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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2014年全球經濟論壇

—經濟重建　社會轉型
國發會綜合規劃處

國
家發展委員會管主任委員中閔於 2014 年 9 月 6 日至 8 日率產學界代

表及國發會同仁一行 15 人，赴馬來西亞吉隆坡出席 2014 年全球經

濟論壇（Global Economic Symposium, GES）。大會主題為「經濟重建 社

會轉型」（Restructuring Economies, Transforming Societies），三大議題

主軸分別為邁向永續經濟（Towards Sustainable Economies）、邁向公平

社會（Towards Equitable Societies）、邁向適當治理（Towards Adequate 

Governance）。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簡稱 Kiel 研究院）為國際知名智庫，每年邀請各

國產、官、學及社會菁英，討論全球共同關注之經濟及社會環境等議題，研商具體

解決方案。自 2008 年起，GES 會議循例由德國與其他國家輪流主辦；今年該院與

馬來西亞瑪拉工藝大學（University Teknologi MARA）共同舉辦，邀請 30 多個國

家、6 百餘位各界代表與會。我國藉由與出席會議之諾貝爾獎得主、各國知名人士

交流，對規劃具前瞻性與國際視野之政策，並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相當有助益。

管主任委員應邀擔任本次會議開幕晚宴講題「未來的工作」（The future of 

jobs）之桌次主持人，就教育制度再改革、鼓勵終生學習、提供輔助勞工轉職的訓

練課程、鼓勵企業有效率雇用在地人才，以及更彈性的工作方式等議題與各國與

談人交換意見。我代表團另有錩新科技丁廣欽董事長、工研院楊致行博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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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擔任「對超級大城市之智慧規劃」（Smart Urban Planning for Megacities）

及「廢棄物處理及回收政策—創造價值」（Adventures in Waste and Recycling 

Policies-Creating Value）分場議題與談人。丁董事長以越南胡志明市富美興開發

計畫為案例，說明投資基礎設施、創造就業與長期教育資源投入規劃。楊博士則針

對台灣廢棄物回收運作方式，分享推動環保永續發展的執行經驗與成果。

會議期間管主委並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 教授，以及國際

勞 工 組 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nization, ILO）、 歐 盟 執 委 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日內瓦高等研究所（The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麥

肯錫中國分公司等機構與會代表，就台灣在區域經貿整合中扮演的角色及因應作

為、產業可能的發展利基、如何建構新的競爭優勢、爭取美方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

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基本薪資的設

定、如何縮短產學差距，以及對台灣的建議與潛在合作機會等議題交換意見。另與

Kiel 研究院 Snower 院長就與新經濟思維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建立合作關係、與 Kiel 研究院規劃近期合作計畫，以及雙方再

次合作續辦「2015 GES 台北研討會」（GES Taipei Workshop）等事宜進一步詳

談，期奠定彼此長遠交流與合作管道，強化與國際智庫聯結。

管主委出席「GE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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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次 GES 大會由我國主辦之「培養創新能力以因應全球供應鏈調整之

變化」（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分場議題，

納入今年 5 月與 Kiel 研究院共同在台主辦之以「以創新變革與創業精神邁向知識

型經濟發展」（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Knowledge-

based Economy）為題「2014 GES 台北研討會」之豐碩成果；由工研院杜紫宸

主任擔任主持人，邀請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 Reiko Aoki 教授、韓國產業經貿

研究院 Do-Hoon Kim 所長、中國科學院穆榮平所長及果實夥伴公司陳宏守董事長

擔任與談人。會中與談人提出許多獨到見解，諸如建置有助於人才迴圈、腦力循環

（brain circulation）的雙邊合作計畫；新型態的全球供應鏈運作模式，讓世界各國

及廠商必須學習如何與競爭對手建立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政府應依據各個產業的

強弱項進行優劣分析，做為政策決策依據，並鼓勵企業走向海外市場，政府亦可採

用減稅措施，鼓勵企業從事研發等。主持人與各與談人藉由擔任分場主辦展現了台

灣、中國大陸、日本、南韓等東北亞代表性國家對於全球重要議題的解決能力。

誠如 Snower 院長所言，經濟與社會的互動，如同大樹與樹根的相互依賴，全

球目前面對諸多基本問題，無法經由市場機制解決，經由此次論壇，彙整提出多項

值得參考的解決方案，摘提部分如下：

主委與主辦分場議題「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之台灣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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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會專家咸認年輕人與女性擁有極大值得開發的潛力，就青年族群而言，應

提供年輕人獲得更好、更高教育的機會，也應在大學課程裡，置入教導學生

何謂創業精神的課程。

二、 亞洲國家或是東協國家應積極建置交換學生專案，透過「人才迴圈、腦力循

環」（brain circulation）的正向循環能量，有助於提升亞洲或東協國家的學生

競爭力。

三、 相對於其他電力來源而言，建置家用太陽能電力系統以解決貧窮人口的用電

與電價問題，是較為永續的解決方案。

四、 城市規劃需要全面性的基礎建設建置，不僅只是高速公路、建築物的建設等

硬體方面的考量，更應從生活面、教育面全方位思考，研擬有助於生產、生

活、生態的城市規劃。

台灣透過參與 GES，積極與主辦單位及國際重要具影響力人士建立人際網

脈，瞭解國際人士對各項重大國際議題的觀點與解決方案，另藉我國擔任分場主

辦，展現我身為國際一份子，具有解決國際性議題的行動力與貢獻。我代表團之優

異表現，不僅 Snower 院長讚譽有加，也讓其他與會者留下深刻印象，期能進一步

爭取在台舉辦「GES 2016」。

管主委出席「GES 2014」期間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Stiglitz教授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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