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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簡稱歐盟）在貿易協定類型中屬於關稅

同盟（customs union），亦屬於經濟聯盟（economic union）的單一內部市

場。試說明此兩種貿易協定類型的差異。（10 分）在現有歐盟成員國中，

有那些國家選擇不加入歐元區（Eurozone），而有那些非成員的歐洲微型

國家也採用歐元？試說明「英國脫歐」後，英國與歐盟針對英國到北愛

爾蘭的貨物貿易安排所達成的協議。（15 分）

二、在當前的 WTO 體制下，會員國之間貿易爭端解決（DSB）的標準程序

為何？（10 分）從歷年來的貿易爭端案例來分析，有些國家被課以反傾

銷稅（anti-dumping duty, ADD）以及（或）平衡稅（countervailing duty,

CVD），有些情況則同意讓會員國採行防衛措施或逃避條款（safeguard）。

試說明採行這三種不同貿易救濟方式的狀況與時機有何重要的差別？

（15 分）

三、在當今雙邊、多邊或區域性貿易協定發展態勢愈加明顯下，「義大利麵碗效

果」（Spaghetti-bowl effect）也愈加顯著，試說明此一效果的特性。（10 分）

目前臺灣與其他經濟體已簽訂並進行中的有那些貿易協定？（5 分）臺灣現

正積極與美國以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成員國進行貿

易談判，從臺灣與這些國家的雙邊貿易現況來分析，試說明若這些貿易協

定能順利簽訂及施行後，將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trade creation）。（10 分）

四、自從 2022 年 5 月由美國所推動之「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迄今（2024）年 3 月部長級會議已完成

IPEF 協定的重要文本。試說明 IPEF 之四個主要支柱，以及目前 IPEF

之發展狀況與成員國現已達成之重要成果。（15 分）試說明 IPEF 與

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成

員國以及經貿目標有那些差異？（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