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自從去（107）年初，美國川普總統對於中國大陸展開懲罰性關稅課徵，歷經多

次談判，雙方的貿易衝突懸宕未決；其後，復因美國對中興通訊公司、華為公司的禁

購、禁售等措施，國際產業供應鏈的移動與調整，廠商面臨的產業布局模式與國際競

爭態勢日漸複雜，政府如何在這樣的變動的環境之下，積極因應並提出可行的對策，

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觀察美國與中國的貿易衝突，可發現在美中貿易問題延宕未解之下，再加上科技

冷戰的衝擊，包括中國大陸在內，臺灣主要貿易夥伴國例如美國、歐盟、日本等，經

濟成長動能皆明顯減緩。短期之內，美中貿易已經施行的懲罰性關稅課徵，已打亂了

國際經貿市場的秩序，也影響了短期景氣；長期而言，更進一步影響全球業者的生產

基地布局。

壹、前言

貳、「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之研擬

叁、鼓勵臺商回臺投資推動重點事項

肆、創新臺灣產業價值

伍、結語

鼓勵臺商回臺投資，創新臺灣
產業價值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呂正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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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之研擬

早在美中貿易摩擦開始之時，工業局同仁因為長期與產業保持密切聯繫，加上筆

者在產業的同學、朋友眾多，尤其一位 EMBA同學在電子五哥公司擔任高階管理職

務，從相當早的時間就從其主管業務與公司高階策略思維角度，提供很多重要的產業

觀察與建議，也因此讓工業局在因應與準備工作上有較為充裕的時間。

在部長政策指導下，工業局同仁陸續於經濟部召開多場次產業座談會，局長率領

業務組組長們分別拜訪主要受影響廠商，完成廠商意見蒐集，於去年 7月 17日院長主

持第 14次「加速投資臺灣專案會議」首次進行提報，案經院長指示，積極協助企業及

產業避免衝擊並尋找新的機會；其後復於 10月 18日院長主持第 24次「加速投資臺

灣專案會議」指示成立專案小組，研擬「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圖 1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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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動方案因為過去經濟部曾有推動「加強推動臺商回臺投資方案（101年 11月

1日至 103年 12月 31日）」經驗，相關配套措施可就過去比較不易推動事項進行修

正，例如 101年方案限定回臺廠商必須在 3年內完成投資「建設新廠」，然有部分廠商

因為各種因素無法於 3年內完成投資（當時規定不得展延，本部曾多次與國發會、勞

動部研商展延投資完成期限，惟未獲同意），致外勞等相關優惠機制無法適用；爰此，

108年施行之歡迎臺商回臺方案投資項目研擬時，工業局即主動基於過去經驗，建議

放寬為較為務實又符合本次網通廠商急需在臺生產之特質，爰最終爭取到目前「新建

或擴建廠房均可」之作法。本案經國發會密集召開幾次跨部會研商會議後，行政院院

會於去年 11月 29日通過「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並於同日院會之會後記者會

由工業局說明方案內容；107 年 12 月 7 日行政院以院臺經字第 1070043222 號函核

定，此一方案整合各部會資源，自 108年 1月 1日啟動，實施期程 3年，以企業需求

為導向，提供客製化單一窗口服務，打造臺灣成為全球產業供應鏈樞紐，其推動方式

如圖 1。

叁、鼓勵臺商回臺投資推動重點事項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重點內容係以五大策略全力推動：從滿足用地需

求、充裕產業人力、協助快速融資、穩定供應水電、稅務專屬服務等方向著手（如圖

2），期能吸引優質臺商回臺，帶動臺灣本土產業發展，加速臺商回臺投資。方案推動

前，工業局各業務組盤點創新產業投資商機，就臺灣投資的優勢與機會與廠商洽談，

此一機制有效鏈結工業局的產業經驗平台，針對工業局盤點的臺商回臺投資案源，由

投資臺灣事務所提供「前店」服務，並由工業局具產業背景同仁，在「後廠」參與投

資臺灣事務所會議討論，有效加速臺商回臺投資。審查會則由工業局與投資臺灣事務

所雙首長共同召集，工業局相關業務組與政策組也都參與會議審查，提供產業專業意

見。

本方案之設立共同資格包括（以下須全部符合）：美中貿易戰受衝擊業者、赴中

國大陸地區投資達 2年以上、回臺投資 /擴廠之部分產線須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

化功能之企業；另外對於特定資格，則以符合至少一項，例如：屬五＋二產業創新領

域、屬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鍵零組件相關產業、國際供應鏈居於關鍵地位、自有品牌

國際行銷、經認定回臺投資項目與國家重要產業政策相關等項目，對於外界可能質疑

回臺產業未具產業升級轉型特色，以實際的投資，有效提升產業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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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案如果要獲得成功，必須在事前做好產業與社會溝通。行政院於前述通過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後，在 108年實施之前，經濟部由部次長、局長、處

長，分別向工總、電電公會等 7大工商團體，以及受美中貿易戰影響較大之產業公會

（例如自行車等）說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總計有數十場說明會。在審查與資料

準備過程中，廠商或有對於方案內容瞭解不足之處，例如外勞外加比例（最高不超過

40％），外勞一年內免查核比例，如何計算實際外勞在工廠生產線的比例；或者是，美

中貿易摩擦，造成非稅則號列的間接影響；工業局是由筆者親自整理上課教材，召集

所有承辦同仁及主管進行課程分享。不僅加速後續審查速度，同仁在工作中獲得的經

驗傳承，以及招商成果的工作付出所獲得成就實現的滿足，也是不言可喻。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因為前述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四個多月時間就完

成總統與院長交付任務（原本設定年度計畫 2,500億元）。看起來是成果相當豐碩，

圖 2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五大策略整合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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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背後有很多艱苦付出的心路歷程；初始推動時，因遇農曆過年，以及案件金額不

大，累計投資並不是很多，不過，王美花次長鼓勵大家，每案 5億元、10億元，可以

積沙成塔，到了今（108）年 4月 12日召開第 12次聯審會議，已累計通過 30家業

者回臺，總投資金額已突破 1,200億元，帶來超過 1.05萬個本國就業機會。包括伺服

器、通訊零組件、自行車、汽車電子及汽車零組件等五大供應鏈，穩定地打好基礎。

其後，4月 26日第 14次聯審會議，通過 5家廠商共計投資 685億，總投資金額一舉

突破 2,057億元，大家才信心大增；尤其是其中包括某電子業大廠回臺投資達 547億

元，由該公司投資規劃觀察，我國廠商確實是一步一腳印在進行策略規劃與落實執行

長遠的投資進程。

好的招商回臺投資成績，行政院蘇院長特地在其臉書多次表達肯定。最後至 5月

9日第 16次「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聯審會議，共有 52家廠商通過資格審

查，累積投資總金額逾新臺幣 2,795億元，蔡總統旋即親自錄製短片，指示年度目標

達標之後，要「翻倍」提升到 5,000億元，在同仁群策群力的推動下，這個目標加倍

的任務，在本年 9月 26日聯審會議後，投資金額超過 6,111億元，經濟部團隊再一次

有效率地達成總統新設定的「翻倍」目標。

肆、創新臺灣產業價值

工業局透過本方案推動，期能有助於加速臺商落地發展，同時帶動本土產業共同

發展，重塑產業供應鏈完整性，奠定未來 20年經濟成長基礎；例如，前期通過的廠商

以電子資訊產業最多，包含網路通訊設備、伺服器、電腦周邊產品；其次為金屬機電

產業、民生化工產業，包含機械設備、自行車、汽車零件、民生用品等。

行政院蘇院長也親自於本年 4月 9日訪視智邦公司，對於該公司新增加的竹南廠

規劃有 5條生產線，預計第 2季投產，在臺招募員工過程，看到技術界與學術界較不

易順利連結，建議政府推動產業界與各大學建立更好產學技術合作，在學術以及技術

發展能夠有更好的連結，讓臺灣年輕人有更好的未來；至於回臺設廠所需要人力、土

地等，以及政府對於外籍勞工、中國大陸技術人員的限制，還有未來希望申請 5G投

資抵減等事項，行政院龔政委明鑫參訪後專案主持跨部會會議，針對可執行推動事項

進一步研商與提供協助。

再以廣達公司為例，沈部長榮津親率局長與同仁向林百里董事長請益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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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廣達智慧工廠特點，具有現場資訊採集大數據分析，現場設備、材料 IOT監控，

使用機自動化設備，例如：機器人、無人搬運車，大量使用自動量測系統，ERP結合

客戶與共應鏈端，以及節能工廠等。尤其是 AI製造，在當前各製造單位已推行的智能

製造的基礎上，透過 AI技術應用，持續開發相關解決方案，以求進一步降低直接人力

之數量。其次，AI管理，即 AI取代間接人力，透過 AI技術應用，以降低各間接單位

（包括產銷、採購、物控、倉儲、物流、業務等）之工作，對於未來智慧製造在臺灣產

業發展也有深入的策略發展意涵。這些案例，算是有效化解方案開始推動時之疑慮，

這個疑慮是：本來略擔心堅持產業要回臺升級、所以鼓勵業者應優先在國內發展具智

慧技術或智慧化功能的產業，或是如國際供應鏈具關鍵地位等之高附加價值產業等重

點事項，會不會「曲高和寡」，或是誘因不足，造成回臺申請廠商寥寥可數。但是，

事實證明，這一次的臺商回臺，因為外部產業環境確實有回臺投資需求，加上投資臺

灣事務所與工業局同仁將士用命，經濟部沈部長、王政務次長親自督導，各部會同仁

聯審也相當用心，使得原定目標仍然可以兼顧，而且申請廠商絡繹不絕；正是所謂的

「天時、地利、人和」，在對的時候、用對的團隊，只要用心努力，確實可以做出最好

的成績。

伍、結語

根據統計，雖然我國產業遭受美中貿易戰帶來衝擊，但部分產品領域中，臺灣國

內製造的產業產值反而逆勢成長。2019年第一季臺灣國內的伺服器的產值年增率是去

年同期的 3.2倍，其他通訊傳播設備業產值年增 21.5％，電腦電子與光學製品業年增

18.2％，這些數據顯示出我國業者確實已經將產能轉移回國內。

若更進一步觀察，可以看到在美中科技戰的衝突下，因為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

全保護的疑慮，與網路、通訊、雲端運算等領域相關產業，在中國大陸生產勢必會受

限，向中國以外地區移動的需求大幅提高。政府除了希望吸引臺灣業者回臺投資，更

期待業者在臺灣除了從事高附加價值製造，亦能發展更多元、更有產業創新或是服務

模式創新的關鍵項目。

整體而言，面對國際經貿與產業的變局，我國業者應掌握此一契機回臺投資，這

些新的投資計畫加上臺灣產業彈性、快速整合的優勢，一定可以在新的國際競局中發

展得更好，進一步重塑臺灣的產業結構，在新世代中取得更有競爭力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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