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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的主要貿易對象地區是中國、美國、日本、東南亞及歐盟等地區。因

此針對 2018年美中貿易戰開打、2020年 COVID-19疫情後、2022年烏俄戰爭發

生，更提高台灣的產業鏈及戰略位置之重要性，因此台灣積極推動與美國、日

本及歐盟等地區的經貿與外交合作，引起全球的關注。對台灣而言，台灣與上

述地區的經貿與合作關係的新局勢，將影響台灣未來經貿與國際地位之發展。 

 

1.美中貿易戰及 COVID-19對全球及台灣之影響 

美中貿易戰後，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從「戰略夥伴」轉為「戰略競爭對手」。

由於中國是台灣最大貿易國，美中貿易開戰自然影響兩岸的貿易及產業供應

鏈。為降低對台灣產業影響，台灣政府重新調整全球生產配置等策略因應，鼓

勵台商回台投資，或依其產業特性分散到東南亞、歐美等海外基地。 

 

2.台美雙方經貿與合作關係之發展 

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經貿及產業供應鏈產生衝擊，全球經濟成長率與進出口

貿易均衰退。美中雙方進出口貿易及貿易逆差也大幅縮減，但迄今中國依舊是

美國第一大貿易國及最大貿易逆差國。相對的，台灣企業與政府積極採取因應

措施，加上，COVID-19的疫情關係帶動遠距相關產業的商機，使得台灣與美

國、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及貿易盈餘均創下歷史新高。美中貿易摩擦沒有升高，

但是短期內不易改變。相對的，美國陸續與台灣簽訂多項法案，積極推動台美

經貿及外交合作。 

 

3.台日雙方經貿政策與合作之關係 

台日雙方自 1972年台日斷交後，沒有正式外交關係。2011年 3.11日本東

北大地震後，台灣對日本的捐款世界第一，因此日本官民對台灣的關心升高。

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擔任總理大臣後，積極促進台日雙方交流。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台日雙方只能採取遠距交流，影響雙方的直接投資。台灣對日本投

資件數及日本對台灣的投資件數及金額均大幅衰退。在政治及外交上，日本參

議院全員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前後任首相支持台灣加入 CPTPP。



2023年台積電在熊本設廠投資。 

 

4.台歐雙方經貿合作關係之發展 

COVID-19疫情發生後，台灣與歐盟的互動逐漸升溫，包括增加醫療合作、

提高產業合作、提高外交合作及提高台灣戰略位置重要之聲明。例如台積電赴

德國設廠，被意為台灣與歐盟「晶片外交」。 

2022年 10月 21日，歐洲議會表決通過並公布首份「歐盟－台灣政治關係

與合作」報告，呼籲歐盟提升與台灣關係。2022年 11月歐盟通過「台海情勢

決議文」，文中除了提到對台海安全的重視，更要求歐盟執委會盡快與台灣簽署

「台歐雙邊投資協定（簡稱 BIA）」，以增加供應鏈韌性。 

 

結語 

台灣和中國兩岸處於緊張狀態，美國和日本公開發表、非公開發表代表團

人數大幅增加，國際社會希望支援台灣的安全和自由，鞏固與台灣的友好關

係。雖然台灣與美國、日本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在過去的 3年裏，台灣和

美國、日本、歐盟的經濟、貿易政策和外交等合作、交流不斷。美國與台灣簽

訂「台美 21世紀貿易倡議」將有利於其他國家與台灣簽訂經貿合作關係。 

台灣強化與日本、美國及歐盟等地區在經貿、政治及外交關係，可給其他

國家或地區示範之作用，進而增進台湾與其他地區或國家經貿、政治與外交等

合作關係。日本新首相產生對台灣的態度尚未明確，美國總統大選結果亦將影

響未來台美經貿與外交關係，台灣須提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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