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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
對我國企業影響

鐘雲曦／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　計畫輔佐研究員

「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Trade）於今年達成關務

行政及貿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業、服務業國內規章、反貪腐及中小企業5項議題成果，未來應

在第一階段協定利基上，增進實質的產業供應鏈和研發合作。本文將依序說明臺美經貿關係與

產業合作推動情形、「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第一階段協定對我國企業的利益與影響，以及臺

美加強經貿關係的契機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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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經貿關係與產業合作推動情形

臺
灣是美國在印太區域的重要經貿夥伴，近

年隨著中國大陸臺商回流，以及美國對臺

灣半導體需求上升，我國對美國出口金額在 2019

年後屢創新高，去（2022）年達到 750.5億美元，

雙邊貿易金額合計 1,356億美元，排名我國第二

大貿易夥伴。2018、2020年經我國經濟部投審會

核備對美國投資金額，也分別創下 20.3億美元與

41.9億美元，為歷年來第二、第一高成績，近期

的重大投資為台積電於 2020年 5月宣布赴美投資

120 億美元設廠，並在去年 12月擴大投資至 400

億美元，預定在美國興建兩座晶圓廠，分別為 4

奈米和 3奈米，相對於日本熊本廠以及歐盟德勒

斯登廠投資案，是相當高端的先進製程。

近年來美國國內貿易政策立場趨於保守，

拜登政府未向國會提出延長《貿易促進授權法》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授權進行貿易

談判，則強調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政策，主要透

過「印太經濟繁榮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和「臺美 21世紀

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