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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據美國商務部本（112）年 5月 27日發布聲明，印太經濟架構

（IPEF）14個夥伴國針對加強供應鏈韌性的「供應鏈協定」談判已實質完

成（substantial conclusion），成為全球首個供應鏈相關多邊協定，後續

IPEF夥伴國將採取必要措施，包括展開國內諮詢與法律審查程序，已完成

供應鏈支柱協定最終文本，並於定稿後進行國內簽署，以及後續批准、接受

或核准等程序。 

  

二、泰國工業部工業經濟局（OIE）局長Warawan Chitaroon近日對外說

明，IPEF談判係由泰國外交部擔任主談機關，並由 OIE擔任供應鏈支柱主

政單位。IPEF夥伴國覆蓋全球近 40%的 GDP，加入談判對泰國有利，包括

有助泰國拓展高購買力國家市場、吸引外人投資及符合國際標準以提升國家

競爭力等。 

  

三、為確保 IPEF談判符合泰國產業利益，該局陸續邀集相關政府單位及私

部門，就如何利用 IPEF供應鏈協定強化泰國供應鏈交換意見，尤其聚焦如

何防止供應鏈斷鏈、促進數位經濟基礎設施發展、強化物流系統、扶持中小

型企業、培養關鍵技術人力、提升供應鏈透明度及強化泰國之區域競爭力等

議題。 

  

四、Warawan局長表示，泰國企業需在各層面強化供應鏈管理，如在防止

供應鏈斷鏈方面，企業應多元化發展關鍵原材料供應來源，避免過度仰賴單

一原材料供應源；在基礎設施方面，企業應積極採納數位科技以增加供應鏈

透明度及可追溯性；在人力資源發展方面，企業應投入資源培養關鍵技術人

力；在環境方面，企業應致力降低碳排。 

  

五、針對泰國政府加入 IPEF談判之決定，部分業界人士亦提出質疑意見，

如泰國工業總會（FTI）執行董事 Kanit Wattanavichien即表示，IPEF係由

美國主導之多邊架構，泰國倘完全遵從恐影響對中關係，泰國目前在經濟上

仍高度仰賴中國，如何在美國及中國世界兩大強權間取得平衡為重要課題，

此外亦須關注 IPEF相關規範是否將提高泰國企業經營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