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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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說明 

中華民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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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域經貿合作平台的參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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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3 年，期滿得連任，如有改選或出缺，

由董事會補選後報外交部備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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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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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會 

會務委員 

秘 書 長 

秘 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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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研究員 1 位、副研究員 3 位、助理研究員 6 位、

研究助理 5 位。 
職稱 名單 
秘書長 周子欽 
研究員 廖舜右（兼任） 
副研究員 何振生、許峻賓、張鴻 
助理研究員 阮郁方、李麒緯、陳宥喬、黃停雲、黃裕晟、

廖崇宇 
研究助理 蘇山芷、蘇品文、張嘉琦、李毓蓉、王寶華 

研 

究 

、 

出 

版 

會 

議 

、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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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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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年度各項工作計畫之執行成果 

一、111 年度 CTPECC 工作重要成果 

111年度 CTPECC的重要工作成果，按照「參與 PECC會務活動」、

「參與 PECC 重點計畫」、「舉辦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舉辦

APEC未來之聲（Voices of the Future, VOF）青年培訓營」、「推動國際智

庫交流」、「辦理亞太區域論壇」與「出版刊物」等大項，說明如下： 

(一)「參與 PECC 會務活動」 

1.111年 2月 10日參與 PECC執委會視訊會議。會議回顧 APEC 110

年領袖會議成果與奧特亞羅瓦行動計畫（APA），並決定舉辦活

動向 111 年 APEC 的 3 場部長級會議提出建言。 

2.111 年 11 月 3 日至 4 日，PECC 常務委員會暨第 29 屆大會於泰國

曼谷舉行，該會由 CTPECC 張建一董事長、周子欽秘書長及阮郁

方助理研究員與會。本屆大會 3 個場次主題分別與 111 年 APEC

的主題「開放、連結、平衡」（Open, Connect, Balance）緊密相關，

場次 1 為供應鏈連結性議題，與「連結」呼應；場次 2 主題與貿

易自由化相關，呼應「開放」；場次 3 為 BCG 綠色經濟模式，呼

應「平衡」。「BCG 綠色經濟模式」為泰國身為 2022 年 APEC 主

辦經濟體所設定之目標，泰國於場次 3 邀請澳洲、越南、法屬太

平洋島嶼等會員之講者分享渠等推動BCG經濟模式的相關案例。

本次常委會期間，PECC 因財務永續問題，有部分會員建議可爭

取新會員加入，為此，PECC 成立小型工作組（Small Working 

Group）就新會員議題進行討論，並將於下屆常委會提出具體建

議。 

(二)「參與 PECC 重點計畫」 

111 年 4 月 14 日召開區域現況（State of the Region，以下簡稱

SOTR）視訊編輯會議，會議中針對 SOTR 報告章節主題安排與

內容鋪陳、111 年度 APEC 優先議題及區域現況問卷、區域經濟

展望等進行討論。會議決議 111 年度 SOTR 將聚焦探討疫情、俄

烏戰爭、全球供應鏈重組、全球性通膨、開放觀光與亞太自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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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AP）相關倡議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三)「舉辦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 

第 37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於 111年 10月 21日在

香格里拉台北遠東國際大飯店召開。111 年的研討主題為「以區

域合作促進綠色復甦」，深入探討當前綠色復甦在本區域的發展

趨勢，以及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在推

進綠色復甦方面的現況。也藉此呼應 2022 年 APEC 對永續成長

的重視。 

會議開場依序由外交部蕭伊芳副司長與美國在台協會經濟組

Rashad Jones 組長進行致詞，活動聚焦於「綠色金融」相關議題，

透過業者間經驗交流，廓清綠色金融的發展道路。當天下午在本

委員會董事長張建一博士的閉幕致詞中，活動圓滿結束。 

(四)「舉辦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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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台，至今已邁入第 15 屆。為使本

活動更貼近 APEC 青年事務，且與年底 APEC 主辦經濟體舉行之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活動議程相扣合，本會於 111 年將

國際青年事務培訓活動定名為「2022 APEC 未來之聲（VOF）青

年培訓營」。在疫情趨緩之下，111 年度的青年培訓營恢復於臺

北和臺中各舉辦一場。臺北場於 7 月 5~8 日假「國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淡水教育中心」舉辦；臺中場於 7 月 19~22 日假「全

國大飯店」舉辦。本培訓營聚焦在APEC VOF會議上，目的是培

養未來青年學子們深入瞭解國際議事進行方式，厚植青年實際參

與國際活動之能力。 

(五)「推動國際智庫交流」 

為促進本會與其他 PECC 委員會及國外智庫議題交流，充分發揮

二軌外交成效。受 COVID-19 疫情影響，111 年度本會採視訊討

論會議模式，邀請國外智庫或其他 PECC 委員會之代表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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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辦理 3 場智庫交流會議： 

1.第 1 場於 3 月 31 日舉辦，主題為「永續成長：趨勢與課題」； 

2.第 2場於 7月 11日舉辦，主題為「IT產業供應鏈重組：臺灣與歐

洲觀點」； 

3.第 3 場於 9 月 30 日舉辦，主題為「APEC 2023：美國的優先議題

與展望」。 

(六)「辦理亞太區域論壇」 

111 年度舉辦 4 場亞太區域論壇： 

1.第 1 場在國立中山大學舉辦，主題為「美國印太戰略演變與東亞

金融發展」； 

2.第 2 場在南臺科技大學舉辦，主題為「全球經貿趨勢與亞太區域

合作：以醫衛合作與產業智慧化為焦點」； 

3.第 3 場在天主教輔仁大學舉辦，主題為「原民經濟趨勢與亞太區

域合作前景：以原住民族經濟貿易合作協議（IPETCA）為焦點」； 

4.第 4 場在國立高雄大學舉辦，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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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出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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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度共發行 4 期。 

 

本會持續於 111 年度舉辦多項國內活動（如：亞太區域論壇），

並發行中、英文出版品（如：「亞太區域情勢月刊」、「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亞太區域年鑑」和 「Issue Paper」），就各項亞太區域、

APEC 等相關議題進行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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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本會將持續就亞太區域與 APEC

各項議題的發展加以關注，增加與本區域產學界的討論，以掌握國際

議題發展之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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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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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國際經濟景氣之回顧與展望 

 我國參與 APEC 數位健康議題回眸 

 太平洋區域醫療衛生資訊的合作與未來趨勢發展 

◎ 國內專家座談會議「產業因應疫情與貿易環境變遷之經驗」：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7Ryqm5 

為促進本會與產業界互動，特別專訪銳泰精密工業游祥鎮董事長及

澳商勤可龍臺灣分公司的江純真總經理。座談間各造針對疫後我國

製造業因國際情勢變遷及進口關稅法規所受到的影響，進行討論，

也提及未來發展趨勢及業界應對之相關配套措施。 

◎ 國內專家座談會議「紐西蘭商工辦事處專訪：原民經濟、永續發展

與區域整合面面觀」：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klVWWL 

本次專訪就原住民經濟、永續發展及區域整合三大議題進行探討，

使得 CTPECC 秘書處得以與派駐我國之 APEC 經濟體進行豐富的交

流，亦能藉此強化 CTPECC 在促進產、官、學三方交流上的角色。

未來還將繼續接觸其他 APEC 經濟體之駐臺單位，並將所得用以提

升自身與臺灣公、私部門的互動。 

2 月 

◎ 發行 2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11 

 私部門因應亞太疫情與國際局勢環境變遷之經驗：企業觀點 

 獨家專訪新任紐西蘭駐臺代表馬嘉博：「原民經濟、淨零排放與區

域經貿整合面面觀」 

 運動創新引領亞太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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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CC 國際會議參與： 

111 年 2 月 10 日參與 PECC 執委會電話會議。會議回顧 APEC 110 年

領袖會議成果與奧特亞羅瓦行動計畫（APA），並決定舉辦活動向

111 年 APEC 的 3 場部長級會議提出建言。泰方已於 111 年 11 月 3 日

至 4日舉辦 PECC大會，且充分考量本區域其他國際會議或論壇集會

的時程，避免擠壓在座各位的準備或參與時間。關於經費議題，主

席呼籲各方踴躍自願捐輸，否則 2023 年 PECC 依然會面臨財務問題。 

3 月 

◎ 發行 3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13 

 CTPECC 亞太區域論壇－美國印太戰略演變與東亞金融發展 

 淺談疫苗接種防疫規定與勞工個人選擇權力之爭 

 數位醫療轉型：疫後我國國際醫療服務於亞太區域之展望 

◎ 舉辦「亞太區域論壇」（第 1 場）：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ZXQdWM 

CTPECC 與國立中山大學共同舉辦「亞太區域論壇」，主題為「美國

印太戰略演變與東亞金融發展」，討論內容除學術理論外，尚結合對

國際現勢的精闢分析，焦點包括：「美國印太戰略發展，經濟分工與

亞太盟友之關係?」、「美中金融戰略情勢，解構美元衰退論迷思」、

「亞投行未來進程，整合、亦或競逐當代國際金融體系?」、「解析日、

韓、臺三國的南方金融戰略」等。會後與會者們與講者間熱絡互動。

中山大學政治所熱烈盼望能繼續與 CTPECC 合作。 

◎ 國際智庫交流會議「永續成長：趨勢與課題」：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ZXGx3M 

CTPECC 與韓國委員會 KOPEC 合作，就 111 年 APEC 主辦經濟體泰

國極為重視的「永續成長」議題舉行線上閉門會議。臺、韓雙方的

學界與業界人士針對「以貿易促進永續成長」、「包容性對永續成長

的意義」，以及企業界對永續成長議題的關注焦點等，暢所欲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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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再次強化臺、韓兩委員會之間的情誼，為接下來的合作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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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pLmb58 

 Beyond the CPTPP and RCEP: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Coming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Prospect of Post-COVID Education: From a South Korean Case. 

 How Governments Promote CPTPP Domestically: A Brief Comparison. 

◎ 發行第 1 季議題報告（Issue Paper）： 

CTPECC 網站: https://reurl.cc/EG2Mzn 

 Advance the Sustainable Futur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Marke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clusive Growth in Korea. 

4 月 

◎ 發行 4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14 

 CTPECC 智庫交流視訊會議——聚焦「永續成長：趨勢與課題」 

 日、韓、臺三國公私部門資本的南方戰略 

 COVID-19 疫情時代非正式經濟的挑戰與政策回應 

◎ SOTR 視訊編輯會議： 

CTPECC 由張建一董事長擔任 SOTR 計畫編輯委員，於 SOTR 出版

前，提供編輯方向建議。為積極響應 SOTR 的問卷調查活動，

CTPECC 邀請國內各界上網填寫問卷，踴躍程度遠超其他成員。111

年 4 月 14 日召開 SOTR 視訊編輯會議，會議決議 111 年度 SOTR 聚

焦探討疫情、俄烏戰爭、全球供應鏈重組、全球性通膨、開放觀光

與亞太自貿區（FTAAP）相關倡議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 辦理第 11 屆第 2 次董、監事聯席會： 

111 年 4 月 15 日召開第 11 屆第 2 次董、監事聯席會，審閱通過本委

員會民國 110年度決算書內容與「個人資料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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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後個人資料處理方法（簡稱安全維護辦法）」。 

◎ 出席「PECC 圓桌會議：關於亞太自由貿易區（FTAAP）的嶄新對

話」： 

此項會議於 111年 4月 26日由澳洲 AusPECC主辦，紐西蘭 NZPECC

協辦，在網上分 4 個場次舉行：「FTAAP 的背景」、「經濟脈絡」、「全

球與區域脈絡」以及「堆積木以成局」。會議主席於閉幕時強調美、

中兩強的重要角色，以及 PECC 與 ABAC 之間潛在的合作機會，期

待藉此提高 APEC 相關討論的品質。 

5 月 

◎ 發行 5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15 

 PECC 2022 年區域現況報告（State of the Region）編輯會議 

 PECC 圓桌會議：關於「亞太自由貿易區」（FTAAP）的嶄新對話 

 「APEC 未來之聲」培育下個世代 亞太領袖，臺灣青年有天生的

優勢 

◎ 舉辦「亞太區域論壇」（第 2 場）：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OVk21A 

為深化理解亞太區域之國際局勢變化，太平洋經濟合作理事會中華

民國委員於 111 年 5 月 17 日以「全期經貿趨勢與亞太區域合作」為

題，再次與南台科技大學合作，共同舉辦 111 年度「第 2場亞太區域

論壇」實體會議。會中就 111年度全球經貿趨勢、亞太區域前景、國

際醫衛合作及產業智慧化等議題進行交流。現場吸引諸多師生熱烈

互動。 

6 月 

◎ 發行 6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16 

 CTPECC 亞太區域論壇——「全球經貿趨勢與亞太區域合作：以醫

衛合作與產業智慧化為焦點」場次一：2022 全球經貿趨勢與亞太

區域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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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ECC 亞太區域論壇——「全球經貿趨勢與亞太區域合作： 以

醫衛合作與產業智慧化為焦點」 場次二：「國際醫衛合作與產業

智慧化」 

 印太經濟架構與臺美經貿關係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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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zAbjM0 

 Putrajaya Vision 2040 and the Outlook of APEC Process. 

 A Paradigm Shift is needed in Industrial Policy. 

 Does an Economy’s Scale Determine Its Status in APEC? 

◎ 發行第 2 季議題報告（Issue Paper）：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lv0jvA 

 Contemplating Solutions to Net-zero Emissions through Multi-

dimensional Consider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mid 

Climate Change. 

7 月 

◎ 發行 7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17 

 2022 年美國與東協特別高峰會之觀察與評析 

 近期國際情勢對國際政治結構的可能影響 

 青年國際外交與媒體推廣參與-以宏都拉斯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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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稱「VOF 青年營」）： 

CTPECC 網站（臺北場）：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418 

CTPECC 網站（臺中場）：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420 

VOF 青年營臺北場邀請到外交部李中偉參事以及 CTPECC 董事長張

建一擔任開幕致詞嘉賓，為活動拉開序幕，本會也邀請到財政部李

雅晶副署長、廣達電腦張嘉淵技術長、CTPECC 顧問廖舜右、行政

院鄧華玉副處長、澳洲駐臺辦事處 Michael Googan 副代表、前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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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呂慶龍、台灣數位外交協會郭家佑理事長、關鍵評論網李漢威

製作人、國立中興大學袁鶴齡教授、外交部研究設計會谷瑞生主任

以及 CTPECC 張鴻研究員前來分享。每位講師從各自擅長的領域，

從全球經貿、國際組織、數位經濟、數位外交、新聞識讀、國際談

判技巧等面向，分享國際事務參與經驗。 

VOF 青年營臺中場邀請到外交部翁瑛敏處長、CTPECC 董事長張建

一以及國立中興大學國際事務處張嘉玲國際長擔任開幕致詞嘉賓，

為活動拉開序幕。同時，本會也邀請到 Google 臺灣林雅芳總經理、

廣達電腦張嘉淵技術長、CTPECC顧問廖舜右、CTPECC周子欽秘書

長、澳洲駐臺辦事處 Paul Salisbury 副處長、前駐法大使呂慶龍、經

濟部能源局陳炯曉科長、風傳媒世界走走頻道鍾巧庭及王穎芝編輯、

國立中興大學袁鶴齡教授、立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林靜怡立委以及

APEC 研究中心邱達生研究員前來分享。每位講師從各自擅長的領域，

從全球經貿、國際組織、數位經濟、數位外交、新聞識讀、國際談

判技巧、醫療外交等面向，分享國際事務參與經驗。 

◎ 國際智庫交流會議「IT 產業供應鏈重組：臺灣與歐洲觀點」：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Gedyb3 

疫情的干擾和美中戰略競爭，對全球及區域供應鏈帶來負面影響。

如何促進供應鏈的安全與韌性，至今依然是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上的

關鍵議題。供應鏈重組（restructuring supply chains）被視為提升供應

鏈安全與韌性的有效手段之一，已成為美、臺等區域經濟體的政策

措施。身為全球 IT 產業供應鏈重組的利益關係人，法國產、學界期

望與 CTPECC 就此展開對話交換雙方的研究成果與專業意見。 

基於以上，7 月 11 日由 CTPECC 與 FPTPEC 就「IT 產業供應鏈重組

臺灣與歐洲觀點」舉行線上閉門座談。雙方皆認為此一活動將有助

於雙方對 111 年 PECC 的相關討論做出貢獻，進而發揚 PECC 作為

APEC 智庫的角色。此次會議邀請臺、法兩國講者分享經驗與觀點，

並持續促進兩國PECC委員會與學術、產業界人士的多方面合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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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討論內容包括：「IT 供應鏈變遷的動因與現況」、「供應鏈重組

所面臨的阻礙與挑戰」、「亞太各國與歐洲眼中的新機會」以及

「跨區域合作重組 IT 供應鏈」的思考，並將我國產、學界人士的意

見與對方分享。 

◎ 辦理第 11 屆第 3 次董、監事聯席會： 

111 年 7 月 14 日召開的第 11 屆第 3 次董、監事聯席會，審閱通過本

委員會民國112年度預算書內容與補選國家發展委員會黃凱苹主任為

CPTECC 董事。 

◎ 出席 111 年 APEC 研究中心聯席會議（ASCCC）： 

111年 APEC研究中心聯席會議（ASCCC）於 7月 21日至 22日在泰

國普吉島舉行，會議主題聚焦於「後疫情時代 APEC 的未來走向」

（Post Covid-19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APEC）。為建立學術研究人

脈機會，CTPECC 派遣張鴻副研究員出席，並以「於後疫情時代促

進尊嚴勞動：CPTPP 對 APEC 區域合作的影響」為題進行簡報。會

議期間，張副研究員和與會各方建立聯繫管道，拓展 CTPECC 在亞

太學術網絡中的人脈。 

8 月 

◎ 發行 8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19 

 群英薈萃捨我其誰 2022 APEC 未來之聲（Voices of the Future, VOF）

青年培訓營圓滿落幕 

 中共與日美同盟在南海的「安全困境」 

 國際組織的後疫情時代職業安全衛生觀點 

◎ APEC VOF 青年代表面試與集訓活動： 

CTPECC 依照外交部要求，推薦 4 位候選人供外交部遴選。CTPECC

已於 8 月 11 日對初選入選者進行面試，並辦理集訓活動。此 4 位候

選人分別為牛淳安、何偉豪、侯玫琳、郭天妮。 

◎ 出席 111 年 Thir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OM3）and Related 

Meetings（第 3 次資深官員會議及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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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 Thir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OM3）and Related Meetings 

（第 3 次資深官員會議及相關會議）於 8 月 16 日至 9 月 1 日在泰國

清邁舉行，CTPECC派遣張鴻副研究員出席 8月 27日 BMC、8月 28

日 PSU 及 SCE、8 月 29 日 Dedicated Session on Bangkok Goals on 

BCG 會議以及 8 月 30-31 日 SOM3 會議。張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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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舉辦國內專家座談會議「臺灣中小企業對應 ESG 潮流之現況與挑

戰」： 

氣候變遷下不斷加劇的極端氣候，對人類經濟生活造成破壞，顯示

永續與綠色成長議題需要被重視與處理，並已受到聯合國和 APEC

等國際組織或論壇的重視。111 年 APEC 的主辦經濟體 APEC 泰國則

正研擬「曼谷目標：生物、循環與綠色經濟」（Bangkok Goals on 

Bio-Circular-Green Economy）。 

永續與綠色成長議題的重要性上升，固為大勢所趨，但各經濟體之

間或不同經濟部門之間追求相關目標的認知與能力卻有所差別。臺

灣的中小企業家數佔全體企業家數的 97 % 以上，但由於規模、資金、

資訊分析研發等方面，相較於大企業略顯不足，從而在應對永續與

綠色成長議題上，有其特殊的挑戰與資源需求。為積極瞭解國內中

小企業在永續與綠色成長上所面臨的挑戰與應對之道，俾進一步於

區域論壇上發揚相關事實與論述，CTPECC 於 8 月 30 日舉辦座談會，

邀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副理事長、理事與會員，

針對臺灣中小企業對 ESG 概念的認知現況、中小企業善用 ESG 概念

進行轉型升級的經驗、中小企業適應 ESG 標準時所面臨的障礙等面

向，探討諸般變化的趨勢並一探未來趨勢。本次座談的成果，有助

於縮減 CTPECC 在研究與實務間的落差，有利於 CTPECC 更深入參

與 111 年 PECC 當中相關議題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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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 發行 9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21 

 「臺灣中小企業對應 ESG 潮流之現況與挑戰」中小企業觀點——

專訪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臺灣如何因應「美臺 21 世紀貿易倡議」的優劣點?兼論「臺灣新

南向 3.0」的修正方向 

 婦女經濟賦權與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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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vkgykj 

 Re-Framing Strategic Stakeholders’ Values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Impact of Supply Chain Adjustments Under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Literacy in International News: No Borders, Only News. 

 A Review on the Energy Working Group from 2016 To 2020. 

◎ 發行第 3 季議題報告（Issue Paper）：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V83Ogb 

 Fro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Growth "to" Climate Resilient/Net 

Zero Resilient Development." 

◎ 我國 VOF 青年代表名單出爐，並據此進行後續工作： 

111年 9月 2日外交部進行我國 VOF代表遴選程序中的面試活動，稍

後決定：CTPECC 所推薦的牛淳安、侯玫琳、郭天妮列入正取名單。

CTPECC 秘書處於接獲完整名單之後，協助所有青年代表們組織內

部討論，迅速生產泰方所需要的 short essay，並於 9 月 12 日按時將

之提供給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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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智庫交流會議「APEC 2023：美國的優先議題與展望」：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EGZqpv 

前於 111 年 7 月 CTPECC 的董事會上，若干董事曾提及：明年將由

美國主辦 APEC，目前相關準備工作必然正在進行當中。CTPECC 可

安排與美方熟悉明年相關準備工作之學者專家多接觸，藉以瞭解美

國對明年 APEC 的規劃構想與期待。為此，CTPECC 秘書處於 9 月

30 日邀請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的  Dr. Charles Morrison 以及美國 

National Center for APEC 的執行副主席 Mr. Alex Parle，就明年 APEC

的優先議題與展望，交換看法。兩位先進分別從學界與產業界的角

度，探討關於APEC明年可能關注的議題，以及APEC面臨其他組織

挑戰的趨勢等議題。討論內容有助於 CTPECC 瞭解 2023 年 APEC 的

議題走向與美國公、私部門的相關思維，並拓展了我方與對方所屬

單位間的聯繫。 

10 月 

◎ 發行 10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22 

 CTPECC 亞太區域論壇 「原民經濟趨勢與亞太區域合作前景：以

原住民族經濟貿易合作協議（IPETCA）為焦點」 

 「APEC 2023：美國的優先議題與展望」智庫交流視訊會議 

 淺論美國新一輪的對中晶片科技出口管制 

◎ 舉辦「亞太區域論壇」（第 3 場） 

111 年 10 月 12 日，CTPECC 與天主教輔仁大學法律學院合作舉辦

「亞太區域論壇」，主題為「原民經濟趨勢與亞太區域合作前景」。 

本次論壇以我國參與紐國在 APEC 發起的「原住民族經濟貿易合作

協 議 」 ( Indigenous People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IPETCA）為契機，邀請原民會官員、輔大學者與原民

創業家，一同針對當前原民經濟之發展趨勢與亞太區域合作前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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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探討，將相關資訊向青年學生擴散，成功開拓 CTPECC 在原民經

濟議題上的觸角。 

◎ 舉辦第 37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0EDq1k 

第 37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於 10 月 21 日在香格里拉台北

遠東國際大飯店召開。111 年的研討主題為「以區域合作促進綠色復

甦」，深入探討當前綠色復甦在本區域的發展趨勢，以及公私夥伴

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在推進綠色復甦方面的現況。

與會貴賓包括：美國在台協會經濟組 Rashad Jones組長、美國西北太

平洋國家實驗室 Cary Bloyd 資深國際諮議委員、美國亞太經合會國

家中心 Alex Parle 副執行總裁、東京海上日動火災保險長村政明

（Masaaki Nagamura）國際倡議總經理、ESG世界公民基金會陳春山

董事長、國立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楊睿中副教授、國立成功大學環境

工程學系蔡俊鴻教授、安永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

服務曾于哲負責人、遠雄人壽儲蓉風控長、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綜

合規劃處胡則華處長、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蕭代基兼任研究員，

該會議共吸引國內產官學 80 餘人與會，互動熱烈。 

◎ 線上出席 PECC 信託基金保護委員會暨財務委員會議： 

111 年 10 月 28 日上午，PECC 於線上召開其信託基金保護委員會暨

財務委員會議。周子欽秘書長代理張建一董事長出席PECC信託基金

保護委員會，並於會中轉達張建一董事長的意見：CTPECC 支持

PECC 秘書處的提議，將已然枯竭的信託基金關閉，餘額轉往 PECC

中央基金。 

11 月 

◎ 發行 11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第 37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

會」專號：CTPECC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23 

 重量級開場：區域合作之下的綠色復甦之路 

 亞太地區的綠色復甦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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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太經濟架構（IPEF）議題展望 

 國際組織對數位健康的展望概述 

◎ 第 29 屆 PECC 大會（General Meeting）暨常務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qkmRAN 

111年度大會於 11月 3日在曼谷舉行。CTPECC會前根據會議議程，

由研究人員進行分析與討論。本次 PECC 大會 3 個場次主題分別與

111 年 APEC 的主題「開放、連結、平衡」（Open, Connect, Balance）

緊密相關，場次一為供應鏈連結性議題，與「連結」呼應；場次二

主題與貿易自由化相關，呼應「開放」；場次三為 BCG 綠色經濟模

式，呼應「平衡」。如同國內學界的研究所顯示，碳信用交易的市

場建構與跨國整合，已經成為永續成長領域中的最重要焦點之一，

其過程與結果將對國際貿易產生衝擊，同時也孕育商機。 

大會隔天召開 PECC常務委員會議。CTPECC秘書處於常委會上簡要

說明 111 年舉辦「第 37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之成果。

會議主席 Richard Cantor表示感謝，並欣見 Julius Caesar Parreñas博士

與 Alex Parle 秘書長參與這項計畫。另外，會議決定成立臨時性的任

務編組，研究如何擴大邀請其他經濟體加入 PECC。CTPECC 於 12

月經請示外交部後，表達加入之意願。 

◎ 出席 111 年「ABAC 第 4 次大會」與「APEC CEO Summit（APEC 企

業領袖高峰會）」： 

「111 年 ABAC 第 4 次大會」於 111 年 11 月 12 日至 15 日假泰國曼

谷舉行；「111年 APEC CEO Summit（APEC 企業領袖高峰會）」則

於 11 月 16 日至 18 日假泰國曼谷舉行。 

PECC 為產官學之重要平台，而 APEC CEO  Summit 為私部門年度大

型活動之一，我國暨亞太區域內私部門菁英畢集，「領袖與 ABAC

對話」更是本區域公、私部門互動之關鍵性活動，故由本會張建一

董事長參與 APEC 企業領袖高峰會、加強與我國暨亞太區域內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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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意見領袖互動，並為「領袖與ABAC對話」襄贊意見，參與APEC 

CEO  Summit並協助「領袖與 ABAC對話」，以利 PECC未來業務推

展。另本會許峻賓副研究員過往參與 APEC 年會有豐富之經驗，故

CTPECC 委請渠出席前揭兩場會議，並協助包括我國 ABAC 代表與

領袖對話談參準備等各項工作。 

◎ 陪同我國青年代表出席 111 年在泰國曼谷舉行之「APEC 未來之聲

（Voices of the Future, VOF）」： 

111 年「APEC 未來之聲（Voices of the Future, VOF）」於 11 月 12 日

至 19 日在泰國曼谷舉行。111 年 APEC VOF 主題為開放、連結、平

衡（Open、Connect、Balance）。111 年為 COVID-19 疫情後首度實

體舉行 APEC VOF 活動，與會經濟體包含美國、澳洲、加拿大、香

港、印尼、日本、墨西哥、中國、菲律賓、新加坡、泰國、越南、

紐西蘭及我國，本次活動包含 APEC 青年論壇、起草青年宣言、參

訪活動與出席年度 APEC CEO Summit 的部分場次等。 

◎ 我國青年代表（牛淳安、侯玫琳、郭天妮、吳宜庭、陳慷妮、賴彥

丞等6位同學）於青年論壇中特別強調我國半導體產業優勢、在供應

鏈中的關鍵角色，並透過我國數位發展部的成立提到我國重視數位

政策的創新與變革，更表示青年是建立開放、連結、平衡之亞太區

域不可或缺的要素。CTPECC派出成員全程陪同 6位青年代表出席此

活動，協助他們適切表達意見。 

◎ 舉辦國內專家座談會：由於泰、美兩屆主辦經濟體接續就永續成長

議題大力投入，以克服不同年度 APEC 之間議題延續性的不確定，

這將使 APEC 的永續成長議程獲得更多的發展。CTPECC 因此於 11

月 18 日舉辦「亞太地區永續成長趨勢與展望」座談會，邀請國內大

專院校與官方機構的學者、官員與談，從氣候變遷減緩、調適、韌

性及淨零排碳，乃至廢棄物管理、資源有效利用等面向切入，探討

議題趨勢並一探未來發展。會議成功建立與國內相關領域之重要學

者建立聯繫，並吸收渠等之專業觀點，有利於 CTPECC 來年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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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 相關合作活動。 

◎ 舉辦「亞太區域論壇」（第 4 場）：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NqZ5Nx 

111 年 11 月 28 日，CTPECC 與國立高雄大學應用經濟學系一同舉辦

「亞太區域論壇」。本次活動邀請國立高雄大學財經法律學系吳行

浩教授兼國際長、法律學系張鈺光助理教授、應用經濟學系佘志民

副教授兼 EMBA 執行長、國立臺北商業大學李禮仲副教授、昕颺碳

中和有限公司蔡明修總經理及安侯企業管理股份有限公司陳其愷執

行副總與本會周子欽秘書長討論亞太地區產業界在後疫情時代面臨

之兩大課題：「綠色淨零轉型」與「供應鏈重組」，並從國際供應

鏈佈局與策略變化、碳關稅、國際貿易本土化、淨零法規以及我國

企業因應對策等角度，分析淨零排放轉型與供應鏈重組對我國企業

之影響。本次論壇確立國立高雄大學與國立中山大學並列 CTPECC

在高雄的兩大學界伙伴。 

12 月 

◎ 發行 12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24 

 公私協力實現綠色復甦 

 綠色金融展望 

 全球戰略格局急遽轉變下的亞太政經前景 

◎ 發行第 4 季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 英文季刊：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Rv6N5z 

 A reflection on participating APEC activities-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Promoting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The Case of Taiwan. 

 A Prosperous Fu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y Improving Healthy 

Ag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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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行第 4 季議題報告（Issue Paper）：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V839kQ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Chronology of 

Taiwan's Future. 

◎ 出版 111 年度之「亞太區域年鑑」： 

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jlqAXm 

CTPECC 秘書處按照時程規劃，順利出版「亞太區域年鑑 2021-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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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篇占 33.33％，外稿 8

篇占 66.66%。 

◎ 配合外交部作業，接受資安稽核： 

111 年 11 月 29 日外交部稽核人員根據策略、管理、技術 3 個面向，

共對 CTPECC 提出 11 項建議項目。CTPECC 也為此規劃相關因應作

為與工作時程表，回文給外交部。外交部建議項目及 CTPECC 因應

作為及時程規劃如下表： 

外交部建議項目 
因應作為及 

時程規畫 

一、策略面 

(一)依資通安全管理法施行細則第七條，建議將貴會組織

章程列入資安維護計畫之核心業務。 

謹遵辦理。 

(二)依資安責任等級分級辦法，貴會本年已執行營運持續

運作演練，惟未將至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網站進行

資安事件通報乙節納入演練程序，建議未來納入演

練，以符合實際狀況。 

謹遵辦理。 

(三)貴會文件管理修訂程序中，修訂文件僅需資安承辦人

核可，建議改為資安相關程序書及維護計畫等文件之

修訂，應由貴會資安長核定或召開管審會議審查修正

內容，以確保文件內容及版本一致性。 

謹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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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建議項目 
因應作為及 

時程規畫 

二、管理面 

(一)依資通系統防護基準帳號管理控制措施規定，查貴會

官網後台維護廠商使用之帳號仍為啟用狀態，建議應

保持停用；嗣倘該廠商確有使用需求，再填表單申請

開通，以確保供應鏈安全。 

謹遵辦理。 

(二)依貴會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應每年定期檢討審查資安

相關預算及資安維護計畫之實施情形，以確保適切性

及有效性，查貴會目前管審會議召開頻率係每 2 年召

開 l次，建議調整為每年1次，以落實資安事項檢視。 

謹遵辦理。 

(三)依貴會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官網之最大可容忍中斷時

間（MTPD）為 12 小時，查貴會於管考系統填報之官

網 MTPD 訂為 24 小時，顯不一致，建議重新檢視，

保持資料一致性及正維性。 

本會將於 112

年度填報管考

系統時，進行

修正。 

三、技術面 

(一)依資通系統防護基準之遠端存取控制措施規定，建議

可評估官網後台登入介面禁止外部 IP連線，並僅容許

貴會辦公環境之 IP連至登入頁面，以避免外部有心人

士嘗試入侵。 

本會將評估限

制內部 IP 連線

之可行性。 

(二)依資通系統防護基準之帳號管理控制措施規定，查貴

會官網後台管理者帳號目前仍共用同一組，建議管理

者帳號應區分登入之使用者，避免共用帳號，以落實

帳號控管。 

本會於 112 年

3 月 底 前 完

成。 

(三)依資通系統防護基準之帳號管理控制措施規定，查目

前已定期清查伺服器作業系统帳號，惟仍建議應將網

站後台及其所使用之資料庫納入帳號清查範圍。 

謹遵辦理。 

(四)依資通安全情資分享辦法第 6 條，貴會於接獲技服中

心之資安情資時，應評估其有無應處需求後，轉至資

訊相關單位辦理更新及修補作業。 

謹遵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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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建議項目 
因應作為及 

時程規畫 

(五)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C 級特定非公務機關

應於明（112）年 8 月 23 日前導入資通安全弱點通報

機制（VANS），建議依資安法規劃安排導入作業。 

本會於 112 年

8 月 23 日前規

劃安排導入資

通安全弱點通

報 機 制

（VANS）。 

◎ 配合外交部完成「實地查核」： 

CTPECC 於 12 月 26 日，按照 111 年的實地查核項目表，配合外交部

國組司與人事、主計人員，完成年度查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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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一） 收入總額 13,898,620 元，包括： 

1.業務收入：本年度補助計畫收入 13,818,032 元。 

2.業務外收入：本年度業務外收入 80,588 元，包括： 

（1）基金孳息收入 55,860 元。 

（2）其他利息收入 24,728 元。 

（二） 支出總額 13,827,776 元，包括： 

1.業務支出：本年度補助計畫支出 13,818,032 元  

2.業務外支出：本年度業務外財務費用 9,744 元。  

（三） 本期賸餘：本期收支互抵銷後，計賸餘 70,844 元。 

二、現金流量實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增加 73,355 元，包括本期賸餘 70,844 元。 

資產負債調整科目如下： 

登記基金專戶增加 46,116 元， 

無預付費用， 

應收款項增加 71,893 元， 

應付帳款增加 120,520 元。 

（二）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7,221,327 元。 

（三）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7,294,682 元。 

三、淨值變動實況 

本年度淨值 38,496,912 元，包括： 

（一） 基金：創立基金 15,000,000 元。 

（二） 賸餘：累積賸餘 23,496,912 元，包括期初累積賸餘 23,426,068

元及本期賸餘70,844元，期末累積賸餘23,496,9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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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產負債實況 

（一） 資產總額為 39,803,421 元，包括： 

1.流動資產 7,381,002 元。 

      （1）銀行存款 7,294,682 元， 

                包括：支存 2,206,174 元， 

                            活儲 2,610,634 元， 

                            定存 2,132,540 元， 

                            美金帳戶美金10,927.46美元（合新台幣345,334元）。 

      （2）應收款項 86,320 元。  

2.創立基金專戶 32,422,419 元。 

（二） 負債總額為 1,306,509 元，為應付帳款 1,306,509 元。  

（三） 淨值為 38,496,912 元，其中包括： 

1.創立基金 15,000,000 元。 

2.累積賸餘 23,496,9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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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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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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4,856 收入 14,112,000 13,898,620 -213,380 -1.51% 

13,631,555    業務收入 14,062,000 13,818,032 -243,968 -1.73% 

13,631,555        補助計畫收入 14,062,000 13,818,032 -243,968 -1.73% 

43,301    業務外收入 50,000 80,588 30,588 61.18% 

25,888        基金孳息收入 27,000 55,860 28,860 106.89% 

17,413       其他利息收入 23,000 24,728 1,728 7.51% 

         

13,641,287 支出 14,069,000 13,827,776 -241,224 -1.71% 

13,631,555   業務支出 14,062,000 13,818,032 -243,968 -1.73% 

13,631,555       補助計畫支出 14,062,000 13,818,032 -243,968 -1.73% 

9,732   業務外支出 7,000 9,744 2,744 39.20% 

9,732 財務費用 7,000 9,744 2,744 39.20% 

33,569 本期賸餘 43,000 70,844 27,844 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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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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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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0 70,844 27,844 64.75%   

    利息之調整 -50,000 -80,588 -30,588 61.18%   

    未計利息之稅後賸餘(短絀) -7,000 -9,744 -2,744 39.20%   

      0     

    調整非現金項目：     0     

增加創立基金—登記基金專戶 -20,000 -46,116 -26,116 130.58%   

       增加應收帳款 0 -71,893 -71,893 0.00%   

       增加應付帳款 0 120,520 120,520 0.00%   

    未計利息之現金流出 -27,000 -7,233 19,767 -73.21%   

    收取利息 50,000 80,588 30,588 61.18%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23,000 73,355 50,355 218.93%   

      0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 23,000 73,355 50,355 218.93%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8,808,000 7,221,327 -1,586,673 -18.01%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8,831,000 7,294,682 -1,536,318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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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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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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26,068 70,844 0 23,496,912   

    累積賸餘 23,426,068 70,844  23,496,912 
本年度增加係 111 年度本

期賸餘所致。 

  合      計 38,426,068 70,844 0 38,49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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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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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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1,002 7,235,754 145,248 2.01% 

            銀行存款 7,294,682 7,221,327 73,355 1.02% 

                    支存 2,206,174 1,719,661 486,513 28.29% 

                    活儲 2,610,634 3,041,223 -430,589 -14.16% 

                    定存 2,132,540 2,115,976 16,564 0.78% 

                    美金帳戶 345,334 344,467 867 0.25% 

            應收款項 86,320 14,427 71,893 498.32% 

            預付款項   0 0.00% 

其他資產 32,422,419 32,376,303 46,116 0.14% 

    創立基金-登記基金專戶 32,422,419 32,376,303 46,116 0.14% 

      

資  產  合  計 39,803,421 39,612,057 191,364 0.48% 

      

負    債 1,306,509 1,185,989 120,520 10.16% 

    流動負債 1,306,509 1,185,989 120,520 10.16% 

            應付票據   0  

            應付帳款 1,306,509 1,185,989 120,520 10.16% 

    其他負債     

淨  值 38,496,912 38,426,068 70,844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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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累積賸餘 23,496,912 23,426,068 70,844 0.30% 

      

負  債  及  淨  值  合  計 39,803,421 39,612,057 191,364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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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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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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8,032 -243,968 -1.73%   

       補助計畫收入 14,062,000 13,818,032 -243,968 -1.73% 

除撙節經費開支外，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國外講者仍以視

訊參與共同體會議，

相關業務費用下降，

故實際申請費用調

降。 

            

業務外收入 50,000 80,588 30,588 61.18%   

       基金孳息收入 27,000 55,860 28,860 1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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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28 1,728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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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98,620 -213,38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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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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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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8,032 -243,968 -1.73%   

   補助計畫支出 14,062,000 13,818,032 -243,968 -1.73%   

       薪資-計畫 6,947,000 6,947,000 0 0.00%   

       稿費及翻譯費-計畫 200,000 95,138 -104,862 -52.43% 
外稿文章多以英文撰

寫，翻譯費用支出減

少。 

       國內會議費-計畫 1,620,000 1,778,266 158,266 9.77%  

       國外會議費-計畫 2,100,000 1,343,240 -756,760 -36.04%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國外講者仍以視

訊參與共同體會議。 

       圖書資訊費-計畫 90,000 88,949 -1,051 -1.17%   

       郵資及運送費-計畫 56,000 54,837 -1,163 -2.08%  

       電話費-計畫 16,000 19,095 3,095 19.34% 
因應視訊會議需求，

111 年度新增視訊帳

號使用租賃費。 

       文具用品-計畫 50,000 72,370 22,370 44.74% 
辦公用影印機 /事務

機碳粉匣耗材替換費

用。 

       印刷費-計畫 425,000 784,335 359,335 84.55% 詳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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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費-計畫 210,000 315,355 105,355 50.17% 詳註 2。 

       團體會費-計畫 888,000 868,077 -19,923 -2.24%   

       車輛使用費-計畫 20,000 
 

11,370 -8,630 -43.15% 
依業務實際需求狀況

撙節開支。 

        

業務外支出 7,000 9,744 2,744 39.20%   

       財務費用 7,000 9,744 2,744 39.20% 
為銀行登記基金信託

管理費。 

        

總             計 14,069,000 13,827,776 -241,224 -1.71%   

註 1：曾試行月刊全面電子化，但因無紙本無法於圖書館上架提供借閱，讀者觸及率有限。本於推廣國際

事務宗旨，持續於有限之經費下勉力維持電子版與紙本並行，同時因亞太情勢月刊與英文季刊 APP 已多年

未曾調整版面，為使讀者耳目一新，故於 111 年度進行重新改版設計，綜合上述原因，整年度印製費用較

預算增加。 
註 2：111 年度因應相關資安法規更新，持續以雜費支應資安制度導入費用，並已於 112 年預算書增列資訊安全

服務費。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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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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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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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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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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說明 

  秘書長   1 1 0   

  副研究員 2 3 1 
因職務調整，新增副

研究員一名參與，但

總人月不變。 

  助理研究員 2 6 4 
人員離職異動，但總

人月不變。 

  研究助理    4 5 1 
人員離職與職務調整

異 動 ， 但 總 人 月 不

變。 

兼任研究員 1 1 0   

合   計 10 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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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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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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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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000   172,000 63,000 97,000   1,365,000 0  

副研究員 1,582,000   264,000 96,000 168,000   2,110,000 1,582,000   264,000 96,000 168,000   2,110,000 0  

助理研究員 1,118,000   186,000 72,000 146,000   1,522,000 1,118,000   186,000 72,000 146,000   1,522,000 0  

研究助理 1,212,000   202,000 74,000 162,000   1,650,000 1,212,000   202,000 74,000 162,000   1,6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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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