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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 年 APEC 於智利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召開「2019 年亞太經濟合作(APEC)

第 2 次資深官員會議(SOM2)」，我國與會代表(筆者)1人出席於 5月 6日至 5月 10日

舉行之周邊會議，包括有關 APEC食品安全合作論壇(Food Safety Cooperation Forum, 

FSCF)相關工作坊與會議，討論議題包括跨境食品供應鏈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

MRL(最大殘留容許量)執行工具說明、出口證明、APEC 框架下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

及第 7屆 APEC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 

隨著網路便利、國際交流頻繁，食品國際流通越發興盛，依據國際農糧組織(FAO)

發布數據顯示，過去十年內全球食品及農產品貿易總值增長近 3 倍，然而過去發生的

食品安全事件亦引起矚目，發展食品貿易同時，食品安全議題越發受關心與重視，為

達生產者與消費者食品安全資訊即時透明共享、相互調和國內食品安全法規與國際標

準(SPS、TBT)及建立相關量能等目的，本次 FSCF工作坊或相關會議之倡議主題，即聚

焦於協助成員經濟體強化或現代化政府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基於風險與科學基礎，參

照國際指引，調和 APEC成員經濟體 MRL規範、簡化輸入食品須檢附之出口證明，以及

檢視跨境電子商務貿易大幅興起，所引起的法規衝擊、及兼顧食品安全風險管理與貿

易便捷化之挑戰。 

環顧我國現行食品安全監管法規與模式及貿易便捷化等，發展方向已大致符合

FSCF 宗旨及現行倡議事項，我國係 APEC 成員經濟體之一，持續積極參與 APEC 相關會

議(FSCF 及 SCSC 相關會議或工作坊)，亦可評估加入重點倡議工作事項，分享我國食

品安全管理經驗，拓展國際交流聯繫，及持續完善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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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APEC食品安全合作論壇(Food Safety Cooperation Forum, FSCF) 於 2007年 4

月成立，隸屬 APEC 標準一致化分委會(APEC Sub-Committee on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 SCSC)項下，該論壇致力於在避免造成貿易障礙前提下，APEC 成員經濟

體透過更健全方式，強化及踐行食品安全標準之需求，如成員經濟體均同意努力於食

品相關規範與國際標準之調和、相關食品安全量能之強化以及資訊分享，以達生產與

消費食品安全資訊即時透明共享、國內食品安全法規與國際標準(SPS、TBT)相互調和，

以及強化與國際標準調和相關人力及技能。 

另於 2008年建立之 FSCF夥伴訓練機構網絡(Partnership Training Institute 

Network, PTIN)，則是運用學界與產業專家及相關資源，強化食品安全建立之量能，

並聚焦於食品事件管理、供應鏈管理、實驗室量能建立、管理制度及風險分析等五大

領域。 

我國係 APEC成員經濟體之一，積極參與 APEC相關會議，有助於獲取最新國際資

訊及拓展經濟會員體交流認同；食品安全亦為國際關注議題，出席參與 APEC食品安全

合作論壇(FSCF)相關會議與工作坊，藉由討論食品貿易與安全性流通、進一步了解成

員經濟體食品管理系統與國際標準調和等，可作為我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之參考與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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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安排 

筆者奉派於 108年 5月 4日啟程，5月 6日赴智利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之喜來

登飯店會議廳，參加該日至 5 月 10 日之第 7 屆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暨第 2 次

資深官員會議(SOM2)周邊會議，並於 5 月 11 日返程，至 5 月 13 日返抵國門。期間期

程與工作紀要如下表： 

 

 

 

 

  

日期 行程/工作紀要 

5月 4日-5日 起程(臺灣桃園-美國洛杉磯(轉機)-智利聖地牙哥機場) 

5月 6日 

出席： 

1. FSCF 工作坊-跨境食品供應鏈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

(Trade Facilitation by Ensuring a Safer Food 

Supply through cross-border E-Commerce) 

2. FSCF 工作坊-殘留容許量(MRL)執行工具案例分享(MRL 

Implementation Tools Showcase) 

5月 7日 

FSCF 工作坊-跨境食品供應鏈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Trade 

Facilitation by Ensuring a Safer Food Supply through 

cross-border E-Commerce) 

5月 8日 
FSCF 夥伴訓練機構網絡(PTIN)-出口證明(Certificate 

Exports) 

5月 9日 

FSCF 工作坊-APEC 框架下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Trade 

Facilitation through an APEC Framework on Food 

Safety) 

5月 10日 
第 7屆 APEC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7th Meeting of the 

APEC Food Safety Cooperation Forum) 

5月 11日-13日 返程(智利聖地牙哥機場-美國洛杉磯(轉機)-臺灣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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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內容 

一、 背景說明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論壇(FSCF)主要由澳洲及中國大陸共同主持，目前核

心工作計畫主要為各成員經濟體之食品安全現代化、MRL、進出口證明、抗生

素抗藥性、同等效力及電子商務等倡議工作，這些倡議重點亦即為本次於智

利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召開之食品安全合作論壇(FSCF)相關會議與工作

坊主題。 

 

二、 FSCF 工作坊-跨境食品供應鏈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Trade Facilitation by 

Ensuring a Safer Food Supply through cross-border E-Commerce) 

本工作坊(2019年 5月 6日-7日)由下列成員經濟體提出相關主題進行說明：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GACC)轄下之進出口食品安全局就 2018年 10月

正式提出之「跨境電子商務(Cross-Border E-Commerce, CBEC)」專題，

簡要說明食品跨境電子商務現況、空運食品電子商務安全性分析及其監

管現況與挑戰、建立邊境安全體系增進貿易便捷化等。 

(二) 主辦國智利展示電子商務與跨境電子商務情形，包括知名電商平台收益

來源占比分析、國際與智利境內 B2C電子商務與跨境電子商務成長情形。 

(三) 祕魯代表分析 EBEC 風險與後果，並以動植物產品為例，說明可供參考之

風險管理模式，例如透過各種 IT 工具(區塊鏈分析、巨量資料等)強化相

關風險管理模式等。 

(四) 俄羅斯代表簡介該國進出口跨境電子商務情形，包括其支付方式、物流、

境內電子商務商品結構、境內 B2B、C2C、B2C電子商務領導廠商，以及持

續成長的電子商務交易。 

(五) 紐西蘭代表提出針對初級產品及食品跨境電子商務之觀點，包括釐清現

行管理政策因應電子商務興起面臨的挑戰，就初級產品而言，電子商務

交易方式管理與現行政策無異，以及相關貿易監管與分析；另外，即使

空運費用至少是海運 10 倍以上之多，空運出口跨境電子商務持續成長，

並提到利用科技(如巨量分析)協助管理及供應鏈整合。 

(六) 越南代表除簡介該國電子商務發展情形及領導電子商務商，且就與電子

交易、網路犯罪、消費者保護與個人資料安全等相關法規政策進行說明，

並表示該國農產品較缺乏市場流通管道及行銷策略，對於大型電子商務

交易平台帶動農產品市場流通。 

(七) 泰國代表就泰國 FDA對於境外郵包(主要是食品)之監管政策予以分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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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對於個人自用食品類郵包之管理方式加以說明，最後提及對於電

子商務管理，主要在於該國電子交易與電腦犯罪相關法規，以及目前泰

國 CBEC 進口情形，相較其他方式進口產品仍屬少量與少樣。 

(八) 美國代表提出 FDA 對於 CEBC 觀點，包括電子商務成長驚人，尤以亞洲市

場為甚，連動使得商品運輸及包裝方式亦造成改變，然而對於電子商務

與跨境電子商務食品管理依樣著重於食品安全，及分析可由時間、溫度、

防止竄改(tamper-resistant)及交叉污染等 4大因子進行各類型食品交易

管理，並輔以包裝、貯存、運輸、收貨等食品安全措施，與降低食安風

險管理政策(HACCP、預防管制及教育訓練等)來評估及風險管理。同時分

享跨境電子商務違規案例，以及該國藉由數位科技以及 AI工具(小規模試

驗性質)與舉行利益相關者會議等方式作為食品查驗管理參考依據。 

(九) 澳洲代表分享澳洲對於輸入食品安全之邊境監管情形，該國 CBEC 進口食

品適用法規與該國國內管理法規一致，並透過風險管理為基礎之

IFIS(Imported Food Inspection Scheme)就分為風險(Risk)及監視

(surveillance)2大類之輸入食品進行管理(如下圖)。IFIS包含書面評估

(Document assessment)、現場查驗(Visual inspection)、標示評估

(Label assessment)及抽樣檢驗(Sample collection for testing)等。 

 

 

三、 FSCF 工作坊-殘留容許量(MRL)執行工具案例分享(MRL Implementation 

Tools Showcase) 

澳洲代表介紹主要由澳洲紐西蘭食品標準局 (Food Standards 

Australia New Zealand，FSANZ)主導之農藥殘留容許量(MRL)之 2種執行工

具相關背景(始於 2017年 5月越南河內舉行之 FSCF會議工作坊)，說明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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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執行工具係為 MRL彙編(Compendium)及進口 MRL 申請表通用模板(A 

Common Import MRL Application Form)(如下圖)，前項工具(2019 年 6月

出版品)係目前彙集澳洲、汶萊、加拿大、中國大陸、智利、臺灣、香港、

印尼、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智利、菲律

賓、南韓、俄羅斯、新加坡、泰國、美國及越南等共 21個成員經濟體對於

農藥 MRL建立情形，後項工具則是供進口國欲將該國已訂標準之某項農藥申

請進口 MRL 時使用之申請表模板參考。期待成員經濟體透過該 2種執行工

具，建置以科學為基礎之風險評估方法，並參照 2016 APEC 農藥調和指引

( Guideline)，以及利用 Codex MRLs等來執行進口 MRL 相關流程，以調和

APEC成員經濟體 MRL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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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FSCF 夥伴訓練機構網絡(PTIN)-出口證明(Certificate Exports) 

本議題於 2010年主要由美國倡議，分別於 2010、2012、2017及 2018年

舉辦相關工作坊，2013 年正式提出「出口證明路徑圖(Export Certificate 

Roadmap)」，期望透過透明化及基於科學或風險，簡化成員經濟體輸入食品所

需檢附之出口證明，包括參照食品法典委員會指引(Codex guidelines)評估

出口證明，或是降低非必要出口證明，例如進口水產品要求檢附 BSE 證明文

件等，並鼓勵使用電子認證(electronic certification)。 

美國主講者經蒐集調查 2017-2019年相關成員經濟體出口證明資訊，參考

美國 FSIS 相關報告補充調查數據資料，亦透過各國政府網站補充或確認數

據資料，再將彙整之數據交由各成員經濟體進行最後確認，依其統計分析結

果，2018-2019年 21個成員經濟體中須檢附出口證明最多是越南(皆超過 100

種以上出口證明)、其次是中國大陸、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泰國(皆 80 餘種

出口證明)，需要最少出口證明之前 5 大成員經濟體分別為墨西哥、美國、

紐西蘭、祕魯和香港；倘將出口證明分類，最多是健康相關出口證明

(health certificate)、其次是 SPS證明；若以出口食品類別而言，需要最

多出口證明是其他加工食品、其次是加工肉品及肉類副產品(如下圖)。 

 

五、 FSCF 工作坊-APEC框架下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Trade Facilitation through 

an APEC Framework on Food Safety) 

有關「APEC促進貿易食品安全現代化框架(APEC Food Safety 

Modernisation Framework)」，主要由澳洲紐西蘭食品標準局主導及編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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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出版品，該現代化框架係為一種協助成員經濟體強化或現代化該政府食品

安全監管體系之政策文件，並於 2019年發布於 APEC官方網站，澳洲紐西蘭

食品標準局講者介紹該框架之目的在於協助成員經濟體強化或現代化該政府

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包括建議成員經濟體透過參照食品法典委員會指引、原

則，國際標準，及遵守 WTO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協定

與技術性貿易障礙(TBT)協定等，以調和統一食品安全標準；其範圍主要確

保成員經濟體凡於國內市場流通食品(無論來自於國內生產製造或國外輸

入)，並主要聚焦於食品安全，包括影響食品安全之詐欺或欺騙性作法，但

亦認知無涉食品安全之食品詐欺等案件，可能影響消費者對於政府食品安全

監管系統信心。 

另由美國、日本及越南代表分享食品安全現代化成功案例： 

(一) 美國代表依據「APEC 促進貿易食品安全現代化框架」提及食品安全現代

化國際公認十項原則(如下圖)，以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FSMA)暨相關規定為核心，分別舉例說明其相應作為，

例如原則 3「整體食品鏈管理」乙節，即以美國 FSMA 立法重點「預防」、

「稽查、遵循及應對」、「進口食品安全」與「加強合作」4 大領域進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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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代表簡報說明起因於 2001年日本發現首例狂牛症案例，政府就「食

品安全」開始組織重整，新成立主責風險評估之食品安全諮議會(Food 

Safety Commission)，及厚生勞動省(MHLW)下屬之「藥物食品安全局

(Pharmaceutical and Food Safety Bureau)」與農林水產省(MAFF)下屬

「消費安全局(Food Safety and Consumer Affairs Bureau)」負責食品

安全，且由 MAFF 於 2015 年建立食品安全風險管理 SOP，由 MAFF 及 MHLW

共同據以執行。日本代表分享風險管理方式包括針對此健康危害物質訂

定作業準則(Code of Practice)、建立最大容許量(MLs)、警語標示等，

會中以降低薯條中丙烯醯胺含量(Acrylamide)為例，MAFF 訂定降低食品

中丙烯醯胺含量作業準則 (Code of practice for reduction of 

acrylamide in foods)，並蒐集研議有效簡易降低方法，再監視這些方法

對於降低丙烯醯胺含量效果，最後提出相關建議措施(包括避免馬鈴薯原

料低溫儲藏、油炸前將馬鈴薯團泡水，油炸溫度盡可能避免過高)等，以

利業者遵循。 

(三) 越南代表分享越南政府為強化食品安全監管系統，於 2010 年頒布訂定

「食品安全法(Food Safety Law)」，內容包括食品安全管理原則、食品安

全政策、利益相關者對於確保食品安全之權利與責任、食品安全基本規

定、食品安全相關政府部門(MoH, MARD and MoIT)依據食品型態之責任劃

分、賦予基層政府部門有關執行食品安全責任等。此外，其他措施尚有

簡化輸入產品或原料之註冊流程(如簡化申請文件)、放寬輸入食品免驗

範圍(如輸入產品或原料係供境內生產加工後外銷，不在境內流通銷售者

等)，輸入食品查驗分級(書審及加強查驗)與單一窗口收件，以及基於科

學證據預防、透明溝通與調和國際標準之風險原則進行食品查驗。 

 

六、 第 7屆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7th Meeting of the APEC Food Safety 

Cooperation Forum) 

(一) 第 7 屆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之聯合主席為澳洲與中國大陸，並

由包括智利、印尼、日本、墨西哥、馬來西亞、紐西蘭、巴布亞紐幾

內亞、祕魯、南韓、泰國、美國、越南及我國等總計 15 個成員經濟體

代表共同出席。 

(二) 本(第 7)屆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聲明共 17 點，除重申 FSCF 成

員經濟體共同強化食品安全體系，並致力於 APEC 區域食品法規與國際

標準(SPS、TBT)之調和，以保障亞太經濟體區域大眾健康及促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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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貿易，建議會員體持續踐行 2017年於越南河內召開之第 6屆 FSCF

會議之聲明事項外，其他建議成員經濟體共同合作事項重點摘要如下： 

1. 確認機制以簡化或減少非必要之出口證明(export certificates)，

確保所需之進口證明文件等係基於風險分析或科學，及其他有助拓

展的貿易之證明方式。 

2. 應以科學風險基礎方式確保食品安全，及促進符合殘留容許量(MRL)

相關之亞太經濟合作區域貿易。 

3. 建議成員經濟體參與跨境電子商務議題相關工作坊及關注此相關新

興議題，該工作坊主要著重於空運電子商務(包括食品類)成長造成

法規衝擊，現有法規架構可能予以因應新增或調整。 

4. 善用「APEC促進貿易食品安全現代化框架」強化既有食品管理體

系。 

5. 建議以 2種實作工具強化 APEC Import MRL Guideline for 

Pesticides 之實施，促使成員經濟體採用殘留容許量(MRLs)標準與

國際接軌。 

6. 同意建立一個發展 FSCF策略計劃草案之 eWG，該草案目的主要作為

FSCF 及其 PTIN工作方針，及 SCSC之 SOM3相關會議事項更新，後

續將由美國、智利及其他有意願之成員經濟體協助草擬 co-

chairs’paper。 

7. FSCF 作為 SCSC項下正式論壇，有其需要盡速發展組織章程(ToR)，

以取代操作手冊(Operating Principles)，相關 co-chairs’paper

將由美國及其他有意願之成員經濟體協助草擬，後續將發布徵求相

關意見，預計 2021 FSCF前完成 ToR。 

8. 後續關注優先議題包括抗生素抗藥性(AMR)風險管理量能之建立、進

口產品 MRL及 MRL符合性、有關前 2項議題之風險溝通，以及食品

安全現代化。 

9. 下屆 FSCF會議預定 2021年於紐西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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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有關本次會議倡議如跨境食品供應鏈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MRL(最大殘留容許量)

執行工具說明、APEC 框架下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等主題，經聽取各成員經濟體說

明該國境內相關食品安全體系發展情形，環顧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自 99年食

品藥物管理局成立(現為食品藥物管理署)，主要監管法規「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迄今已歷經13次修正，整體法規除原本即基於科學試驗資料、考量國人飲食所攝

取殘留藥物之安全性評估並參酌國際規範後訂定之食品中農藥、動物用藥殘留容

許量標準外，對於「APEC 促進貿易食品安全現代化框架」期望由現行因應食安事

件反應與執法稽查為主之監管模式，轉為食品業者應承擔更多生產食品安全責任，

並與政府食安管理機關合作，採「預防」概念與國際公認食品現代化之十大原則

(如下圖)，來確保產業鏈各環節之食品安全。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已強化

「食品安全風險管理」專章，於同法第 4 條揭櫫，主管機關採行之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措施應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符合滿足國民享有之健康、安全食品以及知的權

利、科學證據原則、事先預防原則、資訊透明原則，建構風險評估及諮議體系。

加上同法第三章明文規定食品業者應實施自主管理，並建置食品安全衛生之三級

品管機制，加強督導業者重視食品安全並落實自主管理。可見我國食品安全監管

法規及管理模式，已大致符合「APEC 促進貿易食品安全現代化框架」所採用國際

公認食品現代化之十大原則(1.保護消費者、2.促進貿易、3.全鏈條管理、4.透

明性、5.預防措施、6.基於證據和風險的決策過程、7.責任共擔:主要由食品業

者承擔、8.等效性、9.一致性和公正性、10.持續改進)，係可謂為與國際接軌之

現代化食品安全監管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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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貿易便捷化與食品安全管理之間平衡，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輸出國是否有能力

確保輸出安全食品，並滿足輸入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之要求，而輸入國食品安全

監管體系應建立於基於風險與科學證據基礎上並避免貿易障礙。我國食品安全監

管體系無論針對國內流通食品或國外輸入食品均採一致性法規規範，訂定相關法

規政策標準時，倘可能涉及影響國際貿易，亦透過標準流程向 WTO 通報屬於「技

術性貿易障礙(TBT)」或「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兩協定指

涉之法規，踐行國際通知義務。 

三、有關本次 FSCF 夥伴訓練機構網絡(PTIN)倡議，期望透過透明化及基於科學或風

險，簡化成員經濟體輸入食品所需檢附之出口證明，及鼓勵使用電子認證

(electronic certification)。我國對於輸入食品要求檢附出口證明等文件，係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30條相關規定授權，及參考國際管理規範、產品及特

定地區之風險，主要包括禽畜肉品、水產品、乳品及特定國家/地區之特定產品，

須提供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檢疫證明、衛生證明、檢驗證明、產地證明等)。目

前我國對於要求輸出國檢附證明文件之產品類別，會對外預公告與正式公告，於

預告時踐行 WTO/SPS或 TBT通報(給予 60天評論期)，經與輸出國洽商證明文件格

式內容並取得樣張後，始公告實施並考量給予緩衝期。可見我國對於輸入食品檢

附出口證明之要求，已係基於風險管理及透明化流程，對於簡化出口證明部分，

必要時藉由雙邊諮商，適時檢討。 

四、綜上，我國現行食品安全監管法規與模式及貿易便捷化等，已大致朝向符合第 7

屆APEC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之成員經濟體共識合作事項，且相關共識合作事項

亦為 FSCF目前倡議重點工作，建議我國可持續參與 FSCF及 SCSC相關會議或工作

坊，積極投入有所助益之倡議工作，分享我國食品安全管理經驗，拓展國際交流

聯繫，及持續完善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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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本次會議議程 

 
  

Second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2) and Related Meetings 
2 – 18 May 2019 

  Viña del Mar, Valparaíso, Chile 
 

Draft V3 (30-04-2019) 

 

MRT, SOM2 AND RELATED MEETINGS PROGRAM 

 

Time Meeting Venue / Room 

Thursday 2 May 

09:00 – 12:30 

14:30 – 18:00 
HRDWG APEC Labour Mobility Statistics Forum Sheraton / Bombal A 

09:00 – 12:30 
HRDWG Workshop on Inclusive Mathematics for 

Sustainability in a Digital Economy 
Sheraton / Bombal B 

Friday 3 May 

09:00 – 12:30 

14:30 – 18:00 
HRDWG APEC Labour Mobility Statistics Forum Sheraton / Bombal A 

09:00 – 12:30 

 14:30 – 18:00 

HRDWG Workshop on Inclusive Mathematics for 

Sustainability in a Digital Economy  
Sheraton / Bombal B 

09:00 – 12:30 

14:30 – 18:00 

HRDWG Symposium on Trade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apacity Building for Inclusive Trade 
Sheraton / Vergara A 

Saturday 4 May 

09:00 – 12:30 

14:30 – 18:00 

HRDWG Workshop on Inclusive Mathematics for 

Sustainability in a Digital Economy – Group 1 
Sheraton / Bombal B 

09:00 – 12:30 

14:30 – 18:00 

HRDWG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Plenary Meeting 
Sheraton / Vergara B 

Sunday 5 May 

09:00 – 12:30 

14:30 – 18:00 
HRDWG-LSPN Labor & Social Protection Network Sheraton / Vergara A 

09:00 – 12:30 

14:30 – 18:00 
HRDWG-CBN Capacity Building Network Sheraton / Vergara B 

09:00 – 12:30 

14:30 – 18:00 
HRDWG-EDNET Education Network Sheraton / Bombal B 

Monday 6 May 

09:00 – 12:30 

14:30 – 18:00 

FSCF Workshop on Trade Facilitation by Ensuring a 

Safer Food Supply through Cross-border E-Commerce 
Sheraton / Vergara C 

09:00 – 12:30 FSCF MRL Implementation Tools Showcase Workshop Sheraton / Bombal A 

09:00 – 12:30 

HRDWG-CBN Workshop on APEC Skills Development 

Capacity Building Alliance (ASD-CBA): Fostering 

Connected APEC through Upskilling 

Sheraton / Vergara B  

09:00 – 12:30 HRDWG-LSPN Labor & Social Protection Network Sheraton / Vergara A  

09:00 – 12:30 HRDWG-EDNET Education Network Sheraton / Bombal B 

14:30 – 18:00 
HRDWG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Plenary Meeting 
Sheraton / Vergar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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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Meeting Venue / Room 

Tuesday 7 May 

09:00 – 12:30 

14:30 – 18:00 

CTI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on Strategic 

Framework on Measurement of APEC TiVA under GVCs 

and its Action Plan 

Enjoy / Estrella 

09:00 – 12:30 

14:30 – 18:00 

FSCF Workshop on Trade Facilitation by Ensuring a 

Safer Food Supply through cross-border E-Commerce 
Sheraton / Vergara C 

09:00 – 12:30 

14:30 – 18:00 

PPWE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Workshop on Gender and Data 
Enjoy / Caracola 

09:00 – 12:30 

14:30 – 18:00 

TWG Workshop on Leveraging the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an Inclusive Tourism Industry 
Sheraton / Bombal B 

19:00 – 21:00 Delegates Welcome Reception Enjoy / Ballroom 

Wednesday 8 May 

09:00 – 12:30 

CTI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on Strategic 

Framework on Measurement of APEC TiVA under 

GVCs and its Action Plan 

Hotel Enjoy / Estrella 

09:00 – 12:30 

FSCF-PTIN SCSC Food Safety Cooperation Forum - 

Partnership Training Institute Network Workshop on 

Certificate Exports 

Sheraton / Vergara A 

14:30 – 18:00 

FSCF-PTIN SCSC Food Safety Cooperation Forum - 

Partnership Training Institute Network Steering Group 

Meeting 

Sheraton / Vergara A 

09:00 – 12:30 

14:30 – 18:00 

PPWE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Meeting 
Sheraton / Bombal A 

09:00 – 16:00 
PPWE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Workshop on Gender and Data 
Enjoy / Caracola 

09:00 – 12:30 

14:30 – 18:00 

GOS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on a negative list 

approach - transitioning from positive list to negative list 
Sheraton / Vergara B 

09:00 – 12:30 

14:30 – 18:00 

TWG Strategic Plan 2020-2024 Stakeholders 

Consultations 
Sheraton / Bombal B 

Thursday 9 May 

09:00 – 12:30 

14:30 – 18:00 

CTI Trade and investment inter-dependencies in GVCs: 

Are policy frameworks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keeping apace? 

Hotel Enjoy / Estrella 

09:00 – 12:30 

14:30 – 18:00 
DESG Digital Economy Steering Group Sheraton / Vergara C 

09:00 – 12:30 

14:30 – 18:00 

FSCF Workshop on Trade Facilitation through an 

APEC Framework on Food Safety  
Sheraton / Vergara A 

09:00 – 12:30 

14:30 – 18:00 

PPSTI Policy Partnership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eeting 
Sheraton / Vergara B 

09:00 – 12:30 

14:30 – 18:00 

PPWE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Meeting 
Sheraton / Bombal A 

09:00 – 12:30 

14:30 – 18:00 
TWG Tourism Working Group Meeting Sheraton / Bombal B 

Friday 10 May 

09:00 – 12:30 CTI Trade and investment inter-dependencies in GVCs: Hotel Enjoy / Est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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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Meeting Venue / Room 

Are policy frameworks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keeping apace? 

09:00 – 12:30 

14:30 – 18:00 
DESG Digital Economy Steering Group Sheraton / Vergara C 

09:00 – 12:30 

14:30 – 18:00 

FSCF 7th Meeting of the APEC Food Safety 

Cooperation Forum 
Sheraton / Vergara A 

09:00 – 12:30 

14:30 – 18:00 

PPSTI Policy Partnership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eeting 
Sheraton / Vergara B 

09:00 – 12:30 

14:30 – 18:00 

PPWE Policy Partnership on Women and the Economy 

Meeting 
Sheraton / Bombal A 

09:00 – 12:30 

 
TWG Tourism Working Group Meeting Sheraton / Bombal B 

14:30 – 18:00 TWG Tourism Working Group Field Trip 
Cities of Viña del Mar 

and Valparaíso 

Saturday 11 May 

09:00 – 12:30 

14:30 – 18:00 
CTI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Sheraton / Bombal A & 

Bombal B 

9:00 – 13:00 PPSTI Workshop on Principles of Women in STEM Sheraton / Vergara B 

14:30-17:30 PPSTI Field Trip (TBC) 
Universidad Federico 

Santa Maria 

Sunday 12 May 

09:00 – 12:30 

14:30 – 18:00 
CTI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Sheraton / Bombal A & 

Bombal B 

Monday 13 May 

09:00 – 12:30 

14:30 – 18:00 
ASCC APEC Study Centers Consortium Meeting Sheraton / Vergara A 

14:30 – 16:30 PSU Policy Support Unit Board 
Sheraton / Bombal A & 

Bombal B 

09:00 – 12:30 SCE SOM Steering Committee on ECOTECH 
Sheraton / Bombal A & 

Bombal B 

19:00 – 20:30 SOM SOM FOTC on Urbanization Sheraton / Bombal A & 

Bombal B 

Tuesday 14 May 

09:00 – 12:30 

14:30 – 17:00 

MSD Multi-Stakeholder Dialogue: APEC Towards 2020 

and Beyond 
Hotel Enjoy / Estrella 

19:00 – 21:00 SOM Senior Officials (+7) Welcome Reception  
Higuerillas Yacht Club, 

Concón 

Wednesday 15 May 

08:00 – 10:00  SOM Senior Officials’ Retreat Sheraton / Vergara C 

10:15 – 12:30 

14:30 – 18:00 
SOM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heraton / Bombal A & 

Bombal B 

12:30 – 14:30 
SOM Working Lunch with Chile’s Undersecretary for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Sheraton / Las Olas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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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Meeting Venue / Room 

09:00 – 12:30 

14:30 – 18:00 

LSIF Policy Dialogue on Enabling Investment in the 

Innovative Life Sciences 
Sheraton / Vergara B 

09:00 – 12:30 

14:30 – 18:00 

PECC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 
Sheraton / Vergara A 

Thursday 16 May 

08.30 – 10.30 SOM Beach Clean-up activity Caleta Portales 

15:30 – 18:00 
APEC App Challenge Pitch Event and Award 

Ceremony 
Sheraton / Vergara B 

09:00 – 12:30 SOM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heraton / Bombal A & 

Bombal B 

19:00 – 21:00 
SOM-Ministers Welcome Recep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 
Enjoy / Ballroom 

Friday 17 May 

08:00 – 09:00 
 MRT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Breakfast  

Informal Retreat 
Sheraton / Vergara C 

09:30 –12:30 

14:30 –18:00 
MRT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Meeting 

Sheraton / Bombal A & 

Bombal B 

19:00 – 21:00 
MRT Ministers Responsible (+4) for Trade Welcome 

Dinner 
Cerro Castillo 

Saturday 18 May 

08:00 – 09:30 
MRT Breakfast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 

Private Sector 

Sheraton / Salón 

Vergara C 

10:00 –12:30 MRT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Meeting 
Sheraton / Bombal A & 

Bombal B 

13:00 – 13:30 
MRT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Trade - Press 

Conference 
Sheraton / Vergar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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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第 7 屆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7th Meeting of the APEC Food 

Safety Cooperation Forum)議程 

 

           

 

 

7th CONFERENCE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FOOD SAFETY COOPERATION FORUM (FSCF) 
 

Sheraton Miramar Hotel and Convention Centre 
VIÑ A DEL MARCHILE 

10 MAY 2019 
 

 AGENDA  

8:30am  Registration  

9:00am 
(15) 

1 Welcome, Introduction of Delegates and Adoption of Agenda 

Mr Mark Booth and Mr Kexin Bi, Co-Chairs, APEC FSCF 

9:50am 
(10) 

2 Opening Address 
SCSC Chair  

9:25am 
(15) 

3 Recap of FSCF Operating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Brief introductory presentation to remind members of the Operating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Mr Mark Booth and Mr Kexin Bi, Co-Chairs, APEC FSCF 

9:40am 
(30) 

4 FSCF Cooperation  

 Report on Global Food Safety Partnership 

 Report from Food Industry Asia 

 Other relevant reports  

10:00am 
(30) 

5 Progress reports on FSCF and its PTIN activities 

 Progress toward FSCF Regulatory Cooperation Plan on Harmonisation 
of Pesticide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 in APEC Economies 
(Australia) 

 Progress towards FSCF Regulatory Cooperation Roadmap on Export 
Certificates (the US) 

 FSCF Regulatory Cooperation on Food Safety Modernisatio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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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30) 

 Morning Tea 

11:00am 
(60) 

5 Progress reports on FSCF and its PTIN activities cont.  

 Trade Facilitation through the recognition of Food Safety Systems 
Equivalence (Peru) 

 Building Competence i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among 
APEC Economies (Chile) 

 Trade Facilitation by Ensuring a Safer Food Supply through Cross-
Border E-Commerce (China) 

 Report of the PTIN Steering Committee  

 APEC FSCF PTIN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 Harmonization –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the US) 

 Any other FSCF projects 

12:00pm 
 

 Lunch 

1:30pm 
(30) 

6 Review of the APEC Food Safety Capacity Building Initiative  
Speaker: United States 

2:00pm 
(60) 

7 Future Strategy of the FSCF 
Mr Mark Booth and Mr Kexin Bi, Co-Chairs, APEC FSCF 

3:00pm 
(30) 

 Afternoon Tea 

3:30pm 
(60) 

8 

FSCF Future Activities 
General Discussion on proposed FSCF projects,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and  
potential additional FSCF Regulatory Cooperation Roadmap areas 
 
Mr Mark Booth and Mr Kexin Bi, Co-Chairs APEC FSCF 

4:30pm 
(15) 

9 Discussion and Other business 
Mr Mark Booth and Mr Kexin Bi, Co-Chairs, APEC FSCF 

4:45pm 
(15) 

10 Summary of Conference outcomes 
Mr Mark Booth and Mr Kexin Bi, Co-Chairs, APEC FSCF 

5:00pm 
(30) 

11 FSCF Chile Statement 2019 
Mr Mark Booth and Mr Kexin Bi, Co-Chairs, APEC FSCF 

5:30pm  Close of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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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會議照片 

FSCF 工作坊-殘留容許量(MRL)執行工具案例分享之與會者合照 

 

FSCF 工作坊-APEC框架下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之與會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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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屆 APEC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全體與會者合照 

 

 

FSCF 夥伴訓練機構網絡(PTIN)-出口證明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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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CF 工作坊-跨境食品供應鏈貿易便捷化食品安全之我國代表與圓桌討論其他國

家代表會後合照 

 

   我國代表與南韓代表會後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