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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的未來 

主講人：經濟部國際貿易局徐副局長純芳 

 

全國工業總會汪秘書長、各位產業公協會的幹部們、各位女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能應工業總會之邀請與各位就這個議題分享。演講的題目是工業總會

出的，接到邀請時一時半刻還真想不到該講些什麼,後來經過一段時間之思考,

也想到國際間之政經亂象對多邊貿易體系造成相當大之衝擊,WTO 未來怎麼走或

許是一個真的可以探討的問題.例如自由貿易協定 FTAs/RTAs在 WTO坎昆貿易部

長會議失敗後即方興未艾,全球各大洲各國都在積極洽簽,儼然一付要取代多邊

貿易體系之樣式。這樣之發展態勢,對多邊貿易體系是福還是禍，特別是對我國

而言就很值得探討，依據這樣的思維我將今天的演講分成三大部分: 

 
當大家在談 WTO 的未來時，當然要先就 WTO 的歷史做一下簡單的回顧，然後

再看 GATT/WTO 所建構的多邊貿易體系目前所面臨的問題是如何延伸出來的，從

這些問題我們再看看 WTO 未來將會面臨什麼樣的挑戰以及台灣在這個情勢下又

應如何面對，希望大家一起與我共同探討這個問題。 

 

今天的課程共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認識 GATT/WTO 國際多邊貿易體

制的發展現況，也就是剛才提到的，我們必須先了解當前面臨的問題，才能知道

未來可能發生的現象；第二部分要介紹的是 WTO 當前發展的瓶頸、困境與挑戰；

第三部分是台灣如何因應全球經貿變局的挑戰與省思；最近美韓簽署了 FTA，對

台灣究竟有何影響？由於台灣和韓國產業結構相近，韓國與任何國家簽定 FTA

協定，都可以使其貿易條件變得比台灣更優厚，何況簽署的對象又是像美國這樣

重要的貿易夥伴，若以後韓國出口到美國很多產品項目均可免稅，其投資環境、

服務業市場進入的情形也慢慢會有所改善，台灣該怎麼辦呢？更令人震驚的是，

中國國務院總理溫家寶最近到韓國訪問，表達了與韓國洽簽 FTA 的意願；按過去

美國是我第一大貿易夥伴，現在則為中國大陸，雖然韓國目前之意願不強，惟可

以想像的是未來中韓一旦洽簽 FTA，將較美韓 FTA 對我之影響大。 

雖然 APEC 去年開始推動所謂之 FTAAP，即便目前這只是一個構想，到真正

實現還需要相當時間的醞釀，但在這段期間若亞太各國都紛紛簽訂 FTA，台灣會

不會因此被邊陲化？這都是我們必須思考的一連串問題。 

 

首先我們談到 GATT/WTO 國際多邊貿易體制發展迄今，有幾個普遍的現象；一是

會藉的全球普遍性；二是議題的日益多元化；三是貿易貢獻度的顯著性；四是與

貿易相關事務之範疇與日俱增。在談到 WTO 會籍普遍性和議題多元化之前，我們

必須要先從 WTO 對全球貿易貢獻度的顯著性來觀察才能延伸初期會員之所以會

日益普遍及議題日益多元化之原因。WTO 究竟對全球貿易做出了哪些貢獻？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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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球貿易之貢獻度我們可以從歷次關稅減讓之成就去思考這個問題。若我們將

GATT 成立之初之工業產品關稅水平定為 100,那麼歷經 9個回合談判，其關稅稅

率之水平可能就只有當初水平的 10%,可以想見若假設每降低 10%利用乘數原理

可以增加 10 倍之全球貿易,那麼這幾十年工業產品之降稅對全球經貿體系之貢

獻實在是難以計數的。 

 
我們都了解到目前為止 WTO 共經歷九個回合的談判，真正完成的是前面的八

個回合談判。在 GATT 成立初期，雖然關稅減讓之幅度並不顯著，但是它所帶來

的實質效益卻很大，因為當時關稅之水準極高，所以只要關稅稍為下降，它所帶

來之貿易效果就極為顯著。在 WTO 前三回合談判時，關稅的水平指數還高達 80，

可是到了甘乃迪回合談判時，關稅減讓幅度已達到 50％，之後全球之關稅水準

還持續下降，每次降幅都超過三分之一，我們預期杜哈回合談完之後，整個工業

產品關稅會降到最初水準的 10％。雖然到目前為止，杜哈回合談判各國之談判

立場仍舊渾沌不明，所以可以帶來之貿易效果尚難定論，惟根據保守之估計，仍

有 1,000 億美元之貿易效益可以預期。 

另外，我們從貿易實績帶動全球經濟成長曲線圖亦可以看出，無論是已開發

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的貿易量從 1970 年開始就一直往上升，可見 GATT/WTO 建構之

多邊貿易體系所營造之貿易自由化的環境與全球經濟的成長是呈現正相關的。而

這個貿易成長之幅度在已開發國家較之開發中國家更為明顯，而且間距仍在持續

擴大中，這也是為甚麼目前部份學者專家認為貿易自由化的結果獨惠已開發國

家，進而延伸出南北對立之局面的原因，這一部分我們稍後再談。但不可否認的

是貿易自由化所帶動之貿易效果是使得更多國家均積極尋求成為多邊貿易體系

之成員的誘因。 

 

按 GATT 在 1947 年初成立時僅有 23 個締約國，但到 2007 年 WTO 的會員已達

到 150 個，增加將近七倍。WTO 的規範基本上對所有之成員均具約束力，也就是

說所有的國家都必須遵守的，在遵守 WTO 的規範同時，難免會削減國家部分的主

權，那麼為什麼還會有那麼多的國家要加入 WTO 呢？因為多邊貿易體系確實可為

一個國家帶來貿易利益，這不是其他國際組織可堪比擬的。 

 

WTO 議題日益多元化，這是經濟成長之必然現象，隨著社會進步及科技發

展，影響經濟之因素也愈來愈多，因此多邊貿易體系就從原先僅規範之傳統商品

貿易演進到服務貿易及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 

除此之外，在 WTO 建構多邊貿易體系貿易自由化環境之同時，甚多與貿易相

關事務的議題亦在發展，包括貿易與發展、貿易與環境、競爭、投資、政府採購

與貿易便捷化、電子商務、勞工和貿易安全。由於這類議題之發展使得國際貿易

規範日趨複雜，凡與貿易掛勾的，都會變成 WTO 規範的項目。以環境議題來說，

雖然國際環保公約的目標是環境保護，但是為了不使環境規範影響貿易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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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說因為貿易而妨礙了環境，WTO 就須加以規範。例如環境公約裡常設有貿易

條款，這些貿易條款會否影響貿易之進行就成為貿易談判之議題，而會被拿來檢

視是否違反 WTO 的規範，以尋求兩者間之平衡點。當然，自貿易自由化之觀點去

看，最近杜哈回合談判所談論之貿易與環境議題，如環境商品之關稅減讓就是希

望利用環境商品降稅之同時對環境做出貢獻，兩者之間相輔相成。 

那麼投資與貿易為何也有關係？大家都可以理解的就是大部分國家希望外

來之投資是適合該國整體經濟發展需求的項目，同時會要求投資國必須符合自己

國家之投資規範，然而對投資國而言，多是選擇其國內不具競爭力的項目到國外

投資，且希望能依自己之條件進行投資，由於每個國家的出發點不同，難免造成

投資立場上之歧異，由於 FDI 多建立於貿易比較利益之觀點，投資自然而然與貿

易也就掛上了勾。 

 

另外，貿易安全在近年也備受關注，911 後美國希望所有各國輸出之產品都

要符合安全條件，由於在進口國於邊境逐一檢查每個貨櫃在作業上有困難，且會

耗費極大之成本，因而現在有聲浪改要求出口國擔保出口品符合安全的要件，雖

說本議題還在初步醞釀之階段，但未來我們不能排除出口安全彼此相互認證的問

題，其對貿易之影響不可忽視。 

 

在知道 WTO 目前這些現象之後，就讓我門來探討一下 WTO 目前面臨哪些發展

的瓶頸、困境與挑戰？這個部分我們可從四個方向來說，一、全球化的發展打破

個別市場區隔和對個別國家的衝擊。二、財富的創造對抗財富的分配，而讓南北

對抗加劇。三、多邊與雙邊的雙軌發展，如 RTAs/FTAs vs. WTO，也造成一些衝

突。四、從 GATT 到 WTO 組織結構的根本改變。 

剛才我們提到，為什麼會有所謂之全球化現象？以台灣來說，以前台灣靠的

是利用貿易創造所謂之經濟奇蹟，但當台灣之經濟發展到一個程度後，工資上漲

基於貿易比較利益之考量，為了生存及發展，台灣必須向外投資、發展，進而與

全球結成產業供應鏈，這就是全球化之一種現象。當全球化之現象出現時，很自

然的各國政府在處理對外經濟貿易政策的時候，就不能只考慮國內的問題，還需

考慮全球化所延伸出的問題。 

在全球化財富創造的過程中，也同時產生財富分配不均的問題，這個財富分

配不均的現象使得南北對抗加劇，為什麼說南北對抗呢？因為一般來說，以地球

之赤道為分界領，一般而言北半球的國家比南半球國家富裕，隨著經濟發展南北

經濟發展落差就在 1970 年代形成南北對抗的局面。這裡面除了開發中國家要求

已開發國家應提供更好的貿易機會外，亦要求已開發國家應給予更好之技術援

助，也就是說在經貿發展的同時應如何兼顧社會福利。很多時候主要國家為了保

護既得的貿易利益，自然會繼續主導國際貿易規範的制定，而像印度及巴西這類

新興開發中國家因也因為意識型態的抬頭也逐漸要求在國際經貿政策協調之同

時能取得一定的影響力或制衡的力量，以免自己之利益被忽視了。這股勢力之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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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對多邊貿易體系之影響不容忽視，也可預見多邊經貿規範之制定將愈見困難。

在多邊貿易體系下之低度開發國家情況會日益惡化，除非先進國家主動伸出援

手，否則其被邊緣化之趨勢將不能免，短期內亦難有改善。 

在這種情況下，多邊貿易體系之意識形態的戰爭已然開打，爭議就在說一般

開發中國家自始就認為多邊貿易體系先天就是加惠已開發國家的，新科技的發展

更助長這個氣焰，使原本就已經存在之貧富落差更形惡化。因此新回合談判被定

位為發展議程不是沒有道理的，也就是說對已開發國家而言，應設法建構一個援

助開發中國家之基本結構，讓幫助開發中國家是責任也是義務。 

 

接著我們要談的是多邊與雙邊的雙軌發展，目前已有歐洲的整合運動：

EC/EU15/EU25/EU27⋯ ；大美洲的自由貿易協定：美加/NAFTA/FTAA⋯ ；亞太經

貿整合新趨勢：APEC; ASEAN+1/2/3/4/6⋯等經濟整合之活動。大家都了解 

在 2004年坎昆部長會議失敗後，各國為繼續尋求貿易自由化，開始推動與他國

洽簽自由貿易協定（FTAs/RTAs）。目前問題是 FTA 真的就能取代多邊經貿體系

嗎？我們當然不願這麼想，但是要注意的是，若這個情勢繼續發展下去，整個世

界發展即有可能會區塊化，同時 FTAs/RTAs 之發展勢必增加貿易管理上的不便

(如原產地之認定等)，另外貿易爭端也會持續增加，這當然是吾等所不樂見的。

因此 FTAs/RTAs 能成為多邊貿易體系之備胎令人質疑。 

 

在多邊貿易體系所面臨之挑戰中，我們必須要承認從 GATT 到 WTO，這個國

際多邊經貿組織在結構上有許多根本上的改變：一、共識決的質變：自 GATT 成

立以來，多邊貿易體系就一直是採共識決，通常在決策過程中只要沒有人堅持反

對就算達成共識，但是由於 WTO 會員日益眾多且各國立場互異及開發中國家之意

識型態抬頭後，美、歐等貿易重量級的會員就不再在 WTO 之決策體系內擁有把持

之實力。二、議事效率的兩難：以前 GATT 談判時若無法達成協議，通常就由秘

書長召集幾個主要的會員在密室裡會談，取得共識後再提到大會較易達成協議。

惟這樣密室會議的做法並不符合現在 WTO 所強調透明化原則，特別是在開發中國

家意識型態興起後，彼等亦極力爭取參與密室會談之機會，使得以往談判之議事

效率難以呈現。三、很多時候政府間之政策協調都是關門進行的，把全球民眾的

關切和參與置於門外，這種現象基本上同樣並不符合透明化之原則，情況與前面

兩點很像，所以 WTO 現在也要求會員國在制定國內法時預留 60 天予他國提出意

見的機會，以提升法規制定的透明性。四、議題的複雜化也影響到共識決機制的

時效性。剛跟各位提過，愈來愈多議題與貿易掛勾，加上立場相同的國家在談判

時相互掛勾，在利益交錯下，議題更難達成協議，相對就使 WTO 議事效率愈來愈

差。五、經濟發展的社會責任，如環境問題是全球經濟發展的結果，那麼很多方

面就主張應讓貿易自由化對全球環境之改善做出貢獻。 

接著我想與各位再談談 WTO 的挑戰，貿易自由化基本上是一條單行道，既然

它已經走了六十年且對全球經濟繁榮有定程度之貢獻，或許我們要想的是應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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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讓貿易自由化繼續為全球化服務，而問題就在全球化所延伸之問題，WTO 有無

能力解決?也就是說貿易自由化導致全球化之問題，WTO 有無能力解決？如何讓

WTO 為全球化服務就是癥結之所在。WTO 目前的挑戰是它應該要建構一個更有效

率、更開放及更負責任之多邊貿易體系，包括議事效率的提高和如何降低全球化

對大家所造成之衝擊，甚至讓 FTAs/RTAs 之發展為多邊貿易體系所用。也就是我

們應有更開放、透明的 FTAs/RTAs，譬如說鼓勵所有的 FTA 都應有所謂之開放條

款，讓 WTO 有意願的會員都有機會加入。接著如何透過 WTO 消除反全球化之浪潮?

事實上大家都知道，因為貿易自由化所帶動全球化的負面效果，讓很多開發中國

家對 WTO 的貿易自由化持反對態度，所以如何消除反全球化之浪潮，WTO 除了設

法改善全球化所帶來之負面效果外，亦必須解決低度開發國家之貧窮問題，同時

要設法讓 WTO 與其他國際組織為全球化效力，這裡所謂的其他國際組織，包括世

界銀行和國際貨幣基金。 

 

最後我想針對台灣因應全球經貿變局的挑戰與省思談談我個人之想法。台灣

是如何締造過去 50年來的經濟奇蹟？基本上還是拜多邊貿易體系所營造之貿易

自由化的大環境所賜，所以台灣以一個外貿為導向之國家，支持多邊貿易體系有

其重要性；由於全球化及 FTAs/RTAs 之發展所導致之全球經濟區塊大挪移，可以

看出整個經濟發展的重心，已從美歐開始移轉到亞洲，如金磚四國就有三國在亞

洲，這些國家均有龐大的土地及資源，因此也成為未來世界之焦點。美國與韓國

簽訂 FTA 也可以看出美國希望利用韓國以制衡中國大陸之企圖；在全球都將重心

集中到亞洲的時候，兩岸貿易關係對台灣當前外貿關係就有相當程度之影響，目

前較令人擔憂的是，我對大陸貿易依賴度愈來愈高，而相對的我國在中國大陸之

外貿比重卻逐年下降，這對台灣而言或許是一警訊。台灣之競爭力在中國大陸受

到挑戰，但相對的我們亦應樂見部分在大陸投資的台商，因生產成本之考量將部

份投資移往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地區，如越南，這類型之投資移轉現象，可相對降

低我國對中國大陸市場之依賴；從這裡我們必須了解是，雖然中國大陸是我們全

球佈局的一環，但是分散市場還是我國對外貿易政策之不二法門。 

全球變局下台灣經貿發展的方向，依我個人之看法除分散市場外，我們應該

支持 WTO 多邊貿易體系積極參與杜哈回合談判，因為以台灣面臨洽簽 FTA 之困

境，唯有多邊貿易體系之貿易自由化有所結果，方有助於降低各國洽簽

FTAs/RTAs 對我所可能造成被邊陲化之危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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