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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臺灣全球招商論壇」在臺北舉行
經濟部舉辦「2020年臺灣全球招商論壇」 (2020 Taiwan Business Alliance Conference)，以「看見
臺灣新價值 新定位」為主軸，吸引近 400人出席，包括駐臺大使館、代表處、外僑商會，及知名
跨國企業高階主管共襄盛舉。外資前 8月投資臺灣金額已達 57.17億美元，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產
業地位領先，產業生態系日益擴大，持續吸引許多材料、設備等關鍵外商加碼投資，顯示臺灣仍是
外商持續看好的投資潛力股。經濟部部長王美花強調，臺灣產業聚落完整、人才素質優良、創新
能量充沛，加上臺灣半導體已為國際品牌大廠的重要夥伴，如 NVIDIA的 AI晶片、AMD最先進的
CPU、Qualcomm及 Apple的手機晶片等都是來自於臺灣半導體產業，在臺灣產業與國際高度緊密
連結下，吸引國際大廠持續加碼臺灣。

總統國慶演說：符合對等尊嚴　願促成兩岸有意義對話

蔡英文總統出席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9年國慶大會，發表國慶演說時針對兩岸議題表示，
面對兩岸關係，臺灣不會冒進，也會堅守原則，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是兩岸共同的利益；臺灣有
決心維持兩岸的穩定，但這不是臺灣可以單方面承擔，而是雙方共同的責任。現階段兩岸當務之
急，是本於相互尊重、善意理解的態度，共同討論和平相處之道、共存之方；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
解對立，改善兩岸關係，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臺灣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這就是臺灣
人民的主張，也是朝野政黨的共識。

青島現新冠肺炎本土病例　已實施全市民眾核酸檢測

中國大陸青島市檢測發現 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及 6例無症狀感染者，疫源疑與青島市胸科醫
院高度關聯。青島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於 10月 11日宣布，在 5天內對全市民眾進行核酸檢測。青
島市傳出疫情後，引起中國大陸其他省市高度關注，部分外地城市隨即發布「如非必要，近期勿前
往青島」的警示。

「第 3屆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在杭州舉行
「第 3屆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在浙江杭州舉行，論壇聚焦兩岸青年交流合作、共謀發展，兩
岸青年就共同對抗疫情、發展數字經濟、支援青年創業等議題廣泛的交流，取得積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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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出口管制法」

中國大陸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出口管制法」，將於 12 月 1 日生效。條文中明定任何國家或者地
區濫用出口管制措施危害大陸國家安全和利益者，中國大陸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該國或地區採取對
等反制。該法對出口管制範圍、管制制度、管制措施及加強國際合作等都作出明文規定。大陸政府
將根據法律規定，進一步改善並適時推出管制清單。他指出未來將積極推動「出口管制法」相關配
套法規的立法工作，確保有效實施「出口管制法」所確立的各項制度。

「第 23屆京臺科技論壇」在北京視訊舉行
「第 23屆京臺科技論壇」首度以視訊連線方式在臺北、北京同時開幕，本屆論壇圍繞打造兩岸產
業鏈、共創發展新局面為主題，聚焦兩岸產業鏈、新基建、金融合作等領域，為臺北、北京經貿合
作、科技創新、產業融合增添新動能，攜手發展創造新機遇。

「2020京臺金融合作論壇」在北京視訊舉行
「2020京臺金融合作論壇」在北京舉行，本屆論壇以「兩岸金融市場 /新合作 /新機遇」為主題，
圍繞加強兩岸金融合作，提高金融產業合作水平和創新能力，支持兩岸產業鏈合作發展等重點，在
推動兩岸企業克服疫情影響、共度難關、恢復發展等方面展開討論。由於受疫情影響，2020年的
論壇採用視頻會議方式對接貫通，設臺灣和北京兩個會場，共百餘位兩岸金融和企業界的人士出席
了會議，參會嘉賓來自銀行、證券、保險、基金、金融科技等多個領域。

「2020中小企業商機媒合交流會」在臺北舉行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未緩，生技醫療產業的發展成為全球關注議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 10月 21

日舉辦「2020中小企業商機媒合交流會」，鎖定生醫主題，邀請 15家創新研發型企業，展出醫
療器材、檢測平臺、應用生技等領域具未來潛力的應用產品，加強異業合作，超前布署全球商機。
會中就全球產業趨勢的觀察，以「後疫情時代生技醫療發展趨勢與契機」進行專題演講，分享布局
國際市場。

「第 26屆 APEC中小企業部長會議」視訊舉行
「第 26屆 APEC中小企業部長會議」10月 23日以視訊方式舉行，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祺以「常
疫時代之中小企業數位化策略」為題發表視訊演說，向會員體分享我國因應疫情造成中小企業發
展，透過公私協力，建構有利中小企業發展之穩定環境，創造商機邁向永續、包容性成長。本屆會
議主題為「航向新常態：透過數位化、創新與科技重啟並振興微中小企業」，聚焦「減緩武漢肺
炎 (COVID-19)疫情影響之最佳實踐」及「數位化微中小企業以實踐包容及永續性之新常態」等兩
大議題，美國、馬來西亞、紐西蘭、泰國、越南等多個經濟體分別分享其紓困與振興措施與經驗，
協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並創造商機；而我國則與日本、韓國等經濟體，就數位科技在新常態時代扮
演的關鍵角色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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