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本期編輯過程當中，臺灣在9月22日正式宣布申請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在臺灣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WTO）邁入20週年之際，CPTPP對臺灣可說是

意義重大。中國大陸在之前也宣布正式申請加入CPTPP，未來

必然會影響臺灣的申請，也考驗嚴峻的兩岸關係。未來申請過

程對於臺灣將是漫長與艱辛的，所以本期將以特載的方式概括

介紹CPTPP，以及臺灣未來申請加入可能面對問題，以使讀者

有初步了解。未來針對臺灣申請加入CPTPP的後續發展，本刊

還會納入更多的議題。

另一篇特載則是介紹獲得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

此次得獎者分別是美國經濟學家卡德（David Card）、安格里

斯特（Joshua D. Angrist）以及伊本斯（Guido W. Imbens），由吳惠林老師執筆，深入淺出介紹得獎

者的理論，以及對經濟領域的貢獻。

本期前瞻焦點主題是「韌性供應鏈下臺灣產業發展的對策」，在全球國際環境快速變化下，曝露

供應鏈的脆弱與風險，迫使各國政府及企業重新思考提升供應鏈韌性的策略與作法，積極打造自主供

應鏈。臺灣身為全球供應鏈體系的重要一環，必須做好相關準備，以成為全球企業打造安全、韌性、

信賴供應鏈時的重要夥伴。

前瞻焦點主要是由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同仁執筆，由總體面、半導體、5G及電動車等產業面切

入，共收錄4篇文章，分別是楊書菲副主任的〈韌性供應鏈發展趨勢與臺灣的因應對策〉、顧瑩華研

究員及丁心嵐特約研究員合著的〈韌性供應鏈下臺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策略〉、顧瑩華研究員及吳舒

婷特約研究員合著的〈韌性供應鏈下臺灣5G產業的發展策略〉、以及史惠慈研究員及吳玉瑩助研究

員合著的〈韌性供應鏈下臺灣新型態汽車的發展策略〉。

此外，本期也納入多篇與能源領域相關的文章，包括溫麗琪研究員及周雨蓁分析師合著的〈淺談

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對我國可能之影響及因應建議〉、梁啟源顧問、鄭睿合分析師、塗千慧輔佐

研究員以及潘子欽合著的〈COVID-19疫情下之工業部門節能策略探討〉、張仲豪輔佐研究員及羅時

芳研究員合著之〈固態生質燃料產業趨勢分析及展望〉、吳若瑋助研究員撰寫之〈中國大陸推進「雙

碳目標」之重要策略與企業永續發展之對策〉、以及魏逸樺分析師及李志偉輔佐研究員合著之〈邁向

淨零碳排目標下各國氫能發展政策及應用案例〉，涵蓋範圍廣泛，以使讀者可以掌握最新趨勢。

另外本期探討最近引起熱烈討論的恆大事件，由吳明澤副研究員撰寫〈恆大債務危機與未來可能

發展〉，以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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