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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成果報告 

活動紀要 

 

為協助廠商拓展我國與韓國之經貿合作交流，「第 41 屆台韓經濟聯席

會議」經本會與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Korean Industries, 

FKI簡稱全經聯）協商，訂於本（105）年 9 月 1 日（星期四）上午假台北

世貿中心聯誼社 33 樓宴會 C 廳舉行。韓國全經聯韓台經濟協力委員會委

員長崔光州（Kwang-Joo Choi）（斗山集團管理本部副會長）率領韓國多

家知名企業及研究機構等 20 多位代表來台參加會議及相關活動。本會則

由韓國委員會梁國新主任委員擔任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雙方出席代表約

110 餘人。 

 

官方拜會及歡迎晚宴 

韓國代表團於8月31日上午抵台，並住宿於台北君悅酒店，下午本會

安排該團拜會我國家發展委員會，並聽取簡報，以協助韓方瞭解我新政府

對國家未來的規劃與發展方向，訪團由高仙桂副主委接見，並回答團員對

我政府政策之提問。 

是日晚上由本會韓國委員會梁國新主任委員假台北世貿中心聯誼社

33 樓舉行歡迎晚宴宴請韓方團員，出席貴賓包括國貿局徐大衛副局長、駐

台北韓國代表部趙百相代表、外交部國經司陳冠中副總領事、點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金際遠董事長、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劉景中資深副總、中華經濟

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劉孟俊所長、台北市進出口公會朱為正秘書長等。席間

氣氛熱絡，賓主盡歡，為次日會議暖身。 

 

「第 41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 

第 41 屆台韓經濟聯席會議於 9 月 1 日上午 9 時正式開始，開幕典禮中

先後由梁國新主任委員與崔光州委員長致開幕詞，並邀請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徐大衛副局長、駐韓國代表處石定代表，及駐台北韓國代表部趙百相代

表於開幕典禮中致詞。雙方為因應兩國同屬高齡化社會、扶植微型及中小

企業並創造年輕一代就業機會、中國經濟降温、以及推動兩國金融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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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面向，特別選定「生技製藥合作」、「創意經濟合作」、「中國新常態

下之台韓合作」、「金融服務業合作」等議題邀請業者與專家進行演說與

講評，包括： 

 生技製藥合作： 

主講人：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史格瑞主委 

主講人：三星生技公司 Mr. Chang-Sik Park 課長 

講評人：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羅麗珠總經理 

講評人：Dong-A ST公司 Mr. Dong-Hoon Lee 執行副總 

 創意經濟合作 

主講人：繪聖有限公司楊修宇總監 

主講人：Malang Studio 公司金榮浩執行長 

講評人：台灣遊戲產業振興會何振國秘書長 

 中國新常態下之台韓合作 

主講人：韓國首爾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暨自由企業院理事長宋丙洛

博士 

講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劉孟俊所長 

講評人：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朴贊浩秘書長 

 金融服務業合作 

主講人：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賀鳴珩董事長 

講評人：未來資產投信公司鄭二薰董事長 

 

最後，在閉幕典禮中，兩位主席分別致閉幕詞，並互贈禮品，為會議

畫下完美句點。韓國代表團於午宴後隨即展開參訪行程。 

 

韓國代表團參訪行程 

 8 月 31 日：拜會國發會高仙桂副主委 

 9 月 1 日：參訪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松山文創園區 

 9 月 2 日：大溪高爾夫球場以球會友 

2 日韓方代表團陸續搭機返國，結束此次訪台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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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建議 

 

一、兩國經貿往來密切，希望早日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投資保障協定，

並儘快啟動兩國自由貿易協定可行性共同研究 

台韓兩國雖然多年來在國際市場上處於競爭關係，但經貿往來仍然密

切，且互為重要貿易夥伴，2015 年兩國雙邊貿易額達 256 億美元，但以台

灣進出口額佔韓國全部貿易額比例來看，雙方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近年

來，我廠商努力拓銷韓國，透過國內工商團體平均每年籌組 10 次以上之參

展團及貿訪團訪韓，廠商也逐漸發掘出適合韓國之產品，過去五年我對韓

出口成長率平均為 3.52%。本次會議我方生技製藥議題之專題主講人，中

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史格瑞主委也表示該協會於 9 月 4 日

將率領國內 20 多家新藥、學名藥廠商訪問韓國，拓銷市場，尋找合作商機，

但他也以美時公司投資台灣與韓國的個案為例，表示該公司的韓國員工取

得台灣股票選擇權，馬上要被課 50%的稅，如兩國能早日簽署避免雙重課

稅協定、投資保障協定，對兩國經貿交流的促進將更有實質助益。雖然石

定大使與趙百相代表於開幕致詞時也提及雙方政府都在針對這兩項協定進

行諮商中，崔光州委員長則認為雙方有機會能於明年第一季先簽署避免雙

重課稅協定，但站在廠商的立場，最好兩國能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因此重

啟於 2012 年啟動後即停滯的 FTA/ECA可行性研究，刻不容緩。 

 

二、新南向政策之台韓合作 

台韓兩國對中國貿易依存度高，受全球經濟趨緩及中國經濟新常態的

影響，本次會議韓方特別針對「中國新常態下之台韓合作」發表專題演說，

本會則安排韓方拜會我國發會，以促進其對我國家發展政策的瞭解，由我

國發會高副主委說明新政府的五大創新產業內涵，以及協助台灣產業轉型

升級的政策。渠等除對我現階段與中國關係表達關切外，亦對我新政府的

新南向政策提出不少問題。他們表示韓國雖深耕東協已久，但企業佈局力

度仍不及在中國的廣度與深度。目前雙方政府都鼓勵企業分散出口市場，

加上中國勞工成本上揚，開始讓企業重將目光投至東南亞，而台韓兩國產

業結構與生產鏈使雙方在原物料及零組件上出現產業內貿易現象，如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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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兩國的南向政策，互相學習，共同攜手拓展東協市場，亦可為雙方創造

最大利益。因此，我三立電視台亦派記者前往韓國專訪學者，以瞭解韓國

的南向政策，如韓國當地企業經營現況，韓國政府的策略與作法、以及重

點扶植產業，對東協市場的看法，未來台韓的競合關係等，不只顯示台灣

媒體對新南向政策的重視，也可將韓國經驗帶回與我國廠商分享。 

 

三、持續推動台韓兩國企業合作及投資 

台灣與韓國雖無邦交，但因歷史及文化相近，使兩國長久以來經貿合

作關係密切，過去台商因韓國民眾民族意識強烈，以愛用國貨為榮，拓展

韓國市場不易。近年來，因電子商務的發展，使消費者可以接觸到更多來

自世界各地的產品，也改變了消費者的購物習慣，使得台韓兩國對彼此的

產品更為熟識，進而使產品較易打入對方市場。另外，我對韓投資案近兩

年也在金融服務業的帶動下大幅增加，金融業如元大及富邦，科技製造業

如鴻海及友嘉，但在全球景氣前景不佳情況下，兩國仍需持續推展各項領

域之合作與投資，如循環經濟的發展(廢棄物)、綠能/節能、新農業等，我

國可以與韓國進行技術、產業合作、創新思維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