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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經貿交流

強化各國雙邊合作

經建會尹主委出席2012
年APEC年度部長會議

經建會綜合計劃處

亞
太經濟合作（APEC）第 24 屆年度部長會議

（APEC Ministerial Meeting）於 9 月 5 日至 6 日

在俄羅斯海參崴舉行，我國由經建會尹主任委員啟銘

及經濟部施部長顏祥共同率團參加。2012 年 APEC 年

會主辦會員體為俄羅斯，年會主題為：「整合以推動成

長，創新以促進繁榮（Integrate to Grow, Innovate to 

經建會尹主委及經濟部施部長共同率團參加亞太經濟合作（APEC）第 24 屆

年度部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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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部長會議則聚焦於：強化糧食安全、加強緊急應變、建構可靠的

供應鏈、支持多邊貿易體系暨加強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及區域經濟整合，以及促

進創新成長等重要區域課題。二天的會議首先由俄方共同主席開幕致詞，及全

體會員體部長進行合影留念揭開序幕。會議期間，經建會尹主委就下列重要議

題發表意見：

一、 強化糧食安全

自 2010 年起，糧食安全即持續列為 APEC 之優先領域。會員體一致認同

各國應採取具體措施，鼓勵農業投資及基礎建設，加強創新農業技術應用，減

少收成後之糧損，透過公私部門合作以提高糧食產能及生產力，反對農業貿易

保護主義，有效運用 APEC 糧食安全資訊系統，以因應糧食市場危機與挑戰。

尹主委於會議中首先恭喜俄羅斯最近加入 WTO，並且相信俄羅斯將成為

WTO 杜哈回合談判之新動力，繼表示：

（一） 我國長期致力於農業科技研發，並促使農民及農企業有效運用政府研發成

果，增進農業生產與生產力。我國計劃於 2013 年下半年舉行 APEC「加

強公私部門合作降低食品供應鏈之糧損及成本」研討會，以強化 APEC 區

域之長期糧食安全。

（二） 我樂見 APEC 糧食安全資訊平台（APIP）之建置，盼其能與 G-20 之「糧

食市場資訊系統（AMIS）」充分合作，俾促進全球糧食市場可預測性，降

低價格波動。

二、 加強緊急應變

有鑒於 APEC 區域為全球經濟發展重鎮，然而全球超過 70% 的天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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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亞太地區，顯示防災減災對維護亞太區域內持續經濟成長之關鍵性。會

員體一致認同緊急應變係 APEC 之優先課題，將透過 APEC 平台並協調相關區

域國際組織，強化資訊即時分享及公私部門合作。尹主委於會中發言表示：

（一） 我國重視公私部門合作以提升企業及社區之災害復原力，並呼籲各會員體

分享提升緊急應變能力的最佳範例與經驗。

（二） 我國成立之「APEC 中小企業危機管理中心」正執行 1 項 3 年期的能力建

構計畫，旨在協助 APEC 中小企業有效預防及因應天然災害所衍生的經濟

風險與供應鏈之阻斷，歡迎各會員體積極參與。

（三） 我國與菲律賓共同成立之「APEC 颱風及社會研究中心」，作為 APEC 颱

風監測與路徑預測的研究機構，並著重其對社會經濟面向影響的研究，以

建立高效率的區域颱風預警系統及聯繫網絡，有效降低災損。

三、 建構可靠的供應鏈

APEC 於 2010 年通過「供應鏈連結行動計畫」，會員體將共同努力，加強

改善 8 項待解決瓶頸，並設定於 2015 年供應鏈連結之績效改善達到 10%。會

員體一致認同改善 APEC 區域供應鏈之連結，有助於達成「茂物目標」，未來

將朝 4 個重要面向賡續推動：（1）導入現代化技術及促進訊息分享；（2）加強

APEC 區域科技之潛力；（3）建立現代化機制及供應鏈標準；（4）建立更好之

協調機制。

尹主委的發言如下：

（一） 我國刻正執行相關行動計畫，另參考國際評比整合國內資源，在貨物通

關、交通運輸、物流服務及跨境合作等方面，持續改善國內物流環境與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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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期待各會員體共同就計畫整體推動情形與 8 項瓶頸之改善狀況進行期

中盤點，據以評估達成進度，提出修正措施，以確保達成供應鏈連結行動

計畫之整體目標。

（三） 智慧科技之應用有助於提升跨境運輸之可見度，而提升海陸空複合運輸路

線之效率，可提供跨境連結之多元路徑選擇；建議各會員體進行經驗分

享，促使亞太供應鏈朝向智慧化、安全化及效率化方向邁進。

四、 促進創新成長

創新為個別經濟體國際競爭力之核心，尹主委於會場間與若干會員體之部

長們就此議題廣泛交換意見，並且於會議討論時發言分享我國推動創新之相關

發展經驗，表示：

（一） 我國積極推動「人才培育方案」及「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從育

才、留才及攬才，強化對人力資源之品質保證、專業認證、跨國交流及

學用合一。

（二） 透過資訊網絡平台，促進區域內公私部門資訊交流合作，提升區域內人力

資本之質量，促進創新及創造有利企業經營環境。

（三） 我國自 2007 年起推動「縮減婦女數位落差計畫」，提供偏鄉及非都會區婦

女基本電腦訓練，創造婦女經濟與社會機會，縮小性別數位落差，並協助

女性及青年獲得創業貸款。

我國一向積極參與 APEC 各項政策倡議及活動，本屆部長會議期間，尹主

委與美國、新加坡、中國大陸、日本、加拿大、紐西蘭、俄羅斯、印尼、馬來

西亞等會員體之部長們互動熱絡，並就彼此關切之經貿議題廣泛交換意見，強

化與各國之雙邊合作關係，圓滿完成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