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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財經政策紀實
經建會綜合計劃處

推動智慧生活應用產業，提升 ICT 產業競爭力。102 年 8 月 1 日行政院

江院長宜樺於行政院會聽取「智慧生活應用產業推動策略與成果」報告

後表示，為提升台灣資通訊產品與服務的國際競爭力，政府將積極推動

「智慧生活應用產業計畫」，運用台灣 ICT 技術優勢，將 ICT 產業融入食

醫住行育樂等生活體驗，加速智慧生活產業發展，以增進國內 ICT 產業

成長的新動能，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轉型。

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發展委員會組織法》。102 年 8 月 6 日立法院三讀

通過《國家發展委員會組織法》。國家發展委員會係整併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審議

部分業務及原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部分業務，未來將肩負國家

發展規劃、協調及審議的任務，並扮演跨部會政策整合的重要角色。

推動第三方支付服務，發展電子商務市場。102 年 8 月 7 日行政院江院

長於行政院專案會議聽取政務委員薛琦及張善政「第三方支付服務管理

推動建議」報告後表示，在兼顧扶植電子商務產業發展與保護消費者權

益的原則下，短期將儘速推動金融機構「網路儲值支付帳戶」機制，讓

銀行與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合作提供儲值服務，另將以《電子票證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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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條例》為法源，容許非金融業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得提供網路儲值

服務；長期則將推動制定電子商務第三方支付服務管理之專法，以推動

網路產業發展環境升級，帶動電子商務創新及國際化營運。

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4+N」優先示範產業。102 年 8 月 8 日行政

院江院長於行政院會聽取經建會「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階段推動計畫」

報告後表示，自由經濟示範區以「境內關外」結合「前店後廠、委外加

工」的營運模式，擴大港區腹地，並利用後廠資源產生加乘效果。第一

階段推動重點包含智慧運籌、國際醫療、農業加值及產業合作等優先示

範產業，但並非僅局限於此 4 項產業範圍，未來只要符合自由化、國際

化及前瞻性理念的產業，如金融服務業等，均可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

安平港規劃成為第 7 個自由貿易港區。102 年 8 月 12 日經建會委員會議

通過「安平港申請設置自由貿易港區」案，經行政院核定後，安平港將

成為國內第 6 個既成海港的自由貿易港區，並可望於 102 年 10 月起開始

對外招商。營運初期估計可創造 250 個就業機會，以及增加稅收 1,800

萬元，如前店後廠模式運作順利，帶動的就業機會與產值將有更大成長

空間。

推動公共汙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102 年 8 月 12 日經建會委員

會議通過內政部「公共汙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草

案，公共汙水處理廠將自 102∼ 109 年升級成再生水三級處理廠之方式

回收其放流水。其回收水將主要供應工業用水，以因應未來水資源不足

問題，並降低傳統水源開發壓力。同時，透過政府挹注投資，引導公民

營機構增加投入，帶動水利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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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單一窗口聯繫功能，強化投資招商動能。102 年 8 月 14 日行政院江

院長於行政院會聽取經濟部「加強行政部門投資招商單一窗口功能」報

告後表示，自由經濟示範區是政府現階段重要工作，政府將加強推動示

範區業務之單一窗口，其中自由貿易港區，應比照科學園區等，設置單

一窗口。另將強化與地方橫向溝通聯繫機制，以縮短廠商投資時程。

行政院召開「人才政策會報」第 1 次會議。102 年 8 月 16 日行政院江

院長主持第 1 次行政院人才政策會報。本會報係於 102 年 4 月由行政院

成立，並由江院長擔任召集人，針對人才問題進行全面盤點。經建會於

本次會報中提出「人才政策架構及策略」（草案），針對「晚入（延遲進

入職場）早出（提前退出職場）」與「高出（高學歷外流）低進（低學歷

流入）」所衍生的人才問題，研擬「引導早入職場」、「活化高齡、婦女人

才」及「積極攬才政策」等 3 項核心議題；教育部則研擬「推動契合式

人才培育專班」，以縮短學用落差、引導青年及早投入職場。

通過「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102 年 8 月 22 日行政

院會通過主計總處編具的「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江院長表示，103 年度總預算案雖受歲入財源限制，但為因應

近期國內經濟成長趨緩，歲出仍適度正成長 1.7％，其中公共建設經費更

較上年度成長 10％，以維持我國基礎建設能量，帶動經濟穩步成長。

公告第二階段電價調整修正方案，兼顧電價合理化與衝擊最小化。102

年 8 月 30 日台灣電力公司公告 102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的「電價合理

化方案」第二階段調整修正方案。住宅用戶部分，用電量如未超過 500

度，則電費負擔不增加，並新增 1,001 度以上級距，以落實高耗電者減

少補貼的公平原則；商業用電部分，每月用電低於 1,500 度者均不調漲；

至於中大型商業及工業用戶的漲幅，則依原訂漲幅打 9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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