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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一、 會議時間及地點 

本(2011)年「APEC結構改革新策略研習會議(APEC ANSSR 
Residential Training Workshop on Structural Reform)」於8月10至
12日在新加坡舉辦，由經建會綜計處黃專員仿玉、林專員季鴻、

法協中心劉組長美琇，以及財團法人婦女權益促進發展基金會蕭

研究員伊真，代表出席。 

二、 會議緣起及目的 

2010年APEC經濟領袖會議通過採認「APEC成長策略」及

「APEC結構改革新策略(ANSSR)」，將未來APEC結構改革優先

工作領域由EC擴大為APEC整體的共同目標，進而涵蓋APEC相

關論壇的參與，且提升為資深官員會議主導推動。 

ANSSR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訂 定 APEC 整 體 共 同 優 先 領 域

(Collective Areas)、個別經濟體將自行設定未來5年結構改革優先

工作重點以及質化與量化的衡量目標、APEC將透過特定部門

別、特定議題別，以及量身訂作的能力建構計畫協助個別會員體。 

本研習會議係美方為ANSSR所規劃之第一次能力建構計

畫，旨在協助APEC各會員體研擬其個別的ANSSR計畫，並研討

如何於計畫中納入適當之質化或量化指標。 

三、 會議重要進展 

本研習會議中，美國代表提出將於本(2011)年9月第三次資深

官員會議期間舉辦「衡量結構改革進展方法研討會 (SOM3 
Workshop on Approaches to Assessing Progress on Structural 
Reform)」，該會議將協助各會員體制定推動結構改革之目標、

政策及衡量其進展之方法，渠呼籲各會員體屆時提出ANSSR計畫

草案之構想，俾利與其他會員體分享，並與學者專家研討如何進

一步強化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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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經過 

本研習會議主要係分享各會員體就「APEC結構改革新策略

(ANSSR)」5大共同優先領域之初步規畫內容，同時並安排澳洲、

OECD、亞洲開發銀行等專家，根據國際成功經驗及國際組織推

動改革經驗提出專案報告。會議定位為訓練性質，經過3天課程，

參訓者可掌握ANSSR之概要及其後續推動方向。 

一、 研習會議重點內容： 

(一) 會議第一天及第三天 (8月 10日及 12日 )，大會安排澳洲

(Productivity Commission)、OECD、亞洲開發銀行等專家，

就國際成功經驗及國際組織推動改革經驗提出專案報告，內

容涵蓋競爭政策之重要性、開發中經濟體進行改革的重點與

時序、以及推動改革的可能助力與阻力等。多篇報告同時指

出，質化及量化指標主要係用以衡量改革推動的影響及效益

評估，並針對「法規影響評估(RIA)」提出討論，認為是未

來進行能力建構的重點項目之一。 

(二) 會議第二天(8月11日)上午由「ANSSR先行者(Early Mover)」
6個會員體簡報其計畫(草案)，下午其他會員體就其計畫(草
案)內容進行分組討論；午休時間，美國邀集「ANSSR先行

者(Early Mover)」會員體，包括澳洲、新加坡、墨西哥及我

國，進行研商會議，並經美方代表於第三天(8月12日)會中宣

告下列結論： 

1. 有關年底將提交APEC經濟領袖會議之ANSSR 2015計畫，

各會員體需於規定之時程內 (本年10月21日前 )提交3~4頁
之計畫內容，並應以描述性的(descriptive)高層次政策文字

表現，美國將電郵各會員體其計畫撰寫模版(template)，俾

供各會員體參用。 

2. 至於各會員體於各ANSSR會議中所使用之簡報不須提報

領袖會議，後續相關ANSSR討論場合建議採用澳洲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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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先依5大共同優先領域再依個別議題領域呈現) 。 

3. 除去年APEC經濟領袖會議所訂定之ANSSR共同議題領域

之外，亦歡迎各會員體研提其個別之結構改革領域(member 
economy specific)。 

(三) 綜整各會員體所研提之ANSSR計畫(草案)涵蓋領域如次(詳
如表一)： 

1. ANSSR之5大共同優先領域： 
(1) 建立更開放、運作良好、透明以及競爭的市場；聚焦於

法制革新、競爭政策、公司治理及法制、公部門治理以

及EoDB行動方案； 
(2) 促進良好運作及有效管制之金融市場； 
(3) 提倡勞動市場機會及教育訓練； 
(4) 提倡永續中小企業發展，並且提升婦女及弱勢族群經濟

機會； 
(5) 提倡有效的社會安全網絡方案。 

2. 個別議題領域： 
(1) 汶萊提出之包容性成長議題(Inclusive Growth)； 
(2) 日本提出之復甦策略(Strategy for Revitalization)； 
(3) 巴布亞新幾內亞提出之財政管理議題 (Public Finance 

Management)；  
(4) 俄羅斯提出之2020願景(Vision 2020)； 
(5) 泰國提出之政府採購議題(Public Procurement)； 
(6) 菲律賓提出之降低貧窮議題(Reducing Poverty)。 

二、 我方參與「ANSSR先行者(Early Movers)」情形： 

  我方於會中所提報告則涵蓋上述共同優先領域之(1)建立更

開放、運作良好、透明以及競爭的市場；(3)提倡勞動市場機會及

教育訓練；以及(4)提倡永續中小企業發展，並且提升婦女及弱勢

族群經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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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各會員體所研提之ANSSR計畫(草案)涵蓋領域 

【表註1】：CP=競爭政策；RR=法制革新；PSG=公部門治理；CGL=公司

治理及法制；EoDB=經商便利度。  

【表註2】：加拿大、紐西蘭及香港未出席本次研討會議，且亦未提出其

ANSSR計畫草案。 

 

C1 C2 C3 C4 C5 

個別議題領域
Promoting more 

open, 
well-functioning

, transparent, 
and competitive 

markets 

Promoting 
better 

functioning 
& 

effectively 
regulated 
financial 
markets 

Promoting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 training, & 

education 

Promoting 
sustained 

SME 
development 
& enhanced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 

vulnerable 
population 

Promoting 
effective & 

fiscally 
sustainable 

social safety 
net programs 

1 Australia 
CP/to build 

seamless 
economy 

○ ○ × × × 

2 Brunei PSG/ 
RR/EoDB × ○ × × 

Inclusive 
growth 
(NHS)

3 Canada － － － － － － 

4 Chile PSG × × × × × 

5 China PSG/CP ○ ○ × ○ × 

6 HK － － － － － － 

7 Indonesia PSG/RR × × × × × 

8 Japan × × × × ○ Strategy for 
revitalization 

9 Korea × × ○ ○ × × 

10 Mexico CP/RR/
PSG/EoDB × × × × × 

11 NZ － － － － － － 

12 Peru PSG × × ○ × × 

13 PNG × × × × × Public finance 
management 

14 Malaysia EoDB × ○ ○ ○ Vision 2020 

15 Russia PSG/RR/CP × × × × × 

16 Singapore × × ○ ○ × × 

17 Chinese 
Taipei 

PSG/CP/ 
CGL/EoDB × ○ ○ × × 

18 Thailand × × × × × Public 
procurement

19 USA PSG ○ ○ ○ ○ × 

20 The 
Phillippines × × ○ × × Reducing 

poverty
21 Vietnam EoDB/

CP/CGL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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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建議與後續應辦事項 

一、 與會心得： 

(一) 各會員體參與積極且交流熱絡： 

1. 本次研習會議，APEC之21個會員體中，除採行「ANSSR
先行者(Early Movers)」時程之6個會員體(我國、美國、

新加坡、澳洲、墨西哥、印尼)於會中簡報ANSSR計畫草

案之外，其他會員體多數亦積極參與，並提出其計畫草案

或初步構想，僅加拿大、紐西蘭及香港未出席會議，且亦

未提出其計畫草案。 

2. 會方安排澳洲、OECD、亞洲開發銀行等專家，根據國際

成功經驗及國際組織推動改革經驗提出專案報告，透過知

識與經驗分享，增進各會員體對結構調整的認知，並協助

研擬各會員體的ANSSR計畫。會中各會員體交流熱絡，

有助策略規劃與實際行動的連結。 

(二) 設定質化及量化績效指標之功能及必要性： 

1. 質化及量化指標之設定，主要係用以衡量改革推動的影響

及效益評估。建議每年進行績效指標表現之評估，並適時

調整及檢討工作內容，以利掌握改革工作之進程。 

2. 由於APEC各會員體發展程度不一，最迫切需進行改革之

領域亦不同。會中多位專家建議以質化及量化資料作為改

革優先領域之選定基礎，透過有系統地羅列出利害關係

人、各項阻礙及促進因子，進行情境策略分析，並針對特

定領域發展設計各項政策及措施，始能在有限的資源環境

下有效推動改革。 

(三) 本次研習會議已就量化指標之建立及衡量方法有所討論，惟

仍處於初始階段，各會員體可能尚無法具體運用於各項結構

改革項目。後續美國將舉辦「衡量結構改革進展方法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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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邀請OECD、World Bank、IMF、PSU等專家，協助各

會員體建立可運用於各項改革項目之績效衡量指標，對於

ANSSR計畫內容之強化必有相當助益，值得期待。 

二、 我方ANSSR計畫撰擬進程及後續辦理事項： 

(一) 我方於本次研習會議以先行者 (Early Movers)身分研提之

ANSSR計畫草案，已就「建立更開放、運作良好、透明以及

競爭的市場」、「提倡勞動市場機會及教育訓練」以及「提

倡永續中小企業發展，並且提升婦女及弱勢族群經濟機會」

等共同領域，提出具體規畫，並嘗試提出質化或量化指標。 

(二) 美國將於本(2011)年9月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期間舉辦「衡量

結構改革進展方法研討會(SOM3 Workshop on Approaches to 
Assessing Progress on Structural Reform)」，並呼籲除early 
movers外其他各會員體屆時提出ANSSR計畫草案，俾利參與

研討進一步強化計畫內容。經建會綜計處將參採美方對

ANSSR計畫文字撰擬之建議，以及澳洲之簡報格式調整我方

報告。 

(三) 經建會綜計處將視本 (2011)年 9月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

(SOM3)結果，再度邀集各議題主政單位，研商確定最終報

告涵蓋內容並簽陳，俾於本 (2011)年 10月 21日繳交我方

ANSSR定稿計畫。 

三、 有關「建立更開放、運作良好、透明以及競爭的市

場」共同優先領域： 

(一) 我國目前規劃之ANSSR工作內容，在「建立更開放、運作良

好、透明以及競爭的市場」共同優先領域方面，經建會法協

中心配合我國經商環境改革方案之推動及APEC EoDB倡

議，提出「開辦企業(Starting a business)」、「申請建築許

可(Dealing with construction)」作為推動內容。 

(二) 經本次會議研討後，擬調整我方量化指標。例如：就「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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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改革而言，將「公司設立一站式線上(One-Stop Shop 
Online)申請作業網站」每年受理申請件數及成長率等項目，

作為衡量效益指標。 

四、 有關「提倡永續中小企業發展，並且提升婦女及弱

勢族群經濟機會」共同優先領域： 

(一) 針對「提倡永續中小企業發展，並且提升婦女及弱勢族群經

濟機會」共同優先領域，僅有少數會員體之ANSSR計畫草案

涵蓋提升婦女及弱勢族群經濟機會之議題，例如：我國、韓

國、馬來西亞等。其中，韓國及馬來西亞所提推動內容略以： 

1. 韓國擬由「性別平等與家庭部」推動執行政策，包括提升

年輕女性就業能力、協助職業婦女建立其職能、取得工作

-家庭之平衡，以及增加中年婦女的就業機會。目前韓國

各公部門已婚婦女可申請3個月帶薪育嬰假(60%薪資)，及

1年育兒留職停薪假，此外，有些公部門亦可申請彈性上

班時間，俾於工作及家庭間取得平衡，惟推廣至私人機構

仍有困難。 

2. 馬來西亞提升女性經濟機會目標，包括聘雇婦女並提升其

在職場的參與度，以及協助低所得家戶發展成女性企業

家。相關措施包括在5年內女性至少佔團體組織中30%的

決策地位，以及至2012年底，得以自低所得家戶發展培育

出4000名女性企業家。 

(二) 韓國與我國為少數將提升女性經濟地位列為優先改革重點

之會員體，有鑑於韓國經濟發展及社會人文概況與我國相

似，且其主政單位為較高層級之部會，其各項相關之政策發

展及施政成效或可供我方參考比較，建議未來可針對兩國女

性經濟發展相關議題進行對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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