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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領域區域合作重點與模式

許茵爾／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分析師

為因應美中持續對抗、烏俄戰爭爆發等國際情勢，主要國家開始透過簽署諒解備忘

錄/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籌組新型態合作倡議，及在既有自由貿易協定（FTA）合作架構

下深化合作等方式，聚焦數位經濟、潔淨能源和供應鏈韌性等新興議題之談判與合作，

相關規範與成果將對全球經貿合作網絡及規則的建置形成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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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背景

在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杜哈回合談判停滯後，建構自由

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成

為國與國間強化經貿和維持政治穩定的重要

手段，簽署 FTA已是多數國家的經貿政策主

軸。然而近年貿易保護主義逐漸興起，美國

以外的國家雖仍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但

簽署的 FTA數量已有所減少；再加上美中持

續對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與烏俄

戰爭爆發等國際情勢影響，全球區域經濟整

合有較過往更不同的變化。

為因應中國大陸的競爭，美國不再熱

衷市場開放的貿易談判，改以和志同道合的

夥伴合作，盼與盟國能順應產業朝數位和潔

淨能源轉型的發展趨勢，並基於共同政治

外交利益下，一同圍堵中國大陸。印太經

濟 架 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等協議，均

成為美國企圖建置全球新經貿體系以孤立中

國大陸的戰略手段之一。

至於其餘國家除了持續推動市場開放的

區域經濟整合外，也意識到國際局勢變化對

全球供應鏈斷鏈造成的風險正持續增加，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