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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共有兩大層面：國際生活環境指標的建立與輔導機制。 

第一部分的國際生活環境指標，透過文獻分析、專家諮詢、問卷調查及專家

會議定稿及後續的外籍人士的校正，對於指標的信度、校度及權重做出分析。 

第二部分，則從實務出發，勘查暨輔導臺東、澎湖馬公之國際化環境建置及

臺南市英語為官方語言作法，並依照實地作法，製作六本國際化標準作業手冊，

作為未來各地方政府國際化環境建置參考。 

第一節 重要發現 

本計畫以理論出發，進入實務面操作。歸結前面各章之結論，可得出以下幾

點重要發現： 

一、 臺灣中央及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國際化，但是除了少數幾個地方政府有專責

推動，並編列預算外，就連中央單位都無對口單位或相當預算支援。 

二、 國際化，除了少數幾個都會城市，各地方政府大抵缺乏整體作業關鍵，缺

乏專責或永續經營的機制，且國際化思維及作法很難擴散到各各部門。 

三、 各地方政府之國際化作為與其所設目標仍有很大的落差。 

四、 臺灣推動國際生活環境建置已有多年，但部分工作未落實且缺乏更新，如

交通標誌、旅遊指示、英語服務、網頁更新等。 

五、 臺灣國際連結及國際行銷能力仍有待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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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要建議事項 

一、 短期作法 

(一) 參考本計畫之各項操作手冊，從組織調整、網頁修改、雙語標示到 

   語言管理、語言人才訓練等面向，有系統且持續進行各項國際化生 

   活環境建置。(主辦單位：各地方政府；協辦單位：國發會) 

(二) 各地方政府可利用本計畫指標體系，作為各地方國際生活環境之建 

   置優先次序。（主辦單位：各地方政府；協辦單位：國發會、交通部） 

(三) 針對各地方政府國際化生活需求，由中央專責單位負責整合： 

1. 全面檢討各樣交通標誌、標語與指示。（主辦單位：交通部） 

2. 全面統一路名之翻譯。（主辦單位：交通部；協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3. 各金融單位之英語指示及相關說明（含自動提款機 ATM之雙語說明）。

（主辦單位：金管會、財政部、協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4. 外僑居留證 ARC之編號與各部門及民間購物網站之身分證件號碼不統

一，無法登入問題。（主辦單位：內政部、金管會、交通部、經濟部） 

5. 各地方政府內部辦公室之英文標示及指引。（主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協辦單位：內政部）。 

6. 建立各旅遊景點（含夜市）之英語說明標示。（主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協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7. 各交通運輸及住宿整合訂票、訂位英語系統。（主辦單位：交通部；協

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四) 各地方政府可建立外籍人士聯絡社群，必要時可成立國際化生活環境   

   建置諮詢團或志工，投入地區之國際化環境工作。（主辦單位：各地方 

   政府；協辦單位：內政部移民署） 

(五) 中央單位可組織國際化生活環境諮詢團隊，定期且長期協助地方政府 

   進行國際化優化任務，也可依照任務或工作特性，進行專業團隊輔導 

   及諮詢，如英文網頁團隊、夜市國際化團隊、文化歷史古蹟國際化建      

   置團隊、金融國際化與雙語化服務團隊等。（主辦單位：國發會；協辦 

   單位：交通部、經濟部、教育部、文化部及各地方政府） 

(六) 各地方政府加強國際連結：舉辦亞洲地區城市之公務人員之行政運作工作 

   坊，成為亞洲地區地方政府國際環境之連結點。（主辦單位：各地方政府） 

二、 中期政策 

(一) 各地方政府必須參考其資源配置及施政理念，確認其國際化之定位與政

策，且必須納入體制內運作，從政策面及制度面，思考其國際化作為，

可參考本計畫之《地方政府國際化推動小組組織與運作手冊》（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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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協辦單位：國發會、交通部、經濟部） 

(二) 各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宜針對國家未來發展，訂定臺灣國際化政策白皮

書，從制度面、組織面、人才面、法規面、預算面及實務面，執行臺灣

未來國際化策略。（主辦單位：國發會、經濟部、交通部；協辦單位：中

央各部會及各地方政府）。 

三、 長期規劃 

(一) 評估國際化環境建置與未來國際人才引進，對臺灣人才發展與產業提昇

的長期影響，並定期出版報告，協助地方政府改善其國際化作為。(主辦

單位：國發會；協辦單位：經濟部、教育部) 

(二) 協助各地方政府引進國際企業或國際團隊，加速地方國際化環境之建置。

（主辦單位：經濟部、各地方政府） 

(三) 結合民間企業與地方政府力量，如建商提出國際社區與商圈之建立，創

造國際生活環境之需求，（主辦單位：地方政府、經濟部） 

(四) 國際生活環境之建置，與各地方縣市之國際定位密切結合。各地方 

政府對於國際化生活的需求面，必須謹慎評估。國際生活指標從人 

出發，與周遭的環境、社群、機構等密切連結。 

(五) 任何國際化生活環境必須從需求面及使用者出發，了解外籍人士需求，

建立國際人士社群或連結管道，有助於國際化環境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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