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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2016)年美洲開發銀行（IDB）第 57屆及美洲投資公司（IIC）

第 31屆理事會年會於 4月 7日至 10日在巴哈馬拿索舉行，我國代表

團循例以觀察員身分應邀出席年會，由外交部駐美國代表沈大使呂巡

擔任團長，財政部國庫署、外交部國際組織司、駐邁阿密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中央銀行外匯局、本會皆派員參團。代表團除參與 IDB

及 IIC年會各項活動外，並藉年會期間與 IDB副秘書長、IDB所屬多

邊投資基金（MIF）總經理及英國代表團舉行雙邊會談，以瞭解雙方

未來可能合作方向與議題。 

本次 IDB 年會係該行自 1979 年以來第二次在加勒比海地區召

開，主要議題包含私部門發展、氣候變遷、永續城市、海洋資源管理、

降低貿易障礙、永續能源以及拉丁美洲面臨之經濟發展瓶頸等。另本

年 IDB 理事會重大決議為：（1）2020 年前投入氣候變遷相關計畫金

額占比達 30%；（2）持續協助海地重建，提供最高 10億美元援款；（3） 

IDB 所屬多邊投資基金(MIF)未來存續規劃方案最遲於 2017 年 3 月

31日提送理事會審查。 

本會目前與 IDB集團旗下之 MIF合作執行「金融機構發展基金 

(SFIDF) 計畫」業於本年 3月下旬屆期，MIF已向本會表示希望展延

SFIDF 之意願，藉年會期間之會談，本會已初步同意並俟 MIF 正式

來函。本會亦向 IDB 及 MIF 表達深化雙方新合作計畫之意願，MIF

總經理表示基於 IDB 理事會架構，與本會簽署新合作計畫將有其困

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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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成立於

1959 年，總部設於美國華府，現有 48 個會員國，其中 26 國為受惠

國，設立宗旨是促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LAC)地區之經濟與社會發展。而美洲投資公司

（Inter-American Investment Corporation, IIC）為 IDB集團所屬之公

司，其服務對象為該地區私部門，並透過直接及間接投資以協助該地

區中小企業發展。 

本年 IDB第 57屆及 IIC第 31屆理事會年會於 4月 7日至 10日

假巴哈馬首都拿索舉行，我國代表團循例以觀察員身分應邀出席，由

外交部駐美國代表沈大使呂巡擔任團長，財政部國庫署、外交部國際

組織司、駐邁阿密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中央銀行外匯局以及本會等

皆派員參團。（代表團名單請詳附件一）。 

代表團除參與 IDB及 IIC年會各項公開活動外，並於年會期間安

排與 IDB副秘書長、IDB所屬多邊投資基金（Multilateral Investment 

Fund, MIF）總經理及英國代表團舉行雙邊會談，以發掘未來可能合

作方向與議題。 

貳、 過程 

一、 年會及相關議程紀要 

本屆年會於 4月 7日至 10日共舉辦 10場研討會，議題包括：私

部門發展、氣候變遷、永續城市、海洋資源管理、降低貿易障礙及永

續能源以及拉丁美洲面臨之經濟問題等；4月 9日至 10日為 IDB集

團會員國理事會議、開幕及閉幕儀式（相關會議議程請詳附件二）。 

（一） 本次年會研討會相關重點摘錄如下： 

1. Entrepreneurs and Innovators 

拉丁美洲創新企業家利用 Ted Talk方式說明他們在創業過程

中如何面對風險、克服挑戰、轉化創新想法開創新事業及提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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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便利的生活方式。6位創新企業家分別為利用手機 APP降低交

通通勤時間、運用創新設備減少蚊子幼蟲傳播如登革熱或茲卡疾

病之機會、發明蓮花型設備以收集與淨化雨水解決缺水問題、利

用在地美食旅遊介紹在地特色文化、開發手機 APP 提升失聰人

士生活品質，以及藉由手機平台串連農業產銷體系，使農民取得

所需農情資訊及銷售通路。 

創業與創新活動不分年齡、性別、種族及區域，可為 LAC地

區經濟復甦之重要推手，爰需各國政府創造有利中小企業創新活

動之環境，運用國內外援助資源投入人才培訓、機構強化、企業

診斷以及資金管道暢通等各項重要措施，以催化產業發展。 
 

2. Sustainable Nassua: A version for Resilient, Competitive, and 

Inclusive Urban Growth 

巴哈馬首都拿索在過去 30年人口成長 81%，在都市發展過程

中面臨 3 大挑戰：（1）經濟方面，失業率高達 15%，另外 13%

的拿索人口生活貧困；（2）城市方面，拿索與歷史連結性漸漸消

失，經濟活動往郊區移動，治安問題日趨嚴重以及基礎設施建設

不足；（3）環境方面，拿索地理位置因素使其易遭受自然災害和

氣候變化影響，且拿索多處接近或低於海平面，使內陸和沿海洪

災的危害嚴重。會議中介紹 IDB 在拿索推動之 Emerging and 

Sustainable Cities Initiative計畫，藉由社區參與發掘城市發展問

題根源，以進一步規劃未來永續發展城市的藍圖。 
 

3. Growing together : the private sector as an engine of growth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過去 10 年間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人口數增加約 5,000

萬人，預估至 2050年此地區 90%人口將居住於城市，此現象將

大幅增加城市基礎建設需求外，能源需求預估至 2030 年將為目

前的 2倍，提升能源效能之商機約為 5,000億美元。新 IIC甫於

本年度 1月正式啟動，迄今已有 330家客戶、440個投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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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70 億美元投資組合，該機構為因應上述潛在需求，未來 5

年內預計再投入 20億美元進行（1）基礎建設，例如交通設施及

能源建設等投資組合（較目前增加 40%）；(2) 製造業及農業投

資組合（預計將成長 2 倍），同時引進家族式基金會、個人及機

構投資者之資金，在公私部門合作基礎下，推動以客戶為導向與

產業合作。 
 

4. Strengthening financing for the private sector to promote growth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約僅 45%企業能順利自金融機構

取得營運資金，4%企業可在公開資本市場發行股權取得資金，

另外此地區公司債發行總額約只占 GDP之 1.6%，僅為美國的三

分之一。因此新 IIC將藉由使用保證工具，協助企業發行公司債

或取得銀行資金。另外將協助各國強化其資本市場機制，同時協

助企業透過首次公開發行股票(IPO)取得資金。 
 

5. Logistics and Connectivity：consolidating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邊境通關成本約占產品

30%~50%，IDB 研究顯示邊境通關基礎建設提升及簡化通關流

程，有助提升兩國間貿易量約 2倍，同時有助進出口國雙方之就

業機會。因此 IDB 短期間將協助區域內各國提升邊境通關基礎

建設，並簡化通關流程以實現單一窗口化，增進行政流程與效率。 
 

6. The Caribbean’s Energy Challenge  

加勒比海地區係屬小島脆弱型國家，該區域國家天然資源有

限，能源成本居高不下阻礙其經濟發展，因此 IDB 期望在 2030

年在加勒比海地區提升能源運用效率由 2012 的 12%提升至

50%；此外，在全球再生能源設備成本持續下降及電池技術提升

下，再生能源（太陽能、風力及地熱）使用的比例大幅提升，其

中因 PPP融資方式的介入以及能源技術的提升，IDB於聖克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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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福及尼維斯、多米尼克、聖露西亞、聖文森、格瑞那達將興建

地熱發電廠，期使該等國家用電達到自足水準；天然氣的普遍使

用將使該地區石油消費量下降 30%，當地人民能源支出亦將下降

35%。 
 

7. Natural Capit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Coastal Cities  

加勒比海地區超過 50%人民居住於距離海岸線 1.5公里內，

以巴哈馬為例，80%國土在離海平面不到 1公尺，其沙灘正面臨

面積遭海平面上升侵蝕問題；此地區經濟與生活極度依賴海岸及

海洋資源，例如觀光收入約占該區域 GDP之 14%；IDB已在此

區域執行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計畫，期望藉由創

新政策、技術能力建構及策略投資等方法，致力於降低此地區遭

受氣候變遷之衝擊。 
 

8. Road to Habitat III：Building Cities, not just houses 

聯合國人居署於本年 10 月將在厄瓜多首都基多舉行第三屆

人居大會(Habitat III)，此一全球性大會將決定未來 20年聯合國

都市與棲地環境政策的方向，IDB總裁說明 LAC 面臨 4個主要

城市發展問題，分別為人口稠密度(Density)、行動力(Mobility)、

公民安全(Citizen Security)及人才(Talent)，並舉例宏都拉斯首都

目前人口約 120萬人，到 2050年將成長至 200萬人、在墨西哥

市及利馬市人民 1個月平均需花費 35小時在通勤時間(1年為 50

天)、全球前 50大犯罪城市有 41個為 LAC區域的國家等，同時

說明 IDB 已藉由推行相關計畫，希望改善上述問題，提升當地

居民居住品質。 
 

9. Launch of Macroeconomic Report-Time to Act 

本項會議主要由 IDB首席經濟學家簡要闡述 IDB即將發行

之 Time to Act：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Facing Strong 

Challenges-報告內容，該項研究報告中主要說明因全球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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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弱、人口老化、低廉的商品價格及各國日益惡化的財政狀況

等，急需該地區各國政府重新擬訂財政政策以促成政府收支平衡

及提升政府支出效能。另外 LAC 各國低經濟成長率勢將成為常

態，在面臨來自中國與美國經濟表現疲弱的影響下更加劇其風

險，研究顯示如中國 GDP成長下降 1%，LAC國家 GDP成長率

將下降 0.6%；美國 GDP成長率下降 1%，將可能降低 LAC國家

GDP成長 1.5%。 
 

10. Argentina：From Stagnation to Development  

本會議是由阿根廷經濟財政部長(Alfonso Prat-Gay)說明阿

根廷經濟狀況，渠表示阿根廷經濟預計將於 2017 年下半年逐步

成長，政府財政赤字問題將可從今年的 30%逐漸降低，預計 2019

年可降至 5%；另外，阿根廷將發行 150億美元公債，是繼 2001

年債務違約以來，首度重返國際資本市場，也是近 20 年來新興

市場最大規模公債發行計畫。 

 

（二） 本次年會之關注議題及重點: 

1. IDB 理事會準備會議(Preliminary Session)於 4月 9日召開，總

裁Ｍr. Luis Alberto Moreno於會中強調以下事項： 

(1) 2015年 IDB執行成果： 

 同意出資 113億美元投入 LAC 區域相關發展計畫，其中將近

22億美元與私部門發展相關。 

 同意出資 5億美元無償資金投入相關計畫，為 LAC 地區帶來

51億美元之資金乘數效益。 

 IDB投入資源之 57%用於降低貧窮及解決貧富不均之問題。 

 在 LAC脆弱小島國家新計畫額度占比為 50%，已超過原設定

目標 35%。 

 上年度營運收入達 9.6 億美元，並成功與其它多邊機構簽訂

Exposure exchange agreement，藉以提升風險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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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理事會重要議題： 

 IDB集團在新 IIC成立下，整併私部門業務已跨出一大步，將

討論MIF未來 1年內增資規劃及未來併入 IIC之方案。 

 討論 IDB 未來 5 年於該區域投入有關氣候變遷相關計畫之資

源。 

 研議將優惠貸款資金之 Fund For Special Operation(FSO)併入

一般貸款資金之 Ordinary Capital(OC)之可行性。 
 

2. IDB理事會年會重要決議事項如下： 

(1) IDB 與 IIC 於 2020 年前在氣候變遷相關新計畫投入總金額將

占總新計畫總額之 30%。 

(2) 未來 IDB將再從其 Ordinary Capital移轉資金至 IDB贈款機制

中，最高移轉總額為 10億美金，以持續協助海地重建。 

(3) 有關MIF未來營運方向： 

 IDB 管理階層須提出 MIF 未來增資規劃，包含商業計畫

（Business Plan）、符合 IDB私部門整併策略之新MIF願景、

財務及策略規劃以及具備財務永續性方案等。 

 MIF 捐助者會議(Donor Committee)需就上述 MIF 增資規劃，

提供進度報告給 IDB及 IIC執行理事會，包含潛在增資談判期

程之建議，於執行董事討論後，最遲於 2016年 10月 31日再

將規劃送理事會討論。 

 MIF增資規劃最遲於 2017年 3月 31日完成提送理事會。 

 MIF II合約期限業於 2015年 6月 24日展延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4) 通過明(2017)年 IDB暨 IIC理事會年會將於 2017年 3月 30日

至 4月 2日於巴拉圭首都亞松森舉行。 

(5) 理事會指示 IDB管理階層準備將 FSO併入 OC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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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邊會談摘要: 

（一） 本次年會期間於 4月 8日下午安排由我方團長沈大使呂巡及代

表團成員，拜會 IDB副秘書處秘書長，會談重點摘錄如下(詳

附件三)： 

1. 議題一：邀請 IDB高層訪台 

(1) 向 IDB副秘書長說明台灣在國際合作上之競爭力與意願。 

(2) 我政府誠摯邀請 IDB 總裁 Mr. Luis Alberto Moreno、秘書長

Mrs. Germen Quintana及副秘書長Miss. Cintia Guimaraes循歐

復興開發銀行總裁訪台模式來訪，俾利實際瞭解台灣之優勢，

並進一步商討有關合作。 

2. 議題二：延續過去與 IDB之合作 

(1) 我國自 1993年開始，曾與 IDB共同執行 5項合作融資計畫及

1項與MIF合作之計畫，這些計畫成效甚佳，並對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地區有極大的正面影響，因此希望藉由過去合作計畫

之學習經驗，再與 IDB 洽談新計畫，延續雙方合作之綜效，

及擴大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正面經濟影響力。 

(2) IDB 副秘書長建議洽談新計畫事宜，可洽詢 Office of 

Outreaching and Partnerships經理Mr. Bernardo Guillamon，該

單位掌管 IDB對外合作事務，並且瞭解 IDB過去與台灣合作

情形，或可洽 IDB在日本東京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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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年會期間於 4月 9日上午安排由我方團長沈大使呂巡及代

表團成員，拜會 IDB/MIF總經理，會談重點摘錄如下(詳附件

四): 

1. 議題一：邀請 IDB高層訪台 

(1) 我方向 IDB總經理說明台灣在國際合作上之競爭力與意願。 

(2) 我政府誠摯邀請MIF總經理Miss. Brigit Signe Helms及其同事

循歐復興開發銀行總裁訪台模式來訪。 

(3) MIF 總經理感謝我方之邀請，惟近期因 MIF 增資

(Replenishment)規劃在即恐未能赴台訪問。 

2. 議題二：金融機構發展基金（SFIDF）計畫 

(1) 我方表達初步同意展延此基金，展延期程約為 3~5年，並說明

依據國合會法規規定，展延 SFIDF 需經國合會董事會同意，

下次董事會將於本年 6月份召開。 

(2) MIF於年會後將與國合會就相關技術細節進一步協商，並提供

正式信函表達展延 SFIDF 之申請，以利我方啟動後續展延程

序。 

3. 議題二：發掘潛在合作計畫 

(1) 我方表達除既有的 SFIDF 計畫的延續之外，更期望能有新的

合作計畫可致力於MIF新策略領域及國合會優先領域。 

(2) MIF 總經理表示依據目前 IDB 理事會的架構，與國合會簽署

新合作計畫將有很大困難度1。MIF 財務確實面臨資金短缺之

困難，需透過增資步驟方可維繫基本營運規模，未來 MIF 可

能在 2018年結束，如MIF之績效良好，或可延續運作至 2023

年。 

 

 

                                                
1 MIF Lead Specialist於會後向國合會人員說明：MIF正面臨財務問題，無資金進行新計畫，因

此正執行增資事宜，急需中國投入 5千萬美元之增資資金，近期MIF已無法與任何組織簽署新

的計畫，另外加上理事會結構因素，簽署新計畫將使MIF面臨更複雜問題。另MIF曾詢問中國

派駐 IDB理事會代表 SFIDF展延計畫之意見，該代表表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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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年會期間於 4月 9日上午安排由我方團長沈大使呂巡及代

表團成員，拜會英國代表團，雙邊會談重點摘錄如下(詳附件

五): 

1. 議題一：介紹我國與 IDB合作情形 

(1) 我方向英方說明台灣在國際合作上之競爭力與意願，並介紹國

合會之業務，及我國與 IDB曾於 LAC 4國家執行總額約 4,500

萬美元之貸款計畫。藉由本次年會期間，表達國合會同意展延

與 MIF合作計畫，並再次向 IDB表達國合會希望有新合作計

畫之意願。 

(2) 英方表示MIF將有可能於 2018年結束。並說明中國近期在美

洲投資公司(IIC)的持股持續擴大，未來其影響力將增加。 

 

參、觀察及建議 

謹就本次參加年會、相關研討會及與 IDB 集團工作會議會談結

果提出下列觀察及建議： 

一、 觀察： 

1. 氣候變遷議題為該區域未來發展主軸 

根據 IDB表示 2020至 2030年 LAC地區氣候變遷相關投資需

求約為 750至 800億美元，為現在投資額 3倍，約占 LAC地區

GDP之 1.5%，基於因應資金投入需求提升及符合 2015年巴黎氣

候變遷會議協議目標，IDB 理事會已於本次年會通過於 2020 年

前投入氣候變遷相關計畫金額占比達 30%，並於 IDB 成立氣候

變遷及與永續發展部門致力於氣候變遷計畫與議題，同時 IDB

將利用創新工具加強與私部門合作擴大氣候變遷相關計畫之融

資能量。 

2. 再生能源的基礎建設投入將持續增加 

根據 IDB研究目前 LAC地區約有 3,400萬人尚無法取得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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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且在人口持續成長態勢下，LAC 地區能源需求將有增無

減；同時，氣候變遷未來幾年將持續影響 LAC地區的經濟、環

境及人民生活，聯合國「全面永續能源倡議計畫（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 SE4ALL）」已設定在 2030年前 LAC能源效率及

再生能源使用將成長兩倍。因此，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在本

次年會即與 IDB簽署提升「再生能源及能源效能合作融基金(the 

Co-financing for Renewable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CORE)」金額至 30億美元，並搭配 500萬美元無償贈款(the Japan 

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JQI))以利相關計畫之前期評估及

可行性研究。 

3. 促進私部門投入，以帶動該區域經濟發展 

過去 10年 LAC地區人口增加 5,000萬人，未來將持續增加，

到 2050年此地區 90%人口將居住於城市，除城市基礎建設需求

將大增外，能源需求至 2030年將為現有 2倍；目前 LAC各國財

政現況無法持續擴大政府投資，如何引導私部門資金進入相關領

域，已成為當前解決發展問題重要方法之一。IDB集團為協助私

部門及其客戶因應日新月異之商業、工業變化及全球競爭，已完

成其私部門相關部門整併(MIF除外)成立新 IIC，並於未來 10年

增加 20億美元投入於私部門發展。 

4. 日本、韓國與 IDB集團合作關係： 

(1) 日本 

日本除 JICA 於本年會期間承諾 CORE 之增資及每年提供協

助執行 CORE 相關計畫前期評估所需資金外，於 IDB 已設立 3

個共計 3.3億美元無償信託基金(Trust Fund)。 

(2) 韓國 

韓國於 2015年與 IDB簽署 1億美元之合作融資基金，規劃用

於 LAC國家所需之基礎設施投資；同時將於雙邊機制運作下，

提供高達 10億美元資金協助該地區之各項計畫。另南韓於 IDB

設立 2信託基金總金額為 9,750萬美元，並於 IIC設立 1信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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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總金額為 4,000萬美元。 

5. 中國透過 IDB合作機制擴大在 LAC地區的影響範圍 

中國人民銀行於 2015年與 IDB簽署合作備忘錄，確立未來

5年中國與 IDB在機構合作、貿易與投資、金融與知識分享等議

題上合作，資金除包含 2013 年中國與 IDB 簽署之 20 億美元合

作融資基金外，同時於 IDB集團內設有 3個共計 3.5億美元之信

託基金，另中國近期成立「中國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工業合作投資

基金 (the China-LAC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nvestment Fund, 

CLAIFUND)」與「中國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合作基金 (the 

China-LAC Cooperation Fund)」，各 100億美元，於年會期間該國

CLAIFUND與 IDB已簽署合作備忘錄。 

在與 IIC 合作方面，中國與韓國、加拿大及西班牙於 2015

年共同對 IIC 增資 20 億美元，增加該國在 IIC 的投票權；另與

MIF合作方面，將於本年 10月份與MIF展開增資(Replenishment)

談判，期藉由增資 5,000萬美元，擴大在MIF之影響力。 

6. 本會與 IDB合作之瓶頸 

中國於 2009年正式成為 IDB正式會員國後，其影響力近幾年

在該機構快速擴大，依現行 IDB或 IIC理事會架構及決策程序，

評估我國與 IDB集團洽談新計畫之困難度甚高，甚至目前與本

會既有合作計畫 SFIDF之展延議題，MIF亦已事先洽詢中國派

駐 IDB理事會代表之意見。在我政府對 IDB集團合作策略及可

投入資源規劃尚未明確之前，本會能以有限資源維繫雙方合作關

係實屬不易。 

7. 本會與 IDB未來合作之可能洽商方式 

為呼應未來 LAC地區之發展挑戰，可透過大使館洽詢 IDB會

員國友邦之理事，循過去本會與友邦及 IDB合作融資架構，由本

會分別與友邦及 IDB洽簽貸款合約及合作融資合約，就友邦國家

與 IDB現行合作架構下，尋求我方參與協助對抗氣候變遷、提升

能源效益及再生能源使用等議題之機會，以運用雙邊關係突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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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與 IDB之合作瓶頸。 

二、 建議： 

（一） 本次年會 LAC 重點援助方向涵蓋氣候變遷及環境保護等面

向，目前本會在 LAC 推動之技術協助計畫亦以此方向規劃及

執行，例如聖克里斯多福的觀光農場即以環境保護為主之多功

能農場，期能成為當地生態旅遊之亮點；另在尼加拉瓜、薩爾

瓦多及宏都拉斯等國家推動之 GIS 計畫則為因應全球氣候變

遷所造成之天災及環境資源破壞，以提供決策者影響範圍評估

及防範措施執行之參考。未來本會在農業類別計畫推動上，宜

將氣候變遷所造極端氣候影響，透過調整栽培技術、提供合適

種源以及強化設施栽培等方式因應，以彰顯我國農業技術對抗

氣候變遷之能力與實力。 

（二） MIF捐助者會議於 2015年已同意 MIF II可展延至 2020年，

惟目前 MIF 取得之資金僅足夠營運至 2018 年 12 月底，該機

構未來幾年之存續問題需視能否取得額外資金，以支應其營運

至 2020 年或 2023 年，因此本會將於 MIF來函正式表達展延

SFIDF 提議後，進一步詢問 MIF 存續因素對於展延後 SFIDF

運作之影響，並洽商相關展延細節，妥為研擬適合雙方之展延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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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附件一:IDB年會代表團名單 

 

外交部駐美國代表處沈大使呂巡 

財政部國庫署林主任秘書秀燕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尹科長文新 

中央銀行外匯局蔡科長義豐 

外交部駐邁阿密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江副組長順琦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技術合作處柳副處長世紘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投融資處林專員志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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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年會行程 

日 期 時  間 行          程 

4/6 12:14 Arrival 

4/7 

09:00 Registration of Participants 

15:00-16:30 Entrepreneurs and Innovators 

16:45-17:30 
Sustainable Nassau: A version for Resilient, Competitive, and Inclusive Urban 

Growth 

4/8 

09:00-18:00 Registration of Participants 

09:00-09:15 Opening Presentation – IDB President Luis Alberto Moreno 

09:15-10:00 
Growing together: the private sector as an engine of growth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0:00-10:45 Strengthening financing for the private sector to promote growth 

11:00-11:45 
Logistics and Connectivity: consolidating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11:45-12:30 The Caribbean’s Energy Challenge 

14:30-15:45 Natural Capit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Coastal Cities 

16:00-16:45 Creative Cities or Kreatopolis: the revolution that’s changing how we live 

17:30-18:00 Meeting with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IDB 

19:00-21:00 Welcome Reception 

4/9 09:00-17:00 Closed Meetings 

09:00-09:30 Meeting with the General Manager of MIF  

11:00-11:30 Meeting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Rep. 

17:30-19:00 Inaugural Session 

4/10 10:15-16:30 Closed Meetings 

16:30-17:00 Plenary Session 

17:00-17:30 Closing Session 

19:00-21:00 Closing Reception 

4/11 11:30 Depa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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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IDB)雙邊會談記錄 

一、 日期：105年 4月 8日下午 5點 00 分 

二、 地點：IDB年會秘書長臨時辦公室會議室 

三、 出席人員： 

（一） IDB：Deputy Secretary Miss. Cintia Guimaraes 

（二） 我方代表團：沈大使呂巡、林主任秘書秀燕、蔡科長義豐、尹

科長文新、江副組長順琦、柳副處長世紘、林專員志穎 

（三） 紀錄：林志穎 

四、 會談重點摘要： 

（一） 沈大使呂巡： 

 我國有意願與美洲開發銀行(IDB)繼續維持合作之關係，近期

已經初步同意展延與貴行所屬多邊投資基金(MIF)合作之金融

機構發展基金(SFIDF)。 

 我國政府誠摯邀請 IDB總裁、秘書長與副秘書長來台灣訪問，

並舉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總裁在我方邀請下到我國訪問。 

 詢問在洽談未來雙方合作上，應與華盛頓特區總部何單位接

洽? 

 介紹台灣在國際合作上之競爭力及意願，並介紹其在擔任駐英

代表時我國與 EBRD 合作之經驗，例如在哈摩爾多瓦基希涅

夫，哈薩克首都及烏克蘭等國家，藉由台灣資金、產品及技術，

協助該地區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說明目前擔任駐美大使期間，我國曾捐贈「泛美發展基金會」

(Pan Americ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PADF)「臨床照護個人

防護裝備」（Clinical Car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運送

至拉丁美洲國家進行伊波拉的防疫工作；更與美方簽署「全球

合作暨訓練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Training Framework)在這

架構我國能與更多需要協助之國家進行合作提供協助。 

 我國曾提供 7萬盞太陽能桌燈，協助敘利亞之難民。另外，也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ahUKEwittsGllYjMAhVQ3GMKHZaeDW8QFggkMAI&url=https%3A%2F%2Fwww.lead411.com%2FCintia_Guimaraes_13252265.html&usg=AFQjCNHo6sdpGIlx2UZG7CjkhRGnW0Qn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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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種協助予我國中美洲邦交國。 

（二） 國合會 

 國合會為我國援外機構，從 1993年開始與 IDB共同執行 5項

合作融資計畫及 1 項與 MIF 合作之計畫，這些計畫成效極為

良好，並對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有極大的正面影響，因此

國合會希望藉由過去合作計畫之學習經驗，能再與 IDB 洽談

新計畫，延續雙方合作之綜效，及擴大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

區正面經濟影響力。 

（三） IDB副秘書長 

 對於秘書長與 Office of Outreach and Partnerships(ORP)人員臨

時有事無法參與本次會談感到抱歉。於會議後，將向總裁與秘

書長報告今天會談內容。 

 洽談未來合作事宜非她負責之工作，近期其主要工作為本次年

會之籌劃，建議可洽詢 ORP經理Mr. Bernardo Guillamon，該

單位掌管 IDB對外合作事務，包含私部門合作，並且瞭解 IDB

過去與台灣合作情形，或可洽 IDB 在日本東京辦公室，該辦

公室有成員直接向Mr. Guillamon報告。 

 將於會後提供OPR經理Mr. Guillamon之聯絡資訊予各位與會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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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Fund (MIF)雙邊會談記錄 

一、 日期：105年 4月 9日上午 9點 00 分 

二、 地點：IDB年會MIF總經理臨時辦公室會議室 

三、 出席人員： 

（一） MIF：General Manager Miss. Brigit Signe Helms, MIF Lead 

Specialist Miss. Anita Fiori De Abreu 

（二） 我方代表團：沈大使呂巡、林主任秘書秀燕、蔡科長義豐、尹

科長文新、江副組長順琦、柳副處長世紘、林專員志穎 

（三） 紀錄：林志穎 

四、 會談重點摘要： 

（一） 沈大使呂巡： 

 介紹台灣在國際合作上之競爭力及意願，並介紹其在擔任駐英

代表時我國與 EBRD 合作之經驗，例如在哈摩爾多瓦基希涅

夫市區道路計畫，藉由台灣資金及 LED 產品及技術，協助該

市將其路燈汰換能節能之 LED 路燈，同時說明目前擔任駐美

大使期間，我國曾捐贈「泛美發展基金會」(Pan Americ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PADF)「臨床照護個人防護裝備」

（Clinical Car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運送至拉丁美洲

國家進行伊波拉的防疫工作；更與美方簽署「全球合作暨訓練

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Training Framework)在這架構我國能

與更多需要協助之國家進行合作提供協助；在加勒比海地區，

我國曾提供多明尼加政府 1,000 台警用摩托車及 100 台救護

車，協助提升多國政府之安全及救護設備。 

 我國政府誠摯邀請 MIF 總經理與其同事來台灣訪問，並舉例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總裁也在我方邀請下到我國訪問，藉由實地

瞭解台灣發展現況，將我國技術與科技優勢帶到歐洲國家協助

該地區發展。 

（二） 國合會： 



19 

 

 很高興 MIF 在近期向我方表示希望展延金融機構發展基金，

我們初步同意展延此基金，但國合會能接受之展延期程約只有

3~5年，我們更期望能有新的合作計畫，致力於 MIF新策略領

域與國合會的優先領域。 

 依據國合會法規規定，展延 SFIDF 需經國合會董事會同意，

下期董事會將於本年 6 月，在此之前國合會與 MIF 能就相關

細節做進一步討論與協商，惟仍需 MIF 提供國合會正式信函

表達展延 SFIDF之意願，國合會才能據此續辦後續事宜。 

 詢問在會議期間得知 MIF 近期在財務上面臨困難，能否對此

做說明。 

（三） MIF General Manager Brigit Signe Helms： 

 本年 1月才就任，雖然目前對於整體業務細節還不是很熟悉，

但據她所知金融機構發展基金成效良好。 

 她理解台灣之優勢與能力，但依據目前 IDB 理事會的架構，

與國合會簽署新基金或計畫將很難得到理事會之同意，其困難

度很大。同時，很高興大使能邀請她至台灣訪問，但由於這一

兩年 MIF 將增資(Replenishment)她可能比較無法抽身到台灣

拜訪。另外，MIF 將請其負責承辦人員提供正式信函予國合

會，並就展延細節與國合會討論。 

 MIF目前確實面臨財務上的困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正在進行

增資，未來MIF可能將在 2018年結束，如MIF之績效良好，

將可延續運作至 2023年。 

 

 會議後國合會自行與MIF Lead Specialist Anita Fiori De Abreu進

行瞭解： 

 目前由於該組織正面臨財務問題，無資金進行新計畫，因此正

執行增資事宜，急需中國投入 5,000萬美元之增資資金，近期

MIF已無法與任何組織簽署新的計畫，另外加上董事會結構因

素，要與國合會簽署新計畫將使 MIF 面臨更複雜問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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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st 表示她們真的期望能有機會與國合會有進一步合

作，但就現況有很大困難度，她建議國合會現在較可行方式為

依據現有合作架構合約進行微調並展延合約。 

 MIF 曾詢問中國派駐 IDB 理事會代表 SFIDF 展延計畫之意

見，該代表表示歡迎。MIF 表示目前中國之代表之態度為正

面，但她不曉得其國內長官之意見。 

 

 在開會期間，中國派駐 IDB 理事會之代表周朔(由中國人民銀行

派遣)曾主動找國合會代表聊天，國合會代表廣義介紹國合會業

務，周女表示 MIF 曾詢問她展延 SFIDF 之看法，她認為很好；

並在我方詢問下，說明中國財政部與人民銀行在國際金融機構工

作畫分，為中國出資後資金未來會回收的主政單位為中國財政

務，例如亞洲開發銀行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資金無法回收

部分，主政單位為人民銀行，例如美洲開發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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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英國代表團雙邊會談記錄 

一、 日期：105年 4月 9日上午 11點 00 分 

二、 地點：IDB年會英國理事臨時辦公室會議室 

三、 出席人員： 

（一） 英國代表團：英國臨時代理理事 Miss Helen Yaxley
2；英國派

駐 IDB 理事會英國代表 Mr.Tom Matthew Crowards(Senior 

Counselor) 

（二） 我方代表團：沈大使呂巡、林主任秘書秀燕、蔡科長義豐、尹

科長文新、江副組長順琦、柳副處長世紘、林專員志穎 

（三） 紀錄：林志穎 

四、 會談重點摘要： 

（一） 沈大使呂巡： 

 本次我國代表團希望表達我國有意願與美洲開發銀行(IDB)繼

續維持合作之關係，並說明我與多邊投資基金(MIF)合作計畫

已屆期，已表達初步同意展延該計畫之意願。 

 藉由此次年會機會，邀請 IDB總裁、秘書長、副秘書長與MIF

總經理來台灣訪問，並舉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總裁也在我方邀

請下到我國訪問。 

 介紹台灣在國際合作上之競爭力及意願，並說明其在擔任駐英

代表時我國與 EBRD 合作之經驗，例如在哈摩爾多瓦基希涅

夫市區道路計畫，藉由台灣資金及 LED 產品及技術，協助該

市將其路燈汰換能節能之 LED 路燈，同時說明目前擔任駐美

大使期間，我國曾捐贈「泛美發展基金會」(Pan Americ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PADF)「臨床照護個人防護裝備」

（Clinical Car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運送至拉丁美洲

國家進行伊波拉的防疫工作；更與美方簽署「全球合作暨訓練

                                                
2 來自英國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職稱為 Policy Adviser, Regional 

Development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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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Global Cooperation Training Framework)在這架構我國能

與更多需要協助之國家進行合作提供協助。另外，我國也協助

在敘利亞之難民。 

（二） 國合會 

 介紹國合會之業務狀況，並說明技術合作部分，國合會於拉丁

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有約百位常駐之專家，協助我友邦在農

業、資通訊等發展；另外，在投融資方面，除主權貸款外，國

合會也與多邊組織合作，例如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

行、中美洲經濟整合銀行。 

 說明國合會與 IDB 曾於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 4 國家執行

總額約 4500 萬美元之貸款計畫，目前所有貸款計畫皆於還本

付息階段。藉由本次年會期間，再次向 IDB 表達國合會希望

有新合作計畫之意願。 

 國合會與MIF合作之金融機構發展基金(SFIDF)之成效良好，

國合會已初步同意展延此基金。 

（三） 英國代表團 

 MIF將有可能於 2018年結束。 

 中國近期在美洲投資公司(IIC)的持股越來越大3，未來其影響

力將增加。 

 

                                                
3 2015年 12月 IIC董事會通過中國、韓國、加拿大及西班牙持股增加，增資共 20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