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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ECC亞太區域論壇 

【具有韌性與包容性的亞太區域發展】 

活動報告 

 

 李麒緯助理研究員、張正穎見習生 

CTPECC秘書處 

所得不均是國家整體發展的阻礙之一，因此許多國家皆將「快速成長」（fast 

growth）的目標，轉為「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1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定義，包容性成長為「在社會中公平分配，並為所有人創造機會

的經濟成長」。2包容性成長有助於強化社會安全網、帶動社會均等、改善共通性

的貧窮現象、替數位化與全球化的未來預先準備。包容性議題近年來逐漸受到重

視，為與國際趨勢接軌，CTPECC以「具有韌性與包容性的亞太區域發展」為主

題，於國立東華大學舉行本（2023）年第四場亞太區域論壇，集結相關領域國內

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包容性在台灣、亞太地區的發展趨勢與合作。 

會議紀實 

開幕致詞 公共行政系 朱景鵬教授兼副校長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系朱景鵬教授

兼副校長感謝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辦理亞太

區域論壇，並表示東華大學近年來致

力於推動亞太區域研究及跨領域的國

際化學習，像是成立亞太區域研究博

士班、推廣國際事務學程、廣納國際學

生等。而本次論壇主題韌性與包容性

皆為當前國際趨勢，期待與會同學能

藉由本次論壇認識相關議題。 

 

                                                 

1 陳建良、林佑龍、李巧琳，《包容性成長概念與指標的比較與應用》，〈經建專論〉，2013

年2月，頁47-79。 

2 OECD, Inclusive Growth , https://www.oecd.org/inclusive-growth/#building-trust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系朱景鵬教授兼副校長發表開

幕致詞。（圖/CTPECC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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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致詞 APEC研究中心 鍾錦墀副執行長 

APEC研究中心鍾錦墀副執行長感謝東華大學師生參與亞太區域論壇，期許

本次論壇能加強與會同學、專家們對亞太區域發展的認識及相關議題的討論。鍾

副執行長也向同學們介紹 CTPECC、APEC研究中心在擔任我國智庫、全球與區

域議題研究、國際事務參與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另外，鍾副執行長提到 11 月

APEC領袖會議產出的《金門宣言》（Golden Gate Declaration）、拜習會、人工智

慧、韌性、女性參與等議題，有助於與會專家、同學認識 APEC對我國的重要性。 

 
 APEC研究中心鍾錦墀副執行長分享本（2023）年 11月 APEC領袖會議產出之《金門宣

言》。（圖/CTPECC秘書處） 

第一場次：亞太地區的情勢與發展 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 張詠詠助理教授 

本場次由東華大學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張詠詠助理教授擔任講者，以國際體

系層次、區域競爭、戰略三角等國際關係角度探討美、中兩國的亞太策略與印太

前景。在國際層次體系的分析環節，張詠詠老師表示，中國的崛起和美國主導地

位的衰退為當前的國際秩序帶來了不確定性及不穩定性，且兩強權的競爭不僅限

於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等面向，在意識形態、訊息傳播等話語權的爭奪更為顯

著。 

張詠詠老師也藉由亞洲國力指數（Asia Power Index）網站，綜合分析四個資

源及四個影響力指標來判定各國在亞洲區域的話語權。雖然在軍事、經濟、韌性

等資源上，美國優於中國，但中國卻更善於運用經濟互賴等外交、經貿手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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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的偏好與政策，說明為何中美競爭會對亞太地區帶來影響。另外，為對抗中

國一帶一路計畫所產生的區域影響力，美國的印太戰略報告將印度和印度洋納入

了區域安全範圍，使相互依賴的「亞太地區」推升為涵蓋政治、安全和經濟戰略

競爭力的「印太地區」。 

最後，張詠詠老師以傳統戰略三角分析架構說明美、中、台三邊關係，同時

建議與會的同學們在看待中美關係發展時，應釐清「強化台美關係並非印太戰略

的目標」之事實，認為我國在深化與美日的夥伴關係之餘，更應與印度、東協加

深聯繫，從建立多邊框架的角度來維護台海和平。 

 
 東華大學亞太區域研究博士班張詠詠助理教授進行簡報。（圖/CTPECC秘書處） 

第二場次：轉變、包容與永續的亞太區域合作 

 
 東華大學經濟系林燕淑教授兼人社院副院長介紹本場次講者。（圖/CTPECC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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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由東華大學經濟系林燕淑教授兼人社院副院長主持。林燕淑教授表

示，第一場次談及的美中兩權之爭顯示儘管亞太地區未來充滿挑戰，仍可透過國

際關係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當前局勢；而第二場次將探討長照、高齡化、勞工權益、

婦女經濟賦權及環境保護等我國社會永續性與包容性議題，以建構我國韌性發展

基礎。另外，林教授也推薦同學觀賞《九槍》，認識移工議題。 

全球高齡化與東南亞移工 社會學系 梁莉芳副教授 

東華大學社會學系梁莉芳老師以我國勞動遷移體制與印尼看護移工議題切

入演講主題，說明跨國勞動力為何遷移、全球高齡化趨勢下的照護需求、我國長

照的社會現象，以及探討疫情對居家照護移工的帶來的改變。梁老師表示，疫情

爆發後，東南亞移工數量的驟減成為社會焦點，而解封後的復甦卻顯得緩慢且曲

折。 

 
 東華大學社會學系梁莉芳副教授分享印尼長照移工的生活經驗。（圖/CTPECC秘書處） 

在移民政策及文化差異的背景下，我國有著不同於香港、日本及韓國的照護

需求。受孝道文化、社會觀感影響，我國長照以同住（Live-in）聘僱模式為主，

且多為女性移工。梁老師表示，我國高齡人口於 2022年到達 17.6%，且 2026年

的長照需求預計將相較於 2017年增加兩萬人，因此提升移民工人的工作條件和

培訓的需求是解決長照問題的重要議題。梁老師建議，應重新思考私人仲介制度

對移工權利與生活的影響、政策規範與現實的落差，以及如何改善仲介、雇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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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的關係。在權利方面，除了移工所需的相關工作訓練不足，進而造成工作壓

力，長照移工也因不適用我國勞動基準法而未能享有勞動保障與工作福利。最後，

梁老師提及政府在提供專屬家庭照顧人力需求方面的改善空間，以及社會應關注

長照方式、工作者權益等相關議題。 

亞太環境教育發展及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亞太中心 公共行政學系 王鴻濬特聘教授 

王鴻濬教授以國際組織在環境保護的討論作為切入，並提及我國環境教育的

發展脈絡、東南亞國協（ASEAN）在環境教育的具體行動。王老師表示，根據

1987 年的布蘭登報告，永續發展的概念被提出，同時強調不僅需採取滿足現代

環境保護的具體行動，也需顧及下一代的權利和選擇機會。而我國在環境教育法

通過後，已有足夠經驗與能力和其他國家建立夥伴關係、推動亞太地區的環境教

育，以及透過由我國和美國環境保護署共同協議組成的全球環境教育夥伴平台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nership, GEEP）分享最佳實踐。而在 2019

年成立的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亞太中心（GEEP APRC）更有助於我國參與亞太地

區的環境教育事務。 

另外，有鑒於經濟發展對環境帶來一定程度的損害，東南亞國協透過成立東

南亞國協環境教育工作小組執行環境資訊、公眾覺知及相關教育，並肩負制訂「東

南亞國協環境教育行動計畫」重責。王老師認為，台灣是全球少數重視並致力於

環境教育且制定相關法律的國家，顯示我國可在全球推廣環境教育時扮演的重要

角色，建議可藉由東南亞國協國家對環境教育的重視，把握與其建立合作的機會，

同時促進環境教育行動計畫的共同發展。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王鴻濬特聘教授說明全球環境教育夥伴亞太中心成立經過。（圖

/CTPECC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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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經濟賦權在全球與區域發展中的角色 CTPECC 林培萱副研究員 

林培萱副研究員首先向與會同學介紹婦女經濟賦權意涵及其與性別平等訴

求之差異，並以數據呈現亞太地區的婦女勞動參與現況，說明為何婦女經濟賦權

具有重要性，同時分析全球與區域的婦女經濟賦權趨勢。林副研究員認為，可以

「多元共融」（DEI，Diversity、Equality、Inclusion）的概念理解婦女經濟賦權：

Diversity （多元）代表除了接受個體差異性外，也需尊重且接納差異；Equality 

（平等）指的是平等的機會、平等的對待跟對於差異性有平等的考量；而 Inclusion 

（包容）則為使人在不同的族群裡仍能明確感受到有被平等的對待，以及擁有相

同的資源。綜合前述，婦女經濟賦權的核心宗旨即為使女性擁有能對抗社會結構

性的不平等及結構性的歧視，並為其自身權益發聲。 

另外，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根據 2023年全球性別差距指

數（Global Gender Gap Index）報告表示，全球若不採取任何措施，亞太地區要

縮小性別差異指數到 1需花費將近 200年的時間，當中最大的阻礙為女性勞動參

與率低下及性別薪資差距大，這兩者因素的交織影響，使得女性在職場中陷入不

利的處境。有鑑於此，聯合國在其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 APEC 都已將婦女

賦權議題納入優先發展目標，像是 APEC 提出了拉塞雷納婦女及包容性成長路

徑圖（The La Serena Roadmap for Women and Inclusive Growth 2019-2030），並訂

定四大目標及五大優先行動，以導正及消彌性別不平等的狀況。另外，APEC也

提供婦女與經濟衡量指標（The 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Dashboard），藉以

偵測 APEC區域內每一細項的指標等，促使會員經濟體跟上性別平權腳步。 

 
 CTPECC林培萱副研究員說明 APEC在促進婦女經濟賦權的相關努力。（圖/CTPECC秘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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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致詞 

論壇最後由 CTPECC 許峻賓秘書長與王鴻濬教授發表閉幕致詞。首先，許

秘書長感謝東華大學師生熱情參與本次區域論壇，表示本次討論之國際政治與經

濟、婦女經濟賦權、永續發展與包容性主題為 CTPECC 作為推動我國順利參與

APEC事務智囊日常需接觸之議題，並鼓勵對前述內容有興趣的同學結合自身專

業與興趣投入智庫產業，或參加 CTPECC 舉辦之青年營活動。最後王鴻濬教授

感謝 CTPECC 至東華大學辦理論壇，並說到同學們可透過本次論壇認識到我國

在國際上並不孤單，更扮演重要角色，以及有能力在亞太區域與其他國家共同合

作、研究，促進區域的整體發展。 

 
 CTPECC許峻賓秘書長進行閉幕致詞。（圖

/CTPECC秘書處） 

 
 與會同學聽取簡報。（圖/CTPECC秘書處） 

心得與建議 

本次論壇總結了本年度亞太區域多項議題的重要發展，包含美中競合影響下

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具包容性的勞動參與、高齡化的社會

需求、婦女經濟賦權等。在國際政治方面，透過本次演講提及的戰略三角理論，

我國可針對 APEC 領袖會議期間的拜習會進行美中關係前後變化分析，進而調

整我國外交戰略。在國內發展層面，本次論壇也針對當前亞太地區多數國家面臨

的主要挑戰進行討論，其中我國將於 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因此長照需求、

家庭看護工制度及勞動市場的包容性在建立我國韌性及永續性發展的路徑上具

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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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於本年領袖會議後產出的《金門宣言》，以打造具包容性的永續經濟、

實現可預測的貿易及投資環境為目標，而 2024年將由秘魯主辦 APEC會議，在

其三大優先領域中亦著重於賦權、包容及成長，顯示本次論壇討論之議題也將為

2024 年會議討論重點，有助於各領域專家、年輕學子藉由本平台促進跨領域的

交流與溝通，掌握當前 APEC關注議題，結合自身經驗參與國際事務，共同尋找

解方。 

 
 本次論壇大合照。（圖/CTPECC秘書處） 

 
 本次論壇大合照。（圖/CTPECC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