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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微中小企業聯合聲明倡議」進展 

Updated: 2023.08.01 

一、 會員推動MSMEs相關工作之授權及範圍 

(一) 2017 年 12 月第 11 屆部長會議（MC11）「有關建立 MSMEs

之 WTO 非正式工作計畫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TO Informal Work Programme For 

MSMEs, WT/MIN(17)/58）：由包含我國在內之 84 個 WTO

會員（含當時歐盟 28 個會員國）代表團團長聯合發表，決

定在 WTO 成立「MSMEs 非正式工作小組」（ Informal 

Working Group on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WG on MSMEs）；並開放供所有 WTO 會員參與。 

(二) 工作範圍包括：1. 改善 MSMEs 獲得資訊的能力；2. 促進

對 MSMEs 而言更可預測之監管環境； 3. 降低 MSMEs 之

貿易成本；4. 促使 MSMEs 更易獲得貿易融資；5.透過 WTO

貿易政策檢討（TPR）解決對 MSMEs 具特殊利益的議題；

及 6. 在技術協助和能力建構倡議納入 MSMEs 在貿易上的

需求及挑戰。 

(三) 自 2023 年 4 月起，由巴貝多駐 WTO 代表團大使 Matthew 

WILSON 擔任小組協調人。目前有 98 個會員（含歐盟及其

27 個會員國）參與本小組。美國於 2022 年 12 月宣布加入。 

二、 迄今之工作進展及成果 

(一) 通過「微中小企業宣言」，宣布本小組推動之 6項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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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未來工作重點：會員在 2021 年 9 月 24 日會議中通過「微

中小企業宣言」終版草案（Final Draft Declaration on 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INF/MSME/W/36）。主

要內容包括： 

1. 臚列 2020 年 12 月由小組以「單一認諾」（ single 

undertaking）方式通過，旨在協助 MSMEs 有效參與國際

貿易之 6 項工作計畫（以 Recommendation 或 Declaration

為名），及支持或歡迎已成立或進行中之其它計畫（如

Trade4MSMEs 資訊平台、GTH 及 TPR Database 等）。 

2. 宣示小組將聚焦於對 MSMEs 具核心重要性之議題，確

認可協助 MSMEs 參與國際貿易之行動，包括與私人部

門的對話及與秘書處和國際組織之合作。 

3. 小組將持續監督上述 6 項工作計畫之執行情形。 

4. 本小組將持續外伸（reach out）工作，邀請更多 WTO 會

員加入本小組。 

5. 對 MSMEs 因應新冠疫情之衝擊及經濟復甦表示支持，

並支持 WTO 在促進開放的貿易環境及建立具韌性且永

續之價值鏈上扮演積極角色。 

6. 將推廣及鼓勵MSMEs利用線上之貿易推廣和資訊平臺，

及支持可促進透明化和提高可預測性之監管環境，以協

助 MSMEs 參與國際貿易。 

(二) 2023年新的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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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進微中小企業對資訊之取得：2023 年新計畫包含強化

Trade4MSMEs 資訊平台、對「全球貿易資訊平台」

（Global Trade Helpdesk）提供更多的支持。 

2． 建構微中小企業進入國際貿易之能力：包含出版為提供

微中小企業及政策制定者使用之 Trade4MSMEs 資訊平

台使用手冊、出版如何將微中小企業納入各國安全認證

優質企業（AEO）的良好實踐概要。 

3． 提供政策指引：小組將持續深入探討與微中小企業有關

的貿易議題，目的在發展建議性質之政策指引，包含區

域貿易協定中之微中小企業條款、永續性、鄉村微中小

企業、低價值貨運快速通關、電子化等。 

4． 執行 2020 年 12 月工作計畫：持續邀請會員報告其貿易

政策檢討報告中有關微中小企業環節。 

5． 強化與私部門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交流：透過

Trade4MSMEs資訊平台強化與其他國際組織間之網絡；

透過年度會議及其他通訊模式，持續強化與私部門之交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