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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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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起來 

自賴院長上任揭示行動支付2025年使用率達成90%之目標

後，陳美伶政委已召開3次跨部會會議，擬定政策方向，強

化推動民眾有感之亮點措施，讓政府全面動起來 

 

行動支付是未來數位經濟發展的趨勢，不僅可望帶動產業

新商機，也可提升民眾生活的便利性，尤其年輕族群對於

行動支付有強烈的需求 



召集人   
政委/主委陳美伶 

加強行動支付 
體驗行銷 

完備行動支付 
基礎環境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三大主軸 

擴大行動支付 
應用場域 

•推升實際體驗(經濟部) 

•推動獎勵政策(財政部) 

•提高國外人士行動生

活便利性(國發會、亞

洲．矽谷計畫中心) 

•制定行動票證端末設

備感應標準(經濟部) 

•滾動檢討行動支付相

關法規(金管會) 

•行動支付資訊安全保

護(經濟部) 

•優先推動場域(國發會 

、經濟部、交通部) 

•推廣行動支付場域 

   -民生消費、公共服務(經濟部) 

    -交通運輸、觀光旅遊(交通部) 

    -醫療機構(衛福部) 

    -校園生活(教育部) 

    -文教場館(文化部) 

    -故宮院區(國立故宮) 

•介接電子發票平台(財政部) 

九
項
重
要
策
略 

 行動支付涉及層面廣泛，爰由國發會作為平台，陳美伶政委擔任
召集人，經濟部中企處擔任幕僚 

 擬定三大推動主軸，九項重要策略，涵蓋十三個機關(含協辦) 

推動機制及策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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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民生相關、社會大眾有感且政府部門可積極帶頭推動之議題列為

優先推動場域，希望在短時間內能產生具體成效，並加速國內行動

支付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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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機制及策略 (2/2) 

推動機場

捷運提供

行動支付 

交通運輸 

全國80%

醫學中心 

醫療院所 

中油610

座加油站 

加油站 

台電6萬戶 

台水2萬戶 

水電費 行動國旅卡 

55萬張國旅

卡先行推動 

107年
目標 



具體推動措施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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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08 109 

具體措
施及目
標 
 
(衛福部) 

 

 
推動80%醫學中心提供
行動支付(20家以上) 

 
全數醫學中心導入
行動支付 

至少45家醫療院所
自建App或加入其他
平台 

至少60家醫療院所
自建App或加入其他
平台 

 
安排2家公立醫院進行
試辦NCCC公務機關信
用卡繳費APP 

 
鼓勵公立醫院陸續
加入APP繳費服務 

 
鼓勵公立醫院陸續
加入APP繳費服務 

醫療機構 

 

現況 
 

• 部屬醫院目前僅提供信用卡繳費服務 

• 部分私立醫院使用醫指付App提供行動支付，可是教學醫院

或醫學中心普遍都沒有提供行動支付 

註：NCCC為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6 

醫學中心 

醫療院所 

公立醫院 



107 108 109 

具體措
施及目
標 
 
(國發會、
人事行
政總處) 

 

• 協調發卡銀行提供公務
員使用行動支付時優於
刷實體卡之優惠 

• 人事行政總處研議放寬
國旅卡自行運用額度使
用業別限制，可增加提
供行動支付之特約店 

• 經濟部及交通部研議提
供相關誘因，鼓勵特約
商店提供行動支付服務 

• 發卡銀行促進公務人員
使用行動支付比率，列
為109年國旅卡發卡銀
行評比項目之一 

• 持續鼓勵特約商店提供
行動支付服務 

• 持續促進公
務員使用國
旅卡行動支
付 

• 持續鼓勵特
約商店提供
行動支付服
務 

 

現況 
 

• 106年國旅卡特約商店約6.1萬家，其中20%旅遊旅宿商家、45%

商圈商家使用感應式刷卡機 

• 105年公務員休假消費之刷卡金額約新臺幣175億元，目前採行

動支付比例約3% 

國民旅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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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及社教機構 
• 召開研商部屬社教機構行動支付推動會議 

• 已規劃所屬社教機構具購票作業館所導入行動支付，

包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等 

 

現況 
 

107 108 109 

具體措
施及目
標 
 
(教育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提供行動支付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及國立臺灣科學教育
館提供行動支付 

 
• 於大專校院推廣
行動支付 

• 結合大專校園連
鎖店家推廣行動
支付服務 

 
規劃辦理先導學校校
園相關費用行動支付
試辦作業 

 
推動大專校院商家提
供行動支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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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社教機構 

大專校院 



文教場館 

• 所屬17個機構，目前有9個業管機構提供行動支付服務，

如文化資產局、傳統藝術中心、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

歷史博物館、臺灣美術館、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灣博物

館及史前文化博物館等 

 

現況 
 

107 108 109 

具體措
施及目
標 
 
(文化部) 

 

兩廳院導入行動支付 

 
國立歷史博物館及國立臺
灣美術館各1個商家 

 
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
發展中心各1個商家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館各1個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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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機構商家 



故宮院區 

• 北部及南部院區博物館之票務、禮品及餐飲，桃園機場二航

站禮品部已提供支付寶行動支付 

 

現況 
 

107 108 109 

具體措
施及目
標 
 
(國立
故宮博
物院) 

 

新增台灣pay、微信
或歐付寶等其他行
動支付方式 

持續擴大導入其他
行動支付方式 

• 所有交易服務皆能提
供多元行動支付 

• 計畫整合票務系統及
驗票作業，提供行動
載具可直接感應進場，
節省觀眾排隊購票取
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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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9年 

具體措施
及目標 
(亞洲．矽谷

計畫執行中心) 

• 協調電信、票證業者針對國際人士申請門號上網業務，提供擁有

票證功能的sim卡，讓預付卡結合電子票證，可進行小額支付 

• 完善國際人士來台情境，如交通、小額支付、伴手禮等服務，並

利用國內大型展會進行示範，如2018嘉義燈會、台中花博等 

11 

提高國際人士行動生活便利性 
• 國外人士需持護照、簽證、出入境許可證等雙證件以辦理門號 

• 已協請通傳會106/7開放護照入境查驗戳記視為第二證件 

 

現況 
 

各國旅客上網申購 記名租借具票證
功能sim卡 

搭乘捷運 

小額支付 故宮/博物館等 伴手禮購買 
直接送到機場 

返國下
次再訪 

機場出境 

一支手機 悠遊台灣 

旅館門禁 

超商
消費 

乘坐大眾運
輸工具 

台灣觀
光旅遊 



其他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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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通訊基礎建設，提高無線網路覆蓋率(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 

• 支持編列各相關單位推動行動支付所需手續費預

算，免除民眾額外負擔，提高使用誘因(行政主計

總處) 

• 支持行動支付相關科技計畫預算 (行政院科技會報

辦公室) 

 

 



結論與建議 

13 

• 感謝各部會的協助，近期已感受行動支付工作明顯動起

來，本會後續將定期檢視進度並協調解決問題 

• 請各部會持續滾動檢討，訂定更積極目標，並建議部會

首長及主管應積極帶頭使用，讓民眾感受政府決心 

• 各部會推動行動支付應多與民間業者合作，協助地方政

府時亦應注意整合 

• 行動支付愈普及，亦會產生更多資訊，應多開放資料並

結合大數據分析，讓新創事業得以發展，政府效率亦可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