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中華民國 112年度決算 

（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編





 

目  次 

總說明 

壹、財團法人概況………………………………………………………1 

貳、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行成果……………………………3 

參、決算概要………….…………………………………………………31 

 

主要表 

收支營運決算表…………………………………………………………33 

現金流量決算表…………………………………………………………34 

淨值變動表………………………………………………………………35 

資產負債表………………………………………………………………36 

 

明細表 

收入明細表………………………………………………………………37 

支出明細表………………………………………………………………38 

基金數額增減變動表……………………………………………………39 

 

參考表 

員工人數彙計表…………………………………………………………40 

用人費用彙計表…………………………………………………………41 



 

 



 

      

 

 

 

 

 

 

 

 

總          說         明 

 

 

 

 

 

 

 

 

 

 





 

1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12年度 

壹、財團法人概況 

一、 設立依據 

(一)民國 80年 12月 27日外（80）國二字第 80335131號函。 

(二)財團法人法 

二、 設立目的 

(一)加強太平洋地區之國際經貿合作關係，促進我國與區域各國之

實質經貿交流與合作。 

(二)國際合作重點：持續並積極推動「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

民國委員會」（Chinese Taipei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以下簡稱 CTPECC），於「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以下簡稱 PECC）這一

產、官、學區域經貿合作平臺的參與、貢獻以及能見度的提升。

參與並主辦 PECC國際計畫，建構國際合作網絡，強化資訊蒐集、

研究、探討，並協助落實我國參與多邊區域經濟整合。 

(三)國內研究與推廣：藉由研究、出版、網路、教育訓練、智庫交

流與研討會等方式，與國內大專院校與企業界菁英維持聯繫合

作，整合並提供各界建議，協助政府掌握決策先機。 

三、 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 

(一)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之董監事由國內產、官、

學界人士遴選產生，每屆任期 3年，期滿得連任或依相關法規進

行改選，經由董事會通過後報外交部備查。自 110年度起支給董、

監事聯席會出席費用，並參照「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及

行政院「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之規定，

以「實際出席會議次數支給，每次最高新臺幣 2,500 元」方式給

予出席費用。根據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之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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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會 

 

會務委員 

秘 書 長 

 

秘 書 處 

 

助章程，董事會置董事 7 人至 15 人，監事 2 至 5 人。太平洋經

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第 11屆董、監事於 110年 7月 1日

上任，任期至 113年 6月 30日。 

組織架構圖如下： 

 

  

 

 

 

 

 

 

 

 

 

 

 

(二)CTPECC秘書處業務運作由台經院國際事務處負責，秘書處設秘

書長 1人、研究員 1位、兼任研究員 1位、副研究員 2位、助理

研究員 3位、研究助理 4位。 

職稱 名單 

秘書長 許峻賓 

研究員 何振生、廖舜右（兼任） 

副研究員 林培萱、張鴻 

助理研究員 江旻宸、李麒緯、游明珊 

研究助理 王寶華、李毓蓉、陳彥如、蘇山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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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行成果 

一、112年度 CTPECC工作重要成果 

112年度CTPECC的重要工作成果，按照「參與 PECC會務活動」、

「辦理亞太區域論壇」、「推動國際智庫交流」、「舉辦 APEC 未來之聲

（Voices of the Future, VOF）青年培訓營」、「舉辦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

際研討會」、「出版刊物」與「網站與社群平臺維運」等大項，說明如下： 

(一)「參與 PECC會務活動」 

PECC 共有 22 個正式會員委員會、2 個組織會員、1 個副會員，

每年均召開各項會議以討論 PECC會務。本會透過 PECC各項會

議與各會員委員會進行互動，並於會議中分享我方之立場與建議；

且於會中報告本會相關重要活動與成果重點，有助於各會員委員

會了解本會會務發展狀況。 

1. 112年 1月 31日參與 PECC Small Group Meeting視訊會議，參與

PECC爭取新會員加入案之討論。 

2. 112年 2月 7日參與 PECC執行委員會視訊會議，討論 PECC重要

會務、國際計畫規劃與推動進展、年度經費預算規劃、年度常委

會與大會規劃等事宜。 

3. 112年 8月 4 日參與 PECC 2023年信託基金管理委員會、財務委

員會等兩場視訊會議。其中，財務委員會討論各會員繳交會費情

形，財務委員會最終決議將由國際秘書長持續與未繳納會費之會

員委員會進行討論與溝通。 

4. 112年 8月 14~15日參與於美國西雅圖召開之 PECC常務委員會、

第 30屆 PECC大會。PECC常務委員會討論各項會務相關議題，

包括：PECC 秘書處工作計畫報告、2023 區域現況報告（State of 

the Region Report, SOTR）進度、PECC財務報告、各會員委員會

辦理之重要活動報告、討論 PECC 潛在會員等相關事宜。本會於

會中報告 2022 年第 37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透過區域合

作促進綠色復甦」之成果，以及 2023 年第 38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

體研討會「印太經濟架構下的區域整合影響」主題規劃方向，並



4 

歡迎各會員透過視訊方式與會。關於第 30屆 PECC大會部分，本

屆主題為：「透過創新來達成永續且包容的亞太」（Achieving a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Asia-Pacific through Innovation）。各場次

討論議題包括：環境與氣候變遷之挑戰的數位解方、利用科技提

升勞動參與率、中小企業進軍全球市場的數位工具、探討生成式

AI等。各場次會議均邀請來自產、官、學三方專家，就議題進行

討論，呈現多元觀點。此外，由美國 PECC 委員會及中國 PECC

委員會合辦之「由地方邁向全球化的永續都市座談會」。該場會

議以城市永續與綠化為主題，邀請美國及中國之相關專家與城市

代表分享個別城市促進綠色成長之歷程。 

(二)「本會會務活動」 

透過本會會務活動維持董監事會議之運作，並依法規進行各項資

安作業，以確保本會網站與資訊之安全，強化本會制度化管理相

關作業。 

1. 本會分別於 112年 4月 11日與 7月 25日召開第 11屆第 4次與第

5 次董、監事聯席會。就本會年度各項工作事務、預算及決算等

事務，向董、監事提出報告。 

2. 本會於 112 年度持續依法規進行資安相關作業，包括資安通識教

育訓練、VANS 導入、資安弱點掃描、資安滲透掃描、資安健診、

資安內稽、管理審查會議等。 

(三)「辦理亞太區域論壇」 

本會藉由於全國各地舉辦「亞太區域論壇」之方式，扮演國內產、

官、學界的橋樑，希望藉由對時下重大議題的討論，除了推廣知

識的傳播之外，也希望透過會議的討論與交流，掌握國內各界對

於相關趨勢的看法與建議，作為本會研究工作的參考，也適時提

供相關資訊予政府相關部會參考。112 年度本會舉辦 4 場亞太區

域論壇： 

1. 第 1 場在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舉辦，主題為「印太經濟架構

（IPEF）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對亞太區域政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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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影響」。 

2. 第 2 場在臺南市南臺科技大學舉辦，主題為「全球經濟趨勢與

APEC發展—深化永續與包容成長」。 

3. 第 3 場在嘉義縣中正大學舉辦，主題為「國際地緣政經趨勢與科

技政策競合發展」。 

4. 第 4 場在花蓮縣東華大學舉辦，主題為「具有韌性與包容性的亞

太區域發展」。 

(四)「推動國際智庫（或駐臺代表處）交流」 

為促進本會與其他 PECC委員會及國外智庫、駐臺代表處議題交

流，充分發揮二軌外交成效。112 年度本會採實體或視訊討論之

會議模式，邀請國外智庫、其他 PECC委員會之代表參與討論，

或與各國駐臺代表處進行交流，共辦理 11場交流會議： 

1. 第 1 場於 2 月 22 日舉辦，本會參加美國資訊技術與創新基金會

（ITIF）跨國智庫視訊交流會議。 

2. 第 2場於 3月 23日舉辦，本會出席並接待美國「全球臺灣研究中

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主席歐布萊恩（Robert O'Brien）

代表團。 

3. 第 3場於 5月 2日舉辦，本會參與澳洲PECC委員會（AusPECC）

主辦之 FTAAP研討會。 

4. 第 4場於 6月 13日舉辦，本會與韓國駐臺代表處崔鳳圭副代表、

經濟組鄭娜來組長、林靜禧經濟安全專門官等人進行交流。 

5. 第 5場於 6月 13日舉辦，法國在臺協會之法國駐華大使館經濟事

務一等參贊Dr. Axel Demenet（杜明堅）博士、法國在臺協會經濟

處張泉謙專員、法國在臺協會經濟處 Archame TAGHAVI 專員來

訪。 

6. 第 6場於 6月 13日舉辦，本會參與 FPTPEC主辦「The Deep Sea: 

The State of Play in Asia-Pacific」研討會。 

7. 第 7場於 6月 17日舉辦，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來訪，就

亞太區域產業供應鏈與經貿發展展望等議題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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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 8場於 8月 7日舉辦，本會與加拿大駐臺代表處、CANPECC副

主席 Hugh Stephens等人餐敘。 

9. 第 9場於 8月 21日舉辦，本會與美加未來領袖訪問團進行會談。 

10. 第 10 場於 9 月 26 日舉辦，本會參加由國際經濟合作協會所主

辦之第 16屆臺秘（魯）經濟聯席會議。 

11. 第 11 場於 9 月 26 日舉辦，本會接待來訪之美國安慶律師事務

所（Akin Gump）之代表。 

(五)「舉辦 2023 APEC未來之聲（Voices of the Future, VOF）青年培  

訓營」 

CTPECC 自 2007 年起，每年均舉辦亞太事務青年培訓營，提供

青年學子深入認識 APEC 的平臺，至今已邁入第 16 屆。本會於

111 年將國際青年事務培訓活動定名為「 APEC 未來之聲（VOF）

青年培訓營」。112年臺北場於 7月 11~14日假「北投會館」舉辦；

臺中場於 7月 18~21日假「國立中興大學社館大樓」舉辦。本培

訓營目的是培養未來青年學子們深入瞭解國際議事進行方式、認

識 APEC及我國參與情形，藉此厚植我國青年實際參與國際活動

之能力，並培育參與 APEC及亞太區域合作事務之人才。 

(六)「舉辦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 

「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為本會長年來辦理的國際研討

會，藉由會議舉辦與 PECC各會員委員會進行交流，並針對國際

與區域重大議題進行討論，為本會每一年度推動國際連結工作的

重要活動。第 38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於 112年 10月

20 日在臺北花園大酒店召開。112 年的研討主題為「印太經濟架

構下的區域整合影響」（The Impacts of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本場研討會分為 2

個場次，第 1場次主題為「透過印太經濟架構強化區域經濟永續

與韌性」，第 2 場次主題為「變動中的亞太經濟秩序及臺灣的回

應」。與會聽眾包括國內產、官、學界人士，以及多位駐臺代表

處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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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版刊物」 

為推廣本會工作成果、國際與區域重要政經相關議題分享，本會

定期出版各項刊物，與國內外各界分享相關內容。 

1. 賡續發行中文月刊：「亞太區域情勢月刊」，共 12期。 

2.  賡續發行英文季刊：「Asia-Pacific Perspectives」，共 4期。 

3.  發行焦點議題報告「Issue Paper」：112年度共發行 4期。 

4.  發行「2023年亞太區域年鑑」。 

(八)「網站與社群平臺維運」 

為能與國外其他會員經濟體接軌，並累積本會長年會務成果與研

究能量，本會透過網站之建置與維運，讓外界掌握本會動態。本

會也建置臉書專頁，並於 112年成立 Instagram帳號，結合網站資

訊更新動態，讓國內外各界有更多平臺與機會可以認識本會，瞭

解本會之相關業務。 

1.專屬官方網站與臉書維護與經營 

本會網站以資料庫建置方式，並透過動態新聞資訊之更新，

期許成為國內專注於區域經貿合作研究的專屬網站之一。本會於

網站上刊登出區域重要議題發展資訊報導、出版之刊物及辦理活

動之相關訊息預告與紀實，以供國內研究區域政治、經貿與整合

相關之專家、學者與青年學子們參考。 

此外，為使各項活動資訊與成果即時獲得各界之關注，除定

期更新網站外，亦同步於臉書（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平臺

刊登最新消息，期盼透過社群平臺的雙向互動、網站資料建置的

互補功能，以提升本會與外界在線上的互動頻率。 

2.強化活動成果宣傳 

除了更新活動紀實、刊登本會與外部學者研究成果之外，本

會善用各項活動的影像紀錄，及時製作宣傳內容，並分享在網站、

出版品以及臉書專頁供各界參考，吸引國內各界踴躍參與各項活

動，以及更瞭解 PECC與亞太區域合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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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本會將持續舉辦各項國內宣傳活動與國際交流，就各項亞太

區域、APEC 等相關議題與國內外產、官、學各界專家學者進行探討，

並適時就我國參與國際事務、本會推動之各項會議等進行宣傳，透過與

國內外各界專家學者之互動，累積本會研究能量與各方人脈資源，增加

與國際及亞太區域產學界的交流及討論，以掌握國際議題發展之脈動。 

 

二、112年度 CTPECC工作說明（依執行月份臚列） 

1月 

◎ 發行 1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25 

◼ 第二十九屆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大會「APEC 2022 之後的亞太

經濟展望」 

◼ 後疫情時代產業淨零轉型及全球供應鏈重組之挑戰與因應 

◼ 2022 年 11 月三場國際峰會之後的印太局勢展望 

◎ 參與 PECC會務活動： 

1月 31日本會參與 PECC Small Group Meeting視訊會議，討論 PECC

爭取新會員加入案。本次會議由國際秘書處秘書長 Mr. Eduardo 

Pedrosa主持，參與經濟體包括澳洲Mr. Christopher Langman、加拿大

Mr. Donald Campbell、日本 Ambassador Kenichiro Sasae（由 JANCPEC

秘書長Ms. Tomiko Ichikawa代理出席）、印尼 Dr. Yose Rizal Damuri、

泰國 Dr. Narongchai Akrasanee、墨西哥 Ambassador Sergio Ley、紐西

蘭 Dr. Alan Bollard，本委員會由鍾錦墀處長、許峻賓代理秘書長、陳

冠瑜副研究員一同代表出席。經討論後由 PECC國際秘書長做出會議

結論：將依照會議的討論，包括：已正在進行會籍申請的巴布亞紐

幾內亞和哥斯大黎加兩個經濟體，以及擴大邀請其他經濟體，包括

非太平洋區域的經濟體等重點，並提交至 2月 7日 PECC執委會上做

討論。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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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專家座談會議「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專訪：我國 ICT

產業之永續發展與國際趨勢應對」： 

CTPECC網站：https://reurl.cc/krrYZ3 

2 月 15 日本會拜訪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李詩欽理事長。以

永續發展為議題主軸，與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進行交流，

藉由訪談該公會理事長，就我國 ICT 產業對永續供應鏈趨勢、相關

應對及未來展望等，掌握我國產業界之觀點與建議。訪談內容刊登

於 3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 PECC臉書刊登新聞，共 5則： 

◼ 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 2次實體談判 1月 14至 17日在臺舉行 

◼ 國發會完成中東歐基金第 1 筆斯洛伐克投資案 臺斯雙邊合作新展

開 

◼ 為五月 G7暖身 日首相岸田歐洲外交行 

◼ 民主國家力挺民主國家 德國、立陶宛訪問團相繼來臺 

◼ 世衛執委會即將召開 駐荷代表陳欣新投書荷「改革日報」表達臺

灣參與重要性 

2月 

◎ 發行 2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26 

◼ 我國人力資源發展趨勢–人才循環 

◼ 中澳鐵礦貿易互賴及中國「基石計劃」之發展 

◼ 斐濟外交新政策符合美國印太戰略 

◼ 國際組織文件摘要：創新與數位化之促進有助於提升亞洲生產率 

◎ 參與 PECC會務活動： 

 2月 7日本會參與 PECC執委會視訊會議。會議討論議題包括：亞太

區域情勢現況、APEC 2022 年領袖會議成果、APEC 2023 年優先議

題、2023年 PECC常委會與大會相關規劃、PECC爭取新會員加入案

等。美國報告2023年PECC常委會與大會的規劃構想，將配合APEC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2%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2%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2%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3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2%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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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會議活動，邀請 APEC 資深官員參加。針對 PECC 爭取新會員

案，多數執委會成員認同 1月 31日 Small Group Meeting的討論，惟

中國表示若要爭取區域外的會員，應要考慮區域情勢對於未來新會

員加入後可能產生的複雜狀況。 

◎ 國際智庫交流會議： 

2 月 22 日本會李麒緯助理研究員參加美國資訊技術與創新基金會

（ITIF）跨國智庫視訊交流會議，與 ITIF及我國內APEC研究中心、

工研院等相關智庫共同參與，就「我國創新體系的優勢與發展」相

關議題進行交流與討論。 

◎ 出席 2023年 APEC第 1次資深官員會議及相關會議： 

APEC第 1次資深官員會議於 2月 24日至 2月 28日在美國加州棕櫚

泉舉行，本會派遣張鴻副研究員出席預算管理委員會（BMC）、連結

性主席之有會議（FotC on Connectivity）、PSU 理事會會議、SCE-

COW會議、經濟暨技術合作委員會（SCE），以及第 1次資深官員會

議（SOM 1）等場次。張副研究員在會場進行參與式觀察，深入瞭

解 APEC當前的討論脈絡。 

◎ PECC臉書刊登新聞，共 7則： 

◼ 2023臺灣主權新氣象，捷克、北約為臺發聲 

◼ 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 臺灣醫療外交，協助多國醫衛產

業 

◼ 因應臺海局勢變化，美國將擴大與菲律賓國防合作 

◼ 我國第二批搜救隊抵達土耳其，回報 921救援之情 

◼ 「2023 APEC 運動政策網絡對話 X 運動創新加速器成果發表」於

東京舉行 

◼ 亞創中心與法國公司簽署 MOU 穩定無人機原料供應 

◼ 臺美教育倡議，擴大雙方教育合作 

3月 

◎ 發行 3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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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27 

◼ 國際淨零碳排趨勢對我國產業的影響–專訪電電公會李詩欽理事長  

◼ 加拿大印太戰略之發展前景與挑戰 Canada’s Indo-Pacific Strategy: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 國際智庫交流會議： 

CTPECC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474 

本會張建一董事長、鍾錦墀董事、許峻賓代理秘書長、張鴻副研究

員等人於 3 月 23 日一同出席並接待美國「全球臺灣研究中心」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主席歐布萊恩（Robert O'Brien）代表

團，雙方於會中就臺美經貿合作及共同參與 APEC 事務、產業交流、

晶片供應鏈等議題進行交流。 

◎ 國內專家座談會議「我國企業永續之實踐與挑戰」及「初探我國產

業因應國際淨零供應鏈潮流與策略」： 

CTPECC網站：https://reurl.cc/prremd 

本會許峻賓代理秘書長、陳冠瑜副研究員、李麒緯助理研究員於3月

30 日拜訪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葛望平董事長，以永續發展為議

題主軸專訪葛董事長，深入了解歐萊德企業推動永續發展的各項工

作，以及面對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減碳排放、落實 ESG 等國際發展，

所採取的具體行動。訪談內容刊登於亞太區域情勢月刊，藉此與本

會月刊讀者分享歐萊德企業的經營與管歷經驗。 

◎ 國內活動： 

◼ 本會許峻賓秘書長於 3 月 7 日前往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就「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與 APEC 議題發展現況」之主題發表專題

演講，向該系師生介紹 APEC 的發展及我國參與的現況，以助該

系師生了解我國在 APEC中的參與情形。 

◼ 本會研究人員於 3月 17日參與 APEC研究中心主辦之 APEC業務

研習營，就 APEC 議題的發展、運作現況等議題，與國內各部會

代表共同研討，藉此掌握 APEC 議題的發展現況，並與國內各部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3%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3%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3%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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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代表建立聯繫關係，俾利強化本會相關業務之推動。 

◼ 本會許峻賓秘書長於 3月 23日列席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會議，

該場會議由外交部吳釗燮部長進行外交部工作報告並備質詢。 

◎ 發行第 1季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英文季刊： 

CTPECC網站: https://reurl.cc/xlAZnZ 

◼ ASEAN in Great Powers' Rivalry: Observations in 2022-2023. 

◼ The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of Net Zero Emissions and Global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 Going Forward: Challenges in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 發行第 1季議題報告（Issue Paper）： 

CTPECC網站: https://reurl.cc/Rvm4Kr 

◼ Fac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Rec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 PECC臉書刊登新聞，共 7則： 

◼ 美國聯邦眾議院金融委員會及外交委員會一口氣通過 11項支持臺

灣法案 

◼ APEC強調包容性與數位金融以弭平性別落差，強大女性力量 

◼ 美國第九度宣布對臺軍售 

◼ 矽谷銀行倒閉風波對臺影響？ 

◼ 宏碁智醫響應新南向落地泰國 

◼ 歡迎美國智庫全球臺灣研究中心(GTI)來訪 

◼ 「互連、創新、包容」2023 APEC三大優先領域 

 4月 

◎ 發行 4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網站: https://reurl.cc/GAgazW 

◼ 以數位化打造韌性社區–舊左營創新與轉型的契機 

◼ 印太經濟架構近期談判之觀察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4%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4%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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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 PECC國際秘書處執行 State of the Region問卷： 

PECC國際秘書處於 4月進行年度計畫「State of the Region」問卷作

業，本會邀請董、監事及外部產、官、學、研代表協助填寫問卷，

今年度我國填寫問卷、最終完成問卷共 59 份。（PECC 國際秘書處

規劃每個會員至少需填覆 30份） 

◎ 辦理第 11屆第 4次董、監事聯席會： 

4月 11日本會召開第 11屆第 4次董、監事聯席會，本次會議通過新

任副董事長及1位董事遞補任命案，以及許峻賓代理秘書長續任及真

除案，並通過民國 111年度決算書。 

◎ 舉辦「亞太區域論壇」（第 1場）： 

CTPECC網站：https://reurl.cc/WRRQ29 

4 月 11 日本會於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辦理今年度第 1 場「亞太區域

論壇」，本場次主題為：「印太經濟架構（IPEF）與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定（RCEP）對亞太區域政治與經貿影響」。會議邀請國立政治

大學外交學系盧業中教授兼系主任擔任開場致詞並主持本次會議活

動，共有3位與談人出席：中經院臺灣東協研究中心徐遵慈主任、國

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薛健吾教授、APEC研究中心邱達生研究員。

本次活動精彩過程與內容均刊登於5月號的亞太區域情勢月刊。本會

亦藉由本次活動向政治大學學生們宣傳本年「未來之聲青年營」，鼓

勵同學踴躍報名。本次活動與會人數約 100人次。 

◎ 國內活動： 

◼ 4 月 12 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參加中共研究雜誌社舉辦之政策論壇，

與談主題為：「區域經濟整合與中國 FTA 策略」，就中國近期的對

外經貿戰略進行剖析，和與會專家學者交換意見。 

◼ 4 月 14 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參加 APEC 研究中心於國立清華大學

主辦之「APEC 議題座談會」，發表講題為：「亞太區域整合發展

趨勢」，該場會議由清華大學林若雩兼任教授主持。亦藉由本次活

動向政大同學宣傳本年「未來之聲青年營」，鼓勵同學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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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4 日本會張鴻副研究員受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

所邀請，發表專題演講：「全球未來工作的發展趨勢與就業」，針

對 APEC 與全球現階段勞工與就業市場發展現況，分享研究心得。

本會阮郁方助理研究員亦藉由本次會議向該研究所同學介紹本年

「未來之聲青年營」相關資訊，鼓勵同學踴躍報名。 

◼ 本會於 4 月正式展開「2023 APEC 未來之聲（VOF）青年培訓營」

報名活動，發文國內各大專校院與學系，公告活動相關資訊。 

◎ PECC臉書刊登新聞，共 2則： 

◼ 「民主夥伴共榮之旅」歷史會晤 臺美友誼是和平關鍵 

◼ 美國亞利桑那州通過友臺決議案 支持臺灣民主自由 

5月 

◎ 發行 5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網站: https://reurl.cc/gDNNvL 

◼ 我國企業永續之實踐與挑戰—專訪歐萊德葛望平董事長 

◼ 印太經濟架構 （IPEF） 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對亞

太區域政治與經貿影響 

◼ 2023年 APEC未來之聲 （Voices of the Future） 青年培訓營 

◎ 國際智庫交流會議： 

CTPECC網站：https://reurl.cc/bDDrpv 

5 月 2 日本會參與澳洲 PECC 委員會（AusPECC）主辦之 FTAAP 研

討會。該會議主要就 FTAAP 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討論，意即討論新

世代議題納入 FTAAP討論範圍的可行性。 

◎ 舉辦「亞太區域論壇」（第 2場）： 

CTPECC網站：https://reurl.cc/xLLm4E 

5 月 9 日本會於臺南市南臺科技大學辦理第 2 場「亞太區域論壇」，

本場主題為：「全球經濟趨勢與 APEC 發展—深化永續與包容成長」，

與南部產、學界合作，以專題演講及綜合座談之方式，分享本會與

南臺科大教授、外部專家等人對於相關議題之研究與觀察。本場論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5%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5%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5%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5%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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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邀請本會張建一董事長就「2023 全球經濟趨勢與發展前景」發表

專題演講，也藉此機會邀請南部地區的企業代表就該企業的永續經

營策略與發展狀況，分享對於現階段國際相關規範發展的看法。本

次活動與會人數共約 200人次。 

◎ 國內活動： 

◼ 5月 3日本會前往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健康政策與管理研

究所進行交流活動，向該院所師生說明 APEC 現階段發展狀況與

相關議題重點內容，並藉本次活動向該院所學生宣傳「2023 

APEC未來之聲（VOF）青年培訓營」活動。 

◼ 5 月 10 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前往致理科技大學東南亞商貿學程進

行專題演講，主題為：「東南亞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藉由此活

動和與會師生分享 APEC與東協議題的發展與競合。 

◎ 國際參與及聯繫： 

◼ PECC國際秘書處於 5月 31日寄出「State of the Region」問卷之初

步分析報告，本會就該報告提出反饋意見，包括補充說明近期全

球經濟發展趨勢、從家庭收入面分析通膨可能影響個人健康支出

減少、教育與職訓等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也應注意私校因少子化

而無法永續經營的問題。 

 

◎ PECC臉書刊登新聞： 

◼ 2023年美國 APEC三大優先領域 

◼ 透過 APEC VOF連接亞太經濟合作（APEC）與東協（ASEAN） 

◼ 七大工業國集團於日本廣島召開峰會 

◼ 印太經濟架構就供應鏈協議達成協定 

6月 

◎ 發行 6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網站: https://reurl.cc/x7ee0V 

◼ 美國晶片法案對臺日韓半導體供應鏈之影響  

◼ 美國印太戰略及中國的反制與應對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6%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6%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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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長期徵稿 

◎ 發行第 2季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英文季刊： 

CTPECC網站: https://reurl.cc/2L77ZO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Taiwan-US Digital Trade Initiative. 

◼ Establishing Digital Economic Communities with Trade Facilitation 

and E-commerce in Asia-Pacific Region. 

◼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Ensuring a fair digital economic environment. 

◼ Digitalization: A Foundation to Approach FTAAP. 

◎ 發行第 2季議題報告（Issue Paper）： 

CTPECC網站: https://reurl.cc/b9eeGE 

◼ Digital Identity for Digital Trade: The Electronic Signature and 

Authentication Laws in the U.S. 

◎ 國內專家座談會議「初探我國產業因應國際淨零供應鏈潮流與策略」： 

CTPECC網站：https://reurl.cc/A44vd8 

6 月 14 日本會訪談食品與製藥機械公會王健蒼理事長，就該產業的

發展現況與應對國際要求降低碳排放等相關議題，進行交流與討論。

訪談內容刊載於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 國際智庫交流會議： 

◼  6月 13日本會與韓國駐臺代表處崔鳳圭副代表、經濟組鄭娜來組

長、林靜禧經濟安全專門官等人進行交流。雙方就區域政經發展

現況進行交流，要點如下： 

1.雙方就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協定的意涵進行討論與交流。韓方

關切臺美現階段簽署雙邊協定對於臺灣的效益，本會表示美國

是世界最大的終端財貨需求市場，且美國經濟依然擁有服務業

貿易順差，因此談判法規解禁相關的協議，較有助於美方取得

內部共識。此外，本會也從美國的經貿外交政策歷程、美國國

內政治環境轉變等角度，分析美國與臺灣洽簽雙邊貿易協定的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6%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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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2.雙方就臺美貿易協定的架構與印太經濟架構（IPEF）進行討論。

本會表示，兩者之間應該有一定的關聯性，尤其是，如果藉由

臺美雙邊協定能為美國推動 IPEF 帶來示範性文本作用，對於臺、

美雙方應該均是正面助益。 

3.臺美 21 世紀貿易協定接下來要談判的勞工、環境與農業議題，

都是美國高度重視的議題，因為相關議題都出現在今年美國主

辦的 APEC 會議議程上。我國由於確實遵守國際勞工與環保規

範，所以接下來的談判應該是順利的。至於農業問題，因為並

未涉及關稅調降，而是應該會鎖定在農產品貿易的非關稅障礙

相關內容，雙方是否能順利達成共識，有待後續談判狀況而定。 

◼  6 月 13 日法國在臺協會之法國駐華大使館經濟事務一等參贊 Dr. 

Axel Demenet（杜明堅）博士、法國在臺協會經濟處張泉謙專員、

法國在臺協會經濟處Archame TAGHAVI專員來訪，與本會就亞太

區域產業供應鏈等問題進行交流，要點如下： 

雙方討論疫後、美中貿易戰等因素影響下的全球供應鏈發展現況。

法方表示，改變全球供應鏈現況的因素很多，包括生產成本提高、

地緣政治風險、中國重點產業轉變等，而這也影響到法國產業的

布局，法國產業也開始到中國以外的市場進行布局，但並非會離

開中國。本會表示，近 2-3 年全球供應鏈確實都在改變中，而臺

商也配合著跨國企業進行布局的轉移。 

雙方進一步討論勞動市場相關議題。法方表示，近年由於國際上

紛紛討論 ESG 的發展，其中歐美國家也開始探討勞工就業與權益

保障的強化。對此，本會表示，勞工就業與權益保障也逐漸在

APEC 人力資源工作小組形成討論焦點，但相關問題並未能受到

以中國為主的部分開發中國家所完全接受。 

最後，雙方針對在東南亞布局的臺商如何應對當地的文化差異與

管理議題進行討論。本會從新南向政策的相關措施進行說明，我

國政府透過教育體系的跨國交流模式，培育東南亞學生作為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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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前進東南亞市場的基礎，藉此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勞工間的溝

通，減少管理上可能出現的誤會與摩擦。 

◼ 6月 13日 FPTPEC主辦「The Deep Sea: The State of Play in Asia-

Pacific」研討會，本會同仁亦參與該場會議。該場會議主要在於

探討深海多樣性和複雜性，並就如何為深海區域之原始環境制定

公共政策，進行討論。會議討論重點包括：1.向亞太地區或印太

地區各國主管機關提供海洋、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與演化

和氣候變遷因應措施等科學知識現況；2.探索海洋未來展望，如

何因應海洋生態環境目前所面臨的壓力與挑戰；3.評估海洋對能

源轉型、生態轉型或食品轉型等貢獻；4.制訂科學建議標準，提

交給國際社會，並將海洋納入永續發展目標之中，希望亞太與印

太地區各國能共同藉由強化與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緊密合作關係，將世界海洋評估納入聯合國永續發展

部門的國際計畫，或是其他大型國際海洋觀測計畫之中，以達成

目標。 

◼  6月 17日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來訪，就亞太區域產業供

應鏈與經貿發展展望等議題進行交流。其中，JETRO 的代表提及

對於臺日在半導體方面的合作，彼此似乎都有相當的期待，想進

一步了解我方的看法。本會回應表示，台積電已赴日本熊本設廠

生產，藉此強化與日本的合作，也強化產業供應鏈的韌性，未來

更希望能與日本進行第三類半導體產業的合作，以補足臺灣在材

料人才與生態系中不足之處。 

◎ 資通安全相關作業： 

6 月 16 日本會進行資安教育訓練，本次教育訓練以個人資訊密碼設

定之相關課程為主，藉由專家之授課，提醒本會同仁於各網站、郵

件信箱之密碼設置的基本認知與各項相關注意事項。 

◎ PECC臉書刊登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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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6 屆世界衛生大會 國際更加認同臺灣推案訴求 各國展現強勁

支持 

◼ 一個美國作為主辦經濟體有用且實際的數位議程 

◼ 3GPP在臺登場，臺灣企業已率先布局 6G 商機? 

◼ 第九屆東協經濟共同體座談會：探討碳中和戰略 

◼ APEC中小企業論壇 數位創新推進綠色轉型 

◼ 我國 ABAC代表張嘉淵主持「DAIY Training Workshop」–『Do AI 

Yourself』for Medical Doctors 

◼  ISSB第一套 ESG 申報標準正式登場 

7月 

◎ 發行 7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31 

◼ 全球經貿趨勢與亞太區域合作：深化永續與包容的經貿合作 

◼ 全球衛生安全發展趨勢–兼論臺灣在亞太區域的策略 

◼ 保護深海環境 實現海洋永續發展的國際共識 

◎ 辦理第 11屆第 5次董、監事聯席會： 

7月 25日本會召開第 11屆第 5次董、監事聯席會，本次會議除向各

董、監事報告會議推動狀況，亦討論民國 113年度預算書、本會會務

委員會組織架構與運作等討論案。 

◎ 2022 APEC未來之聲（Voices of the Future, VOF）青年培訓營： 

CTPECC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497 

112 年度活動課程包括：全球經貿情勢分析、放眼世界看見臺灣、數

位經濟大未來、亞太經濟合作介紹、APEC VOF 參與經驗分享、

APEC會議議事規則與經驗分享、外交經驗分享、國際禮儀與行銷臺

灣、青年與國際外交、國際新聞識讀、國際談判實務、FTAs 與國際

經貿趨勢、我國在國際參與的經驗分享、APEC 議題探討，以及

APEC VOF會議模擬等。 

◎ 國內活動： 

◼  7 月 5 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前往臺南市工會進行專題演講，主題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7%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7%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7%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3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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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CPTPP 之現況」，藉由此活動和工

會理監事、各級幹部分享我國爭取加入 CPTPP 的重要性，CPTPP

相關規範以及目前準備工作現況。 

◼  7月 27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與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顏素

秋副秘書長進行對話，雙方就「全球供應鏈與我國產業的角色」

進行交流，探討我國電機電子產業在我國政府的產業與經貿戰略

架構下，可進一步發展的方向與可能策略。 

◎ PECC臉書刊登新聞： 

◼ 交通部港務局舉辦「APEC 韌性及永續郵輪產業論壇」促進郵輪

潛在合作發展 

◼ 繼「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簽署後，臺英啟動「深化貿

易夥伴關係」（ETP） 

◼ 2023 APEC未來之聲 Voices of the Future青年培訓營圓滿落幕！ 

◼ 「未來之聲 拓展視野 展現臺灣」 

◼ 臺美金融資安論壇 打造強韌資安體系 

◼ 你知道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對<<預防不當使用晶片法案資金的規

定>>有甚麼評論嗎? 

8月 

◎ 發行 8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32 

◼ 初探我國產業因應國際淨零供應鏈潮流與策略：食品製藥機械公

會王健蒼理事長專訪 

◼ 2023年 APEC未來之聲青年培訓營花絮–上篇 

◼ 我國在 APEC 區域降低糧損與食物浪費的研發與推廣成果 

◎ 參與 PECC會務活動： 

PECC國際秘書處於 8月 4日召開 2023年信託基金管理委員會、財務

委員會等兩場視訊會議。其中，信託基金管理委員會確認PECC信託

基金餘額併入PECC一般業務經費帳戶，以免除持續支付信託管理費

用。財務委員會則討論各會員繳交會費情形，其中，厄瓜多已經3年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3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8%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8%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8%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8%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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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繳會費，財務委員會討論是否要免除其會籍，惟PECC國際秘書處

秘書長建議此議暫緩，應提供更多時間與空間和厄瓜多進行討論與

溝通。 

◎ 參與 PECC大會與常務委員會： 

112年度 PECC常務委員會、第 30屆 PECC大會於 8月 14~15日假美

國西雅圖召開，本會由張建一董事長、林培萱副研究員前往參加會

議。期間各項會議重點包括： 

1.澳洲PECC舉辦亞太自由貿易區研討會，共同討論 2022年度 PECC

指標性計畫「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之途徑」（Pathways to FTAAP）

之議題。此次會議討論 3 個可作為 FTAAP 初期可能的行動領域：

貿易與氣候變遷、專業服務的流動性與服務業良好法規實務。 

2.PECC 常務委員會討論各項會務相關議題，包括：PECC 秘書處工

作計畫報告、2023區域現況報告（State of the Region Report, SOTR）

進度、PECC 財務報告、各會員委員會辦理之重要活動報告、討論

PECC前在會員等相關事宜。本會於會中報告 2022年第 37屆太平

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透過區域合作促進綠色復甦」之成果，以

及 2023年第 38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印太經濟架構下的區

域整合影響」主題規劃方向，並歡迎各會員透過視訊方式與會。 

3.第 30屆 PECC大會主題為：「透過創新來達成永續且包容的亞太」

（Achieving a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Asia-Pacific through 

Innovation）。各場次討論議題包括：環境與氣候變遷之挑戰的數

位解方、利用科技提升勞動參與率、中小企業進軍全球市場的數

位工具、探討生成式 AI 等。各場次會議均邀請來自產、官、學三

方專家，就議題進行討論，呈現多元觀點。 

4.由美國 PECC委員會及中國 PECC委員會合辦之「由地方邁向全球

化的永續都市座談會」。該場會議以城市永續與綠化為主題，邀請

美國及中國之相關專家與城市代表分享個別城市促進綠色成長之

歷程。 

◎ 國際智庫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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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7日本會鍾錦墀副主任委員與加拿大駐臺代表處、CANPECC

副主席 Hugh Stephens等人餐敘，會中就數位經濟、隱私權、能源

政策等議題進行交流。 

◼  8月 21日本會張建一董事長偕同鍾錦墀副主任委員、林培萱副研

究員、陳冠瑜副研究員等人，與美加未來領袖訪問團進行會談，

會議討論議題包括能源政策與商機、晶片法案的發展方向、勞工

議題等。 

◎ 資通安全相關作業： 

本會配合政府資安政策之規定，已於 8 月 23 日完成資通安全管理法

所規範之「資安弱點通報機制(VANS)」導入作業，並依主管機關指

定之方式提交資訊資產盤點資料。 

◎ PECC臉書刊登新聞： 

◼ 疾病管制署舉辦「APEC 後疫情時代郵輪傳染病防治策略研討會：

導入數位科技應用」 強化郵輪防疫韌性及促進跨境安全旅行 

◼ 「2023 臺灣-東協、印度投資策略夥伴論壇」深化印太地區交流合

作 

◼ APEC政策支援小組報告 貿易限制持續增加將打擊經濟 

◼ APEC SOM3我國亮點 

9月 

◎ 發行 9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33 

◼ 2023年 APEC未來之聲青年培訓營花絮—下篇 

◼ 2023年 APEC未來之聲青年培訓營—APEC VOF模擬會議 

◼ G7廣島峰會後的日本經濟安全保障 

◎ 發行第 3季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英文季刊： 

CTPECC網站: https://reurl.cc/z6A37p 

◼ An Understatement of the Force that Drives Women Out of Labor 

Markets and Men Out of Their Families.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9%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9%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9%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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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ender Pay Gap, its Structural Challenges, and Some Related 

Thoughts. 

◼ The Advancement of Green Jobs in the Net-Zero Economy. 

◎ 發行第 3季議題報告（Issue Paper）： 

CTPECC網站: https://reurl.cc/V48AQQ 

◼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2023 G7 Hiroshima Summit: 

Emergence of the Indo-Pacific Anti-China Front?  

◼ Building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Midst of U.S.-China 

Geostrategic Rivalry? Views from Southeast Asia 

◎ 國內活動： 

◼  9 月 7 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受全國產業總工會之邀請進行專題演

講，主題為「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CPTPP 之現況」，藉由此

活動和工會理監事、各級幹部分享我國爭取加入 CPTPP的重要性，

CPTPP相關規範以及目前準備工作現況。 

◼ 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受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之邀請，於 9 月 22

日之「環球商務論壇—高科技產業新鏈結」進行專題演講，演講

主題為：「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的意義與挑戰」。該場會議與會者

主要為新竹科學園區各大企業之代表。 

◎ 推動國際智庫交流： 

◼  9月 26日本會陳冠瑜副研究員代表本會參加由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所主辦之第 16屆臺秘（魯）經濟聯席會議，本場會議邀請秘魯利

馬商會布羅莎會長（Rosa BUENO）與秘魯之企業代表與會，針

對我國與秘魯間之經濟趨勢及前瞻智慧科技商機等進行分享與探

討，包括我國爭取參與 CPTPP之相關議題。布羅莎會長於致詞時

表示，希望兩國未來能在數位轉型創新、人工智慧、永續治理等

領域向臺灣學習取經。 

◼ 9 月 26 日本會接待來訪之美國安慶律師事務所（Akin Gump）之

代表，雙方就臺美經貿夥伴關係、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與世界貿易組織（WTO）、供應鏈與地緣政治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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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流。重點如下： 

1.臺美雙方刻正持續推動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之談判，盼能作為

印太經濟架構（IPEF）第一支柱（貿易）的示範。美方過去在

國際經貿談判上常占主導地位，而目前改為積極尋求盟友以某

種方式進行合作，此一趨勢有助於臺美經貿關係的互動與深化。 

2.臺灣與中國均等待 CPTPP 成員國之同意以展開談判程序，然而

這些成員中有許多國家都需要與中國合作，因此，意圖「脫鉤」

是不切實際的。CPTPP成員國確實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 

3.隨著時代演進，WTO 涵蓋越來越多的議題，亦越來越難達成共

識。有些國家對某些談判議題不感興趣，進而阻止該項議題談

判工作。WTO 可能需要考慮是否進行重組與改革，以找到持續

推進的動力。 

◎ PECC臉書刊登新聞： 

◼ 美議員選區主任訪問團來臺交流 

◼ 確保印太安全與開放 美海巡艦將至太平洋島國 

◼ 美國跨國律師事務所 Akin Gump與本會和 APEC研究中心就臺美

議題進行會談 

◼ 日加強化車用電池供應鏈 降低對中依賴 

◼ 海洋保護里程碑 多國簽署歷史性公海條約 

◼ 國家標準與科技研究院(NIST)訪臺 盼加深網路安全合作 

◼ 美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加深半導體與印太合作 

◼ 聚焦東協峰會 應對區域挑戰 

◼ APEC 中小企業部長會議 我國分享如何協助業者掌握海外商機、

公正綠色轉型作法 

◼ 推動參與聯合國 我國提四大訴求 

10月 

◎ 發行 10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34 

◼ 第三十屆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大會—透過創新達成永續且包容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0%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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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亞太地區 

◼ 提升 APEC經濟體針對通貨膨脹管理策略 

◼ 溫室氣體盤查是企業邁向淨零排放第一步 

◼ 「臺灣，世界的幫手—2023國際組織日」10月 21日在臺北賓館，

歡迎共襄盛舉 

◎ 舉辦「亞太區域論壇」（第 3場）： 

10 月 5 日本會於中正大學進行第 3 場亞太區域論壇，並與該校戰略

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社會科學院合作舉辦。本次論壇主題為：「國

際地緣政經趨勢與科技政策競合發展」，本場活動分兩個場次，包

括：國際地緣政治與經濟發展、科技發展與國際政經競合。藉由

CTPECC、APEC 研究中心與中正大學教授的相互交流與討論，讓中

正大學師生均能更深入認識亞太區域發展的現況，也透過與該校師

生的互動，了解渠等的觀點。 

◎ 舉辦第 38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 

CTPECC網站：https://reurl.cc/bDV5lv 

10 月 20 日本會舉辦第 38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論壇主

題為「印太經濟架構下的區域整合影響」 The Impacts of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本場研討會

分為 2個場次，第 1場次主題為「透過印太經濟架構強化區域經濟永

續與韌性」，主持人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暨 APEC 研究中

心何振生研究員，兩位講者分為南加州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暨日本

國際問題研究所（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兼任研

究員 Saori Katada 教授，及臺灣師範大學印永翔副校長。第 2場次主

題為「變動中的亞太經濟秩序及臺灣的回應」，由 CTPECC 董事長

暨台灣經濟研究院張建一院長擔任主持人，兩位講者為工研院產科

國際所張超群永續資深策略長，及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陳

松興主任。 

◎ 國內活動：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0%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0%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0%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3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0%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4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0%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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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 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參加由我國 APEC 研究中心主辦之

APEC 論壇，本次論壇活動於臺灣師範大學舉行，並於該論壇中

就「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CPTPP 之現況」，與該校東亞學系

師生就現況與展望進行討論。 

◼ 10月 17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前往致理科技大學參加「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座談會，並針對「IPEF 與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分享觀察

與分析，與該校各系之教授就相關議題之最新發展進行討論。 

◼ 10月 18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列席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會議，該

場會議由外交部吳釗燮部長進行外交部工作報告並備質詢。 

◼ 10月 21日本會同仁參與由外交部主辦之國際組織日活動，該活動

中青年參與 APEC 經驗分享，由本會阮郁方助理研究員擔任主持

人，與 3位我國 2022年未來之聲（VOF）青年代表進行對話，向

現場與會者分享參與 VOF之經驗與感想。 

◎ PECC臉書刊登新聞： 

◼ 中德高級別財政對話 達成多項共識 

◼ 2023國際組織日 

◼ 風聲不斷的拜習會 

◼ APEC結構改革進程取得良好發展 

◼ 為達成 2050淨零排放 美斥資建 7大氫能中心 

◼ WTO研議全球碳定價標準 避免懲罰開發中國家 

11月 

◎ 發行 11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35 

◼ 國際地緣政經趨勢與科技政策競合發展 

◼ 亞洲運輸部門如何迎接永續與淨零轉型的挑戰與策略 

◼ 亞太區域情勢月刊長期徵稿 

◎ 出席 2023年 APEC年會相關會議： 

本年度 APEC 年會於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7 日在美國加州舊金山舉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16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17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19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21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2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2023%E5%B9%B411%E6%9C%88.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2023%E5%B9%B411%E6%9C%88.pdf#C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2023%E5%B9%B411%E6%9C%88.pdf#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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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會張建一董事長、許峻賓秘書長出席 CEO Summit、總結資深

官員會議、撰稿會議等多場會議。藉由本次會議觀察 APEC 的發展

現況、重點議題討論狀況、各經濟體重要立場，並掌握全球與亞太

區域新興議題的脈動，且於會議期間與PECC共同主席、國際秘書處

秘書長等人進行交流與互動，就PECC後續的各項工作進行意見交換。 

◎ 舉辦「亞太區域論壇」（第 4場）： 

11月 29日本會於東華大學舉辦第 4場亞太區域論壇，本場論壇主題

為：「具有韌性與包容性的亞太區域發展」，與會人員包括東華大

學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經濟學系、社會學系、公共行政學系等系

所師生，共計超過 60 人參與。會議開場先由東華大學副校長—朱景

鵬教授致詞，並介紹東華大學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張詠詠助理教授

就「亞太地區的情勢與發展」進行專題演講。在主題座談部分，由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林燕淑副院長主持，3 位講者與講題為：社

會學系梁莉芳副教授，講授題目為「全球高齡化與東南亞看護移

工」；公共行政學系王鴻濬特聘教授，講授題目為「亞太地區永續

發展教育」；本會林培萱副研究員，講授題目為「婦女經濟賦權在

全球與區域發展中的角色」。 

◎ 國內活動： 

◼ 11 月 2 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列席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會議，該

場會議由外交部吳釗燮部長報告「外交部 113 年度施政計畫及預

算編列情形」並備質詢。 

◼ 11月 28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於上午受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

會邀請發表專題演講，主題為：「國際經貿局勢現況與我國參與區

域經濟整合」，與公會同仁及會員代表分享國際經貿局勢之觀察與

心得。 

◼ 11月 28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於下午假臺中直轄市總工會就「我國

加入 CPTPP 對勞工之影響與因應」之議題，說明我國推動加入

CPTPP之進度，以及勞動部相關因應政策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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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安全相關作業： 

◼ 11月 6日~11月 10日本會委由外部顧問公司德欣寰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德欣寰宇）進行 CTPECC 官網弱點複測作業，

針對官網初測時所產生之弱點項目進行掃描，檢測弱點是否已完

成修補作業。 

◼ 11月 6日~11月 22日本會委由德欣寰宇進行 CTPECC官網滲透測

試，針對官網以非破壞性之方式進行檢測，透過各種滲透工具、

攻擊手法及漏洞利用等技巧，找出可能的潛在威脅。 

◼ 11月 22日本會委由德欣寰宇進行電腦與網路資安健檢作業，健檢

包含網路架構檢視、網路惡意活動檢視（有線）-封包監聽與分析、

網路惡意活動檢視（有線）-資安設備紀錄檔分析、使用者端電腦

惡意活動檢視、伺服器主機惡意活動檢視、目錄伺服器設定檢視

及防火牆連線設定檢視等項目。 

◎ PECC臉書刊登新聞： 

◼ 印尼減碳爭取 G7資助，臺灣修法力挺公正能源轉型 

◼ G7推出生成式 AI國際指導方針及行動規範 

◼ 首屆人工智慧安全峰會 強化全球合作 

◼ G7外長會議日本登場 英日舉行 2+2對話 

◼ 臺灣印度簽署移工合作備忘錄 解決臺灣產業缺工問題 

◼ PECC 2023區域現況年度報告 期望 APEC峰會取得正向結果 

◼ APEC財政部長會議 以長遠打造經濟 

◼ APEC部長級會議 持續擁抱永續成長及包容性 

◼ 深化經貿聯繫 張忠謀領袖代表與美國經濟顧問布蘭納德進行會談 

12月 

◎ 發行 12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36 

◼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2023-2024年區域現況》調查報告摘譯 

◼ 「第 38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會議紀實 

◼ 永續發展價值在 WTO架構下之實踐—漁業補貼協定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25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27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28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30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31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32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34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35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36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2%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1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2%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2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3-%E4%BA%9E%E5%A4%AA%E5%8D%80%E5%9F%9F%E6%83%85%E5%8B%A2%E6%9C%88%E5%88%8A12%E6%9C%88%E8%99%9F(%E4%B8%8A%E5%82%B3%E6%AA%94).pdf#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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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第 4季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英文季刊： 

CTPECC網站: https://reurl.cc/A4qg08 

◼ Investing in Gender Equality for Inclusive Growths. 

◼ Resolving the Semiconductor Talent Shorta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ssues in Green Economy: Taiwan’s 

Good Practices. 

◎ 發行第 4季議題報告（Issue Paper）： 

CTPECC網站: https://reurl.cc/lgV076 

◼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Australia’s “China Policy” under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An Overview 

◎ 出版 112年度之「亞太區域年鑑」： 

CTPECC網站：https://reurl.cc/97x6dY 

CTPECC 秘書處按照時程規劃，順利出版「亞太區域年鑑 2022-

2023」。本次年鑑按「PECC 文件選編」和「議題專論」兩部分規劃。

「議題專論」部分之國內稿件共 12篇，內稿 5篇占 41.67％，外稿 7

篇占 58.33%。 

◎ 與外國交流活動： 

12 月 8~9 日本會張建一董事長、鍾錦墀副主任委員前往琉球，參與

「臺琉論壇」。該場論壇活動由日本南西地域產業活化協會、沖繩

縣工業聯合會、臺日商務交流協進會共同主協辦，透過論壇的討論

共同探討臺灣與日本琉球產業合作的現況與展望。 

◎ 國內活動： 

◼ 12月 5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參與我國APEC研究中心舉辦之APEC

國際研討會，針對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現況之議題，進行引言，並

和該場次與談人中華經濟研究院WTO研究中心顏慧欣資深副執行

長、遠景基金會唐開太副執行長進行對話與討論。 

◼ 12 月 7 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受勞動部與嘉義市職業總工會之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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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國加入 CPTPP對勞工之影響與因應」之議題進行報告，與

工會理監事及幹部分享政府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及針對勞工政策相

關政策之現況。 

◼ 12 月 23 日本會許峻賓秘書長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之邀請，以

「印太經濟架構勞工權益規範對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發展的影響」

為主題，報告美國推動印太戰略與勞工政策之重點方向，與與會

之勞動力發展署長官進行交流與互動。 

◎ 資通安全相關作業： 

12 月 6 日本會委由德欣寰宇於進行內部資安稽核之相關作業，針對

ISMS管理面與 CTPECC官網進行查核作業。 

◎ 業務查核會議： 

12月 21日外交部於上午至本會進行年度工作實地查核，就本會整年

度工作推動狀況進行了解，並提出建議精進方向，作為本會持續推

進工作之參考。 

◎ PECC臉書刊登新聞： 

◼ AI浪潮興起 我國企業代表出席 APEC談數位經濟 

◼ COP28首日啟動基金支援受暖化衝擊國家 美國並再度捐助綠色氣

候基金 

◼ 俄烏戰爭造成 1.5億噸碳排放 超越比利時年排放量 

◼ 臺灣代表團出席 COP28 分享國內經驗與成效 

◼ 臺灣企業出席 COP28 分享企業永續實踐 

◼ 簽訂 FIPA臺加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 有助於臺灣加入 CPTPP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37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38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38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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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一） 收入總額 13,501,437元，包括： 

1.業務收入：本年度補助計畫收入 13,280,000元。 

2.業務外收入：本年度業務外收入 221,437元，包括： 

（1）基金孳息收入 165,537元。 

（2）其他利息收入 55,900元。 

（二） 支出總額 13,293,928元，包括： 

1.業務支出：本年度補助計畫支出 13,284,172元  

2.業務外支出：本年度業務外財務費用 9,756元。  

（三） 本期賸餘：本期收支互抵銷後，計賸餘 207,509元。 

二、現金流量實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增加 950,446 元，包括本期賸餘 207,509 元。 

資產負債調整科目如下： 

登記基金專戶增加 155,781元， 

無預付費用， 

應收帳款減少 85,795元 

應付帳款增加 812,923元。 

（二）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7,294,682元。 

（三）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245,128元。 

三、淨值變動實況 

本年度淨值 38,704,421元，包括： 

（一） 基金：創立基金 15,000,000元。 

（二） 賸餘：累積賸餘 23,704,421元，包括期初累積賸餘 23,496,912

元及本期賸餘 207,509元，期末累積賸餘 23,704,4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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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產負債實況 

（一） 資產總額為 40,823,853元，包括： 

1.流動資產 8,245,653元。 

      （1）銀行存款 8,245,128元， 

                包括：支存 423,081元， 

                            活儲 5,312,579元， 

                            定存 2,160,429元， 

                            美金帳戶美金11,074.91美元（合新台幣349,039元）。 

      （2）應收款項 525元。  

2.創立基金專戶 32,578,200元。 

（二） 負債總額為 2,119,432元，為應付帳款 2,119,432元。  

（三） 淨值為 38,704,421元，其中包括： 

1.創立基金 15,000,000元。 

2.累積賸餘 23,704,421元。



 

 

 

 

 

 

 

主          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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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收支營運決算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上年度決算數 科              目 本    年    度 本    年    度 比較增（減－）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金     額 ％ 

    (1) (2) (3)=(2)-(1) (4)=(3)/(1)*100 

13,898,620  收入 14,112,000 13,501,437  -610,563  -4.33% 

13,818,032     業務收入 14,062,000  13,280,000  -782,000  -5.56% 

13,818,032         補助計畫收入 14,062,000  13,280,000  -782,000  -5.56% 

80,588     業務外收入 50,000  221,437  171,437  342.87% 

55,860         基金孳息收入 27,000  165,537  138,537  513.10% 

24,728        其他利息收入 23,000  55,900  32,900  143.04% 

            

13,827,776  支出 14,072,000   13,293,928  -778,072  -5.53% 

13,818,032    業務支出 14,062,000   13,284,172  -777,828  -5.53% 

13,818,032        補助計畫支出 14,062,000   13,284,172  -777,828  -5.53% 

9,744    業務外支出 10,000  9,756  -244  -2.44% 

9,744       財務費用 10,000  9,756  -244  -2.44% 

70,844  本期賸餘 40,000 207,509  167,509  4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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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現金流量決算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    年    度 本    年    度 比較增（減－） 說      明 

項                   目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金額 %   

  (1) (2) (3)=(2)-(1) (4)=(3)/(1)*100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賸餘 40,000  207,509  167,509  418.77%   

    利息之調整 -50,000  -221,437  -171,437  342.87%   

    未計利息之稅後賸餘(短絀) -10,000  -13,928  -3,928  39.28%   

            

    調整非現金項目：     0      

       增加創立基金—登記基金專戶 -17,000  -155,781  -138,781  816.36%   

       減少應收帳款 0  85,795  85,795  0.00%   

       增加應付帳款 0  812,923  812,923  0.00%   

    未計利息之現金流入 -27,000  729,009  756,009  -2800.03%   

    收取利息 50,000  221,437  171,437  342.87%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3,000  950,446  927,446  4032.37%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23,000  950,446  927,446  4032.3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831,000  7,294,682  -1,536,318  -17.4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854,000  8,245,128  -608,872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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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淨值變動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期初餘額 

本    年    度 

本年度期末餘額 

說          明 

增       加 減      少   

基金 15,000,000  0  0  15,000,000    

    創立基金 15,000,000      15,000,000    

累積賸餘 23,496,912  207,509  0  23,704,421    

    累積賸餘 23,496,912  207,509   23,704,421  
本年度增加係 112年度本

期賸餘所致 

  合      計 38,496,912  207,509  0  38,70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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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年度決算數    上年度決算數                  比較增（減－） 

  
    金        額 ％ 

  
(1) (2) (3)=(1)-(2) (4)=(3)/(2)*100 

資    產         

    流動資產 8,245,653  7,381,002  864,651  11.71% 

            銀行存款 8,245,128  7,294,682  950,446  13.03% 

                    支存 423,081  2,206,174  -1,783,093  -80.82% 

                    活儲 5,312,579  2,610,634  2,701,945  103.50% 

                    定存 2,160,429  2,132,540  27,889  1.31% 

                    美金帳戶 349,039  345,334  3,705  1.07% 

            應收款項 525  86,320  -85,795  -99.39% 

            預付款項 0  0  0  0.00% 

其他資產 32,578,200  32,422,419  155,781  0.48% 

    創立基金-登記基金專戶 32,578,200  32,422,419  155,781  0.48% 

      

資  產  合  計 40,823,853  39,803,421  1,020,432  2.56% 

      

負    債 2,119,432  1,306,509  812,923  62.22% 

    流動負債 2,119,432  1,306,509  812,923  62.22% 

            應付票據     0    

            應付帳款 2,119,432  1,306,509  812,923  62.22% 

    其他負債         

淨  值 38,704,421  38,496,912  207,509  0.54% 

    創立基金 15,000,000  15,000,000  0  0.00% 

    累積賸餘 23,704,421  23,496,912  207,509  0.88% 

          

負  債  及  淨  值  合  計 40,823,853  39,803,421  1,020,432  2.56% 



 

 

 

 

 

 

 

明          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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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    年    度 本    年    度 比較增（減－） 說            明 

  預    算    數 決    算    數 金        額 ％   

  (1) (2) (3)=(2)-(1) (4)=(3)/(1)*100   

業務收入 14,062,000  13,280,000  -782,000  -5.56%   

       補助計畫收入 14,062,000  13,280,000  -782,000  -5.56% 
外交部實際補助金

額為 13,280,000 

            

業務外收入 50,000  221,437  171,437  342.87%   

       基金孳息收入 27,000  165,537  138,537  513.10% 

基金孳息收入依第 1

屆第 4次董事會決議

不得動用。 

       其他利息收入 23,000  55,900  32,900  143.04% 

其他利息收入主要

係初期台泥捐款 100

萬存入定存本金不

斷累積所產生。 

總         計 14,112,000  13,501,437  -610,563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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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1) 

本    年    度 

決    算    數 

(2) 

比較增減（－） 

說         明 金        額 

(3)=(2)-(1) 

％ 

(4)=(3)/(1)*100 

業務支出 14,062,000  13,284,172  -777,828  -5.53%   

   補助計畫支出 14,062,000  13,284,172  -777,828  -5.53%   

       薪資-計畫 6,947,000  6,510,000  -437,000  -6.29% 配合補助金額調降 

       稿費及翻譯費-計畫 113,000  258,658  145,658  128.90% 

因應法規修改，稿費

支給標準由每字 1 元

調升至 3 元，故此項

目支出增加 

       國內會議費-計畫 1,642,000  1,309,446  -332,554  -20.25% 
依業務實際需求狀況

撙節開支 

       國外會議費-計畫 1,753,000  1,390,177  -362,823  -20.70% 
依業務實際需求狀況

撙節開支 

       圖書資訊費-計畫 90,000  171,876  81,876  90.97% 詳註 1 

       郵資及運送費-計畫 66,000  71,511  5,511  8.35%  

       電話費-計畫 16,000  20,274  4,274  26.71% 

因應視訊會議需求增

加，租賃視訊軟體帳

戶供國際聯繫使用 

       文具用品-計畫 60,000  84,219  24,219  40.37% 
汰換辦公室碳粉匣與

耗材採購 

       印刷費-計畫 616,000  715,101  99,101  16.09% 詳註 2 

       租金支出-計畫 1,440,000  1,440,000  0  0.00%   

       團體會費-計畫 870,000  902,087  32,087  3.69% 匯率變動 

資訊安全服務費-計畫 252,000  243,519  -8,481  -3.37%  

網站維護費-計畫 120,000  51,450  -68,550  -57.13%  

車輛使用費-計畫 20,000  22,820  2,820  14.10% 
依業務實際需求狀況

撙節開支 

       雜費-計畫 57,000  93,034  36,034  63.22% 詳註 3 

            

業務外支出 10,000  9,756  -244  -2.44%   

       財務費用 10,000  9,756  -244  -2.44% 
為銀行登記基金信託

管理費 

            

總             計 14,072,000  13,293,928  -778,072  -5.53%   

註 1：依業務實際需求訂閱資料庫與國外期刊，期能增進研究能量。 

註 2：112年度印製秘書處業務所需之各式公文信封與紙袋，故整年度印製費用較預算略為增加。 

註 3：因應業務需求與軟體廠商規範修改，租賃文書處理軟體 Acrobat Standard帳戶，故支出較預算費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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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基金數額增減變動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捐 助 者 

創立時原始

捐助基金金

額 

本年度期

初基金金

額 

本年度基

金增（減

-）金額 

本年度期末

基金金額 

捐助基金比率％ 

說        明 創立時原始

捐助基金金

額占其總額

比率 

本年度期

末基金金

額占其總

額比率 

  (1) (2) (3)=(1)+(2) 

一、政府捐助               

中央政府               

經濟建設委員會--中美社

會發展基金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33.33 33.33 民國 80年 

經濟部國貿局--外銷拓展

基金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33.33 33.33 民國 80年 

政府捐助小計 10,000,000 10,000,00    10,000,000 66.67 66.67   

二、民間捐助               

企業界人士辜振甫等人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33.33 33.33 民國 80年 

民間捐助小計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33.33 33.33   

合  計 15,000,000 15,000,00    15,000,000 100 100   

 

 

 

 





 

 

 

 

 

 

 

參         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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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單位：人 

   職類（稱） 
本年度預算數 

(1) 

本年度決算數 

(2) 

比較增減（－） 

說明 

(3)=(2)-(1) 

  秘書長   1 1 0   

研究員 1 1 0   

  副研究員 2 3 1 
業務調整，但總人月

不變 

  助理研究員 2 3 1 
人員離職異動，但總

人月不變 

  研究助理    4 5 1 
人員離職異動，但總

人月不變 

兼任研究員 1 1 0   

合   計 11 14 3   

 



 

41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名稱 

職類 

（稱） 

  本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決算數 
比較 

增(減-） 

說 

明

(詳

註) 薪資 

超

時

工

作

報

酬 

津

貼 
獎金 

退休、

撫恤金

及資遣

費 

分攤保

險費 

福

利

費 

其

他 

合計 

（1） 
薪資 

超

時

工

作

報

酬 

津

貼 
獎金 

退休、撫

恤金及資

遣費 

分攤保

險費 

福

利

費 

其

他 

合計 

（2） 

（3）= 

（2）-

（1） 

秘書長 1,033,000     172,000 63,000  97,000     1,365,000 967,920     166,490 60,408  96,168     1,290,986 -74,014  

研究員 493,000     82,000 30,000  48,000     653,000 461,940     101,070 28,872  47,004     638,886 -14,114  

副研究員 1,630,000     272,000 100,000  172,000     2,174,000 1,527,312     235,076 91,872  168,600     2,022,860 -151,140  

助理研究員 695,000     116,000 43,000  94,000     948,000 650,736     66,302 39,204  96,071     852,313 -95,687  

研究助理 1,109,000     185,000 68,000  145,000     1,507,000 1,039,424     167,645 64,206  133,680     1,404,955 -102,045  

兼任研究員 300,000               300,000 300,000     0 0  0     300,000 0   

註：決算數差異為依補助金額核實報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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