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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的出口迅速成長，

並引進大量的外人直接投資，為全球經濟成

長最快的國家。隨著中國對外經貿活動的快

速發展，東亞國家與中國的雙邊貿易與投資

關係在 1990年代也更趨密切。2001年底中國

成為WTO會員，對東亞各國的對外貿易與外

資引進產生衝擊。

本文主要分析中國加入WTO對東亞主要

國家貿易之可能影響。首先，本文利用中國

加入WTO的關稅減讓表，分析降低關稅與取

消非關稅障礙措施對東亞主要國家產品輸往

中國的影響。本文研究顯示，中國的關稅降

低幅度與東亞主要國家對大陸的出口結構沒

有很高的相關性。其次，以Spearman等級相

關係數法，分析東亞主要國家在中國市場的

出口結構的相似性，發現以台灣與南韓間的

相似度最高。因此，在中國加入WTO後，台

灣及南韓在中國市場的競爭情況可能加劇。

同時，本文亦採用顯示性比較利益指數

與市場占有率等方法，討論中國加入WTO後

對東亞主要國家在美國與日本市場的出口競

爭情勢。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優勢，顯示印尼

在可可製品；馬來西亞在動、植物油脂、礦

物燃油、有機化學品等；泰國在水產品；南

韓在礦物燃油；新加坡的礦物燃油、車輛及

其零件、航空器零件等；台灣在鋼鐵、車輛

及其零件等出口的競爭力均不低於中國的產

品。同時，本文分析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在

美國市場出口產品結構的相關係數，以台

灣、泰國及菲律賓與中國貿易結構的相似程

度較高。

此外，本文也分析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

在日本市場的出口競爭優勢發現，南韓的礦

物燃油、鋼鐵及機械設備；新加坡的可可製

品、礦物燃油；台灣的鋼鐵及機械設備；印

尼的礦砂、橡膠製品及紙製品；馬來西亞的

動植物油脂、礦物燃油、銅製品及機械器

具；菲律賓的礦物燃油；泰國的食品、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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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飼料等產品的競爭力均不低於中國的產

品。至於在日本市場與中國出口產品結構相

似度最高者則為台灣，南韓次之。

壹、前 言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的出口迅速成長，

並引進大量的外人直接投資，為全球經濟成

長最快的國家。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的發展，

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的雙邊貿易與投資關係

也日漸密切。2001年底中國成為WTO會員，

中國一方面將加速市場開放與國際化進程，

提供各國更多的貿易與投資機會，但另一方

面也將對中國主要的貿易夥伴與東亞國家在

引進外資以及第三地的出口競爭造成衝擊，

導致週邊各國擔憂中國經濟的興起造成的挑

戰。

鑑於此，本文分析中國加入WTO對東亞

主要國家貿易之可能影響，在此東亞主要

國家係指三個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韓國、

新加坡與台灣，簡稱 NIE-3)，與四個東協

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簡稱

ASEAN-4)。首先，本文運用中國加入 WTO

的關稅減讓表，分析降低關稅與取消各種非

關稅障礙措施對東亞主要國家產品輸往中國

的影響。其次，亦採用衡量競爭優勢與競爭

力指標的顯示性比較利益指數與市場占有率

等方法，討論中國加入WTO後對東亞主要國

家在美國與日本市場的出口競爭情勢。

全文共分陸節，除前言外，第貳節探討

加入WTO後中國降低關稅及廢除非關稅措施

與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的出口；第參節分析

中國加入WTO後東亞主要國家產品在中國市

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項目；第肆節分析加

入WTO後中國與東亞主要國家在美國市場的

出口競爭；第伍節則分析中國與東亞主要國

家在日本市場的出口競爭，第陸節則為本文

結論。

貳、㆗國降低關稅及廢除非關稅措施與東亞國家對㆗國的出口

中國加入WTO後，承諾進行各種貿易和

投資體制的自由化改革，包括調降關稅、取

消非關稅障礙及開放服務業市場等。同時，

中國大幅修改與WTO規則不符的國內法律。

本節主要分析中國加入WTO後的關稅降低與

廢除非關稅措施，對於東亞主要國家產品輸

往中國可能的影響。

一、加入WTO後中國的關稅降低與進口影響

本節分析加入WTO後中國降低關稅，對

其進口貿易可能的影響，以提供討論東亞主

要國家對中國出口影響的參考。

(一)關稅已低，入會對進口衝擊有限

1990 年代以來，中國的關稅呈下降趨

勢，而非關稅障礙也逐年減少。以關稅為例，



A

中國加入WTO對東亞主要國家貿易之影響

— ７ —

關稅平均水準從 1992年的 40.6%，降為 2001

年的 14.77%（表 1），顯示 1990年代以來，中

國的關稅水準已大幅下降。在此期間，中國的

進口規模並未顯示大幅的成長。加入 WTO

後，中國在 2008年過渡期結束時，整體關稅

將降到 10.17%，屆時將與國際水準相近，並

且主要的關稅減讓在 2005年前完成。惟相較

於 1990年代的關稅降幅，加入WTO後，中

國承諾的關稅減讓幅度較低，並且逐年調

降，其對中國的進口衝擊可能相對有限。

(二)關稅降低對加工貿易影響有限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外商投資企業

進口投資設備、原材料及零組件實施減免稅

關稅政策，以降低外商在中國投資製造業的

成本，並提高中國製成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

力。在此鼓勵外資企業產品出口的政策下，

對外資企業生產出口品所需的中間投入品給

予大規模的減、免稅，此政策刺激中國加工

業的發展。

根據 Ianchovichina、Martin 與 Fukase

（2000年）的研究，約有 75%的進口都可以

被歸為免稅或者減稅產品，關稅減免的產品

種類有( 註 1 )：1. 加工貿易品（占進口比重

50%，關稅豁免）；2. 合資企業的初始投資

品（10%，關稅豁免）；3. 保稅區的進口品

（5%，關稅豁免）；4.其它的免稅或減稅產

品（10%，關稅豁免或減少）。換言之，在

中國僅有 25%的一般進口產品繳納關稅。因

此，加入WTO後，中國關稅的降低，對加工

貿易的影響有限，其主要的影響顯現在一般

產品的進口。

二、關稅降低與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的出口

加入 WTO 後，中國的經貿管理體制變

革，包括關稅降低、取消進口許可證、進口

配額及標售進口權利金等非關稅障礙措施

（Non-Tariff Barriers Measures；以 下 簡 稱

NTMs）之貿易管理等措施，直接影響東亞主

要國家對中國的出口。關稅的降低，直接影

響廠商的生產與營運成本，而 NTMs 則對產

品之進口及進口數量等加以限制，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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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主要國家產品能否輸往中國市場與進入

的程度。本節分析加入WTO，中國的關稅減

讓與取消非關稅障礙措施，對東亞主要國家

產品出口中國可能的影響。

(一)中國入會關稅降低的影響

過去有關討論中國加入 WTO 的研究文

獻，多採取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藉由各種

關稅減讓幅度的假設值，模擬中國加入WTO

對發展中國家的衝擊。在此種模型分析架構

下，沒有將中國加入WTO實際且複雜的各種

承諾條件列入參數設定。同時，多數分析模

型經常將不同群組的國家加總在一起討論，

無法討論中國入會對個別國家的經濟面影

響。此外，分析模型也簡單地將產品區分為

勞動密集與資本密集產品，無法詳細地分析

中國入會對不同的產品類別的影響。最後，

研究文獻多認為加入WTO後中國將會在國際

市場獲得相當大的市場占有率，並且是以搶

占其他開發中國家為主 (註 2 )。

在本節的討論中，則利用簡單的相關分

析，試圖依不同的產品業別，分析加入WTO

中國降低關稅與對東亞主要國家出口中國可

能的影響。由於加入WTO中國關稅減讓表的

產品稅則與稅率資料相當繁雜，本文關切的

是其關稅減讓幅度對東亞主要國家產品對中

國出口結構的影響。

為便於討論與分析，本文整理中國在加

入WTO時的始初稅率(2002年)與過渡期結束

時的最終稅率(2008 年)期間，平均名目關稅

與加權平均稅率的變動幅度。表 2列示按HS

二位碼分類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前十五大出

口類別項目的稅率變動幅度，並藉以分析東

亞主要國家產品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註 3 )。

根據此表，得到下列幾點觀察 (註 4 )：

1. 從平均名目關稅與加權平均稅率觀

察，中國在 HS08（食用果實）、HS10（穀

物）、HS15（動、植物油脂）、HS55（人造纖

維棉）、HS60（針織物及鉤針織織物）與HS87

（車輛及其零件）等出口類別項目在加入

WTO前維持較高的關稅保護，這些類別項目

也是中國在加入WTO後大幅降低進口稅率的

項目。

2. 中國在加入 WTO 前，HS26（礦砂）

與HS47（木漿、紙漿）類別項目的關稅稅率

已低。加入WTO後，這兩類產品項目的關稅

稅率接近零。至於加入WTO後，維持較低的

加權平均關稅稅率有 HS27（礦物燃油）、

HS32（鞣料、塗料、墨類）、HS38（雜項化

學品）與 HS 44（木製品）。

3. HS84（機械器具）與 HS85（電機設

備）是中國自東亞主要國家最主要的進口項

目，從平均名目稅率觀察，這兩項類別產品

的稅率降低幅度並不明顯；就加權平均稅率

角度，這兩類產品的稅率降低幅度則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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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利於中國自東亞主要國家進口此類產

品。

4. 中國自東亞主要國家主要的進口類別

項目，例如，HS12（油籽、種子）、HS26

（礦砂）、HS27（礦物燃油）、HS40（橡

膠）、HS41（生皮及皮革）、HS47（木漿、

紙漿）與 HS74（銅製品），在加入WTO時

的始初稅率與過渡期結束時的最終稅率差異

有限或維持不變，顯示此類進口項目將不受

到關稅降低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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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分析中國加入WTO後，其關稅

稅率變動幅度結構對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前

十五大出口類別項目結構的影響，本文利用

表 2 的資料，整理中國自東亞主要國家進口

特定個別類別HS二位碼產品類內，將更細分

類的八位碼的進口稅率降低幅度結構，與相

對應的 2001年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出口商品

資料，按HS八位碼細項分類出口產品金額占

各國對中國總出口之商品結構比重，並分析

此特定的HS二位碼進口產品類別項目進口稅

率降幅結構與各國對中國出口產品結構比重

兩者的相關係數。

如果特定的HS二位碼進口類別項目關稅

降低幅度愈大，與相對應各國對中國出口類

別項目結構比重愈高，則兩者呈現較高的負

相關係數，顯示中國加入WTO關稅降低幅度

與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的出口結構有很高的

相關程度。相反地，如果關稅降低幅度與相

對應各國對中國出口結構比重的負相關係數

較低，顯示關稅降幅與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

的出口沒有很大的相關性。

表 3列示中國加入 WTO 的關稅降幅與

2001年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出口比重之相關

係數，根據此表得到下列幾點看法：

1. 中國加入 WTO 的關稅減讓中，部分

HS二位碼產品類別項目的關稅沒有降低，例

如，自台灣、新加坡、南韓、馬來西亞與菲

律賓進口的HS74（銅製品）、自印尼與泰國

進口的HS47（木漿、紙漿）與自印尼與菲律

賓進口的HS26（礦砂）。由於上述產品項目

的關稅沒有降低，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出口

此類產品項目並不會造成影響 (註 5 )。

2. 就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的出口類別項

目而言，中國關稅降幅與東亞主要國家對中

國出口類別項目之相關係數多為較低的負相

關係數，且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此顯示關

稅降幅與相對應各國對中國出口結構的相關

程度不高。

3. 菲律賓對中國出口的 HS08（食用果

實）與HS38（雜項化學品）、南韓與台灣的

HS32（塗料、油灰、墨類）、新加坡的HS91

（鐘表及其零件）、南韓的HS54（人造纖維

長絲）與HS76（鋁製品）以及大多數東亞主

要國家對中國出口HS39（塑膠製品）等類別

項目與中國關稅降幅之相關係數呈負相關，

且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顯示相對應之各國

對中國之出口類別項目可能受益於中國關稅

調降。

4. 中國自東亞主要國家進口同一類產品

項目，例如，HS39（塑膠製品）、HS84（機

械器具）以及HS85（電機設備），中國與各

國的相關係數值亦存在差異，此顯示中國關

稅降幅對於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出口同類產

品的影響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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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消非關稅措施的影響

加入WTO後，中國的入會承諾事項中，

直接影響東亞主要國家產品對中國的出口，

除關稅降低外，主要是非關稅措施（NTMs）

的取消。過去討論中國加入 WTO 的研究文

獻，主要多集中在討論關稅降低的影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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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廢除非關稅措施可能的影響，在研究文獻

上缺乏討論。中國加入WTO後，依其承諾將

逐步廢除進口許可證、配額及標售進口權利

金等非關稅措施。而 NTMs 則對產品之進口

及進口數量等加以限制，直接影響東亞主要

國家產品之可否進入中國市場及進入的程

度。

1.取消進口許可證產品

加入 WTO 後取消對 HS10（穀物類計 9

項）、HS15（動、植物油脂類計 14 項）、

HS22（飲料、酒類計 9項）、HS37（照相及

電影用品類計 15項）的進口許可證，共計 47

個 HS八位碼稅號項目。

2.取消配額進口許可證產品

加入WTO後取消的配額進口許可證產品

有：HS17（糖類產品計 4項）、HS24（煙草

製品類計 7 項）、HS27（礦物燃油類計 8

項）、HS28（無機化學品 1項）、HS31（肥

料類計 25項）、HS39（塑膠製品計 2項）、

HS40（橡膠類計 11 項）、HS51（動物毛類

計 9 項）、HS54（人造纖維長絲類計 13

項）、HS55（人造纖維棉類計 18 項）、

HS84（機械設備類計 34 項）、HS85（電機

設備類計 36 項）、HS87（車輛及零件類計

77項）、HS90（光學、照相、醫療設備等計

7項）及 HS91（鐘表零件類計 6項），並最

遲於 2005年執行完畢。

3.取消標售進口權利金產品

入會後取消標售進口權利金產品項目

有：HS84（機械器具類計 57 項）、HS85

（電機設備類計 21項）、HS86（鐵路車輛類

1 項）、HS87（車輛零件計 2 項）、HS89

（船舶類計 14項）、HS90（光學、醫療設備

類計 15項），中國承諾加入WTO後逐年廢

除此限制。

由於中國的非關稅措施項目多在加入

WTO後即取消，少部份的非關稅措施項目亦

將於 2004年全部取消。為便於簡化分析，本

節假設中國的非關稅措施項目在加入WTO時

一併全部取消，利用中國廢除非關稅措施項

目的資料，2001年的中國自東亞主要國家進

口的資料，依中國廢除非關稅措施項目HS八

位碼產品細項分類，整理東亞主要國家因廢

除非關稅措施相對應受到影響的產品項目，

觀察各國受到中國取消各種非關稅措施項目

金額占中國自各國進口總額之比重，並且評

估廢除非關稅措施對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出

口項目可能的影響程度。

表 4 列示中國取消非關稅措施對進口東

亞主要國家產品的影響，上述之比例係以

2001年中國自東亞主要國家進口 HS 八位碼

產品資料，觀察受到中國取消各種非關稅措

施項目進口金額占自各國進口總額之比重。

根據此表，得到以下幾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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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取消進口許可證方面，泰國是主要

的可能獲益國，台灣、印尼及馬來西亞的

獲益程度不大，至於菲律賓、南韓及新加

坡則不受取消進口許可證的影響，此主要

反映中國自東亞主要國家進口結構的差

異。

2. 就取消進口許可證與配額方面，東亞

主要國家可能的獲益依序為南韓、泰國、新

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及台灣。特

別是，南韓、泰國及新加坡，中國取消自這

些國家進口的許可證與配額的項目，占其對

中國出口的比重界於 12%至 15%間，顯示此

對三國的獲益程度很高。

3. 就取消權利金方面，東亞主要國家中

主要的獲益國為台灣與南韓，馬來西亞、新

加坡及泰國的獲益程度相近，至於印尼及菲

律賓的受益程度相對較低。

4. 整體而言，由於中國自東亞主要國家

進口產品結構的差異，致東亞主要國家可能

受益於中國取消非關稅措施的程度不同，依

序為南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台

灣、印尼及菲律賓。

參、東亞主要國家產品在㆗國市場的競爭㊝勢

由於中國的關稅減讓及廢除非關稅措

施，直接降低東亞主要國家產品進入中國市

場之成本。本文分析東亞主要國家產品在中

國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項目，藉以觀察

東亞主要國家產品在中國市場的商機。此

外，加入WTO後，將增加進口的各國產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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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本國產品的競爭，東亞主要國家在中國

市場具競爭優勢產品將有可能成為中國反傾

銷的產品項目，值得關切。

本節採用衡量競爭優勢與競爭力指標有

顯示性比較利益指數 (註 6 )（Revealed Com-

parative Advantage Index，以下簡稱RCA）與

市 場 占 有 率（Market Share，以 下 簡 稱

MS），利用 1993 年至 2001 年中國通關資

料，分析東亞主要國家在中國市場 MS 及

RCA之表現，找出東亞主要國家個別國家在

中國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

一、東亞主要國家出口產品MS及RCA表現

就東亞主要國家出口至中國之全部產品

言，1993至 2001年，除台灣及新加坡在中國

的市場占有率略有縮減外，其餘東亞主要國

家均呈增加，尤以南韓的市場占有率擴增程

度最為明顯，由1990年代中期（1993至1995

年）的 6.6%增至後期（1999至 2001年）的

10.1%，惟台灣在 1990 年代後期仍為東亞主

要國家中市場占有率最高者，達11.4%，南韓

次之（表 5）。

台灣及南韓對中國的出口品中，市場占

有率超過 5%的產品項目占其出口至中國之比

重高達 95%以上，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優勢。

至於ASEAN-4在中國市場具有比較利益的產

品大多屬動、植物加工品類等初級產品；台

灣及南韓大多屬紡織品類；新加坡主要為礦

物燃料產品類，惟其競爭優勢已大幅下降。

就東亞個別國家對中國前十五大出口

類別中 (註 7 )，市場占有率超過 5%且RCA

大於 2.5 的產品，視為個別國家在中國市

場最重要且最具競爭力的類別項目，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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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1年除新加坡對中國前十五大出口類

別項目沒有符合此標準外，各國屬於此類

的產品項目列示於表 6。

二、東亞主要國家主要出口產品RCA的表現

本節進一步觀察 1993 至 2001 年間中國

自東亞主要國家主要進口類別產品之 HS27

（礦物燃油）、HS29（有機化學品）、HS39

（塑膠製品）、HS54（人造纖維長絲）、

HS72（鋼鐵）、HS84（機械器具）、HS85

（電機設備）及HS90（光學、醫療等設備）

等產品MS及 RCA的變化 (註 8 )。同時，為

便於比較，亦比較美國及日本出口至中國的

RCA表現。本文發現：

(一) 面對各國積極開拓中國市場之際，

掌握關鍵技術及零組件之美國及日本在中國

市場的MS及RCA表現相對較東亞主要國家

平穩，例如，HS84（機械器具）、HS85（電

機設備）、HS90（光學、醫療等設備）。上

述三類產品多屬高資本密集及高科技產品，

日本及美國較東亞主要國家具有競爭優勢，

為中國主要進口來源。東亞主要國家中，以

台灣及南韓表現最佳，台灣的HS85（電機設

備）在中國市場的表現甚至超越美國。

(二)自 1994年起，菲律賓與新加坡HS27

（礦物燃油）之MS及RCA均由超強競爭優

勢明顯下降，南韓 MS 逐漸擴增，1998 年

起，南韓MS居首位。

(三) HS29（有機化學品）以南韓表現最

佳，自 2000年起MS超過日本，居首位。

(四) HS39（塑膠製品）及HS54（人造

纖維長絲）以台灣及南韓最佳，且均超越日

本及美國。

三、比較東亞主要國家在中國的出口結構

為比較東亞主要國家在中國市場的出口

結構，本文進一步利用中國通關資料，計算

東亞主要國家在中國市場的出口HS二位碼類

別產品的 RCA 值，以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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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法，分析東亞主要國家在中國市場的出

口結構的相似性，藉以觀察在中國加入

WTO後，東亞主要國家在中國市場的競爭

情勢。

表 7的結果發現，1990年代後期（1999

至 2001年）東亞主要國家在中國市場的出口

結構以台灣與南韓間的相似度最高，且相關

係數由 1990 年代中期（1993-1995 年）的

0.639 提高至 0.738。由於台灣及南韓在中國

市場的出口結構相似度最高，加上近年來南

韓不斷擴張其在中國市場的出口，而台灣為

目前東亞主要國家在中國市場占有率最高

者，因此，在中國加入WTO後，台灣及南韓

在中國市場的產品競爭可能加劇。同時，表

7顯示NIE-3與ASEAN-4在中國市場的出口

結構存在差異。

至於 ASEAN-4國家方面，比較 1990年

代中期及後期，以馬來西亞為例，馬來西亞

與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的出口類別

相似度均呈下降趨勢；又如，以泰國為例，

除泰國與印尼的出口類別相似度均呈上升趨

勢外，泰國與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出口類別

相似度均呈下降趨勢。

四、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利益

2001年中國的加工貿易占其外貿總額的

比重已達 55.8%。經由加工貿易的發展，中

國擴大製成品出口的同時帶動進口原材料、

零組件與機器設備的增加。換言之，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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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後，外人直接投資的增加，經由勞

力密集的加工貿易發展，帶動中國進口原材

料、中間零組件與機器設備的增加，進而東

亞主要國家將增加對中國的出口。

同樣地，除美國外，中國的外資企業主

要來自東亞地區（香港、日本以及 NIE-3等

國），並且多為出口導向型的企業。由於外

資企業的產品進口比重高，使得中國與NIE-3

國家的貿易關聯程度較高。從 NIE-3與中國

的貿易結構觀察，在中國加入WTO後，由於

中國的市場開放和關稅降低，使得中國增

加自 NIE-3國家進口資本財與中間產品，例

如，紡織、電子零組件及非電子設備等。因

此，NIE-3將會從中國的WTO市場開放中獲

益。

至於 ASEAN-4方面，在中國加入 WTO

後，隨著中國經濟與出口的發展，對一些產

品的進口需求也將增加，尤其是中國生產還

不能滿足需求的資源性產品，包括原油、原

油製成品、紙漿等原材料，自ASEAN-4的進

口將明顯成長。惟相較於 NIE-3與中國的貿

易規模及貿易結構，ASEAN-4對中國的出口

增加獲利程度較低。

此外，NIE-3較之ASEAN-4與中國的產

業內貿易迅速發展，NIE-3與中國在化學品、

橡塑料製品、紡織品、金屬製品及機械、電

子等產品的產業內貿易程度較高，而中國與

ASEAN-4 的產業內貿易項目主要是機械器

具、電機設備等項目。換言之，在中國加入

WTO後，隨著其擴大參與製造業的國際分工

與跨國公司的投資，有利於 NIE-3與中國的

產業內貿易的擴張 (註 9 )。

肆、加入WTO後㆗國與東亞主要國家在美國市場的出口競爭

根據 UNTAD（2002 年）的「全球投資

報告」，在 2000年全球市場占有率較大者主

要為已開發國家，中國排名全球第四，而東

亞主要國家列入前二十名者依序為台灣、南

韓、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泰國。惟若觀察

1985至 2000年「全球市場占有率的增加百分

點幅度」，表現較佳者則多為開發中國家及

轉型中國家，中國排名全球第一，南韓與及

馬來西亞的全球排名則分別為第三與第五。

其餘東亞主要國家列入前二十名者依序為泰

國、台灣、新加坡及菲律賓。換言之，中國

在全球競爭力排名表現優於東亞主要國家。

加入WTO後，中國經濟將加速融入世界

經濟體系的運作。在 WTO 架構下，一方

面中國的市場開放，將造成中國本地產品

與國外進口產品的競爭。同時，未來中國

出口結構調整的趨勢將依據其本身所擁有

的比較利益進行，此也將促使中國經濟的

資源分配更具有效率，以增強國際競爭力

( 註 10 )。

另一方面，加入WTO後中國的出口擴張

能力亦主要取決於出口產業比較利益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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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不同於Shafaceddin（2002年）的研究報

告，其主要從中國對全球出口的角度，討論

加入WTO後中國出口對開發中國家的影響。

本節則從個別出口市場，討論中國加入WTO

對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的出口競爭情勢。本

節利用 1990 年至 2001 年美國海關資料，分

析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出口產品在美國市場

的比較利益與出口競爭力之演變趨勢，藉以

觀察中國加入WTO後，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

在美國市場的競爭情勢。

一、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的競爭優勢

(一) 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產品 MS 及

RCA的表現

本節觀察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在美國市

場MS及RCA之表現，並找出個別國家在美

國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類別。1990年以

來，ASEAN-4 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均呈上

升，而 NIE-3則均呈下降，中國在美國的市

場占有率則呈大幅升高（表 8）。此外，在

1990年代初期，台灣為東亞主要國家在美國

市場占有率最高者，目前台灣在美國市場占

有率已被南韓超越。

就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對美國前十五大

出口類別項目中，市場占有率超過5%且RCA

大於 2.5的產品，可以視為各國在美國市場最

重要且最具競爭力的類別項目，1999至 2001

年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屬於此類的產品類別

項目列示於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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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產品的競爭優

勢比較

前一節觀察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在美國

市場各自具有競爭優勢的出口產品項目，本

節則進一步比較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對美國

市場前十五大出口類別項目競爭優勢變動情

況。傳統上係以「市場占有率的大小」比較

特定時點雙方「絕對競爭力」的優劣表現，

惟進一步比較市場占有率的增減百分點（△

MS），更可瞭解彼此競爭力優勢的消長情

形，此即國家間的「相對競爭力」的比較 (註

11 )。由於相對競爭力的比較係觀察兩國出口

產品競爭力的消長，因此，若絕對競爭力較

差但相對競爭力較佳，則該出口類別項目仍

有迎頭趕上的潛力。

本文按NIE-3及ASEAN-4兩群組，先比

較 1990 年代後期（1999-2001 年）東亞主要

國家與中國的出口類別產品在美國市場 MS

值的大小，再根據上述比較結果進一步按

1990年代前後期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產品在

美國市場的「相對競爭力」消長情形的比較

予以細分，若該國某種類別產品的 MS 上升

百分點超過中國，或下降百分點低於中國，

則表示該國該項類別產品的相對競爭力優於

中國；若該國產品的 MS 下降百分點超過中

國，或上升百分點低於中國，則表示該國

該項類別產品的相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 註

12 )。

以下各比較表中，若該國表現優於中國

者，以「＋」表示；劣於中國者，以「－」

表示；與中國相近者，以「○」表示。比較

方式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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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1可以得知NIE-3對美國前十五大

出口類別商品與中國競爭優勢的綜合比較：

1. 南韓：HS27（礦物燃油）及 HS98

（特殊物品）絕對及相對競爭力與中國相

近；HS87（車輛及其零件）絕對競爭力與中

國相近，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佳；HS54（人

造 纖 維 絲）、HS72（鋼 鐵）、HS40（橡

膠）、HS48（紙漿、紙製品）及 HS71（珍

珠、寶石、貴金屬製品）絕對競爭力雖較中

國為佳或與中國相當，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

差。

2. 新加坡：HS27（礦物燃油）、HS87

（車輛及其零件）、HS88（航空器零件）及

HS98（特殊物品）絕對及相對競爭力與中國

相近；HS03（水產動物）絕對競爭力較中國

差，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佳；HS29（有機化

學）、HS40（橡 膠）、HS72（鋼 鐵）及

HS84（機械器具）絕對競爭力與中國相近，

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3.台灣：HS72（鋼鐵）、HS87（鋼鐵）

及HS98（特殊物品）絕對及相對競爭力與中

國相近；HS83（雜項基本金屬）及 HS84

（機械器具）絕對競爭力與中國相近，但相

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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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12，可以得知 ASEAN-4 對美國

前十五項出口商品與中國競爭優勢的綜合比

較：

1.印尼：HS18（可可製品）絕對及相對

競爭力均優於中國；HS09（咖啡、茶）及

HS27（礦物燃油）相對競爭力與中國相近；

HS03（水產動物）、HS61（針織或鉤針織之

衣著）及HS62（非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市

場占有率較中國小，但占有率的消長表現較

中國佳；HS40（橡膠）、HS44（木製品）及

HS48（紙漿或紙製品）目前競爭力雖與中國

相近，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2.馬來西亞：HS15（動、植物油脂）、

HS27（礦物燃油）、HS29（有機化學）及

HS98（特殊物品）的相對競爭力與中國相

近；HS61（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及 HS62

（非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的絕對競爭力較

中國差，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佳；HS40（橡

膠）、HS38（雜項化學品）及 HS44（木及

木製品）的絕對競爭力雖較中國佳或與中國

相當，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3. 菲律賓：HS98（特殊物品）的絕對競

爭力及相對競爭力均與中國相近；HS03（水

產動物）、HS61（針織或鉤針織衣著）及

HS62（非針織或鉤針織衣著）的市場占有率

較中國差，但占有率的增減表現較中國佳；

HS15（動、植物油脂）、HS16（水產動物製

品）及HS20（植物調製品）的絕對競爭力雖

較中國佳或與中國相當，但相對競爭力較中

國差。

4.泰國：HS03（水產動物）具有絕對及

相對競爭力均較中國佳；HS16（水產動物製

品）相對競爭力與中國相近；HS61（針織或

鉤針織之衣著）及HS62（非針織或鉤針織之

衣著）的市場占有率較中國差，但占有率的

增減表現較中國佳；HS40（橡膠）、HS44

（木及木製品）及HS71（珍珠、寶石、貴金

屬製品）的絕對競爭力雖較中國佳或與中國

相近，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二、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產品的 RCA表現

利用 1990年代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對美

國出口主力產品且市場占有率變化較大之類

別項目，包括有 HS39（塑膠）、HS61（針

織或鉤針織之衣著）、HS62（非針織或鉤針

織 之 衣 著）、HS64（鞋 靴）、HS73（鋼

鐵）、HS84（機械器具）、HS85（電機設

備）、HS94（家俱）及 HS95（玩具與運動

用品）的 RCA 趨勢，觀察 1990年代前後期

間內個別國家上述產品之比較利益的變化(註

13 )， 其中較顯著的部分包括：

(一)中國除了HS61（針織或鉤針織之衣

著）及 HS62（非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的

RCA 明顯下降外，其餘多呈上升，特別是

HS64（鞋靴）及 HS94（家俱）的 RCA上升

趨勢較為明顯，且HS95（玩具與運動用品）

之 RCA超強，與各國呈現明顯對比。

(二)除了印尼及泰國外，其餘六國HS61

（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及 HS62（非針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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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鉤針織之衣著）在美國市場 RCA 均呈下

降，惟南韓該二項類別產品仍具極強競爭優

勢。

(三) 台灣在 HS39（塑膠製品）、HS64

（鞋靴）、HS94（家俱）及 HS95（玩具與

運動用品）之RCA明顯下降，而中國在這些

類別項目產品之RCA及MS則急劇上升，反

映台灣勞力密集產業外移中國且市場占有逐

漸被取代的情況。

此八國在美國市場HS85（電機設備）的

RCA愈趨接近，反映不同於傳統勞力密集產

業呈現「雁行產業發展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之跨國遞移關係，資本及技術

密集產業在跨國間的發展則呈現「愈來愈多

國家投入」的現象，區域內各國就其勞力成

本、資本成本等各自比較利益而專注於產業

內不同生產階段的生產及出口，產業內分工

及貿易的程度愈益加深；東亞主要國家此項

產品在美國市場 MS 變化不大，而中國的改

革開放雖然遲至 1980年代才展開，惟其資訊

科技產業發展的進程及在東亞地區的分工地

位，與 1970年代以來就有大量外資進駐參與

產業發展的東南亞諸國相較毫無遜色 ( 註

14 )，中國的 HS85（電機設備）在美國市場

占有率由 90 年代初期低於 5%，逐漸擴增至

後期之接近 15%。

整體而言，1990年代後期，個別國家在

美國市場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言，中國主要

為勞力密集產品，惟受到墨西哥及中美洲新

興國家的競爭，1990年代初期中國具有競爭

優勢之紡織品類競爭優勢不再。印尼、菲律

賓及泰國大多屬動、植物加工品類等初級產

品；馬來西亞則相當集中電機產品類；南韓

大多屬紡織品類製品；台灣大多屬鋼鐵類製

品、基本金屬製工具及基本金屬類製品、紡

織品類製品；新加坡主要為機械器具。此

外，ASEAN-4國家出口品中以特有之資源密

集型產品居多，替代性較低；反觀缺乏天然

資源之南韓、台灣及新加坡，市場占有率受

到其他競爭國的影響較明顯。

三、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出口結構的相似度

本文利用 HS 二位碼各類產品的 RCA，

以Spearman等級相關係數法，觀察東亞主要

國家與中國在美國市場產品的相似程度，如

果兩國在美國市場存在較高的出口產品相似

度，則兩國出口貿易結構差異不大，可能存

在較大的競爭壓力。表 13列示東亞主要國家

與中國出口產品在美國市場RCA指數的序列

相關係數，結果發現：

(一) 1990年代在美國市場的貿易商品結

構以台灣與南韓的相似度最高，其次為印尼

與馬來西亞。

(二) 與中國的出口結構相比較，1990年

代後期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的

相似程度以台灣、泰國及菲律賓較高。

(三) 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的出口商品結

構相似度除泰國呈增強外，其餘六國均較

1990年代初期下降。至於印尼與中國出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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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相關係數，在 1990年代的前後期沒有明

顯的變動，而南韓與中國、馬來西亞與中國

的出口商品結構相關係數，在 1990年代後期

則呈下降。

伍、加入WTO後㆗國與東亞主要國家在㈰本市場的出口競爭

本節利用與上節相同的分析方法，運用

1990年至 2001年日本海關資料，分析東亞主

要國家及中國在日本市場出口競爭力之變動

趨勢，藉以觀察中國加入WTO後，東亞主要

國家與中國在日本市場的競爭情勢。

一、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的競爭優勢

(一) 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產品 MS 及

RCA的表現

本文藉由觀察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在日

本市場MS及RCA之表現，找出個別國家在

日本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類別。

1990年以來，受到亞太區域內投資及貿

易更加密切的影響，特別是區域內各國間電

子資訊產業內貿易程度大幅提高，除了印尼

外，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在日本的市場占有

率均有提升，其中，以中國的占有率提升的

幅度尤其明顯，至於東亞主要國家中以南韓

在日本市場占有率最高（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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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對日本前十五大出

口類別項目中，市場占有率超過 5%且 RCA

大於 2.5的產品，可視為個別國家在日本市場

最重要且最具競爭力者，1999至 2001年東亞

主要國家及中國屬於此類的產品類別項目列

示於表 15。

(二) 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產品的競爭優

勢比較

與美國市場的比較分析相同，表 16 及

表 17 按 NIE-3 及 ASEAN-4 兩群組，比較

1990年代後期（1999至 2001年）東亞主要

國家及中國產品在日本市場MS值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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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彼此在 1990 年代初期（1990 至 1992

年）及後期MS增減百分點的比較結果予以

細分，分別觀察其對日本前十五項出口類

別產品與中國之絕對與相對競爭力的比較。

根據表 16，可以得知NIE-3對日本前十五

大出口類別項目與中國競爭優勢的綜合比較：

1. 南韓：以 HS27（礦物燃油產品）、

HS72（鋼鐵）及 HS84（機械器具）表現較

佳，絕對及相對競爭力均不亞於中國；HS00

（特殊物品）、HS03（水產動物）、HS29

（有機化學產品）、HS39（塑膠製品）及

HS76（鋁製品）的絕對競爭力與中國相當，

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2. 新加坡：以 HS18（可可製品）、

HS27（礦物燃油）及 HS49（書籍及印刷產

品）的表現較佳，絕對及相對競爭力均不亞

於中國，尤其HS18（可可製品）的絕對及相

對競爭力均較中國佳；HS00（特殊物品）、

HS29（有機化學）、HS71（珍珠、寶石貴金

屬製品）、HS74（銅製品）及 HS84（機械

器具）的絕對競爭力較中國佳或與中國相

近，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3. 台灣：以 HS00（特殊物品）、HS72

（鋼鐵）及HS84（機械器具）表現較佳，絕

對及相對競爭力均不亞於中國；HS03（水產

動物）、HS29（有機化學）、HS39（塑膠製

品）及HS76（鋁製品）的絕對競爭力與中國

相當，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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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17，可以得知ASEAN-4對日本前

十五項出口商品與中國競爭優勢的綜合比較：

1.印尼：HS26（礦砂）、HS40（橡膠）

及HS48（紙製品）絕對及相對競爭力均不亞

於中國； HS03（水產動物）、HS27（礦物

燃油）、HS44（木及木製品）、HS75（鎳製

品）及HS76（鋁製品）絕對競爭力較中國佳

或與中國相近，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2.馬來西亞：HS15（動植物油脂）、HS27

（礦物燃油）、HS74（銅製品）及 HS84（機

械器具）的絕對及相對競爭力均不亞於中國；

HS29（有機化學）、HS40（橡膠）及 HS44

（木及木製品）的絕對競爭力雖較中國佳或與

中國相當，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3.菲律賓：HS27（礦物燃油產品）的絕

對競爭力與中國相近，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

佳； HS08（食用果實）、HS26（礦砂）及

HS74（銅製品）的絕對競爭力較中國佳或與

中國相當，但相對競爭力較中國差。

4.泰國：HS23（食品、調製動物飼料）

的絕對及相對競爭力均較中國佳；HS03（水

產動物）、HS17（糖及糖果）、HS40（橡

膠）及HS71（珍珠、寶石或貴金屬製品）的

絕對競爭力較中國佳或與中國相近，但相對

競爭力力較中國差。

二、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產品的 RCA表現

本文利用 1990年代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

在日本之出口主力且市場占有率變化較大之

HS39（塑膠製品）、HS61（針織或鉤針織之

衣著）、HS62（非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

HS64（鞋靴）、HS72（鋼鐵）、HS84（機械

器具）、HS85（電機設備）、HS94（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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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HS95（玩具與運動用品）等類產品RCA的

趨勢，觀察 1990年代期間個別國家產品 RCA

的變化 (註 15 )，其中較顯著的部分包括：

(一)中國除了HS61（針織或鉤針織之衣

著）的RCA未如美國市場明顯下降外，其它

類出口產品 RCA趨勢與在美國市場相似。

(二) 南韓的 HS61（針織或鉤針織之衣

著）、HS62（非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及

HS64（鞋 靴），以 及 台 灣 在 HS64（鞋

靴）、HS94（家俱）及 HS95（玩具與運動

用品）之RCA明顯下降，反映南韓及台灣勞

力密集產業在日本市場逐漸衰退的趨勢。

(三) 除了新加坡外，其餘東亞主要國家

及中國的 HS84（機械器具）及 HS85（電機

設備）RCA多呈上揚，惟新加坡該二類產品

競爭優勢仍強。

就 1990年代後期觀察，東亞主要國家及

中國在日本市場具有比較利益產品項目分布

較美國市場為分散，中國具有比較利益產品

主要為勞力密集產品項目；印尼、馬來西

亞、菲律賓及泰國比較利益產品大多屬動、

植物及其相關加工產品，以及勞力密集類產

品，其中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在電機產品類亦

具有超強比較利益；南韓及台灣比較利益產

品項目大多屬鋼鐵製品類、基本金屬製工具

及基本金屬製品類、紡織品及紡織製品類；

新加坡主要為機械器具類產品。

三、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出口結構的相似度

同樣地，本文利用日本海關資料計算HS

二位碼各類產品的 RCA 值，以 Spearman 等

級相關係數法，觀察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在

日本市場產品的相似程度，如果兩國在日本

市場存在較高的出口產品相似度，則兩國出

口貿易結構差異不大，可能存在較大的競爭

壓力。表 18列示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出口產

品在日本市場的相關係數，結果發現：

(一) 1990年代在日本市場的貿易商品結

構以南韓與台灣的相似度最高，其次為馬來

西亞與新加坡。

(二) 與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相似度最高者

則為台灣，南韓次之，惟相似度較 1990年代

初期呈下降。

(三)至於ASEAN-4個別國家與中國的出

口商品結構相關係數方面，泰國及印尼的出

口商品結構相關係數在 1990年代的後期呈現

下降，而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在 1990 年代的

前、後期大致沒有變動。

Shafaeddin（2002 年）曾就中國加入

WTO對開發中國家出口的影響提出討論，該

文利用 1997 至 1998 年中國及部分開發中國

家對外前 50大出口品的 RCA 加以排序，再

以Spearman等級相關係數法加以檢定，結果

發現，中國對外前五十大出口類品RCA的排

序僅與泰國的相關係數 0.42較高，與泰國以

外之東亞主要國家的相關係數均非常低與不

顯著。不同於 Shafaeddin（2002年）的研究

發現，本文依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出口主要

市場－美國及日本－分別處理，則明顯發現

中國與台灣、南韓、泰國及菲律賓出口商品

結構的相似度均相當高，特別是與台灣，

1990年代後期台灣與中國在美國及日本市場

出口產品 RCA 排序的相關係數分別達 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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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0.364，並且具有統計顯著性。

四、中國出口擴張與對東亞主要國家的出口

競爭

(一)中國的出口擴張

從總體上看，加入WTO後，將加速中國

產業結構依照比較利益進行調整，此有助於

發展中國的比較利益強的產業可以更大規模

地進入國際市場。同時，中國是以發展中國

家的身份加入WTO，因此中國仍然繼續享受

先進國家提供的一般優惠關稅(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待遇，有利於擴大出

口，提升中國出口產品的市場占有率，東亞

主要國家也將面對中國的出口擴張壓力。

從前兩節的分析，顯示自 1990 年代以

來，NIE-3各國對美國市場的市場占有率呈現

下降，而對日本市場出口的市場占有率呈現

上升趨勢。至於ASEAN-4及中國在美國、日

本市場占有率均呈上升趨勢（印尼於美國市

場占有率呈下降除外），惟中國的成長幅度

遠高於 ASEAN-4各國。

整體而言，與中國出口結構相似的東亞

主要國家將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特別是

ASEAN-4主要出口產品將面臨來自中國製造

業的強大競爭壓力，ASEAN-4將會與中國在

出口傳統和非傳統製成品時直接競爭市場，

面臨著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對於 NIE-3而

言，由於有能力生產中國仍不具競爭優勢

與技術密集的產品，但是在許多低層次技

術密集的產品，中國已迅速對 NIE-3 國家

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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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紡織類產品的出口

根據前兩小節的分析顯示，HS61（針織

或鉤針織之衣著）、HS62（非針織或鉤針織

之衣著）及HS63（其他製成之紡織品）三項

產品目前仍為東亞主要國家出口至美國及日

本的主力產品。1990年代中國及東亞主要國

家的紡織品在美國市場占有率與RCA均呈現

減少趨勢（印尼及泰國除外），主要係北美

自由貿易區建立，美國改自墨西哥與中美洲

國家進口有關。

此外，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之絕對競爭

力與相對競爭力的比較亦顯示，東亞主要國

家在美國及日本市場紡織品的絕對競爭力均

較中國差，惟ASEAN-4紡織品在美國市場的

相對競爭力則較中國佳，部分原因係中國受

到紡織品出口配額的限制。

加入WTO，隨著關稅降低，中國將進口

國外價格低廉的紡織原料，降低中國紡織業

的生產成本。同時，根據紡織品服裝協定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於過

渡期間中國受到的紡織品出口配額限制將逐

步減少，且可享削減關稅、最惠國待遇及對

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優惠待遇。因此，預期中

國可享有自由化帶來的貿易利益並擴大出口

配額，特別是削減對美國、加拿大和歐盟等

國的紡織品服裝出口配額後，中國的紡織品

出口能力將有所提升 (註 16 )。由於紡織品係

東亞主要國家主要的出口產品，中國紡織品

出口競爭力的成長，不利於東亞主要國家紡

織品的出口。此外，由於紡織業屬勞力密集

產業，因此東亞主要國家須關注其可能引發

的勞動人口失業等社會問題。

(三)機械與電機類產品的出口

除紡織品外，本報告的研究顯示，HS84

（機械器具）、HS85（電機設備）是東亞主

要國家及中國對美國出口主力產品，以該二

項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增加幅度最顯著，也是

東亞主要國家及中國對日本的最主要出口項

目。同樣地，HS84（機械器具）、HS85（電

機設備）又是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進、出口

重疊最高的項目。

前述東亞主要國家對美國及日本前十五

大出口品與中國絕對競爭力及相對競爭力的

比較，東亞主要國家的HS85（電機設備）在

美國及日本市場的絕對競爭力均較中國差，

惟 HS84（機械器具）及 HS85（電機設備）

在日本市場的比較結果較在美國市場的表現

佳，尤其台灣及南韓HS84（機械器具）在日

本市場與的絕對及相對競爭力均不亞於中

國。

造成上述差異的可能原因係為：1. 南韓

及台灣為日本成熟產業的主要承接者，日本

對其投資與雙邊貿易關係相當深厚；2. 美國

為最終產品的最大消費國，許多國際大廠將

已成熟的產品在中國組裝，直接以中國作為

發貨中心，使得東亞主要國家產品在美國市

場被中國取代的程度較日本市場高。此二產

品在美國及日本市場與中國競爭力比較結果

的歧異，顯示東亞主要國家可針對不同市場

的產品需求特性，積極發展與中國技術層次

有所區隔的產品研發。

此外，加入WTO後，中國將享受多邊最



A

中國加入WTO對東亞主要國家貿易之影響

— ３１ —

惠國待遇和發展中國家的各種優惠待遇，擴

大中國電子資訊產品出口。同時，中國放寬

和取消對先進國家投資的限制，將吸引更多

的外國資訊業在中國投資設廠，從而有利於

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資訊產品加工與製造基

地。對東亞主要國家而言，中國在許多電子

資訊產品項目，已造成各國的生產威脅。中

國對全球電子產品出口的市場占有率迅速增

加，減少東亞主要國家的出口市場占有率。

換言之，東亞主要國家電子資訊產品的出口

競爭力，將可能由於中國在此產業不斷成長

的力量而下降，值得各國重視。

陸、結 論

綜合上述的討論，本文主要的結論如下：

1. 本文分析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主要出口類

別的關稅結構顯示，大幅降低稅率的有食

用果實、穀物、動及植物油脂、人造纖維

棉、針織物及鉤針織衣著與車輛零件等項

目。而油籽及種子、礦砂、礦物燃油、橡

膠等的關稅稅率調降有限或甚至不變，此

類進口將較不受WTO關稅降低的影響。此

外，機械與電機類項目的稅率降低幅度相

當大，有利於東亞主要國家對中國的出口。

2. 分析中國的關稅降低與東亞主要國家對中

國出口結構比重之相關係數顯示，各國對

中國主要出口類別項目多呈較低的負相關

係數，此顯示中國關稅降低幅度與東亞主

要國家對中國的出口沒有很大的相關性。

本文亦分析中國取消各種非關稅措施對東

亞主要國家的影響，整體而言，由於中國

自東亞主要國家進口產品結構的差異，致

東亞主要國家受益於中國取消非關稅措施

的程度不同，依序為南韓、泰國、新加

坡、馬來西亞、台灣、印尼及菲律賓。

3. 本文採用顯示性比較利益指數分析方法發

現，ASEAN-4在中國市場具有比較利益的

產品大多屬動、植物加工品等的初級產

品。而台灣及南韓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多

屬紡織品及紡織製品，至於新加坡主要為

礦物燃料，惟其競爭優勢已大幅下降。此

外，就機械器具、電機設備等產品言，以

台灣及南韓比較利益的表現最佳。

4.本文以 Spearman等級相關係數法，分析東

亞主要國家在中國市場的出口結構的相似

性，藉以觀察在中國加入WTO後，東亞主

要國家在中國市場的競爭情勢。本文發現

以台灣與南韓間的相似度最高。因此，在

中國加入WTO後，台灣及南韓在中國市場

的競爭可能加劇。

5.為分析加入WTO後中國與東亞主要國家出

口產品的競爭與具比較利益的產品項目，

本文首先分析兩者在美國市場的的競爭優

勢，報告顯示印尼在可可製品；馬來西亞

在動植物油脂、礦物燃油、有機化學等；

泰國在水產動物產品；南韓在礦物燃油；

新加坡的礦物燃油、車輛零件、航空器零

件等；台灣在鋼鐵、車輛零件等出口的競

爭力均不低於中國的產品。

6. 本文也分析個別國家產品在美國市場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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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利益的變化，顯示中國除了在針織或非

針織之衣著的RCA明顯下降外，其餘產品

的RCA多呈上升；除了印尼及泰國外，其

餘六國的針織或非針織衣著 RCA 均呈下

降，惟南韓在此類產品仍具極強競爭優

勢；台灣在塑膠製品、鞋靴、家俱及玩具

與運動用品之RCA明顯下降。與中國的出

口結構相比較，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貿易

結構的相似程度以台灣、泰國及菲律賓較

高。

7.同樣地，本文也分析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

在日本市場的出口競爭優勢發現，南韓的

礦物燃油、鋼鐵及機械設備；新加坡的可

可製品、礦物燃油；台灣的鋼鐵及機械設

備等產品；印尼的礦砂、橡膠及紙製品；

馬來西亞的動植物油脂、礦物燃油、銅製

品及機械器具；菲律賓的礦物燃油；泰國

的食品、調製動物飼料等出口產品的競爭

力均不低於中國的產品。

8.至於個別國家在日本市場之比較利益方

面，本文發現中國除了在針織類衣著的

RCA未如美國市場明顯下降外，其餘產品

RCA趨勢與在美國市場相似；南韓的針織

與非針織類衣著及鞋靴，以及台灣在鞋

靴、家俱及玩具與運動用品之RCA明顯下

降；除了新加坡外，其餘東亞主要國家及

中國的機械設備及電機設備的RCA多呈上

揚，惟新加坡在該二項產品的競爭優勢仍

強。本文亦討論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在日

本市場出口結構的相關係數，結果發現與

中國出口結構相似度最高者則為台灣，南

韓次之。此外，ASEAN-4與中國的相關係

數方面，泰國及印尼的相關係數呈現下降，

而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在大致沒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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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HS二位碼貿易產品分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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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1 括號的比例係為 1998年進口這類商品的所占的比重，參考 Ianchovichina、Martin與 Fukase（2002年）。

2 在 UNCTAD（2002年）的「貿易和發展報告」與 Shafaeddin（2002年）的報告討論相關的研究方法以及存在的問題，

例如，缺乏考量中國加入WTO的實際承諾情況，和過於誇大中國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能力。至於相關的研究文獻，參

考 Gilbert和Wahl（2000年）、Noland (1998年)、Hufbauer和Rosen（2000年）、USITC（1999年）、Naughton (1998

年)、Ianchovichina、Martin與 Fukase (2001)年的報告。

3 有關 HS二位碼分類說明參考附錄部份。

4 由於中國入會的關稅減讓彙總表沒有列示 HS98(特殊處理商品)的稅則資料，因此，在表 2排除此項產品。

5 此類出口項目的相關係數的數值呈無限大時，主要是由於關稅變數的標準差為零所造成，在表 3中未列示此相關係數的

數值呈無限大的項目。

6 根據日本貿易振興協會(JETRO) RCA之設定標準，RCA>=2.5表具有極強出口競爭力。

7 有關 HS二位碼分類說明參考附錄部份。

8 這些產品為中國自東亞主要國家最主要的進口品，且 MS 或 RCA 較有變化項目。由於受篇幅的限制，本文沒有列示相

關產品的MS與 RCA變動趨勢圖，有興趣讀者可參考今年 7月 SEACEN CENTRE將出版「The PRC in theWTO: Impact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Selected SEACE Countries」研究報告。

9 有關東亞主要國家與中國的產業內貿易分析係引自 Yen, Tsai, Kao, Lu與 Chen (2003)研究報告第二章內容。

10 WTO多邊的開放貿易體制的建立，反映各國基於「比較利益原則」推動全球貿易的自由化。

11 參考 UNCTAD（2002年）的「全球投資報告」。

12 絕對競爭優勢及相對競爭優勢係比較市場占有率的大小及其相對變化，比較值的設定並無一定的標準，市場占有率的大

小及變化通常受到經濟規模及期間長短的影響。

13 由於受篇幅的限制，本文沒有列示相關產品的MS與 RCA變動趨勢圖，有興趣讀者可參考今年 7月 SEACEN CENTRE

將出版「The PRC in the WTO: Impact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Selected SEACE Countries」研究報告。

14 參閱黃登興（2000年、2002年）的報告。

15 在此本文沒有列示相關產品的MS與RCA變動趨勢圖，有興趣讀者可參考今年 7月SEACENCENTRE將出版「The PRC

in the WTO: Impact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Selected SEACE Countries」研究報告。

16 根據紡織品服裝協定（ATC）規定， WTO成員國間，逐步取消紡織品及服裝進口的配額限制，實現紡織品服裝的自由

貿易。Ianchovichina、Martin與 Fukase (2000年)研究指出，逐步取消對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的配額有利於中國將其服裝出

口由原來占全球服裝出口的 20％增加至 47％。

參考文獻

黃登興、張靜貞，「區域內貿易結構與經濟依存關係：臺灣與東亞實證分析」，自由中國之工業, 90(11),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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