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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110 年度施政計畫 
 

國家發展委員會為行政院重要政策推動機關，肩負國家整體發展之規劃、設計、協調、審議

及資源分配等任務，以鞏固國家永續繁榮發展之基礎。面對後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之全球

經貿新局、美中貿易戰對抗加劇與香港情勢發展，加上全球工業 4.0 數位化趨勢益加明顯，國際

產業鏈分工型態由傳統高度集中往全球分工、少量多樣發展，關鍵零組件創新力量取代成本優勢

等潮流，國家發展委員會將把握此一契機，積極協調推動經濟、產業、人力、國土、社會及政府

治理等重大政策，全方位推升臺灣的整體國力。 

本會依據行政院 110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會未來發

展需要，編定 110 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前瞻視野，擘劃國家未來發展 

（一）針對後武漢肺炎（COVID-19）之全球經貿新局，及數位科技應用與數位經濟發展趨勢，

強化總體數位政策課題之前瞻研析能力，並精進經貿政策總體影響評估能量，提升政策

規劃品質。 

（二）利用人工智慧及數位科技方法辦理經濟景氣動向分析，扮演經濟氣象台功能；適時就國

內總體經濟、國際經貿政策及總體資源利用等議題進行研究，掌握國內外經濟脈動與趨

勢。 

（三）推動數位經濟及國家發展業務雙邊及多邊之國際合作與政策交流，籌辦臺美數位經濟論

壇（DEF）及臺歐盟數位經濟對話（DDE），並積極參與 APEC 結構改革、數位經濟與

人力資源發展相關倡議，提升政策規劃之國際視野及前瞻性。 

（四）研擬及協調推動重要財經政策、企業經營環境等措施，並參與相關政策、法規之審議；

承辦行政院專案任務小組之幕僚作業。 

二、數位創新，發揮全球經濟關鍵力量 

（一）協調推動 5+2 產業創新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發展，使臺灣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並

打造利於數位經濟發展之環境，促進產業升級。 

（二）配合亞洲．矽谷計畫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政策目標，聚焦協助新創成長及出場，發展

臺灣成為亞洲新創中心，加速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AIoT）、5G、區塊鏈、延展實境

（XR）等前瞻科技導入產業應用，促進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發展，並加強新創與產業、地

方跨域合作，以及深化與國際之鏈結，協助臺灣成為下世代資訊科技的重要基地。 

（三）積極推動法規鬆綁與革新，促進經貿法制環境與國際接軌。 

三、匯聚人才，培力新世代優質人力 

（一）植基於 108 年推動雙語國家政策成果，擴大推動力道，成立專責機構，全力執行各項雙

語國家政策；以普及化原則提供英語資源學習，充分利用民間力量公私協力推動雙語國

家政策，提升臺灣人才的國際化視野與國際溝通能力。 

（二）進行產業人力需求推估，並協調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重點產業人力供需調查及

推估，以掌握產業人力供需資訊。 

（三）因應 5+2 產業創新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發展，持續協調推動媒合產業公協會、企業與學

校合作辦理客製化專業課程，並鼓勵國際企業來臺投資，共同培育及留用數位及產業關

鍵人才。 

（四）針對產業人才缺口推動專案性攬才計畫，並加強吸引優秀外國學生、青年來臺就讀及工

作，以及建構完善外國專業人才來臺法規環境，打造臺灣成為國際人才匯集中心。 

四、永續國土，全方位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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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以核心戰略產業、後疫情時代數位經濟發展及均衡區域發展強

化偏鄉建設為推動重點。 

（二）推動公共建設數位轉型及國土數位治理策略規劃，善用空間資料並結合資通訊技術及設

備，強化公共設施服務效能，提升國土利用效率。 

（三）持續推動地方創生政策，統籌地方創生建設資源，支持地方創生相關產業發展，並媒合

新創量能，強化創生事業數位轉型，逐步吸引人口回流。 

（四）賡續推動花東與離島永續發展，提升基礎建設及公共服務的普及與便利，均衡國土發

展。 

（五）賡續推動中興新村北、中核心區維運管理及活化，以行政機能、優質職務宿舍帶動中興

新村各項公共設施的有效運用，並配合文化景觀保存及融合在地人文特色，推動中興新

村創生計畫，成為辦公與住宅合一的美麗花園城市。 

五、智慧政府，強化施政治理效能 

（一）健全開放資料法制，在確保個人隱私前提下，精進資料釋出及資料再利用；釐清施政課

題，串連跨域資料，發展循證式決策，並運用大數據分析方法擬定精準決策；善用科技

與資料簡化民眾申辦程序，創造為民服務新體驗，增進政民信賴，提供便民線上服務，

打造精準可信賴的智慧政府。 

（二）研擬推動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落實政府公開、透明與課責；應用數據科學掌握

社會脈動並厚實循證基礎，精進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審議能量，審議及協調推動社會發展

政策及計畫，引導部會合理配置資源以推動重要施政，促進社會健全發展。 

（三）辦理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財務審議、先期作業預算審議，以及相關議題之規劃、研析工

作，提升政府財務效能。 

（四）推動計畫空間地理資訊及其他相關管理資訊之整合分析與回饋運用，強化計畫全生命週

期管理；以實質管理為核心，透過個案計畫實地查證、專家諮詢、效益評估等作法，以

確保計畫發揮規劃效益，推升政府施政效能。 

（五）規劃不可否認之公文電子交換收發文紀錄查詢機制，強化跨機關資安聯防，及運用檔案

智慧語意網絡系統模型，深化資料治理及擴大智慧服務。 

（六）豐富國家檔案多元內涵及主題類型，持續辦理政治檔案徵集保存及對外公開，便捷檔案

應用發揮價值；建構國家檔案典藏及整合服務之空間與建築，加速機關檔案移轉審選，

永續保存國家記憶及扎根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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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規劃及推動國

家發展 

強化國家發展

課題及前瞻研

析能力 

其他 一、掌握後武漢肺炎（COVID-19）國內外經濟情勢與總體政策

趨向，並針對「5G+」、資料經濟與綠色經濟等重要政策

議題進行研析。 

二、調校總體經濟計量模型設定與參數，進行政府重大公共建

設計畫等對經濟影響之評估，提升決策效能。 

三、積極推動雙語國家政策，成立專責機構，以擴大推動力

道；並敦促相關部會循序推動雙語國家發展策略，以提升

臺灣人才的國際化視野與國際溝通能力。 

推動數位經濟

及國家發展業

務之國際合作

與政策交流 

其他 一、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協調訂定我參與

APEC 整體策略，推動我參與 APEC 經濟委員會（EC）、

網路與數位經濟發展，以及跨境隱私保護規則（CBPR）體

系，接軌國際實務及規範；並掌握武漢肺炎疫情後國際商

機，發揮我國優勢領域，以深化我國在 APEC 實質參與，

並提升我國關鍵影響力。 

二、協調推動參與國際經貿組織暨 CPTPP 等區域經貿整合業

務，並進行相關經貿政策經濟影響之量化評估工作，以強

化經貿體制之國際連結，並提升國家發展政策規劃品質與

決策效能。 

三、推動雙邊及國際數位經濟政策交流，籌辦臺美數位經濟論

壇（DEF）及臺歐盟數位經濟對話（DDE），建立高層次

政策交流合作平臺；擔任外國商會及各國駐臺機構聯繫窗

口，就重要雙邊經貿交流課題適時研議協商，辦理重要外

賓來訪接待工作，增進對外經貿關係。 

四、編製與出版經社發展政策宣導影片及刊物，強化國內外宣

導效能，提升國家形象。 

研 擬 經 濟 政

策、協調推動

財經措施 

利用人工智慧

及數位科技方

法辦理經濟景

氣動向及數位

經濟策略分析 

其他 一、按月發布景氣動向，並運用人工智慧及數位科技，掌握國

內及國際經濟情勢，強化經濟氣象台功能。 

二、針對國內總體經濟、國際經貿政策及總體資源利用等重要

議題，適時研提政策建議。 

三、研擬協調推動重要財經政策措施，並參與相關財經政策、

法規及公共建設計畫之審議。 

數位時代新經

濟之財經新策

略、經濟政策

研擬及協調推

動 

其他 一、全面衡量企業的商業活動，強化掌握經濟景氣變動能力。 

二、因應數位時代新經濟的發展，就經濟、財金相關政策及前

瞻議題進行研究，適時研提政策建議。 

三、承辦行政院專案任務小組工作。 

促進產業發展 產業數位轉型

與創新發展計

畫之研審及協

調推動 

其他 一、協調推動 5+2 產業創新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發展，並針對

打造利於數位經濟發展之環境進行委託研究等。 

二、審查重要產業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協調推動產業升級、

能源轉型及電網智慧化。 

強化接軌國際

新創及數位生

態系 

其他 配合亞洲．矽谷計畫及厚植產業轉型之創新動能，統籌協

調各部會資源，打造具國際競爭力的新創發展環境，擴大推動

新創事業鏈結國際資源相關工作，促成更多新創事業成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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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動我國產業創新發展。 

亞洲．矽谷創

新應用整合平

臺計畫 

科技

發展 

配合亞洲．矽谷政策之推動，掌握人工智慧（AI）、5G、

物聯網（IoT）等前瞻數位科技發展趨勢及主要國家推動政策，

以及維運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並推動相關工作，透過該中

心做為資源整合、協調溝通之平臺，加強政策溝通及成果展

現，並促進國內物聯網跨領域應用發展，期加速落實亞洲．矽

谷計畫之政策目標。 

亞洲．矽谷新

創鏈結計畫 

科技

發展 

配合亞洲．矽谷政策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協助推動物聯

網（IoT）、人工智慧（AI）、5G 等前瞻科技應用，將以我國

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之優勢為基礎，積極推動人工智慧結合物

聯網（AIoT）、延展實境（XR）、5G、區塊鏈等前瞻科技之

場域試煉，促進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發展，並加強新創與產業、

地方跨域合作，以及深化與國際之鏈結，協助臺灣成為下世代

資訊科技的重要基地。其內容如下： 

一、促進前瞻科技應用：擴大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AIoT）、

區塊鏈、延展實境（XR）等前瞻科技應用，發展 5G 等數

位創新解決方案，及培育相關領域人才、辦理國內外媒合

活動，促進前瞻科技應用的交流與合作。 

二、強化在地跨域連結：促成新創與國內產業、地方跨域合

作，使科技新創的創新能量加速導入地方，並推廣智慧城

鄉應用服務，以數位創新能量帶動在地產業轉型及地方發

展。 

三、鏈結國際市場商機：推廣國家新創品牌 Startup Island 

TAIWAN，並協助國內新創業者、物聯網廠商深化與國際

市場及新南向國家之鏈結，並透過國際行銷、參展等方

式，提升我國業者的國際知名度，爭取海外市場商機。 

四、補助民間企業或團體辦理物聯網（ IoT）、人工智慧

（AI）、5G、延展實境（XR）及區塊鏈等領域之國際交

流，協助新創業者鏈結國際資源、專業技術與知識，以提

升商務拓展能力，並強化臺灣創新創業之國際能見度。 

推動法規鬆綁

與革新、強化

經貿競爭力 

推動法規調適

及法制革新 

其他 一、法規調適：關注國際數位經濟法制政策發展趨勢，蒐整相

關建言，研析新經濟模式及地方創生可能衍生之法規調適

議題，提供相關部會參考，並強化跨部會協調。 

二、法制革新：參考國際經商法制改革作法，優化臺灣投資法

制環境。 

落 實 法 規 鬆

綁、辦理本會

法制作業及各

項法規影響評

估 

其他 一、推動法規鬆綁： 

（一）推動各部會法規影響評估作業，因應我國整體社會經

濟發展所需，適時檢討並鬆綁法規。 

（二）維運「法規鬆綁建言暨新創法規調適平臺」。 

二、優化本會法規品質：協助本會各單位制（訂）定、修正主

管法規，並提供業務法規諮詢意見。 

協調及解決各

國商會白皮書

建議接軌國際 

其他 一、研析歐美日外國商會及工業總會所提建言並召開跨部會協

調會議。 

二、配合 APEC 經濟委員會倡議參加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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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促進人力資源

發展 

研議及協調推

動人力資源相

關政策及計畫 

其他 一、研擬及協調推動人口、移民相關政策、法規、措施。 

二、辦理人口與人力資源相關議題之推估及研析。 

三、研擬及協調推動國際人力資源及人才延攬相關政策、法

規、措施。 

四、辦理培育及留用我國人才、促進就業及勞動相關政策之規

劃、協調、審議及推動。 

五、協調推動 APEC 國際人力資源業務。 

精 進 攬 才 法

規，強化延攬

國際人才；運

用大數據掌握

重點人才需求 

其他 研析及辦理受經濟景氣、人口結構及產業轉型影響下之各

項人口及人力資源發展、人力運用效率、促進就業 、人才培

訓、留才攬才、老年經濟及社會安全制度等相關政策研究計

畫，以提供政府規劃重要施政決策參考。 

健全國土規劃

及經營管理 

國土、區域、

離島發展政策

與公共建設計

畫之審議及協

調 

其他 一、審議行政院交議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及其年度先期作業，

厚植國家重大建設；推動公共建設數位轉型及國土數位治

理策略規劃。 

二、協調推動交通、環保、水資源、土地、產業園區及文教設

施等重要公共建設計畫與政策，落實國土空間規劃。 

三、促進國土、區域、離島發展，持續推動都市更新，改善城

鄉風貌。 

永續發展計畫

之協調推動 

其他 一、持續推動地方創生計畫，促成島內移民，落實區域均衡。 

二、優化地方創生資訊（TESAS）共享交流平臺，提供地方創

生推動所需資訊。 

社會發展 公私協力推動

開放政府 

其他 一、協調民間與相關部會推動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承諾

事項，並辦理行動方案評估規劃作業。 

二、宣導開放政府，推廣開放政府概念與作法。 

社會發展政策

之審議及協調

推動 

其他 一、審議及協調推動衛生福利、教育文化、公共安全等重要社

會發展政策，以促進社會健全發展。 

二、參酌行政院施政重點，審議重要社會發展計畫，於各該部

會可規劃額度範圍內，建議優先順序及核列經費。 

研析社會發展

重要議題 

其他 一、推動數據科學應用在社會趨勢之分析，研析數位轉型之新

興社會議題。 

二、辦理重要政策議題調查。 

政府服務創新

拔尖及推展 

其他 一、推動政府服務躍升方案，辦理政府服務獎。 

二、引導政府服務創新標竿學習與交流，提供優質服務。 

健 全 資 訊 管

理，提升應用

效率 

統籌規劃及審

議管考資通訊

應用計畫 

其他 一、推動行政資通訊及網路系統整體規劃，研訂行政資通訊計

畫優先順序，推動一站式整合服務。 

二、辦理行政資通訊計畫審議、管考、電腦效率書面查核及計

畫實地查證等相關工作。 

三、參與數位政府國際會議及合作交流。 

協調各機關推

動資通訊應用

系統 

其他 一、辦理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網際服務網（GSN）營運服務

（提供骨幹網路、通訊連線服務及網域名稱註冊、虛擬專

用網路等基礎服務）。 

二、中文全字庫之應用推廣、諮詢服務及維護。 

規劃、協調及其他 一、維運整合型行政院公報發行，落實主動公開政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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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推動政府機關

實施辦公室自

動化 

二、辦理公務員資訊職能培訓及政府機關資訊通報。 

發展及管理國

發資訊系統 

其他 一、維運國發會資訊應用與資訊安全部署。 

二、強化內部網路系統，整合行政支援資訊系統。 

三、辦理雲端電子郵件之發展、建置與營運。 

四、辦理應用軟體系統之維護及更新管理。 

深化推動政府

資通訊應用建

設 

資料開放及利

用躍升計畫 

科技

發展 

一、提升政府資料開放及利用規範，完善資料流通法制環境。 

二、精進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持續提升開放資料質量。 

三、擴大資料應用量能，促進公私跨域協作發展資料創新服

務。 

賦權個人打造

自主數位運用

計畫 

科技

發展 

一、完備 MyData 資料自主運用機制，打造資料自主平臺，強

化服務平臺資訊安全機制與管理制度，以提升資料運用價

值，打造精準服務。 

二、為賦權個人數位工具，精進政府文件應用工具，推動政府

文件標準格式（CNS-15251）數位流通環境。 

政府績效智慧

管理發展計畫 

科技

發展 

落實提升政府績效管理，推動計畫空間管理、資料整合及

巨量分析、系統決策支援、智慧管理及全面推動計畫生命週期

管理與預警等工作。 

強化智慧政府

數位發展計畫 

科技

發展 

一、研析資料管理、品質、安全、隱私及國際標準，提出適合

國內發展環境之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雛形。 

二、培力資訊專業職能與數位治理，研析數位治理政策，推展

我國數位政府國際交流合作，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並建

立政府部門資訊資源運用情形查調機制，提升公務人力數

位治理及資訊專業技能，以強化數位治理職能。 

三、推動以民為本的資料創新政府服務，提升民眾滿意度。 

四、打造智能化政府數位服務入口網，便捷民眾獲取政府數位

服務，並優化服務體驗。 

跨域服務再造

及網路參與計

畫 

科技

發展 

一、協助地方政府發展，簡化服務流程加速 T-Road 資料傳輸應

用，創新地方政府數位便民服務效能及品質。 

二、推動以民為本的政府網站服務，提升政府網站親和性與互

動性。 

三、擴大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導入參與式預算、培訓課程及平

臺維運。 

政府骨幹網路

傳輸計畫 

科技

發展 

一、建置 T-Road 跨機關資料傳輸平臺及服務環境。 

二、提供政府骨幹網路資訊安全多元防護機制，強化政府機關

基礎機房環境。 

三、維運高效率電子憑證作業環境，提供憑證簽發、管理及稽

核服務。 

四、提供行政院及所屬委員會雲端資源，提供加值創新服務環

境，落實資源向上集中、資料中心整合原則。 

五、推動雲端服務輔導規劃，訂定雲端服務相關規範，協助及

輔導機關，落實推動公教體系機房整併作業。 

六、維護我國中文字碼環境，發展各機關一站式雲端應用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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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辦、資料流通及服務。 

七、深化推廣公共空間無線上網服務。 

深化數位機會

調查與研究 

科技

發展 

建構我國數位發展調查構面與指標，強化與國家政策之鏈

結，提升並定位為國家級之數位發展研究，辦理數位發展指標

體系研究、數位發展調查、國家數位發展研究、精進鄉鎮市區

數位發展分類研究，建立數位國力基礎資料，接軌國際，並進

行國際比較。 

管制考核 推動計畫管理

資訊整合分析

應用 

其他 一、建置政府計畫資料庫及計畫空間地理資訊系統，完成計畫

管理相關資料之垂直與水平整合。 

二、運用大數據及空間分析等技術，加值運用資訊於計畫全生

命週期管理，俾落實循證治理，優化決策品質。 

強化計畫實質

管理 

其他 一、透過管理資訊系統，追蹤列管計畫辦理情形，並預判可能

問題，及早警示處理，減少執行障礙。 

二、按月檢視整體計畫達成情形，研析個別計畫執行狀況及遭

遇困難，提出管考建議並主動協助主辦機關，提升執行效

能。 

三、以實質管理為核心，採取實地機動查證、專家意見諮詢、

落實各階段評估等作為，確保資源妥善運用，並使計畫如

期如質完成，發揮規劃效益。 

中興新村北、

中核心區維運 

推動中興新村

北、中核心區

維運管理及活

化業務 

其他 一、以穩健活化原則，妥善規劃辦公空間，帶動中興新村整體

發展。 

二、推動中興新村北、中核心區公共設施環境清潔、綠美化，

提升宜居環境品質。 

三、推動中興新村創生計畫，配合文化景觀保存維護，兼顧宿

舍配住及活化運用。 

四、維護古蹟歷史建築物及改善老舊辦公環境，逐步將老舊建

物做有效利用。 

檔案管理 檔案管理綜合

企劃與管考 

其他 一、綜合規劃與推廣檔管業務，發行檔案管理專業期刊。 

二、辦理公文檢核及時效統計、文書與檔案專業訓練。 

三、辦理機關檔案管理評獎及輔導機關檔案管理作業。 

四、推動研究發展與合作交流，汲取檔案管理專業新知。 

檔案徵集作業 其他 一、辦理國家檔案審選及移轉。 

二、辦理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及永久保存檔案屆期移轉等法定審

核作業。 

三、辦理機關保存年限區分表修訂審核作業。 

檔案典藏維護 其他 一、輔導機關檔案庫房設施建置。  

二、辦理國家檔案之整理描述及保管。  

三、辦理國家檔案保存修護及數位化。 

檔案應用服務 其他 一、規劃與推動檔案開放應用政策及制度。 

二、彙整公布國家檔案目錄、機關檔案目錄。 

三、辦理國家檔案開放應用、機關申請檢調檔案及參考諮詢等

為民服務事項。 

四、建立多元行銷通路，透過展覽、研究與教育推廣檔案價

值，包括結合尖端資訊技術與新媒體創新展覽手法，以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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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機關、館際或校院等合作模式，將檔案融入教學應用，發

掘具加值潛力之檔案素材，研發檔案文化產品等。 

五、編製政治檔案人名索引等輔助查詢工具。 

文書檔案智慧

鏈結計畫 

科技

發展 

一、規劃提供開放式、不可否認之公文電子交換收發文紀錄查

詢機制。 

二、建構線上申辦電子交換收發文服務機制。 

三、規劃智慧檔案語意網絡系統。 

四、檔案資源整合查詢 API 系統設計。 

五、精進國家檔案及機關檔案一站式服務平臺。 

六、強化跨機關資安聯防。 

深化國家記憶

計畫 

社會

發展 

一、加速推動國家檔案審選與移轉工作。 

二、強化紙質及影音類國家檔案整編保存。 

三、精進檔案典藏及數位修護技術。 

四、廣闢文書及檔案訓練學習平臺。 

五、舉辦國家檔案行銷推廣活動與展覽，提升民眾近用的檔案

效率。 

國家檔案典藏

及服務建設計

畫 

公共

建設 

一、推動國家檔案典藏及服務建設，將行政、服務及典藏功能

併入整體建設，包含 100 公里國家檔案典藏容量。 

二、全盤規劃及擴增辦理各機關屆期移轉檔案目錄審核，並於

本案主體建築完成啟用後加速辦理移轉作業，提升庫房容

量使用率。 

三、促進檔案應用及教育文化休閒服務，包含強化檔案應用便

捷、推動多樣性展覽及拓展多功能服務與推廣教育文化。 

四、透過提升檔案保存與維護技術、研發電子化文檔資訊長期

保存技術，精進檔案研究及管理技術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