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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亞太區域論壇 

【國際地緣政經趨勢與科技政策競合發展】 

活動報告 
 

 張正穎、杜育葳、李芸安、吳治緯見習生 & 李麒緯助理研究員 

CTPECC秘書處 

 

因美中貿易與科技戰、俄烏戰爭、以哈（哈瑪斯）衝突等區域緊張為當前國

際政治經濟帶來不可預測性，加上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問題對我國國家發展、國

際參與至關重要，CTPECC規劃於本（2023）年 10月 12日假國立中正大學舉辦

「國際地緣政經趨勢與科技政策競合發展」亞太區域論壇，邀請中正大學社會科

學院王安祥院長、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蔡育岱所長、林泰和教授、宋學文教授、

趙文志教授和經濟學系劉文獻教授，以及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孫國祥教

授，與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張鴻副研究員就美中戰略、區域經濟整合（如 IPEF、

CPTPP、RCEP）、台美 21世紀貿易倡議等議題進行交流，會議紀實如下： 

會議紀實 

一、開幕致詞：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 王安祥院長 

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王安祥院長受

邀為本次亞太區域論壇進行開幕致詞。

王院長於致詞中提及中正大學在社會科

學領域的發展狀況與政治經濟等學術專

業，並指出由俄烏戰爭到以巴衝突，皆

凸顯國際地緣政治經濟對一國帶來巨大

影響。王院長也期許未來可整合各學院

專業教師資源，有助於使學生與國際接

軌，以及培養多方位人才。 

 

 
 圖為社會科學院王安祥院長發表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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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場次：國際地緣政治與經濟發展 

第一場次由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下稱戰國所）蔡育岱所長主持。

蔡所長於開場時向與會同學介紹智庫對我國在經濟議題分析、產業結構的轉型、

台灣局勢發展觀察的重要貢獻，並感謝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下稱 CTPECC）提供政策與趨勢的交流平台。蔡所長表示，第一場次的主題「國

際地緣政治與經濟發展」即在討論科技與戰略架構下的相關問題，加上近日爆發

的以巴衝突，都是與我國密切相關的議題，並期許與會老師、同學能在第一場次

講者帶來的內容中有所收穫。 

 

 圖為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蔡育岱所長說明本場次主題。 

美中競合與國際政經情勢 CTPECC 許峻賓秘書長 

本場次由 CTPECC 許峻賓秘書長擔任引言人，說明美、中兩國經貿策略與

布局。在美中競合部分，許秘書長先從中國角度切入，討論中國製造 2025 目標

意涵與野心，進而成為美中貿易戰及科技戰的發生背景之一；接著以美國視角介

紹不同總統時期的戰略發展，並指出川普總統強調的美國優先除了使所有與美國

經商的利害關係人皆須優先考量美國利益外，也促使美國境內重視勞工權益的相

關政策聲浪之興起。而後續執政的拜登政府承襲了川普的政策脈絡，強調美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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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回歸決心，同時關切勞工相關權益，也因此拜登政府在美中科技戰中，特別

針對高科技產業及半導體製造提出更多的政策與法案。許秘書長認為，美國的戰

略從過去到現在已逐漸講求在製造業上恢復美國過去的領導地位。 

 
 圖為 CTPECC許峻賓秘書長進行簡報。 

許秘書長也在簡報中說明了美國的印太戰略、印太經濟架構（IPEF）與亞太

區域國家的區域經濟整合參與狀況，其中多數國家在不同的區域整合（IPEF、

CPTPP、RCEP等）高度重疊。而從 CPTPP和 RCEP來觀察 IPEF後，可發現三

者有些共同之處。不過相較之下，IPEF 更著重供應鏈連結、食品安全與衛生標

準、海關的貿易便捷化、勞工、環境等議題的國際經貿法規討論，透過高標準的

規範來確保美國在經貿及產業發展上的領導力。若將 IPEF的發展放大至全球，

可窺探美國正在推動的全球戰略布局。至於中國戰略部分，除了推動一帶一路及

其他產業發展外，中國在全球海外布局推出了三個全球倡議，分別為全球文明倡

議、全球安全倡議，以及全球發展倡議。許秘書長表示，這三個倡議是基於中國

過去推動的全球合作機制，經由包裝後與美國戰略相抗衡。最後，許秘書長將

IPEF的四大支柱（貿易、供應鏈韌性、清潔能源與淨零炭排、稅收與反貪汙）對

應台美 21世紀貿易倡議所談論的項目，指出兩者有所相呼應，並認為日後的台

美合作也將繼續按美國印太經濟架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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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風險與國際貿易發展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劉文獻教授 

 
 圖為中正大學經濟學系劉文獻教授說明地緣政治與經濟的關聯。 

劉文獻教授以地緣政治切入本場次主題，向與會同學說明近年的地緣政治發

展，使同學理解地緣政治和經濟緊密結合的關係。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經常伴隨

來自經濟層面的影響，像是投資信心、股市表現、就業狀況、經濟災難或全球經

濟發展的趨緩。 

有關地區經貿發展現況，劉教授表示 CPTPP的會員國相較於 RECP是較為

先進的經濟體，且在新南向政策下，台灣已和多個東協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

係，因此就現階段而言，加入 CPTPP 對我國會是更有利的選擇，不過我國在加

入 CPTPP的過程中仍有一些挑戰需要克服。 

另外，因美中貿易戰的去風險戰略使外資從中國撤離，加上美國的友岸外包

政策將訂單轉給盟國，加速全球供應鏈重整、去全球化浪潮與科技國家主義。而

台美 21世紀貿易倡議強調的正是可信賴的互補供應鏈關係，擺脫中國不斷受惠

的比較利益法則，確保台灣能夠參與美國主導的新供應鏈，使未來經濟合作模式

從台、美、中合作，轉為台、美、第三國家（日、越等）合作，進一步促成台灣

和美國其他盟友簽訂相關協定。劉教授認為這項趨勢是台灣的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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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林泰和教授 

首先，林泰和教授向與會同學分析以哈（哈瑪斯）戰爭導火線，進而說明當

前國際局勢可能對我國帶來的挑戰。林教授表示，由民主自由價值鏈、第一島鏈、

半導體產業鏈所組成的三鏈共構，奠定了我國的特殊地位，同時地區衝突也印證

了世界各國須團結合作，以保護現有價值。 

有關中國局勢，林教授認為近期中國面臨反間諜法所引起的外資恐慌、青年

失業率提高、房地產違約等問題，使得內需下降、景氣低迷；在外部方面，美國

自川普總統展開對中貿易戰後，接連於拜登政府執政期間開啟了科技戰，對中國

形成圍堵，而中國在俄烏、以哈戰爭都選擇和西方國家站在對立面的局勢，使歐

盟及北約將其定位成系統性對手。未來國際格局將劃分為兩個世界，分別是陸權

的中、俄、伊朗、北韓的歐亞軸心及海權的美、日、韓、菲的海洋同盟。有鑑於

此，台灣未來將面臨價值選擇的考驗。 

 
 圖為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林泰和教授介紹以哈戰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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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場次：科技發展與國際政經競合 

 

 圖為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宋學文教授介紹本場次講者。 

第二場次由中正大學戰國所宋學文教授主持。宋學文教授認為社會不斷變動，

因此學術講求專精的同時，也需思考如何讓社會科學領域更貼近社會需求，使師

生保有對學術的興趣與持續投入。 

科技發展與國際政經競合：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下的亞太區域影響力競衡 

CTPECC張鴻副研究員 

CTPECC張鴻副研究員為第二場次引言人，於簡報中向與會同學說明美中貿

易戰與科技戰的緣起，以及兩國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競合。張副研究員表示，在

科技方面，「中國製造 2025」以掌握關鍵技術與成為全球製造強國為發展目標，

除了在 5G專利數量領先美國外，科技崛起帶動了軍事武器的研發，使美國備感

威脅。而在區域整合方面，亞太地區未來將是由中國主導的 RCEP，抑或是日、

紐、澳推動的 CPTPP 走向自由貿易區尚未明朗。不過在美國缺席的狀況下，亞

太區域逐漸增加由中國主導的可能性，但仍取決於中國何時能在亞太區域中扮演

主要的經貿角色，畢竟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為市場導向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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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張副研究員提到中國經貿外交影響力源自其於區域供應鏈的樞紐地位。

在 ICT產業鏈中，中國區域內零組件貿易之比重自 2005年開始超過日本與韓國

總和，形成不對稱依賴關係，並於 2021年輸出「中國標準 2035」，為產業升級和

轉型訂定標準，強化區域經濟整合影響力，逐步成為歐美 MNC（跨國公司）的

競爭者。面對這樣的發展趨勢，美國以貿易戰、打擊中國尖端科技發展等方式回

應，試圖保持科技絕對的領先，其政策包括 2022 年晶片與科學法案、先進製程

設備出口管制、CHIP4－晶片 4 方聯盟等，並且透過 IPEF 重新定義區域整合規

則，將勞工權益、能源等新興標準包含在內。 

反觀我國處境，張副研究員認為美中科技戰對台灣的負面影響不如對韓國嚴

重。雖然隨著中國成熟製程產能擴張、美國 7奈米晶片產能提升，我國半導體市

占率將略為下降，但台灣在 ICT區域內零組件供應鏈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半導體

產業聚落完整，暫不至於產生過大的衝擊和產業外移，不過仍應持續觀察。除此

之外，地緣政治對產業布局的效果，以及未來 IPEF與 RCEP等重要區域經濟整

合機制的發展趨勢也需多加注意。 

 
 圖為 CTPECC張鴻副研究員分析美中科技戰對我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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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趙文志教授 

有別於認為美中競爭於川普總統執政時開始之觀點，趙文志教授認為美中競

爭自歐巴馬時期業已開展。美國在 2001年的 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專注於

反恐戰爭而長期忽略亞太地區，造成權力真空，使中國有機會崛起。歐巴馬政府

的重返亞太政策即旨在奪回亞太地區的主導權。 

趙教授認為，美國之所以在世界舞台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原因在於其得以制

定國際規則，像是美國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中強調高品質、高標準、環保、勞工權利等規範皆是針對中國所提出的政策，試

圖利用貿易協定迫使中國遵守美國規則，進一步奪回亞太地區主導權。而在軍事

外交方面，美國也強化了與亞太地區國家的合作關係，例如進行聯合軍演。拜登

政府延續了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方向，同時透過多國參與的印太戰略迫使中國改

變。總言之，自歐巴馬至拜登政府，美國的核心政策皆是圍堵中國。 

 
 圖為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趙文志教授說明美國圍堵中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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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孫國祥教授 

孫國祥教授向與會同學分析中國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及其國內政經議題。

孫教授認為，中國正在積極擴大其全球影響力，進行「全世界都對我嚴重依賴，

而我不對全世界依賴」的策略，導致各國與中國脆弱的互賴關係。當今國際互動

已不再是單純的傳統地緣政治，而是技術地緣政治。無論是中國的一帶一路，或

是美國的印太戰略，大國之間提出的戰略皆會想辦法相互制衡。 

孫教授表示，各國為了資訊、數據、海底電纜、5G、人工智慧、糧食技術等

等資源互相競爭，同時這些資源亦是成為全球領導者關鍵之一。另外，中國當前

在科技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為，中國企業發展仍以政治為導向，而非專業，造成中

國發展過程的諸多限制。最後，孫教授勉勵與會同學花費更多的心力思考當前局

勢與挑戰。 

 
 圖為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孫國祥教授勉勵與會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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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閉幕致詞 

本次亞太區域論壇最後由戰國所宋學文教授發表閉幕致詞。宋教授表示，我

國周邊敏感海域近年來不僅有美國軍艦出沒，還包括英國、德國和法國等歐洲國

家，然而這只是國際舞台上眾多事件的一部分。2021 年為台海問題國際化的重

要節點。美、日於 3月 15日簽署了外交軍事協議，美、韓緊接著於 3月 17日簽

署了類似協議，並在這些協議中提及台海和平。另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秘書長在 2021年 6月指出中國對西方國家

和 NATO構成系統性挑戰，顯示中國的影響力已成為國際政治中的重要焦點。宋

學文教授認為，系統性戰略已成為全球政治和經貿的關鍵，我國必須認識到國際

關係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圖為本次論壇與會同學聽取簡報。 

參、心得與建議 

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已迎接新一波來自中國與俄羅斯主導的挑戰，而新型態的

貿易協定改以制定規範的做法，取代過往減讓關稅的目標，種種變化使未來的國

際局勢充滿挑戰。本次論壇講者透過分析美中競合與地緣政治風險，說明當前區

域政治緊張與主要國家的科技戰略布局，同時也提供我國立場和政策建議方向，

在把握當前政經優勢之餘，開拓以往難以與第三方國家合作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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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為我國參與國際政治與經濟活動的重要組織，且 APEC會員經濟體皆

來自亞洲、太平洋兩岸，因此 APEC場域中不乏美中競合縮影，同時也可觀察區

域內經濟體立場。為實現區域成長的共同目標，儘管亞太地區因中國崛起而伴隨

美中兩大強權競爭的緊張感，APEC在經貿整合與永續發展的合作腳步卻也未曾

停歇。CTPECC感謝中正大學師生參與本次亞太區域論壇，除了分享國際政治經

濟領域的專業知識外，也提供本會與南部專家學者交流機會，將有助於本會人員

建構國際事務參與適能，以及提升我國南部學子對國際現況的分析視野。 

 
 圖為本次論壇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