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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發展挑戰 

•當前產業發展策略 

•資源投入與環境優化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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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發展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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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IMF    數據截至  2018年4月, 其中 臺灣2018年GDP為主計總處2018.5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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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經濟成長率% 

經濟成長動能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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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及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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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亟待提振(1/2) 



經濟成長率貢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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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29.1% 

新加坡 25.5% 

香港   22.6% 

台灣   20.8% 

固定投資占GDP比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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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亟待提振(2/2) 



先進製造夥伴計畫（AMP） 

中國製造2025 

工業4.0 

新工業法國 

工業2050戰略 

日本Connec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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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業革命 中美貿易大戰 

全球產業鏈的變化 

資料來源: CN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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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DC(2018)、Statistia(2018)、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2017)、MarketsandMarkets(2017), 國發會彙整 

2017－2022 年產業成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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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業發展快速 

年複合成長率% 

73 



1998~ 2008~ 2017~ 

個人電腦PC 

網際網路 
Internet 

行動Mobile 

掌握新趨勢 

不能錯過新一波產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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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ARVR 
 Blockchain 
 Cloud Computing 
 Data 
 Fintech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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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升級轉型 

靠新創公司 

行動網路時代，臺灣

要出現獨角獸才行 

產生數以萬計的新創公司，就有足
夠能量讓臺灣產業成功轉型升級 

只要第一批新創能在國際取得成
功，後面企業創業就會容易得多 

資料來源：張忠謀/ 前臺積電董事長(2014.12工研院院士會議)；陳士駿/ YouTube創辦人(2016.1) 10 

產業轉型需要新創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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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271家，總估值8,680億美元 
註：美國及大陸以超過15B公司顯示LOGO及價值，其餘各國則以該國排名第一顯示LOGO(如價值5B以上會顯示價值) 

資料來源：2018年9月7日CB Insights  UNICORN-Startups, 國發會整理 

美國 

加拿大 

Uber 
72B Airbnb 

29.3B 

wework 
20B 

Palantir 
Technologies 

20B 
哥倫比亞 

巴西 

Global Switch 
11.8B 

英國 

日本 

南韓 

Coupang 
5B 

南非 

尼日利亞 

One97 
Communications 

10B 

印度 

新加坡 

GrabTaxi 
11B 

印尼 

Didi Chuxing  
56B 

中國 

Toutiao 
20B 

18.5B 

澳洲 

菲律賓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以色列 

德國 

愛沙尼亞 

葡萄牙 

法國 

瑞士 

荷蘭 

瑞典 

盧森堡 

馬爾他 

Revolution 
Precrafted 

Traveloka 

Meituan 
Dianping 

30B 

SpaceX 
21.5B 

國際新創不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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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產業面臨「五缺」課題 

工 才 

水 

地 電 
五缺 

囤地現象或區位不符需求 
既有產業園區公共設施老舊 

產業用水持續成長 
輸水用水效率偏低 
區域水源分布不均 

因環保議題及機組退 
   休等影響下，電力供應吃緊 

薪資不具國際競爭力，各 
   國爭相挖角 
法規繁雜致居留不易 
數位及智慧應用 
   未來產業人才培育不足 

勞動力供給不足 
工作條件不具吸引力 
學用落差 



勞動力下降已不可逆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13 



當前產業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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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生態體系構建  

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建構數位創新基礎環境 

培育跨域數位人才 

打造服務型數位政府 

發展平等、活躍網路社會 

技術創新 
•整合產學研研究能量 

•強化國際研發能量連
結 

•建立創新創業聚落與 
示範場域 

 
 

五＋二產業創新 

  亞洲．矽谷 
智慧機械 

綠能科技 
    生醫產業 
    國防產業 

    新農業創 

    循環經濟  
 

 

 
 

文化創意產
業科技創新 

資金協助 
•成立產業創新轉
型基金、國家級
投資公司 

•提供創新創業資
金 

人才支援 
•完善我國留才環境 

•制定外國專業人才
專法 

•推動產學研價值創
造等計畫 

法制優化 
•財經法規革新 

•數位經濟法規調適 

晶片設計與
半導體產業
創新 

創新經濟主要政策 

資料來源: 106-109年國家發展計畫, SRB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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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5+2 產業創新計畫 

循環經濟 

新農業 

國防產業 

亞洲．矽谷 

生醫產業 

綠能科技 

智慧機械 
中央與地方合作 
促進跨領域創新與跨區域整合 

連結在地 

連結全球 
結合國際技術、人才、資金、
市場 

連結未來 
以創新帶動既有產業升
級與進化 



目
標 

物聯網 
IoT 

創新創業 

1. 亞洲・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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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2025年
達成 1 

亞洲‧矽谷學院 

2 
國際企業 
在台投資 

3 
國際級系統
整合(SI)公司 

5% 
占全球物聯網
經濟規模 

100 
新創事業成功
或研發中心數 

2015年臺灣物聯網產
值占全球比重3.8% 

完善創新創業 

生態系 

鏈結國際研
發能量 

促成IoT 

產業整合 

打造智慧化示範
場域 



微軟 

 物聯網創新中心 (IoT Innovation Center, 

2016)：作為微軟亞洲樞紐，協助我國業者提

出物聯網解決方案 

 AI研發中心(2018)：與經濟部合作，培育人

才、加速產業AI化 

 新創加速器(2018) ：3年內協助40家新創企

業成功接軌國際 

Amazon(AWS) 2017於新北市設立研發創新

中心  

Google智慧台灣計畫(2018)：發展台灣成為

Google亞太最大資料中心與研發中心、培育

智慧化人才與生態系 

 Cisco 將於桃園成立創新研發中心(預定2019

初)  

 

促成國際企業設立研發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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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監理沙盒，提供創新實驗場域 

圖片來源 https://dailyfintech.com/2018/04/05/regulatorysandbox/ 19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 

 第1個將監理沙盒機制入法的國家 

 實驗期間最多可達3年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實驗期間最多可達4年 

 提供科技沙盒及實驗場域，進
行無人載具科技、服務及營運
模式的創新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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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投資人租稅減免 
投資未滿3年新創事業，累計同一家
達100萬元並持有該股票滿2年，最
高減免300萬綜合所得稅 

有限合夥創投投資新創可採
穿透式稅制 
營利所得不課營所稅，僅以盈餘分配
比率，由合夥人課所得稅 

透過租稅優惠鼓勵投資新創 



協助新創拓展國際市場 

選送新創至海外加速器 

參與全球展會拓展商機 

鏈結外館及僑台商網絡 

21 圖片來源:台灣好新聞 



打造國際創新聚落 

青年科技創新創業基地(TTA)6月開幕 

林口新創園
(StartupTerrace)9月開幕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9月開幕 

吸引國際加速器、創投、新創來台 
22 



精密機械產業
聚落(加入智慧化技

術，如：感測器、雲
端運算等) 

 

 強化與歐美日技術合作 

 推動新南向國際市場 

 建立國際會展場地 

智機產業化 
產業智機化 

 提供生產和研發基地

所需之土地 

 整合產學研人才能量 

 開發自主關鍵技術及應用服務

(如控制器) 

 建立航太、水五金等示範產線 

 協助中小企業應用 

連結 
未來 

連結 
國際 

連結 
在地 

智慧機械之都 

3大策略 
6項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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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機械 



完善生態體系 

整合創新聚落 

連結國際市場資源 

推動特色重點產業 

24 

10 

目標 (2025) 

扶植健康服務旗艦品牌數 

促成新藥於國外上市數 

促成利基醫材於國外上市數 

生醫產業營業額 

20 

80 

1兆 

建構基礎環境，強化人才、資金、智
財、法規、資源、選題，提升創新效能 

由北至南，串接生技醫藥廊帶，發展
在地特色醫材、藥品聚落 

吸引國際藥廠投資，發展利基外銷項目，
拓展全球市場 

發展利基精準醫學、國際特色醫療及
健康福祉 

3. 生技醫材 

策 略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107年2月啟用，支持研發新
藥、疫苗、醫材、數位健康等發展 

南港醫藥研發聚落 

新竹生技醫藥聚落 

中南部特色生技聚落 

• 台大新竹生醫園區分院及第二生技大樓
將於109年啟用，整合臨床需求及產品開
發 

• Merck設立生產技術研發中心及賽諾菲
百億投資喜康，創國際藥廠在台投資新
高 
創大藥廠在台投資新高紀錄 

 

• 南科高雄園區共有74家生醫廠商進駐，
投資額達262億元，營業額已逾95.4億元 

• 建置南科數位牙體設計中心，成立數位牙
科租賃服務串連網，已有外銷6國的實績 

中部:微創醫材/ 

利基學名藥 

南部:牙材骨材 

/利基學名藥 

發展生醫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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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ICT/特色醫療 

北部:新藥/新疫苗 



4. 綠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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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能 

風電(4.2GW)、太
陽光電(20GW)、
生質能、地熱能 

新節電運動、高效
率馬達變頻與系統
優化、製程改善 

節能 

燃料電池、發展
家用/企業/電網級
儲能系統 

儲能 系統整合 

智慧電表、智慧電
網技術產業、能源
服務業 

2016 2025 

再生能源 5% 20% 

核能 12% 0% (?) 

燃煤 45.4% 30% 

燃氣 32.4% 50%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W0vy7ocXPAhWBtJQKHd7mBvkQjRwIBw&url=http://cerpd.com/about-cerpd/&psig=AFQjCNFSp2pRXAvGSlxwpIiY0CVhq0xFqw&ust=1475811710995241
https://www.ifco.com/pt/en/meat-new/cb068c2b49d98d20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t8L-4xcXPAhWDsJQKHdsnChYQjRwIBw&url=http://androidwidgetcenter.com/widgets/category/battery-widgets/&psig=AFQjCNHOUiSj8wO8SumaaDU4gC6PI7miEg&ust=1475821437315118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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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12月第1期完工 

◢ 115年3期全部建置完成 
◢ 108年10月完工 



5. 國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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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產業 船艦產業 資安產業 



2
9 

推動人工智慧AI發展 

產業AI化 

完 善 產 業 AI 化 環
境，帶動中小企業
AI創新 

AI人才衝刺 
4年培養2萬100
0名AI人才(包含
1,000高階人才) 

AI領航推動 

聚焦研究主題，找
出利基發展項目 

場域與法規開放  

設立自駕車測試等
實證場域，研擬創
新實證/監理沙盒
法制等法規 

建構國際AI創新樞紐  
扶植百家AI新創事業，發展國際
級AI創新聚落 

臺灣AI 行動計畫    
每年投入90~100億元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 
 因應美中貿易爭端，107年10月「加速投資台灣專案會議」指示組成專案小

組，以廠商需求為導向，積極協助台商回台投資，11 月通過行動方案 

 實施期程：3年 （108 年 1 月 1 日 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適用對象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五大推動策略 

 

30 



資源投入與環境優化 

31 



政府資源投入 

科技預算、公共建設經費 

每年編列新台幣400億元~500

億元預算投入(不含前瞻基礎建
設) 

投資協助 

 1,000億元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100億元國家級投資公司 

 10億元創業天使投資方案 

提供融資及租稅優惠 

• 鼓勵銀行對5+2產業創新放款每年
增加2~3千億元放款 

• 提供投資生技新藥、新創事業、
智慧機械、5G設備租稅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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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MqbrZlNzQAhWOQpQKHRdJDz8QjRwIBw&url=http://www.easyads4u.com/&psig=AFQjCNF95W5zxrIkYH7UeXBPsrod2ZTuRA&ust=1480996662256630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u0d77ldzQAhXFlZQKHVxpBSwQjRwIBw&url=http://alfa-img.com/show/business-building-png.html&psig=AFQjCNE5sGNN6P2iB4CC-1eH2PHp6Th-hQ&ust=148099698172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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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基金資金協助 

種子期 A輪 創業準備期 

企業營收 

初次上
市IPO 

資本市場籌資或
併購 

早期階段 

直接投資或與創投合作 

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1000億元） 

B輪 … 

SBIR創業海選 

（經濟部）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 

（科技部） 

中小企業、策略性製造業及服務業、文創 

(經濟部、文化部) 

創業天使 

投資方案 

(10億元） 

註: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SBIR) - 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http://slidehun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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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產業「五缺」 

在民國111年時，可提供1,442公頃用地，解決

1,266公頃的新增產業用地需求 

至民國120年每日備用水量，桃竹地區13萬噸，

苗栗彰化132萬公噸，南部供水8萬噸 

「Contact Taiwan」提升至國家級單一攬才入口網 

自民國108年起備用容量率維持在15%以上、備 

轉容量率10% 

充足勞動力供給，促進勞動市場供需均衡 

地 

水 

電 

才 

工 

http://slidehunter.com/


加強延攬海外專業人才 

外國專業人才 

外國特定 
專業人才 

已核發186張 (107.12) 

八大領域高端人才 
四證合一就業金卡 

 鬆綁簽證、工作、居留規定 
 鬆綁父母配偶及子女停居留規定 
 提供退休、健保及租稅優惠 
 放寬5+2產業聘僱外國專業人才資格限制 

外國高級 
專業人才 

35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2018年2月正式施行 



推動新經濟移民法 

註：香港或澳門居民準用本法相關規定 36 

對   象 資格條件 簽證/居留/永(定)居 

外國專業人才 

外籍中階技術人力 

海外國人 

鬆綁(訂定) 
工作類別、雇主條件

及受僱者條件 

鬆綁來臺 
與定居規定 

• 本人簽證、居留 

• 依親親屬簽證、
居留 

• 永久居留(定居) 

• 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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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法規鬆綁與調適 

賦予企業 
經營彈性 

提高 
行政效率 

完備租稅 
法制環境 

推動綠能 
矽島發展 

促進金融 
產業發展 

優化創新 
創業環境 

放寬土地 
利用限制 

109 項 145 項 15 項 

18 項 7 項 

73 項 

60 項 

共計427
項 2017年10月-2018年12月 



•資料經濟下面對國際巨擘的挑戰 

 

 

•台灣企業數位轉型的決心與速度 

 

 

 

•主力產業與新創企業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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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未來課題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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