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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歐、澳紐商會建言書發表
共創合作新契機

為表示對外商所提建言之重視，國發會龔主委明鑫分別於 2021 年 10 月 8 日、11

月 25 日及 12 月 7 日出席台北市日本工商會（下稱「日本商會」）、歐洲在台商務協會

（下稱「歐洲商會」）與台北市澳洲紐西蘭商會（下稱「澳紐商會」）午餐會，代表政府

接受三商會遞交之年度建言書。台灣美國商會、歐洲商會與日本工商會歷年來均請所

屬會員企業，針對台灣整體經貿法制及投資環境提出改善建議，並彙整成年度白皮書 /

建議書定期發表。澳紐商會今年則是第二度發布白皮書。

面對 Covid-19 疫情的衝擊，龔主委表示，自 2020 年，全球遭遇 Covid-19 疫情

以來，臺灣與許多理念相同的國家，一次次面對防疫的挑戰，而努力堅持下來。我們

提出 Taiwan Can Help，推動善的循環，臺灣秉持民主自由的價值與互助合作的精神，

除維繫既有經貿關係外，更積極拓展與世界各國連結及互動的機會。龔主委提及，今

年 10 月甫率領 66 人經貿團訪問中東歐，此行深刻感受到臺灣與歐洲國家不僅共享

民主價值，亦有產業合作發展的空間；而臺灣與日、澳、紐等國亦同享自由、民主價

值，未來相信這些國家與臺灣的連結、合作交流亦將越來越緊密。

強化臺日間六大核心戰略之產業合作

日本商會在白皮書發表會上，對於政府處理 2020 年白皮書之成果，已解決議題數

高達 12 項，為歷年最高，予以相當肯定。龔主委更提到，我國自 2016 年啟動「5+2

產業創新」政策，以及 2020 年進一步推動發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迄今，台日產業

合作已有亮眼進展。包括：

在資訊及數位產業方面，台塑與日商勝高共同合資在台生產 8 吋及 12 吋矽晶圓；

另台積電於 2021 年初也宣布將在日本茨城設立 3DIC 材料研發中心。

在資安產業方面，政府將串接國內育成機構與國際資安生態系，日本 JCIC 也參

與其中，更有臺灣趨勢科技公司已在日本上市。

國發會法制協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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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療健康產業方面，國發基金投資日立攜手臺灣三顧公司合資成立的樂迦公

司，生產和銷售再生醫學細胞，打入全球細胞的受託開發製造（CDMO）供應鏈；另

台杉也刻正與日本瑞穗金融合作投資美、臺、日生技新興產業。

在綠電及再生能源產業方面，臺日在太陽能光電與離岸風電等領域皆有合作，如

JERA 捷熱能源即是主要投資伙伴。除上述產業外，日本零售通路 outlet 等服務業近年

也陸續來臺投資，為臺灣服務業拓展新的服務模式與技術。

對於商會關切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土地供應、穩定供水電、外國專業人士來臺等問

題，龔主委也說明，相關主管機關對於優化臺灣投資環境已有長遠規劃，且有多項政

策亦在推動中。龔主委特別強調，此刻加碼投資臺灣是正確的選擇與時機；近年來臺

灣經濟成長表現亮眼，行政院主計總處今年

11 月已上修 2021 年我國經濟成長率預測至

6.09％，可望創近 11 年新高，亞洲開發銀行

更預估成長率可高達 6.2％，顯示臺灣經濟動

能蓬勃活絡。

最後，龔主委再次感謝日本商會長期在

臺耕耘，並對政府提出諸多建言，國發會向

來扮演外國商會與政府溝通的橋樑，政府將

持續打造更好的經商環境，並與商會攜手合

作，讓臺日雙方能共享經濟繁榮。

擴大臺歐合作掌握戰略轉折契機

歐洲商會今年建議書主題是「臺灣揚名全球的契機」，龔主委表示，其應是「臺灣

與歐洲一同揚名全球的契機」。長期以來，臺歐雙方經貿往來互動密切，近 40 年投資

金額已累計近 500 億美元。商會從臺灣能源轉型、吸引人才與教育、培養創新科技與

未來產業，以及經貿國際化與全球一體化等面向所提建議，亦是政府施政的努力方向。

在加強延攬外國專業人才部分，《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二次修法已於 10

月 25 日正式施行，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工作及居留規定，並優化租稅及社會保障。國發

會將持續強化攬才動能，目標在 2022 年底延攬就業金卡人才 1 萬人、2030 年延攬 10

萬國際人才。此外，政府亦開始大幅度開放國際僑外留學生來臺就學，目前每年僑外

龔主委（左）代表政府接受日本商會德元理事長

（右）遞交2021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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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約 1 萬多人，希望未來僑外留學生來臺人數能夠顯著成長，更歡迎僑外生畢業

後能夠在臺工作、成家立業，甚至成為我國國民。

關於商會相當關切的淨零碳排，蔡英文總統在 4 月宣示淨零碳排是我國不能自外

於全球的共同目標，行政院相當重視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工作，相關機關已

著手研擬淨零排放路徑評估及藍圖規劃，並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修法工

作，期於 2050 年達成淨零碳排目標。

龔主委感謝歐洲商會持續與政府攜手創新，面對後疫情時代，國內外經社情勢瞬

息萬變，政府將把握臺灣數位科技優勢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契機，持續提升我國整體

競爭力。

龔主委於歐洲商會建議書發表會致詞。 龔主委（中）代表政府接受歐商2022建議書，並與歐洲

商會張瀚書理事長（左）、何飛逸執行長（右）合照。

深化臺澳紐經貿夥伴關係

澳紐商會 2021 白皮書中特別呼籲臺灣、澳洲、紐西蘭三方要加強經貿連結及合

作，龔主委表示，這也是我們與澳紐的共同目標與心願。在積極融入區域經濟整合方

面，臺灣已在今年 9 月遞件申請加入 CPTPP，政府不僅會持續透過法規修正，以符合

國際規範，同時也會透過雙邊談判，與各國家持續溝通，我們有信心臺灣可以順利通

過這些挑戰。

在落實新南向政策推動方面，龔主委強調，澳紐是新南向政策的重點國家，臺

灣與澳紐可共同合作拓展東南亞商機。尤其在全世界供應鏈重組之際，臺灣與澳紐間

應可建構良好的供應鏈體系，以推動產業在印太地區的供應鏈重組與布局。龔主委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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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臺灣的「5+2 產業」推動迄今已有許多成果，而東南亞地區對基礎建設的智慧化

應用及服務的解決方案有偌大需求，包括智慧城市、物聯網、綠能、生技等，臺灣有

許多經驗及成果可以分享，也可以前往新南向國家複製模式。期盼未來臺灣與澳、紐

可進一步深化合作，共同發展新商機。

在臺澳紐經貿發展方面，近年來臺灣與澳紐貿易往來密切，兩國來臺累計投資金

額已達 30 億美元。2020 年臺灣是紐西蘭第 7 大出口市場、澳洲第 9 大商品出口市

場，與澳紐貿易總額達 127 億美元；今年 1 至 10 月貿易總額約 165 億元，較去年全

年更為成長。我國與紐西蘭已簽署「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更期盼臺澳未來亦能進一步

洽簽經濟合作協定（ECA）。未來臺灣在 2050 年要達到「淨零碳排」目標，臺澳雙方

應可加強在綠能、太陽能、離岸風電、氫能等領域的合作交流，甚至未來雙方可將離

岸風電、氫能等領域合作成功的經驗複製拓展至其他國家。

另有關培養雙語人才一節，龔主委說明，目前政府已啟動雙語化的相關工作。第

一階段主要是改善國內英語環境，讓外人來臺經商、就學、生活等各方面更加便利；

例如鼓勵銀行設置雙語分行，至 110 年 9 月底，20 家本國銀行已設置 276 家雙語分

行，以營造友善雙語金融服務環境。第二階段則是提升國人的英語力，推動教育體系

龔主委（左）代表政府接受澳紐商會理事長陳明信（右）遞交2021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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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語活化，包括：加速推動高等教育雙語化、規劃雙語專業學院等，除招募合格教

師來臺協助英語教學推展，亦期許臺灣自身教育系統能持續提升，以促進國人英語程

度及國際競爭力。

針對澳紐商會 2021 年商業調查結果，有關臺灣的法規靈活度和資訊透明度部分，

龔主委指出，法規檢討與改進是無止境的持續性工作。政府自 2017 年起持續推動法規

鬆綁，目前已完成 957 項鬆綁成果，歡迎商會持續給予政府建議，讓臺灣經商法制環

境朝向更靈活、透明及開放的方向邁進。

龔主委重申，儘管疫情帶來的挑戰不斷，但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們反而更加團結緊

密。臺灣願與日、歐、澳、紐等國，尋求在能源、農業、生技、資通訊與數位經濟等

領域更緊密合作的機會，以共同強化面對未來抗疫、供應鏈轉移與非民主國家打壓的

韌性。

過去一年在國發會努力與各部會協調下已解決許多商會提出的問題，臺灣有信心

面對外在環境的挑戰，並持續與商會一起努力，拓展臺灣與日、歐、澳、紐間之經貿

關係，共同開創全球經貿疫後新格局。

澳紐商會發布2021白皮書，澳紐商會執行長馬布思（Alex Matos）（右起）、澳洲駐臺代表露珍怡（Jenny 
Bloomfield）、澳紐商會理事長陳明信、國發會主委龔明鑫、紐西蘭商工辦事處貿易處長魏緹娜（Tina 
Wilson）、澳紐商會白皮書委員會主席張維夫等重要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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