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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出席「2015全球招商論壇」
據總統府9月2日新聞稿，馬英九總統出席「2015全球招商論壇」

說明台灣具有「高效率的產業聚落」、「強大創新研發能力」、「高品

質投資環境」與「友善便捷生活環境」等四大利基優勢，並盼跨國企業

持續加碼投資台灣，共創雙贏局面。

總統以英語致詞時指出，這是他第5次出席經濟部舉辦的「全球招

商論壇」。過去12年來，「全球招商論壇」已成功吸引600餘家跨國企

業來台投資，成為我國全球招商的指標性活動。

近年來，為與國際經貿更緊密連結，政府除推動洽簽雙邊自由貿易

協定（FTA）外，並自去（2014）年起整合跨部會資源，積極努力爭取

台灣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目前，許多美國政府資深官員均已公開表示歡迎我國加入

TPP，而美國務院亞太助卿羅素（Daniel Russel）更曾表示美方將認真

考慮（give serious consideration）台灣成為TPP的候選成員。

總統進一步指出，TPP與RCEP成員與我國的貿易總額，分別占我國

出口金額的35％及57％，扣除雙方重疊的7個國家，合計高達70％，充

分顯示我國加入這兩大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的重要性。台灣具有「高效率

的產業聚落」、「強大創新研發能力」、「高品質投資環境」與「友善

便捷生活環境」等四大競爭優勢，是外商投資的不二選擇。

 

經濟部組團赴歐洲招商

據經濟部9月12日新聞稿，為帶動產業升級，經濟部今年特別盤點

產業發展需求，鎖定美歐日可填補我產業鏈缺口之關鍵技術擁有者，積

極招商。鑒於歐洲係我國來台投資最大來源地，為加速歐商來台投資的

腳步，經濟部今年特別提高招商層級，由沈次長榮津於9月13日至9月

22日率「2015年經濟部歐洲招商團」前往歐洲地區招商引資。

本次招商團洽訪德國、瑞士及芬蘭等地，三地皆為歐洲重要的製造

基地及創新中心。其中德國為歐洲的經濟中心，在生技製藥、特用化

學、機械設備及物流等產業，執世界之牛耳。瑞士地區則屢次被世界經

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國家，在精密機

械、鐘錶、電子產品等產業，極具創新力量。芬蘭則為世界通訊及智慧

城市等產業之發展重地。

沈次長9月21日及22日出席「2015台瑞（典）經貿諮商會議」及

「第31屆台瑞民間經濟合作會議」，拜會全球電力和自動化技術大廠

ABB、國際空壓機大廠Altlas Copco及太陽能電池技術領先廠商Exeger，

利用官方諮商會議向瑞方爭取支持臺歐盟洽簽投資協議（BIA），鼓勵

台瑞（典）中小企業透過歐洲經貿網（EEN）加強合作，有效協助業者

拓展北歐市場，創造台瑞（典）產業未來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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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貨品貿易協議第11次協商在北京舉行
據經濟部9月30日新聞稿，ECFA貨品貿易協議第

11次協商於今年9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我方由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楊局長珍妮、工業局吳局長明機偕

農委會、陸委會及海基會等單位代表出席，陸方則由

中國大陸商務部台港澳司孫司長彤偕財政部、國台

辦、工信部、發改委及海協會與會。

本次協商，雙方再度重申加速貨品貿易協議協商

之決心，盼能於今年年底完成。雙方就市場開放原則

進一步交換意見，包括雙方出價及要價平衡；市場開

放應以雙方產業合作、互補及互惠為目標；雙方市場

開放內容，宜避免第三方搭便車；另宜考量雙方產業

市場開放可能對兩岸相關產業之衝擊等原則。雙方依

前述原則討論各自關切產品，並就我方要求之中小企

業及傳統產業，以及面板、汽車、石化、工具機等我

方具出口利益等項目，檢視產業利益情況。

有關下次協商，雙方均有意願儘速舉行，具體安

排將由雙方聯繫確認。

國銀在陸擴展分支機構及獲利情況穩定

據金管會9月10日新聞稿，截至本年9月10日

9月2日，馬英九總統

出席「2015全球招商

論壇」。

子行係於今年3月經陸方核准籌建。另中國信託亦已

於今年8月經金管會核准收購信銀國際100%股權，

國銀在大陸地區之營運據點持續穩定成長；在營業據

點分布部分，國銀在開放赴大陸地區設立分支機構之

初期，主要集中於上海及台商密集之蘇州、東莞及昆

山等地區，近來隨著國銀對大陸地區市場已逐漸熟

悉，國銀赴大陸地區之布局亦逐漸擴大至福建、南

京、成都、青島、天津、寧波、武漢等地。

國銀在大陸地區已開業分支機構（含分行、支行

及子行），在資產規模部分，由2014年7月底之新台

幣（下同）4,955億元，成長至2015年7月底之6,533

億元，另今年1至7月底之稅後淨利約33.48億元，較

去年1至7月平均成長約10%。其中在分支行方面，

放款餘額約1,227億元、存款餘額約347億元，獲

利（稅後）約21億元，逾放比率為0.22%。在子行

方面，放款餘額約1,464億元，存款餘額約2,293億

元，獲利（稅後）約12億元。近年來，國銀在大陸

地區營業據點之資產規模、業務量及獲利狀況均持續

穩定成長。

今年1月1日起實施之大陸地區「外資銀行管理

條例」修正規定（縮短外資銀行在大陸地區設立分行

止，本國銀行赴大

陸地區的營業據點

已達52家，包括

24家分行、10家

支行及2家子銀行

（下設3家分行及

13家支行），並

有1家子行、10家

分（支）行刻正籌

建，其中玉山深圳

©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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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等待期及修改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申請經營人民幣

業務的條件），加速本國銀行在大陸地區分行辦理人

民幣業務之進度。截至目前為止，13家本國銀行在

大陸地區的24家分行已有17家獲准並正式開辦全面

性人民幣業務（其中10家為適用上開修正後規定開

辦者），另有2家分行亦申請中。

 

2014年台灣中小企業發展持平
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9月 1 5日新聞稿，本

（2015）年度《中小企業白皮書》資料顯示，2014

年台灣中小企業家數、銷售額、就業及受僱人數皆較

2013年略有成長。其中，中小企業家數在2014年創

歷年新高紀錄，達135萬3,049家，占全部企業家數

的97.61%；中小企業就業人數有866萬9千人，也有

成長，占全國就業人數78.25%，台灣中小企業提供

了大量就業機會，為台灣經濟發展之重要根基。

2 0 1 4年中小企業的銷售額為新台幣 1 1兆

8,398.68億元，占全部企業銷售額的29.42%，較

2013年增加4.58%；其中，中小企業的內銷額為10兆

3,450.95億元，占全部企業比率34.46%，較2013年增

加4.52%，出口額為1兆4,947.73億元，占全部企業比

為期讓台灣中小企業再展活力，《2015年中小

企業白皮書》提及台灣中小企業應掌握生命週期各階

段發揮「創業、創新」的精神，形塑促進產業發展的

「創新活力」微型企業經營模式，並且達成以「傳承

接班」帶動「經營轉型」的新挑戰目標，使其成為驅

動台灣經濟永續成長的活力泉源。其中，以小促大的

新型態微型創業的政策內涵包括「促進微型企業對網

路的使用，增強競爭力」與「加速股權式群眾募資建

置，形成多層次的籌資市場」等；而我國中小企業如

何以「接班轉型」達成再成長目標，其重點內涵則包

括「盤點中小企業傳承接班狀況，提供接班規劃諮詢

或媒合專業經理人才，創造中小企業永續發展契機」

與「強化中小企業新世代經營之異業合作機制，導引

接班轉型朝向『專業化』、『品牌化』與『國際化』

方向發展」等。

 

8月我國出口續呈兩位數下跌
據財政部9月7日新聞稿，今年8月我國海關進出

口資料，8月出口減14.8%（239.3億美元）；進口減

16.7%，出超為今年以來首次衰減，減3.6%。由於

去年8月出口（280.7億美元為當年最高值）基期較

©彰化銀行

隨著國銀對大陸地區市場

逐漸熟悉，赴陸布局亦擴

散各地。圖為4月20日彰

化銀行董事長張明道（左

二）率領高階主管親赴福

州主持分行揭牌儀式。

率14.62%，較2013

年增加4.95%。另

外，2014年新設中

小企業家數為 9萬

3,968家，其中以服

務業為大宗，占全部

新設中小企業比率

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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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國際油價仍屬偏低，以及電子產品去庫存化持

續，使今年8月出口持續下滑，與韓國8月出口減幅

相當（減少14.7%）。累計1∼8月出口1,898.9億美

元，下滑8.8%（減少182.7億美元），進口1,565.6

億美元，縮減15.5%，出超成長45.4%。

8月我對其他主要出口市場均為負成長，除對美

出口（減少6.0%）外，對大陸、日本、東協6國及歐

洲出口皆呈2位數衰減。

針對今年出口不佳情勢，經濟部採行下列措施：

(一)	下半年新增辦理至少30項拓銷活動，並研擬放

寬買主來台採購標準，以鼓勵專業外商來台與我

國廠商進行貿易媒合。

(二) 透過實體活動搭配虛擬通路方式，加強服務業推

廣、食品拓銷以及運用電子商務行銷。

(三) 首次以多元創新行銷方式，包括開拓日本大型貿

易商社、印尼大型流通網絡以及創新聯合海外行

銷等，協助我商拓展新興市場。

(四) 為協助廠商掌握及因應國際綠色商業模式發展趨

勢變化，刻正進行相關研究，期透過上述多元管

道，逐步提升我出口動能。

(五)	為提供廠商取得出口所需融通資金以及降低融資

成本，經濟部與輸銀合作，提供「強化出口貸款

方案」，今年核准件數較去年成長56.25%，核

准金額亦較去年成長87.63%。

 

行政院續推「經濟體質強化措施」

據經濟部工業局9月8日新聞稿，由於全球經濟

成長不如預期，影響我國近期出口表現，為提升經濟

動能，行政院於今年7月27日提出「經濟體質強化措

施」，針對產業競爭力提升及擴大出口動能部分，已

推動「產業鏈智慧化（生產力4.0）」、「鞏固五大

主力產業競爭優勢」及「打造整廠／系統整合出口旗

艦」等三措施，並納入未來一年重點推動措施，

1. 推動產業鏈智慧化（生產力4.0）：挑選領航產業

如電子資訊、精密機械、紡織、零售、物流、生技

及精緻農業等，推動產業數位化及智慧生產，協助

產業創新。

2. 鞏固主力產業競爭優勢：選訂具國際競爭力及受中

國大陸自主供應鏈威脅的五大主力產業（半導體、

面板、車輛、機械、紡織）全力輔導。

3. 打造整廠／系統整合出口旗艦：短期積極推動10

個整廠（案）輸出（如ETC、LED、智慧校園等）

／系統整合（如Ubike、物流、醫療管理系統等）

出口旗艦，全力提高輸出效益。中長期將建置孵育

機制，培育新興系統整合產業輸出。

台灣整體經濟基本面仍處於淨出超的穩健狀態，

然從中長期觀點來看，仍須從加速產業升級、加強投

資力道以及提升出口競爭力等方面努力，未來一年將

持續推動上述措施，透過產業結構的轉型，以改善我

國產品競爭力，提升我國出口動能。

行政院「全球競才方案」啟動全球攬才

據行政院9月16日新聞稿，在全球化、知識經濟

發展趨勢下，國際間人才移動可視為全球技術與知識

交流的媒介，惟近年來我國面臨各國競逐人才、企業

人才挖角日益嚴重，以及工作年齡人口於今年達高峰

後，未來將逐年以平均每年18萬人減少等問題。為

吸引、留用優秀外籍高階人才，協助我國經濟轉型、

創新，進而帶動國人就業，「行政院強化競才策略推

動小組」規劃「啟動全球攬才－建立網實整合全球攬

才服務中心」、「啟動全球攬才－整合建立海外人才

網絡」、「提高我國競才條件」及「建構友善留才環

境」等四大策略，擴大向國際搶才。

「全球競才方案」建立我國國家層級單一網路平

台「Contact Taiwan」，提供互動式媒合外國人才來

台服務，以及來台工作及相關生活問題的線上諮詢，

預計於今年12月啟用。第1季推動重點包括：為使我

國向全球攬才有目標性、針對性，並因應國家及產業

發展需求，由經濟部篩選出10大重點攬才領域，有

系統鎖定「生產力4.0」、「智慧系統整合應用（含

大數據、物聯網及雲端）」、「生技新藥及醫療器

材」、「再生能源」、「5G及行動通訊」、「高階

製程設備」、「先進電子零組件（含IC設計、製造、

封測）」、「產品及使用者經驗發展」、「創新前瞻

研究發展」、「國際金融服務」等，將結合各產業公

協會力量，延攬目標國家之特定產業關鍵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