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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一、 太平洋港埠協會(Association of Pacific Ports, APP)成立於 1913年，致力於提

升太平洋周邊港口管理品質及效率，總部設於美國奧勒岡，每年 7 至 8 月

間舉行年會(annual conference)。 

二、 目前有 32個港口會員(port member)及 50個仲會員(associate member)，成

員來自太平洋周邊港口管理單位及物流、工程及顧問等相關業者。我國基

隆、臺中、高雄及花蓮 4 個國際商港皆各自以港口會員身份加入，交通部

航港局自 101年 3月成立後，亦以仲會員身份入會至今。 

三、 為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維繫人脈網絡，交通部航港局爰派員參加 105 年 7

月 10日至 13日在美國加州懷尼米港舉行之 APP第 103屆年會及研討會，

議題包含「港口安全」、「環境問題」、「港口基礎設施」及「技術發展」

等，並邀請包含美國交通部海事局局長 Paul N. Jaenichen 在內等產官學界

專家學者擔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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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交通部航港局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建立國際人脈網絡，自 101 年 3 月成立

後即以航港局名義加入太平洋港埠協會(Association of Pacific Ports, APP)。該協會

成立於 1913年，致力於提升太平洋周邊港口管理品質及效率，總部設於美國奧

勒岡，每年 7至 8月間舉行年會(annual conference)。 

該協會設有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及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負

責處理會務，成員須為港口會員單位相關人員，並經由年度會議選舉產生。

2015-2016年執行委員會主席(President)為懷尼米港務局理事Mary Anne Rooney

擔任，因此亦由懷尼米港負責主辦本(103)屆年會。 

目前 APP 有 32 個港口會員 (port member)及 50 個仲會員 (associate 

member)，成員來自太平洋周邊港口管理單位及物流、工程及顧問等相關業

者。我國基隆、臺中、高雄及花蓮 4 個國際商港皆各自以港口會員身份加入，

交通部航港局自 101 年 3 月成立後，亦以仲會員身份入會至今，APP 相關活動

亦為本局參與國際事務重要場域之一。 

本(103)屆年會 105 年 7 月 10 日至 13 日於美國加州懷尼米港舉行，並辦理

研討會，議題包含「港口安全」、「環境問題」、「港口基礎設施」及「技術發

展」等，並邀請包含美國交通部海事局局長 Paul N. Jaenichen 在內等產官學界

專家學者擔任講座。 

 

貳、出國期間及行程： 
105年 7月 9日至 15日，共 7天，行程表如下： 

7月 9日(星期六) 
搭機前往美國加州懷尼米港 

 (桃園國際機場→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懷尼米港) 

7月 10日(星期日) 會議報到 

7月 11日(星期一) 
開幕典禮、研討會議、參訪懷尼米港及 Auto 

Processing Center、參訪海事博物館(Maritime Museum) 

7月 12日(星期二) 論壇/港口報告、研討會議 

7月 13日(星期三) 參訪長榮洛杉磯貨櫃碼頭 

7月 14日(星期四) 搭機返臺 (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7月 15日(星期五) 抵達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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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程內容 
一、參加太平洋港埠協會 103屆年會： 

本次年會由美國加州懷尼米港(Port of Hueneme)主辦。懷尼米港位於南

加州 Ventura  County，距離洛杉磯約 2小時車程。懷尼米岬(Point Hueneme)

附近有海底峽谷(submarine canyon)，其地形優勢使其成為當地海洋經濟及

商業活動的集散地，也成為人來船往的中間地，因此當地原住民 Chumash

族即稱該地為「wene me」，表示「休息的地方(resting place)」，並於 1939

年才取其發音正名為 Port Hueneme。 

也因為當地與美國原住民 Chumash 族的淵源，本屆年會開幕典禮上，

邀請當地原住民 Julie Tumamait-Stenslie 為本屆年會吟唱祝禱，讓現場與會

人員體驗原住民的文化，非常特別。 

 

圖 1 北美洲 Chumash族 Julie Tumamait-Stenslie為本屆年會祝禱 

 
 

(一)研討會 

1. 法律服務新趨勢(The New Paradigm of Legal Service) 

由當地律師事務所(Insurance Recovery Attorney)執業人員 David P. 

Bender 分享由事務所角度看當前的保險服務。其認為海運業的保險責任

及相關服務與一般產業基本差異不大，反而是保險服務本身的變化。過

去律師提供保險相關諮詢服務，僅簡易依時數(billable hour)計費，但現

在專案式管理(project management)及客製化服務(customized service)為趨

勢，事務所團隊除了具備法律專業外，仍需瞭解個別產業的特性，委託

人投報(ROI)意識提昇，事務所也需分擔部分風險。 

2. 太平洋港口保全(Pacific Port Security) 

由美國海巡 USCG指揮官 Capt. Charlene Downey及 Ventura County海

軍基地(Naval Base)(簡稱 NBVC)官員 Capt. Chris Janke說明南加州主要軍港

(尤其 NBVC)的使用狀況。NBVC 是 2000 年由穆古岬海軍航空站(Naval Air 

Station Point Mugu)及懷尼米港海軍建設指揮部中心(Naval Construction 

Battalion Center Port Hueneme)合併而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val_Air_Station_Point_Mug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val_Air_Station_Point_Mugu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val_Construction_Battalion_Center_Port_Huenem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val_Construction_Battalion_Center_Port_Huen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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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基地自有碼頭，但也與懷尼米港共用，雖為海軍基地，軍事及保

安等級不及鄰近的聖地牙哥海軍基地，目前以提供駐軍備援及當地居民

需求為主的岸邊服務，基地中進駐 80 多個指揮部(command)，支援多項

訓練、研究及巡防等任務，共 19,000 名員工，因此，NBVC 可以說是當

地最大的雇主，對當地經濟貢獻相當高。 

 

圖 2 USCG官員 Capt. Charlene Downey(左)及 NBVC官員 Capt. Chris Janke(右) 

 
 

3. 基隆港的轉變及建設(The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eelung Port)： 

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陳雅婷(Emily Chen)說明基隆港轉型策

略。基隆港積極發展郵輪業務，吸引郵輪靠港，郵輪靠港數及旅客人數

2012 年至 2015 年皆成長 20%到 30%，現已為臺灣主要郵輪母港，將持

續提升旅運設施，如竣深碼頭水深以因應大型郵輪靠泊、增加靠泊能

量，港市合作興建新海港大樓等，未來基隆港將轉型成旅運、遊憩及商

務中心。 

 

圖 3 港務公司經理陳雅婷簡報「基隆港的轉變及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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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港口及海事演習之最佳實務探討(A Deeper Look at Port and Maritime 

Exercise Program and Best Exercises) 

由美國海軍研究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副組長 Scott Brewer主

講，提及平時演練、演習的重要性，依美國海事交通安全法(Maritime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ct)規定演練的種類可包含實體演練、桌上模擬、

論壇研究等，並不局限於形式。 

懷尼米港自 2007 年起採用 Coastal Trident Program，納入各公私部

門，參與的規模從 24 個單位增加至 2015 年 169 個單位，演練範圍北至

Santa Barbara、南至 Santa Monica，以全面因應危急事件仍能維持港口作

業、迅速恢復為標的。 

 

5. 發展 21世紀勞動力(Developing Workforce for the 21st Century) 

本場次以與談方式進行，邀請 Ventura County教育廳就職教育組組長

(Director of Career Education) Dr. Tiffany Morse、經濟發展策進會(Economic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 Ventura County)執行長 Bruce Stenslie以及懷

尼米港行銷及公關組長 Will Berg 共同探討如何吸引年輕一代加入港口、

海運相關產業。 

以懷尼米港為例，其主動辦理課程，讓當地高中的學生可以接觸海

運及物流相關的知識，邀請港口相關的從業人員擔任講師，並且提供實

習機會。 

 

圖 4 Dr. Tiffany Morse報告 Ventura County人力及就業概況 

 
 

6. 懷尼米港地理空間技術應用(Geospatial Technologies at the Port Hueneme) 

由 NorthSouth GIS顧問公司執行長 Daniel Elori說明港口採用 GIS系統

在港口規劃、區域管理等方面的效益，透過將大量港口地理空間資訊數

據化，港口管理單位及人員可運用 GIS 資訊快速反應及定位問題以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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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馬紹爾群島港口局 GIS 情境監控系統(RMI Port Authority’s GIS-Centric 

Condition Monitoring System) 

由馬紹爾群島港口局(Republic of Marshall Islands Ports Authority)執行

組長 Jack Chong-Gum介紹其以 GIS監控系統管理的案例。 

 

8. 自主化工具革命(The Autonomous Vehicle Revolution is Calling at a Port Near 

You) 

本場次為與談，由 Best Best & Krieger律師事務所代表 Ruben Duran、

Jamey Wyman 及 Jordan Ferguson、Grid Logistics 執行長 David Alba、

Digital Geographical Research總裁 Val Noronha等人共同探討有關港口機

具及作業自動化的議題。 

港口作業自動化已非新聞，未來更有可能「自主化」，甚至不需人為

輸入指令即可完成作業，類似科技已逐漸成型，如自動駕駛的汽車，技

術問題或市場商業化只剩時間的問題，相關單位遲早須面對管理的問

題，尤其以就業機會大幅減少可能產生的衝擊最大。 

 

9. 充滿機會的秘魯(Peru: Land of Opportunities) 

由秘魯最大海運家族企業Woll Corp.總經理Moises Woll介紹秘魯及當

地港口。秘魯同樣有綿長的海岸線，有 4 個主要港口，聯接北美、中美

洲、紐澳及遠東主要港口，出口貨物以礦物及農產品為主。秘魯亦於

2016 年完成總統大選，並由投資專家 Kuczynski 打敗前總統女兒 Keiko 

Fujimori，評論機構Moody’s亦看好選舉後秘魯的發展。 

 

圖 5 Woll Corp.總經理Moises Woll介紹秘魯及當地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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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銀行投資港口是否有利？(Are Ports Good Business for Banks?) 

由 City National Bank資深副總裁 Steven Bash主講，其認為港口對銀

行而言是好的投資標的，以加州來說，港口及相關物流產業貢獻了 1/3

的經濟表現及工作機會，可提供穩定的獲利。不過他也認為港口相關產

業未來面臨許多挑戰，例如運輸偏好的改變、新興市場的崛起等，港口

單位應做好準備因應並維持自身競爭力。 

 

11. 未來趨勢：穩固的策略性計畫之技巧 (Future Focused: Bulletproof 

Strategic Planning Techniques) 

由 AECOM的副總裁 Kenneth Parkinson主持一場互動式的討論會議，

探討制定港口策略性計畫的技巧。由討論得知，各港口管理人員在制定

策略性計畫時重視的元素包含：願景/目標、時間、風險、市場性(競爭

力)、土地使用、財務效益(投報率)等，其中以「願景/目標」、「市場性(競

爭力)」及「財務效益(投報率)」最為重視。 

另由各港與會代表分享制定策略性計畫的經驗。本局代表亦分享以

我國商港 5 年計畫制定為案例，除了包含以上各種元素外，並有完整的

審核程序，且定期滾動檢視成果並修正，來達到計畫的完整性。 

 

(二)其他 

1. 港口報告及論壇： 

各港口代表輪流分享完成的專案及進行中的建設，港口相關物流業

者則利用機會宣傳行銷產品及服務；本局代表則利用機會說明本局積極

與海事院校合作，提升我國海事教育，並與年輕學子互動(如辦理航海家

活動)，增加加入海運及港口相關產業之意願。 

 

2. 專題演講(Keynote Address) 

邀請到美國交通部海事局局長 Paul N. Jaenichen，其首先表示非常樂

見於各港口代表這麼密切的互動，並提到港口是國家重要的基礎建設，

而且與其他基礎建設如高速公路相比，更具有獲利能力。海運是國家的

命脈，不僅是交通的一環，但一般民眾對海運認知度低，除了船舶大型

化、港口建設不敷使用，美國依舊面臨國旗船隊偏低的問題，未來政府

將提升「海運政策」的角度，而非僅以「海運交通政策」思考，來全面

性因應所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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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本局代表分享培育海事人才及推

廣海事教育等作為 

圖 7 美國交通部海事局局長 Paul N. 

Jaenichen專題演講 

  
 

3. 參訪懷尼米港及汽車物流中心(auto processing center) 

懷尼米港是美國西岸洛杉磯跟舊金山之間唯一的深水商業海港，裝

卸的貨物以汽車、農產品、雜貨、液態散貨及漁產品為主，航線連接亞

洲、紐澳及中南美洲，亦經由巴拿馬運河通達美國東岸、歐洲及非洲。

懷尼米港由 Oxnard Harbor District 經營管理，為一隸屬加州州政府的營

利事業單位。 

由於鄰近美國汽車消費最大市場之一，因此懷尼米港佔全美 5%的汽

車貨量及西岸 13%駛上駛下噸數，週邊緊鄰 3 間汽車物流中心：Pacific 

Vehicle Processors (WWL)、Global Auto Processing Services Inc及 BMW，本

次安排參訪的是 WWL，其裝卸、組裝的車輛以內銷為主，除一般商用車

款之組裝，亦提供客製化服務滿足特殊需求。 

 

圖 8 懷尼米港行銷及公關組長 Will 

Berg介紹港口設施 

圖 9 參觀懷尼米港 Pacific Vehicle 

Processors (WWL)汽車物流中心 

  
 

4. 參訪海事博物館(Channel Islands Maritime Museum, CIMM) 

Channel Islands Maritime Museum自 1991年開幕，致力推廣海事歷史

及文化，目前收藏有 70 多幅海事相關畫作、80 座船舶模型，其中亦包

括明朝鄭和下西洋的船舶模型及朝鮮海戰用的龜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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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參觀參訪海事博物館(Channel 

Islands Maritime Museum, CIMM) 

圖 11 館藏朝鮮水軍全羅左水使海戰用

的龜船模型 

  

 

二、參訪長榮洛杉磯貨櫃碼頭 

透過長榮海運聯繫，本次出國亦利用機會參訪長榮位於洛杉磯的貨櫃

碼頭並拜會 Everport Terminal Services (ETS)總裁王景輝。過去長榮集團在洛

杉磯港的碼頭業務多由其美國事業部 Evergreen Shipping Agency (America) 

Corp.兼管，2015 年底才成立 ETS，專門負責長榮在洛杉磯及奧克蘭的貨櫃

碼頭棧埠業務。ETS 經營洛杉磯港 226 至 236 號碼頭，碼頭約 1,067 公尺

長，水深 15 公尺，具備 5 座超級超巴拿馬型橋式機(Super post-Panamax 

cranes)、3座超巴拿馬型橋式機等碼頭設施。 

 

圖 12 ETS櫃場(最高可疊至 5層) 圖 13 ETS貨櫃碼頭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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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雖 APP 會員主要以美國港口經營管理單位及周邊產業為主，但仍十分

關注如船舶大型化、培植海運專業人才等主要國際趨勢及議題，其亦為目

前本局參與最為穩定的國際組織之一，近年來更積極對外行銷，以建立太

平洋周邊各國港口及相關業者完整鏈結之港口組織平臺為目標，如上(102)

屆年會邀請國際港埠協會(IAPH)秘書長成瀨進(Susumu Naruse)先生與會，展

現其致力多元化之企圖心。 

本次年會舉辦地點懷尼米港，雖規模不及我國基隆、高雄等國際商

港，但其深水、海軍基地等條件，亦使其成為當地甚至西岸重要的港口之

一。透過與各港口及相關業界代表交流，瞭解港口優化趨勢及相關技術，

更從懷尼米港演習及演練計畫跨及聖地牙哥及洛杉磯的之規模體會到美國

港口對港口保全的重視。 

考量節約能源及環保等因素，懷尼米港亦與知名電動車業者 Tesla 合

作，在港區裝設電池，利用夜間電費較便宜的時段充電供日間碼頭裝卸作

業使用，可大幅節省用電成本，甚至加裝太陽能板轉化電能直接蓄儲，可

見港口的經營管理，在節能、環保方面，港口主管機關已有更多可行的選

擇及方案。 

海運及港口相關產業皆有感於專業人才之於產業發展之重要性，並且

積極研討人力培育等議題，透過學校及社區的力量，讓學子及早認識海運

相關產業，如懷尼米港辦理見習計畫，讓當地高中生進入港口行政機關或

物流單位實習，成效顯著，本次年會更有實習生擔任工作人員並現身說

法；本局亦積極推廣海事教育，吸引人才進入海運相關產業，亦配合教育

部提供大專學生至公部門見習機會，與國際一致。 

本(103)次 APP年會討論議題之一為「自主化工具革命(The Autonomous 

Vehicle Revolution is Calling at a Port Near You)」，談到未來可能港口作業將

自主完成、甚至不需人為指令。現在高度自動化的碼頭已非新聞，雖可節

省勞工成本，但對比這次參訪長榮洛杉磯貨櫃碼頭得知，美國勞工及工會

在碼頭運作上仍佔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許多工作即便已可由機器取代，仍

留由人力處理，以維持勞工就業機會；若港口作業將進一步「自主化」，

勢必碼頭經營勞資雙方的衡量將面臨衝擊。 

 不論如何，科技將快速改變人類現行生活的方式，與其他產業無異，

港口的經營管理亦須時時精進，掌握關鍵趨勢，及早因應可能發生的變革

與挑戰，透過創新及合作，培育專業人才，機動調整經營策略，進而創造

價值及不可取代性。 

 

二、建議 

世界各國各類型港口各有其經濟價值，現今裝卸量掛帥的風氣中，即

便規模不及我國港口如懷尼米港，其深耕社區，與當地經濟發展相輔相

成，且維護港口保全辦理演練及演習層面廣泛且計畫縝密，並以港群概念

將聖地牙哥、洛杉磯港皆共同納入保全計畫範圍內等，值得我國借鏡。 

APP 為本局以仲會員資格正式加入之國際組織之一，為我國與國際交

流的重要管道，雖會員代表以美國港口居多，然其亦以國際商港角度探討



13 

許多海運相關趨勢及議題，藉由年會的場合邀請專家學者與談並作為各港

口及業界代表交流的平臺，未來應持續派員參與並維持良好互動。 

 

圖 13 本局代表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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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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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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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年會出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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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與會人員名單以姓氏字母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