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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World FZO)於 2014 年 5 月 19 日在阿聯杜拜正式設立

總部，係為一關注全球各地自由區(Free Zones)之非營利組織，至 2015 年底止，

已有 46 國家共計 189 個會員加入。 

該組織每年固定舉辦大會，今(2016)年度交通部航港局及經濟部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分別以合作夥伴及觀察員、正式會員等會員身分，由交通部航港局祁局長

率團於 5 月 6 日至 13 日赴杜拜參加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第二屆大會，本次會議

主題為「全球價值鏈：未來自由區之機會(Global Value Chains：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for the Free Zone of the Future)」，聚集來自 45 個國家的 200 個自由區

及超過 680 位講者參加，分享其對於全球自由區與貿易相關重要議題之看法，並

期促進不同自由區間合作、發展與交流，吸引更多商業及工業投資等正面成效。 

我國藉此難得機會親自拜會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主席、執行長及董事等 3

人，除誠摯感謝主席邀請與會外，宣傳我國自由貿易港區發展現況與今(2016)年

加工出口區慶祝建區 50 週年等，並獲執行長口頭允諾來臺參訪；會晤 2014 年全

球貨櫃碼頭經營公司第 4 名－杜拜環球港務集團(DP World)、杜拜台灣貿易中心、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陽明海運集團及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駐當地代表等，

簡介國內航港業務推展現況，並瞭解中東地區經貿發展趨勢與航運經營環境、當

地貨櫃航運及碼頭事業之運作情形等。 

最後，建議我國後續可持續參與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年度大會，並就我國自

由區如：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自由貿易港區及農業科學園區等之發展經驗，

提出貢獻及分享；隨該組織規劃推動綠色自由區認證計畫，爭取我國自由區能受

其認證，並透過該組織作為我國與國際企業資源鏈結之一網絡平臺，多加運用該

組織提供之各項服務，藉以鏈結國際大廠資源，強化廠商佈局全球供應鏈，並加

速投資環境之自由化與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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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與目的 

一、背景 

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下稱阿聯)積極推動下，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World 

Free Zones Organization, World FZO)於 2014年 1月 14日在瑞士日內瓦註冊，2014

年 5 月 19 日在阿聯杜拜正式設立總部，由杜拜機場自由區局長 Dr. Mohammed 

Alzarooni 擔任主席，係為一關注全球各地自由區(Free Zones)之非營利組織，至

2015 年底止，已有 46 國家共計 189 個會員加入，包括各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s, FTZs)、加工出口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s, EPZs)及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等。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每年固定舉辦大會，邀請其各國會員、自由區及其經營

機構、協會、企業、顧問及政府機關等與會分享經驗，今(2016)年度於 5 月 8 日

至 12 日在杜拜舉辦第二屆大會，會議主題訂為「全球價值鏈：未來自由區之機

會(Global Value Chains：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for the Free Zone of the 

Future)」，期許具有潛力與機會之自由區催化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活動。 

我國前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

股份有限公司及外交部等機關(構)於去(2015)年 5月 9日至 15日組團赴杜拜參加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第 1 屆大會，會議主題為「邁向一個新的全球貿易秩序

(Towards a New Global Trade Order)」，各國與會代表們咸認為「國際貿易對一個

國家經濟發展之裨益」，「創新」及「領導力」對自由區發展之重要性，並探討新

興市場之貿易成長潛力及如何消除與簡化海關通關障礙，提升單一窗口服務便利

性，俾吸引中小企業與新創事業至自由區投資。 

嗣後，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股

份有限公司等機關(構)陸續加入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成為正式會員，而交通部航

港局亦申請成為該組織之合作夥伴及觀察員，祁局長文中於 2016 年 4 月 10 日接

獲該組織主席 Dr. Mohammed Alzarooni 親簽公函同意入會，並受邀於 2016 年 5

月 6 日至 13 日率團赴杜拜參加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第二屆大會。 

外交部於 2016 年 4 月 7 日函文建議交通部航港局祁局長率團前往與會，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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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拓展我國與國際交流之良好平臺，提高我國於國際場合之能見度，並增進我國

自由貿易港區(下稱自由港區)、加工出口區與各國自由區充分交流，由交通部航

港局祁局長文中率饒組長智平及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梁科長麗琴共計 3 人

參加本次大會。 

二、目的 

(一) 瞭解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會員權益及服務，並積極參與今(2016)年度該組

織重要活動，增進與各國自由區及其經營機構、協會、企業、顧問及政府

機關等互動與經驗交流，俾提升我國國際場合能見度。 

(二) 掌握世界經貿發展及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 GVC)推展趨勢，並

汲取各國自由區經營管理、獎勵計畫及綠色自由區認證計畫等資訊，俾精

進我國自由港區及加工出口區相關政策推動方向。 

(三) 藉由會晤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主席等人，宣傳我自由港區及加工出口區發

展現況，就雙方自由區未來發展進行意見交換，並表達感謝邀請我國相關

機關(構)入會之意。 

(四) 拜訪杜拜環球港務集團(DP World)、杜拜台灣貿易中心、陽明海運、長榮

海運及萬海航運等當地代表，就當地經貿與航運經營環境、貨櫃航運及碼

頭經營業務運作狀況等進行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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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紀要 

我國組團赴杜拜參加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第二屆大會，自今(2016)年 5 月 6

日至 13 日，為期 8 天，主要行程摘要如下： 

表 貳-1 赴杜拜參加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第二屆大會行程一覽表 

日期 星期 地點 主要行程摘要 

2016/5/6 五 臺北 
交通部航港局祁局長文中及饒組長智平等 2人自桃

園國際機場搭機赴杜拜國際機場。 

2016/5/7 六 杜拜 

1. 交通部航港局祁局長文中及饒組長智平等 2 人抵

達杜拜國際機場。 

2.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梁科長麗琴自高雄小港

國際機場搭機抵達杜拜國際機場。 

2016/5/8 日 杜拜 拜會當地陽明海運、長榮海運及萬海航運等業者。 

2016/5/9 一 杜拜 
參加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第二屆大會及拜會該組織

主席等人。 

2016/5/10 二 杜拜 參加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第二屆大會。 

2016/5/11 三 杜拜 參加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第二屆大會。 

2016/5/12 四 杜拜 

1. 拜會杜拜環球港務集團。 

2.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梁科長麗琴自杜拜國際

機場搭機返臺。 

2016/5/13 五 臺北 
交通部航港局祁局長文中及饒組長智平等 2人，自

杜拜國際機場搭機返臺。 

參、 大會內容紀要 

一、 主題簡介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於今(2016)年 5 月 8 日至 12 日假杜拜凱悅飯店(Grand 

Hyatt Dubai)辦理第二屆大會，有關大會主題「全球價值鏈：未來自由區之機會」

探討重點如下： 

近年來，國際貿易之生產與投資形成全球價值鏈，改變全球商務既有模式，

使得產品在不同國家進行開發與生產，並融合不同技術與原料，達到降低成本、

精進品質及提升貿易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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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國家瞭解要使企業成功成為全球價值鏈一員，除企業本身需具備高度競

爭力外，政府需在國內提供具有國際競爭之企業環境，包含穩定管制措施與總體

經濟、高品質基礎設施與物流服務、低關稅、消除貿易障礙、促進貿易協定、競

爭性之金融與勞動市場等水平面措施，輔以垂直面策略，促進企業拓展全球。 

而自由區政策(Free Zone Regimes)為有效協助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方式，

其中自由區係指企業在國家領土內之部分區域，將享有稅賦優惠及關務鬆綁，目

前該政策已廣泛在許多國家發展，益於促進商業成熟度及拓展策略領土。 

一般而言，企業設於自由區較易參與全球價值鏈活動，尤以出口導向為主之

自由區，通常以稅賦及關務優惠作優先策略，俾使企業成長。惟當自由區發展到

一定之架構、效率及經濟規模，透過產業聚集與物流所帶來之效益，將成為驅動

生產多樣化之關鍵因素，且優於僅有稅收差異制度之自由區；新興經濟體之自由

區亦應參與全球價值鏈，從事組裝和簡易加工，藉此參與更先進之技術、財務金

融與物流服務等。 

現今在不斷變化之國際環境下，自由區扮演之角色將更複雜，政府不僅應保

持企業在自由區享有稅賦與關稅優惠，亦需提供企業額外協助，以提高其效率與

國際競爭力。為此，中央與地方政府、自由區營運者及企業需共同合作推動自由

區相關監管策略如下：(一)察覺全球價值鏈可能商機，(二)尋求與聯繫關鍵合作

夥伴，(三)建立企業連結專業客戶及全球各地供應商之資訊系統，(四)確保自由

區的企業具國際水準，(五)領導市場經營行銷活動，建立所在地供應商在全球價

值鏈市場之地位等。 

因此，在全球化不斷發展下，所有商品與服務將涉及跨國企業間複雜之國際

貿易程序，使得全球價值鏈及產業內貿易將逐漸改變國際貿易原有之型式，而自

由區具有潛力與機會，可成為企業之主要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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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程 

(一) 2016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 

表 參-1  2016 年 5 月 9 日大會議程 

時間 議程 

08:00-19:00 報到 

09:00-17:30 展覽開放時間 

09:00-10:30 工作坊 1－邁向全球價值鏈：吸引投資至您的自由區 

1. 主持人：Dr. Douglas van den Berghe & Laurens van der Schoor – ICA 

2. 概況：(1)簡介  

      (2)外國直接投資之最新全球趨勢與企業擴張之其他型式 

      (3)軟硬兼施，吸引更多投資至您的自由區  

      (4)促進再投資與擴張既有投資之善後策略 

10:30-11:00 茶敘 

11:00-11:30 展覽開幕式 

11:30-13:00 工作坊 2－設立自由區之關鍵因素 

   主持人：Gokhan Akinci, World Bank Group 

11:30-13:00 工作坊 3－利用特定區域知識訂定綠色自由區認證計畫 

主持人：Dr. Pablo Izquierdo, Thomas Bosse 

13:00-14:00 午宴 

14:00-15:30 工作坊 4－未來實踐成為最佳自由區 

主持人：Dr. Mohan Guruswamy - World FZO 

15:30-16:00 茶敘及參觀展覽 

16:00-17:30 工作坊 5－組織運用創新設計思維 

   主持人：Shadi Banna- Potential 

16:00-17:30 工作坊 6－瞭解與估算自由區帶來之經濟影響 

主持人：Lucien Randazzese - SRI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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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6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 

表 參-2  2016 年 5 月 10 日大會議程 

時間 議程 

08:00-17:30 報到 

08:00-17:30 展覽開放時間 

09:00-10:00 開幕致詞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執行長 Dr. Samir Hamrouni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副秘書長 Joakim Reiter 

   哥斯大黎加 外貿部長 Alexander Mora 

10:00-11:00 專題演講 1－全球價值鏈之治理 

主持人：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教授 Patrick Low 

與談人：阿聯 Dubai South 副營運長 Ahmed AI Ansari 

           瑞士世界貿易組織經濟研究及統計部主任兼首席經濟學家

Robert Koopman 

美國杜克大學高級研究分析師 Karina Fernandez Stark 

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地理學教授 Henry Yeung 

11:00-12:00 茶敘及參觀展覽 

12:00-13:00 就職典禮 

阿聯經濟部長 HE Sultan AI Mansoori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主席 Dr. Mohammed Alzarooni 

13:00-14:00 午宴 

14:00-15:00 專題演講 2－全球價值鏈之政策啟發 

   主持人：義大利歐洲大學學院羅伯舒曼高級研究中心全球經濟部主任                   

           Bernard Hoekman 

   與談人：美國外貿區協會主席 Daniel Griswold 

           波蘭投資局局長 Slavomir Majman 

阿聯杜拜國際金融中心 Chirag Shah 

瑞士國際僱主組織副秘書長 Roberto Suarez 

15:00-15:30 茶敘及參觀展覽 

15:30-16:30 專題演講 3－跨國企業對於全球價值鏈之遠景 

   主持人：美國喬治亞州外貿區執行長 Julie Brown 

   主講人：空中巴士中東子公司總裁 Habib Fekih 

   與談人：美國 Integration Point 主席 Tom Barnes 

空中巴士中東子公司總裁 Habib Fekih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 Gary Gereffi 

16:30-17:00 茶敘及參觀展覽 

17:00-18:30 工作坊 7－智慧的世界自由區準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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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6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 

表 參-3 2016 年 5 月 11 日大會議程 

時間 議程 

08:00-17:30 報到 

08:00-17:30 展覽開放時間 

09:00-09:30 演講 

09:30-10:30 專題演講 4－全球價值鏈：自由區之未來機會 

   主持人兼主講人：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 Gary Gereffi 

   與談人：世界銀行集團全球產品組組長 Gokhan Akinci 

           哥倫比亞前駐世界貿易組織大使 Hernando José Gómez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副主席 Martin Iberra 

法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資深貿易經濟學家 Przemyslaw  

Kowalski 

10:30-11:00 茶敘及參觀展覽 

11:00-12:00 專題演講 5－未來實踐成為最佳自由區 

   主持人兼主講人：World FZO 知識長 Mohan Guruswamy 

   與談人：國際商會 BASCAP 副主任 Willian Dobson 

瑞士世界貿易組織統計長 Hubert Escaith 

美國 Lewis Leibowitz 法律事務所律師 Lewis Leibowitz 

摩洛哥坦吉爾自由區董事會成員 Mehdi Tazi-Riffi 

荷蘭投資顧問合夥企業創辦人兼執行長Douglas Van Dan Berghe 

12:00-12:30 MBA 開辦 

西班牙 IESE 商學院學務長 Jaume Ribera 

西班牙 IESE 商學院計畫總監 David Zorn 

12:30-13:00 閉幕典禮 

13:00-14:00 午宴 

14:00-16:30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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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演講紀要 

阿聯經濟部長曼蘇里(HE Sultan AI Mansoori)蒞臨本次大會致詞表示，在面

臨全球經濟挑戰下，阿聯經濟有顯著增長，尤其是投資發展部門，這都歸功於阿

聯領導之政策與眼界，以帶領國家經濟更為茁壯與健康。而自由區之營業額占阿

聯非油品貿易量的 30%，自 2011 年迄今之成長率已達 35%，2015 年甫創下 4,970

億阿幣(折合約 1,362 億美元)營業額。 

其中，傑貝阿里自由區(Jebel Ali Free Zone，JAFZA)和杜拜機場自由區(Dubai 

Airport Free Zone)為杜拜兩大自由區，不僅提供杜拜大部分之進出口貿易值，更

為管理和發展之示範區；以傑貝阿里自由區(JAFZA)為例，分別占杜拜及阿聯近

50%及 25%的非石油出口，占阿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額 20%；2015 年，傑貝

阿里自由區企業總數量增加 8%，屬於設備及機械、電子、鋼材及建築材料之企

業增加 12%。目前該自由區內共有 7,100 多家企業，包括超過 100 家全球財富前

500 名企業，約 70%經營貿易業務，其餘則涉足製造及物流領域。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主席 Dr. Mohammed Alzarooni 表示，全球各地已設立自

由區來創造多樣化經濟、吸引外來投資、創造就業機會，並促進創新與貿易；然

自由區對於全球經濟之貢獻卻往往未受承認。因此，我們很高興本(2016)年度大

會能有來自 45 個國家的 200 個自由區及超過 680 位講者參加，包括阿聯、亞美

尼亞共和國、烏拉圭、奈及利亞、巴拿馬、哥倫比亞、墨西哥、大陸、印度、塞

爾維亞、美國等主要經濟體，分享其對於全球自由區與貿易相關重要議題之看法，

並期許本次大會能促進不同自由區間合作、發展與交流，以及吸引更多商業及工

業投資等正面成效。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執行長 Hamrouni 博士亦於會中說明世界自由貿易區組

織所提供之服務、會員權益及迄今執行成果如下： 

自 1959 年愛爾蘭香農(Shannon)機場成立首座自由區，迄今自由貿易區的概

念已遍及全球 3,500 個自由區，為使自由區具有影響力，於 2014 年 5 月 19 日成

立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迄今，在 14 個初始會員帶領下，成為全球第 1 個聚集各

地自由區之全球性組織，彼此分享交流自由區之觀點、貢獻、經驗、知識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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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協助該組織持續正向發展。 

(一) 組織目標(Objectives) 

1. 匯聚區域、國家、地方政府與地區型自由貿易協會、自由區顧問公司、

自由區業者、政府組織及國際貿易組織等單位，進行知識交流、教育訓

練，並促進網絡與企業發展。 

2. 提供一個全球性自由區論壇，藉由獨家深入之研究與觀點，使參與者學

習成長並繁榮發展。 

3. 蒐集、創新、擴展及宣導有關全球自由區之知識。 

4. 提升自由區洞察全球趨勢，定位其對當地經濟之價值貢獻，並促進其永

續經營。 

5. 創造同類自由區之最佳典範，以增強全球與當地市場之經濟生態系統，

並作為建置與管理自由區之指導方針。 

6. 代表自由區及其會員之集體利益，向國際組織及政府倡議，並協助促進

大眾對於自由區之認知。 

7. 透過教育訓練、實體與電子資源等方式，為會員、合作夥伴及觀察員提

供專業之營運、行政、教育及網絡服務。 

8. 提供全球發展中之新自由區支持與建議。 

9. 成為全球性自由區與相關議題之領導者。 

(二) 會員服務(Membership Services)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提供之服務係為協助會員達成自己的戰略目標，增強營

運成果、提供新觀點及學習全球最佳實際案例等，並提供會員及合作夥伴包括知

識、網絡及輔助等三類專屬服務，說明如下： 

1. 知識(Knowledge) 

針對全球自由區建立最完善的知識庫，可提供會員及合作夥伴關鍵

解析，瞭解經濟及經營策略，該知識庫係源自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旗下

觀測所(Observatory)、自由區線上開放資料庫(FZ-PEDIA)及開放大學

(Op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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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觀測所(World FZO Observatory) 

觀測所為一蒐集與分析全球自由區原始資料之專門研究中心，

致力於提供會員接觸及支持國際政策制定者之必需工具，發佈與自

由區相關之每月時事新聞(newsletter)，與自由區貿易、外國直接投

資(FDI)、產業發展及統計相關之季報，亦正著手編撰一全球自由

區及其相關數據之地圖集。 

每年出版自由區展望年報，涵蓋專家對全球自由區發展趨勢之

前瞻見解。 

(2) 自由區線上開放資料庫(FZ-PEDIA) 

FZ-PEDIA係針對全球自由區及經濟特區進行研究、提供專家

觀點及分析之線上開放資料庫，全數內容經由同業之國際學術及商

業界審核，再提供正式會員、準會員及合作夥伴使用。 

(3)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開放大學(World FZO Open University) 

開放大學係為一研究中心及自由區相關專業人士之高階教育

中心，與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之重要戰略夥伴合作，提供最佳之管

理培訓，如：專業報導、案例研究、工具套件、專家諮詢及線上研

討會等。 

2. 網絡(Network)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之會員可藉由定期交流活動、全方位 B2B 線

上網絡及服務市場等方式，使自由區內相關參與者能與業內之專家、顧

問及國際政策制定者建立聯繫網絡；此外，每年定期舉辦自由區年度國

際會議及展覽會，邀集全球自由區專家學者與會。 

(1) 自由區企業電商平臺(FZ B2B) 

 FZ B2B 平臺係為尋找與聯繫全球各地企業夥伴而建立之商

業工具，可透過在該平臺管理個人資料來拓展社交網絡及知名度，

與全球自由區同業保持聯繫，並可依區域及部門尋獲新商機及目標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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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由區市場(FZ Marketplace) 

自由區市場內含準會員之各種提議，全球最佳自由區之具體應

用、產品、解決方案及服務等，有助於自由區蓬勃發展、邁向全球

化並發揮最大潛力。 

(3) 自由區展望事件(FZ Outlook Events)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規劃各種收益良多之交流機會，包括高階

會議與專題講座、小組會議、企業工作坊及其他形式等。 

3. 輔助(Support) 

提供未來就緒自由區計畫(Future Ready Free Zones Program)、認證

獎勵及強化營運績效之創新措施等服務，包含國際認證、自由區之社區

發展計畫、自由區達成綠色狀態(green status)相關輔助與諮詢以及開發

智慧數位自由區等。 

(1) 未來就緒自由區(Future Ready Free Zones) 

未來就緒自由區主動提供一個變革框架，從行政簡化及未來基

礎設施到為社區提供最佳服務及輔助資源，得以利用新興趨勢，適

應全球經濟的快速變動，並成功找到該自由區現在與未來之自身定

位。 

技術就緒區計畫(Tech-Ready Zone Program)，係指依當地需求

提供 e 化管理服務及智慧區功能，使業務生效及全部流程朝向線上

化，毋需實體文件，後續將更進一步提供智慧區之認證。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之旗艦發展計畫(World FZO’s Flagship 

Development Program)，係利用首選之夥伴及資源提供之學習及發

展工具，包括工具包、手冊及超過 500 部企業學習影片等，俾使自

由區擁有知識、洞察力及把挑戰轉為機會之技能。 

(2) 證書與獎章(Certifications & Awards)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認證計畫 (World FZO Certification 

Programs)可協助自由區衡量其永續、安全、環境及法規等面向之

進展與成果，並透過該組織與多邊組織、國際主要顧問公司之合夥

關係，協助指導自由區並獎勵其執行成果，未來將對智慧自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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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自由區及綠色自由區進行相關認證。 

(3) 創新(Innovation) 

自由區對於全球貿易具有重要戰略性，有助於世界各地創新快

速成長企業之發展，而這些企業可創造就業機會及拓展經濟。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將協助對自由區之政策及計畫提出鼓勵

與創新，並創造下一個企業成功案例。 

四、 專題講座(Programs) 

本次大會就「全球價值鏈」研討治理、政策啟發、跨國企業遠景、自由區未

來機會及未來實踐成為最佳自由區藍圖等議題，辦理 5 場專題講座，除強調以自

由區參與全球價值鏈之重要性，亦探討政府、營運機構及企業合作推動自由區相

關監管策略等。 

謹將由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資深專案人員 Saleh 女士、知識長 Guruswamy

博士及執行長 Hamrouni 博士共同發表之「未來實踐成為最佳自由區(Next 

Practices, Beyond Best in Class Practices)」一文，重點摘要如下： 

隨著全球社會政治及經濟格局不斷發展，多數國家政策制定者需同時面對國

內政治壓力與履行國際義務，並協調二者間衝突，自由區亦需面臨類此情形，爰

透過本研究報告，訪談相關領域專家及具影響力人士等，提供自由區知識管理單

位因應對策。有關主要訪談議題及成果如下： 

(一) 自由區的增長與全球經濟成長連結性 

全球經濟成長與自由區增長呈正相關係，未來仍會共同增長；然而，世界各

地自由區之經濟增長動能、政策環境、獎勵機制因地制宜，成長情形亦將不同。

以非洲為例，目前計有約 700 個自由區，預測未來 5 年內將達 1,500 個，各國現

將非洲視為下一個征服之前線，未來將為其帶來經濟連鎖效益。 

除了地區位置差異外，過去著重技術領先之傳統行業，現今比重逐漸轉向服

務業(如電子商務)，因此，自由區需有效應用現代技術，尤其是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以滿足消費者增長與多樣化需

求，縮短物流供應鏈，並藉由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拉近生產者與消費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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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獲取價值，換言之，自由區需精進成為技術就緒區。 

商品貿易雖仍具重要性，無論是原料、中間產品或成品，在企業經營上仍占

有一定份量，但不同的是，因應消費者需求改變，商品貿易將越趨向增值型或高

價值之商品。 

(二) 收斂真實性 

透過資通訊科技(ICT)有機會協助自由區間良好商業發展，惟此技術涉及到

自由區當地之法規面、政策面、管理面及行政面等框架，未來資通訊科技在自由

區之應用與發展，仍需進一步觀察，俾利走向未來。 

(三) 自由區之企業規模 

以自由區而言，小型企業具直接服務顧客導向，大型企業能創造較多就業機

會、產生高收益，爰應同時扶植小型與大型企業，惟尚需政府政策、監管能力、

勞動條件、應用新技術程度、融資方案物流等各方面相輔相成，並促進小型與大

型企業合作共同成長，俾使擴展自由區整體規模。 

(四) 自由區受全球併購潮(M&A)之影響 

全球性、區域性或跨國性企業併購，整合企業間之能力與技術，而驅動併購

潮之因素有市占率最大化，技術取得等。有關自由區受併購潮影響程度，專家認

為併購有助於企業整合，係一受歡迎之趨勢，建議適時輔助此併購活動；此外，

合作亦是另一種作法，最終適者生存。 

(五) 驅動競爭優勢之因素 

專家認為，透過技術之應用是驅動自由區具備競爭優勢之關鍵因素，尤以服

務領域方面之技術；此外，擁有廣泛之產品知識、市場知識與預測未來趨勢之能

力等，亦將驅使自由區提升競爭力。 

(六) 自由區滿足未來客戶需求 

迄今自由區概念持續推展，多數自由區仍處瞭解並滿足客戶需求階段，而客

戶需求受到自由區內部業務運作或企業外在市場環境等因素，未來將更為廣泛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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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因此，自由區需持續促進永續環境，朝向「綠色與智慧自由區(Green and 

Smart Free Zones)」發展，以客戶為中心，加速經商便捷化(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 

(七) 公私合夥(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關係之重要性 

由於自由區係境內關外，需要政府成為夥伴，以確保經營環境之永續、安全

及保安，而以公私合夥模式開發自由區已逐漸受到重視，可採取政府財政與資源

之參與，創造正向經營環境相關政策，同時私部門引入資本投資及技術等形式。 

最後，隨著全球社會政治及經濟格局變動發展，自由區需預測未來新趨勢並

即早擬定因應對策，需聚焦下列事項： 

(一) 採用新科技，成為技術就緒區。 

(二) 預測顧客未來需求，並主動提供合適服務。 

(三) 發展成為環境友善之綠色自由區(Green Zones)。 

(四) 持續確保安全及保安之營運環境。 

(五) 發展自由區間之合作機制，共同獲利。 

(六) 促進公私部門間協力合作。 

(七) 鼓勵創新，發展企業所需人力資源。 

五、 工作坊(Workshops) 

本(2016)年度大會安排 7 場次工作坊進行意見交流，有關自由區在促進全球

價值鏈所扮演之角色、自由區之獎勵措施及綠色自由區認證計畫等議題，重點摘

要如下： 

(一) 自由區在促進全球價值鏈所扮演之角色(Role of Free Zones 

in Facilitat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本研究由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執行長 Hamrouni 博士及投資諮商協會

(Investment Consulting Associates, ICA)勞倫斯先生共同著作，摘要如下： 

隨著全球化及各國市場逐漸整合為全球市場之趨勢，全球供應鏈(Global 

Supply Chains, GSC)已成為一重要議題，尤以跨國企業 (Multi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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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MNE's)是一個全球生產網絡很好的案例，在原料生產、加工、

組裝、銷售等一系列活動可能橫跨不同國家、不同地點的情況下，如何尋求

資源利用及相關利害關係者效益之最大化，是需要協調與整合整個供應鏈。 

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旗下國際金融公司(IFC-World Bank)研究報

告1指出，在許多行業，物流成本已超過商品本身製造成本，因此，應著重

於如何透過供應鏈管理及投資地點之選擇等優化供應鏈措施，以提供企業更

佳之全球供應鏈與物流服務。 

而自由區正可藉由提供下列服務，降低企業自身的物流成本，提升其在

全球供應鏈之競爭力： 

1. 提供全年無休與專門服務自由區之所在地海關及專業報關人員：企業可

每週 7天、每天 24小時隨時進出口貨物(Import and Export Cargo 24/7)。 

2. 消除或降低關稅相關稅捐(Duties and Taxes)：進口、儲存、加工、製造、

處理及(復運)出口貨品更具成本效益，有助於改善企業現金流。 

3. 為申請最低關稅或運價，貨物可能經加工或操作(Manipulated)以改變產

品最終之形狀或重量。 

4. 推動精簡行政流程：簡化通關措施及快速通關，降低行政作業負擔及減

少文書處理作業(如：法規規定之進出口文件)。 

5. 允許貨物無期限限制儲存於自由區：企業可更彈性配送貨物，進而鼓勵

企業尋找最佳市場，使企業儲存超過地主國(Host Country)所需之進口配

額(即增加存貨量)。 

6. 允許進儲自由區貨物隨時取出與利用：進儲貨物可作為企業擔保品，或

利用倉庫作為展覽陳列空間。 

另外，本研究為探究自由區如何促進全球供應鏈之實務經驗，亦訪問相

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及企業從業人員等，重點摘要如下： 

初期數個國家間進出口貿易活動，逐漸形成全球商品鏈及經濟群聚效應，

後隨著許多國家推動貿易自由化及全球化之政策，兩者結合形成全球供應鏈，

而全球供應鏈概念最早出現於 1985年(日本將商品製造外包至泰國)。 

專家們咸認為產生全球供應鏈之因素，包含持續優化業務作業流程、改

                                                 
1
 Akinci , G. FIAS: Leaders in Investment Climate Solutions, IFC-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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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營運成本、持續提升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獲利最大化，科技技術

之進步、政府政策及財務等在內；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自由區有助於提高

經濟價值，驅動全球供應鏈及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特

別是製造領域，而最佳案例屬科學園區(Science Parks)。 

全球生產網絡影響國家之工業及經濟活動，企業會評估其戰略性或危險

商品適合在國內關稅區或自由區生產、製造，如：自由區如能提供企業有關

乾散雜貨及液態貨品不同之物流服務方案，將是影響該企業進駐之關鍵因素；

專家們亦認為，自由區應制訂統一標準並致力提供永續供應鏈。 

在審視全球供應鏈網絡，區域係為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如：選擇在北

美製造，主要係就近消費地；亞洲在中國大陸帶領及具有競爭力之勞動成本

等條件下，則成為全球主要製造地。 

由於自由區目前在數量及規模上持續擴大，所面臨的挑戰包括如何使自

由區更具成本效益與提高能源效益、如何確保永續發展、如何提升企業社會

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如何因應氣候變遷之不利影響、

如何促進技術進步(如 3D 列印技術)等，還可能需面對財政及法規綜合性問

題、貿易保護主義及保安相關議題等。 

因此，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倡議自由區未來發展計畫(Free Zone of the 

Future Program, FZF)，該計畫目的係為構建自由貿易整體能力，除可使自由

區業務成長茁壯，亦有助於相關決策者、投資者及金融業者，以迎向永續且

繁榮的未來。  

(二) 自由區之獎勵措施：確認由過渡到未來之自由區(Incentives 

Awarded across Free Zones: Confirming the Transition to 

“Free Zones of the Future?”) 

本研究由投資諮商協會(Investment Consulting Associates, ICA)勞倫斯先

生及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知識長 Guruswamy博士共同著作，摘要如下： 

在過去數十年，自由區包含加工出口區、自由貿易區、經濟特區及群聚

專業區(cluster-based Specialized Zones, SZs)等在內，其中經濟特區及群聚專

業區係為新一代自由區；而對於進駐這些不同名稱自由區之企業，相較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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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享有優惠關務及管制鬆綁等特許待遇之共同特點。 

本研究為確認自由區提供之獎勵措施(包含優惠措施)能否吸引以地區為

基礎之企業(Zone-based Companies)進駐，相關獎勵措施能否顯示由傳統型自

由區正移轉至新一代自由區。研究資料選用 IncentivesMonitor.com 資料庫，

計有全球 24 個國家各類自由區已實際執行之 966 筆獎勵措施，統計時間自

2010年 1月至 2016年 3月，如表參-4 所示。 

由統計資料顯示，政府及自由區主管機關在 7 年間已提供金額達 4.212

億美元之獎勵措施，平均每筆獎勵措施約 95 萬美元；而接受獎勵措施之企

業則創造 227.9 億美元之資本投資及 20.4 萬就業人口，即每項激勵措施可為

自由區創造 2,660萬美元之資本投資及 212個新就業機會。其中，2011 年與

2015年獎勵措施相對較少，以 2015年資料而言，獎勵措施雖有減少，然每

項獎勵措施之平均金額呈現成長，且所帶動資本投資亦相對較高，顯示政府

及自由區主管機關更審慎挑選獎勵措施，並將經費挹注於重點項目。 

表 參-4  歷年自由貿易區主要獎勵措施統計 

年度 
獎勵措施數量

(筆) 

獎勵措施價值 

(美金；百萬元) 

資本投資價值 

(美金；百萬元) 

創造新就業人口

(人) 

總計 平均 總計 平均 總計 平均 

2010 146 $130.9 $1.03 $2,708.0 $22.0 17,890 123 

2011 115 $73.0 $1.55 $1,649.2 $16.7 41,053 357 

2012 215 $49.1 $0.41 $4,051.7 $22.0 34,421 160 

2013 185 $90.7 $0.93 $4,276.9 $24.9 45,391 245 

2014 144 $62.4 $1.89 $2,696.4 $19.7 23,993 167 

2015 118 $11.0 $1.57 $6,961.1 $62.2 29,308 248 

2016 43 $3.9 $3.06 $449.4 $14.5 12,360 287 

總計 966 $421.2 $0.95 $22,792.7 $26.6 204,416 212 

資料來源：Laurens Van der Schoor & Mohan G. (2016). Incentives Awarded across Free Zones: 

Confirming the Transition to “Free Zones of the Future?” World FZO Observatory Research 

Publication. 



21 

 

由圖參-1 可知，在 966 筆獎勵措施樣本中，近 90%係採用稅收方面之

獎勵，同時實施稅收及預算獎勵僅占 3%，然其占總金額約 12.4%。 

 

 

 

 

 

圖 參-1  獎勵措施數量及價值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Laurens Van der Schoor & Mohan G. (2016). Incentives Awarded across Free Zones: 

Confirming the Transition to “Free Zones of the Future?” World FZO Observatory Research 

Publication. 

傳統自由區主要目標係為創造短期經濟成長，如增加投資、出口、外匯

收入及稅收等；而新一代自由區則更為動態並作為長期戰略思考框架，可導

入新政策或進行實驗室測試等，俾促進經濟多元發展，結構轉型，部門升級，

增加競爭力及技能發展。 

針對企業投資自由區給予獎勵措施之政策，通常係為促進經濟成長，由

圖參-2 可知，近一半(45%)自由區係透過吸引投資及創造就業機會，帶動區

域及當地整體發展；25%自由區獎勵措施，除促進區域及當地整體發展以外，

亦發展當地勞動力；18%自由區獎勵措施，則同時涵蓋促進區域及當地整體

發展、吸引資本投資及發展當地勞動力等多重目標；僅有少數(約 1%)獎勵

措施，係透過就業及人力資源之支援，帶動當地勞動力發展；總而言之，自

由區優惠政策已從推動一個或數個促進短期發展策略，逐漸著眼於吸引投資

並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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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參-2  每個獎勵措施之目標分配情形 

資料來源：Laurens Van der Schoor & Mohan G. (2016). Incentives Awarded across Free Zones: 

Confirming the Transition to “Free Zones of the Future?” World FZO Observatory Research 

Publication. 

此外，自由區除吸引傳統出口導向之製造業，亦同時吸引國外及國內投

資，絕大部分獎勵措施，係針對綠色永續之製造業給予財務優惠措施，其目

的是為了實現吸引資本投資及創造就業等短期經濟效益，而非促進當地勞動

力發展等長期經濟多元化與轉型；整體而言，獎勵措施數量雖下降，但政府

挹注於獎勵措施之預算則為成長，顯見政府與自由區主管機關更戮力提供業

者獎勵措施。 

(三) 綠色自由區認證計畫 (Green Free Zone Certification 

Programme) 

本認證計畫係由杜拜碳(Dubai Carbon)進行簡報，其成立於 2011年 1月

18 日，係源自杜拜最高能源委員會與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共同簽署成立之一公私合夥(PPP)研究單位，

總部設於杜拜，致力於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減排措施相關研究與

執行，正逐步擴充範疇於整個波斯灣國家(GCC countries)。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World Free Zones Organization)與杜拜碳共同合作，

規劃推動「綠色自由區認證計畫(Green Free Zone Certification Program)」，對

自由區在環境友善方面之成果給予認證。 

該計畫組織成員可透過其官網，使用目前研發之多類別自評工具(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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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端多準則決策分析功能)，藉分析成果(如圖參-3所示)瞭解自由區目前環境

友善狀態，主要可分為綠色社區、設計與建設、能源、運輸、天然資源、水、

綠色運營等 7 個與全球綠色經濟有高度相關的構面。 

 

圖 參-3 多類別評估工具 

六、 會員大會(General Assembly)  

目前我國有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及經濟部加

工出口區管理處等 3個機關(構)係為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正式會員，具有投票權，

交通部航港局則為該組織之合作夥伴及觀察員，不具投票權。 

今(2016)年度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雖因公

不克前往，惟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於大會指定期限前完成投票權授權程序，

爰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憑出具其授權書代行使其投票權。有關會員大會相關

議程與決議如下： 

(一) 時間：2016 年 5 月 11 日下午 2 時至 3 時 

(二) 地點：杜拜凱悅飯店 

(三) 議程： 

1. 報告事項 

(1) 2015 年度業務報告 

(2) 2015 年度財務報告。 

(3) 2016 年度業務報告及財務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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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討論事項： 

(1) 案由 1：2015 業務報告及財務報表，提請承認案。 

  決議：照案通過。 

(2) 案由 2：2016 預算，提請承認案。 

    決議：照案通過。 

(3) 案由 3：選舉董事會主席案。 

  決議：由 Dr. Mohammed Alzarooni 當選。 

3. 宣布事項：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年度大會舉辦地點為連續 2 年在阿

聯(杜拜)，1 年在其他國家舉辦，以 3 年為一循環，爰 2017 年度大

會將在哥倫比亞共和國舉辦。 

七、 展覽會(Exhibitions) 

本(2016)年度大會之展覽會於 5月 9 日至 11 日舉辦，共計有 13個參展單

位，包括巴拿馬、哥倫比亞及阿吉曼酋長國等國家整體投資環境，杜拜新南城

(Dubai South)、杜拜矽綠洲(Dubai Silicon Oasis, DSO)、杜拜國際金融中心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DIFC)、杜拜機場自由區機構(Dubai Airport 

Free Zone Authority, DAFZA)等當地自由區投資指南，杜拜電力及水利局(Dubai 

Electricity and Water Authority, DEWA)、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

中東企業行銷諮商及雲端服務公司 (NSI)及贏騰規信全球貿易管理公司

(Integration Point)等之企業經營支援單位業務推廣，展示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

之相關電子商務系統，並藉此機會積極宣傳杜拜主辦 2020年世界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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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照片 

 

圖 參-4 本(2016)年度會場外一隅 

 

圖 參-5 本(2016)年度大會-阿聯經濟部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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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參-6 本(2016)年度大會-主席致詞 

 

圖 參-7 本(2016)年度大會-執行長展示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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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參-8 本(2016)年度大會-專題講座 

 

圖 參-9 本(2016)年度大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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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參-10 本(2016)年度大會-會員大會 

 

圖 參-11 我國團員參加本(2016)年度大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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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拜會單位紀要 

一、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World FZO) 

在阿聯政府積極推動下，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於 2014 年 1 月 14 日在瑞士

日內瓦註冊，2014 年 1 月 19 日由 14 個創始會員組成董事會通過組織章程，

於 2014 年 5 月 19 日在杜拜正式設立總部，由杜拜機場自由區局長 Dr. 

Mohammed Alzarooni 擔任主席，係為一關注全球各地自由區之非營利組織。 

該組織宗旨係期使各國能藉自由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及建立安定且

健全之經濟發展模式，亦盼能增進各國對自由區之認知及瞭解，俾促進全球自

由區營運管理者之交流與相互學習。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現行董事會由美國(2 位)、印度、摩洛哥、奈及利亞、

哥倫比亞(2 位)、烏拉圭、西班牙、法國、愛爾蘭、阿聯(2 位)等 11 國共 13 位

成員組成。截至 2015 年底，已有 46 國家共計 189 個會員加入該組織，各國成

員包括自由貿易區、加工出口區及經濟特區等。 

該組織開放自由區相關之個人或組織(包含公私立組織)入會，其會員分為

下列 3 類： 

1. 正式會員(Voting Members) 

申請入會對象包含公認之自由區及自由區協會等，可獲得世界自由貿

易區組織全數會員服務，並於每年年會及展覽會，享有董事會成員任用與

否之投票權。 

2. 準會員(Associate Members) 

申請對象係為支持自由區成立或實際工作於自由區等之個人、企業用

戶及顧問，此類會員有機會獲得全數會員服務，惟於每年年會及展覽會，

無董事會成員任用與否之投票權。 

3. 合作夥伴及觀察員(Partners & Observer Members) 

申請對象係為參與國際貿易及海關業務之政府組織、半政府組織及非

政府組織，此類會員將個別受董事會邀請參加組織之活動，並可獲得選擇

性會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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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6)年度交通部航港局及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分別以合作夥伴

及觀察員、正式會員等會員身分，由交通部航港局祁局長率團參加世界自由貿

易區組織第二屆大會，特藉此難得機會拜會該組織主席 Dr. Mohammed 

Alzarooni、執行長 Dr. Samir Hamrouni 及董事 Nasser Al Madani 等人，除誠摯

感謝主席邀請與會外，宣傳我國自由貿易港區發展現況與今(2016)年加工出口

區將慶祝建區 50 週年等，雙方並就全球自由區發展現況及未來規劃等交換意

見，亦獲執行長口頭允諾來臺參訪。 

表 肆-1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會晤代表名單 

職銜 姓名 

主席 Mohammed Alzarooni 

執行長 Samir Hamrouni 

董事 Nasser Al Madani 

 

 

圖 肆-1 與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主席等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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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2 與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董事合照 

 

圖 肆-3 與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執行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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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4 與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主席等人交換意見 

二、 杜拜環球港務集團(DP World) 

杜拜環球港務集團(DP World)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國有企業，由杜拜港

務局(DPA)和杜拜港務國際集團(DPI)於 2006 年合併而成。杜拜環球港務集團

除經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港口外，亦以合資經營或自營的方式，拓展在大陸、

香港、韓國、荷蘭、倫敦等國際港口的貨櫃碼頭業務，提供航商船舶靠泊及裝

卸服務，在 2014 年全球貨櫃碼頭經營公司排名第 4 名。 

該集團是全球貿易的主要推動者和全球物流供應鏈之參與者，旗下有 52

個貨櫃碼頭公司、4 個自由區及 3 個物流中心，辦事處遍布全球 30 個國家，

有來自 110 個國家超過 37,000 名員工的專業團隊，並在全球六大洲 40 個國家

受超過 50 個相關企業支持，串聯 77 個多樣化投資組合經營貨櫃碼頭，目標是

在全球範圍內創造出高效率、便捷、安全的貿易解決策略。 

貨櫃裝卸是該集團的核心業務，2015 年處理 6,170 萬 TEU，占整體收入

的四分之三以上，因應市場需求，預計 2020 年碼頭總容量將自 7,960 萬 TEU

提升至超過 1 億萬 TEU。 

為提供客戶更周全的服務，2015 年投資美金 14 億元資本在阿聯、英國、

印度及土耳其等國，並投入美金 4 億元進行策略性併購，包含阿聯的世界經濟

區、德國的曼海姆及斯圖加特碼頭、加拿大魯珀特王子港的貨櫃碼頭(跨太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8%81%AF%E5%90%88%E9%85%8B%E9%95%B7%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6%9C%89%E4%BC%81%E4%B8%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8%B2%BF%E6%98%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6%B5%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A6%E4%BA%8B%E8%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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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貿易的重要門戶港)等地。 

此外，該集團目前已部署超過 13,000 TEU 容量超大型油輪可通過之亞歐

貿易深水航道，在南韓、大陸、阿聯、比利時、法國及英國都具有處理超大型

油輪的能力，而杜拜的傑貝阿里港則能同時處理 10 艘超大型油輪。 

杜拜環球港務集團碼頭正逐步發展無人化貨櫃場及船舶裝卸作業，兼顧效

率、安全與環保節能之需求，並有獨特的船務資訊系統平臺，包含航商選定、

訂艙、運費收付等，均在該平臺操作並收取手續費。 

另自 2015 年起該集團陸續在建築物屋頂建置太陽能板，達成每年減少排

放 19,701 噸 CO
2；2015 年工傷引致損失工時比率為 4.3，較 2014 年下降 0.9，

顯見亦致力於綠能減碳與降低工安。 

會中我方除感謝執行長及副總裁接待外，亦簡介國內航港業務推展現況，

誠摯邀請杜拜環球港務集團來臺參訪並獲口頭允諾，雙方並就港區發展現況及

未來規劃等進行意見交流。 

其中，杜拜環球港務集團對我國針對港區業者及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之作法

深感興趣，而該集團亦分享其重要成功因素有二：一是為了滿足直接之船務公

司及間接之通關、碼頭、運輸、物流配送等廣大顧客之需求，該集團於國外重

要航運港口併購設置碼頭，俾利提供一條龍服務，創造高效率、便捷、安全之

全球貿易解決策略；二是將傑貝阿里港物流通道無縫連接阿勒馬克圖姆國際機

場(AMIA)，結合海空自由區與物流整合平台，提供一站式運籌服務，建立單

一海關保稅區域，打造一海空聯運基地，以節省貨物落地時間，加速推進海空

雙向貨物流，保證 3 小時內完成通關轉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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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肆-2 杜拜環球港務集團會晤代表名單 

職銜 姓名 

執行長 Ibrahim Eisa Alhammadi 

商業公司/副總裁 Simon Pitout 

商業部門/部長 Abdulla Bin Damithan 

商業部門/高階經理 Youhan Doctor 

商業部門/經理 Chat. Vikram Manchanda 

商業部門/副理 Mohammed Hassan 

 

 

 

圖 肆-5 與杜拜環球港務集團會晤合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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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6 與杜拜環球港務集團會晤合照(2) 

 

圖 肆-7 致贈杜拜環球港務集團禮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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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8 杜拜環球港務集團致贈我方禮品 

 

圖 肆-9 致贈杜拜環球港務集團禮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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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肆-10 與杜拜環球港務集團代表合照 

三、 杜拜台灣貿易中心、陽明海運集團、長榮海運(股)公司及萬

海航運(股)公司 

杜拜台灣貿易中心係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簡稱外貿協會或貿協)

派駐中東及亞西地區之單位，而外貿協會係為經濟部結合民間工商團體設立之

公益性財團法人，除臺北總部外，設有新竹、臺中、臺南及高雄等 4個國內辦

事處與遍佈全球 60 個駐外據點，並相繼設立台灣貿易中心、台北世界貿易中

心等姐妹機構，形成完整的貿易服務網，是業者拓展貿易的最佳夥伴。以協助

企業拓展對外貿易。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陽明海運集團及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等係國內

排名前茅之航運業者，根據 2016 年 5 月 9 日 Alphaliner 最新運力數據顯示，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排名全球第五，陽明海運集團排名為第十，萬海航運股

份有限公司則排名第十九。 

藉此次赴杜拜參加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第二屆大會之際，與杜拜台灣貿易

中心、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陽明海運集團及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駐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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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等進行意見交流，瞭解中東地區經貿發展趨勢與航運經營環境、當地貨櫃

航運及碼頭事業之運作情形等，雙方交談甚歡，收穫良多，亦在過程中提供諸

多協助。 

表 肆-3 會晤杜拜台灣貿易中心、陽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公司、長榮海運股份有

限公司及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當地代表名單 

企業名稱 職銜 姓名 

杜拜台灣貿易中心 主任 張世朋 

陽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公司 總經理 周俊男 

陽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公司 財務代表 劉昱志 

陽明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公司 運務代表 薛俊倫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中東辦事處首席代表 徐偉濱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駐中東辦事處代表 林永祥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中東地區總代表 林怡德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中東地區船東代表 曾能蔚 

伍、 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一) 本次參訪主要感受為高度國際化、高度理想與高度企圖心，對於官方與民

間企業人員之積極與親和態度更是印象深刻，杜拜由上至下明確之發展方

向、企圖心與行政效率等，實為我國自由港區及加工出口區發展應認真思

考並學習之對象。 

(二) 自由區是杜拜當地發展之引擎，從不停止投資及建設，並提供單一窗口服

務，目前阿聯境內有近 40 個自由區，另有 10 個自由區正處發展階段，其

中不少自由區是為特定產業而設立，如：金融、物流、媒體、醫療保健、

紡織及汽車等產業。 

(三) 自由區是國內廠商融入全球供應價值鏈之主要場域，截至 2015 年底，已

有 46 國家共計 189 個會員加入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會員數逐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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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聯結全球自由區之捷徑，應與該組織建立良好交流關係，藉以引入跨

國企業投資。 

二、 建議 

(一) 本(2016)年度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大會有許多開發中國家參與及提問，爰

建議我國後續可持續參與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年度大會，並就我國自由區

如：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自由貿易港區及農業科學園區等之發展經驗，

提出貢獻及分享。 

(二) 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規劃推動綠色自由區認證計畫，未來將對智慧自由區、

安全自由區及綠色自由區進行認證並頒發獎章，建議可先藉由該組織所提

供之知識、網絡及輔助服務，瞭解我國自由區在永續、安全、環境及法規

等面向之進展與成果，俾利未來爭取相關認證，並拓展國際能見度。 

(三) 未來我國將自貨品貿易自由化之自由港區、加工出口區，進展至服務貿易

自由化之自由經濟區，再對外積極融入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經由簽署多邊

或雙邊協定，達到全面自由化，爰建議我國可以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作為

與國際企業資源鏈結之一網絡平臺，多加運用該組織提供之各項服務，藉

以鏈結國際大廠資源，強化廠商佈局全球供應鏈，並加速投資環境之自由

化與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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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錄 

一、 訪團成員名單 

表 陸-1 我國參加世界自由貿易區組織第二屆大會組團名單 

訪團成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團長 交通部航港局 局長 祁文中 

團員 交通部航港局 組長 饒智平 

團員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科長 梁麗琴 

二、 會議參考文件 

 































































GREEN FREE ZONE CERTIFICATION 
PROGRAMME 

 
SELF ASSESSMENT TOOL 

STAKEHOLDER WORKSHOP 
 

May 8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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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ai Carbon’s philosophy & approach 

to projects is in a manner that 
considers the financial outcome as 
much a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 
all investment in green technologies 
must be economically viable.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do not differ from any 
other management consultancy, 
however we do aim to maximise the 
return of investment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upgrade. 
 
We undertake consultancy & project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our 
extensive local knowledge & expertise, 
and the advantage of draw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our entire 
team. Our offerings are sustainability, 
energy & carbon solutions that promote 
economic viability whilst pursuing 
socio-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Dubai Carbon was established on 18th January 
2011, by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Dubai 
Supreme Council of Energy (DS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in the presence of HH 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Vice 
President & Prime Minister of the UAE & Ruler of 
Dubai, and HH Sheikh Hamdan bin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Crown Prince of Dubai, 
and UN Secretary General Ban Ki Moon. 
 
Together with the UNDP, Dubai Carbon forms a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We are 
headquartered in Dubai, UAE, but we are growing 
regionally throughout the GCC countries. Dubai 
Carbon today acts as a Dubai level and UAE level 
focal point to capture, streamline, analyse and 
harmonise GHG data which is then utilised by the 
public & private sector to develop country level 
negotiations 



•

•

•

•

•

•

•

•

•

•

•

•

•

•

•

•

Carbon Abatement & 
Resource Efficiency 
Strategies 

Research & 
Knowledge 
Development 

Multi-Stakeholder 
Think Tanks 

Manufacturing of 
Carbon Credits 

Green Project 
Management 

Type of Activities 



The World Free Zones Organization is 
launching The Free Zone of the Future 

Program (“FZF Program”) – a Global Initiative 
for Local Prosperity - that seeks to empower 

free zones and assist them to build and 
contribute to a sustainable and prosperous 

future – one that supports the growth of local 
economies and communities while 

simultaneously benefiting from the global 
market dynamics. 

Dr Samir Hamrouni, CEO, WFZO 



Source: Free Zone of the Future Programme, WFZO (2016-2020) 



Green Free 
Zone 

Certification 
Programme 



• World Free Zones Organiza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Dubai Carbon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Green Free Zone Certification Programme 

• The Programme entails certifying free zones on their efforts towards becom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 The programme would include multiple tiers of certifications ranging from meeting 
requirements to pioneering free zones 

• It all begins with a self-assessment tool 

 



•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Free Zones including a back-end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tool 
 

• Free Zones can use this tool on the WFZO website to assess their maturity in the certification 
scheme  

 
• The assessment will be based o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he green economy 



• Categories are topics which are 
highly relevant in the global green 

economy 

• Each category is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sub-categories 

• 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shop is to 
rank the categories & sub-categories 

according to global significance 

• Workshop utilizes the international 
platform to receive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gathering region-

specific interests 



GREEN COMMUNITIES 
Consulting stakeholders in decision making and accountability and promoting productive 
employment through continue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DESIGN & BUILD 
Project delivery system where one entity works with the project owner to provid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ervices specific to their requirements 

ENERGY 
Energy consumption ,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utlisation in industries, processes and 
facilities 

TRANSPORT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frastructure, vehicles and fuels used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Free Zone and connecting it to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 

NATURAL RESOURCES 
The supply chain , consumption, and end-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industries, processes and 
facilities 

WATER 
Water processing, consumption, and end-use in industries, processes and facilities 

GREEN OPERATIONS 
The steps for the Free Zone and its member companies to take to execute projects and processes 
in accordance with best practices 



Training & 
Knowledge 

Sharing 

Knowledge 
shar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through 

continue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Raising 
Awareness 

Targeting areas 
of green 

ec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through 
awareness 

campaigns for 
the members 
and the public 

Green Jobs 

Green jobs are 
decent jobs 

that contribute 
to preserve or 

restore the 
environment, 

be they in 
traditional 

sectors, or in 
new, emerging 
green sectors 

External 
Engagement 

Involvement 
and 

consultation of 
stakeholders 
who may be 

affected by the 
decisions it 

makes or can 
influence the 

implementatio
n of its 

decisions 

You 
decide! 



Innovation 

Putting a 
mechanism in 
place to foster 

the 
generation of 

innovative 
ideas in areas 

of green 
ec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Efficiency in 
Buildings 

Establishing 
minimum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buildings 

and 
infrastructure 

Certifications 

Setting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sustainable 
certifications 
for buildings 

and 
infrastructure 

Sustainable 
Master-
planning 

Setting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and criteria 

for sustainable 
master-

planning for 
infrastructure 

You decide!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that is 
collected from 

resources which 
are naturally 

replenished on a 
human 

timescale, such 
as sunlight, 

wind, rain, tides, 
waves, and 

geothermal heat 

Green 
Technologies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to conserve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o 
curb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human 

involvement in 
the field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Pursuing 
responsible, 

sustainable and 
managed 

consumption of 
energy 

Demand Side 
Management 

Modification of 
consumer dem
and for energy 

through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financial 

incentives & 
behavioral 

changes 

You 
Decide! 



Clean Fuels 

Fuels that have a 
lower carbon 

intensity than the 
standard for 

the fuels they 
replace (petrol and 
diesel). Examples: 

Biofuels, hydrogen, 
propane, low 

sulphur diesel and 
CNG 

Green 
Technologies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to 

conserve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o 
curb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human 
involvement in the 

field of energy 

Connectivity to 
External Network 

Planning, designing, 
constructing and 

maintaining roads 
network within 

boundaries of the 
Free Zone and 

access to external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 

You Decide! 



Management of 
Waste 

Adoption of 
effective and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in th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and 
reviewing and 

reporting activities 

Efficient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Efficient 
consumption and 
alloca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use, 

with minimum 
wasted resources.  

Pollution 
Controls 

Setting limits to 
reduce or eliminate 

the release 
of pollutants into 
the air, water, and 

land 

You Decide! 



Wastewater 
Handling Systems 

Adoption of 
effective and 

integrated 
wastewater 

handling systems in 
th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and 
reviewing and 

reporting activities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Pursuing 
responsible, 

sustainable and 
managed 

consumption of 
water 

Sourcing of 
Water 

Ensuring that the 
water supply is 

sourced through a 
sustainable process, 

and from a 
sustainable source 

You Decide! 



Green 
Procurement 

The purchas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cause 
minimal 
advers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promoting the 
practice 

through the 
supply chain 

Green Project 
Management 

Establishing of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green 
project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the Free Zone 
and the 
member 

companies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Establishing of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for 
the Free Zone 

and the 
member 

companies. 
Examples: GRI 

repor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technologies 

are key drivers 
to ensure 

maintaining 
sustainable 
production 

Logistics 

Managing the 
supply chain to 

ensure that 
implementatio

n plans and 
controls are 

efficient during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products 
through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Systems 

Establishing of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certified 

management 
systems for the 
Free Zone and 
the member 
companies. 

Examples: ISO 
14000, ISO 

50000 



External Engagement 
Scale of Answer 

 
Does your Free Zone make an effort to engage and connect with the external 
stakeholders? 

 No plans have been implemented 

 Plans for engagement activities with external stakeholders are being discussed 

 Engagement activities take place when relevant policy changes are being introduced 
in the Free Zone 

 Regular engagement activities take place to consult external stakeholders and obtain 
feedback 

 Engaged in a platform that enables knowledge sharing of best practices with the 
larger community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Not applicable or not relevant 



Certifications 
Enforcement 

 
Has the Free Zone established minimum sustainable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for 
the buildings? 

 Not at all 

 Only generic guidelines are recommended but they are not strictly enforced 

 Basic requirements are in place, e.g. fulfil minimum set of criteria, but not strictly 
enforced  

 Basic requirements are in place, e.g. fulfil minimum set of criteria, and are strictly 
enforced  

 Comprehensive set of requirements is in place with low threshold, e.g. LEED certified 
or silver, BREEAM pass, good or very good, and are strictly enforced.  

 Comprehensive set of requirements is in place with high threshold, e.g. LEED gold or 
platinum, BREEAM excellent or outstanding, and are strictly enforced. 

 Not applicable 



Management Systems 
Inclusion of Tenants 

Has the Free Zone established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itself and the companies 
within it to have certified management systems, e.g. ISO 14000, ISO 50000? 

 Not at all 

 It is recommended to have at least one of the above but it is not enforced 

 It is recommended to have at least one of the above but there is no need for hav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s certified by a third party 

 It is required to have at least one of the above but there is no need for hav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s certified by a third party 

 It is required to have at least one of the above management systems certified by a 
third party 

 It is required to have at least one of the above management systems certified by a 
third party 

 Not applicable 



Interactive Feedback Session 
 

• Please rate the categories & subcategories according to 
significance to your free zone  

• You have 9 questions: 

• 1 for rating categories 

• 8 for rating sub-categories 

• You have the option for providing us with your own 
category/sub-category in the “others” section. Rate it as 
well! 

Thank You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