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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環境議題效益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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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環境為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下階段優先協商議題，本文由國際指標、可能內

容及影響，以及對我國效益3方面，針對此兩條款進行分析。綜合而言，臺美勞動與環境

專章，可能使臺灣產業更符合當前國際對勞工與環境要求之趨勢，並促進自身相關規範

至先進國家水準，對於我國未來簽訂貿易協定、參與區域經濟組織，或是融入國際供應

鏈皆具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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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美 21世紀貿易倡議在上一階段完成 5

大議題後，下一階段剩餘的 7議題中，

將優先針對勞動、環境與農業 3個議題進行

臺美協商。其中，勞動及環境議題，對於未

來臺灣融入國際供應鏈尤其具備正面之意義，

故本文將聚焦於此，並由國際組織指標、可

能內容及影響，以及對我國之效益 3方面進

行分析。

勞動

一、 臺美在國際組織勞工權益量化指標之

表現

國際組織衡量勞工權益之相關量化指標

包括：全球權利指數（ITUC Global Rights 

Index）、尊嚴勞動（Decent Work）及工資水

準，以下就臺美相關指標觀察雙邊勞工權益

之保護程度。

根據國際工會聯盟（ITUC）發表之全球

權利指數，臺灣與全球 22國對勞工權利尊重

程度之得分歸類於第 2級，意味勞工某些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