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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5 年亞太經濟合作（（APEC）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SOM1）投資專家小組

第一次會議（IEG1）假韓國千年古都慶州舉辦（ 正式會議前日本和PSU主辦「APEC

企業在 APEC 經濟體長期對外直接投資最佳實踐」研討會，會中安排豐田、英特

爾、味之素等企業進行對話，並報告相關專案計畫進度  

本次 IEG1 會議重點如後：1.（APEC（2025 年優先事項：主辦韓國介紹年度核

心議題及 IEG 的角色 2.（ 投資與貿易政策更新：包括 2040 年布城願景（（Putrajaya（

Vision（ 2040）、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及永續投資趨勢（如 ESG 投資、數位

轉型） 3.（ 國際投資協定與改革：探討 APEC 投資承諾手冊、國際投資條約、WTO

投資便捷化談判等最新進展 4.（ 投資促進與便捷化：各經濟體分享投資吸引與永

續發展策略，例如秘魯的 PPP 模式、日本的高品質基礎設施倡議等 5.（ 跨論壇

合作：討論與數位經濟、能源、財政等其他 APEC 工作小組的協力機會 本次會

議旨在促進投資環境改善，推動亞太區域合作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期間，我方積極與來自美國（、日本、韓國（、利 等經濟體代表及 APEC

秘書處人員互動，增進雙方了解（ 透過本次會議加強國際互動與合作，擴大我國

在國際社會之能見度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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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及目的 

本次2025年APEC會議由韓國主辦，會議主題聚焦「CONNECT（、INNOVATE（、

PROSPER」三大核心領域，旨在推動亞太區域的經濟整合、技術創新與永續發展 

以下為主要優先事項及行動方向： 

1.（ 強化區域連結（CONNECT）：韓國將致力於營造可預測、自由且穩定的貿

易投資環境，包括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議程、建立韌性供應鏈，

並啟動「第五階段能力建構倡議（CBNI）」 此外，將制定《宿霧行動計畫》後續

路徑圖，強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並透過「APEC 科學家旅行卡計畫」促進人才交

流 2025 年亦將完成《2015-2025 連結性藍圖》最終審查，確保區域合作綱要與

時俱進  

2.（ 推動數位創新（INNOVATE）：數位轉型為關鍵優先事項，重點包括： 

用人工利慧（AI）等技術應對全球挑戰、優化數位創新環境，並制定「人工利慧

發展路線圖」 韓國將舉辦「數位週」活動，與數位部長會議同步進行，同時推

進「利慧移動倡議」，整合利慧交通與綠色技術，提升區域數位基礎設施與應用

能力  

3.（ 促進永續繁榮（PROSPER）：針對人口結構變化、微中小企業（MSMEs）

轉型及氣候挑戰，韓國提出多項倡議：完成《2030 糧食安全路徑圖》期中檢討，

確保糧食供應穩定 制定「健康路徑圖」，接續現有子宮頸癌防治計畫（2021-2025），

強化公共衛生合作 加速潔淨能源轉型，支持婦女經濟賦權，並推動海洋永續管

理 啟動「亞太人口結構倡議」協助成員因應少子化與高齡化衝擊  

小結：2025APEC 韓國以「連結、創新、繁榮」為會議主軸，整合貿易自由

化、數位科技與永續發展議題，目標在後疫情時代重建區域經濟韌性 透過強化

多邊合作、技術賦能及包容性政策 韓國期望引領亞太地區邁向均衡且具包容性

的成長路徑，為全球挑戰提供區域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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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投資專家小組第一次會議 

一、 議程(詳附件 1) 

（一）日期：114 年 2 月 24 日至 25 日 

（二）地點：慶州 Lahan（Select（Convention（Center 會議中心 

二、 會議討論要點 

（一）APEC 秘書處報告 2025（APEC（ 主題與政策優先事項：2025（ 年 APEC（ 主題

為「構建可持續的未來」，三大政策重點為「連結、創新、繁榮」（ 重要會

議包括非正式資深官員會議（ISOM）、貿易部長會議（MRT）、APEC（ 經濟

領袖周（AELW）  

1. 投資專家小組（IEG）進展：2025年 IEG 會議計畫於2月（慶州）、8月

（仁川）舉行，並更新投資便捷化行動計畫（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ction 

Plan, IFAP） 同時，2026-2028 年 IEG 新任主席將於2025年選出  

2. APEC專案與資金：2025年有2期專案申請，總資金超過1.1億美元，涵蓋

數位創新、供應鏈連結、綠色成長等領域  

3. APEC 秘書處政策支援小組（PSU）簡報：長期外國直接投資的最佳實

踐  

（二）2024（APEC 主辦國秘魯簡報可持續的夥伴關係：社會與環境結合，秘魯 PPP

專案優先事項  

1. 秘魯 2022-2025 年永續基礎設施競爭力計畫採用 IDB（ 的可持續基礎設

施概念來確定專案優先順序，其涵蓋可持續性的 4大面相： 

(1) 金融經濟可持續性  

(2) 社會永續性  

(3) 機構永續性  

(4) 環境永續性  

2. 確保基礎設施項目的長期社會永續性 

(1) 計畫必須在整個生命週期中考慮社會可持續性  

(2) 積極主動的方法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影響範圍內的成本、風險和衝突  

(3) 社會永續性的關鍵面向： 

⚫ 社區投入和參與，以培養當地人意識  

⚫ 社會影響評估以識別和減輕風險  

⚫ 包容和公平，確保 益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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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計畫實施中尊重人權和勞工權   

⚫ 文化保護旨在保護遺產和當地特色  

3. 建造環境永續和氣候適應之基礎設施 

(1) 由於普遍的退化和資源壓力，環境永續性至關重要  

(2) 基設項目從規劃到執行應納入氣候調適能力  

(3) 永續發展的關鍵策略： 

⚫ 透過永續材料和實踐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 有效 用資源，減少浪費並優化能源消耗  

⚫ 應對極端天氣和環境變化的氣候適應措施  

⚫ 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增強復原力和生態系統保護  

4. 範例分享： 馬爾多納多港（Puerto Maldonado）廢水處理廠，提高社區

對計畫效益的認識  

 

（三）利 簡報促進和培育優質外國直接投資的國家戰略： 

1. 利 促進外國投資部長級委員會：由經濟部、財政部、外交部、能源部、

礦業部以及公共基礎設施部等不同部會首長所組成的跨部委員會，以協

調參與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各個公共機構的行動並制定策略重點和行

動計劃  

2. 六大策略： 

(1) 推動利 成為拉丁美洲服務出口中心  

(2) 維持利 作為採礦業全球領導者的地位  

(3) 將利 打造為永續投資的清潔能源供應商  

(4) 將利 定位為採用永續流程的全球食品供應商  

(5) 推動招商引資政策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工具  

(6) 提高競爭力的公共投資機會  

3. 行動計劃：與各部會和機構針對6個策略重點中的每一個重點制定和執

行具體行動並交由 Invest Chile 執行  

4. 目標市場：對於每項策略重點，確定和定義目標市場以設計和實施行動

計劃 此外並就潛在客戶進行細分，以創造價值並實現策略目標，實現

高品質投資  

 

（四）OECD（ 簡報數位轉型的投資政策綱要：該政策綱要旨在支持各國政府促進

投資，以推動數位轉型，並確保其促進包容性、韌性和可持續發展 該綱

要建立在OECD 現有的可持續投資標準之上，如《投資政策綱要》（Policy（

Framework（for（Investment）及《外國直接投資（FDI）品質建議》（FDI（Qualities（



7 

 

Recommendation），並確定促進數位化投資的關鍵政策領域  

1. 數位轉型的投資挑戰與機遇 

(1) 投資的關鍵角色 

數位技術正改變經濟與社會，提高生產力、促進創新，並創造新的經濟

成長機會 然而，數位化轉型在不同國家、產業和人口之間存在巨大差

異，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基礎設施不足、數位技能匱乏和法規不確定

性等挑戰  

(2) 外國直接投資（FDI）的作用 

FDI 能帶來資本、技術專長和全球知識網路，支持數位基礎設施和服務

的發展 例如，綠地投資（Greenfield Investment）在數位領域占比已從 2014-

2018年 16%提升至 2019-2023年 25%  

(3) 挑戰與風險 

⚫ 大型數位企業主導市場可能抑制競爭，並增加依賴風險  

⚫ 自動化與人工利慧（AI）可能導致就業機會變化，若缺乏數位技能

培訓，將加劇社會不平等  

2. 政策綱要的 4大核心領域 

(1) 治理（Governance） 

⚫ 制定清晰的機構職責，確保投資與數位政策的一致性  

⚫ 設立跨部門協調機制，如政府間委員會或專責工作小組  

⚫ 促進政策透明度，制定國家數位轉型與投資戰略  

(2) 國內與國際法規（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 確保市場准入法規透明且無不必要限制，如降低外資股權限制、減

少行政冗礙  

⚫ 平衡開放市場與國家安全需求，特別是在數據與關鍵技術領域  

⚫ 加強競爭政策，防止大型科技企業壟斷市場  

(3) 技術與財務支持（Technic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 促進數位技術、ICT服務及基礎設施投資  

⚫ 透過公私夥伴關係（PPP）、稅收優惠和研發補助鼓勵技術創新  

⚫ 縮小數位鴻溝，確保偏遠地區獲得數位基礎設施支持  

(4) 投資資訊與促進服務（Information and Facilitation Services） 

⚫ 簡化投資程序，提高行政透明度，以吸引數位投資 

⚫ 投資促進機構（IPA）應積極提供數位生態系統資訊，促進外國投資

與當地科技企業合作  

⚫ 透過數位行銷與專案推廣，提升國家數位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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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論與政策建議 

(1) 加強跨部門協作 

政府應整合各部門資源，確保投資政策與數位轉型戰略的一致性  

(2) 改善法規環境 

確保市場開放與監管穩定性，以吸引更多數位投資  

(3) 推動技術創新與人才培養 

增加對數位技能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數位流動與科技創新  

(4) 促進負責任商業行為（RBC） 

確保企業在數位轉型中符合 OECD《多國企業準則》（MNE Guidelines），

避免侵犯人權、環境和勞動權   

 

（五）日本報告 EG升級投資便 化行動計（IFAP）：APEC 投資專家小組（IEG）

為因應數位化、永續發展及包容性需求，啟動 IFAP 升級工作，目標 2025

年完成並更名為「優質投資促進架構」，以對接 APEC「布城 2040 願景」

及「紐西蘭行動計畫」 核心升級內容如下： 

1. 架構調整：現行 IFAP（8項）聚焦透明度、程序效率及科技應用；升級

版新增「永續性與負責任商業行為（RBC）」、「促進優質投資與包容發

展」等元素，強化數位化（如電子審核、AI監管架構）與國際合作  

2. 三大新增重點： 

(1) 數位轉型：推動數位基礎設施（5G、區塊鏈）、縮小性別數位落差，並預

測新興技能需求以強化勞動力培訓  

(2) 永續與 RBC：要求企業納入環境與社會風險盡職調查，支持低碳技術投

資及反腐透明機制  

(3) 包容發展：簡化中小企業、女性及弱勢群體投資程序，整合政策以促進

就業、性別平等與區域平衡  

3. 執行進程與效益 

(1) 協作機制：2024年8月啟動第四版草案討論，2025年 IEG會議尋求共識後

提交 APEC部長會議認可  

(2) 國際合作：透過 APEC平台共享投資典範（如綠色科技），強化供應鏈韌

性與能力建設  

(3) 預期成果：提升區域投資效率，推動數位與能源轉型，確保經濟成長兼

顧社會公平與環境永續  

4. 此計畫為 APEC 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關鍵策略，彰顯「不遺落任何人」

的包容承諾，臂助成員國應對全球化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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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界經濟論壇（WEF）報告外國直接投資（FDI）相關最新進展： 

1. 數位化（ FDI： 

WEF（ 正與（ 3,000 多個經濟團體合作，透過政策改革和產學研合作，推

動數位友善投資環境 例如，在巴基斯坦，支持數位冠軍、數位稅改及

技術區建設；在盧安達，強化利慧財產權融資與創業投資配對  

2. 氣候（ FDI： 

COP29（ 會議期間，WEF（ 推動投資促進機構聯盟，分享氣候投資經驗，

促進可持續發展與知識產權保護，以吸引氣候相關投資 

3. 經濟與風險管理： 

企業與政府需建立「地緣政治雷達」，追蹤風險動態，並制定前瞻性策

略 在阿布達比年度投資會議等場合，將深入探討此議題  

4. 包容性（ FDI： 

WEF（ 聚焦（ FDI（ 對就業與經濟均衡發展的影響，特別關注婦女和青年機

會，以及公私部門合作模式  

5. 投資便捷化： 

WEF 與 WTO 共同推動《投資便捷化促進發展協議》，計畫舉辦非洲投

資便捷化研討會，促進全球經濟體交流與合作  

6. WEF（ 期待未來深化國際合作，推動全球投資環境優化  

 

（七）日本簡報 2025（ 年大阪世博會商務交流： 

1. 大阪世博會是日本政府根據《國際博覽會公約》（BIE（ 公約）舉辦的活

動（，其具有國際意義和外交重要性，旨在滿足全球經濟體的高度期望  

2. 世博會探索世界各國意料不到的活動並在後疫情時期為仍傾向於留在

家中的日本人提供「通往世界的便捷通道」  

3. 從 2025 年 4 月開始的 184 天大阪/關西世博會期間，幾乎每天將有超過

160 名官方參展者的國慶日和特別日 貴賓和商務代表團預計將在各自

的國慶日和特殊日子參觀博覽會  

4. 2025 年入境旅客人數將超過 2019 年，創 COVID-19 之前的歷史新高 

成功的關鍵是邀請他們來參加世博會  

5. 對日本企業來說，世博會提供了一個擴大銷售管道、透過與海外公司建

立聯繫、找到新商業夥伴的重要機會 對地方政府來說，這也是吸引外

商進駐本地區的機會  

6. 我方回應（：我國認知 2025 年大阪/關西博覽會的重要性及其在促進全球

商業合作方面的作用 我們認為這是加強台日經濟關係、探索新的夥伴

關係和擴大市場的絕佳機會 我國將致力於積極參與，並期待更深層合

作，實現共同成長與創新 （（英文稿（：Chinese（Taipei's（Response（to（the（2025（

Osaka（ Expo:（ Chinese（ Taipei（ recogn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2025（

Osaka/Kansai（Expo（and（its（ role（ in（fostering（global（business（collaboration.（We（

see（ this（ 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ties,（ explor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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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s,（ and（ expand（ markets.（ Chinese（ Taipei（ is（ committed（ to（ active（

participation（and（ looks（ forward（ to（deeper（cooperation,（creating（mutual（growth（

and（innovation.） 

 

（八）馬來西亞簡報：馬來西亞資料中心永續發展指南 

1. 馬來西亞對數位轉型的承諾:2025年前達成目標 

(1) 數位經濟占馬來西亞 GDP的25.5%  

(2) 875,000 家中小微型企業採用電子商務  

(3) 1300億令吉（馬幣）投資數位化  

(4) 吸引 2 家獨角獸（本土或國外）  

(5) 將新創企業數量增加至5,000家  

2. 資料中心需求不斷成長 

(1) 人工利慧資料中心支援從雲端運算到人工利慧驅動的應用程式的一切  

(2) 人工利慧資料中心配備了大量專為人工利慧工作負載設計的運算資源，

用於訓練和部署複雜的機器學習模型和演算法  

3. 馬來西亞推廣投資的舉措 

(1) 數位生態系統加速計畫（DESAC）：該項目旨在吸引優質數位基礎設施項

目，加強國內數位生態系統，加速數位經濟價值鏈的發展  

(2) 馬來西亞數位（MD）：旨在鼓勵和吸引企業、人才和投資，同時使企業

和個人在數位經濟中發揮作用的舉措  

4. 滿足永續資料中心的能源和水需求 

(1) 引入電力使用效率（PUE）和水使用效率（WUE）指標有助於透過測量能

源和水效率使馬來西亞的資料中心更具永續性  

(2) 採用這些指標可以提高環境的可持續性，並吸引環保投資者和綠色科技

公司  

(3) 將這些指標整合為授予數位生態系統加速計畫（DESAC）激勵措施的條

件，可以鼓勵合規和採用  

5. 資料中心計畫永續發展政策 

(1) 採用能源/水效率設備 

(2) 新資料中心專案的供應商開發計劃 

(3) 與大學和技術機構的合作 

(4) 再生能源之來源  

6. 資料中心專案：電力和水使用標準化、再生能源標準化  

7. 計有美國、泰國以及我國對於馬國報告表示興趣並感謝馬國詳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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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一）強化區域連結與投資自由化：本次會議強調推動 FTAAP 議程，並致力於

建立更具韌性的供應鏈 隨著全球貿易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各國必須加

強政策協調，提升投資環境的透明度與可預測性，確保資本流動的穩定性  

（二）數位經濟與技術創新：數位轉型已成為投資環境的重要影響因素 會議期

間，韓國提出推動人工利慧與利慧移動倡議，並鼓勵各國發展 5G、區塊

鏈等數位基礎設施，以提高投資吸引力 此外，OECD的數位轉型投資政

策綱要也指出，數位科技與 FDI之間的關聯性日益密切  

（三）永續投資與 ESG 標準推動：永續發展已成為全球投資決策的重要指標 

本次會議討論了 ESG 投資、低碳技術與環境保護議題 例如，秘魯分享

PPP 模式的成功案例，強調基礎設施投資應納入社會與環境考量 此外，

利 也提出推動高品質外資的六大策略，包括礦業、清潔能源、食品供應

等領域  

（四）投資便捷化與風險管理：為了吸引更多優質外資，各經濟體提出不同的投

資促進策略，例如簡化投資審查程序、加強法規透明度等 然而，全球地

緣政治風險與供應鏈重組仍帶來不確定性 因此，如何在穩定投資環境與

降低風險之間取得平衡，是未來區域合作的關鍵  

二、 建議 

（一）加強區域政策協調，提升投資便 性：APEC應推動成員國間的政策對話，

確保投資法規的透明度與一致性  

（二）制定統一的 ESG 投資標準：APEC 可考慮制定區域性的 ESG 標準，並鼓

勵成員國採納相關準則  

（三）推動數位基礎建設與數據治理合作：數位經濟是未來投資的重要領域，

APEC應促進數位基礎設施投資  

（四）建立投資風險預警機制：在地緣政治風險日益上升的背景下，APEC應建

立區域性的投資風險預警機制，幫助成員國與企業更好地應對投資風險  

三、 結論 

本次 APEC投資專家小組（IEG1）會議涵蓋投資環境改善、永續投資、數

位經濟發展及地緣政治風險等關鍵議題 透過會議討論，我們更加清楚亞

太地區投資合作的現況與未來方向 未來，APEC應進一步加強政策協調、

制定統一的 ESG標準、推動數位基礎建設及加強投資風險管理，以提升區

域投資競爭力，推動亞太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應持續參與 APEC及其

他國際論壇，推動永續投資與數位轉型，並透過強化區域合作，提升在國

際經貿體系中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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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議程 

 
 

24 February  
 
9:00-12:00 
 
 
  
 
 
 
 
 
 
 
 
 
 
 
 
14:00-14:15 
 
 
 
14:15-14:17 
 
 
14:17-14:27 
 
 
 
 
 
 
14:27-14:30 
 
 
14:30-14:45 
 
 
 
 
(25 Feb 
 14:00-
14:15) 
 
 
 
 
 
 
 
(25 Feb 
 14:15-
14:30) 

(Day 1) 
 
01.      The Workshop for “APEC Companies’ Best Practices on Long-ter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in APEC Economies” hosted by Japan and PSU 
 
          01.1   Opening Remarks & Project Introduction (Japan, IEG Convenor) 
          01.2   Progress Report of the Project (ADL) 
          01.3   Company Conversation (Ajinomoto (Malaysia)) 
          01.4   Company Conversation (Kaneka (Malaysia)) 
                             --- Break --- 
          01.5   Company Conversation (Toyota) 
          01.6   Company Conversation (Intel) 
          01.7   Project Next Steps (PSU) 
          01.8   Closing Remarks (PSU/Japan/IEG Convenor)  
 

                                                        < Lunch > 
 
 
02.      OPENING REMARKS BY APEC IEG CONVENOR & VICE CONVENOR (Korea: Mr. 

Park Chan-Seo) 
 
 
03.      ADOPTION OF AGENDA 
 
 
04.      BUSINESS ARRANGEMENT / Self-introduction 
 
            Korea Vice Convenor  
 
            All Participants to self-introduce themselves 
 
 
05.      SUMMARY REPORT OF IEG2 MEETING IN 2024 
 
 
06.      UPDATES ON APEC GENERAL ISSUES 
 

  06.1   APEC Secretariat to report on Project Update 
 

 
07.      PRIORITIES IN KOREA APEC YEAR 2025 (after lunch of Day2) 
 
            Korea to present theme and priorities for the host year, followed by a 

presentation on the role of investment and the IEG in achieving the priorities 
             

Members to discuss 
 
 
08.      SHARING BY THE CTI CHAIR ON CTI’S WORK (after lunch of Day2) 
 
            CTI Chair Mr. Christopher Tan to present work at CTI in 2025, as well as CTI’s 

collaboration with I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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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15:00 
 
 
 
 
 
 
 
 
 
 
 
 
 
 
 
 
 
 
 
15:00-15:30 
 
 
 
 
 
 
 
 
 
 
 
15:30-15:45 
 
 
15:45-16:00 
 
 
 
 
 
 
 
 
16:00-16:15 
 
 
 
 
 
 
 
16:15-16:45 
 

                 Members to discuss 
 
 
09. IMPLEMENTING THE PUTRAJAYA VISION 2040 INCLUDING THROUGH AOTEAROA PLAN 

OF ACTION (APA) 
   
         09.1       Presentation by member economies, highlighting individual actions to 

implement APA 
 

09.1a      US to present Developments in U.S. Investment Policy 
 

Members to discuss 
 

[Note: Member economies to present on its individual actions to implement the APA. 
All economies are encouraged to share their developments on their internal policies. 
Topics may include member economies’ actions for new investment trends such as 
sustainability, inclusivity and digitalization (e.g. AI development) as well as foreign 
investment frameworks, updates on measures to attract and facilitate investment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in APEC.] 

                        
 
10.     New Investment Issues to Serve the discussions on FTAAP Agenda  
 

[Note: Economies discuss new investment issues such as investment for ESG, climate 
investment, sustainability, inclusivity and digitalization.] 

 
10.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0.1a OECD to consult IEG delegates on a new policy framework “FDI 

Qualities: A policy framework for investment in support of the digital 
transition” (Pre-recorded video) 

 
               10.1b      Peru  Sustainable Partnerships: Integrat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iorities in Peru's PPP Projects 
  
Members to discuss 
 
 
                                         < Break > 
 

 
10.2        Peru's CTI initiative on "A way forward to implement the Ichma Statement 

on A New Look at the FTAAP" 
 
                10.2a    Peru to present the initiative "A way forward to implement 

the Ichma Statement on A New Look at the FTAAP" 
 
Members to discuss 
 
 

10.3 Inclusive and Responsible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IRBI) 
 

10.3a   Malaysia to present ‘Building on the momentum to realize Inclusive and 
Responsible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IRBI) in APEC'. 

 
Members to discuss 

 
 

10.4 Other new investment trends 
 
10.4a   Malaysia to present ‘Guidelin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ata 

Centre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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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February 
 
 
 
9:00-9:30 
 
 
 
 
 
 
 
 
 
 
 
9:30-10:00 
 
 
 
 
 
 
 
 
 
 
 
 
 
10:00-10:15 
 
 
 
 
 
 
 
10:15-10:45 
 
 
 
 
 
 
 
 
 
 
 
 
 

10.4b   Korea to present Digital & Green: Shaping the Future of Korea 
 

[Note: Any economies are engaged to nominate any topics on new investment issues such 
as investment for ESG, climate investment, sustainability, inclusivity and digitalization.] 
 

Members to discuss 
 

 
                                                   << end of Day1 >> 
 
 
(Day2) 
 
11.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11.1 A Report on Next Phase of APEC Investment Commitment Handbook Project 

(Led by Australia)  
 

11.1a Australia & Peru to present the Spanish version of the APEC Handbook on    
Obl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11.1b Australia to announce the start of Phase IV of the APEC Investment 

Commitment Handbook Project (IEG 02 2018S) 
 
Members to discuss 
 
 

11.2         New development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2a WEF to update on support for advancing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o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FDI, including: digital, climate, 
geoeconomic, inclusive, and facilitation (Pre-recorded video) 

 
11.2b    UNCITRAL to update on the current ISDS reform discussions taking 

place in Working Group III, includ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dvisory 
centre, a statute of a standing mechanism and the draft provisions on 
procedural and cross-cutting issues 

 
Members to discuss 
 
 
 11.3 Key Elements and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As)  

 
11.3a   Chile to update the projec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Climate Change” (IEG 01 2023) 
 
Members to discuss 

 
       

 11.4 Investment Treaty Development, including Investment Treaty Reform  
 
   11.4a    Australia to provide an update on its approach to its investment 

agreements and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11.4b   US to present Decision No. 9 of the Free Trade Commission of 
the U.S.-Colombia Trade Promotion Agreement 

 
Members to discuss 

 
[Note:  Economies are encouraged to make presentations on recent policy developments 
on investment treaty, including investment treaty reform and recent negotiations of IIAs in 
each economy. Economies are also encouraged to provide their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on the parallel existence of BITs and investment chapters in F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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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1:00 
 
 
11:00-11:30 
 
 
 
 
 
 
 
 
 
 
 
 
 
 
 
 
 
 
 
11:30-12:15 
 
 
 
 
 
 
 
 
 
 
 
 
 
12:15-14:00 
 
 
14:00-14:15 
 
 
14:15-14:30 
 
 
14:30-14:45 
 
 
 
 
 
 
 
14:45-15:00 
 
 
 
 
 
 

 
 
                                                   < Break > 
 
 
11.5 WTO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Negotiation 

 
11.5a    Chile to share the recent progress in the negotiation of WTO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11.5b    Korea to present the draft of the “Statement of the APEC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together with the APEC Investment Experts’ Group, 
in support of the WTO 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Members to discuss 

 
[Note: Economies are encouraged to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progress of implementing WTO  
JSI/IFD. Economies also consider whether IEG follow up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ibutions to WTO JSI/IFD in each economy.]  
 

 
12.      INVESTMENT PROMOTION, FACILITATION AND RETENTION ISSUES  

 
 12.1Investment Promotion - Quality FDI 

 
12.1a    Peru to update “Best practices aimed at attracting quality FDI and 

measuring it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xecution of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IEG 201 2023)  

 
12.1b   Japan and PSU to update “APEC Qualit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Initiative” in CTI 
 
12.1c    Chile to present “National strategy to promote and foster quality FDI” 
 
Members to discuss 

 
 
 
                                                    < Lunch > 
 
 

(07.      PRIORITIES IN KOREA APEC YEAR 2025 (after lunch of Day2)) 
 
 

(08.      SHARING BY THE CTI CHAIR ON CTI’S WORK (after lunch of Day2)) 
 
 
 12.2Sustainable Investment 

 
12.2a    Peru to present Infrastructure for the Future: How Peru’s PPPs Are 

Delivering Impact and Driving Development 
 
Members to discuss 

 
 

           12.3        Other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measures 
   [Member economies to present on their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measures] 
 

12.3a    Japan to share information on EXPO 2025 OSAKA/Kansai, Japan 
             

[Note: Any economies are engaged to make a presentation on recent policy developments 
on sustainable investment or any other measures for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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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5 
 
 
 
 
 
 
15:15-15:30 
 
 
15:30-16:00 
 
 
 
 
 
 
 
 
 
 
16:00-16:10 
 
 
 
 
 
 
 
 
 
 
 
16:10-16:30 
 
 
 
 
 
 
 
 
16:30-16:45 

 
Members to note 

 
12.4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ction Plan (IFAP) Principles Upgrade 

 
Japan and PSU to update IFAP Principles Upgrade work  

 
Members to discuss 
 
 

                                                          <Break> 
 
 
13.PSU Research 

 
13.1       Japan to report the Workshop for “APEC Companies’ Best Practices on 

Long-ter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in APEC Economies” 
 
13.2      Japan and PSU to update the PSU research on “Research and Survey 

on the Dispute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System in APEC Economies” 
 
Members to discuss 

 
 

14.      POSSIBLE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FORA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Members to discuss 
 

[Note: There were suggestions for possible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fora, such as DESG (on 
investment into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novation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creative economy), the CTI itself (on the role of quality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the Finance Ministers’ Process (on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nd 
the Energy Working Group (on investment into renewable energy).  Economies are 
encouraged to discuss how IEG can make a cross-fora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fora.] 

 
 
15.    Other issues 
 
          15.1        Fora assessment and renewal process for IEG 
 

APEC Secretariat to explain the fora assessment and renewal process for IEG  
 
          15.2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16.      CLOSING REMARKS BY APEC IEG CONVENOR AND VICE CONVE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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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行程表 

日期 活動 

2/23

（日） 

啟程：臺北→桃園→釜山金海機場→慶州 

2/24

（一） 

參與研討會與 IEG（1 會議（第一天） 

2/25

（二） 

參與 IEG（1 會議（第二天） 

2/26

（三） 

返程：慶州→釜山金海機場→桃園→臺北 

 

 

 

 

 

 

 

 

 

 

 

 

 

 



18 

 

附件 3：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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