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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經濟合作（APEC）財政部長會議（FMM）於 2022年 10 月 19日至 21

日在泰國舉行，討論「全球與區域經濟及金融展望」、「永續金融」、「數位經濟之

數位化」、「執行宿霧行動計畫」及「其他議題」。同年月 21日舉辦「提升永續金

融：APEC 財長程序下公私合作扮演之角色」研討會。 

我國代表於 FMM 積極分享我國相關政策執行成果，與各經濟體及國際組織

交流，討論 2022年 APEC 財長程序工作進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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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0月 19日至 21日在泰國曼谷（Bangkok）舉行財政部長會議

（FMM），同年月 21 日舉辦「提升永續金融：APEC 財長程序下公私合作扮演之角

色」研討會，我國由財政部蘇部長建榮率金融監督管理委會(下稱金管會)、中央銀行、

外交部、本部國庫署及國際財政司人員共同與會。 

本次 FMM 會議由 2022 年 APEC 主辦經濟體泰國財政部部長 Dr. Arkhom 

Termpittayapaisith 擔任主席，18 個 APEC 經濟體實體出席（中國大陸、巴布亞紐幾

內亞及俄羅斯視訊與會），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亞洲開發銀行（ADB）、

國際貨幣基金（IMF）、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APEC 政策支援小組（PSU）

及世界銀行（WB）等國際組織亦派員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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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情形 

一、財政部長會議（FMM） 

本次會議議題包括「全球與區域經濟及金融展望」、「永續金融」、「數位經濟之數

位化」、「執行宿霧行動計畫（CAP）」及「其他議題」；ABAC、ADB、IMF、OECD、

PSU、WB等國際組織代表與各經濟體於會中討論及分享政策經驗。 

(一) 全球與區域經濟及金融展望 

1. IMF  

(1) 全球主要地區均陷入低經濟成長，並面臨通貨膨脹、財政與貨幣政策緊縮、

中國大陸經濟低迷及俄烏戰爭導致地緣政治緊張等挑戰。目前全球經濟成

長仍呈下降趨勢，預測本（202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約 3.2%，明（2023）

年將持續放緩至約 2.7%；全球通貨膨脹則自本年來持續上升，各國中央銀

行紛紛採取貨幣緊縮政策因應，導致主權債務成本上升，預計明年美國聯邦

資金利率將達 4.6%。另中國大陸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

封鎖嚴重干擾人員移動與供應鏈，並影響占其經濟重要地位之不動產業景

氣及全球經濟。 

(2) IMF 建議 APEC 經濟體持續採取緊縮貨幣政策抑制通膨、運用財政政策協

助弱勢族群、採取適合各經濟體整合性政策架構、善用 IMF 危機預防機制

（IMF precautionary facilities）及強化多邊合作。 

2. WB  

受俄烏戰爭、中國大陸經濟大幅衰退、能源與糧食價格飆升及通貨膨脹等

因素影響，全球經濟成長逐漸放緩；WB 預測東亞地區經濟成長率自 7.2%

（2021年）下降至 3.2%（2022）年，建議各經濟體可採取 4 項關鍵措施： 

(1) 提高財政政策效率：在公共債務不斷增長情況下，建議提高財政政策效率，

在支出面避免採取全面補貼政策，僅針對弱勢家戶及企業提供更有效支持，

為基礎設施、氣候變遷調適、健康及教育之投資創造更多財政空間。就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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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言，採取資源調配（resource mobilization）包括擴大稅基、數位化稅收

資料庫及強化支付系統等措施，以提高稅收。 

(2) 透過政策改革及投資提升數位科技普及：建議致力解決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運用更先進科技加強生產力。 

(3) 淘汰非永續能源政策：儘量避免採行化石能源補貼政策，改由碳定價機制與

碳交易市場協助推動企業採用綠色技術，避免產生擱淺資產1（stranded 

assets）。 

(4) 採取審慎政策，降低全球金融緊縮風險：銀行宜即時揭露資產品質，以利識

別高風險弱點及避免產生金融資本錯置（misallocation）。 

WB同時呼籲強化國際合作解決氣候變遷、能源與糧食價格、疫情安全準

備及非永續債務（unsustainable debt）等問題。 

3. ADB 

APEC 經濟體本年下半年經濟成長動能不如上半年；中國大陸與已開發亞

洲經濟體（如日本） 2022 年經濟成長率較 2021年低；開發中經濟體如印尼、

馬來西亞、菲律賓，2022年成長率則較 2021年高。近期各經濟體央行普遍採

取升息措施，以維持總體經濟穩定，尤其美國大幅快速升息，導致開發中經濟

體資金外流及匯率貶值。ADB建議強化 APEC 經濟體區域合作，以解決全球

挑戰： 

(1) 持續推動域經濟整合，俾使成長更具包容性及韌性。 

(2) 持續改進數位監管合作、透明度及可互相操作性，俾促進數位化。 

(3) 區域合作至關重要，可優化經濟整合，同時因應全球挑戰如氣候變遷、糧食

安全及公共衛生危機。 

4. PSU  

                                                 
1 擱淺資產係指資產出現非預期或過早帳面價值降低、貶值或轉為負債情形，造成因素通常為經濟

成長及社會環境創新轉型；近年各國重視氣候變遷議題，所推出相關政策使擱淺資產易出現於化石

燃料（fossil fuel）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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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U 報告 APEC 區域未來挑戰及不確定性，預計 2022 年及 2023 年經濟

成長率分別為 2.5%及 2.6%，相較 2021 年（5.9%）為低，同時面臨高通膨、

高利率及債務增加等問題，糧食及能源危機。目前貿易活動趨緩，外國直接投

資（FDI）雖然增加，惟綠色產業投資仍低於疫情前水準。PSU 提出短期建議

如下： 

(1) 提高疫苗接種率，預防病毒變種及疫情擴散。 

(2) 降低通膨以減輕生活成本與貧困，清楚傳達政策變動。 

(3) 針對弱勢家戶提供經濟支援；增加稅收及改善財政狀況。 

(4) 避免對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藥品、燃料等）實施出口限制或禁令。 

為邁向永續性及包容性，中長期建議如下： 

(1) 強化 APEC 區域連結性。 

(2) 保護環境及達成永續目標。 

(3) 提升產能。 

(4) 提升科技及自動化技術近用性，以降低數位落差。 

(5) 確保經濟體內婦女充分及公平參與。 

5. OECD 

俄烏戰爭持續使全球通膨升溫，尤其對低收入國家傷害最大。OECD對

全球經濟成長預測較 IMF 悲觀，2022 年及 2023 年之成長率可能分別低至

3%與 2.2%；呼應 IMF 所提運用貨幣政策抑制通膨，以財政政策照顧弱勢

族群等建議。 

6. 各經濟體代表發言 

(1)美國 

目前疫情趨緩，各國於疫情期間積極推動貨幣及財政措施，全球經濟可

望復甦，惟因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導致地緣政治緊張，導致能源及商品價格高

漲，並干擾黑海糧食運輸路線，又以能源作為武器，導致全球通膨危機，要

求俄羅斯立即停止侵略行動；APEC 經濟體應致力確保打造永續經濟成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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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受俄羅斯侵略行為影響，美國支持及氣候變遷相關投資（尤其潔淨能

源），同時呼籲 APEC 經濟體減少對化石能源依賴。 

(2) 加拿大 

自疫情趨緩後，加拿大經濟自本年第 1 季起逐漸復甦，同時勞動市長

失業率降低至疫情前水準。然因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導致能源危機及通膨問

題，戰爭造成糧食短缺、供應鏈中斷及物價高漲，加拿大中央銀行採用貨幣

政策工具以抑制國內通膨。加拿大譴責俄羅斯侵略行為違背 APEC 2040 年

太子城願景目標，要求俄羅斯即刻中止在烏克蘭所有軍事行動。 

(3) 日本 

強烈譴責俄羅斯侵略行為及要求立即停止軍事行動，表示能源與糧食

價格上漲已嚴重影響日本經濟。目前日本業擬定綜合經濟方案，期調整經濟

結構以因應當前經濟情勢。此外，由於日圓大幅貶值，日本中央銀行在本年

9月進行干預，此為自 2011 年來首見。 

(4) 我國 

我國分享經濟發展狀況，說明我國為防疫、紓困、振興、強化經濟韌性

及維持財政健全所作努力與成果；我國為全球供應鏈一環，亦面臨供給面通

膨問題，透過適當財政及貨幣政策，經濟尚屬穩定，將持續投資 5G基礎建

設及六大核心產業，透過結構改革，促進永續經濟成長。 

(5) 新加坡（視訊參與） 

目前各經濟體受疫情及俄烏戰爭對全球供應鏈影響，該國將透過國際

合作，持續在永續金融與數位化經濟等方面努力，邁向綠色經濟復甦。 

(6) 澳大利亞（視訊參與） 

澳大利亞認同加拿大、日本及美國觀點，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惡化全球經

濟，導致通膨、能源與糧食安全，及金融風險。澳大利亞致力推動多元化動

能市場及打造關鍵供應鏈韌性，以解決供應鏈失衡、債務及匯率攀升挑戰。 

(7)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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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其他經濟體有關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帶來之相關經濟風險，造成通

膨，石油、商品及糧食價格壓力。 

(8) 中國大陸（視訊參與） 

近期全球經濟情況逐漸嚴峻及複雜，亞太地區經濟成長面臨下行風險

壓力與挑戰，呼籲 APEC 經濟體強化協調總體經濟政策，以解決全球通膨、

糧食與能源安全、區域經濟及金融風險等挑戰，預防政策實施所帶來之負面

效益。中國大陸支持透過多邊機制建立合理且公平之國際秩序，並認同聯合

國 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中國大陸將持續為全球經濟穩定與復甦提供強力

動能，對所有經濟體提供更寬廣市場機會。 

(9) 俄羅斯（視訊參與） 

受到通貨膨脹及各國持續升息，全球經濟可能持續惡化。全球供應鏈因

各經濟體實施各種限制措施而中斷，建議可利用科技輔助供應鏈運作；現今

面臨能源及糧食價格高漲問題，本質上係人為造成，導致全球經濟與人道危

機；此外，儘管俄羅斯遭受史無前例經濟制裁，該國仍將持續採取貨幣與財

政政策，以達物價穩定、金融穩定、財政健全及降低失業率等目標。 

(二) 2022年財長程序優先議題 

2.1永續金融 

1. 泰國報告本年 6 月 21 日舉辦之「發展資本市場永續金融生態系」研討會成

果及更新「永續金融政策建議文件」： 

(1) 本研討會旨在討論如何於資本市場建立可自力發展（self-sustaining）永續

金融生態系，以支持永續轉型（sustainable transition）之政策建議。公部門

應提出具前瞻性與整體性政策，俾利金融業藉永續經營模式提高營運績效，

透過金融轉型策略、碳定價機制、永續金融基準規範等措施強化市場紀律，

導正市場參與者行為；其中永續金融基準規範應具可相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減少企業負擔及促進各經濟體建構淨零轉型策略。 

(2) 各經濟體應協助中小企業進行能力建構，並提供量身訂作之政策誘因，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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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中小企業在供應鏈、就業市場之關鍵地位，傳導永續經營理念至各經

濟層面。在引導負責任投資方面，諸如揭露規則（disclosure regulations）、

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績效指標（ESG benchmark）及風險管理等機制，對

投資決策相當重要。各經濟體亦應推廣 OECD等國際組織發布如負責任商

業行為（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等規範，形成社會共識，期達成「宿

霧行動計畫」（Cebu Action Plan）及「APEC 2040 太子城願景」（APEC 

Putrajaya Vision 2040）之強韌、永續及包容性成長目標。 

(3) 在政策建議方面，鑑於氣候變遷對全球經濟之威脅日甚，各經濟體亟需投

入充足資金以邁向永續轉型目標；金融體系亦應發展與推廣綠色債券等投

融資工具，利用金融市場力量促進產業永續轉型。以泰國為例，法規明定

ESG 債券之定義及其與一般債券之區別，惟 ESG 債券需增加揭露、申報

等法規遵循成本，可能降低企業發行誘因，顯示市場實務尚有待改善之處。

為彌補私部門投入不足之資金缺口，公部門應實施積極政策，包括調整

ESG投資法規；並提供政策誘因，鼓勵私部門投資永續發展金融商品或對

環境友善之基礎建設。 

2. ADB 

(1) 氣候變遷顯示各經濟體面臨極端氣候事件之脆弱性（尤其天災頻仍之東南

亞地區）；因應氣候變遷需龐大資金，目前亞太地區每年需要 1.7兆美元且

缺口持續擴大；亟需私部門資金積極投入永續金融領域。 

(2) 永續金融實務上主要為綠色金融或符合綠色影響計畫（green impact project）

標準之基礎建設專案，成功關鍵有三： 

a. 公部門應透過財政措施進行綠色基礎建設專案之去風險化（de-risk），提

供知識與能力建構，引導資金流向永續金融。 

b. 廣泛運用綠色債券等新式金融工具。 

c. 積極推出具財務可行性之綠色基礎建設專案，特別是在智慧農業、生物

多樣性等新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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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DB持續進行永續金融倡議下之夥伴關係，包括： 

a. 委由 ADB 管理之「東協推動綠色金融機制」（ASEAN Catalytic Green 

Finance Facility, ACGF），協助東南亞地區進行綠色基礎建設專案投資。 

b. ADB 與 ACGF 共同於東南亞地區推廣永續發展債券、綠色住宅債券

（green housing bond）及社會債券（social bond）。 

c. 「能源轉型機制」（Energy Transition Mechanism, ETM），倡導綠色能源

及促進化石燃料及早退場，及其他與海洋保育、生物多樣性及生物、循

環及綠色（BCG）經濟相關倡議。 

3. OECD  

(1) 公正、有序之永續轉型非公部門可獨力推動，須將私部門、金融市場納入

整體因應方案，透過公私協力模式形成可自力發展之永續金融生態系，尤

其金融業對低碳排產業投融資，可將永續金融由概念轉化為實際資產配置。

OECD強調應追蹤金融業支持淨零碳排實際情形，作為後續目標與政策調

整之參考。OECD業就 ESG投資與轉型金融提供市場實務指引，提供負責

任企業行為與公司治理基準規範；將於 2023年發布報告，說明美國推動公

正能源轉型融資（Financing Just Energy Transition）進展。 

(2) 建立可相互操作性與比較性之 ESG 標準與永續金融基準規範，例如國際

公認之永續分類標準、揭露規則等，俾提供客觀、公正及具比較性數據與

資料，協助投融資決策；另 OECD 於本年 10月就強化 ESG 與永續轉型投

融資之市場實務，已發布政策指引供各經濟體參考。 

(3) 建立更具跨國共通性及整合性更高之減碳（carbon mitigation）政策，盤點

各經濟體相關政策，共同發展減碳政策分析工具。 

4. 經濟體代表發言 

(1) 泰國 

刻發展 ESG金融市場，並於近期發行永續債券，資金將運用於曼谷基

礎設施及受 COVID-19 影響產業；將持續與東南亞鄰國合作，期望泰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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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區域永續金融中心。 

(2) 澳大利亞 

呼籲透過跨國合作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支持推動永續揭露規則等

基準規範，以及說明澳大利亞與印太國家之相關合作情形等。 

(3) 加拿大 

於 2021 年成立永續金融行動委員會（Sustainable Finance Action 

Council），期將永續金融營運模式融入金融體系；近期發行綠色債券，用於

綠色基礎設施及其他有助因應氣候變遷投資；提出永續金融投資稅額抵減

（tax credit）政策。 

(4) 日本 

將持續與 ADB 等國際組織合作，協助開發中經濟體落實減碳、綠色

基礎建設及引導私部門資金投入永續經濟，並強調各國應依國情選擇最佳

政策組合。 

(5) 紐西蘭 

業推出能源轉型等各項減碳政策，另因氣候變遷影響不分國界，呼籲

國際合作制定永續金融基準規範。 

(6) 我國 

永續發展已成全球經濟轉型首要目標，全球經濟恐因緊縮而面臨阻力，

永續金融可發揮重要作用。另我國於 2015 年通過永續發展目標，2021 年

宣示「2050 淨零排放」，並於 2022 年 9 月宣布推動「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期能持續引導金融市場及整體產業重視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強化

金融業及產業氣候韌性，借重金融市場力量深化我國永續發展並支持淨零

轉型。 

(7) 新加坡 

建議強化能源轉型，如部分東協國家刻正進行再生能源專案；推廣綠

色創新金融工具及制定永續金融基準規範；持續引導私部門資金投入永續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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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國大陸 

各經濟體應在自願性基礎上執行碳中和等永續發展政策，未來中國大

陸仍將積極實施因應氣候變遷國家策略，如經濟轉型至綠色低碳產業、提

高綠色能源使用比例、推動碳交易市場及發行綠色債券或綠色投融資等；

持續與國際合作，如與歐盟合作發布雙方共同永續分類標準（Common 

Ground Taxonomy）。 

(9) 俄羅斯 

強調能源轉型及擴大經濟包容性之重要性，重申天然氣、核能於能源

轉型扮演關鍵角色。 

(10) 印尼 

於 2018 年發行首檔主權綠色伊斯蘭債券（Sukuk），並於 2021年起發

行永續發展目標（SDGs）主權債券；另印尼將持續支持東協發展永續分類

標準（ASEAN Taxonomy）及落實能源轉型。 

(11)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致力發展成為伊斯蘭永續金融中心，已發行綠色伊斯蘭債券

及推廣永續金融之投融資業務。 

2.2 數位經濟之數位化 

2.2.1 財政政策數位化及提升稅收徵收效率 

1. 泰國及 OECD 更新「COVID-19 疫情期間財政措施與政策創新數位化」政

策草案 

泰國向來積極發展數位基礎建設，於 2015年推出國家電子支付方案（The 

National e-Payment Master Plan）並持續滾動修正，爰泰國政府得以因應

COVID-19引發之衝擊，持續提供人民稅務、金融、教育及公共衛生等重要服

務，並有效於疫情期間維持國內觀光及刺激消費。泰國政府進而推出政府與人

民共同分攤機制（Half-Half（Co-payment）Scheme），僅須經線上註冊，政府

將於一定限額內補助人民採購民生物資支出之半價金額，預計超過 2,6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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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 

為支持永續經濟成長，泰國呼籲強化下列數位化發展： 

(1) 建立數位基礎建設，開發創新服務。 

(2) 打造數位政府。 

(3) 運用數位籌資刺激中小企業及新創公司成長。 

(4) 運用大數據科技提供數位政府服務。 

OECD說明數位轉型在疫情前就已展開，後因疫情而加速成長，並減緩疫

情對社會及經濟衝擊。有鑑於數位化可提升包容性，許多政府運用數位科技支

持國內消費及觀光產業，獎勵數位支付業者降低甚至免收費用，政府部門亦擴

大採用數位支付以提供公共服務。稅務行政數位化除可提升服務品質，進而可

降低行政成本、減少行政負擔、改善風險管理，提升納稅義務人法令遵從度及

稽徵效率。 

2. 泰國報告本年 6月 9日舉辦「運用數位科技達成有效徵稅」視訊研討會成果 

該研討會由 ADB、OECD、馬來西亞財政部及我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分享運用數位科技於稅務行政經驗，包括改善運用數位科技達成有效徵稅及

解決數位經濟挑戰。 

3. OECD更新導入「OECD/ G20 國際稅收兩項支柱方案情形 

OECD報告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

包容性架構業經 141個成員國討論如何落實兩項支柱方案，於去年 10月達成

協議，以因應全球經濟數位化挑戰，確保租稅確定性（tax certainty）及減少稅

收損失，部分經濟體已規劃納入全球最低稅負制，如英國、加拿大、印尼及新

加坡等，OECD 鼓勵更多經濟體加入。 

4. ADB報告數位化、租稅調配及融資可及性 

受疫情衝擊，亞洲發展中國家面臨稅收急遽減少困境，數位化可有效支持

財政政策及促進徵稅效率，如：以電子支付降低政府執行財政紓困方案成本、

利用數位方式提供公共服務可提升效率，以及利用人工智慧進行數據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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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B 設立亞太租稅中心（ADB Tax Hub），協助發展中國家建立中期稅收效率

策略、邁向稅務行政之數位轉型，並積極參與國際租稅倡議等，期協助該等國

家透過數位化打造具創新、生產力及成長之經濟體系，進而擴大稅基，支持經

濟體財政韌性。 

5. 經濟體代表發言 

(1) 菲律賓 

由於疫情影響，人員移動受限，多數納稅義務人使用線上申報系統進

行報稅及繳款作業，爰本年稅收較去年成長 5.2%。菲律賓另表示，為進一

步增裕稅收並減少非正式經濟，應積極將數位經濟活動，如線上交易的買

賣雙方引導至正式經濟體系。 

(2) 韓國 

韓國於疫情期間運用人工智慧等科技提供家戶緊急應變補助；開發 D-

Brain 系統分析財稅數據，即時提供政策制定者所需資訊，同時提升透明度

及促進公民社會參與。 

(3) 日本 

日本由於行動電話普及率高，近期將運用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等科技，

透過應用程式平臺如 Apple 或 Google，向手機遊戲業者徵收消費稅，以增

裕稅收並提升納稅義務人法令遵循意識。日本另協助馬來西亞等亞太地區

開發中國家稅務行政機關建構相關能力，改善稅務透明度。 

(4) 我國 

我國分享運用新科技提升稅務行政效能，如：開放民眾以手機申報及

繳（退）稅服務，並運用 AI 及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支援財政政策推動，

促進逃漏稅案件查核效率，穩定稅收，提升人民及企業稅務依從及對稅務

服務之滿意；另說明我國參與 ADB 國內資源調配（DRM）信託基金，協

助開發中國家稅務行政能力建構，我國樂於與各經濟體推動上述稅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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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於後疫情及高通膨時代，攜手共創永續及具包容性之財政，營造亞太

地區有利復甦及經濟發展之財金環境。 

(5) 馬來西亞 

為實現永續經濟包容性成長目標，馬來西亞認為必須打造符合未來

經濟需求之金融生態系；認同全球應有一致稅務標準，以因應數位經濟之

挑戰，爰馬來西亞支持 OECD 建立國際標準，將引進最低稅負制，以解

決跨境稅務難題。 

(6) 新加坡 

納稅義務人資訊有助政府於疫情間精準判定受影響之家戶及個人，

改善政府服務提供方式。此外，政府得以運用數位科技重新規劃稅務系統，

鼓勵個人及企業改善法令遵循，進而使稅務機關集中資源因應高風險納

稅義務人。新加坡政府開發一數位應用程式「LifeSG」，將各項政府服務

及民生資訊整合於單一平臺，民眾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獲取所需政府服

務，政府亦可輕易將重要資訊傳達至民眾端。 

(7) 加拿大 

加拿大實施開放銀行制度，使中小企業及一般民眾得以充分掌握自

身相關金融數據及資料，提升個資保護，且更加容易取得資金及信用額度，

進而發展適合數位經濟環境並促進金融業發展。加拿大政府另持續改善

金融監理架構，打造公平競爭環境，鼓勵金融科技（FinTech）公司發展，

以提升金融包容性。加拿大政府本年頒布數位憲章實施法案（Digital 

Charter Implementation Act）改善個資保護，以因應私部門運用人工智慧

所衍生個資風險。 

(8)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近年致力提倡稅負平衡（tax equalization）並運用大數據、

雲端運算及物聯網等新科技，改善政府政策決策效率並提升財政政策實

施效能。除優化系統改善資源配置，確保有效運用資金，中國大陸加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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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專案管理整合系統，俾利中央有效分配省縣鄉資源，運用稅務資料庫改

善納稅義務人退稅服務。對於 OECD 兩項支柱稅改方案，中國大陸表示

支持以建立國際稅務合作關係。 

2.2.2 APEC 跨境支付及匯款政策方案 

1. 泰國更新 APEC 跨境支付及匯款政策方案進展 

全球跨境匯款金額持續成長，自 2016年 5,970億美元增加至 2022年 7,740

億美元，其中泰國跨境匯款交易成本約 13.31%，為 APEC 主要經濟體中最高。

跨境支付及匯款仍存在交易成本高、耗時、資訊不透明等挑戰，爰近年國際組

織均配合提出相關倡議訂定改善目標。 

泰國報告基於以往辦理即時跨境支付與匯款之串接案例經驗，於符合

APEC 數位化金融發展路徑，以及國際間對跨境支付及匯款降低成本暨提高效

率宗旨下，擬具「APEC 跨境支付與匯款政策方案」（下稱本方案，業於本次

財長會議通過），APEC 經濟體可於自願性基礎下，選擇是否參與後續跨境支

付與匯款之串接作業。 

本方案自治理架構（governance structure）、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及消費者保護（consumer protection）三大面向進行協作： 

(1) 治理架構：分為 3個工作小組（workstreams），包括 

a. 業務小組（business workstream）：處理切換（switch）模式或銀行串接

（sponsoring bank）作業模式2、收費訂價、清算作業、業務手冊制定等。 

b. 技術小組（ technical workstream）：處理共通國際支付訊息標準如

ISO20022，如何與既有支付系統串接，反詐騙及反洗錢事宜等。 

c. 法遵小組（legal workstream）：處理參與串接經濟體之國內法令協調、爭

端解決機制及簽訂協議等。 

                                                 
2 串接模式分為 switch與 sponsoring bank 2 種，切換模型（switch model）係指國內零售支付系統與國

外支付系統串接，如由國內零售支付系統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日本跨境消費支付串接即屬此模

次；第 2 種 sponsoring bank 則由銀行與其國外支付系統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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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險管理：訂定營運風險、資安與網路安全風險、法規風險、流動性風險、

信用風險與清算風險等管理機制。 

(3) 消費者保護：設計友善用戶使用介面、揭露用戶權利、手續費與匯率兌換

透明度、即時通知用戶，以及確保用戶交易資料隱私受到保護。 

2. 經濟體代表發言 

(1) 美國 

支持泰國提出之「APEC 發展跨境支付與匯款政策方案」，認為透過跨

國串接與合作，可有效呼應 G20 跨境支付政策藍圖，以及逐步達成 WB、

IMF、金融穩定委員會（FSB）、支付暨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CPMI）所訂

定相關數據目標。 

(2) 馬來西亞 

支持泰國對本方案之規劃，由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 4 個東

協經濟體進行先導串接作業，利用各經濟體相容與互通之 QR Code掃碼消

費支付，使民眾享受快速與便利支付服務；提醒應注意跨國支付系統串接

網路安全風險，俾獲得使用者信賴。 

(3) 新加坡 

為促進數位經濟發展，新加坡提出以下建議，並表示泰國央行提出本

方案可使民眾享受快速、安全、低成本跨境支付服務，同時促進旅遊、貿易

及電子商務活動： 

a. 強化各經濟體支付系統跨境串接，如新加坡分別與泰國、印尼串接快

捷零售支付系統。 

b. 改善跨經濟體間 QR Code相容性與互通性。 

c. 改善支付系統網路安全及韌性。 

(4)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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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泰國提出本方案，藉由相容及互通之支付訊息標準進行系統串接，

有助提升跨境支付與匯款效率；此外，本方案不宜僅侷限於個人用戶，宜

再擴充至企業用戶。 

2.2.3 金融包容性數位化：數位籌資來臨 

1. 泰國報告本年 6月 21日舉辦「金融包容性數位化：數位籌資研討會」成果 

數位群眾募資除為中小企業提供籌資管道，並為投資人創造新投資機會，發展

數位籌資需公部門及私部門共同合作，公部門運用監理沙盒或提供明確指引

等措施，協助私部門企業發展；推動金融包容性數位化有利創造與維護金融創

新發展生態系統，惟應同時注意及積極管理潛在風險，例如資訊安全與信用風

險等，以保護投資人、消費者並維持金融體系穩定。 

2. 經濟體代表發言 

(1) 墨西哥 

疫情加速支付與金融服務數位化，並使老弱婦孺及原住民等弱勢族群

受益，包括微型企業等。目前墨西哥採用 2 項數位金融策略，其一為強化

金融數位化，包括加強平臺金融服務；其二為進行全國金融包容性調查，

俾瞭解數位化發展狀況。 

(2)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致力發展成為金融科技中心，已有超過 4,000 家微中小型企

業透過數位籌資平臺，進行點對點（Peer to Peer）借貸及群眾募資（Equity 

Crowdfunding, ECF）。另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SC）與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

（UNCDF）合作，建立伊斯蘭金融科技加速器計畫，期建立伊斯蘭金融科

技生態系統，以培養人才、資助創新及創造就業。 

(3)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長期致力於數據蒐集與技術創新，推動金融包容性數位化，

以幫助微中小型企業、農民及偏遠地區發展。主要措施為建設試點（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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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強化基礎設施，推動地方特色金融與金融服務；同時，持續獎勵與補

貼微小型企業，如降低或減免融資擔保費用，以減輕其負擔。 

(三) 執行宿霧行動計畫（CAP） 

1. 美國報告「達成進度經濟體倡議」（Champion Economies Initiative）及「公正

能源轉型融資經驗及可用工具」視訊工作坊（APEC Workshop on Experience 

and Available Tools for Financing a Just Energy Transition, FJET）成果，同時鼓

勵各經濟體持續推動「達成進度經濟體倡議」，並提出其他工作流程。 

(1) 前開視訊工作坊由 OECD、WB、ADB 分別報告公正能源轉型融資工具，

印尼、新加坡、越南分享觀點及公正能源轉型融資策略，另邀請私部門分

享於能源轉型融資所扮演角色；會中探討融資需求範圍、提供經濟體轉型

計畫早期回饋及識別公、私部門面臨之機會與挑戰。 

(2) 未來將聚焦受轉型影響最深之群體風險、鼓勵私部門參與融資及產業能源

去碳化等議題。 

(3) 除公正能源轉型融資倡議外，同時鼓勵 APEC經濟體依個別優先性及倡議，

提出其他達成進度經濟體工作流程。 

2. 各經濟體意見 

新加坡、秘魯、印尼及紐西蘭表示支持美國公正能源轉型融資倡議，認同

該 CAP 之達成進度經濟體倡議有助受影響群體更具金融整合、透明、具韌性

及連結性；相關倡議應與時俱進，符合新興潮流如數位化、永續、強化知識分

享及尋求私部門合作。轉型至低碳經濟所費不貲，需審慎計劃，確保轉型同時

避免經濟損失。 

APEC 秘書處表示鼓勵跨境及財長合作外，亦鼓勵未來就此議題可與

APEC 能源小組（Energy Working Group）跨論壇合作，使 APEC 區域更具經

濟韌性及動能。 

(四) 其他議題 

1. 2022年 APEC 資深官員會議（SOM）主席報告 SOM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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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 主席表示本年 SOM 優先議題係基於生物、循環及綠色經濟模式

（BCG Ecomomy Model）訂定，盼藉由相互合作，開放更多投資及貿易機會、

重啟區域連結及使 APEC 邁向更為平衡、永續及包容性成長。提出亞太自由

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構想，並與企業界對話，藉討論尋

求新做法，以促進區域經濟整合，改善疫後貿易與投資。鑑於邊境與旅遊限制

對經濟之影響，貿易部長提出持續對話及能力建構計畫，俾重啟區域連結、解

決相關問題、區域安全及恢復跨境活動；同時，推動亞太地區疫苗接種證明可

相互操作性，建立安全通道網頁3（Safe Passage Portal），俾加速恢復安全旅行

並促進旅遊業發展。 

鼓勵財長程序（FMP）以數位化方式改善金融部門及做為加速財政政策推

動工具，相關跨境支付系統有助減輕海外工作者負擔，俾使區域更具聯結性。 

泰國提出曼谷目標 BCG經濟文件，運用科學、創新及技術促進資源有效

利用，確保 APEC 區域及行動具永續性。FMP 優先議題「永續金融」，有助達

成環境目標，促使個人及企業致力達成永續成長，同時鼓勵 FMP 與經濟委員

會（EC）進一步合作。 

2. 美國說明 2023 年財長程序相關訊息 

美國說明為達成太子城願景，推動更強勁、永續、平衡及包容性成長，仍

將以永續金融及數位化為明年 FMP 優先領域，並強調引導私部門共同參與之

重要性；另考量供應鏈韌性對全球經濟至關重要，規劃增列該項議題。 

(五) 發布主席聲明 

由於 APEC 經濟體對財長聯合聲明（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草案部分

條文內容未能達成共識，爰由主辦經濟體泰國發布主席聲明（Chair’s 

Statement），強調各經濟體將持續運用彈性財政措施支持包容性經濟成長，共

同強化經濟與財政韌性，以數位科技改善國內資源調配，協力打造永續金融生

                                                 
3 APEC 安全通道網頁網址：https://www.safepassage.apec.org/，提供 APEC 經濟體相關入境資訊及相

關機關網頁。 

https://www.safepassage.ape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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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促成永續發展。（主席聲明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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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政部長與 ABAC工作午餐（閉門會議） 

本年工作午餐由泰國財政部長 Dr. Arkhom Termpittayapaisith 擔任主席，

APEC 經濟體及 ABAC 代表與會。ABAC 代表向 APEC 財長報告透過採取「推

動迅速與持續復甦」、「建立抵禦疫情之政策應變」、「提供轉型永續性融資」及

「建立數位金融賦能生態系統」行動，以達成「數位包容及永續金融」；經濟體

代表於會中交流互動。 

(一) ABAC簡報重點 

1. 推動迅速與持續復甦 

就目前 APEC 經濟體面臨債務水準新高、財政空間受限、央行資產負債表

擴表（bloated balance sheet）、通貨膨脹遽升、開發中國家外部風險升高及地緣政

治衝突等挑戰，ABAC 建議短期需防止持續性通貨膨脹，中、長期則可透過財政

數位創新、綠色投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支持低所得消費者等政策，達成財政

革新。此外，應整頓財政與削減債務，審慎評估地緣政治衝突所導致影響，採取

必要措施推展結構性改革區域平臺，俾促進經濟持續復甦。 

2. 建立抵禦疫情之政策應變 

鑑於 COVID-19 疫情反覆流行及嚴重性，且疫情為跨境議題，爰疫情控制

須仰賴各經濟體合作，汲取先前對抗 COVID-19 經驗，俾未來面對重大疫情時

更易回復正常生活。考量傳統保險方式無法吸收大規模疫情流行風險，未來面臨

疫情爆發時，消費者可負擔性將為各經濟體需面對議題。爰此，ABAC 建議 APEC

經濟體建立疫情風險市場平臺，擴大再保險產業參與，使保險公司風險分散至更

多外部單位，並透過社會保險或政策緊急貸款解決消費者負擔能力問題。 

3. 提供轉型永續性融資 

為降低已開發與發展中經濟體基礎設施差距，ABAC 建議提供跨境平臺，

促進各經濟體更廣泛採用現有工具機制，利用財務管理計畫及政策措施（如與多

邊開發銀行合作亞太投資夥伴關係、亞太金融夥伴關係及發展籌資框架），協助

提升發展中市場基礎設施、制度及監管能力，持續支援微型企業融通資金。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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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碳排放交易框架，以協調不同碳排放市場間交易制度、政策指引及監管差

異，惟現階段基於導入成本考量，恐無法立即建置。ABAC 認為各經濟體就微型

企業可持續融資之革新措施可參考已開發經濟體經驗，透過建構微型企業永續

融資管道，弭平金融體系與微型企業資金缺口。整體而言，對微型企業永續性融

資轉型政策，須透過生態系統方法，引導金融體系與微型企業同步改革。 

4. 建立數位金融賦能生態系統 

ABAC 認為可運作之數位金融賦能生態系統應包含參與者間公開資料系統、

供應鏈融資數位市場架構及中央銀行數位貨幣（CBDC）等要素，以完善區域間

可交互應用之開放數據系統。ABAC 建議相關參與者（金融機構、行業協會、國

際組織、監管機構）應以標準化為優先事項展開合作，推動開放數據系統開發，

促進區域間適用標準一致之共同原則及實施方法。透過建立公開資料，可使金融

體系由封閉銀行走向開放銀行、開放金融及開放經濟；ABAC 認為成功數位市

場架構須延伸至第二層或第三層供應鏈，鼓勵各經濟體可先建構數位簽章、資料

共享及支付系統等數位基礎建設，透過一致性電子支付標準與數位法令架構，建

立個別數位市場。此外，CBDC 可擴大央行實體貨幣清算結算體系，惟就跨領域

及司法管轄等議題上，CBDC 目前仍具極大挑戰。ABAC 建議各經濟體中央銀

行可於 CBDC 架構下，先由清算交割端著手，透過鼓勵公部門與私部門參與，

草擬共同性 CBDC原則，俾指引 APEC經濟體建構 CBDC架構；於零售端 CBDC

方面，ABAC 持較保守立場，僅建議透過更多專家學者及參與者共同討論，研議

零售端 CBDC 可行性及相關風險。 

(二) 經濟體及 ABAC代表發言 

1. 日本 

氣候變遷及傳染疾病事件頻仍，對社會及經濟影響日益攀升，如何全面性因

應該等議題極為重要。鑑於永續性融資對因應氣候變遷環境具相當助力，引導私

部門進入永續性融資市場至關重要。日本將持續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協同亞太區

域夥伴因應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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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 

有關數位金融發展，未來應著眼於提升公私部門合作、國際間信任及資訊共

享，同時強調跨境數位發展。美國總統拜登於本年 3月簽署「確保數位資產負責

任發展」行政命令，業於 9 月就 CBDC 政策架構目的、政府支持程度及相關風

險提出報告。美國另建議持續發展 CBDC 技術架構，俾於未來得以發行 CBDC

及建立國際支付架構。考量數位金融技術持續發展，各經濟體存在技術落差，建

議 ABAC 可就此議題與 APEC 經濟體強化合作減少落差。 

3. 澳大利亞 

規劃將進一步瞭解有關數位金融資料隱私保護議題，以及對企業、個人與政

府單位龐大數據資料之儲存保全措施。 

4. ABAC 

為建立長期穩定機制，ABAC 鼓勵有效區域合作與治理，以廣泛且彈性方

式，促使區域經濟復甦；應以受監管之責任制度支持公私部門數位金融貨幣流

通，避免風險發生，俾建立有效及可交互應用之 CBDC 架構，協助跨境資本流

動。 

有關數位金融龐大數據資料保存，ABAC 相當重視數位資料與隱私保護，

刻規劃推動建立 APEC 監控與管理機制，俾使資料及隱私達到有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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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永續金融：APEC財長程序下公私合作扮演之角色」研討會 

本研討會於本年 10月 21日舉行，由 ABAC 亞太金融論壇（APFF）永續金

融發展網絡平臺（SFDN），與泰國銀行家協會（Thai Bankers’ Association）共同

舉辦，討論如何透過公私協力推動永續金融發展，提升公部門於發展永續資本市

場生態系之角色，如運用貨幣與財政政策引導私部門積極參與，建立永續分類標

準與揭露標準吸引 ESG投資，創造有利過渡至永續經濟之環境等。 

本研討會邀請泰國財政部長 Dr. Arkhom Termpittayapaisith 及產官學界就永

續金融轉型進行交流；與談人包括美國財政部、日本財政部、印尼財政部、聯合

國開發計畫總署、ABAC、APFF、泰國銀行家協會及WB國際金融合作組織（IFC）、

全球金融市場協會（GFMA）、日本及泰國金融業之代表。謹就會議情形摘陳如

下： 

(一) 公私協力建構永續金融生態系 

1. 為落實 2040年太子城願景， APEC 經濟體應密切合作，透過公私協力建構永

續發展生態系。公、私部門應透過跨境與跨產業合作，包括各經濟體之公部門、

金融業、產業界、相關公協會、學術界及公民團體等，建構可自力發展、具可

相互操作性，及以市場為基礎（market-based）生態系，降低跨境營運成本。 

2. 公私協力應脫離同溫層，接納不同看法（not like-minded），透過辯論、溝通形

成共識及統合力量，共同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問題。另應以「制度」為公私協力

之長久基礎，即法規透明化、充分之資訊分享、穩定基礎建設及市場機制等，

俾使私部門確實瞭解永續經濟發展揭露規範與具體衡量標準。 

(二) 公部門採取前瞻性積極措施 

1. 永續金融有助金融業與一般產業因應氣候變遷風險，包括辨識、控制氣候威脅

及緩解損失，以降低營運成本、提高資本運用效率、開發與掌握新商機及有效

因應工作環境不當等社會議題，對金融業攬才、留才具相當助益。 

2. 各經濟體公部門應提供財政誘因及研擬前瞻性政策，積極鼓勵企業進行永續

轉型；建置具可相互操作性標準化規範，如永續分類標準及揭露規則等，俾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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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跨國企業申報負擔；推動碳交易市場與永續創新（sustainable innovation），

如推動綠色債券及其他新式綠色金融工具。 

3. 就資源較不充裕之中小型企業，較無跨國企業因應轉型金融知識與能力，經營

多為利潤導向，公部門應積極提供財政誘因及協助其知識與能力建構，降低中

小型企業負擔，使永續轉型具財務可行性（bankable）及積極轉向淨零碳排等

永續發展模式。實務上，公部門宜思考如何合理分擔諸如火力發電廠提早關閉

之轉型成本，及對綠色基礎建設提供去風險化措施，俾降低私部門負擔。 

(三) 金融業應充分發揮促進永續轉型潛力 

金融業應基於 ESG進行負責任投融資，並與企業議合，運用金融市場力量

促使企業重視氣候變遷風險及永續轉型，俾引導整體經濟轉型至淨零排放及

BCG 經濟模式。對中小型企業，金融業除提供負責任投融資外，可透過辨識與

評估氣候變遷風險及機會，提出永續金融最佳實務與解決方案，協助推動永續性

金融創新。以日本生命保險公司（Nippon Life Insurance Company）為例，該公

司不受限於短期投資收益，而係以長期投資符合永續發展理念之創新產業與基

礎建設，積極向產業界對話與傳達永續經濟價值觀。相較之下，部分歐洲國家對

於永續轉型持較高理想性，卻未實際提供永續轉型之經濟誘因，甚至因而導致私

部門抗拒，爰應可多由投資人角度，思考符合市場機制之轉型誘因與政策措施。 

(四) 美國說明「降低通膨法案」4（Inflation Reduction Act），揭示將於未來 10年

進行美國史上最大之氣候變遷投資；重申明年 APEC 仍將以永續發展為重

點議題，特別是美國致力推動之公正能源轉型融資倡議、具相互操作性之基

準規範及基礎設施、潔淨科技（clean technology）及如何擴大符合永續經濟

之投融資等領域。 

  

                                                 
4 美國於本年 8 月通過「降低通膨法案」，預計投入 3,700 億美元（約新臺幣 11 兆元）於溫室氣體減

排與能源安全相關項目，使 2030 年碳排放相較於 2005 年減少約 40%，被認為是美國史上最大的氣

候變遷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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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心得與建議 

一、積極參加 APEC 相關會議，掌握國際資訊及脈絡 

本次會議國際組織報告全球主要地區均陷入低經濟成長，通貨膨脹、財政與

貨幣政策緊縮、中國大陸經濟低迷及俄烏戰爭導致地緣政治緊張等挑戰，影響當

前全球與區域經濟成長動能，國際組織建議持續推動區域經濟整合、改善數位監

理環境及促進數位化，同時強化區域合作，俾因應全球挑戰。APEC經濟體咸認

地緣政治緊張導致糧食短缺、供應鏈中斷及物價高漲影響疫後經濟成長；氣候變

遷亦將帶來嚴重經濟損失。爰此，經濟體應致力打造永續經濟成長能力，重視氣

候變遷相關議題及解決方式，共同合作解決當前危機。 

我國為全球供應鏈一環，亦面臨供給面通膨問題，將持續透過適當財政及貨

幣政策，透過 5G 基礎建設及六大核心產業投資、結構改革，促進永續經濟成長；

中央銀行將適時採行妥適貨幣政策，即時因應國際通膨帶來之影響。 

鑑於地緣政治緊張、中國大陸經濟大幅衰退、能源與糧食價格飆升及通貨膨

脹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成長逐漸放緩致對經濟發展不利，建議加強區域合作，

汲取 APEC 經濟體及國際組織相關經驗，俾研擬妥適因應策略。 

二、持續推動綠色金融生態系，邁向永續低碳轉型 

氣候變遷對全球經濟威脅日甚，APEC 經濟體咸認公部門應提出具前瞻性與

整體性政策，與私部門協力發展永續金融生態系，俾利金融業藉由永續經營模式

提高營運績效，透過金融機制促成永續發展之良性循環；建立可相互操作性與比

較性之 ESG標準與永續金融基準規範，如國際公認之永續分類標準、揭露規則

等，俾提供客觀、公正及具比較性數據與資料，協助企業永續轉型之政策誘因與

能力建構措施，推廣綠色創新金融工具，引導私部門資金進行永續金融投融資。 

我國金管會業於 2022 年 9 月業出「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3.0」，推動方向與國

際趨勢相符，鑑於「永續金融」為 APEC 經濟體及國際組織關注重要議題，且為

國際社會重點推展項目，建議積極派員出席 APEC 或國際相關會議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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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與其他經濟體及國際組織交流永續金融政策及執行成果，俾與國際規範接軌。 

三、運用數位化工具提升稅務行政效率，解決數位化經濟課稅挑戰 

電子商務及數位服務於疫情期間大幅成長，COVID-19疫情凸顯數位轉型重

要性。APEC 經濟體紛紛發展數位化稅務行政及服務，增加徵課效能，俾有效穩

定財政收入，以利國家正常運作。數位化可提升包容性，減緩疫情對社會及經濟

衝擊，降低政府執行財政紓困方案成本，許多經濟體運用數位科技支持國內消費

及觀光產業，效果顯著。稅務行政數位化可提升服務品質、減少行政負擔、改善

風險管理，提升納稅義務人法令遵從度及稽徵效率，改善稅務透明度；此外，

OECD 刻推動解決經濟數位化課稅挑戰兩項支柱方案，確保租稅確定性（tax 

certainty）及減少稅收損失，OECD並鼓勵更多經濟體加入。 

我國持續發展運用數位化科技工具，改善財政政策實施效能，如開放民眾以

手機申報及繳（退）稅服務，並運用 AI 及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支援財政政策推

動，促進逃漏稅案件查核效率，穩定稅收，提升人民及企業稅務依從及對稅務服

務之滿意；至跨境支付部分，我國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已偕同國內相關銀行與

日本完成 QR Code跨境支付串接，該公司目前刻與其他具商機潛力經濟體洽談

串接計畫，另預計 2025年 6月前將外幣結算平臺支付訊息標準升級為 ISO 20022，

俾透過共通支付訊息標準，加速跨境支付與匯款效率。 

因應我國稅務數位工具發展需求，建議持續與 APEC 經濟體及國際合作推

動上述稅務合作，攜手營造亞太地區有利復甦及經濟發展工具，共創永續及具包

容性之財金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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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FMM主席聲明 

Chair’s Statement 
The 29th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October 20, 2022 
Bangkok, Thailand 

 
1. The Finance Ministers of the economies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convened the 29th meeting in Bangkok, Thailand on 20th 
October 2022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His Excellency Arkhom 
Termpittayapaisith, Minister of Finance of Thailand. The statement of the Chair 
reflects the Chair’s assessment of the prevailing views of APEC economies as 
expressed during the meeting. 
 
Global and Regional Economy  
 
2. In support of th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2022 Theme, “Advancing 
Digitalization,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APEC economies discussed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outlook faced by their economies, and shared views on appropriate 
policy action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conomies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Putrajaya Vision 2040, through the Aotearoa Plan of Action, to develop an open, 
dynamic, resilient and peaceful Asia-Pacific community by 2040, for the prosperity 
of all our peopl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3. Although elements of the economic outlook remain positive, with pandemic 
indicators improving across APEC economies, global growth since the last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APEC FMM) has weakened, and downside 
risks have risen. Uneven recoveries between and within economies, particularly 
disruptions in investment, tourism and services, may result in widening global 
inequality. Varying views were expressed on the heightened macroeconomic 
challenges, including energy and food prices volatility, which are consequential 
of the prevailing situation. The meeting expressed its concern that these and 
the remnant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ad contributed to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surging inflation, and the consequent tightening of financial 
conditions. 
 
4. Considering the prevailing economic outlook, APEC economies reaffirm the 
positive role of macroeconomic and structural policies to achieve strong, balanced, 
inclusive, innovativ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to raise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region. 
APEC economies pledge to use all available policy tools – monetary, fiscal and 
structural -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o the extent possible, to manage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steer the global economy back on its growth path. 
 
5. APEC economies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flexible fiscal policies to support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APEC economies will collaborate with 
relevant APEC fora on such issues related to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work 
to strengthe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silience, while keeping public debt on a 
sustainable path. Some economies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debt 
transparency through joint efforts by private and official creditors and borrowers, 
while some economies emphasize the impact from the tightening of financial 
conditions on debt burden, resulting in debt 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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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trong fundamentals and sound policies are essential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PEC economies recognize that excessive 
volatility or disorderly movements in exchange rates can have adverse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APEC economies will refrain from competitive 
devaluation and will not adjust exchange rates for competitive purposes. 
 
7. APEC economie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a free, open, fair, inclusive, non-
discriminatory,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glob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novation, job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APEC’s 
work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region. 
 
Sustainable Finance  
 
8. Secure, efficient, and affordable access to sustainable finance for all sectors is 
paramount for an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Economies are to 
take actions in support of global efforts to comprehensively address al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and APEC economies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d progress in mobilizing global climate finance. APEC 
economies acknowledge the macroeconomic risks stemming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discusse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different transitions. Building an ecosystem 
that enables both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nts to raise funds for 
sustainability-focused projects will help APEC economies align with global efforts 
to meet these goals, including advancing progress towards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9. Alongside public financing, APEC economies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nvolve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realizing market-based sustainable finance 
mechanisms, innovative financing instrument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Some 
economies stress that economy-specific policy instruments, such as fiscal 
incentive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axonomies and other alignment 
approaches, standardized project finance loan document templates, and, if 
appropriate, carbon pricing and non-pricing mechanisms and international carbon 
credit markets, can support the alignment of financial flows towards a greener and 
cleaner global economy. 
 
10. Although the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finance, such as the issuance of 
sustainability bonds and sustainable finance instruments for sustainability-aligned 
projects, has shown promise in its formative years, greater ambitions, coupled with 
further actions and a more proactive approach are necessary to achieve 
multilateral goals. APEC economies urge public and private stakeholders to take 
action to ease entry barriers and encourage further participation and investment to 
support transition towards sustainability by sectors of the economy. Nevertheless, 
it remains necessary for economies to make this transition based on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and in the context of multilateral goals. 
 

11. APEC economies note the results of the Seminar on Developing the 
Ecosystem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in the Capital Market, where economie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in developing sustainable finance instrument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capital markets. Economies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 
market-friendly ecosystem for sustainable and transition finance,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axonomies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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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ment tools, appropriate carbon mitigation measures, and the need to enhance 
interoperability and comparability of different sustainable finance standards, tools, 
and frameworks for emerging economies. The completion of the 
subsequent Seminar Report on Developing the Ecosystem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in the Capital Market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 Paper on Sustainable 
Finance is also noted. These knowledge-sharing processes serve as an invaluable 
reference of member economies’ approaches towards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the ideas and propositions that APEC economies may 
henceforth look upon. 
 
Digitalization for Digital Economy 
 

12. Digitalization has been a revolutionary force for economic growth, catalyzing 
increased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reduced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among economic agents. APEC economies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ization as a tool to deliver financial support and stimulus packages to the 
people,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to facilitate tax 
administration and increase financial inclusion. APEC economie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fully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digitalization for fiscal policy and 
inclusive finance, including reducing the digital divides between different socio-
economic groups. 
 
13. APEC economies welcome memb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Webinar on Digital 
Technology for Efficient Tax Collection and the Seminar on Digitalization for 
Inclusive Finance: Embracing the Digital Fundraising, both of which were held in 
June 2022, and the Webinar on Strategies and Initiatives o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Lessons From Experiences of APEC Economies held in July 2022, as 
well as the APEC Workshop on Build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Fintech: 
Towards Thriving Fintech Ecosystems that support a more prosperou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recovery held in September 2022. 
 
14. Through these seminars, APEC economies have learned how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can benefit from digitalization, with more efficient revenue 
collection, more effective delivery of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improved financial 
access. The key to capitalizing on the benefits of digitalization for financial inclusion 
is to create and maintain ecosystems that allows for the proliferation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while remaining vigilant of, and proactively managing, the potential 
risks. As such, the regulation of digital finance may need to be enhanced to protect 
investors and consumers,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s a whole. 
 

15. APEC economies welcome the completion of the APEC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Developing Cross-border Payments and Remittances, which covers key 
consider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ptions for, inter alia, risk managemen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for developing cross-border payment and remittance linkages. 
 
16. APEC economies welcome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s (OEC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aper on Digitalization of Fiscal 
Measure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highlights 
the many ways in which APEC economies used digital tools when implementing 
fiscal measur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PEC economies also take not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paper, which have shed light on the opportunities 
to optimize economic recovery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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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the Cebu Action Plan  
 
17. APEC economies welcome the contributions by members in nominating 
policies to be implemented as part of the New Strategy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ebu Action Plan (CAP). This strategy identifies APEC economies’ new and 
existing initiatives under the different pillars of the CAP, as well as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actions aligned with the economic drivers 
under the APEC Putrajaya Vision 2040. So far, 15 economies have submitted a 
total of 62 initiatives, 58 of which fall under the CAP pillars. 
 
18. APEC economies welcome the Champion Economy workstream on Just 
Energy Transition Financing. APEC economies will continue to use the workstream 
as a mechanism to shar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mong APEC memb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on relevant tools and 
approaches. 
 
Other Issues  
 
19. APEC economie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disaster risk financing and 
insurance (DRFI) to mitigate and respond to present and future disasters or shocks. 
APEC economies acknowledge and appreciate the efforts, valuable inputs, and 
progress made by APEC economies and the APEC Working Group on Regional 
Disaster Risk Financing and Insurance (APEC DRFI-WG), particularly on the Risk 
Analysis Tool Initiative and the 2022 Workplan. 
 

20. APEC economies acknowledge the 2022 Report of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 and encourage relevant stakeholders to collaborate in 
implementing its recommendations. APEC economies also thank the Asia-Pacific 
Financial Forum (APFF), Asia-Pacific Financial Inclusion Forum (APFIF) and Asia-
Pacific Infrastructure Partnership (APIP) for their support to member economies in 
implementing the CAP and other Finance Ministers’ Process (FMP) initiatives and 
look forward to their continued engagement. 

 
21. APEC economies welcome the stocktaking paper based on members’ inpu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the APEC Roadmap on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itiated by Chile APEC Host in 2019. The Roadmap has been well 
received, with 15 members voluntarily re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The 
remaining APEC economies are encouraged to report their progresses on the 
Roadmap. 
 
22. APEC economies welcome the OECD’s ongoing effort in 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via the Two-Pillar International Tax Package, consisting of a partial reallocation of 
taxing rights to market jurisdictions and 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tax rules and 
call for its finalization. The Two-Pillar solution seeks to bring about a stable and fair 
international tax architecture. 
 
23. APEC economies must continue to work with all necessary partners to ensure 
people can safely and equally access health systems and that the health systems 
have the resilience to cope with current and future shocks. This goal will assist in 
moving economies towards a common goal of achieving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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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PEC economie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and sustainable finance in supporting the post-
pandemic recovery,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PEC 
economies encourage exploration of means to mobilize long-term financing and 
foster 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to support this. APEC economies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APEC Connectivity Blueprint through to 2025. 
 
25. APEC economies re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the APEC FMP as an active forum 
for fostering policy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mong 
economies in the region. 
 
26. APEC economies appreciate the continuous support from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ECD, the World Bank Group, 
and ABAC to the FMP's work. 
 
27. APEC economies thank Thailand for hosting th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Process this year. APEC economies look forward to the United States’ hosting the 
30th meeting in Fal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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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會議議程  September 27, 2022 

 

      

 

Annotated Agenda 

Drafting Session for th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19 October 2022, 8:30 – 12:00hr. 

Shangri-La Bangkok Hotel, Bangkok, Thailand 

 

Wednesday, 19 October 2022 

 

08:00 – 08:30 Registration 

08:30 – 10:30 Drafting of the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10:30 – 10:45 Coffee Break 

10:45 – 12:00 Drafting of the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Continued) 

 

Note: The time indicated is Bangkok, Thailand, local time (GM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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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ed Agenda  and Programm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FMM) and Retreat 

19-20 October 2022 

Bangkok, Thailand 

 

Wednesday, 19 October 2022 

APEC Finance Ministers’ Retreat 

14:30 – 16:00 Finance Ministers’ Retreat: Garnering the Tailwinds, Tackling the 

Headwinds: Strategic Moves in Today’s Economy 

During this private encounter, APEC Finance Ministers are invited to 

discuss and exchange experiences on tailwinds and headwinds 

presented by the remnant effects of COVID-19 in order to produce 

strategic and innovative responses to keep the world economy steady 

and propel it forward,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which require a collective 

action such as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connectivity. 

Venue:  Four Seasons Hotel Bangkok at Chao Phraya River 

Attendanc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18:00 – 20:30 Gala Dinner 

Venue: Shangri-La Bangkok Hotel 

Attendanc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Head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ll delegates 

 

Thursday, 20 October 2022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08:30 – 09:00 Registration  

Venue: Plenary Hall 1, Queen Sirikit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QSNCC) 

Attendanc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Head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ll deleg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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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 09:10 Opening Session: Welcoming remarks by the 2022 Chair of FMM –  

H.E. Mr. Arkhom Termpittayapaisith, Minister of Finance of Thailand 

09:10 – 10:10 SESSION 1: Glob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Outlook 

Finance Ministers will discuss recent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outlook, including key issues and risks for APEC economies and 

appropriate policy responses. 

Presenter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Bank Group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APEC Policy Support Unit 

10:10 – 10:30 Coffee Break 

10:30 – 12:00 SESSION 2: 2022 FMP Priorities 

The session will focu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FMP 2022 priorities and 

the work which the FMP has done throughout the year, and the ways 

forward, on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digitalization for digital economy. 

2.1 Sustainable Finance 

Finance Ministers will note outcomes from Seminar on 

Developing the Ecosystem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in the Capital Market 

and its report. Finance Ministers will also receive an update on Policy 

Recommendation Paper on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discuss policy 

actions and prioriti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Presenters: Thailand – Outcomes from Seminar on Developing the 

Ecosystem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in the Capital Market on 

21 June 2022 in Khon Kaen and an update on Policy 

Recommendation Paper on Sustainable Finance 

ADB – Sustainable Finance for a Low-Carbon Transition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Presentation on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ESG investing 

Open Discussion – Economies will be invited to comment 

and express their views about policy actions and prioriti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12:00 – 13:30 

 

Working Lunch – ABAC’s Executive Dialogue with APEC Finance 

Ministers on Inclusive Digital Finance 

Venue: Plenary Hall 2, QSNCC 

Attendanc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Head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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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Ministers will discuss with ABAC and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on issues related to inclusive digital financ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contributions from private sector to FMP. 

Lunch for all delegates 

Venue: Plenary Hall 3, QSNCC 

13:30 – 15:00 SESSION 2: 2022 FMP Priorities (Continued) 

2.2 Digitalization for Digital Economy 

2.2.1 Digitalization for Fiscal Policy and Efficient Tax 

Collection 

Finance Ministers will note the completion of a 

policy paper on “Digitalization of Fiscal Measure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outcome of Webinar on Digital 

Technology for Efficient Tax Collection and its report as well as discuss 

the role of digitalization in fiscal policy-making.  

Presenters: Thailand and OECD – Update on a policy paper on 

“Digitalization of Fiscal Measure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ailand – Outcomes from the Webinar on Digital 

Technology for Efficient Tax Collection on 9 June 2022 

OECD – Updat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ECD/G20  

two-pillar international tax package 

ADB – Digitalization, tax mobilization and access to finance 

Open Discussion – Economies will be invited to discuss 

and exchange experi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trend of dig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thereof for the purposes 

of fiscal policy making. 

2.2.2 APEC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Developing 

Cross-Border Payments and Remittances 

Finance Ministers will acknowledge the APEC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Developing Cross-Border Payments and 

Remittances and discuss policy actions to promote cross-border 

payments and remittances.  

Presenters: Thailand – Update on the APEC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Developing Cross-Border Payments and Remittances 

Open Discussion – Economies will be invited to discuss 

and exchange experiences on developing cross-border 

payments and remittances. 

2.2.3 Seminar on Digitalization for Inclusive Finance: 

Embracing the Digital Fundra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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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Ministers will note the outcome of Seminar on 

Digitalization for Inclusive Finance: Embracing the Digital Fundraising and 

its report as well as discuss the role of digitalization in promoting financial 

mechanism for SMEs.  

Presenters: Thailand – Outcomes from the Seminar on Digitalization for 

Inclusive Finance: Embracing the Digital Fundraising on  

21 June 2022  in Khon Kaen 

Open Discussion – Economies will be invited to discuss 

and exchange experi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trend of dig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to promote financial 

inclusion. 

15:00 – 15:10 Coffee Break 

15:10 – 15:30 SESSION 3: Implementation of Cebu Action Plan 

Finance Ministers will receive an update on the Champion Economy 

Initiative following the endorsement of the New Strategy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P in the 28th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Presenters: United States – Update the progress of Champion Economy 

Initiative and outcomes from the Workshop on APEC 

Experiences and Available Tools for Financing a Just Energy 

Transition (FJET) 

Open Discussion – Economies will be invited to discuss next 

steps of the Champion Economy Initiative. 

15:30 – 15:45 Session 4: Other Business 

Presenters: APEC 2022 SOM Chair – Update of SOM activities 

United States – Introduction of FMP 2023 

15:45 – 16:15 Session 5: Adoption of the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16:15 – 16:30 Wrap-up and Concluding Remarks by the 2022 Chair of FMM 

16:30 – 17:00 Press Conference by the 2022 Chair of FMM 

 

Note: 1. The time indicated is Bangkok, Thailand, local time (GMT+7) 

2.  Agenda and Programm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advance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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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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