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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RCEP 曼谷峰會到中日韓成都峰會 
看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將加速台灣遭邊緣化 

 

潘錫堂 
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11 月間在曼谷舉行的第 3 屆 RCEP 峰會宣佈，除印度之外的 15 個成員國完

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談判，目標在 2020 年簽署，此協定涵蓋

半數的全球人口及近 40%的全球貿易總量，占全球生產總額（GDP）的 35%，為

迄今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區。RCEP 不久後即將簽署，對亞太區域多邊自由貿易

體制的形成饒富意義，台灣實不能等閒視之。 

    在《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後發先至，於 2018 年底生效

後，由於 RCEP 有 9 國並非 CPTPP 的成員國，已經承受到 CPTPP 的衝擊，所以

更積極推動 RCEP 談判。RCEP 主要是整合東協 10 國與中國、日本、韓國、印

度及澳洲、新西蘭等，印度因擔憂市場開放對其國內產業衝擊過大而退出談判，

RCEP 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 FTA，未來市場成長深具潛力。尤其是 RCEP 是首次

聯結亞洲前兩大經濟體—中國與日本的 FTA；且 RCEP 與 CPTPP 基本持開放立

場，均有設計接受更多國家加入的規定，所以未來會形成 RCEP 與 CPTPP 互相

競爭吸收新成員的情形。 

    目前無論是 RCEP 或 CPTPP，台灣皆未參與其中，恐淪為亞太多邊自由貿

易體制的化外之地。當初信誓旦旦要帶領台灣加入 RCEP 及 CPTPP 的蔡英文政

府，外長吳釗燮已坦承，RCEP 對台灣並不友善，未來參與機會不高，而 CPTPP

亦不得其門而入。 

    就擁有 15 個成員國的 RCEP 而言，將是全球最大規模的經濟合作體，而台

灣 69%的出口對象在 RCEP，這些具體數據說明瞭其重要性。然而，經濟部卻輕

描淡寫說台灣 70%出口都是零關稅，因此只有 30%出口受到影響，充分體現蔡英

文政府粉飾太平的心態。事實上，除了貨物貿易，RCEP 還涉及服務業貿易、投

資等各層面，對台灣的衝擊難以估計。因此，一旦 RCEP 正式啓動，對台灣經貿

將構成嚴峻的挑戰，迫使受害最深的傳統產業為求生存而出走，直接影響廣大的

基層勞工就業，進一步擴大台灣漸趨惡化的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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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RCEP 對台灣的衝擊有兩個層面，也揭露蔡政府新南向政策走不通

的困境。第一、雖然台灣的資通訊產品受到「資訊科技協定」（ITA）的優惠而

零關稅，但其他產業難道就不重要？正如台灣的工總秘書長蔡練生所言，「如果

這樣就夠了，為何還需要談 RCEP？」第二、蔡政府不可低估 RCEP 對台灣民眾

的心理衝擊，台灣的國際空間因兩岸對抗而大幅縮減，現在連區域經濟整合都無

法參加，將使得國內產業面臨更多的挑戰，對經濟前景當然不會樂觀。 

    尤有進者，蔡政府雖拿著聯合國近期的報告，提及台灣是中美貿易戰的最大

受益者，為自己的新南向政策及經濟政策辯護。假如此為事實，則蔡政府何須編

列龐大預算來挽救國內旅遊業？又何須對東協國家開放免簽優惠，以拉抬來台旅

遊人數？由此可見，蔡政府以敵視大陸為基礎的兩岸政策卻導致新南向政策的失

敗。尤有甚者，因中美貿易戰回流台灣的產業，未來可能面對 RCEP 市場的關稅

壓力，也因此波及對台灣的投資意願。而蔡英文政府積極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原本

就進展有限，現在更將寸步難行。 

    要言之，RCEP 的 15 個成員國已結束全部文本談判及實質上所有市場准入

的談判，致力於 2020 年正式簽署協定。新的區域經濟整合與國際關稅貿易戰的

重整正要展開，如此關鍵的時刻，台灣絕對不能閉鎖而成為區域經濟整合的孤兒，

在全球新經濟運行中被「脫鏈」。對台灣而言，往昔 3 年多無論是雙邊的經貿合

作協定或區域經濟整合，節節敗退，幾乎已自絕於全球體系之外，這將是台灣的

最大危機之一。RCEP 將大大衝擊台灣經貿，但蔡英文政府的反應卻是空前的冷

漠、消極，只能以空泛的數據掩飾邊緣化困境所造成台灣整體發展的落後，而台

灣民眾已成最大的受害者。殊不知，良好的兩岸關係不但是台灣接軌區域乃至全

球經貿分工的必要橋樑，更是台灣維護國際參與空間與台海穩定的先決條件，否

則惡化的兩岸關係將使台灣邊緣化宿命更難擺脫。 

    緊接著，論中日韓高峰會的意涵，兼論台灣日益被邊緣化。中日韓三國領導

人日前在成都舉行的高峰會中，達成早日落實「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並加速三國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談判共識。可見近兩年來，中日韓雖仍存在

難以化解的分歧，但三國依然積極透過高層對話，試圖恢復彼此關係。換言之，

中日韓均傾向在總體大局之下暫時放下難以在短期內化解的宿怨，以合作的方式

求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反觀在東亞強化區域經濟合作的同時，唯獨民進黨蔡政府

卻高舉「聯美反中」大旗，讓台灣在爭取最大利益的過程中自絕於東亞趨勢之外，

只能坐視利益從眼前消失，使得台灣日益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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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中日韓三國之間存在著看似難以化解的歷史恩怨、領土糾紛、薩德

導彈部署爭議、貿易摩擦等嚴重問題，但三國仍能掌握中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

定的契機，在成都舉行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本首相安倍及韓國總統文在寅出

席的三國峰會，習近平則於會前在北京分別會晤了安倍與文在寅。 

    難能可貴的是，在一系列的會議中，無論在雙邊與三方層面，均達成多項重

要共識。首先是，三方都同意共同努力推動朝鮮半島的無核化：若比起美國總統

川普對北韓核武問題的態度遊移不定，以及北韓日前再秀導彈試射，中日韓可望

成為穩定東北亞局勢的重要力量；其次是，三方工商界呼籲三方政府促成 RCEP、

談妥三方 FTA：在三方高峰會前二天舉行的中日韓經貿部長會議，共同表達早日

簽署 RCEP 與三方 FTA 展開合作，並經三方高峰會的確認；中日韓的 GDP 總和

占全球的 5 分之 1 以上，RCEP 成員的 GDP 總和占全球約 3 分之一。 

    第三是，對大陸而言，中日韓高峰會期間最大的收穫在於穩住對日、對韓的

關係：文在寅在拜會習近平時，希望習近平對冷卻中的美朝對話與勸解金正恩重

回棄核談判桌給予協助，同時習近平也明確表達香港、新疆事務是中國內政，文

在寅表示「聽聞了」，雖文在寅未談及台灣問題，但其表述等同是說台灣問題也

是中國的內政，韓國不會輕易介入；尤其文在寅也強調，「中國夢」與韓國提出

的「新南方」政策與「新北方」政策結合，能發揮更大的經濟力量。習近平預定

於 2020 年春天對日本「國是訪問」，此為中日關係自 2012 年「釣魚台國有化」

造成的穀底回升，屆時中日將簽署「第五份文件」，成為兩國關係的新政治基礎；

其實，中日關係自 2018 年下半年起逐漸回溫後，安倍政府的對台政策也就變得

日益克制。 

    第四是，促成安倍與文在寅在成都高峰會舉行場邊會談，堪稱相當難得的焦

點之一：自 2018 年日韓關係因「徵用工賠償問題」交惡以來，日韓領導人再次

正式對話，備受關注，而日、韓雙方也大致對此正面評價。在「安文會」後，對

於日方的半導體產品原料輸出限制，安倍未來可能逐步放寬，韓國則對《韓日情

報交流保護協定》予以延長，不再「喊卡」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韓高峰會達成推進 RCEP 2020 年正式簽署的共識，如

前所述，RCEP 一旦簽署，台灣被排除在外，無法享受關稅優惠，台灣經濟將加

速被邊緣化。從三國峰會的內容可看出：一、RCEP 在 11 月已就協定文本內容

達成共識，為何仍未簽署？主因是當時日本堅持必須有印度的加入，但安倍在成

都峰會強調，力爭使 RCEP 談判早日談妥，未再提印度的加入與否；二、文在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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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擁有巨大市場並扶持尖端技術的中國、傳統技術創新強國日本與資訊通信

強國韓國攜手合作，將擁有最強大的創新力量。在此情況下，被視為韓國電子業

最直接的競爭對手之台灣，未來要如何與韓國競爭？ 

    總之，日韓可以不受美國羈絆，周旋於中美之間，並與中國大陸在矛盾中求

取合作。而台灣不僅被排除在 RCEP 之外，如果 2020 年兩岸關係繼續惡化下去，

包括已簽署的服貿協議仍不能落實及貨貿協議等協商也將無法推進，台灣產品出

口競爭力將更加薄弱，不僅經濟益加被邊緣化，台灣整體經濟將面臨更嚴峻的挑

戰。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