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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為亞太區域重要經貿合作論壇，設有各委員會及工

作小組(或次級論壇)。其中，「海洋及漁業工作小組(OFWG)」主要負責各成員經濟

體間海洋相關事務之交流與合作。為統整我國各部會參與 APEC 有關海洋事務之

論壇，本會視 OFWG 會議討論議題性質，邀請我國相關機關單位參與。 

本次會議由本會偕行政院環保署(及其協力廠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本會海洋保育署及本會國家海洋研究院等機關(構)，共同參與「第 17 屆海洋與漁

業工作小組(OFWG)視訊會議」分享我國海洋廢棄物治理成效、經驗及相關計畫提

案；此外，「第 27 屆化學對話(CD)會議」亦係本次參與重點(議程包含「海洋廢棄

物虛擬工作小組(VWGMD)」，針對海洋廢棄物管理進行討論)，藉此與其餘經濟體

產業界人士進行經驗分享及交流。 

總體而言，「第 17 屆 OFWG 會議」延續上(2020)年重點，聚焦「海洋廢棄物」

及「打擊非法、未報告及未受規範(IUU)漁捕」兩大主軸，著重於各經濟體實際提

案規劃及成果展示，而本次會議首次將「家計型漁捕」(artisanal fishing)獨立成為議

題，是近年 OFWG 首例；在「第 27 屆 CD 會議」方面，保留 VWGMD 議程，藉此

延續海洋廢棄物治理成果之討論。經觀察，CD 對於海洋廢棄物議題之熱絡程度與

OFWG 有別，顯淪於形式。 

在海洋廢棄物議題上，明年主辦經濟體泰國已於「第 17 屆 OFWG 會議」中展

現對海洋廢棄物議題之重視，除發表該經濟體海洋廢棄物之統計數據外，亦表明將

於 2022 年辦理海洋廢棄物及家計型漁捕相關研討會；注及家計型漁捕議題已被泰

國列為重點項目，可預見明年度對於 IUU 漁捕之討論將不如本(紐西蘭)主辦年熱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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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為亞太區域重要經貿合作論壇，現有 21 個成員

經濟體(Economy)，其資深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下設有委

員會、工作小組及次級論壇，其中「海洋及漁業工作小組(OFWG)」於 2011 年

由「海洋資源保育工作小組」及「漁業工作小組」合併改制而成，主要負責

各成員經濟體間海洋事務之交流與合作。此外，因應國際間海洋廢棄物的問

題日益嚴重，在 2014 年與APEC 貿易投資委員會的化學對話(Chemical Dialogue, 

CD)，共同成立「海洋廢棄物虛擬工作小組」(APEC Virtual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Debris, VWGMD)針對海洋廢棄物管理進行討論。 

承襲 2014 年 APEC 海洋部長會議所通過《廈門宣言》，揭示 OFWG 未來

工作重點將著重於以下四項領域的合作： 

(一)海岸與海洋生態系統保育與災害復原。 

(二)海洋之於糧食安全及糧食相關貿易之角色。 

(三)海洋科技與創新。 

(四)藍色經濟。 

APEC 作為我國少數具正式會員資格之國際組織，係我與國際接軌、合作

及交流之場域，爰參與本會議之目的，即是爭取實質參與國際，尋求友我國

家支持。 

貳、第 17 屆 OFWG 會議過程 

一、 主辦經濟體設定主題及優先領域 

紐西蘭作為本年主辦經濟體，將主題定為「攜手協作，共同成長」(毛利語：

Haumi ē, Hui ē, Tāiki ē.)，表示因受疫情影響，本年各級 APEC 會議，

皆以線上方式舉行，同時說明 2021 年正是重振經濟並制定有復原力的復

甦計劃的時機，因此該國制定下列三項政策優先領域： 

(一)「強化復甦的經濟與貿易政策」 

包括總體經濟與結構性的政策應對，並致力於自由開放的貿易與投資，以

實現本區域經濟整合的目標。 

(二)「增進包容性及永續性的復甦」 

利用機會發揮所有社會成員的潛力，並推動經濟政策來處理本區域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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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挑戰。 

(三)「追求創新與數位賦能的復甦」 

加速 APEC 支援數位經濟的工作。 

其中，與 OFWG 目標相符合之優先領域主要係「增進包容性及永續性的復

甦」，紐西蘭希望 APEC 著重於採取以市場為基礎的措施，以應對最嚴峻

的環境挑戰，並支持 APEC 的永續性工作計劃，處理海洋永續性問題。此

外，紐西蘭亦強調實施「拉塞雷納婦女與包容性成長路徑圖」加強女性經

濟賦權、研擬新的 APEC 糧食安全路徑圖，進一步了解原住民經濟，並合

作釋放其潛力。 

二、 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於 110 年 8 月 17-18 日上午 10 時以線上方式舉行，由智利國家漁

業局 Ms. Alicia Lorena Gallardo Lagno 擔任主席，總計 19 個經濟體出席(僅

汶萊及巴布亞紐幾內亞未出席)，另有「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國

際非政府組織「大自然保護協會(TNC)」、「全球幽靈漁具倡議(GGGI)」及「史

丹佛大學海洋方案中心(Center for Ocean Solution)」代表共同參與。 

本次會議議程
1
主要聚焦討論「各經濟體提案/計畫進度更新」、「永續水產及

小規模漁業」、「APEC 各中心進度報告及來賓簡報」、「『海洋廢棄物路徑圖』

與『打擊非法、未報告、未受規範(IUU)漁捕路徑圖』執行方案及國家報告」

(後稱「路徑圖執行成果」)及「其他」等議程，分述如下： 

(一)「各經濟體提案/計畫進度更新」(詳如表 1) 

整體而言，智利、中國、印尼、馬來西亞、紐西蘭、祕魯、我國、美國

及越南(按英文筆畫排序)於 OFWG 參與甚為踴躍，近年皆提出數量不等

之提案，積極參與小組運作，按照提案內容約可分為四大陣營： 

1、 「海洋廢棄物」為關注核心之經濟體包含智利、印尼、馬來西亞、

我國、美國及越南； 

2、 以「漁業」為關注核心的經濟體包含智利、印尼、祕魯、紐西蘭； 

3、 關注「婦女賦權」者包含智利、印尼與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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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則主推藍色經濟、海域空間規劃、海洋科技等多樣化倡議。 

從上述提案內容可得知智利及印尼關注重點較為多元，包含「海洋廢

棄物」、「漁業」及「婦女賦權」等；美國及越南關注重點僅限於海洋

廢棄物議題；而祕魯僅關注「漁業」層面；紐西蘭雖亦關注「漁業」

議題，渠亦將重點置於海洋生物保育議題(如海鳥保育)。 

我方次藉此機會更新我方「APEC 運用創新科技監測海洋廢棄物能力

建構研習營」籌備進度(OFWG 09 2020A: Capacity Building on Marine 

Debris Monitoring by Using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in APEC Region.
2
)，並

邀請各經濟體踴躍參加並推薦相關講題與講者。 

(二)「永續水產及小規模漁業」 

本項議題向來包裹於藍色經濟或糧食安全範疇，惟於第 17 屆 OFWG 會

議中單獨列出，探究原因係 2022 年為聯合國「國際家計型漁業與水產

養殖年(IYAFA 2022)」。本會議特別邀請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報告相關趨勢及關注重點，同時 OFWG 主

席 Ms. Alicia Gallardo Lagno 亦以此為題，呼籲該議題對於永續發展目標、

疫情後經濟復甦、婦女賦權等不同層面之重要性，同時提出並引導

OFWG 於明年產出「APEC 小規模漁捕及水產養殖路徑圖」(Roadmap on 

small scal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獲印尼、祕魯、智利、越南、墨西哥

及美國共同響應(我國漁業署暫持中性態度，視路徑圖實際內容而定)。 

 (三)「APEC 各中心進度報告及來賓簡報」 

APEC 各中心僅中國就「APEC 海洋永續發展中心(AMSDC)」創立迄今歷

史及成果進行簡述，同時邀請各經濟體於本年 11 月 19 日(暫定)共同參

與假廈門舉辦之「APEC 第六屆藍色經濟論壇」；其餘如韓國 APEC 海洋

環境訓練與教育中心(AMETEC)及印尼海洋漁業資訊中心(AOFIC)皆未

進行報告。 

在來賓簡報部分，由大自然保護協會（TNC）派員報告該組織相關活動

動態及相關研究計畫；史丹佛大學海洋方案中心亦由 Mr. David Balton 重

申運用港口國管制(PSM)方式打擊 IUU 漁捕議題之重要性，並鼓勵 APEC

經濟體積極施行相關措施，維護漁業資源，獲我國漁業署、智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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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響應。 

(四)「路徑圖執行成果」 

分別由智利、美國更新打擊 IUU 漁捕路徑圖及海洋廢棄物路徑圖執行

計畫，再由加拿大、印尼、日本、我國及泰國提報經濟體執行報告(按：

本經濟體報告原規劃於每年第一次例會提報，今年因成果豐碩，額外於

第二次例會報告)。 

其中我方報告由環保署基管會魏文宜專門委員發表我國「海洋廢棄物循

環產品標章」倡議，提倡推動海廢溯源機制，藉此促成公私部門合作。 

(五)「其他」 

OFWG 主席 Ms. Alicia Gallardo Lagno 表示 2022 年 OFWG 工作計劃將於

本年 10 至 12 月進行第零版草案之傳閱，並於明年 1 月完成初稿，並於

第 18 屆 OFWG 完成採認。 

明年主辦國泰國藉此次會議說明「泰國年」的核心理念為「萬物平衡

(Balance of All Things)」，並將三項優先領域訂為「促進貿易投資」；「各

行各業重新連結」；「永續及包容性成長」，並期待舉辦疫情後首屆實體

會議。於 OFWG 層面將注重「家計型漁業及水產養殖」與「海洋廢棄物

議題」。 

APEC 秘書處亦提報本年 APEC 計畫申請件數與申獲 APEC 補助經費之

成功率。同時亦提及我國於第二階段計畫提案之計畫，如本會「提倡女

性於海洋科學扮演角色以促進永續及包容性海洋治理」及海保署「APEC

海廢再製品溯源機制最佳實踐」皆獲 APEC「原則性同意」，後續請我方

持續撰擬計劃提案(project proposal)並提交該處審核。 

三、 提案成效 

2020 年 OFWG 共有 10 案計畫獲經費補助（本會 1 案）；至 2021 年共 8 組

計畫獲經費補助，我國即佔 2 組（本會及海保署各 1 案），提案積極度及品

質均居 21 個經濟體中領先地位，已初步達成本處所設定之參與近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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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 27 屆化學對話過程 

    因海洋廢棄物問題逐漸受到 APEC 各論壇關注，爰本會偕行政院環保署(及其

協力廠商)、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除參與 OFWG 會議外，亦參與貿易投

資委員會(CTI)其下之化學對話(Chemical Dialogue, CD)會議，進行我國海洋廢棄物治

理經驗分享。以下簡要敘述中有關海洋廢棄物之提案及我方分享內容： 

一、 會議經過 

第 27 屆 CD 於本年 8 月 10-12 日舉辦，仍保留海洋廢棄物虛擬工作小組

(Virtual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Debris, VWGMD)相關議程3，由美國及菲律

賓共同擔任執委，綜整近期 APEC 各委員會及次級論壇於海洋廢棄物相關

計畫及進度。 

本次會議除上開例行報告外，另有美國(產業界)、日本(產業界)及我國(環

保署廢棄物基金管理)三方進行發表，要點摘述如下： 

(一)美國「循環經濟在化學回收扮演角色」：強調美國產業界目標於 2040 年前

塑膠類製品之回收、利用、再製率達到 100%，並提出塑膠再製品認證之

概念。 

(二)日本「海洋環境倡議–塑膠教育 DVD 簡介」：為了提倡國中生對於塑膠

相關概念了解，日本於 2021 年 1 月完成了首版塑膠教育 DVD，並於 7 月

出版英文版本，後續將持續推出東南亞語言版本。 

(三)我國「回收海廢產品標章倡議」：由行政院環保署簡述我國海廢治理成果

及目前努力方向，同時說明我國海廢產品的追溯及認證方式及相關要求。 

二、 會議觀察 

本會自 2020 年 2 月首次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邀請參與第 24 屆 CD 會議後，

乃持續參與該會議。考量 CD 係 CTI 項下次級論壇，參與者大多係產業界

代表，多以商業化視角來面對海洋廢棄物議題，可彌補 OFWG 多以政府官

方或學界之思考角度，爰雙方皆希望藉由跨論壇合作，為海洋廢棄物議題

帶來不同思考碰撞與火花。但因疫情導致近期會議改採視訊舉行，整體形

式較偏向經驗分享及成果報告，與產業界關注層面有別。可發現會議交流

不如以往熱絡，效益不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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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疫情期間國際會議以視訊方式舉辦，影響經濟體交流及減少跨論壇合作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自第 15 屆 OFWG 會議及第 25 屆 CD 會議始，皆以線

上方式舉行。此方式與實體會議相比，雖能提升各經濟體與會意願，因減少舟

車勞頓及住宿等花費，以本(17)屆而言，就有 19 個經濟體出席(參與率達 90%)，

與疫情前之參與約 14-15 個經濟體相比，有極大提升，此情況各層級會議皆然。 

然參與率雖提升，各經濟體議題交流反降低；據與會親自觀察，受限於跨時區

因素，視訊會議時間有限，除特定經濟體如智利、中國及我國較常發言外，其

他經濟體多利用訊息功能(chat box)簡短回復，交流成效亦未如預期。 

此外，原實體會議多舉辦跨論壇議題會議，促進跨論壇交流合作，如疫情前

OFWG 皆與糧食安全政策夥伴(APEC Policy Partnership on Food Security)進行跨

論壇會議，針對糧食安全層面進行交流，惟自國際疫情日益嚴重後(約 2020 上

半年)即停止召開。 

二、國際關注議題與區域關注議題交互影響 

聯合國明定 2022 年為「家計型漁業及水產養殖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Artisanal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2022, IYAFA 2022)，本年業邀請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

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至第 17 屆 OFWG 會議報告相關趨勢

及關注重點。同時泰國亦就此表明，2022 年會將此議題做為包容性成長下之

優先領域，並辦理 2 天研討會，藉此發展相關指南或政策建議供各經濟體參

考。就此現象觀察可得知，不同國際組織或區域組織之關注議題，常有相互流

動現象，而 APEC 作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倡議育成者

(Initiative incubator)也是此理。 

三、小組主席引導小組議題發展，以符所屬經濟體利益 

呈前項心得所述，OFWG 主席 Ms. Alicia Gallardo Lagno 為智利籍，該經濟體甚

為關注養殖漁業及小規模漁捕議題，爰可觀察到智利籍主席藉此國際趨勢，主

動提出並引導 OFWG 於明年產出「APEC 小規模漁捕及水產養殖路徑圖」(Road 

map on small scal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藉此引導區域組織之政策走向，以

符該經濟體最大利益及需求。 

四、以紐西蘭年推動議題方式為鑒 

紐西蘭作為 2021 年主辦經濟體，針對其利益所在議題十分關注，並積極將渠

等納入 APEC 優先領域，最明顯者乃原住民議題，該議題雖於倡議初期遭受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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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經濟體反對，但後期主動產出相關分析報告
4
，成功喚起各經濟體對於原民

議題之意識。而 OFWG 層面，該經濟體關注重點有二，包含 IUU 漁捕及海鳥

保育議題，皆分別就該項議題辦理研討會，與各經濟體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雖海鳥保育議題相較 IUU 漁捕議題較不受多數經濟體關注，仍可觀察到紐西

蘭仍積極推動，甚至以自費性計畫方式辦理。上述方式皆係我國推動議題之參

考。 

五、逐步進行海洋部長會議籌備 

海洋相關部長會議(APEC Ocean-related Ministerial Meeting)自 2002 年由韓國首

度倡議辦理，爾後每四年舉行一次。自 2016 年中國舉辦最後一屆(第四屆)海

洋相關部長會議舉辦後，迄今已 5 年餘未舉辦相關會議，因此研判若後續主

辦經濟體重視海洋議題，召開可能性極高。且高階會議獲得曝光及關注程度較

高，較有機會通過倡議。因此，建議我方可逐步構思相關倡議或計劃，藉此高

階會議之機提出，提升國際參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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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附錄一：第 17 屆 OFWG 議程(文件編號：2021/SOM3/OFWG/001) 

附錄二：海洋委員會「APEC 運用創新科技監測海洋廢棄物能力建構研習營」

進度簡報(文件編號：2021/SOM3/OFWG/012) 

附錄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洋廢棄物標章倡議」簡報(文件編號：

2021/SOM3/OFWG/027) 

附錄四： 第 27 屆 CD 議程(文件編號：2021/SOM3/CD/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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