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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為臺灣經濟成長的重要支柱，惟近年商品出口成長減

緩，顯示我出口競爭力亟待強化，出口型態亟須調整。 

 總統府財經月報第  41 次會議  (102 年 6 月 20 日 ) 

總統指示，請行政院抱持「小革命」心態，積極研擬、規

劃出口拓銷之突破性政策措施。 

 國發會研擬「商品出口新戰略」，提報今年1月29日行政

院專案會議。 院長指示：國發會續與經濟部研商，完善

規劃內容，再循程序報院。 

 國發會於 3 月 12日、20 日及 4 月 10 日召開跨部會會

議，請相關機關研提具體作法，彙整完成本方案。 

 本案於103年6月23日提報國發會第4次委員會議，7月21

日奉行政院核定。 

一、規劃緣起與過程 



4  

出口拓展思維轉變 
新思維 

價格競爭→價值創造 

聚焦亞洲→掌握先機 

新作法 

 新出口模式的打造，需要跨部會資源的整合與努力。 

 
• 國際合作 
• 駐外資源 

外交部 
 

• 貿易金融 
• 通關便捷 

財政部 
 

• 產業創新 
• 拓銷支援 

經濟部 
 

• 金融支援 
 

金管會 
 

• 品牌加值 

文化部 
 

• 農產加值 

農委會 

拼出口 

 行銷產品→行銷價值 

 傳統行銷→多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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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出口情勢分析 

 出口動能減退 

 2000 年以來，我國商品出口成長轉緩，較全球商品出口成長率為低。 

 今 (2014) 年 1-5 月，我國商品出口隨全球景氣復甦呈現好轉，惟平均成

長率仍僅 2.1%。 

 出口商品集中於 ICT 中間財產品 

 我國採代工生產模式，出口集中於少數  ICT 主力產品，中間財 

占 7 成餘。 

 2013 年出口成長停滯，主因前 5 大出口產品中的手機及液晶裝置出口均

呈衰退。 

 出口市場集中於亞洲新興市場 

 中國大陸及香港占我出口比重高居 4 成；加計東協，逼近 6 成。 

 美國、歐洲及日本占我出口比重日益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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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 ICT 產業鏈逐漸完
備，我倚賴 ICT 代工出
口模式亟需調整 

• 我商品出口集中於中間
財，對新興市場內需商
機掌握不足 

• 歐美市場再崛起商機值
得重視，歐美再工業化
衝擊亟需因應 

• 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開展，
使我廠商處於不利競爭
地位 (註) 

•歐美重掌全球經濟主動
力引擎  

•新興市場成長雖將轉緩，
惟中產階級商機可期 

全球成長 

格局轉變 

• TPP、RCEP 即將成形 

•韓國對外洽簽 FTA 進
展快速 

亞太經濟 

整合加速 

•大陸轉拼內需，本土 
ICT廠商崛起  

•歐美再工業化，逆轉
全球產業供應鏈 

全球產業 

分工逆轉 

三、出口拓展面臨課題 

對臺灣出口影響 

註：鑒於政府已成立「國際經貿策略小組」，統籌推動我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工作，爰本方案不擬涵蓋經濟整合課題。 

 國際經貿情勢大位移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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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品 出口市場 拓銷策略 

策略目標 

少數明星商品 

 

多樣優質 
特色化商品 

集中於中國大陸 

 

輻射全球 
具潛力市場 

組團參展為主 

 

拓銷通路 
創新多元 

四、策略規劃與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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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主軸 
產品轉型 

1. 千軍萬馬奔騰 

市場拓展 
2. 軸心市場輻射 

3. 貿易夥伴協力 

4. 金融強盾支援 

行銷通路 
 5. 線上出口領軍 

 6. 國家品牌形塑 

 7. 專業貿易商整合 

三大構面 

七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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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軍萬馬奔騰 策略 1 產品轉型 

目標： 
主動發掘中小企 
業出口潛能，進 
軍海外利基市場 

推 

動 

作 

法 

主辦機關：經濟部 

 

•主動發掘具潛力中小企業 

•重點輔導產品與服務創新轉型 

發掘及輔導具潛力中小企業 

 

•整合國發基金辦理之投融資與信用保證，協
助中堅企業拓展海外市場 

• 提供人才、技術、智財、品牌等客製化協
助，與海外行銷輔導資源，推動全球布局 

提供中堅企業出口拓展客製化支援 

 

• 建置進出口檢驗基礎設施，強化驗證能量，協
助產品取得國際認證，打入國際大廠供應鏈 

建置產業檢測驗證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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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市場之選定，增

列工業國家 

• 新興國家之重點市場

中，依區域選定軸心

據點，加強布局 

調整重點市場布局 

• 通盤檢討調整擴充新

興市場軸心據點之規

模 

• 工業國家軸心據點規

模亦比照新興市場 

軸心市場輻射  策略 2 市場拓展 

 因應世界成長格局轉變，進行重點市場的重新 
布局，積極強化軸心輻射功能 

目標 

主辦機關：經濟部 

軸心市場
輻射 

擴大重點市場 
駐點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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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當地及第三地市場  

 

• 推動臺日中小企業

合作，共同進軍新

興市場 

• 協助中小企業，打

入日本大廠供應鏈 

 

• 強化臺美先進技術

合作，爭取高階製

程回流美國商機 

• 促進臺美雙邊投資 

 

• 力促兩岸產業鏈分

工合作，避免重複

投資 

• 合作研定新興產業

標準，共創品牌及

通路 

目標： 

貿易夥伴協力 策略 3 市場拓展 

主辦機關：經濟部 

產業技術交流 
市場拓展 
行銷合作 

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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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強盾支援(1/2)  
策略 4 市場拓展 

增資 
200 億元 

修改考成指標， 
改變經營態度 

配合業務成長，研
議排除國營事業員
額規定，增派人力 

研議修法， 
排除特定限制 

       面對課題 
資本規模不足， 
   業務拓展受限 
兼負盈餘目標， 
    經營態度保守 
海外據點全數裁撤，    
    難以支援企業需求 
受銀行法規範， 
    難滿足企業需求 

強化輸銀功能 

                     

1 主辦機關：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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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224個 

美洲 
75個 

非洲 
1個 

大洋洲 
8個 

歐洲 
8個 

推動銀行海外布局 

目標：由「亞洲布局」推廣至「全球連結」 

金融強盾支援 (2/2) 
策略 4 市場拓展 

主辦機關：金管會 
2 

 
截至103年5月，我國銀行全球據點
計316個（其中亞洲約占70%） 

 

推動作法 

• 由亞太擴及全球，持續鼓勵
銀行海外布局 

• 針對銀行赴出口重點市場設
立據點之案件，於審核時給
予個案考量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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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巨量資料行銷 

• 盤點MIT優質產品，鼓勵平台
業者運用行銷 

• 辦理臺灣專區聯合行銷 

  

強化線上 
出口能量 

推動網路平台行銷 暢通跨境銷售管道 

• 協助業者跨境經營，促進全
球化發展 

• 協助業者運用新科技創新服
務模式 

 

• 打造電子商務物流快遞專區，
協商通關質檢效率化 

• 發展線上金流服務 
 

• 輔導業者巨量資料蒐集、分
析及運用能力，掌握消費者
需求，形成線上到線下，虛
實整合的行銷模式 

促進電商平台全球化 

線上出口領軍 策略 5 行銷通路 

主辦機關：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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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提國家品牌重點推動領域前瞻作法 

定位國家品牌形象 

發掘臺灣 
獨特吸引力 

定位臺灣 
國家品牌 

內外形象 
調查分析 

國家品牌形塑  策略 6 行銷通路 

形塑臺灣國家品牌形象 

提升國家品牌全球排名 
目標 

文化 國際關懷 科技優勢 觀光 

選擇重點推動領域，推動策略與創意行銷活動 

主辦機關：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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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貿易商整合 策略 7 行銷通路 

推動整合型
專業貿易商 

 
－小型貿易商占８成(近9萬家)、總貿易實績僅約3%； 

    50億美元以上貿易實績廠商10餘家、貿易占比大於25% 

－亟需提升貿易商專業整合能力、整合性行銷能力與資金
調度能力，以協助中小企業出口拓展 

 

建立專業貿易商整合策

略模式 

推動專業貿易商示範

案例 

提供投融資協助 

推
動
作
法 

主辦機關：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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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擬提報國發會委員會議通過後，

陳報行政院核定。 

本案以 3 年為期，院核定後每半年管

考。請各相關機關落實推動，並依管

考時程研提執行情形，函送國發會彙

整後，陳報行政院。 

 

五、推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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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國內外情勢變化的嚴峻挑戰，亟需突破傳統思

維，由以往的價格競爭，轉為創造價值、行銷價值，

以打造台灣出口新模式。台灣出口新模式的打造，需

要跨部會資源的全力投入，以發揮相乘效果。 

 鑒於出口競爭力為產業競爭力的延續，有關加速產業

結構轉型與升級等工作，仍應積極賡續推動。 

 另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開展，使我出口處於不利競

爭地位，政府亦需加快推動台灣加入 TPP 及 RCEP，

提升台灣出口競爭力。 

 

六、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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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