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S Taipei Workshop 2015
—促進包容性成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

包
容性成長」是國際間重要發展趨勢，近年來世界各國的國家發展策略不

再只以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做為國家競爭力的唯一衡量指標，

而是將「包容性成長」亦納入國家永續發展中長期觀點。

為此，國家發展委員會贊助工業技術研究院與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於

2015 年 6 月 16 日共同舉辦「GES Taipei Workshop2015」。以「促進包容性成

長」（Encouraging Inclusive Growth）為大會主題，邀請歐、美、亞洲等 9 個國

家，共約 100 餘位國內外產官學界菁英代表進行議題討論與意見交流，針對如何

促進包容性成長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以做為我國規劃國家發展政策之參考。

大會在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杜紫軍、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院長 Dr. 

Dennis J.Snower 開幕致詞後揭開序幕，首先由歐盟歐洲經濟及社會委員會副處長

「

歐、美、亞各國專家共同參與「GES Taipei Workshop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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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o Metzler 以「優質服務帶動永續成

長」為題，進行主題演講，接著分別由

日本九州大學副校長 Reiko Aoki、中國

大陸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梁琪、臺灣

錩新科技公司董事長丁廣欽，以「科技

標準與創新」、「中國大陸商業銀行之金

融創新」、「臺灣包容性成長的現在與未

來」為題，進行專家演講及討論。

下午舉辦安排兩場座談會，第一場

主題為「啟動創新實踐包容性成長」，由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系講座教授管中閔主

持，邀請英國文化協會之社會企業暨全

球企業合作關係與發展計畫總經理 Mr. 

Tristan Ace、美國新經濟思維智庫策略

諮詢顧問 Dr. Douglass Carmichael、韓

國產業研究院院長 Dr. Do Hoon Kim 共同與談；第二場主題為「促進協同發展區域

型包容性成長的機會」，由全球經濟論壇董事總經理 Dr. Dennis Görlich 主持，邀

請泰國 NCG （Noviscape Consulting Group）執行長 Dr. Pun-arjChairatana、臺灣

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陳添枝、新加坡研究機構 Complete Intelligence 首席經濟學家 

Mr. Tony Nash、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徐奇

淵共同與談。

經過與會專家一天熱烈研討，激盪出許多具國際宏觀視野，可促進包容性成長

之國家發展創新策略。

一、 包容成長涵蓋議題面向廣，需有創新的思維，大膽的行動才能實現。歐盟專

家Arno Metzler指出，提供具有高品質的服務，才是永續成長的關鍵；同時，

建立可靠、中立且公正的品質認證及評估的服務支援系統，才能提供客戶具

有信任感的服務。丁廣欽董事長亦指出服務業是臺灣未來實現包容成長的驅

動力，特別是觀光與教育服務業的帶動潛力。

國家發展委員會杜紫軍主任委員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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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具有相當多的不確定性，區域

間應加強合作與經驗分享，以降低

風險，提高成功的機率。特別在城

市創新、數位政府、群眾募資以及

新創與社企的市場智識支持等領域

的合作，協助在地的中小企業，善

用在地資源及組織，提供符合在地

需求的服務，以實現包容性成長。

韓國金道薰院長指出，大企業與中

小型企業間的分歧，將會是實現包

容性成長的阻礙之一，並建議透過

大企業推動創業中心可縮短兩者的

差距，發揮互補的作用。

三、 公平正義永續社會，不一定只是靠徵稅、社福、補貼來達成，科技應用、互

惠貿易、國際交流、社會企業、創新實驗，亦可以協助各國社會更快速推動

包容性成長。泰國Dr. Pun-arjChairatana 執行長引用泰國 「摩托計程車」 與 

「小吃攤」作為 「城市創新」的例子，諸如此類的創新，並非全由政府主

導，而是城市特色與生活方式相互融合的產物。

四、 新科技將會帶來社會創新。多位專家指出類似物聯網結合其他產業、服務等

科技創新，將會帶動社會和經濟的改變。日本 Reiko Aoki副校長建議要增加創

新科技的滲透率，必須設立通用的標準，才能創造網絡外部效應。此外，專

家們思考更多的是科技所帶來的影響以及以創新所帶來的社會改變。

五、 供應鏈的國際連結與競爭力。中國大陸徐奇淵主任以尼泊爾為例，說明中國

大陸如何透過協助尼泊爾，進而延伸與連結國內供應鏈與全球價值鏈。陳添

枝教授指出當企業越來越全球化，大多數製造商有能力生產同等品質的產

品，如智慧手機，若要從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需要瞭解和迎合當地消費者

的偏好，最終的商業競爭會在於「本土化」。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 Dr. Dennis J. Snower院長開
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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