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前的2002年1月，臺灣正式成為第144個WTO會員，

在國際經貿領域邁入新的里程碑。加入之後，我國有

將近一半的出口產品可以免交關稅，資通訊及半導體更是全部

零關稅。同時我國在日內瓦設有常駐WTO代表團，派任常任

代表、出席各項會議，提出爭端解決訴訟（以及被告），使得

WTO成為極少數臺灣得以參與、觀察及學習世界各國的運作、

布局、結盟跟對抗的場合，對臺灣的經貿及世界接軌意義依舊

十分重大。

特別是在申請加入的前十年，為了滿足義務及要求，我國

推動了到今天依然罕見的大規模經貿體制改革。從公賣制度廢

除、電信金融市場自由化，到開放農產品進口、智慧財產權保護、產業補貼轉型及公營事業民營化，

都是壓力巨大卻促使臺灣經濟轉骨的重大改革。以今天的政經環境來看，當時能在十年內完成這些改

革工程，更加令人讚嘆。

20年後，世界大不相同，WTO也面對著許多根本性挑戰，但依舊是臺灣所參與最重要的國際組

織。藉由入會20週年的機會，本期前瞻焦點以首任駐WTO常任代表顏慶章大使的邀稿開始，透過五

篇專文回顧入會歷史、檢視經濟成效（江文基、許裕佳及靖心慈）、探討WTO困境及改革方向（顏

慧欣、王煜翔），以及分析多邊協定對FTA的影響（徐遵慈）。除留下歷史見證外，也追求發揮「愈

加回顧過往，愈能展望未來」的功能。WTO進入困局，區域經濟整合取而代之。本期有二篇探討

RCEP對印度及中國意涵的好文，另一篇則分析了歐日美供應鏈策略分析。

另一方面，綠色經濟依然是未來全球發展的關鍵，本期有三篇有關的專文探討。劉哲良「碳定價

兼顧產業競爭力」一文，回答了臺灣產業界面對碳定價制度的一個常見問題，而陳昱維的「日本碳中

和港口」以及黃佳 的「歐洲氫能發展」，則讓我們看到日歐在綠色經濟的進展，也凸顯出臺灣的距

離及努力方向。黃勢璋的「蔬食產業趨勢」一文探討植物肉商機，背後也是供給端減排的思維。我個

人刻意選擇過不少次植物肉餐點，其實相當美味，也許是國人在需求端可以開始一起努力的方向。

中共二十大召開在即，各種政治及人事布局消息滿天飛。本期蔡慧美、傅豐誠二位從經濟數據觀

察二十大前後的情勢，資料豐富值得一讀。在科技發展改變世界的部分，本期王素彎分析以線上職缺

數觀察勞動市場、林柏君探討虛擬助理發展（我有一個但感覺不甚好用）都很有趣。特別是許仁弘、

鄭向農探討「人造鑽石」取代天然鑽石的發展一文，絕對是鐵公雞男性們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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