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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洲開發銀行於2024年10月8日至10月11日假菲律賓馬尼拉舉辦「第12屆亞銀商機博覽會

(12th ADB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air 2024)」，會中邀請各國潛在供應商、政府官員、智庫、金

融機構等共同參與。本次亞銀第12屆商機博覽會，主要聚焦於亞銀未來的策略重點：氣候行動、

私部門發展、區域合作，旨在促進知識交流、業務合作及未來計劃的規劃。會議強調永續採購，

並詳細介紹亞銀如何通過其永續採購政策推動社會、經濟及環境的均衡發展。 

 

    亞洲開發銀行的「2030 戰略」為此次會議提供了策略指引，其核心目標是幫助成員國應對氣

候變遷影響，並推動區域內的低碳經濟轉型。亞銀近年致力於支持再生能源發展、提升基礎設

施韌性及強化氣候適應能力。亞銀展示了在能源、交通及社會發展領域的投融資機會，包括支

持東南亞太陽能及風能專案、促進跨境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改善教育及醫療服務。在與私部門

局專家的會談中，深入了解亞銀的聯貸模式，亞銀目前預計將私部門投融資在 2030 年前提升至

三成，並聚焦於金融機構、基礎設施等領域。特別是氣候相關項目。 

 

    職本次奉派參加亞銀「第 12 屆亞銀商機博覽會」，時間自 2024 年 10 月 8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1 日，共計 4 日，同行官方代表包括財政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外交部及本行共計 7

人，相關行程如下： 

10 月 8 日（星期二）代表團從台灣出發至菲律賓 

10 月 9 日（星期三）參加「第 12 屆亞銀商機博覽會」 

10 月 10 日（星期四）參加「第 12 屆亞銀商機博覽會」 

10 月 11 日（星期五）代表團離開菲律賓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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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亞洲開發銀行（亞銀）成立於 1966 年，是全球主要的國際金融機構之一，致力於促進亞

洲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亞銀總部位於菲律賓馬尼拉，擁有約三千名員工。作為創始會

員國之一，我國持續參與並持續推動與亞銀的各項合作與專案。 

 

亞銀的成立背景源於美國及其盟國為了促進全球各地區的投資和支持經濟發展，倡議成立

一系列國際金融機構，包括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美洲開發銀行（IDB）及非洲開發銀

行（ADB）。在此背景下，聯合國亞太及遠東經濟委員會於 1963 年 12 月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

的經濟合作會議中，提出成立亞銀的建議，並於 1965 年由前述委員會中 9 位亞洲國家之代表，

共同組成委員會並策劃相關事宜，於同年年底通過亞銀之行章草案。 

 

亞銀最初的資本額為 10 億美元，並由 31 個國家組成，其中 19 個來自亞洲，包含阿富汗、

澳大利亞、印度、日本、韓國等國；12 個來自區域外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德國等。亞

銀不僅為會員國提供優惠融資，還透過技術援助協助亞洲地區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該行於

1974 年設立亞洲開發基金（ADF），專門用於幫助會員國消除極端貧困。 

 

亞銀的運作機構包括由所有會員國組成的理事會、董事會及執行層級的管理人員。主要股

東為日本、美國。至今，2023 年亞銀的會員國為 68 國。為推動相關業務，根據亞銀設立規範

第六章第 26 調指出，該組織應設有理事會、董事會、行長或數名副行長，以及為維持運作必

要的官員及工作人員組成。理事會由 68 個會員國組成，每個會員國任命 1 名理事及 1 名副理

事；董事會則由理事選舉推舉 12 席執行理事，其中美國、日本及中國為獨立指派，其餘由各

投票集團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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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23 年之年報顯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亞銀的已認繳資本達到 1427.41 億

美元，亞銀主要持股國家為日本（15.571%）及美國（15.571%），各會員國持股比率較高之國

家為中國（6.429%）、印度（6.317%）、澳大利亞(5.773%)等，我國持股為第 18 名(1.087%)。 

 

亞銀歷屆選舉總裁皆為日本國籍代表，首任總裁為渡邊武先生（Takeshi Watanabe, 

1966~1972），近年為黑田東彥（Haruhiko Kuroda, 2005~2013）、中尾武彥（Takehiko Nakao, 2013~2020），

目前現任總裁為淺川雅嗣（Masatsugu Asakawa, 2020~至 2025），現任總裁淺川雅嗣將於 2025 年

2 月卸任。 

 

亞銀目前預計將選舉出新任總裁人選為神田真人(Masato Kanda, 2025~)。神田真人總裁為日

本前外匯事務最高官員，2025 年神田真人總裁加入後是否會推動亞銀扮演新的區域性角色，

值得持續觀察後續發展。 

 

亞銀的影響力在亞洲以致於全球範圍內持續擴大，並且期每年舉辦的商機博覽會已成為促

進國際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商業合作的重要平台。2024 年亞銀第 12 屆商機博覽會吸引了來自超

過 51 個國家的參與，其中來自菲律賓的參與者最多。我國亦積極參與該會，並由多個政府部

門與業界代表組成的團隊，共同開拓菲律賓及亞洲市場的商機。此次前往參與之單位為本行、

財政部國際財政司、外交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外貿協會菲律賓台灣貿易中心及駐菲律

賓代表處，另由環境部邀請我國廠商之「環境管理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團」，

共赴菲律賓馬尼拉參加此次會議，共計我國參與人數為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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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菲律賓國家情勢概況 

 一、政治概況 

亞銀總部所在國家為菲律賓，菲律賓國會 2022 年 5 月國會選舉，由小馬可仕總統之盟友

獲得國會多數席位。下次大選將在 2025 年 5 月於總統任期一半時舉行，屆時將選出半數參議

院及全數眾議院議員。期中選舉通常是對總統表現的公投，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預期小馬可仕政府及其盟友在 2025 年仍將維持國會多數席位。 

在政策趨勢方面，政府制定社會經濟相關政策，以創造就業機會、加強社會保護、提高政

策執行效率及促進健全之財政管理為重點，並透過卡迪瓦商店(Kadiwa stores)來降低糧食成本，

惟推動立法進展緩慢。EIU 認為，菲律賓政府致力於改善商業環境，放寬投資監管制度、加強

基礎設施，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以吸引外國投資，並修改公司稅，分階段由 30% 降至 20%，

惟該國存在貪腐與效率低落之官僚作風，恐持續削弱改革影響力，也阻礙跨國公司擴大業務範

圍。 

二、經濟概況 

菲律賓為新興市場，亦為電子元件和勞動力出口國，內需消費占 GDP 比重最高，經濟高

度依賴海外匯款收入。2023年菲律賓農業、工業及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分別為8.57%、29.10%、

62.33%。2023 年菲律賓雖國內消費成長及旅遊業回升，惟全球需求降溫，商品及服務出口減少，使經

濟成長放緩，實質GDP成長率為5.55%。 

EIU 預期 2024年全球電子產業進入上升週期，菲律賓商品和服務出口將反彈，惟紅海貿易中斷和

運輸成本較高產生抵銷作用，預測實質GDP 成長率為 5.40%；2025 年國會選舉前，政府將採取對農民

之相關支持措施，使國內消費成長，另積極推動基礎建設發展，投資將回升，預測實質GDP成長率為

6.40%。 

三、對外貿易及國際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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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菲律賓貿易逆差縮小，受益於中國大陸遊客回歸及匯款增加，使服務帳及所得帳維持盈餘，

經常帳赤字占GDP比重 2.60%。EIU 預期 2024年隨著石油價格上漲和貨幣貶值，雖擴大貿易逆差，惟

遊客數量增加，推升旅遊業及匯款收入，致經常帳赤字略減，占GDP 比重為 2.50%；2025 年在政府支

出和消費需求上升推動下，進口將強勁成長，致經常帳赤字擴大，預測經常帳赤字占GDP比重為3.00%。 

菲律賓主要輸出項目為電子產品(57.9%)、礦物產品(9.2%)、農產品(6.0%)、機械及運輸設備(2.8%)

等；主要輸入項目為原料及中間商品(36.1%)、資本財商品(26.1%)、礦物燃料、潤滑油和相關產品(16.4%)、

消費性商品(15.4%)等。菲律賓主要出口目的地國家或地區為美國(16.2%)、日本(14.2%)、中國大

陸(14.1%)、香港(13.5%)等，主要進口來源國家為中國大陸(20.0%)、印尼(9.1%)、日本(8.8%)、

韓國(8.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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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 12 屆亞銀商機博覽會活動內容摘要 

一、開幕式暨亞銀未來策略重點 

    本次會議旨在促進亞銀與各成員國及合作夥伴之間的合作，特別關注業務機會的探討和未

來發展的規劃。參會者來自 51 個國家，包括承包商、供應商及多個組織，目標是推動亞銀計

畫的實施。這是自 COVID19 疫後第二次線下舉行之博覽會，為期兩天的活動包括主題討論，

各行業專家分享以及一對一會議，重點放在知識交流與合作。亞銀是一個由 68 個成員國組成

的國際組織，員工超過 3,000 人，代表了 60 個不同國籍國家。亞銀的長期目標是實現亞太地區

的繁榮和可持續發展，並將 2030 年戰略確立為其願景目標。亞銀的業務涵蓋農業、環境、能

源、公共管理、金融、交通、教育等領域，截至 2023 年底，其計劃投融資組合達 1,160 億美元。 

    此次會議著重於亞銀未來的策略重點：包括氣候行動、私部門發展、區域合作等。亞銀期

望在這些領域加強發展，以應對當前全球氣候變遷等議題。會議強調了供應鏈去碳化及可持續

採購的重要性，並表示私部門在解決社會、氣候與貧困問題上的重要角色。本次的活動安排第

一天將聚焦於亞銀各個部門的業務機會，包括能源、交通等領域。第二天聚焦於性別與社會發

展、區域合作等主題，並提供一對一的諮詢機會。 

    二、亞銀的 2030 戰略 

    因近年亞銀主要行動都依照「2030 戰略」為指導行動綱領。其目的在應對亞太地區日益

嚴重的氣候變遷影響，並支持成員國的減碳轉型。以下將簡述該戰略聚焦於下列幾個主要方向，

包括： 

1. 推動低碳經濟轉型，亞銀致力於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鼓勵可再生能源，

並為符合低碳發展的計畫提供資金支持。 

2. 強化氣候韌性與適應能力，同時強化基礎建設，以抵抗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鼓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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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投資防洪、抗旱和抗災的基礎設施，並提高農業、漁業等關鍵產業的氣候適應能力，以確

保糧食安全。 

3. 亞銀在戰略中強調，私部門的投入對氣候行動至關重要。透過金融工具（如綠色債券、

氣候債券）吸引私部門資金，亞銀期望透過增加對專案的投資。強化關注領域融資，以幫助成

員國減少氣候風險。亞銀計劃在 2020 至 2030 年間，提供超過 800 億美元的氣候融資。  

 

三、 亞銀的永續採購政策 

亞銀為支持亞太地區可持續發展，將永續採購納入其核心業務策略。該政策旨在透過綠色

科技技術、社會包容、良好治理等方式來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均衡發展。亞銀希望此政策

能成為成員國在公共採購領域的指導標準，以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亞銀的永續採購政策涵蓋以下幾個主要方面，亞銀在採購過程中將減少碳排放作為優先考

量，包括在基礎設施建設計畫中採用低碳材料和技術。採購的社會價值：亞銀鼓勵採購中的性

別平等、社會包容；在採購計畫中，亞銀確保相關監督治理的透明性，以保障政策的執行和成

效。 

相關的具體措施，主要在既有採購流程上落實永續供應鏈管理。包括以下作為：亞銀推動

在供應鏈上落實碳排放減少，並要求供應商達到最低的環境標準，供應商在參與亞銀計畫時需

展示其在環保、社會責任和治理方面的績效，亞銀對此進行篩選和評估；亞銀提供 ESG 相關

的培訓，幫助合作夥伴理解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並在其中實施符合亞銀標準的永續措施。原則

上，亞銀在其採購流程的每一步驟都設置了相關永續評估標準，並逐步修正檢討其成效。 

                  

                                             

 

資料來源：亞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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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亞銀的能源領域機會 

 亞銀針對能源轉型積極投入建設能源基礎設施，並將氣候變遷因素融入到各個專案中。

由於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加劇，亞銀在能源領域的投資不僅著眼於擴展再生能源，還強調增強

供應能源系統的韌性(如電網等公共建設)，以支持成員國抵禦未來可能的氣候災害。目前在亞

洲地區仍然高達 75%能源來自於化石燃料，能源轉型是亞銀急需完成之挑戰。亞銀目前投入約

11 億美元的氣候融資，並有至少 40%的資金用於增強能源基礎設施的氣候適應性，涵蓋農業

和漁業等受氣候變遷影響嚴重的領域。特別是在東南亞和南亞地區，亞銀支持推廣可再生能源，

幫助這些地區應對極端天氣事件和氣候變遷挑戰。 

 根據亞銀提供資料，亞銀不斷推動再生能源資源的開發，包括太陽能、風能和水電等，

以減少對傳統能源的依賴。亞銀的再生能源領域投資覆蓋範圍廣泛，目前其能源融資集中於南

亞與中亞地區。這些地區對於再生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長。例如，亞銀目前在柬埔寨推動建立

100MW 的太陽能園區，旨在解決能源價格波動問題，並為電力供應提供更穩定的來源。這不

僅減少了對化石燃料的依賴，還有效提升了該國的能源自給能力。 

      

                                    資料來源：2024 亞銀商機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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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亞銀的運輸領域機會 

 亞銀在運輸領域特別關注於跨亞洲各國的交通網絡的建設和升級，以促進亞太區域的經

濟整合和資源共享。亞銀致力於加強區域合作，建設和擴展跨國鐵路、公路及港口設施，以促

進區域內商品和人員的流動。另一方面，亞銀正在推廣低碳和環保的交通選項如電動車，以減

少環境影響；亞銀並通過提高道路和鐵路等公共基礎設施的品質來增強運輸網絡的耐用性。亞

銀鼓勵公私合作（PPP）模式，引入私人資本和創新技術，以實現運輸基礎設施的可持續性和

長期發展。 

 以下是亞銀支持綠色運輸具體案例： 

1. 中亞地區的跨境運輸走廊：亞銀協助中亞及南亞地區的跨境走廊計畫，包括哈薩克斯

坦至烏茲別克斯坦的跨境鐵路和道路建設，這些建設改善了貿易通道並促進了區域經

濟一體化。 

2. 孟加拉的城市交通建設：亞銀協助其建立快速公交系統（BRT），目的是減少城市交

通擁塞並推動清潔交通。 

3. 菲律賓的智能物流管理系統：亞銀與菲律賓政府合作，開發智慧物流管理平台，以促

進港口和機場的數位化管理。 

 六、亞銀的社會領域機會 

 亞銀在社會發展領域的投資主要集中於教育、健康發展，這些措施將幫助各成員國實現

包容性成長。主要包括亞銀支持各國推廣教育機會，提升青年人和弱勢群體的就業技能；針對

亞太地區，亞銀積極推動醫療設施的建設和提升，包括醫院、診所及遠程醫療技術，以改善基

礎醫療服務的可及性。依據亞銀提供之資料，目前其對於社會領域投資主要為健康及教育領域，

分別達 6.3 億美元以及 5.7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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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24 亞銀商機博覽會 

 

七、區域整合倡議（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RCI） 

亞銀的旨在促進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與一體化，從而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以

及區域內的包容性繁榮。RCI 是亞銀長期戰略的一部分，其主要目標是透過加強成員國之間的

連結與合作，促進資源共享與經濟機會的最大化。亞銀主要努力改善區域內的運輸、能源和數

位基礎設施連結，以支持貿易、投資和經濟活動。其具體行動包括投資於跨境高速公路、鐵路

和港口建設。推動跨境能源合作。透過降低貿易壁壘，促進投資流動，提升區域內的經濟融合。

推廣區域供應鏈韌性，吸引外資。促進金融合作與穩定，支持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建立區域內

的資本市場合作機制，強化金融監管協作。支持綠色金融和創新融資工具。又或是區域公共財

的提供。主要實施方式由亞銀為區域內的重大跨境計畫提供融資，例如南亞的跨境公路網絡和

中亞的能源合作。  

亞銀區域合作希望達成的影響與未來展望  

1. 經濟效益：改善基礎設施連結將降低貿易和運輸成本，並促進區域內市場的整合。 

2. 金融合作提升了區域資本市場的深度和穩定性。  

3. 亞銀將加強對新興領域的投資，例如綠色基礎設施以及跨境數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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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加注重政策協調與跨區域合作機制的建立，例如與東協（ASEAN）、中亞區域經濟

合作（CAREC）和南亞合作（SAARC）的協作。 

根據亞銀所提供資料，其RCI領域目前主要進行計劃以公共領域運輸( Transport )合作為主。 

  

                                             資料來源：2024 亞銀商機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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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拜訪亞銀私部門局與亞銀私部門局投融資專家會談： 

    一、亞洲開發銀行私部門局(Private Sector Operations Department)簡介： 

    私部門局是亞銀中負責促進對發展中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各行業的私營及國有企業的聯合貸

款融資(Syndication Loan，簡稱聯貸)。私部門局主要與各國的商業銀行以及輸出金融機構( Export 

Credit Agency )合作。主要合作模式簡介如下： 

1. A/B loan 模式： 

     

 

 

 

                                                             資料來源：亞銀網站  

    這種貸款結構涉及兩個不同的貸款級別為「A 級貸款(A Loan)」和「B 級貸款(B Loan)」。通

常 A 級或 B 級貸款有不同的風險、回報和償還條款。A 級貸款由亞銀持有，利率較低但風險較

低，在貸款違約或破產的情況下，A 級貸款通常會優先償還。B 級貸款風險相對較高，通常由其

他商業銀行持有。為了補償風險，B 級貸款的利率通常較高，並且有比較長的期限。在償還順序

上，B 級貸款通常排在 A 級貸款之後。亞銀與各國的商業銀行合作多屬此類。通常由亞銀擔任

關鍵整合角色，由亞銀於市場募集 B 級貸款並整合 A 級貸款提供借款人(Borrower)。 

2. Parallel loan 模式： 

 

 

                                                             資料來源：亞銀網站 

由亞銀負責在可行、可發展領域尋找借款人，並以一般的聯貸模式與其他出資者共同融資給借

款人。亞銀與各國的輸出金融機構(Export Credit Agency)合作多屬此類。 

     二、私部門局業務情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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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亞銀的私部門局業務約達亞銀的 20%的投融資總額，目標在 2030 年之前增長至 30%。

亞洲開發銀行的私部門局主要專注於四個者領域，目前主要放貸領域如下： 

1. 金融機構領域（Financial Institution）：包括亞洲開發銀行所在區域之發展中國家的商業

銀行和非銀行機構，如租賃公司和保險公司，此為亞銀私部門局最主要融資領域，為

整體貸款 25 至 30%。 

2. 基礎設施領域：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可再生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如機場、港口）

和城市基礎設施計畫（如污水處理和資通訊相關產業）進行融資。 

3. 社會部門領域：主要涵蓋各國的教育和醫療領域。 

4. 完整供應鏈領域：針對中上下游完整供應鏈的融資。 

目前亞銀私部門局團隊每年參與發起 15 至 20 筆聯貸交易，約達 40-45%的交易會使用融資

企業所在國之所在國貨幣。私部門局的聯貸交易的審批流程需時約六至九個月，視具體交易而

定。亞銀私部門局本身的角色更偏向於聯貸的籌組和協調，並且會持有聯貸案到最後。 

三、 與本行未來合作展望： 

     本次與亞銀私部門局投融資專家會談，除透過會談之三名專家分享亞銀私部門局目前聯貸案運作情

形，並也詢問到私部門局目前特別關注領域。因亞銀標榜為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氣候銀行(Asia and the 

Pacific's Climate Bank)，亞銀私部門局目前特別著重於綠色再生能源領域融資，該局目前於東南亞國家進行

是風能及太陽能之專案，另其專家對於本行過去曾參與其他區域多邊開發銀行或其他東南亞商業銀行聯

貸融資感到興趣，並認為未來在金融機構領域合作可做為雙方合作的敲門磚。會談過程中亞銀並介紹其

與韓國輸出入銀行(KEXAM)或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合作情形，亞銀專家也表示期待未來進一步建立聯

繫並促成具體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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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職此次參與亞銀第 12 屆商機博覽會及拜訪亞銀私部門局，充分感受到亞銀在亞洲及太平洋

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關鍵角色。透過本次博覽會了解到，亞銀在「2030 戰略」的指引下，將氣候

行動、數位轉型、區域合作等作為未來發展的核心方向，這些方向高度契合區域內各國應對氣

候變遷及推動永續發展的需求。 

 

    在私部門局專家的交流中，了解亞銀如何以聯貸融資模式作為工具，整合區域內的資金資

源以支持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和能源轉型計劃。尤其是亞銀私部門局對綠色能源專案的重視，同

時顯示亞銀在支持氣候行動及減少碳排放方面的領導力。 

    

    職建議本行未來持續參加會議並與亞銀私部門局保持聯繫，特別是在綠色能源相關專案中

尋找可能合作切入點，以期與其建立長期夥伴關係。同時針對亞銀的聯貸運作模式，建議本行

或可邀請亞銀專家來行開展專業培訓，增強團隊對永續發展融資理解及合作可能。並借鏡亞銀

與韓國、日本等國輸出入機構合作的經驗，探索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協作模式。 

 

    此次參與亞銀博覽會的活動不僅深化了職對亞銀業務模式與發展重點的理解。透過與亞銀

私部門局的交流，職看到了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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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亞銀第 12屆商機博覽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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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財政部團參與第12屆亞銀商機博覽會團員名單 

 

第 12屆亞銀商機博覽會出席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財政部 副司長 李明機 

專員 張孟妤 

支援人員 劉又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簡任技正 陳義昌 

技士 耿紫越 

外交部 科長 楊家豪 

駐菲律賓代表處 一等秘書 丁秋仁 

亞洲開發銀行 董事顧問 侯旭娟 

外貿協會馬尼拉台灣 貿易中

心 

主任 賴榮春 

經理 郭子郡 

中國輸出入銀行 高級辦事員 林冠廷 
 

 

 

三、活動照片 

 

                    拜訪亞銀私部門局與亞銀私部門局投融資專家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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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團團員於會場合影 

 

 

 

 

 

 

 

 

 

 

 

 

 

 

 

                               亞洲開發銀行官員、我國外交部、財政部團成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