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歐簽署貿易協定(FTA)對台灣未來經貿發展衝擊之分析 

壹. 前言 

日本與歐盟歷經四年談判，終於達成簽署貿易協定的協議。在協商過

程中，雙方以超越 TPP的開放程度為目標，因此在協議內容中，將有

超過 95%的產品納入開放範圍。另外，協議的內容不止是調降關稅，

還有27個相關領域的開放，包括智財權、電子商務及企業競爭政策等。

看起來，日歐夥伴協議章節可能不會少於 TPP的 30個專章，其涵蓋的

範圍也不止是產品，也包括服務業的開放，無疑的，這是一個高品質

的自由貿易協議，對於未來日本和歐盟的雙邊貿易和經濟關係一定會

大有助益。 

貳. 重要內容 

歐盟和日本的經濟規模和國際貿易總量都相當可觀，雙方 GDP

合計占全球的 28.4%，貿易總量合計占全球的 36.8%。從 GDP

的總量來看，僅次於 TPP 的 38%及 RCEP 的 29.4%，而略大於

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 26%，日歐貿易協定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日本是一個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國家，每年的出超都非常可觀。

但是川普上台之後，美國宣布退出 TPP，使得 TPP 前途未卜，因此日

本亟需要其他市場來取代，所以當時日本首相安倍就說過，現在 RCEP

變得更重要。日歐貿易協定完成後，其重要性不會亞於 RCEP，因為歐

洲人的購買力應該比亞洲人更高。對歐盟而言，問題同樣嚴重，一方

面英國退出，對於歐盟造成直接的傷害；然後川普上任，使得美歐之

間在協商中的「跨大西洋投資與貿易協議」（TTIP）也無疾而終，因

此歐盟也需要其他市場來彌補。而且，歐盟本來就一直在往外尋找更

多的貿易機會，比方說，歐盟早在 2011年就與韓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

議，現在又與日本完成協商。 

過去這十多年來，全球化一直都在進行當中，只是因為川普和英國脫

歐，出現一波反全球化的浪潮。然而，對於日本和歐盟而言，尤其是

其中的德國，他們都高度依賴國際市場，不可能反對全球化，現在日

本與歐盟完成協商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在日本與歐盟洽簽貿易協議之後，受到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應該就是

美國，比方說，未來美國賣到日本的車子要和歐洲車競爭，因為後者

免稅；而美國賣到歐洲的車子要和日本車競爭，因為後者免稅。其他

的產品也一樣，美國商品銷往日本或歐洲時，都會遇到關稅上面的競

爭。從國家貿易策略的角度來看，日歐貿易協定正是在給川普一個警

告，顯示國際之間仍然是需要自由貿易的，因為世界各國並不是如同

美國一樣有一個那麼大的國內市場，而且美國並不是世界貿易的老大，

當美國退出全球貿易時，其他國家之間仍然可以結盟，增加彼此的需

求，日歐貿易協定正是明證，美國勢必直接受到影響。 

叁. 歐盟與亞洲國家積極要簽署 FTA之戰略思維 

以下幾項重點是筆者之重要觀察 

以下是近年觀察歐盟與亞洲國家積極要簽署 FTA之戰略思維 

1.歐盟與日本在Ｇ20 高峰會議前夕，正式宣布日歐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ＥＰＡ）達成協議。二○一六年歐盟與日本ＧＤＰ合計達廿一兆美

元，約占全球ＧＤＰ的百分之廿八，ＥＰＡ將是世界級經濟規模的雙

邊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 

2.日歐ＥＰＡ是高品質的協定，自由化程度並不低於ＴＰＰ。雙方針

對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競爭、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非關

稅措施等多項議題，均有深度的開放。特別是在一些高度敏感的項目，

如日本的農產品與歐盟的汽車，均納入自由化範圍，顯見雙方開放市

場的勇氣與決心。 

3.日歐ＥＰＡ顯示歐盟東進政策已有具體成效。歐盟以往區域經濟整

合著重在內部成員的擴充，以及與鄰近國家的結盟。二○一○年開始推

動東進政策，期望與亞洲國家建構ＦＴＡ。歐盟已與韓國、新加坡及

越南簽署ＦＴＡ，與日本簽署ＥＰＡ，可說是完成其東進政策最重要

的一塊拼圖。對日本而言，日本過去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主要重點是

與亞太國家的結盟，在歐洲只有與瑞士簽署ＦＴＡ。日歐ＥＰＡ對日

本也是一大突破，可以降低二○一一年生效的歐盟—韓國ＦＴＡ的衝

擊，對日本是一大利多。 



4.日歐ＥＰＡ對台灣會產生衝擊。主要是在歐盟市場上，一些高關稅

且台灣與日本出口相似度高的產品，例如石化、紡織、金屬製品等。

特別是台—歐盟雙邊貿易近年已有弱化現象，二○一六年歐盟僅約占

台灣總出口八％左右，遠不及東協、美國及中國大陸，政府必須有所

因應 

5.雖然美國在川普總統上任後宣布退出ＴＰＰ，並要求重啟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及美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但其他國家並不會因為此而放緩

腳步，未來ＦＴＡ還是會遍地開花，日歐ＥＰＡ就是第一個對川普式

保護主義的強大制衡力量。 

6.日歐ＥＰＡ的結盟，也凸顯台灣突破區域經濟整合困境的急迫性。

台灣在二○一三年與紐西蘭及新加坡簽署ＦＴＡ後，區域經濟整合的

進展幾乎停滯。ＴＰＰ前途混沌不明，短期內很難找到切入點；而Ｒ

ＣＥＰ可能在今年完成談判，在中國大陸的阻撓下，台灣加入機會更

渺茫。 

肆.結語 

在ＦＴＡ推動曠日廢時且容易受政治因素干擾下，台灣可考慮利用化

整為零的策略，由投資協議、租稅協議、產業合作或其他的方式切入。

從貿易政策面來看，台灣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國際貿易是帶動經濟成

長重要的引擎，因此政府絕對不能疏忽這些結盟的發展，而且一定要

持續努力去表達並積極參與，例如加入 TPP、加入 RCEP、及表達與歐

盟洽簽 FTA的意願等。 

    其實早在 2013年，歐洲議會對外政策總署就曾經建議歐盟應該要

啟動與台灣 FTA的協商，這些都是我們政府應該要持續努力的目標。 

    面對日歐貿易協定，台灣將如何自處？由於日本與歐盟間商品免

稅，因此難免有一些台灣賣到日本或是歐盟的產品會受到影響。但是

由於台灣的產品和日本及歐盟的產品不論在品質上、品牌上或是種類

上，差異都很大，因此台灣產品受到的影響相對比較小。 

 



再進一步來看，台灣與日本或歐盟的產品是否有互補效應? 

台灣與日本或歐盟的產品有些甚至是互補的，比方說，有些台商提供

零組件供日本產品使用，如車用電子，未來如果日本車子增加對歐洲

的出口，同時會帶動對台灣車用電子產品的需求。所以，日歐貿易協

定對台灣經貿成長之衝擊可能影響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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