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全球經濟已逐步復甦，經濟合

作發展組織（OECD）預測2016年

全球經濟成長率為2.9％，2017年成長至3.3％，環

球透視機構（Global Insight）預測2016年全球經濟

成長率由2.4％提升至2017年的2.8％，國際貨幣基

金會（IMF）則預測2016年由3.1％成長至2017年的

3.4％，全球主要經濟預測機構都認為2017年世界經

濟呈現緩步復甦。

相對來看，台灣經濟也轉向成長，有好的表現

及對未來預測正向發展。主計總處預估，2017年台

灣經濟成長率為1.87％，高於2016年的1.35％，主

要是受惠於國際貿易，隨著國際經濟景氣好轉而回

升，全球經濟預測機構對台灣也作出相同成長趨勢

的預估。

過去一年，我們看到政府從「加速推動結構

轉型」、「全面擴大基礎建設投資」及「五加二」

（亞洲矽谷、生技醫療、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

防航太、新農業、循環經濟等）產業創新、老屋更

新等各項攸關民生經濟發展的政策，為台灣經濟注

入新的發展動能。

從國內外經濟環境來看，台灣經濟表現已露

出曙光，然而台灣經濟成長的表現不但要靠國際貿

易，更需要投資與消費來拉動經濟的成長。

為吸引台外商回台投資，政府已經提出一系列

的作法，包括在台投資招商政策措施、投資發展的

新動能及機會，藉以強化台商的競爭力，協助企業

布局全球，並提供廠商作為下一步投資台灣布局全

球的參考。

外商來台投資理由及趨勢

一、  核心產業持續發展

台灣在平面顯示器、半導體等產業是世界領

導者而吸引相關產業外商來台研發及投資，以

就近供應台灣市場需求。例如半導體設備大廠

Hitachi High–Technologies善用台灣半導體人才、

設計及生產等優勢，在台進行先進製程的設備研

發。材料大廠美商Air Products則因台灣半導體及

平面顯示器材料市場商機龐大，持續擴展在台投

資，同時強化在台供應網絡及研發能量，以因應

我國廠商製程所需。

投資台灣  布局全球

文／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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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大創新產業具商機

政府目前聚焦推動綠能科技、亞洲．矽谷、生

物醫療、智慧機械、國防航太等五大創新產業，吸

引外商來台投資。全球最大離岸電場經營者丹麥商

Dong Energy，看好台灣離岸風電市場發展前景，計

畫在台投資離岸風場。全球物聯網基地台巨擘法商

Sigfox ，來台設立技術及應用中心，以建立物聯網

的測試場域。美商GE為全球醫療器材、航太及能

源等產業之技術領導者，看好五大創新產業投資商

機，將積極在台布局。

三、  內需產業外商持續加碼投資

台灣內需市場具規模，內需產業如批發零售、

飲食及商場開發等，都有外商持續在台投資。例如

日商三井集團，除了將積極在台灣投資Outlet外，亦

積極布局購物中心等其他商業設施；瑞典商H&M及

日商Kura壽司，看好台灣內需市場，持續加碼投資。

四、  台灣製造能量優異，吸引外商來台投資

台灣製造能量優異，擅長製程創新及商品化，

並能有效控制生產成本，加上台灣產業聚落完整，

對於廠商在台製造提供極佳的支援，因而吸引外商

來台投資。如美商Sigma擁有薄膜塗布技術，看好台

灣商品化應用能力，來台研發商品應用及製造；美

商Techko則善用台灣機械等產業的製造優勢，在台研

發及製造產業用智慧型機械人。

投資台灣系列措施

為推動產業升級，提升經濟動能，經濟部提出

「吸引外商來台投資」、「推動台商回台投資」、

「協助陸資來台投資」、「強化台商全球布局」以

及「促進民間投資」等五大系列深耕投資的措施，

以吸引台外商來台投資，推動台灣經濟轉型升級並

協助企業布局全球。

一、  吸引外商來台投資

包括全球招商策略、舉辦投資說明會、舉辦全

球招商論壇、加強與在台外商之互動以及設立「行

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等。

政府提出「建構台灣成為外商亞太布局樞紐

及全球創新中心」為願景，以促進產業發展需求與

國際連結、凸顯台灣優勢、完善服務驅動投資等三

大全球招商策略，盤點台灣重點產業與重大經建計

畫、投資商機，例如離岸風力機、電動客貨車輛、

行動寬頻、半導體設備、電子材料、物流服務、數

位內容、生技醫藥、資訊服務等，結合產業、國際

租稅等專業資源進行招商，提供外商客製化來台投

資服務，引進關鍵技術者、新經營模式並主動提供

在台投資新商機，推動外商持續在台增資及新設事

業，續建立完善管考機制，追蹤外商資金匯入、投

資障礙排除等情形。

二、推動台商回台投資

包括辦理台商投資論壇等招商活動、籌組台商

服務團及辦理台商座談會、提供台商國內投資優惠

及協助措施等。

藉由投資論壇、投資說明會之舉辦，宣導國

內投資環境優勢與投資政策、說明國內原有土地資

訊、資金協助、租稅優惠，研發補助等措施及具體

投資商機，加速台商回台投資動能。

•  在土地資訊方面：提供國內工業區用地供給資

訊、加工出口區及自由貿易港區進駐之租稅優

惠、適用進駐產業等。

•  在資金補助方面：提供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協助、

政策性專案貸款及國家發展基金加強投資中小企

業方案。

•  在研發補助方面：提供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產業升級

創新平台輔導計畫、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投

資

台

灣

2017年 02月號˙302期 23



（CITD）、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等多項研

發補助計畫。

•  在租稅優惠方面：「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提供

公司研發投資抵減之租稅優惠。同時，配合「輕

稅簡政」之稅制改革方向，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

稅率自2010年起調降至17%，已營造具國際競爭

力之租稅環境。

三、  協助陸資來台投資

包括宣導開放政策及介紹配套措施、提供投資

諮詢服務、籌組赴大陸招商訪問團等。

由於大陸幅員廣大，陸商不易取得我方最新開

放陸資來台相關政策資訊，故藉由陸商來台考察訪

問期間，與國內公協會合作，舉辦座談會或說明會

介紹現階段開放措施及來台投資優勢；併考量陸商

規定，印製文宣手冊，提供陸商來台投資訊息。

四、  強化台商全球布局

包括提供投資經貿資訊、洽簽「投資保障協

定」、成立「台商聯合服務中心」、協助海外台商

提升競爭力、加強與海外台商聯誼組織互動交流、

協助排除投資障礙、編印各國投資環境簡介等刊物

及建置相關網站等。

為強化對台商服務功能，解決台商關切事項，

經濟部設置「台商聯合服務中心」，結合經濟部資

源及所屬法人輔導能量，提供台商升級

轉型輔導服務，以擴大服務能量與實質

效益。

另外，經濟部透過產業專家提供產

業輔導、產業專家服務團、台商與國內

法人合作洽談等方式，協助海外台商升

級轉型。而在全球投資布局方面，經濟

部逐年編印各國投資環境簡介約70餘

國，介紹各國最新之經貿情勢、發行國

際投資季刊報導專家對重要經貿事項之

看法；並建置「全球台商服務網站」提供政府相關

法令措施、各國經貿消息、評比、數據等，並發行

專家撰寫對重要經貿事件之觀點，提供國內外台商

經貿新知，以期在資訊通暢的情況下，企業營運更

加順利。

五、 促進民間投資

包括提供投資諮詢與協助、整合資源與加強宣

導及強化策略性招商活動等。

協助排除投資障礙、加強商機推介及資源廣

宣、重點產業招商等是政府提供投資資訊與協助的

重要措施，除了掌握企業經營狀況，持續推動法規

鬆綁及簡化行政措施外，企業可以運用「行政院全

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行政院排除投資障礙促

進就業小組」及「經濟部促進投資聯合協調中心」

之服務功能，協助排除投資障礙，而經濟部也會加

強與各級政府對投資案件之協處合作，對人力、土

地、資金等提供協助。

經濟部四大「拚投資精進作法」

一、單一窗口全程暨專人專案專責投資服務

為促進投資，對於有投資服務需求的廠商，經

濟部投資業務處（招商投資服務中心）提供單一窗

口的全程投資協助服務，包括投資前的資料蒐集、

投資評估、合作廠商媒合、土地及水電等公共設施

圖／達志影像

透過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的推動，為台灣經濟注入新的發展動能。

圖／達志影像網

24 兩岸經貿˙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的取得等；投資中之證照申請、優惠申請等；投資

後之營運障礙排除、協助擴大營運規模及協助進行

新創投資等，使企業在台灣之投資及後續營運都能

快速順利的進行。

另對於新台幣5億元以上且廠商有服務需求的

重大投資計畫，經濟部將以專案編號列管方式，依

業別分案由專案經理（PM）專責提供服務，以加

速落實重大投資計畫。

二、24 小時回覆網實合一機制

根據經濟部統計，廠商面臨投資障礙尋求投資

協助的事項，以「土地廠辦取得」最多占36%，其

次為「法規行政流程」占35%。為協助廠商排除投

資障礙，強化與投資者互動，經濟部（招商投資服

務中心）於收件後，將立即分析個案問題，於24

小時內（工作天）回覆投資者，後續視個案問題提

供廠商客製化服務與資訊，並啟動投資障礙協調程

序，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協處投資障礙。未來將提供

廠商上網帳號密碼，俾利廠商查詢最新進度。

三、提升層級跨部會排除投資障礙

對於投資案涉及其他部會或地方政府重大投

資障礙者，將由經濟部李部長召開跨部會之「協助

民間投資案件排除投資障礙協調會」協助解決，如

仍無法解決者，則由行政院跨部會投資平台會議處

理，以加速投資案件進行。

此外，未來招商投資的案源，除現有經濟部工

業局、能源局等本部招商單位，將擴大服務範圍，

納入各招商主管部會（如交通部、科技部、國防

部、衛福部、金管會等）及地方政府相關招商案件

進度統計，掌握我國招商投資現況，並強化跨部會

溝通協調，以排除投資障礙。

四、協尋土地供給資訊強化媒合服務

在土地廠辦取得方面，經濟部將協尋土地供給

資訊，強化媒合服務，包括政府部門開發之各類型

園區內可供出租售用地資訊；或轉請縣市政府、中

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及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等單位，協尋合宜用地，藉以提供廠商多元土地資

訊媒合管道。

結語

國際招商是強化台灣經濟動能的重點工作，政

府經由盤點國內重大經建計畫投資商機與產業發展

缺口，選定國際關鍵技術廠商，透過海內外招商單

位共同積極招商及安商，2016年度招商論壇共吸引

66家廠商表達投資意願，未來三年合計投資金額約

新台幣1,660億元，這些投資案將創造15,458個就

業機會。

其中，主要投資來源國家以美國22家居首

（33.3%）、歐洲20家居次（30.3%）、日本18家排

名第三（27.3%），進一步從投資的產業別來看，前

五大產業為化學材料業（12家，18.2%）、智慧機

械（10家，15.2%）、再生能源（8家，12.1%）、

生醫（6家，9.1%）、IOT物聯網（5家，7.6%）。

台灣創新研發能力獲得國際評比機構相當大

的肯定，經濟學人（EIU）公布的「2009-2013年

全球創新指標」，台灣在全球排名第7，僅次於日

本、瑞士、芬蘭、德國及美國；世界經濟論壇亦將

台灣列為創新驅動經濟體，在創業期待面向，台灣

名列第1；新產品發展排名亦是第1；高成長企業

及新技術開發等兩個項目分別排名第2及第3，顯

示台灣的創新、研發強度在全球占有高度優勢。另

外，台灣也擁有包含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工業策

進會等10多個產業研發機構，不僅帶動台灣的科

技產業發展，更培育出大量的科技創新研發人才，

這些都是台、外商想要進入亞太市場、布局全球的

最佳夥伴。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投

資處等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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