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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自2001年底WTO杜哈部長宣言，該

宣言第31.3段要求WTO會員應就「環境商品

與服務之關稅與非關稅障礙削減或消除」進

行談判，並成立專責單位負責推動環境商品

與服務議題談判，不過環境商品的多樣化特

性使談判複雜且困難，在WTO下長期停滯不

前。爾後在2011年APEC領袖會議出現曙光，

APEC成員帶頭倡議推動環境商品降稅，2012

年9月提出一份涵蓋54項環境商品清單之降稅

承諾，大多數成員已在2015年底前將54項環

境商品關稅降至5%以下，為促進環境技術之

使用及綠色成長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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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疫情逐漸和緩，各國對經濟復甦的信心提升，關注重點從對抗疫情逐漸轉

為促進經濟復甦，且從聚焦經濟轉為兼顧經濟與環境。「綠色貿易」再次成為熱門討論

議題，近來APEC、WTO、G20及澳星綠色經濟協定之討論方向和內容值得關注。就推

動環境商品自由化而言，最重要的是WTO EGA談判，而談判僵局有賴G20帶頭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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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暖化持續惡化，氣候變遷問題日益受

到關注，在疫後復甦之路，許多國際組

織呼籲各國應兼顧經濟成長與環境永續發展。

為致力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國際場域綠色貿

易熱門討論圍繞在促進環境商品和服務之獲

取，以及碳邊境稅（即碳關稅），本文聚焦在

環境商品，檢視分析近期APEC、WTO、G20

討論方向，以及澳─星綠色經濟協定（Green 

Economy Agreement, GEA）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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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倡議環境商品貿易自由化，最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