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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1 出國目的 

「APEC 第 45 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TPT-WG45)」於本(2018)年 4 月 22 日至 24

日在韓國首爾(Seoul)召開，期間舉行專家小組主席會議、開/閉幕會議、4個專家

小組會議。本所周高級運輸分析師家慶自 2014 年第 39 次運輸工作小組(TPT-

WG39)與第 19 次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建置小組(GNSS Implementation Team, GIT)

會議起即擔任共同主席(Co-Chair)，與美國運輸部 Karen Van Dyke女士共同負責

小組運作與主持會議。GIT 為複合運輸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專家小組(Intermodal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Experts Group, IIEG)之次級專家小組；早期

GIT會議均單獨舉辦，近年來考量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在各運輸領域應用日益廣泛，

因此改採與運輸工作小組同步舉辦，以強化與各專家小組間之鏈結與合作。例如：

第 44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在我國舉辦時，即辦理研討會，邀集我國產官學研界

等專家學者，於 GIT會議中與 IIEG及航空專家小組(AEG)分享我國經驗。 

GIT小組原規劃與第 45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同步舉辦第 23次會議(GIT/23)，因

受限於實際專家小組會議時間僅 1天，無法將 IIEG與 GIT議程合併於本次會議

進行，因而決定將 GIT/23順延至下次(第 46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TPT-WG46)同

步舉辦。根據 2017年第 10次運輸部長會議決議，自本(2018)年起之次級專家小

組會議若欲另外使用會議室進行會議，須經所屬專家小組、領隊會議，以及會議

主辦會員體等同意方可進行。 

因此本所周高級運輸分析師家慶出國參加第 45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主要目的係

以 GIT共同主席身分，依現行運輸工作小組程序，表達與爭取於第 46次運輸工

作小組會議中單獨使用會議室召開第 23次 GIT會議的意願與企圖；同時參與複

合運輸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專家小組會議，就智慧運輸與供應鏈等議題與各會員體

進行意見交流。 

1.2 行程紀要 

本次出國行程自民國 107年 4月 22日至 4月 25日，主要行程為 4月 22日至 4

月 24日於韓國首爾市 The Lotte Hotel Seoul參加 APEC第 45次運輸工作小組會

議。 

一、本所周高級運輸分析師家慶於 4 月 22 日中午抵達仁川機場後即直接前往

The Lotte Hotel Seoul，參加由運輸工作小組主事成員主持之 APEC計畫專家

小組主席會議，APEC計畫指導員一同與會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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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月 23日上午參加運輸工作小組全體大會(開幕式)，並於複合運輸與智慧型

運輸系統專家小組(IIEG)代理主席中國大陸 ZhangHua 女士報告 IIEG 進度

後，本所周高級運輸分析師家慶以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建置小組(GIT)共同主

席(Co-Chair)身分報告 GIT 最新進展，以及表達 GIT 下次會議(GIT/23)與

APEC第 46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同時舉辦的意願。 

三、4月 23日下午參加複合運輸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專家小組(IIEG)會議，在議程

5：“GNSS Implementation Team (GIT) Update”，本所周高級運輸分析師家慶

報告 GIT 最新進展，以及 GIT 對於運輸工作小組的重要性與貢獻，並再次

表達 GIT下次會議(GIT/23)與 APEC 第 46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同時舉辦的

意願。 

四、4月 24上午持續參加複合運輸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專家小組(IIEG)會議，下午

參加運輸工作小組全體大會(閉幕式)。 

本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期間，本所周高級運輸分析師家慶除利用開幕大會與

IIEG 專家小組會議期間表達 GIT 對於運輸工作小組的重要性與貢獻外，並與第

46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主辦會員體祕魯代表 De La Cruz Muscari, Telmo先生積

極洽談，說明 GIT的重要性，希望第 46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同意安排 1間會議

室給 GIT使用。此次會議詳細行程內容如表 1所示。 

表 1. 出國行程紀要 

日期 起訖點 工作項目 

107/4/22 臺北韓國首爾市 

1. 去程 

2. 參加由運輸工作小組主事成員主持之專

家小組主席會議，APEC 計畫指導員一同

與會。 

107/4/23~107/4/24 
韓國首爾市 

(The lotte Hotel Seoul) 

1. 運輸工作小組全體大會(開幕式) 

2. 智慧運輸與複合運輸專家小組(IIEG)會議 

3. 運輸工作小組全體大會(閉幕式) 

107/4/25 韓國首爾市臺北 回程 

1.3 出席會議會員體 

出席 APEC 第 45 次運輸工作小組(Transportation Working Group, TPT-WG)會議

之會員體包括澳洲、加拿大、中國大陸、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

紐西蘭、日本、巴布亞紐幾內亞、祕魯、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我國、泰國、

美國、越南等 19個會員體，以及APEC港口服務網路(APEC Port Service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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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N)。另 APEC 秘書處、能源工作小組(EWG)、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

(HRDWG)等主事成員(Lead Shepherd)亦出席會議進行報告。 

1.4 會議議程 

表 2至表 4分別為第 45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大會議程、開幕式議程、複合運輸

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專家小組(IIEG)會議議程。 

表 2. APEC第 45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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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APEC第 45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開幕式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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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複合運輸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專家小組(IIEG)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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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內容 

2.1 4月 22日下午第 44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預備會議 

參加由運輸工作小組主事成員(Seongkyun Cho先生)主持之由 APEC專家小組主

席，以及 APEC計畫指導員(Kyooho Lee先生)一同參與討論的預備會議。1994年

第二屆 APEC會員體領袖會議於印尼發表「茂物宣言」，APEC各會員體承諾「已

開發會員體在 2010 年以前，發展中會員體於 2020 年以前達成貿易暨投資自由

化與開放」之目標。為規劃「茂物目標(Bogor Goals)於 2020年到期後之 APEC未

來發展方向，2017年 APEC會員體領袖會議通過「APEC邁向 2020與未來(APEC 

Toward 2020 and Beyond)」文件，決議成立「APEC願景小組(AVG)」，因此本次

預備會議就運輸工作小組如何因應 APEC願景小組(APEC Vision Group, AVG)之

推動進行討論。 

主事成員 Seongkyun Cho先生首先從未來的能源與運輸型態出發，提出未來運輸

橅式的能源基礎建設為何？須分享那些資訊？是否有足夠與妥適的研發政策？

經討論後，初步構想為先行檢視目前「茂物宣言」內容，展望未來貿易暨投資自

由化與開放需求下的運輸層面配合，並從政策面角度提出 2020 年後之「茂物宣

言」建議，進行方式將由主事成員 Seongkyun Cho先生先與各專家小組主席研商

後提出初稿，再送請各會員體領隊表示意見與看法。 

主事成員 Seongkyun Cho 先生提出之第二個課題為擴大 APEC 區域連結，除原

APEC的 21各會員體外，提議納入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東南

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歐亞經濟聯盟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東北亞物流資訊服務網(Northeast Asia 

Logistics Information Service Network, NEAL-NET)等。經討論後，目前 APEC會

議已有視議題需要邀請非會員參與相關會議的機制，無須再特別將其他國際組織

納入 APEC，因此將文句意思改為加強與其他國際組織合作即可。 

主事成員 Seongkyun Cho 先生提出之第三個課題為都市區域發展與運輸規劃整

合，經討論後，考量各會員體在都市區域發展與運輸規劃整合的發展與成熟度不

同，因此後續於必要時可透過運輸工作小組會議期間或透過能力構建研討會的舉

辦，邀請有較多經驗的會員體來分享其最佳實務案例與經驗。 

2.2 4月 23日上午第 44次運輸工作小組開幕式 

一、開幕式安排專題演講主講人包括：韓國國土交通部規劃與協調副部長 Jae 

Jeong Kim 先生、巴布亞紐幾內亞交通部部長 Roy Mumu先生、能源工作小

組(EWG)主事成員我國經濟部能源局陳炯曉博士、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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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DWG)主事成員韓國 Dong Sun Park教授。2位主事成員均強調運輸工作

小組在透過強化運輸連結性(transport connectivity enhancement)、最佳實務分

享(best practice sharing)、能力構建(capacity building)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同時強調跨專家小組合作的重要性。 

我國經濟部能源局陳炯曉博士說明能源工作小組結構與優先推動工作、與運

輸相關的能源工作小組計畫，以及運輸相關能源使用的展望，陳炯曉博士同

時表示未來能源工作小組與運輸工作小組的合作將有助於亞太區域之未來

運輸發展。能源工作小組於 2017年 11月舉辦電動車與氫能技術政策研討會，

2018 年 1 月能源工作小組與車輛對話小組共同舉辦電動車(Electromobility)

研討會。為支持運輸部門的低排放發展策略(the Low-Emiss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LEDs)，能源工作小組於 2017年與 2018年共計舉辦 3場研討會，

後續相關 LEDs計畫提案將尋求運輸工作小組的支持與協助。根據陳炯曉博

士對於運輸相關能源使用的 2050 年展望，傳統石化燃料仍為主要能源，但

替代能源(例如：氫、生質燃油、天然氣、電力)比重將會增加，但運輸部門將

面臨諸多挑戰，例如：能源基礎建設、投資成本、現有電網因電動車充電之

負載波動等課題。 

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HRDWG)主事成員韓國Dong Sun Park教授提醒2018

年 APEC 主題包括：成長(Growth)、連結性(Connectivity)與數位會員體的開

始(Onset)，而在這些主題中連結性應該是運輸工作小組與人力資源發展工作

小組最有機會透過跨小組合作而獲得成效，因此 Dong Sun Park教授建議依

據 2014 年 APEC 領袖會議宣言附件 D 之 201/-2025 APEC 連結性藍圖作為

兩個工作小組合作的指引。 

二、在運輸工作小組組織章程(Term of Reference, TOR)、2018 年度工作計畫

(Annual Workplan)、2018-2020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調整方面，組織章程

在微調全球衛星導航建置小組(GIT)、航空保安(Aviation Security)與其所屬專

家小組間關係，以及加上一段文字「TPTWG priorities, projects, outputs and 

deliverables will be undertaken through its annual Work Plan」，以維持組織章程

之彈性後獲得通過。在年度工作計畫與策略規劃方面，將於 2018年 5月第

1周就“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stainability”或“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加以確認。 

三、本次會議各專家小組討論重點摘要說明如下： 

1. 空運專家小組：著重於依循 ICAO相關規範，以及採用最新科技來提高威

脅偵測效率以減少亞太地區的運輸風險，會議主題包括：ICAO更新、I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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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th AVSEC Panel、消費者保護機制、無人飛行器飛航標準、民航生態系之

資訊安全、特殊貨、航空保安、System Wid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WIM)

等。 

2. 陸運專家小組：持續討論現有 3個概念文件，以及 2個分別由加拿大與我

國所提出有關聯網自動駕駛車與機車安全的概念文件。會議同時針對透過

教育與指引的最佳實務分享來強化運輸安全、機車與行人安全、重車負載

過重，以及車輛標準調和與聯合國 2011至 2020道安 10年行動方案等進

行討論。該專家小組同時分享自動駕駛車及其他新興車輛科技。 

3. 海運專家小組：本次會議主要課題有港口與郵輪的連結性、船員全球化能

力建構、綠色政策(綠色港口獎勵制度(Green Port Award System, GPAS))與

貨物安全、海運保安等。 

4. 複合運輸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專家小組：本次會議主要課題包括討論美國提

案之”促進 APEC區域供應鏈復原力-檢視 7大原則”與我國提案之”施行核

實貨櫃重量規則(VGM)以促進亞太地區供應鏈連結度之範例”研究，中國

大陸新提案之“Promoting Digital Innovation in the Port Industry in APEC 

economies to Promote Supply Chain Connectivity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建置小組(GIT)亦提出進度報告。 

四、在 APEC2020後願景部分，主事成員 Seongkyun Cho先生依據 4月 22日下

午與專家小組主席門之討論，跨論壇合作可能是運輸工作小組在願景聲明中

闡述的正確知識元素，同時將先與各專家小組主席研商後提出初稿，再送請

各會員體領隊表示意見與看法。 

五、在其他報告部分， 

1. 日本就"基礎建設投資品質(QII)”計畫的緣起、內容、研討會舉辦與現況

提出報告，該報告同時強調與運輸工作小組在運輸基礎建設上合作的重

要性。 

2. 韓國先進科技研究所綠運輸學院院長 Kyung-Soo Kim 博士與韓國 Ajou

大學 Keechoo Choi博士(同時也是韓國運輸協會主席)分別就未來運輸及

其基礎建設進行分享，以提供與會者因應未來新運輸環境下 APEC各會

員體間的合作。對此，能源工作小組主事成員指出由於目前全球正發展

更經濟方式的電力能源，因此我們將要面臨電力相關的運輸基礎建設因

應需求。 

3. 俄羅斯報告”亞太地區運輸連結性的運輸教育合作(Cooper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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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of Transport Educ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Transport Connectivity in the 

APEC region)”自籌計畫，該計畫於 2018年 2月 7日至 8與在莫斯科舉

辦研討會。俄羅斯歡迎各會員體對此研討會表達看法，以利未來運輸工

作小組可能之採行。俄羅斯同時宣布於 2019年 11月底至 12月初於莫斯

科辦理第 48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的意願。 

4. APEC港口服務網路(APEC Port Services Network, APSN)於 2017年 8月

15 日至 18 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召開” Restructuring of Shipping and Port 

Industry: Trends and Challenges”研討會，並同步舉行 APSN 理事會議。

2017年有 7個港口在綠色港口獎勵制度(GPAS)獲評為 APSN綠色港口，

APSN同時歡迎APEC各會員體所屬港口參與 2018年GPAS活動。APSN

將主辦港口連結論壇、APSN 第 10 屆年度貢獻獎紀念活動，同時將於

2018年 11月 15日至 16日於新加坡啟用 APSN研究中心來慶祝第 10屆

APSN。APSN的港口連結論壇主題為「港口連結：未來亞太地區之港口

定位」，該論壇將探討供應鏈連結性未來所面臨到的創新科技與干擾。 

2.3 4 月 23 日下午與 24 日上午複合運輸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專家小組

(IIEG)會議 

一、本次 IIEG會議因原主席加拿大 Thomas Kwan先生職務調整請辭，因此由副

主席中國大陸張華女士擔任代理主席主持會議進行。計有 39位代表來自 14

個會員體澳洲、加拿大、中國大陸、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巴布亞

紐幾內亞、祕魯、俄羅斯、我國、泰國、美國、越南等與會。 

張華代理主席於開幕致詞時表示 IIEG 對於會員體間與跨論壇間之合作與資

訊及經驗交流的重要性，同時說明 2018 年 APEC 主題「Harness Inclusive 

Opportunities, Embracing the Digital Future(掌握包容性機會與擁抱數位未來)」

的優先課題有：(1)強化連結性深化區域經濟整合(improving connectivity, 

Deepe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2)推動包容性與永續成長

(Promoting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3)透過結構化重整來強化包容

性成長(Strengthening Inclusive Growth through Structural Reform)。未達到領

袖與運輸部長目標與目前 APEC優先課題，張華代理主席提醒 IIEG專家小

組計畫應聚焦於永續(sustainability)、能力構建(capacity building)、科技創新

採行與調和(adopting and harmoniza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供應鏈

連結與復原性(supply chain connectivity and resiliency)等 4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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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衛星導航建置小組(GNSS Implementation Team, GIT)報告 

我國代表同時也是 GIT共同主席(Co-Chair)周家慶博士代表 GIT出席會議進

行進度報告，包括 GIT/22會議的 GIT的 4個進行中計畫、各會員體在全球

衛星導航系統(GNSS)發展與在陸海空運及複合運輸應用現況，以及所舉辦

之 GNSS技術與應用研討會，並簡要說明 GIT因應 2017年領袖宣言與運輸

工作小組工作計畫所研擬之 2017 年至 2022 年 GIT 策略。2017 年至 2022

年 GIT 策略聚焦於 GNSS 在供應鏈成長支援上之經濟性效益、透過最佳實

務分享來增加 GNSS 復原性、評估各運具與應用之 SBAS 擴充能力、著重

GNSS與其它感測單元結合之無人載具應用。GIT同時利用此機會說明第 10

次運輸部長會議對於 GIT的重視，以及 GIT在 2018年至 2021年運輸工作

小組策略規劃之重要性，在考量 GIT 小組運作績效，提出下次 GIT 會議

(GIT/23)與第 46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同時舉辦，以及單獨舉辦會議的需求。

此單獨舉辦會議的需求，獲得 IIEG的認同與同意。 

三、進行中計畫報告 

1. 施行核實貨櫃重量規則(VGM)以促進亞太地區供應鏈連結度之範例研究 

(The Study of Best VGM Practices to Maintain and Enhance the Supply Chain 

Connectivity in the APEC Region) [TPT 04 2017S]─中華臺北  

本計畫於 2018 年 1 月透過現場訪視探討港口相關設施，並與印尼相關

產業界人士對話，初步訪視顯示印尼目前在其國內港口的 VGM 作業已

廣泛將貨物重量加上空櫃重(含其它包裝物)，因此在進入後續的國際港

口 VGM 作業上不至於產生問題。根據印尼經驗，由於發展中會員體可

能缺乏大型秤重儀器，因此先在國內港對於較輕貨櫃或貨物進行秤重，

反而是較為經濟與可行的方式。計畫採用 AHP問卷方式進行，目前正將

問卷發放給大多數的大型貨櫃輪航商、海運承攬業、大型貨主等，以便

依據 2個貨櫃秤重實務與背後考量來進行量化分析。預計今年 8月將提

出研究初步結果。 

2. 促進 APEC區域供應鏈復原力：檢視 7大原則辦理進程─美國 

計畫進度報告包括：(1)根據 2014 年所發展域供應鏈復原力 7 大原則的

各項工作符合情形，(2)過去 3年美國分別於菲律賓(2015)、越南(2016)、

巴布亞紐幾內亞(2017)舉辦會員體層級的研討會，同時成立指導委員會

與行動計畫來推展此 7 大原則，(3)預計於 2018 年底規畫舉辦研討會，

並歡迎所有會員體的參與及分享過去 5年來的計畫執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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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概念文件討論 

1. 中國大陸預計提出「Promoting Digital Innovation in the Port Industry in 

APEC economies to Promote Supply Chain Connectivity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推動 APEC會員體港口產業數位創新來發展供應鏈連結與區

域整合)」自籌經費計畫概念文件，此概念文件同時獲得海運專家小組與

IIEG小組的同意。該計畫將針對 APEC會員體在數位化港口現況與發展

趨勢及其對港口運作之衝擊進行探討，同時經由發展中會員體之能力構

建與資訊方享的強化，來推動亞太地區的連結性。 

2. 加拿大預計針對冷鏈物流研提概念文件，在討論過程我國周高級運輸分

析家慶分享在第 44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時，GIT所舉辦研討會中即有冷

鏈物流專題報告，相關資料可在 APEC ACS網站下載與提供參考。 

3. 美國預計針對智慧運輸之共享運輸(Share mobility)與需求反應式公車等

課題研提概念文件，在討論過程我國劉技正建邦分享我國在臺北宜蘭間

與高雄地區之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周高級運輸

分析家慶分享在第 44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時，GIT所舉辦研討會中即有

冷鏈物流專題報告。美國代表 Jason Hill 先生同時除出陸運專家小組與

IIEG小組均有自動駕駛車相關議題，不知其間的分工為何？我國周高級

運輸分析家慶表示各專家小組有其屬性與分工，陸運專家小組可能是從

法規面與標準面進行探討，GIT 則是從車輛 GNSS 定位精度與可靠度切

入，IIEG則可從自動駕駛車對未來運輸型態的衝擊進行探討。 

4. 我國劉技正建邦表示將考量研提分享資通訊科技在複合運輸管理的概念

文件，預計將著重於智慧運輸與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之最新科技與發展的經驗分享。 

五、 會員體報告 

澳洲的報告著重於新國家貨運政策與未來自動駕駛車及運輸科技之發展，同

時理解運輸與城市發展間的關係密切，並表達對於加拿大與美國可能之心ˋ

念文件提案興趣。加拿大報告騎車聯網與自動駕駛車發展規劃，根據其於

2016年所公布之 2030年國家運輸政策，已將車聯網與自動駕駛車導入公共

到道路行駛來提升行車安全，減少塞車現象與保護環境。加拿大同時介紹該

國相關領域之研究機構或聯盟，例如：Transport Canada’s Motor Vehicle Test 

Centre, Waterloo Centre for Automotive Research (WatCAR), Active-Aurora等。 

中國大陸介紹其近年來在複合運輸發展現況，未來將持續透過示範計畫、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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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結構調整、組織模式創新、標準發展等來推動健康與永續的複合運輸發展。

中國大陸同時方享其近年來在電子收費、路網運作監控、運輸卡及智慧道路

等智慧運輸發展成果。未來中國大陸將著重於運輸能源供應基礎建設、共享

開放的連鎖道路運輸服務以及下一代的運輸系統。印尼介紹智慧運輸在區域

交通控制系統發展與電子收費成果。日本介紹其智慧運輸在 ETC 2.0的建置

成果。韓國介紹其偕同式智慧運輸，以及即將在首爾與濟州島進行新的先導

計畫；韓國同時分享其在車道偏移警示系統(Lane Departure Warning System, 

LDWS)、先進緊急煞車系統(Advanced Emergency Braking System, AEBS)、

發展先進交通號誌系統大數據分析等。 

馬來西亞分享其因應網際網路時代與電子商務發展下的數位自由貿易區

(Digital Free Trade Zone, DFTZ)，DFTZ將提供無縫的跨境運輸環境。DFTZ

將由 3個部分組成，包括：e-Fulfilment Hub, Satellite Services hub, e-Services 

Platform。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報告則著重於民航相關的航管系統與導航建置

計畫，我國周高級運輸分析家慶以 GIT共同主席身分，表示感謝巴布亞紐幾

內亞分享其在 GIT 領域發展，並期望在下次 GIT 會議中持續分享。我國劉

技正建邦分享我國在智慧運輸最新發展，包括：整合式運輸路廊管理、智慧

機車、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aaS)等。 

泰國分享其 2017年至 2036年的 20 年國家運輸系統發展政策，該政策著重

於 3個面向，分別是運輸效率、綠色與安全運輸、包容性等，並將透過創新

與新科技的導入來發展運輸基礎建設與服務。目前泰國也同步發展其智慧運

輸主計畫與智慧曼谷都會區主計畫，以追求泰國智慧運輸的發展。美國分享

其在自動駕駛車及其在相關基礎建設之發展，包括 2017年 9月公布的自動

駕駛車 2.0指引，3.0版預計於 2018年 7月公布，在基礎建設方面，美國預

計透過公私夥伴(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與其他創新財務結構來推動基礎

建設。 

六、在 IIEG主席與副主席部分，經提名與附議程序後，由中國大陸張華女士擔

任主席，加拿大 Jason Taylor先生擔任副主席。 

2.4 4月 24日下午第 44次運輸工作小組閉幕式 

一、閉幕式首先由主事成員開場後，分別由空運專家小組(AEG)、海運專家小組

(MEG)、陸運專家小組(LEG)、複合運輸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專家小組(IIEG)等

小組主席進行小組會議結論報告。海運專家小組(MEG)的海運保安次級專家

小組與複合運輸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專家小組(IIEG)的全球衛星導航建置次

級專家小組均表達於第 46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單獨進行會議的需求，並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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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所屬專家小組的同意。後續將由 APEC秘書處徵詢各會員體領隊取得共

識後，再請會議主辦會員體祕魯評估與最後決定。 

二、在各專家小組新任主席與副主席部分，空運專家小組(AEG)新任副主席為我

國民用航空局朱衍達科長、複合運輸與智慧型運輸系統專家小組(IIEG)新任

主席與副主席分別為中國大陸張華女士與加拿大 Jason Taylor先生。 

三、下次(第 46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將於 2018年 10月 15日至 17日在祕魯利

馬舉行，俄羅斯表達於 2019年 11月底 12月初主辦第 48次運輸工作小組會

議意願，並獲同意，至於確定會議時間將由 APEC秘書處再與 2019年 APEC

主辦會員體確認。有關 2019 年上半年之第 47 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將由

APEC秘書處協助洽詢與資深官員會議同步舉辦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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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心得與建議 

3.1心得 

一、本次會議主辦會員體韓國在開幕過程邀請能源工作小組(EWG)與人力資源

發展工作小組(HRDWG)等主事成員進行分享，有助於運輸工作小組與其他

工作小組間之合作與交流，此模式值得我國後續若主辦不同工作小組會議時

之參考。 

二、創新資通訊科技與服務模式已逐漸影響各種運輸模式與跨境物流供應鏈，而

聯網自動駕駛車所能提供未來更安全、更有效率與更環境友善的運輸環境已

是各會員體的發展趨勢，我國除透過會議的參與分享自身經驗外，亦可藉由

會議的積極參與及討論，建立與各會員體代表良好互動模式，將有助於我國

APEC活動參與深度。 

三、我國在運輸工作小組擔任主席與副主席工作，除原全球衛星導航建置次級專

家小組(GIT)本所周家慶高級運輸分析師之共同主席外，本次會議新增民用

航空局朱衍達科長擔任空運專家小組副主席，相信透過積極的參與，除協助

APEC事務推動外，對於各領域專業資訊的交流與能力構建亦有獲益。 

3.2 建議 

一、有鑑於聯網自動駕駛車的國際發展趨勢，本次運輸工作小組會議也討論到跨

專家小組的課題，建議我國與會代表可促成不同專家小組或其次級專家小組

間的合作，利用運輸工作小組開會期間，以特定議題召開短期交流研討會，

以進一步進行跨領域的交流與互動。 

二、我國智慧運輸與冷鏈物流發展在亞太地區相對較其他會員體為進步，因此可

透過 APEC場合多進行分享，以擴大我國參與 APEC活動廣度。 

三、全球衛星導航建置次級專家小組(GIT)的功能與其在各運具與跨境物流供應

鏈角色在 APEC領袖會議與運輸部長會議中均獲得高度重視，後續我國在參

與 GIT會議過程，可進一步由參酌領袖會議與運輸部長會議宣言相關內容，

以為我國相關領域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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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全球衛星導航建置次級專家小組(GIT)進度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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