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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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年度 

壹、財團法人概況 

一、 設立依據 

1. 法人及夫妻財產制契約登記規則第 26條第 1項、第 23條第 1項、

第 33 條第 1 項、非訟事件法第 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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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財團法人法 

二、 設立目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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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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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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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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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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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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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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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屆董、監事於 107 年 7 月 1 日

上任，任期至 110 年 6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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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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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年度各項工作計畫或方針之執行成果 

一、110 年度 CTPECC 工作重要成果 

110年度 CTPECC的重要工作成果，按照「參與 PECC會務活動」、

「參與 PECC 重點計畫與國際計畫」、「舉辦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

會與亞太事務青年培訓營」、「推動國際智庫交流」、「辦理亞太區域論壇」

與「出版活動」等大項，說明如下： 

1. 「參與 PECC 會務活動」 

(1) CTPECC 於 5 月 12 日參加 PECC 執行委員會國際電話會議。出席

者包括：PECC 共同主席/加拿大委員會主席 Donald Campbell、

PECC 共同主席/中國委員會主席 Zhan Yongxin、澳洲委員會主席 

Gordon de Brouwer、加拿大委員會副主席 Hugh Stephens、智利委

員會主席 Loreto Leyton、印尼委員會兩位共同主席之一的 Yose 

Rizal Damur、日本委員會主席 Kenichiro Sasae、韓國委員會主席

Heungchong Kim、紐西蘭委員會主席 Brian Lynch、新加坡委員會

主席 Tan Khee Giap、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秘書長周子欽代理

出席、美國委員會主席 Richard Cantor、PECC 國際秘書處秘書長

Eduardo Pedrosa。會議討論 PECC 計畫與大會規劃。 

(2) 7 月 21 日至 23 日，PECC 常務委員會暨第 28 屆大會以視訊會議

方式舉行，紐西蘭 PECC 委員會主辦，該會由周子欽秘書長及秘

書處同仁與會。本屆大會主題是「執行太子城願景：再度激勵區

域經濟並確保永續、包容的社會」 （Implementing the Putrajaya 

Vision“Revitalising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ensuring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societies”）。CTPECC 會前根據會議討論內容，由研究人

員進行分析與討論。CTPECC 張建一董事長擔任信託基金保護委

員會成員。周子欽秘書長代理張董事長出席 PECC 信託基金保護

委員會，並於會中轉達張董事長的意見：CTPECC 支持信託基金

保護委員會探索維持信託基金永續經營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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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參與 PECC 重點計畫與國際計畫」 

110 年度 CTPECC 提出新的國際計畫：「理解數位經濟時代下的數

位技能」(Understanding Digital Skill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邀請美國、台灣與跨國企業 Adecco Group 

Taiwan & South Korea 的區域主席共同撰擬研究報告，呈現數位技

能發展的多樣化經驗。報告本文於 12月 15日登上 PECC 網站，並

由 PECC秘書處發出信件予以介紹，供所有 PECC成員參考。紐西

蘭委員會 110 年度完成受 PECC 補助之研究案：「數位經濟引發之

經濟整合課題入門」(Primer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Issues Pos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CTPECC 參與審閱並提供意見。 

3. 「舉辦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與亞太事務青年培訓營」 

(1) 10 月 14 日舉辦「第 36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主題是

「疫後亞太區域經濟轉型及工作型態的未來」，與會國外貴賓包括：

泰國貿易經濟辦事處 (台北)代理代表 Sunh Arunrugstichai、印尼委

員會榮譽主席 Jusuf Wanandi、泰國委員會主席 Narongchai 

Akrasanee、加拿大委員會主席 Donald Campbell、中華開發金控總

經理暨執行長 Steve Bertamini、英國在台商會前執行長 Steven 

Parker、 資 訊 科 技 與 創 新 基 金 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全球創新政策副總裁 Stephen Ezell，來

自7個國家的7位專家，共吸引國內產官學87人與會，互動熱烈。 

(2) 110年度亞太事務青年培訓營－Model APEC(SOM)：由於 7月疫情

衝擊招生，110年度 CTPECC決定將傳統上分北部、中部兩地舉辦

之「CTPECC 亞太事務青年培訓營─Model APEC (SOM)」，合併於

台中舉行，以迴避疫情的可能影響。培訓營課程涵蓋：亞太經濟

合作介紹、我國在國際參與上的挑戰、國際經貿情勢分析、國際

談判實務、青年參與國際事務經驗分享、國際禮儀、台灣數位外

交、台灣參與國際組織-澳洲觀點、台灣經貿戰略分析、APEC 會

議文件撰寫與發言演練、APEC 會議模擬等活動。110 年度亞太青

年培訓營-Model APEC (SOM) 總共收到 130 位同學的報名申請，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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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當時政府防疫規定，錄取 48名學員(男性 15名，女性 33名)。營

隊結束後 CTPECC 向外交部推薦優秀學員，參與 APEC「未來之

聲」(Voices of the Future, VoF) 青年代表之遴選。CTPECC 成員全程

陪同4位獲選青年(男性2名，女性2名)代表出席APEC系列活動，

協助他們適切表達意見並納入 APEC 青年宣言。 

4. 「推動國際智庫交流」 

疫情下 CTPECC 常態的區域智庫互訪交流活動無法進行。為使

CTPECC增強區域智庫連結的努力不致中斷，110年度 CTPECC利

用線上會議的方式，與太平洋區域學者專家或智庫進行對話，共

辦理 4 場： 

(1) 第 1 場主題為「變動中的亞太區域競合」，CTPECC 於 3 月 19 日

邀請到美國前 APEC資深官員 Robert Wang與前美國駐港澳總領事

Ambassador Kurt Tong 與我方學者進行對話，暢論雙方對拜登政府

亞太政策的觀察。 

(2) 第 2場和第 3場的合作對象皆為馬國的 PECC的成員委員會─戰略

及國際研究院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 

Malaysia)，於 4 月 28 日和 5 月 5 日分別就「疫情下台馬經濟影響

與振興發展」和「探索後疫情時代台馬經濟成長方程式」，舉辦虛

實整合的論壇，分享我國在疫情期間維持一定水準的經濟成長之

成功經驗，並就台馬兩國在疫情影響下所推動的經濟振興方案進

行意見交流與討論。 

(3) 第 4 場主題為「亞太區金融科技的崛起」，CTPECC 於 11 月 30 日

邀請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金融科技學程主任 Chi Seng Pun 、新加

坡 FemTech Partners創辦人 Neha Mehta、國立政治大學金融科技研

究中心副主任陳恭教授與 KryptoGo 業務發展經理 Larry Ho 共同與

會，一窺新加坡 FinTech之發展進程與願景，並思考台、星之間進

一步合作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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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辦理亞太區域論壇」 

110 年度舉辦 4 場亞太區域論壇：第 1 場在國立中興大學舉辦，主

題為「亞太區域政經新趨勢」；第 2 場在南臺科技大學，主題為

「後疫情時代的商機」；第 3 場與國立政治大學合作辦理線上視訊

會議，主題為「疫情之下國際企業如何生存」；第 4 場與國立中山

大學、國立高雄大學合作辦理線上視訊會議，主題為「為 111年度

的亞太新局做準備」。與會者加總達到 220 人以上。 

6. 「出版活動」 

(1) 發行中文刊物：110 年度 1-12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2) 發行英文刊物：110年度第1季至第4季Asia-Pacific Perspectives季刊。 

(3) 新增發行季刊 “Issue Paper”：呼應年度各項活動進行主題性邀稿，

110 年度共發行 4 期，主題涵蓋「變化中的亞太競合」、「自由貿易

與糧食安全」、「後疫情時代的數位商機」，以及「後疫情時代的勞

動市場」。 

二、110 年度 CTPECC 工作說明（按執行月份先後列示） 

1 月 

◎ 發行 1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196 

 第 27 屆大會、常務委員會暨相關會議紀實(上) 

 全球經濟的下一個挑戰: 數位貿易戰 

 打造亞太綠能中心必須做的 3 件事 

2 月 

◎ 發行 2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197 

 第 27 屆大會、常務委員會暨相關會議紀實(下) 

 RCEP 對亞太經貿的可能影響 

 國際經濟景氣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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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 發行 3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199 

 110 年度區域現況報告(State of Region)編輯會議 

 防疫口罩與疫苗護照 

 後疫情時代的亞太情勢暨我國的機會與挑戰 

 後疫情時代的運動產業再造 

◎ 「亞太區域論壇」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303 

 3 月 24 日，CTPECC 與國立中興大學舉辦「亞太區域論壇」，

主題為「亞太區域政經新趨勢」。 

 豐富討論內容除學術理論結合國際現勢的精闢分析，如：「亞

太合縱連橫熱點－APEC、ASEAN 與 AIIB」、「亞太國際組織

熱點－多邊主義下的 APEC 再興」、「亞太治理競爭熱點－民

主人權與治理能力的對話」、「亞太國際關係熱點－澳中關係

的競合新發展」，更包括區域產業佈局的最新資訊，如「亞太

數據投資熱點－資料中心 FDI 的動向」、「亞太數位發展熱點

－區域的 6G 佈局與政策」等。 

◎ 「變動中的亞太區域競合」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304 

 為促進本會與其他 PECC 委員會交流，並充分發揮本會二軌外

交之成效，特別邀請美國 PECC 委員會暨前 APEC 資深官員

Robert Wang 以視訊方式參加。 

 3 月 19 日 CTPECC 與戰略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共同召開視訊交流會議。 

 會議主題為「變動中的亞太區域競合」(Changing Dynamics in 

the Asia-Pacif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聚焦

在拜登政府外交優先政策與 APEC 區域合作新觀點。會中前

APEC 資深官員 Robert Wang 表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將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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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和亞洲，在區域合作場域如 APEC 將推動包容性、永續

性的經濟成長，以及創建數位科技的遊戲規則，並且建議未來

台美可在對抗疫情、衛生安全、反貪污、數位教育以及婦女賦

權等優勢議題合作。 

◎ 「PECC 國際會議參與」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302 

 3 月 2 日參與 PECC 區域現勢(State of The Region)報告視訊編輯

會議，會中針對報告章節主題安排與內容鋪陳、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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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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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ECC 網站: https://reurl.cc/QjMj2M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d its Effect on 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s for Foreign Workers in APEC Economies 

 Equitable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ra: 

Upskilling of the Workforce through Art and Technology 

 Post-Pandemic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Asia-Pacific 

 Launching New Southbound Policy 2.0 

4 月 

◎ 發行 4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01 

 CTPECC 與CSIS 智庫交流視訊會議 「變動中的亞太區域競合」 

會議紀實 

 從四方會談(QUAD) 高峰會簡析東亞區域政治發展 

 經濟成長的迷思，我們真的需要 GDP 一直越來越高嗎？ 

◎ 發行第 1 季議題報告 (Issue Paper)： 

CTPECC 網站: https://reurl.cc/dXYXOg 

 How the New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Affect Taiwan Economy? 

 Biden’s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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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第 10 屆第 6 次董、監事聯席會： 

4月 13日召開的第 10屆第 6次董、監事聯席會，循例補選本會第 10

屆董事、選出第 11 屆董、監事以及審視 109 年度決算書，並向董監

事報告 110 年度第 1 季的工作成果。外交部曾次長厚仁受推選為

CTPECC 副董事長，接替已離任之謝副董事長武樵。同時，追認台

經院國際處周子欽博士自 110 年 1 月 1 日代理 CTPECC 秘書長。 

◎ 「亞太區域論壇」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308 

4 月 27 日，CTPECC 與南臺科技大學舉辦「亞太區域論壇」，主題

為「後疫情時代的商機」。 

109 年初，新冠病毒疫情擴散，對全球造成嚴峻的衝擊，股市下跌、

供應鏈切斷、企業瀕臨破產等。台灣經濟結構向來以中小企業為基

礎，受限於可運用的資源與經營規模，受到這次疫情衝擊的影響更

大，疫情初不少企業短期更陷入困境。110 年度隨著疫苗的開發與

普及，國際市場需求出現回溫跡象。有鑑於此，110 年度論壇的主

題：「後疫情時代的商機」，議題非常切合當前台灣經濟回溫之現狀。 

◎ 「疫情下台馬經濟影響與振興發展」 

CTPECC 網站: https://reurl.cc/qOEOrg 

為促進CTPECC與國外智庫議題交流，本委員會視全球及亞太區域

情勢現況，4 月 28 日 CTPECC 與駐馬來西亞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

以 及 馬 來 西 亞 戰 略 及 國 際 研 究 院(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 Malaysia)共同辦理焦點議題全英文視訊討

論會議，邀請台馬雙邊知名智庫專家學者共同參與討論。 

主題是「疫情下台馬經濟影響與振興發展」(The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Stimulus Packages Introduced in Malaysia and 

Taiwan)，邀請馬來西亞戰略及國際研究院(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 Malaysia)研究員 Juita Mohamad 與分析師

Calvin Cheng、馬來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 UM)社會福利研究

中心主任 Norma Mansor，以及我國專家學者共同與會，就疫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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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馬兩國經濟影響與經濟振興政策推動成效進行觀點分享。透過本

次智庫視訊交流會議，CTPECC 分享我國在疫情期間維持一定水準

的經濟成長之成功經驗，並就台馬兩國在疫情影響下所推動的經濟

振興方案進行意見交流與討論。 

5 月 

◎ 發行 5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02 

 疫情下台馬經濟影響與振興發展 

 探索後疫情時代台、馬經濟成長方程式 

 亞太事務青年培訓營 

 淺論歐盟的印太戰略 

◎ 「探索後疫情時代台馬經濟成長方程式」 

CTPECC 網站: https://reurl.cc/dXYXyM 

5 月 5 日 CTPECC 與駐馬來西亞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以及馬來西亞

戰略及國際研究院(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 

Malaysia)共同辦理焦點議題全英文視訊討論會議，邀請台馬雙邊知

名智庫專家學者共同參與討論。 

主題是「探索後疫情時代台馬經濟成長方程式」(Exploring Avenues 

of Growth for Malaysia and Taiwan Post Pandemic)，邀請邀請臺馬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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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台馬經濟

復甦腳步。 

◎ 「PECC 國際會議參與」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318 

5 月 12 日參與 PECC 執委會電話會議，會中 PECC 國際秘書處秘書

長 Eduardo Pedrosa 於區域現勢討論中，提及當前重大發展，包括必

要商品(essential goods)的流動與相關後勤安排、WTO 可能展開拋棄

疫苗智財權的討論，以及美國可能升息的風險等。 

此外，美籍 PECC共同主席 Richard Cantor表示，全球經濟復甦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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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不均衡，與疫苗分配議題高度相關。PECC 體認到「只有所有

人安全，個別經濟體才會真的安全」，並且需要持續加強區域合作。 

6 月 

◎ 發行 6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03 

 APEC 推動數位健康脈絡以及我國主要貢獻 

 不只智慧更要永續-我們對未來住居的想像 

 Model APEC 2.0 亞太事務青年培訓營 

◎ 發行第 2 季議題報告 (Issue Paper)： 

CTPECC 網站: https://reurl.cc/KpGpqg 

 Why would APEC Matter for the Region?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ecurity Issue in the APE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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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storage/publications/2021/Issue%202.pdf 

 Digital Economy: Global and Regional Trends  

 COVID-19 and Its Impact on the Labor Market  

 How the New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Affect Taiwan Economy? 

 COVID-19 and Its Impact on the Labor Market  

◎ 為 110 年度「PECC 區域現勢(State of The Region)報告」之問卷設計

提出建議 

針對 PECC 區域現勢(State of The Region)報告 110 年度的問卷調查

設計，於 6 月 24 日向 PECC 秘書處提供建議，重點包括： 

 將「疫苗接種的範圍與速度」納入風險因素； 

 使用通俗的語言取代 APEC 專用詞彙； 

 以「通貨膨脹及相關政策反應」取代去年的「通貨緊縮」； 

 無須刻意增加「政策風險」此一項下的風險條目，因為政策不

必然是風險的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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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ECC 中英文官方網站改版： 

https://www.ctpecc.org.tw/ 

為擴大 CTPECC 宣傳效應與使用者便利，本委員會已於 110 年度完

成中英文官方網站改版作業。 

7 月 

◎ 發行 7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04 

 疫情時代下的英國和日本： 雙邊和多邊合作的契機及挑戰 

 英國脫歐後的數位貿易布局策略 ( 上 ) 

 日本菅政府 2050 年碳中和遠景下的政策介紹 

◎ 為推動 110 年度的小型國際計畫「數位經濟時代的數位技能：PECC

經濟個案研究」，於 7 月 15 日召開第一次編輯會議。會議中 3 位作者

分享初步研究構想，並確認未來工作時程。 

◎ 出席 110 年度 PECC 大會與常委會： 

110年度 PECC 大會於 7月 21-22日召開。兩天的研討主題包括：「疫

後復甦之區域成長與挑戰」、「開放貿易的重建支持」、「數位經濟之

急迫性議題」與「氣候變遷」。7 月 23 日接著召開常委會與財務委員

會等行政會議。會中通過中國的詹永新大使接任 PECC 共同主席，

並同意以呼籲各成員自願捐款、加強對外募款等方式來應對PECC的

財務問題。USPECC 正在遊說美國政府主辦 112 年度 APEC，希望

PECC 其他成員也向自己的政府表達相同的意見，大家一起促成此事。 

◎ 辦理第 11 屆第 1 次董、監事聯席會： 

7月 29日召開的第 11屆第 1次董、監事聯席會，循例選出台灣經濟研

究院張建一院長擔任董事長，外交部曾厚仁次長為副董事長，續聘周

子欽博士為秘書長，並審閱通過本委員會 111年度預算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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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 發行 8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05 

 美國及其盟國於印太區域政經策略之盤點 

 英國脫歐後的數位貿易布局策略(下) 

 從公部門到私部門，區塊鏈與數位轉型之探討 

◎ 法人變更登記進展： 

8 月 12 日獲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民事裁定，同意本委員會得申辦捐助

章程變更。 

◎ 舉辦 110 年「亞太事務青年培訓營」： 

受疫情影響，110 年度本委員會將北部場與中部場合併於台中舉行，

日期也延後到 8月 24至 27日，以迴避疫情的可能影響。本次共有超

過 130 位青年同學報名參加，破歷年在中部舉辦之記錄。營隊結束

後，本委員會應外交部要求，推薦營隊中4位表現優秀之同學，供外

交部遴選 110 年度我國參與 APEC「未來之聲」(Voices of the Future, 

VoF)的青年代表。 

9 月 

◎ 發行 9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06 

 近期東協與美、中兩強關係的發展: 110 年度東協系列外長會議

前後的觀察 

 加速數位轉型，開創數位服務經濟新局面 

 亞太區域人員跨境流通之探討 

 菁英畢集 各顯神通 亞太事務青年培訓營-Model APEC 圓滿落幕 

◎ 發行第 3 季議題報告 (Issue Paper)： 

CTPECC 網站: https://reurl.cc/xOROk4 

 Emerg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Post-COVID-19 Era 

 Digital Healt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Status Quo of Inter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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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行第 3 季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 英文季刊： 

CTPECC 網站: https://reurl.cc/nEKE48 

 On Closing the Trade Finance Gap: How Digitalizing the Economy 

Can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ore Equitable 

International Trade  

 Promoting Peace in Asia: the role of Japan 

 Fungible NFT? - The Blockchain-based Identification and Fractional 

Ownership 

 The Impact of ESG Index on Financial Markets 

◎ 為 110 年度「PECC 區域現勢(State of The Region)報告」之問卷調查，

邀請我國產官學界菁英上網填寫問卷： 

鑑於 PECC 區域現勢(State of The Region)報告 110 年度的問卷調查

已啟動，主動邀請我國各界菁英上網填寫問卷。至 9 月底為止，我

國已有超過 60 位菁英上網完成問卷之填答。 

◎ 法人變更登記進展： 

獲外交部協助，於 9 月 24 日完成鈐印 (含：捐助章程、第 10 屆第 4

次及第 6 次董監事聯席會議紀錄、第 11屆董監事名冊、董監事願任

同意書、捐助章程新舊條文對照表)。 

10 月 

◎ 發行 10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07 

 集眾智眺望前路：第 36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成功閉幕 

 女性之於後疫情時代經濟賦權與安全合作 

 東協 5 國對 2050 年淨零碳排具體作為的契機與挑戰 

◎ 繼 WTO 後最重要之國際經貿行動  我國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舉辦「亞太區域論壇」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354 

10 月 1 日，CTPECC 與國立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一同舉辦

「亞太區域論壇」，主題為「疫情之下國際企業如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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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論壇邀集台經院國際處 APEC 研究中心邱達生研究員，政治大

學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郭炳伸、施文真教授，明碁亞太總經理梁啟

宏共同與會，會議分「疫情後的亞太情勢」與「品牌力與數位化能

力對企業的影響」兩個場次，深入探討疫情後的亞太政治經濟趨勢

與國際企業在疫情時所面臨的挑戰以及應對方式。 

◎ 舉辦第 36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國際研討會：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353 

第 36 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研討會」於 10 月 14 日在香格里拉台北

遠東國際大飯店召開。110 年度的研討主題為「亞太地區疫情後的

經濟轉型與工作的未來」，共設有「後疫情時代區域治理展望」、「透

過公私協力夥伴關係促進疫情後的經濟轉型：企業界的觀點」，以及

「包容性成長：勞動力與未來需求」3 個場次，串接區域性治理議

題、公私伙伴關係乃至勞動力數位化發展 3 個不同層次的議題，探

討區域經濟合作的前景。會議開場由外交部次長曾厚仁致詞，並邀

請泰國的駐台代理代表 Sunh Arunrugstichai 為大家勾勒 111 年度泰國

舉辦 APEC 的規劃與願景。與會人數共 87 人，互動熱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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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落實 C 級資安要求： 

為符合行政院與外交部對 CTPECC 資安環境需符合 C 級規範之要求，

10 月 19 日 CTPECC 同仁接受外部資安廠商的講習課程，以瞭解 C

級資安各項要求之內容，以及同仁應如何配合執行。 

◎ 協助我國 APEC「未來之聲」(Voices of the Future, VoF)青年代表們參

與 APEC 峰會前期準備活動： 

110年度 APEC的青年活動 VoF 依然以虛擬會議的方式進行，各經濟

體青年代表們並需生產出 1 份青年宣言，於 APEC 峰會期間呈遞給

110 年度 APEC 主席─紐國總理 Jacinda Kate Laurell Ardern 女士。主

辦方於 10 月 13、20、21、27 日舉辦系列活動，促各經濟體青年代

表們一同研擬此一宣言。CTPECC 成員全程陪同 4 位青年代表出席

系列活動，協助他們適切表達意見並納入青年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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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年度的小型國際計畫「數位經濟時代的數位技能：PECC 經濟個

案研究」作者群微調： 

該計畫原邀請的外國作者之一 Linda Low 教授，因其所提出的階段

性成果不符該計畫所需，故 CTPECC 於 10 月 20 日允其退出該案，

由藝珂集團台灣暨南韓區總經理陳玉芬女士取代。 

11 月 

◎ 發行 11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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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重量級開場：全球供應鏈變遷中的台灣，以及 111 年泰國為 

APEC 所規劃的願景 

 場次 1：後疫情時代的區域治理與展望 

 場次 2：以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促進疫情後的經濟轉型：企業界

的觀點 

 場次 3：包容性成長：勞動力與未來的需求 

◎ 協助我國 APEC「未來之聲」(Voices of the Future, VoF) 青年代表們參

與 APEC 青年峰會：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367 

110 年度 APEC 的青年峰會於 11 月 9-10 日連續舉行。會議上各方針

對「國際合作抗疫」、「數位未來」、「綠色未來」與「所有人共同的

明日」等主題進行討論。討論完畢後，青年代表們呈遞青年宣言給

110 年度 APEC 主席─紐國總理 Jacinda Kate Laurell Ardern 女士。

CTPECC 成員全程陪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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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年度太平洋地區在疫情持續的情況下，面臨許多變局。區域經

濟在疫情衝擊的延長之下，促其復甦的壓力與日遽增，人們寄望於

突破供應鏈的瓶頸並進一步推動區域經濟整合，來促成復甦早日實

現。其次，氣候變遷的負面影響仍在升高，由於太平洋地區匯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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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排碳大國，合作刻不容緩。再次，變種病毒的推陳出新令跨國衛

生合作更形迫切。為使 CTPECC 積極掌握區域變遷趨勢，並思考來

年的工作規劃方向，本次座談會以「太平洋區域合作的趨勢與未來」

為主軸，邀請國內大專院校相關學者，從總體經濟與區域整合、永

續發展與氣候變遷等面向切入，探討變局的趨勢並一探來年的發展。 

◎ 配合外交部作業，接受資安稽核：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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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為此規劃工作時程表，回

文給外交部。外交部建議項目及 CTPECC 時程規劃如下表： 

外交部建議項目 時程規畫 

一、策略面 

(一)CTPECC 已依規定自行訂定資安維護計畫，

建議於每年4月至行政院國家資通安全作業管

考系統填報上年維護計畫實施情形。 

111 年 4 月進行填

報作業 

(二)CTPECC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於 110 年 11 月修

改部分內容，建議將修正之計畫報部備查。 

111 年 12 月前將修

正之計畫報部備查 

(三)CTPECC為資通安全責任等級C級特定非公務

機關，稽核發現尚未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C 級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應辦事項」執行業務

持續運作演練，建議依規定每 2年執行 1次。 

111 年 12 月前執行

業務持續運作演練 

(四) CTPECC 已建立資安聯絡人員，建議增列上

級機關，以符合資安事件應變程序。 

111 年 12 月前完成

資安聯絡人員增列 

二、管理面 

(一)稽核發現 CTPECC 資訊資產盤點時，未將使

用之伺服器及官方網站使用之軟體列出，建

議增列，以避免風險評鑑時遺漏。 

111 年 12 月前完成

伺服器及官方網站

使用之軟體增列 

(二)稽核發現 CTPECC 官方網站之維護合約未訂

定資安相關規範，建議於維護合約中納入資

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辦事項。 

111 年 12 月前完成

將資通安全事件通

報機制納入委外廠

商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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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建議項目 時程規畫 

三、技術面 

(一)稽核發現 CTPECC 尚未依「資通安全責任等

級 C 級之特定非公務機關應辦事項」執行資

通安全健診及滲透測試，建議依規定應每2年

執行 1 次。 

110 年 12 月已完成

資通安全健診及滲

透測試 

(二) CTPECC官方網站已於本年 11月 11日執行弱

點掃描，發現目前系統存有 208 個中風險弱

點，建議評估風險是否可控，並儘速要求維

運廠商相應進行系統修補。 

111 年 12 月前完成

系統弱點修補作業 

(三) CTPECC 官方網站已進行系統防護基準分級

作業，惟部分控制措施尚未進行評估改善，

建議應續追蹤辦理。 

111 年 12 月前完成

防護基準分級評估

改善作業 

(四)建議申請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網站之帳

號，以獲取最新資安情資，俾利即時評估有

無應處理需求。 

111 年 4 月申請國

家資通安全通報應

變網站之帳號 

(五)稽核發現 CTPECC 專案資料放置於共用目錄

(例如CTPEC設定國際事務處全體員工均有權

限)，建議重新檢視相關存取資料之權限，以

維護資安。 

111 年 12 月前完成

共用目錄權限區隔

作業 

 

◎ 舉辦「亞太區域論壇」：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364 

CTPECC於 11月 23日以「為 111年的亞太新局做準備」為題，舉辦

110 年度第 4 次「亞太區域論壇」。本次論壇以線上研討的方式，邀

請政治大學東亞所楊昊教授、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所張珈健助理教

授與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理系陳一民教授、許博翔副教授共同與會，

深入探討美、中之間的戰略競爭所牽動的安全、貿易投資、產業鏈、

科技佈局等方面變化，以及氣候變遷導致各方要求企業界共同強化

在環境與企業社會責任，所帶來的商業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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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婦女經濟賦權和領導力」圓桌會議：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events/363 

呼應我國持續捐款支持 APEC 之「婦女與經濟子基金」，並關注婦女

於疫情下的經濟角色，CTPECC 於 11 月 26 日假香格里拉台北遠東

國際大飯店舉辦「婦女經濟賦權和領導力」圓桌會議。本會議以

「虛實整合」(hybrid) 的形式進行，邀請 APEC 次級論壇「婦女與經

濟政策伙伴」主席 Renee Graham、菲律賓婦女委員會會長 Sandra 

Sanchez-Montano，以及我國中小企業處處長 Betty Hu 蒞臨，就婦女

在疫後數位化大潮之下的經濟角色，特別是在深具競爭力與彈性的

中小企業當中的參與與領導，予以探討。性平處官員與國內重要研

究者蒞臨響應，會場座無虛席。 

◎ 辦理國際智庫交流：「亞太區金融科技的崛起」 

有鑑於新加坡公、私部門在金融科技上的積極作為，於太平洋區域深

具參考價值，因此 CTPECC 於 11 月 30 日辦理「亞太區金融科技的崛

起」智庫交流視訊會議，邀請國內外講者共 4位，分別為:新加坡南洋

理工大學金融科技學程主任 Chi Seng Pun 及新加坡 FemTech Partners創

辦人 Ms. Neha Mehta，以及國立政治大學金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陳

恭教授與 KryptoGo 業務發展經理 Larry Ho 擔任與談人，一窺新加坡

FinTech之發展進程與願景，思考台、星之間的進一步合作。 

12 月 

◎ 發行 12 月號亞太區域情勢月刊： 

CTPECC 網站: https://www.ctpecc.org.tw/publications/209 

 CTPECC 亞太區域論壇─為 111 年度的亞太新局做準備 

 婦女經濟賦權依然是區域焦點：「婦女經濟賦權和領導力圓桌會

議」引人入勝 

 CTPECC 智庫交流視訊會議  暢論「亞太區金融科技的崛起」 

 數位轉型下東協創新經濟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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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行第 4 季議題報告 (Issue Paper)： 

CTPECC 網站: https://reurl.cc/Mbe053 

 Employment Insurance as the Policy to Stabilise the Labour Market 

under the Epidemic 

 Exploring the New Tendency of the Labour Market in the APEC 

Region: the Dynamics of the Future of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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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PECC 網站: https://reurl.cc/7eaDz9 

 Global Economic Review and Outlook 

 The Future of Cryptocurrency from a Regulatory Perspective 

 Innovation, Inspiration, and Inclusion:A Succinct Account of the 

Singapore FinTech Landscape 

◎ 110年度的小型國際計畫「數位經濟時代的數位技能：PECC經濟個

案研究」完成，CTPECC 網站：https://reurl.cc/7eaDxk 

該計畫之最終報告於 12 月 15 日登上 PECC 網站，並由 PECC 秘書

處發出信件予以介紹，供所有 PECC 成員參考。 

◎ 向外交部陳報 CTPECC 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CTPECC 按照外交部的要求與資安稽核意見，於 12 月 24 日向外交

部陳報「CTPECC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內容共分「推動組織」、

「人力與經費」、「系統盤點」、「風險評估」、「防護與控制措

施」，以及「績效管理」等 16 大項。 

◎ 配合外交部完成「實地查核」： 

CTPECC 於 12 月 29 日，按照 110 年度的實地查核項目表，配合外

交部國組司與人事、主計暨資安專業人員，完成年度查核工作。 

◎ 法人變更登記： 

因應 CTPECC 於 4 月 13 日第 10 屆第 6 次董監事聯席會已完成第 10

屆董監事任期屆滿與第 11屆董監事改選， CTPECC已於 12月 29日

完成第 11 屆董監事法人變更登記之所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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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一) 收入總額 13,674,856 元，包括： 

1.業務收入：本年度補助計畫收入 13,631,555 元。 

2.業務外收入：本年度業務外收入 43,301 元，包括： 

(1)基金孳息收入 25,888 元。 

(2)其他利息收入 17,413 元。 

 

(二) 支出總額 13,641,287，包括： 

1.業務支出：本年度補助計畫支出 13,631,555 元  

2.業務外支出：本年度業務外財務費用 9,732 元。  

(三) 本期賸餘：本期收支互抵銷後，計賸餘 33,569 元。 

 

二、現金流量實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增加 156,343 元，包括本期賸餘 33,569 元。 

資產負債調整科目如下： 

登記基金專戶增加 16,156 元， 

      無預付費用， 

      應收款項增加 14,427 元 

應付帳款增加 153,357 元。 

(二)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7,064,984 元。 

(三)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7,221,32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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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淨值變動實況 

本年度淨值 38,426,068 元，包括： 

(一) 基金：創立基金 15,000,000 元。 

(二) 賸餘：累積賸餘 23,426,068 元，包括期初累積賸餘 23,392,499 元

及本期賸餘 33,569 元，期末累積賸餘 23,426,068 元。 

四、資產負債實況 

(一) 資產總額為 39,612,057 元，包括： 

1.流動資產 7,235,754 元。 

      (1)銀行存款 7,221,327 元， 

      包括：支存 1,719,661 元， 

                      活儲 3,041,223 元， 

                      定存 2,115,976 元， 

                      美金帳戶美金 10,927.46 美元(合新台幣 344,467 元)。 

      (2)應收款項 14,427 元。  

2.創立基金專戶 32,376,303 元。 

(二) 負債總額為 1,185,989 元，為應付帳款 1,185,989 元。         

(三) 淨值為 38,426,068 元，其中包括： 

1.創立基金 15,000,000 元。 

2.累積賸餘 23,42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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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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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1,744 收入 14,115,000 13,674,856 -440,144 -3.12% 

11,762,000    業務收入 14,062,000 13,631,555 -430,445 -3.06% 

11,762,000        補助計畫收入 14,062,000 13,631,555 -430,445 -3.06% 

49,744    業務外收入 53,000 43,301 -9,699 -18.30% 

26,681        基金孳息收入 29,000 25,888 -3,112 -10.73% 

23,063       其他利息收入 24,000 17,413 -6,587 -27.45% 

            

12,427,777 支出 13,935,000 13,641,287 -293,713 -2.11% 

12,418,045   業務支出 13,928,000 13,631,555 -296,445 -2.13% 

12,418,045       補助計畫支出 13,928,000 13,631,555 -296,445 -2.13% 

9,732   業務外支出 7,000 9,732 2,732 39.03% 

9,732      財務費用 7,000 9,732 2,732 39.03% 

-616,033 本期賸餘 180,000 33,569 -146,431 -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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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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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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 33,569 -146,431 -81.35%   

    利息之調整 -53,000 -43,301 9,699 -18.30%   

    未計利息之稅後賸餘 127,000 -9,732 -136,732 -107.66%   

      0     

    調整非現金項目：     0     

        增加登記基金--基金專戶 -22,000 -16,156 5,844 -26.56%   

       增加應收帳款 0 -14,427 -14,427 0.00%   

       增加應付帳款 0 153,357 153,357 0.00%   

    未計利息之現金流入 105,000 113,042 8,042 7.66%   

    收取利息 53,000 43,301 -9,699 -18.30%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158,000 156,343 -1,657 -1.05%   

      0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 158,000 156,343 -1,657 -1.05%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8,650,000 7,064,984 -1,585,016 -18.32%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8,808,000 7,221,327 -1,586,673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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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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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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92,499 33,569 0 23,426,068   

    累積賸餘 23,392,499 33,569   23,426,068 
本年度增加係 110 年

度本期賸餘所致 

  合      計 38,392,499 33,569 0 38,42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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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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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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5,754 7,064,984 170,770 2.42% 

            銀行存款 7,221,327 7,064,984 156,343 2.21% 

                    支存 1,719,661 1,738,731 -19,070 -1.10% 

                    活儲 3,041,223 2,882,337 158,886 5.51% 

                    定存 2,115,976 2,099,541 16,435 0.78% 

                    美金帳戶 344,467 344,375 92 0.03% 

            應收款項 14,427 0 14,427 0.00% 

            預付款項 0 0 0 0.00% 

其他資產 32,376,303 32,360,147 16,156 0.05% 

    創立基金-登記基金專戶 32,376,303 32,360,147 16,156 0.05% 

          

資  產  合  計 39,612,057 39,425,131 186,926 0.47% 

          

負    債 1,185,989 1,032,632 153,357 14.85% 

    流動負債 1,185,989 1,032,632 153,357 14.85% 

            應付票據     0   

            應付帳款 1,185,989 1,032,632 153,357 14.85% 

    其他負債         

淨  值 38,426,068 38,392,499 33,569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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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累積賸餘 23,426,068 23,392,499 33,569 0.14% 

          

負  債  及  淨  值  合  計 39,612,057 39,425,131 186,926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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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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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1,555 -430,445 -3.06%   

       補助計畫收入 14,062,000 13,631,555 -430,445 -3.06%   

            

業務外收入 53,000 43,301 -9,699 -18.30%   

       基金孳息收入 29,000 25,888 -3,112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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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 17,413 -6,587 -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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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5,000 13,674,856 -440,14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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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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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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支出 13,928,000 13,631,555 -296,445 -2.13%   
   補助計畫支出 13,928,000 13,631,555 -296,445 -2.13%   
       薪資-計畫 6,896,000 6,896,000 0 0.00%   

       稿費及翻譯費-計畫 154,000 89,577 -64,423 -41.83% 
為撙節開支，翻譯

費支出減少 

       國內會議費-計畫 1,805,000 1,233,811 -571,189 -31.64%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減少國內實體

會議辦理規模與次

數，故支出減少 

       國外會議費-計畫 2,000,000 1,640,960 -359,040 -17.95%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國外講者改為

視訊參與 
       圖書資訊費-計畫 81,000 87,980 6,980 8.62%   

       郵資及運送費-計畫 37,000 79,380 42,380 114.54% 

因實體會議次數減

少，改增加刊物紙

本之寄送，持續推

廣大眾對國際時事

的了解 
       電話費-計畫 18,000 16,339 -1,661 -9.23%  

       文具用品-計畫 37,000 82,264 45,264 122.34% 
印製公文信封與影

印機/事務機碳粉匣

耗材替換支出 

       印刷費-計畫 413,000 699,406 286,406 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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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於推

廣國際事務宗旨，

調整為電子版與紙

本搭配並行，故印

刷費用支出增加 
       租金支出-計畫 1,440,000 1,440,000 0 0.00%   
       雜費-計畫 147,000 528,224 381,224 259.34% 詳註 
       團體會費-計畫 888,000 826,044 -61,956 -6.98%   
       車輛使用費-計畫 12,000 11,570 -430 -3.58%   
            
業務外支出 7,000 9,732 2,732 39.03%   

       財務費用 7,000 9,732 2,732 39.03% 
為銀行登記基金信

託管理費 
            
總             計 13,935,000 13,641,287 -293,713 -2.11%   
註：110 年度因應法規，新增資安制度導入費用支出，然因無適當會計科目報支，暫列入雜費科目，未來擬進行

會計制度修訂，增列適當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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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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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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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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研究員 2 4 2 
人員離職異動，但總

人月不變 

  助理研究員 2 5 3 
人員離職異動，但總

人月不變 

  研究助理    3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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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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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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年度 

 單位：新臺幣元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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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000   192,000 70,000 96,000   1,510,000 1,152,000   192,000 69,552 96,448   1,510,000 0 
分攤保

險費調

整 

副研究員 1,536,000   256,000 96,000 158,000   2,046,000 1,536,000   256,000 96,192 157,808   2,046,000 0 

人員留

職 停

薪，接

任同仁

薪資結

構 不

同，獎

金也依

在職比

例 撥

付。 

助理研究員 1,086,000   180,000 64,000 134,000   1,464,000 1,086,000   181,200 64,328 132,472   1,464,000 0 
分攤保

險費調

整 

研究助理 1,176,000   198,000 72,000 147,000   1,593,000 1,176,000   196,800 71,928 148,272   1,593,000 0 
分攤保

險費調

整 

兼任研究員 283,000        283,000 283,000        283,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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