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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財經政策紀實

落實推動網路政策白皮書，奠定 2020 年全面數位化基礎。104 年 7 月 2

日行政院院長毛治國於行政院院會聽取國發會「網路政策白皮書與行動計

畫」報告後表示，為因應網路世界的發展，政府根據大數據及開放資料的

概念，經由網實整合過程徵集群眾智慧，完成以「ide@ Taiwan 2020( 創

意臺灣 )」為名的網路政策白皮書與行動計畫，內容涵蓋基礎環境、透明治

理、智慧生活、網路經濟、智慧國土等 5 個構面。政府未來將秉持「以民為

本」、「公私協力」與「創新施政」的核心理念，落實推動，為我國在 2020

年前完成全面數位化奠定良好基礎。

啟動股權群募業務，協助創新創業家圓夢。104 年 7 月 12 日行政院院長毛

治國出席「證券商經營股權群募業務」啟動典禮時表示，臺灣未來需要以創

新經濟帶動產業結構的轉型，金融市場是不可或缺的關鍵支撐力量。近幾年

來，我國在金融方面已有多創新，其中，為結合證券商共同活絡我國創新創

業之募資能量，政府在保障投資人權益的前提下，開放證券商經營股權群募

業務。群眾募資顛覆過去傳統資金的取得方式，透過募資平台來協助創新創

業家取得資金，以完成創新經濟所需的「創意」、「創新」、「創業」階段性價

值鏈的「最後一哩」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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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經濟體質強化措施」，提升經濟活力。104 年 7 月 27 日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於行政院專案會議聽取國發會「經濟體質強化措施」報告後表示，為

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強化景氣因應能力，政府積極針對現行強化經濟活力等

方案進行期中檢討並予以補強。經濟體質強化措施將聚焦於產業升級、出口

拓展及投資促進等三面向，從短期強化投資、促進出口為主，並納入立即可

著手推動的創新措施，以便作為長期產業結構轉型預為佈局並奠定新的發展

契機；中長期藉由產業、出口及投資新模式的打造，扭轉過去出口代工低毛

利的發展模式，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提升觀光品質與價值，讓臺灣走向觀光大國。104 年 8 月 6 日行政院院長毛

治國於行政院院會聽取交通部「觀光大國行動方案」報告後表示，為推升臺

灣觀光的品質、價值與競爭力，政府積極推動觀光市場由量變到質變的結構

轉型。去年來臺觀光客已達 991 萬人次，為我國創造可觀的外匯收入及經

濟效益，未來，政府將藉由「優質觀光」、「特色觀光」、「智慧觀光」、「永

續觀光」4 大策略，打造臺灣成為「質量優化」、「價值提升」的觀光大國，

預計來臺觀光旅客在 107 年達 1,170 萬人次，外匯收入則由 103 年新臺幣

4,438 億元成長至 107 年 5,000 億元。

發展生物經濟產業，提升生技產業能量。104 年 8 月 19 日行政院院長毛治

國於行政院專案會議聽取科技會報辦公室「臺灣生物科技產業發展」報告後

表示，為銜接即將執行完竣的「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政府研提「臺灣

生物經濟發展方案」，積極規劃下階段生物經濟的永續發展藍圖。生物經濟

的範疇較生技產業龐大，且具備巨大潛在效益，各國均已競相投入，成為產

業發展的競爭熱點，有鑒於此，政府除將持續推動打造臺灣成為國際生技與

醫療合作交流中心外，同時也針對製藥、醫材、健康照護、食品及農業等

五大領域擘劃產業發展方案，並將與「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高齡社會白

皮書」等措施連貫，以提升臺灣生物經濟的規模在 2020 年達到新臺幣 3 兆

元，並增進整體國人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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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行政院青創基地，讓青年創業發光發熱。104 年 8 月 21 日行政院院長

毛治國出席行政院青創基地啟動茶會時表示，為讓年輕人發掘與創造未來的

產業、工作型態與生活型態，行政院將原金華官邸空間釋出活化，打造我國

第一處青年創業一站式服務據點「青創基地」。青創基地將以「網實整合」

概念導入 O2O (Online to Offline) 服務模式，透過青年創業及圓夢網、電

話或電子郵件等方式，提供線上預約諮詢服務，再由基地於線下進行實體服

務，提供家醫式預約業師諮詢、創業各階段資訊及青年創業各計畫諮詢等服

務。

開啟電子支付元年，推升微型企業商機。104 年 8 月 28 日行政院院長毛治

國日出席金管會舉辦之「電子支付元年頒證典禮」時表示，電子支付與第三

方支付機制是金融系統中重要的基礎建設，為此，政府積極推動「電子支

付機構管理條例」立法。電子支付機構在商業交易過程中的金流支付中介功

能，不僅可提供雙方交易信賴機制，維繫交易安全及保障消費者權益，有利

加速電子商務發展成為兆元產業，同時亦可協助網路時代下的「微型企業」

開發商機，為創業創新營造有利環境。

行政院會通過「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及適航合作協議」及「海峽兩岸避

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104 年 9 月 3 日行政院會通過陸委會簽

陳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署的「海峽兩岸民

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及「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

協議」。兩項協議的簽署，前者可為兩岸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提供制度化基

礎，降低可能的飛航風險，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後者則可有效解決兩岸

人民及企業面臨雙重課稅問題，增加臺灣投資環境的吸引力，對未來與其他

國家洽簽租稅協定也將有正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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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會通過「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例」草案。104 年 9 月 10 日行

政院會通過經濟部擬具的「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例」草案。政府將透

過編列基金方式確保調整支援措施的財源，並讓受損企業或勞工可主動申請

補助或協助，同時將透過單一窗口的設置，協助企業取得並善用貿易自由化

相關資訊，以強化各界對於我國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信心，並作為產業、企

業與勞工面對貿易自由化衝擊的後盾。

行政院毛院長赴立法院進行施政口頭報告。104 年 9 月 15 日立法院第 8 屆

第 8 會期開議，25 日行政院院長毛治國應邀赴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提出

七大重點施政方針，包含：「力行標本兼治，強化經濟體質」、「加速產業轉

型，深化創新創業」、「完善弱勢照護，實現公義社會」、「因應氣候變遷，轉

型綠色經濟」、「落實安全管理，提升國人福祉」、「尊重多元創意，厚植文教

科技」、「健全兩岸交流，擴展國際參與」。毛院長指出，在當前國際經濟不

景氣的大環境下，我國除須關注短期經濟波動，並採取穩定股市、寬鬆貨幣

及擴張性財政等措施外，更必須趁此國際景氣循環低檔期間，審視我國經濟

體質，加速產業結構的調整，為臺灣的未來發展奠定基礎。

18 台灣經濟論衡

2015年 秋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