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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報告摘要 

 

第二屆 APEC 藍色經濟論壇目的在於強化對藍色經濟的區域瞭解以促進各

APEC 會員體在其經濟議程將藍色經濟主流化；強調 APEC 區域藍色經濟實

務、過程及方法的成功案例；鼓勵 APEC 會員體在發展的過程中重視藍色經

濟並推動區域合作。本論壇有 15 個國家、8 個國際組織，共約 200 人出席。

惟 APEC 主要成員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並未參加。 

    參加本次論壇的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海洋是人類共同的資產，是無數生物棲息的場所，也是礦產蘊藏豐富的 

寶庫。海洋資源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扮演日益吃重的角色，在開發的同時，

如何兼顧海洋資源的永續性，是全人類必須面臨的共同課題。台灣是四面環

海的海洋國家，確保海洋資源的永續利用尤其重要。APEC 是目前我國比較

能夠全面參與的重要國際組織，中國大陸主辦的 APEC 藍色經濟論壇，針對

如何追求海洋資源的永續利用提供會員體一個可以共同討論的平台。我國宜

善用此機會，積極參與，一方面掌握國際發展趨勢以了解最新議題走向，另

一方面可利用此國際場合廣結人脈以厚植我國環保外交實力。 

 

    二、我國政府積極推動 8 年內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APEC 以

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為經濟整合的目標，而 TPP 為達成 FTAAP

路徑之一。TPP 目前 11 個成員國均為 APEC 會員，其中以美國為關鍵國家。

TPP 除包含傳統的關稅減讓、跨境服務外，亦涵蓋能力建構、競爭政策、法

規調和、勞工、環境等議題。在環境領域方面，台美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

定即將於 2013 年邁入第 20 年，合作成果豐碩，有目共睹。近年來並已將其

擴大成為區域夥伴計畫。在電子/電器廢棄物管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環境資訊、清淨港口等議題，廣邀東南亞、中美洲及非洲國家來台召開國

際研討會，既能宣揚我國環保績效，又可廣結善緣，回饋國際社會。未來

宜積極邀請智利、秘魯、汶萊、墨西哥等 TPP 成員國來台與會，藉由環保

外交實力促成我國加入 TPP 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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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中國大陸國家海洋局於 2011 年 11 月 1 日成立 APEC 海洋永續發展中心，並

於 2011年 11月 5日在廈門召開主題為促進海洋經濟綠色增長的第一屆藍色

經濟論壇。第二屆藍色經濟論壇於 2012 年 12 月 6-7 日在天津召開，主題為

藍色經濟永續發展 --- 後里約 20 年 APEC 願景（Blue Ec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n APEC Vision for Post Rio＋20），論壇目的在於強化對藍色

經濟的區域瞭解以促進各 APEC 會員體在其經濟議程將藍色經濟主流化；強

調 APEC 區域藍色經濟實務、過程及方法的成功案例；鼓勵 APEC 會員體在

發展的過程中重視藍色經濟並推動區域合作。論壇議題涵蓋藍色經濟最佳實

務、創新技術與策略方式、促進藍色成長與區域合作。 

 

中國大陸於俄羅斯喀山舉辦的首屆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會議中提議執行「海

洋永續發展報告」計畫，並獲會議通過。計畫目的為統合現階段亞太地區的

永續發展進程，並提供未來發展方向。海洋永續發展領域包括：海洋政策、

海洋經濟、海洋生態、漁業與食品安全、氣候變遷、海洋災害防救、海洋資

源與生態服務、環境商品、海洋保護區、海洋污染、海岸整合管理、海洋空

間規劃、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管理等。 

 

貳、 活動紀要 

 

一、參加第二屆 APEC 藍色經濟論壇 

 

（一）以“發展藍色經濟，促進永續發展”為主題的第二屆 APEC 藍色經

濟論壇於 2012 年 12 月 6 日在天津開幕。中國大陸國家海洋局局

長劉賜貴、天津市副市長熊建平、APEC 秘書處海洋與漁業工作小

組（OFWG）計畫經理 Natalie Johnson Nii 出席論壇開幕並致詞。

開幕式由國家海洋局副局長陳連增主持。中國大陸海洋石油總公

司董事長王宜林作專題報告。來自亞太地區 15 個經濟體成員和柬

埔寨、斯里蘭卡及 8 個國際組織共約 200 人出席。惟 APEC 主要

成員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並未參加。 

（二）國家海洋局劉賜貴局長致詞時指出，海洋是人類共同的資產，為

因應亞太地區經濟面臨的挑戰，實現共同發展，APEC 成員應加強

區域合作，探索海洋領域新的發展理念與方式。針對合作推動亞

太地區藍色經濟發展提出三點倡議，一是加強亞太地區對話交

流，推廣藍色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二是增強亞太地區能力建構，

促進藍色經濟發展主流化；三是構築區域合作網絡，強化藍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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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的基礎。熊建平副市長表示，海洋是實現綠色增長和永續

發展的重要戰略空間，海洋經濟正在成為全球經濟創新的增長

點。天津正在依照中國大陸總體發展戰略，全力推動濱海新區開

發開放，加速建設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及生態城市。APEC

秘書處計畫經理 Natalie Johnson Nii 在致詞中表示，海洋在資源、

能源、通訊、運輸等方面蘊藏著巨大潛力。APEC 一直致力於海洋

相關事務並努力維護海洋資源的有序管理，促進海洋資源的全面

永續利用。 

（三）陳連增副局長主持開幕式，並代表國家海洋局在進行題為“藍色

經濟綠色增長，邁向永續發展之路”的主旨報告指出，發展藍色

經濟的目的是確保海洋經濟環境的健康，實現資源的永續利用。

亞太地區需要一個高度共識的概念和途徑，來引導和保證該地區

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環境健康及資源永續利用。國家海洋

局國際合作司司長張占海主持論壇環節並在論壇上作“建立藍色

經濟合作網絡”的專題報告，對發展藍色經濟提出四點倡議：推

動國家和區域層次藍色經濟主流化；編制 APEC 海洋永續發展報

告；建立藍色經濟合作網絡；通過聯合項目提升能力建構。國家

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所長余興光作題為“海洋生態保護與海洋

經濟協調發展”報告，指出健康的生態環境是發展藍色經濟的重

要基礎，加強科技能力建設，發揮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促進

海洋經濟綠色增長。 

（四）論壇另邀請全球海洋論壇主席 Biliana Cicin-Sain 作題為“實施里

約＋20 海洋承諾：藍色經濟路線圖”報告；國際海洋學院主席

Awni Behnam 作題為“揭開藍色經濟的神秘面紗”報告；東亞海

環境管理伙伴關係計畫執行主任 Stephen Adrian Ross 作題為“基

於海洋的藍色經濟--東亞走在前面”報告；國家海洋局政策法規

與規劃司王殿昌司長作題為“中國大陸海洋經濟發展路徑”報

告。 

（五）第二屆 APEC 藍色經濟論壇就區域藍色經濟發展經驗、模式及最佳

實踐；發展藍色經濟的新措施與新方法；促進藍色經濟增長的區

域合作等三個面向，對藍色經濟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討。最終

達成一份論壇主席聯合聲明，對於積極引導推動亞太地區藍色經

濟發展與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二、出席 APEC 海洋永續發展報告國際研討會 

 

(一) APEC 海洋永續發展報告國際研討會於 2012 年 12 月 8 日在天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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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次國際研討會由 APEC 海洋永續發展中心主辦，獲得 APEC

秘書處、APEC 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OFWG）及中國大陸國家海洋

局高度重視與支持。本會議共有巴布亞新幾內亞、中國大陸、智利、

印尼、韓國、菲律賓、俄羅斯、我國、越南等 9 個 APEC 經濟體成

員參加。中國大陸主導編制“APEC 海洋永續發展報告”是經 2012

年第一屆 APEC 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OFWG）會議通過的一項重

要活動，旨在匯集 APEC 各成員在海洋永續發展的共識，分享各成

員在該領域的成果與經驗。 

(二) 國家海洋局國際合作司唐冬梅處長主持會議開幕式，國家海洋局第

三海洋研究所吳日升副書記及 APEC 秘書處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

（OFWG）計畫經理 Natalie Johnson Nii 出席會議並致詞。吳日升在

致詞中指出，海洋永續發展是 APEC 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的重要領

域，編制 APEC海洋永續發展報告是 APEC的一項重要工作，是 APEC

海洋與漁業領域永續發展的第一次全面的評價與展望，對促進 APEC

海洋永續發展的經驗交流及務實推展區域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三) 在會議研討過程中，與會代表就報告架構內容草案進行熱烈討論，

提出中肯的意見和寶貴的建議。會議對報告架構達成初步共識，即

報告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是 APEC 海洋永續發展綜合報告；下篇是

由各經濟體完成並提出的分報告組合而成。 

(四) APEC 海洋永續發展中心將與會者意見以會議紀要形式呈現，並發

送給各經濟體廣泛徵詢意見。同時鼓勵各 APEC 經濟體推薦人選，

推舉組成國際專家群，積極投入 APEC 海洋永續發展報告的編制工

作。 

 

 

參、 心得與建議 

 

一、海洋是人類共同的資產，是無數生物棲息的場所，也是礦產蘊藏豐富的  

寶庫。海洋資源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扮演日益吃重的角色，在開發的同時，如何

兼顧海洋資源的永續性，是全人類必須面臨的共同課題。台灣是四面環海的海洋

國家，確保海洋資源的永續利用尤其重要。APEC 是目前我國比較能夠全面參與

的重要國際組織，中國大陸主辦的 APEC 藍色經濟論壇，針對如何追求海洋資源

的永續利用提供會員體一個可以共同討論的平台。我國宜善用此機會，積極參

與，一方面掌握國際發展趨勢以了解最新議題走向，另一方面可利用此國際場合

廣結人脈以厚植我國環保外交實力。 

 

    二、我國政府積極推動 8 年內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APEC 以推

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為經濟整合的目標，而 TPP 為達成 FTAAP 路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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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目前 11 個成員國均為 APEC 會員，其中以美國為關鍵國家。TPP 除包含傳統

的關稅減讓、跨境服務外，亦涵蓋能力建構、競爭政策、法規調和、勞工、環境

等議題。在環境領域方面，台美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定即將於 2013 年邁入第 20

年，合作成果豐碩，有目共睹。近年來並已將其擴大成為區域夥伴計畫。在電子

/電器廢棄物管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環境資訊、清淨港口等議題，廣邀

東南亞、中美洲及非洲國家來台召開國際研討會，既能宣揚我國環保績效，又可

廣結善緣，回饋國際社會。未來宜積極邀請智利、秘魯、汶萊、墨西哥等 TPP

成員國來台與會，藉由環保外交實力早日促成我國加入 TPP 的願景。



8 
 

        

 

 

 

 

附  件  一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附  件  二 
 

 

 

 

 

 

 

 

 

 

 

 

 

 



25 
 

 

 

 

 

 

 



26 
 

 

 

 

 

 

 



27 
 

 

 

 

 

 

 



28 
 

 
 

 

 

 



29 
 

 
 

 

 

 



30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