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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注 1： 2024 年 2 月 24 日 IPEF 供應鏈協定正式生效。

六個 IPEF 夥伴國 - 斐濟、印度、日本、韓國、

新加坡和美國 - 已正式成為該協定之締約方。

泰國和馬來西亞亦於 2024 年 6 月宣布完成國

內程序，並已交存其批准書。其他 IPEF 成員

國仍在進行國內程序審查。

注 2： IPEF 供應鏈協定文本前言即表明「本協定締

約方認識：除了成本之外，韌性、效率、生產

力、可持續性、透明度、多樣化、安全性、公

平性和包容性，都是發展強韌且穩健供應鏈不

可或缺的考量因素」。

注 3： 根據透明國際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所公布的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IPEF 印太地區夥伴國家的貪腐

狀況存在顯著差異。在 CPI 的 180 個國家中，

紐西蘭以 88 分名列前茅，成為最「清廉」的

國家之一，而菲律賓、泰國和印度則在反貪腐

的問題上面臨諸多挑戰。

APEC 典藏 -2021 年 APEC 領袖峰會由紐西蘭線上舉行，當年 APEC 各級會議因 COVID-19 疫情而改以線上舉辦。各
經濟領袖透過線上會議進行合影，我國當年領袖代表為張忠謀先生（第三排左四）。（圖／ APEC 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