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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亞太區域論壇 

「國際地緣政經趨勢與科技政策競合發展」 

陳彥如助理研究員、羅韋捷見習生 

CTPECC秘書處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於本（113）年 9月 26

日假南臺科技大學舉辦 113年度第 3場亞太區域論壇，主題為「國際地緣政經趨

勢與科技政策競合發展」。本次活動邀請南臺科技大學王振乾副校長、商管學院

黃仁鵬院長、國企系林靖中系主任、財法所郭俊麟教授及包尼爾教授、外貿協會

李牮斯資深顧問、東佑達奈米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張泊舟專案經理，以及本會許峻

賓秘書長與張鴻副研究員就當今的國際情勢討論。本活動紀實如下： 

 

開幕致詞：南臺科技大學王振乾副校長 

南臺科技大學王振乾副校長感謝 CTPECC 長期與南臺科大合作辦理亞太區

域論壇，關注時下重大議題，並提供產、官、學界交流橋樑。王副校長表示，本

次論壇密切關注 AI發展動態，本校為「臺灣 AI聯盟」25所大學之一，積極培

育及發展 AI人才。 

⚫ 南臺科技大學王振乾副校長發表開幕致詞。（圖/CTPECC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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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次：國際經濟情勢分析 
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黃仁鵬院長首先引言回顧 AI的發展歷程，從早期的

專家系統到現代的機器與深度學習，更特別探討近年生成式 AI的出現及未來影

響。 

⚫ 黃仁鵬院長進行引言。（圖/CTPECC 秘書處） 

 

地緣、總經、科技的百年變局 

外貿協會 李牮斯資深顧問 

李牮斯資深顧問以全球進入「新變局」開場，運用「地緣政治」、「總體經

濟」、「新科技」三大面向切入美中競爭。地緣政治方面，中國受惠於全球化經濟，

並與美國在科技、文化輸出等方面抗衡，使傳統軍事防線模糊化。全球總體經濟

方面，長期以來主導全球金融體系的美元霸權受到挑戰，去美元化趨勢出現。在

新科技方面，開源 AI表現已逐漸超越可信任 AI，而在前者中國技術尤其突出，

成為美國將面臨的巨大挑戰。此外，未來 AI基礎模型將更加成熟，如擁有長期

記憶，可成為實際生產力。AI 將重新譜寫商業模式，背後隱藏的經濟效益不可

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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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牮斯資深顧問運用故事開場。（圖/CTPECC 秘書處） 

 

第二場次：國際地緣政經趨勢與科技發展競合 

第二場次由 CTPECC許峻賓秘書長擔任主持人。渠介紹本場次講者與講題，

包括：郭俊麟教授針對科技運用於國防提供建言；張泊舟經理分享現階段產業界

之看法；包尼爾教授進一步探討對 AI人才培育議題。最後，張鴻副研究員則總

結國際科技競合。 

 

⚫ 許峻賓秘書長介紹本場講者。（圖/CTPECC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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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地緣政經趨勢分析 

南臺科技大學財法所 郭俊麟教授 

郭俊麟教授首先提及全球地緣政治概況，從美中貿易戰到烏俄戰爭帶來的

原油與糧食價格波動，凸顯地緣政治與經貿的密切相關性。而有鑑於逐漸高升的

地緣風險，各國大幅提升國防及軍事工業支出，也能看見軍備「新科技」的現象，

例如 3D列印技術、高超音速武器、AI應用等。郭教授表示，軍工產業的加速發

展可能使軍備競賽加劇，在地緣政治風險下，供應鏈、軍事技術、資源分配皆會

受到影響。對於臺灣來說，也有機會憑藉高科技產業優勢，為國防帶來更創新的

發展，以推動國防自主與科技建軍。 

⚫ 郭俊麟教授講解軍事科技概況。（圖/CTPECC 秘書處） 

 

企業如何因應地緣政治與科技發展趨勢 

東佑達奈米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 張泊舟專案經理 

張泊舟經理說明，東佑達成立於 2000年，總部位於臺南市安南區，主要

生產線性傳動相關產品，在半導體、汽車電子等關鍵產業中佔有重要地位。近

年來，由於地緣政治局勢，公司積極拓展國際供應鏈夥伴。在全球各地佈局，

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泰國、印度、歐洲等，並持續調整產品結構及市場策

略，以適應不同地區需求與規範。在當前科技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下，企業致

力於平衡發展，並關注環境議題與以人為本的技術創新，以應對未來的全球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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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泊舟經理講述產業現況。（圖/CTPECC 秘書處） 

 

科技地緣政治對 AI人才培育的影響 

南臺科技大學 包尼爾教授 

面對地緣政治的影響，提升產業人才因應 AI發展，教育面的工作更形重要。

AI 在教育領域可增強學生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並助其將所學應用於就業。然

而，AI也帶來挑戰，學生可能過度依賴、降低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影響潛在的

創造力；教師則可能面臨 AI知識不足與技術應用困難。包尼爾教授建議對師生

進行適當培訓，以充分發揮 AI的潛力。在科技地緣政治背景下，推動 AI人才培

育時仍需保持國際視野和合作精神，創造開放、包容的培育環境。 

⚫ 包尼爾教授進行簡報。（圖/CTPECC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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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與國際政經競合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張鴻副研究員 

美中貿易戰源於長期貿易逆差，促使美國採取制裁。亞太經濟整合則從過去

由美日主導轉變為美中透過區域整合機制的影響力競衡。此外，中國資通訊科技

產業崛起，尤其 5G專利數量大幅領先美國，引發美國警惕。然而美中貿易戰的

關稅制裁影響範圍廣泛，美國盟邦亦可能受到衝擊，因此美國將貿易戰逐步轉向

至科技戰，以限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為主。然而當前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對於

臺灣半導體業亦可能帶來衝擊，張鴻副研究員建議我國持續發展優勢產業，擴大

經貿外交影響力，並關注優勢持續性及開發其他具外溢效應的產業。美中經貿及

科技競衡不僅關乎經濟利益，最終亦將涉及對全球貿易規則制定權的競逐，應審

慎因應複雜局勢。 

⚫ 張鴻副研究員梳理美中競爭脈絡。（圖/CTPECC 秘書處） 

 

閉幕致詞：南臺科技大學國企系林靖中系主任 

最後，由南臺科技大學國企系林靖中系主任發表閉幕致詞，感謝各位產官學

界來賓及南臺科大師生參與，並藉此論壇深入了解亞太區域的發展現況。 

⚫ 林靖中主任發表閉幕致詞。（圖/CTPECC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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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次論壇聚焦國際經濟、地緣政治、科技發展和 AI人才培育，凸顯全球局

勢的複雜性。美中競爭議題貫穿論壇，從貿易延伸至科技領域。AI 技術的快速

發展及其影響成為焦點。臺灣在此環境中既面臨挑戰，但也有高科技產業和 AI

人才培育的機遇。本次論壇提供寶貴洞見，建議關注國際形勢，強化產學研合作，

採取多元化策略，加強國際合作，制定長期科技與人才政策，並重視訂定科技倫

理相關監管制度，有助各界應對全球挑戰。 

 

⚫ 本次論壇大合照。（圖/CTPECC 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