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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杜哈回合談判於今年 7 月宣告暫停後，歐盟即改變其策略，宣布其將

與個別國家展開雙邊 FTA 談判。 
 
歐盟執委會官員Nikolaos Zaimis則於日前表示，歐盟理事會將可能在本（11）

月中總理事會會議期間通過決議，在今年底或明年初前展開新自由貿易協定之談

判，對象則鎖定南韓、東南亞國協（ASEAN）及南錐共同市場（MERCOSUR），
1印度及俄國因其市場潛力及現存之貿易障礙引起歐盟洽簽 FTA 之興趣，但將談

判之優先順序則尚未決定。 
 
對於各界所提之質疑，Zaimis 強調此新政策並不轉移歐盟對 WTO 杜哈回合

談判之注意力，且稱 FTA 並不會阻礙杜哈回合談判之達成。 
 
英國工業總會（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簡稱 CBI）Rhian Chilcott

女士在 11 月 1 日與 Zaimis 就有關歐盟貿易政策之討論表示，此推動雙邊 FTA 洽

簽之政策相當具有挑戰性，並認為與南韓間之 FTA 是歐盟選項國家中最容易達

成者，與印度或東南亞國協間之 FTA 則是最難達成者，尤其在歐盟與東南亞國

協間 FTA 將納入緬甸時尤然，因為緬甸之人權政策將受到嚴重質疑。 
 
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副理事長 Frank 

Vargo 對此則表示，歐盟此政策將激勵美國加速推動 FTA 之腳步，且將促成美國

貿易推廣授權法案（TPA）期限之延長；2渠同時表示目前 FTA 最大之困難在於

各 FTA 所訂原產地規則（rules of origin）之不同而造成國際貿易之複雜性，且因

歐盟此政策並未將美歐 FTA 納入考量，故批評此舉並無助於強化美歐貿易關係。 
 
對 Vargo 所提美歐 FTA 之建議，Chilcott 女士將相當不以為然，渠認為美歐

FTA 成功可能性不高，一旦成功將阻礙 WTO 談判之進展。 
（資料來源：Inside U.S. Trade, Nov.3, 2006） 

                                                 
1 歐盟與南錐共同市場於多年前即曾展開 FTA 談判，惟因在農業問題上歧見過大而無疾而終。 
2 美國貿易推廣授權法案（TPA）將於 2007 年 6 月 30 日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