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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發至今雖已超過一年，但全球仍然不可掉以輕心，隨著各

國疫苗接種計畫持續推動，使得 2021 年經濟前景相較於 2020 年更加

樂觀。因此，2021 年 5 月 5 日 CTPECC 與馬來西亞戰略及國際研究

院共同合辦「探索後疫情時代臺、馬經濟成長方程式」(Exploring 

Avenues of Growth for Malaysia and Taiwan Post Pandemic)智庫視訊交

流會議，邀請臺馬雙邊專家學者就後疫情時代經濟成長動能進行觀點

分享以及意見交換，並根據臺灣與馬來西亞本身優勢與機會，研擬發

展策略，以共同加快臺、馬經濟復甦腳步。 

本次智庫視訊交流會議主題聚焦於 COVID-19 疫情、APEC，以及

臺、馬間的合作，盼能促進臺、馬經濟成長與繁榮；而會議也召集來

自馬來西亞和臺灣的專家，盼望能夠展望疫情後的發展與合作，並思

考如何共同有策略地向政府傳達重要訊息，以促進永續發展的長遠目

標發展。 

我國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洪慧珠大使在開幕致詞表

示臺灣與馬來西亞應共同加強疫情下的經濟復甦，在中小企業、國家

智慧資本、永續發展、網路安全、衛生基礎設施、未來能源安全、創

業等。由 2020 年的情況可見，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在後疫情時代，亞太區域各國應共同合作追求振興經濟，這比以往更

顯重要。臺灣和馬來西亞都是以貿易為導向的經濟體，雙方都支持區

域經濟整合。她重申臺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的意願，並強調臺灣與 CPTPP 成員有著密切的貿易與投資關係期盼

馬來西亞完成國內核准程序後，能支持臺灣加入 CPTPP。臺、馬共享

許多經濟與商業利益，以 2020 年為例，臺灣是馬來西亞第 5 大貿易



夥伴，馬國是臺灣第 7 大貿易夥伴；臺灣也是馬來西亞主要投資國之

一。有鑒於臺灣在全球高科技產業的地位、與馬來西亞長期的貿易和

投資關係，若臺灣加入 CPTPP，將為馬國帶來許多潛在的利益。 

本會周子欽秘書長接著說明危機或衝擊破壞了正常的生活，但若

我國主動改變政策或商業模式，可能可以一種新的且更強大的方式復

原，關鍵在於創新地改變我國過去的思考和做事方式。有鑑於當前疫

情帶來了巨大挑戰，但這也讓我國有機會將經濟重建為綠色和永續的

格局。美國拜登政府強調全球議程對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要性，這

表示如果我國能夠抓住這一點，在後疫情時代將出現更多經濟成長的

機會。隨著後疫情非接觸式經濟時代的到來，數位經濟成長速度會更

快。利用數位技術和相關的商業模型，我國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夠

生產、消費、並變得更健康。馬來西亞和臺灣在這一領域的合作前景

廣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施文真教授在專題演講說闡

述了從目前的氣候變遷友善商品和服務存在多個關稅壁壘的意義上，

如臺灣加入 CPTPP 後，可以支持臺灣的持續低碳成長。如果降低關

稅的承諾可以幫助減少此類貿易壁壘，那麼臺灣的會員資格在該特定

方面以及自由貿易協定中的環境章節中都至關重要。 

CPTPP 的環境章節廣受各方討論，例如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國際政

策運作。考量到臺、馬兩國之間沒有自由貿易協定，如馬來西亞核准

加入 CPTPP，且臺灣也可加入後，勢必可強化雙方關係。例如，馬來

西亞在《巴黎協定》中提交的國家確定貢獻中有一個長期的溫室氣體

減排目標，即至 2013 年前將 GDP 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降低 45％，

這與 2005 年的 GDP 排放強度有關。 

施教授相信兩國都邁向永續的低碳地區之路。舉例來說：在再生

能源開發方面，臺灣正在建立海上風能產業；而馬來西亞在能源方面



擁有非常強大的生物燃料產業。因此，在 CPTPP 框架下兩國可能會

共同挖掘潛力，共同建設一個更好、更綠色的經濟體。 

本會陳子穎助理研究員則介紹了 APEC 目前推動數位健康議題，

特別是 COVID-19 疫情爆發後，APEC 衛生與經濟高階會議發佈的聲

明表示受疫情影響，數位健康受到重視與推動，認可採取數位方式強

化供應鏈的復原，並建議 APEC 經濟體透過數位科技的運用，以及創

新模式因應 COVID-19 疫情；2021 年 4 月 APEC 衛生工作小組公布

針對 APEC 衛生相關議題推動 2030 年的策略，亦表示 APEC 衛生工

作小組將聚焦在創造一有助於衛生體系創新之環境，特別是強化遠距

醫療與數位健康方面。 

陳助理研究員亦說明了我國近來即力在 APEC 推動數位健康議題。

我國於 2020 年 2 月 SOM1 期間在 APEC 衛生工作小組會議中通過成

立 APEC 數位健康次級工作小組，我國並作為該次級工作小組的主導

經濟體；我國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並在 APEC 衛生與經濟高階會議

中發表演講，分享我國利用數位措施進行防疫工作之相關經驗；我國

並在 2020 年 11 月舉辦 APEC 數位健康政策對話會議，邀請 APEC 經

濟體健康相關領域專家透過線上平台分享各經濟體之數位防疫措施；

2021 年，我國將提出 APEC 數位健康聯盟之計畫，作為 APEC 經濟

體分享數位健康相關政策與經驗之平台。 

有關臺灣和馬來西亞在數位健康上的合作，陳助理研究員簡介目

前我方所主導的數位健康次級工作小組目前有泰國、菲律賓、越南和

祕魯為成員經濟體，我方盼馬來西亞亦能參與成為次級工作小組成員

之一；此外，我方將在 2021 年提出 APEC 數位健康聯盟之計畫也盼

馬來西亞可擔任該計畫之 co-sponsor，以支持該計畫相關活動。 

馬來西亞戰略及國際研究院 Dr. Juita Mohamad 研究員闡述在馬來

西亞，數位經濟仍面臨挑戰，馬來西亞企業採用數位科技的比重遠落



後全球平均水準，僅有 29%的馬來西亞企業擁有網站，甚至只有 5%

的企業從事電子商務等相關業務。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馬來西

亞大型企業擁有更多資本來投資更具複雜技術和系統，已追上目前數

位經濟轉型的腳步。然而，絕大多數馬來西亞的中小企業儘管有政府

作為後盾推動數位轉型，但仍然無法有效地增加中小企業數位科技採

用的比重。 

因此，Dr. Mohamad 研究員認為透過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和

APEC 等國際組織，經濟體相互分享能力建構與最佳範例分享，所探

討出未來數位轉型政策建議，可充分協助其他發展緩慢的經濟體。臺

灣在數位人才培育與數位轉型的成功案例，可讓馬來西亞充分學習，

這對馬來西亞或是其他東南亞國家協會成員國來說都是重要的資訊，

以培育數位經濟人才，因應因疫情關係而加快的數位化轉型挑戰。 

未來，Dr. Mohamad 研究員認為臺灣和馬來西亞可在數位經濟方

面進行相關合作，兩國可共享許多經濟與商業利益，且亦能為馬來西

亞帶來更多潛在的利益。 

當前考量不應只是後疫情重建，而是如何重建得更好，特別是必

須有策略且不能獨自進行，2020 年的疫情影響使得數位或電子商務

得以蓬勃發展，但也因需求增加導致必需品的貿易障礙，造成很多國

家無法有效因應疫情等的負面影響，更凸顯各國大多考量自身狀況而

無法顧及其他國家的決策。2021 年被預設應比 2020 年的狀況要來得

好，各經濟體應該不只思考如何強化經濟成長，更應該思考如何加強

區域間的合作，及其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