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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國內水果價格，部分進口水果關稅減半。101

年 10 月 1 日行政院江副院長宜樺召開穩定物價工

作小組會議時表示，針對國內需求量高且非生產

期（生產地）的水果，如蘋果、甜桃、奇異果等採

行關稅減半措施，為期 2 個月，以增加市場供應

量；江副院長也指示相關部會著手修訂海關進口稅

則，未來颱風豪雨等不可抗力之天災造成蔬果供應

銳減，將立即啟動進口蔬菜及水果進口關稅減半措

施，以迅速穩定民生物價。

加速推動桃園航空城計畫，帶領台灣再次起飛。

101 年 10 月 4 日行政院正式成立「行政院推動

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並召開第一次會

議。未來政府將投入 4,630 億元預算，打造桃園機

場成為東亞樞紐，預估年客運量將提升至 7,500 萬

人次，創造經濟效益 2.3 兆元、稅收 840 億元，並

增加工作機會 26 萬個。江副院長強調，桃園航空

城計畫係台灣在全球經貿布局的關鍵，除了提振國

內景氣，亦可帶動我國產業升級轉型與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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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雲彰農業黃金廊道，節水、觀光與繁榮地方。101 年 10 月 8 日行政

院召開「雲彰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記者會，說明政府將於 102 至 109

年投資 33 億元，輔導獎勵農民、產銷班、農企業，發展農業節水生產專

區，以「新技術、新農民、新產業」打造「節水、節能」的農業黃金廊

道；預估每年可減抽 2,400 萬噸（相當於半座湖山水庫）地下水，帶動

1.2 萬人次農業旅遊，提升農業競爭力與技術外銷的效益。

推動「以台灣為主之國人理財平台」方案，創造多贏局面。101 年 10 月

17 日行政院陳院長冲出席「以台灣為主之國人理財平台方案」說明會時

指出，台灣金融機構未來將扮演重要角色，以達到「台灣人的錢在台灣

金融機構由台灣專業人才操作」，讓本地資產管理人才有發揮的舞台與空

間；未來將陸續修正相關法規，使國人理財在貨幣、商品、連結標的上

具有更多樣之選擇。

策進勞動市場動能，穩定就業市場。101 年 10 月 18 日行政院陳院長聽

取「因應景氣變動策進勞動市場動能」報告後表示，政府將依景氣波動

狀況適時推動各項促進就業措施，並配合「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以「加

強就業媒合，提供人力需求」、「強化產業人才培訓，推動人才布局」、

「協助青年及弱勢就業」及「適時調整外勞政策，補充產業所需人力」等

策略，穩定就業市場，減少就業障礙。

行政院會通過《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2 條修正草案。101 年 10 月

18 日行政院會通過《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2 條修正草案，將該法之

適用範圍修正為「就同一事業單位之同一廠場僱用勞工人數在 500 人以

上者，於 60 日內解僱勞工逾所僱用勞工人數 5 分之 1 或單日逾 80 人」，

並將「同一事業單位於 60 日內解僱勞工逾 200 人或單日逾 100 人」納

入該法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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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松山機場門戶，提升大台北都會區整體競爭力。101 年 10 月 22 日

行政院經建會於委員會議中討論「松山機場整體規劃報告書」案。預估

至民國 119 年，政府將投資 100 餘億元，重新打造松山機場門戶及辦理

民間參與規劃「民航關聯產業廊帶」，可有效強化松山機場為首都商務機

場及國內航空樞紐之功能定位，改造機場門戶周邊景觀、充實機場周邊

商業機能，並提高飛航安全，進而提升大台北都會區整體競爭力。

行政院會通過《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01

年 10 月 25 日行政院通過《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7、21、

24、29、31 條修正草案。陳院長指出，本修正案係配合我國航港體制

改革、自由港區營運管理需求，以及推動高雄港加入倫敦金屬交易中心

（LME）遞交港，完成修法後將可提高自由港區營運效益及服務效能，進

一步發展多元創新營運模式。

推動「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吸引台商返鄉投資。101 年 10 月

31 日行政院宣布「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於 11 月 1 日起正式實

施，為期 2 年，將藉由解決人力問題、提供用地資訊、調降設備關稅、

強化輔導服務、加速 ECFA 協商及提供專案貸款等六大策略，每年期能

吸引台商回台投資 1,000 億元，創造總產值 3,037 億元及本國勞工就業

8.2 萬人，為我國產業及經濟發展建立堅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