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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 20年
總體經濟表現回顧

江文基／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助研究員
許裕佳／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分析師

本文透過經濟指標回顧我國入會20年國內經濟表現變化，包括GDP、失業率、關

稅、貿易、投資、經商環境評比、農工服務業之產值與貿易變動等。以我國入會20年

自由化經驗而言，本研究認為自由化作好準備，許多衝擊可以被降低，甚至成為轉型動

力，並為國家整體、產業及消費者產生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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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20年整體經濟表現

一、總體經濟指標

臺
灣自 2002年加入WTO以來，GDP由

2002 年 3,074 億 美 元， 倍 增 為 2021

年之 7,749億美元，年平均複合成長率為

3.83%。我國除 2009年受全球金融風暴影響

外，各年的經濟皆為正成長；同時，儘管面

臨 2015年國際經濟利空引爆全球股災、2018

年以來的美中貿易戰，以及 2020、2021年遭

逢 COVID-19疫情肆虐衝擊，我國在自由化、

全球化的發展方向下，皆迅速恢復貿易動能，

維持經濟穩定成長。除經濟總量的成長外，

我國平均每人 GDP亦逐步增長，至 2021年

我國人均 GDP已超過 3萬美元。此外，隨著

經濟成長，自入會以來除 2002年、2009年及

2010年外，即使遭遇國際事件或區域性危機

衝擊影響，全年失業率皆維持 5%以下，顯示

我國就業狀況相對穩定。（見表 1）

二、關稅自由化

臺灣經濟發展高度仰賴對外貿易，自入

會以來，我國與國際間的互動與連結更為密

切，且能在WTO場域爭取有利於我廠商的貿

易環境，以更公平、安全、合理的條件進入

國際市場，保障我國經貿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