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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Pacific Report                             APRDI    

亞 太 發 展 報 告 2022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4 日 

 

 民主黨重量級參議員繼續加碼壓制中國半導體法案，欲加大對華科技牽制。 

 臺灣九合一基層選舉過後，兩黨旋即展開黨內廝殺，爭取主導 2024 大選佈局。  

 以生產穩定因素為主要考量，日本可能加大製造業撤離中國的步伐。 

 馬雲為何長時間停留日本引發他試圖開展新業務猜測。 

 美國通過重返菲律賓軍事基地的方式回暖“重返亞洲”戰略，對東盟是個考驗。 

 

❖ 美國政經 

 

美欲加大對華科技牽制力度  

        最近兩周美國又加大了

對華科技抗衡的聲量。先是

由聯邦通訊委員會（FCC）

正式宣佈禁止華為、中興通

訊、海康威視、海能達和浙

江大華五家中國大陸公司在

美國銷售設備，理由是對美

國國家安全構成不可接受的

風險；本周，參議院多數党

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領頭提案，稱若

有企業採用被美國國防部列

為大陸軍事承包商生產的半

導體，美國政府就不應和這

些企業有業務上的往來。但

德國表示並不想跟進美國的

制裁措施。 

        這是兩個月後美國的再

次出手，想從政府採購下

手，進一步圍堵大陸發展晶

片業。這項跨黨派提案有可

能被列為《國防授權法案》

（NDAA）的一項修正案，

擴大其中第 889 條款規定的

範圍，禁止聯邦政府採用中

國大陸企業製造的半導體產

品和服務。這系列的行動體

現了美國想從技術、設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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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等途徑全方位壓制中國

的科技行業競爭優勢。舒默

公開表明此舉是意在鼓勵美

國多採用本土製造的半導體

產品。 

        另外，美國商務部 12

月 2 日公佈調查結果，指出

多家中國大陸的太陽能電池

製造商，通過將產品轉往東

南亞國家組裝後再運往美

國，以規避美國政府的關

稅。其中涉及比亞迪、阿特

斯陽光電力集團（Canadian 

Solar International）、泰國天

合光能、及越南光伏科技等

公司。美國進口的太陽能電

池，逾半數來自這四家公

司。雖然目前太陽能產品尚

在兩年免稅期內，但是美國

政府就此表明了態度，將促

使商家轉而尋找替代供應

鏈，或者加大在美國本土投

入太陽能產品的生產鏈。最

近的確有美國企業在加大太

陽能板的本土產能。 

 

        

 

美國市場 

        美國經濟基本面並沒有

根本性變化，財政政策的缺

席依舊，經濟運行沒有看到

自我修復，而美聯儲的政策

是市場唯一的風。美國經濟

本身嚴重的供給不足，在全

球供應鏈問題緩和以及油價

趨於穩定後，並沒有根本性

的改善。或者說，疫情依舊

沒有完全成為過去時的今

天，美國經濟本身沒有看到

自我修復，回歸“（新）常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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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消費主導的經濟

體，消費市場沒有持續惡

化。上圖是最新紐約美聯儲

的消費市場幾個核心宏觀資

料。我們看到實際可支配收

入回落到 2019 前，而實際

支出和收入之間的冗餘（儲

蓄、投資）顯著收窄，實際

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在升息

的環境下只能惡化。而在實

際消費中，商品消費趨平，

服務業支出上升。而產出方

面，美製造業 PMI 指數跌破

50，顯示進入衰退。而歐元

區 PMI 指數也在早些時候跌

破 50。 

   

        市場變化上，進入 2022

年，宏觀政策是美聯儲唱的

獨角戲，市場運行在財政政

策缺席，實體經濟供需嚴重

失衡，經濟運行在“衰退”的

陰影下。過去數年注入的熱

錢依在，在美聯儲的指揮棒

下，忽而推高市場，忽而撤

離市場。全球熱錢無處安

身，更是加大了這種波動。

這種完全沒有基本面支持的

漲跌，很難判斷具有牛熊的

趨勢性。 

        本周鮑威爾的發言，從

字面角度可謂模棱兩可。一

方面，表示可以放緩升息力

度，另一方面，表示最終利

率可能更高。單純從經濟運

行的角度，無法判斷美聯儲

的貨幣政策是更緊、放鬆、

還是維持現狀；從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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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反倒容易理解，留

下更多的政策空間。 

        市場的反應顯示，熱錢

更加看重短期影響，長期的

變化，有太多不確定性因

數，放在第二位。鮑威爾表

示，“當我們的行動接近足

以使通脹下降時，緩和我們

的加息步伐是有意義

的。。。。。。緩和加息步

伐的時機可能最快在 12 月

的會議上到來。”與此同

時，鮑威爾對最終升息區間

留下足夠的政策空間，他表

示“未來通脹的道路仍然非

常不確定。。。。。。我們

嘗試新的方式來確定合理的

通脹水準是什麼。我們不可

能在一個非常高的通脹水準

上持續五年”。同時，鮑威

爾提到了物價、工資螺旋，

並表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

題。鮑威爾發言後，納斯達

克當日上漲 4.4%，標普上漲

3.1%。 

 

❖ 港臺大灣區 

 

臺灣基層選舉後的兩黨謀局   

        上周臺灣舉行了基層縣

市長換屆選舉，不管選舉結

果如何，期中選舉都是兩年

後領導人大選的前哨站，兩

黨都將從本周開始進行黨內

人選佈局，謀劃更加重要的

2024 大選。只是民進黨出人

意料的慘敗，蔡英文即刻辭

去黨主席，使其黨內大位的

派系鬥爭陷入更加難以預料

的複雜局面。而國民黨雖然

原本可以儲備競爭 2024 的

人選不多，然而突如其來的

大勝使得黨內也開始有所躁

動。 

        民進黨的佈局的確顯得

艱難，因為該黨在此次選舉

中遭受了創黨以來的最大失

敗，原本強勢的蔡英文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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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眾矢之的，各派為了爭

奪 2024 主導權勢必將掀起

幾番爭鬥。首先要換的是黨

主席，因為蔡英文要為敗選

負責，便要立刻辭去黨主

席，而黨主席有很大權力可

以主導接下來的競爭規則、

人選謀劃和競選議題，其他

派系正好借機逼她下臺。目

前適合擔任黨主席的人選主

要有行政院長蘇貞昌，高雄

市長陳其邁（已臨時代理黨

主席），桃園前市長鄭文

燦，新北敗將林佳龍，甚至

屏東前縣長潘孟安也有資

格，還有前主席卓榮泰、前

秘書長蘇嘉全等。 

        老奸巨猾的蘇貞昌雖然

屢戰屢敗，但其仍有出戰

2024 的雄心，因此不願接任

黨主席，而死死地賴在行政

院長的位置上不肯下來。鄭

文燦雖然未能成功將市長之

位交棒同黨，但也算黨內口

碑不錯，也是黨主席的理想

人選，不過其志在行政院

長，甚至也不排除 2024，因

此估計也未必願接黨主席。

林佳龍在新北慘敗于國民黨

侯友宜，短時間內估計以療

傷為主而不敢複出，定無意

參選黨主席，而且據傳他的

意向是 2024，只不過新北一

戰輸得體無完膚，已失盡主

動。 

        當然，民進黨內目前對

於 2024 興趣最大且實力最

強的都不是以上人士，而是

蔡英文的現任副手賴清德。

蔡賴兩人關係並不好，經此

敗仗，蔡系人馬鄭文燦加上

前副手陳建仁一起也已經無

法壓制住賴清德，所以賴清

德不會主動去競選黨主席，

以免落入既要當射手又要當

裁判的尷尬境地，而且這一

任黨主席還要帶領立委選

舉，賴更不會想兼顧，他的

矛頭應該會直指 2024，他要

考慮的不是黨內的其他人，

而是國民黨會推出誰來爭

鋒。 

        當然，蔡英文如果不想

失去主導權，也有一種可能

就是她逼蘇貞昌下臺，而由

她的人馬陳建仁擔任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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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組閣，一方面可以借此回

應民間對於重新組閣的呼

聲，讓民進黨看上去煥然一

新，另一方面更可以重新凝

聚鄭文燦、林佳龍、潘孟

安、林右昌等這些卸任地方

的黨內大員。 

        至於國民黨的人選，雖

然不多，但一向善於不團結

的國民黨在有兩個以上候選

人的時候就會犯老毛病。此

次國民黨大勝，黨主席朱立

倫當然功不可沒，但是新北

市長侯友宜現在是黨內一號

戰神，而且朱立倫有過大位

敗選經歷，對選民心理可能

會有影響，但畢竟是頂層人

物，且熟悉美國人脈和兩岸

關係，未必爭不過侯友宜。 

        侯友宜雖然歷來話很

少，此次勝選之後記者也無

法撬開他的嘴，但是他絕對

是無法擋住 2024 誘惑的。

選前他已經對於副手人選郭

台銘的傳聞未表示否認。12

月 1 日，新華社在“港澳臺各

界沉痛悼念江澤民同志”的

報導中，點名中國國民黨主

席朱立倫與新北市長侯友宜

等人以不同形式對江澤民先

生逝世表達哀悼。這是一個

重大信號，國民黨黨內此次

選舉過後的當紅政治人物之

中，除了黨主席朱立倫以

外，只有他被點名，相信黨

內其他政治明星應該明白侯

市長才是接下來大家要眾星

拱月的那顆明日之星。 

  

 

❖ 日韓東北亞 

 

生產穩定因素促使日本考慮從中國大量剝離製造業      

        從今年年初開始，由於

美國對中國的壓制不斷升級

和中國國內的多髮式的疫情

封控，日本企業在中國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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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可以說遇到了有史以

來最大的困難。這也直接反

應在上半年的多個針對在華

企業經營狀況的調查中。多

數在華日企均對業務前景表

示迷茫，進駐中國企業數量

更是 10 年來的最低點。而

10 年前正好是中國國內反日

情緒的最高點，日本企業在

華經營仿佛又到達一個新的

轉捩點。 

        近日在一項關於中國供

應鏈的調查中，接近 80%的

企業回饋，與半年前相比從

中國採取零部件的風險增

加。過半受訪企業表示未來

將減少從中國採購的比例，

主要集中在機械和汽車、化

工等行業。 

        眾所周知的是日本企業

無論是原料還是銷售市場都

已經深度與中國綁定。有日

本供應鏈研究企業估算，假

設家用電器和汽車等 80 多

種主要產品停止從中國進

口，改為日本國內生產或者

其他地區採購，那麼成本每

年將增加近 14 萬億日元，

這項數字相當於在東京證券

主機板上市的製造業企業總

淨利潤的 70%。這個數位的

增加幅度遠比目前由於俄烏

戰爭和其他因素造成的通貨

膨脹率要高得多。如果轉嫁

給消費者，那電子消費品的

價格也有可觀的漲幅。 

        即便如此，那麼是什麼

原因讓日企依然在試圖“不

計成本”地脫中呢？首先自

然是從穩定的企業收益角度

進行考量。日企選擇在中國

進行生產和投資，第一考慮

的是在中國生產的成本。這

不僅包括原材料的價格，運

輸，勞動力等硬成本，還包

括生產環境、政策的穩定程

度等軟成本。當前中國的防

疫政策可以說直接影響到了

不少在華的製造業日企，儘

管企業採用暫時提升員工薪

酬待遇，通過閉環運輸等生

產管理模式來減低對生產的

影響，但這無疑又是一筆不

菲的運營成本賬。 

        此外，台海形勢的不

穩，美國制裁等地緣政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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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都產生了“生產經營雷

區”，當在華日本企業將“生

產穩定”看的更重時，更深

一層的背後反映出的是日企

對中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環

境的擔憂。

 

馬雲長期停留日本的目的和動向引猜測 

        馬雲長期停留日本的目

的和動向引發猜測，人們在

想他會否試圖尋找新夥伴再

造新“阿裡”？根據多家日本

媒體的消息稱，阿裡巴巴創

始人馬雲和家人已經在日本

東京居住了超過半年時間。

有的日本媒體更進一步披露

馬雲留日期間多次往返美國

和以色列，出入東京銀座的

高級私人俱樂部和商業夥伴

見面。 

        東京銀座的商業圈除了

是日本國內外知名的 CBD

外，也是不少日本上市公

司、科企巨頭的總部以及日

本數碼廳等行政單位的所在

地。回想阿裡集團在發展之

初便受到了孫正義的軟銀集

團（Softbank）等不少日本

投資公司的青睞，雙方的合

作由來已久。馬雲此次留日

或許依然有一定可能在籌畫

建立新的商業網絡。 

        在中國迄今為止的互聯

網浪潮中，阿裡巴巴及關聯

的企業創造了互聯網資訊化

的“中國式奇跡”。反觀日

本，在過去的十數年中，國

內企業與互聯網資訊融合發

展的進度乏善可陳，資訊化

的速度可以說被中美遠遠甩

在身後。以日本的電子商務

和物流業為例，其中具有代

表意義的莫過於日本樂天和

黑貓宅急送集團。 

        樂天集團從電子商務、

證券到金融和物流，可以說

涉足了不少行業，在日本諸

多企業中算是跨行業的巨

頭。但是在互聯網浪潮中轉

身速度相對較慢，企業的體

量可以說甚至不足阿裡巴巴

集團的 1/5。黑貓宅急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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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在日本物流的市場佔有率

一直位居前列，在國內也具

有良好的口碑，但同樣在一

定程度上錯過了互聯網浪潮

帶來的機會，在運營的資訊

化、市場拓展的國際化上甚

至也跟不上不少中國的物流

公司。 

        另一方面，目前中國國

內對互聯網企業管制有所加

強，不少中國的互聯網企業

也在向外尋找新的發展機

會。日本作為其中一個出海

的選擇地，自然也會引起中

國企業的關注。儘管目前尚

無更多的證據表明馬雲下一

步的具體行動，但從日本正

在試圖重振半導體等高新科

技產業和推動國內資訊化的

戰略方向來看，有一種可能

性是不能被排除的。那便是

由日本政府出頭，以國家的

資訊化戰略為紅線，牽動國

內主要科技企業，共同向馬

雲拋出了橄欖枝，引入馬雲

作為“新勢力”，推動日本國

內科技資訊產業的整合、升

級，將互聯網產業下沉到其

他行業進行融合，並產生樣

板效應以及吸引更多的國際

資本。 

        這對於日本政府、科技

資訊企業、馬雲本人來說都

是多贏的，如果該假設成

真，那必然會在世界範圍內

投下一個重磅的“資訊炸

彈”。

 

重要資訊        

        1、日本 2022 年出生人

口持續減少，預計將跌破 80

萬，人口規模加速縮減。12

月 1 日根據讀賣新聞、朝日

新聞等多家媒體披露，2022

日本的出生人口很可能將跌

破 80 萬。而處在深度老齡

化下的日本的死亡人口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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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攀升，兩相抵減，總人

口數目萎縮加快，並且預期

最快在 2035 年前後，日本

將只有不到 1 億的人口。 

        可以說這種預期還是相

對保守的。根據 2021 年日

本內閣府所做的社會輿論調

查，日本青年人對於結婚和

生育欲望依然保持下降趨

勢，未來適齡適婚人口也不

斷減少，雙重因素疊加，日

本人口的未來並不樂觀。儘

管有輿論和意見提出可以積

極吸納中國、東南亞的移

民，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也

確實在近些年有所鬆動。但

是想依靠移民來緩解人口危

機，對於日本這個民族和國

家而言，在未來十年乃至更

長的一段時間是並不現實

的。 

        第一，日本社會和文化

的保守、排他性依然十分強

烈。日本作為島國，有著極

具保守色彩的文化和社會基

礎，這體現在社會氣氛、宗

教信仰、文化邏輯等方面。

無論是接納新移民還是新移

民的融入都是十分困難的。 

        第二，日本是統一的單

一民族國家，這與美國等移

民國家有著根本上不同的發

展邏輯。對於不少日本人來

說，轉變國家發展策略，依

靠移民改變人口結構，不僅

容易引起日本社會的動盪，

更會動搖“國本”。 

        2、韓國運輸業再次爆

發罷工。經濟前景不明朗

時，韓國政府和社會應如何

應對工業罷工行動引熱議。

韓國貨運工會組織從 11 月

26 日零時起進入了集體罷工

狀態。這是繼今年 6 月以來

的第二次罷工。 

        此次帶頭罷工的組織名

為“貨物連帶”工會，成員約

有 2.5 萬人，占全體貨車司

機的 6%左右。今年 6 月罷

工給韓國運輸業造成的損失

高達 2 萬億韓元，可見罷工

影響巨大。部分輿論認為政

府不應像今年 6 月那樣模棱

兩可地解決事態，而應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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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律和原則，嚴肅處理包

括“貨物連帶”在內的多個工

會帶頭的罷工事件。 

        許多韓國民眾並不看

好，認為他們以整個國民經

濟為籌碼，僅考慮自己行業

的利益。此次罷工以“停止

物流，改變世界”為口號，

但在眼下高物價時期，這將

進一步提高物流費用負擔，

會降低企業利潤和生產動

力，也會拉低出口競爭力。 

        韓政府為增加出口、改

善貿易收支而使出渾身解

數，企業因高物價、高利

息、高匯率導致利益減少而

展開生存鬥爭，家庭則被不

斷增加的利息負擔壓得喘不

過氣來。如今，在這些已經

苦不堪言的社會經濟的肩膀

上，罷工又加添了一塊沉重

的石頭。在接下來的一年

裡，恐怕行業的罷工也依然

會陸續有來。如何妥善應

對，尚需韓國政府，企業，

民眾，業界多方找到彼此的

合作公約數。

 

❖ 一帶一路與南洋觀察 

 

東南亞“新冷戰”的興起

        在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結

束完出訪菲律賓後，關於美

軍的新動向不脛而走。為了

應對中國在南海上愈發強勢

的局面，美軍可能會重返菲

律賓的蘇比克灣——曾經他們

在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如

果說此前美國對於菲律賓南

海訴求的認可只是口頭支

持，那麼此次的軍事部署可

能真正反映了未來美國在東

南亞的戰略佈局。 

        事實上，美國對於東南

亞安全局勢的佈局並不局限

於菲律賓。拜登政府還在加

緊深化與印尼、越南等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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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並推進美日印澳四邊

機制與東盟之間的互動。此

前，美國就表示將加大支援

印尼的軍事現代化，包括為

後者提供 F-15 戰鬥機，提升

兩軍之間的互通性。此外，

美國與印尼共同在巴淡島建

設聯合戰略海事中心，以增

強對麻六甲海峽的軍事控制

能力。美國還將擴建巴淡島

機場，以起降美軍各主要機

型戰機。在越南方面，美國

則試圖幫助越南提升針對中

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

力。2016 年至 2019 年間，

美國“外國軍事融資”專案向

越南提供 1.5 億美元的安全

援助。 

        而結合此前美國在東盟

峰會上的一系列動作，不難

發現美國已經從政治、經

濟、軍事等多角度全面展開

對東南亞國家的拉攏與合

作，試圖將東南亞打造成抑

制中國的重要地緣力量。但

東盟國家也有其自身立場，

盲目加入美國的反華陣線並

不符合其戰略利益。除了源

於中國是東盟最重要的交易

夥伴，還在於東盟目前還處

於較為脆弱的狀態。作為中

國地理意義上的鄰居，激烈

的地緣對抗對於正處於戰略

機遇期的東盟而言，無疑是

一大災難。也正是因為東盟

的主要關注點是和平與穩

定，與兩個超級大國保持同

等距離，才是其經濟活力的

重要來源。雖然不支持主動

對華施壓，但配合美國構建

一系列的戰略防禦機制，仍

是符合東盟各國利益的。令

人憂慮的是，在兩強對抗日

益激烈的局勢下，中國頗為

激進的外交態度，是否能符

合東盟的戰略設想，則是一

個無法揣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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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對北約的曖昧態度

        在匈牙利轉變態度批准

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之後，

土耳其成為唯一持反對意見

的少數派。但本周，土耳其

外交部長卡夫索格魯宣佈，

他將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

斯特舉行的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會議場邊與瑞典和芬蘭外

長會面，並討論兩國加入北

約相關事宜。這似乎傳達出

土耳其願意鬆口的積極意

向。 

        但結合此前土耳其的行

為，事情也許不如想像中順

利。早在今年 8 月，土耳其

就以芬蘭與瑞典尚未引渡參

與居倫運動的“恐怖份子”為

由，拒絕同意兩國加入北

約；而直到 11 月，土耳其

仍以類似說辭阻擋兩國加

入。其後對瑞典的要求更是

堪稱嚴苛，甚至激起了瑞典

輿情的強烈反彈。 

        究其根源，或許在於土

耳其更為深層的地緣戰略

上。在冷戰時代，為制衡蘇

聯的地緣威脅、實現加入發

達國家行列的夢想，土耳其

將國家安全戰略與北約緊密

捆綁。但從 2011 年敘利亞

內戰爆發後，土耳其與北約

盟國的分歧逐漸擴大。土耳

其自此愈發奉行國家安全上

的獨立政策，逐步降低對北

約的防務依賴。 

        在 2022 年俄烏戰爭爆

發後，土耳其與北約的分歧

更加明顯。與北約其他國家

旗幟鮮明地支持烏克蘭不

同，土耳其並未以“侵略者”

的身份定位俄羅斯的軍事行

動，也沒有加入對俄制裁。

這也讓土耳其的斡旋角色得

到施展空間，成為西方國家

和俄羅斯之間的緩衝地帶。

而從近來土耳其一系列的政

治經濟活動來看，以第三者

的身份游走于兩強之間，更

有利於土耳其的區域崛起和

自主發展。因此，土耳其與

北約在地緣利益上已經存在

根本性的分歧。但兩者也不

會就此分手，從土耳其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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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位置來看，北約是其平衡

俄羅斯影響的制度力量，更

是其在東地中海平衡希臘的

重要支點；對北約來說，土

耳其的軍事也是北約不得不

倚重的力量。在當前的局勢

下，雙方可能將較長時間地

維持這種曖昧的狀態。 

 

伊朗政府在與民眾的博弈中退讓 

伊朗的社會風波仍在持

續。自 9 月爆發以來，已共

有 200 人在示威中死亡。民

眾的抗爭似乎正在起到積極

的作用。本周，伊朗總檢察

官蒙塔澤裡表示會檢討強制

女性帶頭巾的法例，並宣告

廢除道德員警。自 1983 年

以來，強制女性在公共場合

戴頭巾的規定已成為政府與

民眾的重要矛盾，而道德員

警的存在，更是令民眾深惡

痛絕。此前，為了規避道德

員警的審查，伊朗更是湧現

了不少鼓勵民眾報料和傳授

避開審查的方法的手機

APP。而此次伊朗當局的接

連表態，則體現了政府在此

次的博弈過程中的再次讓

步。 

在風波爆發以來，伊朗

當局始終試圖控制民眾抗議

的規模和力度。為了轉移抗

議的槍口，政府也試圖將此

次社會動盪定義為境外勢力

煽動下的反動行為。但這些

都不能平息民眾憤怒的情

緒，反而進一步激起更大範

圍的反對呼聲。此次政府的

示弱，正是在民眾發出將於

週一開始舉行為期三天的大

規模抗議和罷工的背景下做

出的。伊朗的活動人士和一

些不知名的團體在社交媒體

上分享了罷工和示威的呼

籲，有些呼呼還要求抗議者

武裝起來，並對重要的權利

機構發起攻擊。這都預示著

民眾的抗議有著進一步升級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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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抗議的人群正在

呈現擴大化的趨勢。除了擁

有自由嚮往的年輕群體之

外，低收入群體、社會邊緣

群體等人士正在加入示威的

隊伍。這不僅體現出示威活

動的政治訴求愈發明顯和多

元，也反映了伊朗當前更深

層次的社會矛盾，即嚴峻的

民生問題。高額的通貨膨

脹、國際社會的嚴厲經濟制

裁以及周邊地區的緊張局

勢，都讓民眾的不滿與日俱

增，進而將矛頭指向伊朗當

局。以當前的形勢看，政府

似乎並沒有找到化解矛盾的

秘訣，雖然此次做了重大的

讓步，但民眾的政治訴求並

不會適可而止，反而有進一

步擴大的可能。

  

重要資訊 

        1、哥倫比亞迎來安全

與穩定的契機。經過近四年

的中斷，哥倫比亞政府與民

族解放軍（ELN）近日正式

恢復了對話進程。雙方都強

調，恢復談判是滿足哥倫比

亞人民、社會和國家對和平

進程和建設全面民主的願

望，全社會對這一進程的參

與將是該南美國家建設和平

所需變革的關鍵因素。這次

和平談判的決定為恢復哥倫

比亞的安全與穩定提供了重

要契機。恢復和談是一個初

步的積極信號，然而，雙方

下一步能否進行實質性、實

事求是和相互讓步的對話，

是和平順利實現的關鍵。 

        2、快速發展的越南漁

業。越南漁業正在經歷快速

發展的時期，截至 2022 年

11 月，越南水產品產量約達

820 萬噸，其中，捕撈產量

約達 350 萬噸，水產養殖產

量約達 460 萬噸。2022 年前

10 個月，水產品出口額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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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億美元。為了抓住歷史性

的機遇，越南政府頒佈了一

系列政策機制來促進漁業可

持續發展，如到 2030 年和

遠景展望至 2045 年越南漁

業發展戰略、國家漁業可持

續和高效發展計畫、2021-

2030 年漁業活動中的環境保

護提案和到 2025 年打擊“非

法、不報告和無管制”

（IUU）捕魚提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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