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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7屆 APEC教育部長會議(7thAPEC Education Ministerial Meeting)暨周邊會議於本

（2025）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於韓國濟州順利舉行。本部林伯樵主任秘書擔任團長率

相關業務單位主管等一行7人出席與會，並於會議前赴韓國首爾考察該國英語教育政

策，與首爾市教育廳代表就兩國推動英語教育政策經驗交換意見。 

 

第7屆 APEC教育部長會議主題為「於數位轉型時代縮小教育落差並促進永續成長：

創新、連結、繁榮(Bridging Educational Gap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Era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e, Connect, Prosper)」，我國與會代表於會中分享我

國中小學數位教育政策及「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計畫，並積極參與會議

討論、與各經濟體代表交換意見，分享我國推動數位教育經驗，拓展與各 APEC經濟

體交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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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 APEC 為我國參加之重要國際組織，其中人力資源發展工作小組(HRDWG)下設

教育發展分組(EDNET)由教育部主政。APEC 教育部長會議(APEC Education 

Ministerial Meeting, AEMM)係由美國前總統布希發起，希望各會員經濟體能藉

此就共同關切的教育議題與未來教育發展方向進行廣泛討論。首屆會議於1992

年於美國華府舉行，第6屆會議於2016年於秘魯利馬舉行。本次第7屆為時隔9年

再次辦理 APEC 教育部長會議，會議主題為「於數位轉型時代縮小教育落差並

促進永續成長：創新、連結、繁榮(Bridging Educational Gap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Era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e, Connect, Prosper)」。 

二、 教育部自1992年首屆 APEC 教育部長會議迄今均率團參與歷屆會議，旨在提升

國際知名度與曝光率，更可進一步拓展高等教育、資訊與數位教育等領域跨國

合作，並分享我國優質教育成果。 

三、 本年會議主辦國韓國與我國同樣積極推動英語教育，從早期設立英語村等沉浸

式英語學習環境，至近年以數位科技輔助學生學習英語，相關經驗可供我國借

鑑，俾持續推動雙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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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韓國英語教育考察行程 

(一) 時間：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 

(二) 地點：韓國首爾 

(三) 我國與會代表 

1. 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 

2.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鄭正凱組長 

3.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翁靜漪秘書 

4.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鄭瀚菲雇員 

(四) 參訪韓國京畿未來教育坡州校區(Gyeonggi Future Education Campus-Paju)： 

林主秘由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陪同赴韓國京畿未來教育坡州校區參訪，由導覽

員 Chae Jiyeon導覽並介紹該校區發展沿革及現況情形如次： 

1. 背景與沿革： 

(1) 韓國京畿未來教育坡州校區之前身坡州英語村(Paju English Village)於

2006開館，係前京畿道知事孫學圭所提構想，盼藉由建造沉浸式英語環

境培育國際化人才，約投入韓幣906億元(約新臺幣20億4千萬元)設立。

成立當時整體設施包含40多棟歐式建築，包含教育大樓、行政大樓、科

學劇場、廣播工作室、兒童圖書館及能體驗英語圈文化的各式主題展示

體驗館、郵局及銀行等公共文化設施。同時，學生亦可於英語村內咖啡

廳、餐廳或紀念品店等14個商業設施使用英語對話，並設立讓學生與母

語老師一同運動之綜合運動中心。 

(2) 坡州英語村成立早期曾帶動全韓國成立英語村熱潮。惟隨著韓國各種民

間補習教育及海外英語營隊等選擇增加，英語村逐漸喪失競爭力；2019

年該村因營運赤字問題轉型為未來教育中心，由京畿道終身教育振興院

管理，提供所有民眾各種終身教育課程，包含英語課程及各項教育營隊。 

2. 京畿未來教育坡州校區辦理英語營隊現況： 

(1) 該校區英語營隊依據課程天數，分為下列三種 ： 

A. 三天兩夜課程：供韓國學生參與，全額自費者課程費用16.5萬韓元

(約新臺幣3,600元)，獲京畿道補助之道民自費課程費用9.9萬韓元

(約新臺幣2,160元)。 

B. 五天四夜課程：供來自日本、俄羅斯及泰國等國之外國學生參與，

課程費用約65萬韓元(約新臺幣1萬4,200元)，淡旺季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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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兩週短期遊學課程：主要以海外學生赴韓參與為主，費用約為160

至180萬韓元(約新臺幣3萬5,000元至3萬9,300元)。 

(2) 韓國學生參與坡州校區英語營隊情形： 

A. 營隊員額限制：校方每次可容納最多270名學生。考量成本，各營

隊原則至少需30名學生方可辦理。 

B. 年度參與人數上限：坡州校區每年依報名優先順序，原則至多補助

4,000名學生參與英語營隊。另參與學生以國內營隊報名優先參與，

其次再提供海外學生報名參與。 

(3) 坡州校區英語師資： 

A. 資格：坡州校區英語營隊之教師皆為母語教師且須持有TESOL證照。

該校區徵選之教師以英國及美國籍優先，程序採書面審查及面試，

並於獲聘後每年進行考核。 

B. 薪資待遇：該校區英語教師薪資視資歷而定，並提供住宿。 

C. 教師年資：在職教師多具2至3年資歷。 

3. 校區人事現況：整體員工100名職員、20名母語教師、10名母語劇場表演

者，管理母語教師人員約2至3人。 

(五) 會晤首爾市教育廳代表： 

1. 林主秘晚間由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陪同，與首爾市教育廳李婲科長等餐敘，

就當前兩國推動英語教育現況交換意見。林主秘說明本部規劃2021至2025

年推動2030雙語政策預算約新臺幣135億元，採取「重點培育、普及提升、

弭平差距」策略。在國民教育階段，著重啟發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除持

續充實雙語教學人力、提供教師相關增能機會，亦關注學生學習需求，提

供多元學習資源(如：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雙語數位學伴，並

給予偏遠地區學生學習支持；在高等教育階段，著重培育學生專業英語力，

目前透過推動「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成立雙語計畫教學資源

中心，給予學校、教師、學生所需支持，逐步引導學校強化學生的學術英

語及專業英語能力。 

2. 首爾市教育廳說明，目前首爾市教育廳的英語教育政策係依據韓國「提高

自主學習能力與因應補習教育對策」等國政課題及「2024-2026首爾英語公

共教育發展中期計畫」，每年草擬年度計畫推動執行。該廳相關計畫分為

三大重點：一為活用AI教育科技之英語教育、二為英語教師增能、三為教

育廳開發教材與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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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爾市教育廳說明2024年推動英語教育計畫主要成果如次： 

計畫重點項目 實施內容 備註 

AI教育科技

英語教育 

活用教育科技進行英語課程實施及評量之示範學

校計畫，其中英語教師機器人計畫共5校參與、語

音型聊天機器人計畫共3校參與。 

2025示範學校

增為國小25

校、國中21

校、高中8校 

支援學校 AI基礎的英語會話練習系統，如 AI 

PengTalk(國小216校)、Seoul JanaraTalk(國中) 

 

英語教師增能 
辦理英語教師專業工作坊及研習課程等 總計6,469名英

語教師參與 

教育廳開發教

材與補助 

於國小普及教育廳開發之「Seoul Phonics」教材

及分享優秀案例。 

 

補助推動國小及國高中閱讀、口語教育。 計補助210校 

英語母語教師計畫：目前計有399所學校(主要為

小學371所)，派遣415位母語教師協助英語課程教

學 

首爾地區國小

校數計600所，

比例高達2/3 

4. 為推動英語公共教育計畫，首爾市教育廳分享該廳整體英語教育計畫預算

編列情形，包含英語教育補助計畫編列5億9000多萬韓元(約新臺幣1,288萬

元)、英語母語教師計畫192億韓元(約新臺幣4億2,000萬元)及派遣英語會話

專門講師計畫75億韓元(約新臺幣1億6,370萬元)。其中英語母語教師須具

備 TESOL 證書，薪資比照一般韓國教師，每位教師每年計約投入5,000萬

韓元(約新臺幣110萬元，包含薪資及福利等)。 

5. 首爾市教育廳說明，為讓學生在英語課堂上沉浸式學習，提供轄區需求學

校母語教師師資，希望能給予需求學校學生更多學習機會，提升整體學生

英語能力。在課程安排上，韓國國小自三年級開始納入英語課程，希望學

生先建立韓語基本能力，再學習外語。教育廳人員並指出韓國現行英語課

程倘再往下延伸至一年級，勢必造成韓國學生民間英語補習教育更加盛行，

而有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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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關照片 

  

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右二)、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鄭正凱組長(左一)及翁靜漪秘書(右一)與京畿未來教

育坡州校區導覽員 Chae Jiyeon(左二)合影 

京畿未來教育坡州校區地圖 

  

京畿未來教育坡州校區辦理京畿道正南國中英語營隊

(三天兩夜)課程表 

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與韓國首爾市教育廳李婲科

長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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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PEC大學領袖論壇(APEC University Leaders' Forum, AULF) 

(一) 會議時間：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至13日(星期二) 

(二) 會議地點：韓國濟州 

(三) 我國與會代表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廖高賢司長 

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郭伯臣校長 

3.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毓娟司長 

4.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劉如芳科長 

5.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吳景容三等教育秘書 

6.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黃琳筠科長 

(四) 會議紀要(議程詳附錄1) 

APEC 大學領袖論壇為第7屆 APEC 教育部長會議周邊活動，由環太平洋大學聯

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 APRU)主辦，本屆會議主題為「於高

等教育運用 AI 以應對亞太地區的挑戰」，分別自大學未來發展、創新、安全應

用及未來就業等層面探討AI應用議題。我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長及蔚

順華副校長、國立臺灣大學廖婉君副校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焜銘副校長及

資訊中心主任黃文吉教授亦受邀與會；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林校長受邀擔任「善

用 AI 應對亞太地區的挑戰」場次與談人，國立臺灣大學廖副校長則受邀擔任

「未來工作型態」場次與談人，相關會議情形如次： 

1. 歡迎晚宴：於5月12日晚間與大會另一周邊活動「濟州 RISE GLOCAL大學

教育論壇」辦理聯合歡迎晚宴，本部代表於期間會晤越南 VinUniversity 學

術參與及學生交換計畫主任 Mrs. Hanh Thanh Bui、韓國 Wonkwang Health 

Science University國際長 Hwa-Kyoung Hwang教授及 Sun-Hee Cho專員等，

除介紹我國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外，並就拓展越南及韓國學校與我

國大專校院交流合作交換意見。 

2. 5月13日會議當日 APEC 秘書處執行長 Eduardo Pedrosa 預錄影片致詞，強

調教育於個人數位資料保護與AI發展中的關鍵角色，呼籲培養兼具技術與

倫理素養的人才，推動負責任的AI與終身學習，並主張擴大全民數位學習

機會。 

3. 韓國國立釜山大學校長 Jae Weon Choi(崔在元)致詞指出大學應培養具倫理

觀與全球視野的人才，推動AI研究、雙聯學位與師資交流，期盼藉由本次

會議促進合作，倡導以人為本的高等教育與共享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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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太平洋大學聯盟執行長 Prof. Thomas Schneider 致詞表示本年 APEC大學

領袖論壇匯聚各國教育領袖，共同探討生成式AI對高等教育的影響。論壇

聚焦AI於教學、學習與行政效能上的應用，並關注其帶來的倫理與安全風

險。S 執行長認為 AI將重塑教育價值觀，未來需平衡機會與風險，確保教

育公平與資源共享。 

5. 印度非營利研究機構Wadhwani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前執行長Dr. 

Padmanabhan Anandan 演講分享將 AI 應用於全球健康、農業與解決社會問

題之實例，如利用電腦技術準確測量新生兒體重，改善印度鄉村醫療情況。

A博士強調 AI可提升資源匱乏地區的問題解決能力，並呼籲多方合作，認

為大學應在技術創新、教育與政策制定中發揮關鍵角色，並鼓勵學生實地

參與，推動社會永續發展。 

6. 本次論壇旨在探討如何應用AI促進社會進步與永續發展，並探討高教如何

培育具備未來競爭力的學生。論壇內容包含討論如何解決區域不平等、數

據互通及社會環境問題等，與會專家學者指出推動AI應用需依賴高品質、

多樣性數據及社區參與，並強調國際合作可促進知識共享，推動如提升數

位素養等目標。另呼籲大學在面對 AI、人口變遷與世界貿易劇烈變革的時

代，必須展現更高的彈性與靈敏度來因應未來快速變動的社會需求。 

7.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長於「善用AI應對亞太地區的挑戰」場次分享

醫療實務經驗，指出數據標準化與互通性是 AI 時代一大挑戰，並認為 AI

應用應兼顧隱私保護與數據化，並讓世人瞭解數據保護重要性。林校長認

為AI有助打破教育不平等，並可協助偏鄉地區學生拓展自身潛力，惟目前

發展 AI 所費不貲，需要經費、人才及能源等資源，應透過降低 AI 成本及

讓教學方式與時俱進等管道解決教育落差問題。 

8. 國立臺灣大學廖婉君副校長於「未來工作型態」場次指出AI對職場的影響

不僅限於強化現有產業（Plus-AI），更將創造全新產業型態（AI-plus），如

AI 內容創作及人機合作(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等。廖副校長認為未

來教育將轉向「共學共創」模式，意即教師與學生共同探索知識。 廖副校

長亦於會中介紹 NTU Core 數位學習平臺及「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

聯盟(TAICA)」，強調臺大正藉由TAICA聯盟及與臺積電等知名企業進行產

業合作，打造一個靈活且具包容性的學習生態系統，以引領未來教育轉型。

廖副校長認為大學的角色將逐漸轉型為「終身人才平臺(lifetime talent 

platform)」，培育面對未知職涯挑戰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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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會中亦關注全球仍有約25億人無上網資源之議題，呼籲進行教育改革以縮

小數位落差，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另強調高等教育與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認為數位轉型將促進發展中國家醫療與教育資源共享，如虛擬醫療與遠距

教學等工具。 

(五) 相關照片 

  

出席 APEC大學領袖論壇全體人員合影 教育部廖高賢司長(左一)、李毓娟司長(右一) 與國立陽

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長(左二)、韓國韓國國立釜山大學

崔在元校長(左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範大學陳焜銘

副校長(右三)及資訊中心主任黃文吉教授(右二)合影 

  

教育部李毓娟司長(中)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林奇宏校

長(左一)及國立臺灣大學廖婉君副校長(右一)合影 

教育部李毓娟司長於5月12日 APEC 大學領袖論壇

歡迎晚宴與越南 VinUniversity 學術參與及學生交

換計畫主任 Mrs. Hanh Thanh Bui會談 

  

教育部李毓娟司長於5月12日 APEC 大學領袖論壇歡迎

晚宴會晤韓國 Wonkwang Health Science University國際

長 Hwa-Kyoung Hwang教授及 Sun-Hee Cho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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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球教育改革會議(Global Education Reform Conference) 

(一) 會議時間：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二) 會議地點：韓國濟州 

(三) 我國與會代表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廖高賢司長 

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郭伯臣校長 

3.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毓娟司長 

4.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劉如芳科長 

5.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吳景容三等教育秘書 

6.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黃琳筠科長 

(四) 會議紀要(議程詳附錄2)：全球教育改革論壇為第7屆 APEC 教育部長會議周邊

活動，旨在分享韓國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成果，探討未來30年教育改革新方向，

並透過全球教育合作，討論永續的未來教育發展，相關會議情形如次： 

1. 韓國教育部次長 Oh Seok-hwan(吳碩煥)致詞表示2025年對韓國教育具重要

意義，韓國自1995年迄今持續推動教育改革，促成韓國經濟成長與民主發

展。本次全球教育改革會議是回顧韓國教育改革成果並展望未來的時刻。

吳次長指出AI與數位科技正在重塑社會與產業，教育亦需轉型以因應學齡

人口減少、區域衰退等挑戰；韓國致力推動以學生為中心的創新改革，推

動數位學習與個人化教育。本會議將分享韓國經驗並與 APEC 及全球共同

探索數位時代教育創新方向。 

2. 韓國濟州特別自治道知事吳怜勳致詞歡迎 APEC 教育部長會議於濟州舉行，

並介紹濟州推動「學習＋休閒(Learncation)」全新教育模式，強調數位轉

型與AI時代需跨領域人才，盼藉此次論壇促進APEC會員體之教育合作。 

3. 韓國全球創新研究學院主席 Kim Jin-pyo(金振杓)以「教育創新與永續成長」

為題發表主題演講，指出少子化與高齡化導致韓國人口萎縮並影響產業與

經濟，認為應對之道在於改革教育，應強化公立教育並減少對昂貴私立教

育的依賴，並透過AI與數位科技推動個人化學習與創造力發展。金主席分

享韓國AI數位教育政策讓所有學生皆能接受高品質教育，並讓教師成為推

動教室變革的創新引導者。金主席強調國際合作並共享教育創新經驗，認

為面對數位轉型時代，教育是創造永續未來的關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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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場次「創新：K-12教育會議-教師主導之教室革命」： 

(1) 由韓國教育研究資訊院(KERIS)院長 Jae-young Chung(鄭濟永)擔任主持

人，與韓國大邱市教育監 Kang Eun-hee(姜恩姬)、澳洲教育部政策與參

與司副司長 Vanessa Lapthorne、韓國國立光州教育大學榮譽教授 Nam-gi 

Park、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副教授 Chen Wenli(陳文莉)、韓國京畿道

Pungduk 小學教師 Jae-beom Cho 及新加坡教育部 AI 教育部門副主任

Kenny Low 對談，探討 AI 與數位科技促進教育創新、擴大個人化學習

環境，及強化教師角色並提升教師數位能力。 

(2) 姜教育監指出韓國 AI 數位教科書政策帶動個人化學習與即時回饋，並

提高課堂參與度；教師角色已轉變為學習設計者與引導者，需具備數位

素養與課程再設計能力。澳洲教育部L副司長分享澳洲透過設置全國AI

任務小組制定 AI應用框架，強調數位素養與教育公平。P榮譽教授則強

調 AI 應促進學生自主性及創造力，教師需同時扮演指導者與評量者的

多重角色，並應建立富有同理與彈性的學習環境。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

陳副教授則強調 AI 素養與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教師分四階段培養 AI

能力，以避免學生對 AI的過度依賴。 

5. 第二場次「連結：高等教育會議-全球高等教育創新典範」： 

(1) 由韓國韓東大學校長 Do-young Choi(崔道成)擔任主持人，與密涅瓦計畫

(Minerva Project)創辦人 Ben Nelson、日本東京大學行政副校長 Hayashi 

Kaori(林香里)、菲律賓大學校長 Angelo A. Jimenez及韓國學生援助基金

會 (Korea Student Aid Foundation, KOSAF)執行長 Hong-joo Jung(鄭烘周)

對談，探討高等教育在 AI 時代扮演之角色、推動區域永續發展，並建

立全球合作行動計畫。 

(2) 密涅瓦計畫 N創辦人表示該計畫與全球逾30所高等教育機構合作，推動

教育創新，並強調以「主動學習」法提升學習成果，已可支援多語授課

如西班牙語、日語與韓語。東京大學林副校長分享該校注重學生的全球

交流與多元經驗，該校透過設立雙聯學位及交換學生計畫，培育能應對

全球議題的新世代領導人。菲律賓大學 J 校長表示該校重視數位轉型與

AI應用，發展即時防災系統與開放、包容、公平的科技教育，期望透過

知識共創，提升社會韌性與全球合作。會談結論為未來教育應強調方法

創新及多元參與，共同面對當前與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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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三場次「繁榮：全球教育會議-包容、永續之教育合作」： 

(1) 由韓國首爾國立大學 Chang-yong Choi(崔昶溶)教授擔任主持人，與亞洲

開發銀行太平洋部主任 Leah Gutierrez、韓國京畿道教育監 Tae-hee 

Yim(任太熙)、美國華盛頓州 Bellevue 學區教育監 Kelly Aramaki、香港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韓國科學與創意基金會主席 Woo-sung Jung(鄭宇成)

及韓國慶尚北道教育監 Jong-sik Lim(林宗植)對談，探討加強全球教育合

作以促進永續繁榮，並在包容且創新的基礎上拓展全球教育合作。 

(2) 亞洲開發銀行 G主任強調數位轉型與教育包容性的關聯，該行透過數位

科技擴展教育機會，如在印尼設立 ICE 線上課程平臺以縮小區域差距。

韓國京畿道任教育監指出該地區推動 AI 平臺以及一人一數位裝置政策，

促進師生共學與國際接軌。美國 Bellevue學區 A學監分享該學區有多元

文化背景學生，推動母語雙語教育、技職教育並活用科技協助特殊生。

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分享香港政府提供數位設備與資源，推動混合學

習與數位素養教育，促進教育公平與全球合作。韓國科學與創意基金會

鄭主席呼籲 APEC 會員體共享推動 STEM 與 AI 教育之經驗，並建構合

作平臺。慶尚北道林教育監分享該地區接納東南亞學生就讀高中，促進

文化融合與在地人才培育，並以數位工具協助渠等學習語言與適應生活。 

7. 本部代表另於會議期間會晤澳洲、新加坡等國出席 APEC 教育部長會議代

表，並介紹我國中小學數位精進方案等計畫。 

 

(五) 相關照片 

  

韓國教育部次長 Oh Seok-hwan (吳碩煥)出席全球教

育改革會議並致詞 
教育部廖高賢司長(右一)、李毓娟司長(右二)及郭

伯臣執行秘書(中)於會場會晤澳洲教育部政策與參

與司副司長 Vanessa Lapthorne(左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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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7屆 APEC教育部長會議 

(一) 會議時間：2025年5月13日至14日(星期三) 

(二) 會議地點：韓國濟州 

(三) 我國與會代表 

1. 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 

2.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廖高賢司長 

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郭伯臣校長 

4.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毓娟司長 

5.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劉如芳科長 

6.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吳景容三等教育秘書 

7.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黃琳筠科長 

8. 駐韓國代表處梁光中大使 

9.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鄭正凱組長 

10.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翁靜漪秘書 

11.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鄭瀚菲雇員 

(四) 會議紀要(議程詳附錄3) 

本屆 APEC 教育部長會議主題為「於數位轉型時代縮小教育落差並促進永續成

長：創新、連結、繁榮」，本次與會經濟體共20個：澳洲、汶萊、加拿大、智

利、中國大陸、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

亞、秘魯、菲律賓、俄羅斯、新加坡、我國、泰國、美國及越南，大會於5月

13日舉行歡迎晚宴會議，由韓國代理總統兼社會副總理暨教育部長 Lee Ju-ho 

(李周浩)主持。5月14日會議由李代理總統開幕致詞，並由韓國教育部次長 Oh 

Seok-hwan(吳碩煥)主持。 

 

各經濟體代表於會中就「AI 數位轉型與個人化教育創新」、「教育合作與擴大學

習機會」及「強化優質教育與永續經濟成長」等三項議題依序發言，相關會議

情形如次： 

1. 開幕式 

(1) 韓國代理總統兼社會副總理暨教育部長李周浩致詞表示本屆 APEC 教育

部長會議聚焦於解決數位轉型時代的教育落差和促進永續成長，強調教

育在應對全球性挑戰中的核心作用。李代理總統表示韓國於教育改革方

面取得顯著成就，特別是該國自1995年推出「531教育改革」迄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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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不斷推動國家發展，並積極利用 AI 技術提升教育品質，該國將

繼續利用 AI 和數位教材打造個人化學習環境，促進教育公平與品質。

此次會議旨在加強 APEC 會員經濟體間的信任與合作，並強調教育創新

是推動持續成長和社會繁榮的關鍵。 

(2) 韓國2025年 APEC 主席 Yoon Seong-mee(尹盛渼)大使致詞表示本次會議

強調 APEC 教育部長會議在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性，隨著全球氣候

變遷和數位化的影響，APEC 的焦點已從傳統的貿易與投資擴展至創新、

數位化及永續成長。尹大使指出2025年 APEC 的核心目標是建立一個永

續、創新及連結的未來，聚焦三大政策優先事項：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

流、加強區域競爭力，以及應對全球挑戰如氣候變化、能源、公共衛生

等。尹大使強調教育在推動數位轉型與創新中的關鍵角色，並提出應縮

小教育差距以促進包容性成長，最後表示本次會議討論內容將成為2025

年 APEC 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影響後續的資深官員會議及政策討論。 

(3) APEC秘書處執行長 Eduardo Pedrosa致詞強調教育在應對全球挑戰中的

關鍵作用，尤其是在技術創新和氣候變遷等方面。P 執行長強調國際合

作的重要性，並指出教育需要多元利害關係者的參與，並強調教育部門

的工作對於建立開放、具有韌性與和平的社會至關重要，並呼籲擴大合

作推動各項計畫。 

2. 場次一：「AI 數位轉型與個人化教育創新」：本場次旨在討論 AI 與數位科

技於縮小教育差距、教師培訓與 APEC 區域政策交流之應用與成效。由各

經濟體代表依經濟體英文字母字首順序發言。 

(1) 澳洲：澳洲教育部政策與參與司副司長 Vanessa Lapthorne分享澳洲於數

位轉型時代推動教育創新與永續成長之經驗。強調 AI 於教育中的潛力，

認為可提升教學品質、提供個人化學習機會並促進教育公平。為此，澳

洲推出全國性生成式 AI 教育框架，確保公平應用 AI 工具。此外，澳洲

開發線上專業發展課程，涵蓋 AI、機器人等主題，以支持教師教學與

學生學習，並作為國家行動計畫的一部分。 

(2) 汶萊：汶萊教育部部長 Datin Dr. Hajah Romaizah Salleh強調數位科技正

快速改變全球的溝通與教育方式。為促進數位文化並提升教育公平，汶

萊推動全國數位基礎建設升級政策，目前已實現100%學校網路覆蓋率。

為強化教師在數位轉型中的角色，汶萊政府實施 AI 教師培訓計畫，目

標於2027年達成90%教師參與，計畫內容包括AI輔助教學、課程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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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互動。汶萊致力推動 AI 在教育中的倫理與有效應用，並期望與各

國合作。 

(3) 加拿大：加拿大就業及社會發展部司長 Ellen Hols 代表強調教育是消除

貧窮與不平等的關鍵工具，並指出加拿大政府致力於推動教育公平，特

別是為邊緣及弱勢群體消除制度性障礙。加拿大代表指出 AI 雖然帶來

個人化學習與教學效率，但也伴隨隱私問題等風險，因此相關教育政策

應涵蓋資料保護、AI使用倫理與數位素養訓練。加拿大倡議以人為本、

具包容性的 AI 應用，並推動數位技能、終身學習與實習機會，確保技

術轉型中不遺漏任何群體。 

(4) 智利：智利駐韓國大使 Mathias Francke 指出智利正推動安全 AI 教育，

並表示智利地形狹長，AI等數位技術難以普及至所有地方；該國正積極

推動數位技術普及，並業於2024年提供12萬臺電腦予偏遠地區學童使用。 

(5)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教育部副部長杜江峰表示大陸非常重視教育數位化，

於2022年啟動「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推動教育高品質發展與公

平化轉型，並建設「國家智慧教育平臺」。杜副部長表示中國大陸積極

推動 AI 與教育融合，包括建立 AI 教育基地、推出個人化學習方案及創

新教師培訓與管理改革等。 

(6) 香港：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香港致力推動數位教育發展，並確保

所有學生獲得平等學習機會；香港政府成立數位教育策略發展指導委員

會，統籌政策與資源，並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裝置與行動 Wi-Fi。香港

政府已投入逾6,400萬美元於數位學習平臺與相關資源，並與企業合作

應對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亦舉辦大型教育博覽會以促進教師與業界、

學界交流。 

(7) 印尼：印尼中小學教育部部長 Abdul Mu’ti 表示印尼正將數位素養、AI

與深度學習納入國家課程，希望不僅提升技術能力，亦培養學生倫理意

識。為實現教育公平，印尼設立數位教育生態系統，推出整合學生、家

長與合作夥伴的平臺，提高教育系統的可及性與合作效率，並強調教師

專業發展。此外，印尼將程式設計列為小學五年級至高中選修課程，並

使用 AI學習系統進行評量與數據分析，實現個人化學習與技能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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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本：日本文部科學省副大臣 Arata Takebe(武部新)代表強調數位教育轉

型不僅只在於充實設備與建立平臺，更關鍵在於設計思維、策略規劃與

心態轉變。為推動教育公平，日本已確保所有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皆能使

用個人數位設備與高速網路，並透過系統分析學生優勢與弱點，提升學

習成效。面對 AI 發展，日本致力於推動具倫理性、透明性與以人為本

的 AI應用，同時願與 APEC成員分享在教育數位化中的經驗與挑戰。 

(9) 韓國：韓國教育部規劃與協調事務辦公室主任 Sung-min Park (朴盛珉)表

示在數位轉型的時代，教育也必須做出改革以應對未來社會所需，韓國

教育部正進行教育改革，為所有學習者建立所需要的教育環境，並以教

師為主體，另推動使用 AI教科書。 

(10)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教育部學校運作部門副總監 Zainal bin Abas 表示該

國致力於縮小教育差距並推動個人化學習，強調 AI 應為輔助學習性質，

並優先保障隱私與資訊安全。馬國新制定的2027課綱聚焦多元學習需求，

推廣 AI 與數位工具，以提升教育可近性與包容性。A 副總監指出教師

仍是教育的核心，可引導學生發展批判思維、創造力與社會技能。 

(11) 紐西蘭：紐西蘭駐韓國大使 Dawn Elizabeth Bennet表示該國正積極推動

AI在各領域的應用，特別是在教育方面，紐西蘭致力在創新與風險間取

得平衡。B 大使指出紐西蘭教育部持續提供教育機構與教師相關資源，

並與專家合作制定 AI 應用指南，亦與相關單位合作協助教師應對學生

使用 AI 的挑戰，維護學術誠信。此外，紐西蘭政府正推動資安自我評

估與支援措施，幫助學校強化數位安全。 

(12) 巴布亞紐幾內亞：巴布亞紐幾內亞教育部長 Lucas Dawa Dekena 表示該

國具多元文化與語言背景，強調在數位轉型與經濟發展的背景下，應善

用科技以實現教育公平。巴布亞紐幾內亞透過課綱改革，將數位科技納

入教學，讓偏遠地區學生也能享有與城市學生相同的學習機會。巴布亞

紐幾內亞代表呼籲各國需共同努力面對全球變局與新挑戰。 

(13) 秘魯：秘魯駐韓國大使 Paul Fernando Duclos Parodi表示秘魯認為科技應

作為推動教育公平與因應社會多元需求的工具，而非最終目的，科技應

強化而非取代教師的角色。秘魯已透過國際計畫培訓包含語言、數位倫

理、AI素養等領域超過52萬名教師，並針對偏鄉地區提供數位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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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菲律賓：菲律賓教育部課程與教學副部長 Gina O. Gonong表示該國將數

位轉型視為縮小教育落差、提升教育品質的機會，特別是針對偏鄉與弱

勢群體。AI與數位科技能實現個人化學習，協助教師與學生掌握未來所

需技能，提升教育適切性。菲律賓教育部已將數位化列入改革議程，並

強調強化教師專業能力、提供區域支援機制與終身學習培訓。 

(15) 俄羅斯：俄羅斯科學及高等教育部次長 Konstantin Ilych Mogilevsky表示

俄羅斯2030國家目標包含數位、AI教育等相關計畫，主要政策包含提高

教育機會，讓偏遠地區學生可使用 AI 平臺學習，該平臺也向國際開放，

提供個人化教育資源。 

(16) 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統籌規劃司司長 William Lim(林威廉)表示新加坡

在教育中積極應用 AI 分析學生的能力、知識與學習特質，並致力推動

教育公平。AI不應僅服務優勢群體，而應有意識地設計俾使所有學生受

益。林司長指出教育的核心仍是教師，AI應成為協助教師理解與支持學

生的工具；推動 AI 教育需要科技專家、研究人員與政策制定者共同合

作，探討真正實現個人化學習的方式。新加坡強調與各國持續對話與政

策交流，重視與相關經濟體在 AI教育領域的合作與經驗分享。 

(17) 我國：本部林伯樵主任秘書首先發言感謝韓國主辦本次 APEC 教育部長

會議並熱情接待我國訪團。接著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暨本部推動中

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專案辦公室郭伯臣執行秘書代表介紹我國自2022

年起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四年投入6.3億美元，旨在導入

AI與數位技術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與學業表現。方案聚焦三面向：一是透

過 TALP平臺提供多元教材與AI個別化學習輔助；二是提升設備普及，

已配發61萬臺平板並設置管理系統；三是建立教育大數據系統，以追蹤

學習成效。成果顯示，使用 TALP 的學生成績及自主學習力皆顯著提升。 

(18) 泰國：泰國教育部次長 Siripong Angkasakulkiat 強調 AI 在教育中的重要

性，泰國致力推動將 AI 納入教育體系，提供個人化學習路徑，幫助學

生按照自己的步伐發展關鍵技能，提升學習成效。此外，泰國投入基礎

設施建設，為中小型學校提供智慧教室，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受益於數位

學習。泰國同時強調數位化教育對教師的支持，致力於提升教師的數位

技能與教學方法，幫助他們有效運用技術創建互動式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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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國：美國規劃、評估和政策發展辦公室政策顧問 Amber Mariano Davis

向會議主辦單位韓國教育部致意後，由聯邦教育部國際事務部主任

Jennifer Hong代表發言，指出在當今21世紀的經濟環境中AI至關重要，

美國致力於利用 AI 技術轉型教育體系，並強調教育工作者應具備所需

的培訓和工具，以有效整合 AI。美國政府已發佈行政命令，推動公私

部門合作，發展資源幫助學生掌握 AI 和電腦科學基礎知識。此外，美

國政府也將 AI 和電腦科學教育列為優先事項，並通過聯邦撥款支持學

區的相關計畫。這些措施旨在為未來的數位化學習和技術創新奠定基礎，

並提升學生技術能力。 

(20) 越南：越南教育與培訓部國際合作局局長 Nguyen Thu Thuy(阮秋水)表示

越南已於2025年發布 AI 國家發展策略，並將其融入相關教育部門的計

畫中。阮局長指出 AI 被視為縮小城市與偏遠地區教育差距的重要工具，

越南建立智能學習平臺，提供個人化學習內容並減輕教師負擔，推動教

育數位化轉型及加速推動數位基礎設施建設。此外，越南正推動 AI 教

育應用策略，讓 AI 成為每位學生、教師及教育管理者的常用工具。強

調將 AI納入教師培訓計畫，以培養能應對未來教育需求的教師團隊。 

3. 場次二：「教育合作與擴大學習機會」：本場次旨在討論強化教育合作網絡，

縮小區域差距，推動交流計畫以促進包容性學習與永續發展。由各經濟體

代表依經濟體英文字母字首反序發言。 

(1) 越南：越南教育與培訓部國際合作局局長 Nguyen Thu Thuy(阮秋水)表示

越南在擴展教育機會以促進永續發展方面面臨挑戰，並積極探索解決方

案。越南政府已啟動計畫以幫助少數民族學生克服語言障礙，包含開發

教學材料、訓練教師，及使用越南語和母語進行教學。此外，亦將書籍

內容轉換為手語，並開發語音轉文字軟體以協助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越

南政府亦補助開發 AI 學習平臺及創新教學方法，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能

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並保障和提升教育品質。 

(2) 美國：美國聯邦教育部國際事務部主任 Jennifer Hong認為私部門的參與

對實現經濟繁榮和永續成長至關重要，應透過鼓勵企業實習等計畫滿足

產業需求。此外，隨著 AI 和數位科技的發展，改善教育和教師訓練是

美國關鍵優先事項；美國為教師提供電腦科學和 AI 的基礎知識訓練，

確保渠等能教授學生如何使用和創造這些技術。 

 



18 
 

(3) 泰國：泰國教育部次長Siripong Angkasakulkiat表示應促進以學習者為中

心的教育方法，透過擴展數位教育資源並提供支持系統，確保每個孩子

都能得到及時的支持並減少學習落差，利用數位工具識別處於風險中的

學生並提供針對性援助，確保無人被落下。泰國認為加強區域合作、交

換學生計畫，及開發教育平臺，有助於在全球變化中確保所有學生都能

平等受教育，並鼓勵深化區域合作，消除結構性障礙，推動有助於包容

性學習的政策，共同構建一個互通有無的教育體系。 

(4) 我國：本部高等教育司廖高賢司長代表發言，介紹我國於2024年成立

「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TAICA）」以回應產業界對 AI 人才

快速成長的需求。該聯盟集結我國頂尖 AI 師資開發線上課程，協助資

源有限的大學，擴大學生接觸 AI 教育的機會。聯盟初期共25所大學參

與，今年將擴展至55所並納入空中大學，支持在職人士持續進修，目標

是達成萬人修課並推動終身學習。我國期望透過此模式促進 APEC 區域

的國際教育合作，縮小教育落差，歡迎國際學生透過交換或雙聯學位來

臺學習，共同培育具備 AI技能的全球人才。 

(5) 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統籌規劃司司長 William Lim(林威廉)強調國際合

作對技職培育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該國自2008年起與全球機構合作提

供專業技術課程與實習機會，拓展學生國際視野。並積極運用虛擬實境

等科技，推動數位與綠色轉型下的職業技能發展。 

(6) 俄羅斯：俄羅斯科學及高等教育部次長 Konstantin Ilych Mogilevsky表示

俄羅斯歡迎外籍學生就讀，為吸引更多留學生，俄羅斯政府提供許多獎

學金，並辦理各項留學活動。M 次長認為亞太地區需要更多合作，加強

相互信任，希望與更多國家進行合作，並分享俄羅斯每年辦理 APEC 亞

太區域高等教育合作會議(APEC Conference on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邀請各經濟體派員參與本年9月會議。 

(7) 菲律賓：菲律賓教育部課程與教學副部長 Gina O. Gonong表示面對全球

挑戰需推動經濟發展與終身學習，透過公私協力與地方參與，創造創新

學習機會。另指出強化基礎教育、教師專業能力、數位平臺與跨國交流，

有助提升學習成果、支持中小企業技能發展，並建立包容且永續的教育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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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秘魯：秘魯駐韓國大使 Paul Fernando Duclos Parodi分享秘魯政府創立數

位平臺為偏遠地區及原住民族群提供教育資源，並提高教師教學能力，

加強與偏遠地區的連結。P 大使另指出 APEC 是提供各國教育經驗典範

的重要平臺。 

(9) 巴布亞紐幾內亞：巴布亞紐幾內亞教育部長 Lucas Dawa Dekena 表示該

國正在進行教育改革，該國人口組成多元，具有很多發展可能性，但同

時面對許多困難，希望與各經濟體有更多交流並加強各層面的合作。巴

布亞紐幾內亞正逐漸轉化教育制度，讓偏遠地區學童能有更多機會，促

進該國教育公平。 

(10) 紐西蘭：紐西蘭駐韓國大使 Dawn Elizabeth Bennet表示紐西蘭透過學生

交流、合作研究與視訊會議，推動與多國教育合作。紐西蘭重視高品質

教育與線上學習，並提供包含氣候變遷、農業等領域的課程，盼更多學

生前往紐西蘭就讀以促進文化理解、國際交流及區域穩定與繁榮。 

(11)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教育部學校運作部門副總監 Zainal bin Abas 強調應

加強 APEC 會員經濟體間教育合作，透過共享資源與創新，解決數位落

差與教育不平等等挑戰。馬來西亞積極推動提升數位素養及 AI 能力，

並倡導跨國合作，促進融合教育與共同成長。 

(12) 韓國：韓國教育部規劃與協調事務辦公室主任 Sung-min Park (朴盛珉)指

出教育合作在數位轉型時代變得更加必要。韓國教育部提出全球教育創

新聯盟(Glob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lliance, GEIA)計畫，旨在與國際

社會分享該國 AI 教育經驗與願景，並推動具體合作計畫，以數位教育

為基礎促進共同研究及政策討論。韓國呼籲 APEC 各會員經濟體應攜手

合作構建一個更加包容和永續的亞太社群，開創更團結與合作的道路。 

(13) 日本：日本文部科學省副大臣 Arata Takebe(武部新)表示日本透過加強學

校與地區之間的連結，加強各年齡層交流，建立共享經驗平臺解決各種

問題。日本認為教育有助於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日本產學合作緊密，透

過多方合作讓教育能滿足各種需求。日本重視學術交流及人員交流，認

為交換學生，獎學金等計畫有助於培養各種人才，並解決共同面對之問

題與危機。 

 

 

 



20 
 

(14) 印尼：印尼中小學教育部部長 Abdul Mu’ti 表示印尼致力提升各地區教

育公平，特別是偏遠地區學生的受教機會；印尼強調應採取創新與包容

的方法，並認為區域合作有助於擴展人才交流、提升教育創新及數位素

養，加速21世紀技能的培養，APEC 為印尼等會員經濟體提供推動教育

轉型與深化合作的重要機會。 

(15) 香港：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香港具備國際化優勢與語言多樣性，

是全球教育與研究合作中心，高等教育高度國際化，四分之一學生來自

海外，約七成教職員為國際人才。為促進全球合作，香港推行多項措施，

包含放寬入學限制、設立獎學金及支持國際交流，並將持續深化與

APEC會員經濟體的教育夥伴關係。 

(16)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教育部副部長杜江峰表示中國大陸透過建立數位學

習平臺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並透過舉辦國際教育會議，邀請各界代表共

同探討教育計畫，另透過 APEC平臺深化教育合作機制，設立 APEC高

等教育研究中心，發表多篇論文及專書，希望與各經濟體增加合作。 

(17) 智利：智利駐韓國大使 Mathias Francke 指出 AI 對教師和學生的精神健

康有重大影響。智利是安地斯共同體(CAN)的合作國，會員共享教育政

策及技術成果，例如互相承認學歷，有8萬8,000名學生受惠，讓更多學

生能進行交流。教師培訓計畫亦有合作。增加女性學習能力、增加數學、

語言能力等領域的交流合作。 

(18) 加拿大：加拿大就業及社會發展部司長 Ellen Hols 表示該國重視教育平

等，推動多項計畫協助弱勢學生完成學業，並提供教育儲蓄、貸款與補

助減輕負擔。與各省及原住民合作打造可負擔且包容的早期教育體系。

加拿大並透過加拿大傅爾布萊特計畫(Fulbright Canada)等國際交流計畫，

促進跨文化理解與學習機會。 

(19) 汶萊：汶萊教育部部長 Datin Dr. Hajah Romaizah Salleh認為會員經濟體

間的學生交換計畫與教育合作可促進學生全球視野與教師專業成長，強

化跨國教育連結，推動知識交流。建立包含教育工作者、學校領導者與

政策制定者之專業網絡有助推動區域創新與韌性，擴大教育交流。汶萊

未來將持續深化合作，打造包容且具連結性的教育生態系統，讓所有學

習者都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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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澳洲：澳洲教育部政策與參與司副司長 Vanessa Lapthorne表示澳洲積極

落實 APEC 相關承諾，推動開放、包容與具韌性的計畫；為因應數位轉

型與全球化挑戰，澳洲致力發展創新教學與技術應用。為縮小教育落差，

澳洲推動相關計畫以支持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等地學生，並協助偏

遠地區學生接受高等教育。 

4. 場次三：「強化優質教育與永續經濟成長」：本場次旨在探討教育如何促進

永續經濟成長，強化體系應對全球挑戰，並擴大弱勢群體教育機會。由各

經濟體代表依經濟體英文字母字首順序發言。 

(1) 澳洲：澳洲教育部政策與參與司副司長 Vanessa Lapthorne指出教育在促

進和平、安全和國家政策中的重要角色不容忽視，需要支持學生獲得實

用技能和工作訓練，並有效執行教育計畫。澳洲致力於縮小教育與工作

差距，透過提高學校課程準備度並促進多元與包容，確保每個學生都能

接受高品質教育並順利進入職場。 

(2) 汶萊：汶萊教育部部長 Datin Dr. Hajah Romaizah Salleh表示汶萊教育部

致力於教師發展、技能訓練和提升環境素養，並強調培養永續發展所需

的價值觀和技能，致力將永續發展理念融入青少年教育，並歡迎與其他

APEC 成員經濟體合作，共同學習與分享經驗，促進創新合作和夥伴關

係。 

(3) 加拿大：加拿大就業及社會發展部司長 Ellen Hols 表示該國重視培養技

能以應對未來經濟需求，透過與業界合作發展重點領域技能，消除教育

障礙，支持弱勢群體參與經濟活動，並推動終身學習。加拿大視教育為

經濟基礎，並致力與 APEC夥伴推動轉型。 

(4) 智利：智利駐韓國大使 Mathias Francke認為教師資格與學歷互認非常重

要，尤其在現在人口移動頻繁的時代。根據統計，智利需要430萬名教

師，於初等教育需要很多教師，8月智利將召開教師國際會議來應對教

師不足現象。 

(5)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教育部副部長杜江峰表示中國大陸為2026 APEC 主

辦經濟體，期待與各會員經濟體擴大交流合作，共同促進永續成長。 

(6) 香港：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指出教育機會是賦予年輕一代充分發揮社

會各方面潛力的重要因素。香港鼓勵融合教育，認為既有助於有特殊教

育需求的學生，亦有利於普通學生，透過互動支持與合作學習，幫助特

殊教育學生克服限制，實現潛能，並增進對個別差異的理解和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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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印尼：印尼中小學教育部部長 Abdul Mu’ti 指出青年對未來的適應需要

教育部門支持，尤其透過教育培養人才達到經濟穩定，並透過國際合作

實現經濟發展。教育需要更積極的滿足需求，用更低的費用解決問題，

並透過更加包容的教育平臺，讓更多人接觸教育，特別是讓弱勢群體透

過教育實現進步。 

(8) 日本：日本文部科學省副大臣 Arata Takebe(武部新)指出日本致力在教育

制度中優先培養創造力、適應力與永續發展能力，確保學生能應對21世

紀的挑戰。日本積極改進技術與職業教育體系，以應對關鍵行業的勞動

力短缺，並適應技術進步。這些措施旨在培養能夠促進永續未來的學生，

並幫助他們適應不確定性。日本強調教育不僅應促進成長，還應幫助社

會適應變革，並為區域帶來持久的積極影響。 

(9) 韓國：韓國教育部規劃與協調事務辦公室主任 Sung-min Park (朴盛珉)指

出教育必須成為解決當前緊迫挑戰的關鍵機制，包括氣候變遷、經濟不

平等、人口變遷等問題。韓國許多大學正努力應對因低出生率導致人口

下降之挑戰，並專注於區域整合，尤其是與區域大學合作。 

(10)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教育部學校運作部門副總監 Zainal bin Abas 表示馬

來西亞致力推動優質教育與永續發展，確保當前的社會進步不損害未來

世代福祉。馬來西亞政府積極擴大弱勢群體教育機會，提升基礎設施，

加速網絡覆蓋率，並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數位設備；致力於促進包容性教

育，並期望與其他經濟體合作，共同提升教育品質，推動永續經濟成長。 

(11) 紐西蘭：紐西蘭外交貿易部 Shee-Jeong Park指出紐西蘭政府專注於提升

學生成就，確保每個孩子都有機會發揮潛力，並強調多元、平等與包容。

紐西蘭正實施教育改革，包含增加教育經費、改善學習支援系統和促進

性別平等，確保弱勢群體接受教育，上述措施不僅能促進經濟成長，亦

能強化社會凝聚力，有助永續發展。 

(12) 巴布亞紐幾內亞：巴布亞紐幾內亞教育部長 Lucas Dawa Dekena 指出教

育對促進經濟發展具重要意義，認為需培養未來型人才，相信教育能提

供更好的機會。另指出應制定配套性教育政策讓所有學生享有教育機會，

並克服地理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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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秘魯：秘魯駐韓國大使 Paul Fernando Duclos Parodi指出教育需滿足市

場需求且要有系統性，並分享秘魯正投入預算建立數位平臺；技職教育

對秘魯非常重要，該國將根據「轉型至正式及全球經濟之利馬路徑圖」

執行相關教育計畫，實現該國教育目標。 

(14) 菲律賓：菲律賓教育部課程與教學副部長 Gina O. Gonong分享該國推出

旨在服務數百萬弱勢學習者的教育計畫，以實現教育平等。菲律賓樂於

和其他國家合作，透過創新與共享成果，促進每個學習者的發展，塑造

更具包容性的未來。 

(15) 俄羅斯：俄羅斯科學及高等教育部次長 Konstantin Ilych Mogilevsky表示

俄羅斯將和重視該國教育成果的國家合作，並感謝韓國主辦本次會議。 

(16) 新加坡：新加坡教育部統籌規劃司司長 William Lim(林威廉)表示永續教

育應建立適應性強的學習系統，以促進個人與社區發展。林司長指出根

據新加坡的經驗，教育部門應與所有合作夥伴共同建構共享願景，重視

社會與情感發展，另應促進終身學習，幫助學生適應新技能。 

(17) 我國：本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毓娟司長代表發言，表示教育是長期經

濟成長和韌性的基礎，優質教育是解決氣候變遷、經濟不平等、人口結

構轉變和永續發展等緊迫問題的關鍵。本部自2019年迄今實施以學生為

中心的新課綱，旨在培養終身學習者，並為應對未來挑戰做好準備。近

年來，我國強調將 AI 等新興技術融入教育體系，支持個人化學習並縮

小學習落差。同時，我國致力確保所有學生和教育工作者無論個人背景

及所處地點，均能公平獲得數位學習資源。此外，為響應聯合國的17項

永續發展目標，我國繼續推動全面永續發展教育，並相信數位教育的進

步將在應對全球挑戰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期待與亞太經濟體深

化合作，提供包容且高品質的教育，進一步促進永續的經濟繁榮。 

(18) 泰國：泰國教育部次長Siripong Angkasakulkiat表示泰國致力在各教育層

面擴大合作，持續投資高等教育與職業培訓以提供人們所需技能。前述

計畫的核心在於將教育與創新、學習、勞動力發展和社區合作相結合，

並針對新興領域進行合作，塑造一個無人被落下的教育生態系統。 

(19) 美國：美國聯邦教育部國際事務部主任 Jennifer Hong表示美國川普總統

政府承諾將教育決策權交還給州和地方政府，並特別強調將教育資源擴

展至偏遠社區，透過提供補助金來支援這些地區的學生，幫助克服渠等

面臨的特殊挑戰。此措施旨在提供每所學校成功機會，並根據地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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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教育解決方案，讓學生具備面對快速變化的世界所需技能與知識。 

(20) 越南：越南教育與培訓部國際合作局局長 Nguyen Thu Thuy(阮秋水)強調

越南在人力發展方面的努力，特別是重視批判性思維、創造力、數位科

技和軟實力的培養，以滿足不斷變化的需求。越南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和

投資，支持在全球資格認證框架下的學校發展，並強調教育應該與創新

驅動的經濟需求相對接。越南認為，投資於人力資本是永續成長的有效

引擎，並致力於提升教育品質，為繁榮奠定基礎。 

5. 會議主席韓國教育部次長 Oh Seok-hwan(吳碩煥)感謝各經濟體代表的分享，

並詢問各經濟體對第7屆APEC教育部長聯合聲明是否有進一步修正意見，

接著宣布正式通過該聯合聲明(如附件4)及會議閉幕。 

 

(五) 相關照片 

  

教育部林伯樵主秘(後排右四)與第7屆 APEC 教育部長

會議各經濟體代表合影 

教育部林伯樵主秘於 APEC教育部長會議發言 

  

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專案辦公室郭伯

臣執行秘書於 APEC 教育部長會議就第一場次「AI 數

位轉型與個人化教育創新」議題代表我國發言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廖高賢司長於APEC教育部長會

議就第二場次「教育合作與擴大學習機會」議題

代表我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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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毓娟司長於 APEC 教育部

長會議就第三場次「強化優質教育與永續經濟成長」

議題代表我國發言 

我國代表團於會場合影 

 

 
 

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右三)、廖高賢司長(右二)、李

毓娟司長(左二)及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鄭正凱組長(右

一)與韓國教育部次長 Oh Seok-hwan(吳碩煥；左三)及

韓國大邱市教育監 Kang Eun-hee(姜恩姬；中)於會場合

影 

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右三)、廖高賢司長(右

二)、郭伯臣執行秘書(右一)、李毓娟司長(左二)及

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鄭正凱組長(左一)與 APEC 人

力資源工作小組秘書處計畫主任 Siti Harlena Harris 

Lee(左三)於會場合影 

 

 

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與菲律賓教育部課程與教學副

部長 Gina O. Gonong合影 

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與韓國濟州特別自治道知

事吳怜勳於5月13日歡迎晚宴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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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右四)、廖高賢司長(左五)、郭

伯臣執行秘書(左二)、李毓娟司長(左四)、駐韓國代表

處梁光中大使(右一)及教育組鄭正凱組長(左三)與韓國

大邱市教育監 Kang Eun-hee(姜恩姬；右三)等於5月13

日歡迎晚宴會場合影 

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與韓國教育部全球教育企

劃司司長 Yu Kyung Ha 於5月13日歡迎晚宴會場合

影 

 
 

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於5月13日歡迎晚宴會場會晤馬

來西亞教育部學校運作部門副總監 Zainal bin Abas  

教育部林伯樵主任秘書於5月13日歡迎晚宴會場會

晤新加坡教育部統籌規劃司司長林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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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本部代表團出席第7屆 APEC教育部長會議暨考察英語教育成果豐碩，於重要國際場

域分享我國優質教育政策，並拓展交流契機，相關心得及建議臚列如次： 

一、我國應持續參與 APEC教育部長會議及周邊活動 

APEC為我國少數得以正式會員身分參與之政府間國際組織，本部藉由積極參

與 APEC教育部長會議，向各國高層教育官員介紹我國優質教育政策與成果，

不僅能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更可把握參與會議及相關周邊活動契機，與各國

教育部長、教育資深官員、主辦國地方政府教育局處首長及學界代表等會談，

拓展合作機會。 

 

此外，我國駐當地國教育組亦可於隨同出席會議期間會晤主辦國中央及地方政

府高層教育官員與學界人士，並建立聯繫管道，對往後於駐地拓展教育業務甚

具益處。會後教育部將持續出席 APEC相關會議，並會同各駐外教育組與

APEC會員經濟體教育部門保持聯繫，以期深化會議成果，持續發揮及提升我

國於 APEC區域之影響力及貢獻。 

 

二、我國應結合現有資源持續推動雙語教育 

韓國英語教育政策推動上主要為中央政府制定主要政策方向後，交由地方政府

主導，爰可能因地而異，各地區因經費與計畫不同而有不同做法。我國雙語教

育政策由本部主導並提供師資及設立學習平臺等全國性資源，較能均衡各地雙

語教育之發展並掌握各地區實施情形。 

 

目前我國刻正推動雙語教育，聘用許多母語教師及教學助理至需求學校協助英

語科目教師進行教學。參考韓國推動英語村之案例，未來倘我國擬推動建設英

語村等沉浸式英語教育環境，宜先檢視現有資源(如閒置之場館或學校設施)，活

用相關場地，並明確鎖定參與對象，俾達到長期營運之成效。 

 

此外，韓國現行英語教育與科技結合之作法，與我國雙語政策設立因材網及酷

英平臺等數位學習平臺等科技融入方式相似，我國可持續關注韓國英語教育推

動情形，從中學習該國優秀作法，俾持續推動我國雙語政策與數位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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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透過各國於 APEC教育部長會議「AI數位轉型與個人化教育創新」、「教育合作與擴

大學習機會」及「強化優質教育與永續經濟成長」等3場次發言內容，可瞭解到下列

國際趨勢： 

一、「AI數位轉型與個人化教育創新」：推動將 AI融入課程，以提升學生及教師數

位素養、促進教育公平為各國重要教育政策。 

各國普遍認為 AI可實現個人化學習，同時提供偏鄉與弱勢學生更多學習資源，

達到縮小教育落差目的。多國政府正積極投入經費與資源於設立數位基礎建

設、教師培訓制度、數位學習平臺與資料分析系統。AI亦被視為可輔助教師課

程教學，而非取代教師角色的重要工具。 

 

此外，各國亦持續關注 AI應用中的倫理、隱私與數位素養議題，並強調透過跨

國合作與經驗分享，共同應對快速變遷之教育環境與科技挑戰。教育數位轉型

已由投入單一設備或資源導向，朝以人為本、融合技術與教育理念之深層方向

演進。 

 

二、「教育合作與擴大學習機會」：各國教育政策普遍強調提升教育公平、促進國際

交流、強化終身學習與數位融合。 

多國致力透過跨國合作、交換學生、共同研究及獎學金等計畫來促進 APEC區

域經濟體內之教育交流與文化理解，並視 APEC為推動教育轉型之重要平臺。

為突破地理與資源限制，多國將數位科技融入教學，以提升偏遠或弱勢群體學

習機會。 

 

同時，公私協力成為多國推動教育創新之重要策略，尤其於推動技職教育與培

養未來所需技能方面更顯重要。各國期望建立一個開放、包容且具韌性之教育

生態系統，認為應透過資源共享與集體努力，確保所有學習者均能在不斷變動

的全球局勢中獲得平等與高品質學習機會。 

 

三、「強化優質教育與永續經濟成長」：教育被視為推動社會進步與經濟韌性之核心

動力。 

各國強調教育與勞動市場的連結，認為應透過推動技術與職業教育提升實務技

能，以因應未來產業需求。同時，多國透過改革，提升教育公平與包容性，致

力消除弱勢群體學習障礙，並強化終身學習機制。 



29 
 

在應對氣候變遷、人口變化與數位轉型等挑戰上，各國積極將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DGs）與數位科技融入教育體系，盼培養具批判性思維、創造力與社會

責任感的人才。此外，國際合作與經驗交流被視為提升教育品質與促進永續發

展之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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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附錄 

一、 APEC大學領袖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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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教育改革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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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7屆 APEC教育部長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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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7屆 APEC 教育部長會議聯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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