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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太經濟與金融會議(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 Finance)為學

術、政府和民間單位的經濟、金融專家的學術交流會議，每年舉辦 1 次；今年於

2019 年 7 月 25 日至 26 日在新加坡國敦河畔大酒店舉行，會中除開場演講美中

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之外，發表總共 39 篇最新的學術研究報告。與本

會經濟相關業務之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 參與研討會議有助瞭解當前最新研究議題並學習相關研究知識 

本次會議邀集各國學者發表經濟、金融和企業管理領域最新的研究成

果，交流研究心得。今年發表學術研究主題多元，包含服務出口多元化、

環境商品出口研究、外人直接投資等相關研究議題，有助瞭解當前各國政

策方向與最新研究趨勢，汲取研究新知，因而受益良多。 

二、 建議積極推動會展經濟產業，深耕台灣城市會展競爭優勢 

隨著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服務業已為我國經濟成長的核心產業，

由於會展產業（包含會議產業與展覽活動產業），為企業資訊交流的平台，

亦為展示產品及服務的重要國際行銷工具，具多元整合、高附加價值及高

創新效益的特性，除可帶動國內觀光產業、餐飲及住宿業等衍生經濟效益，

並能提升國家形象與國際能見度，在歐美國家已為相當成熟的產業。依據

國際會議協會(ICCA)2018 年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度報告，我國於全球國際

會議場次排名第 23 名，亞洲國家排名第 6 名，顯示我國會展產業發展受國

際肯定，惟我國會展產業發展仍處於成長階段，還有大幅成長空間。因此，

建議積極推動會展經濟產業，深耕台灣城市會展競爭優勢。 

三、 留意貿易戰不確定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目前全球大多數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中國大陸經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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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緩跡象，貿易戰的不確定持續對企業信心產生了干擾，全球企業信心正

徘徊在金融危機十年後的最低點，抑制投資成長。如果貿易紛爭持續，不

僅不利美中兩大經濟體，亦對全球貿易與經濟成長有負面影響。由於台灣

經貿與美中兩大經濟體高度連結，建議仍需密切關注其後續進展，並協助

台商加速全球多元布局，以降低對單一市場之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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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亞太經濟與金融會議(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 Finance APEF 

2019)為東亞研究中心(East Asia Research)、馬來西亞沙撈越大學 (University 

Malaysia Sarawak)、英國拉夫堡大學(Loughborough University)共同合辦，為學術、

政府和民間單位的經濟、金融專家的學術交流會議，發表經濟，金融和企業管理

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以進一步探討共同合作研究。 

設立於新加坡的東亞研究中心(EAR)主辦單位，長期關注亞太地區發展的議

題，歷年積極邀請各界學者共同交流討論經濟與金融發展等相關學術研究議題，

並邀請專家演講當前重要經濟發展議題，如 2016 年主題是當前的石油危機與中

國大陸經濟走緩是否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程度超過 2008 年、2017 年演講主題為亞

太地區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影響、2018 年則是探討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對全球

經濟發展的影響。 

今年邀請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亞太地區首席經濟學家 Steven G. 

Cochrane 博士於會議開場演講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由於今年美中

貿易談判持續陷入僵局，局勢尚未明朗，全球供應鏈為因應美中貿易不確定性，

積極調整供應鏈布局，在陸台商亦積極將產能移轉回台灣或東南亞，透過專題演

講有助瞭解各界對美中貿易爭端的看法。 

貳、 過程 

今年亞太經濟與金融會議(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 Finance 

APEF 2019)於 2019 年 7 月 25 日至 26 日在新加坡國敦河畔大酒店舉行，會中除

開場演講美中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影響之外，分為 5 個場次，發表總共 39

篇最新的學術研究報告，學術論文主題廣泛與多元，有助瞭解目前最受矚目的研

究領域，或當前經濟研究探討方向等，包括：在貿易戰不確定性下之經濟前景、

利用馬可夫轉換方法評估亞洲匯率政策、財務風險分析、探討服務輸出多元化（以

澳門賭博業為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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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情形 

本次會議於 7 月 25 日上午 9 時進行至下午 5 時，次日於 9 時進行至下午 3

時 45 分結束，分為 5 個場次，每個場次同時有 2 個會議室進行學術論文發表，

共有 39 篇學術研究。謹將參與學術論文發表的研究重點分述如下：  

一、 在貿易戰不確定性下之經濟前景(The Economic Outlook Amidst Trade War 

Uncertainty)，由 Moody's Analytics 的亞太地區首席經濟學家 Steven G. 

Cochrane, Ph.D.報告。 

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已經放緩到 2.5%至 3.0%的區間，低於先前預期

的主因是貿易戰、英國脫歐等不確定性，全球大多數的國家如美國、英國、

德國、法國、中國大陸經濟走緩(slowdown)。全球央行準備採行寛鬆貨幣

政策。貿易戰風險令人不安，因為更深的貿易戰可能將導致世界許多地區

陷入衰退。雖然到目前為止，東南亞一直具有相當強的韌性，但經濟前景

也取決於貿易戰的結果。 

 

 

 

 

 

 

 

圖 1 景氣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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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緊張局勢的升級對企業信心產生了顯著影響，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對企業信心的調查顯示，無論是現況或對未來預期，全球企業

信心正徘徊在金融危機十年後的最低點(詳圖 2)。 

 

 

 

 

圖 2 企業信心調查 

今年 5 月亞洲主要國家出口較去年同期多數是衰退的，如印尼、南韓、

泰國、台灣等，但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則較去年成長(詳圖 3)。 

 

 

 

 

 

圖 3 亞洲國家出口年增率 

展望未來，預期今年主要地區的經濟成長走緩(詳圖 4)，且未來經濟前

景存有警訊，包括美國殖利率曲線反轉向下，貿易爭端加大對美國實質 GDP

產生不利的影響(詳圖 5 及圖 6)；英國脫歐風險仍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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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Moody's Analytics 全球及主要地區經濟成長預測 

 

 

 

 

 

圖 5 美國殖利率曲線 

 

 

 

 

 

圖 6  Moody's Analytics 模擬貿易戰對美國 GDP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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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 OECD 編製的服務業貿易限制指數(OECD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STRI)1，2018 年印度、中國大陸、印尼、俄羅斯等國家

的 22 類服務業超過半數存在貿易限制，下一波的貿易干擾可能發生在服務

貿易方面。 

 

 

 

 

 

圖 7  Moody's Analytics 服務業貿易存在限制的行業數 

二、 學齡前教育的可獲得性和女性勞動參與率：來自印尼實證研究(Preschool 

Availability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由世界銀行 Daniel Halim 報告。 

由於學前教育受到政策的重視，印尼政府在 2003 年把學前教育納入國

民教育體系的一部分，當時有 25%的幼童有進入托兒所(低於世界平均

32.1%、OECD 平均 73.3%)，印尼政府在 2004 年至 2009 年之間推出了一項

中期計畫以增加入學人數，到 2016 年，學齡前總入學率達到 60.3%。研究

使用 1993 至 2014 年印尼家庭生活調查、鄉村人口普查資料。 

研究發現，公立托兒所數量明顯影響公立托兒所孩子的母親就業人數，

公立托兒所每增加千名兒童，就可以使符合條件的孩子的母親的就業機會

增加約 7 至 8 個百分點，但私立托兒所的數量較不影響母親的就業。 

                                                 
1
 OECD 針對 36 個會員國及巴西、中國大陸、哥斯大黎加、印度、印尼、馬來西亞、俄羅斯、

南非等國家的 22 類服務業，進行評分加權後，編製服務業的貿易限制指數，指數值愈高代表限

制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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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托兒所數量對母親就業的影響 

 

 

 

 

 

 

 

 

 

三、 國家開發銀行與投資、總生產要素力、經濟成長的關係：自 1950 年代到

2017 年巴西、韓國、烏拉圭和德國的資料(Development banking nexus with 

investment, TFP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xperiences of Brazil, Korea, 

Uruguay and Germany since the 1950s until 2017)，由日本神戶大學 Reynaldo 

Senra 報告。 

參與 2017 年世界銀行調查的國家開發銀行(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NDB)中有 25%的機構是 2000 年代以來創建的。大多數實證研究分

析這些機構提供長期項目資金時所產生的影響，但缺乏可靠的證據支持這

些機構對經濟的貢獻；為此，本文使用共整合檢定及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探討開發銀行對一國的資本累積、

總要素生產力和經濟成長等長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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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表 2 可看出德國、韓國和烏拉圭存在 NDB 與經濟成長的長

期因果關係。由表 3 可看出德國、韓國 NDB 有助於資本累積、總要素生產

力成長，存在間接因果關係。但對烏拉圭而言，NDB 不利於經濟成長。因

此，NDB 的貢獻只有在經濟體制發展較高的國家才能有助經濟成長。 

表 2 共整合估計結果 

 

 

 

 

表 3 共整合 VECM 模型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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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中貿易失衡與世界貿易成長放緩(The China-US Trade Imbalance and 

World Trade Slowdown)，由澳洲格里菲斯大學 Anthony J Makin 報告。 

為了解決自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表現遇到的難題，

全球貿易成長的放緩速度已超過全球經濟成長的放緩的速度。在全球金融

危機之前，全球貿易成長超過了全球經濟成長，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情況恰恰相反。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政府增加的限制性貿易措施也有

助於解釋世界貿易放緩的原因。例如，自 2008 年以來，G20 國家已經採取

了 1,000 多種限制性貿易措施，並且這種措施還在繼續增加，根據世界貿

易組織（WTO）的資料，目前每月增加 17 種。另外，美中貿易紛爭為阻

礙世界貿易成長的因素之一。 

近十年以來，美中貿易失衡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主導了兩大經濟國

之間的雙邊經濟關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人民幣兌美元匯

率呈升值走勢，人民幣的實質有效匯率亦升值。本研究使用產出、支出和

實質匯率的兩國模型(Output, Expenditure and Real Exchange Rate: A Two 

Country Framework)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欲減少美中貿易間的不平衡，以

中國大陸採行外人投資自由化或提高中國消費等政策較有效，均將使美中

貿易差額降低，且可提升美中兩國的總體福利；但若採行以美國提高其進

口關稅的對策，則不僅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不見得會改善，卻會使

得美中兩國的經濟福利均惡化。 

五、 依馬可夫轉換模型觀察亞洲匯率政策為釘住或浮動匯率制度(Pegging or 

Floating Against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A Markov-switching Perspective of 

Asian Exchange Rate Practices)，由法國巴黎商學院 Benjamin Keddad 報告。 

國家貨幣當局明定的匯率制度與實際實行的往往不同，如何辨認一國

實際實行的匯率制度為學界探討關注的議題，早期國際間許多文獻研究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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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各國的匯率制度時，均假設各國釘住一籃子貨幣的權重為一個線性關係，

但本文認為亞洲各國貨幣當局會根據國內外環境不斷調整匯率政策，例如

當美元或人民幣貶值(或升值)時，貨幣當局可能採取釘住（浮動）匯率，以

避免本國貨幣升值，各國釘住一籃子貨幣的權重可能為非線性。 

因此，本文利用 Frankel and Wei 1994（MS-FW）兩狀態馬可夫轉換模

型，評估亞洲各國家的匯率政策及維持期間長度。並利用「權重推估法」

(Weight-inference Approach)推估一國貨幣所參考的通貨籃內各組成貨幣(例

如美元(USD)，人民幣(RMB)，歐元(EUR)，日元(JPY)和亞洲貨幣單位)的

隱含權重，即將一國貨幣的價值變動率對各組成貨幣的價值變動率進行迴

歸，估計係數即為各組成貨幣的權重，以利於檢測亞洲各國匯率制度相對

於主要錨定的組成貨幣為浮動或釘住(詳表 4)。 

本文蒐集 2005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間的韓國/韓元(KRW)，馬來西

亞/林吉特(MYR)，新加坡/星元(SGD)，印尼/印尼盾(IDR)，菲律賓/比索(PHP)，

泰國/泰銖(THB)和台灣/新台幣(TWD)等亞洲國家匯率月頻率資料。進行實

証： 

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亞洲國家傾向於不斷調整其一籃子貨幣的權重，

即當亞洲國家放鬆釘住對美元的匯率時，往往會增加人民幣的權重。但是，

多數亞洲國家釘住美元匯率的期間仍較長，如台灣新台幣釘住美元期間平

均高達 22.5 個月(詳表 5)，相對釘住人民幣期間較短(詳表 6)，顯然美元仍

為領導貨幣，但在亞洲區域內，人民幣仍扮演著重要角色，主因亞洲各國

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相當高，成為亞洲各國貨幣與人民幣掛鉤的關鍵

因素，如台灣新台幣釘住人民幣期間平均 8.41 個月，高於浮動期間。 

表 4 權重推估法迴歸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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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美元的估計結果 

 

 

 

 

 

 

 

 

 

 

 

 

 

 

 

 

 

註：ED1 為對美元採取浮動制度期間，ED2 為採取釘住匯率制度期間。 

 

表 6 人民幣的估計結果 

 

註：ED1 為對人民幣採取浮動制度期間，ED2 對採取釘住匯率制度期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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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探討服務輸出多元化—以澳門賭博及會議展場產業為例(The Road to 

Servic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 Gambling and Convention in Macao)，由澳

門聖若瑟大學商法學院 Weng Chi Lei 報告。 

澳門國土雖然狹小，但仰賴旅遊業服務輸出，2018 年全球人均 GDP(以

PPP 計算)排名高達第二，為全球賭博服務的主要輸出國之一。自 2006 年以

來，已超過拉斯維加斯成為全球最高的賭博服務產業，2017 年賭博產業佔

所有經濟活動高達 49.1%。顯見賭博產業的規模經濟為澳門出口動能來源。 

但近年澳門政府借鏡拉斯維加斯的賭博產業發展經驗，並沒有進一步

透過專業化賭博服務來擴展產業的規模經濟，反而是致力朝會議展場產業發

展與轉型，主因為單一賭博產業的經營發展，容易受外在環境衝擊，如 2008

年金融海嘯期間，拉斯維加斯賭博消費比重由 75%下降至 25%，致賭博營

收年年虧損。因此，拉斯維加斯逐漸轉向多元化轉型，轉向會展、美食、娛

樂、購物為一體的多元度假模式，促進產業結構多元化，成為世界會展娛樂

之都。 

澳門政府於 2010 年設立「會展業發展委員會」，規劃會展產業的發展

策略及措施，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持續強化區域商貿服務功能，擴展國際

級會展設施及區域合作，使服務出口趨向於多元化。為支持服務出口轉型的

發展策略，本文嘗試建立服務貿易的多產品模型，探討服務出口多元化發展

的重要因素，建立理論依據。 

本研究顯示，當提供賭博服務的成本較低時，相對一般服務輸出產業

而言，擴大賭博服務規模為最佳的選擇。但隨著賭博產業經濟規模擴大，

則建議賭博業者轉投資周邊觀光、美食、娛樂、購物及會展產業等，朝向

擴展旅遊服務輸出的多元化發展為最佳選擇，結果顯示服務輸出的多元化

程度與旅遊觀光市場規模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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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吸引外人直接投資的空間聚集分析研究-基於區位商數指數(Research on 

Degree of IFDI Space Aggregation Based on Location Quotient Index)，由中

國大陸哈爾濱工程大學 Xiaodi Li 報告。 

自 1978 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外人直接投資(IFDI)呈現快速成長

趨勢，隨著對外開放步伐加快，1992 年 IFDI 達到 100 億美元，2017 年突

破 1,300 億美元。但中國大陸東部地區 IFDI 佔總數 80%以上，中西部地區

IFDI佔總數僅不到20%，雖然 IFDI集中有助於促進東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

但也加速各地區經濟發展嚴重失衡，進而影響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圖 8 外人直接投資成長趨勢 

表 7 在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數量之空間分佈 

本文探討如何擴大外人直接投資範圍，充分發揮 IFDI 在促進傳統產業

轉型升級、新興產業發展和地區協調發展中的作用。因此，本文建構了 I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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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位商數指標模型，並測量了 IFDI 的空間聚集度，反映 IFDI 在中國大

陸各地區的相對水平，並觀察了 IFDI 的空間分佈動態和區域差異。最後透

過 IFDI 空間聚集度的多元線性迴歸模型，以逐步迴歸方法研究影響中國大

陸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 IFDI 空間聚集度的因素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就中國大陸東部地區而言，集聚效應、基礎設施建設

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對 IFDI 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勞動力成本則具負面

影響。其次，中部地區方面，開放程度、市場規模和集聚效應對 IFDI 具有

顯著的正向效應，但教育水平則具有負面效應。最後，西部地區部分，市

場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集聚效應對 IFDI 具有顯著的正效應，而勞動力成

本則具有負效應。 

因此，本文建議東部地區應加強環境軟體建設、加速第三產業發展、

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完善成熟的勞務外包服務。中部地區則應發揮區位優

勢，形成東西地區經濟的紐帶，加強創新型人才的培養。西部地區則建議

充分利用區域優勢帶動經濟成長，建立完善的運輸網絡系統，並透過智慧

製造替代低技能勞動力，充分發揮 IFDI 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功效。 

表 8 中國各區的外商投資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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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中國環境商品出口競爭力研究(Research on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Goods)，由中國大陸哈爾濱工程大學 Xiaodi Li 報

告。 

近年來，世界各國大力推動綠色經濟成長，將發展環境商品和服務作

為新的經濟成長目標，為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環境商品與服務議

題自西元 2001 年開始，被納入到 WTO 杜哈回合談判議題之中，但由於

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對於環境商品與服務議題的涵蓋範圍未能取得共識而

進展十分緩慢。加以環境商品與服務屬於新興的貿易議題，因此在定義與

涵蓋範圍上並未有國際標準可循，為環境商品協定談判困難的主因。 

2012 年 APEC 同意列出 54 項環境商品降稅清單，此後，WTO 才將

此清單列為環境商品協定的談判基礎，並於 2014 年 7 月，包括美國和歐洲

聯盟在內的 14 個 WTO 成員正式啟動了關於 WTO 的「環境產品協定」談

判。2016 年 9 月，WTO 的 17 個成員(包括中國大陸，美國和歐盟)召開第

16 次環境產品協定談判。惟 2016 年 12 月，因某些關鍵問題存有重大分歧，

WTO 環境產品協定未能達成協議。 

由於環境商品定義因難，行政院(環境商品協定(EGA)談判簡介 2017

年)以環境類別提列產品範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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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環境保護持續發展的認知日益加深，在國際環境產品貿易發展

趨勢下，本文嘗試研究如何提高中國大陸環境產品的出口貿易競爭力。利

用 2007 年至 2016 年環境商品貿易資料，分析中國大陸環境商品出口的現

況，並建立貿易競爭力指數，發現中國大陸環境商品的出口競爭力不足。

本文透過中國大陸環境商品出口貿易的比較優勢分析，發現中國大陸環境

商品出口仍以量取勝，品質競爭力不足，缺乏價格優勢，尤其技術創新能

力不足，為抑制中國大陸環境產品出口發展的關鍵因素，以致出口競爭力

薄弱。結果顯示，自 2007 年到 2016 年中國大陸環境產品的貿易競爭力指

數為負，表示競爭力具明顯弱勢。 

 

 

 

最後，本文提出加強中國大陸環境產品出口競爭力的政策建議，企業

方面應加速環保產品的研發和創新，積極承擔環境責任，充分利用環境產

表 9  2007 至 2016 年中國大陸環境產品的貿易競爭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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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政策。政府方面則建議極參與有關環保產品的全球貿易談判，持續發展

環境產業，特別是履行關稅減讓、市場開放、反對保護主義、加強智慧產

權保護、促進公平市場競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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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參與研討會議有助瞭解當前最新研究議題並學習相關研究知識 

本次亞太經濟與金融研討會議(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 

Finance APEF 2019)，邀集各國學者發表經濟、金融和企業管理領域最新的

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今年發表學術研究主題多元，包含服務出口多

元化、環境商品出口研究、在貿易戰不確定性下之經濟前景、外人直接投

資等相關議題，有助瞭解當前各國政策方向與最新研究趨勢，汲取當前研

究新知，因而受益良多。 

二、建議積極推動會展經濟產業，深耕台灣城市會展競爭優勢 

隨著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服務業已為我國經濟成長的核心產業，

由於會展產業（包含會議產業與展覽活動產業），為企業資訊交流的平台，

亦為展示產品及服務的重要國際行銷工具，具多元整合、高附加價值及高

創新效益的特性，除可帶動國內觀光產業、餐飲及住宿業等衍生經濟效益，

並能提升國家形象與國際能見度，在歐美國家已為相當成熟的產業。依據

國際會議協會(ICCA)2018 年國際協會會議市場年度報告，我國於全球國際

會議場次排名第 23 名，亞洲國家排名第 6 名(舉辦場次 173 場)，第 1 名為

日本(492 場)。亞洲城市排名亦為第 6 名(100 場)，第 1 名為新加坡(145 場)，

顯示我國會展產業發展仍備受國際肯定，惟我國會展產業發展仍處成長階

段，還有大幅成長空間。因此，建議積極推動會展經濟產業，深耕台灣城

市會展競爭優勢，建議說明如下： 

(一) 目前國際展覽來台多偏重於台北市舉辦，因此，建議與地方政府合作，

推動地方會展經濟產業發展，完善軟硬體基礎建議，積極爭取高質國

際會議展覽，建立國際城市形象，並推廣在地特色觀光文化。 

(二) 結合台灣綠能科技優勢，落實節能、低碳及環保永續等概念，減少溫

室氣體、廢棄物及資源浪費，以降低會展活動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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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台灣綠色會展產業。 

表 10  ICCA 全球國際會議場次排名 

 國際會議場次- 

亞洲地區國家排名 

國際會議場次- 

亞洲地區城市排名 

名次 國家 會議場次 城市 會議場次 

１ 日本 492 新加坡 145 

２ 中國大陸 449 曼谷 135 

３ 韓國 273 香港 129 

４ 澳洲 265 東京 123 

５ 泰國 193 首爾 122 

６ 台灣 173 台北 100 

註：國際會議協會(ICCA)係以「與會者達 50 人，至少於 3 國輪辦，定期舉行之

協會型國際會議」為場次計算標準，並未涵蓋其他類型之國際會議，僅能呈

現會議產業部分面向，不能代表會展產業發展全貌。 

資料來源：2018 ICCA Statistics Report Country & City Rankings.  

三、 留意貿易戰不確定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目前全球大多數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中國大陸經濟有

走緩跡象，貿易戰的不確定持續對企業信心產生了干擾，全球企業信心正

徘徊在金融危機十年後的最低點，抑制投資成長。如果貿易紛爭持續，不

僅不利美中兩大經濟體，亦對全球貿易與經濟成長有負面影響。由於台灣

經貿與美中兩大經濟體高度連結，建議仍需密切關注其後續進展，並協助

台商加速全球多元布局，以降低對單一市場之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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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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