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ᄔ 要 

2022 年 10 月，新加坡和澳洲正式簽署《新加坡—澳洲綠色經濟協議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SAGEA）》。SAGEA 規Ⴤ推動

 。澳雙方在貿易、投資、低碳能源轉型與氣候變ᎂ因應等多元目標ࢃ

根Ᏽ SAGEA，雙方於以下七個優先領域積極拓展合作：一、貿易及投資ǹ

二、標準制定及遵守ǹ三、綠色及轉型金融ǹ四、碳市場ǹ五、ዅృ能源、ಥ碳

及科技ǹ六、達成綠色成長的技能及能力建構ǹ七、建立商業合作及夥伴關係。

而 SAGEA 的實施，也從制定一ҽ關稅優惠待遇的環境商品和服務清單開始。 

鑑於國際媒體高度關ݙ此一綠色協議與後續成果，本文ᔕ就其內容進行評

估，並聚焦探討 SAGEA 之特色、執行動態、訂立ङ後之政治經濟思考（political 
economy）、綠色經濟協議（Green Economy Agreement）與其他國際氣候變ᎂ與

能源規範之連動，以及 SAGEA 對於臺灣綠色經貿與ృ零轉型政策之可能啟發。 

在分析架構上，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亞太零碳能

源ঀ議小組（Zero Carbon Energy for the Asia-Pacific Initiative）於 2023 年 2 月發表

了一篇名為 International Green Economy Collaborations: Help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Go Global? 的研究報告。該報告ᇆ集全ౚ 70 多國，共計 108 項綠色經濟合作協

議，以探討綠色經濟合作與全ౚ能源轉型間之關聯。本文之分析過程以該報告所

提示之觀察重點出發，評估 SAGEA 之內容與特點。 

本文發現，SAGEA 是國際減碳與ృ零趨勢下的產物，並൚基於ࢃ澳雙方ࡽ

有之雙邊合作、歷ў與地緣政治因素。SAGEA 之內容，也已ຬຫ傳統的國際綠

色經濟合作模式，追求體制上之深度整合（例如碳稅、碳市場與綠色融資等安

排）。ќ外 SAGEA 也ੋ及綠色數位航道、҉續航空、跨境電力貿易等ബ新領域

之策略合作。SAGEA 確具ֻ觀與前ᘳ性，然其ጌ結ّϞ未滿一年的時間，部分

機制內容ۘ在發展中。近期可持續追蹤其執行動態，以判斷 SAGEA 之落實情

況。 

關ᗖ字：綠色經濟協議、新加坡、澳洲、環境商品、國際綠色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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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ctober 2022, Singapore and Australia officially signed the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SAGEA)”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diverse objectiv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regimes such as trade, investment, low-carbon energy 
transi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ccording to SAGEA, the two countries actively expand cooperation in seven 
priority areas: trade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 green and transition 
finance, carbon markets, clean energy, decarbonization, and technology, skills and 
capacities for green growth, and engagements and partnership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GEA begi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sts for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Given the high international media attention on this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and 
its subsequent outcom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assess its content and focus on exploring 
the features of SAGEA, its execution dynam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ations 
behind its establishment,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limate and energy norms, and the potential inspiration SAGEA might offer 
for Taiwan’s green economy and zero-carbon transition policies. 

In terms of analytical framework, a research report titled “International Green 
Economy Collaborations: Help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Go Global?” was published by 
the Zero Carbon Energy for the Asia-Pacific Initiative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in February 2023. This report gathered information from over 70 
countries, comprising a total of 108 green economy collaboration agreement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economy collaborations and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analysis, this paper will utilize the focal points indicated by 
the ANU report to evaluate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AGEA. 

The paper finds that SAGEA is a produc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towards 
decarbonization and achieving net-zero emissions, firmly grounded in the existing 
bilateral cooperation, historical ties, and geopolitical factors between Singapore and 
Australia. The content of SAGEA surpasses traditional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green 
economy cooperation (IGEC), pursuing a deeper integration at the systemic level (such 
as carbon taxes, carbon markets, and green financing arrangements). Additionally, 
SAGEA encompasses strategic collaborations in innovative fields like Green Shipping 
Cooperation, sustainable aviation, cross-border electricity trade, among others. 

SAGEA embodies a macro and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 however, as its 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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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occurred less than a year ago, certain mechanisms are still in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closely monitor its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to assess the actual 
realization of SAGEA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Singapore, Australia, environmental goods, 
International Green Econom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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൘、導言 

於 2022 年 10 月 18 日，新加坡與澳洲達成了《新加坡ȹ澳洲綠色經濟協議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SAGEA）》1，成為國際上首個

此一特ਸᜪ型的雙邊綠色經濟協議（Green Economy Agreement, GEA）2。根Ᏽ國

際媒體報導，各界對此一 GEA 有著高度關ݙ與期待3。目前有關探討綠色經濟發

展、GEA 以及國際經貿與氣候變ᎂ體系互動之文獻固然眾多4，ோ針對此一

SAGEA 新協議之學術討論ۘ在陸續形成中5。因而，本文ᔕ兼從國際經貿法學之

內部與外部觀點6，初檢視此具有原ബ性，且仍在זೲ發展中的 GEA。 

一、各界與國外媒體對於 SAGEA 之評價 

澳洲外交貿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表示，SAGEA 是

一ҽ具有原ബ性的雙邊 GEA，旨在同時推動ࢃ澳雙方在貿易、投資、低碳能源轉

型和氣候變ᎂ因應等多重目標7。澳洲官方認為，該協議也將成為未來與其他夥伴

進行ᜪ՟合作的典範文件，並支持區域綠色轉型8。 

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與新加坡҉續發展與環

境部（Ministry of Sustaina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MSE）也認為，SAGEA 是一

項廣泛涵蓋貿易、經濟、投資和氣候變ᎂ等多元目標之雙邊協議9。該協議的核心

在於促進綠色工作機會和就業，推動兩國實現ృ零經濟轉型，並通過建立合作平

台、政策安排和夥伴關係，支持中小企業開發ബ新的環境商品與服務10。在

 
1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Austl.-Sing., Oct. 18, 2022 [hereinafter SAGEA], 

https://www.dfat.gov.au/geo/singapore/singapore-australia-green-economy-agreement/singapore-
australia-green-economy-agreement-text. 

2 Singapore 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GREEN ECON. AGREEMENT (Oct. 18, 2022), 
https://www.gea.gov.sg/sagea/. 

3 Lim Min Zhang, Singapore, Australia Sign Trailblazing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with 17 Joint 
Initiatives, THE STRAITS TIMES (Oct. 18, 2022),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ingapore-
australia-sign-trailblazing-green-economy-agreement-with-17-joint-initiatives. 

4 WTO & UNEP, TRADE AND CLIMATE CHANGE (2009); see also TRACEY EPPS & ANDREW GREEN, 
RECONCILING TRADE AND CLIMATE: HOW THE WTO CAN HELP ADDRESS CLIMATE CHANGE (1st ed. 
2010). 

5 近期關於 SAGEA 的代表學術文獻請見 Dipinder S. Randhawa, Commentary, The Singapore-
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A Template for Cooperation in the Green Economy?, No. 071-9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L STUDIES (2023). 

6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 (Jules Coleman & Scott Shapiro 
et eds., 1st ed. 2004). 

7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AUSTL. GOV’T DEP’T OF FOREIGN AFF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geo/singapore/singapore-australia-green-economy-agreement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8 Id. 
9 Singapore and Australia Sign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 (Oct. 18, 

2022), https://www.mti.gov.sg/-/media/MTI/Newsroom/Press-Releases/2022/10/MTI-MSE-Press-release- 
and-Factsheet-on-the-SAGEA.pdf. 

1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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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A 引領下，由雙方政府主導的合作，ᗋ將涵蓋區域內有關綠色貿易、能源

和氣候變ᎂ法規與標準之制定11。從ֻ觀角度，SAGEA 旨在通過資訊分享、資金

支持、政策合作、夥伴ጌ結與法規制度等多方面措施，共同推動ࢃ澳兩國、亞太

區域ࣗ至全ౚ的綠色成長。 

根Ᏽ雙方已公布之條文內容，SAGEA 確立七項優先合作領域：1. 貿易及投

資（Trade and Investment）ǹ2. 標準制定及遵守（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ǹ

3. 綠色及轉型金融（ Green and Transition Finance）ǹ 4. 碳市場（ Carbon 
Markets）ǹ 5. ዅృ能源、ಥ碳及科技（ Clean Energy, Decarbonisation and 
Technology）ǹ6. 達成綠色成長的技能及能力建構（Skills and Capabilities for 
Green Growth）ǹ7. 建立商業合作及夥伴關係（Engagements and Partnerships）
12。 

依Ᏽ相關媒體評論，SAGEA 將成為加ೲ綠色經濟轉型的合作模式13。首先，

若簡อ回顧 SAGEA 談判歷程，該協議的談判始於 2021 年 9 月，而在該年 6 月的

雙邊領導人會議上即首次提出了有關 GEA 的གྷ法14。依Ᏽ澳洲外交貿易部網站 
SAGEA 專頁，本協議係於 2021 年 10 月 11 日由雙方貿易部長所發表的共同願

景，一共經歷 1 年多的時間，總計 13 回合之談判15。在 2022 年第 7 屆新加坡ȹ澳

洲領導人年度會議（Singapore-Australia Annual Leaders’ Meeting）中，新加坡總理

李ᡉᓪ和澳洲總理安東ѭ¸ߓ爾巴ѭ西（Anthony Albanese）共同出席了在澳洲首

֢培舉行的 SAGEA 簽署儀式，使得協議談判成果獲得正式確立16。 

其次，此一協議是建立在新加坡與澳洲之間ᛙ固而全面的雙邊關係基ᘵ之

上。隨著 SAGEA 成為新的重要合作領域，綠色經濟將成為原有新加坡ȹ澳洲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CSP）」ਣ架中的第六

個綠色經濟支ࢃ。17ࢊ澳之 CSP 為一項廣泛的協議，本於 2015 年建立，旨在深化

雙方各方面合作與地緣政治的結盟18。 

此外，SAGEA 也涵蓋了許多ബ新҉續領域，例如҉續農業、能源科技（如

 
11 Id. 
12 SAGEA, paras. 9(a)-9(g). 
13 Singapore Forges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with Australia, SING. BUS. REV., https://sbr.com.sg/ 

economy/news/singapore-forges-green-economy-agreement-australia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4 Id. 
15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supra note 7. 
16 Singapore and Australia Sign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supra note 9. 
17 Joint Declaration by the Prime Ministers of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on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USTL. GOV’T DEP’T OF FOREIGN AFF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geo/singapore/ 
Pages/joint-declaration-on-a-csp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Lim, supra note 3. 

18 MFA Press Statement: Singapore-Austral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Packag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S. SING. (May 6, 2016), https://www.mfa.gov.sg/Newsroom/Press-Statements-Transcripts- 
and-Photos/2016/05/MFA-Press-Statement-SingaporeAustralia-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
Package-6-Ma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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ణ能）、跨境電力貿易、綠色航運و൴等19。在當前，各國企業和政府共同致力

於實現全ౚృ零排放轉型，SAGEA 預期將在兩國與區域之間，就其所選定之優

先發展領域，為公私部門之合作、ృ零目標，以及亞太區域的包容性成長

（Inclusive Growth），作出相當貢獻20。 

二、本文之研究焦點與討論架構 

鑑於雙邊官方及國際媒體對於 SAGEA 的高度評價，本文認為，有必要再就

其內容進行較深入之評估，以ᙶ清 SAGEA 於推動疫後綠色經濟復ผ與促進區域

҉續發展上，是否有其特ਸ之處。 

具體而言，本文將從學術和法律實踐的角度，進一檢視該協議的規範內

涵、自 2022 年 10 月制定以來的實際執行動態和初成果、協議ङ後的政治經濟

與歷ў因素、SAGEA 的特色，以及可能的問題點等。希望透過此評估過程，或

可對於臺灣在雙邊經貿、氣候變ᎂ、能源和綠色經濟合作方面之法制提供٤許啟

示。 

基於篇൯和討論架構之考ቾ，本文將首先介ಏ SAGEA 之規範內容，然後兼

採社會科學對於法律觀察的外部觀點，也試拓展思維到規範發展的理論、綠色

經濟合作的國際趨勢、SAGEA 訂立ङ後之政治經濟思考（political economy）或

歷ў因素，以及 SAGEA 與其他規範（特別是氣候變ᎂ相關之規範，如《聯合國

氣候變ᎂᆜ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巴Ꮏ協定（Paris Agreement）》等21）及產業發展（如合作雙方

之綠色產業及跨國法律服務業等）之連動。希望ᙶ清 SAGEA 展現之綠色經濟合

作模式，對於台灣構思下一໘段綠色經貿戰略與低碳能源轉型，或可提供之參考

價值。 

因此，本文將根Ᏽ以下൳個問題，聚焦討論之重點分別為：1. SAGEA的重要

規範內涵是ϙሶ？ 2. 簽訂該協議後至Ϟ的執行成果與動態如何？ 3. SAGEA ङ

後的政治經濟分析 4. 國際綠色經濟合作之當前趨勢與理論模式 5. SAGEA 模式

的特色，以及對臺灣經貿和҉續政策的啟示。而後續篇൯之討論序，也將依此

٤問題意識而開展。 

 
19 SAGEA, Annex A. 
20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Propelling Our Sustainable Future, AUSTL. GOV’T 

DEP’T OF FOREIGN AFF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geo/singapore/singapore-australia-green-
economy-agreement/singapore-australia-green-economy-agreement-propelling-our-sustainable-future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21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May 9, 1992, S. Treaty Doc No. 102-38, 
1771 U.N.T.S. 107 [UNFCCC]; Paris Agreement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Dec. 12, 2015, T.I.A.S. No. 16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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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SAGEA 的規範內涵與執行動態 

以下先從規範內涵ቫ面，評估 SAGEA 經過一年多研商討論後所形成的重要

內容。同時，在動態執行ቫ面，於本次研討會ᝢ辦與寫作過程中，ࢃ澳雙方也於

2023 年 6 月聯合發布 SAGEA 自ጌ結後 8 個多月以來（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6
月），已啟動執行之部分成果22。本文將在此基ᘵ理解上，推展後續討論。 

一、SAGEA 的基本架構、目標與內涵 

就該協議的形式結構而言，SAGEA 全文僅包֖ 27 條條文，涵蓋了「簡

介」、「願景及目標」、「綠色經濟合作的原則」、「合作領域」、「治理及執

行」以及「生效、修正及ಖ止」等章23。 

在ֻ觀願景上，SAGEA 主要追求以下兩個目標，同時兼顧雙邊與多邊的角

度24：第一、透過促進共同規則和標準的制定，發展ࢃ澳雙方互通的政策ਣ架，

以加ೲ技術研發和合作項目、推動環境商品和服務的貿易和投資，並支持新加坡

和澳洲的綠色產業發展。第二、兩國將在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UNFCC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 、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以 及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等國際組織中合作，共同推廣 SAGEA 的原

則和合作模式。 

而在具體細部目標上，SAGEA旨在25：1. 建立關ᗖ領域中的合作關係，推動

҉續增長並過渡至零碳經濟。2. 探應對氣候變ᎂ挑戰的ബ新方法，包括低碳技

術和ಥ碳解決方案。3. 建立制度安排，推動實際舉措，促進綠色經濟貿易和投

資。4. 減Ͽ非關稅Ꮫᘄ，促進環境商品和服務貿易。5. 加強政府和企業的參

與，推動私部門在綠色經濟中的投資和融資。6. 共同確定相關議題、政策及措施

之定義、原則及立場，促進澳洲和新加坡之間綠色經濟活動的整合。7. 協助制定

或接受規則、標準和評估程序，提供綠色經濟營運環境的清ධ度和確定性，使上

述規範與國際貿易和投資義務一致。事實上，SAGEA 的實施，也從制定一ҽ環

 
22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Implementation Update: June 2023, AUSTL. GOV’T 

DEP’T OF FOREIGN AFF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singapore-australia-
green-economy-agreement-implementation-update-june-2023.pdf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23 SAGEA. 
24 楊ଟ▲、ෞ佳⣬，ࢃ澳「綠色經濟協定」（GEA）分析，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2022 年 10

月 26 日，頁 1，網址：https://www.ey.gov.tw/File/E0F10AFF35F4529B（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 

25 SAGEA, par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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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商品與服務的關稅優惠待遇清單開始26。此外，雙方政府也與雙方之產業密切

ྎ通，著重於減ᇸ企業的ᅱ管ॄᏼ，使整體計畫具有務實性與可行性27。 

關於 SAGEA 確立之七項優先合作領域，其規Ⴤ重點分別如下： 

（一）貿易及投資：SAGEA 明確指出促進綠色經濟中的貿易和投資，能為

經濟增長ബ造機會28。新加坡和澳洲分別制定了 372 項環境商品和 155 項環境服務

的清單，旨在支持國際ո力，फ़低環境商品與服務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Ꮫᘄ，並

促進綠色和低碳技術的ᘉණ與應用29。೭٤清單並非固定不變，兩國將定期進行

檢討以ၟ上環境技術發展的ҵ30。此外，在貿易便捷化措施方面，新加坡和澳

洲將致力於推動數位驗證平台項目，以फ़低環境成本、實現คર化之貿易環境31 

（二）標準制定及遵守：雙方在 SAGEA 中規Ⴤ建立共同的標準、評估與後

續遵ൻ機制32。例如為促進環境҉續的政府採購，新加坡和澳洲也共同制定了一

原則（如透明度和非ݔ視性），確保在考ቾ環境҉續性標準時，實現公平競爭
33。上述目標之實現有賴政府間之合作以及與產業的к分對話。 

（三）綠色及轉型金融：SAGEA 支持綠色項目和企業轉型的金融需求，以

促進҉續發展34。ࢃ澳雙方承諾合作建立相互兼容的分ᜪ法規、與氣候相關的金

融ඟ៛、綠色和轉型金融解決方案，以及環境、社會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報告和金融科技解決方案35。 

（四）碳市場：根Ᏽ SAGEA，雙方將共同建立和發展碳市場機制，推動減

碳和碳交易36。雙方也支持發展相容且具有可信度的國際碳市場，確保社會和環

境的高標準ֹ整性37。兩國將合作支持、加強和促進該地區合作夥伴的氣候行

動，包括動員私部門和機構資本，並藉由發展共同碳市場，促進ബ新低碳技術的

研究、開發和應用38。 

 
26 Michael Lawson et al., Green Is the New Back!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Trailblaze with ‘First-of-Its-

Kind’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KING & WOOD MALLESONS (Oct. 20, 2022), https://www.kwm.com/ 
sg/en/insights/latest-thinking/australia-and-singapore-trailblaze-with-first-of-its-kind-green-economy-
agreement.html.  

27 Id. 
28 SAGEA, para. 9(a). 
29 Id.  
30 楊ଟ▲、ෞ佳⣬（ຏ 24），頁 3-4。 
31 SAGEA, para. 9(a). 
32 Id. para. 9(b) 
33 Id. Annex B 1.5. 
34 Id. para. 9(c). 
35 Id. 
36 Id. para. 9(d). 
37 Id. 
3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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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ዅృ能源、ಥ碳及科技：雙方將推動清ዅ能源和ಥ碳技術的研發和應

用，實現綠色能源轉型39。在研究合作方面，澳洲聯ٖ科學暨工業研究組織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CSIRO）和新加坡

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A*STAR）簽署一項研

究合作協議，旨在促進兩國基於澳洲和新加坡的公共和私營機構和組織之間的雙

邊研究和開發合作40。在具體合作領域方面，此部分可從雙方三個主要合作項目

來看：跨境電力貿易、綠色航運合作，以及҉續航空41。詳細內容待後述。 

（六）達成綠色成長的技能及能力：為提升綠色經濟相關的技能和能力，雙

方也著力支持綠領就業和人才培養42。而在培養綠領人才方面，SAGEA 將成立澳

洲ȹ新加坡綠色技術圓桌會議（Australia-Singapore Green Skills Roundtable, 
ASGSR），會議將聚集綠色經濟相關的核心技能，以強化勞動人力在綠色經濟中

所承ᏼ之工作和職業43。 

（七）商業合作及夥伴關係：在綠色聯合ബ新計Ⴤ（Go-Green Co-Innovation 
Programme）下，澳洲和新加坡將ឫЋ支持中小型企業，通過補助和商務配對服

務，雙方共同開發ബ新的綠色產品、服務和技術44。而為了強化綠色商業合作夥

伴關係，澳洲貿易暨投資委員會（Australian Trade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和

新加坡企業發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的合作ഢב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也將促進企業間合作，包括商業代表團、聯合網絡研討會

以及共同推廣綠色經濟機會和活動，旨在ᘉ大雙邊貿易和投資在優先發展的綠色

經濟領域45。 

二、SAGEA ጌ結後ّ 2023 年 6 月之執行動態 

2023 年 6 月，雙方領導人代表在新加坡會面，一同出席第 8 屆新加坡ȹ澳洲

領導人年度會議46。該次會議中，雙方貿易部長公布於簽署 GEA 以來，在實施方

面取得的積極進展47。目前在 SAGEA ਣ架下，共有 17 項聯合協議正在實施中，

雙方政府持續與企業和其他利্關係人合作與協商。關於 SAGEA 已有之執行ߝ

點包括48： 

 
39 Id. para. 9(e). 
40 Id. Annex B 4.4. 
41 Id. para. 9(e). 
42 Id. para. 9(f). 
43 Id. Annex B 5.1. 
44 Id. Annex B 6.1. 
45 Id. Annex B 6.2. 
46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Implementation Update: June 2023, supra note 22. 
47 Id. 
48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Progress on Implementation: June 2023, AUSTL. 

GOV’T DEP’T OF FOREIGN AFF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geo/singapore/singapore-australia-
green-economy-agreement/singapore-australia-green-economy-agreement-progress-implementation-june- 
2023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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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商品和服務：雙方同意在 2023 年下ъ年開始就相關產業為ዲ商，

為 GEA 環境商品與服務清單之定期審查提供資訊，其中將考ቾ技術進，並增加

新的環境產品與服務49。  

（二）環境҉續的政府採購（包括生態標章和҉續性相關計Ⴤ）：雙方環境

官員通過每六個月一次的雙邊對話進行了兩次會面，以尋求具有共同利益的領

域，包括推進生態標章、減Ͽᅆ綠（green wash）行為、執行環境҉續的政府報

告，以及訂立҉續政府採購之標準50。  

（三）綠色和轉型金融：在 SAGEA 架構下，雙方已啟動 500 美元的亞洲

氣候解決方案設計補助金（Asia Climate Solutions Design Grant），以推動和促進

該地區的綠色經濟合作，並支持ᎃ國向ృ零排放過渡51。此補助機制由澳洲及新

加坡作為主要ਈ助者，兩國所承諾之ᅿ子資金將加強政府和企業的參與、促進私

營部門之投資和融資，並開發可再生能源、҉續城市和「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

案（Nature-Based Solutions）之各ᜪ產品52。此外，雙方財政官員正在交流開發綠

色金融分ᜪ法規的知識、專業和方法，以建立҉續金融ਣ架之一致性，並支持和

推動對澳洲和新加坡ዅృ能源項目的投資53。 

（四）跨境電力貿易：雙方成立聯合工作小組，同時就法規、交易平台與技

術問題進行協調，以實現澳洲和新加坡之間的跨境電力貿易54。雙方已就制定跨

境電力交易ਣ架，並建立技術與政策專家共享雙邊電力交易資訊的平台55。目前

雙方正在進行其他技術性討論，以ֹ๓澳洲和新加坡之間跨境電力貿易的架構
56。 

（五）其他能源方面合作：澳洲貿易暨投資委員會和澳洲國家能源資源部

（National Energy Resources Australia）合作，於Ϟ（2023）年 6 月初在新加坡開

展 2023 年ዅృ能源任務，以推廣澳洲在新技術方面的專業知識和能力，支持新加

坡和澳洲向ృ零排放過渡57。雙方特別聚焦於ణ能等新興綠色能源科技之合作58。 

（六）綠色航運合作：雙方同意在 2025 年ۭ前建立綠色數位航運و൴

（Green and Digital Shipping Corridor），以協助港口和航運業實現ಥ碳與數位

化，包括建立低碳和零碳ᐯ料供應和其他數位解決方案，以促進新加坡和澳洲

 
49 Id. 
50 Id. 
51 Id. 
52 Id. 
53 Id. 
54 Id. 
55 SAGEA, Annex B 4.1. 
56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Implementation Update: June 2023, supra note 22. 
57 Id. 
5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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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之間的綠色數位航運و൴之建立59。由於澳洲與新加坡之間的邊境貿易往來

頻ᕷ，此次合作具有ᡉ著意義，目的在於探討雙方如何優化海運路線、實驗和試

驗҉續與數位化解決方案60。ࢃ澳雙方在綠色航運領域發揮引領作用。透過

SAGEA 的試驗，сᡉ了推動航運業之低碳化與數位化，在國際合作方面有其重

要性與必要性。 

（七）CSIRO 與 A*STAR 之合作：SAGEA 重視基ᘵ研究，為促成科學研究

機構與產業之間建立研究夥伴關係，ࢃ澳雙方預計在五年內提供 250 美元的資

金，現正推進包括᎖電ԣ回收和食物ੁ費相關的項目61。 

（八）綠色ബ新與綠領人才培育：雙方聯合啟動了價值 2,000 澳幣的綠色

聯合ബ新計Ⴤ，促進澳洲和新加坡企業共同開展以綠色貿易和商業為重點的合作

項目62。該計Ⴤ將以一系列特定產業的商業配對活動開始，以促成೭ᜪ合作，並

在 2023 年後ъ開放ኘ款申請63。此外，來自澳洲和新加坡的技能、培訓和就業

機構於 2023 年 5 月舉行了首次 ASGSR，分享發展綠色經濟勞動力所需技能和

能力的方法和政策64。 

（九）綠色商業夥伴關係：澳洲貿易委員會和新加坡企業發展局與其他合作

夥伴共同實施支持綠色商業夥伴關係之 MOU，並ᔅ助企業利用綠色經濟中的貿

易和投資機會，包括在ణ能和農業食品技術領域65。MOU 之合作項目包括聯合舉

辦具有主題性的網絡研商會，以及共同工作֝，將私部門與其他利্關係者聚集

在一起，討論發展綠色經濟在新加坡與澳洲的商業機會，以促進ጌ結綠色商業夥

伴關係66。  

（十）衡量綠色經濟之指標：自 2022 年 10 月以來，澳洲和新加坡統計機構

已舉行了六次技術工作小組會議67。兩國統計機構正在合作ᇆ集和編制衡量綠色

經濟所需的環境經濟數Ᏽ，並特別關ݙ能源、ྕ室氣體排放以及環境商品與服務

等68。 

 
59 Spearheading Green and Digital Shipping Cooper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AUSTL. 

GOV’T DEP’T OF INFRASTRUCTURE TRANSP., REG’L DEV., COMMC’NS AND THE ARTS (June 2, 2023), 
https://www.infrastructure.gov.au/department/media/news/spearheading-green-and-digital-shipping-
cooperation-between-australia-and-singapore. 

60 Id. 
61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Progress on Implementation: June 2023, supra note 

48. 
62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Implementation Update: June 2023, supra note 22. 
63 Id. 
64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Progress on Implementation: June 2023, supra note 

48. 
65 Id. 
66 Id. 
67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Implementation Update: June 2023, supra note 22. 
68 Id. 



第三場 綠色經濟合作新模式？評估《新加坡—澳洲綠色經濟協議》 

13 

以上僅就 SAGEA 之執行動態ᐚᕭ歸納為 10 點。其中共同的特色是，新加坡

與澳洲政府非常重視與產業的ྎ通對話，例如雙方對於環境商品與服務清單的定

期審查提供資訊，並持續與企業討論以下問題：1. GEA 的環境商品與服務清單

是否ֹ整，是否需要బ加新的環境商品與服務？2. 政府如何ᔅ助促進環境產品與

服務的雙向貿易和投資？3. 企業在進行環境商品與服務貿易時是否遇到任何障

礙？在其他各項合作中，雙方也有ሥ為相՟的工作模式。 

三、未來展望 

基於規範內容與執行動態之回顧，SAGEA 可說是一項具有開ബ性的協議，

旨在使亞太地區Ώ至全ౚ產生綠色經濟的連ᙹ效應。事實上，在 UNFCCC 第 27
屆ጌ約方大會（The 27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27）中，主要

焦點之一即是建立經濟市場機制，以遵ൻ環境ֹ整性、人權和透明度的原則69。

而東南亞地區擁有接近 7 ሹ人口，能源需求זೲ增長，對於全ౚ減Ͽྕ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GHG）排放並實現《格斯ঢ公約（Glasgow Climate Pact）》

和《巴Ꮏ協定》的ృ零排放目標具有重要作用70。ࢃ澳當然期待 SAGEA 能成為其

他國家在推動綠色經濟轉型方面的標ं。此外，雙方也將ᝩ續在其他區域和多邊

國際組織中推廣 SAGEA 的原則、合作模式和ঀ議內容，如 WTO、UNFCCC、
APEC、OECD 和 ISO 等71。 

對企業而言，SAGEA 也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在全ౚ氣候行動的ङ景下，企

業、個人和產業利益相關者，皆可ע握 SAGEA 所來的綠色經濟發展和投資機

會。例如，在 SAGEA 的官方公告中，提到了由 Sun Cable 企業領導的澳亞電力跨

境連接項目72。該項目將Ѻ造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場、電ԣ和海ۭ電ᢑ，並

建立首個跨洲際電力網絡，將澳洲與新加坡相連，為新加坡提供可再生能源73。

項目預計於 2024 年開始建設，並在 2027 年全面運營，將為澳洲經濟ݙ入 80 ሹ美

元的投資，同時滿ى新加坡 15ʘ的總能源需求74。 

自 SAGEA 簽訂ֹ成至 2023 年 6 月，新加坡和澳洲在此雙邊ਣ架下已經實現

 
69 COP27 Reaches Breakthrough Agreement on New “Loss and Damage” Fund for Vulnerable Countries, 

UNFCCC (Nov. 20, 2022), https://unfccc.int/news/cop27-reaches-breakthrough-agreement-on-new-
loss-and-damage-fund-for-vulnerable-countries. 

70 ASEAN Joint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 to The 27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COP-27), ASS’N OF SE. 
ASIAN NATIONS (Nov. 16, 2022),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2/11/33-ASEAN-Joint-
Statement-on-Climate-Change-to-UNFCCC-COP-27.pdf. 

71 SAGEA, para. 6(i). 
72 Lewis Jackson, Australia, Singapore Sign ‘Green Economy’ Pact, REUTERS (Oct. 18,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australia-singapore-sign-green-economy-pact-2022-10-18/. 
73 Lewis Jackson, Australian Tech Billionaire to Chair $20 Billion Solar Power Export Project, REUTERS 

(Oct. 8,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sustainable-business/australian-tech-billionaire-chair-
20-bln-solar-power-export-project-2022-10-07/. 

74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INGAPORE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SUBMISS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JANUARY, 2022 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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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許多初的執行成果。೭٤行動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因此，本文將使用近期

的學術文獻中有關國際綠色經濟合作（International Green Economy Collaboration, 
IGEC）趨勢和模式的研究作為分析架構，以評估 SAGEA 的特點、ङ後的政治經

濟、歷ў因素，以及其他相關議題。 

參、IGEC 與 SAGEA ङ後之政治經濟學 

本文在理論分析架構上，本於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的亞太零碳能源ঀ議小組（Zero Carbon Energy for the Asia-Pacific Initiative）於

2023 年 2 月發表了一篇名為 International Green Economy Collaborations: Help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Go Global? 的研究報告75。該報告ᇆ集全ౚ 70 多個國家中共 108
項綠色經濟合作協議，以探討綠色經濟合作與全ౚ能源轉型間之關聯，可說是對

於 IGEC，資訊即時且相對ֹ整的一ҽ報告76。本文在分析過程中，也計Ⴤ以該報

告之理論觀點和具體分ᜪ出發，並運用該架構來導引評估 SAGEA 之特ਸឦ性與

規範內容。 

一、IGEC 之模式與趨勢 

IGEC 正在成為各國政府協助能源轉型與綠色經濟全ౚ化的關ᗖ工具。Ѭ們

在技術育成、研發、協調和資訊共享方面，可在國際ቫ面上整合與實現各國綠色

產業政策的能力，ឦ於深度的經貿協議或區域整合。 

能源轉型需要全ౚ合作之原因如下77：首先，因跨國供應之緊密結合，全

ౚ每年估計有 22%的碳排放量൪入在貿易流程中。其次，在科技ബ新上，促使新

綠色技術的成本Ԕ線זೲ下फ़需要規模經濟效益，但ࡐϿ有國家能獨自實現。

第三，從全ౚ發展不均的角度觀之，許多較不發達的經濟體亦ค法獨立發展或部

署先進綠色科技。最後，國內綠色產業政策可能因國際貿易、投資和技術轉移產

生衝突，特別是在技術競爭០動與政策補貼的情況下。 

在澳洲國立大學的研究報告中，他們使用 IGEC 作為國際綠色經濟合作的術

ᇟ，而該術ᇟ在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文獻中廣泛使用78。該研究將 IGEC 定義為各

國政府（或歐盟）之間的合作，其旨在同時實現經濟和環境利益，而Ћ段上則是

通過支持國內經濟與共享價值之結構性變革79。理論上，IGEC 具有支持全ౚ能

 
75 Emma Aisbetta et al., International Green Economy Collaborations: Help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Go 

Global? (Australian Nat’l Univ., Working Paper No. 01-23, 2023). 
76 Id. 
77 Id. at 2. 
78 Id. 
7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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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轉型的潛力，可作為國際ቫ次的綠色產業政策工具80。IGEC 的特點有助於解決

市場Ѩᡫ，包括資訊不ֹ全、知識外ྈ、規模經濟外部化、協調Ѩ௳、政府引發

的סԔ和信用限制等問題81。IGEC 的合作形式從簡อ的聯合ᖂ明到國家之間的正

式協議不等，近期的例子包括SAGEA、「美國ȹ歐盟ᒳ᎑碳排貿易協議（US-EU 
Carbon-Based Sectoral Arrangement on Steel and Aluminum Trade）」，以及「非洲

ȹ歐盟能源夥伴關係（Africa-EU Energy Partnership）」82。 

通過資料庫、文獻回顧和網路ཛྷ，澳洲國立大學團隊研究了涵蓋 1976 年至

2022 年，由 70 多國所參與之 108 項個別之 IGEC83。國際間 IGEC ጌ結的數量隨

時間成長，並包֖各ᅿ合作模式：技術ബ新、規範合作、資訊共享、融資、教育

以及市場協調、貿易或供應發展等84。該研究之主要發現可歸納如下85： 

（一）就數量趨勢而言，最Ԑ的 IGEC 簽署於 20 世紀 70 年代҃期，當時正

值第一次全ౚ能源危機時期。然在 1979 年至 1998 年期間，並未發現任何 IGEC。
而在所有 IGEC 中，僅三項成立於《京議定書（Kyoto Protocol）》之前。事實

上，該報告指出 IGEC 與 UNFCCC 有ࡐ強的連動。IGEC 在 COP15 前後變得更加

頻ᕷ，在 2015 年《巴Ꮏ協定》後ِೲ增加，並在 2020 至 2021 年疫情中舉辦的格

斯ঢ COP26 會議期間急ቃ上升。逾 40ʘ已確定之 IGEC 在過ѐ兩年形成。此

外，全ౚ為 COVID 疫後復ผ所為之ո力，以及在߮羅斯入ߟਜ਼克蘭後發展出之

能源多元化戰略等，皆可能對近年來 IGEC 之高成長率有所貢獻。 

（二）就 GEA 內容而言，鑑於資訊不ֹ全議題的දၹ性，IGEC 多ੋ及共享

資訊的承諾。此外，教育也是 IGEC 中相對常見的內容。根Ᏽ該研究對於教育的

定義，Ѭ可以針對從費者到技術開發者，或政府官員與市場參與者。 

（三）同時，研究ᗋ發現 IGEC 具有解決其他市場Ѩᡫ問題之特點。近三分

之二的 IGECੋ及技術ബ新夥伴關係，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 IGEC則ੋ及規範

合作、市場協調、教育和融資。規範合作與市場協調、貿易與供應發展等是ឦ

於 IGEC 中較新的特點。೭٤特點自 2020 年ᡉ現，此一趨勢表明，與過ѐ僅僅是

研究和ബ新合作相比，全ౚ供應的ᘉ大和根本性的轉型正在發生。IGEC 的內

容也因而有所回應。 

 
80 Id. at 16. 
81 Id.  
82 E.g., SAGEA; Fact She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to Negotiate World’s First Carbon-

Based Sectoral Arrangement on Steel and Aluminum Trade, THE WHITE HOUSE (Oct. 3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31/fact-sheet-the-united-states-
and-european-union-to-negotiate-worlds-first-carbon-based-sectoral-arrangement-on-steel-and-aluminum-
trade/; AEEP: Partnering for an African Energy Transition, AFRICA-EU ENERGY PARTNERSHIP, 
https://africa-eu-energy-partnership.org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83 Aisbetta, supra note 75, at 13. 
84 Id. 
85 Id. at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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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ጌ約方來分析，IGEC 合作夥伴涵蓋了全ౚ各ᅿ不同ᜪ型的國家，

包括金ᑄ國家、中等實力國家、產ݨ國，以及小型和低收入國家等。此外，若根

Ᏽ對ੋ及《京議定書》ߕ件 II 國家86（較多ឦ於已開發國家）之 IGEC成之分

析，IGEC ጌ結的時間與 UNFCCC COP 的發展相關。೭٤ IGEC 用於支持೭٤

國家在氣候融資承諾下，進行更ӳ的治理和技術轉移。此外，ੋ及ߕ件 II 國家的

IGEC，其內容可能包֖市場和規範協調，與೭٤國家推進ዅృ技術的ᘉ大應用和

供應轉型相一致。最Ԑ確定的 IGEC 僅ੋ及 ArCo 科技發展排名標準下科技發

展先進的國家87，例如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協議，以及德國和西班У之間的協議。

然而，自 2000 年以來形成的大多數 IGEC ੋ及至Ͽ一個 ArCo 科技發展指數排名

前 25 的技術合作夥伴和至Ͽ一個排名外的合作夥伴。需ݙ意的，當前重要的新興

技術領導者（如中國和印度），並不ឦ於 ArCo 科技發展排名領先者。此外，

IGEC 的內容也受到ጌ約方的影響。對於ੋ及融資的 IGEC 進行分析，該研究報告

發現在ؒ有任何ߕ件 II 合作夥伴的 IGEC 中，融資承諾非常ش見，而存在於ߕ件

II 合作夥伴間的 IGEC 中有相對較高比例（32%）ੋ及融資承諾。 

（五）該研究報告也指出，貿易對於應對氣候變ᎂ具有重要地位。各國在面

對氣候變ᎂ日益嚴的挑戰時，如何通過經貿體系重༟҉續之經濟前景，為一項

重要的政策問題。證Ᏽ表明，貿易在因應氣候變ᎂ與減Ͽྕ室氣體排放上有其重

要角色，例如在增加環境商品、服務和技術的使用性和可ॄᏼ性上，貿易可發揮

重要作用，ᔅ助各國減Ͽྕ室氣體排放88。在面對氣候變ᎂ加ቃ的情況下，各國

採取單方措施的可能性增加89。因此透過 GEA 此ᜪ協議提供透明度、可比較性和

一致性，有助於強化國際貿易體系，並致力於實現ృ零排放的目標90。GEA 的開

放性結構是其強大之處，該報告也建議，未來的研究可進一分析 IGEC ङ後的

០動因素，以ඟ示不同 IGEA 的特色與有效性，以及對各方之影響。本文ൻ此建

議，以下進一觀察 SAGEA ङ後之政治經濟與其他歷ў要素等。 

二、SAGEA ङ後之政治經濟分析 

ൻ此架構的啟發，以下將針對 SAGEA ङ後的歷ў基ᘵ、០動因素，以及對

外影響等，進行一٤法規範內容以外的政治經濟分析。為聚焦討論內容，本文將

從以下三個角度切入： 

 
86 UNFCCC, Annex II. 
87 ArCo 科技發展排名係參考世界經濟論壇、聯合國發展計畫署與世界ሌ行之資料指標，根Ᏽ各

國科技發展程度提供排名。Daniele Archibugi & Alberto Coco, A New Indicator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for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rco), 32(4) WORLD DEV. 629-654 (2004). 

88 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22: CLIMATE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2022). 
89 Randhawa, supra note 5. 
9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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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邊關係的歷ў基ᘵ 

在推出 SAGEA 之前，新加坡和澳洲間已擁有ᛙ固的雙邊貿易和投資關係，

೭是建立在《新加坡ȹ澳洲自由貿易協定（ Singapore-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SAFTA）》和《新加坡ȹ澳洲數位經濟協定（Singapore-Australia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 SADEA）》的基ᘵ上91。೭٤協定分別自 2003 年和

2020 年生效以來，在兩國之間促進了緊密合作92。 

從當前經貿情勢來看，澳洲是新加坡的第 10 大貿易夥伴國，而新加坡則是澳

洲的第 5 大貿易夥伴國93。以 2021 到 2022 年為例，新加坡和澳洲之間的雙向貿易

額達到 35 ሹ澳元，貿易差額相對均衡94。新加坡向澳洲出口精ྡྷҡݨ、加工食

品、電တ和藥品，而澳洲向新加坡出口天然氣、物、ҡݨ（原ݨ和精ྡྷҡݨ）

和農產品95。由於新加坡的農業用地有限，主要依賴進口食品，而澳洲成為了高

質量、安全農產品的可供應國96。೭٤農產品包括ဟଚ、牛Ժ、ԲԺ、

Ժ、٢製品和小ഝ，其中許多產品在新加坡進行加工後供國內費或出口97。經

貿合作為兩國來了經濟利益。 

除了 SAFTA 和 SADEA，兩國ᗋ簽署了其他多項雙邊和區域協議，例如《東

協ȹ澳洲ȹ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ASEAN-Australia-New Zealand FTA）》、《跨

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和《區域全面經濟ұ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等98。在氣候與能源方面，兩國亦

簽有「低排放解決方案合作ഢב錄（MOU for Cooperation on Low-Emissions 
Solutions)）」、「ബ新與科學合作ഢב錄（MOU on Collaboration in Innovation 
and Science）」以及「ణ能與海上航運合作ഢב錄（MOU on Hydrogen and 
Maritime Shipping）」99。此外，兩國ᗋ是 APEC 環境商品清單的ጌ約方，並正在

談判 WTO「環境商品協定（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100。೭٤協議已

成為雙邊合作ո力的基ᘵ，並得相互結合，產生加४效果。例如，在 2020 年

 
91 Singapore-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Austl.-Sing., Feb. 17, 2003, https://www.dfat.gov.au/trade/ 

agreements/in-force/safta/official-documents; Australia-Singapore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 Austl.-
Sing., Aug. 6, 2020, https://www.mti.gov.sg/-/media/MTI/Microsites/DEAs/Singapore-Australia-Digital-
Economy-Agreement/australia-singapore-digital-economy-agreement---Jun-23.pdf. 

92 Singapore and Australia Sign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supra note 9. 
93 Id. 
94 Insight –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to Speed Transition to Sustainable Agri-Food Systems, AUSTL. 

GOV’T AUSTL. TRADE AND INV. COMM’N (Jan. 18, 2023), https://www.austrade.gov.au/news/insights/ 
insight-green-economy-agreement-to-speed-transition-to-sustainable-agri-food-systems. 

95 Id. 
96 Id. 
97 Id. 
98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upra note 74. 
99 Id. 
10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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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EA 簽署後，雙方成功進行了 Inter-governmental Ledger 的試點項目101。該試

點項目利用區༧技術提供澳洲的產地證明文件（Certificates of Origin）給新加

坡，展示了數位經濟協定對促進經貿活動的潛力和ബ新性102。 

在單純經濟利益之外，新加坡和澳洲之間ᗋ存在著長期的歷ў、文化和情ག

聯ᛠ103。例如，在簽署 SAGEA 的當日ัԐ，新加坡總理李ᡉᓪ在澳洲戰爭紀念

館向在戰爭中឴࣊的澳洲軍人與人民獻୮，其中包括在二戰期間衛新加坡的

人104。此可追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澳洲第 8 師曾率軍ܢ達當時仍為英ឦ海

民地的新加坡105。在新加坡戰א中，與英國聯合對抗日本ࡆ國對新加坡發動

的װ擊，但最ಖ日軍擊௳106。1965 年 4 月，時任新加坡Ԁ首席部長李光耀ೖ問

澳洲，為新加坡政府首တ首次ೖ澳107。同（1965）年 8 月 9 日，新加坡因ଭ來

西亞០逐而宣告獨立，澳洲於同年承認新加坡並與之建交108。自新加坡與澳洲建

交以來，兩國關係Ꭱ固，並在國防、經貿和教育等各個領域展開了深入而實質性

的合作109。 

兩國關係ّϞ仍不斷深化發展，在應對全ౚ地緣政治變化時，有更加緊密和

全面的聯ᛠ。ࢃ澳於 2015 年簽署了 CSP ਣ架，該ਣ架旨在加深雙方的合作，包

括增強供應的性，並在全ౚ和區域發展問題上交換意見110。新加坡長期以來

୲定支持澳洲與東南亞加強聯ᛠ，該國歡迎並協助澳洲加深與東協的聯ᛠ，例如

澳洲於 2022 年參加在東南亞舉行的東協、APEC 和 G20 會議111。 

（二）促成雙方合作之០動力 

回顧此一開ബ性的 SAGEA 的簡ў，可以看出ङ後有ࡐ強的҉續與綠色因素

作為០動。2021 年 6 月，當時的澳洲總理ў考特Ƿವٚහ（Scott Morrison）和新

加坡總理李ᡉᓪ宣布開始 GEA 的談判，便是旨在推動兩國轉型為新能源經濟並促

 
101 Id. 
102 Id. 
103 PETER THOMPSON, THE BATTLE FOR SINGAPORE: THE TRUE STORY OF THE GREATEST CATASTROPHE OF 

WORLD WAR II (2d ed. 2006). 
104 Lim, supra note 3. 
105 Tom Keneally, Fall of Singapore, NAT’L MUSEUM AUSTL., https://www.nma.gov.au/defining-

moments/resources/fall-of-singapore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06 Id. 
107 Graeme Dobell, Lee Kuan Yew and Oz: White trash or White Tribe of Asia (2), AUSTL. STRATEGIC 

POLICY INST. (Apr. 9, 2015),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lee-kuan-yew-and-oz-2/. 
108 Lim Tin Seng, Singapore’s Separation from Malaysia, SING. 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 

infopedia/articles/SIP_2020-08-03_151233.html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09 Australia-Singapore relationship, AUSTL. HIGH COMM’N, https://singapore.embassy.gov.au/sing/ 

relations.html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10 Joint Declaration by the Prime Ministers of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on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supra note 17. 
111 PM Lee Hsien Loong at the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Australian PM Anthony Albanese, PRIME 

MINISTER’S OFF. SING.,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PM-Lee-Hsien-Loong-at-the-Joint-Press-
Conference-with-Australian-PM-Anthony-Albanese-Oct-2022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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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綠色部門投資的機制112。2022 年 2 月，新加坡宣布將在 2050 年實現ృ零排放

目標，並表示將ᝩ續與澳洲就 GEA 進行談判113。 

從自然資源和地理條件來看，新加坡人口眾多，土地面積有限，較難提供可

再生能源的發電機會，因此需依賴進口能源。對於新加坡來說，太陽能技術研究

和區域電網為優先թ局事項，೭與澳洲在太陽能、其他再生能源，以及能源和ᐯ

料出口方面的強項及歷ў相֍合114。因此，澳洲在能源供應、數位貿易、再生能

源和航運方面等與新加坡得以互補，並發展密切的合作關係。 

首先我們從澳洲的角度來看。澳洲總理形容新加坡是全ౚ最具ബ新力的經濟

體之一115。新加坡在科學突ઇ方面非常出色，同樣也Ᏸ長將೭٤機會商業化，並

以ബ新企業ᆪ名。當他參觀新加坡時，ೖ問了一٤新ബ企業，他認為೭是新加坡

得非常出色的事情之一116。然而，澳洲總理也指出，新加坡લЮ可實現ృ零碳

排放所需的再生能源基ᘵ設施和土地空間117。因此，如果澳洲能向ᜪ՟新加坡

的城市國家出口ዅృ能源，將是「最ಖ的雙គ」118。與新加坡合作將支持ዅృ能

源ബ新，開拓商業機會和ബ造就業，也會ᔅ助實現減排目標，同時使澳洲成為可

再生能源的ຬ級大國。 

其次就新加坡的觀點而言，新加坡副總理兼經濟政策統ᝢ部長王瑞傑在 2023
年 6月參加中國媒體財新國際主辦的首屆亞洲願景論壇（Asia New Vision Forum）

時表示，為了建立಄合世界所有國家利益、提高互信、持續成長以及促進包容與

҉續發展的新國際架構，亞洲Ώ至全ౚ應通過三個領域相互合作，包括119：1. 各
國需ᝩ續維護一個開放、包容和基於規則的架構，以推動更大規模的貿易與投

資ǹ2. 各國需促進金融資源在全ౚ的流動性，化經濟發展與ബ新。於 2021
年，東協風險投資市場的交易額達到ബ紀錄的 200 ሹ美元（268 ሹ新加坡幣）。

新加坡認為，風險投資和私༅基金將是ᐟ發科技ബ新的關ᗖǹ3. 各國應共同合作

應對新冠疫情、Դ齡化、ᄌ性੯ੰ蔓延及氣候變ᎂ等挑戰。 

 
112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Propelling Our Sustainable Green Economy Future, AUSTL. GOV’T DEP’T OF 

FOREIGN AFF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trade-investment/business- 
envoy/business-envoy-february-2022/australia-and-singapore-propelling-our-sustainable-green-economy- 
future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13 Singapore 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NAT’L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 https://www.nccs.gov.sg/ 
singapores-climate-action/singapore-and-international-efforts/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14 Renewable Energy Superpower, AUSTL. TRADE AND INV. COMM’N, https://www.austrade.gov.au/ 
benchmark-report/renewable-energy-superpower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15 PM Lee Hsien Loong at the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Australian PM Anthony Albanese, supra note 
111.  

116 Id. 
117 Id. 
118 Id. 
119 DPM Heng Swee Keat at the Caixin Asia New Vision Forum 2023, PRIME MINISTER’S OFF. SING. (June 

12, 2023),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DPM-Heng-Swee-Keat-at-the-Caixin-Asia-New-Vision- 
Forum-2023. 



第 23 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 

20 

新加坡和澳洲兩國的目標一致，均希望實現ృ零碳排放，並建立更具性的

供應，Ѐ其在食品和能源等關ᗖ領域。雙方於 2015 年簽署的 CSP 已取得了良

ӳ進展，現已ֹ成ຬ過 110 個合作項目120。隨著 SAGEA 成為雙方重要的新合作

領域，綠色經濟也將成為 CSP ਣ架下的第六根支121ࢊ，೭對於લЮ資源，並試圖

在疫後以綠色經濟動復ผ的新加坡Ѐ為重要。 

（三）地緣政治與其他經貿以外之合作項目 

近年關於全ౚ化趨勢與ಥႋ議題的討論ຫ來ຫ多。由於國際供應受υᘋ、

ਜ਼克蘭戰爭、高能源價格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因素，全ౚ經濟面臨高通貨ᑩ

ᓸ力，也ܦᄌ了疫後經濟復ผ。如台積電ബ辦人張忠ᒉ於 2022 年 12 月出席台積

電在美國亞利ਬٗԀቷ舉辦的移機典ᘶ致詞時，說出「全ౚ化已ԝ！」一ᇟ122。

張忠ᒉബ辦人進一提問123：全ౚ化原是各國就經濟優勢部分的分工合作，但當

國家安全、科技與經濟領先的重要性已ঐᎯ全ౚ化之上，ٗሶ全ౚ化之定義是否

需要重新思考？  

Ꮓ管有對全ౚ化趨勢之質疑，但亞洲與亞洲以外的一٤國家仍期望追求經濟

整合。例如，東協正ո力建設一個 6.5 ሹ人口的共同市場，並與中國、印度、日

本、韓國、澳洲和新西蘭簽訂自由貿易協定124。近年來，許多東協國家也加入了

新的區域貿易協定，如 RCEP、CPTPP 和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125。在此一ङ景下，對於國際綠色經濟合作之觀察，也應關ݙ

國際地緣政治以及經貿以外的合作項目。 

藉由 SAGEA 的ጌ結，澳洲和新加坡重申୲持國家利益的多元化，並持續支

持自由貿易主張。對ࢃ澳而言，面對中美戰略競爭可能導致對抗衝突的風險，亞

洲Ώ至全ౚ要持續發展，首要條件就是保持和平與ᛙ定。 

因此，除了經濟議題外，新加坡與澳洲在改๓反৮、網路安全和邊境安全問

題上也展開雙邊合作，包括透過 2020 年 3 月簽署的雙邊合作 SADEA，加強資訊

交流與合作，以保護雙方在數位領域中的公民權益126。例如，澳洲電信公司

 
120 Acting PM Lawrence Wong at the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8th Singapore-Australia Annual 

Leaders’ Meeting, PRIME MINISTER’S OFF. SING. (June 2, 2023),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 
Acting-PM-Lawrence-Wong-and-Aust-PM-Anthony-Albanese-for-8th-SG-Australia-ALM-JPC-Remarks.  

121 Australia-Singapore Annual Leaders’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PRIME MINISTER OF AUSTL. (Oct. 18, 
2022), https://www.pm.gov.au/media/australia-singapore-annual-leaders-meeting-joint-statement. 

122 ယߜ均，出席台積美國新ቷ典ᘶ 張忠ᒉ：全ౚ化自由貿易已ԝ，經濟日報，2022 年 12 月 8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2926/6822978（最後瀏覽日：2023 年 7 月 11 日）。 

123 ယߜ均（ຏ 122）。 
124 Julien Chaisse & Pasha L. Hsieh, Rethinking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and New Economic Agreements, 

31(2) ASIA PACIFIC L. REV. 1-18 (2023). 
125 Id. 
126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Conclude Negotiations on Landmark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 AUS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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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us 發生的重大網路安全ᅅࢰ，該公司是新加坡上市公司 Singtel 的子公司127，

新加坡的網路安全機構已與澳洲的對應機構聯ᛠ，並提供協助128。此外，面對全

ౚཪ化下的্ؠ事件，新加坡軍方也願意協助澳洲東南部受洪水᠍ߟ地區的救ؠ

工作129。因此，SAGEA 所呈現的不僅僅是局限於經貿議題的合作，更֖著跨

領域之廣泛合作精ઓ。೭ᅿ合作精ઓ，或許值得我們從҉續發展（而非單純經濟

合作）之角度深入解讀。在未來，Ⴝ是 SAGEA ೭樣的國際綠色經濟合作機制，

在面對當前全ౚ化流、中美對抗等問題時，其互動方式仍然需要進一的研究

和觀察。 

三、小結：SAGEA 是國際綠色經濟合作的典範模݈？ 

經過以上初觀察，從國際綠色經濟合作的理論模式、趨勢以及相關研究文

獻，再到新加坡與澳洲兩國在ጌ結 SAGEA ङ後的០動因素，可以得出以下初

結論：1. SAGEA 建立在深厚的政治、經濟和歷ў文化基ᘵ上。2. SAGEA 的近期

推動是因為雙方對҉續發展和ృ零目標具有高度共識，且಄合國際氣候談判的趨

勢，兩國之間也存在著ࡐ高的互補性。3. 就 SAGEA 的內容而言，Ѭ代表了新加

坡和澳洲೭兩個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強強聯Ћ」，除了傳統的資訊共享和教育等

項目外，在許多領域也具有開ബ性和深度合作。因而，關於 SAGEA 模式之特

點，值得進一檢視和歸納，以判斷其是否如雙邊官方所稱可作為未來國際綠色

經濟合作之典範模݈。 

စ、SAGEA 模式之特點與評析 

從 IGEC 文獻所呈現的架構以觀，新加坡與澳洲之間的 GEA，ឦ於範ᛑ全面

且內涵先進的合作。SAGEA ੋ及的是兩個已開發國家之間，結合自ي特質、以

資源互補合作為精ઓ，共同對於未來҉續經濟發展，作出具體的合作規Ⴤ。本文

試對 SAGEA 歸納൳項特點，並加以評析，期望對我國發展綠色經貿政策與國

際合作提供٤許啟發。 

 
GOV’T DEP’T OF FOREIGN AFFS. AND TRADE (Mar. 23, 2020), https://www.dfat.gov.au/news/news/ 
australia-and-singapore-conclude-negotiations-landmark-digital-economy-agreement. 

127 Singtel's Optus in Australia Hit by Cyber Attack, Customer Data Leaked, THE STRAITS TIMES (Sept. 22, 
2022), https://www.straitstimes.com/business/companies-markets/singtels-optus-in-australia-hit-by-
cyber-attack-customer-data-leaked. 

128 Optus Notifies Customers of Cyberattack Compromising Customer Information, OPTUS (Sept. 22, 2022), 
https://www.optus.com.au/about/media-centre/media-releases/2022/09/optus-notifies-customers-of-
cyberattack. 

129 Lim Min Zhang, Singapore Offers Help with Australian Flood Relief Efforts: PM Lee, THE STRAITS 
TIMES (Oct. 18, 2022),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ingapore-offers-help-with-australian-
flood-relief-efforts-pm-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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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AGEA 之特點歸納 

針對現Ϟۘ在持續發展中的 SAGEA，本文僅根Ᏽ所得掌握的有限資料，以

及國外較新文獻的理論架構，試就ࢃ澳雙邊的 GEA，兼從形式與實質內容上歸

納其特點。 

（一）治理架構及與其他現有雙邊協議之關係 

SAGEA 是一項ਣ架協定，根Ᏽ新加坡和澳洲各自的法律、政策和國際法義

務執行。SAGEA 本ي不會產生對新加坡和澳洲之間、澳洲與第三國或新加坡與

第三國之間具有ܥ束力的義務130。其中一方可以通過書面通知ಖ止本協定。該協

定將在ќ一方收到通知後的六個月後ಖ止131。 

新加坡和澳洲均表示，將在年度領會議中審視 SAGEA ਣ架下的執行進

展，並在必要時提供進一指示132。雙方將組成 SAGEA 行動團隊（Action 
Team），以ᅱ࿎協議中提出的各項合作領域和相關計畫之執行進展133。該團隊由

澳洲外交貿易部、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和҉續暨環境部的官員共同組成，並定期

向 SAGEA ਣ架下的聯合部長委員會會議（Joint Ministerial Committee Meeting）和

資深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提交報告134。 

該協議ᗉ免了典型的國際條約中的ᕷᅥ法律用ᇟ。SAGEA 有意以簡單的ᇟ

言ឍ明其意圖、範圍和開放性使ڮ，以便所有ག興趣的利益相關方能ᇸ鬆理解
135。 

從上述可以看出，SAGEA 是在現有的雙邊合作架構下形成的一項獨立協

議，著重於҉續發展和綠色經濟，並致力於與各方利্相關人（Ѐ其是私部門企

業和國際組織）建立聯ᛠ。因此，在用ᇟ和制度設計上經過了細心的考ቾ。 

（二）著重與私部門之連結：綠色新ബ與綠色中小企業 

SAGEA 重視新ബ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並設計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合作

計畫，與當代ݙ重҉續、ബ新和ബ業結合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全ࠨ合。 

其中，SAGEA 推出了「綠色聯合ബ新計畫」，通過澳洲外交貿易部和新加

坡企業發展局共同ኘ款 2,000 澳元，為未來 4 年內的綠色產品和服務領域的中

 
130 SAGEA, para. 21. 
131 Id. paras. 25-26. 
132 Id. para. 12. 
133 Id. para. 15. 
134 Id. paras. 16-17. 
135 Randhawa, supra no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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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提供資助，並在再生能源、҉續農業、建ᑐ環境、ቲక物管理等領域尋求

合作機會136。此外，雙方ᗋ將促進商業媒合，ᔅ助企業尋找合作機會，相關細

將在 2023 年第 4  。公布137ۑ

此ᜪ計畫的成功關ᗖ在於政府和業界之間的良ӳ互動和夥伴關係。澳洲政府

正在與企業和出口商進行ዲ商，討論建立新的資助計Ⴤ，即新加坡ȹ澳洲綠色聯

合ബ新共同合作計Ⴤ，該計Ⴤ將在未來൳個月內推出138。 

此外，SAGEA ᗋ將推出聯合補助和商業配對服務，ᔅ助中小企業在綠色經

濟優先領域的發展139。SAGEA 強調相關產業的諮詢，並將通過行業諮詢和概念

性計畫之驗證來支持綠色領域之就業機會ബ造、供應和市場開發140。而在綠領

培訓方面，雙方將推出ബ新補助計Ⴤ和 ASGSR，以進一支持新ബ和研究141。 

總結來說，SAGEA 在現有雙邊合作架構下為新ബ企業和中小企業提供了許

多支持措施，並著重於促進綠色經濟的發展。上述計畫的成功關ᗖ在於政府和業

界之間的良ӳ互動和夥伴關係，雙方之合作也將為 SAGEA 的實施和成功發揮關

ᗖ作用。 

（三）著重科技合作與基ᘵ研究 

SAGEA 在基ᘵ科學和綠色科技的研發和研究合作方面非常重視。其中，新

加坡國立大學和澳洲核科學與技術組織簽署了一項協議，使新加坡的研究人員優

先使用澳洲的同加ೲᏔ設施142。此外，ᗋ啟動了國家同加ೲᏔ計Ⴤ，以促進

新加坡的同加ೲᏔ研究143。 

為加ೲ雙邊研究合作，CSIRO 與新加坡的對應機構 A*STAR 達成協議，簽署

了為期五年的主要研究合作協議144。雙邊科學機構將尋求研究項目合作的機會，

其中包括各機構的代表、一家位於新加坡與一家位於澳洲的產業合作夥伴145。 

 
136 Go-Green Co-Innovation Program, AUSTL. GOV’T DEP’T OF FOREIGN AFFS. AND TRADE (June 14, 

2023), https://www.dfat.gov.au/news/news/go-green-co-innovation-program. 
137 Id. 
138 Australia-Singapore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Industry Consultation to Inform a New Innovation 

Funding Facility, EXP. COUNCIL OF AUSTL., https://export.org.au/australia-singapore-green-economy-
agreement/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39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Implementation Update: June 2023, supra note 22. 
140 Singapore-Australia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Propelling Our Sustainable Future, supra note 20. 
141 SAGEA, Annex B 5.1. 
142 ANSTO and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gn Australian Synchrotron Agreement, ANSTO (Oct. 20, 

2022), https://www.ansto.gov.au/news/ansto-and-university-of-singapore-sign-australian-synchrotron-
agreement. 

143 Id. 
144 SAGEA, Annex B 4.4. 
14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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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合作之重點研究項目：ൻ環經濟和低排放技術（可再生能源、生物ᐯ料

和碳捕ਆ、利用和ᓯ存）、食品（包括ඹ代ೈқ和城市食品生產的植物基因）、

數位環境（城市環境管理）以及先進製造和未來料146。 

SAGEA 相當重視基ᘵ科學和綠色科技的研發與研究合作，一方面ᷤݙкى

之資金於該領域，ќ一方面同雙方之新ബ加ೲᏔ，使研究成果得與兩國的新

ബ、中小企業分享。就具體選定的҉續ബ新領域以觀，SAGEA 之研發合作有其

目的性、互補性與戰略性，並逐推行雙邊科技合作計畫。 

（四）開拓ബ新的合作領域（如҉續食農、綠色൴道、電力貿易等） 

細看 SAGEA，其中值得強調的特點之一為雙方特意選多個具有前ᘳ性的

領域進行合作。೭٤合作議題ຬ出了原有ࢃ澳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之範ᛑ，可視

為新一代的雙邊҉續協議。從 2030 年聯合國҉續發展目標（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角度來看 SAGEA，也相當先進。以下介ಏ൳個特色領域： 

1. ҉續食農系統 

作為 SAGEA 的 17 項聯合ঀ議之一，雙方計Ⴤ共同探҉續農業和食品系統

的最佳實踐147。透過共同研究新的理念和ബ新，其目標是支持食品安全、減氣

候變ᎂ的影響以及減Ͽ農業和食品系統對環境的影響148。而為加強雙邊農業和食

品貿易供應的性和流動性，新加坡和澳洲於 2022 年宣布制定「ᙂ食協定

（Food Pact）」ਣ架149。雙邊供應工作小組亦於 2022 年 9 月成立150。目前，該

協定的指導原則和工作計Ⴤ已然確定，其中ੋ及的潛在合作項目包括認可檢ෳ系

統、食品轉運、動物੯ੰ分ᜪ和新型食品ᅱ管等151。 

2. Ѻ造綠色航運و൴ 

新加坡海事及港務管理局（Maritime and Authority of Singapore）與澳洲已開

始探討在綠色和數位航運領域的合作，並計Ⴤ在 2025 年ۭ前建立新加坡ȹ澳洲

GDSC，該و൴是港口之間ృ零排放的海上航線152。該ঀ議包括建立低碳與零碳

 
146 Id. 
147 Insight – Green Economy Agreement to Speed Transition to Sustainable Agri-Food Systems, supra note 

94. 
148 Id. 
149 Australia-Singapore Food Pact Guiding Principles, AUSTL. GOV’T DEP’T OF FOREIGN AFFS. AND 

TRADE,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singapore-australia-food-pact-guiding-principles.pdf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50 Australia-Singapore Annual Leaders’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supra note 121. 
151 Australia-Singapore Food Pact Guiding Principles, supra note 149. 
152 Spearheading Green and Digital Shipping Cooper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supra note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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ᐯ料供應以及綠色港口服務與航運業務，加ೲ綠色ಭಬᐯ料的開發和使用153。

合作ᗋੋ及確定航運與港口數位化解決方案，例如 SAGEA ᗋ包括數位驗證平台
154，用以加ೲࢃ澳之間綠色航運و൴的建立155。 

除了與澳洲的合作，新加坡港已經與多個港口簽署了 GDSC 的合作協議，例

如新加坡與美國的ࢶᕚ港、長᠁港簽署了ᜪ՟的 GDSC 合作協議（2023 年 4
月）156，並與歐洲的ജ特Ϗ港建立了全ౚ最長的 GDSC（2022 年 8 月）157。 

鑑於澳洲和新加坡之間的大量跨境貿易，೭次有關綠色航運و൴的合作，是

澳向其他合作夥伴展示兩國如何在優化航運路線、ෳ試綠色和數位解決方案ࢃ

上，發揮全ౚ領導作用的重要一。本項合作也進一強調了國際合作在航運和

海運業ಥ碳方面的重要性，同時發揮了新加坡本ي在航運轉運上的強項。 

3. 電力貿易與能源科技 

由 Sun Cable企業領導的澳亞電力連接項目是一個ᄡᝮ項目，通過水下電ᢑ將

在澳洲收集和ᓯ存的太陽能供應給新加坡和亞洲市場158。該項目預計於 2027 年投

入營運，將為澳洲經濟ݙ入 80 ሹ澳元，並提供新加坡高達 15%的能源需求159。該

項目是澳洲發展可再生能源出口目標的重要基ҡ。 

澳於ࢃ 2020 年 10 月 26 日，雙方能源部長（澳方）和貿易部長（ࢃ方）簽署

了「低排放解決方案合作ഢב錄」，同意在ణ能、碳捕ਆ、利用及ᓯ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再生能源貿易、碳排放之ෳ量、報告及驗證

（measurement,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等優先領域展開官方、企業、產業協

會、科研和教育機構等的合作160。 

能源領域的其他ߝ點包括雙方在ඹ代ೈқ、᎖電ԣ回收等領域也進行研究合

 
153 Id. 
154 SAGEA, Annex B 1.4. 
155 Spearheading Green and Digital Shipping Cooper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supra note 

59. 
156 Singapore, Los Angeles and Long Beach Ports Ink Agreement on Green and Digital Shipping Corridor, 

MAR. & PORT AUTH. OF SING. (Apr. 24, 2023), https://www.mpa.gov.sg/media-centre/details/singapore-
los-angeles-and-long-beach-ports-ink-agreement-on-green-and-digital-shipping-corridor. 

157 Maritime and Por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nd Port of Rotterdam to Establish World’s Longest Green 
and Digital Corridor for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Shipping, PORT OF ROTTERDAM (Aug. 2, 2023), 
https://www.portofrotterdam.com/en/news-and-press-releases/maritime-and-port-authority-of-singapore-
and-port-of-rotterdam-to-establish. 

158 Sun Cable Australia-Asia PowerLink, OUR TERRITORY GAS STRATEGY, https://territorygas.nt.gov.au/ 
projects/sun-cables-australia-singapore-power-link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59 Id. 
160 Singapore and Australia Conclud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Cooperation on Low-Emissions 

Solutions,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 SING. (Oct. 26, 2020), https://www.mti.gov.sg/-
/media/MTI/Newsroom/Press-Releases/2020/10/261020-Press-Release--Singapore-and-Australia-
Conclude-MOU-for-Cooperation-on-LowEmissions-Solu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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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促進能源相關領域的貿易和投資161。೭٤展示了雙方意識到能源是低碳

經濟的關ᗖ，並在雙方互利的情況下，SAGEA 一方面加強了新加坡的能源安全

和ᛙ定性，ќ一方面，澳洲通過與新加坡的跨境電力ᒡ送再生能源合作，推動澳

洲ර著成為再生能源大國的目標ᝩ續前進。 

二、對於 SAGEA 特點之評析 

在整理ֹ SAGEA 於當代國際綠色經濟合作中的൳項特點後，以下接續就

SAGEA 的特點，提出一٤評析與反省： 

（一）或需強化論證雙邊 GEA 的必要性與正當性 

在 SAGEA ጌ結之前，ࢃ澳雙方為追求綠色經濟轉型，長期以來已制定了目

標並採取一系列措施，通過技術投資路線圖來支持對綠色經濟的投資162。澳洲已

經與新加坡簽署了一系列雙邊和區域協議，並參與了多邊ո力，以फ़低環境商品

的關稅。因此，SAGEA 的存在，是否有必要，即需更多的正當性說明與論證。 

澳洲政府認為 SAFTA 是「澳洲最成功的自由貿易協定之一」163。而 2017 年

的修正案進一加強了澳洲和新加坡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特別是在支持法律服

務、資格認證和政府採購方面的改๓164。因此，在不增加法規環境複ᚇ性的情況

下，若將 SAGEA 的預期成果納入 SAFTA 進行第二次修正或ߕ錄，可能更能提升

澳洲和新加坡之間的重要關係165。目前的 SAFTA 並未區分原產地規則，也ؒ有

包֖特定的環境商品和服務章，但Ѭ除了所有商品的關稅166。因此，包括澳

洲商會在內的工商組織代表認為，SAGEA 可能更適合作為雙方現有自由貿易協

定ᘉ展的一部分167。 

如果 GEA 要作為一個獨立的協議，並融入雙邊貿易法規環境，需要進行൳個

程序168：首先，應對新協議的經濟、環境和總體效益進行獨立分析。其次，必

明確論述新協議所能提供ຬ過現有雙邊和區域協議之外的獨特優勢。第三，ᗋ應

ո力與現有協議（如 SADEA）的共同點相協調，對於較ᙑ之現存協議，應究其

 
161 E.g., Zi-Yu Khoo et al.,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A CO2 Mineralisation Technology for Carbon Capture 

and Utilisation in Singapore, 44 J. OF CO2 UTILIZATION 1-8 (2021). 
162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to Work Together to Accelerate Low Emissions Technologies, MINISTERS FOR 

THE DEP’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Oct. 26, 2020), https://www.minister.industry.gov. 
au/ministers/taylor/media-releases/australia-and-singapore-work-together-accelerate-low-emissions-
technologies#main-content. 

163 Singapore-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MINISTER FOR TRADE, TOURISM AND INV. (Dec. 1, 2017), 
https://www.trademinister.gov.au/minister/steven-ciobo/media-release/singapore-australia-free-trade-
agreement. 

164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upra note 74, at 4. 
165 Id. 
166 Id.; SAFTA, art. 3. 
167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upra note 74, at 4. 
168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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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必要性與獨特優勢，進行審查或現代化。為Ѻ造更緊密、且能最有效支持貿

易的法規環境，應審查和協調重᠄的協議，並ᙶ清每項協議之獨特功能、意旨與

優勢。 

（二）雙邊與多邊ঀ議的再思考：ᗉ免規範重᠄與國際貿易中的「義大利រ࿙效

應（Spaghetti-Bowl Effect）」 

承上，SAGEA 的ృ效益方面可能存在一٤潛在問題。以環境商品與服務為

例，澳洲正在積極通過各ᅿ合作方式以追求低排放技術和出口機會，然該國國內

也正討論是否需重複進行有關環境商品與服務雙邊協議，抑或應將重點置於多邊

論壇的推動169。SAGEA 雖旨在實現環境商品和服務的關稅優惠，但有各ᅿ機制

可作為達成此目標之Ћ段，而澳洲並不迴ᗉ在國際平台上或合作協議中進行

試。在國際多邊協議最為有效的情況下，澳洲一向致力於參與多邊機制以產生最

大的影響力。因此，有文獻認為或許澳洲應將ݙ意力與心力集中在 WTO 的綠色

商品與服務的談判等多邊場域，並質疑బ加一項未提供獨特增益之雙邊協議

（如：SAGEA）對於貿易或綠色經濟促進的實質作用170。此外，雙邊也可通過研

發和投資ঀ議，將更多的資源與ո力集中在ᘉ大低排放技術ബ新和ణ能出口，而

೭٤也ค需受雙邊協議規則的限制。 

雙邊和區域協議可為貿易和投資來ӳ處，但Ѭ們往往與現有協議重᠄並增

加複ᚇ性（「義大利រ࿙效應」）。特別是在 GEA 的意圖是ᡣ其他國家效仿，直

到形成ى的雙邊協議以產生全ౚ影響力時，೭點Ѐ值得思考。澳洲過往୲決

衛的多邊貿易體系，是否正在雙邊協議ߺ১？與形成雙邊協議相比，多邊方法

是否仍是實現全ౚ環境商品和҉續性行動更有效和高效的途徑？ 

澳洲是多邊協議和條約的ጌ約方，涵蓋了環境҉續性範ᛑ的各ᅿ主題，其中

一٤新加坡並不是ጌ約方。例如在 COP26 上，澳洲加入了能源轉型的工作小組，

該小組討論世界電網的可行性，將結合全ౚ綠電（如太陽能）建立一個全ౚ可再

生能源基ᘵ設施網絡，而新加坡並非該委員會的成員171。是故，SAGEA 的提

出，確實提ᒬր人應ᙣ思考雙邊與多邊ঀ議的使用時機。 

（三）進一思考 SAGEA 與碳定價、碳市場與綠色金融制度的連動 

若決定推進 SAGEA，當前重要的議題之一是需考ቾ與碳定價和綠色融資制

 
169 Id. at 1. 
170 Id. at 4. 
171 Id; Green Grids Initiative – One Sun One World One Grid: One Sun Declaration, The NAT’L Archives 

(Nov. 2, 2021), 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ukgwa/20230105153200/https://ukcop26. 
org/one-sun-declaration-green-grids-initiative-one-sun-one-world-one-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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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連結，及可能面臨的制度障礙172。雙方政府在追求制定 SAGEA 時，應承認

碳定價之潛力有助於達成氣候變ᎂ的承諾，並使雙方得致力於推進以技術០動的

解決方案173。 

新加坡是東南亞首個實施碳稅的國家174，其可能會試圖再從澳洲方獲得更強

的承諾和ᅱ管175。而澳洲也應會在 SAGEA 中強調該國對碳定價的立場，以確保

Ѭ成為促進貿易和減排具可行性的Ћ段176。 

事實上，在國際貿易談判中，近年出現了大量旨在加強減排承諾和಄合相關

措施的「綠色環保」章，ຬ出了傳統多邊協議的範圍177。其中，貿易結合碳

稅、碳費與邊境機制是全ౚ貿易領域一個相對較新的發展。例如歐盟開ബ了碳邊

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規Ⴤ對於碳密集型商品的

進口設定碳價 178。此外，Ⴝ是《澳洲ȹ英國自由貿易協定（Australia-United 
Kingdom Free Trade Agreement）》也֖有೭٤目標與環保章179。 

但澳洲對於碳稅常୲持立場，認為關於碳稅的承諾不應納入雙邊貿易協定
180。同樣地，澳洲政府在有關碳定價的ᖂ明中表達立場，傾向於通過投資技術和

研發來ᐟᓰ減排，而不是課稅與處罰的Ћ段181。因此，在 SAGEA 當中，碳稅與

碳市場的建立是否會成為雙邊有所討論的重點，值得觀察。 

ќ外，隨著對綠色轉型的需求增加，綠色融資成為一個重要的機會。綠色融

資旨在支持҉續發展項目和綠色技術的資金需求。貿易金融已經成為許多國家關

的焦點，通過「綠色」標示和在投資決策中整合ݙ ESG 標準182。然而，在推動綠

色融資時，同樣也需要ݙ意相關的法規ਣ架和標準，以確保資金的合法性、透明

度和可追ྉ性。此外，ᗋ需要加強對風險管理和҉續投資的宣傳和培訓，以提高

綠色融資的可行性和֎引力。 

在 SAGEA 中，雙方應積極促進碳定價、碳市場和綠色融資的討論，確保೭

٤機制有助於促進貿易和҉續發展。然而，目前關於 SAGEA 雙方在此領域的執

 
172 Id. at 5. 
173 Id. at 1. 
174 Carbon Tax, NAT’L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 https://www.nccs.gov.sg/singapores-climate-

action/mitigation-efforts/carbontax/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75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upra note 74, at 5. 
176 Id. 
177 Id. 
178 Regulation (EU) 2023/95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0 May 2023 Establishing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2023 O.J. (L 130) 52. 
179 Australia-United Kingdom Free Trade Agreement, Austl.-U.K., Dec. 17, 2021, ch. 22, https://www.dfat. 

gov.au/trade/agreements/in-force/aukfta/official-text. 
180 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upra note 74, at 5. 
181 Id. 
18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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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態，ۘ未見明ਟ。在近期的未來，應持續關ݙ新加坡與澳洲對೭٤問題的立

場和期望，是否可能衝突或如何協調，以達到雙方設立的共同目標。 

伍、結ᇟ——兼論對臺灣҉續經貿政策之啟發 

氣候變ᎂ威ુ著各國的ᛙ定和ᕷ榮。當氣ྕ上升、極端天氣事件（如ଳײ和

洪水）頻ᕷ發生及海平面上升時，將導致產能損Ѩ、物資อલ、供應中斷和基

ᘵ設施損ᚯ等後果。 

一、國際綠色經濟合作之ዊ流：以經貿體系因應氣候危機 

如何通過經貿體系重༟各國在面對氣候危機時的҉續經濟前景，此為一值得

全ౚ共同ո力的課題。證Ᏽ表明，貿易在增加環境商品、服務和技術的可用性和

可ॄᏼ性方面發揮重要作用，ᔅ助各國減Ͽྕ室氣體排放183。而能源轉型也需ॸ

賴全ౚ合作，因為全ౚ供應之緊密連結，每年估計有 22%的全ౚ碳排放量൪入

在貿易流程中184。其次，新綠色技術的ബ新成本Ԕ線ِೲ下फ़需һ賴規模經濟效

益，但此點ࡐϿ有國家能獨自實現185。第三，從發展不均的角度觀之，世界上許

多較不發達的經濟體，本ي也ค法獨立發展或部署先進技術186。因此，國際集體

的氣候與能源行動是必且ॐ切的。 

在此全ౚङ景下，ࢃ澳兩國ጌ結了 SAGEA。SAGEA 預期的主要政策效益即

包括：1. 增加對環境商品與服務的使用率，減Ͽ環境商品與服務出口所承受的ᅱ

管ॄᏼ和運營成本ǹ2. 支持綠色領域的經濟增長與就業ബ造ǹ3. 促進綠色技術

的開發和商業化。同時，新加坡和澳洲圍繞著೭٤願景目標，並且基於過ѐᛙ固

的歷ў文化與政經合作基ᘵ，在綠色҉續的國際ੁዊ០動下，更拓展許多ബ新領

域的合作，初成果已如本文前述。 

二、對 SAGEA 特性之評估 

澳洲國立大學的亞太零碳能源ঀ議小組於 2023 年初對於 IGEC 進行廣泛研

究，其研究架構的觀察焦點，著重於 IGEC 之ጌ約方分析、GEA 的實質內容、

GEA 與國際氣候變ᎂ法制間之互動等角度。 

若依此分析架構來觀察 SAGEA。首先，SAGEA 由兩個已開發之先進國家ጌ

結，其非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之ජ助與合作，而係有整體策略規Ⴤ之綠色經濟合

 
183 WTO, supra note 88. 
184 Aisbetta et al., supra note 75, at 2. 
185 Id. 
18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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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次，SAGEA 的實質內容，也已ຬ過一般 IGEC ੋ及資訊共享、教育與科技

合作等項目內涵，而是企圖進行深度的規範與市場調和，以及經貿以外的地緣政

治與ബ新領域之合作。最後，SAGEA 合作項目之規Ⴤ內容，確實ፍ生於

UNFCCC COP27 前後之重要議題，而目前在形成中的雙邊碳市場、綠色金融機制

等，也是 COP28 所關ݙ的焦點187。因此 SAGEA 與國際氣候變ᎂ法制之間，確有

實質連動。 

觀察 SAGEA，其特點在於：1. 基於ࢃ澳間長期的雙邊合作、地緣政治與歷

ўག情ǹ2. 著重與私部門之連結ǹ3. 與現有雙邊規範間，可能在規範架構與內

容上相互重᠄，或需ᙶ清訂立 SAGEA 必要性之議論ǹ4. 著重科技合作與基ᘵ研

究ǹ5. 開拓ബ新的合作領域（如҉續食農、綠色൴道、電力貿易等）。 

ோ對此٤特點，包括澳洲商會在內的工商界代表也提出看法，包括：1. 雙方

政府或需強化論證雙邊 GEA 的必要性與正當性ǹ2. 為ᗉ免規範重᠄與國際貿易

中的「義大利រ࿙效應」，IGEC 應對投入雙邊與多邊ঀ議再為思考ǹ3. 近期值

得進一觀察 SAGEA 與碳定價、碳市場、ESG 與綠色金融制度的連動。 

因此，關於 SAGEA 是否已成為國際綠色經濟合作之新模式，本文認為ᗋ應

有所保留。僅管 SAGEA 之內容規Ⴤ具有ֻ觀性與჻新性，ຬຫ了許多傳統 IGEC
的內涵，而使各界與媒體對其有高度的期待與關ݙ。然而，由於 SAGEA ۘ在動

態形成之中，在許多關ᗖ議題上（如碳市場、綠色金融、規範調和等），ᗋ未見

較為具體之規Ⴤ細與成果。此外，對於一٤較為ץ判之觀點，SAGEA 雙邊官

方也未有較全面之回應。 

三、SAGEA 對臺灣҉續經貿政策之啟發 

近期文獻對於國際綠色經濟合作模式及趨勢進行重要的實證研究，並提供了

許多分析上的啟發。本文也已就 SAGEA 的特點與各界之正、反看法，進行了初

的理與評析。在結ᇟ中，以下試整理൳點，希望對臺灣當前和未來推動綠

色經貿政策有٤許啟發： 

（一）臺灣應意識並ע握國際綠色經濟合作的ࠨ機。當問及新加坡是否有

意與其他國家簽署ᜪ՟的綠色協議時，李ᡉᓪ總理表示，希望其他國家能考ቾ與

新加坡合作，或在綠色議題上加強合作188。例如，ຫ南目前正與新加坡和澳洲在

綠色經濟發展方面加強多領域合作，包括可再生能源、高科技農業、電信、基ᘵ

 
187 Natasha Turner, Scaling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 Will Be a COP28 Priority, ESG CLARITY (May 19, 

2023), https://esgclarity.com/scaling-voluntary-carbon-markets-will-be-a-cop28-priority/. 
188 PM Lee Hsien Long, PM Lee Hsien Loong at the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Australian PM Anthony 

Albanese (Oct 2022), PRIME MINISTER’S OFF. SING. (Oct. 18, 2022),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 
PM-Lee-Hsien-Loong-at-the-Joint-Press-Conference-with-Australian-PM-Anthony-Albanese-Oct-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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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發展、供應保障、採、կ金、教育、農業、數位經濟、數位轉型和智慧

城市相關的生態工業༜區等投資項目189。臺灣是否可能ൻ SAGEA 模式，與已訂

結自由貿易協議的新加坡（或其他國家），在綠色經濟領域直接進行合作，值得

思考。 

（二）在選合作夥伴方面，根Ᏽ有關 IGEC 的研究，綠色經濟協議的對ຝ

存在於京議定書ߕ件 II 的國家（多為已開發國家）和非ߕ件二的國家之間（開

發中國家），也可能存在於兩個具有互補效果的已開發國家之間（但情況較Ͽ，

如本文所研究的 SAGEA）190。臺灣可以評估自ي在減碳、҉續和能源科技領域

的資產或೬實力，並考ቾ與開發中國家簽訂雙邊 GEA，將ಕ積的經驗和成果ᒡ

出，獲得經濟和҉續效益。此外，亦可參考 SAGEA，在҉續經濟方面與先進國

家展開合作，如目前已正進行的《臺美 21世紀貿易ঀ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191，而在臺英、臺歐（如法國、Ϗഝ、蘭、瑞典、ݢ羅

的海三小國等）雙邊關係上，臺灣與各國在氣候變ᎂ與能源領域也有長期合作
192，當然，也可進一借鑑新加坡和澳洲的合作模式，試建立或深化合作關

係。ќ外，也可考ቾ與和臺灣有深厚歷ў和政經聯ᛠ的合作夥伴進行接和協

商。 

（三）在具體合作內容上，鑑於合作夥伴的不同，合作項目和領域需進行深

入評估。根Ᏽ有關 IGEC 的研究，GEA 內容若ੋ及資訊共享、教育和綠色人才培

訓、科技研發合作等應ឦ於基ᘵ的合作項目193。而其他合作項目（規則制定、氣

候資金、供應整合、支持新ബ和中小企業、建立商業夥伴關係、碳稅和碳市場

等）應根Ᏽ與合作夥伴的互補性進行評估和研究。以 SAGEA ੋ及的深度綠色經

濟合作內容以觀，臺灣現有經貿談判機制是否需要進行調整，以整合其他部會組

織之主管業務，亦值得研究。 

（四）在雙邊和多邊機制的選方面，由於臺灣近年來面臨國際地緣政治ᓸ

 
189 Vietnam News Agency, Vietnam Beefs up Multifaceted Cooperation with Singapore, Australia, 

VIETNAMPLUS (July 5, 2023), https://link.gov.vn/iMGnkHRF. 
190 Aisbetta et al., supra note 75. 
191 Agreement Between the American Institution in Taiwan and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Trad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aiwan, Taiwan-U.S., June 1, 2023,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23-05/AIT-TECRO%20Trade 
%20Agreement%20May%202023.pdf. 

192 例如臺灣與英國長期就再生能源發展與ృ零路徑議題，進行經驗對話與雙邊合作，參見第 5 屆

臺英能源對話會議 推進低碳能源 實現零碳願景，中華民國經濟部，2023 年 6 月 16 日，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11025
7（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ǹ而臺灣與歐盟之間，也透過「臺灣―歐盟離۞風電能源

圓桌論壇」，就再生能源政策與法規經驗進行交流，此為歐盟在台商業與法規合作計畫的重要

成果之一，參見臺灣―歐盟 離۞風電能源圓桌論壇（EU- TAIWAN Business Roundtable on 
Offshore Wind Energy），歐盟在台商業與法規合作計畫，https://www.ebrctw.org/chi/results/ 
results_content_20200630.aspx（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 

193 Aisbetta et al., supra note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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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進展不利。受到 SAGEA 的啟發，若運用ᜪ՟

SAGEA 的獨立綠色經濟協議（或ࢌᅿ形式的ঀ議），「҉續」೭個關ᗖ字，也

可能成為有效的突ઇ與切入點之一。SAGEA 並ؒ有法律ܥ束力，也與現有的雙

邊條約、國際法規範和國內法保持了一定的ᡫ活性。Ѭ是一ᅿ特ਸ的綠色經濟雙

邊合作模式。是以，臺灣可思考ᡫ活運用೭ᅿ雙邊҉續ঀ議模式，從單純的҉續

人才培育、教育與資訊分享等逐推展至深度經貿體制整合，並與現有多邊機制

內的工作目標相互配合。 

（五）最後，SAGEA 也來了許多新的提ᒬ和啟發。例如，SAGEA 非常重

視基ᘵ科學研究和其商業化，鼓ᓰ҉續ബ新和ബ業，重視與企業或其他利益相關

者的ྎ通和諮詢，以及持續探全新的҉續綠色合作領域（如跨境電力、ణ能、

綠色航道、҉續食農等）。೭ݙ٤重綠色҉續的精ઓ（以҉續思考動經濟、產

業與發展，以҉續思維主導經貿體制發展），在規Ⴤ當前經貿協定的程序和實質

內容時，值得臺灣作為參考和借᠙。 

由於 SAGEA 簽署至Ϟ僅未滿一年的時間，部分合作項目之推展於官方的動

態執行報告中未ֹ全ඟ៛，因而對其實施情況仍需進一觀察。本文僅根Ᏽ現有

掌握的二Ћ文獻資料對 SAGEA 進行初考察，資訊不ى或ᙤᇤ之處必多。未來

期盼有機會對 SAGEA 的政策制定者、產業界或來自新加坡和澳洲的學術研究人

員等進行ೖ談或ᇆ集其他一Ћ實證資料，以作為後續研究補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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