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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彙整 

108 年 1 月 10 日                         

因應2019總體經濟變動 
內需策略規劃報告 

行政院第 3634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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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貿易衝突未解、金融市場波動加劇等不確定因素，致全

球經貿擴增力道逐漸走緩。影響所及，國內機構預測2019年

台灣經濟成長將較2018年趨緩。 

 為降低全球經濟下滑風險對國內經濟的衝擊，施副院長於

107年11月20~21日邀集各部會進行研商，研擬可行之因應

對策；本會彙整強化內需相關措施，提報108年1月7日第27

次「加速投資台灣專案會議」，院長指示各部會再行檢視、

增修相關內容，並兼顧提升能源效率與縮短貧富差距目標。 

 本會彙整部會修正後方案提報本次院會，期透過積極活絡國

內消費及投資，擴大內需動能，驅動經濟穩定向前。 

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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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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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年全球經濟與貿易動能減弱(1/2) 

 

世界貿易展望指標(WTOI) 

註：WTOI於2016年7月首次發布，主為預測未來3至4個月全球貿
易量走勢，高於100代表將擴張，低於100表示將萎縮。 

資料來源：WTO, Nov.  26, 2018. 

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 % 

註: (  )內為前次(11/15)預測值。 
資料來源：IHS Markit, World Overview, Dec. 18, 2018. 

 全球貿易摩擦升溫、金融市場持續緊縮，IHS Markit 預估今

年全球成長率將放緩至 3.0% 。 

 WTO預估2018年第4季全球貿易展望指標 (WTOI) 為98.6，

為 2016 年首次發布以來新低，貿易動能減弱。 

3.3  3.2 

(3.2)  
3.0 

(3.1)  

0

1

2

3

4

5

2017 2018(f) 2019(f)

99.0  

100.9  

102.0  
102.2  

102.6  
102.2  102.3  

101.8  

100.3  

98.6  

98

99

100

101

102

103

3 4 1 2 3 4 1 2 3 4
2016                   2017                            2018 

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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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製造業PMI 50以上表示擴張，50以下表示緊縮。 
資料來源：美國為ISM，歐元區及日本為IHS Markit，中國大陸為中國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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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年全球經濟與貿易動能減弱(2/2) 

  受到美中貿易戰及全球經濟需求放緩的衝擊，2018年 12 月全球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降至2016年9月以來低點。美國、

中國大陸及歐元區均呈下滑趨勢。 

景氣 
榮枯界線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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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降至17分，連續3個
月呈黃藍燈；領先指標已持續下滑6個月。 

 美中貿易戰糾紛使訂單透明度下降、新興市場匯率波動、蘋果
新產品創新力道不足及股市走跌等因素，使企業對未來景氣看
法保守。 

資料來源：景氣對策信號為國發會，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為國發會與中華經濟研究院合作編製。 

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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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 
44.8 

二、國內經濟展望轉趨保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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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展望 

  

經濟成 

長率 

民間 

消費 
固定投資 輸出** 輸入**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民間 公營 政府 民間 公營 政府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8.11.30) 
2.66 2.41 2.17 2.23 3.59 3.15 10.27 3.84 5.40 4.12 10.84 11.03 3.37 3.06 4.68 2.94 

中央銀行 (2018.12.20)  2.68 2.33 2.19 2.20 --- 2.90 --- 5.71* --- 3.98 --- 10.94* 3.45 2.95 4.70 2.88 

中華經濟研究院 

(2018.12.19) 
2.62 2.18 2.11 2.01 2.69 2.06 --- --- 4.79 3.41 --- --- 4.16 3.06 5.18 2.44 

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8.11.12) 
2.57 2.20 2.26 2.20 3.55 3.10 7.84 5.06 4.40 3.12 11.13 10.23 3.92 3.55 4.94 3.98 

IHS Markit(2018.12.18) 2.59 2.15 2.09 2.17 2.43 ---  ---  ---  3.07 ---  ---  ---  3.92 3.54 4.79 3.65 

 受到全球經濟與經貿成長動能減弱影響，預估台灣今(2019)

年輸出成長率不如去年，內需將是驅動經濟成長主力。 

註：1.*包括政府及公營事業投資。 
2.**輸出入包含商品及服務。 

資料來源：各發布機構。 

二、國內經濟展望轉趨保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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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摩擦 

美國聯準會(Fed)升息 

國際油價波動 

地緣政治與民粹風潮 

Apple訂單減少 

 美中貿易爭端，增加投資的不確定性及風險，恐影響全球經濟、

貿易與國際原物料價格，以及相關供應鏈版圖的移動。 

 G20峰會川習達成共識，美國暫緩對中方商品擴大加徵關稅，雙

方將在3月1日前繼續談判，後續發展持續關注。 

 美國逐步貨幣正常化，導致高外債、經常帳赤字高的新興國家

風險加大，恐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 

 美國升息引發的資金流動效應，使全球金融市場動盪，難免引

發我國股匯市波動。 

 國際油價因經濟放緩影響需求，自2018年10月初創4年新高後

下滑，雖12月初OPEC會議達成減產協議，惟油價仍持續走跌。 

 國際油價下跌*雖有助於減輕企業及民眾用油成本，但石化業、

煉油業以原油為主要投入，恐影響訂單與出口表現。 

 美國啟動對伊朗制裁，並宣布自敘利亞撤軍，恐使中東地緣政治

衝突加劇。 

 英國國會通過脫歐協議草案尚有變數，加上法國「黃背心運動」

等民粹浪潮，增添全球經濟下行風險。 

 2017年我國營收淨額前10大企業中，6家為Apple供應鏈廠商，

iPhone銷售不如預期，恐影響我電子大廠營收。 

 另美中貿易摩擦若繼續升溫，對在中國大陸生產基地較多的廠

商，影響更為嚴重。 

註：根據2018年EIA(12/11)與Reuters(12/31)最新預測，2019年布蘭特原油平均價格預估分別為每桶61.0與69.1美元。其中，Reuters調
查各家預測中，花旗銀行預測結果最低，為每桶60美元。 

三、面臨的外在潛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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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強化內需策略建議 

內需 
促進消費及投資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f8-bHtIvYAhUBtpQKHda6AJMQjRwIBw&url=https://www.npm.gov.tw/Article.aspx?sNo%3D03009715&psig=AOvVaw0-rEqhv5K-xE7NPJOpTBXY&ust=151340644151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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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消費能力 
減輕負擔 1 

5 

促進國內旅遊 2 

增加消費誘因 

3 

問 題 因應對策 具體措施 

•人口紅利漸失、
邁入高齡社會 

•房貸負擔沈重 

•進口消費傾向 
提高 

•股市動能不足 

多元消費選擇 舉辦大型活動 

4 節能低碳消費 

促進消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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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財政部] 

─ 調高綜合所得稅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

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自2019年5

月申報適用。 

─ 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由45%調降為40%，自2019年5月

申報適用。 

 調整基本生活費比較基礎註，自2019年5月申報適用。

[財政部] 

註：基本生活費的比較基礎，原係包含免稅額、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二擇一）和薪資

所得特別扣除額3項，調整比較基礎，係刪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並增列身心障礙、
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增加消費能力：減輕負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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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薪資所得減除特定費用 [財政部] 

─薪資所得計算採定額(20萬元)減除或特定費用減除二

者擇一，立法院刻正審議中，待通過後追溯至2019

年1月1日實施。 

 訂定股價類期貨契約期貨交易稅徵收率 [財政部] 

─2019年1月1日起維持徵收率為10萬分之2，且不訂

實施期限。 

增加消費能力：減輕負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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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國內旅遊環境 [交通部] 

─ 行銷2019小鎮漫遊年，編列2.5億元，整備40小鎮旅

遊環境，結合地方創生，加強異業結盟，串連在地產

業，規劃體驗遊程及便利交通接駁，引導在地深度旅

遊。 

─ 強化各景點的差異性，編列38.54億元，加強提升國

家風景區及地方景點之在地特色及旅遊服務品質，提

高國內外旅客重遊率。 

多元消費選擇：促進國內旅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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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短期國內旅遊補助 [交通部] 

─ 提振旅遊業景氣註，如2019年1月擴大國旅暖冬遊補助

方案，編列經費13億元，預估帶動效益超過73億元。 

─ 規劃於旅遊淡季推動國內旅遊補助措施。 

註：適時善用觀光發展基金，針對地震、風災等提供短期補助，如2018年2至7月「花蓮
遊、花蓮加油」觀光產業振興實施計畫，投入6,050萬元。 

多元消費選擇：促進國內旅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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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重點十國」精準行銷 [交通部] 

─ 編列10億元，透過增設據點註1、網紅、影視等多元行銷

作法，加強吸引重點十國(日本、韓國、越南、泰國、菲

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印度、澳洲)旅客來台。 

─ 預計吸引重點十國旅客達540萬人次(日韓300萬、南向

240萬)，估計創造產值1,785億元。 

放寬包機補助門檻，擴大送客來臺 [交通部] 

─ 編列7,280萬元，針對境外包機來台之獎助條件放寬及加

碼補助。註2及3 

註：1.增設越南辦事處、日本名古屋觀光聯絡處。 
2.飛抵中南部機場：針對東南亞(除菲律賓外)地區旅客，除每來回架次補助美金8千元外，如配合花博，

抵離臺中、嘉義、臺南、高雄機場者，增加獎助額度美金1千元。 
3.飛抵花東：放寬架次限制，並提高每架次獎助金額－日本35萬元、韓國、東南亞地區30萬元、港澳、

菲律賓、大陸及其他地區25萬元；如外籍旅客超過5成，每位再加碼600元。 

多元消費選擇：促進國內旅遊 (3/4) 



16 16 

建立商圈、觀光工廠多元體驗，活化在地觀光發展  

[經濟部] 

─規劃政府與商圈協會共同出資註，設計優惠方案，串

連商圈特色活動，創造活動話題性，提供消費誘因。 

─持續推動輔導傳統產業轉型、活化再生，跨域推廣

行銷，增加遊憩選擇。 

註：過去商圈改善方式係透過縣巿政府執行，經濟部規劃可由政府與商圈協會
合作提案，預計1月底報院，後續將申請公共建設預算。 

多元消費選擇：促進國內旅遊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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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國際活動在台舉辦 [經濟部等相關部會] 

─ 國外企業來台辦理企業會議及獎勵旅遊：如2019年新

加坡賀寶芙、印尼日產汽車、印度現代汽車。 

─ 洽邀國外買主觀展採購：如2019年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國際自行車展、台南台灣國際蘭展、高雄國際食品展

等，並辦理各產業聚落系列採購洽談會。 

─ 成功爭取國際會議來台舉辦：如2019年國際言語音聲

學會(IALP)第31屆世界大會、2019年亞洲專利代理人

協會會員大會、 2019年世界飛安高峰會。 

 

多元消費選擇：舉辦大型活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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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大型活動，促進住宿餐飲消費 [經濟部、交通部] 

─經濟部2019臺灣滷肉飯節，串連北中南東全省協助行

銷。2019台灣美食展，辦理美味時光美食專區。 

─辦理數位行銷祭註、花卉嘉年華(如台中花博)、藝術節

等。 

─行銷「台灣觀光年曆」，推廣台灣燈會、寶島仲夏節、

台灣自行車節、台灣溫泉美食嘉年華等92項觀光活動，

結合在地產業優惠，增加消費及留宿。 

 

註：數位行銷祭係透過聯合網路平台如GOMAJI整合行銷美食，共620個品牌、760家門市參
與合作。 

多元消費選擇：舉辦大型活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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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節慶導入行動支付，提升消費便利性 [金管

會、中央銀行] 

–規劃建構電子支付、電子票證等跨機構共用平

台，解決開放跨機構轉帳的清算問題。 

– 2025年行動支付普及率達90%。 

多元消費選擇：舉辦大型活動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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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節能設備，提升節能效率 [經濟部] 

─ 持續辦理「動力與公用設備效率提升計畫」，補助企

業、醫療機構汰換老舊電力設備註1 ，預估2019年經費

7億4,350萬元(能源研究發展基金)，補助高效率設備 

4,000台以上，節電量5,800萬度。 

─ 刻正辦理「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提供經費予地

方政府，由地方政府補助住宅與服務業用戶汰換低效

能設備註2，刻正由縣市修正計畫書中，預估2019年汰

換補助經費18.83億元(台電公司業務費)。 

註：1.依規定登錄能源效率之空氣壓縮機、風機、泵三項產品。 
2. 一、二級無風管冷氣機、發光效率達100 lm/W之高效率燈具 

多元消費選擇：節能低碳消費 (1/2) 



21 21 

 
 

補助民眾購置電動機車 [經濟部] 

– 購買符合經濟部TES認可的電動機車均可提出申請補

助。2019年共編列6.06億元(石油基金)。 

多元消費選擇：節能低碳消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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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電動汽、機車與1、2期大貨車減徵貨物稅     
[財政部] 

─購買電動汽、機車免徵貨物稅。 

─報廢1、2期大貨車換購新大貨車，規劃提高定額減

徵新車貨物稅。 

 調高外籍旅客購物現場小額退稅金額上限 [財政部] 

–自2019年1月1日起，提高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辦

理現場小額退稅之含稅消費金額上限由2萬4千元提

高至4萬8千元。 

多元消費選擇：增加消費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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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投資 

民間參與 

台商回台 

2 

1 

強化公共建設執行 7 

問 題 因應對策 具體措施 

•製造業產能外移 

•投資仰賴半導體 

•數位轉型緩慢 

落實公共投資 

3 

促進投資措施 

加速都市更新 

4 租稅措施 

5 融資協助 

產業創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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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獎勵補助及輔導機制，引導促參案推動 [財政部] 

─補助機關辦理促參前置作業費用，提升促參案辦理品

質。 

─運用走動式諮詢輔導及核發地方政府辦理促參案件獎

勵金等措施，引導促參案配合施政推動 (如：長期照顧、

綠能、社會住宅及前瞻計畫等公共建設) 

強化促參投資平台，協助解決促參籌融資問題 [財政部]  

─就促參個案籌資提供協調平台，邀請相關機構共同參

與，以媒合投融資資源，協助解決籌融資問題。 

促進民間投資：民間參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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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媒合金融投信事業成立私募基金，引導中

長期資金投入基礎建設 [財政部]  

─鼓勵及媒合民間金融投信業者成立私募基金，

投資促參案源，如：綠能、電業、長照、污水

處理等，以擴大促參資金來源。 

促進民間投資：民間參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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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不動產證券化，引進民間資金投資公共建設   
[金管會、內政部] 

─研訂修正金融資產證券化及不動產證券化相關法規，

如：調整受託機構發行規定、私募證券符合條件者得

轉為公開招募等，以提高業者實務作業彈性並促進我

國資本市場工具及募資方式之多元化。 

促進民間投資：民間參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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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三讀通過「都市更新條例」修正案  [內政部] 

─明確化容積獎勵標準、精進代拆程序等，大幅降低都更
審議之不確定性。 

加速推動都市更新及危老屋重建 [內政部] 

─預估2019年推動都市更新100件，預估執行數(含以前
年度)所帶動產值約1,055.4億元。 

─預估2019年推動危老屋重建250件，預估執行數(含以
前年度)所帶動產值約92億元。 

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內政部] 

─預估2019年度社會住宅興建產值為207.6億元。 

促進民間投資：加速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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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方案  [經濟部、勞動部、國發會] 

─客製化單一窗口：投資台灣事務所 

─滿足用地需求 

 提供租金優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輔導合法業者擴廠、擴建產業用地 

─充裕產業人力 

 運用就業獎勵工具補實本國勞工人力 

 專業人才來台、外勞引進措施 

─協助快速融資：提供專案融資 

─穩定供應水電 

 確保產業投資用水無虞、專人協助加速用水申請 

 加速用電取得、提供穩定電源 

─提供稅務專屬諮詢服務 

促進民間投資：台商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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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制優化方案 [財政部] 

─自2018年度起，採行股利所得課稅新制，合理減輕

企業主要投資人股利稅負，使其在公司與個人兩階段

總稅負由修正前最高49.68%降為42.4%，有助提升

投資台灣意願。 

─自2018年度起之未分配盈餘，加徵稅率由10%調降

為5%，營利事業稅後盈餘保留不分配部分總稅負由

25.3%降為24%，有助企業累積投資動能。 

   促進民間投資：租稅措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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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機械與5G投資租稅抵減 [經濟部、財政部] 

配合政府智慧機械產業政策推動，鼓勵產業朝智慧製造

及第五代行動通訊(5G)應用發展，行政院2018年12月

24日送請立法院審議「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修正

草案 

─明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及第五代行動

通訊系統相關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的支出得

適用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規定。同步研擬子法

相關規定，以利業者2019年1月1日起適用。 

  促進民間投資：租稅措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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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產業創新條例，延長租稅優惠 [經濟部、財政部]  

─刻正修正產創條例，使租稅優惠在2019年落日後，

延長研發投資抵減、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有限合夥

創投得採透視個體概念課稅、員工獎酬股票擇低課稅

及技術入股緩課所得稅等五項租稅措施。註 

持續提供進口設備關稅減免優惠 [財政部] 

─持續辦理進口設備如符合稅則免稅、稅則增註免稅及

其他法規規定，即適用關稅減免，以促進投資意願。 

   促進民間投資：租稅措施(3/3) 

註：產創條例修正案目前刻正辦理法案預告作業，預計2019年1月底將條文草案函送行
政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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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中小企業財務支援 [經濟部] 

─推動融資保證優惠措施，以鼓勵新創/創新/研發/傳承 

 針對設立未滿五年新創事業以及傳承創新中小企業，

2017年6月起提供企業小頭家貸款(2018年10月起，更放

寬員工為10人以下營利事業皆可申請)，以因應企業營運

創新、技術升級或轉型發展資金需求，保證成數達9成。 

 對於設立未滿5年且獲創新獎項或創新研發補助者，提供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2018年5月起在500萬額度

內保證成數一律9.5成，並得以直接保證方式辦理。 

 針對經濟部創新研發專案補助之中小企業，提供促進企業

創新直接保證方案。 

   促進民間投資：融資協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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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政策加碼提高符合條件企業保證融資額度 [經濟部] 

信保基金同一企業保證融資最高額度為1.2億元，

2017年起，針對配合政府政策之中小企業，信保基

金額外增加保證融資額度，舉如前瞻建設綠能科技

加碼1億元等註。 

 2018年5月起更針對獲得卓越中堅企業獎等經濟部

績優獎項者額外加碼1億元。 

 持續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資金 [金管會] 

─ 持續推動「本國銀行加強辦理中小企業放款方案」，

充分支持對中小企業之資金需求。 

   促進民間投資：融資協助(2/2) 

註：額外增加保證融資額度者，包括增加國內投資者(1億元)、前瞻建設綠能科技者(1億元)、
新南向投資(1億元)、拓展海外市場(6千萬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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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企業併購法，促進新創事業發展 [財政部、經濟

部] 

─研議修正企業併購法，簡化併購行政作業。 

─刻正研議「營利事業併購取得所得稅法第60條以外

之其他無形資產得認列攤銷費用」及「新創事業個

人股東因企業併購後取得股份對價之股利所得延緩

課稅」租稅優惠。 

促進民間投資：產業創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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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5+2產業創新計畫 [各部會] 

─2019年編列預算619億元，較2018年增加22億元。 

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 [國發會、經濟部] 

─新創事業募資金額每年增加50億元，2019年目標

237億元。 

促進民間投資：產業創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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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共建設執行率，加速基礎建設 [各部會] 

─2019 年度公務預算(含特別預算註)公共建設計畫規

模達2,633 億元，較上年度增加241億元，增加

10.1%。 

─2019年度整體公共建設計畫預計3,927 億元 (含營

業與非營業特種基金1,294 億元)，約增加7.7%。 

    落實公共投資：強化公共建設執行(1/3) 

註：包括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等特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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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落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管控實施進度，提
升執行力 [各部會] 

─第2期(2019-2020年)經費共編列2,229億元，其中

2019年1,047億元註1。 

─主要項目包括：臺鐵升級及改善東部服務(87 億元)、

水與發展(94億元)、加速綠能科學城建置(33億元)、

建設下世代科研與智慧學習環境(53億元)、開發在

地型產業園區(45億元)註2。 

    落實公共投資：強化公共建設執行(2/3) 

註：1.第1期(2017.9-2018年)經費共編列1,071億元。 
        2.前瞻基礎建設第二期經費總數雖已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但細項仍調整中，(  )內數字係參考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第2期特別預算案計畫數字（立法院審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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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公營事業投資執行 [各部會] 

─2019年度國營事業固定資產投資2,216.4億元，較

上年度預算數增加336.7億元，約增17.9％。 

─投資主要項目包括：電源開發及電力擴充(1,307.1

億元)、石油煉製及天然氣產能擴充(189.5億元)，

以及擴建供水設施(176.1億元)等。 

    落實公共投資：強化公共建設執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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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經濟穩定向前 

•提升消費能力。 

•增加消費誘因及選擇。 

•優化投資環境，吸引

民間投資。 

•推動產業創新。 

•落實公共投資執行。 

肆、結語 

投資面 消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