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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承蒙大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邀請本會列

席，就推動加速投資台灣之具體措施進行報告，敬請

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一、 前言 

投資可提振內需，帶動生產力提升，是促進經濟成

長的重要關鍵。為鼓勵國內外企業加速投資台灣，政府

積極改善投資環境、提高投資誘因，以有效促進民間及

公共投資，進而帶動經濟穩健成長。 

二、 政府提振投資重要措施 

為優化投資環境，增強投資動能，政府透過排除投

資障礙、優化新創投資環境、推動法規鬆綁，以吸引企

業投資台灣；以及因應美中貿易摩擦，協助優質海外台

商順利返台投資，同時並擴大公共建設投資，均有助帶

動我國投資成長。政府提振投資具體措施說明如下： 

(一) 排除投資障礙 

1. 吸引人才：從「留才、攬才、育才」三面向，解決

人才不足的問題。透過稅制優化、新增企業獎酬管

道，打造新創友善創業環境，並鬆綁「五加二」產

業聘僱外國專業人才的相關限制、強化產學連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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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協力培育等方式，滿足產業人才需求。另為吸

引國際專業人才來台，107年2月正式施行「外國專

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放寬外國專業人才來台規

定、提高來台誘因，截至108年4月24日針對外國特

定專業人才已核發301張就業金卡。 

2. 充裕產業人力：以「開發勞動力」、「創造友善職場」

及「縮短學用落差」3大策略，從多個面向協助產

業升級、改善工作環境與提升薪資，鼓勵產學合

作、建教合作、調整科系招生等縮短學用落差作

為，多元管道滿足產業人力需求。 

3. 提供土地：落實「公有土地優惠釋出」、「民間閒置

土地輔導釋出」及「產業用地開發與更新」3大策

略，並強化媒合機制，以滿足企業用地需求，預估

至111年可提供產業用地1,699公頃。此外，持續推

動「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並將擴

大適用至非政府編定開發的都市計畫工業區(或產

專區)，以扶植奬勵更多具潛力企業投資創新研發與

更新設備。 

4. 穩定水電供應：經濟部採取「開源」、「節流」、「調

度」及「備援」4大策略，以確保產業用水的穩定

供應，預計至今年可累計增加水源每日100萬噸，

同時因應業者需求，提供專人協助加速用水計畫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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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供電方面，經濟部積極落實「多元創能增加供

給」、「積極節能全民參與」及「靈活調度智慧儲能」

等3大執行策略，以穩定電力供應；台電公司亦透

過單一窗口及專案控管，加速用電計畫書審核。 

(二) 優化新創投資環境 

為掌握數位經濟趨勢，台灣需要更多新創事

業，帶動產業創新轉型。為此，本會於 107 年 2 月

推動「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透過 5大

策略、40項措施，與 12個部會及國發基金共同打造

有利新創事業發展的環境。107年新創募資金額達新

台幣 218 億元，創歷史新高，顯見台灣整體新創環

境蓬勃發展。具體成果擇要分述如次： 

1. 充裕新創早期資金：國發基金於107年5月啟動10億

元「創業天使投資方案」，並於108年1月提出個案

投資金額由1,000萬元提高至2,000萬元、放寬申請

適用對象等精進措施，迄今已通過投資18家新創事

業，帶動天使投資新台幣3.87億元。 

2. 活絡創新人才及完備新創法規：為活絡學研創新，

科技部將業師資源導入校園，107年協助6組創業團

隊衍生新創公司，並成功募資近新台幣8億元。新

版公司法於107年11月正式施行，包括可發行無面額

股票、複數表決權等10項有助新創發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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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帶頭做新創好夥伴：為鼓勵政府與新創合作，

經濟部推動新創共同供應契約，如：警政單位採購

「機動部署智慧影像示警系統」作為機動蒐證、即

時分析的利器；衛福部健保署釋出健康存摺平台系

統，提供產業界測試介接運用。 

4. 創造新創多元出場管道：107年3月增列上櫃電子商

務產業類別，並提出多元上市櫃方案，協助尚未有

獲利之新創進入資本市場。 

5. 帶領新創進軍國際市場：帶領新創赴美國、西班

牙、泰國、新加坡等參展，如科技部108年1月率新

創業者參加美國消費電子展(CES)，獲新台幣55億

元商機。整合國內及駐外單位資源，協助新創拓展

國際業務，如：促成新創業者與泰國合作，亦將前

進2020東京奧運，導入智慧觀光等服務。 

(三) 推動法規鬆綁 

面對數位經濟時代的挑戰，調整不合時宜的法

規障礙、賦予法規適用的彈性，是改善企業投資及

經營環境的首要工作。因此，本會 106年 10月起積

極協調各部會，從興利便民角度，檢討鬆綁管制性

的函釋、行政規則及法規命令等規定，截至今年 3

月底，各部會已完成 463 項鬆綁成果；另為使各國

在台投資商會及工商團體會員充分瞭解政府各項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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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進展，本會積極加強溝通，協助解決面臨的問題，

以建構友善的投資與經營環境。 

(四) 推動「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為把握台商因應美中貿易摩擦返台的契機，本

會統合相關部會資源，規劃完成「歡迎台商回台投

資行動方案」，以企業需求為導向，提供客製化單一

窗口服務，縮短行政流程，並從滿足用地需求、充

裕產業人力、協助快速融資、穩定供應水電、稅務

專屬服務等五大策略著手，吸引優質台商回台。 

本方案自今年 1月 1日實施迄 4月 26日，已有

40家廠商通過資格審查，總投資金額逾新台幣 2,057

億元，帶來超過 21,200 個本國就業機會，顯示本方

案之作法確實具有吸引力。 

(五) 落實公共建設投資 

政府持續擴大推動公共建設投資，今年度公共

建設計畫整體規模達 3,852 億元(包含前瞻基礎建設

866億元)，較去年增 8.6%，短期將有助於降低外在

風險對國內的不利影響，穩定國內經濟成長動能，

長期則有助於改善投資環境，累積公共資本，並厚

植經濟成長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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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語 

為擴大國內投資，政府從提振投資及改善投資環境

兩面向著手，讓企業願意加碼投資台灣。在政府各部門

與民間共同努力下，107年我國投資率達 20.95%，終止

連 7 年下滑跌勢，攀至近 4 年高點，今年可望續增至

21.18%。本會將持續以積極、主動的態度瞭解各界需求

與意見，讓政策更接地氣，使投資台灣的成果更為彰

顯，台灣經濟更穩健發展。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並祝  

各位委員先進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