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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31日世界銀行發布《2019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9），於 190個受調查經濟體中，我國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全球排名第 13名，較前一年（2017）進步 2名。2018年全球排名前 5名

之經濟體分別為：紐西蘭、新加坡、丹麥、香港、韓國；我國排名優於馬來西亞

（第 15名）、澳洲（第 18名）、加拿大（第 22名）、德國（第 24名）、法國（第

32名）、日本（第 39名）與中國大陸（第 46名）。

世界銀行自 2003年起每年發布「經商環境報告」，藉由模擬案例進行問卷調

查，以瞭解各經濟體自公司設立、營運至破產後之債務清理等過程所需之程序、時

間、成本與相關法制。該調查共分為 10項指標，分別為「開辦企業」、「申請建築

許可」、「電力取得」、「財產登記」、「獲得信貸」、「保護少數股東」、「繳納稅款」、

「跨境貿易」、「執行契約」及「債務清理」。

為提升我國整體經商法制環境，以符合國際法制趨勢，本會參考世界銀行經商

環境報告，結合部會動能，推動相關革新措施。除召開跨部會協調會研商每年度改

革重點外，並協請相關部會撰擬改革報告，彙整英譯後，印製成冊，寄送世界銀行

世界銀行2019經商環境報告，
臺灣位居全球第13名

國發會法制協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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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及本地受訪員參考，促使其瞭解我國最新法制革新訊息、未來改革規劃，並

就調查中產生誤解部分予以釐清，使相關人員即時獲得最詳實之資訊，以利其填寫

問卷與評價我國法制架構。

自推動相關改革以來，迄今已完成包括廢除公司登記最低資本額限制、廢止營

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設置五層樓以下建築單一窗口發照中心、簡化報繳稅款流程

及促進法庭電子化等工作，我國於世界銀行經商環境報告之排名，亦由全球第 61

名逐年提升至 2018年之全球第 13名，並於亞太地區排名第 5名。

2018年經商環境報告中，「申請建築許可」全球排名第 2名，為我國表現最

佳指標，世界銀行報告指出，我國藉由持續提升申請建築許可單一窗口之效率，已

圖 1　臺灣 EoDB全球排名（2008-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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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縮減相關辦理時間；此外，我國藉由《公司法》中關係企業章之規範，強化對

少數股東之保護，因此「保護少數股東」指標於 2018年排名為全球第 15名，進

步 9名，此 2項指標皆經世界銀行認列為有助提升經商便利度的「正向改革」。

另外，本次評比中進步幅度最大之指標為「繳納稅款」，共進步 27名，於受

調查經濟體中排名第 29名，本次進步之主因在於相關行政流程簡化，縮短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審定時間，以及營業稅退稅時間。除上述指標外，我國於經商環境報告

中表現較佳之項目尚有「電力取得」（第 8名）、「執行契約」（第 11名）、「財產登

記」（第 19名）等指標，顯示我國經商環境相關法制多與國際法制趨勢一致。

為持續提供友善企業經營之法制環境，我國持續參考世界銀行經商環境報告，

透過法規鬆綁推動相關改革，例如在「開辦企業」指標方面，為配合線上申辦之 E

化趨勢，經濟部業已建置公司與商業及有限合夥登記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為

圖 2　2019經商環境報告臺灣各項指標排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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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線上申辦使用率，2018年 6月已修正「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刪除應於申

請、登記書表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之規定，有助於公司登記程序之簡化，本次雖

未及獲世界銀行採認，預期明年可望推升本項指標排名。

至於其他排名相對落後之指標，例如「獲得信貸」、「跨境貿易」等，本會亦

將持續協調金管會及財政部等相關部會，推動動產擔保交易法制及進出口通關程序

之改革。法制架構之友善程度，亦為企業投資之考量要素，因此，本會自 2017年

起，即積極偕同各相關部會推動法規鬆綁，檢討不合時宜之函釋與行政規則，協助

企業排除投資障礙，期望藉由提供友善企業設立、經營之法制環境，帶動經濟成長

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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