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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歲寒，又到了回顧與展望的時候。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劉主任委員

憶如於2010年12月28日舉辦年終記者會，剴切闡述說明2011年經濟展望

以及經建會未來的施政方向及具體作法。

內需出口雙引擎同時啟動

傳產與高科技   各領風騷

劉主委表示，展望2011年，全球經濟成長將會趨緩，而且重心會由西轉

東，歐美扮演全球消費市場的角色會減弱，亞洲新興市場的實力則將增強，內

需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也將因而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近期國內外機構及外資

券商對於台灣經濟成長的預測，都比上一波的預期來得高；而國際貨幣基金

（IMF）預測，2012年起至2015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更將躍升為亞洲四小龍

之首（見表１）。

穩定、均衡、永續的經濟發展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9年終記者會

採訪整理   楊語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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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委表示，在走過全球金融風暴後，經建會對於未來的經濟發展，將著

眼在穩定、均衡及永續等面向，除推動「內需」與「出口」成為經濟成長的雙

引擎外，也要致力發展能提升就業的產業，一方面促進傳統產業與高科技產業

並重發展，另方面則將加強推動服務業與農林漁牧業，使各產業在2011年能各

領風騷。

在發展策略方面，劉主委強調台灣需要加速進行基礎建設，持續鬆綁法

規，以符合國際標準；同時，製造業的轉型加值及服務業的精緻化，也都是台

灣需要著力的重點工作。此外，搭配亞洲自出口轉型內需的時代潮流，台灣

表1   IMF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預測（發布日期：2010/10/7）

國家＼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台灣 0.73 -1.91 9.32 4.41 4.69 4.90 4.95 5.00
南韓 2.30 0.20 6.06 4.48 4.21 4.08 3.98 3.96

新加坡 1.78 -1.28 15.00 4.55 4.37 4.21 4.10 4.01
香港 2.16 -2.76 6.04 4.69 4.32 4.30 4.28 4.28

資料彙整：行政院經建會。

經建會年終記者會由劉憶如主任委員主持，陪同出席的還有胡仲英（左）、黃萬翔（中）及單驥（右）三

位副主委。會中提出經建會對於2011年台灣經濟成果的展望以及具體規劃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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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由傳統以代工為主的產業型

態，轉型為營運、管理、創新、

智慧及服務型產業；並將持續加

強投資，以帶動內需市場。

至於具體作法，劉主委也提

到以下幾點措施：

一、招商活動不停歇  
經建會在過去幾個月分別

於國內外舉辦多場投資招商說明

會，未來招商的腳步還會再往外

擴展，包括2月到印度（德里、孟

買）、3月到美國（紐約、洛杉磯及舊金山）、4月到日本（東京、大阪），以

及5或6月到歐洲。經建會將會針對不同地區的招商特性，擬定不同的產業主軸

進行投資說明。另外，經建會也將於農曆春節期間配合海基會舉辦的台商春節

聯誼活動，以及7月搭配亞洲台商年會的舉辦，分別進行招商說明會，以推動

台商回台投資的意願。至於投資的項目，將以促進就業、提高人民薪資所得的

產業為主。

二、產業分布有規劃

為了規劃適地適性的產業發展策略，增加每個地區人民的就業機會，讓產

業發展的效益由全民共享，經建會將規劃「產業有家，家有產業」的計畫，讓

每個地區都有至少3種主打的產業，同時讓每個產業都有至少3處落腳的地區，

形成區域品牌。在這樣的理念下，經建會將規劃出台灣未來10年產業發展空間

分布圖，然後再調整政府部門的軟、硬體投資，營造更好的產業發展環境，同

時搭配上述的國內外招商計畫，將資金直接引入地方，進行投資。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劉主任委員憶如於2010年12月
28日的年終記者會上強調，2011年企業要加薪、年終

獎金要豐厚，才能共同迎接台灣消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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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研擬各區域產業發展的方向，並確定產業發展區域的劃分，經建會將

與中央主管部會、地方政府及產業界討論區域劃分的構想、主軸產業既有的區

位及相關推動計畫，初期工作計畫是在1月間於台灣各地進行研討會，接著在3

月至6月間再依據產業發展區域，舉辦至少12場研討會，以凝聚各界共識，確認

各區域發展之主軸產業，並形塑各區域發展的具體計畫及所需的配套措施。

三、服務業月月出新招

政府已選定國際醫療、國際物流、音樂及數位內容、會展、美食國際化、

都市更新、WiMAX、華文電子商務、教育、金融服務等十項，作為未來服務業

發展重點。在建國百年這一年中，經建會將以「一月一主題」的方式，規劃服

務業主題月的系列活動。希望以民眾共同參與的方式，配合各產業的特性，辦

圖1   區域產業分布圖初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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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展覽、園遊會、音樂會、競賽及專家座談會等活動，加強十項重點服務業的

推動效果。當然，為了加強商機的媒合，經建會也將邀請潛在投資人參與各項

盛會。

表2   十項重點服務業主題月系列活動

月份 服務業名稱 產業內容

一月 十項服務業整體活動介紹

二月 美食國際化 介紹讓全世界讚歎的台灣美食。

三月 國際醫療 讓顧客走進來，醫療走出去，提升台灣高品質醫療的服務形象。

四月 音樂及數位內容
● 提升台灣流行音樂的能量。
● 讓台灣成為多娛樂及多媒體創新應用的典範。

五月 華文電子商務 塑造台灣成為安心、細緻、熱絡的全球華文電子商務營運中心。

六月 國際物流 打造台灣成為物流加值及供應鏈資源整合之重要據點。

七月 會展產業 建設台灣成為亞洲會展重鎮。

八月 都市更新
● 創造國內產業需求及地區發展契機。
● 提升國人居住環境品質。

九月 WiMAX
使台灣成為全球無線寬頻服務示範島，並成為「解決方案」輸出

國。

十月 高等教育輸出 強化台灣高等教育品牌，吸引質量並重的外國學生。

十一月
高科技及創新產

業籌資平台

利用台灣科技與籌資優勢，吸引海內外高科技及創新事業來台上

市（櫃）。

十二月 整體成果回顧展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

四、鬆綁法規符合慣例

為了配合全球招商的腳步，創造與國際接軌的友善經商環境，經建會在過

去兩年半來，累積鬆綁了571項法規，除了在兩岸、金融、租稅等面向上，讓

政策性法規鬆綁外，也同時在服務業與六大新興產業的相關法規上進行逐項檢

討。在改革經商環境的法制方面，具體成果共有以下四點：1.縮短公司申請設

立有關名稱預查、登記及申辦勞健保時程；2.調降營所稅、推動網路申報營所

稅及簡化營所稅結算申報書；3.修正《契稅條例》，明確房屋契稅申報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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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簡化進出口程序及應備文件，強化貿易基礎體制。依世界銀行的排名，2010

年台灣經商環境在全球181個國家中，已由2009年的61名，進步到46名。經建

會設定的目標，是讓台灣在2012年全球經商環境排名提升至第20名。未來推動

的重點包括：

（一） 建置「公司（商業）——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便利民眾於單一網站

完成所有公司（商業）設立流程。

（二）擴大及強化「申請建築許可單一窗口」服務，加速建築執照申請之流程。

（三） 研修《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與投資人保護法制。

（四） 研商「動產擔保交易制度」朝向國際趨勢改革之可行性，以配合我國六大

新興產業及十項重點服務業的融資需求和長期發展。

失業率降 企業要加薪

景氣好轉 共迎消費年

劉主委也提到，經濟部委託中經院進行的研究指出，簽訂ECFA對台灣的

GDP成長，有1.76％的貢獻。但劉主委認為，ECFA的效應不止是關稅的減免，

它還讓台灣重回國際經貿舞台，增加了台灣的爆發力。舉例來說，兩年半前，

台灣和大陸間沒有任何直航的班機，但現在每週有332班，而且班班客滿；兩年

半前，沒有任何大陸觀光客來台，但現在大陸觀光客人數占全台外國觀光客人

數的3成，而且這樣的爆發力還在持續擴大中。觀光帶動消費，服務業就業機會

就會增加，再加上歐美各國希望與台灣成為策略夥伴，一起進軍亞洲，因此對

於促進民間投資有很大的幫助。在勞動市場條件轉好的情形下，劉主委呼籲企

業今年應該要加薪，同時要廣發年終獎金，讓大家用豐盈的口袋，一起迎接台

灣的消費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