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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1年亞太經濟合作（APEC）資深財金官員視訊會議（SFOM）於6月22日至23

日舉行，討論「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及其他挑戰之總體經濟及結構

政策－結合SFOM與經濟委員會（EC）場次」、「更新太子城願景執行計畫」、「宿

霧行動計畫（CAP）執行策略」、「更新2021年財長程序（FMP）工作計畫及預期目

標草案」及「其他議題」；同年月25日舉行財政部長與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

企業領袖非正式視訊會議，討論「COVID-19之影響」、「重要及具影響力政策」及

「關鍵要素」。 

我國代表於前揭 2 場會議積極分享我國政策及觀點，與各經濟體、國際組織及企

業代表就 2021年 APEC FMP工作進展、因應 COVID-19疫情重要策略進行意見交流，

提升我國對 APEC貢獻及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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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21年亞太經濟合作（APEC）主辦經濟體紐西蘭於臺灣時間（下同）6月 22日

至 23日 19時至 22時舉行 APEC資深財金官員視訊會議（SFOM）；於同月 25日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舉行財政部長與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企業領袖非正式

視訊會議。 

貳、 資深財金官員會議 

本次會議由紐西蘭財政部經濟制度司（Economic System Directorate）司長 James 

Beard擔任主席，21個 APEC經濟體、亞洲開發銀行（ADB）、國際貨幣基金（IMF）、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世界銀行集團（WBG）及 ABAC 等國際組織代表與

會，議題包括「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及其他挑戰之總體經濟及結構

政策－結合 SFOM 與經濟委員會（EC）場次」、「更新太子城願景執行計畫」、「宿

霧行動計畫（CAP）執行策略」、「更新 2021 年財長程序（FMP）工作計畫及預期目

標草案」及「其他議題」。我國由財政部國際財政司李司長雅晶率中央銀行、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及財政部國際財政司相關

同仁與會。 

一、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及其他挑戰之總體經濟及結構政策－結

合 SFOM與 EC場次 

（一） EC主席報告結構改革部長會議（SRMM）成果 

2021年 6月 16日 EC召開 5年一度 SRMM，討論「以綠色復甦支持結

構改革，達成經濟永續成長及復興」及「利用總體及個體經濟政策之交互

作用促進經濟有效復甦」兩大主題，通過 2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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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年至 2025年「強化 APEC結構改革議程」（EAASR）：透過 4項支柱

1營造開放、透明及競爭之市場環境，達成 APEC 強韌、平衡、包容、創新

及永續總體目標。 

2. 第三期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行動計畫：旨在降低貿

易與商業壁壘，促進APEC區域經商便利度並聚焦女性及中小企業，以提升

包容及韌性成長。 

（二） 紐西蘭代表報告「APEC因應 COVID-19」手冊（Compendium of COVID-19 

economic policy responses across the APEC region）大綱 

本手冊係有關 APEC經濟體因應 COVID-19疫情做法，旨在提供決策者

因應目前及未來疫情政策參考；手冊內容採主題式分類，非臚列個別經濟

體因應方式，目前預定主題包括「健康照護支出增加」、「保護與建立更

具韌性勞動力」、「一般性與目標性之企業紓困」、「投資數位與綠色科

技」及「國際合作」，將持續發展並依回饋持續增修主題。 

本手冊採事實基礎（fact-based），將援引各國際組織彙集公開資料庫

內容，樂見各經濟體提供更多近期或前瞻性因應做法；歡迎各經濟體及國

際組織於 7月中前就大綱架構與內容提供意見，預計 8月上旬傳送第 1版草

案予各經濟體檢視；將於 10月提報財政部長會議（FMM）認可與支持。 

（三） 第一階段議題：總體政策 

由 IMF引導討論，各經濟體及國際組織代表發言要點如次： 

1. IMF 

(1) 短期經濟展望 

APEC 經濟體施打疫苗進展不一，且疫苗供給仍短缺，影響經濟復甦進

展。預估 2021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 6%，2022 年放緩至 4.4%；由於採取

                                                             

1 包含“Creat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open, transparent, and competitive markets”、“Boosting business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against future shocks”、“Ensuring that all groups in society have equal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for more inclusive, sustainable growth, and greater well-being”及“Harnessing innovation, new 

technology, and skills development to boost productivity and 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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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因應政策，COVID-19 疫情造成勞動市場創傷（ labor market 

scarring）較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輕微，惟新興市場及低度發展經濟體

仍蒙受較大損失。 

(2) 危機加劇之結構挑戰 

為避免經濟體間平均每人所得（per capita income）差異擴大、經濟體內

部不平等加劇及公共債務增加，應促進國際合作。 

(3) 建立良好後疫情政策，因應未來長期挑戰 

未來疫情仍充滿不確定性，政策制定者應優先考量政策優先性，各經濟

體須依疫情發展階段、復甦力度及經濟結構特性調整因應措施。 

IMF建議經濟體應以 3階段推動結構改革，疫情爆發時期（第 1階段）

選擇適合之總體經濟政策及貨幣政策，降低勞動市場創傷，維持就業穩定；

復甦時期（第 2階段）提供紓困及財政支持；後疫情時期（第 3階段）加速

結構轉型，解決不平等、營造更佳之社會安全網（social security net）、建

立永續環境、重視氣候變遷議題等，促進復甦韌性。 

2. 加拿大 

自疫情初期即採總體經濟政策，如勞工薪資補貼及企業貸款協助等以

穩定經濟；近期增加預算2，促進疫苗施打普及率因應第三波疫情。新增預

算將用於疫情延長期間對企業及雇主之薪資補貼、租金補貼、兒童保育及

支持綠色復甦；預期公共債務占GDP比率將於 2022年開始降低，預計 2025

年為 49%。 

3. 美國 

                                                             

2 2021年 4月 19日提出「A Recovery Plan for Jobs, Growth, and Resilience」預算案，預計投入加幣 1,014

億元協助勞工、企業、婦女、家庭及綠色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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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初實施大規模經濟振興方案3，對中低收入家庭、小型企業及社

區直接給予經濟支持，亦藉由投資基礎設施、教育及兒童照護提升生產力，

期達綠色復甦目標、更好的重建及共同打擊氣候變遷。 

4. 新加坡 

預估 2021年經濟成長率為 4%至 6%；推出新幣 110億元紓困計畫，協

助家庭與企業度過疫情衝擊，同時目標性支持受創產業如航空與旅遊業；

投資企業轉型，鼓勵創新與能力建構，提供金融科技（fintech）及綠色經濟

等新興產業就業機會，尋求支出與經濟復甦成長間平衡，達成財政長期永

續性目標。 

5. ADB 

預測發展中國家 2021 年經濟成長率為 7.3%，2022 年放緩至 5.3%；

ADB 於 2020 年建立「亞太疫苗取得機制」（APVAX），協助會員疫苗取

得與運送。疫情復甦時期，政策制定者應將包容性及永續性納入考量，加

強綠色投資力道，尤其綠色基礎設施投資，並鼓勵公、私部門共同參與；

提供更好及可負擔數位基礎設施降低數位落差，利用數位科技加速復甦腳

步。 

6. WB 

預測 2021 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達 5.6%；亞太及東亞地區 2021 年可達

7.7%，2022 年放緩至 5.3%。目前疫情仍具不確定性，建議於持續實施振興

措施同時，提高有效政府支出，以支持個人及企業，另需考量因擴張性支

持政策導致債務過高產生短暫通貨膨脹現象。 

（四） 第二階段議題：個體經濟/結構政策 

由 OECD引導討論，各經濟體及國際組織代表發言要點如次： 

1. OECD 

                                                             

3 美國總統拜登於 2021年 3月 11日簽署「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of 2021」法案，以 1.9兆美元救濟失

業、生產與接種疫苗、支持學校、地方政府、企業及家計單位。 

https://www.na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NACo%20Legislative%20Analysis%20for%20Counties_American%20Rescue%20Plan%20Act%20of%202021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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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經濟體聚焦疫情緊急措施，使結構改革延宕，導致勞動生產率

成長趨緩及數位學習可及性不平等，建議因應疫情發展 3階段，採取下列結

構政策： 

(1) 建立經濟韌性（building resilience）：聚焦避免衝擊與降低風險、減少

衝擊帶來負面影響及改善災後復原能力；關鍵結構政策如醫療照護、

社會安全網、環境政策、基礎設施永續性與可及性（accessible）、法

律與治理原則等。 

(2) 促進重新分配（facilitating reallocation）：聚焦分配生產用途資源、促

進動能與創新、為勞動者與企業家創造機會。關鍵結構政策如競爭、

貿易開放性、創新政策、具彈性之勞動市場、移動政策（mobility 

policies）、稅制改革等。 

(3) 轉型過程提供人民必要協助（supporting people in transitions）：聚焦創

造大量新機會、確保無人落後、改善政策行動接受度；關鍵結構政策

如主動（activation）與終身學習、教育政策、社會安全網等。善用大

趨勢（mega-trends）達到綠色復甦及數位化目標；利用權衡與協力

（trade-offs and synergies）方式，避免經濟危機後產生大量殭屍企業

（zombie firms）占據排放密集型產業(emission-intensive industries)資本

存量額度（share of capital stock）。 

2. 加拿大 

人力資本市場因疫情導致失業產生勞動創傷，同時全球貿易與供應鏈

亦受波及，凸顯結構政策重要性。為促使區域成功復甦，須極大化使用現

有工具，如 APEC 經濟政策報告（AEPR）或經濟政策改革。另須考量

COVID-19 疫情帶來破產等金融及其他挑戰，例如企業償債成本（debt 

servicing cost）提高、違約及破產情形增加等。加拿大制定提高生產力及勞

動力轉型政策，協助人民重返工作崗位，將人民生活品質與社會福利納入

考量，確保經濟復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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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紐西蘭 

2021 年 3 月推出紐幣 121 億元振興方案，5 月公布 2021 年財政預算，

大幅提高社會福利與醫療支出，後續擬推動更具永續性綠色政策，以因應

未來經濟挑戰；支持全球租稅改革，樂意與其他經濟體共同合作。 

4. 我國 

自 2020 年初疫情爆發之際，快速整備各項防疫應變措施，以「防疫、

紓困、振興」三大步驟因應，2020年經濟成長率達3.12%。隨著疫情發展，

2021年 5月底提高特別預算上限至 290億美元，分 3階段進行紓困，依次為

個人紓困現金、個人與事業紓困申請與貸款，及孩童家庭防疫補貼與勞工

紓困貸款，協助個人、勞工、產業及家計單位，達到全面性支持目標；於

審議中長程個案計畫時，將性別影響、無障礙環境、高齡社會影響及碳中

和概念等因素納入考量，盼打造永續及包容性之未來。 

5. ADB 

疫情帶來數位轉型契機，如電子商務、無現金支付（cashless payment）

及虛擬互動（virtual interaction）等，建立活躍與包容韌性之數位經濟、數

位連結（digital connectivity）與識讀（literacy）能力。各經濟體應增加投資

數位基礎設施，透過公、私部門合作為企業建立具創新性數位生態系統，

擬訂資料隱私、用戶保護與網絡安全政策。 

6. WBG 

不平衡之失業對婦女、年輕族群及低薪非正式員工造成嚴重打擊；糧

食安全欠缺導致食品價格高漲，使全球狀況更加惡劣，呼籲領導者採取適

當保護策略，降低糧食價格及強化社會安全網，聚焦達成氣候與發展政策。

2021年 4月 WBG發布氣候變遷行動計畫（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因

應氣候帶來挑戰。 

二、 更新太子城願景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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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 APEC 資深官員代表報告，2020 年 APEC 就未來 20 年工作方向提出

「APEC 2040 太子城願景」，2021 年撰擬願景具體執行計畫。執行計畫第 1 版草案將

於未來數週供各經濟體傳閱，預計於第3次資深官員會議（SOM3）討論，提報APEC

領袖會議採認。 

願景執行計畫核心架構係參考 1995 年為達成茂物目標4（Bogor Goals）通過之

大阪行動綱領（Osaka Action Agenda），該計畫大致與願景內容一致，透過經濟驅動

力，包含「貿易與投資」、「創新與數位化」及「強勁、平衡、安全、穩定與包容性

成長」，促使亞太地區 2040年成為開放、充滿活力、具韌性及和平之社群。 

三、 宿霧行動計畫（CAP）執行策略 

（一） 紐西蘭代表說明本次討論 CAP 新執行策略草案尚未涉及細節文字，盼就下

列議題達成廣泛共識： 

1. 是否同意 FMP與更廣泛之 APEC（the wider APEC）應透過新執行策略反映

其所處新運作環境（如 COVID-19、2040太子城願景），而非變更 CAP及其

支柱? 

2. 是否同意 APEC 各經濟體於決定採取政策倡議時，能從現行 CAP 支柱、

COVID-19相關政策及有助達成太子城願景政策中擇定? 

3. 如何使倡議與 2040 太子城願景之經濟驅動力（如綠色成長、不平等加劇等）

一致? 

4. FMP提升執行CAP倡議之最佳方式為何？倘採「達成進度」（champion）經

濟體或「主席之友」（Friends of the Chair）模式，應如何運作？ 

（二） 秘魯代表說明 CAP 路徑圖仍維持不變，建議將新運作環境納入考量，包含

COVID-19 及太子城願景；各經濟體依境內情況自行排定具優先性倡議，鼓

勵擇定與 COVID-19、太子城願景驅動力一致之倡議，俾於 CAP 下半階段

                                                             

4 於 1994年 APEC經濟領袖會議中確立：已開發經濟體於 2010年、開發中經濟體於 2020年以前，達成

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開放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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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至 2025年）執行。有關推動 CAP工作計畫發展，可由 1或 2個達

成進度經濟體或國際組織帶領，俾支援相關工作。 

（三） 各經濟體及國際組織代表發言要點 

1. 日本 

同意透過執行新策略反映 FMP 當前所處環境（如 COVID-19、APEC 

2040太子城願景），及從現行 CAP支柱、COVID-19相關政策與有助達成太

子城願景政策中擇定執行倡議，強調宜納入基礎建設、強化財政韌性與永續

性，俾因應氣候變遷帶來衝擊；惟有關提升執行 CAP倡議之最佳模式，包括

應採何種模式及如何運作，盼獲更詳細資訊。 

2. 加拿大 

支持新執行策略反映太子城願景與所面臨新議題，及各經濟體可於現

行支柱、COVID-19 與達成太子城願景相關政策中自行擇定政策倡議；贊同

解決不平等、綠色成長倡議，認有助達成太子城願景；至採「達成進度」

經濟體或「主席之友」模式執行 CAP 倡議，持保留意見，倘前揭模式須組

成多個子團體，可能破壞簡化原則，且易分散各經濟體注意力，建議採志

願（volunteer）經濟體模式，即安排該經濟體分享其執行 CAP 倡議最佳實

務及經驗，似較有效率。 

3. 我國 

面對全球運作環境改變，支持於現行 CAP 支柱下，透過採行新執行策

略因應，將 COVID-19 相關政策及有助達成 2040 太子城願景政策納入考量，

如綠色永續復甦與改善不均；關於新策略之運作，支持「達成進度」經濟

體或「主席之友」模式，以推動工作計畫包括舉辦如研討會等支援活動，

鼓勵經濟體分享知識經驗，促進 CAP 執行。盼透過經濟體間交流與國際組

織技術協助，增進執行 CAP相關倡議動能與有效性。 

4.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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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將 FMP面臨新問題納入 CAP新執行策略，而非就新策略內容重新

溝通，各經濟體亦可從太子城願景或COVID-19相關政策自由擇定倡議執行。

鑑於無法預測未來可能面對之挑戰，宜採靈活方式應對，透過努力、一致

性協調，達成共同願景；對執行 CAP倡議之最佳方式採中立且開放態度。 

5. 中國大陸 

同意將 COVID-19 及太子城願景納入 CAP 新執行策略，而非變更 CAP

及其支柱，強調 SFOM與 SOM間溝通重要性，俾掌握太子城願景執行計畫

進展；有關執行 CAP 倡議最佳方式贊同部分經濟體意見，應採自願且非拘

束性方式，透過研討會或工作坊型式進行分享，惟應瞭解各經濟體最感興

趣之倡議及其進度為何，俾利規劃相關活動。 

6. ABAC 

支持各經濟體從事執行 CAP 活動，如擴展金融包容性等；盼各經濟體

財政部安排相關機關（構）直接負責特定議題並帶頭參與活動，縮減各經

濟體間執行 CAP 落差，例如菲律賓保險委員會於其境內協助進行小額保險

路徑圖；破產工作在中國人民銀行及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下，已有相當進展，

惟縮減執行落差目前仍有很大進步空間。 

四、 更新 2021年 FMP工作計畫及預期目標草案 

（一） 紐西蘭代表更新 FMP 下半年工作計畫，報告財長宣言草案內容及撰擬程序

等規劃 

1. 有關 FMP下半年工作計畫，2021年 FMM訂於 10月 22日舉行；另暫訂 10

月 19日及 20日召開 SFOM及財政次長暨央行副總裁會議（FCBDM），確

認 FMM可能成果，建議於該等會議前完成相關實質工作。 

2. 紐西蘭將辦理 2場工作坊，7月初「財政政策對話」及 8月底「預算架構」，

邀請各經濟體之財政政策、總體經濟及預算政策專家積極參與，總結相關

討論呈報 FMM；另將與 OECD 辦理 2 場稅務能力建構工作坊，分別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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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COVID-19疫情租稅政策」及「數位化轉型稅務行政」，於 9月中辦

理「亞洲永續金融及基礎建設」工作坊。 

3. 財長宣言草案內容規劃納入 2021 年討論議題如疫情復甦、總體結構政策、

未來財政政策與預算架構、稅收變動與永續性等，相關要點文件將提供各

經濟體表示意見，紐西蘭將據此研擬財長宣言初稿，透過書面交換意見，

預計最早於 9月下旬召開視訊會議完成財長宣言草案，盼 10月召開 FCBDM

前大致達成共識。 

（二） 各經濟體及國際組織代表發言要點 

1. OECD 代表表示將支援 FMP 舉辦稅務、預算架構相關工作坊，歡迎 APEC

經濟體參與討論；另更新國際稅務議題進展，預計「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

包容性架構」將於近日就 2項支柱解決經濟數位化帶來租稅挑戰方案達成協

議，盼 2021年 APEC財長宣言延續 2020年宣言，納入支持本議題。 

2. ADB代表表示近期成立亞太稅務中心（Asia Pacific Tax Hub），提供開放及

包容性之策略性政策對話平臺，就制定中期稅收策略、制定稅務管理自動

化路徑圖、積極參與國際租稅倡議三大關鍵領域，協助 ADB 發展中會員能

力建構，該等優先項目與APEC目標一致，盼未來與APEC合作推動稅務能

力建構。 

3. 經濟體皆同意有關紐西蘭研擬財長宣言做法，盼於 FMM前達成原則共識；

各經濟體代表建議財長宣言應包含重點如次： 

(1) 俄羅斯：應納入 2021年辦理各項倡議相關工作。 

(2) 美國：應聚焦強力、具包容性與對抗氣候變遷之綠色復甦，及財政與

債務永續性與透明化。 

(3) 新加坡：認同經濟體運用支持性措施減緩疫情衝擊，惟尋求永續性經

濟復甦之際，應關注財政政策及預算架構。 



11 

(4) 智利：同意美國觀點，應納入經濟復甦下永續財政議題，建議或可納

入與私部門合作成果及金融面向觀點，如 6 月 25 日 APEC 財政部長與

ABAC相關討論。 

(5) 巴布亞紐幾內亞：盼APEC工作計畫及財長宣言就經濟復甦模式提供指

引，將有助經濟體制定因應疫情之財政與貨幣政策，及加速經濟復甦

之結構與總體經濟政策。 

(6) 中國大陸：財長宣言須納入財政穩定性、綠色轉型、數位經濟、財政

及租稅政策改革等要素，以因應後疫情時代帶來挑戰及風險。 

(7) 日本：建議納入 ADB 提及國際稅務合作、美國提及財政永續與透明、

OECD於 9月舉辦「APEC 亞洲永續金融及基礎建設高階研討會」聚焦

之基礎建設永續投資，及災害風險融資與保險解決方案等相關議題。 

(8) 越南：應納入企業或產業界建議及APEC財政部長對該等建議之回應。 

五、 其他議題 

（一） OECD代表報告與 APEC FMP有關計畫執行進展 

1. 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投資：OECD 依 2019 年財長宣言展開本研

究計畫，2020年提出期中進展報告，將於 2021年 10月提出最終報告。該報

告以實證為基礎，聚焦 APEC 經濟體發展趨勢，提出執行 ESG 主要缺陷、

落差及重大變動，俾處理 ESG 投資、金融市場關係及投資評價等相關議題。

相關內容預定於 2021 年 9 月 APEC 亞洲永續金融及基礎建設高階研討會分

享。 

2. 亞太區永續基礎建設融資實務：由於 ESG 面臨難以取得適當資訊或資訊破

碎化等問題，本研究計畫透過研析亞太區近期實務執行，盼找出資訊可信

賴來源，及探討政府推動永續基礎建設法規架構（尤其聚焦 ESG）等議題。

研究成果將於上述亞洲永續金融及基礎建設高階研討會分享，相關討論內

容與 FMP CAP相關，或可供撰擬 10月財長宣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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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EC 經濟體金融識讀（financial literacy）及金融韌性：此為 APEC 經濟體

多年關注議題，尤其COVID-19疫情及為因應疫情所需之數位轉型對弱勢群

體造成更大傷害，OECD將提出相關報告探討金融識讀與 COVID-19疫情及

科技國家金融識讀趨勢。 

（二） ADB代表報告 APEC金融監理官訓練倡議（FRTI）執行情況 

1. FRTI 自 1990 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後成立，迄今已辦理 160 場訓練課程、計

7,000人參與，其秘書處由ADB擔任，以技術援助特別基金支應經費，另日

本、韓國及中國大陸亦注資上述基金。ADB曾於 2019年向 SFOM報告當前

基金僅供FRTI運作至 2020年底，嗣因COVID-19疫情得延長至 2021年底，

由於 ADB 無法取得內部資源，將停止對該倡議投入資金，然 APEC 經濟體

仍有訓練需求，倘 APEC 經濟體有意願以任何形式延續該倡議，ADB 願分

享相關工作經驗。 

2. 主席請有意願提供資金延續 FRTI之經濟體，於會後 2週內聯繫 APEC秘書

處。 

（三） FMP 計畫主任報告 FMP 政策倡議執行情形，APEC 秘書處已分送更新之

FMP 政策倡議活動清單，其中「APEC 金融機構與中小企業倡議」及

「APEC 公私協力夥伴關係（PPP）中心網路」久未更新進展，請相關經濟

體提供秘書處進一步資訊，倘遲未獲更新進展，秘書處將以電子郵件公告

後續處理方式。 

（四） ABAC 代表報告「打擊貿易洗錢工作坊」辦理情形，此係依 2020 年財長宣

言請求及 ABAC於 2021年 3月 FCBDM承諾辦理，相關討論將納入白皮書

呈報 FMM。ABAC並感謝紐西蘭安排 6月 25日與 APEC財長之非正式對話

會議。 

（五） 馬來西亞代表報告「群眾募資工作坊」籌辦情形，該能力建構工作坊原訂

2020 年於馬來西亞擔任 APEC 主辦經濟體時舉辦，因 COVID-19 疫情延至

2021年 8月 17日至 19日（紐西蘭時間）下午 2時至 3時 45分，以視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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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辦理。該工作坊係為提升與會者對群眾募資法規及實務瞭解，將以簡報、

小組討論及利害關係人經驗進行分享，盼邀請 EC 及 FMP 政府官員參與，

將儘快提供最終議程及相關細節。 

（六） 秘魯代表補充說明「APEC PPP中心網路」進展，PPP專家諮詢小組於 2013

年成立，惟缺乏參與者，亦未建立技術與行政安排標準；秘魯曾於 2016 年

主辦 APEC 會議期間，提出整合現有數據網路至 PPP 中心，亦於 2017 年

APEC SOM 獲經濟體支持，惟該倡議後續未有任何進展，倘 APEC 經濟體

未有任何興趣維持相關討論，或可研議中止本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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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財政部長與 ABAC企業領袖非正式視訊會議 

本次會議由紐西蘭財政部部長 Grant Robertson 擔任主席，21 個 APEC 經濟體及

ABAC 企業代表與會，議題包括「COVID-19 之影響」、「重要及具影響力政策」及

「關鍵要素」。我方由財政部蘇部長建榮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

財政部國庫署及國際財政司相關同仁與會。 

一、 COVID-19之影響 

【討論從歷經 COVID-19疫情造成之重大災情，以後見之明角度分析企業或經濟

體應採取何等因應措施】 

（一） 澳洲 

面對疫情高度不確定性，為降低人民生活損失，實施「JobKeeper」薪

資補貼策略，為企業及工作者創造誘因；另特別提升年輕工作者技能，俾

配合經濟復甦腳步，解決大範圍勞動力短缺及提高生產力，惟仍須一段時

間達成。因應疫情，自政府角度而言，係面臨勞動力挑戰；對企業而言，

如何調整供應鏈、維護其在供應鏈中定位為重要課題。 

（二） 新加坡 

鑑於 COVID-19病毒來勢洶洶，新加坡政府花費 8個月提升實驗室檢測

量能，提供 DIY 檢測包供人民使用，強調現階段係全球與病毒競賽，應確

保各經濟體疫苗公平快速分配；為重新開放邊境，可建立相互旅遊協議、

疫苗接種證書，實現安全無縫旅遊倡議；面對未來流行病衝擊，宜透過公

共衛生協議等國際合作模式預為準備。 

（三） 我國 

歷經這次經驗，呼籲APEC經濟體宜更重視災害風險財務管理，維持適

當財政空間，充分準備減災及復原所需財源，俾妥適因應類此全球性規模

疫情或天災帶來經濟衝擊，增進包容性經濟及社會福祉。展望未來，認同

IMF總裁近期表示「疫苗政策是 2021年或 2022年最重要經濟政策，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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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超越貨幣及財政政策」；盼持續透過APEC平臺交流及合作，共同為邁

向永續及包容性復甦努力。 

（四） ABAC日本 

各經濟體在疫情爆發時立即採取因應之財政及貨幣政策成功且有效，

歷經此疫情造成之經濟衝擊，體認維持金融中介功能至關重要；未來面對

類此危機，政府優先政策事項宜為穩定金融。 

（五） ABAC加拿大 

2020年COVID-19疫情導致APEC地區經濟損失達3兆美元及減少4,500

萬個工作機會。因應疫情，各經濟體對其人民及企業提供紓困與刺激計畫，

透過全球合作，於短時間內分配多種疫苗，惟重新開放邊境及供應鏈仍為

關鍵。以後見之明角度分析，宜擴展數位化基礎設施及專業知識至中小型

企業，縮減數位鴻溝，避免中斷大部分供應鏈及業務；另為提升商務旅行

之安全與效率，宜儘早啟用虛擬APEC商務旅行卡，共享安全健康資訊如病

毒檢測結果，俾利在後疫情時代重啟邊境，支持市場重大商務活動，恢復

國際移動。 

二、 重要及具影響力政策 

【討論經濟體為協助企業復甦，應聚焦之重要、具影響力政策（如財政、結構、

貿易）】 

（一） ABAC 日本 

強勁財政政策成功阻止疫情全面失控，惟亦產生隱憂，包括巨大財政

失衡及公共債務、膨脹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及私部門債務累積，於此背

景下，認為主要政策面臨下列三面向挑戰： 

1. 須恢復總體經濟政策之可操作性（尤須建立財政永續性）、提高財政管理

可信度及推動貨幣政策正常化，俾於下次危機爆發前恢復政策因應空間。 

2. 須消除 COVID-19對後疫情經濟帶來之創傷效應（scarring effect），借鏡過

去金融危機後經驗，經濟成長率通常有下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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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疫情前已存在危機（如氣候變遷議題）應加速應對；因應氣候變遷，須大

量投資與創新，此為重要經濟成長動能；惟許多企業完全綠化前，可能須

經歷過渡階段，金融基礎設施或能提供企業轉型融資（transition financing）

服務，如轉型債券或轉型貸款等。 

（二） 香港 

因應疫情採取支持企業及保障就業之財政政策，迄今投入計 390億美元

於個人薪資補貼、失業貸款等紓困措施，提供 150億美元政府擔保借款予企

業（尤其中小企業），亦與香港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合作，

協調銀行提供企業暫停還款計畫。另訂於 7月展開電子消費券計畫，每位香

港居民可獲得 650美元電子消費券，預計可帶動消費動能，進而刺激經濟復

甦，強調長期而言，推廣企業及大眾廣泛使用電子支付，對數位經濟發展

相當重要。 

（三） 日本 

為重建更好未來，因應結構性挑戰，認為應偕同公、私部門資源，共

同發展優質、具韌性、永續及環保之基礎設施，並同時兼顧財政永續及透

明；政府應增進風險認知並模擬情境，為公、私部門債務累積、氣候變遷、

災害、疾病大流行及全民健康等總體經濟風險預為準備；鼓勵所有經濟體

採行減緩氣候變遷措施，推動轉型融資（transition financing），逐步朝脫碳

目標努力。另國際租稅改革（即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已接近完成歷史性

協議階段，該項改革使稅收更能適應數位化時代，避免各國租稅競爭，且

能提高投資者可預測性，盼 APEC經濟體能支持此全球性倡議。 

（四） 中國大陸 

因應疫情，採取許多刺激措施，一方面抑制疫情，同時維持經濟成長，

2020 年經濟成長率為 2.3%，2021 年預計逾 6%。採取下列措施協助企業度

過難關： 

1. 2020 年推出減稅、降費、延期繳納稅款及社會保險費、降低房租等，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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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主體尤其中小企業許多負擔，總計達人民幣 2.6兆元。 

2. 2020 年提供財務支持，及降低企業財務成本，措施包含降低利率及存款準

備率、提供優惠融資方案等，總計達人民幣 2.2兆元。 

3. 實行市場導向改革，如下放政府權力、精簡行政程序、改善公共服務及優

化政府審核流程等，加速發展數位經濟及綠色經濟。 

（五） 我國 

面對疫情衝擊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紓困、振興等措施，迄今相

關預算規模達 GDP 之 3.2%，2021年度 1年以上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占當年度

GDP比率預估為 29.4%，尚具足夠財政量能因應；中長期將積極推動包含 5G

等基礎建設投資，掌握疫情帶動之遠距應用、供應鏈重組及數位轉型契機，

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三、 永續性及包容性經濟復甦之關鍵要素 

【討論永續性及包容性經濟復甦之關鍵要素或標準；經濟體與企業如何共同實

現此目標】 

（一） 加拿大 

認為建立更具包容性及永續性經濟關鍵因素有二： 

1. 使用「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表達上述目標，且於年度預算中導入生

活品質以評估政府每項投資，俾呈現每項措施對加拿大人民整體生活品質

影響，並將評估結果納入預算報告。 

2. 關注對弱勢群體影響，採取更多措施協助該等群體，包括提升對婦女、老

年人、低工資工作者、年輕人、有色人種及原住民之經濟包容性。 

提高生活品質須整體社會共同努力，私部門亦可發揮關鍵作用。歡迎

各經濟體就私部門如何改變思維朝永續性及包容性邁進，以及雇主如何協

助在疫情中受創最深族群等議題，進行經驗分享。 

（二） 秘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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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雖對經濟造成巨大影響，尤對婦女及原住民影響甚鉅，仍須學會

與之共存。首先，應優先致力恢復受疫情影響弱勢族群生活品質，認為經

濟復甦不僅應獲得政府支持，亦應獲得私部門支持，因私部門係就業機會

主要來源，爰須建立包容性成長新架構，強調永續性及社會包容性。此外，

應投資氣候行動方案，公部門須訂定明確規則，並與私部門合作，實現減

碳目標。 

（三） 馬來西亞 

COVID-19 疫情對各經濟體帶來嚴重影響，須在財政與貨幣政策間尋求

平衡點；制訂政策吸引對氣候韌性基礎設施與綠色技術投資，以促進就業，

尤其可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之製造業，同時提高經濟及環境適應力，實現低

碳經濟。至公、私部門合作方面，馬來西亞政府對製造業特別訂定 COVID-

19 免疫專案計畫，促進政府加快疫苗接種及實現群體免疫；另為保護受僱

者福祉，從而加快經濟復甦，相關策略包括提高技能與重新調整規模，以

及改善就業服務，透過政策將勞工重新分配至更有生產力、高成長之經濟

領域。生活或許無法恢復至疫情前狀態，應繼續探索如何以不同方式建設

更美好未來，因應未來不可預見及前所未有之經濟、社會、健康或地緣政

治衝擊。 

（四） 日本 

就創新一節，誠如各經濟體所提，疫情復原過程中應納入結構性改革，

以具生產力、成長潛力之創新、數位轉型及減碳社會為目標。創新轉型過

程中蘊藏著龐大機會與風險，爰須為鼓勵創新提供資金，透過有效運用公

私協力機制，支持包含微中小型企業之研發及技術轉型。 

（五） ABAC菲律賓 

APEC區域係全球最易遭受氣候災害高風險地區，2021年初APEC成立

災害復原及風險管理工作小組，關注此類風險；COVID-19 疫情亦對各經濟

體產生不同影響及復甦速度，無論是疫情或天然災害，受害最深莫屬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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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展望未來，跨區域疫苗取得及管理將成為恢復關鍵，全球疫苗分布

及獲取不均議題仍待解決，疫情不僅是公共衛生危機，亦蔓延影響經濟、

供應鏈、食品、能源，甚至教育問題；無論天然災害或流行病，隨著時間

推移，恐為每年必須面對之議題。因此，前揭工作小組建議在APEC設立專

門論壇，以解決災害相關資訊共享及疫情議題。此外，呼籲建立區域性疫

苗護照，俾利人員及貨物流動。 

（六） 印尼 

當前係所有經濟體面臨轉型、經濟發展、更具包容性與永續性充滿挑

戰之時刻，政府對天然災害及非天然災害準備工作至關重要，應做出堅定

承諾，提高對未來流行病、天然災害及氣候危機之抵禦能力。印尼政府業

將氣候變遷納入國家中期發展計畫，因應及適應氣候變遷已為政府決策一

部分，並推出相關行動方案；另為進一步加強復甦及確保復甦永續性與包

容性，須繼續努力促進多方面發展，惟需鉅額投資，無法僅靠政府財政支

援，將運用私人資金支持永續發展，爰已提供免稅等多項措施，期促進再

生能源發展，並透過相關政策為低碳相關製造業創造合適環境；目前亦發

布永續金融路徑圖，訂定包含 ESG 原則之永續體系，鼓勵金融業參與，達

成更為綠色、低碳及永續之經濟發展。 

（七） 美國 

拜登政府將氣候變遷視為人類真正生存危機，盼各經濟體共同合作應

對氣候變遷帶來挑戰，彌補過去不足之相關作為。就疫情方面，業推出強

而有力財政措施，將增加基礎設施支出，盼與各經濟體維持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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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掌握全球經貿趨勢，積極參與 APEC事務 

        本次會議各經濟體與國際組織分享、討論因應 COVID-19 疫情及其他挑戰之重要

策略，咸認疫後復原仍具下行風險，須採行總體經濟與結構政策，克服高負債、勞動

市場創傷及不平等加劇等長期挑戰；透過數位化增加生產力，訂定促進包容性、綠色

成長及因應氣候變遷政策，加強國際合作共同達到綠色復甦目標。 

我國向積極參與各項 APEC 會議或研討會，借鏡其他經濟體及國際組織經驗；本

次藉由參與相關視訊會議，分享我國因應疫情發展採行之財政、金融及結構政策。建

議持續善用 APEC平臺，強化我國國際角色，拓展國際參與空間。 

二、建立財政韌性，實現永續發展目標 

        COVID-19 疫情加劇亞太地區在經濟、金融及社會方面持續不確定性，復以疫情

前即已存在之氣候變遷問題，凸顯生態、公衛體系及環境之脆弱；後疫情時期，推動

綠色、永續及包容性復甦為全球關注議題。 

        為因應疫情，緩解個人及企業財務壓力，各經濟體均採行前所未見財政及貨幣政

策措施，致政府公共債務增加。我國與多數經濟體相同，面對疫情採行擴張性財政政

策，實施紓困、振興措施，目前仍具足夠財政能量因應。歷經此次危機，建議持續維

持適當財政空間，建立財政韌性，俾妥適因應未來類此疫情或天災帶來之經濟衝擊，

達成財政及經濟永續發展目標。 

三、持續關注解決經濟數位化租稅挑戰之兩項支柱發展，及早規劃因應 

      隨著美國參與 OECD/二十國集團（G20）解決經濟數位化課稅挑戰之兩項支柱全

球租稅改革談判架構，與其他防止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包容性架構成員共同

努力，消弭經濟數位化帶來稅務挑戰，致全球租稅改革逐漸撥雲見日。兩支柱之第一

支柱將決定市場所在國新課稅方式、第二支柱則確立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解決跨國

企業引發 BEPS 問題；該架構於 2021 年 7 月經 G20 採認，預計 10 月發布執行細節，

並於 2023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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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雖非 BEPS 包容性架構成員，建議積極掌握國際租稅發展趨勢，瞭解二項支

柱實施計畫，及早思考導入我國稅制可能性，俾與國際租稅政策接軌，因應國際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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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會議議程 

2021 APEC SFOM Annotated Agenda 

DAY 1: June 22, 23:00–02:00 (NZST) 

Time Topic 

23:00 – 

23:08  

Welcome and introduction  

Mr James Beard, New Zealand Finance Deputy and APEC SFOM Chair 

2021, will welcome attendees to the session and outline the agenda for both 

days. This will include formal agreement to the agenda from attendees.  

The session will also include a mihi from Mr Beard. A mihi is a Māori 

greeting which pays tribute to you our guests and welcomes you to the 

sessio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ll be provided.  

23:08–

23:10 

Official SFOM Family Photo  

The SFOM family photo will be taken following the opening session. 

Instructions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session. We recommend you are in your 

seat facing your camera during this period.  

23:10– 

01:50 

 

This 

session 

will 

include a 

5 minute 

break 

after 

Round 1.  

Session one: Macroeconomic and structural policies to respond to 

COVID-19 and other challenges – Joint SFOM / EC session  

Combatting the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requires all elements of government 

policy to work together, as well as inter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In the 

current crisis, both macroeconomic and structural policy responses have key 

and complementary roles to play.  

While macroeconomic policy settings serve to stabilise the economy, 

structural policy settings help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s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ultimately, the strength and quality 

of long-term growth.  

The interplay between macro and micro economic policies is critical to 

ensure an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recovery and to become more resilient to 

future sh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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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ession will bring together officials from FMP and the EC to discuss 

current and prospective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other key challenges like climate change.  

Discussion will be moderated by the Chair  

Structural Reform Ministers Meeting – report back by TBC – 4 mins  

Outline of proposed compendium of “APEC responses to COVID-19” by 

New Zealand – 5 mins  

Policy discussion of macro and structural policy  

 The substantive policy discussion will be held over two rounds (see 

below). Each round will be led off by a discussant before being opened 

to participants to discuss their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nd future 

policy priorities at both individual economy and the collective APEC 

level. The policy discussion will inform the proposed report on 

COVID-19 policy responses. Discussants will be allocated 6 minutes 

for their interventions, other interventions by economies will be limited 

to 3 minutes.  

 In their comments, participants may also wish to comment on potential 

areas for strong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Committee and 

the Finance Ministers’ Process.  

Round 1 – centred on macro policy.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What macroeconomic policy settings are needed to combat COVID-

19 and support recovery? (e.g. the nature, timing and sequencing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s and structural reforms to support 

recovery from shocks). 

2) What role can macroeconomic policy (fiscal, monetary, financial 

regulation etc) play in promoting inclusive growth and addressing long-

term challenges like climate change? 

Lead Discussant – IMF representative  

Plenary discussion  

Round 2 – centred on microeconomic/structur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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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What changes to microeconomic/structural policy settings are 

needed to minimise and reverse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overall wellbeing from the pandemic? (e.g. labour market 

scarring, firm continuity/bankruptcy, increases in poverty and/or 

inequality etc. 

2) What policy settings are needed to support productivity enhancing 

transitions such as digitalisation, contribute to more inclusive and 

green growth and combat climate change? How has the pandemic 

altered the priority your economy places on these policy areas? 

Lead discussant – OECD representative  

Plenary discussion  

01:50 – 

02:00  

Wrap up and close  

Mr Beard will wrap up and summarise the discussion and thank everyone for 

their attendance. He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topics of discussion for Day 2.  

DAY 2: JUNE 23, 23:00–02:00 (NZST) 

Time Topic 

23:00 – 

23:10  

Welcome to Day 2  

Mr James Beard, New Zealand Finance Deputy and APEC SFOM Chair 

2021, will welcome attendees to day 2, outlining the agenda and objectives 

for the day.  

23:10 –

00:10 

Session two: Strategy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ebu Action Plan 

(CAP)  

Economies to progress discussion of CAP refresh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for the 2022 – 2025 period.  

Ahead of this session a “zero” draft of strategy [and covering note] will be 

circulated to economies as the basis for the discussion. Economies will be 

asked to discuss the options presented and discuss how they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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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ssion aims to get broad agreement on these issues, not get into detailed 

drafting. Following the meeting, the SFOM Chair will produce a draft of the 

strategy (and associated CAP) for circulation and iteration intersessionally.  

Topics for discussion  

1) Agree that the new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which FMP and the 

wider APEC now find themselves in (e.g. COVID-19, Putrajaya Vision 

2040) should be reflected via the new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rather 

than changes to the CAP and its pillars. 

2) Agree that when identifying policy initiatives to take forward, APEC 

economies are able to select from the existing CAP pillars, COVID-19 

related policies and policies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the 

Putrajaya Vision. 

3) How can we align initiatives with the economic drivers of the 

Putrajaya Vision 2040? For example, green growth, rising inequality 

etc. 

4) What is the best way for FMP to promote implementation of 

initiatives under the CAP? If ‘Champion’ or ‘Friends of the Chair’ type 

models are preferred, how would these operate? 

The floor will be opened up to economies for interventions (limited to 2 

minutes).  

00:10 – 

00:40  

Session three: Update on Putrajaya Vision Implementation Plan  

In this session we will discuss how FMP will contribute to the Putrajaya 

Vision 2040 Implementation Plan. We will receive an update from the New 

Zealand Senior Official Mark Talbot who will talk economies through the 

process being discussed in the APEC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  

Following this presentation the Chair will outline how FMP could provide 

updates into that system.  

Economies will then be given a chance to share their views on these points 

and ask any questions they may have (interventions will be limited to 2 

minutes).  

00:40-

00:45 

BREAK 5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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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 

01:30 

Session four: Updated workplan and draft deliverables for FMP 2021  

New Zealand will provide a short update on upcom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Informal Finance Ministers’ and ABAC meeting, FMP workshops and 

the pre-FMM SFOM/Deputies meeting.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e 2021 

workplan is submitted alongside this agenda. 

New Zealand will also discuss current thinking about deliverables for the 

end of year FMM such as the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JMS), and the 

proposed drafting process. 

The Chair will then open the floor to comments from economies on the plan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and end of year deliverables such as the JMS (limited 

to 2 minutes).  

The Chair will end the session by summing up the discussion and outlining 

next steps.  

01:30 – 

01:50 

Session five: Any other business 

 OECD update on ongoing projects. 

  ADB update on APEC Financial Regulators Training Initiative 

(FRTI) Programme  

 FMP Programme Director on updating FMP policy initiatives  

01:50 – 

02:00  

Wrap up and close  

Mr Beard will summarise the discussion for the second day and thank 

attendees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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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Informal Finance Ministerial Meeting with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Schedule 

June 25, 14:00–15:30 (NZST) 

Time Topic 

14:00 – 

14:06  

Opening session:  

Welcoming remarks by Hon. Grant Roberston, Minister of Finance and the 

Finance Ministers’ Process Chair who will outline the objectives, format and 

topics for discussion.  

This will include a mihi, which is a traditional Māori welcome that 

acknowledges our ancestral land of Aotearoa, New Zealand.  

14:06 –

14:08 

Official Family Photo  

The photo will be taken following the opening session. All Ministers and 

ABAC business leaders should keep their camera on for the photograph, with 

all other attendees to turn their camera off. Further instructions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session. We recommend you are in your seat facing your 

camera during this period.  

14:08 –

14:10 

Welcome by ABAC  

Rachel Taulelei, New Zealand ABAC Chair and CEO of Kono New Zealand, 

will give some welcoming remarks and introduce Robert Milliner, who will 

be introducing session one.  

14:10 – 

14:35 

Session one: Effects of COVID-19  

Question One: We’ve seen the disastrous effects of COVID-19 –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what should we have done differently to respond (as a 

business or an economy)?  

This session will be introduced by Robert Milliner, Chairman, Australia 

Payments Council (3 mins).  

Discussion (to be moderated by the Chair)  

- An economy will lead off the discussion (2 minutes). 

- Discussion will be opened to other Ministers to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and ask questions of the business leaders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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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 flowing discussion is encouraged during the session. 

- Discussants will be limited to 2 minutes.  

14:35 – 

15:00  

Session two: Important and impactful policies  

Question Two: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mpactful policies (e.g. fiscal, 

structural, trade) that economies should focus on to aid business in the 

recovery?  

This session will be introduced by Hiroshi Nakaso, Chairman, The Daiwa 

Institute of Research (3 mins).  

Discussion (to be moderated by the Chair)  

- An economy will lead off the discussion (2 minutes). 

- Discussion will be opened to other Ministers to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and ask questions of the business leaders present. 

- Free flowing discussion is encouraged during the session. 

- Discussants will be limited to 2 minutes.  

15:00 –

15:25 

Session three: Key elements  

Question Three: What are the key elements or criteria for an economic 

recovery that is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How do economies and business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this?  

This session will be introduced by Rachel Taulelei, CEO Kono New Zealand 

& ABAC Chair (3 mins).  

Discussion (to be moderated by the Chair)  

- An economy will lead off the discussion (2 minutes). 

- Discussion will be opened to other Ministers to share their 

perspectives, and ask questions of the business leaders present. 

- Free flowing discussion is encouraged during the session. 

- Discussants will be limited to 2 minutes.  

15:25 –

15:30 

Wrap up and close  

The Chair will sum up the discussions held on th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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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我國出席人員 

2021年 APEC SFOM  

一、 我國會議代表人：財政部李司長雅晶 

二、 與會機關（單位）人員： 

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中央銀行 
博士 鄭漢亮 

科長 林宗慶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組長 洪美貞 

專門委員 李盈欣 

科長 王湘衡 

專員 陳鎔 

助理研究員 林永正 

約聘人員 蔡蕙宇 

國家發展委員會 

專門委員 趙文志 

專員 鄧壬德 

科員 林宸均 

科員 陳樂庭 

財團法人 

台灣金融研訓院 

院長 黃崇哲 

副所長 陳緹珍 

副所長 方幸意 

特約研究員 David Stinson 

專案經理 林秉貞 

財政部 

國際財政司 

副司長 丁碧蓮 

專門委員 李瓊琳 

科長 王瑀璇 

專員 林于斐 

副研究員 吳思嫻 

聘用人員 李盈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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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財政部長與 ABAC企業領袖非正式視訊會議 

一、 我國會議代表人：財政部蘇部長建榮 

二、 與會機關（單位）人員： 

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處長 黃錫和 

副處長 胡則華 

科長 王湘衡 

國家發展委員會 

專門委員 趙文志 

專員 鄧壬德 

科員 林宸均 

科員 陳樂庭 

財政部國庫署 

科長 張宗惠 

稽核 林佳鋒 

科員 王惠瑩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 

司長 李雅晶 

副司長 丁碧蓮 

專門委員 李瓊琳 

科長 王瑀璇 

專員 林于斐 

副研究員 吳思嫻 

聘用人員 李盈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