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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閣下：

我們很榮幸地向您們呈上有關如何維持亞太地區之包容性增長與繁榮的建議，隨附的

《2017 年 ABAC 致領袖建言書》包含更多關於這些要點的細節。 

儘管貿易流動有復甦的跡象，全球的經濟依然脆弱。我們呼籲您們的集體領導，為亞太

地區的創新性、永續性與包容性的增長注入新的動力。

達成上述目標的關鍵，在於有效的結構性改革，以及消弭對自由開放的貿易與投資的種

種障礙（包括非關稅障礙）。面對國內的不滿與經濟的挑戰，短視近利的保護主義政策產

生的誘惑可能更加高漲。但我們力勸您們展現決心，堅定地朝向我們對 APEC 共同的願

景。

雖然貿易自由化經常被歸咎為經濟動盪與貧富不均的罪魁禍首，但顯然還有很多因素。

在科技基礎建設、技能的再訓練與教育、工作創造、勞力移動這些課題上，我們的政府

應該與商業團體合作，促進在瞬息萬變環境的適應能力，並為未來的機會做好準備；畢

竟，包容性乃 APEC 的共同承諾。今年 ABAC 已委託進行研究，以企業的角度說明 APEC
各經濟體所面臨的這些挑戰。

除了政策的倡議外，我們必須重申對多邊規範性貿易與持續市場開放的支持，因為它們

是鞏固今日榮景的基石。我們強調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中心。我們也展望今年 12
月於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的第 11 屆部長級會議，堅定支持強健且有意義的成果。 

再者，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明顯地將會強化我們的繁榮。我們瞻望 2020 年以後的區域發

展，因此持續致力於茂物目標（Bogor Goals）與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實現。我

們力勸您們採取明確的行動讓這些目標成真。區域貿易協定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太平洋聯盟（Pacific Alliance）乃通往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的重要途徑。我們期盼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成員盡早實現雄心壯志且

高品質的結果，也呼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成員加速達成全面性、高品質與

互利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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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微中小企業（MSMEs）在貿易的參與、增加婦女經濟上的機會，以及透過消除糧食

貿易的限制和減少糧食的損失以強化區域中的糧食安全等，將會需要各經濟體解決重重

挑戰。

作為 APEC 極為重要連結性議程的一部份，我們敦促領袖們認識到，有效利用網際網路

和數位經濟對所有地區中各個發展階段的轉型潛力。我們必須維持警惕，確保「數位落

差」不會對新興經濟體產生不良的影響。我們呼籲領袖優先促進核心數位基礎建設的發

展與投資。我們也鼓勵採取持續的控管措施，包括數據與資訊於境內和境外的流動。此

外，我們也認識到，未來的工作將更加需要不同且仰仗科技的技能，以及數位的知識。

因此，投資推廣數位科技的經濟體將得到充分的就業和經濟成長優勢。

最後，服務業，包括服務貿易，是持續成長的關鍵。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對於促進

該部門的發展具有極大的潛力，但這需要仰仗企業對於執行過程的投入。故發展有效的

方式獲取區域的服務業資訊，以便對症下藥地達成該部門最迫切的強化需求，乃當務之

急。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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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下列乃此報告書關鍵的摘要：

1. 支持多邊貿易體系

ABAC 重申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支持。我們認為，規範性且非歧視性的多邊

貿易體系，仍然是對抗保護主義的堡壘，以及通往持續且包容性經濟成長的最好途徑。

ABAC 對貿易部長會議中，主席重申支持世界貿易組織（WTO）和持續開放市場的

致詞表示歡迎。我們對堅定不移地力抗保護主義和扭曲貿易，直至 2020 年的承諾表

示讚賞。展望今年十二月於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的第 11 屆世界貿易組織（WTO）部

長級會議，ABAC 敦促所有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採取建設性、具創意且具決

心的合作，以獲得強健且有意義的成果。ABAC 進一步力勸尚未履行貿易便捷化協定

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盡快完成實行，也鼓勵參與資訊科技協定擴大談判、

複邊服務貿易協定，以及環境商品協定的的 APEC 經濟體，堅定地展現嶄新的活力，

迎向成功的談判成果，展現 APEC 經濟體對世界貿易組織（WTO）體系的肯定。 

2. 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之建立

儘管最近全球瀰漫著對自由與開放貿易的不確定性，ABAC 持續致力於達成亞太地區

的經濟整合，作為達成集體共榮的最好途徑。ABAC 認為區域貿易協定與自由貿易協

定有助於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並對這些途徑的進展感到鼓舞，像是跨太

平洋夥伴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與太平洋聯盟（Pacific Alliance）。
我們期盼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成員盡早實現雄心壯志且高品質的結果。為此，

我們讚賞各方努力檢視往前邁進的方案。我們敦促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的成員於今年年底前完成談判，並確保協議的全面性、高品質與互利。ABAC 亦重視

對於其他尚未加入上述協議之經濟體，應採用彈性且具包容性的參與途徑。我們也感

謝為了利馬宣言中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實踐所做出的努力，並敦促 APEC 經

濟體在 2017 經濟領袖會議，遞交一份關於意見一致的關稅與非關稅措施、服務業、

投資以及原產地規則的具體工作計畫。

3. 追求新的服務業議程

ABAC 深信，服務業對所有 APEC 經濟體成長與發展的重要性正逐漸增加。我們認為

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是 APEC 進展服務業議程的關鍵。ABAC 隨時準備好與

APEC 在 APEC 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的執行細節合作，確保他們是雄心壯志、實際且

恰當的。上述合作內容包括與 APEC 組成公私部門政策對話，以支撐 APEC 服務業競

爭力路徑圖持續的發展與實踐。ABAC 也呼籲 APEC 優先處理和加快服務數據和統計

數據的開發，其中包括稍早完成，已經用於做為檢視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之其他範疇

的服務業規範性環境指標。ABAC 還呼籲 APEC 針對服務業競爭力路徑圖的 14 項執

行領域，採用適當且雄心壯志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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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對非關稅障礙

ABAC 強調應重視辨認與應對貿易的非關稅障礙逐漸帶來的挑戰。即使有些措施是基

於合法的原因，它們有時候對貿易的限制卻高於合法目標的必要性，或是它們其實具

歧視性，抑或是被設計來限制進入市場的能力。這將違背區域的穩定與包容性成長。

農林產業和生產製造業等來自各部門的企業代表們指出，他們越來越需要對抗造成不

合理障礙的標準和規範，像是前後不一或不正當的農林產品衛生與檢疫需求，繁重的

標示、標準與證照等技術需求，或是過份的官僚、無法預測且緩慢的通關程序以及其

他造成貿易程序障礙的行政措施。ABAC 敦促 APEC 經濟體領導全球，發展出應對非

關稅障礙更有效的方式，包括尋求實際的做法授權企業的主動參與和處理，以及採用

ABAC 過去所建議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始終如一的跨領域原則做為貿易相關規

範性措施的檢視、發展和應用。上述原則將是最實際的做法。

5. 促進貿易與投資流動

考慮到投資和經濟成長的根本連結，APEC 經濟體應該盡速降低妨礙資金流動的障礙

與風險。ABAC 建議改善對境內和境外投資者的誘因之投資政策。ABAC 尤其注意到

投資與數位經濟的關係、數位科技對全球生產趨勢產生的影響，以及面對該影響所需

的政策回應。ABAC 也呼籲 APEC 經濟體透過「第二階段供應鏈連結架構行動計畫」

提及的行動和其他有效的方式，增強區域內貿易的連結性。ABAC 建議 APEC 經濟體

藉由探詢和諧化、簡便化與數位化的程序，持續改進 APEC 商務旅行卡的計畫，以便

增加且促進商旅人士對該工具的使用。

6. 發展 APEC 後 2020 年的願景

除了加速達成茂物目標（Bogor Goals），推動區域自由開放的貿易和投資外，ABAC
相信 APEC 於此時此刻也該開始發展後 2020 年的願景。我們對於今年 5 月於越南河

內舉行「後 2020 願景多樣利益關係人對話」的結果與建議表示歡迎。ABAC 將持續

致力於此項進程。

7. 支持 APEC 的連結性議程

ABAC 持續呼籲領袖們根據 APEC 連結性藍圖提供的珍貴範本，做為區域內經濟體彼

此強化經濟整合與包容性的主要方針。此份藍圖包含相當廣泛的倡議，大致可分為制

度面、人際面和實體連結面三大支柱，這些也是 ABAC 及其各領域的工作小組所追

求。從金融系統的整合，乃至於協助微中小企業（MSMEs）進入且競爭於國際市場；

從減少國境下的對貿易與投資的障礙，乃至於合作發展全球資料標準；從建立強健的

互相連結數位基礎建設，乃至於促進優良基礎建設（如水、能源、道路、鐵路、航空、

海運和都市傳輸系統等）的發展。對於 APEC 透過結構性的改革，減少貿易與投資流

動的境內壁壘，進而促進制度與實體的連結性，ABAC 表達強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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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也是區域內新興經濟體需要促進的方針。數位經濟的核心基礎建設乃通往創

新、發展企業家精神及進入國際市場的關鍵。技術的取得和未來工作的訓練也是為了

日後成長所需要的準備。支持數位貿易的國際合作與連貫性的規範政策，包括數據與

資訊於境內與境外的流動，乃最大化未來成長潛力的關鍵。它們將有益於我們各種層

面的發展，尤其是新興市場、女性和微中小企業（MSMEs）的轉型。 

9. 促進具有技術與高素質勞工的流動性

ABAC 開始擔憂區域中勞力短缺和分配錯誤的問題，若不處理將嚴重阻礙各經濟體的

經濟進展。人口的變化，使改善減少短缺和分配錯誤的合作迫在眉睫。與數位經濟發

展相關的迅速技術變革，也引起對區域內的教育體系未能配置工作者填補未來工作的

擔憂。ABAC 對 APEC 已開始處理這些挑戰表示肯定，像是 APEC 商務旅行卡的成功

發展，但疾呼更多額外的具體措施。最重要的是，ABAC 呼籲 APEC 經濟體改善在緊

急勞力缺乏時的資訊交換能力，並以 ABAC 的「Earn, Learn, Return」倡議為基礎，改

善區域內約 3000 萬名國際工作者移動的管理。ABAC 呼籲 APEC 各經濟體領袖創造

一個由教育者、政府官員和商業領袖組成的區域性合作倡議，以便驅使經濟體各自與

相互的教育改革，讓受教育者得到他們能貢獻一己之力的技能，並在這個快速演變與

數位主導的工作環境中獲益。

10. 強化微中小企業（MSMEs）在數位經濟與電商平台的國際能見度

電子商務與資訊傳播科技為中小企業提供進一步進入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與創新能力，

以及克服貿易障礙的機會。但許多壁壘仍持續阻礙他們得到這些機會。ABAC 督促組

成一個 APEC 規模、具前瞻性的電商政策架構，以改善微中小企業（MSMEs）進入

國際、採用與有效運用數位技術的能力。ABAC 也敦促為微中小企業（MSMEs）採

用電商在線與離線的能力建設方案，促進其獲取資訊參與國際市場的能力。

11. 促進創新商業模型

因為草根性的創新是由社區主導，通往永續發展的途徑，它們可以提供可靠的新想法

與實踐，使小型企業成長茁壯。ABAC 支持促進更多的創新商業模型，這仰仗於以最

好的企業實踐案例為基礎，並支持全球性、以企業家精神著眼，且更具包容性的草根

運動。

12. 拓展微中小企業（MSMEs）資金的取得

微中小企業（MSMEs）持續在資金的取得面臨嚴重的阻礙，進而限制他們的經濟活

動，包括參與國際市場的能力。ABAC 呼籲 APEC 會員的相關當局與 ABAC、亞太金

融論壇（APFF）的關鍵股東，以及亞太金融包容性論壇合作：創造現代信用資訊、

估價、擔保交易和破產的系統，增進微中小企業（MSMEs）獲取資金的能力；建立

金融科技持續對話的區域性平台；推動微型企業取得資金的能力，尤其透過農業金融、

金融教育、微額保險、數位身分的創新，以及線上資金供應鏈和分布式分類帳科技的

發展。

8. 改善網路與數位連結性
作為 APEC 連結性議程和強化區域實體基礎建設的樞紐，網際網路顯然對數位經濟的

永續和包容性成長至關重要。優先發展與投資數位基礎建設已成為具領先優勢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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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促進女性在經濟上的權力

APEC 區域內的女性面臨種種挑戰，包含獲取資本、進入市場、發展技能與能力、進

入網絡，以及取得領導地位等。這些障礙造成區域內未利用的生產力，並抑制經濟的

成長。ABAC 呼籲 APEC 經濟體藉由聚焦在技術發展（包括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

教育）、強化競爭力、創新與促進女性領導的微中小企業（MSMEs）進入國際供應鏈，

推動女性企業家精神，也搭配 ABAC 婦女連結計畫，透過數位化賦予女性企業家精

神的權力。

14. 加速經濟、金融與社會的包容性

ABAC 強調推動 APEC 區域中經濟、金融與社會包容性的需求，確保科技與全球化發

展帶來的利益能被更廣泛地共享。我們強烈支持 APEC 承諾塑造人資發展的合作，以

符合數位時代的工作需求。我們在 2017 年的亞太金融包容性論壇，著眼於推動數位

科技拓展至金融的機會。ABAC 敦促 APEC 經濟體研讀該論壇的報告，並採用對它們

各自市場可應用的建議。

15. 實現糧食安全

ABAC 長期以來承認糧食安全對維持永續和包容性經濟成長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

其是考量到氣候變遷更是如此。ABAC督促APEC領袖應對阻礙糧食與農產品的障礙，

尤其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始終如一的跨領域原則，處理影響糧食貿易的非關

稅障礙或措施。ABAC也敦促APEC領袖推廣糧食與農業部門的投資與基礎建設發展、

最小化糧食的損失與浪費，以及推廣微中小企業（MSMEs）與小農在糧食生產的參

與，並以產生最少扭曲的措施的方式進行貿易。糧食安全的目標仰仗政府部門與私部

門的共同合作；藉著重新檢視 APEC 的糧食安全政策夥伴關係機制，強化私部門的參

與，或許能夠讓糧食安全政策夥伴關係機制對 APEC 糧食安全的目標（包括達成 2020
年亞太糧食體系）更有貢獻。

16. 改善能源安全

經濟成長建立在穩定能源供應的基礎上，但永續的經濟成長不能忽視環境的保護。面

臨現金能源價格波動不確定性漸增，ABAC 建議 APEC 經濟體促進石化燃料的自由貿

易，並加強多邊的能源合作以改善貨物、資本與資訊的流通，以及減少石化燃料公司

的交易成本。世界衛生組織（WHO）承認因石化燃料的能源消耗（包括煤，目前仍

是最主要的來源）所產生的空氣汙染對健康造成的危害。ABAC 持續支持 APEC 領袖

的承諾：於 2030 年將可再生能源所佔的能源比例（包括發電）提升至 2010 年的兩倍。

ABAC 鼓勵 APEC 經濟體加強推動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由煤轉為天然氣，減少二氧

化碳和空氣呼染的力度。ABAC 建議 APEC 持續增進能源基礎建設的品質，並支持環

境有關創新科技的發展、推廣與採用。ABAC 也支持 APEC 有關增進發電基礎建設品

質的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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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行動計畫，以及推廣綠色、永續與創新的微中小企業（MSMEs）。為了減少區域內

的環境足跡，持續積極採用可再生能源、能源保存與有效利用將更加重要。APEC 應

加強合作並推廣可再生能源科技的創新，以便降低再生能源於能源市場的成本與改善

其競爭力與永續性。ABAC 也持續提議，可再生能源的二氧化碳減排概念應將所有技

術的創新納入。這將鼓勵新型產業與工作的創造。ABAC 持續支持巴黎氣候協議，並

建議 APEC 應該致力於尋找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及其負面影響的解決之道。 

18. 強化礦業包容性的發展

藉由提供業者和消費者必須的資源，礦業對 APEC 經濟體的經濟成功舉足輕重。在主

動社區參與和聚焦永續性的驅使下，礦業也對地方人口帶來顯著的利益（包括最貧窮

和最邊陲之處）。APEC 之中的礦業任務小組，已經被證明是私部門代表和 APEC 礦

業官方部門合作與諮詢礦業相關優先課題的珍貴平台。為了延續這個珍貴的合作關係，

ABAC 呼籲領袖延長礦業任務小組的委託至 2020 年以後，並且重新承諾完全實踐

2007 年以來的 10 項礦業政策綱領。此外，ABAC 已考慮且背書「締造天然產業的包

容性成長」白皮書。這份白皮書揭示經濟體不需仰賴礦業，依然能夠在 APEC 取得經

濟權力的潛力。採礦公司、政府機構、社區與公民社會能夠一起合作，藉由無貿易扭

曲的方式塑造微中小企業（MSMEs）和農業部門的發展，並驅動包容性成長以減少

貧窮、創造收入以及締造區域中較貧窮者的永續發展。

19.推廣健康勞動力

APEC 內部醫療保健的挑戰會對經濟發展構成威脅。ABAC 支持 APEC 聚焦在健康的

勞動力上，畢竟其為包容性成長的關鍵需求。APEC 與 ABAC 在 2014 與 2015 年的研

究顯示，由於健康的問題和殘障導致提前退休，到 2030 年 APEC 會員的 GDP 預估會

有顯著的減少。2015 年，APEC 領袖承認健康與財政的穩定之間固有的關聯性。ABAC
持續支持 APEC 生命科學論壇與 APEC 衛生工作小組，藉由促進衛生、財政、和經濟

部長的跨部門的政策協調，改善政府資金與支出的使用，產生對衛生環境更加公平的

支出，進而達成積極投資在健康勞動力的共同目標。

20. 根據宿霧行動計畫（Cebu Action Plan）強化公部門的合作，以加速金融市場的發展

2017 年，ABAC 進行宿霧行動計畫（Cebu Action Plan）中已經可以著手的事項。APEC
的財政部長們將這些事項託付給由 ABAC 領導的三個政策倡議：亞太金融論壇

（APFF）、亞太基礎建設夥伴（Asia-Pacific Infrastructure Partnership）、亞太金融包容

性論壇（Asia-Pacific Forum on Financial Inclusion）。這些活動著眼於發展深度且流動

性的資本市場，拓展私部門對財政彈性的貢獻、加速區域性可擔保公司部門合作渠道

的發展、拓展長期投資基礎建設的角色、擴展微中小企業（MSMEs）獲取資金，以

及推動金融創新等等。上述活動、結果與下一步驟之建議的相關細節，包含於 2017
年亞太金融論壇（APFF）對 APEC 財長的進度報告、2017 年加強和發展金融體系能

力的建立方式報告，以及 2017 年亞太金融包容性論壇的報告。ABAC 呼籲 APEC 經

濟體內的有關當局和執法者與私部門、國際組織緊密合作，推動這些倡議。

17. 加速綠色成長

ABAC 對 APEC 處理與環境有關的貨物和服務貿易表示讚賞，包括透過 APEC 環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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