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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貿易部長會議將於6月5日登場

APEC研究中心

後疫情時代之結構改革

邱達生

美國物理學家Thomas Kuhn在其代表作「科學革

命的結構」中提及：「異象」(Anomaly)會帶來「典範

移轉」(Paradigm Shift)。COVID-19無疑是個前所未有

的異象，後疫情時代的亞太區域將來到一組新的均衡

點，而APEC的工作則是透過政策建議與落實，讓新的

均衡呈現不亞於或更勝於移轉之前的福利效果。

根據APEC政策支援小組(PSU)於2021年3月資深

官員會議期間的報告，2021年底之前將有美國、香

港、新加坡及我國可望達到六至七成的人口疫苗施打

率。而到了2022年底之前，預計將有13個APEC經濟

體達到相同程度的疫苗施打率。最慢到2023年初，剩

餘的4個APEC經濟體亦將完成六至七成的人口疫苗施

打率，意味著集體免疫的後疫情時代已然開始。

COVID-19疫情衝擊APEC區域，導致整體經濟

成長率於2020年萎縮1.9%。然因部分APEC經濟體復

甦速度較快，所以APEC區域的經濟受創程度較全球

輕微；全球經濟成長於2020年下滑3.5%。此外PSU

也預測APEC區域GDP將於2021年達到5.7%的成長

2021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貿易部長會議將於6月5日登場，較原先安排的5月稍做調整。主辦國

紐西蘭屆時將推動讓21個APEC成員經濟體之間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必需品貿易能

夠免除關稅。

因為擔心較小的國家接種疫苗進度落後，紐西蘭將在APEC論壇上提出相關因應計畫，今年的APEC

會議將以視訊方式進行。紐西蘭外貿部的經貿事務官員，也是2021年APEC資深官員會議主席Vangelis 

Vitalis表示：「我們如果要因應這樣嚴峻的全球疫情大流行與其所衍生之衝擊，我們就需要更多的國際社

會參與以及合作。」Vangelis Vitalis進一步表示：「貿易不會完全的解決這個疫情危機，但貿易必定能夠

提供協助。」

紐西蘭提議讓21個APEC成員經濟體之間的藥品、

醫療和外科設備、衛生用品及其他貨物的運輸免關稅，

並放寬這些貨品跨境流動的其他限制。紐西蘭於2月底

表示，部分APEC國家在去年承諾要保持COVID-19相關

供應鏈的開放，並取消相關必需品的貿易限制，特別是

醫療用品，但之後並沒有採取確實落實的作為。當時紐

西蘭認為只有紐西蘭與新加坡採取進一步措施，取消他

們認為是必需品的120多種貨品的關稅。 2020年APEC貿易部長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