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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研討會
「後疫情時代亞太區域政經展望」

精彩回顧

APEC研究中心

APEC研究中心於 2021年12 月 21 日在台北大倉

久和大飯店盛大舉行「後疫情時代亞太區域政

經展望」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的專家學者一同共襄盛

舉，分別從「亞太經合會在後疫情時代的角色」、

「創新與數位化-提升貿易與投資之機制」、「後疫

情時代的永續與包容復甦」及「我國透過APEC加入

CPTPP的機會與挑戰」四大主題發表前瞻觀點。

本活動我們邀請到許多重量級的人物，包括外交

部主任秘書徐儷文前來進行開場。其中，徐主秘特別

提到，疫情在全球造成的影響，特別是亞太地區正在

努力促進經濟復甦，而數位經濟與包容依舊是APEC

需要解決的問題。今年是台灣參與APEC的30週年，

台灣也希望能持續深化我國在亞太地區的角色。

在第一個場次，APEC秘書處政策支援小組分析

師Emmanuel A. San Andres提出對抗新冠疫情的三大

支柱：接種疫苗(vaccinate)、促進疫苗分配(facilitate)

與調適疫情的衝擊(mitigate)。疫苗分配必須公平，才

能幫助各國復甦。病毒不會受到國界影響，但不平等

卻造成各國對抗疫情的成果差異。他也呼應徐主秘於

開場提到的，數位化將是擊敗疫情的關鍵。另外，他

也提到了氣候變遷議題的重要性，APEC地區受氣候

變遷的衝擊最嚴重，有七成氣候變遷所導致的災害

就發生在本地區，每年造成1000億美元損失，重挫

APEC地區的貧困與少數族群。他最後呼籲，APEC

區域的每個人都必須攜手合作，一同朝向這些氣候目

標努力，並提到區域與全球都必須通力合作，才能克

服眼前的各種難關。

由左至右分別為神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林正剛董事、台

經院國際處何振生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盧業中教

授暨系主任、外交部徐儷文主任秘書、APEC研究中心鍾錦

墀副執行長、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陳其泓經理、台

經院國際處邱達生研究員。



4 中心精選動態APEC NEWSLETTER NO.256

緊接著登場的是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

秘書長Eduardo Pedrosa，他簡短介紹PECC年度指

標性報告「Survey on the State of the Region」最新版

(2021-2022)。報告列出面對新冠病毒的優先事項以及

其經濟影響，第一優先事項就是疫苗接種，其次是移

動（如何讓人員安全移動）以及通用疫苗護照標準。

之後陸續提出關於氣候變遷、數位經濟等APEC亦關

注議題之建議。

第三位登場的則是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主任盧

業中教授。盧教授先介紹APEC成立背後的歷史與故

事，並分享APEC成立宗旨是促進經濟體之間的區域

合作，但目前每個經濟體都越來越向地緣政治靠攏。

另外，盧教授認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公平分配將是

亞太區域最大的挑戰，APEC經濟體應攜手合作，彼

此分享成功經驗。

廣達電腦張嘉淵技術長。圖片來源：APEC研究中心。
第二個場次我們邀請到國家發展委員會綜合規劃

處張惠娟處長主持，而一同參與的講者分別是ITIF全

球創新政策副總裁Stephen Ezell、Google APAC貿易政

策主任Eunice Huang以及我國ABAC代表、廣達電腦張

嘉淵技術長，就創新與數位化主題提出各自的觀點。

Stephen Ezell分享芬蘭國家技術局(Tekes)的研究

數據，指出全球經濟在未來10年創造的價值，將有一

半是來自數位活動。民眾須具有優異的數位技能，才

能為全球數位經濟貢獻。AI與自動化的發展雖然會使

部分工作消失，但長期下來，對人類還是有助益。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主任盧業中教授。圖片來源：APEC
研究中心。

Google APAC貿易政策主任Eunice Huang介紹AI

的運作方式，也就是把事物「智慧化」的科學，而AI

則是電腦模型透過獲取的資料來學習事物的關聯。透

過AI應用，小到分辨垃圾郵件，大至搜尋引擎乃至跨

國貿易，AI使用充足且正確的數據作為訓練樣本、以

演算法與工具打造模型、執行模型的運算能力以及能

夠設計與操作模型的人力，進而達成數位貿易協議與

規則，促進跨境的數據流動、貿易與創新。

張嘉淵技術長分享COVID疫情對企業帶來的危

機與轉機。廣達的重心從最初的裝置，轉移到數據，

乃至如今的AI。他舉醫院的營運為例，提到如何打造

模型，把轉換過的醫療數據輸入推論模型，並且放到

軟體即服務層，藉此應用在現實生活中。他接著提到

智慧製造轉型，當中需要蒐集、管理與分析數據，並

且利用這些數據創造價值。數據是未來的主宰，而關

鍵就在於電腦視覺，打造一個能夠預測未來的AI，透

過預測與防範打造美好未來。

第三個場次「後疫情時代的永續與包容復甦」邀

請到台經院國際處研究員邱達生主持，亞太和平研究

基金會唐開太副執行長以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

教學系楊聰榮副教授擔任講者，國際氣候發展智庫趙

恭岳執行長、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馬準威

助理教授擔任與談人進行精采的對話。

唐開太副執行長認為實體APEC會議讓成員可以

洽談多邊甚至雙邊協議，但因為疫情限制的緣故，線

上會議反而減少這些機會。另外，許多國家祭出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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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但如何確保紓困進到真正有需求者的口袋，則須

由政府負責。楊聰榮副教授提到企業落實ESG是一個

國際趨勢、GRI、摩根史坦利、PRI都表示，後疫情

復甦的關鍵就是ESG與包容性。

趙恭岳執行長則觀察到，跨境疫情以及氣候變

遷對全球經濟造成衝擊。因此現在APEC非常重視的

ESG議題，企業融資在未來是否達成ESG等永續標

準，將會是重要的評估項目之一。馬準威助理教授回

顧了蘇聯和西班牙因為疫情而受到重大影響的歷史，

提到病毒不斷地變種，對於國際政治和經濟產生長遠

的影響。

組織架構，並提及當初APEC提出F TAAP的背景脈

絡。他解釋過去的FTA講究自由化與便捷化，重點放

在貨品的流動，但CPTPP等新型自貿協定，則加入了

資訊流與人流的元素。他認為在APEC討論智慧財產

權、競爭政策、數位貿易等議題，有助於台灣成功加

入CPTPP。

劉大年主任則肯定APEC組織對於台灣參與其他

國際組織扮演臨門一腳的角色，並強調2021年對於台

灣經貿史上的特殊性，是加入APEC 30週年、WTO 

20週年、建構FTA第20年、ECFA 11週年以及申請加

入CPTPP的元年。他提出我國應提早對於最終加入

CPTPP與否進行各種因應策略的評估。

研討會最後則由邱達生博士分析台灣加入

CP T P P的優劣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同時也贊同

APEC是個可以讓台灣自由地與其他經濟體洽談，也

是少數能與其他經濟體協商支持台灣加入CPTPP的管

道，為研討會劃下完美的句點。

附上當天研討會的

花絮影片，有興趣的讀

者可掃描QRcode，重溫

會議精彩時刻：

由左至右分別為台經院國際處區域經濟研究小組許峻賓主

任、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廖舜右所長、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楊聰榮副教授、台灣金融研訓院黃崇哲

院長、台經院國際處邱達生研究員、台經院國際處何振生研

究員。圖片來源：APEC研究中心。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唐開太副執行長。圖片來源：APEC研

究中心。

最後的圓桌座談以「我國透過APEC加入CPTPP

的機會與挑戰」為題，邀請到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

研究所廖舜右所長擔任主持人，台經院國際處區域經

濟研究小組主任許峻賓博士擔任引言人，台灣金融研

訓院黃崇哲院長、中經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劉大年主

任以及台經院國際處研究員邱達生博士三位擔任與談

人進行精采對話。

許峻賓博士首先介紹APEC的發展歷程、成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