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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目前正在洽談中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由 12

個國家所組成，其地理位置皆位於環太平洋上，日本於 2013 年加入後，讓整體會員國

的 GDP 占全球 GDP 將近四成。會員國中的美國及越南是台灣紡織產業重要的出口國

家，美國是台灣紡織成品的重要市場、越南本是台灣紡織中間原料的重要市場，台灣在

亞洲紡織供應鏈上扮演重的角色。台灣若未能加入 TPP，將對紡織產業的布局、投資及

貿易產生出口減少、產業外移或產業空洞化的不利衝擊，台灣應積極思維未來的對應策

略。 

本研究分析近年來，東協 FTA、東協+1 等大型區域整合的簽訂及生效，台灣在東

協市場占有率不敵中、日、韓等競爭國家，分析原因在於「台灣在東協之競爭對手競爭

程度提升」、「關稅因素導致價格競爭力下降」、「台灣紡織產業對外投資增加」、「出口過

度集中少數市場」等困境。利用 NTI 與 RCA 競爭力指標衡量台灣與 TPP 會員國間的競

爭或互補關係，發現台灣的強項在於 54、55 章的人造纖維相關紡織品及 60 章的針織

品項，美國相較於台灣並無特別顯著具競爭力的品項，而越南相較於台灣的強項在於

61 及 62 的成衣大類，台灣紡織產業與越南有較強的連結，屬於互補性關係。 

韓國期待自由貿易協定可以擴大貿易規模、提升競爭力、貿易多邊化、關稅減免等

成果，因此韓國積極推動 FTA 的簽訂，貿易覆蓋率已達 36.0%，未來洽簽中的 FTA 完

成後，貿易覆蓋率將高達八成以上。觀察美韓 FTA、韓歐 FTA 等協議，韓歐 FTA 的效

益在紡織品的出口已經顯現出來；而美韓 FTA 因 yarn-forward 原產地證明的限制下，

未能在出口美國市場有所表現。 

台灣紡織產業除了「掌握趨勢」、「人才培訓」、「技術研發」及「產品創新」以維持

企業競爭力外，更應積極思維「國際化」與「資源、技術整合」，在策略思維模型中，

基於不同的產業或企業特色、專長及資源不同，分別思維如何利用「價值鏈深化或整合」

及「供應鏈的轉化或整合」進行產業的升級轉型，大型企業擅長供應鏈及價值鏈的整合，

唯應審慎進行跨國效益與風險的評估；而中小企業可透過機制的設計整合行銷等，或形

成產業上中下游之聚落等方式，策略思維模型作一彙整，供政府施政、業者制訂策略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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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全球自由貿易的趨勢之下，各式的地區域貿易協定（RTA）及自由貿易協定（FTA）

如雨後春筍般地進展，截至 2014 年 1 月，全球已有 583 個 FTAs/ECAs（經濟合作協

議），且超過一半是於近 10 年內簽訂生效的，其中又以亞洲地區變化最為明顯、整合進

展也最為快速，其中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及「區

域廣泛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自 1950 年代起，台灣紡織產業歷經 50 餘年之發展與成長，80 年代台灣面臨工資

上漲的壓力，促使成衣業的外移；2000 年代加入 WTO、配額取消，紡織產業必須面對

國際上的競爭；2010 年代，區域整合的興起，各國積極地洽簽 FTA。雖然台灣業者不

斷積極研發新產品及更新生產設備拓展國際市場，使得台灣紡織產業具有最完整之生產

體系，台灣紡織品已成為世界紡織品消費市場主要供應來源。但面對未來的區域整合，

台灣在 FTA 簽訂的落後使台灣紡織業者處於不平等競爭，TPP、RCEP 會員國中，中國

大陸、東協十國、美國、越南及日本是台灣紡織業對外投資及貿易的重要對象，未來彼

此產業連結、貿易往來是否會因 TPP、RCEP 的生效而改變，是業者十分關注的問題。 

2013 年 6 月韓國制訂新政府通商政策路線圖，意圖將 FTA 貿易比重由 2013 年 35%

提升至 2017 年 69%，至 2023 年達到 85%。反觀台灣，目前僅與友邦洽簽 FTA，台紐

（ANZTEC）、台星（ASTEP）分別於 2013 年 7 月、11 月才完成簽署，與 FTA 夥伴間

貿易額占本國總貿易額之比重僅 9.7%。台灣參與國際整合的步伐相對落後，台灣紡織

成衣產業在區域整合之下受到衝擊，雖然台灣找到與競爭對手區隔的利基市場，台灣的

產品具有良好的競爭力，但未能在一公平競爭基礎上。以東協市場為例，台灣紡織產業

出口東協市佔率降低，主要導因於「台灣在東協之競爭對手競爭程度提升」、「關稅因素

導致價格競爭力下降」、「台灣紡織產業外移」、「出口過度集中少數市場」，是台灣紡織

產業必須要正視的問題，在台灣未能追趕上競爭對手的區域整合進度之前，台灣紡織產

業如何不被競爭對手所取代及保有台灣紡織產業的核心價值活動與國際競爭力，是產官

學研必須正面以對的問題。 

以台灣紡織品的第二大出口市場--越南為例， 2013 年台灣輸越南紡織品達 19.13

億美元，佔整體紡織業出口比重高達 16%。台灣出口越南紡織成衣產品約七成是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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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區域整合趨勢及台灣面臨之挑戰 

區域整合所簽訂的 FTAs/ECAs，影響所及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因關稅

優惠而提升價格競爭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還包括後續產業的合作及投資促使資金及技

術流向，貿易的自由度會影響跨國企業的投資、佈局、採購等策略的重要考量，就全球

紡織成衣業者而言，區域整合將促使「供應鏈的移動」、「價值鏈的佈局」及「品牌商的

採購」等重要策略意涵，對在全球供應鏈具有重要地位的台灣紡織業而言，無疑是一個

重要的議題。本章分為兩大部分，第一節針對全球、亞太區域整合的趨勢作一綜整；及

第二節在區域整合之下，台灣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第一節 區域整合趨勢分析 

一、全球區域整合趨勢 

在全球自由貿易的趨勢之下，各式的地區域貿易協定（RTA）及自由貿易協定（FTA）

如雨後春筍般地進展，依據 WTO 之統計，自 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時代至今 2014 年 1 月止，共有 583 個 RTA 通知 WTO，其中有 377 個已生效

實施。且超過一半是於近 10 年內簽訂生效的，其中又以亞洲地區變化最為明顯、整合

進展也最為快速，如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中國大陸、東協+日本、東協+韓國、東協

+紐澳、東協+印度等協定。FTA/ECA 的簽訂形式各有不同，有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協

定、區域化的貿易協定、經濟同盟的整合，而未來的趨勢，簽訂國愈來愈多、簽訂內容

範疇愈來愈廣、簽訂國的 GDP 加總愈來愈大，如目前正在簽訂的 TPP 及 RCEP。（參

見圖 2-1） 

國際間雙邊/區域 FTA 盛行將加速全球區域經濟整合，2010 年亞太經濟及合作組織 

（APEC） 21 個國家與地區的領袖會議，在日本橫濱發表〈橫濱願景〉宣言，矢言繼

續合作及作出努力，令成立亞太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的夢想成真。雖然峰會宣言沒有為建立自由貿易區定下時間表，並將

ASEAN+3、ASEAN+3 及 TPP 作為達成 FTAAP 的途徑，而日本前首相菅直人表示，

目標要在 2020 年成立。由目前簽訂中的 FTA 及〈橫濱願景〉宣言來加以觀察區域整合

的趨勢，可以發現： 

1. 地理範圍方面：區域整合將從雙邊貿易協定到多邊的協定，且將跨區域、再跨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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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TPP 重要議題及會員國之研究 

自美國加入 TPP 後，TPP 的經濟實力不斷地擴張，隨著日本的加入，TPP 更因此

一舉囊括世界第一大與第三大經濟體，因而也進一步推升該協定在區域經貿與政治的影

響力。TPP 是歐巴馬任內對於亞太地區的重要政策，美國與會員國間的高度經濟戰略是

推動 TPP 成形的重要推力。亞太地區是台灣紡織業重要出口的地區，TPP 是台灣除了

ECFA 外，另一個重要的選項，若台灣可以加入 TPP，台灣紡織業可以參與亞太地區的

經濟整合活動，與各國強化彼此經貿上的聯結，甚至可以開發更廣大的潛在市場，分散

台灣出口過於集中的困境。 

本章將深入了解 TPP 的紡織相關議題及 TPP 的會員國，台灣對於 TPP 會員國大

都是陌生的，會員國紡織業發展位階、關稅保護、貿易等仍有待了解，未來若台灣順利

加入 TPP 後，以下針對台灣紡織產業的品項對應各個 TPP 會員國之競爭或互補關係進

行分析。 

第一節 TPP會員國、簽署進度 

一、TPP 會員國 

（一）社經統計 

TPP 會員國目前為 12 個國家所組成，其地理位置皆位於環太平洋上，不管在人口、

經濟成長、國內生產總額、及人均 GDP 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性（參見圖 3-1、表 3-1），

從經濟規模來看，美國和汶萊的國內生產總額具有千倍以上的差異；澳洲人均 GDP 高

達 64,863 美元，而越南僅有 1,902 美元；人口的規模亦相差很大，美國、日本、墨西

哥有上億的人口數，紐西蘭及新加坡只有數百萬人口，最少人口數的汶僅有數十萬人。 

人均 GDP 較低的國家，除了墨西哥以外，如智利、馬來西亞、祕魯及越南等都有

較高的經濟成長率，會員間經濟發展的階段各異，將增加談判的困難度及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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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韓國 FTA 之推動與對紡織產業之影響 

在亞洲國家中，最積極簽訂 FTA 除了因低關稅擴及 FTA 關係的新加坡外，就屬韓

國了。韓國為應對全球自由貿易協定趨勢、確保海外市場，並提升韓國經濟的競爭力，

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協定（FTA），貿易覆蓋率已達 36.0%，未來洽簽中的 FTA 完成後，

貿易覆蓋率將高達八成以上。韓國與美國、歐盟的分別於 2012 年、2011 年生效，與世

界前兩大經濟體簽署 FTA，意謂著將進一步擴張對全球貿易的野心。 

本章將針對美韓、韓歐 FTA 進行分析，在自由貿易協定生效前後韓國紡織及成衣

進出口趨勢，觀察獲益產品的品項。利用韓國紡織廠商的案例說明，以了解如何利用協

定與成效如何。且透過問卷，以主要出口到歐盟、美國、中國大陸的韓國紡織廠商為對

象，自由貿易協定對企業、產業有何影響、持消極或積極反應等情況。 

第一節 韓國 FTA 推動情形 

一、韓國 FTA 推動進程 

韓國以韓國-智利 FTA（2004 年 4 月 1 日生效）作為推動自由貿易的開端，至 2014

年，已與新加坡、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東盟（ASEAN）、印度、歐盟（EU）、

秘魯、美國、土耳其等世界 47 個國家簽訂、生效適用 9 個 FTA。2013 年 2 月，韓國與

哥倫比亞簽署 FTA；同年 3 月，與加拿大簽署 FTA；同年 4 月，與澳洲簽署 FTA，但

尚未生效。此外，韓國正與 RCEP、印尼、越南等國展開 FTA 磋商。同時，致力於東

亞地區的地區整合，正與中國大陸、日本協商 FTA 協定。 

表 4-1 韓國已完成簽署及生效之 FTA 

對象國家 協商進程 生效日 意義 

智利 
1999 年 12 月開始協商 

2003 年 2 月簽訂 
2004 年 4 月 

首次簽訂的自貿協定 

中南美市場的橋頭堡 

新加坡 
2004 年 1 月開始協商 

2005. 8 月簽訂 
2006 年 3 月 東盟市場的橋頭堡 

歐洲自由貿易

聯盟（EFTA） 

2005 年 1 月開始協商 

2005 年 12 月簽訂 
2006 年 9 月 

歐洲市場的橋頭堡 

（瑞士、挪威、冰島、列支敦士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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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區域經濟浪潮下，台灣紡織產業之策  
略思維 

全球化的為何興起被歸納有五大的推動力，一是市場經濟及自由化被大多數的國家

所接受，在自由市場經濟之下，相信資源將會得到最佳的配置；二是跨國公司的全球佈

局，跨國公司為獲取市場、資源或技術，在全球有利的地方佈局，實行全球運籌之策略；

三是新型交通和通訊技科日新月異，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基本的技術手段；四為全球資

源之差異性，全球原料、勞動力、市場、技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在市場經濟之下，各

國可獲得比較利益；五為國際政治之推力，強權國家為加強掌控全球情勢之變化，藉由

國際經濟力量的佈局，與結盟或對峙狀態的國家加強彼此間的聯繫，期能取得相對穩定

的國際環境。 

經濟全球化和經濟區域化兩者具有相互促進的一面，但亦為相互矛盾的一面。從相

輔相成的面向來看，區域經濟為全球化之下的產物，形成全球化重要的一環，具有相互

依賴關係，區域經濟的健全發展，將近一步有助於全球化的推動。而在矛盾的一面，區

域經濟的形成是具排他性，區域的內外存在著不同的差別待遇，在區域內的貿易自由

化，有助於區域內的投資、技術交流、經貿合作等；但就整個世界而言，區域經濟的整

合仍帶有貿易的保護主義，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全球化的進程。 

在全球化及區域經濟整合的浪潮之下，由於台灣在國際的政治地位特殊，不如其他

國家具自由意識參與區域整合，思維台灣紡織產業的未來，不外兩大方向，第一是台灣

積極加入區域整合、第二為產業／企業之升級轉型。第一點為政府相間部會之政策與職

責，容於第六章之建議中再提出紡織產業對政府政策的期待。（參見圖 5-1 最外圈） 

至於第二項之產業之升級轉型，又包含兩部分，如圖 5-1 所示，一為企業之競爭力

維持（掌握趨勢、人才培訓、技術研發及產品創新），二為受區域整合之因應策略（企

業國際化、資源技術之整合），將分述於本章一、二節中。前者，台灣紡織產業一向以

品質、價格、交期、服務、少量多樣之競爭力揚名國際，為維持台灣應有之競爭，在生

產、行銷、人資、研發上必需持續精進。而後者，若台灣未能參與區域整合、或參與區

域整合過程中，面臨衝擊時，策略思維為何，本研究將透過國際化與資源整合矩陣，建

立策略思維。（參見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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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區域整合與全球化趨勢明顯，尤其亞太地區大型的區域整合陸續成形，台灣地處亞

太重要的交通位置，但因國際政治等因素，導致在區域整合的趨勢嚴重落後，未來不管

台灣是否順利能夠順利參與區域整合，台灣紡織產業必需要有心理準備未來的衝擊。區

域整合對台灣紡織產業的衝擊是現在進行式，也是未來進行式。本研究從區域整合開始

談起，觀察台灣紡織產業在東協供應鏈競爭力的弱化，因產業外移而面臨一連串的困

境。第三章開始討論 TPP，TPP 是在近期內可能較快生效的巨型區域整合，也是台灣

政府積極爭取進入談判的重要策略，台灣紡織產業必需要了解與會員國間的競爭及互補

關係。第四章主要觀察積極參與區域整合的韓國，在美韓 FTA 與韓歐 FTA 陸續生效後，

所產生的效益為何，韓國廠商對 FTA 效益的主觀知覺。第五章主要綜合以上資訊，導

入策略思維模型及價值鏈模型，台灣紡織企業根據不同的核心價值，朝向不同的策略思

維。 

第一節 結論 

一、區域整合 vs.台灣紡織產業 

（一）區域整合巨型化 

區域整合簽訂形式各有不同，有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化的貿易協定、經

濟同盟的整合，而未來的趨勢，簽訂國愈來愈多、簽訂內容範疇愈來愈廣、簽訂國的

GDP 加總愈來愈大及協定之間相互整合，亞太地區已簽署的包括東協自由貿易區、五

個「東協+1」，目前正在簽訂的 TPP 及 RCEP。 

RCEP 目標將以五個「東協加一」FTA 為基礎，整合既有自由化承諾與資源，以建

立一個佔全球經濟值三分之一，擁有超過 30 億人口、GDP 逾 16 兆美元的自由貿易區。 

TPP 為當前亞太地區以美國為首推動的「高標準、涵蓋範圍與區域廣泛，以及堪稱

21 世紀的 FTA 典範」，未來並可能成為 APEC 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FTAAP）進程的主要整合動力。 

（二）台灣參與區域整合落後，紡織產業面臨競爭力考驗 

台灣已簽署生效 FTA 國家（共 8 個）僅占貿易總額 9.7%，未來 ECFA 談判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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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未來區域整合，台灣紡織產業之策略思維-

以TPP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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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收款帳號：98365050990013 (共 14 碼) 

星期一~星期五 

am 09:00-12:30 pm13:30-18:00 

 

 

如欲下載此本產業報告電子檔， 

請至智網網站搜尋，即可扣點下載享有電子檔。 

ITIS 智網：http://www.itis.org.tw/ 

 

電話 l 

傳真 l 

客服信箱 l 

地址 l 

劃撥資訊 l 

戶名：財團 

匯款資訊 l 

匯款資訊  

 

 

服務時間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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