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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前往瓜地馬拉及貝里斯訪問

據總統府3月13日新聞稿指出，馬英九總統13日上午啟程前往瓜地

馬拉及貝里斯兩友邦訪問，登機前致詞表示，此次出訪是應瓜地馬拉總

統莫拉雷斯（Jimmy Morales）、貝里斯總理巴洛（Dean O. Barrow）

及中美洲議會議長阿瓦拉多（Jose Antonio Alvarado）的邀請前往訪

問，此行訪團將首度在美國南部過境，去程經美國休士頓，回程經洛杉

磯，預定於3月19日下午返抵國門。

總統表示，台灣在拉美與加勒比海地區共有12個邦交國，其中瓜

國人口1,580萬，是台灣在拉美的第一大邦交國、全球第二大邦交國，

地位重要。此行是馬總統首度與今年剛上任的總統莫拉雷斯會面；總統

也提及，他也會在中美洲議會發表演說，議長阿瓦拉多是他在哈佛的同

窗，議會成員均係中美洲各國資深政要治人物，包括卸任元首、副元

首、總理和政要等，台灣在東加勒比海的三個友邦聖露西亞、聖文森及

聖克里斯多福的總理也將專程前來貝里斯與他會面。因此，此行雖然只

拜訪2個邦交國，但將與10個邦交國的多位元首、總理與政要進行交流

互動，對鞏固邦誼至關重要。

總統重申，即便再過兩個月他將卸任中華民國總統，但「政府沒有

看守期，外交更沒有空窗期」，鞏固與友邦的邦誼是總統的重要職責，

因此他就任後來持續稟持「勤能補拙、熟能生巧」的原則，在對外關係

上「全力以赴，為所當為，始終如一」，為台灣人民謀求最大利益。

談及台灣外交成果，總統表示，這8年來，政府揚棄過往的「烽火

外交」與「支票簿外交」，採取務實、靈活、有彈性的「活路外交」，

努力在國際上扮演「和平締造者」與「人道援助者」的角色。前任政府

執政8年期間，台灣一共與9個邦交國斷交，雖然增加3個，但還是少了

6個，「得跟失之間差距非常大」；7年多來，政府與所有邦交國的關

係都非常穩定，雖然有甘比亞片面宣布斷交的遺憾，但這是甘國總統個

人的決定。

總統進一步指出，過去8年的外交預算總共是2,246億元，比前任

總統8年約2,409億元減少約新台幣163億元，平均每年少20億。「預算

變少了，可是工作成果變多了。」政府在外交工作上的努力與成果，

也贏得友邦與國際間的尊敬，得到161國家或地區免簽證或落地簽證的

待遇，擺脫了「麻煩製造者」的負面形象，努力扮演「和平促進者」及

「人道援助提供者」的角色。

最後，總統表示，這趟旅程的飛行里程預估約3萬公里，路途雖然

遙遠，但相信只要能帶著誠意、懷著善意，必將拉近台灣與拉丁美洲地

區友邦的距離，增進彼此的情感並鞏固邦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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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出口管制會議　3月9日華府登場
據中時電子報3月7日報導，國貿局表示第

10次台美出口管制會議（Taiwan-U.S. Gameplan 

meeting），於3月9日至10日在美國華府舉行，這是

台美討論出口管制議題的重要對話平台，有助強化台

灣貿易安全，並進一步尋求台美更緊密雙邊合作關

係。

本次會議，由國貿局主秘陳永章率團出席，外交

部、內政部移民署、法務部調查局及財政部關務署均

派員與會。討論主題包括執行成果檢討、出口管制經

驗分享、訓練計畫、企業內部管控制度、全球性議

題、案例探討、無形技術移轉、國際出口管制組織現

況等議題。

國貿局表示，台灣為高科技產品的重要輸出國之

一，包括資通訊及精密機械等重要產業，已是全球價

值鏈重要一環，政府與企業必須合作做好「戰略性高

科技貨品」出口管制，除履行國際合作及協定外，也

有助於自歐美高科技國家持續引進所需的先進科技。

近年來台灣與美國、日本、韓國、以色列、澳洲

等國家及澳洲集團（AG）、國際原能總署（IAEA）

等國際組織密切交流，持續強化台灣貿易安全與出口

管控能力。

國貿局指出，透過台美出口管制會議，台灣得瞭

解國際間反武器擴散最新進展，及各項執行措施。本

次會議將請美國持續與我方合辦戰略貿易管控研討

會，及繼續協助辦理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辨識及海空貨

運櫃及旅客查緝等訓練課程。

鼓勵中小企業創新研發　經濟部通過25項
補助計畫

據經濟部3月8日新聞稿指出，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日前召開「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審議

馬英九總統於當地時間3月16日搭乘專機轉赴貝里斯訪問，貝國總督楊可為（Colville Young）陪同

馬總統步上紅地毯接受兩旁禮兵致敬，表達對我訪問團的誠摯歡迎。

©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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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通過25項補助計畫，預估將可帶動廠商投入

研發經費逾新台幣6,330萬元，並誘發中小企業投入

更多研發人力，促進研發人才的培育及研發能力的累

積。

中小企業處表示，此次審議通過的計畫涵蓋民生

化工領域有3項、生技領域4項、服務領域7項、資通

領域3項、電子領域2項及機械領域6項。

其中由太普高精密影像、佳篁印刷、鴻順印刷股

份有限公司聯盟所提的「國內首創綠色環保CTP印刷

版材製程聯盟研發計畫」，擬開發印刷製版之感光材

料配方、鋁板表面處理與感光塗佈技術，製備環保

CTP印刷版材，來取代傳統PS版或正型CTP版材，以

改善印刷廠有機溶劑與廢水問題，產品具綠色環保與

市場潛力。 

春樹科技提出的「以FM-Pool大數據為核心的智

慧行銷研發計畫」，則擬將FM-Pool大數據分析結果

運用到智慧行銷，建立店家可自行運用的LBS CRM服

務O2O模式，讓網路行銷活動更精準有效，提高店家

來客率及營業額，具有市場利基。

依經濟部統計，SBIR計畫自1999年2月開始推動

至今，累計通過執行6,052件創新研發計畫，政府投

入補助金額逾新台幣106億6,505萬元，並帶動中小

企業投入研發經費近新台幣204億2,255萬元，對於

提高台灣中小企業技術水準、提升台灣產業之競爭力

及傳統產業之升級轉型有相當之助益。 

台灣積體電路實力強　在美進口排第二

據經濟部統計處3月7日新聞稿指出，經濟部統

計處公布台灣電子產品在美國進口統計資料，2015

年台灣以65.6億美元，6.8%的市占率，居美國市場

電子產品進口第4位，僅次於大陸（占29.8%）、墨西

哥（占19.1%）及馬來西亞（占14.5%）。台灣電子

產品中又以「積體電路」最具競爭力，去年美國進口

台灣積體電路36.8億美元（占12.8%）排名第2，僅

次於馬來西亞的106億美元（37%）。但統計處也指

出，與2014年相較，2015年台灣電子產品在美國進

口市場減少8.6億美元，年減11.6％，也是2009年金

融海嘯以來的首度衰退。

經濟部統計處指出，2015年台灣電子產品在美

國進口市場以積體電路36.8億美元（占56.2%）最

多，磁片磁帶固態儲存裝置11.7億美元（占17.9%）

次之，發光二極體6.1億美元（占9.3%）居第3，

印刷電路3.7億美元（占5.7%），監視器投影機

及電視機2.2億美元（占3.4%），各種天線及電視

基座等零件1.9億美元（占2.9%）。與2014年比

較，2015年台灣電子產品在美國進口市場減少8.6

億美元（-11.6%），是2009年金融海嘯以來首度

衰退，主因監視器投影機及電視機減少4.4億美元

（-66.8%），發光二極體因太陽能電池受美國課徵

反傾銷稅致減少3.9億美元（-38.9%），占最大宗的

積體電路也減少2.8億美元（-7.1%），主要因DRAM

減1.8億美元（-22.5%），而磁片磁帶固態儲存裝置

則增加2.9億美元（+32.6%）。

經濟部統計處分析，2015年美國進口積體電路

金額為286.7億美元，前7大進口國皆來自亞洲，以

馬來西亞106億美元，占37.0%最多，台灣36.8億

美元，占12.8%居次，越南跳增至24.7億美元，占

8.6%居第3位，大陸19.8億美元，占6.9%居第4位，

除了馬來西亞及越南因美商回銷等因素外，台灣積體

電路競爭力優於其他國家。

2月外銷訂單年減7.4%　減幅縮小
經濟部統計處3月21日新聞稿指出， 2月份外銷

訂單為276.7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減少22.2億美元，

年減7.4％。經濟部評估，3月接單金額可望優於2

月，但今年第一季外銷訂單年成長率仍將是負數。

統計處長林麗貞指出，由於全球經濟成長動能不

足，油價、鋼價低檔盤旋，導致2月份傳統貨品接單

仍持續2位數減幅，尤其精密儀器因價格下跌，減幅

擴大為32.5%。而在資訊通信、電子產品部分，因廠

商筆電接單優於預期，手機晶片需求回溫，僅分別年

減1.8%及1.5%，減幅明顯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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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接單地區觀察，林麗貞表示，由於全球經濟

持續疲軟，除了東協六國訂單微幅成長0.4％外，各

主要市場接單均呈負成長，其中又以日本市場減少

26.1％為最多，大陸（含香港）訂單減少12.1％次

之。

展望未來，統計處表示，手持行動裝置推陳出

新，有助帶動電子產品備貨需求，加上石化產業進入

需求旺季、國際鋼價跌深反彈及油價減幅收斂，有助

於外銷接單逐漸回溫。但大陸經濟成長動能疲弱，鋼

鐵與面板產能過剩問題尚存、產業之國際競爭激烈、

金融市場動盪及接自日本訂單萎縮等因素，預估第1

季外銷接單年增率續呈負成長。

生技能量提升　我藥品出口年增6.5%
據經濟部統計處3月15日新聞稿指出，台灣2015

年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以下簡稱藥品業）

統計指出，由於生技專業技術提升，國內藥廠陸續

獲得國際訂單，去年藥品業出口金額為5.2億美元，

年增6.5%；其中出口最多的是西藥3.7億美元（占

70.1%），年增5.9%；其次是原料藥1.3億美元（占

25.6%），年增8.1%；第三則是中藥0.2億美元，年

增8.5%。

統計處表示，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生技產業，台

灣藥品業產值呈逐年上揚趨勢，2008年金融海嘯期

間增幅仍逾15%，2009年突破700億元，並在2013

年創下830億元歷史新高。後雖因原料藥受到國際

競價及因應2015年西藥原料藥製造工廠需全面符合

GMP規範，導致產值連續2年衰退，2015年產值降至

737億元（年減3.3%），不過近10年台灣藥品業年

平均成長3.7%，優於整體製造業之1.6%。且製藥

工廠經過符合GMP規範的整頓後，可提高病患使用

的安全，進而提升藥品業的競爭力及出口能力，藥

品業產值可望轉呈回升，成為製造業成長的支柱之

一。

統計處指出，2015年藥品出口以美國占18.6%

為首，大陸（含香港）占16.6%居二，澳大利亞

13.6%第三、日本9.8%第四。近十年出口值年平均

成長13.2%，主要出口市場以美國成長21.8%表現

最突出，對大陸（含香港）成長15.3%次之，對日

本及澳大利亞各成長9.5%、4.0%。在藥品業進口部

分，2015年進口金額為29.0億美元，年增6.6%，進

口來源以德國16.8%第一、美國16.1%第二，而從瑞

士的進口增幅最高（年增35.7%）；進口產品以西

藥為主（佔92.8%），進口金額達26.9億美元，年增

6.0%。

電動巴士再升級　

4廠商6款車型通過性能驗證
據今日新聞3月22日報導，為了發展綠色產業與

環保，經濟部工業局於3月22日表示，目前已有為華

德、唐榮、馨盛、必翔共4家廠商，推出6款中大型

電動巴士車型通過性能驗證，後續將持續推動10年

1萬輛電動巴士政策，協助業者提升電動車輛自製比

率。

工業局表示，為了健全電動巴士產業茁壯，提升

電動車輛品質與安全性，申請政府補助之電動巴士，

均需通過電磁相容性、電氣安全性能、爬駐坡性能、

高速巡航性能、續航性能及殘電警示等「6項性能驗

證規範」。

目前已開發出符合「6項性能驗證規範」之電動

巴士，分別為華德（大、中型巴士）、唐榮（大型巴

士）、馨盛（大型巴士）、必翔（中型巴士），以及

本月8日通過的唐榮公司電動中型巴士，累計共有4

家廠商共6款車型通過驗證。

工業局說，這為台灣電動巴士再添生力軍，提供

客運相關業者更多選擇。此外，台灣的電動巴士性能

已可符合業者需求，且營運妥善率更趨於柴油巴士水

準。

後續，工業局將持續推動台灣的電動車產業發展

及技術能量精進，並協助業者提升電動車輛自製比

率，包含車用電池、車用馬達、充電站、車用電子及

電能管理系統等，以強化產業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