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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齊聚「永續投資咖啡館」
暢談APEC投資議題及我國參與經驗

                                                              台經院助理研究員　陳宥喬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與台灣經濟研究院在9月13

日舉辦「永續投資咖啡館」系列工作坊第一場次，

以「如何有意義參與APEC投資議題及辦會？」為主

題，本場次會議為線上與實體同步進行，由經濟部投

資業務處林祐宏簡任秘書主持，並邀請台經院國際事

務處許峻賓主任發表專題引言，與談人則邀請經濟部

投資處林美杏科長、文化大學方元沂教務長、政治大

學國貿系蘇威傑教授、經濟部能源局陳烔曉科長以及

台經院APEC研究中心張鴻副研究員，就APEC當前投

資議題、我國參與及辦會經驗分享各自的觀點。

林簡任秘書開場致詞時表示，我國部會皆積極參

與APEC各項會議，而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則參與APEC

投資專家小組(IEG)，而IEG討論包括國際投資制度之

準則與實務、下世代貿易及投資，以及投資便捷化等

議題。這對於我國特殊的國際處境來說，APEC是一

個很重要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平台。

林簡秘指出，由於APEC是透過共識決與協商推

進各項工作的國際組織，APEC也強調相關計畫與文

件的非拘束性，因此如何有效積極參與APEC投資議

題的討論，使我國的投資政策、法制與實務能與國際

充分接軌，並提升在亞太區域的能見度及影響力，同

時透過策略性辦會，來達成我國政策目標，值得深入

討論。

台經院國際處許峻賓主任在專題引言簡介IEG與

現階段工作發展、APEC永續投資議題的發展脈絡以

及APEC經費計畫的申請流程。許主任指出APEC永

續投資議題浮上檯面，2010年為關鍵的年分，新加

坡於當年提出「平衡、包容、永續」三大成長策略。

APEC經費計畫的申請流程分為兩種，關於APEC公

費計畫申請，各經濟體須先提出概念性文件(concept 

notes)，再呈交給各工作小組審視，蒐集意見，申請

經費與評分的過程較為繁複。APEC自費計畫申請流

程則是經過會員體共識決，APEC只有原則性規範，

鼓勵會員體提自費計畫前也參考公費的審視標準。

 經濟部投資處林美杏科長分享我國近年參與APEC投資專
家小組之經驗。

第一位與談人經濟部投資處林美杏科長表示，

近年我國參與APEC IEG之角色是從沉默的參與者

轉為積極的行動者。我國近三年作為積極行動者的

成果，包含在工作小組會議就各項議題立場積極發

言，簡報我國實績；以及自主倡議提案「促進數位

賦能及包容性復甦之永續投資：精準健康典範案例

與能力建構」，今年獲各會員共識決無異議採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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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並有7個會員體連署支持。目前預計11月在台舉

辦亞太區域研討會，以精準健康產業為例分享我國

之典範案例。她指出後續在APEC推動相關議題可持

續發揮我國公私部門協力之實力，推廣APEC多元利

害關係人之重視，提倡APEC跨論壇之合作，以及結

合友我會員，運用APEC領域推動自由市場、民主人

權等普世價值。

文化大學方教務長則從企業人權與永續投資、

影響力投資與社會創新兩個層面切入分享觀點，並

注意到在永續金融方面，國內金融業者近年開始積

極參與赤道原則與責任銀行原則，永續投資的概念

也從CSR、ESG進展至社會責任型投資(SRI)。

政治大學國貿系蘇教授亦延續永續投資的脈

絡，點出國內前1%企業的永續績效良好，但剩下

99%企業不重視的現象，長期不利於台灣社會邁

向永續發展。他進一步表示，永續表現佳的公司

可將永續當成是一種商業服務(Sustainability as a 

service)，再把技術導入給產業內有心想投入永續的

公司，以創造新型態的獲利機會。蘇教授特別點出

國內第一級產業的永續成績較不為人所知，像是已

有部分水產養殖業者開發智慧養殖系統，讓業者不

用親自到現場，把更多精力投入在生產高產值的石

斑魚、龍蝦等水產，連同技術外銷到東南亞。

 經濟部能源局陳烔曉科長分享部會實務上辦會在設定議題
之技巧及注意事項。

經濟部能源局陳科長則從他當APEC能源工作小

組主席的經驗，分享部會實務上辦會在設定議題的

技巧及注意事項。他認為政府部會除了從強項議題

推廣台灣經驗外，建議也能提出弱勢議題，由於台

灣無法參與相關領域的國際組織，可在APEC場域尋

求合作，讓其他大國將議題推廣出去至其他國際組

織。他另建議在辦會時可從軟性及硬性議題同步推

展台灣經驗，軟性議題如在場外宴會場合建立人際

網絡，硬性議題則是從議程設計上確保有留下政策

性的結論。

最後一位與談人台經院APEC研究中心張鴻副研

究員指出，亦可從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面向思考

APEC如何推動永續議題。特別是在企業永續層面，

企業如何在危機中展現韌性，強化應對緊急事故的

能力；如何幫助微中小企業；以及如何追求創新、

數位科技以帶動永續成長，這些皆為「APEC太子城

願景2040」的重點。

主辦單位台灣經濟研究院及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成員合影。

圖片來源：APEC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