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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出國目的) 

APO 工作會議為亞洲生產力組織年度重要大會，係由各會員國工

業代表、農業代表各 1 名及顧問與會。工業代表多數由負責 APO 計畫

規劃、執行與協調聯繫之國家生產力機構首長(NPO Head)擔任。會中

除檢討評估往年各項計畫之執行情形，並確認次年計畫項目與推行要

點。本(第 64)次會議於 112年 12 月 17日至 19 日於土耳其安卡拉舉行。 

APO 工作會議可視為 APO 理事會議前之「幕僚會議」，其所審議

之各事項則於翌年提交 APO 理事會議決議。我國透過積極參與會務，

善盡國際組織會員國之責任義務，以確保我國於 APO 之地位與權益；

同時於會議中，我國透過會務參與及辦理相關計畫活動與秘書處及會

員國保持友好密切之關係。 

貳、 團員及任務分工 

一、 團員組成 

計畫內編列之人力為 2 人次，分別為 APO 中華民國理事辦

公室薛夙晴經理兼 APO 中華民國聯絡官及陳敔彤助理管理師，

渠等均以顧問身份與會。本次會議我國代表團實際出國人次為 5

人，除前述 2 員外，另有工業代表中國生產力中心張寶誠總經理、

產業發展署永續發展組吳振華組長、農業代表農業部國際事務司 

粘立慈科長。 

二、 任務分工 

(一)、張寶誠團長：代表我國生產力機構率團參與WSM會議。 

(二)、產業發展署吳振華組長及農業部國際事務司粘立慈科長：代

表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及農業部參與會議。 

(三)、薛夙晴經理 

1. 協助我國代表於會中確認 2024、2025-2026年將在我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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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項計畫。 

2. 執行聯絡官之相關溝通協調工作，與其他會員國聯絡官討論

未來雙方合作之計畫。 

(四)、陳敔彤助理管理師 

1. 陪同我國代表於會中確認 2024、2025-2026 年將在我國辦

理之各項計畫。 

2. 陪同聯絡官與會員國聯絡官討論未來合作計畫。 

單位/公司 團員 職稱 備註 

中國生產力中心 張寶誠 總經理 代表團團長 

產業發展署 吳振華 組長 顧問代表 

農業部 粘立慈 科長 顧問代表 

中國生產力中心 薛夙晴 經理 兼APO中華民國聯絡官 

中國生產力中心 陳敔彤 助理管理師  

參、 行程表 

Day 1: 11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 

19:30 出發前往土耳其 

Day 2: 112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一 

07:00 抵達伊斯坦堡新機場接轉機 

08:05 抵達安卡拉愛森柏加國際機場 

18:00  參加 APO 秘書長雞尾酒會 

Day 3: 11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二 

08:30 - 09:30 報到 / 地點：安卡拉珀恩特酒店 Point Hotel Ankara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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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會議場地皆位於此)B1 鑽石宴會廳 

09:30 - 10:15 

1. 土耳其 APO理事致歡迎詞 

2. APO秘書長致詞 

3. 土耳其工業與技術部長致開幕詞 

4. NPO代表介紹 

10:15 - 11:00 合照及茶敘 

11:00 - 12:30 

1. APO主席與副主席遴選 

2. 議程確認 

3. 2022年 APO 計畫評估 

4. 2025年 APO 願景：暫停與反思 

12:30 - 14:00 午宴 / 地點：15樓 Point View 餐廳 

14:00 - 15:00 
1. 2023 APO聯絡官會議 

2. 提升 APO 數位化能力 

15:30 - 16:30 
1. 未分配盈餘運用 

2. 支持多國性計畫之在地執行成本 

18:30 - 20:00 土耳其理事歡迎晚宴 / 地點：白金宴會廳 A 層 

Day 3: 112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 

09:00 - 10:00 各國 NPO 國情報告 / 地點：B1 A 廳 (鑽石宴會廳) 

10:00 - 10:30 茶敘 

10:30 - 12:30 

2024年計畫重新確認及討論 

1. 多國性計畫 

2. 單一國家計畫 

3. 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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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視訊計畫 

12:30 - 13:30 午宴 / 地點：15樓 Point View 餐廳 

13:30 - 16:00 

1. 2025 – 2026雙年度計畫討論 

2. 多國性計畫 

3. 實體計畫 

4. 研究計畫 

5. 視訊計畫 

16:00 - 16:30 茶敘 

16:30 - 17:30 

1. 第一天之會議摘要報告 

2. 臨時動議 

3. 閉幕致詞 

18:30 - 20:00 APO秘書長晚宴 / 地點：白金宴會廳 A 層 

Day 4: 112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 

09:30 - 12:30 

論壇 / 地點：B1鑽石宴會廳 

1. 示範工廠對企業效率角色 

2. 引領雙重轉型：新創企業的永續性與效率 

12:30 - 13:30 午宴 / 地點：15樓 Point View 餐廳 

14:00 - 19:00 人文參訪 / 安納托利亞文明博物館和安卡拉城堡 

17:40 搭機返台 

Day 5: 112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 

01:35 抵達伊斯坦堡新機場接轉機 

17:55 抵達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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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作內容 

一、 本屆APO工作會議於 2023年 10月 17日(星期二) 9時 30分進行

開幕式及大合照，隨後秘書處即針對各項會議議題進行報告。 

 

圖 1、土耳其工業與技術部長 H.E. Mehmet Fatih Kacir 開幕致詞 

 

圖 2、全體與會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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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我國代表團與 APO 秘書長 Dr. Indra Pradana Singawinata合照 

 

圖 4、會議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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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屆工作會議討論事項共七項，分別為(1) 2022 年計畫評估報

告、(2) APO2025 願景：暫停與反思報告、(3) 2023 APO聯絡官

會議、(4) 提升 APO 數位化能量、(5)未分配盈餘運用、(6)支持

多國性計畫之在地執行成本及(7) 2025-2026雙年度計畫。其議題

討論重點說明如下： 

(一) 2022年計畫評估： 

評估結果重點關注目的、方法及主要發現。其目的係評估

計畫對於實現 APO 2025 願景之貢獻。評估範圍包括多國性計

畫、自我學習線上課程以及單一國家計畫。 

評量主要發現在關聯性方面，有平均 98%的意見反饋認為

多國性與單一國家計畫與參與者的需求相符，而 96%的意見認

為在辦公處所使用數位學習平台的潛在乘數效應是非常好的。

與有效性相關之多國性及單一國家計畫之混合學習方式，評價

為 89%。 

(二) APO 2025 願景：暫停與反思行動 

該行動已於 2023 年 5 月獲得第 65 屆理事會核准。該活動

旨在重新審視 2025 APO 願景之監測及評估(M&E)框架不足之

處。報告強調 TWG在 2023 年 8 月 1 日及 8 月 31 日線上會議中

提出的初步建議，包含提供願景之明確預期結果(影響、成果及

產出)、強化資訊收集系統與過程、回報追蹤過程及願景之預期

成果完成度、以及使用暫停與反思行動所獲得之調查結果並建

議準備下一個願景工作。這些建議提供可立即進行改善的建

議，並且為 2025 年後願景工作做準備。暫停與反思行動及其提

出之建議，供指導委員會與第 66 屆理事會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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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3年 APO 聯絡官會議： 

秘書處介紹了 2023 年 APO 聯絡官會議(LOM)之背景和議

程，該會議於 2023年 2 月 14 日至 16日於日本東京舉行。會議

中透過分組討論，突顯關鍵問題，其討論重點包含每年以實體

方式執行 LOM之重要性、鼓勵 NPOs 組織外展活動並分享新聞

及資訊，並可將資訊上傳到其網站及社群媒體上、與數位模式

相比，實體計畫之有效性，以及強化 APO網絡的需求。 

LOM 每兩年舉行一次，以接收有關行政及後勤問題之更新

資訊。因此，下一次聯絡官會議訂於 2025 年舉行，在財務狀況

允許前提下，秘書處將規劃每年舉辦一次聯絡官會議。 

(四) 提升 APO 數位化能量： 

秘書處報告策略數位能力(SDC)計畫之進展，此計畫於 2021

年第 63 屆理事會議中批准。目的係為所有會員國在 2021-2025

年間，著重系統整合、強化能力、改善連線能力以及促進計畫

管理平台統一之發展。 

1.  第一階段，SAP Business ByDesign (ByD) ERP 系統已於 2022

年 9 月 1日正式完全上線，此系統整合簡化了許多過程，包含

從發出計畫通知書到管理財務等。 

2.  2023年 2月開始執行第二階段，其涉及參與者 Salesforce CRM

系統及專家管理之同化，並希望將第一階段的系統能力延伸至

所有 APO 會員國。為運作效率最大化，刻正進行中 SAP ByD

與 Salesforce 之整合，預計在 2023 年第 4 季正式上線。目前

正實施 Salesforce Shield 加強資料安全作業，以確保隱私權獲

得最佳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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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分配盈餘運用： 

秘書處提出了關於有效利用未分配盈餘之活動方案，首先

介紹了截至 2022 年財政年度結束時未分配盈餘之最新狀況，金

額為 9,040,342 美元。秘書處說明了五個未分配盈餘運用之提

案，這些提案將在 2024-2025 年執行，其包括以下內容：NPO

高階領導力計畫、碩士學位獎學金計畫、重組 NPO 校友網絡、

非會員考察研習計畫、建立非會員國參與及援助基金。 

主席 Mr. Abdullah Basar 確認第 64 屆 WSM 同意將提案 1

及提案 5 提交至理事會審議及核准。考量代表們的意見，本次

會議並未核准提案 2 至提案 4，會後將規劃由 APO 會員國組成

小組，以進一步討論相關細節。 

(六) 支持多國性計畫之在地執行成本： 

APO 秘書處表示，2020 年第 62 屆理事會已核准財務支援

提案，支付 2021-22 雙年度多國性計畫之部分當地非用，而

2023-24 之類似安排也已獲核准。 

(七) 2024計畫及 2025-2026 雙年計畫 

會中確認 2024 年將辦理之計畫，並討論新增計畫與主題調

整；另初步確認 2025-2026雙年計畫，摘要如下： 

1.  會中核定 2024 年辦理 90 項多國性計畫，我國將辦理 7 項，

列表如下： 

項次 計畫代號 計畫主題 

1 24-CL-03-GE-OSM-A 

Multicountry Observational Study Mission 

on Digital Innovation for SMEs 

中小企業數位創新多國性考察研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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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4-CP-27-GE-WSP-A 

Workshop on Digital Communications 

Strategy for the Public Sector 

公部門數位通訊傳播策略研習會 

3 24-CP-39-GE-WSP-A 
Workshop on Green Business Models 

綠色商業模式研習會 

4 24-CP-41-GE-TRC-A 

Training Course on Greening Supply Chains 

through Industry 4.0 

工業 4.0 綠色供應鏈訓練課程 

5 24-IP-20-GE-TRC-A 

Training Course on Gamification And Game 

Design for Customers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透過遊戲化與遊戲設計促進客戶及員工參

與訓練課程 

6 24-CP-52-GE-TRC-A 

Training Course on Smart Manufacturing 

Specialist 

智慧製造專家訓練課程 

7 24-IP-24-GE-TRC-A 

Training Course on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in Vegetable Farming 

蔬菜種植創新技術訓練課程 

2.  2025 年規劃辦理 71 項多國性計畫，我國將辦理 7 項，列表如

下： 

項次 計畫代號 計畫主題 

1 25-CP-14-GE-WSP-A 

Workshop on Digital Industry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數位產業策略與執行研習會 

2 25-CP-19-GE-WSP-A 

Workshop on the Circular Economy 

through Digital Solutions 

透過數位解決方案實踐循環經濟之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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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3 25-IP-01-GE-OSM-A 

Multicountry Observational Study Mission 

on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Digital 

Supply Chains 

智慧製造與數位供應鏈之多國性考察研

習團 

4 新提案 

Training course on Carbon Reduction for 

industrial sectors 

產業減碳培訓課程 

5 新提案 

Workshop on Driving business towards 

ESG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促進企業邁向 ESG及永續發展目標研習

會  

6 新提案 

Workshop on Service Innovation in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餐飲業服務創新研習會 

7 新提案 

Worksho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Sustainability Applied in Aquaculture 

智慧與永續養殖漁業研習會 

3.  2026 年規劃辦理 71 項多國性計畫，我國將辦理 7 項，列表如

下： 

項次 計畫代號 計畫主題 

1 26-IP-09-GE-WSP-A 
Workshop on Smart City Development 

智慧城市發展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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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6-CL-09-GE-TRC-A 

Training Course on IoT Applications in 

SMEs  

中小企業 IoT應用培訓課程 

3 26-CL-12-GE-WSP-A 

Workshop on SME Management 

Capability Development 

中小企業管理能量發展研習會 

4 新提案 

Conference on Global Trends in Policies 

on Marine Debris and SMEs 

海洋垃圾與中小企業政策之全球趨勢研

討會 

5 新提案 

Workshop on Green Productivity and 

Net-zero Emission Targets 

綠色生產力與零碳目標研習會 

6 新提案 

Multicountry Observational Study Mission 

on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to 

Achieve Net-zero Emissions 

發展循環經濟實現淨零排放多國性考察

研習團 

7 新提案 

Multicountry Observational Study Mission 

on Net Zero Recycle-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淨零循環—智慧農業多國性考察研習團 

三、 我方發言 

會中我方也針對 2025-2026 年將在我國執行之計畫主題及規

劃方向提供建議，可透過計畫辦理方式將我國政府現階段推動之

政策及做法分享給各國學員，以促進未來多邊交流之機會，強化

產業跨國合作，提高產業競爭力。 

我方亦表示，透過辦理產業論壇與 APO 計畫活動，分享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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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發展、市場趨勢和合作機會，使 APO 成為另一個為企業提

供促進合作和交流的平台，同時也創造更加靈活的國際人才流動

機制，使得優秀的人才能夠更自由地在不同國家的企業之間流

動，不僅有助於知識和經驗的交流，還能夠促進國際產業合作。 

 

圖 5、我方參與會議並於會議中進行發言 

四、 其他事項 

此次 APO 第 64 屆工作會議，秘書處請各國撰寫國情報告，

主題包括疫情期間，就當前 APO 多國性計畫包含培訓課程和研討

會之設計與各種商業或非商業機構提供之平台，包括數位模式之

可行性提出建議；另對於強化 APO 作為智庫、催化劑和區域顧問

角色之新舉措提出建議；以及鑒於生產力機構(NPOs)資源有限，

建議加強 NPOs 參與的同時，如何優化 APO 計畫之執行，同時亦

能強化可能之替代網絡/機制。 

另為了有效管理時間，國情報告由各會員國決定口頭陳述或

書面報告，我國代表以書面方式表述。其報告內容詳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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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一、 透過出席 APO 工作會議了解秘書處之內部運作，並熟悉會員國

之間的互動與關注之議題，將有助於了解各國最新發展趨勢，

後續團隊在執行各項業務時能發揮其綜效。 

二、 我方經會中與會員國代表交流過程中發現，我國在 APO組織中

確實扮演其重要之角色，不僅執行計畫數最多，在綠色生產力

及智慧製造領域上之技術發展也趨於領先地位，我國積極參與

APO各項活動，確實有效展現在國際組織中之影響力與實力。 

三、 本次會議第三天安排產官專家分享示範工廠及轉型創新等議

題，從分享中可知土耳其非常重視增進生產力以及加速數位化

轉型，而用於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政策及工具之一是示範工廠

計畫，該計畫提供企業可持續精進的訓練及諮詢服務、提倡精

實生產、及加強數位化轉型。 

陸、 建議 

一、 此次會議有多位生產力機構首長及聯絡官均為新任代表，未來

我國除積極關注會員國動態，亦應透過 APO 計畫活動與秘書處

及會員國保持友好關係，多尋求接觸機會以獲得未來更多實質

上的合作。 

二、 本次首次接觸土耳其在地的產業，我國可透過 APO 平台與土耳

其產業在生產力提升及數位化轉型之相關領域上合作，包含共

同參與示範工廠計畫、合辦培訓和研討會等，促使兩國企業進

行對接找到合作夥伴，進而促進實質合作。 

三、 我國積極參與 APO會務，獲得不少正面評價，近年秘書處遇到

會員國無法執行業務之狀況時，第一時間會詢問我方之接辦意

願，未來可借重秘書處對我國之信賴基礎，促成更多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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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我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 

四、 借助於本次會議中獲得之資訊與觀點，更多交流將有助於協助

我國產業創新與發展。惟目前往來國家多為新南向六國，發掘

與其他會員國潛在合作機會是將來要思考的方向，不僅與更多

國家建立友好關係，還可發掘更多跨國產業合作機會。 

五、 綜上，可更多利用產發署 APO 執行計畫及綠色/智慧製造卓越中

心平台，與 APO 秘書處及會員國深度合作，同時尋求進一步合

作之機會，包含共同研究、技術交流及資源共享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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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檢附相關資料 

一、 我國國情報告 

64rd Workshop Meeting of Heads of NPOs 

Country Paper 

I. Exploration of APO's multinational training programs and seminar 

design in comparison with existing diverse platforms 

1.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and collaboration: APO courses 

facilitate mutual exchanges, collaboration, and network building 

among participants from various member countries. This fosters an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community for sharing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best practices, and enhances opportunities for 

cross-border and cross-discipline exchang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haring. 

2. Accommodati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rend:   

(1) APO programs are executed both physically and virtually, 

leveraging digital platforms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ravel, 

accommodation, and other related costs without the constraint of 

geography or time. Meanwhile, they can serve participants from 

all member countries simultaneously,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efficiency and coverage of APO programs. The flexibility of 

digital delivery allows participants to engage in training at their 

own pace and timing to accommodate their work arrangements.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s, online programs offer a wider range of 

training courses and seminars, aligning with the current trend of 

using technology to reach broader audiences and deliver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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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ly and economically.  

(2) Digital platforms enable the APO to customize training courses 

based on specific needs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or themes.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domain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stitutions allows the incorpor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Virtual Reality (V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interactive simulations into programs, offering 

participants immersive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experiences 

through such new technologies.  

(3) Digital platforms enable real-time monitoring of participant 

progress and engagement, allowing the APO to collect valuable 

data concerning participant performance, feedback, and program 

effectiveness to facilitat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raining projects. Adopting a digital approach 

enables the APO to align with evolving training landscapes, 

reach a broader audience, and maximize the impact of its 

productivity enhancement initiatives. 

II. Recommendations of new measures to strengthen APO's roles as a 

think tank, promoter, and regional advisor 

1. Establish partnerships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jointly 

integrate resources, share expertise, and undertake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to address regional productivity issues. Collaborate with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es to jointly develop 

projects addressing productivity challeng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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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stablish an advisory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the APO and external 

experts to provide organizations with well-based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Develop productivity-related strategy briefs and 

recommendations. Utilize massive productivity-related data analyz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stakeholders for their reference. 

3. Engage i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trategies to involv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and broader communities in addressing 

productivity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Harness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for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leverage social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to amplify promotional information and reach a wider 

audience. 

4. Create research scholarships and programs to attract top talent in the 

fields of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viding them 

with resources and support for high-impact research. Offer research 

funding and awards to encourage researchers,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o conduct research in productivity-related areas and 

share their findings with the APO for its reference.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impact assessment framework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APO programs to achiev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while aligning 

with strategic goals. 

III. Recommendations, in light of the limited resources of NPOs, on 

optimizing NPO participation and enhancing possible alternative 

networks/mechanisms to implement APO programs 

1. Foster collaboration partnership, promote experience shar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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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with like-minded NPOs or those with similar developments 

to establish formal partnership, jointly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manpower, share operational experienc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raining facilities, and jointly execute programs, which contribute 

to enhancing the impact of programs.   

2. Create an online knowledge repository, covering knowledge 

related to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program implementation, 

outcome reports, and other relevant knowledge. Make it 

accessible to NPOs, encouraging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ontent sharing and interaction with online communities. Enable 

NPOs to participate in program impact assessment, solicit their 

feedback on the efficacy, achiev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program execution.   

3. Thematic and resource focus: Within a diverse range of program 

types and themes, conscientiously prioritize enhancement or 

focused areas, such as the COE areas in each member country. 

Allow for the planning of related follow-up actions based on the 

needs and capabilities of NPOs, providing corresponding support 

to ensure effici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broader participation 

and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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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簡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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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議簡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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