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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印太布局策略及對臺影響

劉昱辰／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分析師

無論是因地緣政治或經貿考量下，印太地區已成為主要大國的關注重點。美國基於

過往洽談自由貿易協定容易引發國內團體受益不均的情況之下，改以印太經濟架構下建

構未來經貿標準方式，做為和印太夥伴經貿合作的新模式。此模式未來的成效，對臺灣

乃至於全球經貿環境的影響，均值得加以關注。

關鍵詞：印太地區、印太經濟架構、韌性經濟

Keywords: Indo-Pacific region, IPEF, resilient economy

近
年印太地區成為關注熱區，日本、歐

盟、美國基於政治、外交、軍事或經貿

因素，各自提出其印太地區合作論述。日本

是在前首相安倍 2016年 8月演講時提出「自

由開放的印度 - 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理念，基於印太地區人口

集中，該地區的經濟成長和區域穩定度對全

球而言極為重要，因而希望透過支柱一的普

及和建立法規、航行自由及自由貿易，支柱

二的提升連結性以追求經濟繁榮，以及支柱

三的和平穩定承諾，參與印太地區的繁榮發

展。

歐盟則在 2021年 4月 16日由歐洲理事

會（European Council）通過「歐盟印太合

作戰略」（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並由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同年 9月 16日推出「歐盟印

太戰略聯合公報」（Joint Communication on 

the EU's Indo-Pacific Strategy），在印太地區

對歐盟戰略重要性日益增加，以及當前印太

地區情勢已出現緊繃的地緣政治競爭，加劇

貿易、供應鏈、技術、政治和安全領域的緊

張局勢下，歐盟期望透過加強和印太地區緊

密合作，穩定該地區國際秩序，營造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