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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APEC 2024年能源、糧食安全
及衛生部長會議聲明

APEC研究中心摘譯

2024 年 APEC 能源部長會議利馬聲明摘譯

支持能源轉型：當今世界正面臨轉向更永續發

展的挑戰，這種發展需要更具韌性、更加公正且更

具包容性。對安全、可負擔、可靠和永續能源的需

求，使我們有必要改善合作機制。

確保能源安全：我們重申需要進一步整合應對

環境挑戰的行動，以期終結能源貧困，推進全球能

源轉型，確保能源安全，並促進資源動員，以開發

和部署其他具有成本效益的低排放和零排放技術。

提升再生能源比例：我們歡迎APEC經濟體在

實現當前目標取得的進展，即2030年將再生能源比

例在2010年基礎上翻倍，2035年將能源強度自2005

年降低45%。我們注意到APEC有望在目標日期前實

現並超越這些目標，努力並鼓勵在2030年前將全球

再生能源容量增加三倍，並在符合國內情況的前提

下，對其他零排放和低排放技術（包括減排和移除

技術）展現類似的雄心。

鼓勵經濟體依各自情況制定目標：我們鼓勵

APEC經濟體根據國內情況和優先事項，並符合我們

的國際承諾，包括藉現有政策為再生能源和清潔能

源設定目標，並支持發展中經濟體獲得可負擔且永

續的清潔能源。

重視投資環境之改善：我們認識到，全球再生

能源和清潔能源投資的增加，在開拓新市場、推進

能源結構多元化和能源安全方面帶來了重大機遇。

我們認識到營造有利環境的重要性，以支持基於自

經濟部陳文祺次長率團參與第14屆APEC能源部長會議。

（圖／APEC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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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和雙方同意條件的能源合作；這些投資需考慮諸

如安全、適當的基礎設施、再生、零排放和清潔供

應來源、可負擔性、環境和社會關切等因素，以便

能源轉型能夠以平衡、可預測、有序和安全的方式

進行。

改善能源效率與區域互聯：我們認識到能源

轉型的巨大經濟潛力，並支持實施綜合、穩健、長

期的規劃，改善治理和政策環境，建立更高效的機

構，創造體面工作，加強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計

畫，以及改善公私服務之提供。我們強調以改善能

源效率、應對環境挑戰和促進永續經濟成長的方式

使用數位和創新技術的重要性。我們也認識到加強

區域互聯互通的重要性，以增加獲得清潔和再生能

源的機會，以進一步加強能源安全和韌性。

連結過渡至正式經濟之轉型：我們認知能源的

可及性對於促進各類經濟參與者，尤其是微型、小

型和中型企業(MSMEs)、婦女、原住民、身心障

礙者以及偏遠和鄉村社區，向正式經濟轉型至關重

要。在這方面，我們歡迎制定APEC路線圖，以全面

和跨領域的方式促進向正式和全球經濟的轉型。

推動低碳氫能發展：我們採認了《低碳氫能政

策框架之政策指引》，幫助經濟體在此領域的個別

和集體努力，並可作為未來相關APEC論壇中能源相

關項目和夥伴關係的參考。

2024 年 APEC 糧食安全部長會議聲明摘譯

預防及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重申對「2030

年糧食安全路徑圖」之承諾，致力於實現開放、公

平、透明、高效、永續、韌性、創新且包容的農

糧體系。鑒於糧食損失與浪費仍是區域的優先問

題，鼓勵在農糧體系採取多部門綜合政策及倡議。

本(2024)年所制定《預防及降低糧食損失與浪費原

則》，以達成降低糧損目標。

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強調應對氣候變遷、保

育生物多樣性，以及永續利用和管理自然資源之重

要性。鼓勵APEC經濟體採取策略性政策與方法，改

善農糧體系，以適應及減緩氣候變遷的影響，同時

預防與減少自然災害之衝擊。此外，支持實施「打

擊非法、未報告、未受規範(IUU)漁捕路徑圖」，以

確保漁業與水產養殖業之永續發展。

創新技術與研究發展：支持因地制宜地發展與

利用數位創新技術，如智慧農業、農業生物技術、

數據分析、人工智慧及物聯網，以強化糧食安全。

鼓勵投資於研究、創新和能力建構，並採用兼顧風

險因素之科學方法。深知技術援助與能力建構對生

產者的重要性，有助於達到國際標準，並可應用創

新技術，以提高生產力及競爭力。

貿易與經濟合作：認知到貿易在確保糧食安全

方面的重要貢獻，鼓勵各經濟體落實以世界貿易組

織(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致力於促進永續

包容成長，以確保市場的可預測性，並消除不必要

的貿易障礙。APEC以建設性方式參與第13屆世界貿

易組織部長會議(MC13)農業改革的討論，視之為推

進全球糧食安全的關鍵途徑。

經濟包容成長與基礎建設：鼓勵採用包容性政

策及方法，將各類糧食生產者納入國內與全球糧食

供應及價值鏈。致力於促進經濟包容成長，關注微

中小企業(MSMEs)、女性、青年、原住民、身心障

礙者及偏遠農村社區的發展及賦權。同時，認知到

交通、物流及食品包裝等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性，

以改善偏遠農村地區的農業與市場連結。
農業部胡忠一次長率團參與2024年APEC糧食安全部長會

議。（圖／APEC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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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林靜儀次長率團參與第14屆APEC衛生與經濟

高階會議。（圖／APEC官網）

第 14 屆 APEC 衛生與經濟高階會議聲明摘譯

性別與醫療衛生的交織：我們強調性別平等與

婦女經濟賦權是公衛重要議題，同時也是實現《拉

賽雷納婦女與包容性成長路徑圖》的關鍵。我們承

諾推動性別平等，促進性健康與生殖健康權，藉此

達致更佳的醫療成果。此外，我們將積極行動以

降低感染風險，包括推廣H PV疫苗接種，並更新

《APEC促進婦女永續經濟發展的子宮頸癌預防與

控制路徑圖(2021-2025)》。我們鼓勵各經濟體更新

「APEC健康婦女、健康經濟體政策工具包」，以分

享最佳政策實踐。

氣候變遷對醫療衛生的影響：我們再次強調建

立韌性與永續的醫療衛生系統以應對氣候變遷和能

源轉型的重要性，特別是對弱勢群體的影響，並持

續推動《BCG經濟曼谷目標》的落實。我們認識到

極端氣溫和天氣變化對公共衛生的威脅，例如象皮

病、登革熱、瘧疾等傳染病的流行，並呼籲各經濟

體透過數位技術與合作，共同應對這些潛在風險。

完整生命週期的免疫接種計畫：我們強調從青

少年、成年到老年的整體醫療規劃，尤其是疫苗接

種在預防老年疾病中的作用。我們支持落實《APEC

生命週期疫苗接種行動計畫》，並呼籲各經濟體注

重永續的醫療財政、預防策略與醫療教育，促進資

訊的有效傳播，尤其是應對醫衛領域的錯誤訊息。

展望未來：我們重申加強醫療勞動力和促進

包容性的必要性，並呼籲各經濟體充分利用數位科

技，提升醫療效率，提供高品質且可負擔的醫療服

務。我們呼籲APEC與其他區域及國際組織進行協

調，促進標準的整合，以確保安全、有效和高品質

的醫療產品和公共衛生服務。我們肯定APEC健康工

作小組在疫苗、數位醫療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卓越貢

獻，並感謝世界衛生組織(WHO)、亞太經合會工商

諮詢理事會(ABAC)及泛美衛生組織(PAHO)對本次

會議的支持。  

APEC小百科

APEC研究中心聯席會議

APEC Study Centers 
Consortium (ASCC)      

APEC研究中心的構想，是美國前總

統柯林頓於1993年在西雅圖舉行的APEC

首屆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中提出的倡議。

翌年11月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中

闡明設立此一機構的重要性，並揭示其

首要任務為從獨立、長期性觀點出發，

進行跨學科之政策研究以協助APEC的進

展。此後各經濟體陸續成立APEC研究中

心。目前21個APEC經濟體已成立約100個

APEC相關研究機構，分布於各經濟體的

大學、政府部門或研究機構。APEC每年

舉辦APEC研究中心聯席會議(ASCC)，針

對APEC重要議題及未來發展，由學者發

表論文及參與研討，甚或進行相關研究計

畫，以強化APEC區域內之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