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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亞太經濟合作(APEC)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OFWG)第 1 次會議於 2012 年 5 月

24 至 26 日在俄羅斯喀山舉行，由秘魯籍主事人 Ms Kalen Su Pucheu 任會議主持

人，計有 15 個經濟體出席，我國由漁業署、環境保護署、海洋大學及對外漁業合作

發展協會派員與會。有關本次會議重要結果如次： 

一、 資訊分享：本年會議計有智利、中國大陸、日本、韓國、泰國及我國等 6 個會

員國繳交經濟體報告。我國報告重點包括：海洋污染、溼地法案、極端氣候對

漁業及養殖漁業之衝擊與調適研討會、鯊魚鰭不離身措施之執行。 

二、 OFWG 之策略計畫：主要係日本認為，該國並不反對 OFWG 有此策略計畫，

但重申 APEC 是一個自願性的組織，主要的目標是提供一個交換意見的平台，

並不適宜處理漁業管理之議題；有關漁業管理的議題，日本認為管理的部分應

該交由其他組織處理較為適當，如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 

三、 能力建構之新提計畫部分：我國提出「辦理第 14 屆 APEC 私人部門/企業參與

海洋環境永續性圓桌會」，該計畫目前規劃的可能主題為與極端氣候相關之海

洋生態系、極端氣候調適(adaptation)之能力建構及極端氣候區域網路之建置。 

四、 綠色成長之氣候變遷：我國報告「極端氣候對漁業及養殖漁業衝擊和因應研討

會」之成果，並認為調適與減緩措施雖然對於降低極端氣候對漁業及養殖業之

衝擊有所助益，但是成本很高，故認為以事前預防及準備工作應作為減緩氣候

變遷所造成衝擊之重點。 

五、 促進自由、開放貿易與投資：由俄羅斯提出 APEC 區域國家應可比照歐盟打擊

IUU 措施，制定區域性之魚產品可追溯性之認證措施，以降低 IUU 行為。惟各

方認為有關打擊 IUU 目前已由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RFMOs)推動並落實執

行，該等組織為了管理措施之一致性，也透過 RFMOs 聯合會議推動有關管理

措施之一致性以打擊 IUU 活動，所以應回歸 RFMOs 處理。 

六、 OFWG 副主事國選舉：美國提名 Mr. Schneider (曾任 OECD COFI 主席)並獲

同意。 

七、 下次將會由印尼主辦，時間應為明年 SOM2 前後舉行，地點將會再行通知。 

八、 第 4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AOMM4)：中國大陸表示目前正積極爭取成為 2014
年 APEC 主辦國，因此提議於 2014 或 2015 年在中國大陸辦理 AOMM4。 

關鍵詞：亞太經濟合作(APEC)、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OF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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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及目的 

APEC 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Marin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Working Group，

MRCWG)與漁業工作小組(Fisheries Working Group，FWG)於 2011 年合併成立海洋與

漁業工作小組(Ocean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OFWG)。依據該工作小組之工作

權責書(Terms of Reference)，涵括合併前兩工作小組任務，其優先工作項目包括： 

– 瞭解及促進海洋、生態系統、漁業及其他資源在糧食安全中所扮演之角色。 

– 透過資訊、能力發展及分享最佳作法，俾對海洋生態系統及其對氣候變遷衝擊之脆

弱性有更好之理解。 

– 透過能力發展，針對海洋生態系統服務之價值及管理工具之有效利用有更好之理

解，以保育資源，如：海洋空間規劃、海洋保護區、以生態系統為基礎之管理、整

合海岸管理、以生態系統途徑管理漁業。 

OFWG 第一屆主事人(Lead shepherd)由秘魯 Ms. Daphne Kalen Su Pucheu 擔任。本

次會議係合併後所舉行之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 

會議出席代表 

APEC 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Ocean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第 1 次會議於 2012

年 5 月 24 日至 26 日在俄羅斯喀山(Kazan)舉行，出席會員包括澳洲、智利、中國大陸、

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來西亞、巴布亞新幾內亞、秘魯、俄羅斯、泰國、美國、

越南及我國等 15 個會員體，共約 50 人與會。我方出席人員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周世欽科長、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張正昇組長、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梁永芳主

任研究員、張宣武研究員及國立臺灣海洋大學劉光明教授。 

貳、 會議經過及重點 

5 月 24 日會議重點 

一、開幕 

會議開始由秘魯籍主事人 Ms Kalen Su Pucheu 及秘書處人員 Ms Natalie Nii 簡單

開場後，由俄羅斯代表(漁業局副局長)Ms Nadezhda V. Shebina 致詞。暫訂議程稍

做修正，將糧食安全部長會議「喀山宣言」議題之討論議程移至第 3 日上午與「2012

年 7 月 16 至 18 日俄羅斯柏力召開之環境部長會議」議題併同討論，隨後由美國、

俄羅斯、秘魯及中國大陸等代表同意擔任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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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由美國代表說明去年 APEC 會議主軸，包括：綠色成長、糧食安全、貿易

投資自由化等。 

- 俄羅斯代表報告本年 APEC 會議優先討論議題，包括：貿易暨投資自由化及區

域經濟整合、強化糧食安全、建立可靠的供應鏈、緊密合作以促進創新成長。 

二、資訊分享 

由參與之經濟體會員國簡要報告，本年會議計有智利、中國大陸、日本、韓國、泰

國及我國等 6 個會員國繳交經濟體報告。環保署梁永芳主任研究員說明我國去年辦

理商港海洋污染防治評鑑、推動溼地法草案立法工作、主辦 2012 年 APEC 極端氣

候對漁業及養殖漁業衝擊和因應策略研討會，以及實施「鯊魚鰭不離身」措施等重

點工作，並感謝俄羅斯地主國舉辦本次會議及主事人主導本次會議議程。其餘之經

濟體會員國報告，重點如下： 

(一) 澳洲強調對非法漁業(IUU)活動的重視，及其打擊 IUU 之相關措施，包括：支

持東南亞地區區域性打擊 IUU 行動計畫並與相關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RFMO)

合作推動、重視海洋保護區之規劃與設置。 

(二) 中國大陸代表強調該國之海洋保護區設立、國家島嶼保護計畫、強化生態保育

及改善棲地等措施、制定氣候變遷調適及減緩計畫之白皮書並強化氣候變遷及

社會衝擊之監控系統以降低社經影響，另亦強化國際間合作以強化對於氣候變

遷的調適等。 

(三) 印尼說明該國之海洋保護區設立、海嘯早期警告系統(設置 23 個監控浮標)、在

國際組織間之合作強調該國已是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CCSBT)及印度洋鮪類

委員會(IOTC)之會員國並合作進行有關高度洄游魚種之資源永續利用、並打擊

IUU 漁業行為相關措施、支持混獲物種(鯊魚、海鳥及海龜)之忌避措施。 

(四) 日本強調自去年 311 地震、海嘯及輻射災後，已快速重建並感謝各會員國之協

助，有關日本的水產品部分有被輻射感染的現象，現已經強化監控並已獲改善，

以確保糧食安全使用。有關 OFWG 之優先領域部分，強化打擊 IUU 漁業，最

後日本表示支持新成立之 OFWG。 

(五) 祕魯強調該國對於糧食消費及糧食安全的重視，並發展資源的永續管理利用及

以生態系為基礎之管理系統，降低海洋污染的控制措施；另祕魯亦強調對於表

層漁業資源之更有效利用，如原作為魚粉、魚油之原料魚改為提供人類生鮮使

用，促進該國之糧食安全有相當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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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俄羅斯強調打擊白令海與卾霍次克海之 IUU 活動措施的必要性，對該地區之海

洋生物資源頗有助益，另俄方亦以朝向以生態系為基礎之管理系統並對珊瑚礁

海域制定相關的保護措施，在太平區域與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合作以強化漁業

管理、發展養殖漁業管理之法制措施。 

(七) 泰國表示強化打擊 IUU 漁業活動以促進永續漁業資源、強化對於氣候變遷對於

該國農漁業之影響調適、與 APEC 會員國合作以進行糧食安全及食品安全之資

訊分享。 

(八) 美國強調對於海洋資源保育的重要性，最近的工作在推動有關北太平洋漁業委

員會(NPFC)及南太平洋區域性漁業管理組織(SPRFMO)之工作，另美國亦已簽

署港口國管理(PSM)協定，最近參議院將會通過，執行 PSM 協定之內容將是美

國未來工作重點之一，美國也希各國能盡速批准 PSM 協定。2006 通過麥迪遜

史蒂文森再授權法案，要求美國需儘速復育在其管轄水域內已過度捕撈魚種之

資源，2011 年已經有 6 種魚種復育成功。另外，美國的海洋政策及策略今年將

會出爐，其主要的重點是對於海洋空間的利用，並對與糧食安全有關之資訊，

如糧食來源、製成方式、行銷管道、口味等資訊，儘速並透明化提供予消費者

參考。 

(九) 越南表示，過去 10 年該國漁業發展有明顯之進展，對減貧、提供糧食安全及

創造就業機會有顯著的貢獻，不過最近漁業的發展亦遇到瓶頸，主要分為作業

船數逐年增加，導致 IUU 漁業活動日趨增多，而漁業管理能力並未隨著漁業的

進步而有所提升，尤其是中央及地方的漁業管理人力資源缺乏或能力有限，致

使漁業發展受限，而養殖漁業亦因中央及地方缺乏漁業管理人力而停滯不前。

另，越南已瞭解海洋保護區的重要性，目前正積極推動有關海洋保護區設立之

相關措施，並希望透過 APEC 論壇與各會員國交換意見。 

三、能力建構 

(一) 已完成與正在進行之計畫 

1. 祕魯報告「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Small Pelagic Fish to Food Security 

With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WG 01/2010A)」，印尼提問有關小型表層魚種包

含哪些種類？祕魯以代作報告對其內容並非深入了解為由，明日再作回應。 

2. 俄羅斯報告「Application of Satellite Data for Sustainable Fishery Support in 

APEC (FWG 01/2011S)」，印尼表示，以衛星遙測技術及其資料做為漁業資源永續

利用之基礎，為成熟的作為，目前該國已利用衛星遙測資料及馬來西亞提供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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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針對部分魚種了解其產卵場並進行保護。 

3. 美國報告「Marine Ecosystem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hase III － Pilot APEC Large Marine Ecosystem (LME) 

Projects (S OFWG 11/2011)」，俄羅斯表示有關西白令海海域已進行相關生態系與

管理的研究，希望能與美國合作。印尼也已提出印尼之大型海洋生態系相關計畫，

並希望未來能舉辦研討會分享經驗。 

4. 中國大陸報告「2011 APEC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pacity 

Building Training; and APEC Blue Economy Forum (2012/SOM2/OFWG /016)」，

此計畫為該國自費執行之計畫。韓國表示有關海洋管理部分，海洋保護區自去年開

始推動，並結合觀光休閒。 

(二)  糧食安全部長喀山宣言草案 

俄羅斯代表提出本年度糧食安全部長喀山宣言草案(俄羅斯依據各經濟體會員國意

見提出之喀山宣言修正版本，如下)，其中有關「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marine ecosystems, combating illegal fishing and associated 
trade」段落，目前已依照各國提供之意見初步修正；我國所關注之第 22 段最後「We 

instructed Senior Officials and OFWG to elaborate draft Action Plan on 

countering illegal traffic of marine biological recourses and submit it to the next 
Ministerial Meeting on Food Security.」已為日本代表刪除。我國代表提出，依原

修訂後並獲通過之議程，本議題應不在此節議程討論，要求澄清。俄羅斯說明此修

正文字僅提供各經濟體會員代表參考，在此不作討論。美國表示，本 OFWG 主事

人(主席)是否會代表 OFWG 出席糧食安全部長會議並表達意見。我國表示現在俄羅

斯所報告的文字修正案，若無法在此討論，OFWG 主事人如何在糧食安全部長會

議就 OFWG 立場對此提出看法。美國表示或許主席可以參與該會議並說明 OFWG

之宗旨。我國亦呼應美國建議，另外美方及我方均表示會派代表參加 29 日喀山宣

言之草案討論會。其餘並無太多討論，隨後本議題即終止。 

(三) 新提計畫 

本次會議計有 6 項計畫提案於會中報告，其中 3 項計畫係申請 101 年度第 2 期

(Session 2)，包括： 

1. 中國大陸提出之「APEC Workshop on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2012/SOM2/ 

OFWG/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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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大陸提出之「Blue Economic Forum (2012/SOM2/OFWG/015)」(本計畫

由中國大陸自費執行)。 

3. 印尼提出「Coral Reef Monitoring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Utilization using 

Innovative Observation and Satellite Information」。 

我方於印尼報告完畢之後，說明我國曾與印尼在 APEC「亞太地區海洋模式及

資訊系統(Ocean Model and Information System in Asia Pacific Region)」計

畫中長期合作，願繼續支持印尼所提計畫。俄羅斯亦表示支持印尼提案，認為

目前衛星技術已使衛星造訪的頻率增加及提供解析度較高之影像。 

APEC 秘書處 Natalie Nii 說明本工作小組申請 APEC 第 2 期(Session 2)經費

之計畫均被 SOM Steering Committee on Ecotech (SCE)評定為第 2 級(Rank 

2)計畫，且由於經費排擠之故均未能獲得 APEC 經費補助，此可能與每期計畫

申請的金額及數量有關，建議可將概念性文件(Concept Note)修正後，再提交

第 3 期(Session 3)申請。中國大陸表示本工作小組之計畫提案，係經過各會員

體同意且排定優先順序，對於均未能獲得 APEC 經費補助感到遺憾。Nii 建議

可透過各會員體資深官員之努力，將本工作小組之重點工作納入第 1 級優先順

序(Rank 1 priorities)，或請資深官員在 SCE 審查時支持提案以改善此現象。 

4. 美國提出「Reducing Derelict Fishing Gear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2012/SOM2/OFWG/005)」。 

5. 美國及菲律賓提出「Marine Ecosystem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6. 我國提出「The Fourteenth APEC Roundtable Meeting on the Involvement of 

the Business/Private Sector 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第 14 屆 APEC 私人部門/企業參與海洋環境永續性圓桌會)」(本計畫由我國自

費執行)。 

本計畫由臺灣海洋大學劉光明教授報告，說明我國於 2011 年舉辦第 12 屆圓桌

會議，邀請 APEC 會員體加拿大、印尼、日本、韓國、馬來西亞、秘魯、菲律

賓、俄羅斯、越南及我國等公私部門專家等 16 位講者於會中報告，議題涵蓋

推動海洋資源保育之公眾意識、海洋環保標章、恢復自然海岸、預防及減少天

然災害等主題。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主事人 Ulises Munaylla 亦出席本次會

議。會議綜合討論研提 24 點建議，提供本工作小組會議參考。劉教授亦說明

去年我國發行 2 期海洋資源保育及漁業刊物，本年將於台北舉辦第 13 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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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為海洋環境及資源永續管理，包括溼地保護、整合性海岸管理、深海

保育及管理及海洋生態服務，歡迎各會員體派員出席。第 14 屆會議之主題目

前規劃的可能為與極端氣候相關之海洋生態系、極端氣候調適(adaptation)之能

力建構及極端氣候區域網路之建置。 

我方報告之後，印尼發言認為現行之海洋環保標章對於開發中會員體可能成本

較高，願與我國在 APEC 中發展適合之海洋環保標章。我方復以去年會議討論

到生態標章包括海洋生物資源認證及海洋相關產業認證，例如我國賞鯨船之生

態認證。國際間已有相關機構進行認證工作，例如 Marine Service Engineers 

(MSE)。我們願意與印尼及其他會員體合作進行經驗分享。 

第 5 項計畫美國及菲律賓預定在本年第 3 期(Session 3)申請「亞太區域大型海

洋生態系評估及管理計畫」(Marine Ecosystem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將在預算委員會之第 3 次 SCE 審查討論。 

5 月 25 日會議重點 

四、OFWG 權責書(Terms of Reference)、策略計畫及年度工作計畫討論 

由於 OFWG 權責書已送交 SCE，故目前應依 OFWG 權責書內容草擬策略計畫及年度

工作計畫。以下謹就前述二項說明： 

(一)  策略計畫 

APEC 技術協助及訓練計畫(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Facility) Mr. Jim 

Waller 說明策略規劃為有效利用人力及經費以達目標的步驟，APEC 各工作小組均

需要有策略規劃。策略計畫以 3-5 年為原則，包括願景、任務說明、目標、主要績

效指標、年度計畫。Waller 應美國要求說明目前 OFWG 的策略計畫之績效評估指

標，認為該等績效評估指標與 APEC 之目標關聯性不高，據渠瞭解此次 OFWG 計

畫全部被預算委員會否決之原因在於這些計畫之目標與 APEC 目標之達成關聯性

不大。 

日本表示並不反對 OFWG 有此策略計畫，但重申 APEC 是一個自願性的組織，主

要的目標是提供一個交換意見的平台，並不適宜處理漁業管理之議題，有關漁業管

理的議題，日本認為管理的部分應該交由其他組織處理較為適當，如區域性漁業管

理組織。 

美國表示此討論議題計有 3 項，且互有關連性，依據目前議程的安排，部分相同的

議題被中場休息分開，建議一起討論完畢後再休息。為節省討論時間，策略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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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討論不宜以逐句方式進行，建議以段落為單位，請各會員國提供建議，彙整後

修正，並由起草小組草擬策略計畫內容。 

巴布亞新幾內亞表示，策略計畫是否包括執法的部分；美國表示僅是建議應在

APEC 設立一全球性之願景及目標。我方表示策略計畫乃與規劃未來 4 至 5 年

OFWG 工作方向與策略，建議逐段討論策略計畫，並請各會員國意見送交起草小

組彙整，再提出修正後之策略計畫以供會員國參卓，中國大陸表示認同並同意參加

成為起草小組織成員。 

(二)  主席表示策略計畫移至明(26)日討論，至於美國表示依據 OFWG 之權責書，

設有副主事國之職位，目前並無人選擔任，提議是否可在此時處理，主席表示

在明日之策略計畫後一併討論，並表示有關工作計畫則需待策略計畫修正後再

行討論。 

五、優先領域 

(一)  永續成長議題：秘魯報告「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Small Pelagic Fish to Food 

Security with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FWG 01/2011A)」，該報告顯示漁業除

滿足人類食物需求，並造就工作機會。目前海洋生態系的破壞，四分之三的漁

業資源已過度捕撈，海洋污染危害海洋哺乳動物及海鳥，嚴重影響漁業的永續

成長，APEC 應關注養殖漁業為低排放產業，宣導保護海洋環境，鼓勵漁業管

理，推動永續養殖。漁業提供 1 億 7,000 萬人工作機會。漁業需求增加代表水

資源管理需求的增加，家計型漁業提供 90%之 3,500 萬漁民工作機會，提供

8,500 萬人間接工作機會，以上工作機會約半數為女性。此議題會中並無太多

討論。 

(二)  綠色成長之氣候變遷：我國由漁業署周世欽科長報告「Seminar on Sharing the 

Experiences of Mitigating the Impact of Extreme Climate on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之會議成果。主席並請我方有關極端氣候研討會之結果有無可列入

策略計畫之項目，我方回應調適與減緩措施雖然對於降低極端氣候對漁業及養

殖業之衝擊有所助益，但是成本很高，故認為以事前預防及準備工作應作為減

緩氣候變遷所造成衝擊之重點。日本表示該國 311 之災後重建所作之措施乃為

一種事後重建之作為，該國將作整理並提送聯合國糧農組織(FAO)參考。 

(三)  促進自由、開放貿易與投資 

1. 俄羅斯報告「Draft Initiat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Combating Illegal 

Fisheries and Illegal Trade in Biological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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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SOM2/OFWG/007)」，該報告提出 APEC 區域國家應可比照歐盟打擊

IUU 措施，制定區域性之漁產品可追溯性之認證措施，以降低 IUU 行為。 

美國質問俄羅斯提出此報告之目的為何？俄方回應希 OFWG 能認同並支持俄

羅斯所提報告之建議措施文件。澳洲、印尼及秘魯均支持打擊 IUU 活動，但為

避免重複，希望由各 RFMOs 因應處理。我方表示有關打擊 IUU 目前已由

RFMOs 推動並落實執行，該等組織為了管理措施之一致性，也透過 RFMOs

聯合會議推動有關管理措施之一致性以打擊 IUU 活動，所以我方認為 APEC

為交換意見之場合，有關打擊 IUU 漁業活動之管理措施執行，仍應回歸 RFMOs

處理。 

俄羅斯接續以口頭題出文字修正，希望會員國同意，但未獲回應。美國表示目

前成員國對打擊 IUU 活動有共識，但對俄方所提之建議則有不同的看法，甚至

有些會員國表示需將此議題攜回國內處理以作反應，所以建議此議題之討論過

程列為會議記錄之一部分。印尼與智利皆附議美國的看法。但俄羅斯回應可接

受作為會議記錄的一部分，但會議記錄中需載明支持俄方所提建議要求各經濟

體採取措施以打擊 IUU 活動。我方回應，要求各經濟體採取措施打擊 IUU 活

動之內容已在巴里行動計畫及巴拉卡斯宣言中有所說明，若要作為會議紀錄

時，內容應是各經濟體執行巴里行動計畫及巴拉卡斯宣言之成果。最後，俄方

接受美方之提議參與會議記錄草擬工作。 

2. 秘魯報告「Promotion of Free and Open and Investment」，會中並無太多討

論。 

3. 俄羅斯提出「Suggestions for the Statement of the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俄方並表示各經濟體能對此草案內容表示意見。美方回應該文件將攜

回研究，會中並無討論。 

5 月 26 日會議重點 

(四)  包容性成長－強化糧食安全：美國報告「Importance of Fisheries and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to Food Security,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An APEC Perspective (2012/SOM2/OFWG/006)」。日本

提出將舉行第 3 屆糧食安全研討會，建議各會員體參加該研討會。泰國表示糧

食安全應包括 3 項重點，即魚產品取得之資源量養護管理、取用量及食品安全。

中國大陸目前推動小規模的漁業、技術交流，並利用該國訓練中心，進行能力

建構與資訊分享機制，進而評估機制比較；此外，海洋空間規劃功能分區，本

 8



 

年將有海洋空間規劃研討會，邀請各會員體出席。美國表示有興趣與其他會員

體研擬合作計畫，未來 2-3 個星期將會通知各會員體。各會員國皆認為此為重

要議題，建議將「確保糧食安全」列入策略計畫之目標。 

(五)  跨領域議題與緊密合作(Cross Cutting Issues and Intensive Cooperation) 

1. 俄羅斯報告將於 2012 年 7 月 16 日至 18 日舉行環境部長會議，此次會議主題

將涵括生物多樣性保護、水資源利用、因應氣候變遷及綠色成長等議題。會議

並將產出部長宣言，會員體於會議期間可舉行雙邊會談。美國建議俄羅斯提供

關於此會議書面文件，以攜回國內參考。我方表示可否提供辦理本次會議的時

間表，俾利會員體瞭解部長宣言草擬之進程，美國同意我方意見，建議可否請

俄羅斯透過資深官員會議，提供會員體環境部長會議資料。俄羅斯表示會將各

國之反應轉知該國環境資源部官員參酌。  

2. 美國報告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進展，目前已進行 12 回

合諮商，不同於北美自由貿易協定(NAFTA)環境部分列為附錄，TPP 將環境列

為專章討論，其內容包括捕撈漁業、IUU 漁業活動及鯊魚保育等內容，下次諮

商會議將於美國舉行，並預定於 9 月初宣佈 TPP 諮商之初步成果。 

六、其他議題與倡議 

(一)  印尼報告「Blue Economy (2012/SOM2/OFWG/036)」。印尼報告藍色經濟

(Blue Economy)提案，希望列於 2013 年 APEC 優先順序之一。印尼提案獲得

大多數會員體之支持，咸認該文件與 APEC 目的相符，印尼歡迎各會員體持續

提供修正意見，並盼今年由中國大陸 APEC 海洋可持續發展中心舉辦第 2 屆藍

色經濟論壇，能進一步釐清藍色經濟的內涵。美國建議印尼可於 2012 年底之

非正式資深官員會議與其他資深官員交換意見。 

(二)  中國大陸報告「Promoting Initiatives to Compiling APEC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12/SOM2/OFWG/017)」，該報告主要構想為彙整

APEC 各會員體過去執行成果，可供 OFWG 會員體相互間資訊分享及參考，

減少會員體間之落差。中國大陸建議由各會員體不同專業背景之專家成立彙編

小組，研擬報告架構及內容，所需費用可由 APEC 或有興趣之經濟體贊助。美

國建議因各會員體每年均向工作小組提出進度報告，似可修正年度報告格式，

使其能易於分類及彙整，供各會員體參考。 

(三)  美國提出策略計畫(Strategic Plan)之任務聲明(Mission Statement)修正文字版

本，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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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WG’s mission is to fo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OFWG economies will do this by working to facilitate 

free and open trade in the region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use of 

fisheries, aquaculture and marine ecosystem resources and related goods 

and services. A healthy marine ecosystem is essential for maximizing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se resources, promoting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OFWG will promote cooperation amongst its members 

and stakeholders to advance this process. The OFWG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directives provided in the Seoul Oceans declaration (2002), 

the Bali Plan of Action (2005) and the Paracas Declaration (2010), as well as 

to respond to future guidance from APEC leaders and ministers. 

中國大陸、我方及巴布亞新幾內亞皆表示感謝美方的貢獻並同意所提文字。最後主

席裁示將此修正文字置入策略計畫之任務聲明段落。 

至於有關策略計畫之目標及績效指標，美國及智利皆提出修正案。我方亦表示因會

議時間有限，建議將現有版本透過 email 給個經濟體討論修正。日本、韓國、智利、

中國大陸等皆呼應。主席最後依我方建議裁示，並終止討論。 

(四)  有關副主事人選舉：依據本工作小組權責書，本工作小組設主事人及副主事人

各 1 人，由不同會員體擔任，任期為 1 年，第 2 年副主事人自動升任為主事人。

本工作小組目前主事人為秘魯籍 Ms. Daphne Kalen Su Pucheu。本次會議美

國提名 Mr. Greg Schneider；我方認為 Mr. Schneider 曾任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漁業委員會(COFI)主席，在任期內表現優異，為一適當人選，因此

附議美國提名。日方、韓國、智利、中國大陸、秘魯、泰國、巴布亞新幾內亞、

俄羅斯及印尼等經濟體皆表示贊成。 

(五)  2012 及 2013 年 OFWG 年度工作計畫：我方表示由於 2012 年所提計畫均遭

SCE 否決，建議將自費計畫納入年度工作計畫，以充實內容。美國認為也可將

本次會議討論成果列入，另亦可將 OFWG 通過之權責列為工作成果之一。秘

書處表示由於 2012 年 OFWG 並未提送其年度工作計畫予 SCE，而 2013 年之

工作計畫亦須於 2013 年初提供，基於時效之考量，PD 表示將根據會中討論結

果及各經濟體之意見，將於會期間草擬 2012 年及 2013 年之工作計畫，以 email

寄送各經濟體討論，希望能於 2013 年年初提供 SCE。 

(六)  下次將會由印尼主辦，時間應為明年 SOM2 前後舉行，地點將會再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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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 4 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AOMM 4)：中國大陸表示目前正積極爭取成為 2014

年 APEC 主辦國，因此提議於 2014 年在中國大陸辦理 AOMM 4。我方很高興

聽到中國大陸將舉辦 AOMM4 但由於召開部長會議牽涉的部門較多，我方希能

獲得有關召開 AOMM4 之相關資訊，俾攜回國內與高層官員參酌。美國認為如

於 2014 年舉辦，則明(2013)年即將開始籌備工作，而第 3 屆部長會議通過之

巴拉卡斯宣言，各會員體執行情形如何，尚未進行檢討，對於是否將於 2014

年舉辦表示保留。中國大陸建議回國後將申請辦理部長會議乙案，透過 APEC

秘書處徵求各會員體意見。 

七、會議報告修正通過。 

參、 心得及建議事項 

– 本署將於本(101)年 9 月 17 日及 18 日於台北辦理第 13 屆 APEC 企業/私人部門

參與海洋永續性圓桌會議，邀請會員體參加。本項會議為海洋及漁業工作小組

年度少數活動之一，對於提供本工作小組推動動力有相當助益。另本署持續發

行海洋資源保育及漁業刊物，建立工作小組歷史紀錄，有助於凝聚小組向心力。 

– 俄羅斯將於本年 7 月 16 日至 18 日舉行環境部長會議，惟尚未接獲詳細議程內

容，將與外交部合作，持續追蹤俄方會議資料，籌辦出國相關事務。 

– 本次會議係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及漁業工作小組合併後舉辦之第 1 次會議，

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及本署共同派員與會，於會中視會議議題性質，分

由兩機關與會人員回應與因應，溝通協調順暢，雙方合作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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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議照片 

 

我國出席會議代表合影 

 

 

會議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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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會議資料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