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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時間：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

貳、會議地點：汶萊─斯里巴加灣

參、會議目的：旨在結合亞太地區企業領導人，針對現今區域的經濟

情況，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意見交流，以期勾

勒出未來全球發展之藍圖，進而拓展企業之商機。

肆、議程(請參閱附件)

伍、名單(請參閱附件)

陸、會議概述

本屆APEC CEO Summit的重要討論議題包括了 「回顧與前瞻─2000

年亞太區域現況」( Asia-Pacific’s End Year 2000 Realities)、「全
球化對區域之衝擊」 ( Globalization’s Backlash：It’s Wilder
Regional Implications)、「以 APEC 方式迎向全球化挑戰」( Facing

Globalization the APEC Way )、「廿一世紀亞太工業的成長」( The

Anticipated 21st Century Growth Industries：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 Pacific )、「第三次工業革命：無疆界的世界」(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A World without Walls )、「APEC 是否建

構良好的商業環境」( Is APEC Relevant to Business？)、「企業治

理：APEC的行動方案」(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PEC：An Action

Agenda for Ongoing Improvement )、「WTO 現今局面」( The WTO

Imbroglio：Where To Now？)、「迎向全球化挑戰，邁向無疆界的世界」

( Reflection on Globalization’s Challenges：APEC’s Goals & An
Emerging Worldwithout Walls )等等。

本次會議中，「全球化」是最主要的議題之一，泰國、秘魯、美國、

澳大利亞、菲律賓、中國大陸之官員、學者、企業界人士皆對此問題，

做 了 不 少 的 陳 述 。 泰 國 外 交 部 長 Mr. Surin Pitsuwan 就

〝Globalization’s Backlash：It’s Wilder Regional Implications〞
發表演說，他指出：全球化是產業界之第三次工業革命，也是無法拒絕

的趨勢。自九0年代以後，亞洲及中南美洲等新興國家也有許多跨國公

司開始向外擴張，由於各國致力於開放政策，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全球

通訊網之整合與發展，使得跨國公司快速成長。但人們擔心全球化之

後，各區域將會失去它特定的文化，生活的控制，而產生許多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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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自由化的市場，在未完全準備好的情況下，全球化將使各區域受

到相當嚴重的衝擊，但全球化是無法拒絕的趨勢，因它可以出售及傳送

知識及設計，使得各區域的各種技術、經驗互相傳授，促進各企業之間

之合作，也把各區域的環境保護，人力資源等較小的Group，整合在國

際傳播的資訊中。國際財務系統將有較高的利潤，各區域性的財務系統

將被整合，這對APEC之未來，並不是好消息，因為APEC國家之許多產

品，來自歐美高度開發的國家，強力整合的結果，將造成 APEC 很大的

競爭衝擊。泰國、秘魯、菲律賓、中國大陸對全球化憂心忡忡，但美國

方面則認為全球化對國際經濟會有很大的幫助。智利總統 Ricardo

Lagos、蘇俄總統Vladimir Putin分別對「迎向全球化挑戰：無疆界的

世界」提出他們的看法。智利總統說：他們歡迎自由貿易，與亞洲經濟

合作，但也擔心全球化帶來不穩定；他擔心國際資金的流動，會使資本

亂竄，流入智利，造成問題。因此，必須思考一些機制，限制資金流動，

他希望 APEC 能討論關稅以外的問題，例如社會立法，環保問題，如何

改革金融、銀行之服務。蘇俄總統則謂俄國 10 年前瓦解之後，已由控

制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只是在走的過程較慢，現在國際整體投資環境在

大幅變化，國內產銷都感受到金融危機之影響。一個跨國企業的產出已

超過一個國家的GDP，造成貧富更大的鴻溝，APEC應找出解決鴻溝之辦

法，否則，全球化不會帶來好處。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經濟

發展會導致社會穩定，蘇俄政府希望今年經濟成長能達到 7%，收入增

加 30%，退休金增加 30%，他希望利用全球化促進國內經濟之發展，吸

引外國之投資，促進能源出口、機器製造、旅遊。亞洲能源不足，蘇俄

可以出口，遠東、西伯利亞能源開發，也可與國際投資者合作。在交通

上，正在興建穿越亞洲之公路，比蘇彝士運河少花 10 天時間，蘇俄也

朝向經濟自由化，經濟結構改革，金融、銀行、法律、仲裁、關稅等之

改善，以期成為 WTO 之成員。 美國總統柯林頓也針對全球經濟發表演

講，他認為全球化可為亞洲帶來很多的好處，以前的封閉經濟，雖然在

經營危機上受到的衝擊較小，但實質上，也沒有多少好處。

APEC在過去幾年，把政治領導人、經濟領導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解決

問題，鼓勵貿易開放，促進地區穩定，有重大的貢獻。他提出四個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智識網路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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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挑戰：是開放更多的市場

    第三個挑戰：是改進透明度，進行金融改革，不只降低關稅

    第四個挑戰：是解決傳染病，亞太成為愛滋病研究中心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演講中提到，經濟全球化是社會型態的革新

技術發展，有利於促進知識、技術水準的提升，提供新的發展經驗，也

提出了新的挑戰。經濟全球化帶來眾多的創業機會，但伴隨更新的技

術，創新生命周期更短的產品，更快速的技能流動，更進步的企業經營。

國際社會應對資本的跨國流動，加強有效的監控，制定市場快速變化和

新的經濟技術之國際規劃。經濟全球化使世界各國各地區之地位發生差

異，廣大發展中的國家，面臨許多新的挑戰，南北貧富差距擴大，這不

利於全球經濟之健康發展，也不利於和平的維持，我們需要的是世界各

國平等、互惠、和平共存。APEC 應集體推動本地區之商業發展及地區

之經濟合作，積極鼓勵引進外資及技術，善保投資市場多元化的特性，

讓企業大膽的走出去，利用國內外資源及地區內外兩種資源。APEC 在

發展產業結構的同時，要發揮自身豐富資源及成本較低的優勢，鼓勵發

展技術、發展創新，協助會員國將貿易自由化及經濟合作全力推動，並

加強國際之間金融之合作。

柒、會後心得

  一、明年，全球經濟和區域經濟成長有趨於緩慢趨勢，將對不良企

業與金融體系造成壓力，而貨幣、債券和證券市場的不穩定，

威脅資金的流動性，也帶來企業償債危機。而APEC國家金融改

革措施不完整，一旦國際金融出現問題，能否通過挑戰，令人

擔憂，台灣在這個暴風圈之內，國際金融危機已萌，本公司雖

為國營企業，財務狀況健全，資金雄厚，也不容許掉以輕心。

  二、全球化為不可避免的趨勢，產業無疆界導致跨國企業縱橫全球，

網路為智識、資訊傳播之主要工具，本公司在未來的經營環境

中，走向國際化，網路系統之建立、改善與應用，為不可忽視

的一環，應加強訓練員工，善用國際網路之好處。

  三、本次會議議題大多集中在全球化之挑戰，及APEC在此衝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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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如何因應之行動方案，WTO之現況及貿易自由化等，透過積

極參與國際會議，將有助於了解全球化對區域經濟、國內、本

公司之影響，進一步去思考未來因應之方向及作法，頗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