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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關稅領域障礙向來為各國簽訂雙邊協定中最為困難達成協商之一環，尤其

在大陸其市場尚屬於壟斷性市場，尤其以其涉及民生行業，受到傳統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之影響，多數為特有之國家企業所壟斷，如電力、水力、電信、能源、交

通運輸等產業。但其中所涉及之商業利潤更是大陸在經濟崛起時，我國所應所重

視的協商與研究範圍。比如此次大陸自 2009 年啟動之四兆人民幣擴大內需方案

與於今年（2010）年大陸國務院所頒佈的《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

發展的若干意見》中，便有將近三分之二涉及到此一非關稅領域之範圍之政府採

購範圍，根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資料，2009 年中國大陸全國政府採購規模突

破 7000 億元人民幣。自 2000年起以歐盟為主要之 WTO已開發國家便積極要求中

國大陸開放其政府採購市場。在近年來，包括固定舉行之中歐戰略貿易夥伴論

壇、中美戰略貿易對話以及中國美國商會及中國歐盟商會 2008-2009 年度中國貿

易白皮書中，均一再要求中國大陸對 WTO已開發成員開放其政府採購市場。今年

（2010 年）3月 20 日，中國大陸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

研究部巡視員張小濟就加入 GPA相關問題接受了《政府採購資訊報》記者專訪時

表示，目前中國大陸正研議在未來加入 WTO/GPA 後相關影響，及規劃對 WTO已開

發國家成員開放中國大陸部分政府採購市場。 

而中國大陸特有的壟斷性市場，由於涉及其特殊主客關因素及資料之不足，

向來亦為我國相關研究單位或學術界所忽略。在《兩岸經濟貿易框架協定》（ECFA）

既將簽訂之際，非關稅領域障礙，亦為 ECFA中所忽略不足之處，也是在後 ECFA

時期，台灣所應關注的兩岸經貿問題之一。相對而言，我國在上述涉及中國大陸

政府採購，尤其是以貨品採購項目範圍內之相關服務製造業方面，過去多年之發

展多數已達國際之水準，而中國大陸目前所積極對外政府採購項目包括我國產業



所擅長之通信設備、新能源商品、生物技術、農產品、3C產品原物料等。但由

於兩岸法令法規規範之不同，以及對於大陸市場瞭解之不足，導致我國相關產業

在進入中國大陸此一壟斷性服務業領遇所面臨到的困難，難與其他於大陸之外資

企業相互競爭。此刻正值兩岸交流處於關鍵之際，藉由本研究預期將有效反應大

陸相關之現況供政府單位參考外，亦有效帶動我國相關服務產業未來在兩岸相關

協定簽訂之際，取得最大商業效益。 

由於兩岸間政府採購領域事涉國家安全等敏感性議題，如何藉由目前大陸在

國際間要求其積極開放國內政府採購市場之壓力下，在外資積極進入大陸市場之

際，藉由兩岸在簽定 ECFA後之開放市場原則下，在不涉及到我國家安全範圍內

之範圍內，要求大陸開放部分對我有利之政府採購市場。基於未來 ECFA 簽定後，

我產業勢必要求政府將此龐大商機列入未來兩岸磋商範圍，而兩岸如欲進行政府

採購相關談判，基於同為 WTO成員之基礎下，勢必以 GPA之相關規範為基礎進行

磋商，始能保障我國在相關權益上之維持。因此，本研究認為實有針對兩岸進行

GPA協商之必要性分析，包括： 

（1）兩岸關係逐漸改善下進行政府採購談判或協商之策略分析。主因在於，

我國雖已於 2008 年加入 WTO 之 GPA，但因中國大陸短期內仍無簽屬 GPA 之

計畫，因此我無法藉由 WTO 或其他區域整合機制，例如東協與中國大陸簽

署經濟合作架構協定之平臺，參與中國大陸龐大之政府採購市場。對此，

我如能在兩岸關係改善的時機下，爭取與中國大陸就政府採購市場或業

務，建立雙邊之合作與對話機制，包括改善資訊透明化與投標資格審查之

明文化或簡化等，對於協助台商爭取中國大陸政府採購案件，應能發揮一

定之效益。 

事實上，如就我國廠商參與其他國家之政府採購案件而言，由於我國廠商在

中國大陸已形成完整之投資、生產、行銷、營運等體系，再加上台灣技術、產品



品質、品牌與企業形象等在中國具有一定之優勢，因此我國廠商如欲爭取國外政

府採購市場商機，恐以中國大陸市場最具發展潛力與條件。尤其，美國、歐盟等

已開發國家雖為 WTO 之 GPA成員，應對我國開放政府採購市場，然而如考慮近年

台商製造基地逐漸外移至中國大陸或東協國家，因此未來我國廠商是否能符合

美、歐等要求之原產地規定與其他環保責任規定等，恐尚須進一歨深入研究。概

括而言，中國大陸關於政府採購對台商之障礙並非法規上明文制訂之障礙，依中

國大陸《政府採購法》第 22條便規定，採購機關可以根據採購專案的特殊要求,

規定供應商的特定條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條件對供應商實行差別待遇或者歧視

待遇。然而，在實際採購過程中，因招標單位規定不明或惡意綁標等不當行為所

形成之人為障礙甚為普遍1。對此類排除我廠商資格及其它非法律之障礙，實為

兩岸亟須建立政府採購合作機制之主要原因。 

（2）兩岸進行政府採購合作協商之模式－簽署《兩岸政府採購合作備忘錄》

之建議，應就兩岸署兩岸政府採購合作備忘錄之可行性進行可行性研究，鑒於簽

署雙邊政府採購「協議」(Agreement or Arrangement)，恐因涉及名稱等敏感問

題而陷入政治角力，因此建議以實質內容與簽署時間為最優先考慮，基此應以簽

署政府採購合作備忘錄之名稱與形式，較能降低淪入政治抗爭的風險。由於我國

為 WTO之 GPA會員，不宜明文給予中國大陸優於其他 GPA國家如美國等之優惠待

遇，因此合作備忘錄之主要精神應以互惠原則、資訊透明化與彙報、及時揭露與

通報、法規調和、採購主管機關定期諮商、相關人員培訓、資格認定、統計資料

交換、電子化招標文件、廠商申訴處理、爭端解決等為主，以避免兩岸各自遭受

其他國家之幹預與壓力。事實上，以中國政府採購資訊與程序多半不公開與不易

取得的現狀而言，如能建立中國大陸採購與招標資訊及時通報及彙報、電子化作

業、以及採購資格認定之相互承認或簡化等，對於廠商已具重大意義。針對中國

大陸政府採購法規之相關規定，未來建議政府應在著手評估建立兩岸政府採購合

作之前，先進行相關研究，以確實掌握中國大陸政府採購業務在法律規定及實際

                                                 
1 例如，在地方政府招標書中常出現類似所謂「隱性條款」的綁標方式，如 XX 市政府採購中

心受 XX 局委託,對 100 台商用電腦進行公開招標，其中規定「 招標人必須有工商行政管理

部門核發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且註冊資金不少於 400 萬元人民幣」。該採購案金額約數

十萬元，但卻要求註冊資金 400 萬，過高的註冊資金將中小供應商排除在政府採購門外。 



運作上對台商之限制與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