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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以視訊方式參加
2021年APEC「非正式領袖閉門會議」

                                                              APEC研究中心 

2021年APEC「非正式領袖閉門會議」已於16日以

視訊方式順利結束，由主辦國紐西蘭總理Jacinda Ardern

主持會議，我國代表由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與會。

會中邀請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Kristal ina 

Georgieva及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共衛生緊急計

畫執行主任Michael Ryan為疫情帶來的衝擊提供建

言，他們認為疫苗政策是當前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以

有效協助全球經濟復甦。

總統府表示，這次會議主要討論COVID-19健康

和經濟危機的應對措施，鼓勵各會員在疫情中互相合

作，加速疫苗公平分配、擴大疫苗製造及共享。會議

另外提到四項議題，分別為如何應對氣候變遷與環境

的挑戰、強化數位轉型與降低數位落差、自由公平的

貿易以及協助婦女及微中小型企業的發展。

張忠謀則在非正式領袖閉門會議的會後記者會表

示，他在會中提出我國需要更多疫苗，並向目前擁有

並生產超過他們自身所需疫苗數量的APEC成員尋求

協助，期許疫苗的公平分配；此外，張忠謀也表達對

於半導體自由貿易的高度重視。

。

圖片來源：ht tps://www.apec.org/Meet ing-Papers/
Leaders-Declarations/2021/2021_ILR

APEC區域議題分享會議紀實：
疫後復甦的供應鏈韌性X永續成長

                                                              APEC研究中心 

APEC每年均關注全球與亞太區域重要的、新興的議題，以2021年來說，APEC在「太子城願景」

(Putrajaya Vision)下，透過各場會議積極討論各種挑戰對於亞太區域可能產生的影響，並形成具體政策建

議，讓APEC各經濟體能夠以共同行動面對新興挑戰，並做出良好因應，以期持續邁向亞太區域繁榮發展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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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國內各界清楚掌握APEC推動的進展，也希望讓各界瞭解全球與區域發展的最新脈動，

APEC研究中心透過「APEC區域重要議題研析系列分享會」的舉辦，讓國內產、官、學、研各界瞭

解APEC議題的討論，以及國際新興與時事議題的發展趨勢，並讓各界對APEC的運作，以及各項會

議、政策議題的討論，更為熟悉，有助於廣納各界對於APEC的研究。

本期就七月及八月辦理的兩場會議重點，摘要內容提供讀者們參考，欲了解會議詳細內容，可至

本研究中心臉書觀看會議影片。

企業強化供應鏈韌性，確保經濟成長

APEC研究中心於2021年7月19日舉辦APEC區域議題分享視訊會議，主題為「亞太區域疫情與

供應鏈復原力」。本座談會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邱達生博士，以及中華民國物流協會王清

風理事長，分別就現階段的經濟情勢與產業鏈的復原力，分享其實務觀察與分析。

本場會議主持人—台經院國際處處長暨APEC研究中心副執行長鍾錦墀博士致詞時表示，面對

Covid-19疫情的衝擊，全球各國無不期待疫苗能夠加速疫情減緩，現階段國際經濟預測機構均對全球

經濟抱持樂觀預測，而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致力於規劃具有復原力的政策推動，今年度APEC各場次

會議以及許多國際會議也多著重討論此類議題。

鍾處長提到，為了能夠及時討論疫情對區域經濟的影響，紐西蘭也開創了APEC先例，在7月

16日召開一場非正式的領袖會議，該場領袖會議主要討論的議題與今日會議主題類似，也是在探討

Covid-19疫情對後續經濟復甦的影響。紐西蘭希望藉由APEC各經濟體的力量，一起來加速下半年以

及明年的經濟復甦。

邱達生博士指出，面對Covid-19疫情的衝擊，各國政府都在積極尋找恢復經濟成長的良方，而我

國在過去的一年多來表現不俗，GDP預測均保有正成長。邱博士也提及，疫苗覆蓋率是後續影響全

球經濟發展很重要的因素，疫苗覆蓋率越高越能促使國家經濟活動正常化，自然對於經濟成長是可以

期待的。

王清風理事長表示，企業面對供應鏈斷鏈

的危機不是2020 年Covid-19疫情發生後才開

始，2018年「美中貿易戰」就意識到供應鏈

危機這個問題；但疫情對於供應鏈的衝擊更全

面性，也不是單純的轉移、調整供應鏈就能

解決，所以更凸顯加強供應鏈「韌性」的必要

性。王理事長建議企業強化任性的策略包括：

提升安全庫存、調整生產基地、分散上下游供

應鏈來源、供應鏈短鏈化、建立堅強的策略夥

伴等，都是很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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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處長總結，全球經濟發展以及供應鏈的狀況是今年APEC特別關注的議題，APEC希望透過各

經濟體的共同努力，讓亞太區域的經濟能夠快速復甦，甚至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之一，本場

會議所探討供應鏈議題將會持續受到關注。

兼顧環境、社會與治理，推動永續發展

APEC研究中心於2021年8月6日舉辦APEC區域議題分享會議，主題為「UN永續發展目標與

APEC永續成長」，本場次會議由台經院國際處處長兼APEC研究中心副執行長鍾錦墀博士主持，並

邀請台經院國際事務處張鴻博士，以及遠雄人壽儲蓉風控長，分別就全球永續發展的歷程與現況，以

及永續金融與環境、社會及治理（EGS），分享他們的實務觀察與分析。

鍾處長在致詞時表示，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議題也在APEC的關注範圍之內。由於APEC有企業界的

參與，也就是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ESG跟企業界是緊密連結的。

Covid-19疫情嚴重影響全球經濟、人們的生活，但這可能只是短期的影響因素，而氣候變遷則帶來長期的

影響；如何因應氣候變遷，推動永續發展，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包括企業在內。

鍾處長也提及，過去常聽到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是一個廣泛的企

業永續經營的概念，是一種對國家、社會提出貢獻的作法，而ESG則像是一個評估企業經營的指標。這看

起來是簡單的概念，但在企業營運上、經濟發展上，則可能是非常複雜、不容易實踐的工作。

張鴻博士報告的主題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公私部門合作」，他提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背

景，陳述我們要面對的各種挑戰，包括：經濟、環境、社會、企業永續與公共衛生，而聯合國也在2015

年的「2030永續發展議程」中列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也因為這些目標所須執行的計畫工程皆相當浩

大，凸顯了各國政府需要投入龐大的資金。以整體開發中國家來說，平均每年的資金缺口是2.5兆美金，

這對開發中國家是相當大的財政壓力。因此，永續發展的工作推動，非常需要公私部門的共同合作。張博

士也介紹了聯合國推動永續發展的資源整合政策工具，例如：環境規劃署的金融倡議、全球盟約、責任投

資原則，而這些都跟ESG的推動息息相關。

儲蓉風控長則以「永續金融與ESG的實踐」為題，跟與會者分享金融業在永續發展上所做的各項工

作。她提及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全球預估需要投入90兆美元的資金來做因應，這是一個很龐大的數字，因

此，永續金融開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永續金融不僅只是傳統的金融概念加上環保，更涵蓋了企業對於

治理、環境、社會等各層面的責任。現在全球的產業鏈已經不再只是注意產品能不能來得及供貨、產品的

品質如何，也在乎產品的生產過程是否合乎環保的標準，面對氣候變遷已不再只是政府的責任，包括我們

個人、所屬的企業都有責任。透過永續金融的操作，將可把企業永續經營、ESG、企業信用與金融財務相

連結。儲蓉風控長最後表示，「EGS > EPS」是投資人審視投資標的最重要的考量。

鍾處長總結，無論是我們生活的環境永續問題，或者是企業永續的經營議題，對於我們經濟產業的發

展皆非常重要。然而，要真正能夠達到「永續」的目標，需要全球各界共同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