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APEC年度部長會議於11月15日在巴布亞紐幾內亞首都莫士比港舉行，我國由行政院鄧

振中政務委員與國發會陳美伶主任委員共同率團與會，會議期間針對「改善連結性，深化區域

經濟整合」、「透過結構改革促進永續包容成長」2大議題分享我國意見與執行經驗，並與多個

會員體進行雙邊會談與交流，成果豐碩。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8年12月3日新聞稿https://ppt.cc/fXy9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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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EP第二次領袖會議聯合聲明，表明要在2019年完成談判目標的決心

11月14日於新加坡召開的RCEP第二次領袖會議，各方在關稅議題仍存歧見，因此放棄在2018

年內完成談判的目標，但各國亦確認將繼續談判，並宣示在2019年完成談判的決心。

在聯合聲明中，各國亦重申在談判啟動時的初衷，以實現現代、全面、高品質和互利的經濟夥

伴協定，在該區域建立開放的環境以促進區域貿易和投資的擴大，並推動全球經濟成長與發展。

會中各國領袖表示，RCEP不僅有助於進一步的經濟發展，也有助於消除世界經濟成長中心--印

太區域的貧困現狀。領袖聲明最後提到，各國應致力於追求包容的、高品質的、具有商業意義

的RCEP，且要考慮參與RCEP成員的不同發展階段和敏感性，以展現RCEP的靈活性。

(資料來源：台經院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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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參與印太戰略，帶動臺灣的數位經濟商機
2017年12月白宮透過發布《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正式將「印

太」納入官方文件。「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主要希望以美國、日本、澳洲、印度

的四國合作為主軸，建構該區域的自由貿易、安全保障的框架，其意涵包含「自由」和「開

放」。「自由」的含義有兩個層面，在國際層面上，美國希望印太區域的國家不受到強制威懾，

可以按照各自的方式選擇自己的道路；在國家層面上，美國希望印太區域國家，在參政、基本

權益、透明和反腐等方面，越來越自由。而「開放」的意涵則有三個層面，第一，開放的海上

通道和空中通道；第二，印太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差距，目前需要更大的區域融合與經濟

成長；第三，更為開放的貿易和投資。在2018年7月，美國更提出「印太倡議」（Indo-Pacific

Initiative），由美國、澳洲、日本共同推動，透過對在印太區域的國家加強數位投資、能源投

資與基礎建設。

在「印太戰略」架構下，四個成員將開始與印太區域的其他重要參與者以及具戰略地位的小國

建立更廣泛的合作關係，我國可以把握「印太倡議」數位經濟浪潮與戰略安全機遇，爭取成為

該區域戰略的參與者之一，以臺灣既有的高科技產業基礎連結印太區域產業鏈，進而帶動臺灣

的數位經濟產業商機的發展。 (資料來源：台經院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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