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本期編輯過程當中，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出爐。本

次授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克勞蒂亞．戈丁（Claudia 

Goldin），表彰她對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所做的研

究。為使讀者更了解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內容，由吳惠

林老師執筆，以特載的方式，深入淺出介紹得獎者生平，

以及對經濟領域的貢獻。

本期前瞻焦點主題是「新結盟時代的機遇與挑戰」。

近年來在美中貿易戰持續、新冠肺炎衝擊以及地緣政治衝

突加深等因素下，國際間的結盟合作也呈現多元的態樣，

產生不少新的合作模式。

這其中以市埸開放為主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仍為

重要合作方式，而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最受關注。不過美國立場改變，不再

建構FTA，轉追求符合美國利益的經貿協定，例如印太經濟架構（IPEF），以及臺美21世紀貿易

倡議等。另外為了要圍堵中國大陸，並確保供應鏈靭性，美國與盟國進行多元化的合作。而中國

大陸為尋求突破，也積極引伴結盟以為反制。

此外，在一些新興領域，例如數位經濟、潔淨能源和供應鏈韌性，國際上也呈現各種型態的

合作方式。

面對國際新的合作方式，臺灣除了應掌握最新動態，了解各國合縱連橫動向外，並因應可能

的影響；更不應該缺席，而應思考如何積極尋求切入的機會。

前瞻焦點主要是由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同仁執筆，共收錄5篇文章，分別是劉大年及許茵爾的

〈英國加入CPTPP之啟示〉、高君逸的〈地緣政治壓力下兩岸經貿關係的新局勢〉、劉昱辰及

林廉庭合撰的〈美中區域合作連橫策略與進展〉、盧鈺雯的〈因應RCEP生效東協區域供應鏈崛

起〉、以及許茵爾的〈新興領域區域合作重點與模式〉，使讀者可以更加了解全球結盟的新趨

勢。

此外，本期也納入其他時事性文章，涵蓋範圍廣泛，包括楊書菲的〈解析中國吸引外人投資

表現〉、梁啟源、塗千慧、鄭睿合及劉家豪合撰的〈2022-2023年電價上漲對工業節電影響與因應

措施〉、聶廷榛的〈WTO改革最新討論進展：以爭端解決機制為核心〉、鍾富國的〈中國大陸發

展量子科技的政策與產業化成果淺析〉，以使讀者可以掌握全球各面向之最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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