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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大學校園分享第一線觀察  
APEC研究中心

「APEC議題宣導座談會」
系列圓滿落幕

APEC研究中心 

APEC研究中心第四季透過舉辦「APEC議題宣

導座談會」走訪兩所國內大學，10月13日拜訪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12月1日拜訪國

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期望讓青年學

生瞭解APEC議題的發展趨勢，並對APEC的運作及

各項會議、政策的討論，更為熟悉。

本中心邱達生研究員首先進行「APEC與區域情

勢介紹」，他表示APEC區域經濟體的組成開發程度

差異顯著，因應先進國家與新興市場發展所關注的

議題焦點有別，APEC處理議題的複雜度比其他的區

域組織更高。此外，大國角力在APEC會議發生的情

況普遍，遠因來自主要國家不同的國家利益，近因

來自地緣政治、外部衝擊，以及經濟現況與前景。

許峻賓主任則以「亞太區域整合發展趨勢」為

題切入，從CPTPP、RCEP及IPEF之內涵得出下世

代貿易與投資議題之走向，包含國營事業、勞工、

環境、法規調和、透明化及反貪腐等，並且下世代

F TA議題亦呈現製造業服務化、價值鏈連結等特

質。APEC自2010年就提及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

應涵蓋下世代議題，而美國為2023年APEC主辦經濟

體，將透過APEC舞台充分展現美國重建美好未來以

及推動亞太戰略的精髓，其中IPEF的發展自然值得

關注。

何振生研究員以「APEC私部門參與分析」分享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組織架構與2022年優

先議題，以及台灣透過秘書處及企業代表在ABAC場

域之貢獻。譬如秘書處在今年7月與廣達電腦、廣達

醫療科技基金會舉辦「ABAC數位健康論壇」，9月
與亞太金融論壇(APFF)舉行「APFF永續創新融資工

作坊」，透過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來徵集私部

門的政策建言。

陳宥喬助理研究員最後以「APEC資深官員會議

觀察與分析」分享她參與今年資深官員會議(SOM)
之觀察。她表示，APEC是觀察各經濟體國內政策偏

好一個重要平台，以及她在現場與會感受區域政治

議題滲透的張力。另外，APEC會議之議程進行展現

了溝通和妥協之間的循環過程，從中展現國力帶領

發言風向之特性及主辦經濟體居中協調的角色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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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於SOM層級為APEC組織架構中扮演承上啟

下的角色，同時忠實呈現了APEC作為共識決、亞太

地區組織「意見孵化器」(Incubator of ideas)的特質。

本中心誠摯感謝由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

務學系劉佩怡主任、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

本中心團隊與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師生合影。 本中心團隊與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師生合影。

APEC小百科
APEC 經濟領袖會議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APEC 經濟領袖會議始於1993年，原本並非APEC會議之正式架構，而是源自於澳洲總理基廷(Paul 
Keating)向當時來訪的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H.W. Bush)提出。他們認為冷戰之後，亞太地區的合作

需要更強而有力的政治意願，且能夠將各經濟體領袖齊聚一堂的論壇，將有助於推動與落實區域內

重要議題之合作。美國並未反對此提議，澳洲旋即開始遊說APEC各經濟體接受在APEC架構下設立

此會議機制。

1993年APEC年會主辦經濟體恰好為美國，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亦企圖結合外交與經貿議題。此

外，預期來自東南亞國協國家與中國的強烈反應亦未出現。儘管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並沒有出席首次會議，但在澳洲極力推動之下，第1次AELM於1993年順利召開，並使領

袖會議機制在1994年印尼主辦時順利成形。此後，APEC主辦經濟體將此會議視為能夠直接與其他

APEC經濟體領袖交流的機會。

原則上，APEC每年約於11月召開領袖會議，除了正式與非正式會談外，亦提供雙邊諮商的機會，故

領袖會議亦逐漸滲入政治面向的議題商討。自領袖會議召開以來，由於中國的反對及阻撓，歷屆會

議我國均由總統選派領袖代表出席。

所蔡育岱所長率領師生參與本座談會系列，中心團

隊也收獲來自師生對於APEC及亞太區域情勢觀察之

反饋。中心期盼未來順勢擴大雙方之學術交流，讓

APEC與國際情勢議題更加深耕於校園，共同培育台

灣下一代國際事務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