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全方位建設—落實「黃金十年國家願景」

貳、 全力拚經濟—執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因
應國內、外主客觀情勢與挑戰，未來四年政府將秉持「黃金十年　國

家願景」揭示之「繁榮、和諧、永續」施政理念，落實推動「經濟動

能推升方案」、「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等計畫，全力開展全方位國家

建設，加速體制調整與法規鬆綁，提升經濟成長潛力，並使經濟成長更具包

容性與永續性，逐步達成黃金十年幸福台灣之國家願景。

壹、全方位建設—落實「黃金十年國家願景」

一、活力經濟

（一）開放布局

1. 積極洽簽經貿協議：推展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經濟合作協定

（ECA），期於 105 年達成我與 FTA ∕ ECA 簽署國的貿易額占我對外貿易

總額 5 成。

國家發展計畫

（102 至 105 年）

   系列三  國家發展政策主軸

經建會綜合計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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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規劃產業因應市場開放之中、長期

調整方案，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逐步創造加入 TPP 的有利條件。

3. 全力爭取後 ECFA 商機：輔導物流業朝規模化與利基型發展；發展兩岸航

線網絡，並打造海峽兩岸快捷走廊，俾利兩岸產業跨境合作。

4. 加強吸引外資及人才：檢討放寬外人投資法規、完成「僑外投資負面表列

項目」檢討及修正《外國人投資條例》。

（二） 科技創新

1. 強化科技決策治理機制：發揮全國科技會議與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4 年計畫

功能，提升科技預算分配之透明性、公平性。

2. 提升研發價值效能：推動產學合資型創新研發中心，強化國家型科技計畫

效能，並推動「科技研發創新與價值創造之運作機制」，增進研發成果產

業化效益。

3. 深化關鍵技術研發：推動「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發展智慧科技

與服務創新；篩選高附加價值關鍵產品，鼓勵發展終端產品市場應用及系

統整合。

（三） 樂活農業

1. 提升農業競爭力：推動農業資訊雲端服務，發展跨域整合及友善環境生產

模式，設立農業科技研究院，推動農業科技創新研發。

2. 推動整合性加值發展：鼓勵老年農民退休，實施離農獎勵；推動小地主大

佃農，加速引進青年農民，推動農村再生跨域合作，強化資源整合。

3. 確保糧食安全：調整農田耕作制度，建構多元糧食安全體系；強化農產品

安全管理，建立國產牛肉追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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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化農業資源利用：於高鐵沿線地層下陷較為嚴重區域，打造「節水、節

能」的農業黃金廊道。

（四） 結構調整

1. 落實產業再造：積極推動「台灣產業結構優化—三業四化（製造業服務

化、服務業科技化及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行動計畫」，強化產業技

術創新能力，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2. 優化中小企業發展環境：積極落實「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整合中小

企業財務融通機制，全方位輔導中小企業，強化其經營能力。

3. 促進投資、擴大內需：持續推動全球招商計畫，提供來台投資之全方位投

資服務；落實「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吸引台商回台投資。

4. 加速貿易多元化：積極推動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或經濟合作協定，加速融入

區域整合；協助企業開拓新興市場商機及布局全球，促使台灣成為全球企

業進出亞太市場最佳門戶。

（五） 促進就業

1. 促進人力資源有效運用：強化關鍵人才培訓，培育產業需求人才；加強產

學合作，推動「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強化產學訓之銜接。

2. 創造及穩定勞工就業：促進民間投資，帶動區域產業發展，增加在地就業

機會；加強就業媒合服務、辦理多元職訓課程，強化專業職能，提升就業

競爭力。

3. 維護勞工權益：定期檢討基本工資、保障勞工基本生活；落實工作平等

權、營造友善職場，強化勞資協商與工作場所合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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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穩定物價

1. 採行妥適的貨幣、信用及外匯政策：靈活採行公開市場操作、貼放利率政

策、準備金政策及其他的貨幣政策工具，維持銀行體系準備部位及市場利

率於適當水準。

2. 建構糧食、原油及重要原物料之安全供應機制：活化利用每年兩期作休耕

農地，產銷無虞作物，確保糧食潛在供應能力；掌握國際糧食與大宗物資

資訊，分散大宗物資進口來源，降低進口成本。

3. 加強查緝囤積、哄抬：強化基層跨機關合作查緝囤積商品、哄抬物價之機

制；關注國內重要民生物資市況，維護交易秩序。

二、公義社會

（一） 均富共享

1. 帶動民間薪資成長：加速全球招商，並擴大就業機會；推動七大區域生

活圈計畫、「都市更新產業行動計畫」，期於 4 年內推動形塑都市更新產

業鏈。

2. 擴大弱勢照顧：落實社會救助新制，協助弱勢民眾自立脫貧；修訂《特殊

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擴大扶助特殊境遇家庭。

3. 縮小所得差距：積極推動租稅改革，減輕中低所得者及薪資所得者租稅負

擔；提升高所得者租稅負擔，以強化租稅移轉效果。

4. 規劃推動年金制度改革：建立永續年金財務制度，以支應未來高齡化社會

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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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安健康

1. 保障民眾就醫：落實健保改革，加強財務及支付制度改革，建立永續健保

制度；合理配置醫療資源，強化偏遠地區及弱勢群體健康照護。

2. 推動健康生活：建置多元化友善運動休閒環境，普及全民運動；推動菸

害防制、癌症防治等工作；落實生育及婦幼保健，辦理生育風險救濟試

辦計畫。

3. 打造安康環境：建置完善國家防疫網及食品藥物管理機制，確保食品、藥

物及防疫安全。

4. 強化社會治安：持續推動多元預防犯罪方案，加強檢肅竊盜及防制詐騙犯

罪，提升肅槍緝毒及掃蕩黑道幫派成效。

（三） 扶幼護老

1. 建置幼兒教保服務體系：提供多元化且普及性之兒童照顧服務方案，推動

保母職業登記與管理制度，提升托育品質與功能。

2. 落實長期照護服務：規劃推動長照保險制度，賡續推動長照服務法制化，

研訂《長期照護保險法》及相關子法規。

3. 健全身心障礙服務體系：配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正，推動無障

礙生活環境。

（四） 族群和諧

1. 保障原住民族自主權：加速推動《原住民族自治法》立法，賡續輔導部

落執行「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計畫」；積極推動《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立法。

2. 尊重各族群多元文化：逐年開辦原住民族「部落學校」2 至 4 所，落實族

群文化教育；推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強化族群文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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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扶植族群特色產業：打造原住民族產業亮點，輔導客家文化業者通過

「Hakka TAIWAN」商標認證每年至少達 250 件。

4. 強化新移民適境照顧：辦理新移民親職教育、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等課

程；建構新移民服務輸送網絡，102 至 105 年累積服務達 8 萬人次以上。

（五） 居住正義

1. 提供住宅補貼：推動落實《住宅法》及相關子法；賡續辦理「整合住宅補

貼資源實施方案」及「青年安心成家方案」（行政院審議中）。

2. 平衡都會地區住宅供需：興建機場捷運 A7 站合宜住宅及板橋浮洲合宜住

宅；推動興辦台北市、新北市社會住宅 5 處。

3. 健全不動產交易資訊：賡續推動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制度；規劃制定不動

產租賃服務產業經營管理制度及建置不動產租賃知識庫。

4. 實現土地徵收市價補償：每 6 個月評定一次被徵收地區之正常交易價格，

確保土地徵收符合公益性及必要性。

5. 營造城鎮新風貌：推動跨域整合及主題型縫補串連等計畫，推動《景觀

法》立法；持續推動都市更新。

（六） 性別平等

1. 引領施政融入性別平等價值：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項具體行動

措施，並完成全國法規檢視及編纂國家報告，以及研發性別主流化之各

項工具。

2. 營造女性幸福環境：加強宣導《性別工作平等法》，打造平等友善工作環

境及強化企業社會責任。

3. 防範性別暴力：充實性暴力防治工作之本土化知識體系，強化「反性別暴

力資源網」，凝聚社會大眾反性別暴力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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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構性別友善社會：研議推動保障多元性別認同者權益之相關政策措施，

獎（補）助民間團體、社區開設相關教育課程及活動。

三、廉能政府

（一） 廉政革新

1. 健全防貪、肅貪機制：持續推動「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落實執行陽

光法案，確立乾淨政府。

2. 增進人權保障：定期提出國家人權報告，排除各項人權保障障礙，積極推

動人權教育，促使人權保障標準與國際接軌。

3. 落實司法保護：推動「人民觀審制度」，落實司法官評鑑及淘汰機制，健

全國際互助法制，建構公正友善司法環境。

4. 提升檢察效能：研訂防止企業賄賂相關法制，加強查緝重大貪瀆案件及查

扣不法所得，持續推動「檢察機關排怨計畫」。

（二） 效能躍升

1. 加速行政流程改造：推動組織改造，期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改造

作業；推動「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督促重大施政依限完成。

2. 落實服務評價機制：推動單一窗口全功能服務及跨機關業務整合；改善業

務流程，建立服務評價機制，提供優質服務。

3. 深化政府服務效能：持續執行「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101 至 105

年），深化電子化政府便民服務；推動「黃金十年『效能躍升』施政主軸

實施計畫」，落實效能躍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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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法規鬆綁與調適：強化法規檢討平台功能，建置與國際接軌並具競爭

力之法規體制；檢討調適國內財經法規，確保整體經貿利益。

四、優質文教

（一） 文化創意

1. 加強文化傳承及創新：推動專業藝文團體駐鄉服務，舉辦各種藝術展演、

行動博物館及文學館列車巡迴村落活動。

2. 興建重要藝文空間：完成興建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屏東縣演藝廳、台

中大都會歌劇院、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與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台灣

電影文化中心；推動大故宮計畫，104 年完成故宮南部院區建設與開館

試營運。

3. 均衡城鄉文化資源：推廣數位展覽至城、鄉、原鄉、離島舉辦行動巡展；

賡續辦理「跨越障礙．欣賞美麗」活動，提供視障者觸接式導覽服務。

4. 健全文創產業環境與人才整備：成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提升研發

及創新能量；強化產業群聚連結，推動核心創作者進駐文創聚落。

5. 促進文創產業價值產值化：推動文化內容開放（Open Data）與加值應

用；發展中介服務體系，促進文創內容流通，健全產業鏈發展。

（二） 教育革新

1. 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逐年擴大免試入學名額比率，分階段實施高中

職免學費；逐年就入學方式進行專業評估，並自 105 年起每 3 年進行一次

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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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高等教育輸出：執行「高等教育輸出－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

畫」，推動全球華語文教育與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鼓勵出國留學，並放寬

優秀人才來台任教，厚植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

3. 強化技專校院創新研發：推動第 2 期技職教育再造工程及「發展典範科技

大學計畫」；強化學校智財管理機制，提升創新研發競爭力。

4. 深耕生涯發展教育：推動「技藝教育抽離式班級」及「8 年級社區高職參

訪」，提高教師輔導知能，促進學生能力多元發展。

五、永續環境

（一）綠能減碳

1. 全力發展再生能源：推動整合型示範計畫，加速綠能產業發展，105 年綠

色能源產業產值達 6,580 億元，創造就業機會 7.9 萬個；再生能源總設置

容量達 458 萬瓩，每年提高能源效率 2% 以上，105 年能源密集度較 99

年下降 12%。

2. 完善節能減碳法規制度：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立法，要求大型碳排放

源逐年減少排碳總量；建構能源稅之法制基礎，使能源外部成本內部化。

3. 加速產業低碳化：輔導能源大用戶建立能源查核制度，訂定節約能源目標

及執行計畫；強化能源密集產業效率管理。

4. 擴張新能源科技研發能量：發展前瞻能源、儲能、能源轉換、碳捕捉、封

存技術；透過創新策略，落實「綠能產業躍升方案」。

5. 打造低碳樂活家園：強化能源效率管理與節能規範；辦理低碳永續家園推

動方案，打造低碳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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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家園

1. 健全國土規劃制度：宏觀國土規劃，推動《國土計畫法》立法；研修《區

域計畫法》，研訂各類型土地利用基本原則。

2. 建構潔淨寧適環境：提升室內外空氣品質管制，105 年達成 PM2.5 年平

均濃度為 20μg/m3 以下；改善水體水質，執行淡水河流域等 11 條中度

及嚴重污染長度達 50% 以上之重點河川污染整治。

3. 強化水資源運用與管理：推動人工湖、伏流水、海水淡化等多元水源開

發；辦理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102 至 105 年推動

彰雲地區年地下水減抽量達 0.47 億噸。

4. 加強植樹造林：102 至 105 年辦理劣化地復育、短期經濟林造林等新植造

林綠化面積累計共 1 萬 2,050 公頃。

5. 強化生態保育：持續推動珍稀動（植）物之調查、研究、保育及復育等工

作，102 至 105 年新增劃設自然保護區域 5 處；推動國家（自然）公園設

立 2 處，擴大國家（自然）公園範圍。

（三） 災害防救

1. 推動氣候變遷調適：配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研擬土地使

用、海岸及災害領域調適行動計畫，落實國土保育。

2. 提升核電安全：完成二階段核能電廠安全總體檢與個廠壓力測試，落實執

行安全防護與緊急應變強化方案；加強核四施工與測試品質查核，確保如

質安全運轉。

3. 推動整體性防災計畫：整合防災研究與機制，推動整體性治山防災；持續

辦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102 至 105 年持續補助地方政府每年處置水井

800 至 1,000 口。

432012 / 12
Taiwan Economic Forum

43

政
策
紀
實

特
別
報
導

活
動
紀
實

經
建
專
論

經
濟
新
訊

台
灣
景
氣
概
況

經
濟
統
計



4. 強化災害潛勢監測運用及預警疏散能量：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精進降雨

及淹水預警能力；執行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置計畫。

5. 深化基層災害防救及社區自主防災能力：整合防災資訊展示，提供即時水

情、淹水警戒、河川水位警戒及水庫洩洪警戒等防災資訊。

六、全面建設

（一） 基礎建設

1. 穩定水電供應：推動智慧電網及輸變電改善計畫，開發多元電源；完成湖

山水庫工程、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更新改善計畫。

2. 推動產業園區智慧、低碳及高值化：加強產業園區效率化資產管理、資訊

化設施管理；推動工業區轉型智慧化、低碳化之高值創新產業園區。

3. 加強老舊校舍補強整建：辦理國中小及高中職校舍耐震能力評估及結構補

強，及老舊校舍拆除整建。

4. 強化產業與地區基礎建設：持續推動產業與地區發展所需之基礎建設，加

強地方聯外交通系統建設，構築共同管道建設。

（二） 海空樞紐

1. 推動自由貿易港區多元發展：擴大自由貿易港區營運面積，鬆綁法規制

度，提升服務效能，加速自由貿易港區多元發展。

2. 提升桃園國際機場服務品質：持續推動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改善，辦理

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及道路建設，規劃建設第三航廈，提升桃園國際機場服

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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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松山機場開發：強化商務機場機能，推動松山機場「民航關聯產業廊

帶」開發，提升大台北都會區之競爭力。

4. 加強高雄港營運競爭力：推動高雄海空經貿城整體發展綱要計畫、洲際貨

櫃中心第 2 期計畫，並規劃國道 7 號建設計畫；鼓勵航商增闢大陸二線港

口及其他國家航線，推動高雄港為亞太樞紐港。

5. 強化國際商港客運設施現代化：推動高雄港客運專區建設計畫、台中港優

質港區及綠色港埠發展計畫，興建基隆港西岸客運專區港務大樓，強化國

際商港現代化客運設施。

（三） 便捷生活

1. 強化都會區捷運網：加速構建北、中、南三大都會區捷運網，提供無縫優

質軌道運輸系統服務。

2. 改善鐵路運輸服務品質：推動台鐵捷運化後續建設計畫（基隆—苗栗

段）、高雄—屏東潮州捷運化等計畫；推動屏東潮州段、花東線全線電

氣化，完成環島鐵路電氣化目標。

3. 提升公路運輸效能：推動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花東三期建設及

後續四期建設；貫通西濱快速公路，形成第 3 條縱貫南北快速公路。

4. 加速有線電視數位化：賡續推動「數位匯流發展方案（2010-2015 年）」，

加速完成有線電視全面數位化。

5. 落實寬頻網路建設：賡續推動寬頻管道建置計畫，優化無線寬頻基礎建

設，加速建築物光纖佈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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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區域均衡

1. 建構產業空間分布圖：持續推動「產業有家，家有產業」計畫，建構未來

十年台灣產業空間分布圖。

2. 發展區域優勢產業：建立北、中、南、東及離島等各區域之核心都市，發

展優勢產業，設置「區域品牌創意館」，共同行銷國際。

3. 充實區域產業人力及基礎設施：因應產業需求，整合產業資源分析及教育

體系，進行各區域人力供需評估與配套整合。

4. 推動跨域合作：建立跨域補助原則，鼓勵跨域示範性計畫，提升區域合作

意願。

5. 加速離島及花東地區發展：通盤檢討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發展離島地

區成為新能源、觀光旅遊等重要基地；擬定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

並制定四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五） 健全財政

1. 多方運用財力資源：創新財務策略，推動「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

案」；推動公私合作機制（PPPs）、落實租稅增額財源機制（TIF）及異業

結盟等策略，以提高計畫自償率。

2. 提升政府理財效率：核實歲出預算之必要性及可行性，並強化經費支用稽

核；落實「預算編製作業落實零基預算精神實施方案」。

3. 增進租稅負擔公平：加強宣導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消弭婚姻造成所得

稅負擔差別待遇，適時檢討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4. 強化地方財政自主：健全財政劃分法制，強化地方財政自主程度；賡續推

動地方政府財政業務輔導，協助地方政府開闢自治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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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強公共債務管理：持續推動強化債務管理方案，逐步減少債務舉借；

透過中央政府債務基金財務運作，暨公債及國庫券買回機制，調整債務

結構。

（六） 金融發展 

1. 擴大金融機構經營範疇：積極擴大金融機構業務範圍，提高經營彈性；檢

討放寬資產管理機構投資規範，提升國內資產管理業競爭力。

2. 推動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推動金融機構國際化及全球布局，鼓勵金融機

構赴海外設立分支機構；積極爭取主（協）辦國際會議、持續與各國金融

監理機關交流互動。

3. 發展具兩岸特色金融業務：開放本國銀行辦理人民幣相關業務，並發展人

民幣衍生性商品；促使國內銀行發行之提款卡及轉帳卡在大陸地區提款及

消費使用，發展大中華區資產管理及理財業務。

4. 強化金融監理：加強金融機構資本適足性管理機制、強化金融機構流動性

及系統性風險之控管；持續督導本國銀行降低逾放比率及提升備抵呆帳覆

蓋率。

5. 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持續督導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積極處理各項消費爭

議；透過「金融教育推動小組」整合平台，提升國人金融知識、風險意識

及自身權益之保護。

七、和平兩岸

（一） 兩岸關係

1. 持續制度化協商：積極落實並擴大兩岸已簽署協議之執行成效，有序推動

ECFA 後續其他議題之協商，建構兩岸穩定、機制化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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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交流機制：完備兩岸經貿、人員往來等相關安全管理機制；循序漸進

推動兩岸經貿制度化之交流與合作，動態調整兩岸經貿政策及措施。

（二） 國防安全

1. 推動募兵制度：循序推動兵役制度轉型，於 103 年底完成志願役現員

17.6 萬人目標。

2. 強化災害防救：加強災防整備，更新國軍災防地形地貌圖資資料庫及發展

「救災資源管理系統」，兼顧降低人民災損及守護國土安全。

3. 建構可恃戰力：積極兵力整建，精進組織效能；籌獲必要武器裝備，提升

國防科技水準。

4. 重塑精神戰力：深植武德內涵，精進軍紀整飭，展現國軍「巧實力」；優

化官兵照顧，落實眷屬服務，凝聚徵屬向心力。

5. 維護區域穩定：擴大軍事交流合作管道，爭取友盟合作；廣拓情報來源，

掌握區域安全情勢。

八、友善國際

（一） 擴大參與

1. 增進對外關係：深化與美、日、歐盟及周邊國家關係，確保我國主權與安

全；鞏固與邦交國關係，提升與無邦交國家實質關係。

2. 拓展國際空間：維護我國在已加入之國際組織會籍與權益，建立我國與尚

未能參與之國際組織的實質聯繫，並協助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事務。

3. 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配合「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發展，爭取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與美國重啟「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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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A）談判，並推動與貿易夥伴洽簽經濟合作等協議，協助企業拓展海

外商機。

4. 發展青年多元國際服務及學習機會：積極爭取簽訂青年打工度假協議，並

促請開放更多名額及工作項目。

（二） 人道援助

1. 回饋國際社會：善用我國醫療公衛、農漁業、中小企業及縮短數位落差等

強項，強化國際合作。

2. 參與國際人道援助：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及國際人道援助之參與，扮演國際

間「人道援助提供者」角色，提升我國際形象及能見度。

（三） 文化交流

1. 推動國際文化交流：推動全球布局行動方案，積極辦理成立「文化全球布

點專案辦公室」；拓展台灣書院海外據點。

2. 以青年帶動文化交流：加強與友好國家推動青年事務瞭解備忘錄或合作計

畫，鼓勵國際青年來台打工度假；鼓勵青年參與國際志工、海外實習體

驗、國際會議等青年國際活動。

3. 推動語文及學術交流，加強與各國簽署文化交流協議：促進與其他國家

間青年之互動交流，持續與較多台灣青年所學語言的國家洽簽打工度假

協定。

（四） 觀光升級

1. 推動觀光國際化：持續耕耘既有目標市場，爭取新興市場；加強異業結

盟，以創新手法，增加台灣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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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特色觀光：建構觀光平台，推動主題式旅遊；強化區域特色，推動客

製服務，發揚以台灣多元資源與風貌為底蘊的觀光特色。

貳、全力拚經濟—執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一、推動產業多元創新

（一） 推動三業四化，協助傳統產業維新，推動中堅企業躍升，促進產業結構

優化。

（二） 辦理「台灣觀光年曆推動計畫」及「旅行台灣就是現在（Time for Taiwan）

行銷推廣計畫」，並開發高價值客源來台，擴大觀光服務能量。

（三） 推動「發展具兩岸特色之金融業務」及「以台灣為主之國人理財平台」，

活化金融永續發展；規劃推動「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輔導農民進行農

業節水生產。

二、促進輸出拓展市場

（一） 強化新興市場資訊並增設據點，並協助廠商創新國際行銷模式；鎖定具國

際競爭力之服務業進行海外行銷推廣，輔導台灣企業運用電子商務跨境行

銷中國大陸市場。

（二）舉辦國際會議及展覽活動，吸引國外人士來台消費，帶動會展及週邊產業

商機。

（三） 推動自由貿易港區多元發展，並推動與貿易夥伴洽簽經濟合作等協議，積

極加入區域經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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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產業人力培訓

（一） 推動「縮短學訓考用落差方案」，強化產學合作；執行「青年人才培訓深

耕方案」，協助青年提升就業力；建置職能基準及營運能力鑑定，強化產

學訓之銜接。

（二） 落實職業證照法制化，辦理職前、在職、青年專案相關訓練，強化職場就

業能力；媒合新興市場學生畢業後為企業所用。

四、促進投資推動建設

（一） 積極促進民間投資，吸引國外廠商來台投資，並引導創投資金投資策略性

服務業。

（二） 推動台商回台，落實「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鼓勵指標性台商回

流；規劃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並提供土地、勞力、資本等生產要素

更優惠條件，創造誘因吸引投資。

（三）採取創新財務策略，協助公共建設籌措資金；積極啟發促參案源，吸引國

內資金及陸（外）資投入公共建設。

五、精進各級政府效能

（一） 清理檢討閒置國有用地，活化公有土地及資產，開發具指標性國有土地，

帶動地區發展、活絡經濟。

（二） 開發松山機場「民航關聯產業廊帶」；台灣港務公司興建基隆、高雄港國

際郵輪中心等重大港埠建設計畫，打造全方位加值物流港；持續擴展航空

網絡，帶動區域及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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