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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 

    2014 年美國在 APEC 婦女與經濟政策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以下簡稱 PPWE)

架構下，自籌經費提出亞太區域婦女創業精神(The Women 

Entrepreneurs in APEC，以下簡稱 WE-APEC)倡議。倡議獲

澳洲、加拿大、日本、巴布亞紐幾內亞、菲律賓、越南及我

國共同支持，並納入當年度領袖宣言略以：「APEC領袖們肯

定婦女與經濟論壇(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以下簡

稱 WEF)的各項建議，承諾推動婦女創業精神，...意識到創

業支持服務及網絡的重要性，鼓勵發展亞太區域女性企業網

絡(APEC-wide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促

進女性企業參與國內外市場」。 

    為強化亞太區域女性企業網絡聯繫，整合女性企業商品

與服務供應鏈，美國依循 PPWE的 5大支柱領域提出 WE-APEC

倡議問卷，彙整分析各經濟體相關商業網絡、私部門計畫及

政府服務方案。 

    美國於本(2015)年 5 月份 PPWE 第 1 次會議中，簡報

WE-APEC 倡議目標及推動時程，為 9 月份 WEF 會期啟動女性

企業線上網絡平台，特於 6月 24日、25日召開兩日工作坊，

彙整分析各經濟體資源，並針對網絡平台蒐集意見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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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席會議暨活動紀要 

 

一、 6月23日  

 

(一) 開幕式：WE-APEC倡議簡介 

    由美國國務院婦女全球議題辦公室資深政策顧問Ms. 

Greta Schettler開場，說明女性參與經濟能夠創造亞太地

區更大的貿易收益。而PPWE整合女性領袖網絡(WLN)及性別

聯絡人網絡(GFPN)，以及發展出APEC婦女與經濟5大支柱的

歷程，已為亞太區域女性企業主、政府及私部門建立相互依

存、相互支持的連結管道，奠定良好基礎；後續建構WE-APEC

平台，可期為亞太地區創造更具競爭力的女性企業價值鏈。 

 

(二) 場次一：分享平台—初探研究結果 

    本場次講者為負責美國亞太技術協助─促進區域整合

(US-ATAARI)專案的南森公司(Nathan Associates Inc.)性

別顧問Ms. Louise Williams。 

    首先，Williams女士說明，WE-APEC倡議的4大精神指標

為：「分享」、「學習」、「連結」與「啟發(加值)」。她

援引「生態圈」互利共生的概念，提出商業網絡、私部門計

畫及政府服務方案相互運用配合能夠為女性企業參與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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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友善環境。其次，她特別指出：1、社會企業的發展能

為私部門計畫注入生機；2、女性企業取得資本(金)尤為困

難，運用網絡拓展其資本(金)取用管道因此亟具發展潛力；

3、女性企業網絡結合社群媒體，能夠有效擴散女性企業領

袖與女性創業者的成功典範及其影響力，進而促進投資、協

助女性企業近用市場及財務資源，例如：俄羅斯的「20委員

會」(Committee of 20)及菲律賓的「女性企業委員會」

(Women’s Business Council of the Philippines, 

WomenBizPH)，是商業網絡連結女性領導力的最佳範例。 

    接著，Williams女士根據問卷研究結果，彙整分析商業

網絡、私部門計畫及政府服務方案等3大要素的特色，並呈

現21個經濟體目前投注在5大支柱領域相關資源的量化簡

表。其中，商業網絡以提供市場進入、技能建構及領導力資

源為主；私部門計畫與政府服務方案，投注資源均以技能建

構及資本取得居多。基於WE-APEC「啟發(加值)」的倡議精

神，訴求既存3大要素資源的共享、連結及相互學習。重要

研究發現如下： 

1、 商業網絡方面：普遍面臨永續經營的挑戰，常出現停用

網站、停發電子報、停刊新訊及停辦活動等問題，在會

員為繁忙企業主的本質下，建議商業網絡建立明確任務

目標，連結私部門計畫及政府服務方案，尤其加強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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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取得管道等資源，以加值網絡效益。運用WE-APEC

倡議平台，更能夠加速商業網絡間的相互學習與發展。 

2、 私部門計畫方面：協助婦女創業的私部門計畫可由非營

利組織、跨國企業、大專院校發起，主要透過技能建構

協助婦女經商貿易。產學合作為典範模式之一，例如，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提供持續教育/終身學習、導師機制及網絡

結盟等機會，由「教室到董事會」(the classroom to the 

boardroom)培育女性青年發揮經濟影響力。非營利組織

與本土及跨國企業的合作也能發揮連結供應鏈的效

果，例如國際女性企業聯盟(WEConnect international)

便是透過女性企業認證系統，與本土企業及跨國企業合

作(並設有大中華區分部)，協助連結女性企業進入全球

價值鏈市場環境。其他發展趨勢則包含：女性創投、社

會企業等。研究建議增加本土企業的參與，鼓勵大型本

土企業提出女性創業培力計畫及投資，是必要且值得發

展的方向，而WE-APEC平台能夠分享提供私部門最佳範

例、培力工具及創新想法。 

3、 政府服務方案方面：政府透過貸款、商業登記、貿易及

稅務政策等形塑整體經商環境，而協助女性企業的服務

方案通常融入中小企業部門及創業育成工作共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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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兼顧政府方案的包容性。其他重要工作包含：提

供友善女性企業的政府採購、進行新創事業及企業經營

特性相關性別統計分析等。研究建議政府部門建立公私

部門合作模式，以強化女性企業服務方案，另鼓勵蒐集

符合國際比較標準的性別統計資料，以及建置線上資訊

平台，以利政府資訊公開與交流。 

 

(三) 場次二：預見未來—WE-APEC女性企業線上網絡平台 

    本場次講者為負責美國亞太技術協助─促進區域整合

(US-ATAARI)專案的南森公司(Nathan Associates Inc.)性

別顧問Ms. Leanne Sedowski。 

    Sedowski女士展示WE-APEC線上網絡平台雛型，並說明

本平台主要目的為連結既存資源，達到分享、學習及加值效

果。由創業端、網絡端、政府端及企業端出發，匯流各端點

資訊。其中，增進本平台經營永續性，以及減少與既存平台

(如LinkedIn、BPW global)的重覆性尤其重要。預期在創業

端能透過線上論壇的建立，提供問答交流；在網絡端能達到

廣宣效果，增進網絡連結；在政府端能分享政府服務方案及

主要聯繫資訊，達成政府資訊公開及典範學習；在企業端(或

非營利組織、學校等私部門)能透過活動發佈與資訊連結，

增加計畫推廣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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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APEC WEF主席—菲律賓貿易工業部次長Ms.Nora 

K.Terrado參與現場問答討論，認為本平台作為一項APEC倡

議，或可責成各經濟體定期更新政府服務方案資訊；此外，

如同本年度WEF訴求女性作為亞太地區包容性成長動能，增

加瞭解不同世代女性參與創業與相關經濟活動特質，也能為

本線上平台的永續經營建立利基。 

 

(四) 場次三：女性企業生態圈—觀點與機會 

    本場次由亞洲基金會婦女培力計畫資深總監Ms. Carol 

Yost主持，4位與談人分別來自小企業行政署女性企業辦公

室(美國)、遠東可口可樂公司(新加坡)、亞洲公益創投平台

(新加坡)及東協女性創業網絡(越南)。 

    重申亞太地區因女性參與經濟障礙每年損失890億美元

的關鍵數據，倡議女性驅動經濟成長的巨大潛能。與談議題

包含： 

1、 觀點層面：提出8成消費決策者為女性而9成商業銷售者

為男性的失衡情形；女性企業侷限於申請微型貸款方

案，而較少由大規模財政方案獲利；建立支持網絡重於

接受慈善捐助，是女性企業經營的重要觀念與認知；不

同經濟體的訓練計畫，可以進行典範複製與移轉；創投

資金影響企業存活年限，前3年的資金來源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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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會層面：跨國公司設立協助女性創業目標，透過女性

帶動家庭與社區整體經濟發展，例如可口可樂公司發起

「5by20」計畫，目標為在2020年前達成協助500萬名女

性創業；公益創投挹注社會企業提供課後照顧、長期照

顧等服務，也是支持女性創業的重要契機。 

 

(五) 場次四：分組討論 

    與會者經主辦單位依5大支柱領域分組，討論商業網

絡、私部門計畫及政府服務方案等3大要素資源，如何在國

內或亞太區域有效支持女性創業精神。 

    我國與會代表參與的「女性領導力」支柱領域，討論重

點如次： 

    女性創業者加入商業網絡成為會員、部分兼任行政管理

職位，在分享與取用創業資源方面，存在網絡內永續經營與

傳承、網絡間會員制度競爭，以及私部門計畫與政府服務方

案等資訊不流通等問題。 

    政府則受制於經費管制與方案成效監督，服務方案的提

供較不具彈性及申請友善性(申請文件繁複)。此外，由於女

性企業領袖較少的現況影響，政府經濟與財政部門諮詢委員

組成以男性為主，相關服務方案的制定與修正較難兼顧性別

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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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此，WE-APEC倡議建立平台連結商業網絡、私部門計

畫及政府服務方案等3大要素資源，能夠創造更大程度的資

訊分享與網絡連結管道，也能透過相關計畫方案的露出與相

互學習，增進女性創業資源友善性，並識別與樹立更多女性

企業楷模；此外，有效運用社群媒體及APEC秘書單位的資訊

匯集整合功能，也是增進本倡議成效的重要工具。 

 

二、 6月24日 

 

(一) 場次五：WE-APEC優先性—女性企業主觀點 

    本場次由女性新媒體BlogHer創辦人Ms. Lisa Stone主

持，3位與談人分別創辦綠色產業連鎖店ECHOstore(菲律

賓)、線上學習平台The Academy(新加坡)及綠色能源公司

Clean Energy(智利)。 

    「揮舞魔杖」，本場次以此標題開場，說明女性企業主

創造成功經營典範，需要在關鍵時點連結有效外部資源。與

談議題包含： 

1、 政府的助力或阻力：在亞太區域，部分政府透過補助消

費端支持線上學習平台，提供資金與設定5%優先採購女

性企業條件，建置經商貿易統計資料庫、法規與認證系

統，以及經濟財政部門高階官員的支持與運用社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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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政策推廣，都是扶植女性企業主的有效助力；但也

有部分貪腐的政商關係，成為區域經商的主要阻力。 

2、 可信的商業網絡連結關鍵人物：在國際貿易市場拓點，

開拓階段必須找到合適的貿易夥伴，並且瞭解當地法規

與投資貿易等條件。商業網絡如能兼具可信賴且有效率

連結關鍵貿易夥伴的特質，將能有效協助女性企業進入

市場。 

3、 金融知識、融資與品牌企業：女性受制於缺乏信用歷

史，相較於男性而言較難取得資金。除了申請政府提供

的微型專案貸款、接受金融知識培訓、瞭解如何撰寫財

務報表，取得品牌企業的特許經銷權，是能夠增進取得

融資的有利要素。此外，創投公司與女性企業的媒合連

結，也是促進女性企業發展的重要契機。 

4、 社群媒體與點評制度：社群媒體與點評制度，能增進個

別企業的曝光率、建立品牌形象，運用在商業網絡上，

則能有效連結貿易夥伴資訊，同時識別不同網絡平台的

可信程度。 

5、 WE-APEC平台的使用誘因：承上，WE-APEC線上網絡平台

若能運用APEC責信建立平台聲望，並能善用社群媒體、

線上論壇及點評制度等，建立商業網絡、私部門計畫及

政府服務方案的資訊流通，增進關鍵聯絡人聯繫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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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亞太區域女性企業主參與國際貿易市場，將有實質

幫助。此外，線上平台的刊載資訊是否能兼顧多元語言

使用友善性或翻譯可行性，也是未來擴大平台使用效果

的考量要素之一。 

 

(二) 場次六：分組討論 

    與會者自行選擇參與5大支柱領域分組，討論商業網

絡、私部門計畫及政府服務方案等3大要素資源，如何促發

WE-APEC網絡平台使用效能，以及如何運用該平台加值擴大

既有資源的供給。 

    我國與會代表參與的「創新與科技」支柱領域，討論重

點如次： 

    以整體WE-APEC生態圈概念為考量，建議在教育體系、

研發中心鼓勵女性參與STEM領域，在科技職場增加聘雇女

性，在私部門計畫增加科技輔助(如協助女性企業架設網

站、提供科技知能訓練等)，在商業網絡增加科技人才與企

業媒合，在女性企業鼓勵運用線上平台學習商業經營模式。 

    對於WE-APEC線上網絡平台精進效能，建議： 

1、 區分女性企業規模、企業願景及產業類別等，以增進資

訊與貿易夥伴媒合效果。 

2、 增加露出政府服務資源，例如中華台北10年來推動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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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PEC數位機會中心(ADOC)，可作為基礎建設資源納入

平台資訊分享。 

3、 設定行事曆，可分天、分週、分月等查詢公私部門相關

計畫、方案與活動。 

4、 提供特定資訊查詢功能，並能建立新的公私部門夥伴連

結模式，除了政府與企業相關計畫方案，可將大專院校

及其所能提供的科技人才加入搜尋要件。 

5、 連結APEC跨論壇倡議活動，尤其是有助於資金媒合及網

絡連結等企業競賽資訊，例如中華台北推動的APEC中小

企業創業加速器計畫及APEC全球創業挑戰賽等。 

 

(三) 場次七、八：WE-APEC倡議展望及總結 

    經過2日工作坊分享交流，WE-APEC倡議結論如下： 

1、 線上網絡平台目標使用者：鎖定準備好進行出口貿易的

女性企業，平台使用語言為APEC官方語言—英語。至於

與會者關心的擴大使用效益議題，例如扶植剛開始創業

女性、使用翻譯軟體嘉惠語言能力受限的女性企業主

等，則留待平台上線營運達一定使用規模後再行評估。 

2、 媒合供需及加值既有資源：透過平台資訊公開，媒合資

金流及產品，以增加女性企業使用誘因，同時加值既有

資源(如增進商業網絡的永續發展、私部門計畫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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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案的使用效益等)。平台資訊公開連結投資者與

女性企業主，立基於既存商業網絡及私部門計畫，以便

尋求貿易拓點女性企業連結可信貿易夥伴。 

3、 社群媒體與同儕壓力：善用既有社群媒體及加入點評制

度，使平台能夠發揮生態圈分享、學習、連結與啟發(加

值)的互動效果，也能創造各經濟體間的同儕壓力，促

進政府政策及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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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觀察與建議 

     

一、 由「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到「婦女與經濟生態圈」，

深化APEC婦女與經濟5大支柱發展： 

    APEC向來倡議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的建立，而在促進

婦女經濟發展上，除了政府、企業、女性創業者外，大

專院校、商業網絡也是重要的參與支持者。WE-APEC倡

議提出「生態圈」與「平台連結」概念，可期加值既有

計畫與服務資源，媒合女性創業者及投資貿易端。此

外，以APEC婦女與經濟5大支柱為思考架構引導討論，

進一步深化5大支柱對於婦女創業條件、挑戰與機會的

實質運用。 

(一) 運用「創新與科技」，支持「資本(金)取得」： 

    資本(金)取得被視為女性創業條件最不足的部

分，即便在WE-APEC倡議問卷調查研究結果呈現私部門

計畫、政府服務方案及商業網絡所提供的資金源項目

達118項，女性創業者仍常因資訊不足而無法實質取用

資金。上開挑戰在運用網絡平台的資訊連結後，能夠

轉化為機會。透過刊登女性企業資訊與發展願景、增

加曝光，有助於連結貿易(如代理經銷)與投資(如創

投、群眾募資等)夥伴。因此，本倡議除積極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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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PEC線上網絡平台，也鼓勵各經濟體建置國內線上

平台連結商業網絡、私部門計畫及政府服務資源，建

立友善婦女創業生態圈。 

(二) 擴散「女性領導力」及善用「創新與科技」，增加

「市場進入」及改善「技能建構」： 

    女性企業參與國際貿易市場，挑戰在於拓點時必

須找到可信賴的貿易夥伴。而連結女性企業領袖與女

性創業者成功典範，以及善用社群媒體、線上論壇與

點評制度等，將能為網絡建立信賴感，在女性企業循

求擴展出口貿易階段，發揮WE-APEC線上網絡平台連結

效果，協助女性企業找到瞭解當地法規與投資貿易等

條件的關鍵人物。同時，透過私部門計畫與政府服務

方案在平台的相互分享與學習，也能創造各經濟體間

的同儕壓力，改善加值所提供的能力建構等創業資源。 

 

二、 發揮我國跨論壇合作影響力，豐富化我國多年期計畫： 

(一) 發揮中小企業優勢，增進跨論壇合作： 

    婦女企業經營特色有「結盟」重於「競爭」的特

色，因此WE-APEC線上網絡平台訴求連結21個經濟體的

商業網絡、私部門計畫及政府服務方案等資源，建構

完善網絡為女性企業貿易建立利基。然而，在實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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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利益取向，例如連結創投與女性企業主等資金媒合

部分，APEC中小企業工作小組相關倡議所能提供的資

源，能造就更大程度的連結與女性企業曝光率。我國

在中小企業工作小組推動的APEC中小企業創業加速器

計畫及APEC全球創業挑戰賽成效卓越，若能增加與

PPWE的連結，將能成為我國在APEC跨論壇合作的優良

範例。 

(二)奠基於數位建設資源，豐富化我國多年期計畫 

    本年度APEC WEF主席—菲律賓貿易工業部次長

Ms.Nora K.Terrado參與本工作坊結論討論與建議時，

特別向與會者宣布將在WEF會期與我國合辦「運用ICT

培力女性達到包容性成長」研討會，可見我國多年期

計畫受PPWE的肯定與重視，也彰顯我國對於「創新與

科技」支柱領域的貢獻。 

    我國獲APEC補助執行「女性創新經濟發展」3年期

計畫，以建構婦女對資通訊科技的政策需求清單，找

出APEC區域運用資通訊科技(ICT)提升女性生計發展

的有效模式。將於本年度WEF會期提出第2年成果—知

識工具包，以協助決策者擬定有利於女性企業主的政

策與商業模式，推廣兼具創意與實用的學習途徑。目

前也著手發展第3年計畫—研發女性創業學習應用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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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觀察本次工作坊與會者關心的倡議資源在地化與

扶植偏鄉女性創業等議題，尚未列入WE-APEC倡議首要

階段工作，卻是我國多年期計畫可聚焦倡議、豐富我

國多年期計畫的重點議題。 

    我國10年來推動建置的APEC數位機會中心

(ADOC)，已為偏鄉女性建立基礎數位資源，可作為我

國多年期計畫在地推廣的重要平台。此外，若能將ADOC

資源納入我國多年期計畫及後續提案，並包裹此2項倡

議透過WE-APEC平台分享推廣，可期擴增亞太地區商業

網絡、私部門及在地政府部門運用我國倡議的機會，

增加我國對APEC創新經濟貢獻的延續性。 

 

    此外，本工作坊與會者背景多元，包含亞太地區

政府、商業網絡與企業代表。因此參與本工作坊，為

我國與國際社群交流婦女經濟議題，增加跨域公私部

門聯繫管道、提升與會效益。例如，因本工作坊結識

的日本政策投資銀行(DBJ)代表成為我國年度性別平

等論壇洽邀日本講者的重要窗口；國際職業婦女協會

(BPW)新加坡代表協助引薦辦理亞洲同酬日研討會的

經驗及人員。此外，透過會後聯繫，IBM菲律賓代表也

表示將參與我國多年期計畫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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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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