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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經濟合作（APEC）財政次長暨央行副總裁會議於 108 年 3 月 7 日至 8

日假智利聖地牙哥舉行，主要討論議題包括「2019 年 APEC 財長程序（FMP）

工作計畫」、「APEC 願景小組（AVG）工作進展」、「全球與區域經濟及金融展望」、

「推動災害風險財務管理，以利減災及復原彈性」、「運用數位經濟縮小差距，促

進金融包容性」、「執行宿霧行動計畫（Cebu Action Plan, CAP）」、「藉由數位經濟

促進金融市場整合」及「其他議題」。另參與同年月 6 日「基金護照研討會」及

8 日「數位科技／微中小型企業金融會議」。 

我國代表於本次會議分享我國相關政策，積極與主辦經濟體智利、各經濟體

及國際組織代表交流互動，推展雙邊合作業務，討論 2019 年 APEC FMP 工作計

畫內容，提高我國對 APEC 貢獻及國際能見度，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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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APEC 於 2019 年 3 月 7 日至 8 日在智利聖地牙哥舉行財政次長暨央行副總

裁會議，我國由財政部阮常務次長清華率國際財政司李司長雅晶、推動促參司李

副司長嘉珍、財政資訊中心張組長志龍、國際財政司王科長瑀璇及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下稱金管會）王科長湘衡共 6 人與會。 

本次會議由 2019 年 APEC 主辦經濟體智利財政部資深顧問 Ms. Lorena 

Palomo 擔任主席，21 個 APEC 經濟體與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APEC

政策支援小組（PSU）、生命科學與創新論壇（LSIF）、亞洲開發銀行（ADB）、

國際貨幣基金（IMF）、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及世界銀行（WB）等國

際組織代表與會。同年月 6 日召開「基金護照研討會」及 8 日財政次長暨央行副

總裁會議後召開「數位科技／微中小型企業金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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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情形 

一、財政次長暨央行副總裁會議 

本次會議議題包括「2019 年 APEC 財長程序（FMP）工作計畫」、「APEC

願景小組（AVG）工作進展」、「全球與區域經濟及金融展望」、「推動災害風險財

務管理，以利減災及復原彈性」、「運用數位經濟縮小差距，促進金融包容性」、「執

行宿霧行動計畫（Cebu Action Plan, CAP）」、「藉由數位經濟促進金融市場整合」

及「其他議題」。首由主席說明 2019 年 APEC FMP 工作計畫、各項議題預定工

作內容、討論重點、預期目標及執行期程，徵詢各經濟體意見。ABAC、PSU、

LSIF、ADB、IMF、OECD、WB 等國際組織代表與日本、菲律賓、巴布亞紐幾

內亞（下稱巴紐）、秘魯及智利代表簡報各項議題，各經濟體於會中討論及分享

政策經驗。 

(一) 2019 年 APEC 財長程序（FMP）工作計畫 

1. 2019 年 APEC 優先領域 

2019 年由智利擔任 APEC 主辦經濟體，透過區域經濟整合，推動永續

包容性成長，重視婦女、中小企業角色，結合私部門、學術界、非政府組

織（NGO）、地方社區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有效推動相關工作。

智利呼籲各經濟體就貿易及投資之討論，應「回歸基礎」（back to the basics），

避免雙邊貿易爭議影響 APEC 運作，充分運用 APEC 非拘束性及合作討論

之特點，推動以人為本、建立共識，2019 年 4 大優先領域為： 

(1) 數位社會 

透過降低數位落差及採行適當法規強化數位經濟，發展監測及報告系

統、增進數位貿易，完成 2019 年 APEC 經濟政策報告―結構改革與

數位經濟、評估數位經濟指標。 

(2) 「整合 4.0」 

涵蓋數位化對貿易影響。智利提出亞太地區貿易電子化單一窗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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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盼達成「智慧邊境」等重要目標。 

(3) 婦女、中小企業與包容性成長 

鑑於推動婦女經濟賦權及性別平權有助經濟發展，2019 年將婦女及

包容性成長列為優先領域，發展「聖地牙哥婦女及包容成長路徑圖」，

透過公私部門共同合作推動相關工作。 

(4) 永續成長 

涵蓋現階段需求及未來世代永續成長，主要聚焦海洋保護與垃圾監管、

可持續能源、智慧城市等。 

2. 2019 年 FMP 工作計畫 

(1) 藉由數位經濟促進金融市場整合 

金融服務科技進步及創新，促使數位經濟快速發展，如何制定兼顧創

新及安全之合宜法規架構，為各國中央銀行及金融主管機關面臨之新

挑戰，須研議新金融商品與服務之監理、增進支付系統之效率與安全、

確保資料保護與訂定適當取得資料規範等。規劃活動如下： 

A. 與 APEC 經濟委員會（EC）就「結構改革與數位經濟」議題合

作，共同完成 2019 年 APEC 經濟政策報告1。 

B. 舉辦「發展 APEC 經濟體金融科技（FinTech）及監理科技

（RegTech）」研討會。 

(2) 運用數位科技縮小差距，促進金融包容性 

金融包容性屬 CAP 支柱 1「促進金融整合」倡議 1B「擴展金融包容

性與知識」，為 2017 年 11 月 APEC 領袖認可「APEC 促進經濟、金

融及社會包容性行動議程」之一環，將聚焦金融知識、金融創新及消

費者保護，發展金融包容性能力建構。規劃活動如下： 

A. 舉辦「信用報告制度」技術研討會。 

                                                 
1
 經洽國家發展委員會，我國為該報告小組主要成員，2019 年報告將由該會主政，本部配合提

供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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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金融創新、金融教育及消費者保護議題發展「金融包容性能力

建構方案」（如案例研析、良好實務）。 

C. OECD／金融教育國際網絡（INFE）完成 APEC 經濟體金融教育

報告。 

D. ABAC 舉辦數位科技／微中小型企業金融會議。 

(3) 推動災害風險財務管理，以利減災及復原彈性 

探討災害風險財務管理實務工具之運用，協助經濟體採行基礎建設規

劃、融資相關政策及措施。規劃活動如下： 

A. 舉辦高階政策研討會，就巨災風險融資新型工具分享經驗。 

B. 支持災害風險融資與保險工作小組（DRFI）共同主席（菲律賓

及日本）執行 DRFI 工作計畫。 

C. FMP DRFI 研究課程－菲律賓巨災風險管理與融資。 

D. 從提升天然災害復原彈性角度，討論及分享投資優質基礎建設經

驗。 

E. 舉辦「金融市場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要素」研討會。 

F. OECD／ADB 報告科技與創新對天然災害風險管理及融資影

響。 

(4) 執行 CAP 

A. 延續 CAP 支柱 2「致力財政改革與透明」倡議 2D「防止稅基侵

蝕及利潤移轉（BEPS）」相關工作，強化租稅確定性、透明及 APEC

經濟體之合作。 

B. 就 CAP 支柱 4「加速基礎建設發展與融資」部分，延續 2017 年

財長宣言附件 A「促進 APEC 經濟體基礎建設多元融資來源及私

部門投資」相關工作。 

3. 各經濟體代表發言 

我國於會中表達支持 2019 年 FMP 工作計畫，並分享我國推動金融與



5 

 

監理科技經驗；願與 APEC 經濟體合作促進租稅確定性及透明。多數經濟

體表示支持 2019 年 FMP 工作計畫，認同政策工具、能力建構及相關優先

領域潛在合作項目之組合，惟部分經濟體說明 FMP 工作計畫應著重政策

面討論，例如自國際組織簡報中擇定 2 項至 3 項政策為議題，以提升各經

濟體財政部長參與度。 

(二) APEC 願景小組（AVG）工作進展 

AVG 報告其工作進展，目前完成未來願景初稿，主要涵蓋「貿易與投

資」、「以人為本－包容性與永續性」、「連結性與數位基礎建設」、「結構改革

與經濟政策」、「數位轉型」及「組織結構與工作方式」6 大主軸，預計於 2019

年 8 月第 3 次資深官員會議（SOM 3）提交初稿報告進行討論， 11 月總結

資深官員會議（CSOM）完成採認，於 2019 年領袖會議提交簡潔具前瞻性

APEC 未來願景建議，歡迎 FMP 提供相關意見。 

(三) 全球與區域經濟及金融展望 

1. WB 報告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經濟展望及風險 

國際貿易及製造業活動趨於疲軟，貿易緊張情勢持續上升，2018 年至

2020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3％、2.9％及 2.8％；已開發經濟體經濟成

長率為 2.2％、2％及 1.6％；新興市場及開發中經濟體因外部需求趨緩、

借貸成本上升及政策不確定性，經濟成長率為 4.2％、4.2％及 4.5％，其

中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經濟成長率自 2017 年復甦，2019 年因私人消

費增加，經濟成長率為 1.7％。穩健經濟成長對減少貧困及促進共同繁榮

極為重要，隨著全球經濟展望不斷變化，應調節收入、提高政府支出效率

及強化財政結構；面對全球利率上升，擬訂穩健貨幣及金融政策；提高人

力資本、競爭力、制度及貿易整合，解決當前不確定因素，俾促進經濟成

長。 

2. ADB 報告 APEC 區域經濟展望與風險 

APEC 經濟體因強勁國內需求，仍保持良好經濟成長，其中開發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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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 2018 年及 2019 年經濟成長率為 5.9％及 5.7％。面對貿易不利風險，

包括貿易緊張情勢上升及全球金融環境緊縮，各經濟體表現呈現相當差異。

ADB 代表說明 APEC 區域近幾個月貿易額成長逐漸減緩，貿易衝突仍為

經濟展望主要風險，對中國大陸影響甚深，APEC 開發中經濟體之貨幣亦

受壓力，爰APEC經濟體應謹慎採行政策，透過總體經濟穩定工具如財政、

貨幣、匯率政策等，有效管理各項風險。 

3. PSU 報告 APEC 區域經濟發展趨勢分析 

由於貿易政策不確定等因素升高及持續， APEC 經濟體間經濟成長情

況不一；2018 年 APEC 區域因境內消費保持穩定，出口維持成長，經濟

成長率為 4.1％，2019 年至 2020 年雖趨緩，仍超過其他地區。依 PSU 研

究顯示，貿易影響經濟成長程度開始減低而不再是驅動力，境內消費成為

APEC 區域穩定且強勁經濟成長來源。鑑於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仍持續存在，

APEC 經濟體需穩定可靠經濟成長動力，例如推動境內消費、中產階級成

長及強化服務業發展等。未來應著重數位經濟、開發綠色科技、增加綠色

領域投資（green field investments）及提升生產力。 

PSU 代表進一步說明數位勞動力悖論（paradox），自工業 1.0 至工業

4.0，數位科技之進步改變現代工作、生活及互動方式，據歷史經驗顯示，

該等進步使生產力成長、工資增加及生活水準提高，惟亦面臨過時之經濟

結構與指標、受限之企業家精神與創新、結構性失業及政策不確定等問題，

應進行結構改革、修正工作方式、升級工作技能及社會防護力，以提升生

產力，創造更好生活水準。 

4. IMF 報告世界經濟與金融展望 

全球成長動能減弱，已開發經濟體金融市場波動加劇，2019 年全球經

濟成長將續呈疲軟態勢，預估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3.5％，較 2018 年減少

0.2 個百分點；APEC 區域經濟成長率為 3.9％，亦較 2018 年減少 0.2 個百

分點；亞洲新興及開發中經濟體經濟成長率將從 2018 年 6.5％下降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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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3％。中國大陸實施財政刺激措施抵銷美國關稅提高影響，惟因金融

監管緊縮需求及與美國間貿易緊張局勢，2019 年經濟成長趨緩。美國因

停止財政刺激政策及聯邦基金利率升高，預計 2019 年經濟成長率為 2.5

％，較 2018 年減少 0.4 個百分點；強勁內需成長將使進口增加，導致美

國經常帳赤字擴大。日本提出新財政政策以支持經濟，如 2019 年 10 月提

高消費稅稅率併提出減輕影響措施，預期 2019 年經濟溫和成長。 

5. 各經濟體代表發言 

美國代表說明美國經濟狀況，2018 年經濟成長率為 3.1％，預估 2019

年經濟成長率為 2.1％，失業率為 3.7％，將持續結構改革，以維持財政穩

健成長。 

中國大陸代表認同國際組織對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看法，強調支持多邊

貿易體制，繼續推動結構性改革。2018 年失業率維持 5％，境內消費強勁，

對 GDP 貢獻度達 76.2％，總體經濟穩定成長，預期 2019 年經濟成長率為

6.5％，將持續改革開放、放寬市場參與、推動中小型企業發展。 

我國代表感謝 WB、ADB、APEC PSU 及 IMF 分享全球經濟分析及貿

易衝突影響。由於全球經濟表現趨緩，我國 2019 年經濟成長率預測介於

2.1％至 2.6％；新臺幣兌美元匯率 2017 年及 2018 年年增率分別為-5.8％

及-0.9％，較其他經濟體穩定。因應全球經濟動能趨緩，我國預計投入 280

億美元積極推動提升投資及內需之財政政策，包括建構安全便捷之軌道建

設、因應氣候變遷之水環境建設、促進環境永續之綠能建設、營造智慧環

境之數位建設、加強區域均衡之城鄉建設、因應少子女化友善育兒空間建

設、食品安全建設，以及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並改善投資環境，促進

薪資成長，以維持國內成長動能。我國為貿易導向經濟體，將積極拓展經

貿關係，致力參與 APEC 經濟體區域整合，期助益區域經濟活力及持續成

長前景。 



8 

 

(四) 推動災害風險財務管理，以利減災及復原彈性 

1. DRFI 工作計畫成果 

DRFI 共同主席日本代表說明 2017 年至 2018 年 DRFI 工作成果，包括

天然災害或有負債管理之政策經驗、公共資產因應天然災害財務管理研究、

公共資產及保險資訊良好實務案例、公共資產巨災保險運作架構等。 

2. DRFI 近期活動 

WB 代表說明 2019 年至 2020 年 DRFI 工作將聚焦於基礎建設。考量

基礎建設受損將增加政府重建支出、損及經濟活動，爰有必要建構提升基

礎建設抗災韌性之財務規劃架構與政策經驗，以利有限資源進行最適配置，

包括投入基礎建設本身（如提高建設品質與抗災韌性）及相關財務保護措

施（如災害管理基金、或有預算及保險費，俾調度災後急需現金）；研擬

財務管理指導原則，俾協助政府迅速因應災損及回復重要基礎建設提供之

服務。WB 將於 2019 年及 2020 年向 FMM 提出與 OECD 合作研擬之概念

架構及政策建議。 

3. DRFI 高階政策研討會 

OECD 報告將與 ADB 合作，提供天然災害風險管理與融資之科技及

創新工具運用報告大綱。智利就本議題與 WB 合作，預訂於 2019 年 10

月 FMM 舉辦高階政策研討會，邀請各經濟體參與討論。 

4. 災害風險融資與保險研究課程成果 

菲律賓代表報告 2019 年 3 月 6 日於智利聖地牙哥舉行「DRFI 研究課

程－菲律賓巨災風險管理與融資」成果： 

(1) 災害風險融資之目標、宗旨及標的：探討政府、家庭及企業減輕災害

風險之工具，建議政府擇定工具時應考量政策目標、優先性、資金規

模與及時性等。 

(2) 全國性及區域性巨災風險融資策略規劃與解決方案：探討建立有效、

制度化巨災風險策略，政府應扮演之角色。災害風險管理需考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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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physical）、社會（social）及財務（financial）面之落差；可考

量運用主權巨災風險分攤池（sovereign Cat Risk pools）；主要創新工

具包括巨災風險分攤池、災害風險創新科技工具（大數據、金融科技

及國土觀測資訊）等。 

(3) 地方性巨災風險融資解決方案：討論各類型協助城鄉因應災害之財務

準備措施，並作為全國性巨災風險策略之補充。良好實務案例包括參

數保險（注重城市脆弱程度、快速支付重建基金、允許部分支付等）、

菲律賓之城市災害保險池、印尼之聯合基金等。 

(4) 促進私部門參與：強調私部門於減輕及解決災害相關問題之功能（如

小額保險）及重要性。推廣災害保險文化提高災前預防及充分應對能

力；透過公私部門參與訂定減輕災損計畫，提升整體效能，制度化建

築規範及城市發展計畫、提升公私部門合作成效、提升保險制度優先

性。 

5. 優質基礎建設投資 

日本代表報告近年 APEC 及 20 國集團（G20）相關會議就優質基礎建

設投資議題有諸多討論，簡述如下： 

(1) APEC 2018 年財政部長聯合宣言強調優質基礎建設投資重要性，鼓勵

能力建構以增進各經濟體計畫評估程序、法規與採購環境、計畫準備

及融資能力。 

(2) APEC 貿易暨投資委員會（APEC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CTI）2014 年訂定 APEC 優質基礎建設發展與投資指引，發展能力建

構；2018 年修訂版強調災害復原彈性與財政健全對基礎建設計畫之

重要性。 

(3) G20 2016 年杭州領袖公報確認優質基礎建設基本要素，包含與發展

策略一致（公開、透明、財政健全）；具穩定性、安全性及彈性；具

社會及環境永續性；經濟與財政健全（成本效益包含生命週期成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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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利用）；地方優質發展（創造就業、能力建構及技術移轉）。G20 

2019 年大阪高峰會提出優質基礎建設主要屬性，包含從生命週期成

本考量經濟效率、天然災害防禦能力、安全性、社會與環境影響及政

府治理，預期可達創造就業機會、能力建構、知識與專業技能移轉、

吸引新商機及促進私部門投資等成果。 

日本代表強調，優質基礎建設投資與本項議題災害風險「復原彈性」

同具重要性，未來應進一步發展能力建構工具、更新優質基礎建設投資相

關資訊，期待在 CTI 及 G20 相關論壇有更多討論。 

6. 各經濟體代表發言 

各經濟體代表討論投資優質基礎建設以確保抵禦災害能力之重要性。

中國大陸代表表示，優質基礎建設之發展應兼具質與量，全球基礎建設面

臨巨大資金缺口，融資取得亦非常重要，國際組織預估 2030 年前須投入

2.5 兆美元方能達成基礎建設發展目標，爰建構優質基礎建設首應以多元

籌資方式增加可達成性。其次，優質基礎建設係動態概念，於計畫發展之

各階段關注重點不同；優質基礎建設投資須依當地條件，滿足在地需求，

遵循當地法律相關規定。此外，優質基礎建設投資應確保成本效益最大化，

包括確保基礎建設合適性與耐用性，提高社會環境與婦女福利、促進就業、

技術移轉及能力建構，增進發展效益；並依據各經濟體環境調整投資屬性，

使當地人民獲得最大利益，促進包容性成長。 

我國表達支持 DRFI 相關工作成果，瞭解巨災風險財務管理機制需蒐

集公共資產資料作為風險分析基礎，目前災後財務需求有賴預算編列及金

融工具措施，將持續加強公共資產資料庫功能，以強化公共資產財務保險

概念，檢討因應災害之財務政策，汲取國際經驗增進交流合作。 

(五) 運用數位經濟縮小差距，促進金融包容性 

1. 金融教育政策報告進展 

延續 2018 年巴紐 FMP 成果，OECD 報告與 INFE 將合作撰擬 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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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金融教育政策及實施建議，送交 2019 年 FMM，俾作為 APEC 經濟

體未來政策參考。OECD 代表說明問卷調查成果，發現金融知識普及性自

2014 年快速成長，但開發中經濟體仍有許多進步空間，特別是墨西哥、

俄羅斯、馬來西亞及泰國；金融知識水準自 2014 年之 58％上升至 2017

年之 70％。報告草案將提出 2 項政策建議： 

(1) 針對新型態數位金融商品，應尋求新消費者教育方式。 

(2) 針對年輕消費族群及早進行金融知識教育，俾獲正面成效。 

2. 金融包容性能力建構方案進展 

巴紐報告2018年FMP通過該方案，APEC PSU續辨識該方案不足處，

包括應考量婦女取得融資包容性及貧窮家戶取得數位金融服務管道。該方

案綱要（Terms of Reference）於本次會議獲致認可，將於 2019 年 FMM 提

交最終報告，研究範圍如下： 

(1) 金融創新：金融科技、監理沙盒措施及金融創新中心。 

(2) 消費者保護：一般及特定消費者保護法規比較、資料隱私及資料保護、

境內及國際層級之合作。 

(3) 金融教育：政府於金融教育發展扮演之角色。 

3. 信用報告制度（Credit Reporting Systems）研討會 

智利提案於 2019 年 8 月舉辦信用報告制度研討會，聚焦法制架構建

立及最佳實務能力建構、信用報告制度所有權結構及技術解決方案。強調

運作良好之信用報告制度有助信貸之提供與分配，將就相關法制及監理架

構運作分享建議及最佳實務做法。智利代表舉例說明，實證研究低所得家

戶償債能力不差，運作良好之信用報告制度可提供及證明其償債能力，有

助其獲得授信。該研討會草案已向 APEC 秘書處申請經費，概念文件於本

次會議獲各經濟體認可。 

4. 各經濟體代表發言 

秘魯代表認同智利提案舉辦信用報告制度研討會，有助推廣金融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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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協助微中小型企業取得融資，秘魯願擔任該計畫之共同連署人。 

印尼代表感謝巴紐對金融知識能力建構所作努力，印尼自 2018 年參

與該能力建構計畫，盼未來繼續分享印尼推廣金融包容性及推動金融科技

經驗；提醒以便利之金融科技推廣金融包容性仍須注意保持科技中立性。

印尼對 OECD 與 INFE 之金融教育政策報告表示肯定，未來可融合該研究

成果，納入印尼目前推動之能力建構政策。 

(六) 執行宿霧行動計畫（Cebu Action Plan, CAP） 

1. 促進國際租稅合作 

(1) OECD 報告稅務用途資訊自動交換、防止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

及 BEPS 包容性架構（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工作進展 

A. 2018 年超過 100 個租稅管轄區承諾執行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

（含 13 個 APEC 經濟體），防杜納稅義務人利用金融資訊保密特

性及外國金融帳戶，隱匿海外財產或所得。OECD 指出，跨國企

業藉由各租稅管轄區稅制差異，透過租稅安排及規劃進行跨境租

稅套利；全球因該等 BEPS 行為，每年損失約 1,000 億至 2,400

億美元稅收，約占全球公司所得稅 4％至 10％。 

B. 為防杜 BEPS，各租稅管轄區應強化資訊透明度、提升租稅確定

性及加強跨境合作；例如依據 BEPS 行動計畫 13「移轉訂價文據

及國別報告」，各租稅管轄區主管機關自動交換跨國企業集團所

屬營利事業成員於各地之關鍵資訊，包括利潤、繳納稅款、員工

人數、資產價值等，俾稅捐稽徵機關評估跨國企業移轉訂價安排

及與 BEPS 相關風險，作為稅務查核基礎。 

C. 為確保各國有效且依一致標準執行 BEPS 行動計畫，OECD 建立

BEPS 包容性架構，透過跨政府合作機制進行同儕協助及檢視。

目前包容性架構成員已完成 BEPS 行動計畫 14「提升爭議解決機

制之效率」最低標準之同儕檢視，提升租稅確定性、增進解決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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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租稅爭議效率。 

D. 就 BEPS 行動計畫 1「處理數位經濟下之租稅挑戰」，OECD 將於

2020 年提出達成共識之解決方案。 

E. 本年將向 FMM 提交「APEC 經濟體打擊稅務犯罪報告」，探討

APEC 經濟體強化能力打擊稅務犯罪及其他相關犯罪方法，俾使

各經濟體自我評估稅收及貪腐問題，並參考 OECD 蒐集最佳實

務進行改善。 

(2) 智利代表報告預訂本年 9 月將與 OECD 合作於聖地牙哥舉辦為期 3

天之研討會，聚焦防止 BEPS 方案進展、稅務用途資訊交換、租稅透

明、租稅確定性及推廣良好稅務實務，研討會最終報告將提交本年

10 月 FMM。 

(3) 各經濟體代表發言 

A. 秘魯代表贊同舉辦研討會，表示將提供支援。 

B. 我國代表表示樂意參與研討會；說明我國非 BEPS 包容性架構成

員，惟仍致力執行防止 BEPS 及 CAP 相關反避稅計畫。在國內

法部分，建立跨境電子勞務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制度、導入移轉

訂價三層文據架構、訂定受理相互協議程序相關規定。在租稅協

定部分，參考「導入防止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租稅協定相關措施

多邊公約」措施及作法，發布我國更新之租稅協定政策立場。為

促進國際租稅合作與透明，近年逐步完善執行金融帳戶資訊及國

別報告自動交換法制環境、保密與資料保護及技術能力，持續與

協定夥伴國洽商相關合作。 

C. 菲律賓代表期待各經濟體就研討會相關議題分享及交流經驗。 

D. 新加坡代表表示將持續關注及貢獻國際租稅合作相關活動，協助

支援安排本研討會。 

2. 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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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代表報告其歷來支持將「加速基礎建設發展與融資」列為優先

議題，以促進永續成長。APEC 區域基礎建設資金缺口巨大，為協助解決

該缺口，2015 年 FMP 通過 CAP，將該議題列為四大支柱之一；2017 年

FMP 財長聯合宣言納入「促進 APEC 經濟體基礎建設多元融資來源及私

部門投資」，提供發展能力建構措施、多元籌資管道，促進私部門投資。 

2018 年 OECD 與巴紐提出能力建構方案「APEC 基礎建設選擇有效融

資方法」第 1 階段初步成果，蒐集及調查 12 個 APEC 經濟體基礎建設融

資有效方法，分為常用、新興及創新 3 類。常用方法如建立公私部門夥伴

關係（PPP）及計畫管道，以不同方式提高個別計畫融資可行性；新興方

法如資產回收，公部門將成熟基礎建設資產釋出，以回收資金再投資於未

開發地區基礎建設。OECD 建議，透過擬訂長期基礎建設發展策略、提供

穩定投資環境，規劃基礎建設未來優先事項、建立與改善市場機制及獎勵

措施、提供集中化資訊及協調結構、減少資訊落差、提供風險減輕措施及

風險保險等方法，將有利計畫風險評估。 

本年 OECD 將提出能力建構方案第 2 階段成果，透過蒐集各經濟體個

案資料，分析吸引私部門投資具體作法，促進基礎建設投融資發展，將持

續協助 APEC 發展基礎建設投資及融資工作。 

近期 OECD 參與 G20 相關議題討論，就基礎建設永續發展面臨挑戰，

如政府治理、社會環境條件及籌資等議題，研擬全方位計畫，持續與 WB

共同支持 APEC 在政府治理及基礎建設籌資彈性之努力，期與各經濟體繼

續合作，協助擬訂更完善之基礎建設發展政策，促進基礎建設投融資。 

3. 個人破產制度 

ABAC 前於 2018 年 6月與亞太金融論壇（Asia-Pacific Financial Forum, 

APFF）、金融業者、WB 等國際組織（機構）共同合作，於中國大陸召開

個人破產制度研討會，2018 年 FMM 提交報告草案。據報告統計，新創企

業在 5 年內約有半數面臨倒閉，為使破產企業能快速重新投入新創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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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適度放寬條件，俾新創企業重生。報告臚列數項有效之個人破產制度要

素如下： 

(1) 企業經營失敗風險，於債權人及債務人間公平分配。 

(2) 減少道德風險。 

(3) 破產管理人扮演更積極角色，獲取更多有關債務人財產資訊，以減少

法院審理破產案件負擔。 

(4) 應儘量縮短破產債務人重生期間，例如可參考美國規定最短 4 個月、

加拿大規定最短 9 個月、澳大利亞規定由 3 年縮短為 1 年等作法。 

(5) 對破產債務人負擔債務範圍應適度寬緩，如考量債務人對家庭成員扶

養費、學生貸款等。 

(6) 政府應建置相應基礎設施／管道，使債權人及破產管理人能獲得破產

債務人之財產及財務資訊。 

(7) 徵信機構須能提供破產案件及聲請破產案件有關數據。 

(8) 修正相關民事及刑事法律，處罰濫用破產制度之債務人，避免道德風

險。 

(9) 就跨國破產案件應設置跨國協調機構，俾案件順利進行。 

4. 金融市場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要素研討會 

為呼應 2019 年 APEC 永續成長主題，智利規劃舉辦為期 2 天之新興

資本市場金融永續研討會，探討金融市場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

（Social）及公司治理（Governance）事項之管理、揭露及評估，期使政

策決定者、市場參與者及相關單位深入瞭解永續金融及 ESG 議題之理論

與實務，提高對 ESG 投資影響性之理解，引導資本市場進行責任投資。

研討會將邀請相關領域業者及專家參與分享，聚焦下列 3 項重點： 

(1) 公司如何將特定 ESG 議題納入風險管理系統並確保可持續執行。 

(2) 投資人如何納入及估算 ESG 要素之價值，俾利投資分析及決策。 

(3) 說明 ESG 要素與促進永續投資及永續經濟之關聯性，及主管機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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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就宣傳 ESG 資訊扮演之角色。 

(七) 藉由數位經濟促進金融市場整合 

1. 2019 年 APEC 經濟政策報告（AEPR）－數位經濟與結構改革 

2019 年 FMP 與 APEC EC 跨論壇合作撰擬 AEPR，由智利主導、PSU

協作、OECD 審閱，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大陸、日本、墨西哥、

紐西蘭、俄羅斯、我國、泰國、美國及越南 11 個經濟體參與，目的係就

透過結構改革政策協助釋放數位經濟潛能、促進企業數位化轉型及創設強

化數位科技之法制架構等議題提供分析及建議。結構改革內容包括法令改

革、競爭政策、強化經濟與法制基礎建設、簡化公私部門治理模式等。其

綱要（Terms of Reference）草案於本次會議通過，本文（main report）分

為 3 部分： 

(1) 數位經濟之定義、優先領域及結構改革措施。 

(2) 因應數位經濟推動創新商業模式，更新競爭政策、良好法規實務、網

路及數位經濟之公部門治理等。 

(3) 探討有助數位經濟及社會包容性之結構改革。 

2. APEC 新興金融服務資料生態圈路徑圖（Roadmap for a New Financial 

Services Data Ecosystem） 

ABAC 代表說明該路徑圖臚列建置金融服務資料生態圈相關具體倡

議與行動，提供促進各經濟體法規、政策與國際認可準則一致化之工具。

旨在確定資料保護領域及區域合作範圍，推廣課責性、安全共享及運用資

訊，俾支持包容性成長及區域整合目標。 

目前常見資料保護國際準則為 OECD 隱私保護及個人資料跨境傳輸

準則（OECD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APEC 隱私架構（APEC Privacy Framework）、WB 金融

消費者保護良好實務（WBG Good Practices for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等。各國資料保護作法多元，跨境資料保護及保密程度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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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法規一致化可促進各領域及跨境資料流通相容性，惟達一致性需處

理議題包括整合各經濟體有關資料隱私權及資料安全性法規、整合跨各級

政府及監理機構之法令；調和政策目標，如推廣開放銀行（Open Banking）

業務與嚴密資料保護政策之調和，跨境電子商務規範與資料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之調和，防制洗錢打擊資恐標準與隱私權之調和等。 

ABAC 進一步說明，資料在地化將妨礙自由開放貿易及投資，增加成

本，造成法規監理競爭及企業營運無效率，爰應分析 APEC 各經濟體與

APEC 隱私架構或 APEC 跨境資料保護規範（CBPR）差異、CBPR 與一

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差異，尋求各經濟體擴大參與 CBPR 方式；審

視網路防禦法令及企業最佳實務，建構促進資訊安全之公私部門平臺，以

達 APEC 區域整合及包容性成長。 

3. 貿易與供應鏈融資數位化策略 

ABAC 報告指出，貿易融資數位化挑戰包括市場參與者之跨領域合作

（包括銀行、企業買家、賣家、貨運業者、港口、海關、物流及保險公司

等）；鑑於各經濟體對數位化文件規定不一致或未臻明確，致影響效能、

造成不確定性；銀行可能因無一致性、標準化流程，反成為數位孤島。上

述挑戰導致使用跨境貿易數位化文件之法規遵循成本大於所創造經濟利

益。 

ABAC 代表進一步說明貿易及供應鏈金融數位化策略，係將貿易金融

文件自紙本及人工方式轉換為數位及自動化程序，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及增加中小企業取得營運資本可及性。該策略包括進行法令改革，俾貿易

融資得使用數位資訊；發展商業市場實務運作共同標準；遵從以貿易為主

之防制洗錢規定；建立政策訂定者、監理者及私部門合作平臺。 

(八) 其他議題 

1. APEC 與太平洋聯盟（Pacific Alliance）合作倡議 

秘魯代表說明太平洋聯盟係 2011 年由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及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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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2組成，簡介該聯盟成立宗旨及概況。為加強 APEC 與太平洋聯盟間經

濟連結，促進經濟成長與復甦，鞏固成果並避免倡議重複，宜就雙方共同

興趣領域提案，包含資本市場發展、基金護照、公共資產災害風險保險、

基礎建設投融資、災害風險融資機制、金融科技發展、微中小型企業

（MSMEs）融資機制、PPP 計畫之充分準備、數位經濟租稅等。預訂自

2019 年至 2022 年（必要時得延長）每年年初研擬行動計畫，說明該期間

合作活動，並透過舉辦研討會、詳細研究、資訊交流及經驗分享，實現共

同關注各領域之合作。2019 年行動計畫為基金護照、災害風險融資機制

與公共資產災害風險保險。 

菲律賓代表感謝秘魯促進與太平洋聯盟之夥伴關係，認同共同利益之

領域，將全力支持工作小組及活動。 

澳大利亞代表贊同此提案，惟指出決定優先事項之程序尚無明確定義，

顧慮長期可能偏離主題。 

紐西蘭代表贊同此提案，亦認同澳大利亞代表顧慮，建議新提案能在

特定時間提出，俾順利進行。 

美國代表建議 2019 年 FMP 工作項目納入基礎建設融資議題，會後將

提出相關背景文件，俾於 2019 年 7 月 APEC 資深財金官員會議（SFOM）

討論。 

中國大陸代表認同美國建議，表示基礎建設融資係一重要議題，期

2019 年在日本舉行之 G20 會議能有相當成果。 

印尼代表表示，近年就財政金融、災害及各工作計畫進行討論，主要

重點係如何以建設性方式與各經濟體合作，俾利現代化進步。 

2. 2019 年 ABAC 與 APEC 有關之工作計畫 

(1) 向 APEC FMM 提交 2019 年 ABAC 報告建議：包含促進技術／改革

以擴大金融包容性、推展區域金融整合 2 項優先議題。 

                                                 
2
 智利、哥倫比亞及墨西哥為 OECD成員；智利、墨西哥及秘魯為 APEC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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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 年 FMP／CAP 執行及進展報告：亞太金融包容性論壇

（Asia-Pacific Financial Inclusion Forum, APFIF）、亞太基礎建設夥伴

關係（Asia-Pacific Infrastructure Partnership, APIP）及亞太金融論壇

（Asia-Pacific Financial Forum, APFF）為 APEC FMP 委託 ABAC 從

事政策倡議研究之單位。 

A. APFIF 

將聚焦數位社會、消除種族差別待遇、增進婦女、中小企業及包

容性成長。預訂於智利及日本東京（2019 年 9 月 4 日至 5 日）

舉辦能力建構活動，發布「婦女於經濟包容性之角色」及「奈米

型（nano）及微型(micro)企業於包容性成長之角色」。 

B. APIP 

將聚焦廢棄物管理／廢棄物轉化為能源之可擔保 PPP；規劃與地

方政府就廢棄物管理之 PPP 進行對話。 

C. APFF 

與各經濟體合作執行 CAP 及 FMP 倡議，將聚焦於 CAP 支柱 1

促進金融整合、支柱 3 強化財政彈性、支柱 4 加速基礎建設發展

與融資。 

3. APFF 醫療融資倡議 

ABAC 代表報告 APFF 與 APEC 生命科學創新論壇（LSIF）合作探討

創新及永續性健康融資解決方案。研究顯示，因人口老化及非傳染性疾病

增加致 GDP 損失，政府正面臨日益擴大之挑戰。 

ABAC 代表進一步說明 2018 年泰國提出「擴展私部門參與及其他融

資模式，以提升健康保健可及性」倡議進展，該倡議係協助促進創新醫療

融資機制之發展及部署，涵蓋議題包括人口挑戰與疾病負擔、醫療保健投

資之價值、APEC 區域健康支出比較、創新醫療融資機制等。藉由創新與

替代醫療融資機制，使各經濟體運用有限資源擴大醫療覆蓋範圍，相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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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包括財政措施（如使用貨物稅收挹注健康計畫）、融資措施（包含使用

健康影響債券（health impact bonds）之案例研究）、新興保險模式，亦討

論新型風險分擔安排，如預算風險、新產品及治療效果風險，以幫助政府

管理及降低風險。建議與私部門合作、擴大私人醫療保險市場、加快保險

產品審核流程等，借助私部門力量減輕政府負擔，透過雙方合作，協助各

經濟體減輕預算風險，增加醫療保健之可及性。 

ABAC 代表說明其 2019 年工作進展，業於 1 月向泰國財政部提交研

究報告及建議，預計於第 3 季或第 4 季進行後續對話；目前亦與日本經濟

產業省合作，促進更多私部門參與醫療保健系統，並就公司與中小企業之

健康及生產力管理，強化金融市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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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護照研討會 

基金護照研討會於 2019 年 3 月 6 日下午於智利聖地牙哥舉行，主辦單位為

太平洋聯盟 2019 年輪值主席秘魯，會議約 2.5 小時，主要議題為「太平洋聯盟

基金護照介紹」及「亞洲基金護照介紹」。 

(一) 太平洋聯盟基金護照介紹 

1. 背景 

太平洋聯盟 4 個國家在地緣政治上有共通利益，仿效歐盟基金護照制

度及亞洲基金護照制度，發展太平洋聯盟基金護照，使彼此監理之基金能

在其他 3 國銷售，進而擴大基金業者管理規模，未來預計核准更多包括資

產證券化類型基金，將民眾儲蓄資金導引至國家基礎建設，有助該聯盟 4

國未來經濟發展，並盼未來能與亞洲基金護照進行制度對接。 

2. 現況 

截至 2018 年底，太平洋聯盟 4 國之基金帳戶數共 260 餘萬戶，管理

基金規模（AUM）約 10 餘億美元，核准設立之基金雖設於聯盟 4 國內，

但絕大多數以美元計價。目前智利、哥倫比亞及秘魯已完成互連互通之修

法工作，惟與墨西哥之最終基金銷售法律修正尚在協商。另哥倫比亞非

APEC 成員，未來如聯盟 4 國之基金護照與亞洲基金護照對接，恐須考量

制度面如何配套修正。智利、哥倫比亞及秘魯目前完成相關修法工作如

下： 

(1) 智利 

2013 年修法，當證券主管機關彼此間簽有協議時，外國註冊登記

之有價證券得於本國銷售，且不須再經本國監理機構審核；2014

年墨西哥、秘魯及哥倫比亞 3 國簽署合作協議，3 國業者得於對

方境內發行公募基金。 

(2) 哥倫比亞 

2017 年修法，若與哥國主管機關簽有協議、使監理資訊及法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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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得以交換，外國註冊登記之基金得於哥國銷售，不須再經哥國

監理機構審核。 

(3) 秘魯 

2018 年修正境外基金認許規定，認許於智利、哥倫比亞及墨西哥

境內註冊登記之基金，均得在秘魯境內銷售；但對墨西哥之基金

暫緩適用本項規定，直至墨國開放秘魯基金得自由銷售時始發生

效力。 

3. 未來挑戰 

智利代表說明，聯盟 4 國基金銷售規範整合並非易事，公平對待境外

基金於實務上仍有障礙及挑戰，尤以下列 4 項為要： 

(1) 租稅 

須達租稅中立性，即本國基金投資人於投資本國基金及境外基金

之租稅負擔應相同，無差別待遇。 

(2) 實務操作 

實務困難主要係款券同步交割（Delivery vs. Payment，又稱 DVP）

制度，智利法規規定基金銷售須 DVP，但秘魯及墨西哥尚未能做

到。因 DVP 能使基金買賣雙方財務調度順暢，故 DVP 對外國投

資者非常重要。倘缺乏 DVP 制度安排，外國投資者須先行額外

安排財務融資，又證券商對該等額外融資須另行計費，將造成外

國投資人額外投資成本及基金交易障礙。 

(3) 法規制度 

聯盟 4 國之基金銷售規範不一致，使境外基金與境內基金有競爭

差異，例如規定須透過境內銷售管道銷售基金、僅得透過綜合帳

戶買賣、限制槓桿使用、限制基金不得用於計畫融資、不得使用

基金供擔保等。智利代表認為應優先處理法規面調和，首先須統

一基金公開說明書格式，例如仿效歐盟以精簡扼要方式向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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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基金重要資訊；其次，聯盟 4國對基金尚無一致化分類方式，

同一檔基金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分類方式，容易造成投資人誤解。 

(4) 外匯 

目前聯盟 4 國基金雖多以美元計價，惟聯盟成立目標之一係行銷

聯盟 4 國（Market The Region），預期未來將有更多以本國貨幣計

價之基金，在 4 國使用貨幣不同下，如何在 4 國內買賣基金時將

交割款快速轉換成投資人擇定幣別，尚為技術難點。 

(二) 亞洲基金護照相關制度 

ABAC 代表介紹亞洲基金護照與類似護照制度之比較分析。 

依據 PricewaterhouseCoopers 會計師事務所（PwC）估計，2017 年至 2025

年期間，亞太區資產管理業者管理客戶資產將增加 1 倍，未來公部門資金投

資基礎建設模式將持續發展，公私協力模式盛行，預期可帶來民間資產管理

業者極佳投資機會，銀行及保險公司將逐步退出資產管理業，主動式基金仍

將為市場主流，估計市占率 60％。 

ABAC 代表說明，依據統計，截至 2018 年底，亞太區資產管理業者所

管理之基金規模達4.4兆美元，其中前3名經濟體為中國大陸（1.92兆美元）、

澳大利亞（7,066 億美元）及日本（6,103 億美元），一般認屬金融中心之香

港及新加坡，資產管理業者所管理基金規模僅 1,468 億美元及 756 億美元，

占亞太區整體資產管理規模僅 3.3％及 1.7％。對資產管理業者來說，跨境提

供資產管理服務得依在地客戶需求提供足夠分散化投資組合之能力非常重

要；香港及新加坡資產管理業者尚乏此種能力，爰普遍引進歐盟可轉讓證券

集合投資計畫（UCITS）基金銷售，造成本地基金市場成為「銷售中心」，

業者無自主研發能量而有空洞化現象。 

最直接、最能增加投資組合分散化、提升資產管理業研究能量之方式，

為仿照歐盟 UCITS 基金制度。惟歐盟係一政治、經濟、金融、關稅，甚至

貨幣制度均統合之政治實體，歐盟 UCITS 基金制度為整體歐盟護照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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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種金融商品，其他經濟體現實上極難完全複製。國際間仿效 UCITS 基

金制度者如亞洲基金護照、東協國家基金護照（ASEAN CIS）及太平洋聯

盟基金護照，均有內部制度尚需整合之問題。其中以亞洲基金護照最為開放，

惟即便如此，亞洲基金護照在保管銀行規範、申報制度及基金淨值計算等規

定與 UCITS 基金仍有重大差異，東協國家基金護照及太平洋聯盟基金護照

則尚需致力調和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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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科技／微中小型企業金融會議 

APEC 數位科技／微中小型企業（MSME）金融會議於本年 3 月 8 日下

午舉行，由 ABAC 及 APFF 合辦，會議約 2.5 小時，議題包括「促進微中小

型企業更廣泛採用創新金融服務」及「創造有效之區域公私協力平臺以促進

金融創新」。 

(一) 促進微中小企業更廣泛採用創新金融服務 

ABAC 資深顧問說明，因科技進步，數位資訊使金融業者得設計更符合

消費者需求之金融商品，並運用雲端技術分享資料。一般而言，微中小型企

業授信風險較高，惟倘能取得完整風險資訊及決定風險係數之信用資料即可

解決授信相關問題。在提供風險數位資料方面，部分經濟體建置培育沙盒，

已育成此類風險資料廠商，具相當進展。實務上，因銀行保有資訊較多，且

此類合作對於銀行授信業務亦有相當助益，金融科技業者常與銀行協力開發

系統。 

在跨境授信方面，對微中小型企業提供信用保證須完善關鍵金融基礎建

設。例如智利 2017 年通過電子發票法規，廠商憑銷貨發票證明即可將債權

貼現以提前獲得營運資金，對資金不豐之微中小型企業極為關鍵；交易數位

化亦可確保政府稅收。另一關鍵要素為電子簽章，電子簽章之簡便性使貿易

跨境授信案件買賣雙方可迅速完成交易，惟因涉商業習慣，如智利之重要商

業合約仍須於公證人前簽署，尚需時調和。 

破產制度亦至關重要，破產案件常耗費數年，微中小型企業無法負擔相

關時間及勞力成本，精進破產制度得使債權人在合理範圍內獲致賠償，破產

債務人儘快更生。 

(二) 創造有效之區域公私協力平臺以促進金融創新 

ABAC 顧問引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金融科技中心資料表示，僅 5％金融

科技公司可提供跨境服務，顯示大多數金融科技業者服務範圍僅限境內，即

使中國大陸阿里巴巴亦同。為廣納人才、擴增金融包容性服務對象，解決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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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法規、監理制度不一致等問題，新加坡成立東協金融創新中心網絡

（ASEAN financial innovation network，AFIN），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東協銀

行家協會及許多金融科技業者加入網絡，有資金需求者能透過已參加 AFIN

之金融科技業者，藉由 AFIN－東協內銀行之融資鏈，快速分析貸款人信用，

覓得願意承貸銀行。金融科技業者不論在何國註冊成立，只要連接 AFIN 網

絡，即可為其客戶找到適合融資來源，預期未來 2 年將有東協相關主管機關

參與。AFIN 旗下之 APIX 平臺係供與區域外平臺對接，目前已對接阿布達

比平臺（Abu Dhabi Global Market)，北非及中東金融科技業者可連接至東協

銀行取得融資。 

ABAC 代表說明，跨境提供授信時，建立信任感至為重要，如有具公信

力平臺協助審核金融科技業者與銀行間資訊傳輸，有助信任感之建立，提升

執行成效。惟於資訊傳輸時仍須兼顧符合法規，例如跨國傳輸須遵守歐盟

GDPR。一般認為 GDPR 規範嚴謹，就違反規定情形訂有重罰，國際間將逐

漸採行及遵循。2018 年墨西哥中央銀行遭駭客入侵，資料傳輸安全性逐漸

受重視，相信未來拉丁美洲將逐步採用 GDPR 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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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心得與建議 

一、掌握全球經貿議題，積極參與 APEC 事務 

本次會議各經濟體與國際組織分享對全球與區域經濟看法及因應策略，

咸認已開發經濟體動能趨緩，發展中經濟體相對穩定成長，惟區域經濟成長

不均，且面臨美、中貿易衝突及全球金融環境趨緊等不確定因素，爰 APEC

經濟體應合作進行結構改革、能力建構。我國說明 2019 年經濟成長率預測

值；為因應全球經濟表現趨緩，致力優化創業環境、提升投資及內需，落實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以維持國內成長動能，推動智慧政府政策俾加速政府數位

轉型。 

2019 年 APEC FMP 工作計畫包括「藉由數位經濟促進金融市場整合」、

「運用數位科技縮小差距，促進金融包容性」、「推動災害風險財務管理，以

利減災及復原彈性」及「執行 CAP」，並討論其他未來可能關注領域。我國

於執行 CAP 第 2 階段，擇定「金融帳戶稅務資訊交換」、「防止 BEPS」及「PPP

術語與作業程序標準化」3 項倡議並推動相關工作。考量我國依經濟發展實

際需求及產業結構特色，陸續參採 BEPS 行動計畫結論建議事項，檢視及修

正我國稅法規定，接軌國際標準，持續與協定夥伴國洽商落實租稅透明相關

合作，有效執行我國參與宿霧行動計畫與 BEPS 相關之倡議。建議利用出席

各項 APEC 相關會議或研討會，分享我國相關租稅及金融政策，適時提供我

國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之成功案例、專業技術顧問能量及豐富經驗，

交流師法國際寶貴經驗，創造未來與 APEC 經濟體密切合作契機。 

二、分享金融科技進展，強化國際參與貢獻 

2019 年 APEC 以數位經濟、包容性及永續成長為主軸，FMP 呼應訂定

致力發展金融科技、數位經濟，強化金融包容性等目標。本次會議各經濟體

代表皆認同並強調金融科技與數位經濟於促進金融包容性之重要性；於推廣

金融科技應用之際，須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及增加金融知識普及化。 



28 

 

我國為發展金融科技，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制定公布「金融科技發展與

創新實驗條例」（又稱沙盒條例），為少數將沙盒機制明文立法之國家。本次

會議中，與會代表均同意沙盒機制係提供跨國交易所需信任之重要機制，顯

見我國金融科技發展策略與國際潮流同步。我國在推動金融科技發展及消費

者保護方面均具成效，2019 年 APEC 主辦經濟體智利邀請我國擔任金融知

識能力建構方案之共同提案人，對於提升我國參與 APEC 之能見度具相當效

益。建議嗣後於 APEC 會議場域就我國推動 APEC FMP 工作計畫有關之議

題，持續爭取提出報告或分享經驗，主動推廣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現況，與

APEC 經濟體相互交流學習。 

三、賡續基礎建設發展議題，精進能力建構 

基礎建設發展納入 2019 年 APEC FMP「推動災害風險財務管理，以利

減災及復原彈性」優先議題討論，各經濟體認同日本代表所提優質基礎建設

發展及投資重要性，支持與國際組織合作辦理相關論壇或研討會，以提升能

力建構，發展具可行性之基礎建設計畫。 

就亞太地區面臨基礎建設巨大資金缺口，APEC 與國際組織如 OECD、

ABAC 及 WB 等持續協助各經濟體規劃基礎建設融資相關政策及措施，以

提升基礎建設品質與投資量能。建議就 OECD 預訂 2019 年完成之「APEC

基礎建設選擇有效融資方法」成果報告、2018 年 CTI 修訂 APEC 優質基礎

建設發展與投資指引，以及 2018 年 FMP 與 EC 合作撰擬之「2018 年 APEC

經濟政策報告（AEPR）－結構改革與基礎建設」，研析各經濟體及國際組織

相關作法，作為精進我國促參業務參考。 

因應我國基礎建設發展需求，建議適時辦理相關研討會，邀請其他經濟

體或國際組織參與，汲取國際經驗及作法，深化與各經濟體及國際組織合作

關係，提升國際能見度。 

四、關注數位科技發展，掌握數位經濟發展趨勢 

APEC 關注數位科技於關鍵經濟領域之貢獻，包含發展網際網路及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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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經濟政策架構、促進監管方式一致性與國際合作、強化網際網路與數位

經濟包容性等，為 APEC 數位經濟未來工作奠定基礎。 

我國因應數位科技及經濟發展陸續推動相關政策如下： 

(一) 「發展跨機關一站式整合服務」及「打造多元協作環境」。 

(二) 精進所得稅報稅系統，滿意度達 96.26％，獲各界稱許。 

(三) 建立境外電商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制度，明定跨境利用網路銷售電子勞

務應於我國設籍課稅。 

(四) 配合行政院推動 2025 年行動支付使用率達 90％之政策目標，賡續推動

各行動支付工具結合雲端發票。 

(五) 推動行動支付多元繳稅服務。 

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3D 列印等數位技術成為當今全球創新及

經濟繁榮之重要催化劑，透過數位科技推動經濟發展為實現社會平衡、包容、

永續、創新及安全成長之最佳驅動力。隨數位經濟中企業及消費者活動不斷

發展，先進經濟體陸續制定相關法規，同步發展金融科技（FinTech）、法規

科技（Regtech）及監理科技（Suptech），建議我國持續關注各國最佳實務做

法（如監理沙盒、數位零售支付、機器人顧問等），瞭解各經濟體間異同及

發展程度，作為精進我國政策之參考。 



30 
 

附件 1  會議議程 

AGENDA FOR 

APEC FINANCE AND CENTRAL BANK DEPUTIES’ MEETING 
Santiago, 7-8 March 2019 

Intercontinental Hotel (Tupungato, Llaima & Parinacota Rooms) 

 

DAY 1, 7 MARCH 2019 (THURSDAY)  

09:00 – 09:30 Registration 

09:30 – 09:40 Opening remarks 

Minister of Finance of Chile, Mr. Felipe Larraín 

09:40 – 10:00 SESSION 1: APEC 2019 FINANCE MINISTERS’ PROCESS 

WORK PLAN  

Deputies will note the theme and priorities for APEC 2019 and be 

invited to indicate their support for the FMP 2019 work plan. 

Presenters:  

- Chile – APEC 2019 theme and Priorities, Mr. Vittorio  

Frazzoni (10 minutes) 

- Chile – FMP Priorities and 2019 Work Plan, Ms. Lorena 

Palomo, Senior Advisor, Ministry of Finance (10 minutes) 

10:00- 10:30 SESSION 2: Update on the APEC Vision Group Activities 

Deputies will receive an update on the work of the APEC Vision 

Group. 

Presenter: Ambassador Allan Wagner  

10:30 -11:00 Photo session and Coffee Break  

11:00 -12:20 SESSION 3: GLOB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OUTLOOK  

Deputies will discuss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outlook, including key issues and risks for APEC 

economies and appropriate policy responses.  

Presenters:  

- Ms. Elena Ianchovichina, Deputy Chief Economist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orld Bank Group (15 

minutes) 

- Mr. Joseph Ernest Zveglich Jr. Deputy Chief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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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Development Bank (15 Minutes) 

- Mr. Denis Hew, Director,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15 

minutes) 

- Mr. Luca Antonio Ricci, Advisor, Western Hemisphere 

Department, IMF (15 minutes) 

- Q&A 

12:30-14:00 Lunch 

14:00 -15:15 SESSION 4: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DISASTER 

RISKS: MITIGATION AND RESILIENCE (Pillar 3) 

Deputies will receive and update and preparations for DRFI High 

Level Policy Seminar, to be held back-to-back with FMM, as well 

as an update on the work of the Regional Disaster Risk Financing 

and Insurance (DRFI) Working Group.  

Deputies will also be informed of the outcomes of the DRFI Study 

Course. Additionally, Deputies will be briefed about 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against natural disaster and experience sharing.  

Presenters: 

- DRFI Working Group (Japan) – DRFI Work Plan. (15 

minutes) 

- World Bank Group– Update on 2019 DRFI Activities (15 

minutes) 

- OECD – Update on ongoing work, including an outline of 

a Report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financing. Mr. Masamichi 

Kono,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15 minutes) 

- Chile - Preparation for FMP Disaster Risk Finance and 

Insurance High Level Policy Seminar, October 2019. MS. 

Lorena Palomo, Senior Adviser, Ministry of Finance (5 

minutes) 

- Philippines – Presentation of the outcomes of the FMP 

Disaster Risk Finance and Insurance Study Course: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Disaster Risk in the Philippines. 

(15 minutes) 

- Japan – Presentation on 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10 minutes) 

- Q&A 

15:15 – 15:45 Coffee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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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 -16:25 SESSION 5: FINANCIAL INCLUSION: CLOSING THE GAP 

THROUGH DIGITIZATION (Pillar 2) 

Deputies will receive an update on preparations for the Financial 

Inclusion Policy Seminar, to be held back-to-back with the SFOM, 

as well as an update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Package refined 

scope and its Terms of Reference to be endorsed by the economies. 

Presenters: 

- OECD – Update on 2019 Financial Inclusion activities 

with a focus on financial education. (15 minutes) 

- PNG – Update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Package refined 

scope and Terms of Reference presentation for the 

economies endorsement (15 minutes) 

- Chile – Preparations for a Workshop on Credit Reporting 

Systems. Mr. Manuel Galilea, Economic Advisor, Finance 

Ministry of Chile (10 minutes) 

16:30-17:20 SESSION 6: IMPLEMENTING THE CEBU ACTION PLAN 

A)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Presenters: 

- OECD – Update on progress made on tax transparency; 

BEPS inclusive framework in addressing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zation and update on plans for 

completing the Tax and Crime report in 2019. (10 minutes) 

Chile – Presentation for a workshop on Advances in BEPS,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Tax Certainty and 

promoting Good Practices, Mr. Tomás Kovacevic, Tax 

Advisor, Finance Ministry of Chile (10 minutes) 

B) INFRASTRUCTURE 

- OECD – Update on plans for completing the second 

APEC/OECD package in 2019. (20 minutes) 

17:20 End of Day 1 

18:00 Departure to Santa Rita Vineyard  

Transport will be provided by host economy. 4 buses will wait 

outside the Intercontinental Hotel, these can be recognized with the 

APEC logo. Another 2 buses will wait in Double Tree Hotel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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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time. 

19:00-21:00 Reception at Santa Rita Vineyard 

Dress code: Business casual and confortable shoes 

 

DAY 2, 8 MARCH 2018 (FRIDAY)  

09:30 – 10:20  SESSION 7: BOOSTING INTEGRATION ON FINANCIAL 

MARKETS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Pillar 1) 

Presenters: 

- Chile – Presentation of the AEPR 2019 Terms of 

Reference for the submission and endorsement of the 

economies, Ms. Lorena Palomo, Senior adviser, Finance 

Ministry of Chile (5 minutes) 

- ABAC- “An APEC Roadmap for a New Financial 

Services Data Ecosystem”, Mr. Julius Caesar Parreñas, 

Lead Staffer, ABAC Finance and Economics Working 

Group, and Mr. Robert Trojan, Senior Advisor, The 

Kozolchyk National Law Center (20 minutes) 

- ABAC - A Strategy for the Digitalization of Trade and 

Supply Chain Finance. Mr. Julius Caesar Parreñas, Lead 

Staffer, ABAC Finance and Economics Working Group 

(20 minutes) 

10:30-11:00 SESSION 8: IMPLEMENTING CEBU ACTION PLAN 

- ABAC – Presentation on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an 

Effective Personal Insolvency Regime. Mr. Julius Caesar 

Parreñas, Lead Staffer, ABAC Finance and Economics 

Working Group (10 minutes) 

- Chile – Presentation Seminar on ESG Factors in Financial 

Markets. Ms Alejandra Valladares, Head of the Division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 Financial Market Commission 

(10 minutes) 

- Q&A 

11:00-11:30 Coffee Break 

11:30 -12:20 SESSION 9: OTHER BUSINESS  

Deputies will also be invited to provide guidance on potential 

initiatives for EC-SFOM collaboration  and discuss A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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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s for 2019 

Peru –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 between APEC and Pacific 

Alliance Mr. Franklin Thompson, Specialist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inistry of Economy and Finance of Peru. (15 

minutes). 

 

ABAC – ABAC 2019 Finance Work Plan.  (15 minutes) 

 

ABAC – Update on the Healthcare Financing Initiative under the 

Asia-Pacific Financial Forum. Mr. Michael Schmidtz, Director at 

C&M International. (15 minutes) 

12:25-12:30 Concluding Remarks 

12:30 – 14:30 SOM-FMP Working Lunch for Government’s Head of 

Delegations 

Venue: Restaurant Terranee, Hotel Intercontinental 

13:00-14:30 Delegation members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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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APEC 2019 FMP 工作計畫 

PRIORITY 1: BOOSTING INTEGRATION ON FINANCIAL MARKETS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Rationale/link to FMP 

Agenda 
Activities 

2019 Work Program 
Potential 

deliverables/ 

outcomes for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FCBDM 7-8 

March 
Intersessional 

SFOM 25-26 

July 
Intersessional 

SFOM 13 

October 

FMM 14-15 

October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new 

innovations in financial 

services have a key role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owever, it also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for central banks and 

financial regulators. One 

of the main challenges is 

to build the appropriate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allows a balance between 

innovation and safety. 

Some areas where we can 

advance are: 

- RegTech for new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and 

Activity 1: 
Collaborate with the 

APEC Economic 

Committee (EC) to 

produce 2019 APEC 

Economic Policy 

Report on ‘Structural 

Reform and Digital 

Economy’. 

A Core Team of 

APEC economies, 

led by Chile, will 

drive this project. 

Core Team: 

Australia, Canada, 

China, Mexico, 

Japan New Zealand, 

Russia, Chinese 

Taipei, Thai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The OECD 

will serve as a 

reviewer. 

Endorse AEPR’s 

Terms of 

Reference 

 Note update on 

progress. 
2019 AEPR 

finalised for FMM 

and AMM. 

EC-SFOM 

Endorsement of 

AEPR.  

Submission of 

AEPR to 

FMM/Report 

to Finance 

Ministers. 

Welcome 2019 

AEPR; note key 

findings; welcome 

SFOM-EC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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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1: BOOSTING INTEGRATION ON FINANCIAL MARKETS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Rationale/link to FMP 

Agenda 
Activities 

2019 Work Program 
Potential 

deliverables/ 

outcomes for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FCBDM 7-8 

March 
Intersessional 

SFOM 25-26 

July 
Intersessional 

SFOM 13 

October 

FMM 14-15 

October 

robustness of the 

payment system 

- Ensuring data 

protection and 

regulating the 

rules for 

accessing 

properly 

In additi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FMP and EC 

to develop ‘2019 

APEC Economic 

Policy Report on 

‘Structural Reform 

and Digital Economy’ 

Activity 2: 
Workshop “Fintech 

and RegTech 

development through 

APEC economies” 

One of the objectives 

is how to develop 

appropriate 

regulatory responses 

to FinTech 

innovations 

FCBDM will be 

invited to share 

experiences on 

regulatory 

reforms that 

support Fintech 

innovations. 

 Hold Workshop 

(back-to-back 

with SFOM). 

SFOM note 

outcomes of 

workshop. 

 

 Report to 

Finance 

Ministers. 

Welcome delivery 

of policy seminar; 

Finance Ministers 

will b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respective 

economy’s 

experience with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Fintech and 

Reg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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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AREA 2: FINANCIAL INCLUSION: CLOSING THE GAP THROUGH DIGITALIZATION 

Rationale/link to 

FMP Agenda 
Activities 

2019 Work Program 
Potential 

deliverables/ 

outcomes for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FCBDM 7-8 

March 
Intersessional 

SFOM 25-26 

July 
Intersessional 

SFOM 13 

October 

FMM 14-15 

October 

To advance financial 

inclusion, in 2019 the 

FMP will focus on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financial literacy,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t will also 

prioritis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sharing of cases 

studies, good practices, 

and where appropriate 

identify key policy 

considerations 

Chile will continue the 

efforts developed by 

FMP during 2018. 

Background: 

Financial inclusion 

falls under Pillar 1 of 

the CAP, action 1B 

“Expand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Activity 1: Technical 

Workshop on Credit 

Reporting Systems 

Chile circulates 

Concept Note 

for comments 

previous to 

FCBDM. 

Chile presents 

the Workshop 

proposal and 

concept note for 

the economies 

endorsement. 

Project Proposal. Note update on 

preparations for 

the Workshop 

 

 

Workshop takes 

place. 

 

Chile will prepare 

a report with the 

outcomes of the 

Workshop and 

seeks its 

endorsement. 

Economies 

endorse the 

report. 

Ministers 

discuss/agree. 

Welcome delivery 

of the Workshop; 

note report/key 

outcomes. 

Activity 2: Develop a 

Financial Inclusion 

Capacity Building 

Package (e.g. case 

studies; good practices)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financial innovation 

 financial educa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Endorse Terms 

of Reference 

FCBDM will be 

invited to share 

experiences on 

policies that 

drive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of 

package, drawing 

on assistance 

from interested 

economies, the 

OECD and other 

IOs  

Note update on 

progress. 
Circulate final FI 

CB Report to 

FMP. 

Present and 

seek approval 

of FI CB Final 

Report. 

Welcome 

development of 

package; Finance 

Ministers will b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respective 

economy’s 

experience on 

policies that drive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literacy; 

encourage APEC 

economies to draw 

on this resourc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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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AREA 2: FINANCIAL INCLUSION: CLOSING THE GAP THROUGH DIGITALIZATION 

Rationale/link to 

FMP Agenda 

Activities 2019 Work Program Potential 

deliverables/ 

outcomes for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Literacy”. 

 In October 2016, 

Finance Ministers 

called for the 

OECD/INFE to 

develop a report on 

financial literacy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Promot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micro-insurance are 

ABAC priorities. 

 In November 2017, 

APEC Leaders 

endorsed the APEC 

Action Agenda on 

Advancing 

Economic, Financial 

and Social Inclusion. 

appropriate. 

Activity 3:  

OECD/INFE Report on 

Financial Education in 

APEC Economies. 

Update on 2019 

Financial 

Inclusion 

activities 

  1) Finalise Report 
2) Presentation on 

OECD/INFE 

Report. 

Report to 

Finance 

Ministers. 

Welcome 

OECD/INFE 

Report. 

Activity 4: Digital 

Technology/MSME 

Finance Conference 

prepared by ABAC 

 

Seminar held 

back-to-back 

with FCBDM 

Chile prepares 

Seminar Report 

for Finance 

Ministe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ABAC 

Chile/ABAC 

presents 

Seminar Report 

and outcomes 

for discussion 

and 

endorsement 

 Report to 

Finance 

Minister 

Welcome delivery 

of Policy Seminar; 

note report/key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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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AREA 3: FINANCIAL MANGEMENT OF DISASTER RISKS: MITIGATION AND RESILIENCE 

Rationale/link to FMP 

Agenda 
Activities 

2019 Work Program 
Potential 

deliverables/ 

outcomes for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FCBDM 7-8 

March 
Intersessional 

SFOM 

25-26 July  
Intersessional 

SFOM 13 

October 

FMM 14-15 

October 

The work of the APEC 

Working Group on Disaster 

Risk Financing and 

Insurance (DRFI) has been 

an important element on the 

FMP agenda for several 

years, recognising its 

importance to the effective 

mitigation and transfer of 

natural disaster risk. 

The DRFI was created in 

2016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World Bank Group. The 

activities developed under 

the DRFI are consistent with 

Pillar 3 of the CAP and is an 

ABAC priority.  

Besides infrastructure is 

crucial to lifting productivity 

and strengthening inclusive 

growth. The APEC region 

currently faces a 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deficit and 

APEC economies are 

Activity 1: High –

Level Policy 

Seminar for sharing 

experiences on new 

instruments to 

address Disaster 

Risk Financing. 

Chile prepares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introduce the 

Seminar outline 

and objectives. 

Note update on 

preparations for 

the seminar (to be 

held back-to-back 

with October 

SFOM). 

  Seminar held 

back-to-back 

with SFOM. 

 

Welcome delivery of 

policy seminar; note 

report/key outcomes. 

Activity 2: Chile 

will support 

Working Group 

co-chairs 

(Philippines, Japan) 

in implementing 

DRFI work plan. 

DRFI Working 

Group meeting 

held in the 

margins of 

FCBDM. 

 

 Note update 

on progress 

of DRFI 

work plan. 

Co-chairs prepare 

DRFI report for 

Finance 

Ministers. 

Report to 

Finance 

Ministers. 

Welcome work 

undertaken under the 

DRFI Work Plan; note 

work proposed for 

2020.  

Activity 3: FMP 

DRFI Study 

Course: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Disaster Risk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s will 

present the 

outcomes of the 

Study Course 

that took place in 

the margins of 

the FCBDM, and 

prepare a short 

paper for 

discussion. 

Economies 

provide inputs, 

Philippines 

finishes the 

drafting and seeks 

economies 

endorsement. 

  Report to 

Finance 

Ministers. 

Welcome the 

outcomes of the Study 

Course and the 

conclusions arriv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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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AREA 3: FINANCIAL MANGEMENT OF DISASTER RISKS: MITIGATION AND RESILIENCE 

Rationale/link to FMP 

Agenda 

Activities 2019 Work Program Potential 

deliverables/ 

outcomes for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encouraged to take steps to 

accelerat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financing. 

To support these efforts, 

during 2019 the FMP will 

explore the use of practical 

tools to help economies 

adopt policies and other 

measures to support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financing and delivery,  

 

Activity 4: Chile 

will support the 

discussion on 

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against 

natural disaster and 

experience sharing. 

Japan will share 

key takeaways 

from the G20 

FCBDM, 

particularly on 

QII. 

 Note update 

on progress. 

Working group 

will prepare a 

report for Finance 

Ministers. 

Report to 

Finance 

Ministers. 

Welcome delivery 

report/key outcomes. 

Activity 5: 

Technical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Standards in 

Financial Markets 

 Chile presents the 

Workshop 

proposal and 

concept note for 

the economies 

endorsement. 

  Workshop takes 

place. 

Chile prepares a 

report with the 

outcomes of the 

Workshop to be 

presented to the 

Ministers. 

Welcome/endorse 

outcomes from the 

Workshop. 

 Activity 6: 

WB/OECD Study 

on operational 

framework of 

disaster risk 

finance for 

infrastructure  

WB present 

outline/concept. 

   Deliver 

discussion note 

to Finance 

Ministers 

Welcome findings of 

the discussion note, 

and encourage 

further study 

Activity 7: 
OECD/ADB 

OECD/ADB report 

OECD/ADB 

present 

 Provision of 

update on 

 Presentation of 

a first draft 

OECD/ADB 

Welc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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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AREA 3: FINANCIAL MANGEMENT OF DISASTER RISKS: MITIGATION AND RESILIENCE 

Rationale/link to FMP 

Agenda 

Activities 2019 Work Program Potential 

deliverables/ 

outcomes for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financing. 

outline/concept. progress. report, pending 

further 

discussion with 

APEC 

economies. 

OECD/ADB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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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THE CEBU ACTION PLAN 

Rationale/link to FMP 

Agenda 
Activity 

2019 Work Program 
Potential 

deliverables/ 

outcomes for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FCBDM 7-8 

March 
Intersessional 

SFOM 

25-26 July 
Intersessional 

SFOM 13 

October 

FMM 14-15 

October 

A)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The Cebu Action Plan 

(CAP) provides a 

non-binding, 10-year 

roadmap for the FMP to 

build a more financially 

integrated, transparent, 

resilient and connected 

APEC community. 

Chile will keep supporting 

the efforts made on 

advanc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PS Package and 

enhancing Tax Certainty, 

Transparency and 

Cooperation among APEC 

economies. 

Chile’s focus for 2019 

represents a continuation 

and extension of FMP’s 

2017 and 2018 BEPS 

agenda and this topic falls 

under Pillar 2 of the CAP. 

Activity 1: 
Technical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on advances in 

BEPS 

implementation,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Tax 

Certainty and 

Promoting good 

Tax Practices. 

The workshop will 

focus on the 

advances on BEPS 

Actions, 

transparency and 

promoting good tax 

practices, such as 

tax certainty and 

other matters 

related to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the economy, for 

enhancing fairness 

Chile to present 

the Workshop 

proposal and 

concept note on 

preparations for 

technical 

workshop. 

APEC 

economies to 

discuss and 

endorse.  

Preparation of 

workshop (Chile 

project lead, 

assisted by the 

OECD). 

Note update 

on 

preparations 

for the 

Workshop 

Workshop takes 

place. 

 

Chile and OECD 

prepare a report 

with the 

outcomes of the 

Workshop to be 

presented to the 

Ministers. 

Endorse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work. 

 

Welcome/endorse 

outcomes from the 

Workshop. 

Commitment to 

continue BEPS work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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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THE CEBU ACTION PLAN 

Rationale/link to FMP 

Agenda 

Activity 2019 Work Program Potential 

deliverables/ 

outcomes for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to the tax system. 

Economies will 

continue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ly 

agreed standards 

for tackling BEPS, 

ensuring tax 

transparency and 

other good tax 

practices. 

 

Agreeing a 

consensus-based, long-term 

solution to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acing the 

128 member BEPS 

Inclusive Framework. The 

OECD provided regular 

updates in the FMP during 

2018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s the work 

progresses in the Inclusive 

Framework.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APEC 

Economies will be the 

update that the OECD 

Secretary-General will 

Activity 2: 

Continue FMP 

discussions on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on this 

agenda, including 

the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which 

consists of 128 

jurisdictions. 

OECD update 

on the work of 

the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and 

Taskforce for 

Digital 

Economy 

(TFDE) in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Share OECD 

Secretary-General 

Report to G20 

Finance Ministers 

with APEC 

Economies 

Discuss 

progress on 

this issue; 

share 

economy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Report on FMP 

discussions 

during 2018. 

Agree that FMP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discussions at the 

TFDE and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on a 

consesnsus-based 

solution. 

Note importance of 

issue and agree that 

the FMP continue its 

support for the 

ongoing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among the 

more than 120 

jurisdictions at the 

Inclusive Framework 

and TFDE which 

focus on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 

beyon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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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THE CEBU ACTION PLAN 

Rationale/link to FMP 

Agenda 

Activity 2019 Work Program Potential 

deliverables/ 

outcomes for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provide to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in June.  

Pillar 2, item 2e of the 

Cebu Actiop Plan calls on 

the OECD to prepare a 

report on exploring ways to 

strengthen capacity in 

tackling tax crimes and 

other related crimes in 

APEC economies. 

Activity 3: OECD 

to deliver a report 

exploring ways to 

strengthen capacity 

in tackling tax 

crimes and other 

related crimes in 

APEC economies. 

OECD to 

update on plans 

for completing 

the report in 

2019 for 

delivery to the 

FMM 

Preparation of the 

report. 

Note update 

on 

preparations 

for the 

Workshop 

OECD to finalise 

report 

OECD delivers 

report to FMM 

Acknowledge OECD 

Report on tackling tax 

crimes and other 

related crimes. 

B) INFRASTRUCTURE 

In 2017 Finance Ministers 

called for further work 

relevant to “Diversifying 

Financing Sources and 

Fostering 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APEC 

Economies”…. and “asked 

the OECD,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MDBs, to report on these 

good practices by our next 

2018 and 2019 meetings” 

(Annex A of the Hoi An 

JMS endorsed in October 

2017). 

Activity 4: 2019 

APEC/OECD 

package on 

selected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in 

APEC Economies 

(phase II).   

OECD to 

update on plans 

for completing 

the second 

APEC/OECD 

package in 2019 

for delivery to 

the FMM 

Preparation of the 

2019 

APEC/OECD 

package. 

Note update 

on 

preparations  

Finalisation of 

the 2019 

APEC/OECD 

package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MDBs 

2019 

APEC/OECD 

package  

delivered to 

FMM 

Welcome 2019 

APEC/OECD 

pack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