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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 許峻賓秘書長介紹本場講者。（圖 /CTPECC 秘書處）

CTPECC 亞太區域論壇
「國際地緣政經趨勢與科技政策競合發展」(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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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秘書處

會議紀實

前言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於本（113）年 3月 19日假東海大

學舉辦 113年度第 1場亞太區域論壇。刊載於 4

月號的亞太區域論壇紀實上篇記錄了上半場次紀

要，而下篇將接續介紹下半場次。

第二場次：科技發展與國際政經

競合

第二場次由 CTPECC許峻賓秘書長主持，

進一步探討美中關係對當前亞太地區貿易及科技

發展之挑戰，以探討未來對我國可能之影響。

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下的亞太區

域影響力競衡 

CTPECC 張鴻副研究員

張鴻副研究員從經貿外交的觀點探討美中貿

易戰與科技競爭對區域經濟整合及產業發展的影

響。自 2017年川普政府提出「美國優先」政策

轉變以來，美中間的緊張局勢加劇。與此同時，

中國在 5G專利數量逐步領先美國，並在「中國

製造 2025」戰略下，積極實現成為製造強國的

目標，注重掌握關鍵技術及推動資通訊產業的發

展，為美國帶來挑戰。

此外，美中角力亦影響到區域整合及經濟發

展。美中在區域供應鏈中擔任不同角色，中國影

響力根基於其在區域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美國

則是亞太區域的最終市場。近年來中國資通訊企

業漸轉型為自有品牌（OBM），並逐步成為歐

美跨國公司的競爭對手，比重漸超過日本與韓國

的總和，並在 2010年後穩定保持在 40%以上。

基於依賴關係，中國進一步強化了其在區域經濟

整合中的影響力。同時，中國也在產業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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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張鴻副研究員講述美中競合。（圖 /CTPECC 秘書處）

唐運佳副教授進行趨勢分析。（圖 /CTPECC 秘書處）

CTPECC 亞太區域論壇
「國際地緣政經趨勢與科技政策競合發展」( 下 )

方面提出「中國標準 2035」，顯示中國欲透過科

技制定國際秩序。

從貿易戰演變為科技戰，美國對中國影響

力的反應主要體現在科技層面。美國採取「小院

高牆」措施，加強對關鍵科技的控制，設定國家

重點科技領域納入防堵範圍。此外，根據 2022

年通過《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進一步設立護欄條款，限制 AI高階晶片

及先進製程設備的出口。同時，為擴大影響力範

圍，美國積極組成晶片四方聯盟（CHIP 4），以

共同應對中國競爭。

最後，我國半導體產業具備科技優勢，加

上過去對於我國半導體產業赴中設廠投資實施嚴

格管制，對其依賴度較低，較易適應美中科技戰

與貿易戰衝擊。後續仍可觀察 IPEF與 RCEP等

重要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發展趨勢，而我國基於自

身產業優勢，強化與重要貿易夥伴連結，藉參與

「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以提升區域影響力。

全球科技管理趨勢及發展 東海大

學國際貿易學系 唐運佳副教授

唐運佳副教授認為全球科技管理趨勢將深

受政治、經濟及法律三大因素之影響。在政治層

面，全球政治局勢將產生變動。據統計，2024

年全球約有 71國進行選舉，超過 30億人投票，

後續結果對於塑造未來的政治環境具深遠影響。

唐副教授表示，經濟層面上對科技管理產

生重大影響，如在 AI及大數據等領域。景氣良

好時，供應鏈的有效運作至關重要；而在景氣

不佳時，現金流動則更為重要。法律層面亦是

影響科技管理進展的重要因素，不同國家的法

律對其產生不同影響，如美國 301條款反映出

法律亦對全球產業發展具重要影響。

美國晶片與科學法案之重要性 

CTPECC 陳彥如 助理研究員

陳彥如助理研究員分析 2022年美國提出

《晶片與科學法案》，旨在因應全球半導體供

應短缺問題，尤其當面對地緣政治挑戰。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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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下設兩個新辦公室，分別為 CHIPS計畫辦公

室與 CHIPS研發辦公室，前者負責實施半導體

獎勵計畫，後者則是建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

（NSTC），以及與盟國和夥伴經濟體建立強韌

供應鏈與技術保護。

晶片法案雖祭出製造半導體相關設備的

527億補助及 25%的稅收抵免優惠措施，但其

包括諸多限制性條件，如晶片法案的護欄措施

（Guardrails），防止來自中國等「有疑慮國家」

（countries of concern）對美國構成國安威脅。

根據護欄措施，受補助企業被禁止在有疑慮國

家擴大半導體產能或進行投資，也限制了受補

助者與有國安疑慮的外國實體，進行合作或技

術授權；一旦受補助者違反規定，美國政府有

權收回全部補助款項。

第一筆補助款 3,500萬美元用於英國航太系

統公司（BAE Systems）的美國子公司，以增加

國防晶片產量，彰顯美國欲強化國家安全戰略

之重要性。由晶片法案可見美國對國家安全及

半導體產業的重視，但在有限的政策資金限制

下，目前法案補助對象皆為美國自家業者。

陳彥如助理研究員介紹晶片法案。（圖 /CTPECC 秘書處）

閉幕致詞：CTPECC 許峻賓秘書長

本次亞太區域論壇最後由 CTPECC許峻賓

秘書長發表閉幕致詞。首先，許秘書長感謝各

位來賓及東海大學師生參與本次區域論壇，表

示本次討論之國際政治與經濟、國際貿易趨勢

與科技發展主題為 CTPECC作為推動我國順利

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時常接觸之議題，鼓勵來賓

可關注 CTPECC辦理之活動，參加 CTPECC舉

辦之青年營活動，促進國際事務之參與。

結語

本次論壇探討國際地緣政治、經濟發展及

科技趨勢等議題。在國際地緣政治方面，亞太

地區受到不同國家間地緣政治關係的影響，特

別是美中之間的競爭對 APEC合作帶來挑戰。

在 APEC場域中，尤其在推進區域經濟整合的

過程中，地緣政治的變化及經濟發展的挑戰更

是不可忽視。在企業層面，面對地緣政治局勢

變化時，則需提升韌性，加強風險管理，以確

保供應鏈的穩定。此外，科技創新與數位化轉

型議題，對於促進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至關重

要，亦是 APEC討論的重點之一。

CTPECC 亞太區域論壇
「國際地緣政經趨勢與科技政策競合發展」(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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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援外轉型：全球實踐與其背後
的安全意涵

簡旭伸、吳奕辰

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與氣候變遷永續發展學位學程教授

台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學位學程博士

近年來臺灣的國際角色日益吃重，除了眾

所皆知的影響全球科技產業的半導體群聚，以及

其延伸的亞太地緣政治和環境天災是否造成晶片

生產中斷之外，再來就是臺灣透過國際援助與發

展的改革，成為積極的國際發展守護者 （global 

care-taker）的形象，特別是在包含人道危機在內

的全球共同議題治理行動中，透過彌補歐美援助

國或國際組織的缺口，與其建立信任和友誼，進

而翻轉臺灣過往糾結於與中國爭奪邦交下的國際

孤立態度，成為主動貢獻全球發展的夥伴。

從「建交導向」的「雙邊援助」，

到「發展導向」的「三邊與多邊

援助」

從 1959年臺灣派出農耕隊到南越起，至今

已一甲子的臺灣援外行動，長期以來沿著鞏固與

拓展邦交的目標而展開，聚焦於臺灣與受援國政

府高層的雙邊合作 (Hu, 2015)。儘管臺灣因此曾

先後建立了近百個邦交關係，但也長期以來受到

來自國內外的批評，包含民眾認為是金錢外交

浪擲稅金在所謂「小黑窮」的國家 (Tubilewicz, 

2016)，以及歐美國家認為干擾他們的援助議程，

甚至指控臺灣是太平洋地區地緣政治不穩定的因

素之一 (Atkinson, 2010)。

從馬英九政府到蔡英文政府時期，臺灣逐

漸明顯出現援外政策的轉型，強調多元的援外夥

伴關係，特別是與其他援助國或國際援助機構的

三邊與多邊合作 (吳奕辰 & 簡旭伸 , 2022)。臺

灣民眾願意支持這樣的積極角色，並扭轉「金錢

外交」負面形象。2017年的一項民調顯示，只

有 10%的台灣人支持投入資源維持邦交，而近

70%的人更願意將這些資源用於參與國際社會

(台灣智庫 , 2017)。

不同於傳統的雙邊合作強調援助國與受援

國的雙邊關係，三邊合作強調互補的關係，有

錢出錢（例如援助資金通常較豐富的歐美援助

國），有力出力（例如有快速發展經驗的新興援

助國家），雙方共同在第三國受援國展開援助計

畫 (OECD, 2013a, 2013b)。以印太地區為例，臺

政策轉型

臺灣援外轉型：
全球實踐與其背後的安全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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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駐帛琉技術團不僅與帛琉政府合作推動農業

技術擴散，也與日本笹川和平基金會（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一起將技術團的示範農場打

造為生態旅遊景點，共同支持帛琉的觀光業 (國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19)。

儘管，三邊與多邊合作對臺灣是一大挑戰，

因為大部分的歐美國家並不正式承認臺灣政府，

臺灣在大多數的多邊國際組織也沒有席位；然而

當臺灣援外的內容能夠切中國際間的重大需求，

且政策上也有意識地支持時，就有機會翻轉臺灣

在國際場域的地位，與沒有正式關係的歐美國家

或國際組織成為實質夥伴，其中最突出的是中東

難民危機 (Wu & Chien, 2022)。

運用專長對接國際援助體系的需

求─以中東難民危機為例

2014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當務之急

是協助中東各國收容難民。儘管在中東沒有邦

交國，但臺灣透過與約旦、土耳其等國的實質

往來，從 2014年到 2019年陸續投入超過十億

臺幣，與歐美國家機構 （如美國國務院和國

防部等）、歐美國際發展 NGO（例如 Mercy 

Corps、Near East Foundation、Action Against 

Hunger）以及國際組織（例如歐洲復興開發銀

行）合作展開人道援助、重建與發展。臺灣因

為卓越的貢獻，其國旗出現在聯合國難民營的

一處入口，與各主要援助國一同並列，甚至不

屬於臺灣認養區塊的難民住所也出現手繪的臺

灣國旗 (Wu & Chien, 2022)。

臺灣援外轉型：
全球實踐與其背後的安全意涵

儘管臺灣投入的十億臺幣與歐美國家並不

算太多，但在聯合國設立於約旦的難民營中，

從功能齊全的組合屋，到太陽能 LED燈與充電

組，以及臺灣成衣業在約旦的工廠直送的過冬

衣物，還有贈送美國用於其他地方的掃雷設施

與行動醫院，可以看到臺灣從過去的防災救災、

商貿布局以及外島掃雷等經驗所產生的關鍵技

術，在此發揮特定的影響力，協助國際援助體

系更順暢地安置難民 (Wu & Chien, 2022)。

隨著在中東合作的成功，臺灣與美國進一

步將三邊援外合作常態化為全球合作暨訓練架

構（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並從人道援助領域擴展到各個國際發

展領域，其正式合作夥伴也納入日本和澳洲，

並且有多個歐美國家具名合辦 GCTF各項活動

或擔任主辦國。與此同時，臺灣本身也持續擴

大援助對象，使臺灣的受援國已經超過一百國，

並且許多也受到民眾的響應，尤其是 2020年

COVID初期的口罩外交（口罩在當時也是關鍵

約旦扎塔裏難民營中，臺灣國旗與其他援助國以及聯合國的旗幟並列

資料來源：國合會《104年度北約旦水井修復計畫監督任務返國報告》
第 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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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實踐與其背後的安全意涵

物資），其中很大一部分口罩是臺灣公民自發

透過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捐贈的，其結果是大

大拓展了臺灣的援外領域到更多國家，並提升

國際能見度 (外交部 , 2020)。更重要的是，儘

管不在最初的預料內，但在隔年臺灣陷入疫情

時，歐美各國也回報以對臺灣的疫苗外交。

援外轉型背後的安全與風險

臺灣對歐美國家的口罩外交，意外催生隔

年歐美國家對臺灣的疫苗外交，顯示了臺灣援

外的背後有潛在安全意涵，亦即援外所創造的

國際連結，在關鍵時刻可能對臺灣的安全發揮

作用。儘管鞏固與拓展邦交的傳統援外議程也

扎塔里難民營臺灣組合屋上有臺灣國旗銘版（上），另一區他國

捐贈的鐵皮屋上有難民手繪的臺灣國旗（下）

資料來源：作者攝於 2018年田野調查

是安全的考量，亦即避免臺灣陷入無邦交、無

國際組織會籍的孤立狀態，但如同真正在軍事

上協防臺灣的並非邦交國，而是無邦交的美國

及其盟國，臺灣對於重要的無邦交國的援助與

合作所產生的安全效益，有時也大於對邦交國

雙邊援助所產生的效益。

事實上，根據國際合作發展事務年度報告

所顯示的資訊，在口罩外交之前的 2010年代，

臺灣就已經在西歐、北美和日本等地發生地

震、颶風、水災、森林大火等天災時提供贈款。

而在東歐和中南美洲的無邦交國，臺灣亦捐款

給地方的社福機構、學校、社區中心、教堂、

NGO等，進行醫療、教育、社福、文化、環保

等所需的基礎設施、設備、活動、學術研究等，

國際合作計畫數目之多與內容之廣，已幾乎相

當於邦交國。

而在印太地區，除了新南向政策進一步增

加在此區域的援助計畫之外，臺灣亦開始有許

多與發展合作息息相關但更具有安全意涵的行

動，例如 2021年 3月臺灣與美國簽署備忘錄

成立海巡工作小組，共同保護海洋資源、打擊

IUU（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的）捕撈、聯

合海上搜救等 (Christensen, 2021)。同月兩國加

上日本共同發起「防災救援倡議活動：宣導教

育—建立韌性—採取行動」系列活動，擴大三

國的國際人道合作（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aiwan) &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2021)。

這些以人道為名在印太地區展開的多邊合作，

不僅關乎美國關切的東海和南海以規則為基礎

的海上秩序，在 2024年 2月一艘中國的三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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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20年臺灣援外地圖。深灰色是邦交國（例如巴拉圭），斜線者是無邦交的受援國（例如歐美與中東各國），淺
灰色是無邦交亦無援助關係的國家（例如中國）。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國際合作發展事務年度報告彙整

艇在金門近海的翻覆事故後，更顯示海巡以及

區域的人道合作對於嚇阻中國灰色地帶作戰的

潛在作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從雙邊延伸三邊帶來

的責信（accountability）議題。在三邊計畫，

特別是因為戰爭或災難脈絡下的人道援助，多

是由臺灣外交部快速對接理念相近國家 (like-

minded countries) 的相關國際發展夥伴團隊，一

起到第三地執行緊急合作計畫。所以，針對許

多執行人道援助計畫所在地甚至沒有臺灣代表

處下，囿於時效或許僅憑對於理念相近夥伴的

信任而接受其援助成果回報，雖是無可厚非卻

也難免落人口實。也因此，如何發展因應台灣

特殊國際處境的三邊合作上的援助責信機制，

就顯得有一定迫切性（例如與國內有經驗的學

研與 NGO單位合作，直接到人道現場進行援助

成效調研等方式）。

再者，與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緊密合作所

產生的安全因素，也出現「台灣太過選邊站而

有風險」的討論。例如台灣在中東投入難民援

助工作，也引來 ISIS（伊斯蘭國）的注意，甚

至在一份新聞資料中公開點名台灣是其六十個

敵對國家之一 。例如，臺灣援助中東的預算在

立法院討論時，就有立委質疑當時臺北將舉辦

的世大運可能遭到恐怖攻擊 (立法院 , 2017)。

所幸，這幾年在國際制裁等因素下，ISIS 對全

球恐攻威脅已經相對小很多。

結論：從國際孤兒變成全球發展

守護者

整體而言，透過回應全世界弱勢處境和

處於邊緣的群體的需求，臺灣逐漸告別乞求建

交的卑微處境，轉而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成熟的

臺灣援外轉型：
全球實踐與其背後的安全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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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者。並且在實踐發展導向國際援助的同

時，也與西方國家建立了信任和友誼，證明自

己是全球共同問題上負責任的權益關係者，從

而逐漸加強在發展援助等軟性議題上的國家安

全作用，甚至多邊協作的發展援助導向，甚

至進而使歐美理念相近國家主動協助臺灣維

繫包含邦交在內的外交關係，例如美國頒布

《臺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TAIPEI) Act）就是要推動各國與國際

組織深化對臺灣的正式及非正式關係，從而支

持並確立臺灣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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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包容性放大鏡：透視秘魯身心
障礙議題發展

程明彥

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 助理研究員

議題發展

一、秘魯視角下的 APEC

亞太地區是世上最創新、動力十足、成長快

速的區域，秘魯自 1998年加入 APEC，繼 2008

年與 2016年後，於本（2024）年第 3次擔任

APEC主辦經濟體，以連結最大市場，並促進更

具包容與永續發展之契機，同時透過經濟與技術

合作，應對巨大經濟社會挑戰。

秘魯正深化對國內政策有正面影響的議程，

特別是針對最弱勢的族群，促進經濟與社會包容

性。本年度優先領域主軸在於處理社會本質問

題，以及為脆弱群體賦權，包含：為包容性成長

之貿易與投資、促進轉型至正式與全球經濟之創

新，以及為韌性發展之永續成長等。

二、美國於 APEC 場域積極推動

身心障礙者議題

APEC過往探討身心障礙議題時，多著重

官方政策及非營利組織倡議，2023年美國便於

HRDWG大會邀請身心障礙領域專家、官員，

以及身心障礙運動員等現身說法，促進各經濟體

在制定政策時，考量身心障礙者需求。本年美國

為延續與深入探討，以促進身心障礙議題能夠於

APEC場域持續發展，故積極推動身心障礙政策

主席之友（FotC）設立與運作。

三、秘魯於 APEC 場域因應美國

之作為

秘魯配合美國積極推動，提出「人力資源發

展專家對話：為身心障礙者包容性與賦權運用數

位策略」計畫以創造討論身心障礙議題之平臺，

運用數位策略於促進身心障礙人士整合進勞動市

場，掌握身心障礙者所面臨之挑戰，並探索當前

數位生態系統，在廣泛運用 AI下可如何促進勞

動市場整合。

此外，計畫總體目標著重強化 APEC回應

科技變遷之調適能力，同時也培養包容且強韌的

勞動市場，並策略性且同理地利用數位資源。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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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果為提供一系列全面建議，並聚焦於促進區

域間的培訓、調適、合作，最終對勞動力帶來益

處，並強化身心障礙人士之包容性與韌性。

四、秘魯推行身心障礙者政策實

際情形

（一）具體進展

針對當前已取得進展，秘魯在批准《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後，在人權方面有大量立法，如

至 2030年前身心障礙發展國家多部門政策，為

秘魯第一項針對身心障礙者之國家公共政策，以

打造平等社會為願景，持續致力於消除佔 10%

人口之身心障礙者發展障礙。在設計與發展此政

策過程中，秘魯已與公民社會先行討論，為此領

域首開先河，以積極尋求消除對身心障礙者之結

構性歧視，確保其取得服務之機會與管道。

另一重大成就為調和《民法》法規，承認

身心障礙者的完全法律行為能力，防止基於身心

障礙之干涉，以及強化合理特殊安排之義務。透

過各種規範與準則，以及訓練公私體制下的司法

與工作人員，秘魯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優質治療與

照護，並持續推動公共政策主流化，以確保有效

照護所有人民。

（二）不足之處

秘魯法律改革先進程度已是該區域典範，

然仍有許多法律缺乏配套措施或預算，導致無法

運作。就管制層面，秘魯仍允許將人民送入特定

機構為保護措施，即許多身心障礙者被認定不符

申訴資格，故其法律保障被剝奪，並被強行送入

精神醫療院所，且如庇護所等社區服務因缺乏預

算而未能獲釋，以及妥適經營。

教育層面上，有 88%身心障礙男女童已達

學習年齡，卻因缺乏教師訓練及預算分配等困

境，而未能就學。就業層面上，64%身心障礙

者已達工作年齡卻未就業。此外，秘魯也無針對

身心障礙者之減貧策略。

五、結語與建議

美國在 2023年擔任 APEC主辦時，積極促

進身心障礙議題討論，使過往曾因參與狀況未達

預期，而落日之 APEC身心障礙議題，正式成

立了 FotC，可預期該議題將在 APEC場域持續

受重視。

綜觀秘魯對身心障礙者保障雖有充足法規架

構，政策並設有具體年限與方向，但實際執行成

效卻苦於預算而生落差。許多發展中 APEC經濟

體應有相似情形，未來各經濟體促進包容性時，

應正視推動政策落實之困境，解決辦法與分享最

佳範例，方能早日實踐 APEC太子城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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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營報名資格

2024年APEC未來之聲培訓營共辦理兩場：
台北場於7/9(二)-7/12(五)在台北捷運北投會館舉辦
台中場於8/12(一)-8/15(四)在國立中興大學舉辦

歡迎18-30歲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大專院校各科系學生或
社會靑年報名參加

關注詳細議程與報名資訊
請見官網：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