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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APEC研究中心聯席會議：
專家學者共商後疫情與
APEC地區的未來指引

APEC研究中心 

2022年APEC研究中心聯席會議 (APEC Study 

Centre Consortium Conference, ASCCC)7月21-22

日於泰國普吉島舉行，由泰國國立法政大學區域研

究中心承辦。本次ASCCC以「後疫情與APEC區域

的未來指引」(Post Covid-19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APEC)為主軸，場次主題反映APEC關切議題之廣，

包含連結性、貿易與投資、區域經濟整合、數位安

全、永續及包容性發展等，亦呼應2022泰國年「開

放、連結、平衡」的主題。我國APEC研究中心由副

研究員張鴻及助理研究員陳宥喬代表與會。

前泰國APEC研究中心主任、泰國國家與傳播

委員會主席Dr. Suphat Suphachalasai於開幕致詞時表

示，ASCCC長久以來為亞太區域學術交流的重要機

制。泰國很榮幸繼2003年、時隔20年後，再次主辦

此一學術盛會。本次研討會共有34篇研究發表，線

上線下計有上百名亞太地區學者與會，展現APEC區

域內多元的研究興趣。

我國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鴻於「貿易、

投資與區域經濟整合II」(Trade,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I)場次，探討APEC經

濟體如何透過區域經濟整合促進尊嚴勞動。張鴻指

出，COVID-19疫情的爆發不僅對區域勞動市場帶來

衝擊，更凸顯出長期以來的尊嚴勞動赤字。然而尊

2022年APEC研究中心聯席會議與會學者合影。（圖／

ASCCC 2022主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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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體系永續性之迫切需求，進而分享我國從地方

創生角度推動食農教育之經驗，並以台南市作為案

例，呈現學校及社會企業在地實踐之經驗和觀點。

研究指出，我國推廣食農教育之成果有助於平衡城

鄉的區域發展。學校方藉由推行食農教育課程，培

養下世代成年後願意返鄉、產生地方歸屬感的種

子；社企方重新喚起消費者重視飲食及農業間的連

結，生產者也更願意引進友善環境的耕作或養殖模

式，進一步培育地方創生的生態系。

陳宥喬表示，我國經驗反映在「邁向2030年

APEC糧食安全路徑圖」(AFSR 2030)中的包容性與

公私夥伴關係議題，具體展現了在糧食體系探索更多

青銀共農／漁模式的可能，並透過區域發展政策強化

農業的公私部門網絡，以及凸顯食農教育法制化之優

勢。與會專家學者肯定我國全面性的區域發展政策，

同時也認同食農教育之重要性，特別針對地方創生政

策對年輕世代提出之政策誘因、推廣食農教育對於地

方創生的正面影響等議題面向感到興趣。

APEC研究中心張鴻副研究員。（圖／APEC研究中心）

APEC研究中心陳宥喬助理研究員。（圖／APEC研究中

心）

嚴勞動赤字並非APEC成員經濟體所面臨的新挑戰，

且過去部分經濟體如美國，便積極期待透過區域貿

易協定(RTA)提升勞動基準並促進權利保障。張鴻以

CPTPP為例，並且依據ILO提出的尊嚴勞動4大支

柱，對CPTPP勞工專章條文逐一進行分類檢視。研

究發現，CPTPP對於勞工基本權利保障不僅涵蓋範

圍全面，且設有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在創造優質就

業機會、擴大社會保障措施、與推動社會對話等領

域，則提倡透過合作促進尊嚴勞動。然而因應數位

時代的新興就業樣態，以及疫情時代工作型態的變

革，對於現行勞動政策及社會保障制度帶來挑戰，

經濟體間合作之重要性，遠大於具強制性乃至懲罰

性的制度設計。

張鴻表示，APEC共有21個經濟體，除了有助

於CPTPP成員進一步擴展並分享尊嚴勞動的成果，

更可為未來亞太自由貿易區(F TAAP)高標準的勞動

規範預作準備。而APEC作為亞太區域創意的孵化

器，透過跨域論壇合作的計畫執行及政策執行經驗

分享，也有助啟發CPTPP成員持續於經濟整合的過

程中促進尊嚴勞動。與會專家學者亦於會後，就非

正式經濟活動、數位平臺工作者的勞工權利保障等

勞動議題，與我方進行交流。

除勞動議題外，我國APEC研究中心助理研究

員陳宥喬於「全球關切議題II」(Global Common 

Concern II)場次，分享從地方創生角度看我國近年

推廣食農教育之經驗研究。該研究先提出區域走向

本次ASCCC 2022主辦方另闢一特別場次「亞

太區域安全議題」(Security Issues in Asia-Pacific)，

邀請三位國際知名區域研究學者交流他們對APEC

地緣政經趨勢之觀點，並邀請張鴻擔任主持人。

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科學與經濟學院副教授Tak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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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CC 2022「亞太區域安全議題」場次。由左至右分別

為張鴻副研究員、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科學與經濟學院副教

授Takashi Tsukamoto、泰國國立法政大學政治科學學院副

教授Jittipat Poonkham、澳洲國立大學珊瑚貝爾亞太事務

學院榮譽退休教授William T. Tow。（圖／ASCCC 2022主
辦方）

Tsukamoto認為，面對中美激烈競爭局勢，多數

APEC區域國家多採取「避險」(hedging)策略，並

積極參與如RCEP、CP TPP與IPEF等區域多邊機

制；A P E C未來將持續為中美兩大強權與亞太區

域中小型國家交流互動的平臺，有助穩定區域局

勢。泰國國立法政大學政治科學學院副教授Jittipat 

Poonkham則表示，雖然目前中美之間激烈角力尚

未導致新的冷戰局面，但是區域多邊合作機制如

APEC，也無法扭轉兩國在地緣政治及經濟議題彼

此高度競爭的局面。澳洲國立大學珊瑚貝爾亞太事

務學院榮譽退休教授William T. Tow則另點出，未來

印太區域的微型多邊(minilateral)機制，恐將成為中

小型國家避免衝突的常見政策工具及戰略手段。

最後，美國作為2023年APEC主辦經濟體，明

年APEC研究中心聯席會議將循例由美國APEC研

究中心負責主辦。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APEC

研究中心主任Vinnie Aggarwal教授也以預錄影片形

APEC典藏 -2008 年 APEC 領袖峰會於秘魯利馬舉行。依照 APEC 傳統，各領袖代表會穿著主辦經濟體的特色服飾合影，
照片中眾人身穿秘魯傳統民族服裝「彭丘」(Poncho)。我國當年領袖代表為連戰先生（上排右四）。（圖／ APEC 官網）

式，歡迎APEC區域專家學者於2023年赴美參與研

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