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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星經濟夥伴協定執行成效及精進作法調查 

 

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為我國與東協國家所締結的第一個經

濟合作協定，於 2014 年 4 月 19 日正式生效，包含貨品貿易、服務貿易、

原產地規則、關務程序、技術性貿易障礙（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防疫檢疫（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

投資、競爭、電子商務、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合作、透明化等 17 個章

節，對我國融入區域整合，達到連結亞太、布局全球的政策目標，深具

重要意義。 

ASTEP 迄今已屆十年，臺星夥伴關係更加緊密與深化。隨著雙邊經

貿投資不斷成長雙邊均盼繼續深化各項交流，擴大合作事項範圍。 

本次調查旨在徵求我國業者對 ASTEP 成效之檢討意見與可精進之

建議，敬請專家先進多多指教。預計在 2024 年 11 月 8 日前回收問卷，

敬請協助掃描為電子檔後回傳至 TASC@cier.edu.tw，或掃描 QR code 填

寫線上表單（網址 https://forms.gle/HRFJp2xLXqjaFTVg9），非常感謝！ 

 

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繫： 

鐘雲曦副分析師 

☎：（02）27356006 分機 3141   

✉：clocksarah@cier.edu.tw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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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1.貴單位在業務上涉及何項議題（可複選，請勾選☑） 

□貿易通關                                   

□產品須經檢驗以符合標準或技術性法規         

□產品須經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        

□產品或服務涉及保護環境及永續發展          

（請續填下題） 

 

2.貴單位在既有 ASTEP 下進行跨境貿易與投資面臨之問題 

2.1 貴單位在既有 ASTEP 下進行跨境貿易與投資面臨何項問題(可複選，

請勾選☑） 

□貿易通關方面   □產品經檢驗以符合標準或技術性法規方面 

□產品經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方面     □沒有問題 

 

2.2 請具體說明前述面臨之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續填下題） 
 

3.貴單位對 ASTEP「關務行政及貿易便捷化」規範之精進建議（請勾選☑） 

3.1 是否支持 ASTEP 強化精進現行關務行政及貿易便捷化規範？ 

□是，請續填下題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跳至第 4 題續填） 

 

3.2 支持增加下列何項關務行政及貿易便捷化規定（可複選） 

□強化貿易便捷化之數位貿易規則：發展數據交換功能之單一窗口、促進

雙方新倡議合作、海關對快遞貨品及易腐物提供快速通關程序 

□促進和實施轉運及轉口貿易便捷化安排和機構間之合作與協調 

□強化關務及貿易便捷化行政措施變動和立法修正預告，以利諮詢業界代

表並進行諮商與海關合作 

□其他「關務行政及貿易便捷化」規範之精進建議（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 

□沒有意見 

（請續填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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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貴單位對 ASTEP「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SPS）」規範之精進

建議（請勾選☑） 

4.1 是否支持 ASTEP 強化精進現行 SPS 規範？ 

□是，請繼續填下題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跳至第 5 題續填） 

 

4.2 支持增加下列何項 SPS 規定（可複選） 

□進口檢查後，於合理期間內提供複查機會，並公平收取費用 

□政府公報或網站公告檢疫措施最終通知、透過 WTO SPS 通知上傳系統

使資訊透明化和順利交換 

□進口方為保護必要的人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而採行緊急措施，須

立即通知、進行科學檢視、提供檢視結果 

□其他SPS規範之精進建議（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意見 

（請續填下題） 

 

5.貴單位對 ASTEP「技術性貿易障礙（TBT）」規範之精進建議（請勾選

☑） 

5.1 是否支持 ASTEP 升級精進現行 TBT 規範？  

□是，請續填下題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跳至第 6 題續填） 

 

5.2 支持增加下列何項 TBT 規定（可複選） 

□對於符合性評估程序，領事簽證程序及費用不得要求，同類產品評估須

公平收取費用 

□擬訂技術性法規、標準及符合性評估程序須透明化，並提供對方人員參與 

□其他 TBT 規範之精進建議（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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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支持增加下列何項特定部門
1
之TBT協議（可複選） 

□葡萄酒及蒸餾酒   □藥品  □化妝品  □醫療器材   □有機產品□

預包裝食品與食品添加物之專有配方   □化工產品   □機械產品 □其

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意見 

（請續填下題） 

 

6.貴單位對 ASTEP「綠色經濟及環境（能源）」規範之精進建議（請勾選☑） 

6.1 是否支持 ASTEP 強化綠色經濟及環境（能源）議題？ 

□是，請續填下題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跳至第 7 題續填） 

 

6.2 支持增加下列何項具體環境貿易和永續發展相關議題的可能合作倡議

（可複選） 

貿易及投資 

□環境永續的政府採購：在政府採購商品及服務將環境因素納入考量 
□永續農業及食物體系：強化永續具韌性的農業食品系統 

□透過貿易協助實踐去碳化、生物多樣性、資源永續等全球環境目標  
□其他合作（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環境商品及服務業 

□建立雙方有共識的環境商品清單，推動削除關稅及非關稅障礙 

□建立雙方有共識的環境服務業清單，消除貿易障礙並推動貿易和投資 

□其他合作（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標準及符合性 

□標準及檢測驗證之合作 
□其他合作（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綠色及轉型融資 

□綠色與轉型金融分類表：建立綠色與轉型融資的分類標準 

□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推動國際間關於氣候融資及永續性報告標準之

資訊揭露，並推動永續融資之創新性解決方案 

□永續金融解決方案：支持發展金融解決方案，促進綠色與轉型金融流動 
□其他合作（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臺星目前已 有之相互承認協定包括： 1999 年亞太經 濟合作會議電信設 備相 互承認協定、 2005

年標準檢驗局與新加坡 標準生產力暨 創新局 針對電 機、電子 產品所簽署之符合性評估作業相互

承認協議，以及 2010 年由駐新加坡臺北代表處與新加坡駐臺北商務辦 事處所 簽署之消費商 品

安全資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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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能源、脫碳及科技 

□低排放技術與清潔能源開發：共同開發太陽能、風能、海上風電、綠氫、

碳捕捉與封存等低排放替代能源技術 

□科研單位合作：加強綠色經濟科學、技術與創新之合作 

□其他合作（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碳定價及碳市場 

□碳市場、碳邊境機制交流合作：就碳定價、碳市場、碳關稅等制度進行

資訊交流及合作 
□其他合作（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循環經濟 

□廢棄物填海造陸計畫：推動使用無害廢棄物進行創新的填海造陸項目，

以實現永續土地開發 
□回收與資源再利用倡議：建立聯合計畫，改進回收系統，最大化資源回

收，減少對原材料的需求 
□永續產品設計合作：鼓勵開發可回收、耐用和易拆卸的環保產品設計 
□可分解與再生材料發展：支持生物可分解和再生材料的研究與發展 
□共享經濟推廣：創建平臺以促進商品和服務的「共享」使用 

□促進二手商品等貿易及服務與科技發展  
□能源效能計畫：支持提高各行業能源效率的計畫 
□水資源效能與再利用：優化水資源的使用、回收和淨化 
□其他合作（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達成綠色成長的技能及能力 

□促進勞工在綠色經濟工作所需技能之資訊分享及交流  
□政府間合作推廣綠色經濟技能，提升勞工所需技能  
□鼓勵企業與行業團體參與綠色技能發展討論  
□其他合作（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貴單位對 ASTEP 其他規範之精進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請留下聯繫方式，以利後續請益 

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