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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消息稱，由於全球電子產品需求強勁，以及石油與天然氣等

貿易條件改善，對推動馬來西亞經濟成長有利。儘管全球經濟環境仍充滿挑戰，馬國經濟已逐

步復甦，原油及原產品出口已從過去兩年谷底中回彈。該組織預測 2018年馬國經濟成長預測值

為 5.3%，低於 2017年實質經濟成長率 5.9%。 

 

該組織指出，儘管馬國正在邁向高收入國目標前進，該國仍須加強改革，提高生產力及提升

3,200萬國民生活水準。馬國就業機會良多，促進私人消費，同時投資亦成為經濟成長動力。提

高生產力和鼓勵創新科技為第十一大馬計畫(2016至 2020年)核心，除強調改善勞力市場，提升

勞工的薪資水準，女性勞動力的參與以及加強教育水準和技術，以滿足各產業需求。 

 

在過去 3年來，馬國政府財政赤字從 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 3.4%，下跌至 2017年 3%，這有助

於降低債務。2015年 4月 1日起實施的消費稅，對減少馬國財政赤字有所幫助，但最重要為削

減行政支出。IMF建議馬國政府應維持逐步整頓財政措施，且持續增加收入，以保障社會和發

展支出。 

 

2017年，馬國家庭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 84.6%，與其他類似的國家相比屬於偏高。以馬國情況

而言，當家庭具備可觀的資產，將有助於降低高私人債務帶來的風險，所以家庭債務並非負面

的特點，但有待謹慎觀察。當家庭收入不夠高但預計之後的收入會增加時，靠融資支出費用，

對於家庭生活水準和經濟增長，是積極和正面的。然當家庭債務增加的速度較經濟成長速率更

快，意味著馬國經濟脆弱，一旦遭遇意外的經濟動盪，將對家庭和金融業造成負面衝擊。 

11國簽 CPTPP 最快年內生效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的 11個成員國 8日在智利聖地牙哥簽署《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全面與進展協定》（CPTPP），預計最快今年年底前或明年上半年生效。對此，我經濟部

表示樂見簽署完成，外交部也表示，將會積極表達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意願與努力，並在

適當時機加入。 

 

CPTPP的 11個成員國包括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祕

魯、新加坡以及越南，國內生產總值達 10兆美元，占全球的 13%（原來的 TPP，這個比率為

40%），人口近 5億人。 

 

而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越南等，是台灣十大貿易夥伴，11成員國總計占台灣貿易總額約

25%，其中進口占比達 29%，出口占比 21%。 

 

據紐西蘭 2月 21日公布的 CPTPP條文，CPTPP仍維持 TPP的高標準開放程度，降低 11國之間

逾 98%貨品的關稅，並且降低生效門檻，只要其中 6個成員完成國內批准程序後 60天即可生

效。 

 



CPTPP凍結美國在 TPP談判期間要求的 20項條文，包括貿易便捷化、投資爭端、智慧財產權保

護、金融服務業、環境、政府採購，以及透明化等議題。 

 

此外，汶萊、馬來西亞及加拿大等在去年 11月曾各自提出一項待確認事項，本次公布的文本

中，汶萊在煤炭業的探勘和開採、以及馬來西亞石油公司在採購方面等所附加的限制，都自

「簽署後」延長至「生效後」才開始適用。至於加拿大提出的文化保留則未列入，預計將透過

雙邊方式處理。 

台外交部：將表達參與意願 

 

外交部表示，祝賀 CPTPP成員國進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的里程碑。也強調，若台灣加入

CPTPP，將有助與區域內其他成員進一步成長與合作。 

 

CPTPP簽署後，各成員國將進行國內批准生效程序，完成後會開放任何國家或個別關稅領域申

請加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表示，各國外交部長都表示會盡速完成國內程序，智利與祕魯也歡

迎符合協定要求的新會員加入。 

 

外交部表示，我國樂見各國盡早完成國內批准生效程序，並開始接受包括台灣在內的新會員加

入，擴大經貿整合效益。 

 

經濟部次長王美花預估，各成員國的國內批准程序，至少需要到今年底以後，才會開放第二輪

新會員加入。經濟部會不斷調整法規制度、更新影響評估，並進行國內溝通及對外遊說等準備

工作。 

若美欲加入 恐無法享特別待遇 

 

另依 CPTPP第 30.4條加入條款，未見特別為美國量身訂做的加入規定，這意味著在 CPTPP生效

後，美國若想要加入，可能無法享有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別待遇。屆時美國如果想要恢復被凍

結的條文，可能需要 11個 CPTPP原始締約國的同意。 

 

日本 TPP首席談判代表梅本和義表示，雖然歡迎美國重返 TPP，但是現在這個階段，美國要想

加入 CPTPP並不容易，「我認為至少在短期內並不可能」。 

 

TPP是一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退出後，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

亞、墨西哥、紐西蘭、祕魯、新加坡和越南等剩餘的 11個成員國，在日本的主導下推動

CP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