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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區域合作連橫策略與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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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經貿戰五年以來，國際政經情勢出現劇烈變化，美國與中國大陸積極地與理

念相近夥伴結盟合作，促使新區域經濟合作模式的產生，例如美國推動「印太經濟架構

（IPEF）」企圖圍堵中國大陸。可預見的是，美中基本對抗態勢不會改變，雙邊將各自

持續以多元化合作型態進行反制，而此亦將對臺灣產業發展及企業供應鏈布局產生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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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年美國以中國大陸有脅迫技術

轉讓、違反智慧財產權保護之嫌，依

據 1974年貿易法 301條款啟動調查，並據

此多次對自中國大陸進口產品加徵懲罰性關

稅以來，即使一度達成美中第一階段經貿協

議，但後續美中兩強關係並未因此緩解，反

而在拜登總統上任後，以國家安全考量為主

軸，透過出口管制、投資限制等多種措施，

並積極聯合盟友採取一致的行動，意圖降低

中國大陸崛起可能帶來的風險。相應的，中

國大陸為對抗美國的施壓，同樣提出反制

措施，如推出同樣的《出口管制法》（The 

Export Contro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及《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

當域外適用辦法》（Rules on Counteracting 

Unjustified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Foreign Legislation and Other Measures）應對

外國法律和措施的域外效力。

雖 2023年以來美國重要官員包含商務部

長陸續訪中，看似經貿關係較為和緩，然而

由美國商務部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

發布 2023年上半年貿易額統計顯示，墨西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