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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此責成資深官員制定和頒布EAASR實施計劃，確定檢視的提案、指標和時間表，我們預期

EAASR實施計劃將有助於實現APEC太子城願景2040。

推進結構性改革和其他業務的工具

我們鼓勵經濟體繼續努力實施良好的規範程序，以確保具備成效、效率和透明的法規流程。我們敦

促各經濟體開展國際合作，幫助提升經濟體競爭力；減少跨境貿易和投資障礙；促進無縫接軌和具備韌

性供應鏈；支持數位經濟的發展；並因應複雜、相互關聯且瞬息萬變的世界挑戰。我們將繼續致力於實

施APEC網路和數位經濟路徑圖(AIDER)，加速數位創新。我們瞭解先行提案的重要性，例如APEC線上

爭端解決合作架構，該架構鼓勵使用數位技術解決跨境企業對企業爭議。

我們繼續體認經濟委員會年度之APEC經濟政策報告(AEPR)的重要性，其增加了我們對結構改革的

理解，並為整體經濟決策提供重要訊息。我們責成資深官員在制定EAASR實施計劃時，處理最近AEPR

的調查結果。我們期待2021年關於「結構改革和未來工作」的AEPR 完成，該報告將探討結構改革如何

塑造靈活、多樣化與具備韌性的勞動力。

我們歡迎2022年AEPR的主題「結構改革與經濟衝擊中的綠色復甦」，該主題將為經濟體提供一個

資訊共享、比較綠色政策方法與因應經濟衝擊的平台。研究結果將有助於告知我們如何才能建立一個更

永續且更具韌性的未來；透過管理風險，讓所有人都能從經濟成長中受益。

我們感謝紐西蘭主辦第三屆APEC結構改革部長會議，我們期待下一次會議，並檢視與更新APEC

結構改革議程。

我們團結一致，迎接未來的挑戰。

攜手協作，共同成長

2021年APEC業務研習營花絮

                                                           APEC研究中心

APEC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21日，假台北喜

來登大飯店福廳盛大舉辦年度APEC業務研習營。

APEC業務研習營係研究中心每年舉辦之重要活動，

與會對象為國內APEC議題主政機關之相關業務承辦

人員，本年總共約90人與會。活動目的在深化各主政

機關對APEC事務之瞭解與參與、協助各業務承辦人

員強化幕僚角色、提供APEC會議程序、慣例與實作

經驗之交流平台，並提升我國在APEC事務之跨部會

合作。

 

（與會致詞貴賓、主持人、講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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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吳司長尚年以及紐西蘭

商工辦事處李代理代表思怡代表開幕。其中吳司長表

示，最近因疫情影響 APEC以視訊放式辦理，雖無法

面對面與其他經濟體交流，卻拓展交流的廣度，包括

辦理線上工作坊可以增加國際交流機會，亦能更把握

議題主導權利，增加我國能見度以我國爭取主導權，

本次會議課程是為協助同仁了解計畫申請及爭取擔任

工作小組重要職位，並邀請同仁分享過去經驗。紐西

蘭商工辦事處李代理代表思怡代表則重申了紐國與我

國的友誼，展現出對本會議的支持，APEC 2021年

度主軸為 "Join, Work, Grow together"，針對疫情下

的世界應增加資源永續、提升婦女經濟賦權、並提倡

原民經濟、必需品流通、高品質食品以及氣候變遷的

重要性，應持續追求創新及數位經濟，以因應未來的

社會。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吳司長尚年）

（紐西蘭商工辦事處李代理代表思怡）

我國加入APEC三十週年回顧及展望－ABAC觀

點場次，由前ABAC代表高董事長志尚，以及現任

ABAC代表張技術長嘉淵擔任與談人，並由APEC研

究中心鍾錦墀副執行長主持。高董事長以自身經濟闡

述過去參與ABAC的經驗，以及ABAC成立的由來及

過程，並簡介了過往APEC數位機會中心(ADOC)、

智慧城市以及中小企業相關計畫，以此三項計畫為

例，鼓勵同仁多申請計畫以增加國際交流，並期望未

來ABAC的蓬勃發展；而張技術長表示因遭遇疫情幾

乎都以線上視訊方式參與會議，表示台灣在疫情控制

方面是諸多國家所嚮往的，應該要善用我國的技術及

優勢向外擴展結交朋友；除分享目前ABAC重要議題

外，亦針對智慧城市以及智慧醫療有一定的期待，希

望業界由ABAC這個平台擴展我國在科技領域發展上

的聲譽。

（左起：鍾錦墀副執行長、高志尚董事長、張嘉淵

技術長）

「APEC各大委員會及財長程序的運作機制及工

作進展」場次，則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梅組長碧琦、

國家發展委員會張處長惠娟、財政部國際財政司李司

長雅晶以及外交部國際組織司蔡科長琬梅簡介各大委

員會及財長程序的運作機制及進展，並由APEC研究

中心邱達生研究員擔任場次主持。四位與談人除報告

各大委員會的業務內容外，亦分享在APEC場域中與

其他經濟體互動的經驗，建議同仁若有實體會議時，

應多與現場的人員互動，有時候在休息時間私下的交

流會比在會場中更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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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邱達生研究員、梅碧琦組長、張惠娟處

長、李雅晶司長、蔡琬梅科長）

「APEC計畫申請之經驗分享－發想與執行」場

次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中華民國委員

會周秘書長子欽主持，外交部駐新加坡代表處林副參

事宏勳、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呂科長佩娟、海洋委員會

榮專員駿豪與外交部國際組織司蔡科長琬梅一同分享

APEC計畫的申請流程。林副參事認為計畫的發想應

該要在討論階段就能被施行而內容應該務求實際，欲

提案的同仁也應注意預留充足時間繳交與執行。林副

參詳細介紹了計畫的提案過程以及審核標準與機制未

並表示未APEC提案會朝系統化發展，大家不必再擔

心格式問題。呂科長則是分享如何進行發想，他表示

編組讀書會、多加交流討論、追蹤國際議題與發展趨

勢，最後透過內部腦力激盪、閱讀相關國際文件、思

考與APEC的連結性、編寫出有邏輯性的提案，而在

推動過程中必須尋求會員支持。具體方法為找出與其

他經濟體的政策共通點以補足文件的完整性，並分送

會員採認、修正概念文件積極與會員溝通爭取過關。

榮專員表示APEC協助各經濟體由下往上注入動

能、而政府的各組織提出計畫將能爭取曝光，並維持

我國在特定場域重要性，在計畫構思的階段，講者從

國際文件開始探索主題，講者特別提起基金要求的部

分，建議各部會能從小額度的基金開始申請，而後便

開始蒐集資料並提出推動方向，列舉出對於區域與其

他經濟體的好處及貢獻、方式及成效，榮專員也提到

找共同合作夥伴的過程，可以藉由尋找好朋友、提出

互利互惠的模式、找主辦經濟體或議題關切者合作來

尋找願意支持自己的提案的經濟體。蔡科長首先呼應

共同合作的部分，講者認為與其他經濟體共同提案，

雖然有難度，但能加深合作深度與廣度，國內也已經

有先例，其次講員不建議各部會的提案需求金額過

大，因為基金的規模不夠龐大，且資金下半年較上半

年充裕，最後，講者也對呂科長的對於將討論檯面化

的想法感到肯定，認為這對提案的優化有所裨益。

（左起：周子欽秘書長、呂佩娟科長、榮駿豪專

員；螢幕：林宏勳副參事）

在「APEC會議情境想定－我國面臨的挑戰與因

應」場次，則由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廖舜右

教授主持，並邀請到幾位在APEC場域有豐富實戰經

驗的專家，包括能源工作小組陳前主席炯曉、勞動力

發展署黃科長哲上、海洋委員會榮專員駿豪、國家發

展委員會林專員淑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李專委

雨碧、行政院情別平等處林科長秋君、外交部駐新加

坡代表處林副參事宏勳以及外交部國際組織司蔡科長

琬梅等，共同分享在APEC場域所遭逢之挑戰與因應

之實際案例。最後由APEC研究中心鍾錦墀副執行長

進行閉幕致詞，期許學員經過一整天的業務研習營課

程都有滿滿收穫，繼續為我國在APEC會議的參與共

同努力，一起為國家的外交工作盡一份心力。

（左起：廖舜右教授、陳炯曉前主席、黃哲上科

長、榮駿豪專員、林淑英專員、李雨碧專委、林秋

君科長、蔡琬梅科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