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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碩回台投資 149億　台商回台逾 3千億元
據自由時報 5月 23日報導，貿易戰加劇台商回台腳步增快，

經濟召開「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第 18次聯審會議審查
通過和碩、凌華、瑞智等 6案，總金額超過 221億台幣；目前台
商回台已通過 61家、3,100億，超過 3萬個就業機會。經濟部長
沈榮津表示，預計今年台商回台整體可上看 6,000億。

經濟部表示，和碩是中國大陸對美出口前 10大台商之一，
也是全球第 2大電子代工廠，因美中貿易戰積極調整產能、加強
垂直整合分散風險。和碩回台除加速在關渡興建研發中心，也在

新店購入廠房，生產物聯網感測器等高附加價值產品。未來不但

提高台灣製造比重，也將台灣定位為設計、製造、服務三合一大

本營。本次投資達 149億元，可增加逾 1,000人就業機會。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實施　用電大戶購綠電需求增

據聯合報 5月 3日報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 5月
1日公告實施，經濟部將建立綠電自由交易市場，滿足產業界購
買綠電需求。

經濟部長沈榮津表示，已先請台電依修正後的「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儘速修正相關合約，使未來新加入業者可以在躉購及直

供轉供制度間自由轉換，同時就過去已簽約的案件研議合理的解

約作法，近期會就相關執行細節再釐清。

沈榮津表示，綠電需求可能來自法規要求、環評承諾、產業

綠色供應鏈要求或企業社會責任，工業局將邀相關產業公協會及

廠商進行需求盤點。在供給面部分，將指示台電分別針對再生能

源業者的簽約、併網及取得電業執照等不同時間點，盤點裝置容

量及發電量，確保業者未來可以買到所需綠電。

經濟部次長曾文生補充，全球環保意識抬頭，暖化問題受重

視，未來要把產品賣到國際，就要採用一定比例的再生能源，政

府已規畫 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 20%目標，未來綠能科技
就業機會必逐年增加。

沃旭確定留台　再投 1,600 億創離岸風電產業鏈

據經濟日報 5月 2日報導，離岸風電開發商沃旭（Ørsted）
宣布對台做出「最終投資決定」，陸域工程將於 5月動工。沃旭
承諾，西門子歌美颯（Siemens Gamesa）的風機機艙組裝廠提前
於 2021年設在台灣。沃旭並將出資 6,000萬元，成立產業輔導
基金，擬委託金屬中心執行，輔導次級供應商、協助供應商培訓

電焊人才，加快台灣的供應鏈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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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旭大彰化東南及西南第一階段離岸風場

位於彰化縣外海距岸 35至 50公里處，總裝置
容量達 900MW（百萬瓦），預訂 2021年併聯。
沃旭將投資 1,650億元，並配合經濟部國產化
政策，從風機塔架、水下基礎、電力設施、船

舶製造、海事工程到機艙組裝等，形成沃旭產

業鏈，包括中鋼旗下興達海洋、台朔重工、台

船、世紀鋼、星能、華城、穩晉等。

2019 台北國際電腦展登場　聚焦高效運
算、5G、AI等應用

據經濟日報 5月 27日報導，2019年台北
國際電腦展於 5月 28日登場，今年全球半導
體大廠齊聚台灣，包括：超微、英特爾、安謀、

輝達、英飛凌、高通、聯發科等，各家開幕演

講及展前記者會主題圍繞在高效能運算、5G、
AI及智慧應用等，不難看出半導體產業下半年
及明年產業趨勢為何。

處理器大廠英特爾、超微的高層主管今年

均來台共襄盛舉，其中超微總裁暨執行長蘇姿

丰（Dr. Lisa Su）親自擔任展前開場主講人，此
次主題聚焦新世代高效能運算，探討高效能運

算技術的發展與產業布局。

兩大手機晶片廠高通與聯發科不約而同

均聚焦於 5G發展，高通將分享業務發展及最
新 5G進展。而全球矽智財大廠安謀今年展前
記者會及論壇以 5G 及 AI 世代運算的創新技
術與應用主題，講解超越摩爾定律，如何突

破運算極限。

輝達持續看好 AI應用，今年展前會向媒
體展示最新 AI、深度學習與電競等技術與產
品，讓外界瞭解 AI如何促進醫療保健與自動
駕駛產業革新。

勞動部鬆綁　責任制月薪門檻降至 15萬
據中央社 5月 10日報導，勞動部日前預

告將月薪新台幣 20萬元以上監督管理人員納
入責任制，後又下修門檻至月薪 15 萬元以

上，5 月 10 日勞動部法規會審議通過，於 5
月 28 日至 6 月 10 日進行預告，估計影響 3
萬 8,000人。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司長謝倩蒨

表示，在預告期間包含美國商會、部分中小企

業都建議薪資門檻 20萬元應該調降，加上考量
未來勾稽比對實際薪資的實務狀況，除了薪資

清冊外，新制勞退提繳級距最高也是 15萬元，
有相關資料利於未來縣市政府查證，因此將門

檻訂為 15萬元。
謝倩蒨強調，要符合提案可納入責任制

有 2個條件，包含每月經常性薪資達 15萬元
且擔任監督管理人員，後續核備也必須符合程

序才能適用。根據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50
之 1規定，所謂的監督管理人員是指受雇主僱
用，負責事業之經營及管理工作，並對一般勞

工之受僱、解僱或勞動條件具有決定權力之主

管級人員。

產能回流　4月對美出口大增二成
據經濟日報 5月 7日報導，受美中貿易戰

影響，部分台商產能移回國內，從財政部發布

的 4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觀察，對美國
出口年增率達二成一，是近 8年以來單月次高
增幅，反觀對中國大陸與香港出口值則來到 99
億美元，是近 2年來首度單月低於百億美元水
準，減幅 8.8%。
財政部統計處長蔡美娜指出，4月主要出

口市場僅對美國獨強，出口值 36億美元，年增
21.5%，是 2011年 8月以來次高增幅，也是連
續 31個月正成長，創下最長成長周期，反映
美國經濟基本面良好，以及台商將產能移回國

內。對美出口單月最高增幅就出現在今年 3月，
年增 25.6%，出口值 39.3億美元。
對大陸與香港出口下拉力道相對較大，

4 月出口陸港 99億美元，剔除春節因素，是
2017年 6月以來首度低於百億美元，也是連
續 6個月負成長，對陸港出口構成比也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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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是近 14年來次低。
對於出口至美國持續成長，但出口至陸港

衰退；蔡美娜表示，有可能是台商將生產基地

移回台灣，對美國出口有加分作用，對大陸難

免會有減分，但不是單一因素，還包括大陸本

身經濟表現，應是多重因素交互影響結果。

4月景氣呈黃藍燈　領先指標連四升
據經濟日報 5月 27日報導，國發會公布 4

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 21分，較 3
月增加一分，燈號續呈黃藍燈；國發會表示，

景氣領先指標已連續四個月上升，增速亦漸快，

但同時指標仍持續下跌，雖然跌幅漸縮，但構

成指標均見下滑，顯示須密切關注後續變化。

外需方面，雖然人工智慧、物聯網、車用

電子、5G通訊等新興商機持續發展，且轉單效
應及台商回流提升國內產能，將挹注部分出口，

但由於美中貿易緊張情勢升溫及政策不確定性

升高，OECD與聯合國等機構均下修今年全球
經貿成長展望，並認為美中未來若長期調高關

稅，恐使全球經貿進一步放緩，加上全球金融

市場波動加劇與金融脆弱性提升、地緣政治風

險等，對國內景氣影響仍須留意。

展望未來，半導體設備進口值連續四個月

呈雙位數成長，首座離岸風場 5月已開工，建
築物開工樓地板面積也持續增加，加上台商回

台投資核准累計投資金額已逾 3,100億元，全
球科技大廠陸續加碼投資台灣，均將帶動民間

投資。

另外，政府執行公共建設進度符合預期，

將持續加強管控加速執行，以進一步提升國內

投資動能。此外，政府優化所得稅制，並提出

國內旅遊及節能家電汰舊換新補助措施，亦可

望激勵消費。

2018年製造業研發費　近 5年新高
據聯合報 5 月 6 日報導，經濟部統計處

指出，我國製造業上市櫃公司去年研發支出

4,262 億元，為近 5 年新高，年增 3.4%；

其中以台積電研發支出 849億元排名第一，
占我國製造業上市櫃公司研發支出近 2 成。
其餘依序為聯發科的 264 億、群創 113 億、
緯創 112 億及鴻海的 100 億元。

經濟部統計指出，我國製造業上市櫃

公司研發投入，主要集中在電子零組件業

及電腦、電子產品、光學製品業兩大產業。

這兩大產業去年研發支出合計 3 ,579 億
元，占我國製造業上市櫃公司去年研發支

出的 8 成 5。
統計顯示，去年電子零組件業研發投

入持續增加至 2 , 4 7 4 億元，占整體製造
業上市櫃公司研發支出的 5 8 %，該產業
研發支出占營收比重達 6 . 6 %。其中代表
性企業是台積電，去年研發投入高達 8 4 9
億元，年增 6 . 3 %，研發占營收比率也提
升至 8 . 3 %，顯示台積電持續朝高技術製
程布局。

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續揚　7大產業呈現擴張
據中央社 5月 2日報導，中經院發布 4月

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NMI）為 55.6%，已連
續 2個月呈現擴張，不過非製造業 8大產業
中，住宿餐飲業明顯態度保守，其餘 7大產業
均呈現擴張。

4月經季節調整後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續揚至 51.7%，是 2018年 11月以
來首次呈現擴張，NMI則連續2個月呈現擴張，
4月指數續揚 2.3個百分點至 55.6%，為 2018
年 8月以來最快擴張速度。
進一步觀察非製造業 8大產業 NMI，除了

住宿餐飲業回報緊縮，其餘 7大產業均呈現擴
張，又以資訊暨通訊傳播業、金融保險業、教

育暨專業科學業的 NMI指數逾 60%，擴張速
度較快。

觀察其他非製造業，中經院院長陳思寬指

出，4月營造暨不動產表現不錯，未來 6個月
展望也達 60.9%，主因是 4月房地產交易比預
期好，公共工程招標也增加，拉抬廠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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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於 2018年以
173 場次會議，
躍升亞洲第五大

會議國。

2018年全球及亞洲國家排名

陳思寬表示，整體而言，內需市場沒有以

前悲觀，消費信心也有回溫，但市場競爭激烈，

業者向中經院表示，必須持續創新、改變，才

能刺激消費。

台灣躍昇亞洲第五大會議國

據聯合報 5 月 14 日報導，全球最具
規模且最專業的會議組織「國際會議協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 ICCA）」13日公布 2018年全球
協會型國際會議場次排名，我國以歷年來最高

場次 173 場，躍昇為亞洲第 5，全球排名也往
前推進 10名，排名全球第 23。
經濟部貿易局指出，政府與民間攜手努力

下，我國 2018年舉辦協會型國際會議場次數
比 2017年增加 32場，成長幅度近 23%，充分
展現台灣吸引國際會議之魅力與能量，促成更

多外國人士來台，增進我國的國際能見度，更

帶動經濟及觀光成長。

貿易局表示，會展產業不僅可帶動觀光、

交通、專業服務等周邊產業發展，也是行銷我

國優良產品及國家形象的重要平台，因此積極

推動我國會展產業發展，吸引會展活動在台舉

辦，除了興建大型會展設施，例如今年落成啟

用的台北南港展覽館 2館及坐擁港灣特色 的高
雄展覽館等，也設置專業窗口提供全方位會展

行政服務，並因應各種不同需求，與公協學會

及業者共同籌組競標小組，爭取國際會議來台

舉辦，並連續 7年與 ICCA合作辦理研習營，
協助各縣市政府及國內非政府組織提升國際會

議競標能力。

2018 年全球國際會議場次國家排名
全球
名次

亞洲
名次

國家
會議
場次

7 1 日本 492

8 2 中國大陸 449

12 3 韓國 273

21 4 泰國 193

23 5 台灣 173

28 6 印度 158

31 7 新加坡 145

33 8 馬來西亞 134

34 9 香港 129

36 10 印尼 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