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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召開「對外經貿戰略會談」　通過「新南向政策」

政策綱領

據總統府8月16日新聞稿指出， 有鑒於新南向政策的啟動是我國重

新定位國家在亞洲發展重要角色，尋求新階段經濟發展新方向與動能，

創造未來價值的重要經貿戰略一環。蔡英文總統特於8月16日召集「對

外經貿戰略會談」，並在會中通過「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明確揭示

新南向政策理念、短中長程目標、行動準則及推動架構。未來將據以引

領政府施政方向，凝聚民間各部門力量，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尤其是東協

及南亞國家等傳達我國願意推動各項合作、展開協商和對話的誠意與努

力，為全面啟動新南向政策奠定堅實基礎。（全文詳見總統府官網）

國發基金通過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據國發會7月26日新聞稿指出，國發基金為帶動台灣產業轉型升

級，創造就業機會，於第51次管理會通過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並訂定「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作業要點」。

鑒於全球經濟疲弱，民間投資信心不足，為振興投資帶動國內產

業成長動能，國發基金匡列新台幣1,000億元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

金」，扮演投資點火角色，引導民間資金以共同投資方式，協助台灣企

業進行合併、收購、分割及其他有助於企業創新轉型之投資計畫，為有

意轉型升級的現有企業注資挹注更多資金。國發基金並通過「產業創新

轉型基金作業要點」作為作業依據，自即日起受理申請。

國發基金對產業創新轉型個案投資金額，以不超過被投資事業募資

後實收資本額或實際募資金額之20%為原則；單一個案或單一集團之

累計投資總金額以不超過匡列額度之10%為原則。投資案將著重促進

民間新投資並創造就業機會；投資對象將以中小企業為優先考量。

國發基金原則上不擔任主導性投資人，將借重民間專業投資輔導能

量。民間投資人具備一定條件者，可列為國發基金投資管理合作夥伴，

協助提供被投資事業經營輔導，以達創新轉型政策目標。

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詢9月6日召開  
據經濟日報8月23日報導，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會議（BTC）

將於9月6日召開，行政科技會報辦公室8月22日表示，今年BTC將擴大

辦理，討論議題將聚焦推動台灣成為「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心」

（亞太生技中心），讓生技產業有足夠能量打世界盃。

科技會報說，行政院擬定建構亞太生技中心，準備在今年BTC會議

中提出討論，並有兩大策略面，包括建立優質生態系，以及選出焦點領

域，推動台灣生技業推動面向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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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BTC將由科技政委吳政忠召集，整合經濟

部、科技部、衛福部等部會資源，並集合BTC委員與

海內外專家提出建言，凝聚政策大方向。在建構優質

生態系方面，做法包括引進人才、修改法規；至於選

出焦點領域，執行層面將聚焦生技產業轉型、擴大市

場。

其中，人才方面由科技部重新檢視「科技基本

法」、提出修正案，放寬學研機構人才創業規定。過

去學校教授有產業借調規定，但對單一公司持股不能

超過10%，且若兼任行政職的教師不能「創業」，

這些都將研擬放寬，由科技部擬具修正案，年底前送

立法院審議。

在產業法規方面，將針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

例，由經濟部研擬修正案。主要將放寬鼓勵的範圍，

如過去僅三類醫材研發公司享有租稅減免的優惠，未

來將擴大到「須執行臨床試驗的醫材」，也享有類似

的優惠。

在「選出焦點領域」方面，產業轉型將由衛福部

推動，積極推動國產新藥納入健保給付。

經濟部也將籌組國際拓銷策略聯盟，近期將與美

國、日本、東南亞等簽訂合作協議，並召集國內大藥

廠共赴國外拓銷。

7月出口止跌回升　資通電子主力產品表現佳
據中央社8月8日報導，財政部發布出口統計，

7月台灣出口受惠於電子、資通與視聽、礦產品等主

力產品出口成長，因而止跌回升，出口金額241.2億

美元，年成長1.2％。經濟部貿易局指出，將持續針

對東協及非洲等新興市場，密集辦理展團活動；同時

提供優惠出口貸款與輸出保險，協助廠商拓展新興市

場，擴大出口商機。

貿易局表示，目前多數國家外貿出口仍顯疲弱，

包括韓國7月出口衰退10.2%，新加坡6月出口及中

國大陸7月出也呈縮減態勢，台灣是亞洲4小龍中率

先出口轉正的國家。

在出口市場部分，7月對日本增10.2%、對東協

增4.5%、對中國大陸增2.4%、對歐洲增4.5%；僅

對美國呈現下滑，減少7.3%。

從出口產品類別觀察，電子零組件增加5.7%、

資通與視聽產品增加4.8%，已2個月正成長，礦產品

增加15.6%、化學品增加4.1%，均是2014年9月以

來首度出現正成長，擺脫連續22個月衰退的局勢。

而化學品中的美妝產業，自今年3月起連月呈現正成

長，累計1-6月對中國大陸、美國、歐盟出口增幅在

10%以上，表現亮眼。出口仍呈衰退的有基本金屬

及其製品縮減3.8%、光學器材縮減5.5%，但減幅均

已縮小。 

貿易局也引述台經院主任連科雄的分析指出，近

期日圓兌美元匯率因英國脫歐效應而走升，將可舒緩

先前大幅貶值對台灣出口的不利影響，加上我重要出

口項目如電子零組件、機械產品及金屬製品金額持續

回升，預期未來出口實績將會有所改善。

第2季製造業產值減幅縮小　積體電路成長
轉正

據經濟部8月19日新聞稿指出，經濟部統計處公

布第2季製造業產值為3兆657億元，雖較上年同季減

少8.05%，但減幅已較前四季縮小，其中積體電路

業因受惠於通訊晶片訂單轉強，更由負轉正，年增

2.54％，結束連續三季的負成長。

以行業別分類來看，統計處指出，因油價及鋼價

仍較上年同期為低，致化學材料業及基本金屬業產值

分別年減14.66%及12.25%；機械設備業因全球景氣

動能不足，投資意願趨於保守，致年減12.07%；至

於電子零組件業，雖然積體電路受惠於通訊晶片訂單

轉強年增2.54%，但液晶面板及其組件業因TFT-LCD

面板價量均縮減致年減25.94%，導致電子零組件業

整體仍年減6.61%。

統計處分析未來製造業情勢指出，下半年為製造

業旺季，加上油價與鋼價與上年同期差距逐漸拉近，

傳統產業產值減幅可望縮小，加上資訊電子業因手持

行動裝置推陳出新、虛擬實境裝置新品上市，可望帶

動相關產業供應鏈之產值上升，積體電路業年增率將

可望續呈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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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公司周年

慶吸引大量人

潮。

百貨業營業額上看3,300億
據經濟部8月5日新聞稿指出，因應網路購物興

起的衝擊，台灣百貨業紛紛強化娛樂休閒餐飲功能，

並知名國際品牌及美食餐廳，吸引人潮聚集，今年上

半年百貨業營業額達1,562億元，年增5.8%，加以下

半年將步入百貨公司週年慶銷售旺季，預估全年營業

額將可望突破3,300億元大關。

統計處表示，百貨業為提升競爭實力，增加集客

力，近年積極調整營運策略佈局餐飲服務，引進連鎖

餐飲業進駐，使得百貨公司食品業食品供應類的營

收比重，自2014年起占營業額的37.1%，超越衣著

及服飾配件類之36.4%躍居首位。而自2009年起百

貨業營業額一路向上攀升，2015年營業額為3,189億

元，年增4.2%，連續7年正成長。

統計處同時也分析美日國家的百貨業指出，相對

於國內百貨業營收的連年成長，日本百貨業在1997

年總營收達到11.1兆日圓高峰，之後因經濟成長遲

緩，民間消費力難以提振，營業額呈現下滑趨勢，

2015年降至6.8兆日圓，2016年上半年亦因日圓升

值、股價指數下跌、夏季服飾銷售衰退，加上受中國

大陸對境外購買的商品提高關稅的影響，致陸客買氣

轉弱，營業額年減3.2%，10年來僅2年正成長。   

至於美國則面臨電子商務購物競爭，營業額由

2000年最高點2,325億美元，降至2015年1,647億美

元，衰退幅度將近3成，2016年1到5月營業額585億

美元，年減4.4%，10年來每年均呈負成長。

跨境電商　最快明年課稅

據新浪新聞8月19日報導，財政部將跨境電子商

務課徵加值型營業稅，列為今年度的優先法案，近期

也密集舉辦座談會，聆聽各界意見。財政部賦稅署8

月19日指出，修法法案9月上旬就會報行政院，立法

院下會期就可以審查，預計明年初就會上路。

依照中華民國現行營業稅法規定，台灣國內消費

者向跨境電商購買勞務或服務，是採用逆向課稅的方

式，也就是買受人自行申報，報繳5%營業稅，且有

新台幣3,000元的免稅門檻。

不過，賦稅署也指出，這種方式，不僅買受人負

擔較重，且依過去經驗，一般買受人也不會主動申報

繳納，因此只有藉由修法，才能將納稅義務人從買受

人轉換為跨境電商業者。事實上，在台灣的跨境電商

不少，像是「寶可夢」等遊戲商，透過網路提供服務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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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勞務。賦稅署也指出，針對跨境電商課稅，已經擬

好草案，目前就是和各界座談，凝聚共識，最快9月

上旬報行政院。

賦稅署也指出，以目前初步座談會的意見，業者

大都表達願意配合繳稅。至於未來法案上路，民眾向

跨境電商付費登廣告、買軟體、付費下載線上遊戲或

影音等，以及購買手機遊戲的金幣、或到付費下載音

樂專輯等，這些跨境電商都要在台繳稅。

台灣外銷泰國關稅調降

據今日新聞8月19日報導，經濟部貿易局表示，

泰國財政部公告1,100項貨品降稅清單，台灣有386

種產品受惠，在台灣前30項進口產品中更有6項列入

此次清單，主要為化學原物料及半成品，稅率從5%

調降為3%。此次降稅將有利台灣之價格優勢，提高

產品競爭力。

此次公告所附之稅則表係取代1999年關稅法第

12條項下之稅則。根據泰國財政部財政政策辦公室

表示，此次降稅產品未集中於特定產業，亦未集中於

原料、中間財或消費財，而是依該部洽詢泰國各公會

之需求後決定。

稅率部分，未如外界預料以豁免為主，而是多數

調降，僅少數豁免。泰國財政部預估稅收每年將因此

短少30億泰銖、約新台幣27億元，但將有助於製造

業降低原料及中間財成本，尤其是高附加價值最終產

品將提高產業競爭力。

貿易局指出，此次降稅清單範圍涵蓋稅則共56

章產品，以6位碼對照共672種產品，其中台灣有386

種產品於2015年有出口至泰國，出口金額共5.44億

美元，占台灣出口至泰國總金額之9.6%。

比對2015年泰國自台灣主要進口前30項產品，

其中6項列入此次清單，主要為化學原物料及半成

品，包括：合成橡膠及硫化油膏、苯乙烯聚合物、聚

縮醛、銅線、銅箔、銅板等產品，台灣銷泰之適用稅

率自原來之5%調降為3%，調降2%稅率，受影響產

品金額約占泰國自台灣進口總額之4.2%。

台灣在該等項目中，進口市占率排名皆較前面，

且主要競爭對手國如日、韓與東協簽有自由貿易協定

多已為免關稅進口，此次降稅將有利台灣之價格優

勢，提高產品競爭力。

廢棄能資源再生利用　創678億元產值
據工商時報8月18日報導，邁向循環經濟，經濟

部工業局積極推動「能資源整合」，8月17日發表成

果，透過輔導工業區的能源、物料整合以及廢棄資源

循環等三大措施，不但降低產業生產成本及外售蒸汽

效益一年達33.1億元，更減少152座的高污染鍋爐的

使用，年排碳量減少85.1萬公噸，工業廢棄物再利用

率80.6%，創造資源再生產業產值678億元，達到節

能減碳、經濟與環境三重效益。

工業局主秘游振偉表示，推動工業區能資源整

合，優先輔導既有汽電共生廠，轉型為區域型的蒸汽

供應中心，藉由蒸汽管線供應給鄰近需要蒸汽的工廠

使用，隨開即用，非常便利。此後又引進廠商投資設

置10座生質能供汽中心，讓更多廠商受惠。經過換

算，這些蒸汽供應中心減少152座的高污染鍋爐的使

用，年排碳量減少85.1萬公噸。 

以中鋼為例，製程中往往伴隨許多副產能源，而

同屬臨海工業區的其他石化業、化學品業等廠商對熱

能有大量需求，故中鋼與區內廠商進行資源整合，每

年外售蒸汽效益約20億元，蒸汽的主要來源是廢熱

回收以及汽電共生，不僅中鋼可回收部分利得，客戶

端也能降低成本，減少使用燃料，進而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堪稱三贏局面。 

光電、半導體產業、太陽能板最頭痛的廢棄物氟

化鈣污泥，目前已成功研發將氟化鈣污泥轉化為人

工螢石的技術，螢石為煉鋼廠不可或缺的助熔劑，

而人造螢石成本約為天然螢石的一半，不但解決氟

化鈣污泥去化問題、降低煉鋼廠作業成本，甚至外

銷至韓國賺取外匯。也是近期資源循環利用的成功

案例。 

工業局也強調，未來國內新設工業區前，將以循

環經濟的思維模式發展循環經濟園區，透過系統性的

規劃設計，將工業生產過程排放的能源、資源、廢棄

物及廢水，妥善收集、再生及循環利用，兼顧產業發

展與環境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