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太區域論壇 

「後疫情時代的商機」研討會議紀實 

 

時間：2021年 4月 27日 

地點：南臺科技大學 E棟 13樓念慈國際會議廳 

 
壹、開幕致詞：南臺科技大學 盧燈茂校長 

 

    校長代表南臺科技大學感謝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華民國委員會

CTPECC、台灣經濟研究院、經濟部南區聯合服務中心、台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

進會及台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會合辦此次會議，亞太區域論壇為南臺科

大商管學院一年一度的重要論壇，今年許多國家仍然飽受 COVID-19衝擊，雖然

部分國家疫情仍不斷蔓延，但疫情終將有一天會落幕，盧校長表示危機就是轉

機，轉機就是機會，有機會便可使台灣發展得更好，從金融市場可以看見許多

先知先覺者都已經超前部屬，未來同學求職時疫情可能尚未結束，今天論壇的

內容有關後疫情時代我們所需要面對的國際經貿、國際供應鏈、國際政治……

等問題，許多與會貴賓都是國內外經濟發展分析的知名人物，相信今天的內容

可以帶給同學許多啟發。 

 

    校長也分享南臺科大面臨了許多挑戰，如少子化，經費支援補助等問題，

但在董事會的積極支持下，我們擁有健全的財務，透過系上老師認真教學、學

生努力學習、校友軟硬體設備整建投入、教學輔導……等，使南臺在未來的教

育體系能夠培養高階技術人才，望南臺科大在未來可以成為台灣科技業的重要

角色，並藉由本次研討會，對於南臺科技大學之師生有更多啟發。最後校長預

祝本次會議圓滿順利。 

 

貳、專題演講：臺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 孫明德主任 

主題：「後疫情時代的國內外經濟情勢」 

 
  本場會議由南臺科技大學商管學院院長周德光博士主持，台經院景氣預測

中心孫明德主任擔任講者。 

 

  孫主任表示，此次會議將透過三個部份來進行，分別是故事、分析及趨勢 

這三個部分同時也代表了過去、現在及未來，首先是疫情的故事，人類史上遇

過許多疫情，面對的同時也進行了許多的改革，如工業革命、宗教改革、衛生

設施的建設等等，而此次的 COVID-19也會對人類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及改

革，第二則故事則為美國總統的故事，以胡佛總統及川普總統的例子來比對，

同樣遭遇經濟危機，也列舉兩者面對經濟危機時各自採取的行動。 



 

    接著進入第二部分，分析當前的經濟局勢，孫主任提及了美、歐、日、中

國、東南亞、印度、台灣等許多國家，並透過 GOOGLE分析圖來判斷各國經濟復

甦的腳步，每個國家的情勢都不一樣，這跟疫情有很大的關係，孫主任也提及

了接下來全球幾個重要的議題，如:美國貿易戰、美中脫鉤、英國脫歐協議、日

本奧運、歐洲疫情、中國十四五、中國內循環政策、世界產業鏈重組……等議

題，這些都會影響全球的經濟復甦。 

 

    之後進入第三個部分局勢分析、第一個趨勢為美國政府目前對美國國內科

技業及中國非常不友善，對內想辦法制定法規，打擊科技巨擘、使法律不再走

模糊邊緣，降低失業率提高稅率保護美國經濟，對外和中國打貿易戰解決對中

國的不公平貿易競爭，保護美國智慧科技產權，以保護美國利益。第二個趨勢

為電動車的發展，特斯拉目前產值為全球十大車廠的總和，而特斯拉的出現也

使得製造界的思維改變，慢慢從百年工藝變成摩爾定律，使我們不能用過去的

思維來解決現在的問題。第三個趨勢為許多企業從中國外移，哪些產業適合外

移，需要外移到哪裡，哪些地方適合做內銷哪些適合作外銷，孫主任幫大家做

深度分析，從中國移出的產業以服飾和手機最多(外銷)，因勞工成本較低成衣

廠移到柬埔寨、孟加拉、越南。電子業則台灣最多，汽車產業的部分泰國在日

本的幫忙之下建立了完整的供應鏈。不同的產業外移的動機不一樣，因此要去

的國家也會不一樣。  

 

   最後孫主任總結了今天的演講，並且在各國疫情逐漸趨緩及景氣復甦做出分

析，第一點景氣在今年復甦但復甦時間慢，且各國復甦的腳步不一致，第二點

未來復甦仍存在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疫情有可能繼續復發，近期復甦可能很

快，但後面幾年可能要視預防疫情可能帶來的衝擊。 

 

參、論壇：「後疫情時代的政經情勢」 

 

  本場會議由 CTPECC周子欽秘書長擔任主持人，台經院國際處何振生研究

員、台經院國際處程明彥助理研究員及全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黃進發董事長擔

任講者。 

 
一、數位經濟：全球與區域之趨勢－台經院國際處何振生研究員 

 

 何研究員首先表示，從去年開始因疫情關係，數位經濟對世界帶來巨大的

影響，不論是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轉變到數位經濟，或是企業間經營都受到

了數位經濟的影響。台灣想加入 ITA(資訊科技協定)，其主要原因為資訊科技

相關產品皆為零關稅，如果沒有參與此協定的話，台灣數位經濟可能沒辦法像



現在這麼好。 

 

    甚麼是數位經濟呢?簡單來說跟數位有關的東西就叫數位經濟，包括輸入、

科技、服務業、基礎建設、大數據等等，接著再由 OECD延伸出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層面是 CORE從生產者的角度來看，第二個層面為 NARROW包含會應用到

的公司像是服務業，最後一個層面則為 BROAD其所包含的公司，像是醫科、工

業 4.0、農業、AI等等。 

 

    接著何研究員分享了 IMD世界數位競爭力調查評比，綜合知識、技術及未

來的準備三個面向，台灣今年的綜合排名是第 11名，但在細項方面，技術及未

來準備表現都不錯，但在數位知識的排名則仍有進步的空間。何研究員覺得政

府在未來應更積極修改相關法律。 

 

    最後何研究員說明了 APEC在數位經濟上從 2020到 2040年的目標，全世界

標準一致化和保護消費者個資與網路安全的重要，並呼籲大家關注創新與技術

數位化的議題。 

 

二、2021年 ABAC動態與展望-台經院國際處程明彥助理研究員 

 
    程明彥研究員首先說明目前 APEC 組織架構，並介紹去年 ABAC的三大成果

報告分別為、領袖建言書、AI 研究報告書及疫情中政府貢獻報告書，ABAC2020 

年主題為 整合、創新、包容性，2021年則為人、地域、繁榮，去年因在馬來

西亞通過太子城願景 2040，2020年 至 2040年 APEC 會根據此願景來做相關規

劃，而今年則是要思考如何實現願景，在今年開會時紐西蘭總理也向 ABAC喊

話，ABAC需要傾聽企業界的聲音，對抗疫情及經濟復甦為當前首要任務，而在

復甦的過程中需兼具永續、包容等特性，APEC經濟體皆須致力於開放市場確保

貿易流通。APEC經濟體及企業皆因站穩自身立場，如：開放性、創新、動態、

永續性、包容性等概念，紐西蘭作為今年 APEC主辦國，期待與 ABAC合作以共

同致力與永續及綠色復甦。. 

 

    今年 ABAC也成立了五個工作小組及 16個任務小組，並由台灣 ABAC代表張

嘉淵技術長擔任支持新興科技任務小組召集人，而我國於 ABAC推動的工作為利

用 AI、物聯網、科技等技術，來促進醫療轉型。 

 

三、疫情後中小企業發展方向:以紡織業為例 -全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黃進發董

事長 

 

    黃董事長首先講述自己在紡織業界待 25 年的經歷，受父親影響後出來創



業，從機械工程到材料再到企管經營，強調自己在每一個階段不會滿足，而是

再繼續努力，用心學習體驗經營並全力以赴，也因此創立了全御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之後，黃董事長便開始介紹紡織，從紡織的原料到製造方式的分類，紡織

的流程及專業的機器設備，還有紡織後所產出的產品。接著講述台灣紡織工業

現況，台灣的紡織工廠大約 4000多家從業人員估計 14.2萬人，由於成衣業在

台灣所占比例較少，所以現在產品都要到東南亞去加工，此外台灣下游成衣染

整產業減少，所以只能到東南亞做第二次加工。黃董事長也針對台灣紡織產業

(中小企業)未來發展方向，列舉了幾個重要的事項  

1. 朝高價值、差異化產品精進：黃董事長從參訪一貫化工廠製造流程讓得

知差異化產品的重要 

2. 發展環保性紡織原料供應鏈：台灣環保性紡織原料為世界第一 

3. 發展時尚感的機能性紡織品 

4. 強化設計與品牌實力 

5. 發展具潛力的智慧型紡織品：去年疫情初期，紡織營業額從 100%降到  

  30%，原因為布料送到東南亞加工設計後再交給品牌實體店面販售，但     

   因疫情法規限制，使得整個實體店面幾乎倒閉，黃董事長在那段期間看 

   出了品牌的實力，品牌商透過 AI 再由電商網路販買使得下半年業績成 

   長超過一倍 

6. 新南向的契機 

7. 發展紡織供應鏈智慧化 

 

最後黃董事長總結，綠色環保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新趨勢，並送給大家一句

話，未來是創造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