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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東亞經濟會議的前身為中日貿易協進會，1972 年 9 月台灣與日本的邦交宣告

中斷，中日貿易協進會曾一度停止召開。但兩國誼屬緊鄰，長久以來雙方在經貿、

文化等層面的合作關係密切，為延續雙方多年來在各個領域的合作關係，由當時

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前副會長堀越禎三先生與前會長辜振甫先生等台日有志之士

奔走下，於 1973 年召開第一次東亞經濟會議。 

本次會議為第 46 次會議，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假東京召開，本局獲東亞經濟

協會黃茂雄會長邀請，由陳主秘佩利偕同仁應邀出席與會，代表說明 108 年本部

整體對日產業合作策略及願景與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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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東亞經濟會議的前身為中日貿易協進會，1972 年 9 月台灣與日本的邦交宣告

中斷，中日貿易協進會也停止召開。但兩國誼屬緊鄰，長久以來雙方在經貿、文

化等層面的合作關係密切，為延續雙方多年來在各個領域的合作關係，由當時日

本經濟團體連合會前副會長堀越禎三先生與前會長辜振甫先生等台日有志之士奔

走下，於 1973 年召開第一次東亞經濟會議。 

爾後，日方經濟團體連合會（經團連）之下設東亞經濟會議日本委員會，台

方設東亞經濟會議台方委員會，在台日歷屆委員長卓越領導下，每年輪流在台日

兩國辦理東亞經濟會議，為兩國民間企業最大規模的經濟聯絡平台，在台日經濟

發展過程中肩負雙方企業重要橋樑與溝通管道，奠定台日經貿交流堅實的基礎。

台灣委員會為強化會議功能，於 2014 年推動成立中華民國東亞經濟協會。 

本次為第 46 屆東亞經濟會議，多年來隨國際經濟情勢之穩定及兩國國內經濟

發展成熟，東亞經濟會議從原有之台日經濟情勢分析，實質經貿往來問題探討，

陸續延伸至區域整合、兩國合作、台日地方交流，以及東亞等新興國家經貿商機

等議題，本局應東亞經濟協會邀請，赴日出席本次會議，代表說明 108 年本部整

體對日產業合作策略及願景，期促進後續台日產業潛藏合作交流。 

 



 

2 

貳、 過程 

一、團員及任務分工 

表 1：出國人員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任務分工 

1 經濟部工業局 陳佩利 主任秘書 團長 

2 經濟部工業局 許鈞雅 專員 團員 

3 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 李裕發 專員 團員(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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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表 

表 2：行程表 

 
12/13(四) 12/14(五) 12/15(六) 

上午 出發 

出席第 46 屆 

東亞經濟會議 
返回 

下午 出席懇親交流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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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內容 

一、第 46 屆東亞經濟會議懇親會 

(一) 活動資訊 

1. 日期：2018 年 12 月 13 日（四）18 時至 20 時 

2. 地點：經團連會館 5樓珍珠廳  

3.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大手町 1-3-2 

4. 議程： 

表 3：第 46 屆東亞經濟會議懇親會議程說明 

時間 議程 代表/主講人 

18:00-18:10 開場致詞 
 槍田委員長 

 黃茂雄會長 

18:10-18:15 貴賓致詞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大橋光夫會長 

18:15-20:00 席間交流 與會貴賓 

(二) 懇親會活動摘要 

1. 本次第 46 屆東亞經濟會議於日本東京舉辦，由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

（經團連）的東亞經濟會議日本委員會作為主辦方，為迎接台方東亞

經濟會議團員到訪特於正式會議前，辦理懇親會以增進台日雙方經貿

代表交流情誼，活動並邀請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大橋光夫會長出席與會

支持。 

2. 活動開場，台日雙方分別由槍田委員長及黃茂雄會長代表致詞，雙方

對於至今辦理東亞經濟會議表示認同與感謝之意，期望透過此會議對

於台日經貿合作、區域整合、地方交流等議題給予貢獻與建議，加深

彼此民間交流之熱度，同時透過雙方人脈網絡，有效擴散資訊，增進

台日經貿發展之商機。 

3.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大橋會長則贊同東亞經濟協會及經團連長期之努

力，讓東亞經濟會議持續辦理，透過會議已有效促進台日民間經貿交

流，然對於目前東北 5 縣食品進口台灣之議題，仍希望台日經貿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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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給予關注，藉由多方努力，以期台灣早日進口解禁，作為台日經

貿進一步交流之契機。 

 

 

圖 1：第 46 屆東亞經濟會議懇親會黃會長致詞 

 

 

 

圖 2：第 46 屆東亞經濟會議懇親會紀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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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46 屆東亞經濟會議 

(一) 活動資訊 

1. 日期：2018 年 12 月 14 日（五）9時至 15 時 

2. 地點：經團連會館 2 樓會議廳  

3.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大手町 1-3-2 

4. 議程： 

表 4：第 46 屆東亞經濟會議議程說明 

時間 議程 代表/主講人 

09:00-09:10 開場致詞 
 槍田松瑩委員長 

 黃茂雄會長 

09:10-09:15 來賓致詞  謝長廷代表 

09:15-10:05 台日雙方政治經濟情勢 

 UFJ 銀行吉川英一副頭取 

 經團連椋田哲史理事 

 新光金控李紀珠副董事長 

10:05-10:55 亞洲經濟統合及可能性 
 三井物產中湊晃資深研究員     

 亞洲永續資本楊永明董事長 

11:10-12:00 台日產業合作 
 瑞穗銀行三宅潔副頭取 

 工業局陳佩利主秘 

13:00-13:50 促進人員交流及觀光 
 ANA 金控前田隆平顧問 

 老爺酒店沈方正執行長 

13:50-14:40 
地方交流 

（以災後復興觀點） 

 北海道觀光局誘客擔當局楨

信彥局長 

 台大土木工程系李鴻源教授 

14:40-14:50 閉幕式 
 黃茂雄會長 

 槍田松瑩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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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方出席人員名單 

表 5：東亞經濟會議台方出席名單 

No 單位 姓名 職稱 

1. 東元集團 黃茂雄 會長 

2.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謝長廷 代表 

3.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周立 組長 

4. 新光金控暨新光人壽 李紀珠 副董事長 

5. 亞洲永續資本 楊永明 董事長 

6. 工業局 陳佩利 主任秘書 

7. 工業局 許鈞雅 專員 

8. 
台日產業合作推動辦公室

(TJPO) 
李裕發 專員 

9. 老爺酒店集團 沈方正 執行長 

10.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李鴻源 教授/前內政部部長 

11. 老爺酒店集團 林清波 總裁 

12. 新光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吳東進 董事長 

13.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黃教漳 副理事長 

14.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葉明峯 顧問 

15. 老爺酒店集團 鄭家鈞 營運長 

16. 台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俊國 副總經理 

17. 台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汪毓琅 董事長室日本專員 

18. 富美鑫控股集團 夏立言 副總裁 

19.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謝文龍 副總經理 

20. 薇閣文教公益基金會 蔡榮郎 董事 

21. 台北富邦銀行執行 陳恩光 副總經理 

22. 常在法律事務所 陳逸竹 律師 

23. 常在法律事務所 張永宏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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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單位 姓名 職稱 

24. 全福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劉容西 董事長 

25. 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賴坤成 董事長 

26. 思品有限公司 黃淑君 董事長 

27. 金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林柏俊 總經理 

28. 世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歐晉德 資深顧問 

29. 世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游文杰 總經理 

30. 東京台灣貿易中心 吳俊澤 主任 

31. 明治製菓製藥（股）公司 方仁惠 董事長 

32. 明治製菓製藥（股）公司 林姿穎 特助 

33. 台灣日本關係協會 張淑玲 秘書長 

34. 介壽廣場公司 鄭靜靜 董事 

35.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洪福晟 專案協理 

36. 三協株式會社 楊宗能 代表取締役 

37. 中華民國東亞經濟協會 羅坤燦 總顧問 

38. 中華民國東亞經濟協會 吳慧美 秘書長 

39. 三協株式會社總務課 石原志麻 課長 

40. 中華民國東亞經濟協會 方伯仁 幹事 

41. 中華民國東亞經濟協會 蔣怡霏 幹事 

 

(三) 日方出席人員名單 

表 6：東亞經濟會議日方出席名單 

No 單位 姓名 職稱 

1. 東亞經濟人會議 槍田松瑩 委員長 

2. IHI 石戸利典 資深研究員 

3. IHI 村杉雅史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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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單位 姓名 職稱 

4. 岩谷產業 安永昌弘 資深經理 

5. ANA 金控 前田隆平 常勤顧問 

6. ANA 金控 島本慎吾 企劃部 

7. ACG 連曉娟 經理 

8. SG 金控 當眞亮 部門長 

9. 鹿島建設 粟根潤 副總經理 

10. JXTG 能源 有重哲 副社長 

11. JTB 吉村久夫 取締役 

12. 住友商事 丸岡則之 部長 

13. 住友商事 安東徳幸 理事 

14. 住友商事 畑田好朗 部長代理 

15. 大成建設 稲葉徹 執行役員 

16. 帝國飯店 金尾幸生 總支配人 

17. 東京急行電鐵 星野俊幸 役員 

18. 日本航空 宇野俊男 部長 

19. 日本菸草 岡田有祐 部長 

20. 日本電気 山本和彥 資深經理 

21. 北陸經濟連合會 小林真 常務理事 

22. 大倉飯店 山添茂 副部長 

23. 丸紅 星野貴 副會長 

24. 丸紅 徳永貴司 組長 

25. 瑞穗銀行 三宅潔 副頭取 

26. 瑞穗銀行 高橋伸一 台北支店長 

27. 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 出川曉 課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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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單位 姓名 職稱 

28. 三井物產 中湊晃 資深研究員 

29. 三井物產 關口和宏 次長 

30. 三菱商事 池田敦 組長 

31. 三菱商事 楊茹茵 東亞組 

32. 三菱電機 赤本正憲 部長 

33. 三菱 UFJ 銀行 吉川英一 役員 

34. 三菱 UFJ 銀行 田邊雄一郎 台北支店長 

35. YAMAHA 發動機 黒田久次 部長 

36. 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 椋田哲史 專務理事 

37. 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 川口晶 本部長 

38. 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 堀内保潔 副本部長 

39. 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 須賀聖 承辦 

40. 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 森紫苑 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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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東亞經濟會議活動摘要 

1. 東亞經濟會議槍田委員長於活動開始致詞說明，日本近來受到天然災

害侵襲，經濟呈現低迷狀態發展但現今已持續恢復中，同時 2020 東

京奧運的舉辦，將可期擴大對日投資機會，另外，國外經濟復甦將帶

動日本出口貿易成長。雖然面對全球日漸高漲的保護主義風氣，日本

則持續透過投資及貿易來發展經濟，採取自由開放態度立足國際，推

動「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即將於 12 月 30 日生

效；並與歐盟（EU）簽署「經濟合作協定（EPA）」；另與東協洽談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落實區域經濟合作。在本

次會議亦將亞洲經濟統合及可能性納入議題之中，期藉由雙方討論除

台日之間，亦能尋求區域整體成長發展之共識。此外，為促進台日之

間交流，本次會議更將產業合作、人才、觀光及地方等議題提出，更

邀請北海道觀光局分享震災復興、觀光等相關內容。 

2. 東亞經濟協會黃會長開場致詞表示，截至 2017 年東亞經濟會議已舉

辦 45 屆，為紀念過往交流成果本次特別製作刊物，於本次會議發送

給與會台日代表，本次會議就台日、亞太經濟情勢、產業協力、觀光

及人員交流進行，邀請相關單位代表擔任講師分享，期透過會議發揮

資訊傳遞之效果，讓與會代表口耳相傳，持續深化台日間友好關係。 

3.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謝代表致詞表示 

(1) 2018 年日本天災頻頻，從 5月九州豪雨、6 月大阪地震、7月西

日本水災、9 月關西颱風及北海道地震停電，造成當地災區大規

模損失，不過在日本政府及民眾努力很快就恢復正常，台灣亦處

於天災頻發地區，與日本皆能感同身受，只要有發生災害便發揮

互助精神，本次會議亦將以災後復興觀點探討地方交流，就災後

復興觀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2017 年台灣赴日人數達 416 萬人次，

從 2018 年這個時間點的數據，可以看出成長約 5%，已經連續 7

年呈現持續成長，台灣觀光客又以北海道、東北、九州等地旅遊，

持續用行動支持災區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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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鼓勵台日地方互相締結友好協定及議會交流，至今台日間已

締結之件數共計 120 件，過去 2 年約占 58 件；地方議會交流亦

相當頻繁，如 2018 年 7 月底於高雄舉辦的台日交流高峰會議，

共計 400 多位議員參加，地方議員占 300 多位，希望在此基礎之

上，台日持續推動地方交流，瞭解彼此文化、歷史。 

(3) 有關CPTPP將在2018年12月底生效，2019年1月舉行部長會議，

預計討論第二輪加盟國之議題，台灣作為 APEC 成員同時與日本

經貿關係密切，2017 年貿易統計額達 628 億美元，故希望日本能

支持台灣於第二輪加入 CPTPP，對區域經濟整合有所貢獻。 

(4) 2018 年 11 月台灣舉行地方選舉及 10 項公投，其中一項為日本東

北食品進口議題，結果仍無法通過解禁，於日本國內亦產生相當

之議論，認為台灣是否不願遵守 WTO 自由貿易規則，台灣亦透過

各種管道向日本說明，相信本次公投結果是受負面風評等不實消

息影響，反觀台日間長久友好關係基礎上，不應受此一波折，影

響彼此良好經貿關係。希望今後透過觀光的力量，讓台灣民眾實

際到東北等當地體驗考察，瞭解日本食品管制檢驗等作業。 

4. 有關台日產業合作合作議題 

(1) 目前本局推動台日產業合作已邁入第 7年，藉由建立台日合作推

動機制，才能建立長久台日信賴關係，除至今已建立之台日公協

會等管道，仍可持續擴大網絡，以發掘更多日本地方企業對台合

作。同時，面對中美貿易摩擦，經濟部工業局就產業面，目前亦

推出台商回台相關配套措施，協助中國大陸台商轉移產線回台之

需求，以避免中美貿易帶來之衝擊，若日本有相關策略亦希望可

就此台日進行交流。 

(2) 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賴坤成董事長建議，近 2年配合台

灣新南向政策推動，與台灣中小企業前往東南亞跟印度等地拓點，

過程中若能透過與日本建立合作關係，連結日本於技術、資金及

與當地政府政策溝通，將有助於台灣目前外交體系不足之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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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小企業擁有靈活經營手段，於東南亞越南目前約有 1萬家

製造業相關台商，將可對應當地日本業者需求互補合作。 

(3) 對於目前台灣官方及民間有許多台日相關業務單位，亦有建立其

機制當中或有互補及重疊，應建立推動機制，盤點台日經貿合作

相關單位進行分工，今後在東亞經濟會議建議可就具體合作項目

提出，如東元集團黃會長與三井集團合作之工業園區，台灣中小

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亦鼓勵台灣業者，垂直或水平整合前往設廠，

2019 年 1 月世正開發預計前往印度，不妨可鎖定特定產業，事先

邀請日本業者共同前往考察。 

 

 

 

 

 

 

 

 

 

 

 

 

 

圖 3：東亞經濟會議會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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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東亞經濟會議會場（2） 

 

 
圖 5：東亞經濟會議會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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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本次第 46 屆東亞經濟會議以台日政經情勢；亞洲經濟統合及可能性；台日產

業合作；促進人員交流及觀光；地方交流（以災後復興觀點）等範疇，深入探討

雙邊經貿連結之合作機會，透過參加本次活動，得以瞭解台日民間經貿團體業務

交流現況。 

東亞經濟協會黃會長閉幕致詞表示，有關台日經貿關係，目前面臨如 311 地

震後東北 5縣食品禁止進口台灣等波折，過往台灣曾發生 SARS 疫情，導致台灣產

荔枝、芒果出口日本等影響，但透過台日多方努力最終得以恢復出口，期望日後

透過邀請台灣官員致東北實地考察，瞭解當地食品生產、檢驗等作業，是否仍存

有核汙染問題，以消彌媒體傳播及台灣民眾之誤解取得理解，也期許經團連各代

表給予可能之協助。 

槍田委員長閉幕致詞表示，有關東北 5 縣食品議題，其本人亦擔任東京電力

董事，該公司目前於日本國內致力協助推廣銷售福島縣產之肉品、水產加工品等

產品，亦備感困難。雖然福島縣從事農漁牧業的民眾非常努力想重振生機，但還

是無法提振日本國內市場信心，想必這也是受到負面風評所影響。過往日本在面

對美國狂牛症（BSE）時期，美國牛肉進口逐漸下降，然在美國大力持續宣傳，花

費近 10年時間終於恢復日本市場信心，進口提升至過往水準。東北 5縣食品議題，

自 2011 年開始或許在 2021 年前能有個結果，對於負面風評如何去對應解決，著

實需要多方努力及更多時間去改善。另外，就中國大陸基礎建設計畫，在資本社

會並不會從事無經濟性之事業，即使是基礎建設若無法成為資產，也沒有參與之

必要。因此，對於目前中國大陸先構建基礎建設，以提振經濟發展的策略，應先

思考其順序，對於違反經濟性之作法，可能成為成本負擔。 

本次參加東亞經濟會議，對於台日經貿文化等多元議題，體驗到台日間可創

造更多合作契機，藉由東亞經濟協會及日本經團連架構，促進雙方經貿組織互訪，

以傳承台日至今友好關係，亦可作為今後推動台日產業合作業務之參考，提升台

日產業合作意願，深化雙邊合作，創造雙贏。  

另本次會議中簡報台日產業合作現況及展望，會議接獲台日與會者反映，透

過本部簡報方了解經濟部在推動台日產業合作著力很多，建議應加強廣宣，讓台

日雙方產業及公協會利用 TJPO平台拓展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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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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