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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U未來發展重心與方式
根據本年 S O M  I的討

論，已通過同意P S U繼續運
作。不過有些經濟體表示PSU仍然需要透過每3或5年
重新延長任期的方式，以便能檢閱其工作成效；同時

對於經費籌措途徑、PSU未來的發展重心與方式，仍
未達成結論，預計在SOM II進行最後討論，並於貿
易部長會議作成最後決議。

而根據2月24日專門的檢視小組會議的結論，有
三個經濟體(日、美、澳)已確定自願提供40萬美金的
捐款，新加坡則表達以非現金捐款的方式提供PSU資
源運用，加拿大與紐西蘭則表示會儘量促成其政府支

持捐款一事，但由於國內財政吃緊，以致無法於目前

立即決定。顯然，現階段的會商結果距離一年需要約

210萬美元維持PSU目前運作型態的開支，仍有一段
距離。

除了自願捐輸，與提供與現金等同的支援外(如
我國與新加坡的建議作法)，指定用途的捐款亦為目
前經濟體較能接受的方案。不過，如此一來，將可能

影響PSU運作的穩定性，PSU而必須要更具有工作彈
性，以因應未在事先規劃中的需求。

上述問題，其實引導出目前PSU似乎仍未能真正
讓某些經濟體深切感受其價值，進而有意願主動提供

財務之支援。易言之，PSU在自我定位與研析工作的
規劃方面仍待釐清。而對於其過去所作的研究，如何

多加宣傳運用，落實協助經濟體參與APEC的計畫推
動等，亦需要加強。

開發中經濟體應積極加入PSU

要達到上述的目標，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則是擴

大參與。以目前的PSU指導委員會或檢視小組之組成
來看，開發中經濟體的參與近乎為零。因此，我國與

韓國在檢視小組的角色對於成為已開發與開發中經濟

體，就PSU運作與未來的規劃，可以發揮很好的橋樑
角色。舉例言之，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時，
經濟受創甚為嚴重，在IMF的資金挹注下，進行大幅
體質調整，雖然同時亦受到該國際組織的一些制約，

但此次面對全球的金融危機，卻以安穩渡過，成為全

球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並於今年籌辦G-20會議，在
全球經濟發展中逐漸發揮影響力。顯見，從自身過去

的發展歷程與現階段發展的角度為出發，理解開發中

經濟體的需求，與探討已開發經濟體可提供的經驗，

提供PSU研議吸引開發中經濟體支持的研析內容，是
我國與韓國可以助益之處。(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
處APEC協調人)

APEC改革重點之一：政策支援小組
榮沛芳

A P E C 改 革  

APEC改革的議題，在本年SOM I之後，有關經濟技術合作的「指導經濟技術暨合作活動之架構」
(Framework to guide ECOTECH activities)通過後，重點將落在政策支援小組(Policy Support Union, PSU)的存
廢、運作期限、經費問題。

PSU主任：Philip Gaetjens 
中華台北APEC研究中心

現任PSU主任Philip Gaetjens，在擔任該職位之前，乃是澳洲財政部競爭與消費者政策
的首席顧問。並曾與澳洲財長共同參加過數次的G20高峰會議和APEC財政部長會議。 

1997年3月至2008年12月之間，Philip主要是擔任澳洲財長the Hon. Peter Costello MP
辦公室的行政長，在此期間，Philip Gaetjens同時擔任一個特別成立之「稅制改革單位」
(Tax Reform Unit)的首席顧問，由其直接負責監督管理新稅制體系(The New Tax System，
1998年1月∼2000年10月)的完成。

Philip在南澳的財政與金融部以及總理與內閣部都曾擔任高級職位，主要負責焦點為個體經濟改革議
題，如通訊與能源部門。他同時也於1994年在澳洲參議院中擔任國會連絡官。此外，Philip在提供公共政
策諮詢給澳大利亞聯邦和州政府方面，已擁有30年的經驗。(本文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余慕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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