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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之「海洋經濟之未來」（The Future of the Ocean Economy）計畫，是屬於 OECD「國際未

來計畫」（International Futures Programmes, IFP）的一部分。「海洋經濟之未來」計畫之

目的係為了對從現在起至 2030 年間的海洋經濟進行一個全球性的前瞻評估，並特別聚焦

於新興海基活動的發展潛力。OECD 也希望能在找出其中之利基，使得從現在起至 2030

年間能夠使海洋經濟及相關產業有良好之發展，並擴大就業市場，提升就業率等。 

本次指導小組（Steering Group, SG）會議於今（2015）年 12 月 3 日上午於 OECD 巴

黎總部第 20 會議室舉行，為期一日半，由 OECD IFP 資深顧問 Barrie Stevens 主持。由議

程觀之，本次 SG 會議之目的其實有二，第一是將過去四次之 SG 會議及其他各工作小組

之會議成果進行報告，第二則是對計畫期末報告之內容予以呈現，並由與會人士進行討

論。 

由會議內容觀之，我團於第四次 SG 會議所提出之意見，事實上並未受到採納。不

僅如此，第四次 SG 會議之其他與會人員所提出之建議，事實上本人發現也沒有更改太

多，有些明顯的問題處只加了一句話就了事，顯示 OECD 計畫秘書處似乎不願依與會人

士之建議進行修改，或是目前沒能力進行修改，使得外界的聲音整個進不去，變成整個

計畫係由 OECD 唱獨角戲之局面。 

本次會議之最後係以經濟模型為主，政策與法規之內容較第四次 SG 會議而言少了

許多。本人之專長為海洋法政領域，經濟模型並非本人專長，故本次會議本人覺得十分

吃力。建議未來此種會議還是派遣經濟相關專家學者與會，較能融入。此外，明年四月

在南韓舉行之期末報告成果發表會，建議我政府機關應派官員與會，而不是只有學者與

會。若有需要，可由經濟領域之學者陪同政府官員出席，展現我國參與 OECD 相關計畫

之高度意願與決心。 

雖然本計畫至明年四月即將告一段落，但未來後續計畫通過的機率極高。為了持續

擴展我國在國際舞台之活動空間與知名度，建議政府應力促我國未來在後續計畫之參

與，方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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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2015 年 OECD 「海洋經濟之未來」 

第 5 次「指導小組會議」 

出國報告內文 

 

壹、 出國目的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之「海洋經濟之未來」（The Future of the Ocean Economy）計畫，是屬於 OECD「國際未

來計畫」（International Futures Programmes, IFP）的一部分。IFP 是 OCED 的一個前瞻性

的研究團隊，自 1990 年起已經為該組織提供了策略性及長期性之思考，以及組織內部

不同單位在水平層級之協調工作。IFP 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均為決策者提供一個良好的

平台，使其可以自由地討論並面對其對未來願景及關切，瞭解其他人之觀點，並可進行

模擬性之對話。在這樣的方式下，IFP 也利用了許多決策工具，包括水平掃瞄、趨勢分

析及情結建構等，使決策者對於所討論的議題能有更好的瞭解。 

身為一個海洋國家，海洋經濟之發展事實上亦影響我國未來之相關權益，故實不應

缺席此一由已開發國家所主導、建構自即日起至 2030 年之全球海洋經濟發展藍圖之計

畫。由於我國資助「海洋經濟之未來」計畫所需之經費，故在 SG 會議內被列為是正式

參與方而非觀察員身分，在組織地位上也與其他資助國家相同，亦是一項重要的參與國

際組織成果。 

第一次 SG 會議於 2013 年 10 月 28 日舉行，迄今已召開過 4 次。本人在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的邀請下，曾於今（2015）年 6 月參加於法國巴黎所舉行之第 4 次 SG 會議。本

次則為 SG 第 5 次會議，也是最後一次之 SG 會議。 

貳、 過 程 

本次出國行程主要係出席為期一日半之 2015 年 OECD 「海洋經濟之未來」第 5 次

SG 會議。與上次第 4 次 SG 會議相同，我國出席代表除本人外，駐法國代表處經濟組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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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健鈞除在各種行政事務及聯繫 OECD 人員上大力協助外，並與本人一起全程參與本

次 SG 會議。 

本次 SG 會議於 12 月 3 日上午於 OECD 巴黎總部第 20 會議室舉行，由 OECD IFP

資深顧問 Barrie Stevens 主持。會議一開始，S 主席即簡短向與會人員介紹本次會議之目

的，並請所有參與會議的人員先行自我介紹，本次會議與會人員名單如附件一所示。隨

後，S 主席介紹今日之議程（如附件二所示），並詢問在場與會人員是否有其他意見，

在與會人員無意見後獲得通過。 

S 主席致詞 

議程 1 秘書處歡迎與會者並進行簡介 

在計畫進程簡報部分，秘書處首先報告自第 4 次 SG 會議迄今之各項發展，包括在

南韓大邱市所舉行的 OECD「科技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y）部長級會議中通過了一個大邱宣言，除了 OECD 34 個會員國外，包括中國與其

他國家也一併簽署，主要的發展重點包括造船業與海軍相關產業等。另外，秘書處也提

到即將在巴黎舉行之 COP21 會議，其中本計畫所探討之離岸風力發電等部分與減少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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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其實是有密切關聯的。 

其次，秘書處報告本次會議之主要目的有二，首先先針對過去召開的三個工作小組

之成果進行報告，包括海域空間規劃與海洋監控、海洋觀光及海洋生物科技，其次針對

本「海洋經濟」計畫期末報告之各章節內容進行討論，包括第 1、4、5、6、7、8、9 及

10 等章節（如附件三所示）。最後，本次會議亦將討論下個步驟所希望進行之項目，包

括明年 4 月在南韓首爾所舉行之研討會中呈現計畫期末報告，及探討未來可能繼續進行

之工作內容等。 

議程 2 海域空間規劃與海洋監控研討會之重點介紹 

秘書處首先報告，本研討會共有 40 個專家參與，共有 14 個講者報告與海域空間規

劃（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 MSP）有關之議題，並特別提及我國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及

中研院亦有學者與會並進行報告。其次，秘書處介紹 MSP 之定義，並說明目前只有八

個國家有政府核准之 MSP 計畫，顯示 MSP 目前在推動上之進展仍為有限。另外，秘書

處亦介紹了生態系所提供的四種服務，包括供給（糧食）、調節（氣候、污染等）、支

持（土壤與營養鹽循環）與文化等，並介紹 maritime 與 marine 兩個字之差別，以及衛星

影像在航運之運用等內容。 

與會代表則提出，研討會中對 MSP 之定義似乎將其認定是決策系統，與一般認知

的 MSP 是一種決策輔助工具似乎不同？事實上，本人在聽完報告後亦有相同的看法，

因本人也認為 MSP 是一種輔助工具，使決策者可利用圖像等顯示更容易與清楚地瞭解

該海域之所有資訊（包括水深、資源分布情況、目前使用情況等），方便其更迅速與正

確地做出決策才是。秘書處則回答此一定義確與一般之認知有所不同，但是在場 40 位

與會人士共同作出之決議，會在定義上再做處理。其次，南韓與會代表亦問及，OECD

所探討之 MSP 是否也包括海事安全在內，秘書處之回答則是肯定的。 

議程 3 海洋觀光研討會之重點介紹 

秘書處首先介紹本研討會係於今（2015）年 6 月於瑞典哥特堡舉行，共有 24 位專家

與會，目標在於探討海岸與海洋觀光之重要性，以及辨識新型態之海洋旅遊等。在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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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目前海洋觀光並無一致性的定義，也不是只有涉及單一產業，而是包括了許多不同

領域之產業。以產值而言，2005 年估計約為 1740 億美金，2010 年時則成長為 2050 億美

金，其中與郵輪直接與間接相關之產值就高達 1172 億美金。最後，秘書處提到未來發

展海洋觀光產業時，因氣候變遷的關係，極區目前已大幅冰融，過去冰封之情況已不復

存在，故應是一個具有潛力的地區。 

與會代表則是提到，觀光與休閒（leisure）之定義有何不同？另外，極區之生態系

本來就十分脆弱，特別在氣候變遷之影響下所受衝擊更是明顯與劇烈，為何還要推動極

區海洋觀光？最後，珊瑚礁生態系之重要性並未被特別強調，應是要加強之處，獲得秘

書處允諾再行處理。 

第五次 SG 會議會中討論情況（一） 

議程 4 海洋生物技術研討會之重點介紹 

秘書處首先報告本次會議係於今（2015）年 9 月於西班牙畢爾包舉行。會中首先提

及目前人類所面臨的數個挑戰，包括糧食安全、健康議題、能源、環境等議題。為處理

這些議題，海洋生物技術之發展是有必要的。迄今，海洋生物技術已在魚類養殖上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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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讓蝦、吳郭魚、鯰魚與鮭魚等成為四大工業化養殖之魚種。 

與會代表則表示，研討會談論到的多是海洋生物技術在魚類上之應用，事實上亦有

許多應用是屬於非魚類之物種，希望亦能一起介紹。此外，海洋生物技術雖然大多數是

運用至海洋養殖與漁業相關之部分，亦有應用到非糧食安全之例子，譬如生質燃油等，

這些亦希望能一併加以呈現。 

本議題結束後，主席宣布休息並進行茶敘。 

議程 5 第一章（新）  海洋經濟簡介-研究目標、定義與範圍 

茶敘之後繼續本日議程之進行。自議程 5 開始，秘書處即依序介紹本計畫期末報告

各章節之內容，再由與會代表進行討論。秘書處首先介紹本章之內容大要，包括本計畫

之目標、海洋經濟此一概念之重要性、海洋經濟之定義、海洋經濟之範圍、以及全球在

2030 年到 2060 年間之發展趨勢。其中，海洋經濟之範圍又分為已建立之產業及新興產

業，前者包括海洋漁業、航運、造船業等；後者則包括海洋養殖、離岸風能、海洋生物

技術等。 

然而，對於這樣的分類與會代表有不同之意見，包括建議把海洋研究、發展與教育

由原本已建立之產業改為新興產業；而離岸油氣產業則由原本新興產業改為已建立之產

業。本人亦發言表示對這樣的分類多有困惑，譬如海岸防衛與海岸洪水防衛間有何差

別？離岸風能亦屬於海洋再生能源之一部分，為何在分類時要將這兩種產業分開？最

後，因大家對這樣的分類仍各持己見，故秘書處表示會考量與會人士之意見後再進行適

當之調整。 

本議題結束後，主席宣布休息，全體與會人員共進午餐。 

議程 6 第四章  科學、技術與創新 

午餐過後繼續第一日下午會議之進行。秘書處首先介紹目前全球在海洋科學、技術

與創新方面之現況，包括水下工程、衛星遙測、電腦化與大資料庫分析、海底繪圖、電

子導航；魚群資源與漁產品之追蹤等。與會代表對秘書處之資料整理表示讚許，我團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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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健鈞則發言表示，我國與南韓等均是資訊與通訊技術生產之高科技研發重鎮，對海

洋科學、技術與創新部分將可有重要貢獻，希望能結合歐盟各國之經驗，並透過包括

OECD 在內的平台與全球進行交流，獲得許多與會國家代表發言表示響應我國之主張。 

第五次 SG 會議會中討論情況（二） 

議程 7 第五章  國際規範與海基產業 

秘書處報告目前在涉及海基產業上之相關國際規範，包括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巴塞隆納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國際法律文件，以及國際海事組織（IMO）、區

域漁業管理組織（RFMOs）、GFCM 等政府間國際組織等。規範之內容則分為海洋生物

多樣性之保護、海洋污染、海事安全等部分。本人發言表示，報告內容中之分類令人感

到困惑，因為有法規又有組織，且 GFCM 亦是 RFMO 之一，不解為何要分開加以處理。

主席則回應該部分之表格是從別的文獻中引用而來，他也知道這不是一份最好的表格，

後續會將對內容繼續進行修正與探討。 

議程 8 第六章  量測海基產業之全球價值 

秘書處說明本章即是依據過去針對海洋產業進行分類後，再計算出各類別產業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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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產值，這些類別包括海洋運輸、港口活動、海洋與海岸觀光、漁產品加工、捕撈漁業、

海洋養殖、離岸油氣、離岸風力、造船與維修業、海事設備等。其中，產值最高者為離

岸油氣，而促進就業率最高的則是捕撈漁業與家計型漁業。我團廖秘書健鈞則針對全球

增加價值（Global Value-Added, GVA）與貿易增加價值（Trade Value-added）之差別向秘

書處提出詢問。 

議程 9 第七及第八章  2030 年之海洋產業：預測 

本部分由秘書處先對內容進行報告，包括海洋經濟之概念模型及相關經濟模型之方

程式等。隨後，與會人員針對內容分別提出疑問，包括預測 2030 年時全球將有 215 個國

家似乎不符合事實，特別有與會人士提起中華台北屆時是否也算是個國家？引起在場人

員一陣譁然。此外，模型中所假設之綠色成長（高度成長）與黑色成長（低度成長）亦

引起與會人員之疑問，特別是政府管制對產業成長之影響，故建議秘書處對模型中之所

有參數宜再三審視，以避免外界不必要之政治聯想與解讀。 

在本議程結束後，主席宣布休息並進行茶敘。 

第五次 SG 會議會中討論情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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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10 第九章  海洋管理之未來趨勢 

本部分秘書處首先介紹目前國際間在海洋上之各項作為，特別是公海上與區域部

分。其中，由於目前越來越多國家向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CLCS）申請外大陸

礁層，使得不屬於國家管轄權之區域越來越小，故國際間能夠合作之範圍與議題亦多受

限制。 

在本議題結束後，主席宣布第一日會議至此結束，將於明（4）日繼續進行第 2 日

之議程。 

本人與海洋經濟計畫研究人員 Anna-Sophie Liebender 博士合影 

議程 11 第十章  海洋管理之未來趨勢 

第二日之議程於（4）日上午 9:00 在原場地繼續進行。議程 11 中主要是針對各國對

OECD 未來海洋工作行動所提出之建言進行探討，包括建立海洋資料庫、鼓勵海洋技術

創新與移轉、推動海洋空間規劃及通盤檢視海洋國際規範等。本人發言表示，內容中提

到之「海底繪圖」之部分係屬高度政治敏感議題，因其涉及軍事層面之考量，特別是反

潛作戰的部分，除非在國家管轄權以外之區域進行，否則恐怕難以推動，特別在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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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另外，我團廖秘書健鈞則發言表示，亞洲國家科技度高，但海洋經濟對亞洲國家

卻是新的概念。因此，不應該是強調技術移轉，而是應用與合作，創造雙贏的局面。亦

有與會人員表示，海洋法公約目前是由聯合國主導，OECD 不應去再去推動一個全球的

海洋公約，而是應在輔助之角色提出相關建議即可。秘書處允諾會針對這些建議優予考

量並進行處理。 

本議題結束後，主席宣布休息並進行茶敘。 

議程 12 下一步驟 

茶敘結束後繼續會議之進行。秘書處首先宣布明（2016）年 4 月 27-28 日將於韓國

首爾舉辦本計畫期末報告之發表研討會，預計由 27 日中午開始至 28 日中午結束。議程

包括報告發表（包括造船、漁業、深海採礦等部分）、兩個專家小組座談（包括已建立

及新興海洋產業兩部分）及海洋產業參訪等，希望各國都能派相關專家擔任與談人。 

此外，秘書處表示 2016 將是爭取後續計畫之一年（亦即上述研討會後將不會有相

關活動），亦提出 2017-2018 之兩項工作計畫構想供與會人員研議相關之可行性，包括

跨處推動海洋經濟論壇及於「科技政策委員會」內推動海洋科技創新。前者係透過資金

募集並召集相關政府、產業與研究機構共同參與，透過此一論壇之機制進行海洋經濟之

跨領域研究工作。唯此一作法之範圍已超過目前「科技政策委員會」之授權，故需與

OECD 其他處、室或委員會進行協商，大幅增加行政成本與複雜性；後者則是呼應今年

10 月部長級會議之結論，在「科技政策委員會」下推動相關創新研究工作，同時尋求與

OECD 其他處、室與委員會跨議題合作之可能。秘書處亦補充兩項構想可同時進行，並

不相衝突，後續作法會持續與各國保持聯繫。 

由於我國並非 OECD「科技政策委員會」之會員，若未來海洋經濟之計畫提升至委

員會層級進行，則我國或許無法繼續參與。為此，我團廖秘書健鈞發言表示，我國在未

來海洋經濟之發展將可在政策、技術與其他層面對國際間作出貢獻，故請秘書處優先考

慮邀請我國繼續參與相關後續活動（會後亦向Ｓ主席與相關秘書處人員表達我國積極爭

取參與後續活動之強烈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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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題結束後，主席感謝大家的參與，並宣布本次會議到此結束，希望相約明年四

月南韓首爾見。 

本人與我團廖秘書健鈞（右）及大會Ｓ主席（中）於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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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 由議程觀之，本次SG會議之目的其實有二，第一是將過去四次之SG會議及其他各

工作小組之會議成果進行報告，第二則是對計畫期末報告之內容予以呈現，並由

與會人士進行討論。 

二、 由會議內容觀之，我團於第四次SG會議所提出之意見，事實上並未受到採納。不

僅如此，第四次SG會議之其他與會人員所提出之建議，事實上本人發現也沒有更

改太多，有些明顯的問題處只加了一句話就了事，顯示OECD計畫秘書處似乎不願

依與會人士之建議進行修改，或是目前沒能力進行修改，使得外界的聲音整個進

不去，變成整個計畫係由OECD唱獨角戲之局面。 

三、 本次會議之最後係以經濟模型為主，政策與法規之內容較第四次SG會議而言少了

許多。本人之專長為海洋法政領域，經濟模型並非本人專長，故本次會議本人覺

得十分吃力。建議未來此種會議還是派遣經濟相關專家學者與會，較能融入。 

四、 明年四月在南韓舉行之期末報告成果發表會，建議我政府機關應派官員與會，而

不是只有學者與會。若有需要，可由經濟領域之學者陪同政府官員出席，展現我

國參與OECD相關計畫之高度意願與決心。 

五、 雖然本計畫至明年四月即將告一段落，但未來後續計畫通過的機率極高。為了持

續擴展我國在國際舞台之活動空間與知名度，建議政府應力促我國未來在後續計

畫之參與，方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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