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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經濟情勢

-4.8%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

全球經濟嚴重衰退

資料來源： IHS Markit 2020 年 9 月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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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經濟情勢

臺灣經濟四小龍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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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0 年上半年經濟成長率 (%)

109 年經濟成長率 ( 預測 )

1.56%
 固定投資成長 4 .65%

• 半導體投資

• 台商回台三大方案

• 5G 及綠能投資

 振興補助帶動消費

• 發放振興券、促進國內旅遊

、活絡商圈等

 電子資訊 品出口佳產



1.56 2.6~3.4

27,371 29,006~29,584

3.97 3.5~3.8

0.24
(1 至 8 月平均數 )

1.0~1.5

GDP 實質成長率
(%)

每人 GDP( 美元 )

失業率 (%)

核心 CPI 上漲率
(%)

109 年
( 預測值 )

109 年
( 預測值 )

110 至 113
年

區間目標

110 至 113
年

區間目標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109 年 8 月 14 日 ) 、國發會； 109 年失業率為 IHS Markit(109 年 9 月 15 日 ) 預
測數。

110 至 113 年總體經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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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創新，
成為全球經濟關鍵力量

厚植國力，
延攬及培力新世代
優質人才

永續國土，
全方位落實區域
均衡發展

智慧政府，
強化政府施政
治理功能

施政方向與重點



數位創新，成為全球經濟關鍵力量

6



讓臺灣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優化基礎環境共通性策略

5+2 產業創新
進化版

六大核心
戰略產業


臺

灣


法

規


資

金


人

才

  品
牌

資訊及數位相關產業

資安卓越產業

臺灣精準健康戰略產業

國防及戰略產業

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

民生及戰備產業

協調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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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

物聯網

積極落實亞洲 • 矽谷計畫2

智慧城鄉
應用服務 共 229 項企業提案

整體投入達 119.5 億元

吸引國際
科技大廠

在臺設立

研發或創新中心

108 年
物聯網產值 達 1.31 兆 元     續創新

高
創業天使
投資計畫 通過 114 家    帶動投資逾 39 億元

特別
紓困專案 協助 164 家     投資額逾 27 億元

公司法修正
10 項措施 超過 1,300 家採用

完備
法規制度

新創法規調適平臺釐清32 項議題

監理沙盒創新實驗通過 14 例申請案
連續 3 年赴美國 
消費電子展 (CES) 累計爭取逾 155 億元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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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更多創新應用
     積極推動物聯網結合前瞻科技

積極落實亞洲 • 矽谷計畫2

讓臺灣在全球物聯網扮演關鍵性角色
     促進智慧城鄉解決方案輸出國際

讓新創從早期到出場都能取得所需資金
     提供 100 億元創業天使投資及 600 億元青創貸款

協助新創參加參加國際展，爭取全球百億訂單
     擴大 Startup Island TAIWAN 宣傳力道

– 在 1.0 基礎上提出 2.0 精進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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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引資金進入國家綠能與重大公共建設，並培養綠色金融專業人才

 由國發基金與銀行共同出資

 初期規模 100 億元，承作總融資額度達 1,000 億元

國家融資保證機制推動方案 (草案 )

 協助企業在全球化競爭中，取得領先位置

 已通過投資 14 家公司

 帶動 248.8 億元民間投資                                                             

 

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充沛經濟發展資金動能3

( 截至今年 9 月 23 日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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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數位經濟國際鏈結4

 已舉辦 3 屆
 合作議題

•數位貿易與投資
•創新創業

• 智慧技術 ( 智慧城市、 IoT 及
FinTech)
•網路安全
•全球合作

 推動計畫： SME 工作計畫、
GCTF 、人才循環大聯盟

 第 4 屆由美方主辦

 本會與歐盟資通訊網絡暨科技
總署共同舉辦

 第 1 屆會議 (2019 年布魯塞爾 )

• 會議主題：總體數位政策、產業
數位轉型及人工智慧、數位科技
基礎建設、數位技能與工作、數
位治理、 GDPR 、金融科技

 第 2 屆會議 ( 籌辦中 )

• 會議主題：總體數位政策、資料
經濟、人工智慧、資安 & 假訊息
、金融科技、區塊鏈

臺美數位經濟論壇 (DEF)

高階政策
對話平台

臺歐盟數位經濟對話
(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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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國力，延攬及培力新世代優質人才



13

打造 2030雙語國家1

全面提升國人英語力，培養更多本土雙語人才，擴增臺灣人才
之國際溝通能力及國際化視野，以提升國人與產業國際競爭力

推動重點推動重點  培養專業領域英文人才
 加速提升學生英語能力
 增加英語師資，提升英語教學能量
 社會系統輔助英語學習
 延攬英語系國家專業人才及學生
 擴增英語檢測量能
 成立專責單位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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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外國人才專法修法

強化延攬國際人才

3
 擬具「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草案，並於 109 年 9 月 14

日上網預告，放寬工作條件、鬆綁居留及依親規定、優化社會保障與
延長租稅優惠等，以爭取更多外國人才來臺或留臺工作

 擬具「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正草案，並於 109 年 9 月 14
日上網預告，放寬工作條件、鬆綁居留及依親規定、優化社會保障與
延長租稅優惠等，以爭取更多外國人才來臺或留臺工作

4
 就業金卡自 107年 2 月施行迄今，已核發逾 1,000張
 簡化行政流程
• 推動外來人口統一證號格式改採國人身分證號編碼修正
• 充實外國人來臺申辦平臺功能，由申辦「就業金卡」，擴及「就業

PASS卡」及「創業家簽證」等相關申辦作業

 就業金卡自 107年 2 月施行迄今，已核發逾 1,000張
 簡化行政流程
• 推動外來人口統一證號格式改採國人身分證號編碼修正
• 充實外國人來臺申辦平臺功能，由申辦「就業金卡」，擴及「就業

PASS卡」及「創業家簽證」等相關申辦作業

建構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人才配套措施2

 以三大面向為重點 以三大面向為重點

• 培育本土數位人才
• 延攬國際數位菁英
• 深化人才雙語能力及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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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國土，全方位落實區域均衡發展



第 1 期  106/9-107 年     1,070 億元　　92.4%

第 2 期  108-109 年         2,230 億元        93.4%(截至 8月底 )

      110 年 -114 年 8月       5,１ 00 億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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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帶動經濟發展，每年 GDP增加 0.7個百分
點

 大幅提升交通、環境整備、綠能、數位及
教育社福等基礎水準

前瞻
2.0

執行率
1

前瞻
1.0

推動效益推動效益



綠能建設 122 億元

•完備綠能技術及建設
•加速綠能科學城建置
•推動前瞻技術驗證及健全綠
色金融機制

數位建設 950 億元

水環境建設 1,106 億元

軌道建設 1,320 億元
•高鐵台鐵連結成網
•台鐵升級改善及東部服務
•鐵路立體化或通勤提速
•都市推捷運
•中南部觀光鐵路
•軌道建設規劃作業

•水與發展
•水與安全
•水與環境•資安基礎建設

•發展數位文創
•開放政府及智慧城鄉
•智慧學習環境
•數位創新場域
•數位基礎建設環境
•產業數位轉型
•數位人才淬煉
•5G 基礎公共建設
•縮短 5G偏鄉數位落差及
推廣數位公益服務

城鄉建設 1,361 億元

•推動地方創生與振興觀光
•健全停車與行車環境
•強化產業園區公共設施
•豐富地方、原民與客庄文化與產業發展
•健全校園服務機能，完善公共服務據點
•充實全民運動環境

因應少子化建設 35 億元 人才培育建設 161 億元

• 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
•食品安全建設計畫 •2030雙語國家政策

•推動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
•青年科技創新創業基地
•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
•數位與特殊技術人才發展
•國際產學聯盟
•領袖學者助攻

食安建設 42 億
元

前瞻 2.0
主軸項目
5,1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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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1

490
億元



強調在地青年主體性多元徵案

設立創生青年
培力工作站

成立專案辦公室及
分區輔導團隊

強化在地性
強化青年角色

加強部會間及與地方
政府之聯繫
強化輔導能量

強化地方創生青年
留 (返 ) 鄉支持系
統

開放地方團隊
直接申請

推動地方創生 
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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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推動花東離島建設

 3 活化中興新村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 109 年編列支出
12.5 億元，截至 9/29已獲公庫累計撥款收
入約 134.78 億元，預定 109 年底撥款 9.4
億元、 110 年將撥款 255.82 億元，以符合
條例所定 10 年 400 億元之規定。

 離島建設基金 109 年編列支出 9 億元

 恢復行政機能為優先，妥善規劃中
興新村，帶動地方發展

 與附近學術機構結合，推動中興新
村創生轉型，優化生活環境，兼顧
園區維護，創造雙贏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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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政府，強化政府施政治理功能



打造服務型智慧政府 2.0

• 加速資料釋出，驅動資料再利用
• 活用民生資料，開創施政新視野
• 連結科技應用，創新服務新紀元

智慧政府行動方案 線上取得服務

截至 109 年 8 月，各部會之民眾或企業線上申辦業務共計 1,290
項，          數位化達成率 77% ，年底可達 80%目標

服務型智慧政府 2.0 推動計畫 (110 年至 114 年 )

 參照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規範，研擬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落實以透
明、課責、參與的公共治理核心精神

 行政院已於 109 年 8 月成立推動小組，由唐鳳政委、本會龔主委及民間
代表 1 人共同召集， 10 月 28 日將召開第 1次會議，秉持公私協力精神
，就國家行動方案撰擬程序及承諾事項進行研商，俾便儘速完成方案

推動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三
大
目
標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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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理
念

• 優先以民眾關切議題推動
數位服務

• 提升國家數位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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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公共建設執行效能

 研訂「 109 年度加速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成效措施」，透過「提前

發包、加速執行、分級獎勵」等措施，務使公建計畫經費達成率

達到 95%以上

 按月列管，截至今年 8 月底，公共建設計畫經費達成率

52.53% ，較去年同期增加 2.85個百分點

3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月 8 月

8.41%
11.56%

16.54%

22.59%

28.49%

37.16%

43.62%

49.68%

6.64%
10.12%

15.50%

22.98%

29.96%

40.17%
46.14%

52.53%
108 年

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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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法規鬆綁與革新4

推動法規鬆綁工作，協助新創業者法規調適

• 協調各部會檢討鬆綁管制性的行政法規

• 協助新創業者解決新興商業模式的法規

調適需求

協處國內外商會建言，改善投資環境

• 109 年檢討約 581 議題，協調美國商會、歐洲商會、日本工

商會、工總等白皮書 /建議書之議題，排除投資障礙

共624項



全面清查政治檔案 • 移轉典藏政治檔案逾 2,460 公尺
• 2,725個機關完成清查

• 228事件及美麗島等檔案全數解密
• 其他重大政治事件檔案，原列密等檔

案 73,535 案又 2,494件    (僅 5 案
又 208件未解密 )

• 加速開放：縮短應用准駁程序
• 擴大範圍：給予檔案當事人及依法

加速政治檔案開放應用5

促進政治檔案開放

加速政治檔案解密

24

有權調用機關最大之
檔案應用範圍



結語

本會肩負國家發展規劃、協調、審議與管

考等重責。為此，本會將續精進國家發展

之全方位規劃能力，強化跨部會整合協調

與政策執行之追蹤管考，全面提升政府施

政效能，讓臺灣成為全球經濟關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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