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波接一波的新冠疫情無止無盡，對很多人而言，人生中的

2020、2021年似乎就這樣被偷走了。然而，各種國際事務

熱烈進行的程度並沒有因為疫情而有所降溫，依舊是令人眼花撩

亂，甚至是應付不暇，政治角力、宗教種族、民主人權、環境保

護等各種紛亂現象尚在急速加劇中。就經濟層次而言，全球股市

至今持續瘋狂震盪且令人跌破眼鏡，各大經濟體的綠色經濟復甦

方案正是全球注目的焦點。

疫情下的經濟需要復甦，中經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有感於國

內企業需要綠色復甦方向，於2020年12月舉辦了第二屆臺灣循環

經濟獎的頒獎活動；再一次發掘與介紹了更多臺灣循環英雄。這

些英雄的背後，所呈現的是臺灣企業優質的綠色能量，友達、DELL、台糖、優勝奈米、以及日月光的

貢獻，皆為臺灣企業典範。

去年世界各地在封鎖後所呈現的暫時性環境品質改善，正諷刺著人類長期以來對環境的摧殘。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自2015年揭諸於世以來，各國挑戰依舊嚴峻，尤其是溫室氣體議題一直是

永續發展與國際政治的焦點。歐盟、日本、南韓等各大經濟體紛紛提出在2050年要達到碳中和（Carbon 

Neutral）的境界，而中國也宣示要在2060年前並駕齊驅，全球都想知道各國，尤其是中國，要如何達到

碳中和。反觀國內對於全球綠色經濟競賽總是慢半拍，看不到超前部署的企圖心。為此，除民間力量的

展現外，更希望的是，政府由上而下，從法規面與金融面來加強綠色經濟發展的力道。

去年七月除了疫情外，令人注目的消息是歐盟克服各會員國的歧見，為2021到2027年間匡列了1.82

兆歐元預算，進行超大型的綠色經濟刺激與復甦方案。不讓歐盟專美於前，美國參眾兩院也在2021年3月

通過了拜登新政府所提的1.9兆美元的刺激方案。而中國從2021年起開展的「十四五」計畫，未來在疫情

後如何進行反壟斷與債務改革問題，全球的未來變化相信會越來越精彩。此外，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在2020年11月15日悄悄地宣佈簽署完成，敲醒了

忙於防疫的各國，一個大型的多邊貿易協定已經形成，但RCEP的精神何在、國內產業與對外投資應該如

何因應部署，本期經濟前瞻中也進行了分析。

整體而言，本期經濟前瞻所介紹的國內外循環經濟理念與案例，可以接軌到疫情下的經濟復甦與全

球永續發展，這些議題雖分屬不同層級，但其實是息息相關。期許身為全球公民的我們有多一點的用心

與思考，也需要產官學界共同嚴肅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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