居美國自中國進口商品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位，2014 年

進口額 507.5 億美元、411.8 億美元和 242.3 億美元，占美國自中國進口總額的

10.9%、8.8%和 5.2%，增長 5.1%、1.2%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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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區域整合  

NATFA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 

是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在 1992 年 8 月 12 日簽署了關於三國間全面貿易的協

議。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於 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並同時宣告北美自由貿易

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區擁有 4.5

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約 17.3 萬億美元，年貿易總額 1.37 萬億美元，其經濟實

力和市場規模都超過歐洲聯盟，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 

建立 

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起，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快，日本對美、加市場也採取

了咄咄逼人的進攻策略，美、加兩國在國際的經濟地位和競爭優勢相對減弱，這

使雙方都意識到進一步加強雙邊經濟貿易關係的必要性。1980 年，里根在競選

美國總統時就提出一個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及加勒比海諸國在內的「北美

共同市場」的設想。加拿大 1983 年也提出了關於建立美加自由貿易區的設想。

1985 年，美、加兩國開始進行有關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是一項國際協議，與條約非常的類似。在美國法律中，它被作

為國會-行政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一條有明確規定，墨西哥、加拿大、美國根據關稅和貿易總

協定的基本原則，正式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其成立宗旨是：取消貿易障礙，創

造公平競爭的條件，增加投資機會，對智慧財產權提供適當的保護，建立執行協

定和解決爭端的有效程序，以及促進三邊的、地區的以及多邊的合作。三個會員

國彼此必須遵守協定規定的原則和規則，如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及程序上的

透明化等來實現其宗旨，藉以消除貿易障礙。 

在權利方面，自由貿易區內的國家，貨物可以互相流通並減免關稅，但對貿易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6%A0%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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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國家，則仍然維持原關稅及障礙。 

北美自由貿易區自 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後，至 2000 年，美國與墨西哥兩國

進口貿易總額每年均呈顯著的成長，只有美國輸往加拿大的成長，在前四年呈大

幅增加，自 1998 年開始呈遞減的趨勢，美國、墨西哥之間因北美自由貿易區使

得墨西哥出口至美國受惠最大。 

農業 

從 NAFTA 最初的協商開始，農業就一直是具有爭議的議題，在 WTO 架構下所

簽署的任何自由貿易協定都引發類似的問題。農業是唯一未經三方共同簽訂的部

分，而是經由雙邊共簽署了三個分別的協定。加拿大與美國的協定包含了農業產

品的限制及關稅配額，主要是糖、乳製品、家禽類；墨西哥與美國的協定則准許

分階段實施的貿易自由化。 

美墨農業協定的整體效應是具有爭議的，墨西哥並未具備競爭化所需的基礎建設

投資，諸如完整的鐵、公路運輸系統，這使得該國的貧窮民眾陷於更困難的環境

之中。不過，有認為造成農村貧窮的原因不能歸咎於 NAFTA，事實上，墨西哥

的農業出口從 1994 到 2001 年間每年平均增加了 9 點 4 個百分點，相對於此，進

口僅增加了百分之 6 點 9。 

墨西哥的玉米產量在 NATFA 實施之後雖然有所增加，但是，該國內部對於玉米

需求程度超出了可以供應的範圍，使得進口變得迫切，遠超過墨西哥最初所協商

的農業配額。Zahniser 與 Coyle 指出，墨西哥的玉米價格，受到國際價格的影響，

呈現戲劇化的降低，然而，由於時任總統比森特·福克斯·克薩達的補貼政策，彌

補實質所得的損失，使得玉米的產量自 2000 年以來仍然維持穩定的局面 

一個刊載於美國農業經濟學期刊的研究指出，NAFTA 使得美國對於加拿大、墨

西哥的農業出口增加，即使大部分的增加是發生在批准的十年之後，這項研究的

重點是在於逐漸實施協定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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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是由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成員發起，從 2002 年開始醞釀的一組多邊關

係的自由貿易協定，主要為了促進亞太區的貿易自由化。 

2005 年汶萊、智利、紐西蘭及新加坡四國協議發起泛太平洋夥伴關係，當

時正與其他五國磋商，包含澳洲、馬來西亞、秘魯、美國及越南，原先並

不大的貿易經濟圈在美國加入後，重要性迅速提高。 

2013 年，日本加入，TPP 談判方達到 12 個，包括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汶萊、

加拿大、智利、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越南，占全球 GDP

的 38%，占全球出口的 24%。 

美國加入 TPP 主要目的與原因 

1. 從價值理念看，TPP 在知識產權、勞工和環境及服務貿易等方面設置

的「高標準」，帶有顯著的美式自由貿易特點，其主要目的在於維護

美國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 

2. 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同屬北美自由貿易區，若能夠加入泛太平洋夥伴關係

的話，便可強化與西太平洋國家的貿易橋樑。 

3. 2008 年下半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嚴重的衝擊。出於應對

金融危機和美國戰略重心轉移的需要，加上美國反恐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基本

結束，奧巴馬政府將 TPSEP 作為美國介入並主導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

的重要杠桿，於 2008 年 11 月正式宣佈加入 TPSEP。在美國的主導下，2009

年底 TPSEP 被更名為 TP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5%A4%AA%E7%B6%93%E6%BF%9F%E5%90%88%E4%BD%9C%E6%9C%83%E8%AD%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8%B2%BF%E6%98%93%E5%8D%94%E5%AE%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5%A4%AA%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B6%E8%90%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90%E8%A5%BF%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8%E9%AD%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A8%E8%A5%BF%E5%93%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BE%8E%E8%87%AA%E7%94%B1%E8%B2%BF%E6%98%9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A4%AA%E5%B9%B3%E6%B4%8B
http://wiki.mbalib.com/zh-tw/%E9%87%91%E8%9E%8D%E5%8D%B1%E6%9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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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在技術創新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提高知識

產權標准將有助於美國繼續保持這方面的優勢，並從技術貿易、技術

轉移和專利使用等方面獲取更多的技術擴散收益。 

5. TPP 協議中專門增設了勞工和環境條款，並將貿易與之相掛鉤，通過

強加於他國較高的勞工環境標準等，有助於美國藉此對其他成員國的

出口產品實施貿易製裁，以達到維護其自身利益的目的。 

6. 美國強調 TPP 談判要實現統一原產地規則、全面減免關稅、服務貿易

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擴大對亞太區域的出口。 

7. 奧巴馬政府將會強力推進 TPP，除了爭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和區域合作

主導權以外，制衡和削弱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也是其目的之一。 

8. 美國還與多國伙伴展開了密切合作——與日本及墨西哥探討汽車貿易

規則、與新西蘭和加拿大探討乳品貿易。 

美國加入 TPP 對國內產業的影響 

    美國雖然是推進 TPP 談判的主導力量，但國內利益集團的意見分歧也

很大。一方面，美國部分產業如汽車產業，擔心受到其他成員國特別是日

本可能帶來的衝擊，從而頻頻向政府施加壓力；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的農

業、醫葯等利益集團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也要求美國政府在部分敏感問題

上作出讓步，並強烈要求其他成員國進一步放開國內市場。 

美國主導 TPP 對中國的貿易產生的影響 

1. TPP 列出的勞工條款，實際上為發達國家對中國等非 TPP 成員的發展

中國家實施貿易製裁提供了便捷通道或籌碼。 

2. 環境條款與勞工條款類似，也為發達國家實施貿易製裁提供了藉口，

不利於中國相關產品的出口。 

3. 政府採購條款要求對各成員國企業採取無歧視原則，可能阻礙中國運

用政府採購工具支持國內重點產業發展，甚至可能對新能源汽車等戰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A%80%E6%9C%AF%E5%88%9B%E6%96%B0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A%80%E6%9C%AF%E8%B4%B8%E6%98%93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A%80%E6%9C%AF%E8%BD%AC%E7%A7%BB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A%80%E6%9C%AF%E8%BD%AC%E7%A7%BB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B8%E6%98%93%E5%88%B6%E8%A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E%9F%E4%BA%A7%E5%9C%B0%E8%A7%84%E5%88%99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5%88%A9%E7%9B%8A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4%B8%9A%E5%8F%91%E5%B1%95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6%B0%E8%83%BD%E6%BA%90%E6%B1%BD%E8%BD%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8%98%E7%95%A5%E6%80%A7%E6%96%B0%E5%85%B4%E4%BA%A7%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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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構成衝擊。國有企業條款要求除提供公共產品的少

數行業外，國有企業不得享受任何優惠待遇，中國鋼鐵、化工、金融、

物流、通訊等擁有大型國企較多的行業有可能成為實施該條款的“重

災區”。 

外界對於美國加入 TPP 的觀點 

1.
 反全球化運動團體指控，TPP 的實質內容並不只包含降低關稅促進貿

易，還賦予跨國企業侵犯消費者權益、勞工權益及破壞環境的強大力

量。
 

2. 日本京都大學副教授中野剛志出版《TPP 亡國論》一書反對日本加入

TPP，認為 TPP 本質是開放美國大財團進入搜刮利益的機制，日本廠

商和一般人卻從美國得不到什麼。 

3. 日本經濟學者野口悠紀雄在《環球人物雜誌》的專訪中說：TPP 不是

經濟架構，而是日本與美國聯手在太平洋圍堵中國的政治架構，在經

濟上毫無意義。 

4. 伊莉莎白·華倫認為，TPP 只會降低美國勞工和環境標準，並且更多工

作機會移往海外，而所能創造的新工作遠少於宣傳的口號，且新工作

可能是高階技能學歷的經營管理工作，多數低教育的貧苦大眾沒辦法

應徵那些工作，結局就是另一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式災難；且受到墨

西哥等中南美國家的低價勞工、低價土地、低環保要求競爭，更多美

國公司倒閉或只能外移。 

5. 伊莉莎白·華倫也認為，部分人士（包含歐巴馬）認為 TPP 能對中國產

生某種圍堵或遏制、從而外交得分，是一廂情願：現有 TPP 的內容和

虛弱又少數的國家聯盟對中國不會有任何重大打擊，TPP 和亞投行所

展現的強大能量不在一個等級上，意圖用 TPP 打造一個「美國俱樂部」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8%98%E7%95%A5%E6%80%A7%E6%96%B0%E5%85%B4%E4%BA%A7%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5%B1%E4%BA%A7%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2%A2%E9%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C%96%E5%B7%A5
http://wiki.mbalib.com/zh-tw/%E7%89%A9%E6%B5%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3%E7%A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E%E5%B7%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9%83%BD%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9%87%8E%E5%89%9B%E5%BF%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7%8E%E5%8F%A3%E6%82%A0%E7%B4%80%E9%9B%8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BE%8E%E8%87%AA%E7%94%B1%E8%B2%BF%E6%98%93%E5%8D%94%E5%AE%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A8%E8%A5%BF%E5%93%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A8%E8%A5%BF%E5%93%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BB%82%E6%83%85%E9%A1%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6%8A%95%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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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逼迫任何國家在和「中國俱樂部」之間二選一做零和對抗都是不

智的，也沒有幾個國家會想參加這種遊戲，當然沒有圍堵中國的效果；

最終又是美國浪費另一個十年在打一場經濟版的中東戰爭，折損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威信，最終只有受害、沒有利益。 

TPP 與 RCEP 對美國的影響 

TPP 與 RCEP 背景 

 

TPP 與 RCEP 的不同 

 

RCEP 著重的議題較為傳統，以一般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與技術合

作的議題為優先，漸進合作的方式針對不同談判議題，採不同速度的整合步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6%E5%92%8C%E5%B0%8D%E6%8A%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D%B1%E6%88%B0%E7%8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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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判模式，先完成較容易的談判事項，而遞延諸如電子商務、外資開放、國

營事業規範等較困難的高自由化項目。相對而言，TPP 談判議題則較廣泛；然而

由於 TPP 談判模式為單一承諾制，即各項談判議題須在全體談判參與國家對所

有事項一致同意後，方能使該項議題正式獲得通過，顯然 TPP 談判將較曠日費

時。 

總的來說，TPP 議題較為多元、自由度高，單一承諾制有助於達成所有談判目標，

但原則上對於調降貨品關稅須達 100%，即不接受把敏感的農業議題納入例外且

必須立即取消關稅，加入門檻較高；相反的 RCEP 最終要求貨品自由化程度達到

90%-95%，且於 2018 年先將貨品關稅降至較低程度，並對於發展程度較低的東

協成員國給予優惠待遇，談判則較為彈性。雖 TPP 開啟談判時間較早，但由於

協商困難度高，因此 RCEP 或許將後發先至，有望較 TPP 完成談判。 

TPP 對美國的利弊： 

美國官方資料顯示，TPP 將為美國超過 18,000 項產品帶來關稅削減利益，在協定

生效後，美國銷往新 TPP 成員國(指美國尚未簽署 FTA 的 5 個國家，包括汶萊、

日本、馬來西亞、紐西蘭和越南等 5 國)之工業產品與消費產品中，近 98%的產

品項目可立即享受免關稅待遇，該等商品中，目前美國面臨之最高關稅稅率自

25%至 189%不等 

 

TPP 可為主要業別排除之關稅及非關稅障礙如下： 

利 

一、製造業： 

TPP 成員國將消除對「美國製造」商品之關稅。2014 年美國出口至 TPP 成員國的

汽車相關製品金額高達 890 億美元，除可受益於關稅減免外，亦將因日本消除對

相關產品非關稅障礙，使汽車、卡車及零組件得以順利進入該重要市場；而對

TPP 成員國出口值達 360 億美元的資通訊產品，目前面臨最高 35%之關稅，未來

如智慧手機、路由器及電腦等均可享有消除關稅之優勢；另如出口值達 560 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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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產品亦將不再面臨最高 59%之稅率。 

 

二、農業： 

美國農業部表示，關稅減讓是 TPP 協定的核心，過去部份 TPP 成員國阻礙美國

農產品出口之高關稅障礙，將於協定生效後取消或降低，或者改為關稅配額。另

外協定中的「農業生物科技」議題，也是美國首度於雙邊及區域貿易協定中將該

議題納入；TPP 成員國將強化農業生物科技決策過程之透明度，提升核准生技產

品之時效性。 

弊 美國逐步降低進口貨物關稅和其他貿易障礙，可能無意中讓更多中國大陸製

零件與產品進入美國。 

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東 南 亞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協 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是由東南亞國協主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成員

國間相互開放市場、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組織形式。RCEP 在 2011 年第 19 屆

東亞峰會上正式通過。2012 年 8 月底成員國經濟部長會議同意組建。主要成員

包括東南亞國協和與東協簽署以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及 16 國統一市場的自由

貿易協定的六個國家：中國、日本、南韓、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印度。而東協和

六國共簽署了 5 份的自由貿易協定，其中紐西蘭和澳大利亞兩國與東協共同簽署

一份自由貿易協定。東亞峰會另外兩個成員國：美國和俄羅斯，因目前尚未與東

協建立自由貿易關係，所以不在 RCEP 的成員國計劃範圍內。 

RCEP 的目標 

RCEP 的主要目標是消除內部貿易壁壘、創造及完善自由的投資環境，還有擴大

服務貿易。除此之外，他還涉及了知識產權的保護、競爭政策等多領域，而 RCEP

自由化程度將會高於東協與這 6 個國家已經達成的自由貿易協議，擁有占世界總

人口約一半的人口，和生產總值占全球年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儘管領土問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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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自由化尚未完全協調一致，但儘早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增加經濟活力已成為

成員國間的共識。 

中國與 RECP 

中國加入 RECP 的原因 

1、RCEP 組建符合中國對外開放發展。中國實施對外開放的基本國家政策，統

籌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提高抵禦國際經濟風險能力。 

 

2、RCEP 組建符合中國實施的“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政策，符合中國主

張的在地區合作中東盟發揮主導作用。 

 

3、RCEP 組建具有可行性。目前東盟對外已有 5 個“10+1”自貿區協定作為談

判基礎，且 RCEP 在進入方面沒有像 TPP 那樣設置過高的標準門檻。 

 

4、RCEP 有利於提高本區域的經濟一體化程度，這種一體化的發展有利於本地

區穩定和繁榮。近些年，中國-東盟自貿區發展證實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有

利於本地區的共同繁榮。雙方相互開放貨物貿易市場、服務貿易市場、投資市場，

經貿合作不斷加強。 

 

中國已經連續三年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截

至 2012 年上半年，中國與東盟雙向投資累計接近 930 億美元。目前，東盟已成

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首選目的地。截至 2012 年 6 月底，中國在東盟投資額

已達 188 億美元，2012 年 1-10 月，中國和東盟貿易額達 3239 億美元，同比增長

9.4%。 

 

中國主導 RECP 背後含意 

中國大陸維持一貫支持東協在區域合作中發揮主導力量、藉之排拒區域外勢力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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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態度，中國大陸將全力支援東協推進 RCEP 的建設，同時將積極參與談判。

以深化東亞地區經濟整合。 

 

    中國大陸對於美國主導的 TPP，則一向抱持懷疑的態度，並視 TPP 為美國

針對中國崛起所進行的圍堵戰略之一部分。透過 TPP 所具有的制度性安排議題

的特質，美國可以掌握「議題設定者」的關鍵優勢，進而重新確立美國在亞太經

濟領域的領導地位；相對地，中國大陸則恐將陷入追隨美歐全球化制度規則的不

利處境。在東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中，是為了避免 TPP 在貿易競

爭上排除大陸的投資與轉口貿易，這也是大陸與美國各有盤算的計謀。 

 

東協的隱藏實力 

    東協經濟體為全球第三大人口市場，預估未來 20 年，東南亞將成長為世界

最大的消費市場。2018 年有機會超過日本，預計未來 30 年，每年總產值將可高

達 10 兆美元。這樣極有的潛力市場，是現在國際市場裡最眾所矚目的。RCEP

的建立，就是希望可以藉由東南亞這塊大的人口消費市場，來創造出經濟規模

20 兆美元、佔全球 GDP 三分之一即佔全球人口數一半的全球最大區域經貿組織。 

    農業，為東協國家非常重要的部門。RCEP 成員除東協十國外，尚包括中國

大陸、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及印度等六國，各國不僅經濟發展程度有一定

差異，農業在產業發展的地位亦有所不同，例如，在寮國、越南，農業佔總 GDP

的比例超過 20%，柬埔寨的農業人口更超過 80%。由於東南亞國家具有種組多元

的特性，因此提供了豐富的出口市場與農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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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糧食危機 

    中國是農業生產大國，也是農產品消費大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開發中國

家，因此中國糧食問題，也進一步影響全球糧食的安全。目前中國糧食無法自給

自足，必須大量仰賴進口。糧食危機的 5 大問題，包含結構性短缺，雖然稻米是

供應安全，但是大豆、玉米缺口較大；中國農業地區過度開發，且受制於土地、

淡水資源限制；使用農藥大量化肥造成土地污染；氣候變遷影響，自然災害多；

中國農業基礎薄弱，大量農民出走，未來無人耕地等嚴峻問題。 

 

    過去就曾被警告，中國當局必須重視糧食生產，否則中國將大量進口糧食，

並導致世界糧價的上漲，果然一切都在預期之內發生。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乾

旱使美國玉米和大豆減產幅度高於預期。全球糧食市場小麥、玉米和大豆價格 7

月分別上漲 50%，50%和 20%。這使得 2011 年度進口糧食總量超過 6 千萬噸的

中國，承受更大糧價動盪帶來的衝擊。 

中國的農業轉型問題 

傳統農業是建立在自給自足基礎上的一種封閉式的生產體系，農業生產所需要的

各種投入要素完全是由農業系統內部提供的，農業生產的產出也主要用於滿足農

戶自身消費的需要。在現代農業體系下，生產流程不再表現為農業內部的封閉式

自我循環，而是和外部系統間存在著大規模的物質、能量及信息轉換，而我們稱

這樣的轉換為「農業商品化」。 

 

以美國農業為例。隨著農業社會分工漸漸深化，不僅農業生產的基本投入要素（如

機械、化肥、農藥、籽種等），已完全實現了商品化，而且農業生產過程中的許

多作業項目，如耕地、播種、施肥、灌溉、收割、儲藏、運輸等，也是以外購勞

務的方式來完成。越是現代化的農業，其和外部系統進行物質、能量及信息轉換

的規模和強度越大，農業的商品化程度也越高。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12 億多人口，9 億在農村，農業勞動力比重高達 72%，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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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每人平均耕地僅 3.2 畝，每戶平均耕地不足 8 畝，造成了農業部門要素配置嚴

重失調，農業產出的商品化程度和農民人均收入較低，難以形成足夠的消費剩餘

來擴大對現代投入要素和社會化服務的需求，最終只能是使農業生產落後的局面

長期無法改變。 

該如何不斷農業商品化提高的呢？答案只有一個，而且是唯一的一個，這就是不

斷地減少農業人口。因為只有在這個基礎上，農民才能夠在滿足自身消費需要之

後，為社會提供越來越多的商品農產品，同時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農民才能夠

在消費之外積累起足夠的剩餘，用於購買各種現代投入要素，進而一步推動農業

生產技術的進步。 

從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的經驗事實看，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農業勞動力不斷減

少，可以說是一個普遍規律。越是經濟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水平越高，農業勞

動力占全社會總勞動力的比重也越低。 

中國糧食進口過度依賴美國 

從以下兩表中，我們可以發現到 2013 年美國主要的出口項目中有大豆以及小麥

兩大項目，更在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項目占了有高達 10%的比例，占所有出口值中

最高的品項，可見得實實在在的驗證了先前對中國糧食危機發生後對大豆、小麥

產生依賴性的預測。我們發現中國為了擺脫對美國的糧食依賴，進而一步積極加

快國內農業轉型的速度，其原因就是因為農業的轉型首當要件，就是必須先滿足

國內供應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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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美國出口總值表 

出 口 值  US  $ 1 兆 6,234 億(2014 統計) 

主 要 出 口 項

目  

大 豆 、 小 麥 、 民 用 航 空 器 、 引

擎 及 零 件 、 石 油 及 提 煉  

自 瀝 青 礦 物 之 油 類 ， 原 油 除

外 、 小 客 車  

及 其 他 機 動 車 輛 、 機 動 車 輛 之

零 附 件 、 醫 療 器 械 、 鋼 鐵  

主 要 出 口 市 場  加 拿 大 、 墨 西 哥 、 中 國 大 陸 、

日 本 、 英 國 、 德 國 、  

韓 國 、 荷 蘭 、 巴 西 、 香 港 、 比

利 時 、 法 國 、 新 加 坡 、 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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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美國出口至大陸項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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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積極轉型中 

從下表中，我們可以清楚發現中國小麥的生產與供給量近年來一直有上漲的趨

勢，主要的農產品產量和產能的提高，意味著農業投入的增加、科技支撐力的提

高等重大生產資源的增長，這又直接促進了其他行業的增長和農民收入的增加，

使整個農村的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進入到新的階段。隨著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的

進步，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和耕地整治、農民依序的轉移和小城鎮擴大建設，包括

重大水利工程和農村水電路網建設、重大醫療保險和農村養老保障等重要工作不

斷加速推進，發展水平不斷提升，不僅帶來農村環境的巨大改變，也帶來了巨大

的投資、就業和消費商機。 

 

中國小麥生產與國內供給量 

 2012 2013 2014 

生 產 量 ( 萬

噸 )  

120.84 121.92 126.2 

國 內 供 給 量 ( 萬

噸 )  

170.42 172.2 179.11 

 

中國與東協建立合作且相互依賴 

依據前面所提到的中國之所以願意積極加入並主導 RCEP 的原因，所以我們發現

中國與東協之間也開始有了相互合作與依賴的關係。以稻米為例，雖然農業轉型

的計畫仍在持續中，可是在過渡期裡，依舊必須解決中國境內的需求，從下面圖

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進口稻米量一直不斷的在上升，而其進口來源是來自東

協中前三大稻米出口量的國家，更是間接的牽制了東協稻米出口的數量。除了農

產品稻米外，在東協其餘的出口中，中國的市場依舊佔據著十足的分量，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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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互動下，除了彼此滿足所需外，對中國而言，，使之產生出口的依賴，進而

一步有更多機會引領東協的出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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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前三名稻米出口國 

 

 

 

 

中國前三大稻米進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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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稻米進出口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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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就 2013、2014 年之上述數據美國與中國貿易往來頻繁、彼此互為貿易的重要夥

伴，中國目前號稱世界市場絕對是有所原因的，他所出口的商品至美國及全世界

絕大多數都是依靠目前中國仍有優勢的勞力密集產業，而且大都為經由人力組裝

過後、或加工後的終端產品，而中國向世界和美國進口的主要商品大多為高科技

產品（本身無力生產的精密工具等等）、天然資源（本身產量不足的，如石油）、

食用油及糧食（糧食無法自給自足）。 

  而美國的進出口上卻與中國看似相當的互補，美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如航空

器、引擎等等，也出口大量的農業產品（美國的人均分配土地面積大，農業大量

機械化、密集化及其高水平農業技術讓其農業產品的出口上仍為其優勢產業之

一）、天然資源（美國唯一天然資源充沛的國家），而其進口上往往向國外及中國

購入需要勞力密集生產的、或需人工加工的商品，因為美國其本土勞工薪資過

高，成本上並無優勢。 

  而這樣看來兩國互補的貿易關係看似穩固及各取所需，先撇開政治性的議題上

來說，中國目前的前景已不在將經濟發展寄託在勞力密集上的產業，而是希望藉

由產業轉型，從提供勞工、土地吸引外資及技術的時代逐漸轉變為創造本國品

牌，自行設計生產一體化的產業結構，讓獲利的不再是外資企業，而希望本國企

業能夠崛起，不再只是世界的工廠，出口導向變為內需優先的情況下，因此 RCEP

的建立在未來可能將勞力密產業生產的重心轉至東南亞的會員國，而中國可以掌

握著資金、技術的優勢，在外生產後銷回或直接出口。 

 農業上來說，中國本身因為人口數量龐大，農業自給率不足，糧食往往需要透

過進口來成為獲取管道，可以由 RCEP 內這全世界主要的稻米出口會員國獲得足

夠的糧食之外，也因為這些國家距離近，進口成本也相對低廉，獲取糧食的價格

也較為優惠，再加上紐西蘭、及澳洲的加入，某些需緯度較高的條件的農產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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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來源選擇，然而就政治因素來看，美中兩國的角力、競爭、彼此的敵意

其實相當明顯的，對於中國來說，目前自美國進口的農產品的比率依舊是相當高

的，要把一個掌握國家命脈的糧食來源給敵人所控制是中國所不樂見的，故RCEP

的目的之一可能為將糧食進口的來源重心移至自己所主導的區域經濟整合體上。 

  對於美國而言，自 2008 年經融海嘯的影響下，雖有復甦之勢，然而貨幣持續

寬鬆化的政策下，失業率等有所降低，然而當貨幣寬鬆的要結束的消息往往撼動

全球的經濟貿易情勢，本組認為其經濟體質目前仍尚未完全恢復，然而美國長期

以來都為已開發國家的代表，本身擁有龐大的內需市場，長期與中國的貿易上都

以逆差的形式，美國當然希望能夠擴大自己本身的出口而不再只是被中國賺取大

量順差的情勢和藉由出口穩定本國經濟，美國本身出口的產業定型已久、變化較

為不大，為了獲取更大的出口額，TPP 的建立，透過降低關稅及貿易障礙，可以

將本身優勢的產業出口至這些會員國賺取出口額之外，美方企業也可以資本充

沛、技術、品牌優勢在這些國家中進行投資為資方賺取更多的資本利得回本國，

政治方面如前面所述，中美的政治上往往會互相對立，因此美方可以將資本轉移

至 TPP 中勞力成本低廉的國家，取代對中國生產的依賴性，可以看到 TPP 除了

有跟 RCEP 在政治上有較勁的意味。 

  而本組認為 RCEP 擁有較大優勢，因為擁有了更多擁有淺力的國家，如：印尼、

柬埔寨、菲律賓等擁有大量低廉勞力的國家，而中國透過本身的轉型，將加工生

產的步驟轉移至這些機會成本小的國家後，中國本身可以轉往研發、製造等較高

科技的產業發展來提升國民生活水平，再加上 RCEP 可以確保中國本身的所需進

口的資源後，面對美國的經濟及政治上的競爭也會有更多的籌碼及後盾，相對於

TPP 中的國家，其目的看似純粹的削減貿易上的障礙，然而實為美國想將優勢商

品傾銷至這些國家的意圖似乎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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