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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發言



我的分析-人民日報

曾被人民日報在1962年、

1967年、1978年運用三次，

宣示後分別爆發了中印戰爭

、珍寶島事件、中越戰爭三

次武裝衝突

人民日報社論-勿謂言之不預



我的分析：

兩岸關係不是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而是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下棋的是美國與中國大陸，

所以，今天的台灣與大陸，也不是康熙22年（

1683年）當時的情勢。



我的心得：東亞關係-日本

日本的對外關係就是美國的對外關係。

日本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是否真實？取決美國

態度。

東亞(台海)若有戰事，日本是否介入？取決美國的態度。

目前美國態度是希望日本協助防堵中國勢力擴張

我的看法：「把日本視為美國」，就對了。



中共認為美、中太平洋「大兩岸」制約臺海「小兩岸」,防範臺獨與外力首要在與美國明確底線
避免誤判
積極強化武備為防止臺獨、美國介入,實踐北平模式對臺迫降利器
在2049年第二個百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解決臺灣議題
中美博弈相持30年,第一個10年(2021到2031年)美國占上風,美國會積極介入臺海,防範中共以武力
統一臺灣
第二個10年(2032年到2040年),中、美互有領先,中方在第一島鏈將擁有軍事優勢,美方軍事介入臺
海衝突程度將降低
第三個10年(2041到2050年),中方相對美方將擁有較多優勢,美方難以介入臺海統一與軍事衝突
是以,中方對美秉持鬥而不破,儘量避免在第一階段攤牌,除非美臺外交與軍事關係碰觸北京年難以
自圓其說的紅線

中共對臺與對美戰略規劃:

不可能2027前武統



大陸對台啟動產品貿易調查

時間：今年4/12為期半年，或到台灣明年1月大選
依據WTO規範，雙方應符合最惠國待遇及普遍性原則。
然而，在2002大陸物品可進口台灣的比率是75%，21年後的
今天比率仍未達80%，但台灣對歐美的開放比例是97%
2022年台灣對大陸順差：
陸方統計是1565億美元
台方認定是1004.35億美元



個人經歷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國際關係組學士、

美國芝加哥大學企管碩士、經濟學博士

研究專長

國際貿易與金融、財務管理、產

業經濟及總體經濟

劉憶如-經濟情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9D%E5%8A%A0%E5%93%A5%E5%A4%A7%E5%AD%B8


CPTPP 簡介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1 11個成員國

涵蓋太平洋沿岸的11個國家和地區，以及未來新增加的加入國境內的一些國家。

2 釋放貿易潛力

透過關稅、投資和服務貿易自由化，降低交易成本和促進貿易和投資。

3 規則設計

旨在降低非關稅壁壘、保護知識產權並促進公平競爭。

4 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之一

據估計，在CPTPP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約為5.1億人，佔全球總人口的

13.5％。



CPTPP 對成員國的影響

1

促進出口業務增長

關稅降低和互聯網貿易須遵守

的新規則將有助於拓展出口業務。

2

降低生產成本和價格

關稅下降和供應鏈整合將降低生產成本和降低價格。

3

促進外國投資

開放的市場和穩定的經濟

政策將吸引更多外國投資。



RCEP成員 同時參與CPTPP及RCEP成員 CPTPP成員

中國大陸 澳大利亞 加拿大

印尼 汶萊 智利

柬埔寨 馬來西亞 墨西哥

寮國 紐西蘭 秘魯

緬甸 新加坡

菲律賓 越南

南韓 日本

泰國



CPTPP 與 RECP 的異同
成員國數量 CPTPP有11個成員國，而RECP有15個成員國。

貿易範圍 CPTPP主要涵蓋太平洋沿岸的國家和地區，RECP則涵蓋東南亞、印度、中國和南韓。

協議覆蓋內容 CPTPP強調貿易自由化，以及知識產權和投資保護，而RECP則更關注貿易促進、協調和關稅下降。



RECP 簡介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15個成員國

原來包括東南亞10國、中國、日本、南韓

、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印度。目前談判未

反映RCEP的基本精神與原則，無法解

決印度關切，故印度決定退出RCEP談

判

潛在貿易規模

RECP成員國的經濟總量約佔全球的30％

，人口總數約達 25億人，佔全球總人口

的36％。

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關係

通過壓低貿易關稅和扭曲措施、加強數

字貿易合作等，加深成員國的經濟合作

。



中國

中國

日本 韓國

日本 韓國

會員國之間互降關稅,生產及貿易
成本大幅下降

加入RCEP前
日本出口至中國的商

品

日本出口至韓國的商

品

加入RCEP後零關稅比例將達 零關稅比例將達

包含每年出口價值450億美

元的汽車零組件

北成製圖版權所有,若需引用轉載,請註明出處

。

僅8% 零關稅 僅19% 零關稅

86% 86%



2023台灣上半年主要出口地區,亦全面衰退

6月 1~6月累計

金額 增減率 金額 增減率

中國大陸
與香港 11,988 -22.2 71,795 -26.0

東協 5,358 -27.6 34,521 -17.0

美國 2,306 -24.7 16,094 -2.5

歐洲 5,191 -25.2 32,441 -15.0

日本 3,365 -3.6 20,503 -1.6

資料來源:財政部 版權所有,若引用轉載,請註明出處, 

單位:百萬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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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分析：

今年下半年台灣將持續面對進出口疲弱的問題，
通貨膨脹、物價齊漲將直接使國內市場受到壓力。
中國大陸透過WTO通知台灣表示其將進行貿易壁
壘調查，此舉將凸顯台灣不符合WTO規範，間接
阻礙台灣申請加入CPTTP
如果台灣被認定存在貿易壁壘，而台灣不接受調
查結果，或仍不對大陸開放，可能會對台灣實施
報復性關稅



重要性 展望

兩岸關係是台灣外交關係的延長，
經濟成長的基石
大陸若動亂衰敗，對台灣並無好處
兩個貿易協定將重塑，
亞太地區的貿易和經濟格局。

在兩大國之間討生活→要做到游刃有餘
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幸福富庶是重點
兩貿易協定成員國需要加強合作，
以克服潛在的挑戰，
在21世紀全球化過程中繼續推進經濟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