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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MRCWG)第 23 次會議於 2010 年 6 月 21 日至 23 日在

秘魯利馬(Lima)舉行，共計 14 個會員體出席。本次會議討論項目主要涵蓋海洋資源

保育工作小組 2010 年工作計畫、各會員體報告、APEC 重要優先議題、SCE MRCWG

獨立評估、MRC 計畫管理(進行中及新計畫提案)、第 3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規劃、

聯席會議準備等議題。我方代表於會中報告我國執行海洋資源保育成果、去(98)年在

台舉辦之第 10 屆企業/私人部門參與海洋環境永續性圓桌會議之執行情形，以及報

告 2010 年「生態旅遊及水族館管理策略之改善 (Betterment of Ecotourism and 

Aquarium Management Strategy，BEAMS)」計畫提案，另我國自費辦理第 12 屆 APEC

企業/私人部門參與海洋永續性圓桌會議之計畫，獲得會議通過。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與漁業工作小組(Fishery Working Group)第 9 次聯席會

議於 2010 年 6 月 24 日在秘魯利馬舉行，共計 13 個會員體出席。本次會議重點包括

第 1 屆 APEC 糧食安全部長會議(the 1st 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on Food Security)簡

報、第 3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AOMM 3)之籌辦情形、合併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與

漁業工作小組討論等議題。第 3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預定於本(99)年 10 月 11 日至

12 日在秘魯 Paracas 舉行，將會產出 Paracas 部長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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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亞太經濟合作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第 23 次會議 

一、緣起及目的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為我國參與亞太經濟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Marine Resource Conservation Working Group，MRCWG，以下簡

稱本工作小組)之主政單位。該工作小組每年均召開會議，由各會員體派員參加，商討

有關海洋資保育相關議題。APEC 各工作小組設主事人(Lead Shepherd)，負責推動及協

調該工作小組之任務及工作，其任期為兩年，期滿可延長乙年，工作小組會議之主席通

常由主事人擔任，MRCWG 目前由秘魯籍 Dr. Ulises Munaylla 擔任主事人。 

本次會議討論項目主要涵蓋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 2010 年工作計畫、各會員體報告、

APEC 重要優先議題、SCE MRCWG 獨立評估、MRC 計畫管理(進行中及新計畫提案)、

第 3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規劃、聯席會議準備等議題。 

二、會議舉行日期、地點及出席代表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MRCWG)第 23 次會議於 2010 年 6 月 21 日至 23 日在秘

魯利馬(Lima)舉行，出席會議會員包括澳洲、加拿大、智利、中國、印尼、日本、韓國、

墨西哥、秘魯、俄羅斯、泰國、美國、越南及我國等 14 個會員體，共計約 40 餘人與會。

我國出席成員包括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梁顧問永芳、張研究員宣武、台灣大學劉教授倬

騰、台灣海洋大學劉教授光明及國立海洋生物博物館陳助理研究員德豪。 

三、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由地主國秘魯海洋研究所 Adm. Jorge Brousset 所長及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主

事人秘魯 Ulises Munaylla 分別致詞，並由各會員體自我介紹。本次會議由主事人 Ulises 

Munaylla 擔任主席；會議紀錄(rapporteur)由美國負責，會議紀錄初稿由會議主辦單位撰

寫，由美國及智利定稿。本次會議會前以電子郵件提供暫訂議程中之「Identify Cross 

Cutting Issues with other APEC Fora」，以及「APEC Priority –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FIs)」因故取消，修正後議程獲與會代表採納，會議依修正後議程

進行。 

四、會議重點 

1、 各會員體海洋資源保育成果報告 

於本次會議之前，各會員體應提供主事人辦公室推動國內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國際

海洋資源保育協定、或過去 1 年有關執行巴里行動計畫(Bali Program of Action)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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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書面報告；本署已於會前提供 APEC 秘書處我國成果報告，並由大會主辦單位於

現場提供。本署梁顧問永芳代表我國口頭簡要說明我國去(2009)年莫拉克颱風侵

台，創紀錄雨量造成我國人民生命及財產損失，顯示氣候變遷已對我國造成嚴重影

響，我國歡迎 APEC 會員體就此方面進行國際合作，研擬因應對策；此外亦說明我

國執行油污緊急應變、拯救鯨豚工作、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天然海岸線維

護等重點工作。 

2、 主事人對於本次會議預期產出說明 

主事人簡要說明本工作小組職權範圍書(Term of Reference, ToR)重點，其目標為 i)

透過對海洋及海岸地區之瞭解及海洋環境之永續管理，以確保海洋環境及其資源之

永續性，ii) 從海洋而得之永續經濟效益，以及 iii) 促進海岸社區之永續發展。ToR

之政策、計畫及措施，應以下列為主：採用基於生態系管理方法之海洋及海岸政策

制訂(policy making)；支持科學及技術合作及研究；改善海洋環境品質及標準，包

括預防、控制及減緩海洋污染；支持國際組織及非強制協定之區域及國內努力；改

善負責任海洋及海岸(responsible care of oceans and coasts)之區域合作；改善 APEC

各級論壇海洋相關事務之合作；加速解決影響貿易及投資之環境威脅；透過技術轉

移及訓練加強能力建構；回應 APEC 新興議題。 

重要文件：首爾海洋宣言、巴里行動計畫、及 2005 年海洋資源保育策略架構。 

本次會議預期成果如下： 

– 2010 年 MRCWG 工作計畫 

– 各會員體執行 BPA 等成果報告 

– 獨立評估建議之參採 

– 瞭解計畫管理之新安排 

– 進行中計畫及新計畫提案 

本工作小組擬於 AOMM 3 討論的議題： 

– 海洋垃圾(澳洲主政) 

– 海洋及氣候變遷(印尼主政) 

– 能力建構(美國主政) 

– 基於生態系管理(智利主政) 

– 食品衛生及安全(秘魯主政) 

美國感謝主事人連結本工作小組之工作 ToR 與 APEC 優先議題(priority)，由於 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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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體代表共聚一堂並非易事，盼能藉此難能可貴的機會，以集思廣意的方式，尋

求創新性的想法及共同合作的契機。加拿大贊成美國說法，認為應利用本次會議，

對不同議題有較廣泛的討論，達成明確的目標(tangible goal)。主事人建議美國及加

大提供文件，邀請其他人參加討論，每個會員體可提供一個想法。加拿大建議大會

秘書處改變會議場地擺設，使較多的人可以坐在會議桌前參與討論，獲得主席同意。 

3、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策略計畫 

MRCWG 策略計畫草案由主事人報告，該計畫效期為 2010 年至 2015 年，其重要優

先順序為達成海洋環境永續管理、強調健康海洋的角色對食品安全的重要性、降低

氣候變遷對於海岸社區及海洋生態系的影響、加強與國際組織、私人部門或 APEC

其他工作小組的合作、瞭解保護海洋環境之經濟效益。未來本工作小組的計畫應與

瞭解海洋資源的經濟價值直接相關。本草案將依據本年 10 月第 3 屆海洋相關部長

會議結果予以修正。 

4、 SCE 海洋資源保育作小組獨立評估 

主席簡要說明 SCE 對於本工作小組獨立評估之建議(recommendations)，主席輪流請

各會員體提出對於評估建議之建言。針對獨立評估 Recommendation 4 –“The 

MRCWG needs to proactively cultivate and encourage greater participation of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bodies, including the private sector, academia, and civil society in 
MRCWG activities. Such participation can happen in various ways”，本署梁顧問永芳

強調我國舉辦企業/私人部門參與海洋環境永續性圓桌會議及新計畫提案

Betterment of Ecotourism and Aquarium Management Strategy，均為強調與私人部門

合作之計畫。主席回應 MRCWG 與其他國際組織及私人部門合作，確為重要議題。 

加拿大表示應瞭解 AOMM 3 與本年 11 月 13 日至 14 日舉行之領袖會議的關聯性，

美國亦表示 AOMM 3 會議成果可提交領袖會議，另本次 AOMM 3 將會討論食品安

全議題，故亦應瞭解即將於 10 月在日本舉行之 APEC 食品安全部長會議議題之籌

備進程及內容。 

5、 APEC 計畫進度報告 

我國執行第 10 屆企業/私人部門參與海洋環境永續性圓桌會議(The 10th APEC 

Roundtable Meeting on the Involvement of Business/Private Sector in Sustainability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由台灣海洋大學劉教授光明，以 Powerpoint 方式向大會報

告。主席徵詢我國舉辦圓桌會議參與情形，我方復以去年計有 6 個會員體出席，多

為學術界的代表，討論議題為氣候變遷對海洋資源的影響，基於生態系的管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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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保護區的規劃及管理，私人部門參與海洋資源保育等議題。 

加拿大口頭說明 APEC FWG 01/2009 EBM/EAF Implementation Survey 執行進度，

表示尚有部分會員未提供問卷，未來 2 個月內，將持續蒐集尚未繳交之問卷，分析

後提交 AOMM 3。 

6、 2010 年計畫提案報告及討論 

依據 APEC 2010 年計畫提案第 2 階段(Session 2)之時程，新計畫之概念性文件

(concept note)須於本年 5 月 21 日提案至各工作小組/論壇。我國計畫提案為「生態

旅遊及水族館管理策略之改善 (Betterment of Ecotourism and Aquarium Management 

Strategy，BEAMS)」，本計畫於會前已獲得中國及印尼同意擔任共同提案者，並將

該計畫之概念性文件於期限內提交 APEC 秘書處計畫主任(Program Director)Toni 

Widhiastono，並已由本工作小組完成排序，送 APEC 21 個會員體之 PDM (Principle 

Decision-Maker)決定優先順序。本提案雖已完成提交及排序之程序，惟依據本次會

議議程，仍請新提案會員體報告。 

我方由台灣大學劉教授倬騰對本提案進行報告，另因本案亦有海洋生物博物館之參

與，該館陳助理研究員德豪向大會簡介該館之任務及現況。美國感謝我國持續將「私

人部門參與」引入歷次工作小組會議中，認為本計畫透過海洋生物科學研究及海洋

生物博物館經營，強化 APEC 海洋資源保育中「經濟」的因素。加拿大亦表示我國

從教育著手之途徑，將會有助於海洋資源保育。 

本次會議計畫提案會員除我國之外，尚包括秘魯於第 2 階段之提案「Development of 

Indices to Measure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Marine Resources and Human Coastal 
Communities in the Pacific Basin」、俄羅斯擬提「Application of Satellite-based Methods 

for Monitoring and Reduction of Anthropogenic」。以上兩提案均未有書面資料，將於

會後再提供所有會員參考。 

我國 2011 年第 12 屆 APEC 企業/私人部門參與海洋永續性圓桌會議之自費計畫

(self-funded project)提案由台灣海洋大學劉教授光明報告；中國提案成立 APEC 海

洋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管理研究及訓練中心之自費計畫，均獲得大會認可通過。 

7、 國際組織報告 

– 基於海洋生態系之管理(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法國發展研究院(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IRD) Dr. Arnaud 

Bertrand 應邀來本次會議報告「Insights form fisheries ecology for Ecosystem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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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 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 

自然保育協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 Dr. Stephan Halloy 應邀前來本次會議報告氣

候變遷與海洋─影響、脆弱性及調適(Climate change and oceans: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8、 聯席會議討論 

此節討論係針對明(24)日與漁業工作小組聯席會議之討論。澳洲表示海洋部長會議

舉行在即，需要瞭解海洋部長會議的議題，盼兩工作小組可提出一份共同議題，而

非兩套議題，因此亟需與漁業工作小組協調。主席回應，據其瞭解兩小組共同議題

為「海洋及氣候變遷」、「食品衛生及安全」及「基於生態系的管理」，而「海洋垃

圾」及「能力建構」係屬本工作小組提出之議題。加拿大表示明日與漁業工作小組

之聯席會議，將可針對既有議題進行討論，亦可瞭解漁業工作小組的策略計畫，建

議兩工作小組主事人可事先討論兩工作小組的策略計畫，除加強雙方的合作意願，

尚可確認合作領域。中國表示並未有代表參加漁業工作小組會議，可否先提供漁業

工作小組之書面議題供參。 

主席表示為補強議題之內容，將請秘魯、印尼、智利、美國及澳洲分別就基於生態

系之管理(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EBM)、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食品衛

生及安全(Food Safety and Security)、能力建構(Capacity Building)及海洋垃圾(Marine 

Debris)等議題帶領小組討論，主席請各與會代表自行選擇小組參與討論，在經歷 1

個小時之小組討論，再回到會場由各議題主政會員體進行簡報。主席邀請秘魯、印

尼、智利、美國及澳洲等會員體簡要分享小組討論結果。主席請主政會員於本次會

議結束之後，提供書面文件供參。 

9、 下次會議舉行地點及下屆主事人選舉 

主席表示明(2011)年為美國年，建議美方考慮可否由美國主辦。美國表示無法確定

是否可以在美舉辦，將會返國請示後再通知。另表示因其國內法規之限制，將無法

提供類似秘魯舉辦同等款待規格之會議。 

主事人任期為 2 年，秘魯主事人雖因人事更佚，惟任期仍將於下次會議前屆滿，主

席尋求各會員體提名，泰國建議明年為美國年，請美方考量擔任主事人。美國表示

將回國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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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事項 

加拿大建議可檢討書面會員報告(Economy Report)之有效性，表示漁業工作小組會

議並未有類此之會員報告，建議可改以口頭報告方式於會議中說明各會員體執行巴

里行動計畫等成果進展。中國則建議於每次會議邀請 2-3 個會員體於會議中對其國

內執行海洋資源保育成果進行較詳細之報告。有關此節，主席建議於下次會議討論。 

本次會議紀錄草案將以電子檔案方式提供(在本星期結束前提供)，會員將有一週時

間檢視，2 星期後將有最後正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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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及漁業工作小組第 9 次聯席會議 

一、緣起及目的 

亞太經濟合作(APEC)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及漁業工作小組，每 1-2 年舉辦聯席會議，

以加強兩工作小組間之協調聯繫，彌補兩工作小組未能涵蓋之處，以及避免工作重復。

依據 APEC SCE 建議，自 2007 年起此兩工作小組每年均須舉辦聯席會議。本次會議重

點包括第 1 屆 APEC 糧食安全部長會議(the 1st 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on Food 

Security)、第 3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AOMM 3)之籌辦情形、合併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

組與漁業工作小組討論等議題。 

二、會議出席代表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與漁業工作小組(Fishery Working Group)第 9 次聯席會議於

2010 年 6 月 24 日在秘魯利馬舉行，出席會員包括澳洲、加拿大、智利、中國、香港、

印尼、日本、韓國、墨西哥、秘魯、泰國、美國及我國等 13 個會員體，共約 80 人與會，

我方出席人員除出席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第 23 次會議同仁之外，尚包括出席漁業工

作小組第 21 次會議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郭簡派技正宗海、蔡科長天享及中華民

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張組長正昇。 

三、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由秘魯生產部次長 Maria Isabel Talledo 致詞，強調海洋資源的重要性，並期勉

本次會議成功。漁業工作小組主事人印尼 Dr. Gellwynn Jusuf 及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

主事人秘魯 Dr. Ulises Munaylla 共同主持。本次會議暫訂議程獲與會代表同意，依議程

進行會議。 

四、會議重點 

1、 第 1 屆 APEC 糧食安全部長會議(MMFS)簡報 

第 1 屆 APEC 糧食安全部長會議(MMFS 1)之舉辦時間與 AOMM 3 非常接近，且部

分議題關聯性高，因此由會議主辦國日本進行說明。MMFS 1 預定於本(2010)年 10

月 16 日至 17 日在日本 Niigata 舉行，會議預計產生部長宣言及行動計畫，會議討

論「農業部門之永續發展」及「農業投資及貿易之便捷化與確保糧食之可取得性」

兩大主題。 

加拿大代表提出有關合併兩工作小組提案可否納入本次會議討論，美國代表亦表示

在 AOMM 3 會議舉行之前及目前兩工作小組正討論策略計畫之際，有關兩工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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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併提案殊為洽當，主席指示可於討論策略計畫時再談。 

2、 第 3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AOMM 3) 

第 3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預定於 2010 年 10 月 11 日至 12 日在秘魯 Paracas 舉行，

該地位於利馬南方約 240 公里，車程約 3 小時，當地氣候宜人(9 度-32 度)，附近有

Paracas 國家自然保護區。 

秘魯規劃部長抵達利馬之後，再搭乘 90 人座專機抵達 Paracas，其餘團員則搭乘巴

士。部長及團員下榻旅館及會議場地規劃為 Hotel Libertador Paracas。印尼表示考量

部長年紀及舟車勞頓等因素，盼秘魯能安排讓部長於利馬多停留一日。另詢問部長

會議禮遇是否為部長+1 或部長+2，及是否有安排部長伴侶(companion)的行程。秘

魯表示將會安排部長在利馬 Marriot 旅館過夜休息，隔日再前往 Paracas，有關伴侶

行程將安排參觀島嶼及文化活動，將進一步提供書面文件。有關部長禮遇人數應為

部長+2。 

目前暫訂之議程如下表： 

Friday 8 Saturday 9  Sunday 10 Monday 11  Tuesday 12 
Registration 
(cont.)   

HoD Meeting 
Session 1 

Registration 
For Ministers 

AOMM3 
Session 4 

Morning tea 1 
and Photo 
Session Morning tea 1 Morning tea 3

AOMM 
HoD Meeting 
Session 2 

AOMM3 
Session 1 

Press 
Conference 

  Lunch Lunch Lunch 
AOMM 3 
Session 2   

HoD Meeting 
Session 3 

Official 
Photograh 

Afternoon tea 
2 Afternoon tea 2 Registration 

for Delegates 
and HoD 

HoD Meeting 
Session 4 

Transportation 
to Paracas 
 
 
 
 
 
 
 

AOMM 3 
Session 3 

  Dinner 
Welcome 
Dinner Dinner   

本次部長會議之標語(slogan)為「Managing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towards Food 

Security」，加拿大建議在標語中加入健康海洋(healthy ocean)，獲印尼之支持。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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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會議之預定產出為 Paracas 部長宣言，秘魯於會中簡報其草擬之部長宣言主

題，包括漁業對於食品安全的貢獻(Fishery Contribution to Food Security)、基於生態

系的管理(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公平貿易(Fair 

Trade)等 4 大主題。 

秘魯提出草擬部長宣言之工作時間表如下： 

預定日期 工作內容 

6 月 24 日 報告秘魯草擬之部長宣言 

6 月 28 至 7 月 26 日 宣言的討論及建議 

7 月 27 日至 8 月 14 日 處理會員體的建議(秘魯及秘書

處主政) 

8 月 15 日 部長宣言草案定案 

10 月 9 日 利馬舉行資深官員會議 

10 月 11 日至 12 日 部長會議及簽署宣言 

日本表示感謝秘魯提出有關 Paracas 部長宣言(Paracas Ministerial Declaration)草案及

預定工作進度；認為在部長會議應可邀請國際組織及私人部門等利害相關團體

(stakeholders)參加，日本要求將其建議記錄於本次會議紀錄。APEC 秘書處表示，

如果要邀請其他國際組織或私人部門參加部長會議，須依據 APEC 之規定徵詢各會

員意見，如無反對即可邀請出席。美國表示為確保各會員體部長均能撥冗出席，會

議應有較廣泛的主題，並同意日本的看法，應鼓勵利害相關團體參與。此節獲得

MRCWG 主席之認同。 

印尼表示研擬部長宣言確實需要「主席之友(Friends of Chair)」之協助，但其他會員

體意見亦為重要，此外亦詢問部長會議將會有類似巴里行動計畫之產出及如何吸引

部長參加。澳洲表示部長會議應強調海洋，認為巴里行動計畫及 Manado 海洋宣言

均為重要參考文件。 

3、 聯合國農糧組織(FAO)食品安全專題報告 

本次報告係透過遠距視訊方式向大會報告，因技術問題無法正常進行而取消。主席

指示相關簡報資料將於會後提供。 

4、 合併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與漁業工作小組討論 

美國表示 SCE 及 SOM 對於兩工作小組的相異之處不甚明瞭，因此 SCE 及 SOM 經

常質疑單獨成立兩工作小組之必要性。美方表示過去確實因兩工作小組有獨立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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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工作內涵明顯不同、溝通不足等因素，並不贊成兩工作小組合併，但現在情

況已與過去不同，即已無獨立的經費來源，從策略計畫中可看出工作內容亦多有重

復，每年均舉行聯席會議，爰建議兩個工作小組合併，並指出可藉舉行部長會議時

由部長認可，認為合併後結構不應有太大改變，也不擬排除既有的議題及工作，未

來仍可提出兩個策略計畫，或將策略計畫合併成為一個均可。美國瞭解兩個工作小

組的合併，將會對部分會員體造成困難，可建議研擬一個機制來減緩此變動的衝

擊，兩工作小組應以積極(proactive)的態度，而非由明年舉行之 APEC 獨立評估主

導。加拿大贊同美國，重申兩工作小組議題相似，且認為 SOM 成員咸認兩工作小

組議題類似。澳洲表示美國提案有其價值，基於海洋管理整合性的重要性，雖然之

前反對，澳洲已不再反對，部長會議可提最佳合併機制。 

印尼表示有關合併兩工作小組乙事，不急於現在決定，也許可以由部長會議來決定

或提供評估方向。MRCWG 主席指出過去之獨立評估報告建議兩工作小組不要合

併。智利代表表示雖然參加 MRCWG 會議的歷史不長，但是認為兩工作小組的目

標不同，此應為當初成立兩獨立之工作小組之理由，且 APEC 秘書處對於 Joint 

project 有較高的評價。中國表示因漁業工作小組無代表出席，且並未授權，無法表

示意見，並表示 MRCWG 有其獨特的議題，如海洋災難，建議提升兩工作小組聯

席會議之效能，例如事先可得知對方工作小組的議程及延長會議時間等。 

秘魯表示基於各會員體之發言內容，顯示此議題仍有歧見，並未達成共識，且渠等

並未獲得授權，認為需要時間討論，應維持有關此議題對話。主席表示本案立場分

歧，無充分時間溝通，各會員體需要內部討論。 

5、 下次會議地點 

下次會議將由印尼在該國巴里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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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 第 3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將於本(2010)年在秘魯舉行，秘魯已提供部長宣言初稿，

主題為「漁業對於食品安全的貢獻」、「基於生態系的管理」、「氣候變遷」及「公平

貿易」。在秘魯草擬之 Paracas 部長宣言初稿中，有關「氣候變遷」之內容為重視

瞭解氣候變遷對海洋影響之重要性，俾利研擬適當之調適政策，APEC 會員應加強

此方面之合作。以篇幅而言，此議題與其他議題相較著墨不多，可能係本次秘魯之

主辦部會為生產部，所規劃議題內容偏重漁業資源利用及保護。 

二、 有關兩工作小組合併案，原並未列於本次會議議程，由美國及加拿大臨時提出有關

合併的構想，並獲得澳洲之支持。美國、加拿大及澳洲於前次 SCE 辦理獨立評估

時，並未贊成將兩工作小組合併，後因 APEC 秘書處將分配至各工作小組辦理 APEC

計畫經費額度取消，致使 APEC 計畫經費的取得，與兩個獨立的工作小組或一個

合併的工作小組無關，且近幾次兩工作小組討論議題逐漸收斂，爰有此提案。本次

會議雖有開發中會員體如智利及秘魯等國反對，惟主席已表明將此提案列入明年工

作小組會議中討論，明年本工作小組主事人可能由美國擔任，故於明(2011)年工作

小組會議時應會提出討論。鑑於 APEC 組織係以經濟合作為主，且海洋資源保育

與漁業資源永續利用實密不可分，以目前趨勢而言，未來兩工作小組合併之機會甚

高。 

三、 APEC 2010 年計畫提案採以新的審查方式，將提案內容重要性與及英文撰寫能力

優劣分開，先提交概念性文件(concept note)，以審查該提案內容與 APEC 政策優先

議題之相關性，俟獲得審查通過，再撰寫完整的格式。我國計畫提案為「生態旅遊

及水族館管理策略之改善 (Betterment of Ecotourism and Aquarium Management 

Strategy，BEAMS)」，本計畫於會前已獲得中國及印尼同意擔任共同提案者，並將

計畫之概念性文件於 APEC 2010 年計畫提案第 2 階段(Session 2)期限內提交 APEC

秘書處計畫主任(Program Director)Toni Widhiastono，並已由本工作小組完成排序，

送 APEC 21 個會員體之 PDM (Principle Decision-Maker)決定優先順序。惟後經各會

員體 PDM 投票，將本計畫列為第 3 優先提案，基於第 2 階段之營運帳戶(Operational 

Account)僅夠支應第 1 優先及部分第 2 優先之計畫，故未能爭取到 APEC 計畫經費。

本計畫提案在本工作小組報告時，評價甚高，惟本工作小組屬性與 APEC 2010 年

優先議題不易吻合，且及各會員體之 PDM 代表對海洋資源保育認知之差距，致本

計畫未能獲得多數會員體 PDM 代表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