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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國際、前瞻　

邁向自由經濟島

交通部

系列三 推動智慧物流多元營運　

 創造亞太運籌發展利基
 自由經濟示範區智慧物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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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各國為了活絡貿易與促進經濟成長，皆積極洽簽自由經濟貿易協

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以因應全球經貿整合之挑戰，與全球經濟接

軌已成為目前發展重要趨勢。配合馬總統「黃金十年」政策，使台灣成為世界

經濟區域中的一員，以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為出發點，透過經濟自由化、國際

化及前瞻性為核心理念，配合相關法規鬆綁如人流、物流、金流、資訊流等相

關限制，以發展具前瞻性的高端服務業為主，促進服務業發展的製造業為輔，

除提升我國海空港埠競爭力及提升物流加值綜效外，目標為加入「跨太平洋戰

略夥伴經濟協議（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自由經濟示範區─智慧物流」是打造台灣成為自由貿易島的重要基

礎，運用自由貿易港區之現有優勢條件，包括運輸、儲存、包裝、分類及加工

製造等均自由經營，享免稅相關措施，亦不受海關等檢查，以強化營運模式、

鬆綁既有之各項限制，引導具有前瞻性產業發展，吸引外資進駐並將國外貨物

運送來台進行簡單加工再出口，落實市場開放，促成台灣成為亞太區域運籌發

貨中心。

「自由經濟示範區」目前分為兩階段施行，第一階段已於 2013 年 8 月份起

實行迄今，以六海（基隆港、台北港、蘇澳港、台中港、高雄港、安平港）一

空（桃園機場）一園區（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自由貿易港區為核心實行，

積極拓展前店後廠營運模式及委外加工發展智慧物流產業，透過建置完善通訊

基礎建設及共享雲平台，協助我國國際物流業者規劃最佳物流計畫，建立互

信、便捷、效率的創新關務管理機制，讓業者感受到自由便捷的服務。

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實行以來，六海一空自由貿易港區除已新增 7 家

自由貿易港區事業，並有多家業者有意進駐海港，其中 11 家已與港務公司完

成簽約事宜。2013 年海（空）港自由貿易港區營運績效進出口貨物量及貿易值

分別達 1,412 萬噸及新台幣 6,689 億元（如圖 1），均較前年大幅成長 38.7％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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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自由貿易港區進出口貿易值

33.2％，為國內海陸空之交通運輸、物流、承攬、報關、倉儲等業者帶來相當

之效益。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二階段將於《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通過後開

始施行，將開放申請並結合相關政府部門鬆綁相關法規限制及搭配創新關務政

策，為運籌業者提供最佳物流服務，協助企業提升效能及降低成本以打造更優

質之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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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物流發展現況

國際物流在台灣國際貿易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除提供產業界及時有效率

的服務之外，亦須配合日益競爭的商業流通體系發展，開發不同商業之經營模

式，以回應顧客對高效率、高服務品質之需求。在目前經濟全球化發展下，物

流業逐漸朝向整合性物流服務的營運型態發展，營運規模逐漸擴大，其服務範

圍甚至涵蓋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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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運輸輔助及倉儲業之歷年產值，2006 年產值為

1,942.30 億元，到 2009 年雖受到金融風暴之影響而有所下滑，但自 2010 年

起以回復到金融風暴前之產值，2012 年更上升至新台幣 2,125 億元，故整體而

言，產業發展呈上升趨勢。

為因應全球化之競爭挑戰，在產業供應鏈之高度分工、兩岸及國際物流貿

易量值不斷擴增下，物流產業將會是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產業之一。

叁、智慧物流推行區位

台灣為海島型經濟國家，貨物主要由海運進出，種類有貨櫃、大宗散貨

及雜貨，而價值高及重時效之貨物則採空運方式載運，因此，海、空港皆為國

家經濟重要門戶。隨著全球物流發展，海、空港不再扮演傳統運輸功能之角

色，而逐漸發展以物流為核心的多功能性港口。南部以海運貨櫃量為大宗，以

轉口貨櫃為主，有利轉口型國際物流之發展；北部因接近大台北，主要為進口

貨櫃，適合進口型國際物流之發展。智慧物流以六海一空（基隆港、台北港、

台中港、高雄港、蘇澳港、安平港、桃園機場）一園區（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

區）自由貿易港區（簡稱自貿港區）為核心推動，並與其他國內區位及國際區

位跨境連結，帶動地區之發展：

一、 北部地區

以基隆港、台北港、蘇澳港、桃園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為核心，連結北部相

關工業區等製造區位，後續亦可規劃連結國際醫療專區或相關產業區。

二、 中部地區

以台中港自貿港區為核心，連結中部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及彰濱工業區

等製造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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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自由經濟示範區智慧物流推行區位

基隆港FTZ

蘇澳港FTZ

台北港FTZ
桃園航空FTZ

台中港FTZ

安平港FTZ

高雄港FTZ

南港內湖軟體園區

軟體、知識產業新竹科學園區

電子資訊、軟體、光電

中部科學園區

光電、精密機械、奈米材料航太

彰濱工業區、雲林科學園區

玻璃、食品、醫療器械、紡織、光電

亞洲新灣區

文化及流行音樂、會展

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區、林海工業區

鋼鐵、電子

利澤、隆德工業區

太陽能光電、化工、

五金機械、電腦周邊

南部科學園區

光電、機械、食品、生技、環保

屏東農業生技園區

農業生技

三、 南部地區

以高雄港自貿港區為核心，連結高雄港加工出口區（中島、臨廣）、南部科

學園區等製造區位；亦可連結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等。另台南安平港已納為

自由經濟示範區，未來也將成為大台南地區發展智慧物流的重要核心。

四、 跨境區位

透過 FTA 及 ECFA，協商我示範區與日本、韓國、東協及大陸等特定經濟

區位（如保稅港區、自由經濟區等）區位及產業合作，延伸海外腹地，創造我

國運籌樞紐發展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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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第二階段智慧物流推動方式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通過後，利用自貿港區「境內關外」利基優

勢，及「前店後廠」、「委託加工」多元營運模式，建構 E 化平台 G2G、G2B、

B2B 之應用，推動區內各項物流、金流、與資訊流之多元整合服務，參考過去

推動自貿港區之經驗，從強化產業需求、整合跨部會資源、提升關務效率、提

高租稅誘因，並透過四大構面以串聯智慧物流，以下茲就各項分述說明：

一、 推展雲平台

以創新的服務能量，達到資訊雲端共享，具體做法如下：

（一） 建立自由經濟示範區雲平台

整合產業供應鏈、關務通關平台及政府部門及港務公司間單一服務窗口，

協助物流業者整合跨國、跨產業供應鏈，如輔導物流業者規劃建置低溫物

流雲端服務平台、建置供應鏈資訊管理平台。

（二） 鼓勵物流業者提供全球供應鏈物流、金流、資訊流的多元整合服務

輔導區內物流業者建置 VMI 與 JIT 零組件供應模式，協助客戶利用區內存

貨向銀行申請融資服務。

（三） 整合運籌流通資訊與關務審驗平台，以簡化審驗作業。

（四） 推動供應鏈金流線上服務

於多國拆併櫃資訊平台、港棧資訊系統及 B2B 物流平台導入電子支付模

組，完善電子支付系統。

二、 完善基礎設施

透過基礎設施興建如各港口之倉儲空間及轉運聯外之道路以吸引廠商進

駐。港務公司為了擴增示範區土地面積，於台北港南碼頭、高雄港南星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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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洲際二期、安平港等皆積極開發成為營運土地，擴大服務範圍。另為加速轉

運作業時效，亦將設置「自動化門哨管制系統」並與海關「櫃動庫系統」結

合，透過資訊平台辦理電子資料傳輸及車輛控管作業，縮短車輛進出站時間，

並建置專用聯外道路使貨物流通更為順暢。

三、 發展新營運模式

為擴大智慧物流之範圍，除自由貿易港區目前採行之相關作業方式如：多

製程委外加工、半導體檢測維修及產品加值服務等，未來將發展以下內容：

（一） 國際發貨中心── LME 非鐵金屬儲轉

倫敦金屬交易中心（LME）為世界首要之金屬交易市場，也是世界上最

大的金屬交易所，為使台灣能成為亞太國際運籌中心，高雄港已於 2013

年 6 月 17 日正式經 LME 公告成為其遞交港。截至目前，LME 已核准

Pacorini、H&M、Steinweg 及 NEMS 等 5 家國際倉儲業者與其分別與台

灣 7 個合作夥伴所經營之倉庫為 LME 之認證倉庫，並於 2013 年 11 月 21

日正式啟動 LME 商品交易儲存。

高雄港為台灣最大樞紐港，地理位置優越，344 條航線綿密串連 5 大洲、

53 個國家，不但有自由貿易港區之利基，加上兩岸直航，物流倉儲更具

競爭力。中國大陸地區是非鐵（有色）金屬主要消費市場之一，高雄港加

入 LME 遞交後，可降低基本金屬商品在東南亞及大陸地區之倉儲運輸成

本與提升物流供應鏈效率；商品交貨時間縮短，可降低國內買賣業者原所

面對之匯率和商品跌價之經營風險及物流成本，進而吸引國外物流業者來

台投資，成為國際性倉儲轉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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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國貨物拆併業務（Multi-Nation Cargo Consolidation, MCC）─轉口

營運模式

由於國際貨運安排成本過高，除市場競爭激烈外，貨源亦成為影響成本之

關鍵，由於國內產業大量外移，且國際運輸業之母船已有部分不再靠泊我

國港口，造成進出口貨運量下降。為提升我國商港貨運量值增長，透過法

規鬆綁簡化關務簽審流程，使我國營運模式趨近於國際標竿港口，如香

港、新加坡等。透過多國拆併櫃貨營運模式擴展港口轉口貨源，強化區域

貨運集散之功效；並透過貨集散轉運，帶動航線航班開發，進一步吸引國

際貨源來台轉口加值。

      

 

圖3　國際發貨中心──LME非鐵金屬儲轉營運模式

高雄港

國外非鐵金屬

國內非鐵金屬

儲存及發貨中心

國際倉儲業者與國內

倉儲業者共同合作

國內工廠

東南亞或

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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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運快遞專區─ 24H 便捷關務

空運速度快，但由於成本高，有些貨物若以空運不符合經濟效益，為解決

此問題，考量兩岸高速客滾輪快速發展，加上海運運送價格較空運便宜，

因而帶動「空運速度、海運成本」風潮。為達迅速通關目的、加速貨物進

出效益，協助回台企業建立跨海產業鏈之快速聯繫，港務公司刻正研擬設

置海運快遞專區，透過「區對區」之經營方式，營造便捷、安全之快遞貨

物通關環境，達到貨暢其流、增加就業人口、提升經濟發展之願景。

海運快遞專區以台北港為示範據點，對岸則以平潭及廈門港為海運快遞專

區貨運起航點，目前往返台北港與平潭之海峽號快速駛上駛下客貨輪已於

2013 年 10 月 9 日開航，每週兩航次。台灣企業貨主可利用相關航班進行

貨物運送積極搶灘大陸市場。

圖4　多國貨物拆併業務──轉口營運模式

多國到多國

公共倉儲

目的港A

目的港B

目的港C

零散不成整櫃

或需要貼標、

分類、重包裝

貨品來自各國

依目的地、航

線、航班、配

艙等安排，轉

運出口

低成本、高效率、自由

化、國際化營運環境

台灣

大陸

香港

新加坡

遠端稽核

電子帳冊

港口貨櫃集散站

自由港區貨棧

物流資訊平台

232014 / 05
Taiwan Economic Forum

23



 四、 跨區連結

透過與各境外港區合作，簡化一關三檢流程及貨棧倉間靈活調度等合作使

貨物流通更具有彈性，有效使營運順暢，強化進出口轉運效率提升物流加值綜

效，促成區域連結及跨國加值。

伍、智慧物流創新之關務政策

為配合自由經濟示範區之推動，充分運用國內產業能量，積極推動「前店

後廠」、「委外加工」使物流發展達到國際運籌之目標，以創新的關務手法提升

國內物流競爭力，擴大營運效能，利用高科技資訊設備及風險管理機制，減少

業者營運成本，將對貨物之監管方式採電子帳冊、遠端稽核、分級管理及實地

查核等，在達到貨物便捷通關之目的下，依貨物性質不同採相關管制措施，其

相關詳細說明如下：

圖5　海運快遞專區營運模式

國內

海運快遞中心

倉儲、包裝、配銷

快件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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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產品

電子商務

ITC產品

海運
大陸地區

國際機場

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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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電子帳冊

在自由經濟示範區內之港區事業及後廠（受託廠商）皆需建置電子帳冊，

俾利追蹤未稅貨物流向及其相關資訊如：領料、用料、庫存、廢料數量的帳務事

宜，透過電子帳冊的建立使海關可比對業者貨物通關與相關帳務資料是否符合。

二、 遠端稽核

運用電子帳冊線上相關稽核系統查看一般性貨品之流向及後廠貨物資訊，透

過稽核系統可即時掌握帳冊相關資料及異常狀況，藉由遠端稽核即時通關放行；

而管制性貨品則由海關稽查人員親自查驗以確保貨物之正確流向及帳冊資訊。

三、 分級管理

運用風險管理概念， 依據業者類別、守法度、帳務管理、貨物控管、廢品及

貨品是否屬管制品等相關因素訂定分級管理之標準，減少人力成本。

四、 實地查核

透過分級管理交叉比對業者通關及進出示範區之電子帳冊之內容，對於危

險性高之管制品進行實地查核以確保該批貨品無安全及違法之疑慮。

陸、創新關務政策之效益

一、 簡化通關流程，提高業者競爭力

透過電子帳冊之建立，業者得透過電子帳冊將所有貨物相關資訊登錄記

載，透過前店後廠之運作方式有效串連區內外相關產業，形成完整之供應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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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進行貨物加值作業，並提供 24 小時假日夜間簽審服務，提升營運效能並提

高業者之競爭能力。

二、 創新關務制度，降低業者成本

電子帳冊建置無論前店後廠皆需建置，初期雖需酌增成本，但可使示範區

貨物移動之資訊流通無縫接軌，有效降低貨物流通時人為控管，提高貨品進出

的移動效率，以宏觀角度而言，可以節省業者相當的人力、時間及運輸相關成

本支出。

柒、推動智慧物流之效益

台灣喻為製造業王國，但過去企業只能利用保稅工廠才能享有原物料及

零組件在保稅狀態下進行加工生產，然課稅區工廠申請成為保稅區工廠又有其

限制，免稅貨物委外加工程序繁複且不確定性高，對於國內中小企業是極大負

擔，因而在海外客戶訂單上無法與其他國家競爭而失去了競爭力。智慧物流

運用「境內關外」、「前店後廠」、「委外加工」等措施，以自由貿易港區作為火

車頭，帶動後廠如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等技術加值，協助國內製造工廠即使

在不具備保稅工廠資格下，亦可針對保稅之原物料及零組件進行加工後復運出

口，促使國內中小企業上下游協力廠商皆有機會跨足海外市場，有效提升其競

爭力，協助國內產業成為全球供應鏈之一環，並發揮保稅加值的乘數效果，使

區內外產業連結通暢無礙，以吸引更多國際產業加值活動在台進行。

近兩年，台灣海空自由貿易港區之績效成長卓越，多家港區物流事業透過

區內免關稅等優勢進行多元物流加值服務，如簡易加工、區外委託加工等，透

過全方位整合，使自由貿易港區成為發貨中心，吸引外貨（如自行車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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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零組件、原物料、醫療器材等）來台進行物流各項重整及加值服務，創造

物流服務營收，帶動了國內製造業之服務商機。未來也將利用智慧物流施行範

圍之擴大，除能彌補自由港區之腹地不足外，也將透過後廠課稅區之納入，發

揮台灣生產製造之技術，為台灣帶來更多機會，同時也將帶動其他產業發展，

如未來法規鬆綁後，開放農業原物料進口，透過區內進行加值作業發揮產能優

勢，帶來更多服務商機。

透過智慧物流之推動，期能透過：1. 整合雲端 E 化服務發展各項服務模

式；2. 擴大企業營運利基活絡跨區連結；3. 虛實整合作業流程；4. 完善基礎設

施及拓展服務等四大面向策略，利用第一階段的自由港區作為試點先行區域，

以示範區作為平台，運用兩岸直航及區域經濟合作契機，達到發展台灣為東亞

加值及供應鏈資源整合樞紐。

智慧物流為目前政府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創新重點之一，在現有法律

規範下透過各項法規鬆綁，如：放寬國外白領專業人士來台工作限制、農工原

料及貨品免稅自由輸出入、開放市場並放寬投資限制、便捷土地取得並提供租

金優惠，以及建置高效率的單一窗口服務等措施。把「委託加工」及「前店後

廠」的利基模式再強化，使區內企業享有合理的租稅待遇，以帶動區內經濟發

展，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促使台灣能早日邁向「自由經濟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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