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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事實清單 

2020.11.20 

由美國在臺協會（AIT）及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TECRO）主辦之臺美經濟繁榮夥伴（EPP）對話，象徵美

臺經濟關係強健並持續發展。臺美共享透明化、民主、自由

市場及法治之價值，為渾然天成的經濟夥伴。雙方在確保安

全、多元的供應鏈，及通訊網路安全，以及透明化的基礎建

設發展上存在的共同利益，將有助於彼此邁向更具包容性、

更繁榮的世界。 

臺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於 11月 20日由國務院主管經濟成長、

能源與環境次卿柯拉克（Keith J. Krach）及臺灣鄧政務委員

率領，於華府展開，會中雙方就以下議題進行討論： 

⚫ MOU：雙方歡迎由美國在台協會（AIT）及駐美國臺北經

濟文化代表處（TECRO）簽署美臺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MOU，此 MOU 盼可做為未來輪流在華府及臺北召開之

年度高階 EPP 對話的基礎，促進更深化及更廣化之經濟

合作。美國國務院及臺灣經濟部（或 TECRO另以書面指

定的單位）將分別擔任 AIT及 TECRO之指定代表。 

⚫ 經濟合作領域：雙方透過 EPP 對話建立工作小組，以處

理以下（但不限於）經濟議題。工作小組必要時召開會議，

討論目前及未來之經濟合作。目標係未來 EPP 對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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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需求持續評估、確立優先次序、增加及重新調整工作

方向，俾相關討論可反映最新政策優先性。每個工作小組

召集者於未來年度高階 EEP 對話時報告進展並提出新的

合作建議。雙方也確認印太地區應是之後討論的焦點區

域之一，相關討論包含與臺灣新南向政策及美國印太戰

略目標一致的合作倡議。 

⚫ 全球健康安全：臺灣為生產個人防護設備之全球領導者，

而美國則於生物醫學研發，及疫苗、藥品及試劑生產居全

球領導地位。雙方盼於數位科技研發加強合作，以提供健

康照護及醫療產品相關之商業機會。臺美尋求促進人才

交流及協助第三國能力建構機會，以促進全球健康安全。

雙方將合作確保兩國醫療物資及服務自由流通，並探索

新合作機制。 

⚫ 科學與技術：雙方欣見彼此基於科學卓越性及研究完整

性在科學與技術成功的合作，此合作在 AIT和 TECRO的

主導下已發展多年。為展現持續擴大於科學技術領域合

作之承諾，AIT和 TECRO宣布有意展開「科學及技術協

定」談判，以增進雙方對廣泛科學技術主題的共同理解。

透過此預期協定，雙方將透過資訊、知識及人員的交流或

者其他合作方式來促進雙方之科學知識、技術創新、第三

國之能力建設，以及研究誠信和保護。 

⚫ 5G 及電信安全：美國肯認臺灣為 5G 乾淨通道夥伴。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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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產能可提供美國公司乾淨網路方面堅實的支援。雙

方就如何鼓勵布建安全的 5G 網路及增加供應商來源進

行討論。 

⚫ 供應鏈：雙方均認為臺灣於高科技硬體製造具競爭優勢，

且美國在全球高科技產業扮演領導角色。基於半導體產

業將為雙方經濟帶動重大且長期之利益，雙方確認在半

導體領域的戰略合作為雙方優先項目。雙方亦致力於醫

療、能源及其他關鍵技術供應鏈之合作。 

⚫ 婦女經濟賦權：EPP對話聚焦於婦女經濟賦權，此為跨領

域的優先議題。基於美臺間近期在促進拉丁美洲與加勒

比海地區年輕女性企業家精神方面的合作，以及在新南

向國家婦女經濟賦權的合作，雙方共同聲明對全球女性

經濟參與的支持。 

⚫ 基礎建設合作：美國及臺灣是共同開發印太地區基礎建

設及雙邊融資的夥伴。AIT與 TECRO近日頃簽署「基礎

建設融資及市場建立合作架構」，期透過促進技術交流與

資訊分享，促進在印太及新南向國家基礎建設的投資。臺

灣方面對於支持藍點網絡倡議的原則，包括透明化、可問

責性、具韌性，以及金融、環境與社會的永續發展等表示

支持。雙方亦同意持續發掘籌組夥伴機會考察團（PODs）

之方式，此乃美國國務院為深化美國與外國夥伴、私部門

之合作，以針對優先領域，與南亞、東南亞、太平洋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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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夥伴國，共同探索海外商機的倡議。臺灣企業已經

在包括能源及運輸基礎建設領域，於該等區域建立良好

商業模式。雙方致力於在該等區域緊密合作，開發基礎建

設、再生能源資源如風力、太陽能等相關領域之共同商機。 

⚫ 投資審查：雙方承諾透過 AIT 及 TECRO 共同探討增進

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與臺灣經濟部在投資審查

工作上的交流與合作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