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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建立交流平台　擴大社會參與
凝聚經貿發展共識

「經貿國是會議」紀實 

近
來兩岸貿易協議引發全民關切，而當前亞太區域經貿體系正在加速整

合，行政院爰籌劃召開「經貿國是會議」（以下簡稱「會議」），提供

一個「全民參與、公平表述、意見交流」的平台，讓社會多元意見得以表

達，並藉此凝聚朝野對未來整體經貿發展策略的共識，以有效因應全球化深

化、區域經貿整合加速、中國大陸崛起等國際經貿趨勢對台灣形成的機會與

挑戰。

創新會議形式 擴大社會參與

為使「會議」從籌備階段就能廣納眾議、反映社會多元價值，特別納入顧

問會議的設計，成員由學者專家、產業代表、勞團代表、資深政界人士及非營

利組織代表等 20 位各領域賢達人士所組成。歷經 3 次顧問會議審慎的討論、推

敲，共同決定「會議」的舉辦形式、時程、討論議題、代表產生方式等重要事

國發會經濟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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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為「會議」的召開奠定良好基礎。顧問們亦均期許「會議」能圓滿成功，

凝聚全民力量為未來台灣經濟發展一起努力。

「會議」採分區會議（北、南、中、東 4 場）與全國大會兩階段方式辦理，

以全球化下的區域經貿整合及台灣發展策略為主軸，討論「全球化趨勢下台灣

經濟發展策略」及「台灣加入區域經貿整合與兩岸經貿策略」等兩大議題。特

別是強調兩岸經貿發展的定位、創新創業環境與青年發展機會的創造、在地產

業和社會企業的扶持與發展，以及中小企業與弱勢民眾的協助等。

為擴大與會代表參與層面，並兼顧代表性與衡平性，分區會議及全國大會

與會代表，係透過顧問成員、各政黨團、各縣（市）政府、中央部會、國立及

私立大學校院協會、國立及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與專校協會、工商團體、勞

工團體、社福團體、文化團體及網路社群等推薦，同時也將區域人口結構及性

別衡平列入考量。

圖 「經貿國是會議」籌辦規劃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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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參與方面，網路社群意見一直是顧問會議在決定議題等事項的重要

參考依據，而網路社群除受邀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實體會議外，也持續在 loomio

網路社群平台針對二大主軸議提出建議與討論。另為達到擴大各界參與的目

標，除了在有線電視公用頻道《第 3 頻道》全程轉播「會議」進行情形外，愛

卡拉（iKala）互動媒體、蘋果日報、沃草、戲智科技亦協助提供網路直播服務。

分區會議登場 代表出席踴躍

「會議」之北區會議與南區會議已陸續登場：北區會議於 6 月 21、22 兩

日，假台灣金融研訓院舉行；南區會議則於 6 月 28、29 兩日，在中油公司煉製

事業部宏南活動中心召開。兩場分區會議出席代表合計超過 270 位，出席情況

相當踴躍。

北區會議由國立台灣大學楊校長泮池、全國工業總會許理事長勝雄及國發

會管主委中閔擔任共同主持人，並由國發會宋餘俠、陳建良兩位副主委協同許

理事長與楊校長分別擔任分組會議共同主持人。

管主委在北區會議致詞時強調，台灣可以有多元的價值與意見而自豪，但

同時也一定要能透過理性討論來凝聚共識，共同決定大家努力前進的方向；本

次會議特別結合科技與網路社群來擴大參與，目的就是希望能更全面的照顧到

社會多元意見。楊校長認為，台灣的優勢是人民素質、民主素養良好，亦有很

多的人才，期望透過經貿國是會議，能發現更好善用這些優勢的方法，達成台

灣的永續發展。許理事長則表示，朝野目前對台灣的發展方向與策略有疑慮，

有必要大家坐下來好好討論。希望透過經貿國是會議，尋找可以提升國內投資

環境，又能做到與國際接軌，同時處理敏感兩岸問題的共識與想法，共同為未

來子孫、未來產業發展與社會穩定做出貢獻。

南區會議由經濟部張部長家祝、成功大學黃校長煌煇及中山大學楊校長弘

敦擔任共同主持人，並由經濟部卓士昭、沈榮津兩位次長協同黃校長與楊校長

分別擔任分組會議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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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部長在致詞時強調，區域經濟整合已為全球趨勢，台灣處於不能被邊緣

化之關鍵時刻，尤其兩岸經貿以及幾個大型的經濟整合更攸關台灣未來發展。

黃校長表示全球經濟面臨重大轉變，台灣在巨變中必須思考活路，期許本次會

議藉由多元意見之表達，提供政府有效的參考及方向。楊校長表示本次會議係

由南部觀點提供區域經貿整合的意見，企盼與會代表能暢所欲言，讓南部的聲

音與需求納入政府的施政考量。

精闢報告引言 會場發言熱烈

「會議」的重頭戲引言報告，是由台灣經濟研究院龔明鑫副院長及中華經濟

研究院王健全副院長擔任引言人，分別就「全球化趨勢下台灣經濟發展策略」

及「台灣加入區域經貿整合與兩岸經貿策略」兩大主軸議題進行簡報。

北區會議管中閔主委進行致詞（由左至右依序為管中閔主委、許勝雄理事長及楊泮池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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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副院長對於全球化發展下之經濟現象，及我國產業、就業與所得遭遇的

全球化挑戰，都進行了精闢分析，並提出我國因應全球化之 4（產業）＋ 1（勞

工）策略：加速產業升級轉型、鼓勵微型創業、發展在地經濟、培植社會企業

及強化勞工保障與協助。王副院長則簡要概述了全球區域經貿整合趨勢與兩岸

經貿對加入區域經貿整合的重要性，並對台灣加入區域經貿整合具體作法提出

建言，包括建立社會共識、強化戰略規劃、訂定行動方案確實執行、讓自由貿

易利益由全民共享，及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等。

當依兩大主軸議題進行分組討論時，北、南兩場分區會議的與會代表登

記發言情況都非常熱烈，真正發揮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也提出

許多相當具體的改革方向與措施。代表們的發言最後依「共同意見」、「多數意

見」與「其他意見」進行分類整理，摘要如下：

針對主軸議題一，與會代表普遍認為政府應整合資源，營造產業創新環

境，聚焦發展長期照護、精緻農業等重點或新興產業，並致力於推動台灣新一

波自由化與國際化。代表們也普遍期望政府整合產、經、學界力量，藉由改善

教育方針、強化人力結構，輔導青年掌握全球化商機。面對鄉差距與貧富差距

擴大等貿易自由化衝擊，與會代表普遍認為，政府應提出具體有效因應措施。

北區會議龔明鑫副院長進行引言報告，台下代表聚精會神聆聽。

88 2014 / 06
台灣經濟論衡



政
策
紀
實

特
別
報
導

經
建
專
論

活
動
紀
實

台
灣
景
氣
概
況

經
濟
統
計

關於在地型產業，與會代表普遍表示政府應考量當地產業優勢、地方需求及文

化脈絡，訂定適當的在地產業發展政策，輔助發展小而美、具在地特色的產業；

同時，協助在地產業行銷，推廣至國際。

針對主軸議題二，與會代表普遍同意台灣應積極參與區域經貿整合，惟同

時必須就台灣經濟發展策略先作整體的規劃，強化台灣經濟體質、提升產業的

國際競爭力。與會代表也表示，政府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時，應提供完整及透明

資訊、建立諮商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國人對國際接軌、進一步開放之信心也

必須再強化，並應正視中國大陸因素。與會代表普遍期望朝野政黨能用更高視

角及更大胸懷處理兩岸問題，以台灣利益為前提，共同為人民福祉努力。至於

面對中國大陸的「磁吸效應」，與會代表普遍主張，政府應致力於人才培育、營

造留住人才的良好環境，以強化台灣自身優勢。

接下來中區及東區會議將會依序登場，4 場分區會議綜整意見未來將併

同網路平台意見，提報至全國大會討論，做為推動未來整體經貿發展策略之

依據。

北區會議王健全副院長宣讀主軸議題二之綜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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