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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共七大領域與印太地區進行合作。

其中，在「數位治理和夥伴關係」領

域裡，歐盟將強化與印太地區之數位夥伴

關係，並尋求與理念相近之印太國家簽署

「數位夥伴關係協定」（Digital Partnership 

Agreements），以增進雙方對新興技術之合

作與標準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建立

更具韌性之技術供應鏈，並促進新創企業及

中小企業之商業機會，以實現歐盟「數位羅

盤」（Digital Compass）計畫在2030年達成數

位轉型之願景。在初期階段，歐盟將探索與

日本、韓國及新加坡展開數位夥伴關係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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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2022年5月、2022年11月及2023年2月分別與日、韓及新加坡簽署數位夥伴關係

協定，以深化歐盟與印太三國在數位議題之合作。本文以歐盟─新加坡數位夥伴關係協定

及其數位貿易原則為例，說明歐盟數位合作動向與發展趨勢。儘管歐盟數位夥伴關係協定

不具法律拘束力，但此類協定已成為歐盟凝聚共識、形塑全球數位貿易規範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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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盟執委會與歐盟對外事務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在2021年9月

發布「歐盟印太合作戰略」1（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文件，指出印

太地區在經濟、人口及政治面向具高度重要

性，特別是在近期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與全球

供應鏈壓力之下，歐盟急需強化與印太地區

間的聯結，以維護區域穩定與安全，同時促

進經濟繁榮與永續發展。對此，歐盟指明將

以「永續和包容性繁榮」、「綠色轉型」、

「海洋治理」、「數位治理和夥伴關係」、

「連結性」、「安全與國防」，以及「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