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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秘書處舉辦之「服務貿易分析高級

課程」，旨在提升參訓者對服務貿易分析工具資料庫（如I-TIP服

務業資料庫、服務貿易政策資料庫、STRI與服務貿易監管調查

等）之瞭解，及強化參訓者對服務貿易與數位貿易統計框架、統

計資料庫之應用。該培訓課程共4天，除了重點複習服務貿易協

定內容(GATS)、服務業承諾表、以及當前WTO正在討論之國內

規章倡議外，講師依序向學員介紹各種服務業相關資料庫。課程

主要透過講授、分組互動練習、案例研究等方式進行。 

 

 

 

 

 

 

 

 

 

 

 



參加「服務貿易分析高級課程」報告 

目錄 

 

壹、 參訓時間： ........................................................................ 1 

貳、 參訓地點： ........................................................................ 1 

參、 主辦單位： ........................................................................ 1 

肆、 參訓人員： ........................................................................ 1 

伍、 我國參訓人員： ................................................................ 1 

陸、 授課講座： ........................................................................ 1 

柒、 參訓目的與過程： ............................................................ 1 

捌、 參訓心得與建議 .............................................................. 16 

附件 1：參訓人員名單 ............................................................ 17 

附件 2：課程內容及安排 ........................................................ 20 

  



1 
 

參加「服務貿易分析高級課程」報告 

壹、 參訓時間： 

113年 06月 04至 06月 07日。 

貳、 參訓地點： 

瑞士日內瓦。 

參、 主辦單位： 

世界貿易組織（WTO）。 

肆、 參訓人員： 

參訓人員共 29 名，主要分別來自亞洲(如印尼、柬埔寨、不

丹、巴基斯坦、中國、香港、馬爾地夫、泰國、台灣等)、非

洲(衣索比亞、南非、肯亞、甘比亞、埃及、模里西斯、馬達

加斯加等)、以及中南美洲(墨西哥、阿根廷、貝里斯、哥斯大

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等)等地區之國家。參與人員主要

多係負責服務貿易談判人員或經濟分析人員。學員名單與背

景資料詳如附件 1。 

伍、 我國參訓人員：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李國際經貿專業諮詢師一鑫。 

陸、 授課講座： 

本次課程著重於服務貿易數據與政策分析工具之應用，爰除

帶領學員瞭解各資料庫的蒐集資訊及計算指數等方法論外，

也透過個案分析以及每天的複習演練，讓學員瞭解如何應用

這些資料庫（詳參課程內容及安排如附件 2）。 

柒、 參訓目的與過程： 

一、 培訓主題與目的： 

本次培訓主題為「服務貿易分析高級課程(Advance Course on 

Analyzing Trade in Services)」，培訓目的在使參訓人員瞭解當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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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服務貿易政策分析工具及相關統計得以使用，以在進行服務

貿易談判時，可以比較自身與對手國在服務貿易的限制程度、各

自在多邊、區域或雙邊領域之服務業承諾情況、各服務業產業之

進出口及各種服務模式之貿易情況等，以深入研析自身及對手國

之政策空間，擬定最佳談判策略及市場開放承諾。 

因此，WTO秘書處邀請其服務貿易與投資部之經濟事務官與

顧問 Joscelyn Magdeleine、Antonia Carzaniga、Ishrat Hans、Ester 

Rubio、統計學家Ying Yan以及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暨

英國智庫貿易政策研究所副組任Jose Monteiro等來講授相關理論

課程及相關資料庫的應用，並將參訓人員分為六組，於每日複習

演練及個案研究時進行討論。 

二、 培訓過程及課堂內容概述： 

(一) 服務貿易協定(GTAS)重點複習： 

1. 服務貿易與商品貿易的進行方式不同(如服務貿易無關

稅)，且其障礙多來自於境內(behind-the-border)監管措施，

爰 GTAS適用的是成員所採行之影響服務貿易的措施。 

(1) 措施：係指任何措施，包含法律、規範、規則、行政流

程、決定、機關行動方案等等。 

(2) 成員：係指所有各級政府(包含中央、區域或地方政府與

機關)，以及經中央、區域或地方政府或機關授權行使政

府權力之非政府機構。 

(3) 稱服務者：包含所有服務部門，大致可分為商業及專業

服務、通訊、建築、配銷、教育、環境、金融保險、健康

相關、觀光旅遊、休閒娛樂及運動、運輸及其他服務業

等 12大項超過 100多項子部門，惟下列兩項服務不在適

用範圍 

 行使政府權力，但非基於商業基礎，也非與服務提供

者競爭之服務； 

 航空權及直接與航空權相關之服務(因涉及人的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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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全問題)。 

(4) 貿易：係指提供服務的 4 種模式，如跨境提供服務、跨

境消費、商業據點、自然人移動1。有趣的是，這些模式

的界線已自網路興起後逐漸模糊。例如：線上跨境消費

行為，可以是模式一，也可以是模式二，因為線上跨境

消費，隱含服務提供者為跨境提供服務，而模式二也沒

有明確規定境外消費係消費者一定要實體至境外消費。

這也是當前一些 RTA會將模式一與模式二合併的原因。 

2. 最惠國待遇(MFN)： 

 成員應立即且無條件地對來自其他成員之服務或服

務提供者提供不低於該成員給予其他國家相同服務

或服務提供者之待遇。注意的是，該條重點不在要求

開放，而是在法律上及事實上對待大家之方式一樣。 

 MFN 適用於 GATS 中的所有服務業部門，但仍有例

外可能，如透過在加入 WTO 時所列舉的 MFN豁免

清單、經濟整合(與他國簽署更優惠待遇)、認許、給

予低度開發國家豁免等方式給予不同待遇。 

3. 承諾表注意事項： 

(1) 承諾表填寫規則： 

 承諾表分二大部分，一為水平承諾，二為特定承諾；

於各承諾中再分市場開放、國民待遇、額外承諾等三

欄位。 

 水平承諾主要是填寫適用於所有產業的廣泛措施，

使在第二部分特定承諾填寫時無須一再重複相同措

施，尤其是對模式四自然人移動的限制(如對商務人

士或工作證等法規限制)。 

                                                      
1 模式四自然人移動係指不影響成員當地就業市場之暫時性移動。其中包含自我僱用者(self-

employed)、履約服務提供者(Contractual Service Suppliers)、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Intra-Corporate 

Transferees)、及商業訪客(Business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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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承諾：主要填寫各個服務部門之四種服務提供

模式的市場開放及國民待遇措施，保證最低

(minimum levels)的市場開放與國民待遇承諾，爰成

員有進一步開放之空間。 

 市場開放：重點是填寫限制市場進入的措施(如數量

限制、資產限制、持股比例/外資總額限制等，GATS

第 16條)，而不是執行機制(如許可要求)或相關法律

規定。 

 國民待遇：成員可以提供形式上相同或形式上有差

別的待遇，只要符合不歧視原則，且不會改變競爭條

件。(GATS第 17條) 

 額外承諾：可能是資格、標準、許可證等不屬於 GTAS

第 16條及第 17條規範的措施。 

(2) 承諾表業別分類：通常以 W/120及 CPC 1991為準，但

無硬性規定。 

(3) GATS與區域/雙邊貿易協定承諾表之呈現方式差異： 

 正面表列：如 GATS 屬正面表列，係採「由下往上

(Button-Up)」方式，就各個產業進行承諾(有列的服務

業部門才開放，但可寫上開放的限制)。 

 負面表列：採「由上往下（Top-Down）」方式(完全開

放，除非列於不符合措施清單)，其可見於一些 RTA

或美國簽署的協定中，CPTPP也是負面表列。另負面

表列有不倒退(ratchet)機制。 

 部分 FTA/RTA 同時採取正、負面表列，如印度與韓

國 FTA對服務業採正面表列、對投資採負面表列。 

(二) 服務貿易政策分析資料庫(I-TIP Services) 2： 

鑒於各國實際法規與政策資訊的透明化對服務貿易談

                                                      
2 https://itip-services-worldbank.wto.org/default.aspx。 

https://itip-services-worldbank.wto.org/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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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至關重要，蒐集服務貿易相關資訊與數據的需求也日益增

加，爰WTO (GATS承諾表、RTAs資料、服務貿易統計等)與

世界銀行(服務貿易限制資料庫，STRD)將其自身擁有之資

訊進行整合，建構了I-TIP 服務貿易資料庫，以作為各國進

行服務貿易談判時之參考依據。 

I-TIP 服務貿易資料庫包含五大模組：GATS承諾表、

RTAs承諾表、服務貿易限制指數(STPD/STRI)、服務貿易限

制指數儀表板、以及服務貿易統計等。所有選擇的資料均可

以EXCEL、CSV、PDF等檔案格式進行下載。另，設定之查

詢條件可於五模組間互通。 

 

1. GATS模組：提供WTO成員國在 GATS框架下承諾的具

體內容以及MFN豁免的相關信息，亦包含WTO成員國

根據低度開發國家服務貿易豁免（LDC Services Waiver）

條款對低度開發國家的優惠市場開放承諾。查詢結果可

依據國家別或部門別呈現。線上至多可同時呈現 10個國

家資料，下載資料則涵蓋所有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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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TAs模組：提供各成員根據GATS第 5條洽簽且向WTO

通報之雙邊及區域貿易協定中有關服務貿易相關承諾的

資訊，並可比較成員在 GATS與 RTAs的承諾差異。查詢

結果可依據 RTA別、國家別或部門別呈現。線上至多可

同時呈現 10 個國家/協定資料，下載資料則涵蓋所有查

詢結果。 

3. 服務貿易政策/服務貿易限制指數資料庫(STRD/STRI)模

組： 

(1) 內容： 

 提供成員有關影響外國服務提供者之政策及措施，

包含市場進入條件、營運條件、國民待遇、國內規

章(含行政程序、透明化等)、以及新興領域之措施

(如跨境資料流通、競爭障礙)等的最惠國適用待遇

(Applied MFN)狀況。 

 在各服務業部門(含 34 個子部門)中的每項政策措

施均以服務提供之模式(模式 1、3、4)來計算限制程

度。3目前有 2016年及 2022年資料可供比較。 

 查詢結果可選擇以政策資訊(可查詢成員相關政策

資訊及法規依據等)或 STRI分數來呈現。 

(2) 經濟體：目前涵蓋 133個經濟體資料，其中 91個經濟

體的資料係由世界銀行與 WTO 聯合進行問卷調查，4

並獲得 ITC、CEFTA 秘書處、GIZ 及歐盟的支持。其

他經濟體資料主要來自 OECD的 STRI資料庫。 

(3) 指數計算：以超過 150項政策措施(含水平適用之政策

措施及產業特定之政策措施，如圖 1)之問卷調查結果，

                                                      
3 排除模式 2的原因：因模式 2為消費者跨境消費，而政策措施通常是對服務提供者之限制，而非對消

費者。僅健康服務業納入模式 2，因消費者之生命與健康將受目的國的醫療政策(安全性與可及性)及醫

療服務品質等影響，可反映消費者跨境醫療可能面臨之障礙與挑戰。 

4 主要請經濟體從事經貿相關之法律事務所、會計事務所、及相關專家等填寫問卷，並進行討論與驗

證。沒有請各經濟體主管機關填寫之原因，主要除了考量主管機構恐較無時間與人力定期填寫繁雜問

卷，且從事經貿相關之法律事務所、會計事務所、及相關專家比較能從協助客戶處理相關事務的經驗

上，瞭解實務上各經濟體政策措施之實際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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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經濟模型來計算各成員之 STRI 分數，5並將每

一項措施之限制程度的高低給予一評分(如圖 2、3)。分

數越高代表限制程度越高，越不開放，例如：0代表無

限制(100%開放)；1代表完全禁止(100%不開放)。最終

數據會將該分數乘上 100後呈現，爰資料庫中之 STRI

係以 0~100之數值呈現。 

圖 1、服務貿易限制指數之措施分類 

 

圖 2、限制程度之分數舉例 

 

                                                      
5 經濟模型：利用固定替代彈性模型(CES)計算 S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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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服務貿易限制指數細向措施之評分表範例 

 

(4) 該模組可進行同一國家不同時期(2016 VS 2022)的比較，

或同一時期之跨國比較，以檢視自身限制程度之改善，

或與其他經濟體之限制程度比較。 

4. STRI Dashboard模組：主要透過地圖或圖表方式，將 STRI

視覺化。使用者可依據經濟體、服務業部門及服務提供

模式等之選項進行視覺化比較，該模組亦提供整體、區

域或以所得群組分之平均值，供成員瞭解自身及其貿易

夥伴之限制程度是否高於/低於平均。 

5. Statistics模組：透過視覺化之各式圖表，提供各經濟體依

據W/120分類的服務業進出口貿易及外資企業統計數據

(如企業家數、員工數、銷售/營業額)，並可將圖表以

EXCEL 或 PDF 檔案下載。資料主要來自各國央行之國

際收支調查報告、各國外商投資數據及外資企業統計數

據(Foreign AffiliaTes Statistics，FATS)6。但注意的是，每

個國家資料的完整性不一，視各國擁有之資料而定。 

(三) 優惠貿易協定之服務貿易限制指數(Preferential Trade 

                                                      
6 FATS亦稱跨國企業(TNC)統計，主要蒐集海外子公司的活動指標數據。該資料可於 OECD.Stat、

Eurostat、或WTO.stat (https://stats.wto.org)等網站取得。 

https://stats.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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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s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ons Index，PSTRI)7： 

1. PSTRI主要由國際貿易中心(ITC)、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WTO及學界專

家共同合作建立，其包含 1958 年至 2023 年間成員向

WTO通報的 400份貿易協定所涉及政策資訊，例如：優

惠關稅、出口限制、服務、投資、資金流動、原產地、貿

易便捷化及通關程序、貿易救濟、TBT、SPS、補貼、國

營事業、競爭政策、勞工、智財權、環境保護等。 

2. PSTRI 主要在衡量經濟體優惠貿易協定(PTA)中之服務

業承諾表的限制程度。PSTRI數值介於 0~100，其中 0代

表沒有限制(完全開放)；100代表完全不開放。 

3. 建立 PSTRI的目的在於： 

(1) 比較一經濟體在其 PTAs的服務貿易限制程度(PSTRI)

與其在MFN適用(STRI)之差異； 

(2) 在同一協定(如 CPTPP)中，比較成員間的服務貿易限

制程度； 

(3) 比較不同貿易協定之服務貿易限制程度差異等。 

藉此瞭解自身及夥伴國在三方面的服務貿易壁壘情況

(最惠國適用待遇 (Applied MFN policies)、優惠待遇

(Bindings in PTAs) 及 多 邊 待 遇 (Bindings in GATS 

commitments))，以利在進行 PTAs談判時，確認雙方的政

策空間(water)，擬定最佳攻、防策略。 

(四) STRD/STRI模組與服務業國內規章之連結： 

1. 現今越來越多經濟體將服務業國內規章納入其 FTA 中，

以增進法規之透明性、確定性與可預測性，及提升監管

品質，進而促進服務貿易。WTO也不例外，其於 2017年

底開始推動服務業國內規章聯合聲明倡議，並於 2021年

                                                      
7 完整資料可於世界銀行網站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dta/table.html下載。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dta/tab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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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完成談判。 

2. 據 WTO 研究顯示，執行服務業國內規章將使全球所得

增加 0.3%、出口增加至少 0.8%。 

3. WTO 及世界銀行所建立之 STPD/STRI 模組可讓使用者

查詢各成員服務業國內規章相關措施之資訊，瞭解其在

執行服務業國內規章之狀況與限制程度，因該資料庫可

對應至服務業國內規章中的 15個條文，如提交申請(第 4

條)、申請時間(第 5條)、電子申請及副本(第 6條)、申請

流程(第 7條)、費用(第 9條)、獨立性(第 12條)、出版物

及資訊公開(第 13條)、評論機會(第 14(a)條、第 15條至

第 19條) 等的相關措施(如下圖)。 

 

 



11 
 

 

 

 

(五) 數位貿易之衡量：8 

1. 電子商務與數位貿易： 

(1) 電子商務定義：買賣雙方透過電腦網路於專門設計

                                                      
8 相關參考資料：Handbook on Measuring Digital Trade，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digital_trade_2023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digital_trade_2023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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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接收或下單的網站或應用程式進行商品或服務

之交易 (The sale or purchase of goods or services, 

conducted over computer networks by method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receiving or 

placing of orders)，包含國內及國際電商。 

(2) 數位貿易定義：透過數位下單且/或數位傳送之國際

貿易(All international trade that is digitally ordered 

and/or digitally delivered)。其中， 

 數位下單貿易(digitally ordered trade)：透過電腦

網路於專門設計用於接收或下單的網站或應用程

式進行國際商品或服務之買賣(The international 

sale or purchase of goods or services, conducted 

over computer networks by method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receiving or placing of 

orders)，所以也等同是國際電商。 

 數位傳送貿易(digitally delivered trade)：所有國際

貿易的傳送均係透過電腦網路進行 (all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actions that are delivered 

remotely over computer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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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的是， 

 數位下單定義中所指的「…method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receiving or placing of 

orders」，係指買方透過賣方自建之網站或應用程

式、第三方建立之網站或應用程式、電子資料交

換系統(EDI)、虛擬助手發出訊息、聊天機器人

等下單方式。不包含透過電話、傳真、手動輸入

訊息(如電郵、WhatsApp、微信)、數位簽名形式

之離線交易等下單方式。 

 數位傳送則包含使用電腦、筆電、手機或任何通

訊設備連網來傳送的所有方式，包括透過電郵、

電話或視訊通話、傳真訊息、雲端網絡、應用程

式及數位中介平台(DIPs)等。 

(六) WTO STATS 資料庫：9除利用 I-TIP中的統計模組外，

服務貿易統計亦可於 WTO STATS 資料庫取得，該資料

庫亦提供統計儀表板，讓數據視覺化。該資料庫包含以

下統計資訊： 

1. 商業服務貿易：提供自 1980年迄今各經濟體在國際收

支中的服務貿易統計資料，包含超過 200個經濟體及約

150 個細服務部門之統計數據。該資料庫由 WTO 與

UNCTAD 共同建立，主要資料來源取自各國央行之國

際收支報告，搭配 IMF及 Eurostat相關資源。 

(1) 1980-2013年年資料：涵蓋 200多個經濟體及 15個服

務部門之進出口統計資料。(已不再更新) 

(2) 2005年迄今之年資料：涵蓋 200多個經濟體及 150個

服務部門之進出口貿易資料。少部分經濟體有提供其

與夥伴國在各服務部門之進出口統計資料。 

(3) 季資料：涵蓋 150 多個經濟體之總商業服務及四大

主要子類別(商品相關服務、運輸服務、旅遊及其他商

                                                      
9 https://stats.wto.org。 

https://stats.wto.org/


14 
 

業服務等)之進出口統計資料。 

(4) 月資料：涵蓋 40 多個經濟體總商業服務之進出口統

計資料。 

2. FATS：包含外資企業之經濟活動數據，如銷售、家數及

員工數等。 

3. WTO-OECD 平 衡 服 務 貿 易 資 料 庫 (WTO-OECD 

Balanced Trade In Services EBOPS2010)：提供 2005年

至 2021年 202個經濟體與其貿易夥伴按部門別分的服

務貿易統計。該資料庫是唯一擁有雙邊服務貿易統計的

資料庫。其服務部門主要按照 EBOPS 2010 (BPM6) 的

12 大類別進行細分。該資料會隨各經濟體新年度資料

的釋出適時改進與更新。 

 

(七) 全球服務貿易數據中心(Global Services Trade Data Hub) 

10：服務貿易統計亦可於「全球服務貿易數據中心」網站

取得及下載，該網站提供四個獨立資料庫，包含數位傳

輸服務貿易資料庫 (Digitally Delivered Services Trade 

Dataset)、按服務提供模式分類的服務貿易資料庫(Trade 

In Services By Mode Of Supply Dataset)、及前述之商業服

務貿易資料庫(Trade In Commercial Services)與 WTO-

                                                      
10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ervices_trade_data_hub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ervices_trade_data_hub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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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平衡服務貿易資料庫。其中： 

(1) 數位傳輸服務貿易資料庫：提供透過電腦網絡（如網際

網路、APP應用程序、電郵、語音與視頻通話、數位中

介平台）進行的服務貿易數據，目前涵蓋 2005至 2023

年 200多個經濟體與地區及 8個子行業的數據。 

(2) 按服務提供模式分類的服務貿易資料庫(TISMOS)： 

A. 根據GATS的四種服務提供模式來計算的服務貿易

統計。該資料庫涵蓋 2005年至 2022年 200多個經

濟體與地區及 55個行業之數據。 

B. 模式 1、2、4主要取自各國央行發布之國際收支中

的服務貿易統計(主要為年資料及季資料，多數國

家無雙邊服務貿易統計)。模式 3則取自 FATS。 

(3) 商業服務貿易資料庫：如前(五)之 1所述，惟於此網站

目前僅涵蓋截至 2023 年約 150 個經濟體/地區及 8 個

廣泛服務部門之季度進出口貿易統計。預計 2024年 7

月將發布超過 50個部門別資料。 

(4) WTO-OECD平衡服務貿易資料庫：如前(六)之 3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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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參訓心得與建議 

在商品關稅減讓到一定程度，服務貿易卻仍有諸多限制的情

況下，越來越多新 FTA/RTA對規則的制定與服務業的開放更加重

視，其中電子商務或數位貿易更是近年備受重視的討論議題。然

而，想取得服務貿易(含數位貿易)的量化資料並加以分析並不像商

品貿易那樣容易，尤其很多時候難以自己收集到雙邊服務貿易之

統計數據。因此，很開心WTO與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能夠建構

服務貿易相關的數據及分析資料庫，並提供課程讓各國官員學習

應用，也非常感謝能有這個學習機會。 

透過這次培訓，除了釐清一些
職
對 GATS及數位貿易衡量之觀

念外，搭配課堂的分組練習及每日對前一日課程之複習課程，也

讓
職
更清楚如何善用WTO及相關國際機構之資源。未來倘我國與

貿易夥伴國展開服務業談判時，將可利用這些工具，對自身與夥

伴國在服務貿易的市場開放、國內規章等方面進行更全面的檢視、

比較與分析，以作為談判攻、防策略之參考依據。 

這是WTO第一次舉辦這個課程，目前尚在試行階段，其建構

之資料庫也持續完善中，爰部分課程的規劃與上課時間的掌控仍

有改善空間，但相信未來會越辦越好，所以非常建議未來可繼續

派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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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參訓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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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課程內容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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