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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2019年行動支付普及率達 62.2%　再創新高
國發會表示，在政府努力下，2019年行動支付全面導入日常繳費、大眾運輸、觀光旅遊、校園生
活及民生消費等場域，商家與民眾也普遍接受手機支付方式，大幅增加使用量。根據資策會最新統
計，2019年行動支付普及率達 62.2%，再創新高，為台灣推動數位轉型奠定新的里程碑。行動支
付也不再是年輕人專利，去年國內中高齡族群 (46-65歲 )使用率皆逾 5成，其中 46-55歲中年族
群超過 7成，成長率居各年齡層之冠。

國貿局：2019年進出口創歷年次高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月6日表示，2019年全球經貿成長趨緩，但我國貿易表現相對穩健，出口3,293.4

億美元，進口 2,858.6億美元，均為歷年次高，其中出口雖衰退 1.4%，但減幅較韓國 (-10.3%)、新加
坡 (-5.2%)及日本 (-4.4%)為低，進口則成長 0.4%；另對美國、日本出口金額創歷年新高。為持續協
助企業布局全球，2020年將再推動持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強化新南向國家經貿鏈結、強化貿易夥
伴雙邊貿易關係、運用創新手法，協助廠商全球布局、興建會展設施及健全貿易秩序等六大工作重點。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布 2019年專利百大排名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布 2019年專利申請及公告發證統計排名，在發明、新型、設計三種專利申請
方面，本國法人由台積電以 1,333件四度居首，外國法人則由阿里巴巴 850件排名第 1；三種專利
獲證方面，本國及外國法人分別由友達光電 488件及應用材料 436件位列首位。

2019年商標註冊逾 8萬件　創 18年新高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布 2019年受理專利申請 7萬 4,652件，年增 2%，其中發明專利（年增 2%）
已連續 3年成長，設計專利上升 9%，新型專利則減幅縮小；商標註冊申請 86,794件，創 2001

年以來最高。本國人商標註冊申請件數，以第 35類（廣告、企業經營等）11,040件最多，第 43

類（餐廳、住宿等）、第 30類（咖啡、茶及糕點等）次之，分別為 6,620件及 6,235件；前五大
類別件數均成長 2%-6%不等。本國法人中，以統一企業（432件）最多，其次為台中市政府（360

件），是前 5大中唯一非企業法人。

2019年中國大陸財政收入同比增長 3.8%
中國大陸財政部2月10日發布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90,382億元，同比增長3.8%。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89,305億元，同比增長4.5%；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101,077億元，
同比增長3.2%。從主要稅收收入項目來看，2019年中國大陸國內增值稅62,346億元，同比增長1.3%。

金管會：2019年國銀海外據點年成長 18.37%　創歷史新高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2月 13日公布國銀在全球各區分、子行獲利情形，2019年國銀海外
分支機構稅前盈餘達新台幣 732.6億元，年成長 18.37%，創歷史新高；其中，國銀在香港據點因
放款利息及投資收益增加，續奪獲利王。按國家觀察，2019年累計稅前盈餘排名前 10名，依序
為香港 389.8億元、中國大陸 69.8億元、美國 61.1億元、日本 59.1億元、越南 33.2億元、新加
坡 32.3億元、束埔寨 27.3億元、英國 14.2億元、澳大利亞 13.9億元及加拿大 6.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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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半導體衰退　台灣 IC業產值逆勢成長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統計，2019 年台灣 IC 業產值達新台幣 2.66 兆元，年增 1.7%，表現
遠優於全球半導體產業衰退 12.1%。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協會統計，2019 年全球半導體銷售價量
齊跌，銷量減少 7.2%，產品平均售價也下滑 5.3%，總產值減少 12.1%。台灣半導體業 2019 年
表現相對亮麗。其中，IC 設計業產值 6,928 億元，年增 8%，表現最佳，受記憶體製造業下滑影響，
整體 IC 製造業產值 1.47 兆元，年減 0.9%。

2020年 1月中國大陸吸收外資 875.7億元人民幣　維持平穩增長
2020年 1月中國大陸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3,485家，實際使用外資 875.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4%，延續 2019年以來的平穩增長趨勢，主要投資來源地中，新加坡、韓國、日本投資同比分別
增長 40.6%、157.1%和 50.2%；「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東盟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分別增長
31.3%和 44.8%（含通過自由港投資數據）。

武漢市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揮中心急發新通告：出城解禁無效

中國大陸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在 2月 24日中午發布《關於加強進出武漢市車輛和人
員管理的通告》（第 17號），放寬部分車輛和人員可進出武漢市，滯留在武漢當地的外地人，
只要身體健康且無症狀，即可分批出城；而滯留在外地的武漢人，也可進城，但要堅持錯峰出城、
分批實施，適時安全有序原則。惟當日下午 3時許，隨即公布「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通告（第 18號）」，稱先前公布的第 17號通告，係市指揮部下設的交通防控組未經指揮部研
究和主要領導人同意發布，宣布該通告無效。

中國大陸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　嚴打濫食野味

為全面禁止和懲治非法野生動物交易行為，維護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
於 2月 24日表決通過「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
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明確規定全面禁止食用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
的陸生野生動物」以及其他陸生野生動物，全面禁止以食用為目的的獵捕、交易、運輸在野外環
境自然生長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

首家兩岸合資　全牌照證券公司落地廈門

首家兩岸合資全牌照證券公司―金圓統一證券有限公司獲批落地廈門自貿片區。根據「中國（福
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福建自貿試驗區掛牌成立後，即探索設立兩岸合資的全牌照證
券公司。福建自貿試驗區繼續探索兩岸金融政策先行先試，制訂「關於深化閩台金融交流合作的
若干意見」，推出 4個方面共 18條舉措；率先試點台資企業資本項目管理便利化政策；推動開
展 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政策試點，總投資約 4億美元，其中首期投資 1.6億美元。

因應新冠病毒疫情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三讀通過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立法院會 2月 25日三讀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規定經費上限為新台幣 600億元，而經衛生機關認定須隔離或檢疫者等，得申請「防疫補償」。
蔡總統在全案三讀不到 4小時內，在總統府三樓大禮堂火速簽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
困振興特別條例」，並經行政院長蘇貞昌和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副署，完成條例公布，開啟台灣
防疫紓困與振興的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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